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崔姓是一
家 ，团 结 和 谐 秀 中
华。诗书勤耕读，仁
爱慈善让。”清河崔
氏后人崔相臣在赠
给同村人崔之文的
这块匾上，写下了自
己对家族千年积淀
的理解。

作为中古时期
的豪族，清河崔氏的
地位一度堪比帝王，
后来虽然失去了门
阀制度的庇护，但仍
然能让家传文化相
继。崇佛的年代，他
们吸纳佛学；崇尚科
举的时候，他们又转
而在经学、文学中游
弋，时刻保持家族的
文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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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崔氏

靠靠门门第第入入仕仕，，更更凭凭读读书书从从政政
姜太公的后裔

连公主都嫁不进来

初冬时节，临淄姜太公祠内，
依旧是松柏茂密，绿意盎然。

崔氏先祖之碑前，中华崔氏
历史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华
崔氏统谱主编崔相臣介绍，崔氏
的太始祖为齐国开国国君姜太
公。太公助周文王武王灭商，以首
功封于齐国。齐国首都临淄也因
此成为崔氏后人心中的发源地。

崔相臣表示，崔氏始祖为太
公嫡孙季子。太公传位于其子齐
丁公，丁公去世后，应当有嫡子季
子继位，但是季子仁爱，让国于庶
弟叔乙即齐乙公。季子则来到封
地崔邑这个地方，此后在此生活，
季子后人就以邑为姓，崔氏从此
形成。

不仅崔姓是姜太公后裔，还
有诸如姜、吕、丘、丁、许、谢、纪、
高、章、贺、柯、卢、薄、赖、连等诸
多姓氏都是太公后裔。

“天下崔氏是一家”，崔相臣
介绍，今年的纪念姜太公诞辰
3153周年祭礼，众多崔氏后人从
各地赶来参加。

因为季子有让国之美名，其
后裔多为齐国公卿，是当时的公
卿世家之一。

崔氏的前几代人，大多默默
无闻，直到崔杼这一代，才开始在
齐国朝堂之上发声。

崔杼，春秋时齐国大夫，后为
齐国执政。齐灵公时曾率军伐郑、
秦、鲁、莒等国，灵公病危，迎立故
太子吕光（齐庄公）。他在齐执政
二三十年，当国秉政，先后立庄
公、景公。后来由于他在政争中失
败，崔姓才在齐国失去权势，南迁
鲁国。

后直到秦朝，崔氏再次崛起。
崔相臣介绍，秦朝时，崔杼裔孙崔
意如被封为东莱侯。

汉朝建立以后，崔意如长子
崔业袭封这一爵位，并在清河东
武城定居下来。

其后代在汉魏南北朝及隋
唐时发展成为名门望族，名贤辈
出，史称清河崔氏。

清河崔氏后长仕北朝，其中
崔浩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
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
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积极
作用。后人称颂为“南北朝第一流
军事谋略家”。

魏晋以后，郡望成为贵族的
身份标志。北朝隋唐时清河崔氏
与博陵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
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
氏并称为“七宗五姓”，崔姓被公
认为“天下第一高门，北方豪族之
首”。

北朝时期，官方出面为汉姓
定谱籍，准备将四个望族列为“一
等”。陇西李氏得知消息，派人赶
到京城打点，但最终还是没能拼
过崔、卢、郑、王四个世族。后来，
自称“陇西李氏”的李渊建唐，“陇
西李氏”才被列为“第一”。

