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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时期独孤家族兴衰探析

———以独孤信为例

张艳鸽

摘要:独孤氏家族从北周兴起到唐代末期彻底衰落，存在三百余年，纵观南北朝、隋唐时期，独孤家族声名
显赫。这个源自匈奴的鲜卑化胡姓家族，如何能够绵延三朝，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从有关北周独孤
信的史料入手，对南北朝、隋唐时期独孤家族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折射了整个独孤家族和南北朝、隋唐时代
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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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世家发展的鼎盛时

期。世家大族无论在政坛还是社会中都扮演着极

其重要的角色。独孤氏家族从北周兴起到唐代末

期彻底衰落，存在三百余年，虽不能与琅琊王氏、
弘农杨氏、河东裴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陇西李

氏等延续七百余年的膏粱大族相提并论，但纵观

南北朝隋唐时期，却拥有显赫声名。尤以独孤信

时期为盛。独孤信乃北周大司马太保并追封卫国

公，是著名的八柱国大将军之一，三个女儿分别为

南北朝隋唐皇后。一门三后三代外戚，独孤之盛，

自古未有。然而到了唐朝末期，独孤家族开始在

政坛上销声匿迹。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个体家族

的升迁往往会折射出整个社会的跌宕起伏。因

此，对独孤氏的兴衰进行探讨就具有重要意义。

一 、独孤信家族渊源

古代中国是宗法社会，个体与家族的命运休

戚相关。有时一个家族的兴起只源自一个人。独

孤家族的兴起，就源自独孤信。
独孤氏本出自匈奴，原为鲜卑屠各部，“独

孤”即“屠各”的汉译，为建立十六国前后汉之刘

氏后代［1］。独孤氏的兴起最早可追溯到独孤信

的伏留屯先祖时期。《周书·独孤信传》记，“魏

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为部落大人，

与魏俱起( 1)。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云中镇

武川，因家焉。父库者，为领民酋长，少雄豪有节

义，北州咸服之。”［2］搜索《魏书》《周书》《北史》
等，均未见独孤信先人伏留屯、俟尼、库者传，而独

孤信及其长子罗籍称云中，可见独孤信及其族当

属未入中原尚居代北的独孤部。其未改姓，可能

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未改姓的，多是部落未解

散的，且多是未迁至洛阳而仍留在边镇的人。”( 2)

独孤信，本名如愿。史书说他“风度弘雅，有

奇谋大略”( 3)。魏孝明帝正光末年( 524 年) ，北

魏北方发生六镇之乱，独孤信与武川军官贺拔度

和贺拔岳等人斩杀了起义军将领卫可孤，由是知

名。初独孤信为葛荣部下，葛荣失败后，投归尔朱

荣。随孝武帝西行，授爵浮阳郡公。西魏建立后，

独孤信任卫大将军、都督三荆州诸军事、大都督、
荆州刺史等职，用以招抚被东魏所占据的荆州的

百姓。
独孤信于是率兵破田八能、斩辛纂，遂定荆

州。不久，东魏又派高敖曹、侯景等率军突至。独

孤信认为敌众我寡，率部逃到南梁，在南梁居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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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统三年( 537 年) 才回到长安。他认为自

