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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民族研究

由北齐国号窥探东魏北齐统治集团的抟合

杨　湛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摘　要：传统观点认为，北齐国号源自高欢父子的封爵与籍贯。然而揆诸魏齐之际的史实，北齐国号的选择还受到追溯先祖、

攀附与拉拢士族、附会谣谶及契合美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中可以窥探出北齐统治者谋求抟合北镇勋贵、河北豪族、洛－邺

士族文官等统治集团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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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５５０年五月，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将帝位禅

让给丞相、齐王高洋。于是，高洋正式称帝，改元天

保，仍都邺，国号齐。为了与南朝萧道成建立的齐朝

区别，史称高洋建立的、位于中国北部的齐朝为“北

齐”，或“高齐”。

至于高洋为何以“齐”为国号，在《资治通鉴·梁

纪十九》大宝元年五月条，胡三省注曰：

“帝讳洋，字子进，勃海王高欢第二子，澄之母弟

也。欢以勃海王赠齐王，洋又进爵齐王；且高氏本勃

海人，勃海故齐地也，国遂号曰齐。”［１］５１４１

按胡注的解释，高洋之所以选择齐为国号，是因

为其父高欢生前爵位为渤海王，逝世后又被追封为

齐王，而高洋本人又被正式封为齐王，且高氏的籍贯

渤海郡乃齐国故地，“贵不忘本”，遂以齐为国号。

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是否还有其他隐秘的原

因？国号，作为家天下的政治文化象征与最高统治

权力的符号，其选择的最终决定权当然属于某一姓

氏的帝王。然而，国号的选定并不是开国帝王自作

主张的行为，而是综合考量传统与现实，还要顾及组

成新王朝的各统治集团对国号的理解以及接受程

度，从而制定出符合“众议”的国号。北齐的国号，事

实上就是高欢父子精心挑选出来的，并为朝中各方

势力所能接受的国号。

有学者指出，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以高欢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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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外，还有北镇流民集团，河北汉人坞堡集团，

