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帝师群体与北齐皇族文教的构建

孙 宝

渊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袁山东 济宁 273100冤

摘 要院 北齐帝师大致分为三类袁 即三师袁 太子三师尧 三少袁 以及以国子学官为主体的诸王师友尧 太子
侍读尧 侍学等遥 三师多由高欢尧 高澄军府旧臣尧 乡党姻戚或高氏藩王出任袁 是高齐政权建立尧 新旧君位嬗
递尧 皇族内部权力分割的主导力量袁 也决定了北齐皇室崇胡抑华的基本立场曰 太子三师一般选任鲜卑勋旧或
高齐藩王袁 三少则多任命士族名流袁 在萧祗尧 魏收尧 邢邵尧 李浑尧 王晞尧 杨愔尧 郑述祖等人的倡导下袁 尊赋
重文成为皇室乃至朝野的主流风尚袁 对天保至武平年间的文事繁荣具有推动作用曰 中央学官与东宫经筵侍
读尧 侍讲尧 诸王师友等袁 多出自燕赵寒儒袁 具有专经尧 恭谨尧 勤勉等特点袁 特为高氏政权信重遥 北齐帝师作
为军尧 政尧 学尧 文等领域的代表人物袁 有力的塑造了北齐皇族文教务实而多元的特质袁 并确保皇权运作始终
不偏离北魏所奠定的胡汉二元的政治轨道遥 帝师家族与北齐皇室之间袁 也产生双向塑造的效应遥 帝师在履行
太子或新君师傅之职的过程中袁 往往将相关理念尧 从宦经验归纳为治家收族的家训尧 格言袁 进而以家风特色
鲜明的郡望名门的形式引领北齐乃至隋唐士风与文运嬗递的历史进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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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以来袁帝师一般对应三类职官系统院
其一袁以三师渊太师尧太傅尧太保冤为核心的辅政官
系统曰其二袁由太子三师渊太师尧太傅尧太保冤与三少
渊少师尧少傅尧少保冤组成的太子宫职系统曰其三袁君
主在太子求学或即位施政阶段担任经筵侍讲尧侍
读等教务的太学渊或国子学冤学官系统遥 帝师具有
政务与教育双重属性袁且至少包含三重职能袁即督
导太子学业尧维护太子储位并确保其顺利登基尧辅
弼新君治国理政遥 北齐沿袭魏制袁在莽新野四辅冶
渊太师尧太傅尧国师尧国将冤尧元恪野六辅冶渊太尉尧司
空尧尚书令尧左右仆射尧吏部尚书冤的基础上袁发展
出野三师冶渊太师尧太傅尧太保冤尧野二大冶渊大司马尧大
将军冤尧野三公府冶渊太尉尧司徒尧司空冤构成的野八辅冶
模式遥 魏尧齐君权移交与高齐新旧君位过渡之际袁

确定或调整 野八辅冶 人选已成为一般性的制度安
排遥至于高欢在东魏建立之初出任太师袁高澄辅政
期间担任太子少傅袁高演尧高湛在高殷即位之初分
别担任太傅尧太师袁又说明野三师冶是高齐野八辅冶任
命的核心环节袁 这也是北齐辅政官制度不同于北
魏的特色所在遥在皇权架构得以稳固的前提下袁高
齐又进一步加强东宫建设袁通过太子三师尧三少与
国子学官对太子进行政务与学业方面的引导而使

之具备未来君主的多重素质遥正因如此袁帝师往往
是军尧政尧学尧文四界的一时之选袁其通过严格的组
织化尧 制度化形式对高齐皇族风教进行塑造曰继
而袁后者又会遵循家国一体的政治逻辑袁对皇权政
体运转尧国家风教施行产生深刻影响遥以下即从三
方面予以说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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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诸将得以出任野三师冶袁除了赞翊高欢尧高
澄父子起事尧执政的旧将尧府佐外袁基本都是高欢
亲族及姻党成员遥 高演即位后为了安抚时望以稳
固高齐政体袁采取礼敬前朝野二王尧三恪冶的野三统冶
制度袁野明天命所授者博袁非独一姓冶遥 咱4暂渊卷三十六袁P1950冤

魏收依据王肃尧杜预经义袁以元尧司马氏为野二王冶袁
外加曹氏构成野三恪冶遥 咱3暂渊卷三十七袁P491冤另外袁高演对东

魏天平至高齐天保时期追随高欢尧高澄尧高洋的勋
旧采取配飨制度遥 其中曾任野三师冶之太师者有尉
景尧窦泰尧娄昭尧万俟普尧万俟受洛干尧高乾尧高岳尧
高昂尧厍狄干袁曾任太傅者有孙腾尧破六韩常袁曾任
太保者则有刘贵尧封祖裔尧孙腾遥 通过对上述诸人
提升国礼规格袁 以凸显高齐帝系统绪的礼法性与
延续性遥 正因大量高氏勋戚占据军政两界的核心

一尧野三师冶 辅政官与北齐皇室崇
胡抑华的基本立场

北齐野三师冶虽与藩王尧野二大冶野三公冶同居一
品袁 官序却为一品之首袁 故多由藩王尧野二大冶野三
公冶升转或兼领遥野三师冶之上又有太宰尧左右丞相尧
大丞相袁诸职往往兼摄都督中外诸军尧录尚书事袁
是为真正意义上的执政袁这也是野太师冶进一步迁
擢的目标职位遥 当然袁野三师冶也会平转为野二大冶
野三公冶袁 或者根据军政需要以藩王出镇或外放为
加开府仪同三司尧 开国郡公等荣衔的上州刺史遥
野三师冶作为君主辅政官袁除了资政尧议政尧决策尧参
与圆丘祭祀尧宗庙类告等政务尧朝仪尧祭礼外袁还具
有左右朝野舆论以行使杀伐废立的特权遥 自北魏
中兴尧太昌高欢渐掌权柄袁元魏君主野颠覆立可待袁
一年三易换冶已成常态遥 咱1暂渊卷十一袁P278冤此后袁高演历任
太傅尧太师而废黜高殷袁实为履行野三师冶监国尧废

