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莹、祖 父子的为人与为文

刘跃进

　　摘　要：祖莹、祖珽父子为东魏、北齐重要的文学家，他们以自己的文化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东魏、北齐文学的

发展。 祖莹代元颢所作《与孝庄帝书》表现了作者“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的特色，可惜为严可均《全后魏

文》失载。 祖珽创办文林馆，广纳文才，监修大型文学文献资料汇编《修文殿御览》，在当时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文林馆学士是北齐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文士集团，在北齐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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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书中，祖莹、祖珽父子均以贪腐而扬名，但他

们都才华横溢，对东魏、北齐的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祖莹的文章、祖珽的诗歌，均在文学史上占

有一席之地。 祖珽创办文林馆、主持编纂《修文殿

御览》均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一、祖莹行历略论

祖莹（？ —５３５？），字元珍，范阳遒 （今河北容

城）人。 据《元和姓纂》 《魏书·祖莹传》，祖莹为两

晋之际名将祖逖之后。 其曾祖父祖敏，仕慕容垂为

平原太守。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平定中山，赐爵安固

子，拜尚书左丞，卒赠并州刺史。 祖父祖嶷，字符达。
以从征平原功，进爵为侯，位冯翊太守，赠幽州刺史。
父祖季真①，位中书侍郎，卒于安远将军、巨鹿太守。

《魏书·祖莹传》记载，祖莹好学耽书，八岁能

诵《诗》 《书》，十二岁为中书学生。 内外亲属呼为

“圣小儿”。 由是声誉甚盛，尤好属文，深得中书监

高允赏识。 高允每叹曰：“此子才器，非诸生所及，
终当远至。”皇兴五年（４７１ 年）献文帝为太上皇，孝
文帝拓跋宏即位，改元延兴。 中书博士张天龙讲

《尚书》，选为都讲，后以才名拜太学博士。 太和二

十三年（４９９ 年）二月，彭城王元勰为司徒，征署祖莹

为司徒法曹行参军，掌书记。 高祖顾谓元勰曰：“萧
赜以王元长为子良法曹，今为汝用祖莹，岂非伦匹

也。”这里将祖莹比作萧齐“竟陵八友”之一的王融。
王融以《曲水诗序》驰名北方，颇为北人所重②。 祖

莹与陈郡袁翻齐名秀出，时人为之语曰：“京师楚

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对此《北史·文苑

传序》也有记载：
　 　 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

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 衣冠仰止，咸慕

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 辞罕泉源，言多胸

臆，润古雕今，有所未遇。 是故雅言丽则之奇，
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岁年，未闻独得。 既而陈郡

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畴类，稍革其风。
这一年为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元年 （ ４９９

年），永明文学的高潮刚过，孝文帝以元勰比作萧子

良，以祖莹、袁翻、常景等比作“竟陵八友”，多少有

点与南朝争胜的味道。 与此相类似的情形，还有王

肃与元勰、祖莹即兴吟诵《悲平城》与《悲彭城》之

事。 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４９３ 年），南齐大臣

王奂为齐武帝所杀，王奂之子王肃奔魏。 《魏书·
祖莹传》载，尚书令王肃作《悲平城》诗：“悲平城，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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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入云中。 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从诗的格调

看，似乎是初到洛阳所见的景象，所以有此感悟③。
“尚书令”乃追述王肃官位之辞。 彭城王元勰嗟叹

其美，误说成《悲彭城》，被王肃嘲笑。 当时祖莹在

场，应声吟诵《悲彭城》诗：“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
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王肃大为赞赏，元勰亦大

悦，退谓祖莹曰：“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
《魏书·元勰传》载，太和十八年（４９４ 年），孝

文帝北巡至平城，路旁有数十棵大松树，孝文帝遂行

而赋诗，对元勰说：“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

远。 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元勰终于有

了洗去羞耻的机会，遂仿王肃《悲平城》而作《问松

林》：“问松林，松林经几冬？ 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

同。”这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祖莹后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又为李崇长吏，均以