原洛阳胡汉士族集团及尔朱残部四种派阀构成。［２］

由于尔朱降将与北镇流民同属身染胡风的军事将

帅，且势力最小，因此，可将此两种集团合并为一类，

即北镇勋贵集团。本文试图从构成东魏北齐政权基

石的高氏皇族、北镇勋贵、河北豪族、洛－邺士族文

官等各方集团对新王朝国号的理解角度，来分析论

述“齐”何以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国号。

一、高欢父子何以被封为渤海王、齐王

关于北齐的实际开创者高欢为胡为汉的族属问

题，学界仍然对此争议颇大。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文

化心理上说，由于“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

卑”［３］１，高欢确实已经同化为鲜卑人。不过自从离

开北镇进入中原汉地之后，高欢及其家族却并没有

固守鲜卑旧俗，与早先南迁的鲜卑贵族一样，接受了

汉文化，终北齐一代，作为皇室的高氏家族的汉化一

直持续了下来。［４］高欢走向北魏末年的政治军事舞

台后，攀附在北朝末期已经上升为士族门阀的渤海

高氏，便是他认同于汉化的一个有力证据。那么高

欢归宗渤海高氏之后，为何会被封为渤海王，死后又

追赠为齐王呢？

关于渤海高氏家族的源流，《新唐书·宰相世系

表》曰：

“高氏出自姜姓，齐太公六世孙文公赤，生公子

高，孙，为齐上卿，与管仲合诸侯有功，桓公命以

王父字为氏，食采于卢，谥曰敬仲，世为上卿。敬仲

生庄子虎，虎生倾子，倾子生生宣子固，固生厚，厚生

子丽，子丽生止，奔燕。十世孙量，为宋司城，后入

楚。十 世 孙 洪，后 汉 渤 海 太 守，因 居 渤 海

?县。”［５］２３８７

按照渤海高氏自己的说法，高氏为先秦时期齐

太公姜尚的苗裔。中古时期，追赠本郡或本州是士

族常有的殊荣。如若生前立功而授予爵位，所封之

地亦以本州本郡为荣耀。北魏普泰元年（５３１年）二

月，高欢东下河北到达信都，受到河北豪强大族领袖

高乾拥戴，并与高乾认为同宗。三月，为了笼络尚未

“显背尔朱氏”的高欢，在尔朱度律的授意下，北魏节

闵帝封高欢为渤海王。［３］６这表明，高欢归宗河北士

族渤海高氏的说法不仅已得到其宗族领袖高乾的认

可，被尔朱氏控制的北魏中央朝廷也同样承认了这

一既成事实。高欢因此得封渤海王。

此外，据《史记·索隐》的记载，姜太公为“炎帝

之裔，伯夷之后”［８］１４７７。则渤海高氏又可上溯至炎

帝。唐代渤海高氏成员高隆基的墓志便称“篡胄炎

帝，鼻祖齐姜”［８］１０２１－１０２２。中古时期的内入各个少数

族，先后逐步卷入到逐步认同华夏文明及其历史谱

系的潮流，其表现，便是在追溯祖先的历史时，多上

溯至炎黄。吕思勉认为：“晋时五胡，率好依附中国，

非徒慕容、拓跋称黄帝之后，宇文托于炎帝，苻秦自

称出于有扈，羌姚谓出于有虞也。即其部落旧名，亦

喜附会音义，别生新解。”［９］又《晋书·赫连勃勃载

记》记载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

苗裔也，国称大夏”［１０］３２０２。不论是汉族寒人之假冒，

还是胡人异种之伪托，高欢认宗于渤海高氏，既与中

原高门士族，又与华夏初祖炎帝同时产生联系，可

谓一箭双雕的高明策略，无疑提升了其在中原士族

中的政治号召力。既然赫连勃勃自称“大禹之后”便

可以“国称大夏”，那么作为齐太公姜子牙枝裔的高

欢本人，或其子孙日后若行称帝建国之事，“国遂号

曰齐”便是顺理成章。

高欢与关中劲敌宇文泰的数次交锋中未能将其

消灭，于玉璧之役后，含恨崩逝。东魏孝静帝追赠高

欢为齐王。“凡依等进封，能以保留元封之名为原

则，故取名多从元封地名所隶属之较大区域中求

之。”［１１］渤海郡属先秦时期齐国故地，那么追赠渤海

王高欢为齐王则就是最为恰当的选择。

不过，世子高澄没有继承齐王爵位，而仅承袭渤

海王。武定七年（５４９年）四月，高澄将河南地区的

侯景叛乱基本平定后，废帝自立之心已不可遏制，与

亲信等于密室谋受魏禅。不意高澄遇刺，事遂搁浅。

高欢次子高洋，一反之前的无能形象，迅速平息

叛乱，顺利接掌父兄遗留的基业。此后，面对父执辈

的北镇勋贵，甚至亲生母亲娄昭君的反对，高洋虽然

时有犹豫，但在亲信僚属及邺都文官的支持下，加速

篡魏的进程。武定八年（５５０年）春正月，东魏孝静

帝进封高洋为齐郡王，而非父兄生前的渤海王，改封

为“齐郡王”，新王朝的国号已然呼之欲出。三月，高

洋“又进封齐王”。夏五月，加高洋九锡。至此，禅代

之前的程序已经走完。同月，“魏帝以天人之望有

归”，“归帝位于齐国”，高洋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北齐

文宣帝，并追封父兄为皇帝，实现了高氏父子兄弟两

代三人的由东魏霸府政治（５３４年－５５０年）到北齐

皇权统治（５５０年－５７７年）的转换，完成了化家为国

的大业。

高洋登极后的次月，下诏给予四个郡以减免田

赋不等的特殊待遇：

诏曰：＂冀州之渤海、长乐二郡，先帝始封之国，

义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

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贵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复

田租。齐郡、渤海可并复一年，长乐复二年，太原复

三年。＂
［３］５１－５２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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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诏是认识北齐国号的重要文献，高洋在此追

述了高氏父子成就帝业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的地

区。冀州的渤海郡为“先帝（高欢）始封之国”，即指

普泰元年北魏节闵帝封高欢为渤海王，渤海郡是其

封地。同年六月，高欢联合河北豪族在信都建义起

兵讨伐尔朱氏，长乐郡的治所即位于信都县，这就是

所谓的“义旗初起之地”。［１２］５７－６２而并州太原郡下属

的晋阳为四塞之地，高欢在此建立大丞相府，为其霸

府之地，在孝武帝西逃关中，孝静帝迁都邺城后，“自

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３］１８，成为东魏实际的首都，

北齐建立后依然作为陪都，仍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力，故曰“霸业所在”。［１２］１５３－１５６况且，高洋在接掌父

