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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漢族大族婚姻形態的歷史考察

摘   要  北朝漢族大族的婚姻講究門第。在門第觀念的束縛下，漢族大族互相通婚
的情形極為普遍。但就通婚對象而言，絕大多數的漢人大族也絕非僅限於
幾家幾姓之間，而是盡可能廣泛地與各大族聯姻。並且，在通婚地域上，

每個大族都注重與郡望相鄰的其他大族通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具
有傳統通婚關係的大族外，有些通婚看似很頻繁的世家大族，其實雙方保
持的聯姻時間相當短。這反映出北朝漢族大族發展的實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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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北 朝， 漢 族 大 族 在 婚 姻 上 講 究 門 第。 在
門 第 觀 念 的 束 縛 下， 漢 族 大 族 互 相 通 婚 的 情 形
極 為 普 遍。 但 就 通 婚 對 象 而 言， 絕 大 多 數 的 漢
人 大 族 也 絕 非 僅 限 於 幾 家 幾 姓 之 間， 而 是 盡 可
能廣泛地與各大族聯姻。並且，在通婚地域上，

每 個 大 族 都 注 重 與 郡 望 相 鄰 的 其 他 大 族 通 婚。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除 了 具 有 傳 統 通 婚 關 係 的
大 族 外， 有 些 通 婚 看 似 很 頻 繁 的 世 家 大 族， 其
實雙方保持的聯姻時間相當短。釐清這些問題，

對 我 們 深 入 認 識 北 朝 世 家 大 族 的 婚 姻 有 着 重 要
作 用。 這 裡 我 們 以 典 型 大 族 的 通 婚 關 係 為 重 點
進 行 剖 析， 並 以 此 為 基 礎， 簡 要 分 析 北 朝 大 族
通婚關係的一般特徵。

一、清河崔氏和范陽盧氏

在 北 朝 的 世 家 大 族 中， 清 河 崔 氏 和 范 陽 盧
氏 儼 然 士 族 之 領 袖， 具 有 特 殊 的 地 位。《 魏 書
•崔玄伯傳》：

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

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

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

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替業，故魏初重

崔盧之書。
1

對此，同書《盧玄傳附盧淵傳》也說：

初，（盧）諶父志法鍾繇書，傳業累

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淵

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白馬公崔玄

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

盧二門。2

“ 崔 盧 ” 的 書 法 並 為 時 人 所 重， 表 明 這 兩
個 大 族 的 家 學 地 位 獲 得 了 士 族 的 廣 泛 認 可。 這
種 文 化 上 的 優 勢， 以 及 由 此 在 政 治 上 獲 得 的 高
位， 使 崔 盧 二 族 在“ 清 修 之 門 ” 3 中 顯 得 格 外
突 出， 以 致 到 北 齊 時， 清 河 崔㥄“ 自 以 門 閥 素
高”，“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

博崔、趙李，何事者哉！’” 4 此言雖屬自我誇
耀 之 辭， 但 未 嘗 不 是 崔、 盧 二 族 自 身 地 位 的 一
種 真 實 反 映。 在 婚 姻 講 究 門 第 的 北 朝， 崔、 盧
既 為“ 天 下 盛 門 ”， 則 其 通 婚 對 象 必 然 廣 泛，

下面分別敘述崔、盧二族與士族間的通婚關係。

清 河 崔 氏 在 北 魏 前 期 的 代 表 人 物 是 崔 玄
伯、 崔 浩 父 子。 但 除 崔 玄 伯 一 支 外， 清 河 崔 氏
還 有 兩 支 較 著 名， 一 是 比 崔 玄 伯 稍 早 歸 魏 的 崔
逞， 一 是 遲 至 獻 文 帝 時 才 由 宋 歸 魏 的 崔 亮、 崔
光。 崔 逞、 崔 玄 伯 在 入 魏 前 都 效 力 於 慕 容 垂，

而太祖拓跋珪平中山時，崔亮、崔光祖崔曠“從
慕 容 德 南 渡 河， 居 青 州 之 時 水。 慕 容 氏 滅， 仕
劉義隆為樂陵太守”。

5 北魏平青齊後，崔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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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光“內徙桑乾，為平齊民”。 6 我們所要考察
的清河崔氏的通婚關係，主要就和這三支有關。

不 過 需 說 明 兩 點： 一， 崔 曠 一 支 因 久 居 南 燕、

劉 宋 控 制 下 的 青 齊， 其 通 婚 也 多 涉 當 地 大 族，

對 此 我 們 一 併 考 察； 二， 有 些 婚 例 只 知 族 望 為
清 河 崔 氏， 而 所 屬 門 支 不 明， 我 們 也 列 入 考 察
範圍，以窺其全貌。

根 據 下 表 的 統 計， 在 北 朝， 清 河 崔 氏 聯 姻
的 漢 人 家 族 多 達 24 個， 所 涉 地 域 幾 乎 遍 佈 北
方。 從 族 望 的 地 理 分 佈 來 看， 崔 氏 聯 姻 的 家 族
以 河 北 地 區 居 多， 如 范 陽 盧 氏、 趙 郡 李 氏、 清
河 房 氏、 清 河 傅 氏、 平 原 明 氏、 平 原 劉 氏、 勃
海 封 氏、 河 間 邢 氏 等。 此 外， 還 有 青 徐 地 區 的
泰 山 羊 氏、 齊 國 張 氏、 彭 城 劉 氏， 南 陽 鄧 氏、

趙氏，河東柳氏、裴氏，京兆韋氏，隴西李氏，

太原郭氏、王氏，以及遼西常氏等。由此可見，

清河崔氏的姻親，其族望東至青齊，南近淮河，

西 抵 關 隴， 北 達 遼 西， 幾 乎 遍 及 北 方。 就 這 點
來 說， 未 見 有 北 方 其 他 大 族 出 其 右 者。 這 從 一
個 側 面 反 映 出 清 河 崔 氏 不 僅 族 大 枝 廣， 且 是 當
時 大 族 競 相 聯 姻 的 目 標， 北 齊 崔㥄以“ 天 下 盛
門”自詡，此亦一證。

當然，清河崔氏在聯姻時，不是沒有重點，

事 實 上， 像 其 他 許 多 大 族 一 樣， 崔 氏 也 有 比 較
固 定 的 通 婚 對 像， 如 與 太 原 郭 氏 通 婚 三 次、 趙
郡 李 氏 四 次、 范 陽 盧 氏 五 次、 泰 山 羊 氏 五 次、

清 河 房 氏 六 次 以 及 平 原 明 氏 七 次。 但 這 是 從 通
婚 次 數 上 看， 如 從 通 婚 持 續 的 時 間 而 言， 這 些
家 族 則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太 原 郭 氏、 趙 郡 李 氏 和
清 河 崔 氏 聯 姻 的 次 數 不 可 謂 少， 但 主 要 集 中 在
崔浩時期。《魏書•崔浩傳》： 

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

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

劉義隆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

能，自以為得壻，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

復以少女繼婚。
7

據《 魏 書• 郭 祚 傳 》：“ 郭 祚， 字 季 佑，

太 原 晉 陽 人， …… 祖 逸， 州 別 駕， 前 後 以 二 女

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8 可見，

崔 浩 時 期， 太 原 郭 氏 和 崔 氏 通 婚 較 密 切。 但 崔
浩 之 獄 禍 及 姻 親， 太 原 郭 氏 也 受 牽 連， 只 有 郭
祚“亡竄得免”。 9 這次慘禍讓郭祚心有餘悸，

以 至 官 至 左 丞 兼 黃 門“ 意 便 滿 足， 每 以 孤 門 往
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10 因此兩族再不見通
婚 之 例， 自 在 情 理 之 中。 至 於 趙 郡 李 氏 和 清 河
崔 氏 的 通 婚 關 係 由 密 而 疏， 則 是 李 順 和 崔 浩 兩
人 交 惡 的 結 果。“ 初， 浩 弟 娶 順 妹， 又 以 弟 子
娶 順 女， 雖 二 門 婚 媾， 而 浩 頗 輕 順， 順 又 弗 之
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 11 崔浩和李
順 都 是 太 武 帝 身 邊 的 信 臣， 兩 人 基 於 權 力 而 結
親， 又 因 為 爭 寵 而 結 仇， 最 終 李 順 死 於 崔 浩 之
讒毀，這樣兩族不可能再繼續通婚。

作 為 比 肩 的 大 族， 清 河 崔 氏 和 范 陽 盧 氏 有
着 傳 統 的 通 婚 關 係， 即 使 崔 浩 之 禍 也 未 影 響 兩
族 的 繼 續 通 婚。 崔 玄 伯 妻 盧 氏， 就 是 盧 諶 的 孫
女。12 崔逞子崔賾也嫁女於盧度世 13；崔玄伯子
崔 浩 亦 與 盧 氏 結 成 姻 親，“ 尚 書 盧 遐 妻， 崔 浩
女也”。14 崔浩之禍中，范陽盧氏亦未能免災，

所謂“浩之姻親，盡夷其族”，15 但兩個大族之
間 的 通 婚 關 係 並 未 就 此 終 止， 崔 逞 一 支 後 來 又
接續了這個傳統。《北史》卷 24《崔逞傳附崔
湣傳》：

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

㥄為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

人，欲令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

是同日成婚。16

盧 尚 之 是 盧 玄 之 孫；“ 休 ” 即 崔 休， 崔 逞
玄 孫；“ 長 謙 ” 即 崔 休 弟 崔 夤 之 子。㥄、 湣 同
娶 盧 氏 女， 這 表 明 直 到 北 魏 末 崔、 盧 兩 族 的 通
婚 關 係 仍 很 密 切。 從 某 種 意 義 上 說， 這 兩 個 被
北 方 衣 冠 並 推 的 大 族， 正 是 因 地 位 相 當 才 長 久
地保持了通婚關係。

清 河 崔 氏 與 平 原 明 氏、 清 河 房 氏、 泰 山 羊
氏 的 姻 緣 主 要 與 慕 容 德 南 渡 河 建 立 南 燕 有 關。

慕 容 德 攜 河 北 部 分 士 族 入 據 青 齊 後， 陸 續 歸 依
的 河 北 人 士 仍 然 不 少， 如 清 河 崔 逞 投 降 拓 跋 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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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終 慮 不 免， 乃 使 其 妻 張 氏 與 四 子 留 冀
州， 令 歸 慕 容 德， 遂 奔 廣 固。 逞 獨 與 小 子 賾 在
平 城 ”。 17 而 早 已 渡 河 的 清 河 崔 氏 除 上 述 崔 曠
外，還有“南徙青州，為泰山太守”18 的崔輯。

劉 宋 控 制 青 齊 後， 仍 有 視 青 齊 為 避 難 之 地 的 北
人， 崔 模 於“ 慕 容 熙 末 南 渡 河 外， 為 劉 裕 滎 陽
太守”，神䴥時投降北魏，19 從“模在南妻張氏，

有 二 子， 沖 智、 季 柔 ”  20 判 斷， 崔 模 對 妻 子 也
另 有 安 置，“ 在 南 ” 云 云， 實 指 青 齊， 這 點 下
面 會 談 到。 這 樣， 聚 在 青 齊 的 清 河 崔 氏 為 數 很
多。 而 他 們 也 只 與 南 渡 河 的 家 族 以 及 青 齊 土 著
士 族 聯 姻， 明 氏、 房 氏 和 羊 氏 主 要 就 是 在 這 時
成為清河崔氏的聯姻對象的。

