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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荣薛氏、闻喜裴氏、永济柳氏是
古代河东的三大望族。裴氏发祥于河东
在春秋时期，柳氏迁于河东在秦代，薛
氏家族迁至河东，最晚在曹魏末年司马
昭灭蜀国之后。薛氏家族为什么会从蜀
地迁往河东？这就要说到东汉后期河东
的 民 族 分 布 和 军 事 形 势 。东 汉 永 和

（136—141）年 间 ，南 匈 奴 内 部 发 生 变
乱，攻掠并、凉、幽、冀四州。东汉朝廷用
了几年时间平息了叛乱，但大批南匈奴
部众由沿边八郡逐渐深入到并州诸郡，
即现在山西的汾河流域，南匈奴的王庭
也迁移到了左国城（今方山县南村）。东
汉末年，由于鲜卑不断南下骚扰，朝廷
已经放弃了句注塞（今雁门关之西）以
北之地，在塞南置新兴郡，安置原来在
北边的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
五郡的流散百姓，句注塞以北基本上被
鲜卑控制。216 年，曹操将南匈奴分为五
部，即左、右、南、北、中，每部择立贵族
为帅，另选汉人为司马对其进行监督。
这些内迁的匈奴主要集中在今忻州、晋
中、吕梁、临汾西部一带，史书上称他们
为“并州之胡”。曹魏初年，将归顺的鲜
卑步度根部安置于句注塞南守边，称为

“保塞鲜卑”。正始八年（247），可能因为
河东地区的汾河以北地区匈奴人迁入
渐多，朝廷把汾河以北的十个县从河东
郡划出来，新设了平阳郡。到了曹魏末
年，鲜卑、匈奴已经占据了今山西的北
部、中部地区，人数上达到数十万，对黄
河之南的洛阳已经形成威胁。要保障洛
阳的安全，就必须在黄河以北的河东地
区部署一支武装力量，与“并州之胡”之
间建立一个与洛阳不能太近的缓冲区。
这支武装力量还要对河东盐池起到屏
护的作用，而地处汾河之南的汾阴（今
万荣县）就是比较理想的地方。

汾阴地处峨嵋原的北部，境内的孤
山、稷王山是两个天然的制高点。在孤
山之上，四周的原野、山川历历在目，可
以观察到方圆百里之内的情形。西边黄
河如带，南边盐湖和中条山遥遥在望，
北边的吕梁山等尽在眼底。其南有数千
平方千米的腹地，峨嵋原上的各县盛产
粮食，使得汾阴的战略价值在河东地区
异常突出。在消灭了蜀国之后，司马昭
采取了古代通常的措施，把蜀地的豪强
迁出巴山蜀水。当时蜀地的薛氏家族人
数众多，势力强大，家族领袖薛齐曾担
任巴、蜀二郡太守，他们是一支不可忽
视的力量。作为被征服者，薛氏家族数
万人被安排北迁，他们的新居住地就是
黄河之东的汾阴。古代王朝将被征服地
区的豪强迁往首都附近的事例很多，但
像这样把一个数千户几万人的大家族
整体从原籍迁出，还比较少见。从曹魏
末年开始，薛氏家族在汾阴繁衍生息，
不但承担了防御胡马南下的责任，还开
启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家族辉煌大幕。

【西晋北朝时期】

立足河东，奠定基础

薛氏家族北迁至河东汾阴，被河东
的大族称为“蜀薛”，这是带有歧视性的
称呼。尽管受到歧视，但薛氏家族一心
自强，毕竟人多势众，还有良好的文化
基因，薛氏家族很快就进入社会中上
层。薛齐的儿子薛懿担任西晋的北地太
守，封焉陵侯。薛懿有三子：恢、雕、兴。
薛恢任河东太守，号“北祖”；薛雕号“南
祖”；薛兴任西晋尚书右仆射、冀州刺
史，号“西祖”。

在薛氏的北、南、西三支中，西支的
发展最为兴盛。薛兴的儿子薛涛，任职西
晋中书监；薛涛之子薛强，素有大志，颇
具军国谋略。354年，桓温北伐至关中，让
王猛推荐才能之士，王猛推荐了薛强：

“公求可与拨乱济时者，友人薛威明（薛
强，字威明）其人也。”薛强感到桓温并不
是真心想收复故土，劝说王猛不要辅佐
桓温，依旧回到汾阴。358年，前秦王苻坚
讨伐张平，途经汾阴，苻坚率领数百骑兵
来到薛强的城堡（后来的薛通城以此为
基础）下，想与薛强商议归顺之事。薛强
派人回复：“此城终无生降之臣，但有死
节之将耳！”苻坚只好北上。淝水之战后，
前秦兵败，鲜卑族慕容永在上党地区建
立了西燕，企图东犯河东，薛强率领薛氏
宗室的强兵，击败西燕的军队，威震黄河
两岸。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对薛强的薛
家军十分忌惮，姚兴派使者到汾阴，十分
恭敬地请薛强到长安任职。