立之权遥因此袁除了元魏宗室元坦在北魏末及东魏
历任司徒尧 太尉尧 太傅尧 太师之外袁 野三师冶 职
不轻授袁 且基本由高氏旧部或皇宗藩王垄断袁 这
直接影响了高齐禅魏之后权力格局及政治生态的

形成遥
赵翼指出院野魏之亡袁则周尧隋尧唐三代之

祖皆出于武川遥噎噎区区一弹丸之地袁出三代帝
王遥冶咱2暂渊卷十五袁P319冤高欢出自武川袁与其起兵举事的
贺拔允尧段琛尧厍狄盛尧张保洛等野乡邑故人冶均
野申其志力袁化为公侯冶袁至于其账下心腹所出的
代尧酒泉尧怀朔尧善无尧秀容尧狄那尧广宁尧石门等
郡邑也成为野功名之地冶遥 咱3暂渊卷十九 袁P260冤上述军府勋
旧往往被委以野三师冶之职袁以起到拱卫高氏政
权的柱石之效遥 北齐建立之后袁以军功跻身野二
大冶野三公冶者不乏其例袁但其中只有高氏的心腹
旧臣或亲缘姻戚才能擢任野三师冶遥 其具体情况
如表一所示院

表一 北齐军府勋旧的三师任职情况

官员
时间

职官
三师前职务 太保 太傅 太师 三师后职务 身份

可朱浑元 前大将军尧扶风王尧并州刺史 天保八年 天保九年 并州刺史 高欢旧将

斛律金 大司马尧第一领民酋长尧冀州刺史尧咸阳王 天保三年 右丞相尧左丞相 高欢旧将

贺拔仁 数州刺史 天保八年 天统元年 右丞相尧录尚书事 高欢帐内都督

破六韩常 车骑大将军尧开府尧平阳公尧洛州刺史 武定中 沧州刺史 高欢部将

高岳 太尉尧侍中尧司州牧 天保五年 西南道大行台 高欢堂弟

高归彦 司徒尧平秦王 大宁元年 太宰尧冀州刺史 高欢族弟

尉景 冀州刺史 东魏期间 东魏期间 骠骑大将军尧开府仪同三司 高欢姊夫

尉粲 太尉 大宁元年 司徒 高欢旧将

侯莫陈相 太子太师尧太尉 天统元年 天统二年 太宰尧大将军 高欢旧将

斛律光 太子太保尧大将军 天统三年 天统五年 右丞相 高澄亲信都督

高隆之 太子太师尧兼尚书左仆射尧吏部尚书 武定中 录尚书事尧领大宗正卿尧监国史 高欢从弟

娄睿 大司马 天统三年 太尉尧录尚书事尧并州刺史 高欢正妻娄昭君之侄

段韶 太子太师尧大司马 河清元年 河清三年 太宰尧左丞相 高欢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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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位袁东魏至北齐初期野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冶的政
治氛围颇为浓厚遥 咱3暂渊卷二十一袁P295冤具有军界背景的鲜
卑官员嗜酒尧贪纵尧违礼犯禁者不胜枚举袁其又能
凭借与高氏政权的亲旧关联而免于追究遥 杜弼要
求高欢整顿法纪袁加强吏治袁高欢则回复称院野天下
浊乱袁习俗已久遥噎噎我若急作法网袁不相饶借袁恐
督将尽投黑獭袁士子悉奔萧衍袁则人物流散袁何以
为国钥 冶咱3暂渊卷二十四袁P347-348冤这种特权免罪尧法纪紊乱的
局面至高演即位后也没有大的改观袁 厍狄显安曾
提醒高演野陛下太细袁天子乃更似吏冶袁后者解释
说院野朕甚知之袁 然无法来久袁 将整之以至无为
耳遥冶咱3暂渊卷六袁P84冤由此不难看出袁高演试图整顿朝纲却
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遥

以高欢尧 高澄诸子为主的藩王也是北齐 野三
师冶的主要群体遥 如高欢五子高浟尧十子高湝尧十
四子高润尧高湛三子分别于皇建元年尧天统二年尧
天统五年尧武平二年出任太保袁高欢六子高演尧九
子高湛尧四子高淹尧十三子高凝分别于天保十年尧
乾明元年尧皇建元年出任太傅袁高演尧高浟尧高淹尧
高湝尧高润及高澄四子高长恭分别于乾明元年尧大
宁元年尧河清元年尧天统三年尧武平元年尧二年尧四
年出任太师遥经过野三师冶任职后袁不少进一步擢任
太尉尧右丞相尧录尚书事等重职遥 如高演位至大丞
相尧都督中外诸军尧录尚书事袁高湛位至右丞相袁为
下一步称帝做好了铺垫遥亦因于此袁位至三师的宗
室成员往往遭到党争者的猜忌尧迫害袁如高俨尧高
长恭分别于武平二年尧 四年被杀及赐死袁 即为其
例遥

