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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侨居雍州的河东柳氏与京兆韦氏发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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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

主要 从事魏晋南北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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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及编辑学研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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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摘 要」南朝时期 沂居雍州 的河东解县柳 氏
、

京兆杜陵韦氏
,

分别 以地方武装或 乡望身 份为

凭资
,

通过不同途径
,

不 同程 度地涉入中央政治
、

军事
,

其发展亦呈现不 同曲线
。

1
、

以军功或门荫入

仕宁天
,

发畏 为依 份于皇权的百门寮士族
; 2

、

以拥有在 乡位望或义故
、

部曲
、

乡兵作为凭借进入戴廷
,

并进一步发 畏成为政 界位望或拥众 日立 的 藩将 ; 3
、

既 深持并巩 固与宗族 乡里 的紧密联系
,

又 以 品学

风 器分乡族慕化
,

进而 成为州里宿德
,

作为地方社会在 乡势力的代表
,

在朝代 更迭 中
.

为不同的执政

者笼络
。

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南朝雍州宗豪大姓 的发展轨还
。

仁关 键 词 】南朝 ; 侨雍州 ; 河 东柳氏 ; 京兆韦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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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时期
,

随着京 口晋陵为基地的北府军的衰弱
,

以襄

阳为基地的雍州地方武装及社会势力在北伐
、

内争中应时而

起
,

并在其后 至齐梁之际的皇权政治中起了较为重大的影

响
。

反过来
,

雍州宗豪大姓分别以地方武装或乡望身份为凭

资
,

通过不同途径
,

不同程度地卷入中央政治
、

军事后
,

其发

展亦呈现出不同的情况
。

本文拟以侨居雍州的河东柳氏与京

兆韦氏之对比为例
,

从雍州宗豪大姓与地方社会及中央政治

的关系着手
,

考察这一时期雍州宗豪大姓的几种发展轨迹
,

以及其中地方社会因素的影响间题
,

以期对南朝时期地方社

会与中央政治的关系的研究有所裨益
。

南朝时期侨居 于雍州的河东解县柳氏
,

其世叶承籍可上

溯到永嘉乱后自本郡迁至 襄阳 的柳卓
。

柳氏本司州河东郡

望
,

然而
,

据《宋书 》卷 37 《州郡志三 》荆州南河东郡条载
: “

晋

成帝咸康三年
,

征西将军庚亮以司州侨户立
。 ”
既于襄宛之

外
,

另立南河东郡
,

可知柳 氏原 乡党多未徙居襄 阳
; 又

,

《周

书 》卷 4 2 《柳霞传 》载
:

柳卓一支
“

宗族盖寡
” ,

故在以原雍州

乡族势力为主的侨雍州乡族地方社会中
,

柳氏的位望相对有

所下降
。

柳卓子孙三世叠为边郡太守
,

在以授流民帅边郡太

守为惯例的东晋时期
,

是不为朝廷所重视的
。

柳氏之兴始于

冯翔太守柳凭之子柳元景
。

史称柳元景
“

少便弓马
,

数随父伐蛮
” ,

以勇见称于荆
、

雍

之间
,

尝为荆州刺史谢晦
、

雍州刺史刘道产所召
,

均未得受

命
,

后被刘义恭辟召为
“

江夏王国中军将军
,

迁殿中将军
。

复

为义恭司空行参军
,

随府转司徒太尉城局参军
”

。

关于柳元景

初入仕途的坎坷经历
,

陈琳国在《南朝襄 阳的晚渡士族 》一文

中有详细考证
,

此不赘述
。

促使其宦途出现转机的是元嘉年

间征讨山蛮及北伐
。

元嘉二十二年 (公元 4 45 年 )
,

为配合武

陵王骏西镇雍州
,

雍州宗豪大姓出身
,

具有伐蛮经验的柳元

景被任命为广威将军
,

随郡太守
。

既至镇
,

柳元景便募得六七

百人
,

解蛮人之围
;
又随同朱修之

、

沈庆之讨伐襄污蛮族
。

后

柳元景随刘骏转徐
、

竟二州军府中兵参军
,

被刘骏引为腹心
。

元嘉二十六年 (公元 449 年 )
,

随王诞为雍州
,

柳元景复调为

雍府后军中兵参军
,

并于次年的北伐中充任总领雍州群帅之

职
。

随着雍州方面军队攻克弘农
、

关
、

陕三城
,

柳元景亦成为

元嘉北伐中崛起的雍州地方豪帅之首
,

凯旋以后
,

即被任命

为宁朔将军
,

京兆
、

广平二郡太守
, “
于樊城立府舍

,

率所领居

之
,

统行北蛮事
。 ”
元嘉二十八年 (公元 45 1 年 )

,

冠军将军减

质镇雍
,

柳元景由有太守之号无辖域之实的侨郡太守迁任雍

府司马
、

襄 阳太守
。

柳元景在元嘉年间的仕进
,

除曾随刘骏移

府徐
、

充外
,

几乎未离开过荆
、

雍二州
。

而其晋升所资的军功

及势力
,

也与他身为雍州宗豪大族暨地方武装豪帅所凭依的

雍州乡族地方力量紧密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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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京口晋陵北府集团的衰落同时
,

