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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评传》

内容概要

北魏是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由鲜卑拓跋部在中国北方建立的王朝。魏孝文帝拓跋宏根据当时的社会
现实，继承儒家传统，提出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思想，并且领导了太和年间的改革
运动，推动了拓跋部的汉化。本书着重论述当时的社会背景、拔跋宏的生活经历及其思想的渊源、形
成、主要内容与影响，进而揭示太和改革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古代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
若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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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评传》

作者简介

程维荣，浙江宁波人，1957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华东政法学院古籍所副研究员，曾
先后赴南斯拉夫、日本进修，从事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合作
编写、出版各类著作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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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评传》

精彩短评

1、教科书气太足，完全没有把北魏孝文帝生动的一面展现出来，读得我索然无味
2、　　孝文帝拓跋宏，是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母为李夫人，皇兴元年八月戊申日（农历八月二十
九日，公历公元467年10月13日），生于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紫宫[1]。皇兴三年（469年）
六月辛未日，被立为皇太子[2]。皇兴五年（471年）八月丙午日，受父禅即帝位，改年号为延兴[3]。
由于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为太子时，生母即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成人。[4]
　　登基
　　
　　冯太后[5]
　　拓跋宏即位时年纪太小，由祖母冯皇太后执政[6]。公元490年（太和十七年），24岁的拓跋宏开
始亲政。由于拓跋宏深受祖母冯皇太后汉化改革的影响，亲政后继续推行汉化改革。
　　他先整顿吏治，颁布俸禄制，立三长法，实行均田制；然后于494年，以“南征”为名迁都洛阳，
全面改革鲜卑旧俗：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
姓为汉姓，自己也改姓“元”。并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士族联姻，又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
，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处死太子元恂。汉化改革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
等方面大大的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帝中兴”。[4]
　　去世
　　公元499年初（太和二十三年），拓跋宏引兵南征，染疾北返，途中卒于谷塘原行宫。谥孝文皇帝
，庙号高祖。[7]
　　大事年表
　　公元467年10月13日，拓跋弘长子拓跋宏出生于平城。 公元469年，年仅三岁的拓跋宏被立为太子
。[4]
　　公元471年，拓跋弘禅位，拓跋宏登基为帝。[4]
　　公元476年，拓跋弘被冯太后毒死。[4]
　　公元484年，拓跋宏下令实施“俸禄制”。[4]
　　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4]
　　《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8]
　　公元486年，推行“三长制”，替代“宗主督护制”。[4]
　　公元490年，太皇太后冯氏死。谥号文明太皇太后。开始亲政。[4]
　　公元491年，魏更定律令，命李冲议定轻重，孝文帝执笔书之。
　　公元493年，下令迁都洛阳。[4]
　　公元494年，实行全面汉化。推行汉服、汉语。同年，龙门石窟开始建造。[5]
　　公元495年，拓跋宏将鲜卑族的复姓改为单姓。自己改姓“元”。同年，清江瞻出山。[4]
　　
　　孝文帝陵[9]
　　公元496年，太子元恂发动叛乱，叛乱平息后元恂被赐死。
　　公元497年，立皇子元恪为太子。[4]
　　公元497-499年，元宏多次南征南齐，虽取得胜利，但是没有灭掉南齐。[4]
　　公元499年，病逝于南征路上。葬于北邙长陵。太子元恪即位，是为宣武帝。[4]
　　编辑本段
　　为政举措
　　
　　拓跋部在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后，逐步由放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社会制度也由奴隶制转变
为封建制，但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特别是在北魏统一北方后，广大汉族臣
　　北魏孝文帝[10]
　　服于北魏，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生产方式上的差距日益明显。为了更好的进行统治，改变落后的统
治制度，吸纳接受汉人先进的文明，向汉人学习，成为必然选择。自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历来的北魏
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学习汉族文明。特别是孝文帝从小就由汉人冯太后抚养，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Page 5



《拓跋宏评传》

，更加倾向于汉化改革。另外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
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不断加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孝文帝登基后，在冯太后的辅佐
下，进行了改革，史称“孝文帝改革”。[11]
　　政治
　　整顿吏治
　　公元472年（延兴二年），政以久任，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
，甚至降级。
　　变革税制
　　公元475年（延兴五年），为改变过去州、郡、县争收租调的混乱局面，政府确定只能由县一级征
收，征收时禁止使用大斗、长尺、重秤。
　　颁俸禄制
　　公元484年（太和八年），颁布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
中，又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买，离职时移交下任。
　　改革官制
　　太和年间，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十九年，又按照家世
、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
、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
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
后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12]
　　迁都洛阳
　　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拓跋宏决心把国都从平城（
今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　为了这个，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
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很恼火说：“
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
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
：“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不是个用武的地方，
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
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
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
　　孝文帝迁都洛阳[13]
　　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
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
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
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
，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
表示拥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
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
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
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
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
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是仿效先祖的美事，就这样决定下
来了。[14]
　　军事
　　平定叛乱
　　迁都半年后，一场反对改革、反对汉化的武装叛乱便从朝廷内部发生了。
　　公元496年（太和二十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
大，最怕洛阳的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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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评传》

