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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家大族的崛起和发展，是许多因素交织而形成的结果，如家族成员的才行、声誉、婚媾、仕宦、社会关
系，都影响着家族门第的升降。魏晋时期颍川荀氏兴旺的原因，就在于其深厚的家学传统、累世显达的仕宦升迁、
高门不坠的婚媾缔结及相互提携的交游网络。 本文主要从婚媾的角度考述颍川荀氏臻于全盛的原因，并以此说
明门阀社会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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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颍川荀氏婚媾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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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以家族为社会基础的国家，士族研究一直是中

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演变

通常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 魏晋时期是门阀政

治的鼎盛时期，门阀政治对国家政权的稳定及盛衰兴亡都

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世家大族的个案研究已成学界热点。
本文就选择魏晋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家庭颍川荀氏，通过考

述其家族的婚媾缔结，来透视中古时期世家大族兴衰变迁

的情景。

一、 汉末颍川荀氏的兴起

颍川荀氏兴起于东汉，家族奠基人是荀淑。 荀淑是东汉

后期名动天下的名士。陈启云先生在其《颍川荀氏家族》一文

中分析道，“颍川郡在汉代是一个遍布豪强, 难以治理的地

方。西汉中叶以后，很多豪强部分接受儒家思想，使豪族变成

了半吊子的知识分子。早期的荀家（以荀淑为家长）就是这种

半知识分子豪族。 ”［1］（P320）《后汉书·荀淑传》称：“（荀淑）少有高

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 ”［2］（P869）

也正因此，“当世明贤李固、李膺等皆宗师之”。 ［2］（P869）《海内先贤

传》曰：“颍川先辈，为海内所师者：定陵陈稚叔、颍阴荀淑、长

社钟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识难尚，陈钟至德

可师。 ’”［3］（P5）可见荀淑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名望。
荀淑有八子，均有声望。 “八子：俭、鲲、靖、焘、汪、爽、

肃、敷。 淑居西豪里，县令苑康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 ’
遂署其里为高阳里。时人号曰八龙。”［2］（P870）八子之中，荀爽名

声最盛。 “爽字慈明，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

语》。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2］（P870）荀爽在桓

帝时任郎中，党锢之祸后南遁汉水之滨，十余年间，先后著

《礼》、《易传》、《诗传》等，遂成硕儒。
荀淑的侄子荀翌和荀昙，以打击阉宦而著称于世。 荀

翌官至沛相，是党人“八俊”之一；荀昙官至光陵太守，兄弟

二人“并杰俊，有殊才，正身疾恶，志除阉宦。 其支党宾客有

在二郡者，纤罪必诛。 昱后共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与李膺

俱死。 昙亦禁锢终身。 ”［2］（P870）

荀氏子弟多俊杰。自荀淑奠基，荀爽、荀翌、荀昙、荀彧、
荀攸、荀悦自不待言，便是其他子侄“知名”、“著名”、“有名”
者在史书中也俯拾皆是。 ①荀氏诸贤前赴后继，以“廓清天

下”为己任的济世追求，为荀氏家族赢得声誉，半知识分子

的豪族渐渐发展为颍川郡大族，在魏晋时期臻于鼎盛。

二、 魏晋时期颍川荀氏婚媾及其特点

高门世族家族地位的建立与巩固，主要依赖于两个方

面的因素：一是仕宦，即家族成员政治地位的升迁和学术领

域中取得的成就；二是婚媾，家族之间通过婚姻裙带关系的

彼此提携与互助。 因此，婚媾是世家大族维持门第兴旺、绵

延数世的重要支柱， 其变化也能反映门阀士族社会地位的

变迁。
魏晋时期，荀氏家族凭借荀彧、荀攸等建立的不世功

勋而跻身中原一流世族，而荀顗、荀勖等的官居显位使得荀

氏家族门庭显赫，枝繁叶茂。这也是荀氏家族在婚姻关系上

最为活跃的时期，家族成员与众多世家大族通婚，联姻对象

甚至包括许多皇族。
颍川荀氏一门仕宦爵位，正史记载较多，但婚媾多省

而不计。因此只能从正史的字里行间，再参考墓志碑刻作为

补充，最终制作婚媾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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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魏晋时期荀氏婚媾表

由表 1 可见，魏晋时期的荀氏家族多与众多世家大族

联姻， 与皇族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有史记载的这二十例婚

媾，涉及十六个家族。 分析以上史载的婚媾，不难发现颍川

荀氏婚姻状况有三个特点。
一是与皇室联姻。 魏晋时期，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利益

及家族人员的才干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家族的前途和命运

存在相当程度的升降。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持家族既得利益，
士族在选择婚媾对象时，皇室通常是一个风险较小实惠较