高齐藩王出任野三师冶者以高欢子嗣居多袁因
高欢曾于晋阳相府设立东馆以招纳燕赵名儒教导

诸子袁高澄亦于门下聚集馆客以进行文学交游袁故
二人子嗣中不乏推崇文教者遥 如高演即位后袁野情
好稽古袁 率由礼度袁 将封先代之胤袁 且敦学校之
风冶袁可谓野当代之明主冶遥 咱3暂渊卷六袁P86冤这种好文之风也
在高欢其他诸子身上有所反映遥 史载院野齐氏诸王
选国臣府佐袁多取富商群小尧鹰犬少年袁唯襄城尧
广宁尧 兰陵王等颇引文艺清识之士袁 当时以此称
之遥 冶咱3暂渊卷十袁P136-137冤襄城王为高欢八子高淯袁广宁王
为高澄次子高孝珩袁兰陵王则为高澄四子高长恭遥
不过袁 高欢告诫七子上党刚肃王高涣说院野人不可
无学袁但要不为博士耳遥 冶咱3暂渊卷十袁P135冤高澄三子范阳
王高绍义 野好与群小同饮冶袁 甚至打杀博士任方

荣袁咱3暂渊卷十二袁P156冤足见高氏倡导汉化的力度有限遥 正
因如此袁北齐藩王野三师冶始终以军务而非文事匡
翼君主为首责遥 如太保高俨诛杀和士开后袁 自辩
说院野士开昔来实合万死袁 谋废至尊噎噎臣为是矫
诏诛之遥 冶咱3暂渊卷十二袁P162冤斛律光私下亦赞赏说院野龙子
作事袁固自不似凡人遥 冶咱3暂渊卷十二袁P161冤故而李百药评价
说院野琅邪虽无师傅之资袁而早闻气尚遥 士开淫乱袁
多历岁年袁一朝剿绝袁庆集朝野袁以之受毙袁深可痛
焉遥 冶咱3暂渊卷十二袁P165冤李百药与斛律光观点一致袁亦认定
诛杀和士开实为高俨以武力履行太保职责遥

总之袁 高氏军府旧臣或亲缘姻戚以军功出任
野三师冶袁佐助高齐政权的建立与稳固曰皇室宗王作
为野三师冶袁则促进了高氏皇权内部进行权力分割尧
调整袁以营构强力君主替代孱弱储君的权力格局遥
上述两个群体一起构成鲜卑勋旧的政治势力袁并
与以杨愔尧祖珽尧张雕武尧崔季舒为代表的士族文
官及以和士开尧 陆令萱为代表的佞幸权要展开权
力角逐遥 随着鲜卑勋旧与士族文官等势力为佞幸
权要所绞杀袁两大政治柱石遭到侵毁袁高齐政权也
走向倾覆遥 以上均说明野三师冶辅政官作为权力顶
层群体对高齐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遥
二尧太子野三师冶野三少冶与北齐东

宫崇文风调

北齐明确规定太子三师野掌师范训导袁辅翊皇
太子冶袁三少则野掌奉皇太子袁以观三师之德遥 出则
三师在前袁三少在后冶遥 咱5暂渊卷二十七袁P759冤太子三师尧三少
在太子冠礼尧释奠讲经尧一月五朝尧议定太子宫礼
等活动中起到督察尧训导的作用袁三少作为三师的
副职袁又进一步引导太子以三师作为表率遥从秩位
品级来看袁太子野三师冶位居二品官序前端袁与尚书
令尧骠骑将军尧车骑将军尧卫将军尧四征将军尧左右
光禄大夫尧散郡公尧开国郡公同品曰太子野三少冶居
三品袁位次在同品的吏部尚书尧四安尧中领尧护军将
军尧三卿渊太常尧光禄尧卫尉卿冤之后袁中书令尧太子
詹事尧侍中尧列曹尚书尧四平将军尧六卿渊大宗正尧太
仆尧大理尧鸿胪尧司农尧太府卿冤尧秘书监等之前遥 除
了在同品序列中迁转外袁太子野三师冶也更易升擢
为野三师冶遥 如依据表一袁高润出任太保尧太师之前
曾任太子少师袁段韶尧高隆之尧侯莫陈相出任野三
师冶前均曾任太子太师袁而斛律光则曾出任太子太
保遥 上述说明高齐太子野三师冶野三少冶具有向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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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袁 大多数士族文官只能出任 野三
少冶袁少数如王晞尧徐之才等对于君主具有特定的
政治价值与影响力者则跻身野三师冶遥 王晞长期担
任高演属僚袁是后者即位的核心参议者遥故高演即
位后袁以王晞为吏部郎中袁掌管铨选曰同时袁又负责
东宫筹建袁以王晞为太子太傅袁兼太子中庶子袁野东
堂监视太子冠服袁导引趋拜冶袁高演勉励说院野今既
当剧职袁不得寻常舒慢也遥 冶咱3暂渊卷三十一袁P421冤徐之才精
通医术尧天文图谶袁同时还明晓鲜卑语袁野非唯医术
自进袁 亦为首唱禅代袁 又戏谑滑稽袁 言无不至袁
于是大被狎昵冶遥 咱3暂渊卷三十三袁P445冤 徐之才尤因与和士
开尧 陆令萱母子 野曲尽卑狎袁 二家苦疾袁 救护百
端冶袁咱3暂渊卷三十三袁P446冤 而由尚书左仆射官至迁尚书令袁
封西阳郡王遥祖珽执政期间袁刻意限制佞幸贵要的

职权袁表面上将徐之才依次为侍中尧太子太师袁却
剥夺了其作为尚书令的人事权遥 是以徐之才叹恨
说院野子野沙汰我遥 冶咱3暂渊卷三十三袁P447冤可知袁徐之才出任
太子少师既由其以医术获致高澄尧高洋尧高演尧高
湛等君主倚赖袁也是谄附和士开尧陆令萱等佞幸集
团的结果遥 同时袁太子野三师冶位尊而权轻袁反而不
如品级等而下之的实权官更受青睐遥