，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
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
，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 第二
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
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
禁于城西别馆。一个多月后，元恂伤势有所好转，方能起床行走。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
议废太子恂。太子的两个老师太傅穆亮、
　　拓跋宏碑文[9]
　　少傅李冲一齐脱帽叩头请罪，孝文帝说：“你们请罪是出于私情，我所议论的是国事。‘大义灭
亲’，古人所贵。今日元恂想违父叛逃，跨据恒、朔二州，犯了天下的头条大罪！这个小子今日不除
掉，乃是国家大祸，待我百年之后，恐怕又要发生晋末的永嘉之乱。”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囚禁
于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给些布衣粗食，不至饥寒而已。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
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
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敛以粗棺常服，就地埋葬。[15]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
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
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
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
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
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
、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
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
　　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
即召见他说：“穆泰图谋不轨，扇诱宗室。今迁都不久，北人恋旧，倘或发生叛乱，南北纷扰，朕洛
阳就难以保住。这是国家大事，非你不能办。你虽有病在身，但要强打精神为我去北方跑一趟。要根
据形势，妥善处理。如果叛党势弱，就直接前往擒获；若已强盛，可用我的命令调发并、肆二州的军
队进行出击。”元澄答道：“穆泰等人愚蠢而糊涂，正由于迷恋旧生活才这样做，没有什么深谋远虑
；臣虽不才，足以制伏他们，愿陛下不必担忧。臣这点小病，怎敢辞绝呢！”孝文帝笑着说：“任城
肯去，我还有什么忧虑的！”遂授给元澄节、铜虎符、竹使符，配给部分禁卫军，让他代领恒州刺史
。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
，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
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
廷。孝文帝大喜，召见公卿大臣出示奏章说：“任城可谓社稷之臣。看他审案的狱辞，就连古代的皋
陶也未必能超过他！”皋陶，传说是禹的大臣，掌刑罚。又面对咸阳王禧等人说：“你们当此重任，
未必能够办到！”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正月，立皇子元恪为太子。二月，孝文帝北巡，准备到平
城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途中经过上党铜鞮山，看到路旁有十几棵大松树，一时诗兴大发，边走边作
起诗来。眨眼功夫，诗就作成，命人拿给彭城王元勰看，很自信地说：“我开始作此诗，虽然不是七
步，但也说不上远。你也作一首，等走到我这里，诗要作成。”当时元勰离他仅十几步远，遂且行且
作，还没走到其地就作成了。诗写道：“问松林，松林几经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孝文帝
大笑道：“你这首诗也是笑话我罢了。”不数日，来到平城，劳问任城王元澄等人，引见穆泰、陆睿
及其党羽，经讯问，没有一个含冤叫屈的，人们都很佩服元澄明断。穆泰及亲党全部被杀；陆睿赐死
狱中，妻子流徙到辽西为民；元丕免死，留下后妻、二子，一同发往太原为百姓，杀元隆、元超与同
母兄弟乙升，余子徙敦煌。这次叛乱，留在平城的鲜卑旧贵族多数都参与了，只有于烈一族没有卷入
。
　　至此，保守势力消声退隐，汉化改革继续实施。[16]
　　御驾南伐
　　
　　拓跋宏雕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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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评传》

