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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论西魏周制改革的历史意义

苏 航

宇文氏在北魏时本祖黄帝"至西魏改祖炎帝"但在其家族内部仍然保留着追祖黄帝的传统#

宇文泰改祖炎帝是西魏以周自喻的周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其目的是通过西魏皇室与权臣的分祖

黄%炎"模拟两周开国之际的君臣模式"为西魏继周承命%再造中华的正统形象增加一核心象征符

号"同时或许也有迎合六镇人群当中+代魏者齐,的政治谶言的目的#西魏周制改革的另一效果是

在当时的普改胡姓与周朝的分土建氏之间建立起了形式上的关联"从而促进了鲜卑正统与华夏正

统的交融互嵌"暂时缓解了胡汉文化之间的矛盾#

关键字$宇文 炎帝 西魏 周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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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战国时代起炎黄二帝就已经以兄弟关系成为中华共祖$

!但历代入主中原的北方

民族皇室却多祖黄帝$

"北周皇室宇文氏追祖炎帝遂成为引人注目的特例%

# 对于这一问题$

学界长期以来研究不多$且往往是从词源入手$诠释古人成说$对于其他原因$则鲜有论及%近

来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此举或许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因为炎帝先于黄帝$所以宇文氏禅代之

际拿来做从祖黄帝的拓跋氏手中&夺回'政权的借口%

$ 笔者觉得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别的角度

来考察这个问题$下面就谈一些浅见$并进而对西魏的周制改革做些补充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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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宇文氏追祖黄帝的传统

,周书*文帝纪上-云(&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居朔野%'

!

,孝闵帝纪-

元年"

$$"

#正月壬寅诏曰(&予本自神农$其于二丘$宜作厥主%'

"

,隋书*礼仪志一-记北周&圆

丘则以其先炎帝神农氏配昊天上帝于其上'$

#是北周官方认定宇文氏出于炎帝%然而,北

史*匈奴宇文莫槐传-!,北史*宇文忠之传-!,魏书*宇文福传-皆谓&其先南单于之远属'%

$

北魏正光五年"

$UL

#,宇文永墓志-亦云永乃&大单于之后'$&昔在单于$世雄艮域'$

%西魏大统

三年"

$%"

#,宇文测墓志-犹云&其先建邑辽海$号大单于国'%

&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

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而同书,夏本纪-则言(&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

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可见北魏时是以宇文氏

出于南匈奴$而若按中原帝系$则当溯于黄帝%北魏孝昌二年"

$U!

#,宇文善墓志-铭云&笃彼厥

初$轩黄是系'$

)同年,宇文延墓志-云&轩辕之苗裔$宇文大单于之后'$铭云&资元少典$启祚

熊区'$

,-.善!延为宇文福之子$

,-/可见至迟在北魏末年$宇文氏确已借单于而夤缘于黄帝了%

北齐天保七年"

$$!

#,宇文景尚墓志-云&辽东人也%披山之帝$疏彼长源%往地之君$构思

崇址'$

,-3天统五年"

$!K

#,宇文长墓志-云&昔降居若水$高会金山'%

,-4

&披山'指黄帝$&若水'指

黄帝子昌意$&往地'疑当作&任地'$指昌意子颛顼%

,-5 北周建德二年"

$"%

#,宇文显和墓志-说

宇文氏&自大雾浮河$长虹映渚$承源于若水$纂系于苍林'$

,-6

,宇文宪碑-亦云&昔者轩皇受姓$

十有四人)周室先封$十有五国%自尔承基纂胄$保受姓氏$虽复千年一圣$终是百世同宗'%

,-7

前者用黄帝!颛顼!昌意!嫫母"黄帝妃#之典)

,-8后者亦谓宇文氏承源黄帝$分脉姬周%然则北

魏之后分属东西的宇文氏家族内部也仍然都延续着北魏旧说%

如前所述$北周宇文氏追祖炎帝在历代入主中原的非汉族统治者中本已特出$且又系自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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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改宗$就更难索解%若云为禅让寻求正当性$则自古禅让固多$何尝皆须以炎代黄. 且宇文

氏既以周自居$勿宁说$继续祖述黄帝$打出&故知昔之东京$既称炎汉再受)今之周历$即是
!

