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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永宏） 10 月
15 日，大同长城学会年会暨左云长
城 学 术 研 讨 会 举 行 ， 大 同 长 城 学
会 、 左 云 长 城 学 会 等 会 员 代 表 50
余人相聚一堂，共话长城文化，共
抒长城情结。

近年来，大同长城学会相关学
者 对 大 同 长 城 进 行 考 察 和 体 验 ，
撰 写 了 《大 同 长 城 考 察 报 告》。
与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市 文 物
局 、 大 同 日 报 社 、 华 联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共 同 举 办 “ 大 同 长
城 八 景 ” 评 选 ，《大 同 日 报·文
旅 周 刊 》 辟 出 专 版 详 细 进 行 介
绍 ， 社 会 反 响 强 烈 。 组 织 会 员 和
媒 体 记 者 深 入 浑 源 县 凌 云 口 和 灵
丘 县 牛 帮 口 长 城 实 地 踏 访 ， 现 场
感 受 大 同 长 城 八 景 评 选 名 单 中 的

“ 凌 云 古 道 ”“ 牛 帮 探 幽 ” 两 大 景
观 。 编 辑 3 万 余 字 、 图 文 并 茂 的

《大 同 长 城 八 景 “ 解 说 词 ”》 和
《大 同 长 城 八 景 旅 游 手 册》， 引
导 游 客 更 好 地 体 验 大 同 长 城 八
景 。 由 李 鸣 放 主 编 的 《 大 同 军
堡 —— 明 长 城 九 边 重 镇 大 同 镇 七
十 二 城 堡 遗 址 影 录 》 一 书 已 通
过 出 版 社 审 校 ， 后 期 出 版 事 宜
正 在 进 行 之 中 。 与 山 西 大 同 大
学 、 市 委 宣 传 部 、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市 文 学 艺 术 界 联 合 会 、
大 同 日 报 社 共 同 举 办 “ 中 华
魂 ” 长 城 主 题 征 文 大 赛 ， 全 国
各 地 的 长 城 研 究 者 、 长 城 爱 好
者 等 踊 跃 参 加 ， 社 会 影 响 大 。
参 与 市 委 统 战 部 “ 三 交 ” 考
察 ， 寻 找 长 城 内 外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实 证 ， 夯 实 我 市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理 论 研 究
基 础 。

左 云 长 城 学 会 紧 紧 抓 住 山
西 省 打 造 长 城 旅 游 板 块 的 契
机 ， 积 极 为 打 造 生 态 文 旅 体
育 融 合 引 领 区 添 砖 加 瓦 ， 在
宣 传 保 护 研 究 长 城 方 面 做 出
卓 有 成 效 的 探 索 和 努 力 。 会 长
刘 志 尧 文 史 学 术 成 就 得 到 国 内
专 家 认 可 ， 2016 年 撰 写 了 25 万
字 的 《大 同 长 城 与 城 堡》， 2018
年 ， 被 评 为 “ 山 西 省 长 城 保 护
研 究 十 大 杰 出 人 物 ”， 出 版 个
人 专 著 14 本 约 400 万 字 ， 曾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张 义 丰 教 授 合 著 72
万 字 的 《 长 城 经 济 带 的 理 论 方
法 与 实 践》， 为 建 设 长 城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起 到 一 定 的 参 考 作 用 。
在 会 长 刘 志 尧 的 带 领 下 ，左 云 长
城 学 会 形 成 一 支 学 术 结 构 完 善 、
研 究 人 员 团 结 、文 化 氛 围 浓 厚 的
左 云 长 城 文 化 矩 阵 。 在 本 次 年 会
上 ，左 云 长 城 学 会 37 名 会 员 被 吸
收 为 大 同 长城学会会员。