　　公元498年（太和二十二年）六月，孝文帝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大
举南伐。就在这时，中书监魏郡公穆罴与穆泰通谋一事败露，虽在大赦之后，仍被削官爵为民；罴弟
司空穆亮也被迫辞职。经过一番准备，八月，孝文帝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使任城王澄与仆射李冲、御
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暂领中军大将军。勰辞谢说：“亲疏并用，古人之道。臣
是何等样人，屡蒙陛下宠授！过去陈思王曹植上表魏文帝，求自试率兵攻吴蜀，而得不到允许，今日
我不请而授以征伐重任，怎么差别这样远啊！”孝文帝听后大笑，拉着元勰的手，亲切地说：“二曹
以才名相忌，我和你以道德相亲。你只要克己复礼，何必再管其他事情。” 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
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拂地。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
当晚攻克外城。齐南阳太守房伯玉据内城拒守，孝文帝派中书舍人孙延景对房伯玉说：“我这次要荡
平南方，统一全国，不像以前那样冬来春去，没有克获，决不还北。你这座城池首当其冲，不得不先
攻取，远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斩首示众，事在顷刻之间，宜加三思。”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
不能取胜。孝文帝留咸阳王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
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
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
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
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
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
。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
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公元499年（太和二十三年）一月，孝文帝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尽管病魔缠身，但还是坚持上朝
理事。回京后的第二天，便在宫中引见大臣，他面带怒容地责问任城王澄说：“营国之本，礼教为先
。朕离京以来，旧俗多少有些改变不？”元澄见问，心中惶恐，小心翼翼地低声答道：“圣上教化日
新。”孝文帝斥责说：“朕昨日入城，看见车上的妇人还头戴帽子、身着小袄，怎能说得上日新！若
是如此，你等为何不加查看？”戴帽、穿小袄，是鲜卑妇女旧服，故被责问。元澄解释说：“穿旧服
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一听，心中十分不快，继而说道：“太奇怪了！任城的意思是想使洛阳全
城尽着旧服么？这不就叫做一言可以丧邦吗？可令史官记下。”元澄与留守百官面面相觑，一齐脱帽
请罪。
　　南齐为了夺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屡破魏将元英，围
攻襄阳以北三百里的马圈城达四十余日，城中粮食断绝，将士以死人肉和树皮充饥，魏兵被迫突围，
死伤千余人。陈显达又派军夺回南乡郡，给北魏造成严重的军事压力。孝文帝十分忧虑地与任城王澄
计议道：“显达侵扰，朕不亲自出马就无法制伏他。”
　　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相辅助。孝文帝自染
病以来，丞相江瞻常在身边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衣不解带，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烦，易于
动怒，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诛斩；江瞻乘间劝谏，多所匡救。于是以江瞻为使持节、都督中外
诸军事，统领全军。江瞻辞谢说：“臣侍候疾病，苦无空闲，怎能治军？愿更选一人，总管军权，臣
得以专心侍奉医药。”孝文帝感慨地说：“侍疾、治军都要依靠你。我病成这样，恐怕不行了。安六
军、保社稷，除了你还能有谁！怎能更选他人以违推心相托之意呢？”魏军进至马圈城，与齐军相遇
，孝文帝坚持亲自部署指挥战斗。均口一战，齐军大败，主帅陈显达化装南逃，丢失军资以亿计，尽
为北魏所得，魏军乘胜追奔至汉水而还，齐军十之七八被杀或投水自溺而死，死者三万余人。三月底
，孝文帝病情恶化，被迫北还，行至谷塘原，对江瞻说：“我的病日益严重，只怕难以再起。这次虽
然摧破了陈显达，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依，唯在于先生。过去霍光、诸葛孔明，且公有贤
德，我方能安心！”江瞻哭着回答说：“臣以军治，益州方有岁，只可重回洛阳，管理事之大小，不
轻而辅政。”孝文帝默默无言，考虑了很久，最后以穆亮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尚书宋弁
为吏部尚书共同辅政。临终，遗命众宰辅说：“⋯⋯迁都洛阳，定鼎河湹，期望荡平南方，复礼万国
，上可光耀祖宗，下可普济苍生。怎奈病魔缠身，早离人世，大志难遂。诸位公卿大臣要好好辅佐继
子，兴我魏室，不也很好么？大家尽力吧！”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
。[18]
　　经济
　　行均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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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评传》

　　公元485年（太和九年），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受田
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
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还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予适当
的照顾。[12]
　　创三长制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 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
强荫庇大量户口。[19]
　　改革租制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孝文帝对租调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租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
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
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12]
　　文化
　　改鲜卑俗
　　迁都后，督使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
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
汉族高门通婚等。[20]
　　编辑本段
　　人物评价
　　
　　总评
　　孝文帝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性又聪慧，精通五经，博涉史传。善谈《庄子》、《老
子》，尤其通晓佛教义理。舆车之中，戎马之上，都不忘讲经论道。博学多才，擅长文章，诗赋铭颂
，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占，侍臣笔录，不改一字，辞旨可观。自太和十年以后，诏令、策书
皆亲手拟写；至于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也都亲自下笔。其他文章，不下百余篇。爱
惜人才，亲贤任能，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见知，崔光、刑峦之徒以文史显达；对有才能的大臣十分
器重，不吝爵赏，如对江瞻、李冲、穆亮、王肃、高闾、宋弁等都一一予以重用，他们在制礼作乐、
改革旧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亲政以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勤于为政。操劳于朝堂之中，奔波于疆场之上，十几年如一日
。祭天地、五郊，祀宗庙，常必躬临，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审阅；百官大小，无不留心，
务于周洽。他常说：“人君怕的是不能处心公平，推诚待人。
　　
　　北魏孝文帝画像(2张)能做到这两点，则胡、越之人都可以变得如亲兄弟。”　虚心讷谏，从善如
流。他常对史官说：“直书时事，无隐国恶。人君作威作福，史官又不写，将何以有所畏惧。”一直
倡导和鼓励大家直言进谏，强调“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对敢于批评进谏的官吏礼遇有加
。如大臣李冏“性鲠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高祖常加优礼。”　而用法严谨，虽王公、贵戚、大
臣也从不宽贷；然不计小过，宽以待人。左右进食，曾于食中得虫，又进汤误伤帝手，都是一笑了之
。　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孝文帝说：“粗修桥梁，
能通车马就行了，不要除草、铲得过平。”在淮南行军，如在境内，禁止士卒踏伤粟稻，有时砍伐百
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所用
鞍勒仅铁木而已。[7]
　　历代评价
　　《魏书》评价孝文帝：“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
遑也。高祖幼承洪绪，早著睿圣之风。时以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标，
固以符于冥化。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
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
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
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7]
　　唐代名臣虞世南在《论略》评价孝文帝：“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
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山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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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评传》