大的选择。 借重联姻皇室取得皇权的庇佑，提高家族地位，

壮大家族力量，是许多士族婚媾的首选。正如唐长孺先生所

说：“联姻皇室对于一些家族的地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4］（P63） 荀彧之子荀恽娶的是曹操之女，“太祖以女妻彧长子

恽，后称安阳公主。 ”［5］（P316）荀恽早卒，荀恽之子荀甝、荀霬因

是曹丕外甥的缘故，仍得到优待。荀彧幼子荀粲娶的是曹氏

皇族曹洪之女，“骠骑将军曹洪女有美色，粲于是聘焉。 ”［5］（P320）

荀彧对司马懿有举荐之恩，其孙荀霬娶司马懿之女。荀勖之

女嫁吴敬王司马晏，生晋愍帝司马邺。东晋时荀彧六世孙荀

羡少有令名，与其兄荀蕤并称“二玉”。十五岁时将尚浔阳公

主，却自恃高门士族，不愿与皇室联姻，竟出逃长沙。但是被

监察的官员追还，最终成婚，拜驸马都尉。
荀氏与当时的皇族联姻，为荀氏家族在魏晋易代之际

平安着陆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帮助提高家族声望，为家

族以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多与同郡士族通婚。经过荀淑、荀爽、荀彧的奠基，

进入魏晋时期以后，荀氏成了颍川大族，而同郡的钟氏、陈

氏和辛氏也是当地名族。这一时期士族婚娶重门第，因此在

颍川郡，这几个士族之间相互联姻就不难理解了。荀顗的姐

夫陈群、荀和的丈夫陈敬祖、荀勖的外祖钟繇，荀攸姑姑的

夫家辛氏，均为当时颍川大族。 当地大族通过联姻，扩充了

彼此的家族势力，提高了家族在地方的影响力，达到了双赢

的效果。
三是与郡外的高门大族通婚。 随着颍川荀氏声望的不

断扩大，其家族联姻的对象就不再局限于颍川本地，而是跨

州郡与其他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大士族联姻，其范围遍及

太原、汝南等地。如荀邃结亲渤海刁氏，荀恭嫁予弘农杨氏、
荀隐娶琅琊王玮女、 荀崧娶陈郡袁侃女， 荀氏女嫁太原王

沈，东晋荀伯子娶陈郡谢氏女，联姻的都是魏晋时期全国性

的一流士族。 荀岳娶东莱刘毅女、荀勖女嫁沛国武统、荀组

娶平原华衍女、荀柔嫁乐陵石庶祖、荀氏女适河东毋丘氏，
这五族虽后世声名不显，传世记载不多，但在联姻时亦皆当

时显宦。

三、 颍川荀氏婚媾缔结的影响

魏晋时期士族之间通过婚媾缔结加强联系，彼此激荡

影响，关系更加稳固。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局的变化及士族

地位的升降， 士族婚姻联系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共享特

权，互利互惠。荀氏的婚媾缔结也对其家族的发展产生了重

大的影响力。
首先，荀氏通过与皇室的婚媾缔结极大地扩充了家族

实力。 荀顗和司马师是姻亲，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的时候，
荀顗建议他“宣德四方，且察外志”，［6］（P1150）并助他讨平毌丘