至如太子野三少冶袁入选者多为文学尧位望兼重
之士遥 如李浑于天保初出任太子少保袁野时邢邵为
少师袁杨愔为少傅袁论者为荣冶遥 咱3暂渊卷二十九袁P394冤李浑为
赵郡李氏的代表袁普泰中曾平定崔社客青州之乱袁
是以萧衍曾赞誉说院野伯阳之后袁久而弥盛袁赵李人
物袁今实居多遥 常侍曾经将领袁今复充使袁文武不
坠袁良属斯人遥 冶咱3暂渊卷二十九袁P394冤李浑与其弟李绘尧李纬

官过渡的制度基础袁 这当然由太子储君向君主的
身份转换所决定遥

与野三师冶辅政官绝无北地士族的构成情况不
同袁位居二品的太子野三师冶多由鲜卑勋旧出任袁位
居三品的太子野三少冶则由士族名流出任袁这也是
高齐武尊文卑的权力结构的直接反映遥 有关鲜卑
勋旧尧宗室藩王出任太子师傅的情况袁如斛律光尧
斛律武都尧薛孤延尧薛循义尧高睿分别于太宁二年尧
天保二年尧十年任太子太保袁其中斛律光尧斛律武
都属父子世袭该职袁 而薛循义曾祖薛绍于北魏曾
任太子少保袁亦可归入隔代世袭之列遥 此外袁薛孤
延尧高睿尧鲜于世荣分别于天保中尧大宁初尧隆化元

年任太子太傅袁侯莫陈相尧段韶尧厍狄回洛分别于
天保初尧皇建元年尧太宁初任太子太师遥 上述勋旧
皇亲及其子出任太子三师袁遵循群体高起家官尧迁
转迅捷的一般规律袁多以从二品的领尧护将军尧尚
书右仆射袁或二品序列偏后的开国县公尧六卿升转
太子野三师冶之位遥 如侯莫陈相位至司空尧太傅袁斛
律光位至大将军尧太傅袁段韶位至并州刺史尧太傅袁
高润以尚书令兼领野三少冶之少师属高职低配袁而
后太尉尧大司马尧太保尧太师等袁均为其证遥同时袁太
子三师也有慰劳鲜卑勋旧的荣衔意味袁 如厍狄回
洛尧薛循义均于晚年得三师荣授袁并卒于此职遥 至
于士族名官出任太子师傅的情况袁则如表二所示院

孙 宝院帝师群体与北齐皇族文教的构建

表二 北齐士族名官的太子三师尧三少任职情况

官员
时间
职官

太子师傅前职务
太子

太保
太子太傅 太子师傅后职务

王晞 散骑常侍尧吏部郎中 皇建元年 大鸿胪

徐之才 尚书令 卒于此官

萧祗 梁北兖州刺史 右光禄大夫尧领国子祭酒
阳斐 卫大将军尧兼都官尚书 殿中尚书

许惇 大理卿尧度支尚书 光禄大夫尧尚书右仆射
杨愔 吏部尚书尧侍中尧卫将军尧侍学典选 尚书右仆射

魏收 秘书监尧尚书右仆射 尚书右仆射

邢邵 国子祭酒尧西兖州刺史 太常卿尧中书监
李浑 散骑常侍 海州刺史

郑述祖 司空行参军 仪同三司尧兖州刺史

太子太师

武平二年

太子少师

时间未详

天保初

天保初

太子少傅

武定七年

时间未详

天保初

天保八年
皇建元年

太子少保

时间未详

天保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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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曾选为聘梁使主袁李浑之子李湛曾为副使袁故而
被赵郡人士目为野四使之门冶遥 使聘之士除了门第
清显外袁还需具备清言善辩尧仪容优雅等特质遥 这
从李湛野涉猎文史袁有家风冶尧李绘野音辞辩正袁风仪
都雅冶袁咱3暂渊卷二十九袁P394冤均可见一斑遥 李浑父子及兄弟
以风仪尧清言传家袁正可针对太子野言语不叙袁音声
不中律袁噎噎登降揖让无容袁视瞻俯仰周旋无节冶
与野答远方诸侯袁过贵大臣袁不知大雅之辞冶等问题
而进行教导遥 咱6暂渊卷五袁P173-174冤是以李浑出任太子少保袁
李湛以太子舍人起家袁 均包含了以赵郡李氏外交
风仪规训太子之意遥 不仅如此袁杨愔为北魏司空尧
侍中杨津之子袁野能清言袁美音制袁风神俊悟袁容止
可观冶袁也是其能够入选太子少傅的重要原因遥 杨
愔还将清言尧 风仪作为铨选士流的重要标准袁野典
选二十余年袁奖擢人伦袁以为己任遥 然取士多以言
貌冶遥 咱3暂渊卷三十四袁P454冤加上魏收力主野会须作赋袁始成大
才士冶袁咱3暂渊卷三十七袁P492冤且先后于天保八年尧皇建元年
分别出任高殷与高百年的太子少傅袁 自然对武定
至皇建年间皇室崇文重赋有助推作用遥

这一时期士族帝师对于太子的儒化塑造袁使
高齐皇权在汉化与鲜卑化的两种政治路向之间呈

现摇摆姿态遥高洋一方面通过宫廷宴会袁令高殷与
野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冶质询经义袁野手笔措问冶袁以
赢得朝野盛誉曰另一方面袁又警惕其过度儒化袁径
言院野太子得汉家性质袁不似我浴冶咱3暂渊卷五袁P73冤甚至一度
打算废黜高殷而传位次子太原王高绍德或常山王

