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眨兄弟丽命运

— 东魏解散豪族私家武装的过程

何 德 章

周一 良先生早年在其名作 《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中
,

论及北齐的民族政策
,

指

出
: “
北齐是大鲜卑主义的时代

” ,

重名德讲礼法的汉族高门只在府佐
、

御史
、

曹郎等较小官

职上可以沿袭旧例
,

凭门第充任
,

却很少能真正掌握政权 ; 但北齐创立者高欢
“

对于另一种

门阀并不高的汉族地主豪强
,

则联络唯恐不及
”

①
。

周先生并以渤海高乾兄弟
、

渤海封氏等

的事例说明高齐联络汉族地主中武力豪宗的具体情形
。

周先生的论述具有启发意义
,

但他针对整个北朝立论
,

自然不可能对北朝各个时期社会

阶层因政治运转而产生的变动进行详尽的分析
。

事实上
,

东魏北齐时期那些重礼法门风的大

族虽不能在高层政治中发挥其实际的作用
,

却总能维持一种较高的社会地位
,

而高欢竭力拉

拢的那些武力豪宗
,

有的很快便从政治上销声匿迹
,

高乾兄弟即是很好的例证
。

关注东魏北

齐政治发展过程的研究者
,

对在东魏政权形成时期举足轻重 的高乾兄弟的命运亦鲜加留意
。

而高乾兄弟的命运与高欢压抑汉族武力豪宗的政策密切相关
, ·

这一政策决定了东魏北齐政治

的基本走向
,

因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

高乾
、

高慎
、

高昂
、

高季式四兄弟之父高翼即以
“

豪侠
”

知名
, “

为州里所宗敬
” 。

及六

镇余众反于河北
, “
朝廷 以翼山东豪右

,

即家拜 渤海太守
。

至郡未几
,

贼徒 愈甚
,

翼率合境

徙居河
、

济之间
。

魏 (朝 ) 因置东冀州
,

以翼为刺史
,

加镇东将军
、

乐城乡侯
”

②
。

当北魏

末镇兵
、

城人起事
,

朝廷丧失对各地的控制之后
,

特别是在庄帝杀尔朱荣之后
,

在河北委任

世家大族人士为所在州郡的长官
,

或于战略要地新置州郡
,

用世族人士控制
,

成为一种政

策
。

高翼先任渤海太守
,

后又任新置的东冀州刺史即为一例
。

兹更举见于史籍的同类事例以

为证明
。

《魏书》 卷 38 《刁雍传附刁整传》 称
:

河北丧乱
,

时整族弟双为西充州刺史
,

整遂携家依焉
。

…… 元颓入洛
,

用为沦

州刺 史
。

庄帝还朝
,

坐免官
。

后归 乡里
。

及庄帝杀尔朱荣
,

就除镇东将军
、

行沦州

事
。

普泰初
,

假征东大将军
,

沦冀流三州刺 史
、

大都督
,

将 军如故
。

寻加车骑将

军
、

右光禄大夫
。

逢本 乡城乱
,

奉母客于齐州
。

刁氏望出渤海饶安
,

北魏末隶属于熙平二年 (公元 51 7 年 ) 所置的沧州
。

但 刁氏在西晋

乱亡之际外逃
,

一支南迁京 口
,

东晋末复辗转到达魏都平城
,

后随迁洛阳 ; 一支迁居青州乐

安
,

并在当地建立起社会影响
,

北魏初定青
、

齐
,

以 刁道履为平原太守
,

即可为证
。

这两支

大约均在北魏迁洛并推行士族门阀制度后才又 卜居渤海饶安
,

在当地还未形成强有力的宗族

势力
,

所以刁整虽被任命为沧州刺史
,

但却不能像渤海高氏那样固守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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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 卷 65 《崔辩传附崔楷传》 称
:

后葛荣转盛
,

诸将拒 击
,

并皆失利
。

孝昌初
,

加楷持节
、

散骑常侍
、

光禄大

夫
、

兼尚书北道行台
,

寻转军 司
。

未几
,

分定
、

相二州四郡里殷州
,

以楷为 *ll 史
,

加后将军
。

楷至州
,

表曰 : “

窃帷殷州地 当四冲
,

居当五裂
,

西通长山
,

东渐巨野
。

顷国路康宁
,

四方有截
,

仍聚奸完
,

样鼓时鸣
。

况今天长丧乱
,

妖灾间起
。

定州逆

虏
,

越趣北界 ; 邺下 凶 烬
,

蚕噬腹心
。

两处犬羊
,

势足并合
,

城下之战
,

匪慕斯

朝
。

臣以不武
,

属此屏挥
,

实思效力
,

以弱敌强
,

析骸煮弩
,

固此忠节
。

但基趾造

创
,

庶李茫然
,

升储尺刃
,

柳 自未有
,

虽欲竭诚
,

莫知所济
。

谨列所须兵仗
,

请垂

矜许
。

必当虎视一方
,

遇其侵杖
,

肃清境内
,

保全所委
。 ”