才，岂能至此？比夫武灵胡服，不亦优乎！然经国之道有馀，防闲之礼不足，臣主俱失，斯风遂远。
若其威仪技艺，鲁庄公之匹也，亏损盛德，吁可惜哉！”[21]
　　编辑本段
　　家族成员
　　
　　家世
　　祖父：文成帝拓跋濬
　　亲祖母：孝元皇后李氏
　　嫡祖母 ：冯太后[6]
　　父亲：献文帝拓跋弘
　　母亲：李夫人
　　兄弟
　　二弟元禧，字永寿，封昭仪所生。公元485（太和九年）年封咸阳王，任侍中、中都大官。公
元501年（宣武帝景明二年），因谋反出逃，被捕赐死。[22]
　　三弟元干，字思直，韩贵人所生。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后改封赵郡王，历任侍中、吏部尚书、豫
州刺史等。他死于公元499年（太和二十三年），31岁。[22]
　　四弟元羽，字叔翻，孟椒房所生。太和九年封广陵王，历任侍中、外都大官、大理、廷尉卿等。
公元501年（宣武帝景明二年），因淫乱被人殴击而死，32岁。[22]
　　五弟元雍，字思穆，韩贵人所生。后封高阳王，任侍中。公元527（孝昌三年）于河阴被杀。[22]
　　六弟元勰，字彦和，潘贵人所生。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后改彭城王。公元508年（永平元年）因受
构陷被处死。[23]
　　七弟元详，字季豫，高椒房所生。太和九年封北海王，任侍中、散骑常侍。公元504年（正始元年
）被纠废为庶人，暴死。[23]
　　后妃
　　废后冯清，冯太后侄女，冯润妹妹，后被废，被废后到瑶光寺出家为尼。[24]
　　幽皇后冯润，初入宫为贵人，后出宫养病，再入宫，冯清被废，立为皇后。[24]
　　昭仪冯氏，冯润之妹，早薨。
　　贵人高照容，生二皇子元恪，暴病而薨，或说为冯润杀死。谥曰文昭贵人，元恪即位为宣武帝，
追尊为文昭皇后。
　　贵人林氏，生废太子元恂，被杀，追谥为贞皇后，后来被追废庶人。
　　贵人曹氏
　　夫人罗氏
　　夫人李氏，大臣李冲之女。
　　嫔赵氏
　　嫔郑氏，父郑羲
　　嫔郑氏
　　嫔王氏
　　嫔崔氏
　　嫔崔氏
　　嫔韦氏
　　嫔卢氏
　　子女
　　儿子
　　废太子元恂，生母林贵人。公元493年（太和十七年）七月，立为皇太子，十二月被废，次年四月
赐死河阳，年十五。[25]
　　宣武帝元恪，生母文昭皇后高照容。公元497年（太和二十一年）正月立为皇太子，公元499年（
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即皇帝位于鲁阳，是为宣武帝。在位十六年，公元515年（延昌四年）正月卒，时
年三十三，葬于景陵，庙号世宗。[15]
　　京兆王元愉，生母袁贵人。公元497年（太和二十一）年封京兆王，公元508年（永平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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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冀州起兵谋逆，自称皇帝，兵败被执送京师，途中绝气而死，年二十一。[25]
　　清河文献王元怿，生母罗夫人。公元497年（太和二十一年）封清河王。公元520年（正光元年）
七月，元叉与宦官刘腾逼迫明帝，幽闭灵太后，囚禁元怿，诬怿罪状，遂害之，时年三十四。[25]
　　广平文穆王元怀，生母文昭皇后高照容。封广平王。史籍缺载，事迹不详。
　　汝南文宣王元悦，生母罗夫人。孝武帝初年，遭忌被杀。
　　殇王元恌，生母郑充华。早夭。
　　女儿
　　兰陵公主，次女，嫁刘辉
　　淮阳公主，四女，嫁乙弗瑗
　　长乐公主元瑛，生母高照容，嫁高猛
　　华阳公主，嫁司马朏
　　西河公主，嫁薛洪祚
　　顺阳公主，嫁冯穆
　　始平公主，嫁穆平城
　　济南公主，嫁卢道虔
　　义阳公主，母赵充华（嫔），嫁卢仲训
　　高平公主，嫁高肇[24]
　　后嗣分布
　　魏孝文帝拓拔宏的后代，分为拓、元、袁三支。拓氏一脉多分布于山西、陕西、河北一带；元氏
一脉人数较少，湖南临湘及江西抚州一带均有后人存在；袁氏一脉在湖北、四川有分布（字派有“德
、光、基、庭、邦”者即是）。[26]
　　词条图册
3、柏杨推崇苻坚，可是相对与孝文帝来说，孝文帝起码攻南梁可是硬碰硬打了几次恶战的，不像苻
坚草木皆兵呀，孝文帝可以说雄主，比太祖去四旧来说那可是对华夏文明有功，没有孝文帝可以说就
没有贞观盛世的，隋唐名士都是北朝胤孙
4、偏学术，资料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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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评传》