“货贿”“截没军资”等罪名被除名。 其贪图财物的

恶习，深刻地影响到其子祖珽。 关于祖珽下文还会

详述。
在文学史上，祖莹最有名的作品是代元颢所写

《与孝庄帝书》。 原文见《洛阳伽蓝记》卷一，严可均

《全后魏文》失载。 《与孝庄帝书》曰：
　 　 大道既隐，天下匪公；祸福不追，与能义绝。
朕犹庶几五帝，无取六军。 正以糠秕万乘，锱铢大

宝，非贪皇帝之尊，岂图六合之富。 直以尔朱荣往

岁入洛，顺而勤王，终为魏贼。 逆刃加于君亲，锋
镝肆于卿宰，元氏少长，殆欲无遗。 已有陈恒盗齐

之心，非无六卿分晋之计。 但以四海横流，欲篡未

可，暂树君臣，假相拜置。 害卿兄弟，独夫介立，遵
养待时，臣节讵久。 朕睹此心寒，远投江表，泣请

梁朝，誓在复耻。 风行建业，电赴三川。 正欲问罪

于尔朱，出卿于桎梏，恤深怨于骨肉，解苍生于倒

悬。 谓卿明眸击节，躬来见我，共叙哀辛，同讨凶

羯。 不意驾入城皋，便尔北渡。 虽迫于凶手，势不

自由，或贰生素怀，弃剑猜我。 闻之永叹，抚衿而

失。 何者？ 朕之于卿，兄弟非远，连枝分叶，兴灭

相依。 假有内阋，外犹御侮，况我与卿，睦厚偏笃，
其于急难，凡今莫如。 弃亲即雠，义将焉据也？ 且

尔朱荣不臣之迹，暴于旁午，谋魏社稷，愚智同见。
卿乃明白，疑于必然，托命豺狼，委身虎口。 弃亲

助贼，兄弟寻戈。 假获民地，本是荣物，若克城邑，
绝非卿有，徒危宗国，以广寇仇。 快贼莽之心，假
卞庄之利，有识之士咸为惭之。 今家国隆替，在卿

与我，若天道助顺，誓兹义举，则皇魏宗社，与运无

穷。 傥天不厌乱，胡羯未殄，鸱鸣狼噬，荐食河北，

在荣为福，于卿为祸。 岂伊异人？ 尺书道意，卿宜

三复。 义利是图，富贵可保，狥人非虑。 终不食

言，自相鱼肉。 善择元吉，勿贻后悔。
最后特别注明：“此黄门郎祖莹之词也。”这封

书信的写作背景如下：孝明帝元诩武泰元年（５２８
年）二月，北魏胡太后杀孝明帝元诩，立故临洮王宝

晖世子元钊为帝。 仪同三司、大都督尔朱荣抗表请

入奔赴，勒兵而南，立魏长乐王元勰之子元子攸为

帝，是为敬宗孝庄皇帝，并率兵攻入洛阳，百官迎驾，
至者尽诛之，杀王公、官民两千余人，还将胡太后及

幼帝沉到河中，史称“河阴之难”。 汝南王元悦、北
海王元颢、临淮王元彧先后逃奔萧衍。 元子攸改元

建义元年，九月，又改元永安元年，实际上仍由尔朱

荣掌控朝廷。 十月，梁武帝以元颢为魏主，由陈庆之

率兵护送，入据南兖铚城（今安徽宿州）。 翌年四

月，元颢在陈庆之的护送下，在睢阳（今河南商丘）
称帝，改元孝基，并乘虚攻陷梁国、荥阳，入洛阳宫，
改元建武。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北逃，依尔朱荣。 元

颢入洛，以祖莹为殿中尚书，致书孝庄帝，痛斥尔朱

荣“顺而勤王，终为魏贼。 逆刃加于君亲，锋镝肆于

卿宰，元氏少长，殆欲无遗”的暴行，希望元子攸“恤
深怨于骨肉，解苍生于倒悬”。 又说：“朕之于卿，兄弟

非远，连枝分叶，兴灭相依。”“今家国隆替，在卿与我，
若天道助顺，誓兹义举，则皇魏宗社，与运无穷。”这
些话温婉中透露出杀气，平和中隐含着强悍。

元颢执政不过两个月，尔朱荣又攻入洛阳，元颢

被杀。 祖莹很幸运，仅被免官。 孝庄帝没有杀祖莹，
可能念及他与父亲的密切关系。 《魏书·太武五王

传》载，永安末，乐器残缺，孝庄帝命元孚监修仪注，
祖莹参与了礼乐修撰事宜。 《魏书·太武五王传》
载元孚《修乐器表》云：

　 　 昔太和中，中书监高闾、太乐令公孙崇修造

金石，数十年间，乃奏成功。 时大集儒生，考其得

失。 太常卿刘芳请别营造，久而方就。 复召公卿

量校合否，论者沸腾，莫有适从。 登被旨敕，并见

施用。 往岁大军入洛，戎马交驰，所有乐器，亡失

垂尽。 臣至太乐署，问太乐令张干龟等，云承前

以来，置宫悬四箱，簨簴六架。 东北架编黄钟之

磬十四，虽器名黄钟，而声实夷则，考之音制，不
甚谐韵。 姑洗悬于东北，太蔟编于西北，蕤宾列

于西南，并皆器象差位，调律不和。 又有仪钟十

四，虚悬架首，初不叩击，今便删废，以从正则。
臣今据周礼凫氏修广之规，磬氏倨句之法，吹律

求声，叩钟求音，损除繁杂，讨论实录，依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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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十二宫，各准辰次，当位悬设，月声既备，随用