唐初官员修订《氏族志》，把
崔氏列为第一，唐太宗大怒：崔氏
早已衰微，既无显官，又无人才，
凭什么列为第一？难道我李氏贵

为天子，还比不上崔氏吗？遂下令
改以皇室李氏第一，皇后氏族长
孙氏第二，崔氏与其他山东士族
列第三。虽然如此，清河崔氏仍为
士族高门，有多人担任宰相。

在唐代，七宗五姓势力极大，
皇帝曾想把公主嫁到清河崔氏，
也被无情地拒绝。

唐高宗时，出身寒微的宰相李
义府，为他的儿子向七大望族求
婚，不但处处碰壁，还受到了羞辱。
李义府怀恨在心，便说服皇帝下诏
禁止七大望族通婚。七大望族不敢
公然抗旨，只好省去婚礼仪式，只
在天黑后用一顶花纱遮蔽的“檐
子”(肩舆)，把新娘抬到新郎家。中
唐以后，“檐子”迎亲甚至成为有身
份的标志，七大望族之外的家族也
纷纷效仿。在宋代，“檐子”送嫁逐
渐公开，“檐子”也开始被刻意装
饰，成为花轿的前身。

为照顾兄长

宁愿失去升迁机会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在清
河崔氏的千年传承中，一直贯穿
始终。

研究清河崔氏的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副教授夏炎认为，在儒
家传统浓厚的世家大族中，孝悌
的培养与实践是家学思想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清河崔氏成员历
来就有非常强烈的孝悌观念。

北朝时，崔宏父子以孝行传
家。北魏道武帝一次在回京的路
上，“亲登山岭，抚慰新民，适遇玄
伯（崔宏字玄伯）扶老母登岭”，崔
宏的孝行使其备受感动。

其子崔浩亦是一个孝子，《魏
书》卷三五《崔浩传》记载，崔浩的
父亲崔宏生病很严重的时候，崔
浩就剪去指甲，剪下头发，夜里在
庭院中抬头祈祷上苍。希望父亲
的身体能够好转。并祈求上天，能
够用自己的身体替代父亲生病，
换取父亲身体健康，在地上不断
磕头导致磕头的地方留下了不
少血。

《南齐书》卷五二《文学·崔慰
祖传》称崔慰祖“父丧不食盐”，其
母实在不忍心，对他说：“汝既无
兄弟，又未有子胤。毁不灭性，政
当不进肴羞耳，如何绝盐！吾今亦

不食矣。”崔慰祖不得已而从之。
到了唐代，儒学得到进一步

发展，孝的观念在世家大族家传
思想中的地位也愈加突出。

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崔希乔
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做人
以孝为本，尤以孝事亲，进而以孝
事君，以孝治民。做官之时，使得

“风化大行，贫弱之辈，荷其仁
恕”，把自己的孝道发挥得淋漓尽
致，获得了极好的政声。

崔玄籍父子在孝行方面也
有突出表现。母亲去世后，崔玄籍
非常悲痛，身体因悲伤而遭受重
创，差点逝世。其子崔歆“期岁丧
母，便悲伤思慕，见于颜色”。

后来崔玄籍因为别人诬陷，
被下放到南方偏僻地带做官。崔
歆不放心父亲一个人独自去远
地，就跟随而去。在上任的路上，
遇到洪水暴发，崔玄籍被大水冲
到洪水中，随从们都非常害怕，不
敢上前营救，崔歆一下子就跳到
洪水中，游到父亲身边，竭力救
援。后来父亲得救了，但是崔歆却
被洪水冲走。

夏炎认为，崔歆以小小年纪
于洪水中救父而死，这种行为着
实令人感动。说明此时的孝悌观
念指导着家族成员的行动，在一
些家族成员思想中已发展到能
够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步。

唐僖宗时，宰相崔彦昭事母
至孝，《旧唐书》卷一七八《崔彦昭
传》：“彦昭事母至孝，虽位居宰
辅，退朝侍膳，与家人杂处，承奉
左右，未尝高言。岁时庆贺，公卿
拜席，时人荣之。”

清河崔氏即使身为宰相，一
身荣耀，也要把行孝道奉为处世
的重要原则。在夏炎看来，处于显
赫时期的世家大族的孝母行为，
一方面是家族儒家伦理道德思
想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将
这种行为纳入政治范畴，有利于
维护并提升家族的政治地位。

