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

— 读北朝碑志札记之 三

何 德 章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

改南迁北族出身者籍贯
,

实行门阀制度
,

鼓励其上层与汉族世家

大族通婚
,

促成北魏后期
“

胡人士族
”

的形成
,

治史者对此 已有较为深入的探讨① 。

孝文迁洛
,

主旨在于文治
,

鲜卑族上层的士族化
,

亦不过是其文治政策的一种手段
,

而鲜卑族上层的文

士化
,

更是所谓
“
胡人士族

”

得以成立的关键
。

北魏迁洛以后
,

鲜卑族上层文化面貌究竟有什

么样的变化
,

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
。

孝文帝迁都洛阳
,

实施文治
, “

知书
”

是对鲜卑族人特别是其上层的基本要求
,

但迁洛之

初
,

鲜卑族人对此并没有正确的认识
。

《魏书 》卷 21 上 《广陵王元羽传 》说
,

孝文下令迁洛后返

归平城
:

高祖 引陆叙
、

元赞等于前 曰 : “
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

,

脱闻此
,

深 用忱然
。

今知

书者甚众
,

岂皆圣人
。

脱 自行礼九年
,

五官三载
,

正欲开导兆人
,

致之礼教
。

脱为天

子
,

何假中原
,

欲令卿等子孙
,

博见多知
。

若永居恒北
,

值不好文主
,

卿等子孙
,

不免

面 堵也
。 ”

既迁洛阳
,

随着 门阀制度的实施及官制改革重文轻武
, “

北人何用知书
”
的言论因而消歇

,

崇

尚文化在迁洛的鲜卑贵族中蔚为风气
,

这在邝洛出土的鲜卑贵族的墓志中
,

有较为充分 的体

现
。

延昌三年 《元甩志 》② :

生而恢岸
,

幼则奇伟
。

恭孝之心
,

睦睦于 韶年 ; 忠亮之操
,

赛赛于 弱岁
。

韵宇神

凝
,

稚度清简
,

倾矜慕道
,

殷勤引德
,

俊士游于高门
,

英彦翔于云馆
。

若夫优游典谨之

中
,

纵容史籍之表
,

才逸 自天
,

制每惊绝
。

弱冠有声
,

拜奉车都尉
,

… … 又为步兵校

尉
,

并柞其好
。

君高枕华轩之下
,

安情琴书之室
,

命贤友
,

赋篇章
,

引尿酒
,

奏清弦
,

追

松阮以 为诗
,

望异氏而 同侣
,

古 由今也
,

何以别诸卜
·

… 穷达姜如
,

减否若一
,

志散丘

园
, J

讼游澡木
。



《志 》称为拓跋煮太子拓跋晃之子
、

阳平王某第六子
,

检《魏书 》卷 19 上
,

阳平王新成传下附有

子颐
、

衍
、

钦三人
,

无元甩其人
。

据《志 》
,

他卒于延昌三年 ( 5 1 4 )
,

年 45
,

则其志学之年
,

当太和

中后期
,

而招朋纳友
,

以琴书 自娱
,

则在迁洛之后
。

元俺事迹不见于史传
,

其兄元钦字思若
, “

少好学
,

早有令誉
,

时人语曰
: `

皇宗略略
,

寿

安
、

思若
’ ” 。

建义元年《元钦志 》对元钦文才说得更为详细
: “
三坟五典之秘

,

中岁已通
;
九流七

略之文
,

绮年尽学
。

齿在童稚
,

雅为献文所矜
,

未及弱冠
,

偏蒙高祖流爱
。

出入之际
,

与众不同
,

宴会之际
,

每见优礼
。

… …至于秋台引月
,

春帐来风
,

琴吐新声
,

禄流芳味
,

高谈天人之初
,

清

言万物之际
,

虽林下七子
,

不足称奇
,

岩里四公
,

易云能上
。 ”
据 《魏书 》卷 19 上 (( 汝阴王天赐

传附传 》
,

寿安名修义
,

乃元庵从兄弟辈
, “

涉猎书传
,

颇有文才
,

为高祖所知
。 ”

孝昌二年 《元

寿安志 》则称寿安为名
,

修义为字
,

与《魏书 》相反
。

《志 》称寿安
“

孝以事亲
,

因心 自远
,

友于兄

弟
,

不肃而成
。

弱而好学
,

师佚功倍
,

雅善斯文
,

率由绮发
,

自是藉甚之声
,

遐迩属望
;
琏瑚之

器
,

朝野归心
。

寿安
、

元钦二人以文名
,

他们好学而受到称颂
,

显然与太和时期提倡文治的大

背景有关
,

从元钦
、

元修义好学有令誉
,

可以判断 《元庵志 》所说不虚
。

但此三人均不见有何著

述
。

迁洛以后
,

元氏后进以文名者的水平
,

无疑远远超过他们之上
。

《魏书 》卷 1 8(( 临淮王谭传

元或附传 》说
:

或少有才学
,

时誉甚美
。

侍中崔光见或
,

退而谓人曰 : “
黑 头三公

,

当此人也
。 ”
少

与从兄安丰王延明
、

中山王熙并以 宗室博古文学齐名
,

时人莫能定 其优劣
。

尚书郎

范阳卢道将谓吏部清河崔休 曰 : “
三人 虽无优劣

,

然安丰少于造次
,

中山皂 白太 多
,

未若济南风流沉推
。 ” 时人为之语 曰 : “

三王楚 〔楚尽〕琳琅
,

未 若济南备圆方
。 ”
或姿

制闲裕
,

吐发流靡
。

琅邪王诵
,

有名人也
,

见之未尝不心醉忘疲
。

… …或美风韵
,

善

进止
,

衣冠之下
,

稚有容则
。

博览群书
,

不为章句
。

所著文藻 虽多亡失
,

犹有传 于世

者
。

安丰王元延明附传见于 《魏书 》卷 2 0(( 安丰王猛传附传 》 ,

传称他
“

博极群书
,

兼有文藻
,

坞集

图籍万有余卷
。

性清俭
,

不营产业
。

与中山王熙及弟临淮王或等
,

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与世
,

虽

风流造次不及于熙
、

或
,

而稽古淳笃过之
。

… …所著诗
、

赋
、

铭
、

沫三百余篇
,

又撰 《五经宗略 》
、

《诗礼别义 》 ,

注 《帝王世纪 》及 《列仙传 》
。

又以河间人信都芳工算术
,

引之在馆
。

其撰 《古今乐

事 》
、

《九章十二图》
、

又集 《器准 》九篇
,

芳别为之注
,

皆行于世
。 ”
太昌元年 《元延明志 》对其文

才有更为详尽的描述
。

《志 》称
:

自有大志
,

少耽文稚
,

肆情驰骋
,

锐思贯 穿
,

强于 记录
,

抑亦天 启
,

必诵全碑
,

终

识半面
。

故河间所不 闻
,

陈农所未采
,

莫不祛疑 辫惑
,

极奥 穷微
,

雕 虫小 艺
,

譬诸绮

毅
,

颇 曾留意
,

入室升堂
。

实使季长谢其诗书
,

伯偕 归其文籍
。

… … 又监校御书
,

时

明皇则天
,

留心古学
,

以 台阁文字
,

讹伪尚繁
,

民间遗逸
,

第录未谨
。

公以 向
、

欲之博

物
,

固摊校之所归
,

杀青 自理
,

简漆斯正
。

… … 既业冠一时
,

道 高百辟
,

授经侍讲
,

琢

磨圣躬
,

明堂辟 雍
,

皆所定制
,

朝仪国典
,

质而 后行
,

加 以崖 岸重深
,

风流 旷远
,

如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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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
,

迢然罕入
。

帷与任城王澄
、

中山王熙
、

,+. 平王略
、

竹林为志
,

艺尚相帷
。

故太傅

崔光
、

太常刘芳
,

虽春秋异时
,

亦稚相推揖
。

元熙事迹见于《魏书 》卷 19 下 《南安王祯传附元熙传 》
,

传称他
“

好学
,

俊爽有文才
,

声著于世
,

然轻躁浮动
。

… …既蕃王之贵
,

加有文学
,

好奇爱异
,

交结伟俊
,

风气甚高
,

名美当世
,

先达后

进
,

多造其门
。 ”

与袁翻
、

李玫
、

李神偶
、

王诵
、

裴敬宪等
“

才学之士
”

结为
“
知友

” 。

孝 昌元年 《元

熙志 》志亦称
: “

幼而岐疑
,

操尚不群
,

好学博通
,

善言理义
,

文藻富赡
,

雅有俊才
。

… …性不偶

时
,

凝贞独秀
。

得其人
,

重之如山
;
非其意也

,

忽之如草
。

是以门无杂宾
,

冰清玉洁
,

有若月皎

云间
,

松茂孤岭
。

见者羡其高风
,

望者人情景慕
。 ”

元熙弟元略亦以才学知名
。

《洛阳伽蓝记 》

卷 4 “

城西
·

追先寺条
” :

元略在元熙至江左
, “

萧衍素闻略名
,

见其器度宽雅
,

文学优赡
,

甚敬

重之
。

谓 曰
: `

洛中如王者几人 ? 夕

略对曰
: `

臣在本朝
,

承乏撮官
,

至于宗庙之美
,

百官之富
,

鸳

莺接翼
,

祀梓成荫
。

如臣之 比
,

赵咨所云
:

车载斗量
,

不可尽数
。 ”

元略能随 口引用 韦暇《吴书 》

所记赵咨对魏文帝语以答
,

说明他
“
文学优赡

”
虽不见于《魏书 》本传

,

但并非虚语
。

元或
、

元延明及元熙三人是北魏洛阳时代皇族
“

博古文学
”

的代表
。

而墓志中关于迁洛之

后宗室人物好学而不见于史传记录的情形还有很多
。

神龟二年 《元枯墓志 》 :

高宗文成帝之孙
,

太保齐郡顺王之世子 … … 又道锐志儒门
,

游心丈范
,

访忘食
,

徒义遗忧
。

虽甄城之好 士
,

平 台之遗爱
,

无以过也
。

正光元年《元孟辉志 》 :

太祖平文皇帝高凉 王七世孙… …永平之年
,

解 巾给事中
,

时始八 岁矣
。

有语入

学
,

听不朝
。

直年七丧亲
,

哀殷过礼
,

十 三玉罚
,

几致灭性
。

兄弟少孤
,

善相鞠育
,

友

于之显
,

遇迩所闻
。

一 员东省十有余年
,

朝廷以肆业 不转
。

君以 乐道不迁
,

左琴右书
,

逍遥 自得
。

正光四年《元秀志 》称
:

君票黄 中之逸气
,

怀万顷之渊童
,

器宇深华
,

风尚虚远
,

才见通洽
。

故早树声徽
,

幼播令誉
。

好读书
,

爱文义
,

学该图纬
,

博观 简碟
,

既精 《书 》
、

《 易》
,

尤善礼传
,

接迟道

艺之 圃
,

游
.

