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助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三位关键人物 

李 凭 

内容提要 北魏孝文帝南迁国都，工程浩大而繁杂，因得力于尚书李冲、任城王拓跋澄和皇后冯氏的襄 

助，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大业。李冲、拓跋澄和冯氏分别是汉族士族、拓跋宗室和皇室中最有权势和能力的人 

物，他们在营构新都、动员与组织迁徙的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他们对于孝文帝的迁都方略，或者事 

先并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后一度激烈反对。然而，孝文帝却坚定地重用他们，这与孝文帝欲藉迁都事件而达到 

分化平城旧政治集团之 目的密切相关。 

关 键 词 北魏 孝文帝 迁都 关键人物 

北魏孝文帝将国都从平城南迁到洛阳，不仅 

是北魏政治史上的特大事件，而且是中国历史上 

关乎民族融合潮流、文化交流趋势以及经济发展 

走向的重大事件。这次迁都事件，从太和十七年 

(493)十月孝文帝下诏营建新都起，至太和十九 

年(495)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止，历时仅仅 

两年就完成大业，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奇迹。 

都城的迁移是浩大而繁杂的工程，不仅关系 

到北魏政权的得与失，而且牵涉到北魏统治下的 

社会各阶层的利与害。作为这次迁都运动最高领 

导者的孝文帝，虽然从文明太皇太后冯氏手中接 

管了经营将近百年的稳固江山和繁荣局面，但是 

也面临着诸多新 旧矛盾，预感到种种潜在危机。 

然而，他不惧艰难险阻，缜密思虑规划，终于实现 

目标。迁都的成功，不仅是孝文帝决心坚定和谋 

略正确的结果，而且与他善于使用关键性人物密 

切相关。 

三方面的关键人物 

北魏迁都事件是学术界讨论已久的问题。特 

别是，自从上世纪 70年代后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以来 ，由于孝文帝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改 

革家，因此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也正是 

囿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使得人们考察的视角更多 

地注重于迁都事件的原因、过程、影响等普遍意义 

上的讨论 。关于其中的人事问题，虽然也无可 

避免地屡有涉及 ，不过仍然具有进一步作细致研 

究的必要。 

从已有的史料来看，在北魏的朝廷与宫廷之 

中，真正自始至终支持孝文帝迁都者只是少数人， 

而且他们的表现并不明显。台湾史学家逯耀东先 

生的专著《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 

历程》②中有三篇文章着重探讨北魏迁都的问题。 

他在《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⑧一文指 

出：“孝文帝决定定都洛阳的计划，是很突然而机 

密的，甚至于连当时被视为左右手的元澄、李冲事 

先都不知道，所以，定都洛阳与全身披挂准备发兵 

南征策略的制定，很显然出于另外一批人之手，后 

来张彝、郭祚、崔光都因‘以参迁都之谋’而进爵。 

这幕戏剧性的演出，很可能是由他们在幕后制作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北魏洛阳政权研究”(项 目号 ：061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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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可以证明孝文帝的迁都计划不仅在 

平城，受到保守势力坚决的反对，即使离开平城到 

洛阳以后，仍然不能获得全体的支持⋯⋯”逯耀 

东先生的论述是深刻的。孝文帝迁都的想法可能 

在心中思谋已久 ，但是具体的计划只能在文明太 

皇太后去世以后盘算，因为这一举动与文明太皇 

太后生前的执政方略是违背的。文明太皇太后生 

前绝不会有迁都的念头，我们只需从她将自己的 

陵墓建在平城北郊方山之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 

文明太皇太后死于太和十四年(490)九月，与太和 

十七年十月孝文帝发布迁都诏书之时仅仅相隔三 

年。短短的三年之间，竟然要在关于国都的位置这 

样重大问题的方略上作出根本性的变革，确实显得 

极为仓促，必然给人以“突然而机密”的感觉。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阻力，孝文帝最初只能与 