日 前 ， 市 委 统 战 部 组 织 我 市
高 校 教 师 、 文 物 专 家 、 文 史 学 者
深 入 甘 肃 河 西 走 廊 ， 寻 觅 中 西 文
化 交 融 的 璀 璨 遗 迹 ， 探 访 佛 教 洞
窟 艺 术 ， 探 寻 河 西 走 廊 对 大 同 历
史 文 化 有 过 影 响 的 遗 迹 遗 存 。 山
西 大 同 大 学 教 授 马 志 强 认 为 ， 北
魏 将 河 西 走 廊 的 世 家 大 族 、 儒 家
学 者 与 工 匠 三 万 户 迁 徙 到 北 魏 首
都 平 城 ， 保 存 在 河 西 地 区 的 儒 家
典 籍 、 汉 魏 文 化 也 被 带 到 了 平
城 ， 汉 代 儒 家 礼 仪 律 令 之 学 被 充
分 吸 收 到 北 魏 的 国 家 制 度 中 。 河
西 文 化 长 廊 的 考 察 ， 不 仅 推 动 了
大 同 与 甘 肃 文 化 界 人 士 的 交 流 ，
还 可 以 补 足 大 同 学 者 研 究 平 城 文
化的短板。

马志强说，北魏平城 与河西走
廊 有 着 太 多 的 关 联 ， 河 西 五 凉 政
权 的 先 后 建 立 ， 为 河 西 地 区 政 治
安 定 ， 经 济 、 文 化 发 达 创 造 了 重

要 的 条 件 ， 也 为 河 西 文 化 的 发 展
和 兴 盛 提 供 了 基 础 。 北 魏 在 太 延
五 年 （439） 平 定 凉 州 ， 从 此 ， 河
西 的 文 化 人 才 和 文 化 成 就 全 部 归
属 北 魏 ， 三 万 户 凉 州 人 带 着 自 己
传 统 家 学 和 河 西 特 有 的 生 活 气 息
来 到 了 平 城 ， 太 武 帝 平 凉 州 还 获
得 了 河 西 地 区 的 《西 凉 乐》 等 音
乐 典 籍 ， 入 平 城 的 河 西 儒 士 不 少
出 仕 北 魏 ， 对 北 魏 社 会 的 影 响 是
多 方 面 的 ， 他 们 不 但 开 启 儒 风 ，
振兴了礼乐，还完善了官制律令。

马志强认为，北魏平城时期虽
然 聚 合 了 东 西 南 北 、 胡 汉 各 种 音
乐 品 种 ， 但 在 音 乐 风 格 上 属 于 碰
撞 混 搭 型 ， 作 为 云 冈 中 期 第 12 窟
位 置 最 显 赫 的 一 组 乐 器 ， 感 觉 就
是 龟 兹 乐 、 西 凉 乐 、 清 商 乐 三 种
不 同 音 乐 的 杂 糅 版 ， 北 魏 宫 廷 音
乐 除 保 留 下 来 的 部 分 传 统 中 土 音
乐 外 ， 还 有 来 自 西 域 各 国 以 及 高

丽的音乐，成为 5 世纪后期东亚音
乐的集大成者。

近 年 来 出 土 的 北 魏 平 城 时 期
的 司 马 金 龙 墓 ， 其 中 棺 床 乐 伎
也 具 有 西 凉 乐 风 格 ， 从 其 乐 队
构 成 来 看 ， 12 件 乐 器 中 有 10 件
乐 器 与 隋 西 凉 乐 重 叠 ， 有 9 件 乐
器 与 隋 龟 兹 乐 重 叠 。 其 中 琵
琶 、 五 弦 、 横 笛 、 筚 篥 等 8 件 乐
器 是 龟 兹 乐 和 西 凉 乐 共 有 的 乐 器
品 种 ， 担 鼓 和 长 笛 是 西 凉 乐 乐
器 ， 而 鸡 娄 鼓 是 龟 兹 乐 的 特 色 乐
器 ， 西 凉 音 乐 是 本 次 学 者 考 察 关
注的焦点。

马志强还认为，拓跋焘将河西
儒士迁来平城后，大部分人得到重
用，当时的河西名士有的成为中书
博士，有的成为著作郎。如江式的
祖父江强在北凉刚亡之际，就向北
魏政府献经史子集千余卷，由是擢拜
中书博士。索敞入魏后当了中书博士