己的行为有损国威，便上书请求治罪，得到了西魏

文帝元宝炬的宽宥，任命为骠骑大将军，加侍中、
开府衔，使持节、仪同三司和浮阳郡公的官爵照

旧。
后随丞相宇文泰收复弘农，攻克沙苑。率军

与冯翊王元季海进入洛阳。颍、豫、襄、广、陈留等

地相继诚心归附。大统六年( 540 年) ，东魏侯景

侵犯荆州，宇文泰命其与李弼出兵，侯景撤军后，

独孤信担任刺史，抚慰三荆。不久，又升任陇右十

州大都督、秦州刺史。独孤信到秦州后，公事无积

压。他以礼义教化百姓，劝农耕田养蚕，数年之

中，公私皆富贵，流民愿附者数万家。太祖( 宇文

泰) 以其“信名遐迩，故赐名为信”( 3)。不久，又因

平定岷州叛乱加授太子太保。大统十四年( 548
年) 独孤信进位为柱国大将军，并追封父库者司

空公，母费连氏常山郡君。后，又因军功迁尚书

令，拜大司马。孝闵帝践祚，又迁太保、大宗伯，进

封卫国公，邑万户。独孤氏之显贵，一时无量。
独孤信以己军功积而显身，使独孤氏成为一

时的显贵。然而，独孤信诸子之中，却鲜有以自己

的能力建功封侯者，多以父功而得封。
到了独孤信的孙辈，除了独孤怀恩因反唐被

载入史册之外，均正史无传。但是从我们整理出

来的独孤信的孙辈的官职———河阳郡尉、千牛备

身来看，独孤信这一支已沦落为中级官僚。
入唐后，独孤氏经历数代隐没，于中唐时复又

兴起。如独孤郁、独孤郎、独孤及等人。但考《新

唐书·宰相世系谱》可知此独孤氏系出自独孤

冀，非独孤信之后。因此可以推断自唐之后，正史

之中再无独孤信一支显贵者。

二、独孤信家族的军功和联姻

汉魏以来，门阀士族政治的建立与巩固，主要

依赖三个因素: 一是家族成员政治地位的升迁或

军功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二是家族之间通过姻亲

裙带关系的彼此提携与利用，三是家族注重伦理

家风的维系，注重文化传承的保持，注重维持家族

良好的声誉［3］。
独孤氏作为一个胡姓家族，其兴衰也验证了

以上的两种真理性: 一，独孤信显赫的军功为独孤

氏的望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联姻皇室保证了

其高门不堕。
独孤信以军功起家。他最早追随贺拔胜兄

弟，屡建军功，是贺拔胜的亲信部将，也是整个关

陇军团握有重兵的军事将领。贺拔岳被害之后，

追随宇文泰。深谙统治之术的宇文泰深知，想要

求得统一，在关陇这样一个汉胡聚居地，必须建立

一个既能代表鲜卑贵族意志，又能兼顾关陇地区

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联合体不可。于是一个统治

了西魏、北周以至影响了隋唐时代的被称为“关

陇集团”的政治势力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独

孤氏家族可以说是伴随着关陇集团的形成而强大

的。宇文泰组织了关陇政治军事集团，为了统治

这一联合体，他一是通过赐姓改易郡望的办法来

泯灭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界限。二是大量给予封

户。独孤信随宇文泰战沙苑，改封河内郡公，增邑

二千户，破岷州、平凉州等功升柱国大将军，“增

封，听回授诸子”［4］。三是在政治上给予这些人

以崇高的地位。独孤信后就因孝闵帝践祚，进爵

卫国公，邑万户，这是北周最荣盛最能反应家族地

位的封赏。同时独孤信的儿子们也大受封赏。
如: 第三子独孤穆，以父功封文侯县侯，邑一千

户。第四子独孤藏，以父功封义宁县侯，邑一千

户。第五子独孤顺，以父功封项城县伯。第六子

独孤陁，以父功封建忠县伯。
联姻皇室是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保持高门的

一个重要途径。门阀政治要在士族通婚，以婚而

言则要在当朝显贵之家。婚姻不仅是衡量士族高

卑的尺度，更是士族地位升降和家族兴衰的反映。
独孤氏的婚姻之家除了皇室之外，还包括当时著

名的大族。如清河崔氏。《北史·独孤信附子罗

传》记，“初，( 独孤) 信入关后，复娶二妻。郭氏生

子六人: 善、穆、藏、顺、陀、整; 崔氏生隋献皇后。”
这里独孤信的妻子崔氏，就出自北朝大族崔氏。
独孤信诸女的婚姻也多联姻清一色的显贵之家乃

至北周皇室。独孤信第六子独孤陁娶弘农杨氏

女。独孤信长女嫁宇文泰长子周明帝宇文毓，四

女嫁陇西李氏李昞生李渊，唐立后追册为元贞皇

后，七女独孤伽罗嫁弘农杨氏杨坚，隋立后为文献

皇后。独孤伽罗雅好读书，识达古今，她与隋文帝

在宫中并称“二圣”( 4)。独孤皇后在后宫和朝野

中举重若轻的作用使得独孤家族在经历独孤信被

赐死的低沉后又重回高门的地位。如隋文帝践

祚，赠独孤信太师、上柱国、冀定等十州诸军事、冀
州刺史，封赵国公，邑一万户。谥曰景。独孤罗袭

封赵国公。以其弟善为河内郡公，穆为金泉县公，

藏为武平县公，陁为武喜县公，整为千牛备身。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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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左领左右将军，寻迁左卫将军，前后赏赐不可胜