高演遥 魏收作为太子少傅意识到这种摇摆立场的
危害袁进言院野太子国之根本袁不可动摇遥 至尊三爵
后袁每言传位常山袁令臣下疑贰遥 若实袁便须决行遥
此言非戏遥 魏收既忝师傅袁正当守之以死袁但恐国
家不安遥 冶咱3暂渊卷三十七袁P490冤高洋虽因魏收进言而不再言
易储之事袁但并未改变以鲜卑化为主的施政导向遥
加之杨愔在高洋死后在处置高演尧 高湛的问题上
迁延不决袁引起鲜卑勋旧的反噬袁以致高殷也被废
黜袁从而失去了振兴汉化与门阀政治的最好时机遥
是以李延寿评价说院野进不能送往事居袁观几卫主曰
退不能保身全名袁辞宠招福遥 噎噎是知变通之术袁
非所长也遥 冶咱7暂渊卷四十一袁P1528冤魏收也因之遭到排挤袁其
著作郎尧中书监尧侍中等要职均被剥夺袁而仅保留
太子少傅遥某种程度上袁这说明高演认可魏收训导
东宫的劳绩与能力袁 并进一步以其教诲太子高百
年遥

三尧寒儒野帝师冶与齐末皇室野文学
不恶冶的选任趣尚

早在魏孝文帝太和十年袁 就改中书学为国子
学袁同时设立皇宗学尧四门小学袁以强化皇室子弟
的文化素养遥 此后通过完善东宫经筵侍读尧侍讲尧
诸王师友等制度袁 太子的教务由中书博士转为国
子学官负责遥东魏时期袁高欢于晋阳相府设立东馆
招纳燕赵名儒以教授诸子袁 诸多东馆馆客在高洋
即位后也相应转为国子学官遥 因燕赵名儒多出寒
贱袁最终导致北齐学官型帝师多为寒儒的现象遥东
魏以来的寒儒帝师袁以李业兴为较早之例遥其以儒
术尧图谶之学官至国子祭酒尧侍读袁并深为高欢尧高
澄父子赏遇遥 不过袁是否精于音辞谈辩是华尧庶人
士区分的重要素养袁 如杨愔称道裴让之尧 裴谳之
说院野河东士族袁 京官不少袁 唯此家兄弟袁 全无乡
音遥 冶咱7暂渊卷三十八袁P1386冤即为其证遥李业兴野家世农夫袁虽
学殖袁而旧音不改噎噎性又躁隘袁至于论难之际袁
无儒者之风冶袁咱7暂渊卷八十一袁P2725冤全然不符合这一标准遥
李业兴之子李崇祖虽继承家学袁亦纵言无忌袁终因
妄言图谶而被杀遥 李氏父子这种有学术而无风仪
的情况袁无疑在东魏尧北齐国子寒儒学官中颇具代
表性遥

北魏学官型帝师大多兼备经业尧文章尧位望等
综合标准遥 如阳尼尧郭祚尧甄琛尧郑道昭等出为野东
宫师傅冶袁咱7暂渊卷四十三袁P1573冤 除了曾为国子学官的背景
外袁野晋魏名门冶的身世亦是必备条件遥 咱7暂渊卷二十六袁P938冤

然而袁北齐皇室野帝图杂霸袁儒风未纯冶袁咱3暂渊卷四十四袁P597冤

高洋野诛诸元冶以及杨愔为代表的世族汉官群体遭
高演清洗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袁 以曲伎末学置身高
位的寒族权幸在北齐政权结构中日渐举足轻重遥
齐末由此重当世荣位而轻旧族衰宗袁 很大程度上
遮盖了寒儒帝师原本卑微的身世劣势遥 如张景仁
以工于草隶袁相继选为高澄宾客尧高纬侍书袁后官
至侍中袁野诸子不思其本袁自许贵游冶袁咱7暂渊卷八十一袁P2732冤

即资其证遥
北齐寒儒帝师的身世门槛虽然大为降低袁但

专经尧恭谨尧勤勉尧亲附高氏政权都必不可少遥如权
会由四门博士官至著作佐郎袁效法北魏高爽尧索敞
设立讲肆讲授贵游子弟袁咱8暂野参掌虽繁袁 教授不阙
噎噎欣然演说袁未尝懈怠冶袁咱3暂渊卷四十四袁P592冤可谓京城
勤勉授学的典范遥值得一提的是袁北齐国子学官系

114



第 1期

统与高欢东馆馆客制具有同源关系遥史载院野天保尧
大宁尧武平之朝袁亦引进名儒袁授皇太子尧诸王经
术遥 冶咱7暂渊卷八十一袁P2705冤其中野名儒冶袁即多为李铉尧刁柔尧
石曜等出自东馆或者其他藩王尧权臣私馆的馆客遥
可以说袁 诸王师友既是获取高氏政权信任的基本
方式袁也是出任帝师的必要阅历袁甚至是捷径遥 高
氏选择师友袁除经业尧技艺外袁犹重公忠勤勉的官
品遥如张景仁先以工草隶选为高澄宾客袁天保八年
奉敕为太原王高绍德教授书法遥 高湛为太子高纬
择选野善书人性行淳谨者令侍书冶袁又将其选入遥其
野小心恭慎袁后主爱之袁呼为博士冶袁是以历官太子
门大夫尧散骑常侍尧侍中袁并在文林馆成立后野总制
馆事冶遥 咱3暂渊卷四十四袁P591冤至如马敬德先为崔暹馆客袁经
荐举为瀛州秀才袁相继擢授国子助教尧国子博士遥
高湛为太子高纬选拔师傅袁 经由赵彦深举荐而入
为侍讲遥高纬爱好诗赋而厌弃章句之学袁也不喜见
朝士袁马敬德野时时以叶春秋曳入授冶袁令高纬深感
野师傅恩冶袁咱7暂渊卷八十一袁P2731冤 从而拜其为国子祭酒尧仪
同三司尧金紫光禄大夫尧瀛州大中正遥 其子马元熙
少传父业袁 武平中高纬太子高恒将开经筵讲 叶孝
经曳袁高纬说院野马元熙袁朕师之子袁文学不恶遥 冶故
而马元熙以叶孝经曳入授高恒遥 马氏父子均出任帝
师袁野儒者荣其世载冶袁咱7暂渊卷八十一袁P2731冤 正与马敬德曾
经的馆客身份及其勤勉履职均密不可分遥