崔楷的表文已将殷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说得相当清楚
,

北魏分定
、

相二州置殷州的目的

就是要将这境土相连的两州拦腰切断
,

使两州的叛乱者不能顺利地联络
。

据 《魏书》 卷 106

上 ((地理志上》
“

殷州
”

条
,

殷州为孝昌二年 (公元 526 年 ) 置
,

治广阿
。

北魏前期因其附

近地
“
土广民稀

,

多有寇盗
” ,

置广阿镇于此以资镇抚③
,

即崔楷表文中所谓
“
国路康宁

,

四方有截
,

仍聚奸究
,

样鼓时鸣
” 。

但 《地理志 》 殷州下辖赵
、

拒鹿
、

南赵三郡
,

与上 引

《崔楷传》 所说下辖四郡不合
,

且志又称拒鹿郡乃永安二年 (公元 529 年 ) 分定州拒鹿郡而

置
,

则殷州初置之四郡只有赵
、

南赵二郡确定无疑
。

窃以为另两个不详的郡应为矩鹿
、

博陵

郡
,

其与赵
、

南赵合为一州
,

境土连贯
,

从地理上 可隔断定州与相
、

冀二州之间的直接往

来
,

而只有博陵属殷州
,

以出身博陵安平的崔楷出任刺史
,

才具有意义
。

大约在崔楷出任殷

州刺史的同时
,

博陵崔孝演
“

率宗属保郡城
” ,

葛荣被平后
,

孝演被任命为赵郡太守④ ; 崔

楷侄崔巨伦被任命为殷州长史
、

北道别将⑤
。

这些举措无疑都是为了利用崔氏在这一地区的

影响
。

《魏书》 卷 72 《路恃庆传附路思令传》 :
北魏末

,

阳平清渊人路思令为尚书右民郎
,

属
“
天下多事

” ,

魏廷授以为假节
、

征虏将军
、

阳平太守
。

又割冀州之清河
、

相州之阳平
、

齐州平原 以为南冀州
,

仍以思令为左将军
、

南

冀州刺史
,

假平东将军
、

都督
。

时葛荣遗其清河太守季虎据高唐城以招叛民
,

思令

乃命魔下并率乡曲潜军夜往
,

出其不意
,

遂大破之
,

徐乃收众南还
。

又诏思令并领

冀州流 民
。

及葛荣灭
,

还镇平原
。

赵郡李憨
“

少有大志
,

年四十
,

犹不仁仕州郡
,

唯招致奸侠 以为徒侣
。

孝昌之末
,

天下

兵起
,

憨潜居林虑 山
,

观时候变
” ,

亦为朝廷所借重
。

长孙稚率军击鲜于修礼
,

召 以为帐 内

统军 ; 元鉴为北道大行 台
,

复授以为武骑常侍
、

假节
、

别将
, “

镇邺城东郭
” 。

后魏朝又以为

奉车都尉
,

持节
、

别将
,

镇守汁河
。 “
汁河在邺之西北

,

重山之中
,

并
、

相二州交境
” ,

李憨

率所召募的兵士镇此地
,

竟使葛荣 1 万精骑不得逾此而前
。

葛荣平后
,

魏朝
“

分广平易阳
、

襄国
,

南赵郡之中丘三县为易阳郡
,

以憨为太守
”

⑥
。

中山毋极甄氏
“
闺门之类

,

兄弟戏押
,

不以礼法 自居
” ,

甄侃
“

性险薄
,

多与盗劫交通
” ,

其弟楷
“

粗有文学
,

颇习吏事
” ,

属于门

阀不高的豪强
。

魏末以甄楷兼定州长史
, “
委以州任

” ,

后庄帝杀尔朱荣
,

又以甄楷
“

堪率乡

义
,

除试守常山太守
”

⑦
。

庄帝还遣人
“
就拜

”
赵郡李元忠为南赵郡太守⑧ ; 因范阳卢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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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乡间屯守范阳
” ,

即
“

以文伟行范阳郡事
”⑨ ; 授高乾为金紫光禄大夫

、

河北大使
, “

令招

集乡间为表里形援
”

L
。

庄帝依靠河北武力豪宗与尔朱氏对抗
,

聚合乡里 自保一方而受朝廷置者必不止上述数

例
。

据 《魏书
·

地形志》
,

知魏末于河北分置郡县甚 多
,

其中有不少 当如上述殷州
、

南冀州
、

易阳郡之类
,

为笼络河北大族豪强而置
。

史称
: “

魏自孝昌之际
,

数钟浇否
,

禄去公室
,

政

出多门
,

衣冠道尽
,

黔首涂炭
。

… …是使豪家大族
,

鸡率乡部
,

托迹勤王
,

规自署置
。

……

启立州郡
,

离合大小
,

本逐时宜
,

剖竹分符
,

盖不获已
。 ”