精彩书评

1、孝文帝拓跋宏，是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母为李夫人，皇兴元年八月戊申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
，公历公元467年10月13日），生于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紫宫[1]。皇兴三年（469年）六月
辛未日，被立为皇太子[2]。皇兴五年（471年）八月丙午日，受父禅即帝位，改年号为延兴[3]。由于
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为太子时，生母即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成人。[4]登基冯太后[5]
拓跋宏即位时年纪太小，由祖母冯皇太后执政[6]。公元490年（太和十七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
政。由于拓跋宏深受祖母冯皇太后汉化改革的影响，亲政后继续推行汉化改革。他先整顿吏治，颁布
俸禄制，立三长法，实行均田制；然后于494年，以“南征”为名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规定
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自己也改姓“
元”。并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士族联姻，又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
守旧贵族，处死太子元恂。汉化改革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大大的发展，缓解
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帝中兴”。[4]去世公元499年初（太和二十三年），拓跋宏引兵南征，染疾
北返，途中卒于谷塘原行宫。谥孝文皇帝，庙号高祖。[7]大事年表公元467年10月13日，拓跋弘长子
拓跋宏出生于平城。 公元469年，年仅三岁的拓跋宏被立为太子。[4]公元471年，拓跋弘禅位，拓跋宏
登基为帝。[4]公元476年，拓跋弘被冯太后毒死。[4]公元484年，拓跋宏下令实施“俸禄制”。[4]公
元485年，颁布“均田令”。[4]《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8]公元486年，推行“三长制”，替代“宗主
督护制”。[4]公元490年，太皇太后冯氏死。谥号文明太皇太后。开始亲政。[4]公元491年，魏更定律
令，命李冲议定轻重，孝文帝执笔书之。公元493年，下令迁都洛阳。[4]公元494年，实行全面汉化。
推行汉服、汉语。同年，龙门石窟开始建造。[5]公元495年，拓跋宏将鲜卑族的复姓改为单姓。自己
改姓“元”。同年，清江瞻出山。[4]孝文帝陵[9]公元496年，太子元恂发动叛乱，叛乱平息后元恂被
赐死。公元497年，立皇子元恪为太子。[4]公元497-499年，元宏多次南征南齐，虽取得胜利，但是没
有灭掉南齐。[4]公元499年，病逝于南征路上。葬于北邙长陵。太子元恪即位，是为宣武帝。[4]编辑
本段为政举措拓跋部在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后，逐步由放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社会制度也由奴
隶制转变为封建制，但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特别是在北魏统一北方后，广大汉族臣北魏孝
文帝[10]服于北魏，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生产方式上的差距日益明显。为了更好的进行统治，改变落后
的统治制度，吸纳接受汉人先进的文明，向汉人学习，成为必然选择。自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历来的
北魏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学习汉族文明。特别是孝文帝从小就由汉人冯太后抚养，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
熏陶，更加倾向于汉化改革。另外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
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不断加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孝文帝登基后，在冯太后的
辅佐下，进行了改革，史称“孝文帝改革”。[11]政治整顿吏治公元472年（延兴二年），政以久任，
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变革税制公元475年（延兴五
年），为改变过去州、郡、县争收租调的混乱局面，政府确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征收时禁止使用大
斗、长尺、重秤。颁俸禄制公元484年（太和八年），颁布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
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中，又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买，离
职时移交下任。改革官制太和年间，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
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
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
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
、丙、丁四种郡姓，后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12]迁都洛阳为
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拓跋宏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
大同市）迁到洛阳。　为了这个，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
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很恼火说：“国家是
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
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
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不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
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
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公元493年，魏孝文帝亲
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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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评传》