雍州地方武装在数次

征讨山蛮及北伐代魏的际遇中崭露头角后
,

逐渐成为刘宋政

府凭依的一大政治军事力量
。

柳元景身为雍州豪帅
,

亦随之

涉足政治
。

元嘉三十年 (公元 45 3 年 )
,

武陵王刘骏入讨刘肋
,

以柳元景为
“

谙议参军
,

领中兵
,

加冠军将军
,

太守如故
” ,

督

率宗息
、

薛安都等 13 军共万人作为前锋
,

会鲁爽北来襄阳部

曲 7 千余及雍州刺史减质兵力
,

一路东下
,

助平刘助凶党
。

刘

骏在雍州部分地方伐蛮势力的拥戴下承制称帝
,

而居雍州群

帅之首的柳元景也以首功
,

从此扶摇直上
,

由侍中
、

左卫将军

而护军将军
,

进而充任督掌宿直宫禁的内军的领军将军
,

封

曲江县公
,

食邑三千户
。

以后又以平定藏质
、

刘义宣之乱
,

得

以升迁至 尚书令
,

再又进
“

太子詹事
、

侍中
、

中正如故
” ,

司空
、

开府仪同三司
,

爵封巴东郡公
,

达到了其仕途的巅峰
。

值得注

意的是
,

此时的柳元景
,

已不再是地方武装豪帅
,

而是以中央

台军统帅的身份出入中央他州的朝廷命官
。

而他原先统率的

雍州地方武装亦随之拱卫京师
,

入充宿卫
,

其他军将也因军

功通显
,

仕官中朝
。

尽管就政权所能付予的权势而言
,

柳元景

及其所统雍州地方武装的势力在扶助刘骏登位的斗争中迅

速膨胀
,

但他们与其乡族地方社会的联系
,

则大大地被削弱

了
。

尤其是当进入中央政权的雍州诸帅受命于朝廷被四处遣

调后
,

柳元景虽身处高位
,

其实权已不如前
。

还在孝武成事之

前
,

柳元景曾表示
“

若有过恩
,

愿还乡里
” ,

故刘骏于新亭登极

之初
,

尝拟 以
“
宁蛮校尉

,

雍州刺史
,

监雍
、

梁
、

南北秦四州荆

州之竟陵
、

随二郡诸军事
”
相授

,

后因减质怀恨元景
, “

虑其为

荆
、

江后患
” ,

向孝武帝建议
“

爪牙不宜远出
” ,

孝武帝才
“

重违

其言
” ,

改授元景护军将军川 (卷 7 7《柳元景传 》 )
。

可见
,

柳元

景及其所领雍州地方武装在当时已具有牵制荆
、

江或者与

荆
、

江合力与朝廷相抗的实力
。

孝武帝纳藏质谏
,

将柳元景及

其所领雍州地方武装引为帝都台军
,

留为己用
,

在加强皇权

的同时
,

实际上也为随后
“

孝建
、

泰始
,

主威独运
’

,l[ (] 卷 94

《恩悻传 》 )
,

消除了来自雍州地方的隐患
。

柳元景在居官京都

后
,

其家人
、

母
、

弟僧珍和叔仁
、

子侄也相随居于建康
。

他本人

在
“

服章言论
”
上似乎很注意摆脱将家形象

,

并向侨昊士族标

准靠拢 l[] (卷 8 8《薛安都传 》 )
。

在柳元景由地方宗豪大姓向

中央官僚化的方向转变时
,

他对皇权的依附也大大增强 了
。

在变幻莫测
、

危机四伏的政权中心
,

柳元景虽任居高显
,

但不

能直接指挥其军队
,

故而甚至有身家不保之虞
。

本传称
“

世祖

严暴无常
,

元景虽荷宠遇
,

恒虑及祸
。 · · `

… 世祖崩
,

义恭
、

元景

等并相谓
:

今日始免横死
”

。

疏远雍州地方社会后
,

柳元景在

朝廷的得势
,

主要靠孝武帝的扶持提携
,

而一侯帝位 易人
,

便

被视作当朝异党
,

为前废帝刘子业所不容
。

废帝永光元年 (公

元 46 5 年 )八月
, “
帝遣兵将杀戮柳氏一族兄弟子侄数十人

” ,

几乎灭其门宗
。

虽然柳元景一门在宋末政局动荡中
,

成为雍

州地方在朝势力中最先委顿的一支
,

但柳氏毕竟在雍州乡族

社会中存有相当的影响
。

宋明帝拨乱反正后
,

一部分蛰伏乡

中的柳氏很快又从雍州地方崛起
,

再次涉入 中央
。

《宋书 》卷 8 4 《邓碗传 》载
: “

柳元景之诛也
,

元景弟子世

隆为上庸太守
,

民吏共藏匿之
。 ”

按
,

上庸属梁州
,

位于污水上

游支流堵水上
,

始平郡近旁
,

与雍州同属 樊酒都督区
,

在军事

上归雍州刺史统辖
。

大明年间
,

柳元景得势时
,

其弟僧景任梁

州新城郡太守
,

曾
“

制令南阳
、

顺阳
、

上庸
、

新城诸郡
”

发兵
,

反

对王玄漠土断 ;齐梁之际
,

韦睿求官
,

不欲远离乡里
,

遂担任

上庸太守
。

其后
,

梁武起事时
,

韦睿还身率上庸郡人 2 千赴襄

阳 .l[ 2〕 (卷 7 7《柳元景传》
,

卷 1 2《韦睿传 》 )
。

从上述二例来看
,

雍州地方社会势力的影响可能波及到了上庸
。

又梁州曾侨置

于襄阳
,

樊污地区有过同属梁州刺史辖治的历史
,

因此
,

上

庸
、

新城一带与雍州地方社会有着紧密关联是容易理解的
。

世隆能避开政治上的祸戮
,

应与柳氏在上庸地方社会的影响

有关
。

此后
,

柳世隆在明帝时重入仕途
,

与后来的齐武帝萧颐

共事宋晋熙王
,

分任其军府司马
、

长史
, “

相遇甚欢
”

。

宋齐之

际
,

柳世隆位居高显
,

重振了柳氏在都下的政治地位
。

与柳 氏第一代显贵者依靠军功跻身政治不同
,

柳世隆在

其出仕前便已是
“

门势子弟
”

。

他以
“

雅好读书
、

折节弹琴
、

涉

猎文史
、

音吐温润
” ,

得到了伯父柳元景的爱赏
,

并被荐与孝

武帝
。

柳世隆少年人仕
,

不过 20 余岁便身任虎威将军
、

上庸

太守
,

这是柳元景一辈的雍州豪帅所不及的
,

也是柳世隆作

为功臣勋旧
、

高官显宦之后
,

区别于前代人 以军功入仕之处
。

也正因如此
,

自其入仕之初
,

便注定柳世隆在政治上的升降

进退
,

与雍州地方社会并非紧密相关的
。

在经历了前废帝诛

戮之祸后
,

柳世隆参与平定沈枚之乱
,

累升晋位侍中
、

尚书右

仆射
,

封贞阳县侯
,

邑二千户
。

入齐后
,

凭藉与武帝素士之交
,

柳世隆任尚书令
,

兼雍州大中正
,

成为雍州在朝势力的又一

代表
。

此后
,

世隆诸子更是
“

三两年间四人迭为侍中
,

复居方

伯
,

当世罕 比
’