⑧反映的正是这一情况
。

高乾兄弟在
“

托迹勤王
”

的
“

豪家大族
”

中
,

无疑是最为成功者
。

高乾
“

少时轻侠
,

数

犯公法
,

长而修改
,

轻财重义
,

多所交结 ,’; 其弟高昂
“

幼稚时便有壮气
” ,

及长
,

不好读

书
, “

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
,

自取富贵
,

谁能端坐读书
,

作老博士也
。

与兄乾数为劫掠
,

州

县莫能穷治
。

招聚剑客
,

家资倾尽
,

乡间畏之
,

无敢违连
” 。

及庄帝以高乾为河北 大使
,

以

高昂为通直常侍
、

平北将军
,

令招聚乡里为朝廷形援
, “

乾垂涕奉诏
,

弟昂援剑起舞
,

请以

死自效
” 。

乾
、

昂北返
, “

所在义勇
,

竞来投赴
” 。

及庄帝为尔朱氏所杀
,

乾
“

潜勒壮士
,

袭

据 (冀 ) 州城
,

传檄州郡
。

… … 为庄帝举哀
,

三军编素
。

乾升坛誓众
,

辞气激扬
,

涕 泪交

下
,

将士莫不哀愤
”
⑥

。

可是
,

高乾兄弟虽以侠武 闻名
,

能聚合死士
,

却没有强有力的社会

影响
,

所 以在攻占冀州治所信都后
,

不得不推同乡大族
、

更具社会影响的封隆之为刺史
,

当

高欢奉尔朱氏之命率众东出河北时
,

高乾又不得不 自率十余骑前往滥 口迎候
,

封隆之亦遣子

封子绘前往奉迎
,

居家
“

潜图义举
”

的李元忠也
“

自往奉迎
” ,

并向高欢
“

进纵横之策
”

O
。

一直在尔朱氏魔下奔走的高欢在高乾
、

李元忠等人的劝说下
,

终于接受河北世家大族的

意见
,

背叛尔朱氏
,

拥护魏朝廷
,

并顺利进人由河北大族控制的冀州
。

但这时出身北镇镇兵

的高欢对其所领不多的六镇之众并没有取得绝对 的领导权。
。

他于武泰元年 (公元 5 31 年 )

二月进人信都
,

至六月才
“

建义
” ,

但仍未公开与尔朱 氏为敌
。

在这段时间中
,

高欢主要 的

任务是取得所领六镇人对 自己的支持
,

并消除六镇人反于河北时六镇人与河北汉族群众之间

产生的矛盾
。

《北齐书》 卷 1 《神武帝纪上》 述其事说
:

神武自向山东
,

养士缮甲
,

禁侵掠
,

百姓归心
。

乃作为书
,

言尔朱兆将以六镇

人配契胡为部曲
,

众皆愁怨
。

又为并州符
,

征兵讨 步落稽
。

发万人
,

将遣之
,

孙

腾
、

尉景为请留五 日
,

如此者再
。

神武亲送之
,

雪涕执别
,

人皆号愉
,

哭声动地
。

神武乃喻之曰 : “
与 尔俱失 乡里

,

义 同一 家
,

不意在上乃 尔征召
。

直向西 已当死
,

后军期 又当死
,

配国人又当死
,

奈何 !
”

众曰 : “

唯有反 尔 !
”

神武曰
: “

反是急计
,

须推一人为主
。 ”

众愿奉神武
。

神武 曰 : “

尔乡里难制
,

不见 葛荣乎
,

虽百万之众
,

无刑法
,

终 自灰灭
。

今以吾为主
,

当与前异
,

不得欺汉儿
,

不得犯军令
,

生死任吾

则可
,

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
。 ”
众皆顿顺

,

死生唯命
。

在此过程中
,

高欢不得不借重河北大族武装
。

他尊高乾为叔父 ; 尔朱兆来攻时
,

令赵郡李密
“

募殷
、

定二州兵五千人
,

镇黄沙
、

井隆二道
”

L ; 遣人招抚率众保于石门山的李憨
,

当李憨

率数千人前来时
,

高欢亲自迎接
,

以之为相州刺史
、

兼尚书西南道行台
, “

率本众西还旧镇
,

… …依险为垒
,

征粮集兵
,

以为声势
”
L

。

直到高乾与李元忠率军攻 占尔朱羽生控制的殷州

后
,

高欢才敢于公开与尔朱氏对抗
。

而如所周知
,

在与尔朱 氏决战的韩陵之战中
,

没有河北大

族武装在各地的呼应
,

特别是高 昂率纯为
“

汉儿
”