击奏，则会还相为宫之义，又得律吕相生之体。
今量钟磬之数，各以十二架为定。
这段历史背景《魏书·祖莹传》也有所交代：

“初，庄帝末，尔朱兆入洛，军人焚烧乐署，钟石管

弦，略无存者。 敕莹与录尚书事长孙稚、侍中元孚典

造金石雅乐，三载乃就，事在《乐志》。” 《魏书·乐

志》收录了长孙稚、祖莹合署的《上表乞定乐舞名》
以及祖莹的《乐舞名议》，以当时七调合之七律，起
于黄钟，终于中吕。 今古杂曲，随调举之，将五百曲。
逐条记录，存之乐府。 所谓“三载乃就”，即指此而

言。 由此，祖莹迁为车骑大将军。
北魏后废帝元朗中兴二年（５３２ 年）三月，高欢

率三万军队，在韩陵山（今河南安阳东北）大败尔天

光二十万军队。 四月，高欢前部至洛阳河桥，尽杀尔

朱氏之党羽。 高欢废元朗及节闵帝，立平阳王元修

为帝，是为孝武帝，改元太昌。 祖莹以太常行礼，封
文安县子，又一次成为新朝的宠臣。

祖莹的生卒年未详。 《魏书·祖莹传》载：“天
平初，将迁邺，齐献武王因召莹议之。 以功迁仪同三

司，进爵为伯。 薨，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公、冀州刺

史。”按：为避西魏锋芒，东魏迁邺在天平元年（５３４
年）十月。 史书未言迁都后祖莹即卒，至少卒于迁

都邺城之后。 温子升有《司徒祖莹墓志》，《艺文类

聚》卷四十七收录。 其文曰：
　 　 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源源毖远，枝叶繁

华。 祖德润于身，声高邦国；父行成于己，名重京

师。 公钟美多福，资神积善，器局闲灵，志识开

悟，口含碧鸡之辨，手握雕龙之声（疑作“文”），
门有善业，家传庆灵。 砺金成器，相遣满籝；琢玉

为宝，待价联城。 匪直也人，实惟有道，言折秋

毫，辞连春藻。［１］

温子升在墓志中称祖莹祖上积德，故“钟美多

福”，“口含碧鸡之辨，手握雕龙之文”。 善辩能文，大
约是时人对祖莹的评价。 《魏书·祖莹传》载：“莹以

文学见重，常语人云：‘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
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盖讥世人好偷窃他文，以为己

用。 而莹之笔札，亦无乏天才，但不能均调，玉石兼

有，制裁之体，减于袁、常焉。 性爽侠，有节气，士有穷

厄，以命归之，必见存拯，时亦以此多之。 其文集行于

世。”这段话说得很有分量，说出了祖莹的文学理想。
“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引录此说，足见其影响。
《隋书·经籍志》著录“后魏护军将军祖莹撰《神龟壬

子元历》一卷”，可惜其文集久佚。

二、祖珽生平考述

祖珽，字孝徵，为祖莹之子。 《北齐书·祖珽

传》载：“起家秘书郎，对策高第，为尚书仪曹郎中，
典仪注。 尝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④制《清德颂》，其
文典丽。”《北齐书·高昂传》载有侯景与冀州刺史