都中兴'的旗号$

!才更为顺理成章%那么$宇文氏改宗是否尚有他故呢.

二!宇文氏改祖炎帝的词源学解释

宇文氏改祖炎帝的一个较为通行的解说是$此举与&宇文'一词之本义有关%,元和姓纂-

云(&鲜卑俗呼天子为9宇文+$因号宇文氏%或云以远系炎帝神农有尝草之功$俗呼草为9俟

汾+$音转为9宇文+%'

"

,广韵-亦云(&宇亦姓$出何氏,姓苑-%又虏复姓宇文氏$出自炎帝%其

后以有尝草之功$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后世通谓宇文$盖音讹也%'

#周一良以上

述文字出自刘宋何承天,姓苑-$

$且此书唐代虽有增补$&要是宋以前书'$

%似以炎帝说出北魏

时%而如前示$北魏犹以宇文出自南单于$未尝言及炎帝$故前文&又'字之后所述&宇文'来源

当别有所据$或与,姓纂-皆采周唐人语%&宇文'又称&俟文'$周一良以北魏孝文帝,?比干墓

文-碑阴之&俟文福'即&宇文福'$魏,韩震墓志-&俟文成'即宇文成为证$

&信实可从%&汾'"中

古音3

!

Xk:/-

4#!&文'"中古音3

!

>k:/-

4#仅首辅音微别$

'而皆为唇音$显系一词之别译$故

&俟汾'实等&俟文'$,姓纂-!,广韵-之说遂又添一证%

无论如何$宇文本具&草'义$可与神农尝百草传说系联$故以追迹炎帝$史载甚明%而,周

书*文帝纪上-则谓&其俗谓天为9宇+$谓君曰9文+'$

(当为北周官方认定之说$又与&草'作天

壤别$浑不相干%则上述&俟汾'!&宇文'之音转而义&草'之说是否乃汉人民间之臆说呢.

关于&俟汾'!&宇文'之原语$法国突厥学大家巴赞"

4*:0=9/W0-

#曾做过详细讨论%其谓

&俟汾'为一前蒙古语"

M

+iR>*-

A

*2

#词
!

0Xh-

$后演变为
!

h>h-

$且意为&草地'%其又读&宇

文'

!J

h>h-

$盖因在蒙古!突厥语中词首
R

!

J

R

常可对应转化之故%

) 然&宇'中古时期为于母

合口字$在唐代以前仍保留字首的舌根浊擦音$可拟为3

!

:

k:

4或3

!

:

D:

4%

,-.

&俟'则除崇母一

音之外又有群母三等开口之音$且恰为北语译字$如,广韵-注云(&虏复姓$北齐有特进万俟

普%'

,-/

&万俟'之&俟'今读
e

]

$而其中古音可拟为3

!A

0

1

0

4$

,-3其首为舌根浊塞音$与&宇'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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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伯希和氏云$中古汉语译音中之首辅音3

A

R

4!3

:

R

4同相当于词首之
/20?

$故皆可以之对译北语

中之起首元音$

!如以&俟利发0颉利发'译
027mX0+

0

127mXm+

!以&俟斤0颉斤'译
0+F0-

0

1+F0-

$即其

常例%

" 准此$则&俟文'和&宇文'之原语当皆可视为以元音起首$其第二音节既可勘同$则其

区别仅在第一音节开合口之异$而并非首辅音 !

J

之别$巴赞之说遂不可复据%明乎此$则可

将&俟文'!&宇文'试分别拟作
!

1>h-

!

!

h>h-

%白鸟库吉谓蒙古诸方言中&草'有
:X:=n

!

hXh=h-

!

1X1=:

!

1X1=:-

!

oX:6p-

!

oXo6o-

等变体$&宇文'当为
oXo6o-

之音变
oXo-

%

# 其虽以今

日方言为据$然观此诸词词根或为
1X

或为
:X

0

hX

0

oX

$与&俟文'!&宇文'之词根
1>

!

h>

实同$

或非偶然%查突厥!蒙古语都有
m>

0

1>

一词$意为&药'$其亦有
J

*>

!