兄权位之前的爵位为太原公，故太原也是高洋本人

的发迹之地，对其有特殊意义。青州的齐郡被称为

“王命是基”之地，是由于高洋于称帝前由渤海王改

封为齐郡王，进而为齐王，最终成为北齐国号的直接

来源，齐郡的地位亦因此陡然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太原是这四郡中享受优待最多

的一地，显示出北镇勋贵的特殊地位。那么，麇集于

霸府晋阳的北镇勋贵们对新王朝的国号是什么态

度呢？

二、“代魏者齐”的谶语与北镇勋贵对

“齐”国号的认同

北魏政府在初步平定六镇起义之后，援例将二

十万流民集中到河北三州之地就食。结果，原本仅

在边境发生的战火随着流民南下而蔓延到中原腹

心，引发了杜洛周、鲜于修礼等流民叛乱，并最终团

聚成规模最大的，以怀朔镇民为主体的葛荣起义。

葛荣正式称帝，建国大齐，除相州外的整个河北地区

尽在葛齐政权的掌握之中，但最终遭到北魏权臣尔

朱荣的镇压。

高欢崛起之初的武装，亦主要依靠以怀朔镇为

核心的北镇流民，所谓“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寄食于

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１３］６７５。高欢在

晋阳建立大丞相府后，将北镇流民武装迁往山西，形

成了构成了东魏北齐时期政治军事势力最为强大的

北镇勋贵集团，对这一时期国家大政有着无可比拟

的影响力。有学者甚至认为“高氏政权的即位似乎

是在勋贵集团的承认下进行的”。［１４］对于新王朝的

国号，他们必然有自己的想法。且看《北齐书》卷四

十九《方伎·宋景业附荆次德传》：

“又有荆次德，有术数，预知?朱荣成败，又言代

魏者齐。葛荣闻之，故自号齐王，待次德以殊礼，问

其天人之事。对曰：‘齐当兴，东海出天子，今王据渤

海，是齐地。又太白与月并，宜速用兵，迟则不吉。’

荣不从也。”［３］６７３

《北史》卷八十九《艺术·刘灵助附沙门灵远传》

也有类似的记载。两则史料的的差别主要在荆次德

（灵远）关于“齐当兴，东海出天子”的预言是对葛荣

还是高欢讲的。就算荆次德与高欢并未谋面，高欢

却有着投靠葛荣的经历。因为看到葛荣“虽百万众，

无刑法”［３］７，难以成就大业，于是高欢又去投奔尔朱

荣。随后在尔朱荣讨灭葛荣起义的过程中，高欢“于

邺西北慰喻葛荣别帅称王者七人，众万余，降

之”［６］２５９，立下大功。很明显，高欢在以怀朔镇流民

为主体的葛齐集团中决不是一个低级军吏，而是一

个有着甚高威望的人物，“代魏者齐”的谶言他一定

是知道的。

“代魏者齐”的预言在起义镇压此之后，随着北

镇流民的四散而广为流布，而“东海出天子”的谣谶

甚至可以远溯至西晋末年。［１７］葛荣虽被擒杀，那也

只能说明葛荣其人未膺天命，不能切实证明此谶为

虚。同时，大量事实表明北镇民众，尤其是北镇军人

群体，“对于巫术、占卜普遍比较崇信，巫术在北镇的

政治、军事及日常生活中经常被用来决策”。［１８］７－１２

这则谶语在六镇流民余众的心中必然留下难以磨灭

的印记。

作为北镇流民之一，再到后来成为整个北镇流

民集团的领袖，高欢对于“代魏者齐”与“齐当兴，东

海出天子”的谶语，不论其本人是否真的相信，但他

以及他的后人肯定会利用这则谶语来凝聚北镇团

体，从而为自身的霸业服务。他攀附渤海高氏，一方

面来说是为了拉拢河北坞堡豪强与其合作，另一方

面未尝不是利用渤海高氏与春秋时代齐国的渊源来

说明，作为齐太公后裔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在，

比葛荣更有资格建立取代北魏王朝的“齐朝”。

通观《北齐书·方伎传》可知，从高欢开始，北齐

历代皇帝均十分崇信占卜相面之术。高洋能够最终

下定决心压制北镇勋贵集团的反对而完成禅代之

事，很大程度上受到精通图谶符命之术的徐之才、宋

景业的影响。高洋甚至视宋景业为“帝王师”，［３］６７６

足见其对此类人是何等重视。其后宋景业卜筮遇鼎

卦，最终促使高洋下定决心代魏建齐。

北镇勋贵集团也并非完全反对魏齐革命，而是

担心“关西即是劲敌，恐其有挟天子令诸侯之辞，”时

机未到，因此“不可先行禅代事”。［３］４４５如果木已成

舟，他们也乐得认可既成事实。术士们对图谶历数

的解释也不能不影响到勋贵。而新王朝的国号“齐”