张彝、郭祚、崔光这班人在暗处谋划。至于张彝等 

人 ，当然不敢在朝廷公开张扬迁都之举，因为当时 

他们还不是北魏朝廷中的权势显赫者。然而，迁 

都是牵动国家政治与民生经济的大事业，不能总 

停留在暗中谋划，最终是要大张旗鼓地操作实施 

的。这项复杂的工程包含三个重要的环节 ：首先， 

要在新都开展大规模的土木建设 ，以备宫廷和政 

府机构的资产以及民间物资的转移，并安置大量 

的外来人口；其次，要在旧都做艰巨的动员工作， 

以便实现皇室、贵族、官僚以及众多军队与民众的 

迁徙；最后，要在迁徙的过程中进行组织和协调， 

实行严密的保安，以防范政变和不测事故的发生， 

达到顺利迁徙的目的。能够襄助孝文帝完成上述 

环节的人物，应该是在相应方面既有权威而又有 

能力者。张彝等人或许具有较强的能力，但当时 

在朝廷中尚未表现出重大的影响力。 

实际上，在北魏政权南迁的过程中，襄助孝文 

帝完成历史使命的关键人物是尚书李冲、任城王 

拓跋澄和孝文废皇后冯氏三位。关于李冲和拓跋 

澄，逯耀东先生已经提及他们在“当时被视为左 

右手”，作用理应探讨，至于皇后冯氏在迁都事件 

中的作用，一向并未得到重视，尤其值得提出来研 

究。 

先看李冲的情况。《魏书》卷五三《李冲 

传》 记载：“是时循旧，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 

】72 

(孝文帝)常谓冲为中书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 

后，高祖居丧，引见待接有加。及议礼仪、律令，润 

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 自下笔，无不访决焉。 

冲竭忠奉上，知无不尽，出人忧勤，形于颜色，虽旧 

臣戚辅 ，莫能逮之，无不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 

于是，天下翕然，及殊方听望，咸宗奇之。高祖亦 

深相杖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及改 

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封荥阳郡开国 

侯，食邑八百户，拜廷尉卿。寻迁侍中、吏部尚书、 

咸阳王师。东宫既建，拜太子少傅。”这段记载表 

明，李冲的威望极高，就连皇帝也不直呼其名；而 

且权势隆重，朝廷旧臣贵戚无不心服。 

《李冲传》还高度颂扬李冲的勤奋和能力，称 

赞他：“勤志强力，孜孜无怠，旦理文簿，兼营匠 

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特别是， 

在参与平城的明堂、圆丘、太庙等宏大殿堂的建造 

时，李冲表现得“机敏有巧思”。所以，孝文帝曾 

经下诏表彰李冲的出色成就，并且委以兴缮朝廷 

正殿的大任。该诏书收于《李冲传》中，称道：“成 

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尚 

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 

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 

李冲具有崇高的权威和出色的能力，在北魏 

朝廷的汉族士族大臣之中能与他在政治地位上相 

匹敌者极少。 

接着谈任城王拓跋澄的情况。《魏书》卷十 

九中《景穆十二王列传中 ·任城王云传附任城王 

澄传》㈤记载：“高祖时，蠕蠕犯塞，加澄使持节、都 

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 

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梁州 

刺史。⋯⋯梁州氐帅杨仲显、婆罗、杨 b兄弟及符 

叱盘等，自以居边地险，世为山狡。澄至州，量彼 

风俗，诱导怀附。表送婆罗，授仲显循城镇副将， 

杨 卜广业太守，叱盘固道镇副将，自余首帅，各随 

才而用之，款附者赏，违命加诛。于是仇池帖然， 

西南款顺。加侍中，赐衣一袭、乘马一匹，以旌其 

能。后转征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甚有声 

绩。”拓跋澄曾都督北讨诸军事，败走蠕蠕；还曾 

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 ，平定氐羌；此后转任徐州 

刺史，则又“甚有声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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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澄既有军事经历，又有地方政绩，因此被 