J

:>

等合口形式%

$ 传

统药物固多为草药$&药'之一词又与前列诸&草'之词根相通$然则&俟文'!&宇文'是否即源于

这些义为&药'!&草'之类的词而为其不同变体呢. 若此说不误$则,姓纂-之说或非虚妄%

无论如何$据上述讨论$则前述,姓纂-之说有凭$而,周书-&天君'之说无据$或出伪托%按

宇文觉代魏之际$自称天王$

%然则所谓&天君'也者$实&天王'也$粉饰禅代之词耳$其说当出

于此时$则援&草'以附炎帝之说当在此前$盖周初已尊炎帝$而&草'说不当与&天君'同出故也%

然&宇文'义&草'$北魏已然$彼时既不废祖黄$西魏又何必改炎. ,隋书*经籍志-云(&及周太

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其为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宇

文氏改祖炎帝$或即在此时欤. ,周书*明帝纪-二年"

$$N

#三月庚申诏云(&三十六国$九十九

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

'是改望未必在西魏%

( 且

本望系于房支$非关始祖$况炎黄皆出关陇耶.

) 宇文泰改祖既非为改望$必仍有他故$那么这

种原因又是什么呢.

三!西魏的周制改革与宇文氏祖炎帝之政治原因

周闵帝宇文觉在代魏之前以歧阳之地封周公$代魏之后谥宇文泰为文帝$号国曰周$封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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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陈氏以撰谱!改望为同时事$且仅限汉人%观原文前

后文意$似撰谱赅指胡汉$与改望又非必同时%

,国语*晋语四-(&昔少典氏娶于有鑝氏$生黄帝!炎帝%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以姬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

帝为姜%'3"清#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
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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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4二水地望虽有关中!河南等

异说"参白红菊(,近百年国内黄帝部落发祥地研究综述-$,陇东学院学报-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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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
&N

,渭

水-谓&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

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
U##"

年版$第
LLU

页#$然则二水位于关中应是当时人的

一般认识%



帝为宋公$

!皆在锐意宗周$从面把宇文承魏譬为周商鼎革%但周制改革却早在西魏大统年间

"

$%$\$$&

#即已由宇文泰发动(&大统中$乃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寻亦置六卿官')

"

&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卢#辩成之'$

#苏绰死于大统十二

年$此前一年$宇文泰命苏绰为,大诰-$仿先周佶屈聱牙之文$&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则

周礼改革的正式着手即应在此前不久%那么是不是当时宇文泰就已经定下了日后以周代商

"魏#之策$并以制度改革预为之备呢.

我们先来看看,大诰-是怎么说的(&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会于王庭%柱国

泰洎群公列将$罔不来朝%时?大稽百宪$敷于庶邦$用绥我王度%66六月丁巳$皇帝朝格于

太庙$凡厥具僚$罔不在位%66皇帝若曰(9柱国$唯四海之不造$载繇二纪%天未绝我太祖列

祖之命$用锡我以元辅%国家将坠$公惟栋梁%皇之弗极$公A惟B作相%百揆鱑度$公惟大录%

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硋$

#

七德$敷九功$龛暴除乱$下绥我苍生$旁施于九土%若伊之在商$

周之有吕$说之相丁$用保我无疆之祚%+66',大诰-于&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之时&奏行之'$

以皇帝的口吻遍励群僚$俾其&上下一体$各勤攸司$兹用克臻于皇极'$

%这里以周天子形象出

现的显然是魏帝而非被视作伊尹!吕尚及傅说等异姓权臣之俦的宇文泰$可见当时宇文泰虽

&扶危定倾$威权震主'$

&但与元氏君臣之分犹在$

'所以大统年间西魏统治集团心目中的&周'

应是西魏$周制改革最初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把西魏打扮成姬周传人$而非给宇文氏的禅让

铺路%

所以如此$陈寅恪先生曾有精当分析(&宇文泰凭借六镇一小部分之武力$割据关陇$与山

东!江左鼎足而三$然以物质论$其人力财富远不及高欢所辖之境域$固不待言$以文化言$则魏

孝文以来之洛阳及洛阳之继承者邺都之典章制度$亦岂荒残僻陋之关陇所可相比%至于江左$

则自晋室南迁以后$本神州文化正统之所在$况值梁武之时庾子山所谓9五十年间江表无事+之

盛世乎'. &若勉强追随$将愈相形见拙'$&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

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

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

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故利用关中士族如苏绰辈地方保守性之特长$又假借关

中之地姬周旧土$可以为名号$遂毅然决然舍弃摹仿不能及之汉魏以来江左!山东之文化$而上

拟周官之古制'%

(

陈氏此说$深合当时之形势$诚为确然不疑之论%且其时虽然&天下多难$国命如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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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澄应声曰(9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9匡救其恶%+既而出阁$太祖深叹澄之合机$而谴其次答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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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虽衰$天命未改'$