万俟受洛干救解高昂之事，时在东魏孝静帝元善见

天平元年（５３４ 年）。
据《北齐书·祖珽传》，祖珽与其父一样，多有

受纳，丰于财产。 当时，有人兜售梁武帝组织编写的

《华林遍略》⑤，高澄召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

本曰：“不须也。”祖珽借机偷窃《华林遍略》“数帙质

钱樗蒲”，被施以杖刑。 武定七年（５４９ 年），高澄遇

害，祖珽又盗窃官府所藏录本《华林遍略》。 他甚至

连推荐自己的陈元康也不放过，陈元康死后，他盗取

其家藏书数千卷。 这些行为皆为人所不齿。 “文宣

（高洋）每见之，常呼为贼。”而他却大言不惭地宣

称：“丈夫一生不负身。”
祖珽在官场谋于心计，攀附权贵，逢迎进取，搬

弄是非。 《北齐书·祖珽传》记载，北齐孝昭帝高演

皇建元年（５６０ 年），祖珽为章武太守职，“会杨愔等

诛，不之官，授著作郎。 数上密启，为孝昭所忿，敕中

书门下二省断珽奏事”。 后为和士开所忌，出为安

德太守，转齐郡太守，以母老乞还侍养，诏许之。 孝

昭帝高演年间（５６０—５６１ 年），祖珽为太常少卿、散
骑常侍、假仪同三司，掌诏诰，官位越做越大。

河清四年（５６５ 年），祖珽作《黄初传天录》⑥，又
作《上书请传位东宫》云：“陛下虽为天下，未是极

贵。 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岁，除旧革政。’今
年太岁乙酉，宜传位东宫，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

应天道。”他建议高湛禅位于子高纬。 高湛颇为认

可，乃拜祖珽为秘书监，加仪同三司。 四月，武成帝

高湛果然禅位，自称“太上皇帝”。 高纬即位，改元

天统，但高湛实际仍然掌控政局⑦。
祖珽在官场如此矫情饰貌，实乃“志于宰相”。

他在获利的同时，也得罪了很多人，常常为人攻击。
天统三年（５６７ 年）祖珽被打入地宫，致使目盲。 这

也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此前，他通过黄门侍郎

刘逖秘密状告侍中尚书令赵彦深、侍中左仆射元文

遥、侍中和士开，结果事泄获罪，被流放光州，寻又被

打入地宫。 但在目盲后，祖珽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通
过陆令萱为他在后主前求情，入为银青光禄大夫、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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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转为侍中，渐被任遇。
祖珽在人品上劣迹斑斑，但他在文化史上做出

了一个突出贡献，即在他担任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

期间，倡议创办了文林馆。 《北齐书·文苑传序》
载：“（武平）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

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早在武平二年（５７１ 年），
祖珽就提出建议。 翌年，文林馆正式开馆，第一次就

收招三十多人，以后陆续扩容，多达近七十人的规

模⑧。 文林馆学士皆为清流之士，有名当时。 祖珽

也因此被称为“衣冠宰相”⑨。 《隋书·经籍志》著

录 《 文 林 馆 诗 府 》 八 卷， 注 曰： “ 后 齐 文 林 馆

作。” ［２］９６９这是文林馆学士的诗歌总集。
祖珽曾监修《修文殿御览》，为当时文化界的一

件大事。 《北齐书·后主纪》载，武平三年二月，侍
中祖珽为左仆射。 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览》，后改

名《圣寿堂御览》，祖珽又将其改为《修文殿御览》。
《北齐书·文苑传》详细记载了该书的编纂情况：

　 　 珽又奏撰《御览》，诏珽及特进魏收、太子太

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散骑常侍张雕、中书监阳

休之监撰。 珽等奏追通直散骑侍郎韦道逊、陆

乂、太子舍人王劭、卫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

澹、中散大夫刘仲威、袁奭、国子博士朱才、奉车

都尉眭道闲、考功郎中崔子枢、左外兵郎薛道衡、
并省主客郎中卢思道、司空东合祭酒崔德、太学

博士诸葛汉、奉朝请郑公超、殿中侍御史郑子信

等入馆撰书，并敕放、悫、之推等同入撰例。 复令

散骑常侍封孝琰、前乐陵太守郑元礼、卫尉少卿

杜台卿、通直散骑常侍王训、前南兖州长史羊肃、
通直散骑常侍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刘珉、开府

行参军李师上、温君悠入馆，亦令撰书。 复命特

进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刘逖、散骑常侍李孝贞、中
书侍郎李德林续入待诏。 寻又诏诸人各举所知，
又有前济州长史李翥、前广武太守魏骞、前西兖

州司马萧溉、前幽州长史陆仁惠、郑州司马江旰、
前通直散骑侍郎辛德源、陆开明、通直郎封孝謇、
太尉掾张德冲、并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户曹参

军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参军刘顗、获嘉令崔德儒、
给事中李元楷、晋州治中阳师孝、太尉中兵参军