计。隋炀帝继位，追念舅氏，封罗为蜀国公，厚葬

陁，赠正议大夫。“帝意犹不已，复下诏赠陁为银

青光禄大夫。赠整金紫光禄大夫、平乡候。”( 4)

可以说，独孤家族与南北朝隋唐皇室最直接

的亲戚关系，以及其与北周皇室及关陇“郡姓”一

时大族的广泛政治联姻的有效缔构，使得宇文护

因其 名 望 素 重，“不 欲 显 其 罪 过，逼 令 自 尽 于

家”［3］，来了结独孤信与赵贵的“谋反”之罪。独

孤家族婚姻圈上明显的六镇豪门色彩不仅反映了

这个新兴军功家族在北朝政治舞台上的显要位

置，也表明了其家族对于“关陇集团”核心层面的

有力渗透［5］。

三、独孤信家族衰落原因初探

孝闵元年( 557 年) ，独孤信被逼自杀; 明帝二

年( 558 年) ，长女周明敬皇后早卒，独孤家族失皇

室奥援，门庭寂静无声。大统年间显赫的“柱国”
之家开始了其家族史上的第一次沉寂。直到入隋

后，独孤氏才以外戚身份，重新进入权贵行列，并

绵延至唐，最终和大部分的世家大族一起消失在

历史的烟云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世族发展的鼎盛时

期。经历南北朝的大分裂和战乱之后，许多士族

之间都发生了门第升降［6］。分析独孤氏衰落的

原因，不难发现其作为胡姓勋贵和当时的其他汉

族士族颇有共同之处。
独孤氏衰落的首要原因是家族卷入王朝的上

层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中不能自保，这也是致命

原因。随着权势的增加，独孤信和宇文护的矛盾

渐渐凸显。二者矛盾之一是独孤信忠于魏室。魏

孝武帝避难关中时，独孤信抛妻弃子单骑追随。
但宇文泰迎接孝武帝入关，目的是要挟天子以令

诸侯，成就自己的霸业，并非真心的忠于魏室。宇

文家族对他始终存以戒心。虽然宇文泰为了拉拢

稳定独孤信，为长子宇文毓娶独孤信女儿为妻，但

却在身后立世子时放弃宇文毓( 长子) 而立幼子

宇文觉。矛盾之二是独孤信功高震主。独孤信军

功卓著，手中握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事力量。
宇文护创立了府兵制，各军府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并不容易统驭，所以宇文家族对独孤信始终抱有