的
“

乡人部曲
”

力战
,

高欢几乎不能取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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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欢击灭尔朱氏
,

将六镇人尽置 于自己 的魔下
,

并如尔朱氏一样于晋阳置相府遥制朝

政以后
,

河北大族武装于他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

削除豪族武装便成为培养高氏家族势力
、

稳

定其在河北的统治必要的步骤
。

高乾之死即与此有关
。

们匕齐书》 卷 21 《高乾传》 称
: “

先是
,

信都草创
,

军国权舆
,

乾遭丧不得终制
。

及武

帝立
,

天下初定
,

乾乃表请解职
,

行三年之礼
。

诏听解侍中
,

司空如故
,

封长乐郡公
,

邑一

千户
。

乾虽求退
,

不谓便见从许
。

既去 内侍
,

朝廷罕所关知
,

居常快快
。 ”

后孝武帝元修与

高欢矛盾激化
,

高乾主动请高欢取而代之
。

高欢后竟将高乾与之秘密讨论
“

时事
”
的文件封

呈于元修
,

假元修之手将其杀害
,

时在永熙二年 (公元 5 33 年 ) 三月
。

唐李百药论其说
:

“

齐氏元功
,

(高乾 ) 一 门而 已
。

但以非颖川元从
,

异丰
、

沛故人
,

腹心之寄
,

有所未允
。

露

其启疏
,

假手天诛
,

枉滥之极
,

莫过于此
。 ”
可谓一语中的L

。

高欢玩弄手段诛除高乾
,

正

因为他这时已有大量六镇
“
乡里

”

之众可为依托
,

诛除高乾实际上是要抑制河北大族的私家

武装
。

传称高乾临刑之际说
: “

吾兄弟分张
,

各在异处
,

今 日之事
,

想无全者
,

儿子 既小
,

未有所识
,

亦恐巢倾卵破
,

夫欲何言 !
”

是高乾对高欢 已完全绝望
,

以高欢 当时权势
,

要保

护其家人是不难的
。

以武力 自雄的高昂却在政治上显得极为幼稚
。

高乾被杀后
,

他竟从冀州率十余骑出逃
,

投奔高欢于晋阳
。

高欢举兵向洛
,

迫逐孝武帝
,

高昂复率部为前驱
。

从高欢假手朝廷诛高乾

看
,

高欢一方面要抑制河北武力豪宗的代表渤海高氏
,

但又不敢公行其事
,

引起骚动
,

因而

仍对高昂进行利用
,

高昂也就成为高欢下一步解决的对象
。

与其兄高乾相 比
,

高昂性格更为莱傲不驯
。

高乾奉迎高欢人信都
, “

昂时在外略地
,

闻

之
,

以乾为妇人
,

遗以布裙
。

神武使世子澄 以子孙礼见之
,

乃与俱来
”

L
。

韩陵之战
,

高欢

以其
“

纯将汉儿
,

恐不济事
” ,

欲
“

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
” 。

高昂称
: “

敖曹 (高昂字 )

所将部曲
,

练习已久
,

前后战斗
,

不减鲜卑
,

今若杂之
,

情不相合
,

胜则争功
,

退则推罪
。

愿 自领汉军
,

不烦更配
。 ”

高昂所将为汉人组成的军队
,

在后来鲜卑勋贵气焰颇甚的情况下
,

他仍不为屈服
。

《北齐书
·

高昂传》 又称 :

昂为军司大都督
,

统七十六都督
,

与行台侯景治兵于武牢
。

御史中尉刘贵时亦

率众在北豫
,

与昂小有忿争
,

昂怒
,

鸣鼓会兵而攻之
。

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侯受洛干

救解之
,

乃 止
。

其侠气凌物如此
。

于时
,

鲜卑共轻中华朝士
,

唯惮服于昂
。

高祖每

申令三军
,

常鲜卑语
,

昂若在列
,

则为华言
。

昂尝诣相府
,

掌门者不 纳
,

昂怒
,

引

弓射之
。

高祖知而不责
。

高昂之所以敢与鲜卑勋贵相抗
,

只要他率部在场
,

高欢便放弃他所熟悉的鲜卑语改说汉

语
,

关键还在于他指挥着一支战斗力颇强的汉族军队
。

不过高昂事实上也受到鲜卑勋贵的排

抑
。

高欢于信都
“

起义
”

之初
,

以高昂为骡骑大将军
、

仪 同三司
,

’

“

冀州刺史以终其身
”