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孝文帝迁都洛阳[13]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
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
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大家听
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
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
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
，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
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孝文帝说：“卜
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
，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是仿效先祖的美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14]军事平定
叛乱迁都半年后，一场反对改革、反对汉化的武装叛乱便从朝廷内部发生了。公元496年（太和二十年
）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天气，每每
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
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
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
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 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
，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
王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一个多月后
，元恂伤势有所好转，方能起床行走。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太子的两个老
师太傅穆亮、拓跋宏碑文[9]少傅李冲一齐脱帽叩头请罪，孝文帝说：“你们请罪是出于私情，我所议
论的是国事。‘大义灭亲’，古人所贵。今日元恂想违父叛逃，跨据恒、朔二州，犯了天下的头条大
罪！这个小子今日不除掉，乃是国家大祸，待我百年之后，恐怕又要发生晋末的永嘉之乱。”十二月
，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给些布衣粗食，不至饥寒而已。次年四月，孝文帝
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
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敛以粗棺常服，就地埋葬。[15]元恂被废
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
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
，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
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
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
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
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
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时任
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说：“穆泰图谋不轨，扇诱宗室。今迁都不久，北人恋旧，倘
或发生叛乱，南北纷扰，朕洛阳就难以保住。这是国家大事，非你不能办。你虽有病在身，但要强打
精神为我去北方跑一趟。要根据形势，妥善处理。如果叛党势弱，就直接前往擒获；若已强盛，可用
我的命令调发并、肆二州的军队进行出击。”元澄答道：“穆泰等人愚蠢而糊涂，正由于迷恋旧生活
才这样做，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臣虽不才，足以制伏他们，愿陛下不必担忧。臣这点小病，怎敢辞绝
呢！”孝文帝笑着说：“任城肯去，我还有什么忧虑的！”遂授给元澄节、铜虎符、竹使符，配给部
分禁卫军，让他代领恒州刺史。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
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
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
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孝文帝大喜，召见公卿大臣出示奏章说：“任城可谓社稷之臣。看他
审案的狱辞，就连古代的皋陶也未必能超过他！”皋陶，传说是禹的大臣，掌刑罚。又面对咸阳王禧
等人说：“你们当此重任，未必能够办到！”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正月，立皇子元恪为太子。二
月，孝文帝北巡，准备到平城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途中经过上党铜鞮山，看到路旁有十几棵大松树
，一时诗兴大发，边走边作起诗来。眨眼功夫，诗就作成，命人拿给彭城王元勰看，很自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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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评传》