么儒术之获
,

虽伯业不倦
,

宣光纵横
,

无以 尚也
。

正光四年 《元斌志 》 :

恭宗后
,

京兆王孙
,

元润子
。

… … 虽名构朝 员
,

而心接事外
,

恒角巾私 圃
,

惬卧园

林
,

望秋 月而赋篇
,

临春 风而举酌
,

流连谈赏
,

左右琴书
。

性 简贵
,

慎交游
,

门寮杂游
,

庭盈卉木
,

虽山 阳之相知少
,

颖 阴之莫逆希
,

以斯准 古
,

千载共情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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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光六年《元茂志 》 :

慕宗后
,

乐陵密王第三子… 君性好检素
,

口口口平
,

出入玲 宇
,

去来谏范
,

颇复

琴诗构意
,

未尝荣禄口心
。

或 门揭八俊
,

日洞千数
,

又家无一 帛
,

书有万 筐
。

孝昌元年《元焕志 》 :

献文后
,

赵郡王孙
,

相 州刺史之子
。

… … 去彼所天
,

来纂大 国… … 又爱诗悦礼
,

不 舍斯须
,

好文玩武
,

无皮朝夕
,

味道入玄
,

精若垂 韦
,

五筋 出馆
,

帷 同林 下
。

故 胶吐

之韵
,

高迈群王
,

斌斌之称
,

远闻圣土
。

武泰元年《元举志 》 :

字景升… …粼而小 学
,

师心功倍
,

冥讥迅捷
,

率尔殊侠
。

坟经于是乎 宝轴
,

百 家

由此兮金箱
。

洞兼释氏
,

备练五明
,

六书八体
,

书妙超群
,

匀章小术
,

研精 出俗
。

山水

其性
,

左右琴诗
,

故潜肆衡 门
,

声播霄岳
。

武泰元年 《元障志 》 :

王幸情天至
,

友爱特深
,

悦善好名
,

宽仁容众
。

学涉坟史
,

稚好诗文
,

草隶之 工
,

迈于钟
、

索
。

建义元年 《元梯志 》 :

博览文史
,

学冠书林
,

妙善音 艺
,

尤好八体
。

器寓淹凝
,

风韵闲远
,

丽 藻云浮
,

高

谈响应
。

信可 两尧年之一足
,

九汉世之八龙
,

望萦烟 以腾旅
,

陵清风而蓦亥
。

故能异

于 公族
,

独 出群 荤者矣
。

建义元年《元助志 》 :

清河文献王 第二子也
。

… …王孝乎天纵
,

忠实化远
,

闺庭睦睦
,

无可 间之言
;朝

廷侃侃
,

有匪躬之誉
。

斌山泳水
,

辞爱三春之光
,

诛丧褒拄
,

文 接九秋之 色
。

至于 西园

命友
,

东阁延宾
,

怀道盈阶
,

专经满席
,
!冶风释卷

,

步月弦琴
。

目 丽五行
,

指口三调
,

布

素之怀必尽
,

风流之貌悠然
。

建义元年《元彝志 》 :



学年标乎令问
,

冠 岁备以 成德
。

熙平之始
,

王扰在佩斌之辰
,

幸明皇帝春秋富

冲
,

敦土厚之学
,

广延宗英
,

搜扬俊又
,

… …入 为侍书
。

… …性 乐闲静
,

不赵荣利
,

爱

黄老之术
,

尚恬素之志
,

清思参玄
,

高谈 自远
,

宾延稚胜
,

交远游杂
。

建义元年 《元顺志 》 :

字子和
。

… …

弘居相
,

王修处官

身甘枯搞
,

妻子衣食不 充
,

尝无据石之储
,

唯有书数千卷
,

虽复孙

蜀以过也
。

建义元年《元湛志 》 :

爱山水
,

玩园池
,

奇花异果
,

莫不集之
。

嘉辰 节庆
,

光风同月
,

必延王孙
,

命公子
,

曲宴竹林
,

赋诗畅志
。

性 笃学
,

元好文藻
;
善笔迹

,

偏长诗咏
。

祖孝武
,

爱谢庄
。

博 览

经史
,

朋 旧名之 书海
。

建义元年 《元恩志 》 :

君 自少及长
,

典籍是务
,

票性纯和
,

久而 弥亮
。

建义元年 《元天穆志 》 :

神质 自成
,

孤 贞特 秀
,

八素九丘之理
,

靡 不洞 其幽源 ; 三 坟五典之 书
,

故以极其

宗致
。

建义元年 《元子正志 》 :

自始服青矜
,

麦启 缘恢
,

好 问不休
,

思经无怠
。

遂能搜今阅古
,

博览群书
,

穷玄尽

微
,

义该众妙
。

谅以迈迹 中山
,

超踪北海矣
。

加以稚好文章
,

尤爱宾客
,

属辞 搞藻
,

怡

情无倦
,

礼贤接士
,

终宴忘疲
,

致邹
、

马之徒
,

怀 东阁而 并至 ;
徐

、

陈之党
,

慕西 园以 来

游
。

于是声高海内
,

誉肥天下
。

太昌元年《元袭志 》 :

字子绪
, · ·

一 君票和 气象
,

钟美川岳
,

廉 贞孝友
,

因心 自得
。

清风峻 节
,

秉襟独

远
,

不假色于朱蓝
,

宁资深 于羽括
。

错综古今沐贯穿百 氏
,

究群言之秘要
,

洞六 艺之精

微
。

蔑忍绮合
,

搞文锦烂
,

信足方 驾应刘
,

连横潘左
。

又工名理
,

善 占谢
,

机转若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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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应如响
。

虽郭象之辫类县河
,

彦国之言如壁玉
,

在君见之
。

太昌元年《元文志 》 :

