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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381-450），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

山东武城县）人。南北朝时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南

北朝时期汉族世家大族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作为北魏三朝元

老，他多次在关键时刻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对北魏的发展起

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却因成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

的《国记》，被尽诛全族。在其临刑前，“卫士数十人溲其上，

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崔

浩死后，“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

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史以下尽死”。于是乎，

有人认为最终为崔浩惹下杀身灭族惨祸的是《国记》事件。

关于崔浩的死因在史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

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初，郄标等

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

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

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以下尽死。”

按史书的记载，崔浩受命编写《国记》，对鲜卑的源起

毫不避讳，“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并未对北魏前期的旧

事屈笔回护，因此，引起了统治阶层的不满而获罪得诛。

然而，考察《魏书》其它篇目的记载不难看出崔浩的真

正死因不止于此。

“恭宗曰：‘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处累年，小心密慎，

臣所委悉。虽与浩同事，然允微贱，制由于浩。请赦其命。’

世祖召允，谓曰：‘国术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

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

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曰：‘此

甚于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严重，允是小臣，迷

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世祖问：‘如东宫言不？’

允曰：‘臣以下才，谬参著作，犯逆天威，罪应灭族，今已

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祈命耳。实不问臣，

臣无此言。臣以实对，不敢迷乱。’……允竟得免。”

在《魏书》高允传中记载了世祖拓跋焘欲追究国史案的

主要涉案者高允之罪，时高允亦亲口承认在编撰国史方面自

己所承担的责任多于崔浩，然而在恭宗拓跋晃的极力开脱之

下，高允竟得特赦。世祖与恭宗对国史案两名主犯的态度形

成了鲜明对比，由此窥见，国史案是令崔浩获罪的直接原因。

一、新兴政权稳固统治的需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

长期的动荡局面，北方的民族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

汉族世家南迁，而留下的汉人大多筑堡自保，形成了凝聚力

极强的地方势力。鲜卑乘势统一北方建立政权，然而人口、

文化、经济皆缺乏优势的游牧民族，对于北方广大地区的掌

控力较弱。

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北魏建国之初，便开始积极笼络

汉族世家大族。为了维系与世家大族的关系，鲜卑统治者选

择主动接受发展更为充分的汉文化，从而缓和民族矛盾，进

一步加强对北方地区的控制。于是北魏初期的几位皇帝便逐

渐将汉族士大夫纳入统治阶层，《魏书》有记“（皇始元年

九月）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

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

北魏开国之初吸纳了大量有才能的汉族士人，崔玄伯和王宪

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崔玄伯，出自清河崔氏，拓跋珪久闻

其名。王宪，苻坚名相王猛之孙，后主动投魏，深得道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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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对于任用汉族士大夫为臣，北魏统治者还是颇有远见的。

汉族士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有成熟的治国理政

经验，这对于初建的北魏政权是极为重要的；其时，给北魏

带来巨大威胁的后燕、南燕、后秦等政权也在积极网络汉族

士人，北魏统治者自然不甘其后。

这些汉族士人在加入北魏后，为稳固鲜卑在北方的统治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崔玄伯入魏后拓跋珪任命他为黄门侍郎，

与张衮合掌机要，创立制度。《魏书》有载“（拓跋珪）以

为黄门侍郎，与张衮对总机要，草创制度。”此后拓跋珪思

量国号时也采纳崔玄伯的建议，称为“魏”。由此可见，拓

跋珪对于汉族士人加以重用，甚至愿意在重要的决策上听取

汉族士人的建议。

崔玄伯长子崔浩，出身名门，智谋过人，才华出众，自

比子房。太武帝听取崔浩之计，在破赫连夏、征讨柔然、攻

灭北凉等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解除了强敌对北魏的威胁。

据文献记载崔浩尤善“玄象阴阳”，多次为皇帝预言卜算，

皆应验如是。由此可见，崔浩不仅对天文星象颇有研究，且

洞察人心世事，擅长借天象谏君主，是一位才气过人的谋士，

为稳定北魏统治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太武帝在重用崔浩的同时，对其忠诚仍心存疑虑。

《魏书·王慧龙传》中记载崔浩因称赞王慧龙“真贵种也”，

被司徒长孙嵩密告太武帝，称崔浩“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

化之意。”拓跋焘因此怒斥崔浩，后崔浩“免冠陈谢得释”。

由此得见，鲜卑统治者虽然主动接受了汉文化，但始终无法

摆脱自身狭隘的意识局限性，成为北魏前期汉化改革的最大

阻碍。

二、“大整流品，明辨姓族”激化阶级矛盾

北魏作为鲜卑建立的政权，从开国皇帝拓跋珪开始，就

深知想要稳定统治必须向汉人学习。但对于作为统治阶层的

鲜卑贵族来说，想要改变沿袭数辈的游牧生活并非易事。“大

整流品，明辨姓族”的举措旨在提高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

只有政治势力而无儒学修养的鲜卑贵族必将被排斥在政治权

力之外，改革注定会遭受重重阻碍。

北魏开国君主拓跋珪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在他

的强制推动下，北魏迁都平城、改革官制、移风易俗以及推

广农业生产，这样的汉化改革措施被其后继拓跋嗣、拓跋焘

承袭了下来。史载：“赖大汉之兴，改正朔，易服色，协音乐，

制礼仪，正声古礼，粗欲周备。叹其薄德，无以易民视听。

博士曹褒睹斯诏也，乃上疏求定诸仪，以为汉礼。”