我开始作此诗，虽然不是七步，但也说不上远。你也作一首，等走到我这里，诗要作成。”当时元勰
离他仅十几步远，遂且行且作，还没走到其地就作成了。诗写道：“问松林，松林几经冬？山川何如
昔，风云与古同。”孝文帝大笑道：“你这首诗也是笑话我罢了。”不数日，来到平城，劳问任城王
元澄等人，引见穆泰、陆睿及其党羽，经讯问，没有一个含冤叫屈的，人们都很佩服元澄明断。穆泰
及亲党全部被杀；陆睿赐死狱中，妻子流徙到辽西为民；元丕免死，留下后妻、二子，一同发往太原
为百姓，杀元隆、元超与同母兄弟乙升，余子徙敦煌。这次叛乱，留在平城的鲜卑旧贵族多数都参与
了，只有于烈一族没有卷入。至此，保守势力消声退隐，汉化改革继续实施。[16]御驾南伐拓跋宏雕
像[17]公元498年（太和二十二年）六月，孝文帝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
大举南伐。就在这时，中书监魏郡公穆罴与穆泰通谋一事败露，虽在大赦之后，仍被削官爵为民；罴
弟司空穆亮也被迫辞职。经过一番准备，八月，孝文帝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使任城王澄与仆射李冲、
御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暂领中军大将军。勰辞谢说：“亲疏并用，古人之道。
臣是何等样人，屡蒙陛下宠授！过去陈思王曹植上表魏文帝，求自试率兵攻吴蜀，而得不到允许，今
日我不请而授以征伐重任，怎么差别这样远啊！”孝文帝听后大笑，拉着元勰的手，亲切地说：“二
曹以才名相忌，我和你以道德相亲。你只要克己复礼，何必再管其他事情。” 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
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拂地。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
，当晚攻克外城。齐南阳太守房伯玉据内城拒守，孝文帝派中书舍人孙延景对房伯玉说：“我这次要
荡平南方，统一全国，不像以前那样冬来春去，没有克获，决不还北。你这座城池首当其冲，不得不
先攻取，远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斩首示众，事在顷刻之间，宜加三思。”房伯玉率众坚守，魏
军不能取胜。孝文帝留咸阳王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
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
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
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
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
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
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
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公元499年（太和二十三年）一月，孝文帝风尘仆仆地回
到洛阳，尽管病魔缠身，但还是坚持上朝理事。回京后的第二天，便在宫中引见大臣，他面带怒容地
责问任城王澄说：“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以来，旧俗多少有些改变不？”元澄见问，心中惶
恐，小心翼翼地低声答道：“圣上教化日新。”孝文帝斥责说：“朕昨日入城，看见车上的妇人还头
戴帽子、身着小袄，怎能说得上日新！若是如此，你等为何不加查看？”戴帽、穿小袄，是鲜卑妇女
旧服，故被责问。元澄解释说：“穿旧服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一听，心中十分不快，继而说道
：“太奇怪了！任城的意思是想使洛阳全城尽着旧服么？这不就叫做一言可以丧邦吗？可令史官记下
。”元澄与留守百官面面相觑，一齐脱帽请罪。南齐为了夺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
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屡破魏将元英，围攻襄阳以北三百里的马圈城达四十余日，城中粮食断绝，
将士以死人肉和树皮充饥，魏兵被迫突围，死伤千余人。陈显达又派军夺回南乡郡，给北魏造成严重
的军事压力。孝文帝十分忧虑地与任城王澄计议道：“显达侵扰，朕不亲自出马就无法制伏他。”三
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相辅助。孝文帝自染病以来
，丞相江瞻常在身边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衣不解带，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烦，易于动怒，
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诛斩；江瞻乘间劝谏，多所匡救。于是以江瞻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
，统领全军。江瞻辞谢说：“臣侍候疾病，苦无空闲，怎能治军？愿更选一人，总管军权，臣得以专
心侍奉医药。”孝文帝感慨地说：“侍疾、治军都要依靠你。我病成这样，恐怕不行了。安六军、保
社稷，除了你还能有谁！怎能更选他人以违推心相托之意呢？”魏军进至马圈城，与齐军相遇，孝文
帝坚持亲自部署指挥战斗。均口一战，齐军大败，主帅陈显达化装南逃，丢失军资以亿计，尽为北魏
所得，魏军乘胜追奔至汉水而还，齐军十之七八被杀或投水自溺而死，死者三万余人。三月底，孝文
帝病情恶化，被迫北还，行至谷塘原，对江瞻说：“我的病日益严重，只怕难以再起。这次虽然摧破
了陈显达，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依，唯在于先生。过去霍光、诸葛孔明，且公有贤德，我
方能安心！”江瞻哭着回答说：“臣以军治，益州方有岁，只可重回洛阳，管理事之大小，不轻而辅
政。”孝文帝默默无言，考虑了很久，最后以穆亮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尚书宋弁为吏部
尚书共同辅政。临终，遗命众宰辅说：“⋯⋯迁都洛阳，定鼎河湹，期望荡平南方，复礼万国，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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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祖宗，下可普济苍生。怎奈病魔缠身，早离人世，大志难遂。诸位公卿大臣要好好辅佐继子，兴
我魏室，不也很好么？大家尽力吧！”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18]经
济行均田制公元485年（太和九年），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
的受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
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还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
予适当的照顾。[12]创三长制公元486年（太和十年），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 的
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19]改革租制公元486年（太和十年），孝文帝对租调制度也
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租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