刘儒行、司空祭酒阳辟疆、司空士曹参军卢公顺、
司徒中兵参军周子深、开府参军王友伯、崔君洽、
魏师謇并入馆待诏，又敕右仆射段孝言（段孝先

弟）亦入焉。 《御览》成后，所撰录人亦有不时待

诏，付所司处分者。 凡此诸人，亦有文学肤浅，附
会亲识，妄相推荐者十三四焉。 虽然，当时操笔

之徒，搜求略尽。 其外如广平宋孝王、信都刘善

经辈三数人，论其才性，入馆诸贤亦十三四不逮

之也。 待诏文林，亦是一时盛事，故存录其姓名。
《御览》即《修文殿御览》，《太平御览》卷六〇

一中引《三国典略》也提到该书的情况：
　 　 初，齐武成令宋士素录古来帝王言行要事

三卷，名为《御览》，置于齐主巾箱。 阳休之创

意取《芳林遍略》，加《十六国春秋》 《六经拾遗

录》《魏史》等书，以士素所撰之名称为《玄洲苑

御览》，后改为《圣寿堂御览》。 至是，珽等又改

为《修文殿》上之。
可见，《修文殿御览》是在阳休之《芳林遍略》、

宋士素《玄洲苑御览》基础上增订而成的。 由于参

与人员众多，修书进展顺利，仅半年时间就完成全部

工作。 上引《三国典略》中记载了祖珽《上〈修文殿

御览〉表》，其中云：
　 　 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包括群

言，区分义别。 陛下听览馀日，眷言缃素，究兰

台之籍，穷策府之文。 以为观书贵博，博而贵

要，省日兼功，期于易简。 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讨

寻旧典，撰录斯书，谨罄庸短，登即编次，放天地

之数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 昔

汉时诸儒，集论经传，奏之白虎阁，因名《白虎

通》，窃缘斯义，仍曰《修文殿御览》。 今缮写已

毕，并目上呈，伏愿天鉴，赐垂裁览。
《隋书·经籍志》著录《圣寿堂御览》三百六十

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卷数相同。 唐释道世撰

《法苑珠林》卷六“六道篇”引《韩诗外传》 《礼记》
《十六国春秋》《神异经》等，注：“右此四验出其《御
览》。”此《御览》，即《修文殿御览》，说明该书仍流

行于唐代。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
　 　 北齐尚书左仆射范阳祖珽字孝徵等撰。 案

《唐志》类书，在前者有《皇览》《类苑》《华林遍

略》等六家，今皆不存。 则此书当为古今类书之

首。 珽之行事，奸贪凶险，盗贼小人之尤无良者，
言之则汙口舌。 而其所编集，乃独至今传于世。
然珽尝以他人所卖《遍略》质钱受杖。 又尝盗官

《遍略》一部，坐狱论罪。 今书毋乃亦盗《遍略》
之旧，以为己功耶？ 《遍略》者，梁徐僧权所为

也。 又案《隋志》作《圣寿堂御览》，卷数同。 圣

寿者，实齐后主所居。［３］

陈振孙为宋人，所见《修文殿御览》尚完整，为
三百六十卷。 他怀疑这么大的书，如此短的时间完

成，很可能就是抄自《华林遍略》。 宋元之际的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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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玉海》对此亦有著录：“《修文殿御览》放天地之

数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 ［２］９５８这

说明宋元时期《修文殿御览》仍然存世。 明代杨慎

《升庵诗话》卷一“苏李诗”条引《修文殿御览》所载

李陵诗：“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 微阴盛杀气，
凄风从此兴。 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 嗟尔穹庐

子，独行如履冰。 短褐中无绪，带断续以绳。 泻水置

瓶中，焉辨淄与渑。 巢父不洗耳，后世有何称。”杨

慎说：“此诗《古文苑》只载首二句，见于《修文殿御

览》。” ［４］按：杨慎所说“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
见《古文苑》卷七，下注：“阙”。 《修文殿御览》则辑

