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唐朝朝大大诗诗人人崔崔融融及及崔崔氏氏家家族族

□翟伯成

追溯历史，章丘在唐朝初
属齐州平陵县。贞观十七年
(643年)，齐州都督、齐王李佑
起兵反叛，平陵人不从，平陵
人李君球据守县城。事平之
后，唐太宗嘉其忠，授君球游
击将军，并改其本县为全节县

（今龙山西北一带）。唐初到中
期的全节县可谓人才辈出，崔
氏家族可谓鼎盛之至，自唐高
宗到唐哀宗二百多年间，盛传
六代，续十四位尚书、宰相，历
时二十二帝。

一、“文章高手”崔融

据清朝道光十三年《章丘
县志》载：“崔融，字荣期，又字
安成，齐州全节人。君宝子上
元二年，辞殚文律科及第，又
擢八科高第，连连及第，累补
宫门丞、崇文馆直学士。授国
子监司业封清河县。有子，传
载仕绩。”唐中宗(李显)为太子
时，崔融为侍读，兼侍作文，东
宫表疏多出他手。圣历(689-
700)中，武则天封中岳(嵩山)，
见崔融所撰《启母庙碑》，深加
叹美；封禅毕，又命其撰《朝觐
碑》。自魏州司功参军，擢授著
作佐郎，转右史，圣历二年，除
著作郎，兼右侍内供奉。后迁
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知制
诰，升司礼少卿。长安三年兼
修国史，此时有司正议税关
市，主张凡行人尽征之。崔融
以扰民太甚、或致骚动为由，
上疏反对，主张只税商贾，不
税行人，武则天从其议。长安
四年，除司理少卿，仍知制诰。
武则天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
弟多招揽文士，崔融、李峤、苏
味道等皆屈节佞附。张氏昆仲
被诛后，融被贬袁州(今江西
萍乡)刺史。不久召拜国子司
业，兼修国史。中宗神龙二年
(706 )，以予修《则天实录》之
功，封清河县子，赐物500段。

崔融以文章立身名世，其
文笔典雅华丽，当时朝中文士
无出其上者。朝廷凡有重要文
章，武后、中宗便亲笔下诏委
任他来撰写。他所写的《洛出
宝图颂》尤为精工，后受命撰

《武后哀册文》，哀婉华美，苦
思过甚，遂发病而卒，时年54
岁。中宗以其有侍读之恩，追
赠为卫州刺史，谥号为“文”。
有文集60卷。他与苏味道、李
峤、杜审言(诗人杜甫的祖父)
齐名，时称“文章四友”。杜审
言一直受到崔融的关怀和奖
引，审言铭感在心，崔融葬时，
审言以子弟身份为之服孝。

崔融还是初唐一位著名
诗人，《全唐诗》卷68收其诗一
卷(20首)，其中多为边塞军旅
题材之作，诗风古朴苍劲，另
有《宝章集》。

崔融生有六子，知名者有
禹锡、翘。孙巨，右补阙，亦有
文。

二、唐初望族、人才辈出

在崔融的后代中，其曾孙
崔从为出类拔萃者。为官清
廉，传有仕绩。

崔从(761-832)，字子义，
全节人，崔融之曾孙，唐朝著
名官吏。少贫孤，与兄崔能寓
居太原(今山西太原市)，隐于
山林。逢连年兵荒，兄弟二人
以橡实为食，讲学不辍，如此
达十年之久。德宗贞元(785-
805)初，崔从登进士第，为山南
丁道推官，节度使严震以待之
甚厚。后被西川节度使韦皋引
为西山运务使，又奏迁为节度
判官，权知邛州事。邛州狱中
有盗在押，前刺史已定其案，
崔从疑有其冤，不治其罪，后
来果然捕获真盗。韦皋死后，
节度副使刘辟举兵反叛，欲并
东川。崔从书阻书，刘辟怒，遂
发兵攻之。崔从绕城守御，终
不服从。朝廷遣高崇文率军平
刘辟后，随刘辟反者皆伏法，
崔从得免，宣歙池观察使卢坦
表其为副使。宪宗元和(806-
820)初入朝，累迁吏部员外郎。
裴度为御史中丞，奏以崔从为
侍御史知杂，守右司郎中。裴
度入相后，又以崔从代己为御
史中丞。任职后，弹奏不避权
幸，荐引御史必质朴谦让之
人。不久授虢陕观察使，迁尚
书左丞。宪宗欲任其为相，监
宫使(宦官)揣知此事，向崔从
为朝中权贵求取贿赂，崔从不
肯，由此不得为相。穆宗即位，
召 拜 尚书左丞 。长 庆 二 年
(822)，检校礼部尚书、鹿州刺
史、鹿坊丹延节度使等。其属
地之内，神策军镇相望，骄横
犯法者甚众，历届节度使皆不
敢治，崔从到任后，皆绳之以
法，由此境内肃息；其属地内
又常有党项羌携带羊马前来
互市，历届节帅皆受其贿赂，
崔从到任后，概不收受，党项
也不敢兴兵犯境。长庆四年，
入为吏部侍郎，改太常卿。敬
宗宝历二年(825)，检校吏部尚
书，充东都留守。文宗太和三
年(829)，入为户部尚书。宰相
李宗闵因其与裴度、李德裕等
友善，改其为尚书右仆射、太
子宾客，分司东都。太和四年，
拜检校左仆射兼所州大都府
长史、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
副大使，知节度事。按旧制，所
州境内凡交易资户、奴婢皆须
按值纳税，百姓养羊须按口纳
税，官府又通过酒曲专卖以赢