献文帝曾孙
,

文穆皇帝孙… … 生而 奇骨无双
,

孩而 日新月就
,

五 岁诵论
、

孝
,

声

韵清辩
,

以为有祖之风焉
,

幸庄帝特加宠爱
。

永熙二年《元赞远志 》

父文王
,

才藻富丽
,

一代文 宗
。

… …性开达
,

好施 与
,

不事产业
,

道素 自居
,

虚 己

待贤
,

倾身下士
。

宾客辐凑
,

冠盖成阴
。

绸缪赏会
,

留连琴酒
。

风韵恢爽
,

与青松子

峻
;
逸 气高奇

,

共 白云俱远
。

不持小节
,

有调倪之才
,

虽鸿翼未舒
,

固以远大许之
。

年

渐成立
,

志闲丘壑
,

遂 负恢入 白公 台山
,

下帷潜读
。

学贯濡林
,

博窥文范
。

九流百 氏

之书
,

莫不 该览
;
登高夹池之碱

,

下笔成章
。

风流间起
,

谈论锋 出
,

时观鱼 鸟以咏怀
,

望山川而卒岁
。

上面所引均为元氏宗室人物的墓志
,

与元氏人物相比
,

其他鲜卑贵族墓志很少
,

但从不多 的

墓志中亦可见到他们好文情况的描述
。

如熙平元年《吐谷浑巩志 》称
: “
君处武怀文

,

博畅群

籍
,

志录经史
,

… …善文艺
,

爱琴书
,

系竹声席
,

超然独悟
。 ” 正光二年 《穆纂志 》 : “

君又好文

而能武
。

文随风举
,

武逐云奔
。

若乃锋谈电飞
,

兴连云水
,

皆率然巧妙
,

辞旨枚牧
。

先觉之士
,

盛以为王佐之才
。 ”

普泰元年《穆绍志 》说
: “
风情简旷

,

伏膺雅道
,

敦好经术
,

钻六艺之膏艘
,

游

文章之苑囿
。

由是风流藉甚
,

朝野倾属
。 ”

墓志内容当然不可尽信
,

如《魏书 》卷 27 《穆崇传穆绍附传 》说穆绍
“

无他才能
,

而资性方

重
,

罕接宾客
” ,

与 《穆绍志 》所说相去甚远
,

但这至少可以证明
,

北魏后期
,

以文化水平高低为

衡量人物高下已成风气
。

《魏书 》卷 21 上《高阳王雍传 》 :

孝文帝弟元雍在明帝时为灵太后 所

信重
,

执政
,

但
“

识怀短浅
,

又无学术
,

虽位居朝首
,

不为时情所推
” 。

有无
“

学术
”

确实是当时评

判人才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

北魏迁洛以前
,

出于培养鲜卑族文化人才及提高鲜卑贵族统治能力的考虑
,

较为重视官

方学校建设
,

太学
、

国子学 (后改称中书学 )先后建立
,

冯太后执政时
,

于 州郡遍设立学
,

并设

皇宗学专 门教育皇室子弟
。

孝文帝迁洛
,

对京师学校亦作了相应的规划
,

但官方学校一直未

能进行实际的教学活动
。

《魏书
·

儒林传序 》说
:

及迁都洛 邑
,

诏立 国子
、

太学
、

四 门小学
。

高祖钦明稽古
,

笃好坟典
,

坐舆据鞍
,

不 忘讲道
。

刘芳
、

李彪诸人以经书进
,

崔光
、

邢峦之徒 以文史达
,

其余涉猎典章
,

关历

词翰
,

莫不魔以好爵
,

动贻赏眷
。

于是斯文郁然
,

比隆周汉
。

世宗时
,

复招营 国学
,

树

小 学于四门
,

大选濡生以 为小 学博士
,

员四十人
。

虽赞宇未立
,

而 经米弥显
。

时天下

承平
,

学业大盛
,

故燕齐赵魏之间
,

横经著录
,

不可 胜数
。

大者千余人
,

小者扰数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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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举茂异
,

郡贡孝康
,

对扬王庭
,

每年逾众
。

神龟 中
,

将立 国学
,

招 以三品 已上及五品

清官之子 以 充生选
。

未及 简五
,

仍复停夜
。

正光二年
,

乃释莫于 国学
,

命祭酒崔光讲

《孝经 ))
,

始里 国子生三十六人
。

孝文帝下诏于洛阳设立各级学校
,

宣武帝
“

复诏立国学
” ,

但
“
簧宇未立

” ,

神龟中复
“

将立国

学
” ,

而
“

仍复停寝
” ,

均反映了迁洛后新都洛阳官方学校未能设立的事实
。

同书卷 5 4《李崇

传 》记其于灵太后时上书言事
,

提及学校时
,

称孝文帝时虽有学校规划
,

但
“
经始事殷

,

戎轩屡

驾
,

未逞多就
” ,

而宣武帝
“

永平之中
,

大兴板筑
,

续以水旱
,

戎马生郊
,

虽逮为山
,

还停一匾
” ,

所以
“

皇迁中县
,

垂二十祀
” ,

但
“

胶序德义之基
,

空盈牧竖之迹 ,,M虽有学官之名
,

而无教授之

实
” 。

研究者或因迁洛后官方学校不立
,

遂认为孝文帝迁洛汉化与文治的初衷并未实现
,

但明

帝之时
“

文雅大盛
” ③ ,

以及鲜卑族上层文化进步确为事实
,

他们接受文化教育
,

当别有途径
。

诚如陈寅格先生所说
: “

汉代学校制度废驰
,

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
,

学术 中心移于家

族
。 ” ④而家族教育除了直系亲属对下一代的教育外

,

家族 出资设立学馆
,

延师教授
,

亦是一

种普遍的方式
。

《北齐书 》卷 34 《杨惜传 》 :