录了全诗。 由此推断，《修文殿御览》在明代仍有流

传。 该书佚失的具体时间不详。 罗振玉编纂《鸣沙

石室佚书》仅收录了《修文殿御览》残卷［５］ 。 作为

一部类书，《修文殿御览》难免有叠床架屋之弊，但
该书收集大量资料，以类相从，有的文献首见于此

书，还是很有价值的。
由南入北的大儒颜之推也参与了文林馆的创办

与《修文殿御览》的编纂工作。 《北齐书·颜之推

传》记载：
　 　 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

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
寻迁通直散骑常侍，俄领中书舍人。 帝时有取

索，恒令中使传旨，之推禀承宣告，馆中皆受进

止。 所进文章，皆是其封署，于进贤门奏之，待

报方出。 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

为称职。 帝甚加恩接，顾遇逾厚，为勋要者所

嫉，常欲害之。 崔季舒等将谏也，之推取急还

宅，故不联署。 及召集谏人，之推亦被唤入，勘

无其名，方得免祸。 寻除黄门侍郎。
史称颜之推为颜黄门，即指他曾担任黄门侍郎，

这是其担任的最高职位。 颜之推《观我生赋》云：
“遂留滞于漳滨，私自怜其何已，谢黄鹄之回集，恧
翠凤之高峙，曾微令思之对，空窃彦先之仕，纂书盛

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自注：“齐武平中，署文林

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

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

奏之。”并称自己“时以通直散骑常侍迁黄门郎也”。
赋中称“欵一相之故人”，自注：“故人，祖仆射掌机

密，吐纳帝令也。”又称：“祖孝徵用事，则朝野翕然，
政刑有纲纪矣。 骆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绳己，谮而出

之。 于是教令昏僻，至于灭亡。”又说：“时武职疾文

人，之推蒙礼遇，每构创痏。 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

谏诛，之推尔日邻祸。 而侪流或有毁之推于祖仆射

者，仆射察之无实，所知如旧不忘。” “六人”指崔季

舒、张雕虎、刘逖、封孝琰、裴泽、郭遵，以崔季舒为

首。 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四年（５７３ 年）十月，崔季舒

等六人被杀，这让颜之推念念不忘。 然而，祖珽却逃

此一劫，但他很快就去世了。
祖珽卒于后主高纬武平五年 （５７４ 年） 前后。

《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祖珽为北徐州刺史，遇陈人

伐齐，祖珽却之，卒于州。 据此，祖珽守北徐州当在这

年陈人攻北齐淮北之时。 次年，周大举伐齐，本传及

《北齐书》各篇皆不记祖珽事，时祖珽当已卒矣。
《北齐书·祖珽传》载，祖珽之子祖君信、祖君

彦，并有才学。 祖君信“涉猎书史，多诸杂艺。 位兼

通直散骑常侍，聘陈使副，中书郎”。 《隋书·祖君

彦传》载：“范阳祖君彦，齐尚书仆射孝徵之子也。
容貌短小，言辞讷涩，有才学。 大业末，官至东平郡

书佐。 郡陷于翟让，因为李密所得。 密甚礼之，署为

记室，军书羽檄，皆成于其手。” 《壶关录》对其亦有

记载：“祖君彦，范阳人，齐仆射孝徵第六子。 博学

强纪，下笔成文，赡速之甚，名驰海内。 吏部侍郎薛

道衡尝荐于隋文帝，帝曰：‘岂非歌杀之斛律明人者

耶？’炀帝嗣位，尤忌知名，遂依常调为东郡书佐、检
校宿城令，称为祖宿城。 自负其才，尝郁郁思乱。 及

李密用为元帅府将长史、记室参军，恨被隋朝摈弃，
所以纵笔直言。” ［６］ 《旧唐书·李密传》记载，隋炀

帝杨广大业十三年（６１７ 年）春，祖君彦为李密作书

以移郡县。 开篇几句，《旧唐书》无。 严可均参考了

《壶关录》，但未曾辑录祖君彦文章。 其实祖君彦在

大业十四年（６１８ 年）十月为王世充所杀，仍为隋人。
他的文章在《壶关录》 《大唐创业起居注》等文献中

多有记载，理应收进《全隋文》中。
祖珽有弟祖孝隐，亦有文学，早知名。 词章虽不

逮兄，亦机警有辩，兼解音律。 时徐君房、庾信来聘，
名誉甚高，魏朝闻而重之，接对者多取一时之秀，卢
元景之徒并降级摄职，更递司宾。 孝隐少处其中，物
议称美。 庾信《将命至邺酬祖正员》诗题中的“祖正

员”，就是祖珽弟祖孝隐，未知其名。 又有从父弟祖

茂，颇有辞情；族弟祖崇儒，涉学有辞藻。 见《北齐

书·祖珽传》附载，《元和姓纂》亦有载。

三、祖珽的创作特色

祖珽多才多艺，诗、书、画、乐、舞等无不精通。
《北齐书·祖珽传》说他：“天性聪明，事无难学，凡
诸伎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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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占候，医药之术尤是所长。”祖珽擅长绘画和舞

蹈。 《北齐书》本传记载：“珽善为胡桃油以涂画，乃
进之长广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梦殿下乘