利，崔从到任后皆罢之。太和
六年(832)病卒，赠司空，谥号
曰“贞”。崔从为人忠厚谦让，
生活简朴，不交权势。四任大
镇观察、节度使，但家无妓乐；
按其阶品，门当立戟，但始终
不向朝廷请求。时人因此对其
十分敬仰。

崔慎由，生卒年不详，安
敬止，崔从之子。文宗太和(827
-835)初，登进士弟，又登贤良
方正制科，为郑滑节度判官。
宣宗大中(847-860)入朝，历右
拾遗、员外郎、知制诰、中书舍
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后历
南观察使、浙西观察使，复入
朝为工部尚书。大中十年，以
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
士。不久肖邺为同平章事，甚
受宣宗信任。肖邺与慎由素有
嫌隙，慎由又在宣宗耳长年药
致病之时应立太子，激怒宣
宗，因此于大中十二年(858)被
罢剑南东川节度使。懿减通
(860-874)初，徒华州刺史，改
河中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
以年老上书请免官，授太子太
保，分司东都。

崔胤(854-904)。字昌遐(又
云，字垂休)，唐宰相，齐州全
节人。唐懿宗时吏部尚书崔慎
由之子。乾符二年(875)登进士
第，河东节度使王重荣辟为从
事。后入朝，累迁考功、吏部二
员外郎，转郎中、给事中、中书
舍人、御史中丞，景福二年
(893)年，为吏部侍郎、同平章
事。此时王室衰微，藩镇强大，
藩镇、宦官、宰相间争权不已。
乾宁二年(895)，凤翔节度使李
茂贞养子、右军指挥史李继鹏
(本名净硅)，按茂贞旨意，欲昭
宗赴风翔，长安城中因而大
乱，昭宗避难石门(镇名，在长
安城南终南山中），以崔胤为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回京后，
以扈从之功，加礼部尚书，赐
号“扶危匡国致理功臣”。乾宁
三年 ( 896 )，李茂贞举兵犯京
师，昭宗避难华州(今陕西华
县)，罢崔胤相职，出为岭南东
道节度使。胤密遣人求援于宣
武节度使(驻大梁，今河南开
封市)朱全忠，全忠立刻上疏
极言崔胤有功，不宜外任，于
是昭宗复以崔胤为门下侍郎，
同平章事。再为相后，依朱全
忠之势，排斥异己。光化三年
(900)六月，杀另一宰相王抟；
又在昭宗支持下，杀宦官枢密
使宋道弼、景务修等。于是朝
廷之权尽归崔胤，又兼顾三司
(度支、盐铁、户部)使务。自凤
翔还京后，崔胤揣知朱全忠急
于篡唐，而自己身为宰相，可
能祸及。因此以抗击李茂贞为
名，招募军士，充实龙武、羽
林、神策诸军(皆为中央禁军)，
以保全自己。朱全忠知其意，
暗地其士卒数百人入关应募，
又以其子朱友伦入京宿卫。是
年十月，友伦因击球(马球)坠
马而死，全忠则以为是崔胤有
意为之，因而大怒，将与友伦击
球者十余人全部杀死。次年又
密令其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
谅以兵围崔胤宅，将胤杀死。

□张少发

春天百花次第绽放，众多
的乔木花令人不胜欢喜。然而
在杏花桃花梨花槐花这类乔木
花中，我独对深春中姗姗而来
的槐花有着许多的牵念和期
待。

五一早上给年迈的父母亲
打电话问身体近况后，又问东
沟里槐花开了没有，母亲电话
里说再不来采撷就迟了。我是
那种急脾气性格，哪能听得了
这一声？上午匆忙把手头上的
事处理完已近十一点，我立马
就驾车往老家赶。