十余年，他的学生后来多有成就，做
到尚书、牧守的就有几十人。金城
宗 钦 、 武 威 段 承 根 等 担 任 著 作 郎 ，
成为北魏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可以
说，河西儒士在北魏为儒学的振兴
贡献巨大，北魏平城儒学的发展与
进 步 ，“ 河 西 因 子 ” 占 有 醒 目 的 位
置。为了巩固统治，北魏迫切需要
礼仪律令的制定与完善，这就为熟
悉汉代礼仪律令之学的河西人士提
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如来自敦煌
的李宝少子李冲参与了孝文帝制定
礼仪律令的任务，李冲还参与了北魏
太和时期官制的制定。

北 魏 平 城 许 多 领 域 都 留 有 河
西 文 人 的 深 深 印 记 ， 他 们 为 北 魏
平 城 时 期 的 政 治 、 社 会 和 文 化 发
展 做 出 了 积 极 的 贡 献 ， 成 为 北 魏
时 期 大 同 与 河 西 联 系 的 纽 带 ， 也
谱 写 了 古 代 各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的 历 史 篇 章 。

穿越河西走廊
溯源凉州文人对北魏平城文化的影响

——访山西大同大学教授马志强

本报记者 崔莉英

本报讯 （记者 赵永宏） 10 月 12
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 2023 年国家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名单，全国 69 家
单 位 入 选 。 山 西 省 太 原 市 东 湖 醋
园 、 大 同 市 开 源 一 号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园两个基地入选。

2021 年 12 月 ， 国 务 院 印 发 的
《“ 十 四 五 ” 旅 游 业 发 展 规 划》 提
出，鼓励依托工业生产场所、生产工
艺和工业遗产开展工业旅游，建设一
批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2022 年，
文化和旅游部启动国家工业旅游示范
基地评定工作，大同市晋华宫井下探
秘游景区、太原六味斋云梦坞文化产
业园入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如今，发展工业旅游成为城市推
动经济增长、促进城市转型、构建城
市形象的重要举措。作为国家工业旅
游 新 型 城 市 ， 大 同 工 业 门 类 发 展 齐
全，工业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大
同因地制宜，依托既有基础优势，大
力发展工业旅游新业态，为资源地区
转型走出一条新路径。

走 进 开 源 一 号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园 ， 一 进 大 门 ， 一 条 标 记 着 大 同 工
业 路 径 的 “ 时 间 走 廊 ” 分 外 引 人 注
目 。 走 在 这 条 由 废 旧 钢 铁 雕 刻 而 成
的“工业之路”，仿佛时光倒流，带
领人们回溯大同工业历史。

开 源 一 号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园 ， 其
前身是 大 同 市 煤 气 化 总 公 司 。 产 业
园 由 清 华 大 学 和 内 蒙 古 工 业 大 学 组
建 的 团 队 主 导 整 体 规 划 设 计 ， 除 吸
引 创 意 产 业 集 聚 外 ， 还 有 音 乐 主 题
工 业 遗 址 公 园 、 艺 术 家 工 作 室 、 音
乐 咖 啡 酒 吧 、 演 艺 文 化 主 题 广 场 、
众 创 空 间 、 博 物 馆 、 儿 童 美 术 馆 、
体育馆、工业小镇及时尚夜生活区等
文 化 设 施 。 漫 步 园 区 ， 简 约 的 老 厂
房、冷酷的工业风、斑驳的墙体、随
处可见的工作室和美食店……整个园
区充满艺术气息。

由 煤 压 机 房 改 造 而 成 的 音 乐 酒
吧，门头上一个显眼的“耍”字，立
马给人活力四射的感觉。酒吧内一句

“酒吧语录”赋予酒吧独特的文化内

涵 。“ 每 个 人 的 内 心 都 住 着 一 头 雄
狮，我们何尝不想做所有人的王，但
现实和想象总是存在差距，在煤压机
房 的 时 刻 你 就 是 现 实 中 的 王 。” 每
晚，这里的音乐一响起，歌手尽情释
放着激情，观众跟着欢唱。工作的忙
碌、生活的烦忧顿时烟消云散。