心 (] 卷 38 《柳元景传附柳世隆诸子传》 )
。

自元景始
,

在朝的雍州大姓柳氏便注意向侨吴士族的价

值标准看齐
,

延及世隆
,

更是一改其将家形象
。

《南齐书 》本传

称其
“

少有风器
” “

晚专以谈义 自业
。

善弹琴
,

世称柳公双琐
,

为士品第一 常自云马稍第一
,

清谈第二
,

弹琴第三
。

在朝不

干世务
,

垂帘鼓琴
,

风韵清远
,

甚获世誉
” “

性清廉
,

唯盛事坟

典
。 ”
此外

,

从世隆开始
,

柳氏与侨昊士族有了初步交游① 。

柳

世隆的伯父柳元景虽身处高位
,

毕竟
“

起自将帅
” ,

与侨
、

吴士

族仍有很大距离
,

而柳世隆所以能与之相邀为君子之交
,

显

然与其士行高洁
、

风器卓然有相当大的关系
。

至柳世隆诸子
,

均好学工文
,

善晓音律
,

又以贵公子出身
,

在士林中多有令

名 a[] (卷 3 8《柳元景传附柳世隆诸子传 )))
。

此外
,

柳挥子堰
,

孙盼分别与梁
、

陈皇室联姻
,

两尚帝姬川 (卷 38 《柳元景传附

柳挥传》 )
,

在交游婚娅上
,

与侨吴士族无异
。

可见
,

这一时期

的都下诸柳
,

业 已被侨吴士族所接纳
。

柳世隆一支在建康出将入相
、

交游士族的同时
,

与雍州

地方乡族社会的联系被进一步减弱了
。

《周书 》卷 42 《柳霞

传 》载柳霞辞别萧誉时有云
: “

自晋氏南迁
,

臣宗族盖寡
。

从祖

太尉
,

世父司空
,

以位望隆重
,

遂家于金陵
。

唯留先臣
,

独守坟

相
。 ”
柳霞祖叔珍

, “

宋员外散骑常侍
,

义 阳内史
’

心找卷 4 2《柳

霞传 )))
。

参据诸史
,

知柳霞祖父叔珍为柳元景弟 s[] (卷 38 《柳

元景传 )))
,

柳霞
“

从祖太尉
”
即柳元景闭 (卷 38 《柳元景传 )))

,

“

t让父仪同
”

即柳庆远图 (卷 9 《柳庆远传 》 )
, “

从父司空
”

即柳

世隆川 (卷 2 4(( 柳世隆传》 )
,

均
“

位望隆重
” ,

家于建康
。

可见除

柳霞父祖一支
“

独守坟相
”

外
,

这几个家支均与原籍宗族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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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离了
。

失去雍州豪帅本色的都下诸柳在与其乡族社会联系减

弱的同时
,

逐渐向侨昊士族靠拢
,

演化为官僚士族
,

跻身于士

族之林
。

这是一个其权势兴衰越来越依赖于皇权的演化过

程
。

值齐梁禅代之际
,

柳氏诸子为梁武起事
,

堪称各尽心力
,

蝎其所能
:

柳恢在梁
、

南秦二州刺史任上举汉中以应萧衍
;

萧

衍至建康
,

柳挥
、

柳橙候渴于道
;
而柳忱早在荆州西中郎主薄

任上时
,

便同席阐文力劝萧颖宵同举义事
,

以应萧衍
.

然而
,

萧梁代齐后
,

梁武帝虽对柳恢兄弟以官爵相赏
,

柳氏诸子在

梁代士族社会中仍保有令誉
,

但作为齐世遗宵
,

他们的子息

在梁
、

陈时期的官宦仕进中不再显贵
,

多数不过嗣爵而 已② 。

萧梁时期
,

柳氏中显要的一支是齐梁禅代之际崛起于雍

州的柳庆远一支
。

柳庆远父为柳元景弟义阳内史柳叔珍
。

庆

远本人仕齐为魏兴太守 ( 《宋书》卷 3 7 《州郡志三 》梁州下有

魏兴郡 )
,

后转襄阳令
,

可谓仕宦不远乡里
;

柳庆远一支还与

韦睿一支有联姻关系 z[] (卷 9 《柳庆远传 》 )
,

从而在雍州宗豪

大姓婚娅网络中
,

进一步加深了与雍州乡族社会的联系
。

萧

衍临雍部
,

问韦睿姨弟京兆人杜挥求州纲纪时
,

杜挥推荐的

便是柳庆远
。

《南史 》卷 38 《柳元景传附仲礼传 》云
: “

初
,

简文

帝为雍州刺史
,

(柳 )津为长史
。

及简文入居储宫
,

津亦得侍

从
。

仲礼留在襄阳
,

马仗军人悉付之
。

抚循故旧
,

甚得众和
。 ”

按
,

柳津为庆远子
,

他留付柳仲礼的武装力量
,

尤其是所谓
“

故旧
” ,

当是从柳庆远手中承继下来的
。

正是凭藉其在乡族

社会的位望和权势
,

柳庆远特为萧衍所倚重
。

及萧衍起兵时
,

“

常居帷握为谋主
’

,z[ 〕 (卷 9《柳庆远传 》 )
。

至萧衍建柞
,

柳庆

远以功封侯
,

拜散骑常侍
。

卒官后
,

柳庆远被赠开府仪同三

司
.