在统治者的积极推动下，汉化在稳步的发展，其在拓跋

珪时期到达了一个小高峰，由于正处建国初期，拓跋珪便利

用其与后燕交战胜利不断积累的权威，渐渐的加强皇权与推

进汉化，此时的鲜卑贵族正沉浸在屡战屡胜的喜悦之中，并

未滋生强烈的反对情绪。

登国十年（395）拓跋珪在参合陂击败后燕，利用胜利的

契机于皇始元年（396）“初建台省，置百官，封公侯、将军、

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

拓跋珪在出征大胜之后大用汉族士人，这在很大程度上

抬高了汉族士人的地位。这在鲜卑贵族看来是一个汉人“夺

权”的行为。431 年，北魏统治阶层又征调大量汉族名士在平

城觐见。《魏书》卢玄传中这样记载道：“浩大欲齐整人伦，

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

讵几人也？宜其三思。”

崔浩在有“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想法之时，卢玄便

劝他时机未到，应三思而行。然而崔浩执意施行，由此招致

鲜卑贵族的仇视，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这既不利于其汉

化政策的推行，更为他之后的祸端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鲜卑贵族对于先前拓跋珪大量任用汉人的措施有

所微词，那崔浩“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的行为则触动了鲜

卑贵族最紧绷的神经。这一措施的实质是按照汉族世家大族

的传统思想，整理、甄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想通过这种方

式来抬高汉人世家大族的地位。这样的做法已经触及了鲜卑

贵族的既得利益，对于鲜卑贵族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

由于崔浩的恃宠而骄，经道武帝、明元帝两代至太武帝，

鲜卑贵族对崔浩的不满已经积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是在

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崔浩又与太子拓跋晃交恶。

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

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

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

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

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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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胜济？”

太武帝征凉，命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推荐冀、定、相、

幽、并这五州士人十多名，全部担任太守。拓跋晃对此表示

反对但崔浩一意孤行仍按自己心意行事。这不但使鲜卑贵族

内心更加不安，更加深了以太子拓跋晃为首的鲜卑贵族与崔

浩为首的汉族士人之间的矛盾，阶级矛盾进一步深化，崔浩

又一次因自己的自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三、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的碰撞冲突

北魏所处的时代恰好是中原王朝的大动乱时代，而拓跋

部也是十六国以来最晚进入中原大地的少数民族部落，其接

受汉文化的程度相对较浅，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在融合

交流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摩擦。北魏前期汉化改革由统治者倡

导施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比较激进，直接导致了矛盾的

激化。当矛盾逐渐加剧达到一定程度时，作为当权的鲜卑贵

族为了维护自己自身利益，以强权进行阻涉，导致北魏汉化

改革被迫中断。国史之狱是鲜卑贵族以强权抵抗先进汉文化

的传播与渗透的集中体现，而冲突的升级恰恰说明汉文化已

经对鲜卑旧有的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冲突，然而，鲜卑的

汉化在曲折中艰难前行。

拓跋珪对于收继婚此等旧俗的回护便能很好的说明鲜卑

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汉化。据史书载，拓跋珪的生母贺氏另

有“少子”，“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少子

拓跋觚在《魏书》中被记作拓跋翰之子，拓跋翰则为拓跋寔

的同母弟。但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凭现

有的史料只能推断出贺氏被人收继。贺氏生珪、仪、觚三子，

其中仪和觚的生父难以确定，珪是否为献明帝寔的遗腹子也

具有争议。

在魏书中对于收继婚并无过多的描写，其根本原因在于

北魏统治者认为这是一项难以启齿的陋习，不愿其被书写在

史书中。这恰好反映北魏统治者在逐渐接受儒家文化的伦理

道德。

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

不免群议，故出浩，以公归第。世祖不能违众，乃从公卿议。

浩复固争，不从。

在崔浩负责编修国史之前，拓跋珪便迫于压力多次驳回

崔浩谏言。国史案爆发后，崔浩彻底沦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就连拓跋焘也无力维护这位三朝元老，一代名臣就此陨落，

崔浩成了鲜卑贵族武力反抗汉化的最典型的牺牲品。

在政权更迭频繁的魏晋南北朝，各民族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充分交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

期。北魏的汉化改革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案例，在改

革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各方的阻力，改革在曲折中缓慢进行，

虽然北魏前期的改革至恭宗时暂时中止，但最终影响到了孝

文帝，在冯太后和孝文帝的大力推行下，汉化改革施行得更

加彻底：迁都洛阳，胡服汉化，改汉姓，促进两族通婚等一

系列措施都向世人证明历史的车轮是不断前进的，崔浩虽死，

但其施政期间所推行的改革措施有利于民族融合与北魏的政

权稳固与社会进步。

四、结语

北魏前期的汉化历经道武帝、明元帝以及太武帝三朝的

努力，北魏前期的汉化最终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改革并

非一帆风顺，过程中虽然牺牲了以崔浩为代表的部分汉族士

人，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鲜卑族逐渐接受了汉化，实现了

民族融合，无论汉族还是鲜卑，都成为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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