市里离我老家马闹坡村三
十公里，半个多小时的行程。出
市里沿着309国道，行至官庄镇
韩家村拐入普雪县级公路，一
路逶迤爬行 ,打开车窗就两耳
生风，在绿色掩映下的盘山路
上自驾是件很快乐的事情。东
沟位于村头天仓岭东五百米
远，渐渐浓郁的槐花香早就刺
激着我的嗅觉，诱惑着我的味
蕾。远远望去整条东沟晶莹莹
的一片雪白，清新的四野透着
无言的静美。东沟里的土质好，
厚厚的土质据说在这里还是一
片汪洋大海时淤积而成，正因
为这上好的土质，这里的槐树
才枝繁叶茂，一嘟噜一嘟噜的
槐花才一串比一串肥美。沟底
有一块开阔地，早已停满了好
到宝马奔驰次到摩托三轮的大
小车辆，我只好把车停在公路
边上。顺手撸一把嫩嫩的槐花
填进嘴里，清香四溢满口生津，
那种淡雅的感觉立刻沁脾沁
髓。

路边有好几个简易帐篷，
放蜂人早就来了，他们多来自
江浙一带，一般他们的普通话
会很蹩脚，我和他们交流也该
是半斤对八两。最近的一家是
一对夫妻，听口音不对，他们一

番自我介绍，竟是本市黄河乡
人，坐在折叠的杌子上，放蜂男
人边挖蜂王浆边和我闲聊，他
介绍了蜂王浆和蜂蜜的区别及
各自的医药价值，这让我大长
知识，他说无论是槐花蜂王浆
还是槐花蜜，都是上乘的，这是
其它花没法比的。

沟里有一条溪流顺沟而
下，汩汩流淌，四月里，鸟声嘹
亮，野鸡更是活跃异常，咕咕叫
着，毫不惧人，或张望来客，或
走走停停。槐林深处有朗朗笑
声传来，循声望去，原来是从城
里来的三口之家就着槐花野
餐，小学生一样的小姑娘问爸
爸妈妈溪流从哪里来，爸爸妈
妈答不上来，向我求助，我告诉
小姑娘这条溪流的源头在唐
朝，是唐王的战马用马蹄刨出
来的，“马刨泉”就在深沟，小姑
娘听得入神，年轻夫妇表示饭
后顺溪寻泉。

太阳开始落山时谷子已经
种上，槐花采了满载。把父母送
回庄，母亲给我放上些玉米面，
让我回城做槐花粥喝。返回东
沟，看着从城里来的游客人人
脸上写着惬意和满足，真想把
玉米面给他们分享，尽管他们
也一袋袋的槐花收获颇丰，我
不知道这些城里人懂不懂槐花
的各种做法，我真想把那些槐
花的各种吃法全告诉他们。行
至天仓岭，看到我老家结婚时
那座婚房的老邻居也在公路边
钩槐花，虽然她比我只大十几
岁，论辈分我要叫她奶奶，我
停下车问好，她叫着我的乳
名寒暄几句后非要让我再带
些槐花，我的尾箱已经装满，
但 也 不 能 拒 绝 这份浓 浓 乡
情，我只能从她钩下来的槐花
中摘取一串塞进嘴里，我不会
唱歌，返回的路上却有了唱歌
的冲动，老家的槐花在咀嚼中
满口流香……

老老家家槐槐花花满满口口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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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戬红

桃杏花开红满坡，
比不上俺家乡喜讯多。
小李家在垛庄小山村，
云缠雾绕的山窝窝。
老爹今天来电话，
小李笑得嘴难合。
家门口的柏油路，
人欢马叫像开锅。
嘿
乡亲们敲锣打鼓欢迎谁，
原来是包村干部下汽车。
黄河浪花波连波，
比不上俺家乡喜讯多。
老赵家住黄河边，
片片沙滩清一色。
小弟今天来微信，
全组人看得乐呵呵。
微信传
村里科技兴农花盛开，

农林牧渔结硕果
嘿
大棚旁办起了培训班
老农也讲起了专题课
天上星星千万颗，
比不上俺家乡喜讯多。
杨科长家住危山下，
绣源河就从村边过。
今天和支书视频聊了天，
绣源河荒滩变成景观河。
金麦银棉大丰收，
开拓创新结硕果。
嘿
灯光下农村大嫂跳起广场舞，
村里的文化大院办得真红火。
啊———
喜讯四面八方来，游子在外记
心怀。
科学发展国运兴，复兴路上大
步迈。

我我的的家家乡乡喜喜讯讯多多

崔融画像

槐香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天上人间
□裴珊珊

当拥挤的筒子楼
不再鸣奏锅碗瓢盆的交响
岁月便突出重围
飞过蜂巢
飞出压抑的性格

载我直上青天
灿烂登堂入室
思绪漫步云端
跨越彩虹之巅
从此
生活有了鹰的视野
小区流连
与风追逐
鸟啼虫鸣小桥流水

是天籁的歌颂
掬一捧春泥
母亲的馨香满怀
居住转身成情致
缤纷怡然其乐融融
此刻
愿化作一只沙鸥
穿梭在天上人间
只为一生钟爱的幸福家园

今日章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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