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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萧氏是中古时期“两
朝天子，九萧宰相”的显赫家
族。南朝时期从素族一跃成为
皇族，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先后
建立南齐政权，历七帝，经二十
四年；建立萧梁政权，历四帝，
经五十五年。隋朝统一全国，兰
陵萧氏又贵为后族。入唐后，此
家族仅萧岿一支就有九人入
相，即所谓的“一叶九相”。从儒
家文化的发祥地山东迁徙至江
南玄学盛行的江苏，这种地域
文化差异，使得家族的家学门
风表现出儒学与玄谈并重的特
色。

兰陵萧氏家族重儒学，与
他们祖籍山东的迁徙背景有
关。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
南迁的萧氏家族问鼎帝位后，

致力于振兴儒学。齐武帝萧赜
时期，举国上下“家寻孔教，人
诵儒书”。待萧衍代齐建梁，亦
推崇儒学教育，下诏置“五经”
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
进。享有时誉的儒者为朝廷重
用，居馆开讲，且随藩王出镇地
方，讲授和传播儒家经典和儒
学思想，造成极大社会影响。

兰陵萧氏家族成员受江左
玄风影响，亦热衷谈玄说理。如果
说兰陵萧氏“皇舅房”成员在南朝
宋代多以武示人，则齐、梁年间，

“齐梁房”成员可谓玄风大敞，家
族成员带头组织学士、名僧参与
玄谈，日夜讲论不绝。

兰陵萧氏家族在中古时期
完成了“从武到文”的文化转
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萧氏

家族成员，注重孝道，培养礼
义。如鄱阳忠烈王萧恢生母患
眼疾，萧恢至孝，请道人为其母
诊治，豁然开朗，咸谓精诚所
致。萧氏家族成员为官，亦能勤
政为民，直言上谏。如始兴忠武
王萧憺，深受地方百姓爱戴，百
姓将之编入歌谣传唱：“始兴
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
时复来哺乳我？”后梁明帝萧岿
之子萧瑀，入唐为官，以直言诤
谏闻名。唐太宗评价他“不可以
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
社稷臣也。”又赐萧瑀诗：“疾风
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萧瑀兄
弟萧珣的儿子萧钧也入唐为
官，历任谏议大夫，以直言上谏
得唐高宗赞美：“此乃真谏议
也。”

兰兰陵陵萧萧氏氏：：儒儒玄玄并并重重，，礼礼义义之之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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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解码

萧衍灭宗亲建梁

佞佛皇帝萧衍

兰陵萧氏家族最崇信佛教，并
且以帝王之威，对佛教发展发挥了
极大推动作用的，莫过于佞佛皇帝
萧衍。

梁武帝萧衍在位期间，以帝王
身份积极参与和扶持佛教活动。他
对佛教义理特有研究，多次组织僧
人讲经说法，编撰佛典，并且亲自参
与讲经、翻经，注疏佛经。由萧衍组
织和参与的讲经，规模宏大，不仅参
与人数众多，而且中外信徒都有。

佞于佛道的萧衍大造寺院，在
他的支持下，梁代寺庙林立。唐代杜
牧的《江南春》，云“南朝四百八十
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以艺术
的手法对此进行的描述。

从继母变成

兰陵萧皇后

萧文寿，兰陵人，也就是后来人
称的“兰陵萧皇后”。

晋末年间，萧文寿来到“孝皇
帝”刘翘身边，做了他的继室。由于家
境贫困，刘翘找不到乳娘来喂养刘裕
这个刚出生的婴儿，以至有弃去不养
的念头。但萧文寿帮助了他，她刚生
下次子刘怀敬，提前给自己的孩子断
了奶，把奶水喂给刘裕。

应该说，萧文寿一生最值得骄
傲的是继子刘裕当了皇帝。晋元熙
二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宋国，改
元永初。

古代“母凭子贵”，在刘裕这一
路发达的路中，继母萧文寿不断获
得封号，“义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
人，武帝为宋公、宋王，又加太妃、太
后之号。帝践阼，尊曰皇太后，居宣
训宫”，史称“孝懿皇后”。

凭借萧文寿是皇帝继母的特殊
身份，萧文寿弟弟萧源之这一支系，
成为刘宋王朝的“外戚令望”。据《宋
书》卷七十八《萧思话传》记载，萧源
之“字君流，历中书黄门郎，徐、兖二
州刺史，冠军将军、南琅邪太守。永
初元年卒，追赠前将军”。

据《从素族到皇族：兰陵萧氏家
族研究》(谭洁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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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4月16日，在临沂市兰陵县
城，天刚蒙蒙亮，萧怀军来不及
整理一下刚戴的领带，就一头
钻进汽车，赶着去另一个县区
开会。

“去年在兰陵县召开了山
东萧氏宗亲联谊会，很成功，现
在又得讨论今年的萧氏宗亲联
谊会该如何办，怀军一直在为
这事前后忙碌。”萧怀军的二叔
萧德荣在电话里告诉本报记
者。

去年12月，山东萧氏宗亲
联谊会暨商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兰陵县召开，200多位从台湾
等地来的萧氏宗亲参加。“开会
主要是为了加强萧氏宗亲的联
谊。”萧德荣说，他很自豪，之所
以自豪，是因为自己二十年来
对兰陵萧氏的研究终于有了现
实的意义，很多族人愿意听他
讲的家族历史。