高纬具有野不喜见朝士遥 自非宠私昵狎袁未尝
交语袁噎噎其奏事者袁虽三公尧令尧录莫得仰视冶的
人格缺陷袁咱3暂渊卷八袁P112冤 不仅导致内朝与外朝运作机
制方面功能割裂袁也致使胡汉权力结构扭曲尧分化
的情况日趋严重遥如魏收与阳休之争夺监史权袁与
祖珽争夺中书文诰的撰制权袁 就体现了汉官内部
的文名权位之争曰斛律光尧高俨尧高长恭与和士开
权斗袁何洪珍与韩凤尧穆提婆争宠弄权袁则属于鲜
卑贵势的内部矛盾遥对于汉官而言袁一般采取两种
策略以应对齐末鲜卑倾轧的严峻形势院其一袁利用
文林馆成立的契机袁中书尧门下尧东宫等汉官主脑
走向联合袁广泛招纳后进文官袁以达到野推崇高望袁
官人称职噎噎增损政务袁 沙汰人物噎噎黜诸阉竖
及群小辈袁推诚朝廷冶的目的曰咱3暂渊卷三十九袁P520冤其二袁利
用鲜卑权幸内部之间的矛盾袁攀附其中一方袁一旦
得势袁则与另一方展开权争袁或推行士族政治袁进
而清算曾扶植其掌权的鲜卑贵势遥 后者具有明显
的投机性色彩袁祖珽尧徐之才尧魏收尧张雕武等野汉

儿文官冶的代表人物均不能免俗遥 咱7暂渊卷三十二袁P1186冤不
过袁 迫于齐末胡汉对立的整体政治氛围袁野汉儿文
官冶 始终寻求士族政治的振兴遥 尤其武平三年魏
收尧徐之才相继去世袁祖珽又被韩凤排挤出京袁国
子祭酒尧 高纬侍读张雕武成为汉官群体的新的代
表遥 其先曾与侍中尧尚书左仆射祖珽总监撰书袁特
进魏收尧太子太师徐之才尧中书令崔劼尧中书监阳
休之共同监撰叶修文殿御览曳袁体现了帝师与中书尧
门下主脑共襄文治的联合曰 又广泛招纳国子博士
朱才尧太学博士诸葛汉等国子学官参与馆务袁以扩
大国子寺在文林的影响遥另外袁张雕武通过同在内
廷侍书的张景仁交结何洪珍袁 在帝师基础上又加
授侍中尧开府袁兼掌度支尚书袁野论议抑扬袁无所回
避遥 噎噎上亦深倚仗之袁方委以朝政冶遥其通过野宫
掖不急之费袁大存减省袁左右纵恣之徒袁必加禁约袁
数讥切宠要袁献替帷扆冶袁咱3暂渊卷四十四袁P595冤进一步推行
祖珽崇华抑胡的政策袁以限制唐邕尧穆提婆尧韩凤
等乱政行为袁这自然引起韩凤等人的反扑遥武平四
年十月袁张雕武与崔季舒尧刘逖尧封孝琰尧裴泽尧郭
遵等人联合劝谏高纬移驾晋阳袁韩凤乘机构毁袁导
致上述诸人一同被杀遥 张雕武自称野今者之谏袁臣
实首谋袁意善功恶袁无所逃死冶袁咱3暂渊卷四十四袁P595冤足见其
在齐末士林中的领袖地位遥 中子袁高齐野三师冶尧东
宫野三师冶野三少冶在皇权建构尧运作过程中发挥了
核心作用遥至于寒儒学官袁虽在帝师系统中位望最
低袁但其在齐末政治尧文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同样
不容小觑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 帝师对于北齐文学的发展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天保年间袁 帝师均为士林优
选遥 如萧衍之侄尧南平王萧伟之子萧祗风仪秀雅袁
精于诗咏袁 入齐后历官太子少傅尧 平阳王高淹
师尧 国子祭酒曰 邢邵于天保初出任太子少师袁 不
久以中书监尧 太常卿兼国子祭酒袁野是时朝臣多守
一职袁 带领二官甚少袁 卲顿居三职袁 并是文学之
首冶曰咱3暂渊卷三十六袁P478冤魏收天保中出任太子少傅袁同样
与其学术尧辞章及位望密切相关遥另外袁以魏收尧徐
之才尧 张雕武等帝师兴办文林馆对齐末乃至周隋
文事人才输送及文学繁荣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遥
文林馆大量选入年轻文官而出现野当时操笔之徒袁
搜求略尽冶的盛况袁咱3暂渊卷四十五袁P604冤客观上利于后进文
士在参与国家文典修纂的过程中增广见闻尧 提升
文事素养袁并催生了齐末短暂的野推荐人士袁奖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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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冶的崇文高潮遥 咱3暂渊卷三十九袁P512冤在此期间袁因精通
叶左传曳而被辛术誉为野关西孔子冶的薛道衡袁以文
名及参撰叶五礼仪注曳的经学活动而与马元熙一同
入选太子高恒侍读遥 其实袁马元熙能够入选袁更多
着眼其帝师之子的身份及其经业成就遥 随着高演
将国子寺从太常寺中单独建制袁帝师集学官尧礼职
及中枢秘职于一身的任命模式已不可延续袁 结果
就使国子博士尧祭酒固化为学术型野帝师冶的主要
通道袁继而衍生出帝师世袭的现象遥薛道衡以中书
侍郎入选太子师傅袁除了其经业外袁则更多因其独
步一时的文才遥 高纬热衷辞藻尧乐舞袁显然并不满
足太子师傅仅仅野文学不恶冶的基本水准遥事实上袁
北齐寒儒学官的治学路径普遍狭窄袁 国子博士不
通文史尧言辞拙涩者更在多有袁加之齐末野学不稽
古袁逐俗随时袁作轻薄之篇章袁结朋党而求誉冶的现
象已蔚成风气袁咱5暂渊卷六十六袁P1545冤 高纬选择薛道衡袁显
然更希望其能提升高恒的文辞涵养遥 薛道衡兼具
才学与谋略袁又借助出任东宫师傅的机会野渐见亲
用袁与侍中斛律孝卿参预政事冶遥 咱7暂渊卷三十六袁P1337冤高纬
于隆化二年逊位于高恒袁以太上皇帝自居袁改元承
光元年袁 薛道衡自然由东宫师傅升格为帝师遥 此
后袁薛道衡尧斛律孝卿又合谋劝说高恒让位太师尧
大丞相高湝遥可以说袁薛道衡继张雕武之后又成为
以帝师身份干预时政的汉官典型遥入隋后袁薛道衡
野久当枢要袁才名益显袁太子诸王争相与交遥噎噎声
名籍甚袁无竞一时冶遥 咱7暂渊卷三十六袁P1339冤薛道衡受到杨勇
的推崇袁除了野才名冶外袁大概也不能排除其曾任高
恒野帝师冶的仕历因素遥
余 论

