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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房氏氏族族人人为为官官靠靠““经经营营””

一个几百、甚至上千人家
族的主要收益来自家中在朝
廷做官的俸禄，从西汉以降，
这种“高薪养官”并不罕见，这
不仅因为官员家庭可以在经
济上有一定政策性收入，还
会免除赋税。于是“学成文武
艺，货与帝王家”，齐州房氏
在北魏、东魏、北齐时期便一
直 致 力 于 仕 途 ，从 房 雅 、房
豹，乃至隋唐的房彦谦、房玄
龄父子，房氏家族子弟始终
居于高位，成为家族发展的重
要保证。

“官俸较高，仕宦所得一
直是房氏家族经济的重要构
成部分。”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周尚兵说。而由于社会财富分
配的不同，人们在选择职业时
就形成了以“推择为吏”为先、
以“治生商贾”为次、无可奈何
之下才从农的社会心态。

不过，对于尚未在仕途上
有所斩获的家族而言，发展经
济，积累财富而入仕便成为家
中的首要目标，甚至家族庄园
经济的生产不是为了经商，而
是赚钱入仕。

为何要赚钱入仕？周尚兵
解释说，这并非当时的不正之

风，而是当时选官制度造成
的。淮阴侯韩信“始为布衣时，
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
能治生商贾”，遂为乡人所笑。

周尚兵考证，乡官在推择
本乡人才为吏时，须要考察两
个方面：一是家境富裕，二是
修有善行。而财富还能换来对
乡里的乐善好施，增加口碑。

换句话说，要在乡举里选
的官员推荐制度中胜出，不仅
需要才能，还需要一定的财
富。即使在今天，这种方式依
然在我国一些经济不发达地
区的基层选举中奏效。

虽然无从考证房氏家族
如何利用财富支持子弟入仕，
但从房家一份《四民月令》家
庭生产及交易活动时令表便
可以看出，房家家族庄园涵盖
大田生产、园圃种植、林木种
植、饲养采集、蚕织和酿造，几
乎全年都有种植和产出。这不
仅成为家族子弟入仕的“敲门
石”，同时还是官员“养廉”的
基础。

房氏的庄园经济蔚为可
观。他们在济南城的产业涉及
饮食、宾馆、粮食加工、药材、
娱乐、果林种植、粮食生产、畜

类养殖等多种行业，但这只是
其家族产业的一小部分，在赵
山之阳的乡村之家亦应当有
大量田产，《隋书》云房彦谦

“家有旧业，资产素殷”，当是
指其城乡田产而言。

除了大力发展庄园经济，
房氏不忘学以致用，一手好字
也为他们赚了不少钱。房彦谦
父子都“工草隶”，尤其房彦谦

“又善草隶，人有得其尺牍者，
皆宝玩之”。房氏既为著名书
家，题写匾额、墓志铭之类所
得诸项润笔之资当是家庭经
济的一大来源。在平齐郡时，
房景伯仅靠书法技能就得以

“佣书自给”，还能供养母亲及
弟弟房景先等读书。

随着唐代推行科举制而
引发了士族迁居中央、城市的
迁徙潮流，齐州房氏后人亦莫
能例外，房氏诸宗支大多迁离
齐州以利科举干禄，房玄龄子
孙都成为城市中的官僚集团，
而乡里的家园只成为调养身
心的临时住所。

不过从事举业依然需要
庞大的资金支持，这包括应举
之前十年苦读的书籍文具及
束脩费用、应考期间的行旅住

宿费用、考前行卷费用等等。
齐州房氏后人为了科举，虽然
离开旧有的庄园，但仍不忘重
置产业，成为城居地主。而因
为当时举业法令禁止工商之
人干预仕伍，房氏后人自然选
择了能致富而不影响仕途、以
庄园为主要内涵的“农”。

齐州房氏后人居城而从
事举业的子弟，现所知有房承
先、房习祖、房鲁、房逸、房兴
昌等五人，他们在当时的洛
阳置产兴业。于是，敦家学、
谋科举、人城居、置庄田、营
货殖，这是唐代齐州房氏后人
的主要生活方式，也构成了房
氏子弟“仕”与“农”交织的生
活画卷。

而对于房氏后人，除了进
朝做官的子弟可以通过家庭
经济与政治资源参加科举，大
部分房家后人则进而转为农
民和商人，这也就是当时盛行
的“不仕则农”。而“不仕则农”
作为唐中期以后中国人治生
选择的途径，不徒是齐州房
氏，在随后的制度演进中还被
固化成了山东几十个文化世
家共同的“耕读传家”的文化
传统。

丹朱之子房陵“四十八代
孙雅，王莽末为清河太守，始居
清河”。自房雅定居清河郡东武
城(今山东武城)，这一脉房氏

中人在东武城文武兼修，人才
辈出，由此形成房姓人至今仍
引以为傲的清河郡望，谓为“天
下房氏，望出清河”。在西晋之
后的动荡时局中，清河房氏的
房谌于隆安四年(400年)追随
南燕慕容德来到齐州济南历城
定居，于是有了清河郡望的齐
州房氏支系。

齐州房氏仍延续着清河
房氏文武兼修的家学传统。其
家学在文的方面表现在儒学、
文 学 、史 学 、律 学 等 多 个 领
域，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房景
伯、房景先、房彦询、房玄龄
等，房玄龄为其中最杰出者。
武的方面表现在程功节费、运
筹帷幄等领域，这方面的代表
人物有房法寿、房崇吉、房仁
裕等，房法寿为其中最杰出

者。房氏家学的传承，一是“博
综书林”，强调读书积学；二是
注重实践训练，如房夷吾“又
以家世能官，宗多循吏，数闻
疑谳，尝经缮写。是以心闲法
令，手善书刀”。房玄龄次女