戒心。大统六年( 540 年) ，侯景进击荆州，宇文泰

令独孤信迎战。大败侯景后，以信为大使，慰抚三

荆。但是，就在他慰抚三荆的时候，宇文泰却将他

西调，任陇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关于这次西

调的原因，正史无文。但是用心分析不难发现一

些蛛丝马迹。大统三年( 538 年) 独孤信为大都督

入洛阳时，颖、豫、襄、广、陈留之地，忠于魏室的豪

强纷纷款附。这样，以洛阳为中心，元季海、独孤

信周围就集结起一股忠于元魏王室的军事力量。
独孤信曾经三镇荆州，“士庶既怀信遗惠”( 3) ，本

具有威望。如果他继续留在东方，再与忠于魏室

的豪强武装相结合( 西魏三荆之地实治河南) ，形

成一支足以与宇文泰相抗衡的力量，则是大大的

不利于宇文泰。所以，宇文泰就以防备蠕蠕的借

口将独孤信调至河阳，另派自己的同族宇文导代

替独孤信镇守秦州。很显然，宇文泰是担心自己

大军西征侯景之际，独孤信乘机率兵东进，对自己

造成威胁。
中原其他世家大族的衰落也有这个方面的原

因。五胡乱华之后，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开始分

化。一部分衣冠南渡成为侨姓大族，如琅琊王氏、
陈郡谢氏、颍川荀氏和陈郡袁氏; 一部分继续留守

北方，如弘农杨氏、陇西李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

和河东裴氏等等。到了东晋之后，世家之首的王、
庾、桓、谢相继卷入东晋政治斗争，甚至发生了流

血冲突，到了东晋末年，士族的衰落已经初现苗

头。王敦之乱后，帝室对琅琊王氏开始有了疏忌，

王导去世后，其家族在东晋政治中的影响力开始

呈现明显衰颓的趋势。颍川庾氏在琅琊王氏后取

得政权，庾氏身兼外戚和士族双重身份，以北伐的

名义发展家族势力，开东晋藩镇世袭的恶例，最终

被谯国桓氏取代。卷入政治斗争的世家大族并未

能趁机建功立业，反而多次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

品。如刘宋时期的谢晦、和刘义真相交的谢灵运，

以及在孙恩起义中被杀的谢氏。陈郡谢氏因孙恩

起义被杀戮的族人远远多于其他的士族门户。这

很大原因是因为谢氏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士族，

在仇视门阀世族的农民起义中首当其冲被杀害。
第二个共同原因是，后代数世官宦不达，在门

第升降中衰落下来。独孤信死后，其家族和旧部

因之也受到打击。如次子独孤善“以父负舋，久

废于家”( 3)。独孤陁“坐父徙蜀郡十余年，宇文护

被诛，始归长安。”( 4) 就连适嫁弘农杨氏的独孤伽

罗也每每谦卑自守。独孤家族由此势力转微。对

于独孤诸子的仕宦才能，查他们的职官表，不难发

现他们或以父功受封，或因外戚的地位受封。因

此对于他们的仕宦才能，我们不得不持一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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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真正表现出才能的只有独孤善一位。
《周书·独孤善传》说他“政存简惠，百姓安之”。
《隋书·独孤罗传》中更明确指出“善后官至上柱

国”。至于独孤信的孙辈，有两个曾经为河阳郡

尉。这个官职并不低下，然而相对于独孤信时期

的辉煌，毕竟已经成衰落之势。
所谓士族，有几个最基本的衡量标准: 政治上

的累世显贵，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和劳动占有，以及

文化上的家学世传。以官宦为标志，以文化为特

征的世家大族如果数世官宦不达，那么门第升降

自然是常态。尤其政局不稳、纷繁复杂的社会变

乱也为一些士族的升降提供了空间，如渤海封氏、
渤海高氏和赵郡李氏等在魏晋籍籍无名的家族，

在经过十六国的积累和发展后，在北朝时期就跻

身进了世家大族的行列。而进入隋唐的琅琊王氏

虽然在唐朝有宰相四人，但和全盛时期的满堂琳

琅珠玉已无法相提并论了。再如清河崔氏在十六

国后期官宦不显，家族中的主要人物只担任太守

一级的官吏，门户迅速有中衰之势。
第三个共同原因是与隋朝后期实行的限制勋

贵的士族政策有关。代北军事勋贵与关中郡姓相

结合的关陇集团作为西魏、周、隋三朝的政治核

心，虽经改朝换代，仍然根基深厚，勋贵子弟多以

军功封官拜相。此类门族强盛、位高权重而且互

相联姻的勋贵世家，具有某种门阀制的特征，其政

治地位主要是凭借世代承袭的封爵、勋阶及与皇

室联姻来维持，此即“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
之说。隋炀帝对此心存疑忌，于是希望通过彻底