俭、文钦的反叛。因“佐命弼导之勋”，荀顗累晋爵位至侍中、
太尉、太子太傅、郡公，成为西晋开国功臣。 荀勖依附司马

昭，为其出谋划策，深得信任，累迁“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守

尚书令，封济北公”，是西晋初炙手可热的人物。荀氏子弟因

祖荫在晋朝无不枕居高位，权势显赫。姻亲关系除了为家族

带来荣耀，危难时刻也可以对家族进行援助和扶持。毌丘俭

起兵反抗司马师失败后被诛三族，儿媳荀氏按律应斩。荀氏

堂兄荀顗的侄子荀霬之妻正是司马师的姊妹。 于是荀顗请

姓名 朝代 婚媾状况 联姻家族 材料出处

荀恽 曹魏 妻曹操女 皇族 《魏志·荀攸传》

荀霬 曹魏 妻司马懿女 皇族 《魏志·荀勖传》及注

荀氏 曹魏
适河东毌丘俭

子甸

河东闻喜

毌丘氏

《晋书·刑法志》
《晋书·何曾传》

荀粲 曹魏 妻曹洪女 皇族 《魏志·荀勖传》及注

荀顗 西晋 妹婿颍川陈群 颍川陈氏
《魏书·陈泰传》及注

《晋书·荀顗传》

荀勖 西晋

从外祖颍川钟

繇

婿沛国武统

婿吴敬王司马

晏

颍川钟氏

沛国武氏

皇族

《晋书·荀勖传》
《晋书·晋愍帝纪》

荀岳 西晋 妻东莱刘毅女 沛县刘氏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

释》

荀隐 西晋 妻琅琊王玮女 琅琊王氏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

释》

荀柔 西晋 适乐陵石庶祖 乐陵石氏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

释》

荀和 西晋 适颍川陈敬祖 颍川陈氏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

释》

荀恭 西晋 适弘农杨士产 弘农杨氏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

释》

荀恺 西晋 司马懿外孙 皇族

《魏志·荀勖传》
《魏志·胡质传》

《魏志·钟会传》及注

荀藩 西晋 晋愍帝舅 皇族 《晋书·荀藩传》

荀氏 西晋 太原王沈妻 太原王氏 《晋书·王沈传》

荀崧 西晋 外祖陈郡袁侃 陈郡袁氏
《魏志·荀勖传》及注

《晋书·荀崧传》

荀组 西晋 妻华衍次女 平原华氏
《晋书·荀组传》
《华芳墓志》

荀邃 东晋 与刁协为姻亲 渤海刁氏 《晋书·荀邃传》

荀羡 东晋 尚晋浔阳公主 皇族
《晋书·荀羡传》

《魏志·荀彧传》及注

荀伯子 东晋 妻陈郡谢晦妹 陈郡谢氏 《宋书·荀伯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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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师上书魏帝曹髦免其一死，曹髦判荀氏与毌丘甸和离，
荀氏得以保命。

荀氏与皇室的不断联姻，标志着其家族高门士族地位

的确立，同时也是家族处于鼎盛时期的反映。
其次，荀氏通过与其他高门的联姻，巩固了家族势力。

魏晋时期荀氏联姻的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弘农杨氏、陈郡

谢氏皆为当朝一流士族。荀隐娶琅琊王玮（王祥族）之女。王

祥位居太保，其弟为西晋宗正卿，其孙王导、王敦是东晋的

首功之臣。 琅琊王氏权倾朝野，盛极一时。 荀氏女嫁太原王

沈为妻。王沈是西晋著名史学家，官至散骑常侍、侍中。荀伯

子娶谢晦妹。陈郡谢氏是东晋中后期第一大族。谢晦是刘宋

朝的开国功勋，官至右卫将军、中领军、领军将军，加封建平

郡公，权倾朝野。 荀氏与这些高门大族的联姻，不仅巩固了

家族地位，还通过这些门第婚保证了家族血统的纯正，维持

了家族垄断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权，维护了家族利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门联姻基础上形成的交游圈

帮助荀氏维系了门第居高不坠。荀氏家族通过与皇族、知名

士族的联姻，建立了一个关系紧密的交游圈，并通过这个交

游圈相提携庇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维持和延续家族

势力与声望提供重要资源和凭借。 考察与颍川荀氏有姻亲

关系的士族之间的婚媾情况不难发现，其他士族之间的婚

媾也多是巨姓大宗强强联合。如荀勖外祖为颍川钟繇，钟繇

曾孙女钟琰嫁太原王浑，王浑兄长王沈妻正是荀家女。荀岳

子隐娶琅琊王玮之女， 琅琊王戎与平阳贾氏、 太原郭氏联

姻、河东裴頠为王戎之婿、王衍女为愍怀太子妃、河东卫瓘

第四子卫宣尚武帝女繁昌公主、平原华恒尚武帝女荥阳长

公主、勖子组娶华衍女苕……等等，可见几乎每个高门士族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样紧密的联系，让士族间的援助更易实行。 魏晋士

人重品评，名士的评藻直接影响一个士人声望和地位。因此

士人相互品评援助，姻亲之间尤其常见。荀崧是陈郡袁侃之

外孙，“太原王济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陈郡袁侃，谓侃弟奥

曰：‘近见荀监子，清虚名理，当不及父，德性纯粹，是贤兄辈

人也。 ’其为名流所赏如此。 ”［6］（P1975）荀勖之子荀组被太尉王

衍赞叹说：“夷雅有才识。 ”［6］（P1159）当即荐为司徒左西属、补太

子舍人。不久，司徒王浑又赞之为“左西属组文义贞素，清识

见称”［6］（P1160），聘其为从事中郎，转左长史。 由此不难看出，士

族联姻的交游圈对士族地位巩固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 结语

士族的崛起和发展，是许多内外在因素交织而成的结

果。 家学、礼法、道德规范是影响士族的内在因素，而仕宦、
婚媾及其形成的交游圈则是影响士族发展的重要外在因

素。魏晋时期，颍川荀氏通过与皇族和高门大族缔结婚媾关

系，建立了错综复杂、支脉牵连的姻亲关系网。 他们具有相

当高的社会地位，身居显官，再加上门生、故吏等组成的强

大政治势力，赢得家族发展的鼎盛局面。 可以说，荀氏一族

能够官居高位，仕途坦荡，络绎不绝，是与其家族的婚媾缔

结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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