据《梁书 》本传载
:

庆远卒于雍州任上后
“

丧还京师
” 。

可见

柳庆远最终确同柳元景
、

柳世隆一样
,

远离雍土
,

定居京都
。

不过
,

从柳庆远天监四年 (公元 50 5 年 ) 出为雍州刺史
,

梁武

帝饯于新亭
,

谓之
“
卿衣锦还乡

,

联无西顾矣
’

,z[ 〕 (卷 9《柳庆

远传 ) ) ;十二年 (公元 5 1 3年 )再任本州
, “

士庶怀之
” [ 2 ] (卷 9

《柳庆远传》 ) ;以及其子津
、

孙仲礼在雍州相继保有
“

故旧
’

心〕

(卷 3 8《柳元景传附仲礼传 》 )来看
,

柳庆远一支在进入中央

官界之后仍与其乡族地方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

柳庆远子柳津在简文帝萧纲任雍州刺史时
,

为其长史
,

“

纲为太子
,

津附侍入京
” ,

历官散骑常侍
,

太子詹事
,

袭封云

杜侯
。

柳津子柳仲礼原本留居襄阳
,

抚循柳氏故旧
,

后起家著

作佐郎
,

除黄门郎
,

稍迁怀州刺史
;

仲礼弟敬礼
,

起家著作郎
,

稍迁扶风太守
。

虽然柳庆远一支最终仕官在朝
, “

家于金陵
” ,

但因入京时间较晚
,

从其家族成员的察性
、

行为来看
,

仍缺乏

士行风器
,

未脱豪帅气质
。

《南史 》卷 3 8 《柳元景传附津
、

仲

礼
、

敬礼传 》云
: “ (柳津 )虽乏风华

,

性甚强直
。

人或劝之聚书
,

津 曰
: `

吾常请道士上章驱鬼
,

安用此鬼名邪
。

” ,

柳津子柳仲

礼
, “
勇力兼人

,

少有胆气
” 。

柳仲礼弟敬礼
, “

少以勇烈闻
.

粗

暴无行检
,

恒略卖人
,

为百姓所苦
,

故襄阳有《柳四郎歌 》”
。

事实上
,

柳仲礼兄弟在梁末内困外扰的政局中所扮演的

角色
,

也就是拥有雍土故旧
, “

兼蓄雍
、

司精卒
”
的藩将

。

《梁

书 》卷 43 《韦粟传 》载
:

侯景事发后
,

韦集推柳仲礼为诸军大

都督
,

裴之高以年位耻居柳下
. “

粟乃抗言于众曰
: `
… … 所以

推柳司州者
,

政以久捍边疆
,

先为侯景所惮
;
且士马精锐

,

无

出其前
。

若论位次
,

柳在果下
,

语其年齿
,

亦少于架
;
直以社被

之计
,

不得复论
。 ’ ”
韦架此番评语

,

恰当地概括了柳仲礼的势

力地位情况
。

这时雍州地方社会在将
、

士纷纷外仕于中央他

州的势力内耗以及北魏侵凌的外部压力下迅速衰竭
,

但柳仲

礼仍以司州为据点
,

兼统雍司精兵
,

对
“
天下之事

”
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⑧
。

显然
,

这时的柳仲礼既不以 (也不可能以 )衰

弱的雍州为后方依托
,

也不是雍州地方社会势力的代表
,

更

不仅仅是朝廷命官
,

他在相当程度上
,

是自立自重的藩将
。

侯景之乱中
,

柳仲礼从侯景潜图之际便
“
屡启求以精兵

三万讨景
”
阁 (卷 3 8《柳元景传附仲礼传 》 )

,

到督统勤王诸军

拥众百万而坐致宫阅沦没
,

乃至降侯景
,

其中青塘之 役是一

个转折
。

是役
,

柳氏姻亲韦架一族
, “
亲戚死者数百人

”
闭 (卷

4 3《韦架传 ))
,

柳仲礼亦被重创
,

史称
“

自此壮气外衰
,

不复言

战
’

l3[ 〕 (卷 38《柳元景传附仲礼传 》 )
.

此后
,

他一方面与侯景

暗结
, “

闭营不战
,

众军 日固请
,

皆悉拒焉
” “
凌蔑将帅

” ,

另一

方面
,

与邵陵王纶
、

临城公大连不协
,

甚至敢于污辱妃主 s[]

(卷 38 《柳元景传附仲礼传 》 )
。

从柳仲礼这些行径来看
,

他避

而不战
,

决不仅仅是因其
“

壮气外衰
” 。

青塘之役
,

韦架及众多

亲戚的战死
,

动摇了柳仲礼督统勤王诸落的地位和号召力
,

而韦氏的遭遇亦促成了柳仲礼在举国丧乱而勤王诸军步调

不一
、

将帅各怀私心的局 势中但求 自保的念头
。

事实上
,

此

后
,

岳阳王萧誉南寇
,

湘东王 以仲礼为雍州刺史来袭襄阳之

际
,

柳仲礼的第一反应便是先
“

观成败
,

未发
”

。

至南阳围急
,

襄阳豪帅杜岸请救
,

柳仲礼先安排
“

别将夏侯强为司州刺史
,

守义阳
” ,

方才
“
自帅众如安陆

’

,s[ 〕 (卷 3 8《柳元景传附仲礼

传》 )
。

在对待自己的司州势力
、

雍州乡族和朝廷命运上
,

柳仲

礼表现出以司州为重的态度
。

柳仲礼倚其雍
、

司精卒
,

在离乱

中但求自保的态度
,

虽为之赢得了一时的强大
,

但因失去乡

族社会的依托和支撑
,

其势力终究是不稳固的
.