如 果 你 喜 欢 安 静 ， 还 可 以 走 进
“ 中 国 民 族 器 乐 博 物 馆 ”， 上 百 种
古 典 乐 器 以 及 音 乐 沙 龙 、 音 乐 课
堂 让 你 感 受 到 中 国 传 统 音 乐 的 美
妙 。 由 废 旧 公 交 车 改 造 而 成 的 公
交 美 食 、 音 乐 一 条 街 又 会 让 游 客
沉 浸 式 感 受 大 同 美 食 的 丰 富 多
样 。 近 日 ， 该 园 区 接 待 了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企 业 家 考 察 团 。 考 察 团 在
参 观 完 开 源 一 号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园 成
熟 的 业 态 后 表 示 ， 这 里 的 工 业 气 息
与 艺 术 氛 围 浓 郁 ， 可 以 酝 酿 策 划

“ 澳 门 美 食 音 乐 周 ”， 以 吸引更多的
粤港澳大湾区客商关注园区。

作为原大同市煤气 化 总 公 司 职
工 ， 开 源 一 号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园 “ 掌

门人”，程杰一直对大同工业文化有
着 很 深 的 情 结 ， 他 不 忍 心 看 着 这 些
老厂房荒废，“发展工业旅游，让它
发挥应有的工业再生价值。”开源一
号文化 创 意 产 业 园 一 边 建 设 ， 一 边
运 营 ， 几 年 的 时 间 ， 赢 得 客 户 和 各
地 游 客 良 好 的 口 碑 。“ 吃 在 园 区 美
食 一 条 街 ， 住 在 园 区 艺 术 酒 店 ， 体
验 在 各 种 风 格 独 具 的 博 物 馆 、 酒
吧 、 国 学 馆 等 ， 便 利 的 交 通 直 达 园
区 ， 成 为 各 地 游 客 大 同 游 的 热 门 打
卡 地 。” 程 杰 说 ， 发 展 工 业 旅 游 ，
需 要 的 就 是 这 种 更 加 多 样 化 、个性
化 的 文 旅 消 费 。 当 下 ， 人 们 对 旅 游
的 认 识 不 再 只 是 “ 看 山 看 水 看 风
景”，而是日益向“观文品史、体验
生 活 ” 的 模 式 转 变 。 深 度 参 与 并 充
分 感 受 目 的 地 沉 浸 式 旅 游 体 验 方
式，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而
兼具文化性和体验性的开源一号文化
创意产业园，正是顺应了消费升级趋
势，在更好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抓住
了发展新机遇。

河东地区裴、柳、薛三大家族在
中国中古社会的汉人世家大族中占有
重要地位，其延绵几个世纪而家族势
力不见衰弱，依靠其强大宗族的影响
力对北魏末期至东西魏分立之际的政
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的河东地
区指的是河东大族世居及活动的主要
区域，包括今运城地区及临汾南部的
曲沃、襄汾地区。

一、河东三姓：太和改制定姓族
后的河东士族

定姓族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中一项
重要的内容，太和十九年 （495） 孝
文帝借助皇权和法律的保障颁布了定
代人姓族的诏书。分定汉人士族门第
与代人方法相似，按照官爵的高低将
不同士族划分等级，以高下排列分别
是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分
定姓族的措施得到了中原地区的世家
大 族 的 赞 同 ， 当 时 的 崔 僧 渊 就 曾 说
过：“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
命爵，清九流之贯。礼俗之叙，粲然
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说明
孝文帝通过定姓族加强门阀制度的措
施是符合汉人世家大族的利益的。

通过定姓族把魏晋以来的旧士族
序列打破，重新形成了以北魏皇权为
核心的新的门阀士族。范阳卢氏、清
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成为最
高门第，通过与帝室及代人勋臣八姓

的婚媾站到了北魏政治等级的顶端。
其他的士族有一些凭借魏晋以来的名
望或者当朝的官爵列入郡姓，保留了
士族的地位，另一些到了北魏由于几
世不显、地位下降被排除在士族行列
之外。“魏 《太和姓族品》，柳、裴、
薛 为 河 东 三 姓 ”， 河 东 地 区 的 裴 、
柳、薛三姓列入郡姓，取得以后仕进
及壮大的基础，在北魏末年的动荡局
势下审时度势，归向关陇集团，开创
河东士族在隋唐兴旺的根基。