也将勾起他们对之前“代魏者齐”这则谶言的回忆。

在这些文化素养普遍不高的勋贵看来，“齐”乃天命

所归已得到应验。何况他们中多数都曾经在葛荣麾

下效力过，而葛荣所建立的齐国是北镇流民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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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政权，而高洋再次建立的齐国很容易触发他

们的故国之思。若北魏真的是气数已尽，那么“齐”

便是他们最容易接受的新王朝的国号。

三、河北豪族与北齐国号的关系

北魏末年以来战乱频仍，而河北地区更是最主

要的战场。葛齐政权除六镇流民组成外，甚至还获

得了部分河北地区郡姓士族的支持，例如渤海高氏

的高乾、高昂兄弟“谓天下遂乱，乃率河北流人反于

河、济之间，受葛荣官爵，屡败齐州士马”［３］２９０。葛荣

起义被镇压后，高氏兄弟接受孝庄帝的招抚，但却不

被尔朱荣所信任，被迫解官还乡。孝庄帝手刃尔朱

荣后，高氏兄弟奉命于乡里招集部曲，与洛阳遥相呼

应但。尔朱兆则迅速入洛弑杀孝庄帝。为报知遇之

恩，高乾兄弟“为庄帝举哀，三军缟素”，并且“袭据州

城，传檄州郡”，与其他河北士族联合，公开打出反尔

朱氏的旗号。［３］２９０恰在此时，已经成为流入并州的葛

荣残部领袖的高欢企图脱离尔朱集团而谋求独立。

而当时的河北地区是反尔朱势力的大本营，高欢有

意借着联合河北地区汉人坞堡的力量，从而一举摆

脱尔朱兆的掌控，便借口并、肆地区频受霜旱之灾，

率部“请令就食山东”［３］５。

高乾立即看出了高欢东出河北的真实意图，率

部亲迎高欢。因为反抗尔朱氏的共同目标二人一见

如故，惺惺相惜，高欢称“吾事协矣”，甚至与高乾“同

帐而寝，呼乾为叔父”［１５］１１４２，并让长子高澄“以子孙

礼见”高乾三弟高昂，［１５］１１４５与渤海高氏引为同族，并

得到他们的承认。由于“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

呼为从伯从叔”［１９］，此次二高联宗或许真的有些依

据。而其他的河北豪族渤海封隆之、赵郡李元忠、范

阳卢文伟等在此前后亦纷纷来投。此后，双方共同

建义信都，打出反尔朱的旗号。这支团聚了北镇流

民与河北坞堡军事武力的胡汉兵团的粮仗都依赖占

据冀州的高乾、封隆之供应，而有“项籍”之称的猛将

高昂以及麾下那支“前后战斗，不减鲜卑”［３］２９４私人

部曲武装的在军事上的杰出表现，更增添了河北豪

族在高欢阵营中的份量。北镇流民与河北豪族联军

最终铲除了尔朱氏集团，奠定日后北齐建国的基础。

无怪乎高乾四弟高季式说：“吾兄弟受国厚恩，与高

王（高欢）共定天下”。［３］２９７可谓不虚此言。史臣亦

曰：“乾邕兄弟，不阶尺土之资，奋臂河朔，自致勤王

之举，神武因之，以成霸业，”并称，“齐氏元功，一门

而已”。［１５］１１５１六镇流民与河北豪强势力是信都建义

时不分伯仲的武装力量，高欢俱能“因之”，最终奠定

后来高齐之帝业。

高欢能凝聚河北士族而成霸业，除了他们打倒

尔朱氏的共同信念以外，籍由附会渤海高氏而消除

彼此出身不同所导致的差异性，进而认同士族在社

会上具有的特殊性，有着相当的关系。与河北士族

的合作，高欢成为最大的得益者，而河北士族也有自

己的利益要求，高欢不得不妥协。除了迫使高欢拥

立孝武帝外，坚持将都城迁往河北地区的邺城也是

河北士族。［１８］１０５－１０６那么在新王朝国号的选择上他

们也必定有自己的想法。河北大族范阳卢氏与清

河、博陵二崔亦自称是姜齐之后，日后对于以齐为国

号不会有异议。作为河北武力强宗的首领以及“齐

氏元功”的渤海高乾诸兄弟必定也是极为赞成。在

高欢与孝武帝之间发生龃龉之时，高乾站在高欢一

边，甚至“因劝高祖以受魏禅”［３］２９１。可见，高乾是极

为支持已经认自己为叔父的高欢成就最终的帝业。

这是因为，渤海高氏尽管在北魏时期已经完成

了士族化的转变，却并非汉晋旧门，终究不预孝文迁

洛以来的“四姓”顶级士族之列。高乾曾求“博陵崔