從 墓 誌 資 料 看， 在 青 齊 的 清 河 崔 氏 與 平 原
明 氏 通 婚 最 頻 繁。 據《 明 曇 憙 墓 誌 銘 》： 東 海
太守明儼，“ 夫人清河崔氏， 父逞 ”； 齊郡太
守 明 恬 之，“ 夫 人 清 河 崔 氏， 父 丕 ”； 州 秀 才
明 善 蓋，“ 夫 人 清 河 崔 氏， 父 模 ”； 東 安 東 莞
二 郡 太 守 明 休 之，“ 夫 人 清 河 崔 氏， 父 諲 ”；

齊郡太守明敬民，“夫人清河崔氏，父凝之”；

員 外 常 侍 曇 登，“ 夫 人 清 河 崔 氏， 父 景 真 ”；

積射將軍明曇欣，“夫人清河崔氏，父勳之”。21

可 見， 明 氏 祖 孫 三 代 共 與 清 河 崔 氏 通 婚 達 七 次
之 多。 其 中， 明 儼 妻 就 是 東 奔 廣 固 的 崔 逞 女，

明 休 之 妻 父 崔 諲 是 崔 逞 第 四 子， 也 在 崔 逞 降 魏
時 隨 母 張 氏 赴 廣 固。 22 明 善 蓋 妻 父 崔 模 降 魏 時
留 妻 子“ 在 南 ”， 從 其 女 與 明 氏 通 婚 可 斷 定，

崔 模 妻 子 也 東 赴 青 齊。 該 墓 誌 所 列 家 族 人 物 共
十 人， 竟 有 七 人 的 配 偶 是 清 河 崔 氏 女， 由 此 足
見 明 氏 和 崔 氏 通 婚 之 繁。 慕 容 白 曜 平 三 齊 後，

清 河 崔 氏 多 徙 代 地， 兩 族 的 通 婚 當 不 如 此 前 近
密。

清 河 崔 氏 和 同 郡 房 氏 的 關 係 很 微 妙。 這
兩 族 本 是 姻 親， 如 劉 駿 尚 書 郎 崔 元 孫 妻 即 為 房
氏。 23 但 劉 宋 末 年 青 齊 動 盪 時， 這 一 地 域 的 許
多 大 族 各 為 其 主， 互 相 攻 戰， 崔 道 固 和 房 法 壽
就 一 度 互 相 對 立， 視 若 仇 讎。 這 種 對 立 似 乎 對
兩族的婚姻關係有些不利影響，如崔道固弟“僧
淵元妻房氏，生二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

更 納 平 原 杜 氏。 僧 淵 之 徙 也， 與 杜 俱 去， 生 四

子， 伯 鳳、 祖 龍、 祖 螭、 祖 虯。 得 還 之 後， 棄
絕 房 氏， 遂 與 杜 氏 及 四 子 家 於 青 州 ”。24 崔 僧
淵“ 絕 房 氏 ”， 讓 人 不 能 不 聯 想 起 崔、 房 兩 族
曾 經 的 對 立。 但 事 實 上， 崔 道 固、 房 法 壽 等 被
同 徙 平 城 後， 往 日 的 政 治 恩 怨 也 煙 消 雲 散， 這
從 兩 族 繼 續 通 婚 上 就 能 窺 其 一 斑。《 魏 書 》 卷
92《 列女傳 》：“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 同郡
崔 元 孫 之 女。 …… 子 景 伯、 景 先 ”。 房 景 伯 太
和 二 年（478 年 ）“ 生 於 桑 乾 ”，25 此 時 距 北
魏 平 齊 已 十 餘 年， 其 父 母 在 遷 代 後 結 婚 的 可 能
性 極 大。 據《 崔 猷 墓 誌 》：“ 夫 人 同 郡 房 氏，

父 法 壽 ……， 女 始 憐， 年 卅， 適 同 郡 房 氏， 夫
沙。”26 崔 猷 生 於 興 光 元 年（454 年 ）， 按 當
時的適婚年齡（約 15 歲）估算，他娶房法壽女
也 應 在 北 魏 平 齊 後。 但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崔 始 憐
嫁 給 房 沙 已 遠 在 北 魏 平 齊 之 後。 這 說 明， 崔 氏
和 房 氏 並 未 因 以 前 的 交 惡 而 互 相 疏 遠， 而 是 仍
保持了比較密切的通婚關係。

清 河 崔 氏 與 泰 山 羊 氏 在 婚 姻 上 屬 於 北 來 士
族 與 青 齊 土 著 士 族 結 合 的 典 型。 泰 山 羊 氏 是 魏
晉 舊 族， 北 朝 時 期 仍 不 乏 人 物。 這 個 地 處 南 北
交 爭 之 地 的 大 族， 對 北 來 的 著 姓 清 河 崔 氏 相 當
重 視， 雙 方 的 通 婚 就 是 明 證。《 羊 祉 墓 誌 》 記
其 家 族 成 員 資 訊 情 況 頗 詳， 配 偶 出 自 清 河 崔 氏
者凡四，上至太夫人，下至兒媳，婚涉數代。27

據《 羊 祉 妻 崔 神 妃 墓 誌 》， 崔 神 妃“ 考 平 仲，

齊度支尚書 ”。  28 崔平仲在青齊仕於劉宋， 青
齊 陷 於 魏 後 歸 江 南， 即 使 妻 子 被 遺 棄 在 歷 城 也
在所不顧。有學者分析，崔神妃隨母被徙平城，

可 能 得 到 先 入 魏 的 羊 祉 家 族 的 照 顧， 故 後 來 嫁
給 了 羊 祉。29 的 確， 從 孤 兒 寡 母 的 實 際 情 形 推
測， 這 種 可 能 性 也 不 是 沒 有。 但 據《 羊 祉 墓
誌 》， 在 羊 祉 之 前 和 之 後， 這 個 家 族 娶 清 河 崔
氏 女 達 四 人 之 多， 如 果 考 慮 到 這 點， 則 羊 祉 娶
崔神妃，似乎更應該是兩族的正常婚嫁。

綜 上 可 說， 在 北 朝， 清 河 崔 氏 與 主 要 聯 姻
大 族 的 通 婚， 在 持 續 時 間 上 差 別 很 大， 有 的 如
曇 花 一 現， 如 太 原 郭 氏、 趙 郡 李 氏 等， 有 的 卻
持 之 長 久， 如 范 陽 盧 氏。 而 平 原 明 氏、 清 河 房
氏 和 泰 山 羊 氏 則 介 乎 兩 者 之 間， 隨 政 局 的 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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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出 現 不 同 的 變 化。 應 該 說， 通 婚 次 數 的 多 寡
和 持 續 時 間 的 長 短 大 致 能 反 映 通 婚 關 係 的 緊 密
程 度， 以 此 觀 察 清 河 崔 氏 的 姻 親 家 族， 則 范 陽
盧 氏 居 首， 平 原 明 氏、 清 河 房 氏 和 泰 山 羊 氏 次
之， 太 原 郭 氏、 趙 郡 李 氏 居 末。 當 然， 這 僅 是
根 據 現 有 資 料 所 做 的 推 斷， 與 實 際 情 況 或 有 差
別。 但 從 中 也 可 看 出， 作 為 第 一 流 大 族， 清 河
崔 氏 在 聯 姻 上 並 沒 有 局 限 於 著 族， 相 反， 其 與
太 原 王 氏、 隴 西 李 氏、 滎 陽 鄭 氏 等 著 族 或 聯 姻
較 少， 或 不 見 聯 姻。 這 與 清 河 崔 氏 姻 親 遍 北 方
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與 清 河 崔 氏 相 比， 范 陽 盧 氏 聯 姻 家 族 的
數 量 較 少， 但 多 是 名 門 望 族， 如 清 河 崔 氏、 趙
郡 李 氏、 太 原 王 氏、 隴 西 李 氏、 滎 陽 鄭 氏 以 及
渤 海 封 氏 等， 且 互 相 間 的 通 婚 均 比 較 頻 繁。 在
北 朝， 范 陽 盧 氏 著 於 世 者 主 要 出 自 盧 玄 一 門，

“ 初， 玄 有 五 子， 嫡 唯 度 世， 餘 皆 別 生。 崔 浩
事 難， 其 庶 兄 弟 常 欲 危 害 之， 度 世 常 深 忿 恨。

及 度 世 有 子， 每 誡 約 令 絕 妾 孽， 不 得 使 長， 以
防 後 患。 至 淵 兄 弟， 婢 賤 生 子， 雖 形 貌 相 類，

皆 不 舉 接。 為 識 者 所 非 ”。30 范 陽 盧 氏 這 種 極
端 重 嫡 賤 庶 的 家 風， 對 其 聯 姻 當 有 很 大 影 響，

因 為 有 嫡 無 庶， 家 口 數 量 必 然 受 限， 相 應 地，

在 聯 姻 時 當 更 注 重 通 婚 家 族 的 社 會 地 位， 范 陽
盧 氏 的 姻 親 家 族 數 量 少 但 著 姓 多， 這 應 是 一 個
重要原因。

從 通 婚 次 數 上 說， 范 陽 盧 氏 與 清 河 崔 氏、

趙 郡 李 氏 通 婚 比 較 多， 各 五 次。 清 河 崔 氏 已 見
上 述， 這 裡 着 重 談 趙 郡 李 氏。《 魏 故 充 華 嬪 盧
氏 墓 誌 銘 》：“ 嬪 諱 令 媛， 范 陽 涿 人 ”，“ 祖
諱淵，字伯源……。夫人趙郡李氏，父孝伯。”31

這 是 李 孝 伯 女 和 盧 度 世 長 子 盧 淵 的 聯 姻。《 李
憲 墓 誌 》：“ 第 四 子 騫， 字 景 讓， …… 第 五 子
希禮，字景節”，“騫妻范陽盧氏，父文翼，……

希 禮 妻 范 陽 盧 氏， 父 文 符 ”。 32 李 憲 是 李 順 之
孫，其兩子所娶范陽盧氏應是從姊妹。《魏書》

卷 92《列女傳》：“貞孝女宗者，趙郡柏仁人，

趙 郡 太 守 李 叔 胤 之 女， 范 陽 盧 元 禮 之 妻。” 李
叔 胤 是 李 靈 之 後， 33 盧 元 禮 是 盧 玄 從 祖 兄 盧 溥
之 後。 34 就 這 幾 條 資 料 看， 范 陽 盧 氏 與 趙 郡 李
氏的通婚的確很廣泛。

范 陽 盧 氏 與 主 要 姻 親 家 族 一 般 都 保 持 着
比 較 穩 定 的 通 婚 關 係。 如 太 原 王 氏， 經 崔 浩 撮
合， 王 慧 龍 和 盧 遐“ 指 腹 為 親 ”， 35 後 王 慧 龍
子 寶 興 果 娶 盧 遐 女。 而 王 寶 興 有 女， 又“ 適 范
陽 盧 道 亮 ”。  36 直 到 北 齊 時， 兩 族 仍 見 通 婚。

司 徒 錄 事 參 軍 盧 思 道 為 娶 太 原 王 義 女， 竟“ 私
貸 庫 錢 四 十 萬 ” 作 聘 禮。 37 盧 氏 與 隴 西 李 氏 聯
姻始於盧淵和李沖。“淵與僕射李沖特相友善。

沖 重 淵 門 風， 而 淵 私 沖 才 官， 故 結 為 婚 姻， 往
來 親 密。” 38 據《 李 媛 華 墓 誌 》， 這 次 婚 姻 是
李 沖 女 李 令 妃 嫁 盧 淵 子 盧 道 裕， 39 但《 魏 書 》