梁简文帝大

宝元年 (公元 5 50 年 )春
,

柳仲礼并弟柳子礼俱没于西魏
。

其

后
,

柳氏这支的子嗣在西魏
、

北周渐至无闻
。

柳氏的另一家支
:

柳叔珍子柳季远
,

仕为梁临川王洛议

参军
,

宜都太守
。

季远子柳霞
, “

笃好文学
,

动合规矩
” 川 (卷

42 《柳霞传》 )
,

先被雍州刺史庐陵王续辟为主簿
,

后入岳阳王

萧誓的雍州政权
,

仕至侍中
、

漂骑大将军
、

开府仪同三司
。

西

魏破江陵
,

襄阳归北朝后
,

柳霞辞梁官而居 留襄 阳故里
,

以经

籍自娱
,

后入朝北周
。

柳霞子柳靖
, “

少方雅
,

博览坟籍
” ,

随父

入朝北周后
,

授大都督
,

历河南
、

德广二郡太守
, “

及秩满还
,

便有终焉之志
” 。

柳靖在襄阳
,

优游不仕
,

惟对琴书
,

以礼法治

家
, “

乡里亦慕而化之
” , “

前后总管到官
,

皆亲 至靖家问疾
,

遂

以为故事
’

心 (] 卷 4 2《柳霞传附子靖传 》 )
,

实为襄阳之乡望
。

柳靖弟柳庄
,

亦
“

品量贞固
,

有经世之才
” ,

仕梁至鸿 肿太府

卿
,

入隋
,

位至开府仪同三司
,

给事黄门侍郎
、

饶州刺史闭 (卷

42 《柳霞传附弟庄传 》 )
。

季远一支
,

如前揭《柳霞传 》所云
:

在

柳元景
、

柳世隆
、

柳庆远几家支仕宦中朝
,

远离故里之际
,

留

居雍土
, “

独守坟柜
”

。

就其与雍 (襄 ) 州地方乡族社会的关系

而言
,

柳季远一支
,

一直没有疏远
、

脱离其乡里宗亲
。

与晚入

京都的柳庆远一支虽保有雍州部曲
,

但热衷于军功武力
、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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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故土不同
,

其家族奕叶相承的是经籍礼法和居 留乡里之

志
。

也正因如此
,

柳季远一支保持并巩固了他们在雍 (襄 )州

的宿望地位
,

在朝代更迭及中央集权加强的时代
,

作为地方

社会势力
,

为不同朝廷容纳
、

拉拢并委以高官
。

柳氏数门家支在刘宋以降百余年的发展情况
,

从纵向部

分地展示了作为雍州地方势力代表的宗豪大姓
,

在地方乡族

社会及 中央政治中
,

以 不同的角色演绎出的不同的发展轨

迹
。

在这些迥然有异的发展轨迹中
,

可以寻绎出一定规律
,

即

从刘宋到北周
,

雍州地方乡族社会对宗豪大姓在政治中的兴

败荣枯起着决定作用
。

依靠雍州强大的地方武装及乡族社会

力量
,

雍州晚渡宗豪大姓方能在业 已形成的士族政治圈中博

得一席之地
,

并且在更迭动荡的政局 中保住其相对独立的权

势
。

而一旦与其乡族社会或地方武装疏离
,

无论是业已在一

朝一代中求得显宦
;
或在江左士族社会中赢得认同

;
或是依

靠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
,

左右一时大局
,

这些宗豪大姓的结

局都是在皇权易手
、

朝代更迭中
,

被远比他们强大的中央政

权击败
。

唯一能在更迭动荡的南朝政局中得以保全
,

在入北

朝后仍能继续发展的
,

便是作为雍州地方乡族社会宿望而存

在的那部分宗豪大姓
。

与乡族社会的紧密联系
,

使之既避免

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或附属物
,

同时更受到不同朝廷的笼络
。

侨于雍州的另一个宗豪大姓— 京兆杜陵韦氏的境遇
,

在梁以前与柳氏截然不同
。

南渡前的韦氏
,

世为
“

雍州望族
” “

三辅著姓
” 。

徙居襄阳

的包括太元之初南迁的韦轨一支和太元十年 (公元 385 年 )

南奔的韦谦
、

韦华一支
。

其中韦华于晋安帝隆安二年 (公元

39 8年 )率万余人北奔姚秦
。

刘裕入关
,

韦华又
“
随宋武过江

,

居襄阳县
”
闭 (卷 2

, “

韦氏
”

条 )
。

韦华子韦玄
“

避吏隐于长安

南山
。

宋武帝入关
,

以太尉椽征
,

不至
’
,z[ 〕 (卷 12 《韦睿传 》 ) ;韦

玄子祖征
, “
累为郡守

” , “

宋末为光禄勋
’

,z[ 〕 (卷 1 2《韦睿传 》 ) ;

祖归
,

宁远长史
;
韦祖归子韦睿在齐代

,

以齐末多故
, “

不欲远

乡里
,

求为上庸太守
’

,z[ 叹卷 12(( 韦睿传 》 )
。

韦轨一支
,

韦轨仕

晋为散骑侍郎 ;韦轨子公循
,

宋义 阳太守 ;公循孙韦爱
,

齐世

为雍州主簿
。

故宋齐之时
,

韦氏在政治上的权位势力
,

不可谓

高显
。

这与同时期
,

远离桑梓故园
,

家于金陵的柳元景
、

世隆

两家支以军功
、

资荫仕进中央
,

屡居卿相方伯
,

恰成反照
。

不

过
,

韦氏在雍州地方乡族社会拥有较高的位望
。

《南史 》卷 38

《柳元景传附世隆传 》载
: “

光禄大夫韦祖征
,

州里宿德
。

世隆

虽 已贵重
,

每为之拜
” ;韦祖征弟子韦睿及兄纂

、

阐
, “

并早知

名
” 。

其中
,

韦纂
, “

仕齐位司徒记室
,

特进
,

沈约尝称纂于上

曰
: `

恨陛下不与此人同时
,

其学非臣 辈也 ” ,s[ 攻卷 58 《韦睿

传附兄篡传 》 ) ;韦阐则以傣禄委伯父韦祖征处理
,

赢得
“

乡里

宗事之
’