圣念女为婚，崔氏不许”［１５］１１４５；起兵反抗尔朱氏后，

袭据冀州城，却没有自任刺史，反而“以（封）隆之素

为乡里所信，乃推为刺史”［３］３０１。这显然因为渤海高

氏是以武风见知于世，其门第尚不能与这些文风鼎

盛的世家相侔。但如果高欢或其后嗣正式称帝，渤

海高氏便升格为皇族，其门第必然水涨船高，进入头

等高门士族之列。为此，高乾兄弟会极力支持和促

成此事。

虽然后来随着高欢高澄父子的统治渐趋稳固，

削弱豪族私人武装、加强在河北地区的统治成了下

一步的目标。高乾、高昂之死，高慎叛逃西魏，都与

高欢父子这一政策有关。不过，高季式等在东魏北

齐时期仍然受到优遇。

而渤海高氏的另一支房高德政则在魏齐嬗替之

际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徐之才、宋景业二人就是

他向高洋引荐的。娄太后就对高洋说：“汝父如龙，

汝兄如猛兽，尚以人臣终，汝何欲行舜、禹事？此亦

非汝意，此正是高德正教汝。＂
［３］４０８而高德政亲往邺

都说动杨?，邺都士族文官集团方才应和禅代之议。

即后人所称“齐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２０］８１８。

北齐建立后，高洋论功行赏，除高德政为侍中外，又

领宗正卿。而宗正卿一职例由皇室成员担任。这表

明，高乾、高德政所属的渤海高氏这一支，被高齐帝

室正式承认为皇族。作为齐太公姜尚共同的后裔，

渤海高氏一门对新王朝的国号“齐”必定十分满意，

引为无上荣光。

四、洛－邺士族文官与“美号”齐

陈寅恪曾对对北齐的制度文化给予高度评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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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高齐一代之制度，为北朝最美备之结果以传

于隋唐者。”［２１］４７因此，虽然东魏自洛阳迁都于邺，但

不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文化风尚，邺下都是洛阳的延

续。此外，北魏孝文帝定族制政策，“北齐因仍，举秀

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５］５６７８，从选官制

度上保证胡汉士族的特权，也因此得到这一集团的

支持。自高欢信都建义以来，北朝一等的文化士族

如清河崔忄穌、崔瞻，博陵崔暹，巨鹿魏兰根、弘农杨

?等相继来投。此后，在高澄执政时期，崔暹、崔季

舒等为整肃勋贵立下大功；在高洋欲行禅代之时，又

是高德政、杨?、魏收等士族官僚为其出谋划策。北

齐强大的文化向心力甚至吸引了南朝士人颜之推的

投奔。直至齐亡之后，颜之推竟持“内齐外周”的遗

民姿态，视北齐为本朝。［２３］

在此等文化氛围浓郁的士族文官看来，对新王

朝的国号“齐”的理解，绝不可能如胡三省的解释那

样简单，必定还会赋予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东汉

成书的《白虎通·号》篇对国号做了经典阐释，影响

深远：

以为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以表功自克，明

易姓为子孙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

百王同天下，无以相别，改制天子之大礼号，自别于

前，所以表著己之功业也。必改号者，所以明天命已

著，欲显扬己于天下也。［２４］

那么，“齐”是否为“表著己之功业”并能传之子

孙的“美号”呢？《尔雅·释地》有云：“距齐州以南戴

月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桐，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