六 岁学史书
,

十 一受《诗 》
、

《易》
,

好《左氏春秋 》
。

… …情一 门四世同居
,

家甚隆

盛
,

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
。

学庭前有杂树
,

实落地
,

群儿咸争之
,

惜颓然独坐
。

其季父

时适入学馆
,

见之 大用咙异
,

顾谓宾客 曰 : “
此儿恬裕

,

有我家风
。 ”
宅内有茂竹

,

遂为

惜于林边别 葺一 室
,

命独处其中
,

常以铜盘盛撰 以饭之
。

因以督厉诸子 曰 : “
沃琴但

如遵彦谨懊
,

自得竹林别 室
、

铜盘重 肉之食
。 ”

这是十六 国北朝世家大族家族内教育的典型史料
,

鲜卑贵族士族化 以后
,

亦受其影响
。

《魏

书 》卷 19 上 《阳平王新成传元钦附传 》说
: “

钦曾托青州人高僧寿为子求师
,

师至
,

未几逃去
,

钦以让僧寿
,

僧寿性滑稽
,

反谓钦 日
: `

凡人绝粒
,

七 日乃死
,

始经五朝
,

便尔逃遁
,

去食就信
,

实有所网
。 ’

钦乃大渐
,

于是待客稍厚
。 ”

温子升初
“

为广阳王渊贱客
,

在马坊教诸奴子书
。

作

《侯山祠堂碑文 》
,

常景见而善之
,

故诣渊谢之
。

景 曰
: `

顷见温生
。 ’

渊怪问之
。

景曰
: `

温生是

大才士
。 ’
渊 由是稍知之

。 ’ ,⑤延请人教
“

奴子
”

识写文字
,

自家子弟的教育当更受重视
。

任城王

元澄子元顺
, “

九岁师事乐安陈丰
,

初书王羲之《小学篇 》数千言
,

昼夜诵之
,

旬有五 日
,

一皆通

彻
。

丰奇之
,

白澄 曰
: `

丰十五从师
,

迄于 白首
,

耳 目所经
,

未见此 比
,

江夏黄童
,

不得无双也
。 ’

澄笑曰
: `

蓝 田生玉
,

何容不尔
。 ’

十六
,

通《杜氏春秋 》
,

恒集 门生
,

讨论同异
。 ’ ,⑥大儒刘兰兼通

《五经 》 , “
又明阴阳

,

博物多识
,

为儒者所宗
” 。 “

特为中山王英所重
,

英引在馆
,

令授其子熙
、

诱
、

略等
。

兰学徒前后数千
,

成业者众
。

,,@ 元熙
、

元诱
、

元略兄弟在孝明帝时以才学知名
,

其最

终 的学养虽非刘兰传授所致
,

但启蒙教育无疑有赖于学馆
。

鲜卑贵族采用汉族世家大族的方

式教育子弟
,

也是鲜卑贵族世族大族化的一项重要 内容
,

是鲜卑族上层文士化的基础
。

迁都洛阳后
,

鲜卑族上层的文士化倾向
,

不仅表现在鲜卑贵族进行家族教育
,

使子弟识

文断字
,

从而免
“
面墙

”
之讥

,

而且 表现在接受南方上流社 会学风的影响
,

崇 尚文学
、

老庄玄

学
,

并热衷于士林间的文学交往与相聚清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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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 》卷 8 3《文苑传序 》说
: “
暨永明

、

天监之际
,

太和
、

天保之间
,

洛阳
、

江左
,

文雅尤盛
,

彼此好尚
,

互有异同
。

,’( 魏书 》卷 8 5(( 文苑传序 》亦称
: “

逮高祖驭天
,

锐情文学
,

盖 以领顽汉

彻
,

掩掉曹王
,

气韵高艳
,

才藻独构
。

衣冠仰止
,

咸慕新风
。 ”

综合二者
,

是说孝文帝在太和时期

开创了一种崇尚文学的风气
。

《魏书
·

孝文帝纪下 》对孝文帝学养总的叙述中
,

亦可看出孝文

帝学问的特征
: “

雅好读书
,

手不释卷… …史传百家
,

无不该览
。

善谈《庄 》
、

《老 》
,

尤精释义
。

才

藻富赡
,

好为文章
,

诗赋铭颂
,

任兴而作
。

有大文笔
。

马上 口授
,

及其成也
,

不改一字
。

自太和

十年已后诏册
,

皆帝之文也
。

自余文章
,

百有余篇
。 ”
重博览而不守一经

,

谈庄老而尚文学
,

为

南朝士人的常态
,

对于北方来说
,

却是刚刚开始的
“

新风
” ,

孝文帝对此
“

新风
”

的提倡可谓不

遗余力
。

《魏书 》中关于孝文帝以崇尚诗文 的事例甚多
。

卷 19 中 (( 任城王元澄传 》说元澄
“

音韵遒

雅
,

风仪 秀逸
” ,

被南齐来使赞为
“
以文见美

” , “

时诏延四庙之子
,

下逮玄孙之 宵
,

申宗宴于皇

信堂
,

不以爵秩为列
,

悉序昭穆为次
,

用家人之礼
。

高祖曰
: `

行礼已毕
,

欲令宗室各言其志
,

可

率赋诗
。 ’

特令澄为七言连韵
,

与高祖往复赌赛
,

遂至极欢
,

际夜乃罢
。 ”

时犹在迁洛之前
。

迁洛

之后
, “

高祖至北邝
,

遂幸洪池
,

命澄侍升龙舟
,

因赋诗以序怀
。 ”