又 說 盧 道 裕“ 尚 顯 祖 女 樂 浪 長 公 主， 拜 駙 馬 都
尉 ”。 40 因 為 有 公 主， 盧 道 裕 二 妻 共 存 的 可 能
性 不 大， 或 許 另 有 原 因。 李 沖 侄 李 韶 也 結 親 於
盧 氏， 北 齊 時， 李 韶 孫 李 行 之 以“ 范 陽 盧 思 道
是 其 舅 子， 嘗 贈 詩 云：‘ 水 衡 稱 逸 人， 潘、 陽
有 世 親， 形 骸 預 冠 蓋， 心 思 出 風 塵。’ 時 人 以
為 實 錄 ”。41 李 行 之 以“ 世 親 ” 形 容 盧、 李 的
關 係， 說 明 兩 族 姻 親 關 係 的 穩 固。 與 隴 西 李 氏
相比，渤海封氏和范陽盧氏更有“世親”之實。

封愷“妻，盧玄姊也”，42 可見盧、封二族在北
魏 初 年 即 有 通 婚 關 係。 而 到 北 齊 時， 封、 盧 聯
姻仍很盛。如封述“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43

封 子 繪 長 女 封 寶 首“ 適 范 陽 盧 公 令 ”、 第 三 女
封 寶 華“ 適 范 陽 盧 叔 粲 ”， 44 封 延 之“ 長 女 適
范 陽 盧 景 柔 ”。 45 可 見， 封、 盧 通 婚 幾 與 北 朝
相始終。

二、博陵崔氏和趙郡李氏

北 齊 時 清 河 崔㥄貶 低“ 博 崔、 趙 李 ” 46 時
把 兩 族 連 稱， 說 明 兩 者 關 係 較 近。 事 實 上， 就
通 婚 而 言， 據 我 們 的 統 計， 在 北 朝 所 有 世 家 大
族 中， 博 崔、 趙 李 之 間 相 互 通 婚 次 數 最 多， 達
17 次。這個數字，佔博陵崔氏與漢人家族全部
25 次 通 婚 的 68%， 佔 趙 郡 李 氏 與 漢 人 家 族 全
部 48 次 通 婚 的 35%， 足 見 兩 族 通 婚 之 盛。 不
過， 就 社 會 地 位 來 說，“ 博 崔 ” 似 乎 略 遜“ 趙
李”一籌。“趙李”不但在北魏與崔、盧、鄭、

王 並 為“ 五 姓 ”，47 且 在 魏 齊 易 代 之 際 組 織 所
謂 的“ 勤 王 之 師 ”， 使 這 個“ 本 自 素 流 ” 的 大
族 又 具 豪 族 色 彩。 48“ 博 崔 ” 則 不 然， 它“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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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東 崔 ’， 地 寒 望 劣 ”， 49 在 北 朝 漢 族 士 族
中 似 乎 並 不 突 出。 趙 郡 李 氏 聯 姻 的 漢 人 家 族 多
達 14 個，而博陵崔氏卻只有五個，就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兩族之間的差別。

趙 郡 李 氏 在 北 朝“ 人 物 尤 多 ”，《 資 治 通
鑑》胡曰：“趙郡諸李，北人謂之趙李；李靈、

李 順、 李 孝 伯 群 從 子 侄， 皆 趙 李 也。” 50 趙 郡
這 三 支 李 氏， 與 博 陵 崔 氏 都 有 通 婚 關 係。 李 靈
之 後 李 叔 胤、 李 翼 父 子， 就 分 別 娶 崔 巨 倫 姑、

姐。51 李孝伯侄李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
瑒 ”。 52 李 順 孫 李 憲 有 五 男 五 女， 其 中 兩 男 兩
女 與 博 陵 崔 氏 聯 姻， 即“ 長 女 長 輝， 適 龍 驤 將
軍 營 州 刺 史 安 平 男 博 陵 崔 仲 哲 ”，“ 第 三 女 叔
婉，適袞州刺史漁陽縣開國男博陵崔臣”，“第
二子希宗……妻博陵崔氏，父楷，儀同三司”，

“ 第 三 子 希 仁 …… 妻 博 陵 崔 氏。 父 孝 芬， 儀 同
三 司 ”。53 到 北 齊 時， 李 順 這 支 仍 與 博 陵 崔 氏
頻 繁 通 婚， 李 憲 孫 李 祖 牧 有 四 女，“ 第 二 女 適
博 陵 崔 子 信， 信 太 子 舍 人。 第 三 女 適 博 陵 崔 伯
友， 友 梁 州 騎 兵 參 軍 ”。 54 李 憲 另 一 孫 李 孝 貞
妻 也 出 自 博 陵 崔 氏。 55 在 北 齊， 李 憲 家 族“ 與
帝 室 姻 媾 重 疊 ”， 但 李 孝 貞“ 兄 弟 並 以 文 學 自
達， 恥 為 外 戚 家。 於 時 黃 門 侍 郎 高 乾 和 親 要 用
事， 求 婚 於 孝 貞， 孝 貞 拒 之。 由 是 有 隙， 陰 譖
之， 出 為 太 尉 府 外 兵 參 軍 ”。 56 一 面 是 趙 郡 李
氏 與 博 陵 崔 氏 密 切 的 通 婚 關 係， 一 面 是 李 孝 貞
拒 絕 權 臣 高 乾 和 的 求 婚， 兩 相 比 較， 更 可 反 襯
出“博崔、趙李”通婚關係之牢固。

除 博 陵 崔 氏 外， 趙 郡 李 氏 通 婚 較 密 切 的 家
族 還 有 清 河 崔 氏、 范 陽 盧 氏、 河 間 邢 氏、 滎 陽
鄭 氏、 廣 平 宋 氏 等。 北 魏 前 期， 因 崔 浩 和 李 順
的 矛 盾， 趙 郡 李 氏 與 清 河 崔 氏 在 雖 頻 繁 但 短 暫
的 通 婚 後 很 難 再 見 到 通 婚 之 例， 而 范 陽 盧 氏 則
與 趙 郡 李 氏 通 婚 不 斷， 這 些 在 前 面 都 已 談 到，

現 只 對 趙 郡 李 氏 與 其 他 大 族 的 通 婚 情 況 略 作 申
述。

河 間 邢 氏 在 北 朝 算 不 上 著 族， 但 也 很 有 影
響， 這 從 北 魏 前 期 游 雅 因 和 高 允 聯 姻 不 成 而 發
的牢騷就可看出來。《魏書》卷 54《游雅傳》：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

也。……（高）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

於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

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

貴己賤人，皆此類也。57

邢、游二族究竟誰高誰低，似乎難以斷定，

但 如 果 從 標 誌 着 社 會 地 位 的 姻 親 關 係 這 個 角 度
觀 察， 則 邢 氏 確 實 要 比 游 氏 更 具 影 響， 因 為 邢
氏 經 常 與 大 族 聯 姻， 而 游 氏 則 很 少。 即 以 趙 郡
李 氏 來 說， 邢 氏 與 之 通 婚 就 達 四 次： 李 順 妻 邢
氏， 顯 祖 時 追 贈“ 孝 妃 ”， 58 其 孫 李 憲 之 妻 也
是 河 間 邢 氏； 59 與 李 順 同 時 的 邢 修 年， 其“ 夫
人 趙 郡 李 氏， 父 祥 ”， 60 李 祥 即 李 孝 伯 兄； 北
齊 時， 李 靈 後 人 李 繪 之 母 亦 出 自 河 間 邢 氏， 這
從“ 河 間 邢 晏， 即 繪 舅 也 ” 61 完 全 可 斷 定。 尤
其需注意的是，“趙李”與“河間邢”的通婚，

都 是 兩 族 的 重 要 人 物， 這 或 可 從 一 個 側 面 看 出
河間邢氏之於趙郡李氏的重要程度。

趙 郡 李 氏 與 廣 平 游 氏 未 見 通 婚， 但 卻 與 廣
平宋氏有比較親近的通婚關係。宋弁“父叔珍，

娶 趙 郡 李 敷 妹， 因 敷 事 而 死 ”。 62 李 敷 是 李 順
長 子， 獻 文 帝 時 被 殺，“ 敷 從 弟 顯 德、 妹 夫 廣
平 宋 叔 珍 等， 皆 坐 關 亂 公 私， 同 時 伏 法 ”。 63

不 過 這 次 災 禍 並 未 阻 斷 兩 族 的 通 婚， 後 來 李 希
禮、 李 祖 牧 父 子 竟 分 別 娶 宋 弁 女、 孫 女， 這 種
親 上 加 親 的 關 係， 進 一 步 加 深 了 兩 族 的 姻 親 關
係。 另， 趙 郡 李 氏 和 滎 陽 鄭 氏 的 通 婚 關 係 也 很
悠 久。《 魏 書 》 卷 56《 鄭 羲 傳 》：“ 鄭 羲，

字 幼 驎， 滎 陽 開 封 人， 魏 將 作 大 匠 渾 之 八 世 孫
也。 …… 尚 書 李 孝 伯 以 女 妻 之， 高 宗 末， 拜 中
書 博 士。” 64 後 來， 鄭 羲 兄 鄭 洞 林 之 孫 道 邕 又
續 前 緣， 李 憲“ 第 五 女 稚 媛， 適 驃 騎 將 軍 左 光
祿 大 夫 滎 陽 鄭 道 邕 ”。 65 趙 郡 李 氏 與 宋 氏、 鄭
氏 之 結 合， 使“ 趙 李 ” 在 漢 人 大 族 中 的 姻 親 范
圍更形擴大。

博 陵 崔 氏 和 趙 郡 李 氏 不 僅 頻 繁 地 互 為 婚
姻， 而 且 它 們 分 別 聯 姻 的 主 要 家 族 也 多 相 同。

趙 郡 李 氏 聯 姻 的 勃 海 封 氏、 鉅 鹿 魏 氏、 滎 陽 鄭
氏 等， 也 是 博 陵 崔 氏 的 重 要 姻 親。 博 陵 崔 氏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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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東崔”之譏，但這只是相對一流大族而言，

揆諸實際，在北朝，其族並非沉寂乏人，崔鑒、

崔 辯、 崔 挺、 崔 孝 芬、 崔 暹、 崔 昂、 崔 季 舒、

崔猷等，並有時譽。其通婚，也並非乏善可陳，

它 與 滎 陽 鄭 氏 即 有 很 近 的 姻 親 關 係。 崔 鑒 子 崔
秉， 其 妻 即 為 滎 陽 鄭 儼 姊（ 或 妹 ）， 這 從 其 子
崔忻“以鄭儼之甥，兼尚書左丞”66 就可斷定。

《北齊書》卷 29《鄭述祖傳附鄭元禮傳》：

崔昂妻，即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

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

道云：“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

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

妹夫疏於婦弟。”67

其 實， 博 陵 崔 氏 與 鉅 鹿 魏 氏 的 通 婚， 不 止
魏 收， 還 有 魏 收 父 魏 子 建。 從 魏 收 舅 為 崔 孝 芬
可 知， 魏 子 建 妻 為 崔 挺 女。 後 來 魏 收“ 娶 其 舅
女， 崔 昂 之 妹， 產 一 女， 無 子 ”。 68 可 見， 魏
子 建、 魏 收 父 子 均 娶 自 博 陵 崔 氏。 除 鄭 氏、 魏
氏外，博陵崔氏與渤海大族封氏也有通婚關係。