召往朝廷任职，并受到孝文帝的接见。《任城王 

澄传》又记载：“(拓跋澄)朝于京师，引见于皇信 

堂。高祖诏澄日：‘昔郑子产铸刑书，而晋叔向非 

之。此二人皆是贤士，得失竞谁?’对曰：‘郑国寡 

弱，摄于强邻，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铸刑书以示 

威。虽乖古式，合今权道，随时济世，子产为得。 

而叔向讥议，示不忘古，可与论道，未可语权。’高 

祖日：‘任城当欲为魏之子产也。’澄日：‘子产道 

合当时，声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几?今陛下 

以四海为家，宣文德以怀天下。但江外尚阻，车书 

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难以礼治。愚谓子产 

之法犹应暂用，大同之后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 

革变，深善其对，笑日：‘非任城无以识变化之体。 

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后征为 

中书令，改授尚书令。”拓跋澄仰慕春秋郑国贤相 

子产，有志于“随时济世”，这正好符合孝文帝的 

心思，因为孝文帝“心方革变”，所 以才“深善其 

对”。不久拓跋澄被征为中书令 ，后来改授尚书 

令，执掌北魏朝廷行政大权。 

由于拓跋澄具有丰富的军事与行政经验，而 

且位居中枢权要 ，因此成为北魏宗室大臣和鲜卑 

贵族之中的佼佼者。 

国都的迁徙，除了朝廷即政府机构的转移之 

外 ，还包含众多家族与家庭的变迁，其中最庞大、 

最复杂的是皇室。在封建时代，由于皇室地位的 

特殊性，它的转移成为国都迁徙的标志。因为宫 

廷事秘，缺乏史料，以往对于北魏迁都过程中皇室 

转移的问题很少讨论。本文也只能据零星的史料 

作一些推测。 

《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 ·孝文废皇后冯氏 

传》 记载：“孝文废皇后冯氏，太师(冯)熙之女 

也。太和十七年，高祖既终丧，太尉元丕等表以长 

秋未建，六宫无主，请正内位。高祖从之，立后为 

皇后。”文中的“终丧”，是指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去 

世已经三年。这位文明太皇太后在世之际权欲极 

强，不仅凌驾皇帝之上，亲理朝廷政务；而且专制 

六宫事务，竭力排除异己(zj。结果 ，在她去世之 

后，孝文帝之上非但没有祖母辈分的太皇太后，而 

且也没有母辈的太后，更没有来得及确立皇后。 

在“六宫无主”的情况下，文明太皇太后之兄冯熙 

的女儿得以“正内位”，被立为皇后。 

《皇后冯氏传》记载：“高祖每遵典礼，后及夫、 

嫔以下接御皆以次进。”还称孝文帝一度对皇后冯 

氏“恩遇甚厚”。种种迹象表明，继文明太皇太后之 

后，新立的皇后冯氏成为北魏六宫的主持者。 

迁都事业的襄助者 

上节已述，李冲、拓跋澄和皇后冯氏分别是汉 

族士族、拓跋宗室和皇室中具有权势与能力的代表 

人物。以下所述，北魏国都南迁的实践证明，孝文 

帝选择他们三位为迁都事业的襄助者是恰当的。 

先看李冲在北魏国都南迁中的作用。前节所 

引《李冲传》记载：“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 

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 

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 

都洛阳。冲言于高祖日：‘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 

鼎成周。然营建六寝，不可游驾待就，兴筑城郛， 

难以马上营讫。愿暂还北都，令臣下经造，功成事 

讫，然后备文物之章，和玉銮之响，巡时南徙，轨仪 

土中。’高祖日：‘朕将巡省方岳，至邺小停，春始 

便还，未宜遂不归北。’寻以为镇南将军，侍中、少 

傅如故，委以营构之任。改封阳平郡开国侯，邑户 

如先。车驾南伐，以冲兼左仆射，留守洛阳。”由 

这段记载知道，李冲既是经造新都的建议者，又是 

营构宫室的主持者。 

李冲建议经造新都的时间是孝文帝刚刚定计 

南迁之际，此事在《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也有 

相应的记载。该纪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条⑧称：“戊 

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 

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从这条记载知道，与李冲 

共同从事“经始洛京”者，还有穆亮与董爵二人， 

而且穆亮的名次出现在李冲之前。 

穆亮出身于显赫的鲜卑贵族穆氏家族，在孝 

文帝之父献文帝时起家为侍御中散，后尚中山长 

公主，拜驸马都尉，封赵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将 

军。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临朝听政，穆亮官至司空， 

参议律令，孝文帝亲政以后，穆亮也备受重用。 

《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穆亮传》记载：“及车驾 

南迁，迁武卫大将军，以本官董摄中军事。高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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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以亮录尚书事，留镇洛阳。” 北魏王朝是拓跋 