,s[ 汉卷 58 《韦睿传附兄阐传 》 ) ;韦睿被奉为
“

乡望
” ,

而

为新野曹景宗所礼敬川 (卷 1 2《韦睿传 })) ;
韦爱亦是

“

笃志好

学… … 游心坟素
” “

素为州里信伏
” 图 (卷 12(( 韦睿传附族弟

爱传》 )
。

此外
,

韦氏在晚渡宗豪大姓
,

尤其是雍州宗豪大姓

中
,

保持了紧密的婚娅联系
。

《梁书 》卷 12《韦睿传 》载
: “

时睿

内兄王橙
、

姨弟杜挥
,

并有乡里盛名
。

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

史
,

要睿俱行
. ”
按

,

杜幼文乃南豫州土豪乡望杜骥之子
,

《南

史 》卷 7 0 《杜骥传 》载
: “

韦华子玄以女妻骥
” ,

故杜幼文为韦

睿外兄
。

京兆杜挥即梁武临雍部
,

向其询求州纲纪者
,

自为雍

土名望
;
王橙详情不明

,

既与韦睿
、

杜挥等
“

并有乡里盛名
” ,

亦当为雍州名望
。

此外
,

韦睿与另一雍州大姓河东解县柳庆

远联上了姻
。

借助这个聚合雍州及他州诸宗豪大姓的婚娅网

络
,

韦氏在乡族社会中巩固 了地位
,

在晚渡宗豪大姓 中拓展

了影响
。

韦氏的升摧始于齐
、

梁之际的禅代革命
。

同样是在内乱

之中支持一方夺取皇权
,

韦睿
、

韦爱所扮演的角色
,

显然不同

于柳庆远
。

韦氏在整个禅代革命中
,

更多时候是以具有号召
、

凝聚乡族社会力量
,

协调宗豪大姓作用的宿德乡望形象出

现
。

据《梁书 》卷 1 2《 韦睿传 》载
:

还在梁武起事前
, “

太尉陈显

达
,

护军将军崔慧景频逼京师
,

民心逞骇
,

未有所定
,

西土人

谋之 于睿
” 。

可见韦睿在雍州素为乡人信服
、

推重
。

后萧衍起

兵
, “

及义兵檄至
,

睿率 (上庸 )郡人伐竹为筏
,

倍道来赴
,

有众

二千
,

马二百匹
。

高祖见睿甚悦
,

柑几曰
: `

他日见君之面
,

今

日见君之心
,

吾事就矣
。 ” ,

按
,

若仅就韦睿所率兵马而论
,

对

萧衍大业成就与否
,

不会有太大影响
,

亦不可能令其扮几而

叹
“

吾事就矣
” 。

故萧衍所以有此般感哨
,

当与韦睿在雍州地

方乡族社会中所居的重要地位及强大的号召力有关
。

无疑
,

韦睿作为一州之宿德乡望
,

其来归
,

对于大部分力量源自雍

州地方乡族社会及武装的萧衍来说
,

也就意味着成功之大势

已就了
。

韦睿族弟韦爱
, “

素为州里信伏
” 。

据《梁书》本传载
,

萧衍起兵后
,

韦爱被委以
“

壮武将军
,

冠军南平王司马
,

带襄

阳令
” 。

按
,

同书卷 1《武帝纪上 》所录留戍雍州者
,

除萧伟
、

萧

檐二人外
,

多为戍主
、

豪帅
,

且其中并无韦爱
。

不过
,

从韦爱作

为重要角色参与平定了雍州后方的颜僧都叛乱看来
,

他事实

上是留在了襄阳
。

《梁书 》本传载
: “

时京邑未定
,

雍州空虚
,

魏

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
,

州内惊优
,

百姓携贰
。

爱沉敏有谋
,

素为州里信伏
,

乃推心抚御
,

晓示逆顺
,

兼率募乡里
,

得千余

人
,

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
,

大破之
,

百姓乃安
。 ”
可见

,

韦爱

作为雍州乡望
,

在空乏的雍州后方
,

起到了凝聚乡中余勇
,

绥

抚雍土百姓
,

为梁武帝巩固雍州后方的作用
。

韦爱是代表整

个雍州乡族社会力量的乡望
,

这是其不同于诸戍主
、

豪帅及

其他州府僚佐之处
。

而襄阳作为留守雍州的萧伟
“

总州府事
”

的驻节之处
,

也是雍州政治
、

社会中心及韦氏乡里宗亲力量

聚集的所在
。

在既要保证萧氏力量对雍州后方的控制
,

又 要

充分利用韦氏在雍州乡族社会中的作用的形势要求下
,

韦爱

以南平王萧伟府僚身份
“

带襄 阳令
” ,

可能是政治力量与乡族

社会力量相互协调
、

互为作用的结果
。

萧梁代齐后
,

天监初年
,

在与北魏的数次交锋中
,

韦睿屡

奉诏都督众军
。

如
,

天监四年 (公元 505 年 )
,

北伐代魏
, “

诏睿

都督众军
’
,’’ 初

,

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 … 睿以将帅

不和
,

将致患祸
,

酌酒 自劝景略曰
: `

且愿两武勿复私斗
’ ,

故

终于此役得无害焉
” s[] (卷 5 8《韦睿传 》 ) ;夭监五年 (公元 506

年 )
,

魏中山王元英围北徐州刺史昌义之于钟离
, “

武帝遣征

北将军曹景宗拒之
。

次邵 阳洲
,

筑垒相守
,

未敢进
。

帝怒
,

诏睿

会焉
,

赐 以龙环御刀
,

曰
: `

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 ” , 。

这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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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

最终以钟离之围被解而告终
,

但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龙环

御刀
,

而是新野曹景宗尊韦睿为乡望
,

礼之甚敬
,

从之甚谨
,

方得
“

二将和
,

师必济
’

心〕 (卷 1 2《韦睿传 》 )
。

天监七年 (公元

5 0 8 年 )
, “

司州刺史马仙碑 (按
,

扶风郡人
,

亦系雍州将帅出

身 )北伐还军
,

为魏人所镊
,

三关扰动
,

诏 睿督众军援焉心〕

(卷 1 2 《韦睿传 》 )
。

可见
,

韦睿在一定程度上
,

继续以其位望
,

扮演着调和
、

凝聚以功大势壮的雍州将帅为主的萧粱将帅的

角色
。

无独有偶
,

韦睿孙韦聚亦曾扮演过类似角色
。

太清二年

(公元 54 8 年 )侯景作逆
,

韦聚先建议推柳仲礼为都督众勤王

军之帅
,

既而又抗言于众
,

遣释裴之高之不满
,

调和诸将
, “
于

是诸将定议
,

仲礼方得进军心叹卷 43 《韦聚传 )))
。

值得注意

的是
,

韦睿仕至待中
、

车骑将军
;
韦放仅北徐州刺史 ; 韦架亦

不过位至散骑常侍
,

韦氏三代在中央政治
、

军事上的权势
、

地

位并不高显
。

解钟离围一役
,

《梁书 》卷 9《曹景宗传 》载
: “

高

祖诏景宗督众军援 (昌 )义之
,

豫州刺史韦睿亦预焉
,

而受景

宗节度
”