《 魏 故 咨 議 封 府 君 墓 誌 銘 並 序 》：“ 君 諱 柔，

字 思 溫， 冀 州 勃 海 脩 縣 人 也。 …… 夫 人 博 陵 崔
氏。”69《封延之妻崔長暉墓誌》：“夫人崔氏，

諱長暉，博陵安平人也。……司徒封祖業之妻、

秘 書 郎 崔 輔 之 長 女。” 封 延 之 女 也“ 適 博 陵 崔
叔胤”。70 封延之，字祖業，封回季子，《魏書》

卷 32 有傳。綜合上述情況看，博陵崔氏與趙郡
李氏以外的有些大族也有很緊密的婚姻聯繫。

三、隴西李氏和滎陽鄭氏

在 北 朝 的 漢 族 大 族 中， 隴 西 李 氏 和 滎 陽 鄭
氏 的 崛 起 較 特 別， 其 特 別 之 處 在 於， 隴 西 李 氏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因 李 沖 和 馮 太 后 的 曖 昧 關 係 而 顯
貴， 滎 陽 鄭 氏 則 是 通 過 與 李 沖 的 聯 姻 而 改 變 了
此 前 備 受 冷 落 的 處 境。 可 以 說， 對 北 朝 漢 族 大
族 而 言， 通 過 婚 姻 關 係 而 使 家 族 驟 然 顯 達， 可
能 沒 有 比 隴 西 李 氏 和 滎 陽 鄭 氏 更 典 型 的 了。 隴
西 李 氏 憑 藉 在 朝 中 的 特 殊 地 位， 大 營 婚 姻， 從
而 使 這 個 原 本 偏 處 西 垂 的 關 隴 大 族 與 中 原 大 族
建 立 了 廣 泛 的 通 婚 關 係。 而 滎 陽 鄭 氏 也 借 機 而

起， 基 本 恢 復 了 魏 晉 舊 族 的 聲 望， 與 之 聯 姻 的
大 族 不 絕 於 縷。 這 兩 個 大 族 除 互 相 聯 姻 外， 還
各 自 廣 聯 姻 親， 弄 清 他 們 與 漢 族 大 族 的 通 婚 關
係， 可 進 一 步 加 深 對 北 朝 漢 族 大 族 婚 姻 狀 況 的
理解。

隴 西 李 氏 歸 魏 後 雖 很 受 拓 跋 貴 族 的 重 視，

但 開 始 並 無 特 別 優 待， 李 寶 官 至 并 州 刺 史， 卒
於 鎮 北 將 軍。 孝 文 帝 時， 李 寶 少 子 李 沖“ 為 文
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71 他也因此成為影響朝
政 的 顯 赫 人 物。 應 該 說， 在 擴 大 家 族 影 響 的 過
程 中， 李 沖 沒 有 僅 着 眼 於 政 治 權 力， 面 對 當 時
漢 族 大 族 越 來 越 受 到 拓 跋 統 治 者 重 視 的 現 實，

他 應 能 意 識 到 結 交 漢 族 大 族 的 重 要 性， 而 聯 姻
這 種 捷 徑 當 亦 為 李 沖 所 熟 悉。 因 此， 憑 藉 自 己
在 王 朝 中 的 地 位， 李 沖 內 敦 和 睦， 外 交 姻 親，

使原本“四母所出，頗相忿鬩”的兄弟六人“更
相友愛，久無間然”，72 共同與中原大族結以婚
姻。結果，隴西李氏“所結姻連，莫非清望”。73

據 我 們 的 統 計， 北 朝 時， 隴 西 李 氏 聯 姻 的“ 清
望 ” 不 下 八 個， 其 中 滎 陽 鄭 氏、 范 陽 盧 氏、 清
河崔氏、太原王氏等所謂“四姓”均赫然在列，

而這又和李沖當初打下的基礎有直接關係。

從 統 計 數 據 看， 北 朝 時 與 隴 西 李 氏 聯 姻 次
數最多的漢族大族是滎陽鄭氏。首先必須指出，

在 李 沖 貴 寵 前， 隴 西 李 氏 和 滎 陽 鄭 氏 就 已 有 姻
親關係，李沖妻就是鄭羲從父兄鄭德玄女。《李
媛 華 墓 誌 》：“ 亡 父 諱 沖， 司 空 清 淵 文 穆 公。

夫人滎陽鄭氏。父德玄，字文通，宋散騎常侍，

魏 使 持 節 冠 軍 將 軍 豫 州 刺 史 陽 武 靖 侯。”74 鄭
德玄在“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滎陽太守”。75

而 李 沖 成 為 鄭 德 玄 的 女 婿， 應 緣 於 其 兄 李 承 為
官 滎 陽。 李 沖“ 少 孤， 為 長 兄 滎 陽 太 守 承 所 攜
訓”，李承於高宗末出任滎陽太守時，李沖“隨
兄 至 官 ”。 76 我 們 注 意 到， 李 承 始 任 滎 陽 太 守
時， 李 沖 約 十 五 六 歲， 正 是 適 婚 年 齡， 而 李 承
任 滎 陽 太 守 後 不 久 鄭 德 玄 即 附 魏， 因 此 李、 鄭
聯 姻 不 會 太 晚 於 此 時。 至 於 李 沖 和 後 來 成 為 滎
陽 鄭 氏 著 支 的 鄭 羲 一 門 聯 姻， 則 在 此 後。 據 上
引《 李 媛 華 墓 誌 》：“ 姊 長 妃， 適 故 使 持 節 鎮
北 將 軍 相 州 刺 史 文 恭 子 滎 陽 鄭 道 昭。 姊 伸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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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故 司 徒 主 簿 滎 陽 鄭 洪 建。” 77 鄭 洪 建 是 鄭 德
玄之孫，鄭道昭是鄭羲之子。《魏書》卷 56《鄭
羲 傳 》 所 說“ 及 李 沖 貴 寵， 與 羲 姻 好， 乃 就 家
徵 為 中 書 令 ” 的 這 次 聯 姻， 應 是 李 沖 女 令 妃 嫁
鄭 羲 子 道 昭。 鄭 羲 因 婚 而 貴， 在 宦 上 也 平 步 青
雲，滎陽鄭氏自此再次榮顯於世。順便說一下，

除 李 沖 外， 隴 西 李 氏 與 鄭 氏 聯 姻 的 還 有 李 佐。

據《 李 伯 欽 墓 誌 》， 伯 欽 是“ 秦 州 隴 西 郡 狄 道
縣 都 鄉 和 風 里 人 ”， 祖 李 寶，“ 父 佐， …… 後
夫人滎陽鄭氏”。78

既 然 隴 西 李 氏 以“ 清 望 ” 為 通 婚 目 標，

則 一 流 大 族 如 范 陽 盧 氏、 太 原 王 氏、 清 河 崔 氏
等 當 然 不 會 被 忽 視。 隴 西 李 氏 與 盧 氏 通 婚 已 如
前 述， 茲 不 贅。 就 資 料 所 見， 隴 西 李 氏 與 太 原
王 氏 的 通 婚 有 兩 例。 據《 李 蕤 墓 誌 》， 李 蕤 父
李 承“ 夫 人 太 原 王 氏， 父 慧 龍 ”， 李 蕤“ 夫 人
太 原 王 氏， 諱 恩 榮， …… 父 洛 成， 太 宰 中 山 宣
王。”79 可見，李承、李蕤父子均娶自太原王氏。

王 慧 龍、 王 洛 成（ 名 睿 ）《 魏 書 》 並 有 傳。 80

據 本 傳， 王 慧 龍 歸 自 江 南， 王 叡 返 自 涼 州， 均
“ 自 云 ” 太 原 王 氏 之 後。 王 慧 龍 至 魏 後，“ 自
以 遭 難 流 離， 常 懷 憂 悴， 乃 作《 祭 伍 子 胥 文 》

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81 看來，

王 慧 龍 把 獨 女 嫁 給 了 隴 西 李 承。 王 叡“ 容 貌 偉
麗”，因緣見幸於文明太后，“於是內參機密，

外 豫 政 事， 愛 寵 日 隆， 朝 士 懾 憚 焉 ”。 82 以 至
王叡嫁女於李蕤時，規格可比公主：

初，叡女妻李沖兄子延賓，次女又適

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宮中，

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

殿，寢其女於別帳，叡與張祐侍坐，叡所

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

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

嫁女。83

文 中 所 說“ 李 沖 兄 子 延 賓 ”， 即 是 李 蕤。

清 河 崔 氏 與 隴 西 李 氏 婚 嫁 時 倒 不 見 得 有 這 麼 大
的 排 場， 但 聯 姻 既 久， 危 難 時 給 予 救 助 更 能 體
現 出 姻 親 的 價 值。 崔、 李 兩 族 通 婚 也 見 兩 例，

一 例 出 自 李 沖 女 李 媛 華 墓 誌：“ 妹 稚 妃， 適 前

輕 車 將 軍 尚 書 郎 中 朝 陽 伯 清 河 崔 勖。” 84 一 例
記 於《 北 齊 書 》： 李 曉，“ 魏 太 尉 虔 子 ”， 倖
免 於 河 陰 之 難，“ 及 遷 都 鄴， 曉 便 寓 居 清 河，

托 從 母 兄 崔㥄宅。 給 良 田 三 十 頃， 曉 遂 築 室 安
居 ”。 85 李 虔 是 李 沖 侄， 崔㥄是 崔 逞 之 後。 從
魏 末 李 曉 托 寓 於 清 河 崔 氏 這 件 事 看， 隴 西 李 氏
在 婚 姻 上 經 過 幾 代 人 的 經 營， 已 與 有 些 中 原 著
族結成了深厚的關係。

隴西李氏入魏後，其主要人物因仕於關東，

多 已 定 居 中 原， 因 此 這 個 大 族 在 隴 西 的 地 方 根
基 日 趨 削 弱。 相 應 地， 其 婚 姻 關 係 也 逐 漸 發 生
了 改 變， 以 前 經 常 聯 姻 的 關 隴 大 族 後 來 已 難 得
一 見， 而 是 以 東 方 大 族 為 主。 據 統 計， 從 李 寶
起，在隴西李氏聯姻的 13 個家族中，屬於關隴
地區的只有四個，且有的還是聯姻於入魏之前。

據《 李 伯 欽 墓 誌 》， 李 寶 的 兩 位 夫 人 是 金 城 楊
氏和隴西彭氏，李佐的前夫人也是隴西辛氏。86

這 當 然 與 隴 西 李 氏 在 關 隴 尚 有 影 響 有 直 接 關
係。 但 入 魏 後， 離 開 故 土 的 隴 西 李 氏 在 婚 姻 上
與 關 隴 大 族 也 漸 漸 疏 遠， 即 使 偶 有 通 婚 之 例，

也 未 見 有 隴 西 李 氏 著 支。 據《 魏 故 懷 令 李 君 墓
誌 銘 》， 李 超 是“ 秦 州 隴 西 郡 狄 道 縣 都 鄉 華 風
里 人 ”， 家 世 不 詳， 從“ 安 貧 樂 道 ”“ 浮 沉 閭
巷”的情形推測，他應該不屬於隴西李氏著支。

李 超 所 歷 均 為 低 職， 正 光 五 年（524 年 ） 卒 於
洛 陽 縣， 年 六 十 一。 這 說 明 他 也 離 開 了 隴 西。

李 超 妻 弘 農 楊 氏， 他 們 的 已 婚 三 女 中， 只 有 李
仲妃嫁武威賈子謐。家世不顯的李超尚且如此，

更 不 用 說 隴 西 李 寶 一 支 了。 但 從 族 望 看， 隴 西
李 氏 畢 竟 屬 於 關 隴 地 區 的 大 族， 其 婚 姻 縱 然 以
中 原 大 族 為 主， 按 理 說 也 不 可 能 全 然 沒 有 關 隴
大 族 的 身 影。 相 信 隨 着 墓 誌 資 料 的 不 斷 發 現，