消除门阀体制，来削弱关陇勋贵集团的实力。大

业五年( 609 年) 隋炀帝下令魏周官不得为荫，一

反隋文帝之前制定的“前代品爵，悉可依旧”政

策，限制了勋贵子弟的政治特权。如独孤陁在文

帝时期，拜上开府、右领左右将军。后出为郢州刺

史，进位为上大将军，累转延州刺史。而独孤怀恩

自幼养在宫中，长大后，仅为郓县令，不久就因病

被免。文帝时期显赫的散实官，在炀帝时期既无

标志本品的作用，又无担任职事官的资格，这意味

着关陇勋贵正在丧失其政治特权。炀帝时期勋贵

的仕途也远不如前朝顺畅。前朝勋贵子弟多以千

牛、三卫起家，坐至公卿; 然而隋炀帝认为勋贵子

弟“好 学 之 道，既 所 不 习，政 事 之 方，故 亦 无

取”( 4) ，于是三卫就从勋贵子弟的进身之阶变成

丛脞之地，标志着炀帝选官政策的转变。独孤信

其他的子孙虽正史无名，但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

政策来看，他们要想靠袭爵再达富贵已是不能了。
在魏晋南北朝动荡政局的大背景下，世家大

族的发展和衰落有许多共性，但与其他家族相比，

独孤家族的衰落还有它自身的独特原因。
首要原因就是独孤氏属新出门户，根基不稳，

随着政局逐渐进入和平年代，靠军功起家的家族

难以为继。
独孤家族在独孤信之前名声不显，难以名列

高门之列。后来通过独孤信一人的军功以及与皇

室贵族的联姻，地位才得以擢升。独孤家族没有

如王谢杨裴等根基深厚的家族背景予以支撑，故

难以持久在波谲云诡的政坛中始终保持高门不

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发展并不均

衡，许多家族昙花一现。尤其随着政局逐渐进入

稳固，仅有军功的家族在失去建功立业机会之后，

倘无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很难保持家族

门第长久屹立高门之中。
其次一个独有的原因，也最重要的原因是，独

孤家族作为胡姓家族，文化素养不高，尚未来得及

完成从勋贵到文化家族的转变。纵观汉族的世家

大族，无不具备文化上的家学传承，尤其是那些世

代公卿的簪缨世家，除了家学之外，另有家规、族
规等等有益的倡导。一个家族，如果要长久地保

持和加强家族的政治权位，就必须通过家学的途

径提高家族的文治性，利用学术等文事活动来赢

得家族政治权力的顺利再生产［7］。这就是“文

化”的过程。比如东汉的马氏家族就从马援这样

的军功贵族，在数代的传承中最终演变出马融这

样的儒学大师。独孤家族倘若能从勋贵的武将之

家，在接受中原文化的洗礼后像其他士族一样成

为家学繁盛、官宦不断的文治家族，定可以真正融

入门第观念极重的中原社会，长久保持家族的荣

宠不衰。
总而言之，从独孤信家族的兴衰可以看出，家

族的保持不仅需要有军功和联姻来保持，同时也

必须重视文化和建设，尽早完成家族从勋贵到文

治的转变，才能在与皇权的共生中不被吞并长久

并存。

注释:

( 1) 黄烈:《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载《魏晋隋唐史

论集》第 2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 2)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六镇问

题》，黄山书社 198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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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周书》卷十六《独孤信》。
( 4) 魏徵，等:《隋书·炀帝纪下》，中华书局 197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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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1) 申，周代诸侯国，故都邑在今河南南阳市北区一带。
( 2) 缯，夏至周代诸侯国，故都邑在今河南方城城区南一

带。
( 3) 湛阪，春秋时期地名，故址在今河南平顶山市区西北

一带。
( 4) 黄城山，即今方城县境内的黄石山，俗称小顶山。
( 5) 夏路，笔者认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载“夏路”

指《尚书·禹贡》所载“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之

古道。
( 6) 州，指明代裕州州治，在今河南方城县治潘河以西老

城区。
( 7) 前古城，在今叶县保安镇东北约 10 华里处，省文物部

门调查报告确定此为东周“卷城”遗址。
( 8) 于东山，《水经注》中所载“于东山”即指今河南方城

县杨楼乡东北部于舞钢工区、叶县交界处界山之统

称。
( 9) 《水经注》所载“潕水”即今河南方城县境内贾河。
( 10) 笔者在《楚方城调查》中称“楚城遗址”。
( 11) 犨城，即《左传》所载“伯州犁城犨”之“犨”，春秋时

期楚邑，故址在今河南鲁山县张官营村东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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