。

《南史 》卷 58 《韦睿传 》记曹景宗时为征北将军
。

按
,

《宋书 》卷 4 。《百官志下 》载
,

诸征
、

镇至龙嚷将军位第三品
;

刺史带兵为第四品
。

就此而言
,

韦睿应受曹景宗节度
;
也正因

如此
,

萧衍才会对韦睿以御刀相赠
。

韦聚居诸藩将之间斡旋

时
.

方由衡州刺史转迁散骑常侍
,

其品位虽高于诸州刺史
,

然

就势力而言
,

显然不及久捍边疆
,

兼蓄雍
、

司精卒的柳仲礼和

世为名将的裴之高
。

故
,

韦氏之所以终能调和诸将
,

为刚惶莱

傲的曹景宗
“

礼甚谨
” ,

使不满以柳仲礼为大都督的裴之高最

终从其调配等等
,

盖与其雍州大族位望有相当紧密的关系
。

如前所述
,

韦氏本为雍土宿德乡望
。

仕宦朝廷后
,

韦氏保

持了其在服章言行
、

文学经籍上的修养
。

史载
: “
(韦睿 )被服

必于儒者
,

虽临阵交锋
,

常缓服乘舆
,

执竹如意以魔进止
”

。

及

其晚年
, “

暇 日犹课诸儿为学心〕 (卷 58 《韦睿传》 ) ;韦架
, “

好

学仗气
” ;
其子谅

, “

以学业为陈始兴王叔陵所引
,

为中录事参

军兼记室
’

,s[ (] 卷 5 8(( 韦睿传附孙架传 ))) ;

韦载
, “

少聪惠
,

笃志

好学
。

年十二
,

随叔父棱见沛国刘显
,

显问《汉书 》十事
,

载随

问应答
,

曾无疑滞
。

及长
,

博涉文史
,

沈敏有器 局
’

,s[ 〕 (卷 58

《韦睿传附孙载传 》 )
,

韦棱曾著《汉书读训 》三卷阁 (卷 1 2《韦

睿传附子棱传 》 )
,

韦载少随韦棱
,

当承其学
;
载弟鼎

, “

少通

晓
,

博涉经史
,

明阴阳逆刺
,

尤善相术
’

,a[ 〕 (卷 5 8《韦睿传附孙

载传 》 ) ;韦棱
, “

尤明经史
” , “

性恬素
,

以书史为业
,

博物强识
,

当世之士
,

咸就质疑
’

心〕 (卷 1 2《韦睿传附子棱传 ))) ;
韦黯

, “

少

习经史
” 田 (卷 1 2《韦睿传附子黯传》 )

。

诸韦在风器文华上
,

与侨吴士流暗相投合
。

此外
,

韦氏亦与侨吴士族交游通婚
。

韦

放
, “

以息岐娶 (吴郡张 )率女
,

又以女适率子
’

,z[ (] 卷 28 《韦放

传 》 ) ;韦粟则与前辈才名
,

颖川庚仲容
、

吴郡张率结为忘年交

好
,

成为有梁一代
,

带有地方社会势力性质的晚渡北人在江

左侨昊士族层中抬头的一个代表
。

当韦聚在青塘战死后简文

帝
“

闻之流涕
,

曰
: `

社樱所寄
,

惟在韦公
,

如何不幸
,

先死行

阵
。

” ,2[ 〕 (卷 43 《韦架传 ))) 萧纲如此感叹
,

与韦聚长期追随
,

为

其腹 心党羽有相当大的关系
。

但 以权势不强 的韦架为社樱所

寄
,

可能还 因为只有韦氏才能在地方社会和士族官界两个层

面上
,

藉其位望斡旋于各怀异心的勤王诸将之间
。

没有在雍

州乡里及中央士族官界都具有很高位望的韦架居雍土宗豪

柳仲礼和豫州豪帅裴之高之间调和解释
,

便不会组成合力东

下的勤王军
。

而事实上
,

韦粱死后
,

柳仲礼便与诸将帅不协
,

闭营休战
,

最终坐观台城陷没
。

青塘一役中
, “

聚子尼及三弟助
、

普
、

构
,

从弟昂皆战死
,

亲戚死者数百人心
·
7〕 (卷 4 3《韦架传 》

,

卷 162
,

梁武帝太清三

年 )
。

自此
,

韦氏一族渐至衰蝎
。

族中余支
,

除韦放弟韦正之后

韦载
、

韦鼎及韦爱孙韦挞仕于陈隋外
,

韦棱
、

韦黯后人 已湮没

无闻
。

韦载于永定中
,

位散骑常侍
、

太子右卫率
。

天嘉元年 (公

元 560 年 )
,

以疾去官
, “
屏绝人事

” ,

后居于江乘县之 白山

( 按
,

江乘县在南徐州境内
,

建康 附近 )[
8〕 (第 4 册

,

图 21 一

22 )
, “

有田十余顷
’

,0[ l( 卷 1 8《韦载传 ))
。

韦鼎仕梁为中书侍

郎
, “

陈武帝在南徐州
,

鼎望气知其当王
,

遂寄擎焉
” 。

太建中
,

以廷尉卿出使北周
,

暗结杨坚
。

隋灭陈后
,

被召入长安
,

授上

仪同三司
,

后位至光州刺史阁 (卷 5 8《韦睿传附载弟鼎传 》 )
.

“

以仁孝著称
”
的韦翔在陈霸先出任南徐州刺史时

,

便被辟召

为征北参军
,

早入陈氏府幕
.