二、变局中的河东士族：北魏孝
武帝西迁事件

从宣武、孝明帝起，进入北魏统
治 的 末 期 ， 统 治 开 始 出 现 衰 败 的 迹
象，六镇之乱后各族起义不断发展，
使北魏王朝疲于应付。北魏统治者意
图借助胡酋尔朱氏的力量镇压河北、
关陇起义，不成想反受其害，“河阴
之变”宗室勋贵惨遭屠戮，大权落入
尔朱氏。后来，高欢消灭了尔朱氏，

“ 然 时 北 方 诸 族 ， 不 为 欢 下 者 尚 多 ，
如斛斯椿，如贺拔氏兄弟，皆其佼佼
者 也 ”。 河 东 士 族 生 活 在 这 样 的 时
代，不可能置之于外、不受局势的影
响。这里，我们摘出几则有关河东士
人的史料，对他们的言行进行分析，
以便明白河东士族的态度。

首先，有河东汾阴薛孝 通 ，《北
史》 卷 三 十 六 《薛 孝 通 传》 记 载 ，
河 东 士 人 薛 孝 通 从 战 略 角 度 出 发 ，
对 时 局 进 行 分 析 ， 认 为 “ 关 中 险
固 ， 秦 汉 旧 都 ， 需 预 谋 镇 遏 ， 以 为

后计。纵河北失利，犹足据之”，向
北 魏 节 闵 帝 推 荐 与 自 己 交 情 深 厚 的
贺 拔 岳 和 宇 文 泰 镇 守 关 中 。 薛 孝 通
在 立 节 闵 帝 的 过 程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因 此 ， 其 对 二 人 的 推 荐 很 有 分
量 。 根 据 “ 齐 神 武 起 兵 河 朔 ” 一
句，结合 《通鉴》，可知此关中人事
安 排 的 推 荐 应 该 是 在 梁 武 帝 中 大 通
三年 （531） 夏。后来，河北果然失
利 ， 节 闵 帝 和 薛 孝 通 却 未 能 如 先 前
所 想 撤 入 关 内 ， 为 高 欢 所 掳 ， 高 欢
得 势 。 当 贺 拔 岳 认 为 大 势 已 去 ， 想

“ 单 马 入 朝 ”， 降 附 高 欢 之 时 ， 薛 孝
通 为 其 分 析 形 势 ， 条 分 缕 析 地 陈 述
其 优 势 所 在 ， 坚 定 了 贺 拔 岳 的 信
心 ， 使 关 中 这 股 独 立 的 军 事 力 量 得
以 存 续 。 可 以 说 ， 薛 孝 通 前 者 对 关
中 人 事 安 排 的 建 议 ， 后 者 打 消 贺 拔
岳 顾 虑 的 言 论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影 响
了 关 中 的 局 势 ， 是 我 们 不 能 忽 略 的
一 点 。 薛 孝 通 推 荐 与 自 己 有 旧 的 贺
拔 岳 和 宇 文 泰 ， 可 以 看 出 是 当 时 士
人 为 自 身 后 计 的 考 虑 ， 可 惜 当 孝 武
西 迁 、 东 西 政 权 分 立 之 际 被 人 告
发 ， 没 有 机 会 进 入 关 中 ， 遂 仕 东
魏，卒于邺，宇文泰奏赠其官。

再 者 有 河 东 解 人 裴 侠 ，《北 史》
卷 三 十 八 《裴 侠 传》 记 载 ， 由 “ 孝
武 与 齐 神 武 有 隙 ， 征 兵 ” 一 句 ， 结
合 《通鉴》“魏主欲伐晋阳……发河
南诸州兵，大阅于洛阳”，以及“时
帝 广 征 州 郡 兵 ， 东 郡 太 守 河 东 裴 侠
帅所部诣洛阳”，可以知道裴侠与王