龙上天’。 王谓曰：‘若然，当使兄大富贵。’及即位，
是为武成皇帝，擢拜中书侍郎。 帝于后园使珽弹琵

琶，和士开胡舞，各赏物百段。” 《颜氏家训·风操》
从另一个角度记载祖珽擅长绘画：“（李）构尝与王

松年、祖孝徵数人同集谈宴。 孝徵善画，遇有纸笔，
图写为人。 顷之，因割鹿尾，戏截画人以示构，而无

他意。 构怆然动色，便起就马而去。 举坐惊骇，莫测

其情。 祖君寻悟，方深反侧，当时罕有能感此者。”
李构，顿丘（今河南浚县）人，为北朝大姓人家。 他

母亲为宋广州刺史刘纂之孙女，浸染江南风教。 李

构父母双亡，按照士族规矩，父母的住所终身闭锁，
不忍打开。 祖珽随意漫画，有违礼数，这勾起李构的

伤感，所以就马而去。 祖珽瞬间领悟到自己的失礼。
祖珽自幼精通音乐。 《北齐书·祖珽传》记载：

“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为娱，游
集诸倡家。 与陈元康、穆子容、任冑、元士亮等为声

色之游。 诸人尝就珽宿，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

罗等百余疋，令诸妪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后因

种种秽行，被贬官。 “未及科，会并州定国寺新成，
神武谓陈元康、温子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时
称妙绝，今定国寺碑当使谁作词也？’元康因荐珽才

学，并解鲜卑语。 乃给笔札就禁所具草。 二日内成，
其文甚丽。 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问，然犹免官

散参相府。”按：温子升《定国寺碑》见《艺文类聚》卷
七十七，《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认为作于天保八

年（５５７ 年）⑩。 这时温子升已故，不可能有《定国

寺》之作。 从《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看，祖珽、温子

升都有《定国寺碑》，肯定作于《芒山寺碑》 之后。
《芒山寺碑》当作于芒山之战（５４３ 年）后不久。 温

子升称《芒山寺碑》为昔作，至少在两三年之后，高
欢下年正月死，高澄嗣事，因此，祖珽《定国寺碑》不
会晚于孝静帝元善见武定四年（５４６ 年）。 可惜，祖
珽的《定国寺碑》已失传。

《北齐书·祖珽传》载：“珽天性聪明，事无难

学，凡诸伎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

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之术尤是所长。”高洋称帝

后，祖珽复被召从驾，作《上书请定乐》，见《隋书·
音乐志中》。 史书记载，祖珽因采魏安丰王元延明

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 “始具宫悬之

器，仍杂《西凉》之曲，乐名广成，而舞不立号，所谓

‘洛阳旧乐’者也。”所谓《西凉乐》实出后凉，《隋

书·音乐志》记载：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
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 魏太武

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 至魏、周之际，遂谓

之国伎。 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

域，非华夏旧器。 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

戎。 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

史不同。 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

有于阗佛曲。
至于诗，也是祖珽的强项。 《北齐书·祖珽传》

载：“时文宣为并州刺史，署珽开府仓曹参军，神武

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无遗失，大为僚类所

赏。 时神武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赋《出
塞》及《公主远嫁》诗二首，珽皆和之，大为时人传