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12]文化改鲜卑
俗迁都后，督使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
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
族高门通婚等。[20]编辑本段人物评价总评孝文帝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性又聪慧，精通
五经，博涉史传。善谈《庄子》、《老子》，尤其通晓佛教义理。舆车之中，戎马之上，都不忘讲经
论道。博学多才，擅长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占，侍臣笔录，不改一字，辞
旨可观。自太和十年以后，诏令、策书皆亲手拟写；至于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也都
亲自下笔。其他文章，不下百余篇。爱惜人才，亲贤任能，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见知，崔光、刑峦
之徒以文史显达；对有才能的大臣十分器重，不吝爵赏，如对江瞻、李冲、穆亮、王肃、高闾、宋弁
等都一一予以重用，他们在制礼作乐、改革旧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亲政以后，日理万机，不辞辛
劳，勤于为政。操劳于朝堂之中，奔波于疆场之上，十几年如一日。祭天地、五郊，祀宗庙，常必躬
临，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审阅；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常说：“人君怕的是
不能处心公平，推诚待人。北魏孝文帝画像(2张)能做到这两点，则胡、越之人都可以变得如亲兄弟。
”　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他常对史官说：“直书时事，无隐国恶。人君作威作福，史官又不写，将
何以有所畏惧。”一直倡导和鼓励大家直言进谏，强调“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对敢于批
评进谏的官吏礼遇有加。如大臣李冏“性鲠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高祖常加优礼。”　而用法严
谨，虽王公、贵戚、大臣也从不宽贷；然不计小过，宽以待人。左右进食，曾于食中得虫，又进汤误
伤帝手，都是一笑了之。　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孝
文帝说：“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就行了，不要除草、铲得过平。”在淮南行军，如在境内，禁止士卒
踏伤粟稻，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破旧了，洗补
以后又重新穿上，所用鞍勒仅铁木而已。[7]历代评价《魏书》评价孝文帝：“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
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绪，早著睿圣之风。时以文明摄事
，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
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若乃钦明
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
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7]唐代名臣虞
世南在《论略》评价孝文帝：“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
不群，迁都山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之才，岂能至此？
比夫武灵胡服，不亦优乎！然经国之道有馀，防闲之礼不足，臣主俱失，斯风遂远。若其威仪技艺，
鲁庄公之匹也，亏损盛德，吁可惜哉！”[21]编辑本段家族成员家世祖父：文成帝拓跋濬亲祖母：孝
元皇后李氏嫡祖母 ：冯太后[6]父亲：献文帝拓跋弘母亲：李夫人兄弟二弟元禧，字永寿，封昭仪所
生。公元485（太和九年）年封咸阳王，任侍中、中都大官。公元501年（宣武帝景明二年），因谋反
出逃，被捕赐死。[22]三弟元干，字思直，韩贵人所生。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后改封赵郡王，历任侍
中、吏部尚书、豫州刺史等。他死于公元499年（太和二十三年），31岁。[22]四弟元羽，字叔翻，孟
椒房所生。太和九年封广陵王，历任侍中、外都大官、大理、廷尉卿等。公元501年（宣武帝景明二年
），因淫乱被人殴击而死，32岁。[22]五弟元雍，字思穆，韩贵人所生。后封高阳王，任侍中。公
元527（孝昌三年）于河阴被杀。[22]六弟元勰，字彦和，潘贵人所生。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后改彭城
王。公元508年（永平元年）因受构陷被处死。[23]七弟元详，字季豫，高椒房所生。太和九年封北海
王，任侍中、散骑常侍。公元504年（正始元年）被纠废为庶人，暴死。[23]后妃废后冯清，冯太后侄
女，冯润妹妹，后被废，被废后到瑶光寺出家为尼。[24]幽皇后冯润，初入宫为贵人，后出宫养病，
再入宫，冯清被废，立为皇后。[24]昭仪冯氏，冯润之妹，早薨。贵人高照容，生二皇子元恪，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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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薨，或说为冯润杀死。谥曰文昭贵人，元恪即位为宣武帝，追尊为文昭皇后。贵人林氏，生废太子
元恂，被杀，追谥为贞皇后，后来被追废庶人。贵人曹氏夫人罗氏夫人李氏，大臣李冲之女。嫔赵氏
嫔郑氏，父郑羲嫔郑氏嫔王氏嫔崔氏嫔崔氏嫔韦氏嫔卢氏子女儿子废太子元恂，生母林贵人。公元493
年（太和十七年）七月，立为皇太子，十二月被废，次年四月赐死河阳，年十五。[25]宣武帝元恪，
生母文昭皇后高照容。公元497年（太和二十一年）正月立为皇太子，公元499年（太和二十三年）四
月即皇帝位于鲁阳，是为宣武帝。在位十六年，公元515年（延昌四年）正月卒，时年三十三，葬于景
陵，庙号世宗。[15]京兆王元愉，生母袁贵人。公元497年（太和二十一）年封京兆王，公元508年（
永平元年）八月于冀州起兵谋逆，自称皇帝，兵败被执送京师，途中绝气而死，年二十一。[25]清河
文献王元怿，生母罗夫人。公元497年（太和二十一年）封清河王。公元520年（正光元年）七月，元
叉与宦官刘腾逼迫明帝，幽闭灵太后，囚禁元怿，诬怿罪状，遂害之，时年三十四。[25]广平文穆王
元怀，生母文昭皇后高照容。封广平王。史籍缺载，事迹不详。汝南文宣王元悦，生母罗夫人。孝武
帝初年，遭忌被杀。殇王元恌，生母郑充华。早夭。女儿兰陵公主，次女，嫁刘辉淮阳公主，四女，
嫁乙弗瑗长乐公主元瑛，生母高照容，嫁高猛华阳公主，嫁司马朏西河公主，嫁薛洪祚顺阳公主，嫁
冯穆始平公主，嫁穆平城济南公主，嫁卢道虔义阳公主，母赵充华（嫔），嫁卢仲训高平公主，嫁高
肇[24]后嗣分布魏孝文帝拓拔宏的后代，分为拓、元、袁三支。拓氏一脉多分布于山西、陕西、河北
一带；元氏一脉人数较少，湖南临湘及江西抚州一带均有后人存在；袁氏一脉在湖北、四川有分布（
字派有“德、光、基、庭、邦”者即是）。[26]词条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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