!即便在东西魏分立时期$魏帝也仍然具有政治上的号召力$

"可倚为

凝聚人心之标志%

# 故宇文泰当&东帝得全魏之墟$于天官为正'$

$西魏肇建初期陷于正统性

危机之际推行周制改革的目的$除了抬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以外$恐怕更主要的着眼点仍在于在

&似商!周之不敌$若汉!楚之争雄'的形势下$

%矍然自励$以魏拟周$从而在制度与文化上&别

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以&自别于洛阳!建邺或江陵文化势力'$然后可以视西隅如丰镐$

斥中原为商纣$自命正统$将关陇&称为汉化发源之地'$&不复以山东江左为汉化之中心'$达到

&欺笼一时之人心'$&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的目的$

&此洵为自强之良策$而初与禅让无关%

'

而在这种政治象征体系中$元氏与宇文氏的君相格局及联姻关系$

(正与两周之际姬姜二氏的

关系若合符契%按姜姓诸国$出于炎帝$

)每为周室之姻族$

,-.常任王家之重臣$而齐公辅武王

伐纣$

,-/申侯翼平王东迁$

,-3则更为二周开辟之元勋%孝武西迁$方向虽反$宇文辅弼$勋绩则

一%然则宇文泰之追祖炎帝$恐怕正是要自比出于炎帝而联姻周室之太公!申侯$

,-4以与宣称

出于黄帝的元氏共同踵迹黄!炎$遥拟姬!姜$从而巩固西魏以周自喻的政治象征体系%然而这

样的一种政治譬喻$对于关陇士民固易奏效$对于六镇军士$是否也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呢.

魏末沙门灵远曾向葛荣进言&代魏者齐$葛荣闻之$故自号齐%及齐神武至信都'$灵远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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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高欢(&齐当兴$东海出天子%今王据勃海$是齐地%又太白与月并$宜速用兵$迟则不吉%'

!

宇文泰!高欢及大部分六镇军士皆曾隶属葛荣$

"葛荣及高欢相继以齐自号$则&代魏者齐'的

说法在六镇人群当中应该有不小的影响%而齐始祖恰为吕尚$故宇文泰以之自拟$在模仿周初

格局的同时或许亦有应谶以固六镇人心之意%

# 若此论不误$则宇文泰利用其姓氏本义可以

与&草'相关联的契机改祖炎帝便具有双重意义$它表面上是关陇本位政策之宣示$暗地里又是

六镇政治传统之潜流$故同时具有凝聚胡汉人心之双重效果$实出于当时政治形势和斗争之需

要$其不继祖黄帝$良有以也%

大统十六年"

$$#

#$高齐代东魏%次年$西魏帝元宝炬崩$子钦"废帝#立%其元年"

$$U

#废

年号$

$三年作九命$恭帝三年"

$$!

#建六官$数年之间$周制改革的力度和速度大大提高$与宇

文觉禅代之前自拟周室的举措前后相承%此时的宇文泰应已着手禅让准备$并隐然以周公自

许$

%然而元宝炬崩后宇文泰谥其为&文'$恭帝三年自命为&太师!大冢宰'$

&在表面上依然再

现了西周文王崩后&师尚父'辅政的格局%

' 而且在元钦被废以后$尽管&近臣有劝文帝践极'

者$宇文泰仍然接受了薛端&三方未一$遽正名号$示天下以不广$请待龛翦僭伪$然后俯顺乐

推'的建议%

( 看来在西魏文帝崩后$宇文泰即便&亿兆之望有归$揖让之期允集'$

)为了稳定

国内形势及面对北齐六镇军士维持鲜卑正统$亦不能遽然更改西魏皇室在象征意义上的主导

地位$最终只能落得&功业如此$人臣以终'的结局%

,-. 那么$以拓跋喻姬$以宇文喻姜的政治象

征在此时仍得以延续$就是自然之事了%然而鉴于周的正统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宇文氏禅让之