部族建立的政权，经造新都则是国家大事，朝廷必 

然要派鲜卑贵族参与领导，以监督工程的进展。 

穆亮受诏“经始洛京”，正是作为这样的鲜卑贵族 

代表，因而他在经造新都中的作用侧重于督察方 

面。所以，虽然因族别与职位的关系穆亮的名次 

排在李冲之前，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营构之 

任”是由李冲主持的判断。 

至于《资治通鉴》中的“董尔”，胡三省注日： 

“《北史》作董爵。”在《北史》卷三《魏本纪第三》 

太和十七年十月条下 ，与《资治通鉴》相对应的 

部分中，“董尔”确实作“董爵”，这也与《魏书》卷 

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七年冬十月条记作“董 

爵”是一致的。但是，《北史》卷九o《艺术列传 

下 ·蒋少游传》记载：“少游又为太极立模范，与 

董尔、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 则知《北 

史》并非没有董尔其人。而《魏书》卷九一《术艺 

列传 ·蒋少游传》⑥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即同样出 

现了名董尔者，这当然是因为《魏书》的《蒋少游 

传》抄录自《北史》的《蒋少游传》的缘故。对此宋 

人已经指明，中华书局本《魏书》卷九一【校勘记】 

之[一]@写道：“诸本 目录注‘不全’，卷末有宋人 

校语云：‘此卷，王显以前魏收旧书，崔或、蒋少游 

传全出《北史》及《小史》⋯⋯”’董爵官为将作大 

匠，而董尔则具有与蒋少游、王遇等参建太极殿的 

经历，董爵的职官与董尔的职事是相一致的；而 

且，《资治通鉴》及胡三省注，与《北史》、《魏书》的 

纪和传，都能够互相参证：这就令人难免猜测董尔 

与董爵可能是同一人。董尔也好，董爵也罢，虽然 

作为参与洛阳营构宫室的重要角色，但是其地位 

与作用肯定低于李冲。这不仅可以从前引孝文帝 

太和十七年十月诏令中李冲排名在前看出，而且 

也可以根据《李冲传》中记载李冲在董尔或董爵 

之前就已经领将作大匠之职得证。 

值得思考的是，对于孝文帝迁都的计划，李冲 

在事先却并不知情。《李冲传》记载：“高祖初谋 

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 

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 ，内惮南 

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原来，孝文帝密谋 

迁都之计后，担心旧人不愿支持，于是假称南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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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定群情”，从而达到了迁都的目的。此处所谓 

旧人，实系长期追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的朝廷众 

臣。由于孝文帝接手北魏政权为时甚短，尚未培 

养成支持 自己的新势力，北魏朝廷中旧人尚占据 

多数，对孝文帝推行迁都新政形成很大的压力。 

从《李冲传》中所述当时的情景，不难知道李 

冲也是属于被“胁定”的旧人。该传记载：“车驾 

南伐，加冲辅国大将军，统众翼从。自发都至于洛 

阳，霖雨不霁，仍诏六军发轸。高祖戎服执鞭，御 

马而出，群臣启颡于马首之前。高祖日：‘长驱之 

谋，庙算已定，今大军将进，公等更欲何云?’渖进 

日：‘臣等不能折冲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窃 

号之渠，实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轨未一，亲劳圣 

驾，臣等诚思亡躯尽命，效死戎行。然自离都淫 

雨，士马困弊，前路尚遥 ，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内， 

小水犹尚致难 ，况长江浩汗，越在南境。若营舟 

楫，必须停滞，师老粮乏，进退为难，矜丧反旆，于 

义为允。’高祖日：‘一同之意，前已具论。卿等正 

以水雨为难，然天时颇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 

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当开爽。比后十月间，若 

雨犹不已，此乃天也，脱于此而晴，行则无害。古 

不伐丧，谓诸侯同轨之国，非王者统一之文。已至 

于此，何容停驾。’冲又进 日：‘今者之举，天下所 

不愿，唯陛下欲之。汉文言：“吾独乘千里马，竟 

何至也?”臣有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高祖大怒 

日：‘方欲经营宇宙，一同区域 ，而卿等儒生屡疑 

大计，斧铖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孝文帝 

假称南伐，李冲却误以为真；孝文帝执意南下，李 

冲竟坚持异议；孝文帝以“斧铖有常”相威胁，李 

冲但以“敢以死请”相违抗。体会两人的这段对 

话可知，李冲虽然身为“统众翼从”的辅 国大将 

军，然而他在事发之前并不知道孝文帝的南迁计 

划，而且事发之时也未能领会出孝文帝定都洛阳 

的用意。不过，事发之后，李冲尚能及时转舵，向 

孝文帝积极呈献营造新都之策，遂能继续得到重 

用，成为襄助孝文帝南迁的关键人物之一。 

接着考察拓跋澄在迁都前后的表现。前节所 

引《任城王澄传》记载：“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 

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 b，易筮 

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日：‘此是汤武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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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顺 天应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进 日： 

