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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28年，元诩的妃子生下一个女儿，胡灵

太后却对外宣称生了一个皇子，朝野庆贺，又是大

赦，又是改元。

元诩急于对抗母亲，想出一个下策，就是秘密

下诏给尔朱荣，让他举兵胁迫胡灵太后归政。不

料胡灵太后抢先下手，当年二月将19岁的元诩毒

死，立他新生的女儿为帝，遭到群臣反对后，改立

元诩的族侄、3岁的元钊为帝。

尔朱荣不承认这个新立的小皇帝，他率军队

进逼洛阳，要为孝明帝的死讨个说法。众叛亲离

的胡灵太后躲进永宁寺落发为尼，希望得到佛祖

的庇佑，保住一条性命。尔朱荣毫不费力就将其

抓获，“执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阴。太后对荣多所

陈说，荣拂衣而起，沉太后及幼主于河”。胡灵太

后被沉河时，距元诩之死不足两个月。

《资治通鉴》中记载，当时尔朱荣欲夺取天下，

还将北魏朝臣诱至河阴（今孟津一带的黄河南

岸），“杀百官王公卿士二千余人”，史称河阴之变。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在连

绵的秋雨中，洛阳城迎来了一位年轻的

君主——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拓跋宏是北魏第七任皇帝。他3岁

被立为太子，5岁时登基称帝，由祖母冯

太后临朝听政。就在他10岁那年，冯

太后将年号改为太和，并大力推行汉化

改革。

冯太后是汉人，拓跋宏从小深受汉

文化的熏陶，长大后更是文武兼备。公

元490年，冯太后去世，他开始独掌朝

纲。当时北魏王朝已存在近百年，鲜卑

贵族与汉人士族之间仍是矛盾重重。为

促进民族融合，实现南北统一，他有了一

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迁都洛阳。

公元493年，27岁的孝文帝以南伐

萧齐为由，亲率大军离开平城（今山西大

同）。当年秋天，大军行至洛阳，已是疲

惫不堪，不愿继续南伐。他下令就地休

整，顺势完成了迁都大计。

让一个游牧民族迁到以农耕为主的

中原，可谓一场冒险，但对雄才大略的孝

文帝来说，这是他实现全盘汉化的机会。

迁都之前，孝文帝曾对任城王拓跋澄说：“国

家兴自塞外，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难以实

行文治，我想移风易俗，只能迁都中原。”

北魏自开国以来，一直在进行汉化改革，但

并不彻底。孝文帝推行全盘汉化，包括禁止说胡

语、穿胡服，改鲜卑姓为汉姓，与汉人士族通婚

等，史称太和改制。

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将鲜卑旧俗连根拔起，

会遭到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孝文帝没有手软，

他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又将上百

个鲜卑复姓改为汉族单姓，都称“河南洛阳人”。

皇族拓跋氏改姓为元，因此，他的名字又叫元宏。

此外，孝文帝还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通

婚。这些措施促进了北方民族的融合，为隋统一

中国奠定了基础。

除了内部改革，孝文帝还念念不忘南北统一

的大业。公元499年，他在南伐途中病重去世，

年仅33岁，后魂归北邙，葬于今孟津区朝阳镇官

庄村东南的长陵。

孝文帝去世后，太子元恪即位，改元景明，就是宣武帝。

宣武帝元恪子承父志，继续南伐并推动汉化改革，同时

在洛阳兴建外郭城，使其范围达到“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

里”，东汉以来的旧城成了北魏洛阳的内城。在外郭城内，他

还“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并设大市、小市、四通市等贸易场

所，促进了经济繁荣。

《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北魏洛阳城十分繁华，胡商往来不

绝，“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从西域前来归附的就有上万

家。宣武帝还在伊阙开窟造像，为父亲孝文帝和母亲文昭皇

后祈福，可惜还未完工，他就于公元515年去世了，时年33岁。

当初孝文帝曾下诏，要求从平城迁来的鲜卑贵族死后葬

在洛阳，不得北返，并“自表瀍西为山园之所”，最终在瀍河两

岸形成了北魏陵墓区。宣武帝元恪去世后，葬于邙山之巅的

景陵，就位于今洛阳古墓博物馆院内。

宣武帝去世后，不到6岁的太子元诩继位，就是孝明帝，

朝政由其生母胡灵太后掌握。

北魏有“子贵母死”的旧制，宣武帝将其废除，使胡灵太后

成了北魏唯一能以生母身份临朝理政的太后。她自称为朕，

裁决政事，选拔官员，获得了朝野的一致好评。然而，时间一

久，她开始大兴佛寺，蓄养面首，将朝堂上弄得乌烟瘴气。

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就有许多僧徒随行，他在嵩山密林

中为天竺高僧跋陀建了少林寺。宣武帝时“佛法经像盛于洛

阳”，胡灵太后对佛法的追求更到了狂热的地步。公元516

年，她决定在宫城前面建造皇家寺院永宁寺。全国的能工巧

匠云集洛阳，夜以继日地干了两年，极尽奢华的永宁寺终于

建成。寺中心的九层木塔高49丈，是建筑史和佛教史上的一

个奇迹。当时的洛阳城中，佛寺更是多达1367座。

后来，孝明帝元诩已经长大，胡灵太后却不想归政，母子

之间嫌隙日深，最终酿成了一场大祸。

胡灵太后当政时，北魏国力虽还强盛，但朝纲

不振，贪污成风，皇室贵族竞相斗富，生活奢靡。

随着北方的六镇起义爆发，北魏王朝迅速衰落。

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后，蒙古草原上又兴起

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就是柔然。为了应对柔然

骑兵的威胁，北魏在平城以北的边境设置了沃野、

怀朔、武川等六个军镇，六镇的守将由鲜卑贵族

担任。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面推行汉化改革，北边

柔然的威胁也逐渐消失。六镇官兵看着洛阳的鲜

卑贵族整日锦衣玉食，自己却被排挤和边缘化，不

由得生出强烈的不满情绪。

公元523年，六镇出现饥荒，朝廷赈济不力，引

发了声势浩大的六镇起义，也称六镇之乱。边镇

的军事豪强乘机聚集流民，其中镇守晋阳（今山西

太原）的尔朱荣势力最大。后来的东魏权臣高欢、

西魏权臣宇文泰等，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了

实力。

河阴之变后，尔朱荣立元子攸为帝，就是孝庄

帝，自己则回到晋阳，遥控朝政。

公元530年，元子攸不堪尔朱荣的种种威逼，

亲自在洛阳宫中将其杀死。随后，尔朱家族杀死

元子攸，又先后扶立元晔、元恭为帝。高欢起兵反

对尔朱氏，公元532年攻下洛阳，改立元脩为帝，就

是孝武帝。

元脩不愿受高欢挟制，公元534年与其决裂，

逃往关中投奔宇文泰。高欢遂立元善见为帝，迁

都邺城，建立东魏，元善见即东魏唯一的皇帝孝

静帝。

至于元脩，他到关中不久就被宇文泰毒死。

宇文泰改立元宝炬为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

东魏、西魏建立后，分别由高欢及宇文泰控

制。后来，高氏取代东魏，建立北齐；宇文氏取代

西魏，建立北周。公元577年，北周攻灭北齐，统一

北方。公元581年，外戚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

8年后攻灭南陈，结束了自西晋以来近300年的南

北分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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