际亦不得不取周以自代$而转以魏拟商$但宇文泰的突然去世使周魏禅让不得不在两个月之内

迅速完成$

,-/仓促之际$周公之号虽可立得$祖宗之位岂易便改. 何况姬人母系$源出炎帝$

,-3若

欲弥缝$不患无辞)加之在六镇&代魏者齐'的政治预言中本就蕴含着以炎代黄的线索$于是国

承姬周!祖承神农这一表面上矛盾的双重格局$作为西魏周制改革之延续及折冲关陇与六镇政

治传统的结果$就获得了内在的双重正统性$故在北周建立之后也一直承袭下来%虽然此后在

宇文氏家族内部长期保留着&承源若水$纂系苍林'的旧说$但宇文祖炎帝作为官方成法仍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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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留下了痕迹$唐天宝三载"

"LL

#,宇文琬墓志-犹云琬&代郡武川人也$炎帝为所出之

先'$

!便是其历史的回响%

四!补论西魏周制改革的历史意义

改祖炎帝$崇隆周礼固然是宇文泰&摈落魏晋$宪章古昔'

"的好例$但宇文泰的&反风俗$

复古始'

#却并不仅限于追迹华夏的汉化改革%还在全面&行,周礼-$建六官'的前两年"西魏

恭帝元年$

$$L

#$西魏以&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故&至是$以诸将功高

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在军队当中普遍实施了赐

予胡姓的&胡化'改革%二者何以能同时开始$并行不悖$长期令人困惑$以至郑樵也不禁要发

出这样的疑问(&后周宇文氏以其起于夷虏$故变夏为夷$以夷为贵%然官制一遵三代$而姓氏

用夷虏$何相反之如是.'

%对此$陈寅恪却以为汉化与胡化非但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不

&继述成周为号召'就无法达到&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的目的%

& 其说深

中肯綮$但对于&周官旧文'究竟如何&虚饰'$才能得&适鲜卑野俗'$陈氏仅言及车服!府兵$

'

似仍有补充之余地%

宇文泰永熙三年"

$%L

#掌握关中兵权$关陇地方豪强相继归附$特别是大统九年&广募关陇

豪右$以增军旅'之后$

(大量豪强武装被补充到西魏军队之中%赐胡姓自永熙三年即已开

始$

)至大统十五年以后大量增加$恭帝元年达到高潮$

,-.其主要目的除了要向六镇集团宣示鲜

卑正统以外$

,-/就是要将这些陆续加入西魏军队的关陇豪右吸收为六镇权贵的宗族和附从$在

&鲜卑'的身份边界之内给予他们军政特权的同时$也使居于少数的六镇权贵的家族势力和政

治地位得以维系和巩固%

,-3 这一举措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倒并非只是为了&随顺'

&反对汉化保存鲜卑文化'的&反动潮流'!&以鲜卑旧俗为依归'

,-4而已%然而这样一来$西魏的

异族统治色彩更为浓郁$不但不利于笼络关陇民心$而且在表面上似乎也对于西魏承继宗周的

国策形成阻碍$那么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呢.

庾信,尔绵"段#永神道碑-"建德元年$

$"U

#云&昔轩丘分族$异姓者十四人)

!

邑建侯$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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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四十国%太祖文帝席卷关河$三分天下$颖川从我$并有乡里之亲$新丰故人$非无布衣之旧$

更立九十九姓$还存三十六国'$

!把西魏恭帝元年普改胡姓之举与黄帝和西周的分族易姓相

提并论%这一方面是呼应前文$将尔绵永的家世追溯到黄帝之子昌意和与周同姓的郑国)

"另

一方面则是视普改胡姓为上承黄帝和姬周之后的第三次定姓得氏的契机$从而一举将&鲜卑野

俗'嫁接为中华正统%周闵帝元年"

$$"

#诏书云(&是以朕于群公$同姓者如弟兄$异姓者如甥

舅%冀此一心$平定宇内$各令子孙$享祀百世%'

#经西魏末年普改胡姓以后早已是一派&九十

九姓$三十六国'景象的北周政坛$在诏书中却化身为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弟兄甥舅格局$

$可

见以&胙土命氏'

%和&周之宗盟'