二十年前，萧德荣刚刚从
县审计局局长的职位上退休，
与一本四川萧氏家谱“偶遇”后
的心结，让他开始了萧氏家族
的研究。

那本四川萧氏家谱中记录
着一句话，“祖先来自兰陵”，当
时，四川的萧氏族人正是为此
专程来到临沂市兰陵县，想寻
找一些关于祖先故里的信息。

但是，当时县里几乎没有
任何关于兰陵萧氏的资料，萧
德荣在场亲耳听见县里的工作
人员对四川来的族人说“不知
道”。

“那个场景，至今让我记忆
犹新。”萧德荣对本报记者说。
这深深触动了他，带着一股倔
劲儿，他暗暗下决心，要把兰陵
萧氏研究透了。

“古代兰陵就是今天的兰
陵县兰陵镇，常州兰陵是萧氏
族人南迁后出现的，两地被人
习惯称为北兰陵和南兰陵，但
萧氏族人的‘根’还是在北兰
陵。”萧德荣说。

史志部门关于兰陵萧氏的
相关资料较少，周围的人也不
理解他为何非要研究兰陵萧
氏。起初，萧德荣确实很犯难，
不过他并没有想过放弃。在县
里来回打听久了，他意识到自
己应该从农村萧姓聚居的地方
开始研究，那些兰陵萧氏的踪
迹就散落在街头巷尾的古代碑
刻上和村民世代的口口相传
里。

从那以后，萧德荣走街串
巷，把兰陵县大大小小的村都
走了一个遍。

“的确有收获，不仅从碑刻
上看到了兰陵萧氏的部分记
录，而且还把目前萧姓人的辈
分进行了统计，写成了兰陵萧
氏家谱。”萧德荣说。

在萧德荣撰写的《兰陵萧
氏族谱序》中，他提到：公元前
597年，萧国被楚国占领，萧氏
宗族以萧为姓，迁至徐州、兰
陵、丰沛一带谋生。公元前317
年，晋建武元年，北方入侵，萧
望之十四世孙淮阴令萧整携兰
陵萧氏宗族南迁。大约经过160
余年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萧
氏两朝皇帝，皇后、宰相、状元、
王爷、将军等，遍布各省各市，
以至全球都有萧氏居住。这些
事实和论断，都经过他严谨地
梳理史料和实地查证，令人信
服。

史书称，晋永嘉元年，中原
混战，朝廷携千余户南渡至建
康(今南京)。公元317年，司马
睿在此建立东晋政权。因为无
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新
建的东晋政权都依赖世家大族
琅邪王氏的辅佐，故有“王与
马，共天下”一说。为了安置从
北方迁来的侨民，东晋政府在
南方设立了相应的侨郡，其中，
兰陵萧氏由原来的“兰陵”，改
为侨居“南兰陵”。

尽管家史皆有由来，但
遗存却很难再找到。“多少年
来，老谱失传，林碑遭劫。”萧
德荣在走访时，每逢看到祖
辈遗迹被破坏，心里如滴血
般惋惜。

清嘉庆九年，兰陵萧氏族
人在沂水县萧家沟祖林立了一

座碑。如今，字迹虽难辨，但碑
尚存，对此，萧德荣如获至宝。

2001年，马来西亚的一位
萧姓华裔找到萧德荣，让其带
领去拜祭先祖萧望之的陵墓。

在小仲村原“望公墓”的旧
址前，这位马来西亚的华裔非
常兴奋，照萧德荣的说法，“他
终于找到了故乡在哪里。”

不久后，根据这位华裔临
走时的交代，萧德荣在原“望公
墓”的旧址前修了一处纪念碑
亭，也算是让纪念有个实物的
依托。

后来，萧氏宗族决定，以居
住在山东沂水县的兰陵萧氏后

人为主体，成立专门的小组进
行修谱、立碑。

早在清宣统三年，兰陵萧
氏族人进行了第二次修谱，然
而一百年过去了，随着人口增
多、地域变化，世系、行辈、起名
用字等都出现混乱，修谱成了
不少萧氏族人的心结。

2011年，作为兰陵萧氏宗
亲联谊会的会长，萧怀军与理
事长萧军为“萧公望之墓”立
碑，随后一座萧氏大宗祠也建
成。

“就像孔家祭孔一样，萧氏
后人每年也能定期在萧氏大宗
祠里进行祭拜了。”萧德荣说。

南朝齐代末年，军国糜耗，国运
从此衰落。继而昏君当位，政出群
手，终至天下大乱。

由于其父萧顺之深为齐武帝忌
惮的缘故，萧衍辗转诸王府间，却始
终不得志。他最后与齐高、齐武一族
反目成仇，转而投靠萧鸾，从此平步
青云。

颠覆萧齐政权之前，萧衍暗中
早有谋划和准备，“潜造器械，多伐
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此
时，北魏孝文帝病卒，一时无力南
侵，而国内东昏侯一群屑小，早已失
去人心，这些都为萧衍称帝提供了
绝佳机会。终于，从永泰元年(498)至
中兴二年(502)，萧衍持节雍州不到
四年就禅代了萧齐。

萧衍登基，是踩着鲜血上来的。
他先是与萧鸾相互勾结，铲除齐高、
齐武子嗣。据《南史》卷六记载：“郁林
(指萧昭业)失德，齐明帝作辅，将为废
立之计，萧衍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
以雪心耻。齐明亦知之，每与帝谋。”
可知在萧鸾夺取齐高帝、武帝子孙天
下的过程中，萧衍是立下大功的。

后来，萧衍又诛杀齐明帝萧鸾子
嗣，共六人：先杀东昏侯萧宝卷，伪立
其弟萧宝融，而又弑之、篡之，并尽杀
明帝之子萧宝源、萧宝修、萧宝嵩、萧
宝贞。萧衍怀着报仇的心态，颠覆了
齐高、齐武的统治，建立梁。

对对家家族族
不不再再说说不不知知道道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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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德荣翻看自己编写的家谱。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摄

兰陵镇萧氏宗祠（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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