‘《易》言革者，更也。将欲应天顺人，革君臣之 

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叶。今 

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 

未可全为吉也。’高祖厉声日：‘《象》云“大人虎 

变”，何言不吉也。’澄日：‘陛下龙兴既久，岂可方 

同虎变。’高祖勃然作色日：‘社稷我社稷，任城而 

欲沮众也。’澄日：‘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 

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高祖既锐意 

必行，恶澄此对，久之乃解，日：‘各言其志，亦复 

何伤。”’起初，孝文帝为了达到迁都的目的，而故 

作南讨的姿态；为了争取群臣支持南讨，而用龟 卜 

的方法加以诱导。但是，拓跋澄竟然在“群臣莫 

敢言”的情况下当面顶撞孝文帝，激烈地反对南 

讨，致使孝文帝“易筮南伐”的计谋受挫。这正说 

明，拓跋澄事先对迁都计策毫不知情。其实这也 

不奇怪，因为拓跋澄原也属于旧人之列。 

不过，为时不久拓跋澄的态度就根本改变了。 

《任城王澄传》接着记载：“车驾还宫，便召澄，未 

及升阶，遥谓日：‘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论之。 

明堂之忿，惧众人竞言，阻我大计，故厉色怖文武 

耳，想解朕意也。’乃独谓澄日：‘今 日之行，诚知 

不易。但国家兴 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 

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 

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 

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日：‘伊洛中区，均天下 

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 

庆。’高祖日：‘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 

也。’澄日：‘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 

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高祖日：‘任城便是 

我之子房。’加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 

左仆射。”拓跋澄态度的转变，从表面上看，是由 

于理解了南讨与南迁的关系，而实际上 ，乃是孝文 

帝恩威并施的结果。孝文帝对拓跋澄的威胁与利 

诱之所以能够成功，因为他是皇帝，是封建专制主 

义集权的体现。 

此后，拓跋澄就成为贯彻孝文帝迁都大计的 

积极动员者。《任城王澄传》又记载：“及驾幸洛 

阳，定迁都之策。高祖诏日：‘迁移之旨，必须防 

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 

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既之代都， 

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 

乃开服。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 

日：‘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从幸邺宫，除 

吏部尚书。”拓跋澄对于南迁事业的作用主要表 

现在向北都平城的旧人作“徐以晓之”的宣传，以 

利实现皇室、朝廷以及众多军队与民众的迁徙。 

拓跋澄的工作成效是显著的，不仅受到孝文帝的 

高度赞扬，而且获得封建官僚体制中最要紧的职 

位——吏部尚书作为回报。 

再来分析皇后冯氏在迁都过程中的作用。前 

节所引《皇后冯氏传》记载：“车驾南伐，后留京 

师。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宫迁洛阳。”该传透露， 

当皇后冯氏率领六宫南下跋涉之际，孝文帝正在 

从事南征活动。据《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 

和十七年条、十八年条、十九年条@记载：太和十 

七年九月丁丑孝文帝定迁都之计 ，十月戊寅诏李 

冲等经始洛京，癸卯孝文帝幸邺城，乙巳诏安定王 

休率从官迎家于代京平城；太和十八年闰二月壬 

申孝文帝至平城宫，癸酉临朝堂部分迁留，三月壬 

辰孝文帝临太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十月 

戊申孝文帝亲告太庙奉迁神主，辛亥车驾发平城 

宫，十一月己丑车驾至洛阳，十二月辛亥车驾南 

伐；太和十九年二月壬戌孝文帝下诏班师，五月癸 

未车驾返回洛阳，八月丁巳金墉宫成，甲子孝文帝 

引群臣历宴殿堂，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以上所记，为北魏迁都的整体历程。将此历程与 