這個問題或許能得到印證。

滎 陽 鄭 氏 雖 地 處 中 原 腹 地， 但 在 孝 文 帝 之
前， 河 洛 地 近 南 北 的 交 界 地 帶， 因 而 頗 具“ 邊
地 ” 的 意 味。87 應 從 孝 文 帝 謀 劃 遷 都 時 起， 作
為 河 南 首 望， 滎 陽 鄭 氏 就 開 始 納 入 了 拓 跋 統 治
者 的 視 野。 因 為 這 個 河 南 大 族 文 既 稱 盛， 武 亦
突 出， 是 個 文 武 兼 備 的 漢 族 大 族， 有“ 豪 門 ”

之 稱。 88 北 魏 統 治 者 既 然 遷 都 洛 陽， 則 無 論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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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都 不 能 忽 視 這 個 大 族 的 存 在。 滎 陽 鄭 氏 被 孝
文 帝 列 為 可 與 宗 室 經 常 通 婚 的“ 四 姓 ” 之 一，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就 應 得 益 於 此。 北 魏 遷 都 帶 來 的
機 遇， 加 上 姻 親 隴 西 李 氏 此 前 的 提 攜， 滎 陽 鄭
氏 後 來 居 上， 成 為 漢 族 大 族 中 的 佼 佼 者。 這 為
滎陽鄭氏和其他漢族大族的聯姻奠定了基礎。

北 朝 時 與 滎 陽 鄭 氏 通 婚 的 漢 族 家 族， 我 們
統計到 11 個，即隴西李氏、趙郡李氏、范陽盧
氏、 博 陵 崔 氏、 河 東 裴 氏、 京 兆 韋 氏、 泰 山 羊
氏、 河 內 司 馬 氏、 長 樂 潘 氏、 渤 海 李 氏 和 毋 極
寧 氏。 其 中 與 趙 郡 李 氏、 博 陵 崔 氏 和 隴 西 李 氏
的 通 婚 概 況 均 如 前 述。 這 裡 主 要 論 述 它 和 范 陽
盧氏、河東裴氏以及京兆韋氏的婚姻關係。

范 陽 盧 氏 是 滎 陽 鄭 氏 的 重 要 通 婚 對 象， 它
在 鄭 氏 婚 姻 圈 中 的 地 位 或 不 亞 於 隴 西 李 氏。 這
從 李 佐 子 李 神 儁 和 盧 昶 子 盧 元 明 在 爭 娶 鄭 嚴 祖
妹 這 件 事 上 略 可 看 出 端 倪。“ 神 儁 喪 二 妻， 又
欲 娶 鄭 嚴 祖 妹， 神 儁 之 從 甥 也。 盧 元 明 亦 將 為
婚， 遂 至 紛 競， 二 家 鬩 於 嚴 祖 之 門。 鄭 卒 歸 元
明，神儁惆悵不已”。89 鄭嚴祖是鄭道昭之子，

道 昭 妻 即 是 范 陽 盧 道 約 女。 另， 盧 道 約 子 正 通
也 娶 自 滎 陽 鄭 氏。 不 過， 鄭、 盧 通 婚 雖 繁， 但
時人對他們的婚姻似有微詞。盧正通“妻鄭氏，

與 正 通 弟 正 思 淫 亂， 武 定 中， 為 御 史 所 劾， 人
士 疾 之 ”。 90 同 樣， 盧 元 明 爭 娶 來 的 鄭 氏 也 讓
他 吃 盡 苦 頭，“ 元 明 凡 三 娶， 次 妻 鄭 氏 與 元 明
兄 子 士 啟 淫 汙， 元 明 不 能 離 絕。 又 好 以 世 地 自
矜，時論以此貶之。”91 這涉及到漢族大族的門
風問題，這裡不深論。

滎 陽 鄭 氏 聯 姻 的 大 族 中， 河 東 裴 氏 和 京 兆
韋 氏 也 值 得 特 別 關 注。 與 滎 陽 鄭 氏 相 似， 裴、

韋 兩 族 也 是 具 有 地 方 勢 力 的 大 族。 太 武 帝 時 蓋
吳 作 亂 關 中， 波 及 河 東， 京 兆 的 韋 閬“ 盡 心 撫

納，所部獨全”，92 而河東的裴駿則率領“諸豪”

直接對抗亂軍，保衛家園。93 這和孝文帝初鄭羲
平 陽 武 之 亂 一 樣， 表 明 這 些 大 族 都 具 有 深 厚 的
地 方 根 基。 雖 然 這 些 大 族 的 地 方 勢 力 隨 着 社 會
較 長 時 間 的 穩 定 而 逐 漸 變 弱， 但 相 似 的 家 族 風
氣總應該容易靠近些。北朝時，滎陽鄭氏與裴、

韋 聯 姻 不 斷， 或 許 就 與 此 有 一 定 關 係。 據 墓 誌
資 料， 裴 良 有 一 子 裴 子 誕 娶 滎 陽 鄭 氏， 一 女 裴
絳 輝 嫁 滎 陽 鄭 氏， 時 間 約 在 北 魏 末。 94 東 西 魏
對峙時，東魏高慎舉豫州降宇文氏，高慎外甥、

滎 陽 人 鄭 術 也 攜 妻 子 隨 入 關， 其“ 夫 人 聞 喜 裴
氏，諱淑暉，魏車騎將軍、晉州刺史淵之女”。95

而 京 兆 韋 氏 與 滎 陽 鄭 氏 的 聯 姻 早 在 入 魏 前 就 開
始 了。 北 魏 統 一 北 方 的 過 程 中， 由 北 入 南 的 漢
族 大 族 仍 不 在 少 數， 京 兆 韋 氏 和 滎 陽 鄭 氏 都 有
人 南 奔 江 表， 如 韋 閬 從 兄 弟 韋 肅 和 上 面 提 到 的
鄭 德 玄。 韋 肅 子 崇“ 年 十 歲， 父 卒， 母 鄭 氏 以
入 國， 因 寓 居 河 洛。 少 為 舅 兗 州 刺 史 鄭 羲 所 器
賞”。96 可見，韋肅和鄭羲姊（妹）早已結婚。

而 魏 分 東 西 後， 滎 陽 鄭 氏 隨 孝 武 西 遷 的 不 乏 其
人， 這 個 家 族 在 西 魏 北 周 時 繼 續 與 京 兆 韋 氏 保
持着通婚。北周名將韋孝寬，“世為三輔著姓”，97

共有 三 位 夫 人， 即 華 陰 楊 氏、 滎 陽 鄭 氏 與 河 南
拓 跋 氏。 98 韋 孝 寬 在 建 義 初（528 年 ） 才 娶 楊
氏， 故 娶 鄭 氏 應 在 北 魏 分 裂 後。 鄭、 韋 二 族 在
不 同 的 社 會 環 境 下 一 直 保 持 通 婚， 這 集 中 體 現
了北朝世家大族間婚姻關係的牢固性。

四、漢族大族互相通婚的一般特徵

上 面 僅 是 對 北 朝 時 期 幾 個 典 型 的 漢 族 大 族
在 通 婚 關 係 上 所 作 的 考 察， 遠 非 全 部， 但 從 中
也 可 透 露 出 北 朝 漢 族 大 族 在 聯 姻 方 面 的 一 些 特
徵。 為 了 較 全 面 地 反 映 漢 族 大 族 的 通 婚 情 況，

我們把主要大族的婚姻關係列表於下：

北朝漢人大族互相通婚情況簡表99

清河崔氏及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崔玄伯 吏部尚書 范陽盧諶孫女 《魏書》卷 35《崔浩傳》

崔浩女 父司徒 范陽盧遐 尚書 《魏書》卷 38《王慧龍傳》

崔㥄 侍中、東兗州刺史 范陽盧尚之女 濟州刺史 、光祿大夫 《北史》卷 24《崔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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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湣 金紫光祿大夫 范陽盧尚之女 濟州刺史、光祿大夫 《北史》卷 24《崔逞傳》

崔賾女 父青、冀刺史 范陽盧度世 濟州刺史 《魏書》卷 47《盧玄傳》

崔浩 司徒 太原郭逸女 《魏書》卷 35《崔浩傳》

崔浩 司徒 太原郭逸女 《魏書》卷 35《崔浩傳》

崔恬 上黨太守 太原郭逸女 《魏書》卷 35《崔浩傳》

崔浩弟 趙郡李順妹 四部尚書 《魏書》卷 36《李順傳》

崔浩弟子 趙郡李順妹 四部尚書 《魏書》卷 36《李順傳》

崔浩弟女 趙郡李敷 南部尚書 《魏書》卷 55《劉芳傳》

崔賾女 父青、冀刺史 趙郡李孝伯 秦州刺史 《魏書》卷 53《李孝伯傳》

崔僧淵 南青州刺史 房氏 《魏書》卷 24《崔玄伯傳》

崔元孫 劉宋尚書郎 房氏 《魏書》卷 66《崔亮傳》

崔宗伯 追贈清河太守 房氏 《魏書》卷 69《崔休傳》

崔元孫女 父劉宋尚書郎 清河房愛親 子清河太守 《魏書》卷 92《列女傳》

崔猷 清河太守 清河房氏 父法壽青、冀刺史 《彙編》第 67 頁

崔始憐 父崔猷清河太守 清河房沙 父琅邪東莞二州刺史 《彙編》第 67 頁

崔鴻 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清河張氏 父清河中正 《彙編》第 328 頁

崔止憐 父崔猷清河太守 清河傅驥 琅邪戍主 《彙編》第 67 頁

崔逞女 父度支尚書 平原明儼 宋散騎常侍 《彙編》第 22 頁

崔丕女 父州治中 平原明恬之 齊郡太守 《彙編》第 22 頁

崔模女 父員外郎 平原明善蓋 州秀才奉朝請 《彙編》第 22 頁

崔㥄女 父冀州刺史 平原明休之 東安東莞二郡太守 《彙編》第 22 頁

崔凝之女 父州治中 平原明敬民 齊郡太守 《彙編》第 22 頁

崔景真女 父員外郎 平原明曇登 員外常侍 《彙編》第 22 頁

崔勳之女 父通真郎 平原明曇欣 積射將軍 《彙編》第 22 頁

崔敬友 梁郡太守 平原劉氏 父幽州刺史 《彙編》第 328 頁

崔神妃 父崔平仲南齊度支
尚書

泰山羊祉 益秦梁三州刺史 《魏書》卷 89《羊祉傳》
《疏證》第 110 頁

崔氏 泰山羊祉祖 《疏證》第 78 頁

崔氏 泰山羊靈寶 州主簿 《疏證》第 78 頁

崔氏 父崔烏頭冀州刺史 泰山羊靈珍 州別駕 《疏證》第 78 頁

崔元容 父崔士懋高平太守 泰山羊深 侍中 《疏證》第 78、158 頁

崔覽 中書侍郎 勃海封愷女 散騎常侍 《魏書》卷 92《列女傳》

崔張倉 州主簿 勃海封寶麗 父子繪冀州刺史 《疏證》第 336 頁

崔龍皮女 父昌國令 勃海刁肅 侍郎 《彙編》第 98 頁

崔浩姑 彭城劉芳祖 《魏書》卷 55《劉芳傳》

崔光女 中書令 彭城劉敬輝 徐州刺史 《魏書》卷 67《崔光傳》

崔氏 從 兄 崔㥄侍 中、 東
兗州刺史

隴西李曉 頓丘守 《北齊書》卷 23《崔㥄傳》
《北齊書》卷 29《李璵傳》

崔勖 尚書郎 隴西李稚妃 父豫州刺史 《彙編》第 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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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 河東柳氏 《魏書》卷 35《崔浩傳》