思 政 的 对 话 发 生 在 534 年 6 月 间 ， 7
月 孝 武 帝 已 经 渡 河 西 迁 。 裴 侠 对 当
时 形 势 的 讨 论 是 发 生 在 这 样 一 个 背
景下：534 年初，贺拔岳被侯莫陈悦
所 害 ， 宇 文 泰 为 众 将 领 推 为 主 后 ，
迅 速 出 兵 消 灭 侯 莫 陈 悦 ， 平 定 秦 、
陇 ； 而 孝 武 帝 与 高 欢 的 矛 盾 已 经 公
开 化 ， 孝 武 欲 伐 晋 阳 ， 大 阅 州 郡 兵
于 洛 阳 ， 高 欢 也 发 兵 四 道 俱 进 ， 威
胁 洛 阳 。 可 以 说 当 时 的 形 势 已 经 相
当 紧 张 。 所 以 ， 当 王 思 政 问 计 于 裴
侠 时 ， 他 给 出 的 药 方 是 “ 且 至 关
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就是
说 要 西 迁 入 关 ， 依 托 宇 文 泰 实 力 图
谋 发 展 。 以 裴 侠 的 聪 慧 ， 他 知 道 宇
文 泰 不 会 屈 于 人 下 ， 认 为 宇 文 泰

“ 己 操 戈 矛 ， 宁 肯 授 人 以 柄 ”， 不 可
能 把 权 力 和 军 队 交 还 孝 武 帝 ， 二 人
将 来 必 有 不 和 ， 但 根 据 当 前 形 势 ，
也 只 有 就 宇 文 泰 而 抗 高 欢 的 办 法 。
后 来 果 如 裴 侠 所 料 ， 孝 武 西 迁 后 与
宇 文 泰 发 生 矛 盾 而 被 害 ， 让 人 不 得
不佩服裴侠的远见。

对 于 关 中 形 胜 之 地 的 重 要 性 以
及 当 时 的 时 局 ， 河 东 士 人 中 不 仅 薛
孝 通 和 裴 侠 意 识 到 了 ， 而 且 柳 庆 也
有 认 识 。《周 书》 卷 二 十 二 《柳 庆
传》 载：魏孝武将西迁，除庆散骑侍
郎，驰传入关。庆至高平见太祖，共
论时事。太祖即请奉迎舆驾，仍命庆
先还复命。时贺拔胜在荆州，帝屏左
右谓庆曰 ：“高欢已屯河北，关中兵
既 未 至 ， 朕 欲 往 荆 州 ， 卿 意 何 如 ？”

庆对曰 ：“关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强
国也。宇文泰忠诚奋发，朝廷之良臣
也 。 以 陛 下 之 圣 明 ， 仗 宇 文 泰 之 力
用，进可以东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闭
关而固天府。此万全之计也。荆州地
非要害，众又寡弱，外迫梁寇，内拒
欢 党 ， 斯 乃 危 亡 是 惧 ， 宁 足 以 固 鸿
基？以臣断之，未见其可。”帝深纳
之。

当时荆州有贺拔胜的军队，孝武
帝考虑南依贺拔胜，柳庆认为不可，
建议西就关中。

北魏末期节闵、孝武二帝时，不
少大臣 对 时 局 有 清 醒 的 认 识 ， 都 看
重 关 中 的 险 要 地 势 ， 或 建 议 派 人 镇
守 关 中 ， 以 为 后 计 ； 或 鼓 动 孝 武 西
迁 ， 依 靠 关 中 宇 文 泰 的 势 力 。 劝 孝
武 西 迁 的 大 臣 有 中 军 将 军 王 思 政 、
散 骑 侍 郎 河 东 柳 庆 、 阁 内 都 督 宇 文
显 和 、 东 郡 太 守 河 东 裴 侠 、 右 仆 射
周 惠 达 等 。 孝 武 帝 也 知 西 行 实 非 良
图 ， 但 舍 此 又 无 他 策 ， 最 终 西 迁 的
建 议 占 了 上 风 。 柳 庆 、 裴 侠 ， 加 上
劝 节 闵 帝 派 人 巩 固 关 中 的 薛 孝 通 ，
可 以 发 现 河 东 士 人 将 其 对 当 时 形 势
做 出 认 真 分 析 后 的 言 论 进 之 于 帝 ，
对 关 中 形 势 、 对 后 来 关 陇 集 团 的 形
成 都 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 。 正 是 因 为 薛
孝 通 的 建 议 使 得 宇 文 泰 在 关 中 有 用
武 之 地 ， 并 且 有 机 会 在 贺 拔 岳 之 后
据 关 中 以 成 事 ； 由 于 柳 庆 、 裴 侠 等
人 的 西 迁 建 议 ， 使 宇 文 泰 军 事 实 力
有 所 壮 大 ， 更 重 要 的 是 使 关 右 成 为
当 时 的 “ 正 朔 ” 所 在 ， 吸 引 不 少 忠
于 元 魏 的 大 臣 以 及 有 识 之 士 的 加
入 ， 使 西 魏 初 缔 造 的 关 陇 集 团 有 可
能 迅 速 发 展 。 可 以 说 ， 河 东 士 人 倾
向 关 中 、 倾 向 宇 文 泰 的 态 度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成 就 了 宇 文 泰 及 西 魏 、 北