至日所入为大蒙。”［２５］邢籨《疏》：“齐，中也。中州，

犹言中国也。”齐州亦称中州，即后世齐国之地。再

看《列子·周穆王》：“四海之齐，谓中央之国，跨河南

北，越岱东西。”［２６］那么齐国何以又成了“中央之国”

了呢？吕思勉认为：“吾国古代，自称其地为齐州

……以嵩高为中，乃吾族西迁后事，其初实以泰岱为

中。”［２７］另外，《史记·封禅书》说：“齐所以为齐，以

天齐也，”《索隐》又引解道彪《齐记》：齐都“临淄城东

南有天齐泉，五泉并出，有益于常，言如天之腹齐

也”。［７］１３６７齐，古文通作脐。脐是人体中位，于是天

地之中所在的陆地，也称作齐，“在东方人的观念里，

齐国、齐州所在的齐鲁大地，曾被看作天地的正中，

于是齐州成为中国的又一代称”。［２８］则齐国便可称

中央之国。北齐版图据有嵩洛，拥有天下之中的地

理优势，其国号亦蕴有中国之意，成为其争取中华正

朔的有利名号。

关于北魏的国号，何德章认为，士族出身的崔宏

之所以建议道武帝定魏为国号，是企图“继‘神州之

上国’将使东晋标榜的‘正朔’失去依据”。［２９］这表明

了北朝士族对国号之正统问题的重视。那么“齐”是

否可称为“神州之上国”之名呢？答案显然是肯定

的。不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齐国都名列其

中，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７］１４８０的泱泱大国，而

且齐比魏历史渊源更为悠远，更符合神州上国之名。

又《白虎通·号》言：“夏者，大也，明当守持大道。殷

者，中也，明当为中和之道也。”［２４］而《史记·魏世

家》对魏的解释为：“万，满数也；魏，大名也。［７］１８３５而

齐则如前所述，“齐，中也”。夏与魏均是大之意，而

殷与齐俱为中之言。则殷既可革夏命，齐便可代魏

统，再次印证“代魏者齐”当真是是承膺天命。

再从五行德运说来看北齐国号。北魏初定德运

为土德，孝文帝改制后，德运也相应地改为水德。根

据五行相生理论，取代北魏的新王朝德运应当是木

德，而北齐即以木德自居，《隋书·五行志》称：“（北

齐后主武平）七年，宫中有树，大数围，夜半无故自

拔。齐以木德王，无故自拔，亡国之应也。”［１３］６１８《白

虎通·五行》云：“木在东方，东方者阴阳气始动，万

物始生。”齐乃东方大国之名，新王朝既称木德，国号

为齐，则德运之方位与国号极为契合，堪称完美。

“齐”字竟是可衍生如此之多阐释的“美号”，以

之为国号，极易被富有文化修养的洛－邺士族文官

群体所接受。

五、结语

每个王朝国号的确立都不会是单纯的一种因

素，而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之，揆诸北齐

之国号，符合高欢父子封爵与郡望姓系，并可高远其

祖；北魏末年流传的“代魏者齐”的谶言，则是参加过

葛荣起义且迷信图谶的北镇勋贵能够接受的天命；

河北豪强的代表渤海高氏因与高齐皇室联谱，齐国

号能进一步提升其家族地位；而对于富有文化修养

的士族文官群体来说，以齐为国号能够满足中央之

国、神州上国之名与五行德运方位等多重文化内涵

的美号。从上述对北齐国号选择的分析也可以看

出，高欢父子对于其统治集团中各个派阀的拉拢运

用了何等缜密的心思。

不过，高欢父子精心挑选出的、符合众议的国号

并未能消弭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也没能

保佑北齐“被于无穷之祚”。北齐宿敌北周则推行关

中本位政策，更为有效地抟合了内部各派集团并日

渐强大。北齐立国二十八年后（５７７年），被北周

攻灭。

（下转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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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洛阳地区与河东地区，似乎构成一个心脏地

带”。［１７］１０５

河东郡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政府需要大力发展利

用其交通，以便在战争或者对地方的控制中掌握主

动权，但又因为当时的内外部形势和北方匈奴对于

中央政府的压力，河东郡这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尤

为显现，使得河东郡经常处于战备状态，文化发展受

到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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