O
,

这 自然是承认高氏创业之功及其在冀州的影响
。

可是不知在什么时候
,

冀州刺史却换成万侯

受洛干
。

从史传 中看
,

大约在迁都邺城前后
,

河北大族原任河北各州长官者
,

大都被迁往边

州任刺史
。

如原任相州刺史并长期奉命率乡部镇守邺城的李憨
,

在天平二年 (公元 5 35 年 )

死前
,

相继任南荆州
、

东荆州刺史 ; 高欢先许任李密为并州刺史
,

平尔朱氏后
,

又以并州授

河东大族薛修义
,

薛修义随即又被可朱浑道元取代 ; 卢文伟在高欢信都起事之初被任命为幽

州刺史
,

尔朱氏灭后
,

改任安州刺史
,

天平末年
,

复改任东雍州刺史
。

高乾被免除冀州刺史

4 5



之任
,

李憨等改任边州刺史
,

都应视为高欢消除河北大族在当地的影响的行动
。

河北大族出任边州刺史
,

也意味着他们在北魏末 聚合乡里或召募死士组建的私属色彩极

浓的军队亦随之迁往边地
。

李憨出任南荆州刺史
、

当州大都督
, “

此州 自孝昌以来
,

旧路断

绝
,

前后刺史皆从间道始得达州
。

憨勒部曲数千人
,

径向悬抓
,

从比阳复旧道
,

且战且前三

百余里
,

所经之处
,

即立邮亭
,

蛮左太服
”

④
。

我们有理由相信李憨带到南荆州 的数千部曲

即他初投高欢时所率领的数千兵士
。

范阳卢勇在尔朱氏灭后方投高欢
,

高欢初 以为承相主

簿
,

约在天平年中
,

以为汝北太守
、

行洛州事
,

元象元年 (公元 5 38 年 ) 至武定二年死前
,

相继任广州
、

阳州刺史
。

相对于洛州来说
,

广
、

阳二州均属边州
,

当卢勇
、

在 阳州
“

启求人

朝
”

时
,

高欢
“

赐书
”

说
: “

吾委卿阳州
,

唯安枕高卧
,

无西南之虑矣
。

但依朝廷所委
,

表

启宜停
。

卿之妻子任在州住
,

当使汉儿之中无在卿前者 。 ”

据此知汉族人出任边州
,

不能携

妻室赴任
,

以防其背叛
,

卢勇可以携带妻室
,

属高欢法外开恩
。

((北齐书
·

卢文伟传附卢勇

传》 又称卢勇有马 50 0 匹
、

甲仗 6 车
, “

遗启尽献之朝廷
” ,

则卢勇亦是率旧部曲赴任
。

《隋书》 卷 24 《食货志》 称北齐建立后
,

文宣帝高洋
“

多所创革
。

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

练
,

每一人必当百人
。

任其临阵必死
,

然后取之
。

谓之
`

百保鲜卑
’ 。

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

者
,

谓之
`

勇夫
’ ,

以备边要
” 。

从上述事例看
,

以
“

华人
”

勇夫备边
,

东魏初即已实行
,

无

待高洋
“

革创
” 。

《北齐书》 卷 21 《封隆之传》 说
: “

元象初
,

除冀州刺史
,

寻加开府
。

时初

召募勇果
,

都督李八
、

高法雄
、

封子元等不愿远戍
,

聚众为乱
,

隆之率州兵破平之
。 ”

高法

雄
、

封子元显然为冀州当地豪族统兵者
, “

召募勇果
”

远戍
,

实际上即是 以
“

华人勇夫
”

备

边
,

对不服从者进行镇压
,

亦说明这是消除冀州大族私属性武装的有计划的行动
,

是此前以

河北大族率私属性部曲出任边州刺史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

元象仅有一年
,

这年普遍将冀州豪族武装遣往边地
,

颇疑与高昂之死有关⑧
。

该年八

月
,

东
、

西魏太战于邝山
,

高昂战不利
, “

左右分散
,

单马东出
,

欲趣河梁南城
,

门闭不得

人
,

遂为西军所害
”

O
。

高昂实被高欢从侄高永洛陷害而死
。

《北史 》 卷 31 《高允传附高乾

传》 称
: “

昂心轻敌
,

建旗盖以陵阵
,

西人尽锐攻之
,

一军皆没
。

昂轻骑走河阳城
,

太守高

永洛先与 昂有隙
,

闭门不受
。

昂仰呼求绳
,

以不得
。

拔刀 穿阖
,

未彻而追兵至
。 ”

同传称高

欢
“

如丧肝胆
” ,

《北齐书》 卷 14 《高永洛传》 称高欢
“

大怒
” ,

并谓高欢杖永洛二百
,

但高

永洛却仍旧作他的北豫州刺史
,

未见有何严厉的处罚
。

高昂之死虽属突然
,

却亦是鲜卑勋贵

排抑河北武力豪宗过程中的产物
,

有着某种必然性
。

从前引 《北史》 可知
,

高昂死时
,

其
“

羽翼
”