周 政 权 。 宇 文 泰 也 明 白 这 一 点 ， 对
三 人 非 常 器 重 ， 极 力 拉 拢 。 裴 侠 从
孝 武 入 关 ， 柳 庆 入 关 稍 迟 。 薛 孝 通
无缘进入关中，在其死后，“周文帝
追 轸 旧 好 ， 奏 赠 车 骑 将 军 、 仪 同 三
司、青州刺史”。从裴侠、柳庆两人
刚 入 关 中 便 被 委 以 丞 相 府 属 官 一 事
来 看 ， 虽 然 官 职 不 大 ， 但 被 宇 文 泰
引 为 心 腹 加 以 重 任 。 后 来 ， 二 人 在
西 魏 北 周 政 权 中 也 仕 途 顺 利 ， 高 官
封 爵 。 说 明 在 河 东 士 族 和 宇 文 泰 接
触 的 初 期 ， 二 者 就 有 良 好 的 合 作 关
系 ， 良 好 的 开 局 为 二 者 的 进 一 步 合
作 打 下 了 基 础 。 此 外 ， 河 东 地 区 随
魏 孝 武 帝 入 关 者 还 有 河 东 汾 阴 （今
万 荣 县） 薛 寘 等 河 东 士 族 。 西 魏 北
周 时 ， 河 东 三 姓 的 裴 侠 、 柳 庆 、 薛
寘 任 骠 骑 大 将 军 、 开 府 仪 同 三 司 ，
在府兵制系统中均担任较高职位。

结语
早 在 关 陇 集 团 形 成 之 前 的 萌 芽

阶 段 ，河 东 三 姓 的 言 行 就 对 关 中 宇
文 泰 势 力 产 生 积 极 的 影 响 ，促 成 其
发 展 壮 大 ，尤 其 是 在 他 们 鼓 动 和 支
持 下 的 孝 武 帝 西 迁 ，提 升 了 宇 文 泰
的 实 力 ，给 关 中 的 局 势 带 来 深 刻 影
响 ，形 成 了 宇 文 泰 实 际 统 治 下 的 以
关 中 为 根 基 的 西 魏 政 权 ，最 终 得 以
和 高 欢 统 治 下 的 河 北 为 根 基 的 东
魏 政 权 对 峙 。 河 东 三 姓 在 北 魏 末
年 东 西 政 权 分 立 之 际 归 向 关 中 政
权 ，与 宇 文 氏 领 导 的 关 陇 集 团 结
合 ，对 关 中 政 权 的 建 立 及 巩 固 作 出
了 重 要 的 贡 献 。 到 唐 朝 时 柳 芳“ 氏
族 论 ”曰 ：“ 关 中 亦 号‘ 郡 姓 ’，韦 、
裴 、柳 、薛 、杨 、杜 首 之 ”，河 东 三 姓
在 北 魏 末 年 以 来 政 治 、军 事 方 面 的
建 树 是 时 人 有 此 论 其 中 不 可 忽 视
的因素。

河 东 三 姓 与 魏 末 政 局
大同市博物馆 骆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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