后元澄从孝文南征
,

因疾还洛

阳
,

孝文帝
“

赋诗而别
” 。

传又称
:

车驾还洛
,

引见王公侍 臣于清徽堂
。

高祖 曰 : “
此堂成来

,

未与王公行宴乐之礼
。

后 东阁虎堂粗复始就
,

故令与诸贤欲无 高而不升
,

无小而 不入
。 ”
因之流化渠

。

高祖

曰 : “ 沙匕曲水者亦有其义
,

取轮道 曲成
,

万物无滞
。 ”
次之洗烦池

。

高祖 曰 : “
此池中亦

有嘉 鱼
。 ” 澄 曰 : “

此所谓
`

鱼在在藻
,

有颁其首
’ 。 ”
高祖 曰 : “

且取
`

王在灵沼
,

于 韧鱼

跃
’ 。 ”

次之观德殿
。

高祖 曰 : “
射以观德

,

故遂命之
。 ”
次之凝闲堂

。

高祖 曰 : “

名 目要

有其义
,

此盖取夫子闲居之义
。

不可纵奢以忘俭
,

自安以 忘危
,

故此堂后作茅茨堂
。 ”

谓李冲 曰 : “

此东曰 步元虎
,

西 曰 游凯虎
。

此堂虽无唐尧之君
,

卿等当无愧于元
、

凯
。 ”

冲对 曰 : “ 臣既遭唐尧之君
,

不敢辞元
、

凯之誉
。 ” 高祖曰 : “

光景垂落
,

脱同宗则有载

考之义
,

抑等将 出无远
,

何得肤尔
,

不 示德音
。 ”
即命黄 门侍 郎崔光

、

郭柞
,

通直郎邢

峦
、

崔休 等斌诗言志
。

烛至
,

公卿辞退
。

李冲再拜上千万 岁寿
。

高祖曰
: “
抑向以烛

至致辞
,

复献千万之寿
,

脱报卿以 《南山 》之诗
。 ” 高祖 曰 : “

烛至辞退
,

庶姓之礼
。

在夜

载考
,

宗族之义
。

卿等且还
,

脱与诸王宗室
,

欲成此夜饮
。 ”

卷 21 下《彭城王舞传 》说
:

高祖 与侍 臣升金墉城
,

顾见堂后梧桐
、

竹 曰 : “
凤皇昨梧桐不栖

,

昨竹实不食
,

今

梧桐
、

竹并茂
,

拒能降凤乎 ?’’ 咫对 曰 : “
凤皇应德而 来

,

岂竹
、

梧桐能降 ?’’ 高租 曰 : “

何

以言之 ?’’ 畏 曰 : “
昔在虞舜

,

凤皇来仪
。

周之兴也
,

鹜鹜鸣于吱山
。

未闻降桐食竹
。 ”

高祖笑曰
: “
脱亦未 望降之也

。 ” 后宴侍 臣于清徽堂
。

日姜
,

移于流化池芳林之下
。

高

祖 曰 : “
向宴之始

,

君 臣肃然
,

及将末也
,

筋情始畅
,

而流景将颓
,

竟不 尽适
。

恋恋余

光
,

故重 引卿等
。 ”
因仰观桐叶之茂

, 曰 : “ `

其桐 其持
,

其实离离
,

恺涕君子
,

莫不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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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夕 。

今林下诸贤
,

足教歌味
。 ” 遂令黄 门侍郎崔光读幕春群 臣应招诗

。

至怨诗
,

高祖

仍为之改一字
, 曰 : “

昔郊奚举子
,

天下谓之至公
,

今 见蕊诗
,

始知 中令之举 昨私也
。 ”

畏对 曰 : “
臣霉此拙

,

方见圣朝之私
,

祯蒙神笔踢刊
,

得有令誉
。 ” 高祖 曰 : “

虽琢一字
,

扰是 玉之本体
。 ”
袭 曰 : “

臣闻《诗 》三 百
,

一言可蔽
。

今陛下踢刊一字
,

足 以价等连

城
。 ”

卷 5 6(( 郑羲传子道昭附传 》说
:

从征沟汉
,

高祖飨侍 臣于 恋抓方丈竹堂
,

道昭 与兄鹉俱侍坐焉
。

乐作 酒酣
,

高祖

乃歌 曰 : “
白 日光天无不唯

,

江左一隅独未照
。 ”

彭城 王趁续歌 曰 : “
愿从圣明兮登衡

会
,

万 国胎诚混江外
。 ”
郑她歌 曰 : “

云雷大振兮 天 门辟
,

率土来 宾一 正历
。 ”
邢峦歌

曰 : “
舜舞干戚兮天下归

,

文德远被莫不思
。 ”
道 昭歌 曰 : “

皇风一鼓兮九地匝
,

戴 日依

天清六合
。 ”

高祖又歌 曰 : “

遵彼沃坟兮昔化贞
,

未若今 日道风明
。 ”
宋卉歌 曰 : “

文王

政教兮晕江沼
,

宁如大化光四表
。 ”

高祖谓道昭 曰 : “
自比迁务虽狠

,

与诸 才俊不度咏

级
,

遂命邢峦总集叙记
。

当尔之年
,

卿频丁艰祸
,

每眷文席
,

常 用慨然
。 ”

从上引史料说明
,

孝文帝迁洛之后
,

常与宗室人物及侍臣酒宴唱和
,

引经据典
,

如文人雅聚
。

《魏书 》卷 6 5(( 邢峦传 》说
: “
峦少而好学

,

负峡寻师
,

家贫厉节
,

遂博览书传
。

有文才干略
,

美须

髯
,

姿貌甚伟
。 ”
为孝文帝

“

知赏
” ,

后
“

有司奏策秀
、

孝
,

诏 曰
: `

秀
、

孝殊问
,

经权异策
。

邢峦才

清
,

可令策秀
。 ’ ” 因邢峦

“
才清

”
即才能更高而让其主持秀才策试

, 《魏书
·

文苑传 》所列北魏

后期文学人物
,

不少即参与秀才策试并获高第
,

表明秀才策试重文章已是当时风气
。

孝文以

邢峦
“

才清
”

