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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段氏氏家家族族：：武武力力终终究究让让位位文文化化
本报深度记者 张向阳

边疆来的外人

临淄段氏相对于孔、孟、
颜、曾等儒家名族而言，自是不
能望其项背，他们是不折不扣
的外来户。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
文系主任许智银多年来一直从
事临淄段氏研究，在她看来：

“唐代临淄段氏家族因段志玄、
段文昌、段成式等几代人在唐
代历史上的独具贡献而享誉千
古，成为由武起家、以文立身的
家族典型，在山东家族文化中
占有了一席之地。”

自西北迁至中土，段氏家
族为官各地，多有建树，其崇尚
武力的家族风尚，少不了西北
地域文化的因子。早在两汉时
期，段氏家族就活跃于抗击匈
奴的前线。

段卬和玄孙段会宗在西域
颇有功名。汉文帝十一年(公元
前169)，匈奴稽粥单于入侵狄
道(今甘肃临洮)，十四年(公元
前166)又大举入侵“杀北地都
尉卬”。北地都尉段卬是汉匈交
战中最早阵亡的边将，显示出
了段氏家族的勇武英雄。

段卬的玄孙段会宗，主要
在西域任西域都护等职，他的
举动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
貌，即开拓疆土，立功异域。

不过，他所处的时代与汉
文汉武时期有了很大的差别，
正如谷永临别赠言所说：“方今
汉德隆盛，远人宾服，傅、郑、
甘、陈之功没齿不可复见。”

在这种形势下，段会宗“柔
远之令德”和“以勇略选”的品
质帮助他在安抚西域诸国中立
下了奇功，对于维护朝廷控制
已经开拓的疆土，以及保护丝
绸之路的畅通起到了重大作
用。

段会宗在西域所采取的恩
威并施政策，对后世稳定边疆
很有借鉴意义。随后，段会宗的
从曾孙段颎，也担任护羌校尉，
多次平定羌人叛乱，足见段氏
戍边有方，武勇冠世。

魏晋时期，段氏家族隐没
无闻，到了北朝时期才有段颎
七世孙段信的相关信息，并在
西凉北魏时期演绎出段氏家族
又一段辉煌的历史。

段颎的八、九世孙段晖、段
承根父子，从十六国时期开始
在政坛上显露，到北魏太武帝
时期归附北魏，不久被杀，显示
了那个时期士人活动的迹象。

段晖、段承根父子都是有
名的武将才子，在动荡不定的
社会环境下，性命难保，令后世
学者深感惋惜。

北齐时期，段荣、段韶父

子，跟随高欢起兵，南征北战，
再创业绩，对高齐政权的建立
具有佐命之功，因此得到重用，
其后代在政坛上也得以平步青
云，最终进入国家权力机构，成
为炙手可热的家族。

傍上李唐王朝

隋末时，段氏从西北内迁，
整个隋唐时期，临淄段氏家族
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了更大
的作用，其家族更多的人在政
坛、文坛上成为一时翘楚。

傍上李氏王朝，是这个家
族的振兴起点。段偃师是段卬
十四世孙段纷的后代，他从西
北地区徙家于河南，即迁居临
淄，因为临淄当时属于河南道。

段偃师在隋末为太原郡司
法书佐，在当时政治风云的激
荡变化中，他审时度势，跟从唐
高祖李渊起义，官至郢州刺史。
因为参与李唐王朝的早期起
兵，所以在李唐王朝建立后，段
偃师的官职也跟着不断升迁，
并在身后荣及子孙。

段偃师的儿子段志玄，与
父亲一起参与征战，很受唐太
宗李世民的赏识。段氏父子英
勇善战，为李唐王朝立下了汗
马功劳。

武德四年(公元621)二月，
在进攻盘踞洛阳的王世充时，
段志玄被抓获，后用计逃脱，表
现出过人的胆识。“后从讨王世
充，深入陷阵，马倒，为贼所擒。
两骑夹持其髻，将渡洛水，志玄
踊身而奋，二人俱堕马，驰归，
追者数百骑，不敢逼。”清代赵
翼将这件事看作中国历史上典
型的“陷敌脱归”样板。