&包装更赐胡姓$绝非只是寻常典饰$而是试图通过将鲜卑传

统中的部落联盟与中华传统中的诸侯封建相联系$使普改胡姓披上&宪章古昔'的外衣$从而缓

解汉人$特别是被赐胡姓的汉人$普遍怀有的&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

'的矛盾心态$以达成&融

冶胡汉为一体'

(之目标%在这一胡汉传统互嵌的文化框架之中$西魏君臣在血缘上的追迹炎

黄和遥拟宗周就更具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在制度上的形似之外$与中华初祖在血缘上的联系

无疑为西魏的&第三次'分姓定氏打上了更为鲜明的&华夏重光'的印记%

陈寅恪敏锐地注意到周制改革与分封制的关系$指出&所谓,周礼-者乃托附于封建之制度

也'$却只将目光停留在&封国制'上$认为因为&西魏不能亦不欲实行成周封建之制$以分散其

所获之政权'$所以并未对权贵&畀以土地!人民!政事'及军队$因此&封爵只为虚名'$&绝无成

周封建之形似也'%

)

&封爵只为虚名'的确是不假$但&绝无成周封建之形似'恐怕言过其实%

虽然周代的&胙土命氏'与西魏的胡姓赐与其实不同$但宇文泰的周制改革既然&并非徒泥,周

官-之旧文'$故&仅利用其名号$以暗合其当日现状'$也能多少收到&摹仿之功用$而少滞格不

通之弊害'

,-.吧%

尽管由于六镇权贵需要借助&鲜卑'的族裔身份才能固锁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所以在西

魏和北周时代族裔边界并未消失$

,-/但西魏北周的周制改革毕竟还是把中华传统中以家系和

分封为基础的社会边界镶饰在了族裔边界上$从而昭示出创建一种规模宏大!胡汉融合的&新

中华'格局的历史前景%然而理论与现实往往颇有差距$&第三文化'中的胡汉因素并非总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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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条&兄弟甥舅$侵败王略'下杜预注(&兄弟$同姓国%甥

舅$异姓国%'",春秋左传正义-卷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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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姓宇文$与国同乘之荣)周之宗盟$非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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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并行不悖%

! 事实上$不同文化因素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往往同样是文化变迁的巨大动力%

西魏的胡汉统治阶层虽然对融合胡汉传统构思精细$但终因改宗胡姓触动了华夏文化的根基

性观念$而并未真正为汉文化所容纳%杨坚在掌握北周政权后于大象二年"

$N#

#十二月癸亥颁

诏云(

+诗,称&不如同姓'"+传,曰-&异姓为后'#盖明辩亲疏"皎然不杂#太祖受命"龙德犹潜#表革代之文"

星垂除旧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群官"赐姓者众"本殊国邑"实乖胙土#不歆非

类"异骨肉而共尝)不爱其亲"在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徵革姓"未为历数有归)天命在人"推让终而弗获#故

君临区寓"累世于兹#不可仍遵谦挹之旨"久行权宜之制#诸改姓者"宜悉复旧#

"

虽然此举的直接目的或在于通过将众多赐姓宇文的胡汉豪强清除出宇文氏的政治势力以

为禅代铺路$

#但也的确如实地反映出了当时汉人的心态%无论如何$西魏胡汉杂糅的改革由

于胡汉传统之间的张力仍难免&童牛角马$贻讥通识'$

$故随着北周的日趋汉化$在宇文泰&身

没未久$其子孙已不能遵用$而复返于汉魏$渐与山东!江左混同'$但若据此径谓&周礼本其一

时权宜文饰之过渡工具$而非其基本霸业永久实质之所在'$

%恐怕就有些估计不足了%西魏

的周制改革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简化官僚体制$

&提高行政效率$

'涤除清浊品类$摧毁门

阀政治等政治目的$

(也在文化上通过追祖炎黄!模范宗周等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胡汉之

间的矛盾$从而达成了&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胡汉为一体'的初衷%这样的一个&胡汉杂糅'

的一体$正是西魏北周最终能够以弱胜强$争雄天下的政治基础$也为中华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础%胡化与汉化相异相成!交融发展是历史上各族人民于紧密联系之中

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重要模式$宇文追祖炎帝及西魏周制改革正为此种历史动态之

一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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