之一的刘桃棒仍在高氏家族所在地渤海
,

当亦领有部曲
,

趁高昂新死
,

令冀州勇果

远戍
,

正是消除高氏
“
羽翼

”
的最佳时机

。

元象元年只不过是召募 (事实上是强行迁徙 ) 汉人
“

勇果
”

至边地的开始
,

更大的行动

发生在兴和三年 (公元 541 年 )
。

《北齐书》 卷 20 《尧雄传》 称
:

兴和三年
,

(至抓州*.] 史任上 ) 微还京师
,

寻领 司
、

冀
、

诚
、

定
、

青
、

齐
、

胶
、

充
、

殷
、

沦十 州士卒十万人
,

巡行西南
,

分守险要
。

这次所徙十州合 10 万士卒显然不是东魏北齐时代军队核心的
“

三州六镇
”

鲜卑武士函
,

而是有关十州的汉族兵士
,

亦即原来的大族私属武装
。

武定元年 (公元 543 年 ) 二月
,

高乾弟
、

高昂兄高慎 (字仲密 ) 背叛东魏投附西魏
,

这

是牵涉到东
、

西魏关系及河北大族动向的重要事件
。

《北齐书》 卷 21 《高慎传》 称慎
“

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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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
,

与兄弟志尚不同
” 。

高欢起事信都之初
,

以高慎为沧州刺史
,

灭尔朱氏后
,

又以为光

州刺史
, “

时天下安定
,

听慎以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
” 。

同书同卷 《高季式传》 亦称高昂以幼

弟季式未作刺史为憾
,

高欢立 即
“

驰骚
”

启朝廷以季式为济州刺史
。 “

季式兄弟贵盛
,

并有

勋于时
,

自领部曲千余人
,

马八百匹
,

戈 甲器仗皆备
,

故凡追督贼盗
,

多致克捷
” 。

这说明

高氏兄弟私属性军队之盛
。

高昂死后
,

高慎受到排挤
,

被遣为北豫州刺史
。

((北史》 卷 31

《高允传》 述高慎背叛东魏的原因说
:

累迁御史中垂
,

选 用御史
,

多其亲戚 乡间
,

不 称朝 望
,

文襄令改选焉
。

慎前

妻
,

吏部郎中崔退妹
,

为慎弃
。

迢时为 文襄委任
,

乃为迢高嫁其妹
,

礼夕
,

亲临

之
。

懊后妻
,

赵郡李徽伯女也
,

艳且惠
,

… … 文襄闻其美
,

挑之
,

不从
,

衣尽破

裂
。

李以告懊
,

懊由是积憾
,

且谓遥构 己
,

遂罕所纠助
,

多行纵舍
。

神武嫌责之
,

弥不 自安
。

出为北豫州刺史
,

遂据武牢降西魏
。

个人恩怨或许是高慎叛逃 的一个原因
,

但绝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

而且高澄敢于对高慎之

妻无礼
,

亦反映高氏的地位已今非昔比
。

《周书》 卷 46 《李棠传》 说
: “

李棠字长卿
,

渤海

情人也
。

……年十七
,

属尔朱氏之乱
,

与司空高乾兄弟举兵信都
。

……及高仲密为北豫州刺

史
,

请棠为椽
。

先是
,

仲密与吏部郎中崔退有隙
。

逞时被文襄委任
,

仲密恐其构己
,

每不 自

安
,

将图来附
。

时东魏又遣镇城奚寿兴典兵事
,

仲密但知民务而已
。

既至州
,

遂与棠谋执寿

兴以成其计
。

… …乃率其士众据城
,

遣堂诣圈归款
。 ”

然则高欢 (或高澄 ) 按削除河北大族

私属性武装的既定政策
,

遣腹心奚寿兴掌管兵事
,

剥夺高慎的军权
,

是促使高慎反叛的直接

原因
。

正因为高慎反叛并非纯出于个人恩怨
,

所 以其反叛又再度造成冀州地区的骚乱
。

《北齐
书

·

封隆之传》 称
: “

武定初
,

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将叛
,

遣使阴通消息于冀州豪望
,

使为 内

应
,

轻薄之徒
,

颇相扇动
。

诏隆之驰骚慰抚
,

遂得安静
。

世宗密书与隆之云
: `

仲密枝党同

恶向西者
,

宜悉收其家累
,

以惩将来
。 ’

隆之以为恩 旨既行
,

理无追 改
,

今若收治
,

示 民不

信
,

脱或惊扰
,

所亏处大
。

乃启高祖
,

事遂得停
。 ”

高慎在冀州的
“

同恶
”

党羽主要 的应是

高昂兄弟昔 日的旧部
。

原随高昂
“

建义
”