以后
,

倍受重使
,

仕晓骑
、

领朱衣

直阁
,

号为
“

侠御将军
’

,s[叹卷 1 8《韦载传附族弟翔传 》 )
.

从韦

载家于南徐州江乘县
;
韦鼎以妻儿为质

,

交结南徐州刺史陈

霸先
;

韦翔入陈霸先南徐州征北府任参军来看
,

韦氏余支在

梁陈之际
,

已迁居长江下游南徐州一带
。

而韦鼎入长安后
,

在

隋文帝的干预下
,

隋吏部尚书韦世康请韦鼎迁还杜陵
。

京兆

杜陵韦氏侨寓雍州的 2 00 年历史至此而 已
。

诸韦在都下的发展状况
,

因其起步较晚
,

各门支进退大

约一致
,

故而较之进退不一的诸柳曲折多样的发展状况
,

略

显单一
。

在此
,

不对其作纵向比较
,

而就齐梁禅代之际兴起的

韦睿一支和柳庆远一支
,

作同期横向比较
。

显然
,

韦睿在梁武

举义中所凭资的更多的是其在雍州地方社会中的宿德位望
,

体现为对雍州乡族社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

而柳庆远所凭资

的主要是其故旧
、

部曲
、

乡兵等力量
。

如果说具有重乡族尚武

勇传统的雍州地方社会
,

包蕴着源自其地方社会本身及地方

武装的两种力量
,

那么
,

韦睿及柳庆远便各有侧重地代表着

这两种势力
。

在仕进中央后
,

凭着自身的品学风器和与晚渡

宗豪大姓
、

侨吴士族的交游联姻
,

韦睿在社会层面的地位
、

作

用
,

由雍州地方的范围扩及中央政界
。

韦睿后人承继了这种

地位和作用
,

以其位望协调步入中央官界的雍州及他州的地

方大姓和豪强
。

韦氏几代仕宦不显而能调和
、

统领这些权势

骄人者
,

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韦氏的权势
、

力量乃本源自

社会性质的位望
。

与之相反
,

柳庆远一支在梁代的发展
,

虽以

其雍土故旧及后来雍
、

司精卒为凭寄
,

但他们与雍州乡族社

会的联系是淡化了的
。

尤其是当本留在乡里抚循故旧的柳仲

礼最终也离开故园
,

仕宦在外后
,

柳氏这支同乡族社会的联

系大大削弱
。

经历了侯景乱后
,

柳仲礼逐渐成为兼蓄雍
、

司精

卒
,

踞司州之地
,

相对 自立于中央政治及地方乡族社会之外

的藩将
。

尽管韦睿
、

柳庆远两支在各自的发展领域赢得了不

同性质的地位和权势
,

但他们在以其乡族地方势力为凭寄
,

步人朝政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雍州乡族社会这一后方依托
。

在进一步卷入朝政后
,

这两支宗豪大姓的主要成员便无一幸

免地成为了扰乱纷争的政治牺牲品
,

其后人也湮没无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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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柳
、

韦二族的发展情况
,

在雍州晚渡宗豪大姓中具

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

这两大姓族之下的诸门支与地方乡族社

会联系的强弱程度
,

决定了他们对中央政治的依赖程度以及

他们在更迭多变的政治中权位的稳固程度
。

在南朝地方势力

抬头
,

皇权相对东晋时期有所加强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下
,

他

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雍州晚渡宗豪大姓中三种不同类型

的发展曲线
: (一 )以军功或门荫入仕中央

,

向侨吴士族靠拢
,

同时淡化与宗族乡里的关系
,

最终发展成为依附于皇权的官

僚士族
,

而在皇权易手
、

朝代更替中随波逐流
.

(二 )以拥有在

乡位望或故旧
、

部曲
、

乡兵为凭资进入朝廷
,

并进一步发展成

为政界位望或拥众自立的藩将
.

但由于与乡族社会脱离
,

最

终也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

(三 )以重宗族
、

宦游不远乡

里
,

保持并巩固了与宗族乡里的紧密联系
,

又以品学风器
,

为

乡族社会所慕化进而成长为州里宿德
,

作为地方社会在乡势

力的代表
,

在朝代更替中
,

为不同的执政者所容纳乃至笼络
.

第一种类型以柳氏中的柳元景
、

柳世隆二支为代表
.

第二类

以韦睿
、

柳庆远等支为典型
。

第三类以柳氏中的柳季远一支

为代表
。

第二类与第三类有交叉情况
,

如韦睿
、

韦爱未仕在都

下
、

家于南徐之前
,

其发展轨迹类同于第三种类型
。

②

③

沈瑛为君子之交
. ”
张绪乃吴郡张氏门户中人

,

王延之乃

晋骡骑将军琅邪王度之后
,

均属江左名门
。

《南史 》卷 3 8( 柳元景传附柳世隆诸子传 》载
:

除柳挥子

僵尚梁武帝长城公主 ;孙盼尚陈文帝富阳公主
,

加散骑

常侍外
,

其他各人子息均用爵
。

《南史 》卷 3 8《柳元景传附仲礼传 》 :

侯景遣仲礼复其本

位
, “

钱于后褚
,

景执仲手曰
: `

天下之事在将军耳
。

郑州
、

巴西并以相付
. ’ ”

「参 考 文 献〕

沈约
.

宋书〔M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 74
.

姚思廉
.

梁书〔M j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 73
·

李延寿
.

南史 〔M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7 .5

令狐德莱
.

周书〔M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 .4

萧子显
.

南齐书 〔M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 .2

林宝
.

元和姓纂〔M〕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9 .4

司马光
.

资治通鉴 〔M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72

.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
.

中国历史地图集【M 〕
.

上海
:

中华地图集学社
,
1 9 7 .4

姚思廉
.

陈书〔M j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 9 7 .2

, 卫lJ.J, .J飞
.
J飞
.

J飞J飞J一IJ飞」,二O白,曰`

乓亡J.b叮̀RùOJ一.Ll.L一.LFLFLL.LL̀L工esLr
.

J

注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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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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