崔元華 父崔鴻青州刺史 河東裴藹之 員外散騎侍郎 《彙編》第 186 頁

崔恬女 上黨太守 太原王慧龍 南蠻校尉 《魏書》卷 38《王慧龍傳》

崔彥道 大鴻臚卿 京兆韋仲英 父韋彧豫雍二州刺史 《疏證》第 234 頁

崔混 秘書郎中 南陽趙氏 父豫州刺史 《彙編》第 328 頁

崔令姿 父清河太守 南陽鄧伯恭 金紫光祿大夫 《彙編》第 325 頁

崔休 幽、青州刺史 
度支尚書

齊國張玉憐 父齊國大中正 《彙編》第 319 頁
《魏書》卷 69《崔休傳》

崔休姊（妹） 河間邢氏 《魏書》卷 69《崔休傳》

崔氏 父 崔 隆 宗 蘭㥄、 燕
郡太守

遼西常襲 軍府行參軍 《疏證》第 92 頁

崔瞻女 黃門侍郎 
清河中正

廣宗陳元康子
陳善藏

元康散騎常侍、中書令
善藏給事黃門侍郎

《北齊書》卷 23《崔㥄傳》

崔浩弟女 燕郡公孫氏 父叡南部尚書 《魏書》卷 33《公孫表傳》

博陵崔氏及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崔氏 趙郡李安世 相州刺史 《魏書》卷 53《李孝伯傳》

崔辯姊（妹） 武邑太守 趙郡李叔胤 《魏書》卷 56《崔辯傳》

崔巨倫姊 東漢陽太守
光祿大夫

趙郡李翼 《魏書》卷 56《崔辯傳》

崔殊 趙郡李休女 從事中郎 《彙編》第 98 頁

崔雙護 豫州刺史 趙郡李詵女 中書 《彙編》第 98 頁

崔仲哲 營州刺史 趙郡李仲哲長
女

兗州刺史
東揚州刺史

《彙編》第 329 頁

崔臣 兗州刺史 趙郡李仲哲三
女

《彙編》第 331 頁

崔楷女 殷州刺史 趙郡李希宗 散騎常侍 《彙編》第 331 頁

崔孝芬女 荊州刺史 
吏部尚書

趙郡李希仁 中書侍郎 《彙編》第 331 頁

崔宣華 父冀州儀同公 趙郡李某 趙州長史 《彙編》第 416 頁

崔氏 父昂度支尚書 趙郡李孝貞 齊博陵太守
從姊昭信皇后

《彙編》第 434 頁
《北史》卷 33《李順傳》

崔彥遐女 趙郡李趙客 《彙編》第 466 頁

崔君弘 趙郡李琮女 《彙編》第 466 頁

崔振 肆州刺史 （趙郡）李氏 《魏書》卷 57《崔挺傳》

崔孝芬 吏部尚書 （趙郡）李氏 《魏書》卷 57《崔挺傳》

崔子信 太子舍人 趙郡李氏 父李祖牧彭城太守 《疏證》第 217 頁

崔伯友 梁州騎兵參軍 趙郡李氏 父李祖牧彭城太守 《疏證》第 217 頁

崔氏 兄（弟）孝芬
吏部尚書

鉅鹿魏子建 邊將 《北齊書》卷 37《魏收傳》

崔氏 兄昂度支尚書 鉅鹿魏收 著作郎、尚書右僕射 《北齊書》卷 29《鄭述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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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 勃海封柔 安德太守 《彙編》第 370 頁

崔叔胤 勃海封氏 父延之青州刺史 《疏證》第 396 頁

崔暹妹 度支尚書 勃海高慎 光州刺史、兗州刺史 《北齊書》卷 21《高乾傳》

崔忻 尚書左丞 滎陽鄭氏 鄭儼姊（妹） 《魏書》卷 49《崔鑒傳》

崔昂 尚書左丞
兼度支尚書

滎陽鄭元禮姊 太子舍人 《北齊書》卷 29《鄭述祖傳》

崔鑒 東徐州刺史 宋氏 《魏書》卷 49《崔鑒傳》

崔鑒女 徐州刺史 陸睿 桓州刺史 《魏書》卷 40《陸俟傳》

范陽盧氏及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盧氏 曾祖諶晉司空 清河崔玄伯 吏部尚書 《魏書》卷 35《崔浩傳》

盧遐 尚書 清河崔世 父浩司徒 《魏書》卷 38《王慧龍傳》

盧氏 父尚之濟州刺史 光
祿大夫

清河崔㥄 侍中、東兗州刺史 《北史》卷 24《崔逞傳》

盧氏 父尚之濟州刺史 光
祿大夫

清河崔湣 金紫光祿大夫 《北史》卷 24《崔逞傳》

范陽盧度世 濟州刺史 清河崔氏 父賾青冀二州刺史 《魏書》卷 47《盧玄傳》

盧義僖 衛尉卿 
都官尚書

趙郡李氏 《魏書》卷 104《序傳》

盧氏 父正員郎 趙郡李騫 殷州大中正 《彙編》第 331 頁《李憲墓誌》

盧氏 父開府咨議 趙郡李希禮 司空咨議修起居註 《彙編》第 331 頁《李憲墓誌》

盧元禮 驃騎府法曹參軍 趙郡李叔胤女 趙郡太守 《魏書》卷 47《盧玄傳》
《魏書》卷 92《列女傳》

盧淵 秘書監 趙郡李孝伯女 秦州刺史 《魏書》卷 47《盧玄傳》
《彙編》第 127 頁

盧遐女 父尚書 太原王寶興 襲爵長社侯、龍驤將軍 《魏書》卷 38《王慧龍傳》

盧道亮 太原王瓊女 父光、兗二州刺史 《魏書》卷 38《王慧龍傳》

盧思道 司徒錄事參軍 太原王乂女 《北齊書》卷 42《袁聿修傳》

盧道裕 青州刺史 隴西李令妃 父李沖司空 《彙編》第 148 頁

盧氏 隴西李某 《魏書》卷 47《盧玄傳》

盧淵女 父秘書監 隴西李韶 吏部尚書
冀、定州刺史

《魏書》卷 47《盧玄傳》
《北齊書》卷 29《李璵傳》

盧玄姊 弟中書博士 勃海封愷 散騎常侍 《魏書》卷 32《封懿傳》

盧莊之女 勃海封述子 大理卿、度支尚書 《北齊書》卷 43《封述傳》

盧叔粲 汾州治中 封寶華 父子繪冀州刺史 《疏證》第 336 頁

盧景柔 封氏 父延之青州刺史 《疏證》第 396 頁

盧道約 司空錄事參軍 滎陽鄭道昭女 光青相三州刺史 《彙編》第 127 頁

盧元明 尚書右丞
本州大中正

滎陽鄭嚴祖妹 父道昭光州刺史
青州刺史

《魏書》卷 39《李寶傳》
《魏書》卷 47《盧玄傳》
《魏書》卷 56《鄭羲傳》

盧正通 開府諮議 滎陽鄭氏 《魏書》卷 47《盧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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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某 北平陽氏 《魏書》卷 93《恩幸傳》

盧氏 東平畢義雲 御史中丞 《北齊書》卷 47《畢義雲傳》

盧度世弟 兄中書侍郎
齊州刺史

高陽鄭氏 兄鄭羆 《魏書》卷 47《盧玄傳》

盧度世女 父中書侍郎
齊州刺史

河南陸定國 兗、青、相三州刺史 《魏書》卷 40《陸俟傳》
《魏書》卷 47《盧玄傳》

趙郡李氏及其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其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李安世 相州刺史 博陵崔氏 《魏書》卷 53《李孝伯傳》

李叔胤 博陵崔辯姊（妹）武邑太守 《魏書》卷 56《崔辯傳》

李翼 博陵崔巨倫姊 東漢陽太守 《魏書》卷 56《崔辯傳》

李休女 從事中郎 博陵崔殊 《彙編》第 98 頁

李詵女 中書 博陵崔雙護 豫州刺史 《彙編》第 98 頁

李仲哲長女 兗州刺史
東揚州刺史

博陵崔仲哲 營州刺史 《彙編》第 329 頁

李仲哲三女 博陵崔臣 兗州刺史 《彙編》第 331 頁

李希宗 散騎常侍 博陵崔楷女 殷州刺史 《彙編》第 331 頁

李希仁 中書侍郎 博陵崔孝芬女 吏部尚書 《彙編》第 331 頁

李某 趙州長史 博陵崔宣華 父冀州儀同公 《彙編》第 416 頁

李孝貞 齊博陵太守
從姊昭信皇后

博陵崔氏 父昂度支尚書 《彙編》第 434 頁
《北史》卷 33《李順傳》

李趙客 博陵崔彥遐女 《彙編》第 466 頁

李琮女 博陵崔君弘 《彙編》第 466 頁

（趙郡）李氏 博陵崔振 肆州刺史 《魏書》卷 57《崔挺傳》

（趙郡）李氏 博陵崔孝芬 吏部尚書 《魏書》卷 57《崔挺傳》

李氏 父祖牧彭城太守 博陵崔子信 太子舍人 《疏證》第 217 頁

李氏 父李祖牧 博陵崔伯友 梁州騎兵參軍 《疏證》第 217 頁

李順妹 四部尚書 清河崔浩弟 兄司徒 《魏書》卷 36《李順傳》

李順妹 四部尚書 清河崔浩弟子 伯司徒 《魏書》卷 36《李順傳》

李敷 南部尚書 清河崔浩弟女 舅司徒 《魏書》卷 55《劉芳傳》

李孝伯 比部尚書 
秦州刺史

清河崔賾女 父青冀二州刺史 《魏書》卷 53《李孝伯傳》

李氏 范陽盧義僖 都官尚書 《魏書》卷 104《自序》

李騫 殷州大中正 范陽盧氏 父正員郎 《彙編》第 331 頁《李憲墓誌》

李希禮 司空咨議 范陽盧氏 父開府咨議 《彙編》第 331 頁《李憲墓誌》

李叔胤女 趙郡太守 范陽盧元禮 驃騎府法曹參軍 《魏書》卷 47《盧玄傳》
《魏書》卷 92《列女傳》

李孝伯女 秦州刺史 范陽盧淵 秘書監 《魏書》卷 47《盧玄傳》
《彙編》第 127 頁

李順 四部尚書 河間邢氏 《魏書》卷 53《李順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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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遵 高陽內史 河間邢晏姊（妹）國子博士 《北齊書》卷 29《李渾傳》

李氏 父祥定州刺史 河間邢修年 南河鎮將 《彙編》第 78 頁

李憲 定州刺史 
尚書令

河間邢氏 父肅州主簿 《彙編》第 331 頁

李孝伯女 尚書 滎陽鄭羲 中書令 《魏書》卷 56《鄭羲傳》

李稚媛 父憲定州刺史
尚書令

滎陽鄭道邕 左光祿大夫 《彙編》第 331 頁

李五男 滎陽鄭金剛 《彙編》第 466 頁

李敷妹 廣平宋叔珍 子弁 《北史》卷 26《宋隱傳》

李希遠 州主簿 廣平宋氏 父弁吏部尚書 《彙編》第 331 頁

李瑰兒 廣平段德諧 直蕩都督 《彙編》第 466 頁

李祖牧 彭城太守 廣平宋靈媛 父宋維洛州刺史 《疏證》第 216、219 頁

李華 父長安副鎮將 太原王叡女 父吏部尚書、尚書令 《魏書》卷 93《王叡傳》

李德相 父琮功曹 太原王茂宏 丞相府行參軍 《彙編》第 466 頁

李仲儀 父憲定州刺史
尚書令

勃海高某 侍御史 《彙編》第 331 頁

李六止 父琮功曹 勃海高士才 父南安王神相 《彙編》第 466 頁

李琮 功曹 鉅鹿魏氏 父道寧瀛洲驃騎府長
史

《彙編》第 466 頁

李阿停 父琮功曹 鉅鹿魏義堅 開府行參軍 《彙編》第 466 頁

李瑾女 父大司農卿 京兆韋融 大司馬開府司馬 《魏書》卷 45《韋閬傳》

李氏 太原郭萇命 東兗州別駕 《彙編》第 157 頁

李恩曜 上谷寇休華 父熾順陽太守 《彙編》第 489 頁

李琮 功曹 劉氏 《彙編》第 466 頁

滎陽鄭氏及其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其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鄭氏 隴西李氏 《魏書》卷 56《鄭羲傳》