咏。”按《魏书·蠕蠕传》：永熙二年（５３３ 年），“阿那

瓌遣使朝贡，求婚。 献武王方招四远，以常山王妹乐

安公主许之，改为兰陵公主。 瓌遣奉马千匹为娉礼，
迎公主，诏宗正元寿送公主往北”。 《出塞》及《公主

远嫁》诗当作于是时。 可惜，魏收、祖珽诗已佚。
《太平御览》引《三国典略》载，孝静帝元善见天

平三年（５３６ 年），裴让之举秀才，对策高第，“与祖珽

俱聘宋，邢劭省中语曰：多奇多能，祖孝徵。 能赋能

诗，裴让之。”祖珽的诗，最有名的是《从北征诗》，收
录于《艺文类聚》卷五十九。 诗曰：

　 　 翠旗临塞道，灵鼓出桑干。
祁山敛雰雾，瀚海息波澜。
戍亭秋雨急，关门朔气寒。
方系单于颈，歌舞入长安。

这里出现了几个地名，桑干、长安，都是当时文

人多写的意象，不一定是实写。 但是，从邺城到晋

阳，确实是一段北征的路程。 裴让之也有《从北征

诗》，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 诗曰：
　 　 沙漠胡尘起，关山烽燧惊。

皇威奋武略，上将总神兵。
高台朔风驶，驰野寒云生。
匈奴定远近，壮士欲横行。

按：裴让之卒于天保六年（５５５ 年）之前，《从北征

诗》大约和祖珽作于同时。 《采菽堂古诗选》对其评

价不甚高，认为“北朝之风，仅能其体若此”［７］。
天保四年（５５３ 年）十月，北齐文宣帝高洋至昌

黎，与契丹战，大破之。 掠十余万口，杂畜百万。 高

洋登碣石山，临沧海。 祖珽《望海诗》当作于是时，
该诗收录于《艺文类聚》八。 诗曰：

　 　 登高临巨壑，不知千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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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岛相接连，风潮无极已。
时看远鸿度，乍见惊鸥起。
无待送将归，自然伤客子。

前四句很有气象，颇有唐人风范。 王夫之《古
诗选评》卷五称其“迢迢峻而安”，洵为的评。

《挽歌》收录于《乐府诗集》，系为北齐文宣帝之

死而作，时在天保十年（５５９ 年）十月。 诗曰：
　 　 昔日驱驷马，谒帝长杨宫。

旌悬白云外，骑猎红尘中。
今来向漳浦，素盖转悲风。
荣华与歌笑，万事尽成空。

按：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
在这次唱和中，魏收、阳休之、祖孝徵等不过得一两

首，卢思道独得八首，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胜过

诸人。 不过，祖珽诗“今来向漳浦，素盖转悲风”颇

为诗评家称颂。 尾句 “荣华与歌笑，万事尽成

空”，也蕴含着很深的人生感慨。 看透了生命的虚

幻，依然汲汲于功名利禄，这是他的悲剧。
撰写《挽歌》那年，魏收五十四岁，阳休之五十

一岁，祖珽亦年龄相仿，而卢思道不过二十五岁，可
谓后来者居上。 事实也正是如此。 此后，卢思道逐

渐引领诗歌风尚，成为北齐至隋初最重要诗人之一。

注释

①此据《魏书·祖莹传》。 《元和姓纂》卷六谓“（祖）敏生季真，后魏巨

鹿太守；生莹，右仆射；生孝徵。”据此，祖敏为祖莹之祖父。 ②《南齐

书·王融传》：“（永明）上以融才辩，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

高、宋弁。 弁见融年少，问主客年几？ 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
问：‘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景高又云：‘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

年，实愿一见。’融乃示之。 后日，宋弁于瑶池堂谓融曰：‘昔观相如封

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南齐书·王融

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２ 年版，第 ８２２ 页。 ③《魏书·高祖纪》载，王肃为尚

书令在太和二十三年，那年，孝文帝在邺城，准备讨伐南齐，四月卒，未

曾有平城之行。 所以，笔者认为这首诗作于王肃初到北方的太和十七

年（４９３ 年）。 ④按：万俟洛，字受洛干，“万俟受洛”后当脱一“干”字，
《北齐书》有传，未及冀州刺史事。 ⑤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

《玉海艺文校证》卷二十类书类《梁华林遍略》载：“《梁书》：天监十五

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 勉举何思澄、顾协、刘
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应选，八年乃成，合七百卷。”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９６９ 页。 以天监十五年（５１６ 年）下推八年，为梁武帝普通四年

（５２３ 年），北方读到是书，不过二十年。 ⑥刘知几著《史通·古今正

史》：“高齐史，天统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

录》。 时中书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唯记行师，不载

它事。”⑦北齐诸帝，高澄、高洋、高湛为兄弟，同为高欢之子。 高殷为

高洋之子，很快就被高湛所废。 ⑧参见庄芸《北齐文林馆考论》，《文学

遗产》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关于人数，宋燕鹏《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

史地理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又补出七人：王晞、王伯、
张景仁、荀仲举、阳俊之、徐敏行及萧退。 ⑨《北史·封孝琰传》。 ⑩陆

增祥著《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载北齐有《赵郡王高叡修定国寺颂》
《高叡定国寺塔铭碑》。 《定国寺颂》曰：“齐天保八年岁次丁丑四月己

巳朔八日丙子，使持节都督定瀛幽沧安平东燕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
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赵郡王，地居两献，化拟二南……”
《定国寺塔铭碑》落款：“大齐天保八年岁在丁丑。”《旧唐书》：“《西
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 晋、宋末，中原丧乱，张轨据有河西，
苻秦通凉州，旋复隔绝。 其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

羌胡之声也。 魏世共隋咸重之。 ……”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
菽堂古诗选》卷三十一：“‘素盖转悲风’，唐人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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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莹、祖珽父子的为人与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