《皇后冯氏传》对照可知：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十 

月辛亥离开平城宫前往洛阳，自此宫廷事务全由 

皇后冯氏主持，因此六宫是在冯氏独 自组织下开 

始南迁的；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二月壬戌班师，五 

月癸未返回洛阳，此后并未离开洛阳，而皇后冯氏 

则率领六宫于九月庚午抵达洛阳，因此六宫是在 

冯氏独自率领下完成南迁的。要之，北魏六宫南 

迁完全是由皇后冯氏主持实现的。 

由于《皇后冯氏传》的记载过于简单，难以探 

测皇后冯氏对于孝文帝的迁都之计事先是否知 

晓。皇后冯氏乃文明太皇太后的侄女，显然原属 

旧人的阵营。迁都之计既然与文明太皇太后生前 

方略不符，为防冯家获悉消息，孝文帝可能最初也 

175 



江 箍 擎平 2012．3 

未向皇后冯氏透露。惜无证据，仅为推测而已。 

不过，由《皇后冯氏传》的记载知道，皇后冯氏“贞 

谨有德操”，乃是识大体之人，所以她以实际行动 

支持了孝文帝的迁都事业。 

六宫迁徙，并非简单的过程。《魏书》卷一三 

《皇后列传 ·孝文昭皇后高氏传》@记载：“后(皇 

后高氏)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或云 

昭仪遣人贼后也。”高氏生前地位不高，她的尊号 

是死后追谥的，但是她为孝文帝育有二男一女，是 

曾受皇帝宠爱的宫人。高氏之死，事出有因，被猜 

测为“昭仪遣人贼后”。这位昭仪也是文明太皇 

太后之兄冯熙的女儿，倘若猜测正确，则其中必定 

具有复杂的隐情。但无论如何，高氏死于自代如 

洛阳的南迁途中，理应属于重大事故。高氏暴薨 

事件的发生，说明六宫迁徙之途是颇具艰难与危 

险的，冯氏虽享有皇后之尊，但以一位青年女子当 

此重任确属不易。 

李冲、拓跋澄和皇后冯氏都是孝文帝迁都事 

业十分得力的襄助者，然而三人事先却并不一定 

知情，这说明孝文帝对于他们未必充分信任。虽 

然未必充分信任，但是却要放任使用，其原因是孝 

文帝欲藉迁都之机以分化旧人。为了理解原委， 

须先了解北魏迁都的客观原因与孝文帝力主迁都 

的主观动机。 

藉迁都以分化旧人 

造成北魏迁都的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 

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还有军事方面和文 

化方面的。迁都问题是王朝的百年大计 ，诸因素 

都是执政的孝文帝与其臣僚或私下考虑过或公开 

讨论过的。 

王仲荦先生在专著《魏晋南北朝史》中对于 

北魏迁都的原因作过集中的表述，该著下册第七 

章第二节的《迁都洛阳》小节⑩中称：“⋯⋯何况 

自从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扩大推行均田制以 

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经成为北魏王朝的主 

要基础，从关外的平城移都到中原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的洛阳，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说，就 

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了。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此其 
一