的刘孟和于这年
“
坐事死

”

⑧
,

应即与高慎事有关
。

在削除以高氏兄弟为首的河北大族私属武装的过程中
,

与高氏同出渤海的封氏成为高欢

父子利用的对象
。

如前所述
,

高昂死后及高仲密叛投西魏之际冀州豪族的两次异动
,

都因封

隆之而得 以安静
。

武定五年 (公元 54 7 年 ) 高欢病死前后
,

封隆之子封子绘亦成为高氏父子

安抚冀州的关键人物
。

《北齐书
·

封隆之传附封子绘传》 称 :

及高祖病笃
,

师还晋 阳
,

引 (子绘 ) 入 内室
,

面 受密 旨
,

街命 山 东
,

安抚州

郡
。

高祖崩
,

秘未发丧
,

世宗以子绘为渤海太 守
,

令驰绎赴任
。

世宗亲执其手 曰 :

“

诚知此郡未允时望
,

但时事未安
,

须卿镇抚
,

… …善加经略
,

绥静海隅
,

不 劳学

习常太守向州参也
。 ”

仍听收集部 曲一千人
。

“

山东
”

须抚
、 “

时事未安
” ,

关键还是渤海一郡的问题
,

也就是渤海高氏的问题
。

因为

高乾兄弟 4 人中高乾
、

高 昂
、

高慎 3 人虽以不同的形式得 以解决
,

但他们在当地的影响还

在
,

与他们一同起兵的
“

枝党
” 、 “

羽翼
”

还未能完全得到相应的处置
,

仍是一种不安定的因

4 7



素
。

虽然如论者所说
,

高昂初起时的
“

乡人部曲
”

中的上层人物在东魏建立后
, “

皆已成为

高齐直接指挥
、

任命的官员
,

不再与高氏家庭有隶属关系
”

①
,

但他们要取得高欢父子的绝

对信任
,

是相当困难的
。

这种不信任也就决定了他们最后的归宿
。

北齐天保六
、

七年 (公元 555 一 5 56 年 ) 间
,

对江南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

这是西

晋灭亡后北方军队第一次越过长江
,

到达建康附近
,

虽然 最终全军覆没
。

据 《陈书》 卷 1

《高祖纪上 》
,

梁绍泰元年 (北齐天保六年 ) 十月
,

秦州刺史徐嗣徽
、

南豫州刺史因反对陈霸

先执政而附北齐
。

十一月
,

北齐
“

遣兵五千济渡据姑熟
” , “

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
、

楚州刺史

刘仕荣
、

淮州刺史柳达摩领兵万人
,

于胡墅渡米三万石
、

马千匹
,

人于石头
” 。

在陈霸先的

攻击下
,

次年正月
,

柳达摩等
“

请和
” 。

陈霸先
“

陈兵数万
,

送齐人北归
” 。

次年三月
,

北齐

又
“

遣水军仪同萧轨
,

库狄伏连
、

尧难宗
、

东方老
、

侍中裴英起
、

东广州刺史独孤辟恶
、

洛

州刺史李希光
”

等率众 10 万渡江而南
,

至六月
,

北齐军战败
, “

虏萧轨
、

东方老
、

王敬宝
、

李希光
、

裴英起等将帅凡 四十六人
,

… …皆伏诛
” 。

我们无意在此分析北齐进军江南失败的军事原因
,

而是想指出北齐这次军事行动的一些

疑点
。

名义上以统帅身分指挥这次行动的萧轨
,

其事迹竟无从查考 ; 没有一个有名的鲜卑勋

贵直接参与了这次行动
,

《陈书
·

高祖纪》 中提到了库狄伏连和独孤辟恶
,

后者不详
,

但我们

至少知道库狄伏连在齐后主时还官至领军大将军
、

封宜都郡王①
,

并没有如萧轨等人一样被

俘杀于江南
,

显然他并没有率部过江 ; 在这次行动中死去的东方老
、

李希光为高昂原来的部

属
,

斐英起与高氏兄弟也有某种关系⑧
。

这些似乎在说明北齐这次出军并非有计划地要将其

势力渗人江南
,

而是拿汉人军队下赌注
,

胜固可喜
,

败亦欣然
。

同年十一月
,

北齐朝廷下令

并省魏末因豪族
“

鸿率乡部
”
而新增的州郡

,

或许与李希光
、

东方老等丧身江南有某种 因果

关系
。

不得确证
,

姑记以存疑
,

且乞方家教正
。

综括全文
,

河北世家大族在北魏末极为活跃
,

他们 中不少武力豪宗趁乱局招聚私属性军

队
,

控御地方
,

东魏政权的创建初有赖于他们的支持
,

渤海高乾
、

高昂兄弟是其中的代表人

物
。

而当东魏稳定地控制了河北并以六镇余众为其政治军事基础后
,

便开始逐步解决河北大

族的私属性武装
,

高氏兄弟又首当其冲
。

正因为河北世家大族丧失了军队的支持
,

在后来北

齐的政治中只能扮演一种配角的角色
,

触手犯禁
。

注 释
:

① 周一良
: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

124 一 130 页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6 30

② 《北齐书》 卷 2 2 《高乾传》
,

参 《北史》 卷 31 《高允传高翼附传》
。

③ 《魏书》 卷 51 《韩茂传韩均附传》
。

④ 《魏书》 卷 57 《崔挺传崔孝演附传》
。

⑤ 《魏书》 卷 56 《崔辩传崔巨伦附传》
。

⑥ 《北齐书》 卷 22 《李元忠传李憨附传》
。

⑦ 《魏书》 卷 68 《甄深传》
。

⑧ 《北齐书》 卷 22 《李元忠传》
。

⑨ 《北齐书》 卷 22 《卢文伟传》
。

L 《北齐书》 卷 21 《高乾传》
。

⑧ 《北齐书》 卷 4 《文宜帝纪》 记天保七年十一月壬子诏



参 《北齐书》 卷 1 2《高乾传》 及同卷 《高昂传》
。

《北齐书》 卷 22《李元忠传》
。

时下论者述高欢事
,

多称其统六镇余众 20 万人
,

甚无据
。

《北史
·

齐高祖纪》 称 : “

葛荣众流人并
、

肆二十余万
,

大小二十六反
,

诛夷者半
。 ”

知高欢从并
、

肆东出河北时
,

并
、

肆一带的六镇余众已

远不及 20 万
。

《魏书
·

尔朱兆传》 又称兆
“

分三州六镇之人
”

以属高欢
,

又说明即便是流人并
、

肆

并被诛杀后的六镇人
,

高欢初出河北时亦未能尽加统领
。

《北齐书
·

神武帝纪上》 称高欢赴河北途

中
,

路遇尔朱荣妻自洛阳北返
,

遂夺其从马三百匹
,

几乎为此事被尔朱兆追还 ; 又称高欢在获得

河北大族武装的支持后
,

次年四月与尔朱氏决战于韩陵
, “
马不满二千

,

步兵不至三万
,

众寡不

敌
” 。

这些都说明高欢初至河北时
,

摩下兵士不多
。

这也是高欢初不得不屈从于河北大族的政治意

愿的根本原因
。

至于后来尽纳六镇余众及洛阳
“
六坊之众

” ,

遂排抑河北大族的私家武装
,

已是击

败尔朱氏以后的事
。

《北齐书》 卷 2 2 《李元忠传附李密传》
。

《北齐书》 卷 22 《李元忠传附李憨传》
。

陈群在其 《渤海高氏与东魏政治》 一文中对高欢谋害高乾的政治背景有所阐释
,

文载 《中国史研

究) 1997 年第 2 期
,

请参阅
。

《北史》 卷 31 《高允传附高昂传》
。

(魏书》 卷 n 《后废帝纪》
。

《魏书》 卷 22 《李元忠传李憨附传》
。

《魏书》 卷 n 3 《官氏志》 称
“

永安以后
,

远近多事
,

置京钱大都督
,

复立州都督
,

俱总军人
” 。

天平四年 (公元 53 7 年 ) 夏
, “

罢六州都督
,

悉隶京徽
,

其京钱大都督仍不改焉
,

立府置佐
” 。

天

平四年
“
罢六州都督悉隶京钱

”

为高氏完成对北镇酋豪部属集 中管理的标志
,

这与次年即元象元

年徙内州汉族豪族部曲于边地应有直接的关系
。

又据 《魏书》 卷 12 《孝静帝纪》
,

天平 四年末
,

“

河间人邢摩纳
.

范阳人卢仲礼等各据众反
” ,

至元象元年九月方被大都督贺拔仁击灭
。

这与迁冀

州勇果于边地也应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

《北齐书》 卷 21 《高昂传》
。

关于
“

三州六镇
”

的内涵请参周一良 《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 一文
,

原刊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20 本
,

收人其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

17 7一 19 5 页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63
。

《北齐书》 卷 21 《高昂传附刘孟和传 》
。

参朱雷
:

《 (北齐书 ) 解律羡传中所见北齐
“

私兵
”

制》
,

刊于 《武汉大学学报》 (哲社版 ) 19 95 年

第 5 期
。

《北齐书》 卷 2 0 《慕容俨传库狄伏连附传》
。

《北齐书
·

高昂传裴英起附传》 称裴英起父裴约曾为渤海相
,

时当在北魏末
,

裴英起父子很有可能

参与了高氏兄弟的
“
建义

”

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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