而特命他
“

策秀
” ,

更说明孝文帝心 目中
,

文学才是主要 的学问
,

有文学才能的人

士尤受重视
。

崔光 (字孝伯 )十七岁时从青州入平城
, “

家贫好学
,

昼耕夜诵
,

佣书以养父母
。 ”

后来成为北魏洛阳时期文人领袖
。 “
甚为高祖所知待

。

常曰
: `

孝伯之才
,

浩浩如黄河东注
,

固

今日之文宗也
。

” ,⑧孝文帝又曾对韩显宗及程灵虫L说
: “

著作之任
,

国书是司
。

卿等之文
,

联 自

委悉
,

中省之品
,

卿等所闻
。

若欲取况古人
,

班马之徒
,

固自辽阔
。

若求之当世
,

文学之能
,

卿

等应推崔孝伯
。 ” ⑧王肃

“

自谓 《礼 》
、

《易 》为长
,

亦未能通其大义也
” ,

他从南齐北奔
,

孝文帝特

加垂青
,

身后以为辅政大臣之一
,

不仅因为要利用他对引进南方制度
,

亦由于他
“

辞义敏切
” 、

“

音韵雅畅
”

而
“

深会帝 旨
’ ,。 ,

与偏爱文学清谈的孝文帝 内心契合
。

其弟元彭城王元舞
“

敏而

耽学
,

不舍昼夜
,

博综经史
,

雅好属文
” 。

孝文曾以曹工
、

曹植兄弟相比拟
,

表示弃二曹
“

才名相

忌
”

而当以
“

道德相亲
’ ,

0
。

诸弟之 中
,

特受孝文帝信重
,

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应是原因之一
。

儒学重在经典
,

文学讲求博通
;
儒学重传承

,

而文学贵创造
。

北魏洛阳时代文学兴起
,

从

学业精进上讲
,

下帷苦读
,

博览多闻
,

友朋切磋
,

远比学校师授更为重要
。

前引诸方墓志之文
,

所述墓主才学
,

博览便是重要内容
。

《元择志 》所谓
: “
学通诸经

,

强识博闻
,

一见不忘
。

百氏无

遗
,

群言毕览
” ; 《元子正志 》称其

“

遂能搜今阅古
,

博览群书
,

穷玄尽微
,

义该众妙
” ; 《元延 明

志 》称
“

自有大志
,

少耽文雅
,

肆情驰骋
,

锐思贯穿
,

强于记录
,

抑亦天启
,

必诵全碑
,

终识半面
。

故河间所不闻
,

陈农所未采
,

莫不祛疑辨惑
,

极奥穷微
,

雕虫小艺
,

譬诸绮毅
,

颇曾留意
,

入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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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堂
。

实使季长谢其诗书
,

伯嘈归其文籍
。 ” 《元袭志 》谓其

“

错综古今
,

贯穿百氏
,

究群言之秘

要
,

洞六艺之精微
” 。

《元赞远志 》谓其
“

年渐成立
,

志闲丘壑
,

遂负峡入白公台山
,

下帷潜读
。

学

贯儒林
,

博窥文苑
。

九流百 氏之书
,

莫不该览
” 。

在这种情况下
,

从事儒学教育的官方学校便

可有可无
,

东晋南朝官学不立
,

但文学
、

史学等成就斐然
,

即为 明证
。

书籍是广收博览的前提
。

元延明
“

鸡集图籍万有余卷
” ,

前引《元茂志 》称他
“

家无一帛
,

书

有万筐
” ; 《元顺志 》谓其

“

妻子衣食不充
,

尝无檐石之储
,

唯有书数千卷
” 。

北方历经十六 国以

来动乱
,

书籍本少
,

南朝是孝文帝汉化时代书籍的重要来源
。

正光元年《李璧墓志 》说
: “

昔晋

人失驭
,

群书南徙
,

魏因沙乡
,

文风北缺
。

高祖孝文帝追悦淹中
,

游心樱下
,

观书亡落
,

恨阅不

周
。

与伪连和
,

规借完典
。

而齐主 昏迷
,

孤违天意
。

为中书郎王融… … 启称在朝
,

宜借副书
。 ”

《南齐书 》卷 47 《王融传 》亦称北魏曾遣使
“

求书
” , “

朝议欲不与
” 。

王融上书主张给与
,

使
“

经

典远被
,

诗史北流
” ,

但
“

事竟不行
” 。

《隋书
·

经籍志总序 》说
: “

后魏始都燕
、

代
,

南略 中原
,

粗

收经史
,

未能全具
。

孝文徙都洛邑
,

借书于齐
,

秘府之中
,

稍 以充实
。 ”

或与事实有出入
。

但无

论如何
,

南方文籍多于北方
,

北魏迁都后
,

洛阳文学之风兴起
,

必然受到南方文学的影响
,

却

是不争的事实
,

前述 《王融传 》称南齐永明十一年北魏房景高
、

宋弃出使南齐
,

王融奉命接

待
,

房景高因问
: “

在朝闻主客作 《曲水诗序 》
。 ”

景高又云
: “

在北闻主客此制
,

胜于颜延年
,

实

愿一见
。 ”
融乃示之

。

后 日
,

宋弃于瑶池堂谓融曰
: “

昔观相如《封禅 》
,

以知汉武之德
。

今览王

生《诗序 》 ,

用见齐王之盛
。 ”