先秦时期袁太子与公卿大夫之子等野国子冶或
野胄子冶的学习内容相近袁只是教务负责者有所不
同院前者以三师为主袁后者则由保氏尧师氏主导曰汉
初以降袁贾谊叶新书窑傅职曳在叶周礼窑地官窑保氏曳
叶师氏曳的基础上袁详细规定三师尧三少在太子学
业尧礼数尧朝仪尧刑律尧外事尧社交尧音乐尧历法等方
面的辅弼与教学之责袁淤说明汉初三师尧三少的职
能兼顾指导太子政务与学务两方面内容遥 随着三
公九卿制与太学尧 国子学等中央官学体系的逐步

完善袁三师尧三少仍负有教诲尧佐助太子职责袁却多
转为辅弼太子监国或新帝施政的野四辅冶野六辅冶之
职遥 由三师尧三少承担的学务职能则转由太学渊或
国子学冤学官系统接管遥如西汉韦贤尧张禹尧孔霸均
以专经教授太子而得野帝师傅冶野帝师冶或野人主师冶
之号曰于至齐梁尧北魏袁国子祭酒在时人眼中视同师
氏遥如沈约说院野国子袁周旧名袁周有师氏之职袁即今
国子祭酒遥 冶咱9暂渊卷三十九袁P1228冤刘芳亦据叶周礼窑大司乐曳
野师氏噎噎居虎门之左袁司王朝袁掌国中之事袁以教
国子弟冶与蔡邕叶劝学篇曳野周之师氏袁居虎门左袁敷
陈六艺袁以教国子冶袁明确指出院野今之祭酒袁即周师
氏遥 冶咱1暂渊卷五十五袁P1221冤因国子祭酒统管太子及皇宗教
育事项袁齐梁士人甚至视之为野国师冶遥 如王俭尧王
承尧王暕祖孙三代均任职国子祭酒袁野三世为国师袁
前代未之有冶袁咱10暂渊卷二十二袁P599冤即为其例遥
其实袁这种将野国子祭酒冶与野国师冶绑定的说

法仅仅突出了帝师的教育属性袁却偏离野国师冶辅
佐新君治国安邦的原初之义遥 王莽为刘歆始置国
师一职袁 旨在褒奖后者通过设计托古改制的政治
方案为其称帝奠定了基础遥迄至北齐袁祖珽虽无三
师三少之位袁亦无国子学官之职袁却因谏止高湛废
太子高纬而立高俨袁并据叶春秋元命苞曳主张高湛
为太上皇而让位于高纬袁被陆令萱誉为野国师尧国
宝冶遥祖珽甚至认为其绩劳已超过辅佐刘盈即位的
张良袁其云院野张良身傅太子袁犹因四皓袁方定汉嗣遥
臣位非辅弼袁疏外之人袁竭力尽忠袁劝陛下禅位袁使
陛下尊为太上袁子居宸扆袁于己及子袁俱保休祚遥蕞
尔张良袁何足可数浴 冶咱3暂渊卷三十九袁P519冤可见袁北齐野国师冶
亦沿用古义袁侧指为太子谘谋参议尧辅弼新君即位
的谋臣佐僚遥