鄭德玄女 豫州刺史 隴西李沖 司空 《彙編》第 148 頁

鄭宏健 隴西李沖女 父司空 《魏書》卷 56《鄭羲傳》

鄭道昭 相州刺史 隴西李長妃 父沖司空 《彙編》第 148 頁

鄭嚴祖從父 北豫州刺史、鴻臚
卿

趙郡李氏 兄（ 弟 ） 李 神 儁
荊 州、 肆 州 刺 史 
吏部尚書 

《魏書》卷 39《李寶傳》

鄭羲 中書令 趙郡李孝伯女 尚書 《魏書》卷 56《鄭羲傳》

鄭道邕 左光祿大夫 趙郡李稚媛 父憲定州刺史
尚書令

《彙編》第 331 頁

鄭金剛 趙郡李五男 《彙編》第 466 頁

鄭氏 勃海李璧 《彙編》第 119 頁

鄭班豚 勃海李孟猛 《彙編》第 119 頁

鄭道昭女 光青相三州刺史 范陽盧道約 司空錄事參軍 《彙編》第 1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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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嚴祖妹 父道昭光、青二州
刺史

范陽盧元明 尚書右丞
本州大中正

《魏書》卷 39《李寶傳》
《魏書》卷 47《盧玄傳》
《魏書》卷 56《鄭羲傳》

鄭氏 范陽盧正通 開府諮議 《魏書》卷 47《盧玄傳》

鄭儼姊（妹） 博陵崔忻 尚書左丞 《魏書》卷 49《崔鑒傳》

鄭元禮姊 太子舍人 博陵崔昂 尚書左丞
兼度支尚書

《北齊書》卷 29《鄭述祖傳》

鄭氏 河東裴誕 南陽王主簿 《疏證》第 197 頁

鄭長休 步兵校尉 河東裴絳輝 父裴良太府卿 《疏證》第 197—198 頁

鄭氏 父鄭令仲
滎陽太守

河東裴子誕 武德太守 《疏證》第 206 頁

鄭術 始、遂二州刺史 河東裴淑暉 父晉州刺史 《疏證》第 261 頁

鄭羲姊（妹） 兗州刺史 京兆韋肅 子潁川太守 《魏書》卷 45《韋閬傳》

鄭氏 京兆韋孝寬 周太傅上柱國 《疏證》第 313 頁

鄭松年 州主簿 泰山羊景姿 父羊祉益秦梁三州刺
史

《魏書》卷 89《羊祉傳》
《疏證》第 78 頁

鄭氏 父鄭術始、遂二州
刺史

河內司馬選 帥都督 《疏證》第 261 頁

鄭曄 子羲 長樂潘氏 《魏書》卷 56《鄭羲傳》

鄭兒女 毋極寧懋 甄官主簿 《彙編》第 213 頁

隴西李氏及其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其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李沖 司空 滎陽鄭氏 父鄭德玄豫州刺史 《彙編》第 148 頁

李沖女 父司空 滎陽鄭洪健 《魏書》卷 56《鄭羲傳》

李長妃 父沖司空 滎陽鄭道昭 相州刺史 《彙編》第 148 頁

李氏 滎陽鄭氏 《魏書》卷 56《鄭羲傳》

李佐 相州刺史 滎陽鄭氏 父鄭定宗 《疏證》第 58 頁

李沖女令妃 父司空 范陽盧道裕 青州刺史 《彙編》第 148 頁

李某 范陽盧氏 《魏書》卷 47《盧玄傳》

李韶 吏部尚書、冀州刺
史、定州刺史

范陽盧淵女 父秘書監 《魏書》卷 47《盧玄傳》
《北齊書》卷 29《李璵傳》

李曉 頓丘守 清河崔氏 從兄崔㥄侍中、東兗
州刺史

《北齊書》卷 23《崔㥄傳》
《北齊書》卷 29《李璵傳》

李稚妃 父豫州刺史 清河崔勖 尚書郎 《彙編》第 149 頁

李寶 并州刺史 金城楊氏 父禕前軍參軍 《疏證》第 58 頁

李寶 并州刺史 隴西彭氏 父彭含西海太守 《疏證》第 58 頁

李佐 相州刺史 隴西辛氏 父辛松漢陽太守 《疏證》第 58 頁

李氏 河東裴昇 荊州衛軍府參軍 《疏證》第 197 頁

李慎 散騎侍郎 河東裴琰輝 父裴良太府卿 《疏證》第 197-198 頁

李沖姊（妹） 陰始孫父 《魏書》卷 53《李沖傳》

李桃杖 清淵縣侯 勃海封寶首 父子繪冀州刺史 《疏證》第 3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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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舒 封氏 父延之青州刺史 《疏證》第 396 頁

李延賓 東郡太守 太原王氏 父睿尚書令 《魏書》卷 93《王叡傳》

李承 雍州刺史 太原王慧龍女 父荊州刺史 《彙編》第 48 頁

李媛姿 父超懷令 遼西常彪 侍御史 《彙編》第 161 頁

李仲妃 父超懷令 武威賈子謐 涼州治中 《彙編》第 161 頁

李挺 吏部尚書 彭城劉芳女 父侍中、太常 《彙編》第 352 頁

河東薛氏及其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其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薛安都女 徐州刺史 河東裴祖隆 《魏書》卷 61《薛安都傳》

薛安都女 徐州刺史 安定皇甫椿齡 岐州刺史 《魏書》卷 71《裴世叔傳》

薛英集父 子通直散騎常侍 李崇姊（妹） 《魏書》卷 42《薛辯傳》

薛裕 丞相參軍事 京兆韋瓊女 《周書》卷 35《薛端傳》

薛馥妹 高子信 防城都督 《周書》卷 35《薛善傳》

薛氏 父祖洛濟北太守 上谷寇嶠 韶州刺史 《彙編》第 490 頁

薛胤 梁氏 《彙編》第 215 頁

河東裴氏及其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其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裴叔業兄女 京兆韋伯訢 《魏書》卷 71《裴叔業傳》

裴季和 京兆韋氏 《周書》卷 36《裴文舉傳》

裴玉輝 父裴良太府卿 京兆杜穆 右光祿大夫 《疏證》第 197-198 頁

裴藹之 安廣、汝陽太守 河東柳諧姊 《魏書》卷 71《裴叔業傳》

裴氏 河東柳氏 《魏書》卷 71《裴叔業傳》

裴良 太府卿 河東柳氏 父秦州主簿 《疏證》第 197-201 頁

裴景徽 郡中正 上谷寇婉華 父熾順陽太守 《彙編》第 490 頁

裴氏 上谷寇素 廣州主簿 《彙編》第 489 頁

裴誕 南陽王主簿 滎陽鄭氏 《疏證》第 197 頁

裴絳輝 父裴良太府卿 滎陽鄭長休 步兵校尉 《疏證》第 197-198 頁

裴子誕 武德太守 滎陽鄭氏 父鄭令仲滎陽太守 《疏證》第 206 頁

裴淑暉 父晉州刺史 滎陽鄭術 始、遂二州刺史 《疏證》第 261 頁

裴懇 孝明帝直後 天水姜氏 《疏證》第 197-198 頁

裴良 太府卿 天水趙氏（後妻）父趙賓育隴西、天水
二郡太守

《疏證》第 197-201 頁

裴琰輝 父裴良太府卿 隴西李慎 散騎侍郎 《疏證》第 197-198 頁

裴叔寶 子植度支尚書 譙國夏侯道遷 華州刺史 
瀛州刺史

《魏書》卷 71《裴叔業傳》

裴祖隆 河東薛安都女 徐州刺史 《魏書》卷 61《薛安都傳》

裴植女 譙國夏侯夬 南兗州大正中 《魏書》卷 71《夏侯道遷傳》

裴藹之 員外散騎侍郎 清河崔元華 父崔鴻度支尚書、青
州刺史

《彙編》第 186 頁

裴植姑 皇甫仲達父 《魏書》卷 71《裴叔業傳》

裴攸 范陽李訢女 《魏書》卷 46《李訢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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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韋氏及其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其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韋伯訢 河東裴氏 《魏書》卷 71《裴叔業傳》

韋氏 河東裴季和 《周書》卷 36《裴文舉傳》

韋彧 豫雍二州刺史 河東柳敬憐 父柳文明襄陽太守 《疏證》第 130、234 頁

韋季英 父韋彧 河東柳皓 相府參軍 《疏證》第 234 頁

韋彪 父韋彧 河東柳遺蘭 父柳璨廷尉卿 《疏證》第 237 頁

韋義遠女 弘農楊侃子 《魏書》卷 58《楊播傳》

韋孝寬 周太傅上柱國 弘農楊氏 父楊侃大都督 《疏證》第 313 頁
《周書》卷 31《韋孝寬傳》

韋崇父 子潁川太守
鄉郡太守

滎陽鄭羲姊（妹）兗州刺史 《魏書》卷 45《韋閬傳》

韋孝寬 周太傅上柱國 滎陽鄭氏 《疏證》第 313 頁

韋瓊女 河東薛裕 丞相參軍事 《周書》卷 35《薛端傳》

韋俊家 荊州治中 太原郭祚家 左僕射 《魏書》卷 45《韋閬傳》

韋氏 父秦州刺史 上谷寇祖歎 徐州刺史 《彙編》第 107 頁

韋氏 樂定孫騫 左光祿大夫 《北齊書》卷 24《孫騫傳》

韋藝 齊州刺史 勃海封寶豔 父子繪冀州刺史 《疏證》第 336 頁

韋胡磨 父韋粲大都督 西河宋忻 幽州、潞州刺史 《疏證》第 392 頁

弘農楊氏及其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其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楊懿 洛州史君 太原王氏 新昌郡君 《彙編》第 61 頁

楊興宗 豫州主簿 太原王鐘兒 父宕渠太守 《彙編》第 146 頁

楊椿 洛州刺史 清河崔氏 《疏證》第 71 頁

楊順 冀州刺史，祖楊懿 天水呂法勝 《疏證》第 150、100 頁

楊穎曾祖 扶風竇氏 父北平太守 《彙編》第 61 頁

楊談女 父郟州主簿 隴西李超 懷令 《彙編》第 161 頁

楊某 隴西李淑蘭 父李蘊幽州刺史 《疏證》第 537 頁

楊某 父侃岐州刺史 
尚書僕射

京兆韋義遠女 《魏書》卷 58《楊播傳》

楊仲真 河內河清府君 高陽許氏 《彙編》第 61 頁

楊穎 本州別駕 河南侯氏 《彙編》第 61 頁

楊侃 岐州刺史 
尚書僕射

李曄妹 《魏書》卷 58《楊播傳》

楊輔 蒙州、汾州刺史 蘭陵蕭妙瑜 父梁武陵王蕭紀 《疏證》第 526-527 頁

安定皇甫氏及其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其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皇甫椿齡 司徒諮議 
岐州刺史

河東薛安都女 徐州刺史 《魏書》卷 71《裴世叔傳》

皇甫徽 征虜府司馬 譙國夏侯遷兄女 《魏書》卷 71《江悅之傳》

皇甫氏 京兆郡君 安定胡國珍 雍州刺史 《魏書》卷 83 下《外戚下》

皇甫集父 刺史 安定胡國珍妹 《魏書》卷 44《費于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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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海高氏及其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其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高氏 上谷寇真 幽州刺史 《彙編》第 49 頁