夏炎介绍，在悌的方面，清河
崔氏兄弟友爱的事例也很多。

唐崔隐甫是玄宗时期的御
史大夫，被提拔为并州司马，但是
因为恰逢兄长崔逸甫患上急症，
崔隐甫没有去上任。为了照顾生
病的哥哥，崔隐甫宁愿错失升任
的机会。

孝悌观念在清河崔氏家传
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家族
来说，孝悌观念对家族成员的行
为具有制约性，是维系家族成员
之间正常关系的精神纽带；对于
国家社会来说，孝悌观念有利于
稳定社会秩序。

《论语·学而》中提到：“其为人
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
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
本，本立而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
本与”。夏炎认为，孝悌观念由维系
家庭关系，发展到家族关系，进而
上升到整个社会关系的维系，这就
是封建社会从统治者到平民均重
视孝悌的关键所在。

在教育上

给予女子同等权利

夏炎认为，清河崔氏家族自
形成之日起就有诗书传家的家

族传统，好学的家风累世不替。
曹魏崔琰在青年时代就曾

就学于东汉著名的经学家郑玄
门下，积累了深厚的经学根底，由
此而开清河崔氏好学之风。

南北朝清河崔氏基本延续了
汉代以来的学术传统，以儒家经学
为主，而兼综其他学科。由于北朝
清河崔氏数代保持好学的家风，因
而其中不乏学识渊博的大家，知识
面十分广博。崔浩便是十分突出的
例子。《颜氏家训》卷三《勉学》中提
到：“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
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子者，虽好经
术，亦以才博擅名。”

隋唐时期清河崔氏家学的
学术传统在延续经学主体地位
的同时，也很重视礼学、章句训
诂、文学等方面。

清河崔氏在强调男性家族
成员文化水平的同时，对于女性
成员的学业亦同等重视。由于她
们从小就有好学的传统，所以清
河崔氏的一些女性成员同样饱
读诗书、才学过人。

崔元孙之女“历览书传，多所
闻知”，对其子亲授《毛诗》、《曲礼》，
后“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

崔彦穆女“博涉书史，通晓治
方”，年二十其夫郑诚去世，独自
教养其子郑善果读书做人，在当
时传为美谈。

夏炎表示，世族女子具有一定
文化水平，说明清河崔氏比较注重
家族整体文化素养的培养，在男子
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同时，也给予女
子同等的待遇，促进了家族总体文
化地位的提升。家族女性嫁于别姓
之后，便将自家的家学带到重新组
合的家庭中，这有利于家族文化之
间的交流与传播。

夏炎介绍，清河崔氏是典型
的文化世族，世代相传的家传文
化除了它本身的文化意义外，在
政治方面亦具有一定的功用。家
传文化在世家大族的形成、家族
成员的入仕及从政中具有重要
的作用。

清河崔氏大族形成于魏晋
时期，对于世家大族形成起关键
作用的崔琰、崔林入仕途径显然
不是政治或经济的，他二人之所
以能够参加到曹魏政权中来，是
得益于曹操的征辟，而曹操之所
以能够任用他们，与他们拥有的
文化功底密切相关。

隋唐以来，科举取士逐渐成
为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在唐代，
入仕途径主要包括科举、杂色入
流、门荫等几种形式。在唐前期，
门荫是重要的入仕途径，世家大
族子弟藉父祖宦位而得以优先
入仕。但随着才学取士原则的不
断强化，科举取士在入仕途径中
的地位愈显突出。

夏炎介绍，清河崔氏有仕宦
记载成员287人，其中有确切入仕
途径记载者84人，科举入仕66人，
门荫入仕18人，前者远远多于后
者。清河崔氏凡是处于政治高峰
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通过科举
入仕的。在唐代，清河崔氏出了12
位宰相，其中，除崔知温以门荫入
仕，崔神基、崔詧、崔元综入仕途
径不明外，其余8人均以科举入
仕。

临淄姜太公祠

崔氏后人崔相臣在崔氏先
祖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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