。”这是站在社会经济角度作出的分析。为此， 

176 

王仲荦先生还引用了孝文帝对成淹说过的一番话 

作为佐证，“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从山东、河北 

运粮至平城，不能利用水运)，故京邑(平城)民 

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从而指出，“迁 

都洛阳是解决塞上一带严重粮荒的唯一办法”。⑥ 

接着，王仲荦先生谈到了迁都的军事方面原 

因：“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拓跋氏内部阶级分 

化更为急遽，他们的经济逐渐衰颓起来了，这也使 

得北魏王朝的军事威力逐渐衰落。可是当时居拓 

跋氏北方的柔然人 的势力，却大大扩张起来。 
⋯ ⋯ 柔然南徙，逼近平城，孝文帝遣数十万骑北拒 

柔然，‘大寒雪，人马死者众’。如果北魏仍都平 

城，稍一疏忽，便有被柔然包围的危险，甚至平城 

有失守的可能；倘南迁洛阳，此时南齐国力，日趋 

衰颓，不但不能威胁洛阳，而且孝文帝认为如大举 

南侵，南北混一可期。是平城有累卵之危，洛阳有 

磐石之安，故定都洛阳。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此其 

二。”可见，以洛阳为都城，既可以避开柔然的锋 

芒，又有利于向南朝用兵，为实现孝文帝统一中华 

的宏图奠定基础。 

经济与军事方面的因素，与其说是原因，不如 

说是客观背景更为贴切。其实，在确立新都城的 

时候，北魏的决策者们考虑得相对多的，应该是政 

治与文化方面的因素。与旧都平城及其他都市相 

比，洛阳是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而此时的孝 

文帝，在政治上正以统一南北为目标，谋划着向南 

开拓；在文化上正在与南朝争夺正统地位，欲以华 

夏文明的继承者 自许：所以洛阳才会成为孝文帝 

向往的圣地。 

北魏迁都的原因是综合的，绝非单纯的、偶然 

的。笔者认为，后世的史学家根据政治经济学的 

原理从大的方面和高的角度去分析北魏迁都的原 

因，从而考虑到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诸多因 

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 

家，孝文帝对于迁都的前因与后果必然审慎权衡 

过，他审时度势地作出的迁都决定无疑是伟大的 

历史创举。但是，对于我们如今在教科书中认识 

到的，北魏迁都洛阳之举对中华民族融合发生的 

巨大影响，以及对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所起的 

伟大作用，恐怕并不是孝文帝在一千多年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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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想到的。我决无贬低孝文帝的历史贡献之意， 

只是想要说明，北魏迁都洛阳虽然是由多方面客 

观原因决定的，但孝文帝能够在文明太后去世刚 

刚满三年就作出义无反顾的决断，则与他个人的 

情绪具有很大关系。 

孝文帝虽然贵为至尊，却长期处在文明太皇 

太后冯氏的卵翼之下。文明太皇太后曾经两番临 

朝听政，掌握北魏朝政。《魏书》卷一三《皇后列 

传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记载：“及登尊极，省 

决万机。”又记载道：“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 

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 

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 

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即便孝 

文帝 “雅性孝谨”，也曾处于岌岌可危 的境况。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卷末⑩记载：“文明太 