高氏 父定、相刺史 上谷寇貴 光州刺史 《彙編》第 49 頁

高某 侍御史 趙郡李仲儀 父憲尚書令 《彙編》第 331 頁

高士才 父南安王 趙郡李六止 父琮功曹 《彙編》第 466 頁

高允女 勃海刁雍子 《魏書》卷 84《刁沖傳》

高氏 父允司空 勃海刁整 洛州刺史 《彙編》第 97 頁

高琨 妹孝文皇后 鉅鹿耿氏 父颺左光祿大夫 《北史》卷 80《外戚傳》

高雅 撫軍府長史 河內司馬氏 父悅之豫州刺史 《彙編》第 322 頁

高允妹 兄司空 河間邢某 《魏書》卷 54《游雅傳》

高慎 光、兗刺史 清河崔暹妹 度支尚書 《北齊書》卷 21《高乾傳》

高遵 明氏 《魏書》卷 89《高遵傳》

勃海封氏及其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其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封愷 散騎常侍 范陽盧玄姊 弟中書博士 《魏書》卷 32《封懿傳》

封述子 度支尚書 范陽盧莊之女 《北齊書》卷 43《封述傳》

封寶華 父冀州刺史 范陽盧叔粲 汾州治中 《疏證》第 336 頁

封氏 父青州刺史 范陽盧景柔 《疏證》第 396 頁

封氏 父青州刺史 范陽祖長雄 《疏證》第 396 頁

封柔 安德太守 博陵崔氏 《彙編》第 370 頁

封氏 父青州刺史 博陵崔叔胤 《疏證》第 396 頁

封延之 青州刺史 博陵崔長暉 父崔輔秘書郎 《疏證》第 396 頁

封柔 安德太守 東平畢氏 《彙編》第 370 頁

封氏 燕郡公孫軌 大鴻臚、尚書 《魏書》卷 33《公孫表傳》

封愷女 散騎常侍 崔覽 中書侍郎 《魏書》卷 92《列女傳》

封伯達 李氏 《魏書》卷 32《封懿傳》

封伯達 房氏 《魏書》卷 32《封懿傳》

封隆之 齊州刺史 勃海祖氏 范陽郡君 《北齊書》卷 21《封隆之傳》

封子繪 冀州刺史 太原王楚英 父廣業徐州刺史 《疏證》第 336 頁

封寶首 父冀州刺史 隴西李桃杖 清淵縣侯 《疏證》第 336 頁

封氏 父青州刺史 隴西李仁舒 《疏證》第 396 頁

封寶豔 父冀州刺史 京兆韋藝 齊州刺史 《疏證》第 336 頁

封寶麗 父冀州刺史 清河崔張倉 州主簿 《疏證》第 336 頁

河間邢氏及其社會地位 聯姻家族及其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

邢氏 趙郡李順 四部尚書 《魏書》卷 36《李順傳》

邢晏姊（妹） 國子博士 趙郡李遵 高陽內史 《北齊書》卷 29《李渾傳》

邢修年 南河鎮將 趙郡李氏 父祥定州刺史 《彙編》第 78 頁

邢氏 父肅州主簿 趙郡李憲 尚書令 《彙編》第 331 頁

邢巒父 尚書 趙郡李氏 《魏書》卷 85《邢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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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穎 定州刺史 勃海李氏 父太子洗馬 《彙編》第 78 頁

邢偉 尚書南主客郎中 勃海封氏 父河間太守 《彙編》第 78 頁

邢某 勃海高允妹 兄司空 《魏書》卷 54《游雅傳》

邢杲父 鉅鹿魏氏 《北齊書》卷 23《魏蘭根傳》

邢偉 尚書南主客郎中 清河房氏 父南青州刺史 《彙編》第 78 頁

邢氏 清河崔休姊（妹）洛、幽、青刺史 《魏書》卷 69《崔休傳》

邢邵 太常卿兼中書監 李季節姊 《北齊書》卷 36《邢邵傳》

結語

根 據 前 面 對 一 些 代 表 性 的 大 族 所 進 行 的 討
論， 同 時 再 結 合 表 中 所 反 映 的 其 他 大 族 的 通 婚
情 況， 我 們 對 北 朝 時 期 漢 族 大 族 的 通 婚 關 係 獲
得如下認識：

第 一， 從 族 望 的 地 理 分 佈 看， 各 大 族 的 主
要 通 婚 對 象 在 地 域 上 多 較 接 近。 根 據 我 們 的 統
計，北朝時期，清河崔氏聯姻的家族雖多達 24
個，涉及的地域幾乎遍佈北方，但在所見的 51
次通婚中，有 25 次是與族望相近的五個大族締
結的，約佔總數的 50%。這五個大族是：同屬
清河的房氏，地望相鄰的渤海封氏、平原明氏、

趙 郡 李 氏， 以 及 隔 河 不 遠 的 泰 山 羊 氏 等。 這 僅
是 相 對 通 婚 次 數 較 多 的 大 族 而 言， 如 果 再 加 上
一 些 通 婚 次 數 較 少 的 大 族， 這 個 比 例 會 更 高。

而 博 陵 崔 氏 在 這 方 面 的 特 徵 更 為 明 顯， 它 與 五
個家族進行的 25 次通婚中，有 23 次和臨近的
趙 郡 李 氏、 鉅 鹿 魏 氏 以 及 渤 海 封 氏 有 關， 竟 佔
通婚總數的 90% 以上。趙郡李氏的姻親數量有
13 個， 在 它 的 48 次 通 婚 中， 有 33 次 是 與 相
去 不 遠 的 博 陵 崔 氏、 清 河 崔 氏、 河 間 邢 氏、 廣
平 宋 氏、 渤 海 高 氏、 鉅 鹿 魏 氏 等 六 個 大 族 結 為
秦晉的，約佔總數的 69%。至於一些次一級的
大 族， 情 況 也 大 致 如 此。 如 京 兆 韋 氏 與 十 個 家
族通婚 15 次，其中有七次與河東裴氏、河東柳
氏 及 弘 農 楊 氏 三 個 家 族 有 關， 通 婚 次 數 約 佔 總
數 的 一 半。 渤 海 封 氏 的 姻 親 家 族 中， 已 知 地 望
者十個，共通婚 16 次，其中范陽盧氏、博陵崔
氏兩族即有六次。在這方面，河間邢氏更突出，

它 所 聯 姻 的 七 個 家 族， 其 族 望 無 一 例 外 都 距 河
間 不 遠。 這 種 情 況 說 明， 許 多 大 族 還 是 樂 與 臨

近大族通婚的，因為地域接近，不但聯繫方便，

風 習 趨 同， 而 且 利 益 攸 關， 這 對 中 古 時 期 的 世
家大族增強自身勢力還是很有幫助的。

當 然， 有 少 數 地 處 邊 緣 的 大 族 因 地 理 位 置
的限制，上述情形就不一定合適。如隴西李氏，

入 魏 前 其 通 婚 對 象 主 要 在 關 隴 地 區， 入 魏 後 隴
西 李 氏 多 在 中 原 為 官、 定 居， 族 望 和 定 居 地 的
分 離， 使 其 通 婚 的 主 要 對 象 也 隨 而 改 變。 我 們
統計到隴西李氏與 13 個家族通婚 23 次， 其中
15 次與滎陽鄭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河東
裴氏、渤海封氏、彭城劉氏等大族有關。可見，

中 原 大 族 才 是 隴 西 李 氏 通 婚 的 重 點 對 象。 滎 陽
鄭 氏 所 在 的 河 南 地 區 本 屬 中 原 腹 地， 但“ 五 胡
亂 華 ” 時 這 裡 變 成 四 戰 之 地， 許 多 大 族 紛 紛 南
遷， 而 南 北 對 峙 的 政 治 格 局 形 成 後， 這 裡 幾 成
邊 地， 滎 陽 鄭 氏 賴 家 族 武 裝 才 得 以 成 為 一 枝 獨
秀 的“ 豪 門 ”。 因 此， 它 的 主 要 通 婚 對 象， 不
論是河北大族趙郡李氏、范陽盧氏、博陵崔氏，

還 是 河 東 大 族 裴 氏 和 青 齊 大 族 羊 氏， 族 望 相 距
均 較 遠。 同 樣， 范 陽 盧 氏 因 地 近 幽 燕， 距 離 漢
族 大 族 集 中 的 地 區 也 有 相 當 距 離， 而 在 其 族 望
所 在 地 附 近， 門 當 戶 對 的 漢 族 大 族 又 極 少， 所
以 它 的 主 要 通 婚 對 象 如 清 河 崔 氏、 趙 郡 李 氏、

滎 陽 鄭 氏 等 都 是 距 其 較 遠 的 大 族。 不 過 總 的 來
看， 這 些 在 地 理 上 屬 於 邊 緣 性 的 漢 族 大 族 並 不
多， 它 們 對 我 們 分 析 聯 姻 家 族 的 族 望 地 理 分 佈
問題當無太大影響。

第 二， 從 通 婚 對 象 的 範 圍 看， 每 個 大 族 雖
主 要 與 其 他 若 干 個 大 族 聯 姻， 但 也 並 非 不 注 重
通 婚 對 象 的 廣 泛 性。 以 往 人 們 研 究 北 朝 世 家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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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婚姻時，多集中在著姓和著姓之間。的確，

出 於 維 護 門 第 的 需 要， 各 大 族 互 相 聯 姻 才 是 其
通 婚 關 係 的 主 流 形 態。 但 也 應 看 到， 由 於 所 處
社 會 環 境 的 影 響， 北 朝 漢 族 大 族 在 堅 持 門 第 婚
姻 方 面 並 不 像 東 晉 南 朝 那 樣 嚴 格。 北 朝 一 些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大 族， 如 清 河 崔 氏、 范 陽 盧 氏、 滎
陽 鄭 氏、 隴 西 李 氏、 趙 郡 李 氏、 博 陵 崔 氏、 太
原 王 氏 等， 他 們 除 互 相 通 婚 外， 還 與 一 些 門 望
稍低的大族如河東裴氏、京兆韋氏、渤海高氏、

弘 農 楊 氏 等 廣 泛 通 婚。 不 僅 如 此， 甚 至 門 望 較
低 的 家 族 也 進 入 了 與 大 族 通 婚 的 行 列。 清 河 崔
氏 的 主 要 通 婚 對 象 中 就 有 清 河 房 氏、 平 原 明 氏
等 地 方 性 大 族， 范 陽 盧 氏 也 有 北 平 陽 氏、 東 平
畢 氏 以 及 高 陽 鄭 氏 這 樣 的 通 婚 對 象。 滎 陽 鄭 氏
和 隴 西 李 氏 亦 然， 鄭 氏 有 渤 海 李 氏、 長 樂 潘 氏
以及毋極寧氏等不出名的姻親，而“所結姻連，

莫 非 清 望 ” 的 李 沖 甚 至 有 陰 始 孫 這 樣 家 世 不 明
的外甥。 100 這些顯赫的大族尚且如此， 其他的
大族更不能例外。據我們以北朝 15 個大族為中
心所作的統計，這 15 個大族除去各自通婚的著
族外，涉及門望較低的家族總共不下 40 個。這
說明，北朝漢族大族在保持門第通婚的基礎上，

也適當地與一般性家族通婚。

附： 本 文 係 國 家 社 科 基 金 後 期 資 助 項 目“ 北 朝

婚姻形態與皇權政治”（17FZS058）階段性成果。

註釋：

1.  《魏書》卷 24《崔玄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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