“博综书林”，与其家庭环境是
密不可分的，因为玄龄对其次
女不仅鼓励有加，而且还亲自
训练其参政、文史等各种技
能，“公特所锺爱，每谓亲族
曰：‘我女实贤明。’尝退朝之
馀，时与参谋政事”。

多赖史传对房氏家学文
化的摘要记录，我们尚能见到
些许房氏文化的精髓。房玄龄
在贞观朝任宰相时的许多措
施与施政理念，我们都可以从
其中找到思想源头！如“仁者
之兵，义不妄兴”，就是房玄

龄在处理辽东边境问题上的
根本原则，正是基本于这个原
则，房玄龄在《谏伐高丽表》
中提出了三可伐、余不可伐，
从而将唐太宗伐高丽的战争
处于有理、有节、有据的正义
防卫范围内。再如“行大辟祸
不及族，理正刑愆止于身”，
就是日后房玄龄主持贞观定
律所坚持的基本理念，《贞观
律》“在缘坐之制方面，改旧
律之兄弟缘坐处死、祖孙缘坐
配流之法，为谋反大逆者祖
孙、兄弟缘坐俱配没，恶方犯
法者俱配流”等等，就是房玄
龄本家学刑律理念而作的具
体令文修改。而房玄龄之所以
被称为举世贤相，乃因为房玄
龄等人“使号令典刑粲然罔不
完，虽数百年犹蒙其功”。

研究者说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
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
联合报道

家族解码

房彦谦一直遵循“清白”为官
的原则，他曾从容教诲其子房玄龄
说：“人皆因□福，我独以官贫。所
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房彦谦的兄
长房彦诩“外持公正，内抚乡情，剖
断谐其宽猛，言行尽其忠信。邦国
不空，时誉俄远。释褐仪同开府行
参军，寻除殿中侍御史。方直之操，
以法措枉。仁恕之道，自己及物”。

房三益，字敬之，先仕于南朝，
南阳被北魏攻克后依附于魏，“三
益了了，殊不恶”，这是北魏孝文帝
与房三益长谈之后的总体评价，其
意为“三益很聪敏，相当不错”，房
三益因此被拜为员外散骑侍郎，不
久被派任命为太山太守，转任兖州
左军府司马，“所在以清和著称”。
房亮，“历济北、平原二郡太守，以
清严称”。

其次，房氏居官行政以为民办
实事为宗旨。房玄龄的叔祖房豹任
乐陵太守时，“郡治濒海，水味多卤
苦，豹命凿一井，遂得甘泉，遐迩以
为政化所致。豹罢归后，井味复
咸”。房彦谦“以秩满，迁长葛令，甚
有惠化，百姓号为慈父”。

齐州房氏家学分两类：一是
学术学识；二是应用技能。学术学
识主要以史学、文学、经学为主。
应用技能以书法、文武艺为主。

齐州房氏史学以房景伯兄弟
三人最为突出。“景伯性醇和，涉
猎经史，诸弟宗之”。房景先“昼则
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
通赡”。房景远“好史传，不为章
句”。房氏史学尤其房景先的史学
才能得到了当时学林同仁的认
可，被举荐参与修撰国史。房景先
之子房延祐，“虽夙涉朝位，并非
史才”，但因为房氏家传史学的影
响，房延祐仍得以列入《魏书》编
撰人员之列。房氏史学传至房玄
龄，“博览经史”，亦具有史学才
能，唐太宗因此任命房玄龄领衔
监修《晋书》、主持史馆工作。入唐
以后修史工作是当时最为荣耀的
三件事之一，有流行语述其事云：

“年轻有为，进士出身，编修国史，
娶四姓女”。高宗朝宰相薛元超就
以不能参与编修国史而引为毕生
之恨：“吾不才，富贵过分，然生平
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
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循着汉代“通经致仕”的制度
安排，综合东武城的经济与人文
基础，清河始祖房雅定居于清河
郡东武城后，合齐学、鲁学于一
炉，粹成房氏家学于清河郡。到东
汉末期房植以经学知名，创下“天
下规矩房伯武”的名号，隐然成为
汉末党人的精神领袖，结门生义
故于当时，家学、人物两旺，清河
房氏的地域势力于焉大成，房氏
步入士族行列。

迁居于齐州的房氏家学渊
源，人物辈出，亦有着强大的地域
势力。然地域势力自北齐以来，就
遭到了皇室中央的压制。至隋朝，
隋文帝以“中央化”策略对地域势
力进行制度性拆解，又废除九品
中正制度，为士族、豪族设计了新
的仕进道路：科举、门荫并举。这
两项制度为唐朝继承并加以完
善，其中抑制豪族势力发展、将文
化精英迁离地方的意图，经制度
运转的长效性日益显露出来，唐
代地方豪族势力在各自地域上的
影响力逐渐削弱以至于消失。齐
州房氏在这个大制度背景下，不
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据《齐州房氏文化研究》(周
尚兵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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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氏当官

以清白为目标

中央集权

导致房氏衰落

房氏数代修国史

齐齐州州房房氏氏：：施施政政理理念念出出自自家家学学文文化化

▲清河房氏太夫人墓碑及墓志铭拓片，其碑立于今济南历城西彩石村。（资料图）

房玄龄画像。（资料图）

周尚兵 山东师范大学

在朝代更迭的中国中古时期，唯一不变的社会法则便是农耕、商贸和仕途之路。被称作大姓豪族
的房氏家族内部制定了农商助仕，官宦反哺的家族生存法则，从汉末到唐中，这个家族社会中的农
民、商贾和“公务员”都以各自的角色维系整个家族的生存，个体与集体的诉求在那时悄然统一。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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