尤其是在玄武门之变中，
段志玄坚决地站在唐太宗李世
民一边，这是他得到唐王朝重
视和成为李世民集团重要人物
的关键。段志玄在执行命令过
程中又能够一视同仁坚持原
则，也被唐太宗大加褒奖，将其
比作汉代名将周亚夫。

因段志玄在唐初的一系列
战争中建功卓著，所以享受到
了多种优厚待遇。唐太宗始定
功臣实封差第时，段志玄被封
褒国公，食邑九百户。即使身后
也依然荣光无限，被图画于凌
烟阁。

宰相之后无大官

尽管段偃师、段志玄父子
顺应历史，参与唐朝初年的起
兵反隋活动，以家族之力支持
唐王朝，但在这个时期，段氏家
族仍然只是延续了以武起家的
家族传统，文治上乏善可陈。

“唐朝初期乃至盛唐，是段
氏家族的转型时期，从段志玄
的三个儿子开始，到段文昌之

前，随着唐代社会的逐渐太平，
段氏家族实现了从以武发家到
以文守业的转变，这也是唐代
社会转型变化对段氏家族发展
影响的结果。”许智银说，段志
玄的儿子、孙子、曾孙子都有做
官的经历，任职情况不一，直到
玄孙段文昌，将段氏家族推到
了辉煌的高峰。

段文昌是中唐名相，号称
“铁腕宰相”，历经三朝，多所建
树，其所书《平淮西碑》与韩愈
一争高低。但段文昌初入政坛
时并不顺利，在荆州客居期间，
不仅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生活
也贫困潦倒。后来离开荆州，向
西到蜀地投靠剑南节度使韦
皋，又凭借李吉甫的提携，得以
进入长安，在政治上引起了朝
廷的重视，完成了段氏家族由
武而文的转变，确立了段氏家
族在唐代文化上的卓然地位。

段文昌为段氏家族荣宗耀
祖铺平了政治上的道路，也为
其后代为官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唐代科举考试盛行的背景
下，段文昌的儿子段成式能未
经科考为官，明显是蒙受了父
亲的余荫。

因为依赖父亲的荫庇进入
政坛，而不是靠科考，段成式的
官职清闲，为政建树不多，仅仅
只有在任处州刺史时因修建水
利工程而为后人所称道。

出任处州刺史时，段成式
对造成水患灾害的恶溪进行治
理，使其变成遗惠百姓的好溪，
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后人在好
溪渠附近的洞溪畔建立了“思
贤亭”。宋龚源称颂说：“惟唐段
公，德茂政清。水怪不作，溪更
恶名。”可见恶溪改名好溪与段
成式对渠道的通淤取直、减少
泛滥有很大的关系。

段氏后人则更加不事科
举，段成式后人在政治上除了
段安节之外，多是小官，史书上
很少留名，后来族人或是战乱
遭遇不测，或是隐逸遁迹，其踪
难觅，甚至仅仅到唐末五代战
乱时，就已经湮没无闻了。

不过即便如此，临淄段氏
家族自段文昌起，就颇有文名。
尤其是段成式，作为段氏家族
中的扛鼎人物，一部《酉阳杂
俎》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和文
学史上的地位。

在段氏家族的发展历史
中，他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
用。他的祖辈凭借战功兴起家
业，他的父辈亦武亦文隆盛宗
族，他则以文章光耀家族，丰赡
的诗文著作在唐代文学史上独
具一格，他的下一代同样以著
述流传青史。