总之袁北齐太师尧太傅尧太保位居三公之上袁基
本由高齐宗室或勋旧重臣所垄断袁通过录尚书事袁
兼领京畿大都督尧领军等军职袁而成为事实上的执
政者曰 太子三师亦由德望俱高的宗室人员或宰辅
重臣担任袁三少则多由文学尧门第兼美的士族名士
出任曰至于东馆馆客尧国子学官为主的诸王师友或
太子侍读尧侍学袁大多出身寒微袁经业学养有余而
文才尧风仪不足遥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袁齐末高纬在
兴办文林馆的同时袁 又引入薛道衡等士族名士引

淤详见贾谊撰尧阎振益尧钟夏校注叶新书校注曳卷五野傅职冶袁中华书局袁2000年 7月袁第 173-174页遥
于分见叶汉书曳卷八十一叶孔霸传曳袁第 3354页曰叶汉书曳卷八十八叶儒林窑周堪传曳袁第 3604页曰叶汉书曳卷六十六叶蔡义传曳袁第 2899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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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太子文业袁颇有重现天保尧皇建文治的动机遥 总
之袁北齐帝师是具有高度组织化尧制度化的官员群
体袁对军尧政尧学尧文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
用遥在帝师群体的塑造下袁北齐皇室家风形成了崇
胡抑华尧尊文重赋尧野文学不恶冶等务实而多重的文
化取向袁 并确保北齐皇权始终大致沿着北魏所奠
定的胡汉二元体制运行遥

当然袁 帝师与北齐皇室也呈现双向塑造的特
征遥 如斛律金尽管野一门一皇后尧二太子妃尧三公
主袁尊宠之盛袁当时莫比冶袁却告诫斛律光说院野我虽
不读书袁闻古来外戚梁冀等无不倾灭遥 女若有宠袁
诸贵人妒曰女若无宠袁天子嫌之遥 我家直以立勋抱
忠致富贵袁岂可藉女也钥 冶咱3暂渊卷十七袁P222冤这对斛律光不
阿权幸尧公忠体国的官格颇有影响遥魏收自觉将太
子少傅时期的履职经验应用于家族子弟的训导过

程袁晚年作叶诫子侄书曳说院野游遨经术袁厌饫文史遥
笔有奇锋袁谈有胜理遥孝悌之至袁神明通矣遥审道而
行袁量路而止遥 自我及物袁先人后己遥 冶咱3暂渊卷三十七袁P493冤

这与叶新书窑傅职曳少傅纠正太子野杂采从美不以章
德袁忿悦怒喜不以义袁赋与噍让不以节冶的说法十
分接近曰咱6暂渊卷五袁P174冤魏收还告诫子侄野反利而成害袁
化荣而就辱遥 噎噎为必察其几袁举必慎于微遥知几
虑微袁斯亡则稀遥既察且慎袁福禄攸归冶袁咱3暂渊卷三十七袁P493冤

正是以其屡经宫廷巨变而归纳成治家修身的哲思

格言袁 充分体现了家风门训与治官行政经验的高
度融合遥 邢邵在波谲云诡的天保尧乾明尧皇建政局
中袁刻意转向礼学尧朝仪的探研袁野尤以五经章句为
意袁穷其指要遥 吉凶礼仪袁公私谘禀袁质疑去惑袁为
世指南冶曰与此同时袁其野内行修谨袁兄弟亲姻之间袁
称为雍睦冶袁咱3暂渊卷三十六袁P478冤 体现了其由帝师向族师尧
由治国向治家的转换遥至于薛道衡袁其家族子弟也
以文名尧势位称盛于周尧隋遥 如其子薛收尧侄薛德
音尧侄孙薛元敬有野河东三凤冶之誉袁薛收之子薛元
超亦以才学知名袁唐高宗时官至中书舍人尧弘文馆
学士袁野省中有盘石袁道衡为侍郎时袁常据以草制袁
元超每见袁辄泫然流涕冶遥 咱11暂渊卷九十八袁P3893冤唐高宗以中
书令兼太子左庶子留辅太子监国袁并告诫野顾太子
未习庶务袁关中事袁卿悉专之冶袁咱11暂渊卷九十八袁P3892冤均可
看出薛氏后人多能克绍薛道衡文风以及辅弼太子

的职守遥
总之袁 北齐帝师既引导了皇室家风的构成与

走向袁又运用相关理念尧从政经验用于自身家风的
营造袁 并对唐初文坛乃至东宫宫风的塑造产生了
深远影响遥 帝师群体在北齐至隋唐的政治文化生
活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袁 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注
与重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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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责任编辑院马建珠冤

Royal Tutors and Construction of Royal Family爷s Literary Education in Northern Qi
Dynasty
SUN Bao

渊Confucius Cultural Institut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Jining 273100,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Royal tutors wer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in Northern Qi Dynasty, namely three tutors of
empire, three tutors or vice -tutors of prince, and academic officers of Imperial College. Three tutors of
empire were usually served by the emperor爷s subordinates or relatives, who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power distribution of the dynasty regime and also had a clear political stance of advocating the Xianbei
nobles and suppressing the Han people. Three tutors of prince were usually served by the Xianbei nobles or
royal family members and three vice -tutors of prince were basically nominated by celebrities, who were
usually the literary leaders of new literary trend. Most of academic officers of Imperial College, were humble
Confucian scholars, being proficient, diligent and reliable. Royal tutors had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sha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perial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in Northern Qi Dynasty. Meanwhile, the
dual -way structure was formed between the families of royal tutors爷 and royal members爷. In performing
duties, royal tutors tended to apply their relevant concepts of teaching the princes or emperors to educate
their own family children. And then, their descendants would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atmosphere
and literary trends from Northern Qi to the early Tang Dynasty.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royal tutors; literary education; three tutors of empire; three vice-tutors of prin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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