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 

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 

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文明太皇太后有意要 

废黜孝文帝，幸亏大臣元丕、穆泰、李冲等人“固 

谏”，孝文帝的皇位才得以保留。 

文明太皇太后既然对孝文帝有过废黜的心 

思，平时对孝文帝的猜疑就不会少。《魏书》卷五 

八《杨播传附杨椿传》④记载：杨播归老时对子孙 

透露，文明太皇太后曾规定宫廷内官每十日必须 

向她告密一事，“不列便大嗔嫌”，于是众人便在 

“太后、高祖中间传言构间”；又称，杨播兄弟互相 

告诫道，处身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母子问甚 

难，宜深慎之”；还称，孝文帝亲政之后表扬过杨 

氏兄弟，因为他们过去没有在文明太皇太后与孝 

文帝之间搬弄是非。由此可证，文明太后与孝文 

帝之间的感情是相当微妙而隔膜的。 

幸亏孝文帝颇善于运用韬光养晦的谋略，所 

以往往能够化险为夷，躲过劫难。《高祖纪下》卷 

末记载：“进食者曾以热羹伤帝手，又曾于食中得 

虫秽之物，并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 

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然而受，不 自申明。太 

后崩后 ，亦不以介意。”孝文帝不仅能够宽恕进食 

者的过失，而且竟然不计较进过谗言的宦者。孝 

文帝虽然年轻，权术与耐心却属不凡。他的韬光 

养晦之策居然蒙骗了富于阅历的文明太皇太后。 

就这样，一直忍耐到文明太皇太后去世，孝文帝才 

算熬出头，终于结束受制于人的局面。 

文明太皇太后的去世，没有引起政}台上的波 

动，北魏的局势相当稳定，原因是文明太皇太后在 

世时纠集而成的政治集团为时 日久，其势力已经 

根深蒂固。而且，文明太皇太后在生前自作主张， 
一 反随葬先帝于金陵的传统，而将她的陵墓修筑 

在平城以北仅仅二十公里处的方山顶上。这样的 

架势，说明她至死也无放弃强势的念头，在百年以 

后也要居高临下地继续盯着平城政权。要之，文 

明太皇太后虽然去世，旧人依旧控制和影响着北 

魏朝廷。 

不过，孝文帝绝非任人随意摆布者。在孝文 

帝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对以往的遭遇毫不计较的， 

他对过去所受的虐待“默然而受”和“不以介意”， 

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我们从他对待李冲和拓跋 

澄这样显赫的大臣都动辄以“斧钺有常”相威胁， 

不难探出他久久藏于内心深处的凶狠。不过，不 

管孝文帝心里怎么想，最初在外表上他仍然对文 

明太皇太后表现得恭敬有加。为了表示这种恭敬 

的“真切”，孝文帝特意在文明太皇太后陵的侧后 

为自己修建了规模较为简陋的寿宫，时距文明太 

后去世十个月。孝文帝修建寿宫，不是给死去的 

文明太皇太后看，而是给活人看的，尤其要给曾经 

纠集在文明太皇太后身边的旧人看的。 

其实，孝文帝决不心甘情愿地附葬于文明太 

皇太后之侧，恐怕就在修建寿宫之时他的心中已 

经在盘算如何摆脱文明太皇太后的阴影了。而彻 

底摆脱文明太皇太后的旧氛围的最佳办法，莫过 

于将国都迁离被文明太皇太后死死地盯住的旧都 

平城。所以，在文明太皇太后去世的第四年，孝文 

帝就规划迁都了。事实证明，文明太皇太后生前 

对孝文帝的猜疑不是没有理由的。作为皇帝，孝 

文帝虽然身份特殊，但也是有血有肉之人，在太和 

十七年议迁都之计时孝文帝才是虚岁 27岁的青 

年，他的个人情绪难免会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因 

素。所以，为了尽快地摆脱旧的政治氛围，孝文帝 

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迁都的决断。生不能继续忍受 

后权阴影的笼罩，死不愿葬入文明太皇太后陵侧 

的寿陵，孝文帝个人的感情因素成为北魏迁都洛 

】77 

lenovo
矩形



弘 癌 笋干 2012．3 

阳的催化剂。 

将国都迁往洛阳，肯定违背了在方山之巅死 

死盯住平城政权的文明太皇太后的意愿，所以迁 

都之计必然会遭到旧人势力的顽强阻挠。在这样 

的局面下，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九月在洛阳施展 

开假意南伐的策略，从而招致激烈的反对，进而使 

新旧政治方略的对立公开化。据《李冲传》记载， 

不仅李冲扬言“敢以死请”，而且“大司马、安定王 

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澄等并殷勤泣谏”。 

新旧政治方略的对立，实质正是新旧势力的 

对立。为了缓和对立，孝文帝采用了“胁定群情” 

的手段。《李冲传》记载了孝文帝晓谕群臣的话 

语：“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 

班师，无以垂之千载。朕仰惟远祖，世居幽漠，违 

众南迁，以享无穷之美，岂其无心，轻遗陵壤。今 

之君子，宁独有怀?当由天工人代、王业须成故 

也。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机亦时 

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 

者左，不欲者右。”通过以南迁替换南伐的戏剧化 

方法，孝文帝达到了将国都迁离平城的目的。不 

仅如此，孝文帝还通过让群臣依观点分列左右的 

方式，迫令他们公开表态。这虽然是具体针对迁 

都之计的表态，但却是政治立场的亮明，因为迁都 

之计乃是决定王朝政治前途的关键，高于任何的 

朝政大事。 

这正是孝文帝的高明之处，他以迫令公开表 

态的政治手段，先将旧人分化开来，以便于逐渐瓦 

解文明太皇太后长期纠集而成的旧势力。这样的 

政治手段颇为有效，能迫使一部分人从旧人中分 

化出来。据《李冲传》记载，前南安王拓跋桢等就 

站到左方，并颂扬孝文帝为“非常之人乃能非常 

之事”。但是，仍旧有许多顽固不化者，如安定王 

休等就公然“相率如右”。 

在这样的形势下，进一步分化旧人就显得尤 

为必要。作为有力的后续手段，便是具体地争取 

旧人之中既有威望又有能力者。这就是孝文帝以 

李冲、拓跋澄、皇后冯氏三人襄助迁都的深刻意 

义。由于孝文帝的恩威并施，李冲等三人积极地 

主持了相应的迁都事务，成为北魏迁都事业中的 

关键人物。不仅如此，他们还成了从旧人势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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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为支持孝文帝新势力的带头羊。 

真是一举两得：分化旧人的手段，推动了迁都 

之计的实现；迁都之计的实现，进一步分化了旧 

人。旧人分化的结果，则为组建新的北魏洛阳王 

朝的政治势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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