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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是《魏书》的作者，他生性机敏，一
辈子顺风顺水，最终却因修史落了骂名，连
带着《魏书》也被称为“秽史”，至今争议仍
未停息。

事实上，这对魏收是不太公平的。
他是个才子，一向不拘小节，步入仕途

后，先是在洛阳任太学博士，后又负责整理
起居注，兼修国史。河阴之变发生时，他侥
幸躲过尔朱荣的屠刀，也算大难不死。

公元534年，北魏灭亡。权臣高欢扶立
孝静帝，建立东魏。高欢对魏收的才能极为
欣赏，认为这是又一个崔光，堪当修史重任。

公元550年，高欢的次子高洋夺取了
东魏政权，建立北齐。魏收被任命为著作
郎，开始专心修撰北魏国史。文宣帝高洋
还告诉魏收，他可以放手去写，自己绝对不
会诛杀史官。

有了这颗定心丸，魏收组织人手，在北
魏史官所撰国史的基础上斟酌取舍，仅用
3年多时间就将长达130卷的《魏书》修成。

然而，风波也随之而来。很多朝臣看
过《魏书》，如果其中没有记述自己先祖的
事迹，或者对自己的先祖褒贬不当，就指责
《魏书》内容不实、取舍不当，是一部“秽
史”，并对魏收进行人身攻击。高洋无奈，
只得下令暂停刊行《魏书》，并允许那些反
映问题的人进入史馆，对《魏书》的内容进
行修改和补充。

魏收后来又对《魏书》进行了两次修
改，可直到公元572年他去世时，争议仍未
平息。公元577年，北齐灭亡，魏收的坟墓
被人挖开，“弃骨于外”。

也许从为人上来说，魏收不够大度，容
易树敌，但他对《魏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
的。这部史书记载了北魏初年至北齐约
165年的历史，是后世了解北魏官制、刑
法、姓氏等的第一手资料，其中《释老志》更
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地
区的传播及演变过程。

除了《魏书》，魏收还著有不少文集。
他曾托南朝使臣徐陵将自己的文集带往江
东，徐陵过长江时却将其扔进水中，称这是
为魏收藏拙。可见，关于魏收其人其文，争
议从未停息。

北魏著作郎的使命
□首席记者 张广英

与曹魏、西晋一样，北
魏史官也称著作郎。

今天，人们要了解北魏历
史，通常离不开《魏书》。它从
北魏立国不久就开始修撰，直
到北齐时才由魏收完成，凝聚了
历任著作郎的心血，还有很多人
为此失去了生命。

北魏国史为何难写？表面上的
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
鲜卑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暗流涌动
的矛盾。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其
先祖活动于东北大兴安岭一带，平时以
狩猎为生，没有文字，习惯于口耳相传、
刻木记事。后来，前秦统一北方，灭掉了
拓跋氏建立的代国。

公元386年，拓跋珪重建代国，定都盛
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自称魏王。

公元398年，他正式定国号为魏，迁都
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王朝正式开始。

作为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
重用汉族士人，建立了完备的典章制度。
随后，他又以邓渊为著作郎，修撰国史。

邓渊从鲜卑人口耳相传的《代歌》等中
取材，还原拓跋氏先祖的兴衰往事，完成了
北魏国史的开篇之作——《代记》。然而，
没过多久，他就莫名其妙地被赐死了。

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tāo）统
一北方，又命崔浩主持续修国史。崔浩出
身清河崔氏，家世显赫，又是位高权重的三
朝元老。他举荐多人参与著述，10余年
后，终于在《代记》的基础上修成《国书》（一
说《国记》），对北魏早期一些不太光彩的历
史也进行了如实记录。

当时，有人为奉承崔浩，建议他将
《国书》刻于石上，昭告天下，以彰显此次
直笔修史的功绩。崔浩头脑一热，竟然
照做了。鲜卑贵族看后议论纷纷，在太
武帝面前指责他恶意宣扬国丑。太武
帝勃然大怒，将崔浩等人下狱审问，并
诛灭全族，这就是北魏历史上的第一大
案——国史之狱。

国史之狱发生在公元450年，崔浩时
年70岁。

拓跋焘晚年又命高允担任著作郎，修
撰国史。高允年迈，公务繁忙，只能口述

历史，由校书郎刘模进行记录。公元
493 年，孝文帝拓跋宏（后称

元宏）迁都洛阳，推行汉
化改革，北魏修史翻开
了新的一页。

孝文帝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
对修撰国史十分重视。他在位时还
设了起居令史一职，令人记录自己的
言行，并让史官对时事秉笔直书，不
用忌讳什么。

可以说，这是北魏修史的黄金
时期。崔光和李彪生逢其时，深得
孝文帝的器重，成为修撰国史的中
坚力量。

公元499年，33岁的孝文帝元宏
去世，葬于洛阳长陵。太子元恪继
位，即宣武帝。当时，崔光仍为著作
郎，主持修史，李彪则因罪离职。为
了完成《魏书》的著述，李彪上表请求
宣武帝，得以回到秘书省“白衣修
史”。一年多后，他在洛阳病逝，修史
的重任又压到了崔光一人身上。

崔光才华出众、性格平和，宣武帝
视其为心腹大臣，并让太子元诩（xǔ）
拜他为师。公元515年，33岁的宣
武帝去世，葬于洛阳景陵。年幼的
元诩在崔光等人的拥立下登基，即
孝明帝。

此时的崔光除了担任著作郎，还
身兼数职，诸事缠身。他也曾举荐文
学之士参与修史，但大多并无建树。
无奈，他只能利用闲暇时间修史，也
没有足够的精力查漏补缺。或许是
年纪大了，他常说，魏史不是他这一
世能修成的，他只能把时事记录下
来，其他的就留待后人吧。

尽管如此，崔光仍以修撰魏史为
己任，哪怕年逾古稀体弱多病，仍吃
住在著作任所，很少回家。公元523
年，崔光病危，他将子侄召至榻前，
说：“我受先帝厚恩，得以身居高位。
然而，史功不成，死有遗恨……”被抬
回家不久，他就去世了，时年73岁。

孝明帝元诩幼年继位，朝政大权
掌握在其母胡太后手中。后来，二人
之间渐生嫌隙，胡太后不愿归政，于
公元528年毒死了19岁的孝明帝。
权臣尔朱荣借机率兵攻入洛阳，将百
官公卿驱至黄河岸边尽数屠戮，胡太
后也被沉河，史称“河阴之变”。

后来，孝庄帝不惜鱼死网破，设
计杀了尔朱荣。公元531年1月，尔
朱兆杀奔洛阳，要为叔父尔朱荣报
仇。洛阳守官四散逃命，时任国史典
书的高法显将史书悄悄埋藏起来，才
没有使其遗失。

河阴之变后，代人山伟等夺得了
修史的权力，但并无著述。魏收也参
与了北魏末年的国史修撰，为他后来
完成《魏书》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修史引发的由修史引发的
北魏第一大案北魏第一大案

以修撰魏史为己任的
著作郎崔光

饱受争议的《魏书》与才子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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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曹丕
猛炒“帝王股”

当前，世
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
局”，人们往往
会从历史中汲
取智慧、寻找
答案。

“欲知大
道 ，必 先 为
史。灭人之
国，必先去其
史。”历史是一
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文化基
因，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

我国自
古重视修史，
史官文化起
源于河洛地
区。一代代
史官在洛阳
留下过怎样
的印记？我
们一起来看
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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