其时犹未迁都
,

南方文人一篇新作
,

竟已被北方知晓
。

迁洛之后
,

为保证洛阳的安全
,

孝文常亲率军南伐
,

南北一度交恶
,

但梁朝建立后
,

南北通使频繁
,

说南

方
“ 四境之 内

,

家有文史
’ ,。 ,

虽不无夸张
,

但书籍与文人新作北传无疑更为普遍
。

元晖
“

颇爱

文学
,

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
,

以类相从
,

名为《科录 》
,

凡二百七十卷
,

上起伏羲
,

迄于

晋
、

宋
,

凡十四代
。 ” 《科录 》当为便于作文用典编制 的类书

,

其内容包含晋
、

宋
,

应广引南方书

籍
。

元坦
“

傲很凶粗
” ,

其从叔元延明指责他说
: “

汝凶悖性与身而长
,

昔有宋东海王伟志性凡

劣
,

时人号曰
`

驴王
夕 。

我熟观汝所作
,

亦恐不免驴号
。 ’ ,L刘宋典故元延明信手拈来

,

无疑是读

南方史书的结果
。

《魏书
·

文苑
·

温子升传 》称其正光末因事
“

无复宦情
,

闭门读书
,

厉精不

已
” 。

其文学水平进一步提高
,

当亦是揣摩南方文人诗文所致的缘故
。

梁魏通和
,

南方书籍与

文人作品大量北传
,

北方上流社会加以揣摩学 习而精进
,

应是孝文帝对文学虽大力提倡
,

但

要到孝明帝时方
“
文雅大盛

”

的重要原因
。

《洛阳伽蓝记 》卷 u4 城西
·

追先寺
”
条说元略

“

从容

闲雅
,

本自天资
,

出南入北
,

转复高迈
。

言论动止
,

朝野师模
。 ”

元略虽本有文才
,

及其因事南奔

梁朝
,

与南方文士周旋
,

当颇有精进
,

所以北返洛阳后
,

人 以为
“

师模
” ,

至少这反映 了当时洛

阳文人崇 尚南方文化的心态。 。

与文学一并兴起的是南方文人生活方式
,

如崇尚 自然
、

相聚清谈
、

弹琴饮酒
、

喜爱书法
,

乃至生活上放达
,

亦在洛阳上流社会漫延
。

《魏书 》记孝文帝与侍臣宴聚赋诗场所
,

名为流化

渠
、

流化池
、

清徽堂
、

步元庞
,

游凯庞
,

有池
、

渠及桐竹芳林
,

业 已显示出这位热爱文学的皇帝

生活方式上接近南方文士的情调
。

这种生活情调在洛阳文风大盛后更进一步被发扬光大
。

前

引《元脆志 》谓其不喜作官
, “

高枕华轩之下
,

安情琴书之室
,

命贤友
,

赋篇章
,

引尿酒
,

奏清弦
,

追稽阮以为侍
,

望异氏而同侣
,

古由今也
,

何以别诸 ! … … 穷达晏如
,

减否若一
,

志散丘园
,

心

游壕木
。 ” 《元斌志 》称

: “
虽名拘朝员

,

而心 债事外
,

恒角 巾私圃
,

堰卧园林
,

望秋月而赋篇
,

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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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而举酌
,

流连谈赏
,

左右琴书
。

性简贵
,

慎交游
,

门寮杂游
,

庭盈卉木
,

虽山阳之相知少
,

颖

阴之莫逆希
,

以斯准古
,

千载共情也
。

” 元湛志 》 : “

爱山水
,

玩园池
,

奇花异果
,

莫不集之
。

嘉辰

节庆
,

光风同月
,

必延王孙
,

命公子
,

曲宴竹林
,

赋诗畅志
。 ”

元熙 临死写信给
“

知故
” ,

感叹说
:

“

今欲对秋月
,

临春风
,

藉芳草
,

荫花树
,

广召名胜
,

赋诗洛滨
,

其可得乎 ? ”
都反映了鲜卑族上

层文士化后的生活情趣
。 “
古今文人

,

类不护细行
,

鲜能以名节自立
。 ’ ,L文士与儒者原本是两

种不同的文化人
,

文学的兴起必然造成北方上层社会行为方式的变化
。

《魏书
·

文苑
·

温子

升传 》说
: “

杨遵彦作《文德论 》
,

以为古今辞人 皆负才遗行
,

浇薄险忌
,

唯邢子才
、

王元景
、

温子

升彬彬有德素
。 ”

文人生活上重感性与个性
,

作为北方文学新人的模仿对象南方士族文人亦

多不拘行检
,

文学的特质加上北方新文人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的共同作用
,

便形成杨惜所论

述的社会现象
。

《洛阳伽蓝记 》中有不少私家园林的描述
,

论者指其与南方文人私家园林在规模与色彩

上呈现差异 。 ,

实如 《魏书
·

文苑传序 》所说
,

文学虽兴
,

但
“
学者如牛毛

,

成者如麟角
” 。

对于

成熟的南方上流文化的学习与模仿
,

并不是短时期能够完成的
。

《魏书
·

文苑
·

邢听传 》说
:

“

自孝 昌之后
,

天下多务
,

世人竞以吏工取达
,

文学大衰
。 ”

经孝文帝提倡
、

受南方上层社会的

影响
,

洛阳时代文学兴起
、

鲜卑族上层表现出来的文士化趋势
,

均是在北魏洛阳时代相对安

定时期产生的现象
,

随着北魏政治的动荡
,

这一过程因而一度中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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