从尚武到尊贤尚智

时至今日，临淄段氏几乎
没留下任何遗存。段文昌尚在
湖北荆州留下名吃“千张扣
肉”，在成都任职期间，段文昌
也因好读书，留下较为著名的

读书台，该处原有几百间房屋，
但在1960年后相继损毁，现仅
存几间房舍，成为一家果园的
所在。

作为祖籍临淄的段氏家
族，他们的一些文化创举成为
齐鲁文化的组成部分，但仍须
后人自习去辨析梳理。

回看这个家族几百年的兴
衰，自西北边陲以戎马生涯发
家，经过汉代、魏齐等几世先辈
的奋斗，至唐代一跃而为世家
望族，荫庇后代，其家族的兴旺
过程及际遇波折，与封建社会
王朝的盛衰兴亡息息相关，但
却也形成了与其他世家大族决
然不同的起落轨迹。

“临淄段氏家族因为不同
历史时期所生存的地域环境的
迁徙变化，形成了段氏家族不
同时期的家族风貌。在由边陲
到内地的迁徙过程中，不同的
地域文化对段氏家族都产生了
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形成了
段氏家族由崇武到尚文的转
变。”许智银说。

西汉时期特殊的外部环
境，使西北地区的民风与先秦
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为
了抵抗少数民族的不时入侵，
获得生存空间，民众崇尚武力
成为时尚，这一习俗对于生活
在此的段氏家族也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段氏家族从段卬抗击
匈奴、段会宗出使西域立功边
疆，都是这种社会习俗影响的
结果。

尚武风尚的形成体现了段
氏家族受西北地域文化影响较
大的一面。在魏晋十六国动荡
的环境下，段氏家族的发展受
到河西地区文化的影响，至北
魏时期段氏家族的文化风貌渐
趋鲜明。

考察段氏家族在隋唐时期
的活动情况可以看出，在黄河
流域以及长江流域段氏家族曾
经生活过的地方，当地的社会
环境对段氏家族的文化崇尚都
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就段偃师
和段志玄父子活动的太原郡来
看，他们就是受北方地区社会
习俗的影响而最终参与到反隋
战争中的。

关于临淄所在的青州之地
的社会环境变化，如“尊贤尚
智”、“崇尚学业”等，对于此后
段氏家族文化风尚的形成也产
生了积极的作用。段氏家族从
远在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
下所产生的崇尚武力，至唐代
迁居内地后渐进为崇尚文化，
以文化立家，显示出地域文化
对段氏家族家风的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其家族历
史地位的上升，段氏家族对后
世各地的地域文化也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

两汉时期，段氏家族代表
人物段卬、段会宗，不顾个人安
危，出使西域，赢得了边疆地区
的安定，对于丝绸之路的畅通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至段颎平定羌人之乱，维
护了地方治安。十六国北朝时
期，河西地区的段氏家族开始
迁往代京，随之引起了河西文
化向北迁移的浪潮，为代京儒
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段文昌作为中唐名相，辗
转各地为官，每到一地都留下
了一些文化遗迹，成为地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段氏家族自汉代从西北武
威一路走来落户临淄，历经岁
月沧桑的磨炼，见证了几多封
建王朝的兴亡，亦武亦文，不辍
奋斗，审时度势，图谋发展，至
唐代达到了家族的显赫兴盛。

其家族与唐代文化与文
学之关系实乃互为因果，整个
唐代的大文化培养了段氏家
族，段氏家族又以自己的贡献
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一笔奇异
的色彩。

除 了 一 部《 酉 阳 杂
俎》，临淄段氏家族并没有
给后世留下太多记忆。

然而，世家大族中没
有谁比他们更关注世俗社
会。从来不为科举所累，段
氏早年在西北征伐，立下
赫赫战功，随着不断迁徙
至内地，唐王朝建立后，其
家族逐渐完成了家风由崇
武到尚文的转变，并受惠
于门荫制度，族人直接入
仕。他们几乎不关注科举，
优越的家境让他们有精力
去搜奇猎异，遂不以经学
传家，反而杂融并蓄，形成
了不同于其他世家的“杂
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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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昌书《平淮西
碑》与韩愈一争高低。（本
版图片均由许智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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