晋室南渡、刘琨败亡之后，立足河
东汾阴的薛氏家族是黄河以北仅存的
汉族军事力量，在北朝历史上留下了光

辉的一页。据《魏书》记载，薛辩的祖父
薛涛，与薛祖、薛落分统部众，世号“三
薛”。后来，另外两支衰落，薛辩的父亲
薛强，带领部落，总摄三营，成为薛氏家
族的核心人物。由于薛强善于安抚人
心，汾阴一带的百姓都投奔于他。“历石
虎、苻坚，常凭河自固。”薛氏家族从东
晋末年开始，在汉赵、后赵、前秦时期，
以汾阴为根据地，凭借黄河天险，固守
一方 80 余年，抵抗匈奴、羯族、氐族等
游牧族。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
论》中评价薛氏在十六国时期的作为
说：“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刘琨不能保
其躯命，张骏不能世其忠贞，而河东薛
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刘、石、苻氏者
数十年。”另一位思想家顾炎武在《裴村
记》一文中也高度赞赏说：“汾阴之薛，
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
尝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举义兵以抗
高欢之众。此非三代之法犹存，而其人
之贤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
能久而不衰若是？”

北魏初，薛强之子薛辩任北魏平西
将军，东雍州刺史、并州刺史。北魏明元
帝对薛辩十分器重，对薛辩说：“朕委卿
西番，志在关右，卿宜克终良算，与朕为
长安主人。”薛辩的儿子薛谨，任北魏河
东 太 守 、平 西 将 军 。始 光 年 间（424—
427），北魏讨伐赫连昌，薛谨率领“薛家
军”为前锋。收复蒲坂之后，北魏把汾阴
和蒲坂的百姓并为一郡，薛谨仍任河东
太守，擢升为秦州刺史。不久，吕梁山的
山胡白龙凭险叛乱，薛谨与镇南将军奚
眷从太平县（今襄汾县西）北面入山，平
定了叛乱。太延初，薛谨又率部平定了
吐没骨叛乱。薛谨注重教育，创办学校，
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青年受业，

“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
儒道兴焉”。薛谨是薛氏家族历史上最
早注重子弟教育的家族领袖，对河东一
带的文教事业也有贡献。薛谨有五子：
洪祚、洪隆、湖、昂、积善，即后世所称

“薛氏五房”——薛氏五门大房。后来汾
阴薛氏有作为者多为“薛氏五房”后裔，
冠以“三祖五房”以示其谱系出处。

薛谨的长子本名洪祚，北魏太武帝
赐 名 初 古 拔 ，多 有 战 功 。皇 兴 三 年

（469），薛洪祚与文成帝的女儿西河长
公主结婚，拜驸马都尉。这是薛氏家族
第一次与皇室联姻，在薛氏家族历史上
具有标志意义，标志着薛氏步入世家大
族之列。从曹魏末年迁居汾阴，到与皇
室联姻，成为望族，薛氏家族历时 210
多年。

薛谨次子薛洪隆的曾孙薛端，战功
卓著，晋封伯爵，任西魏吏部郎中、尚书
右丞、吏部尚书。薛端长期任职吏部，选
拔官员唯贤能是举，深得宇文泰赏识。
北周时，薛端任户部尚书，晋封公爵。薛
端历任西魏、北周的高官，官至从一品，
是薛氏家族由武职官员向文职官员、地
方官员向中央官员过渡的代表。薛端的
儿子薛胄，在隋代官至刑部尚书。

薛谨三子薛湖的长子薛聪，在魏孝
文帝时，深得信任，担任禁军统帅，“陪
侍帷幄，言兼昼夜，时政得失，预以谋
谟，动辄匡谏”。有一天，魏孝文帝与薛
聪开玩笑说：“世人都说你们薛氏是蜀
地人，你们到底是不是蜀人呢？”薛聪回
答说：“我的远祖薛广德在汉朝为官，当
时称为汉人。我的九世祖薛永，随刘备
入蜀，当时称为蜀人。我现在是陛下的
大臣，是虏人而非蜀人也。”魏孝文帝笑
着说：“你说清楚你不是蜀人就行了，何
必还要挖苦朕呢？”薛聪生气地把手中
的戟扔在地上出去了。《资治通鉴》也记
载 了 一 个 类 似 的 故 事 。太 和 二 十 年

（496），北魏议定天下士族门第，大家认
为薛氏可以定为河东郡的世家大族，魏
孝文帝说：“薛氏是从蜀地迁来的，怎么
可以进入郡姓呢？”薛氏家族的薛宗起
此时执戟站在殿下，出列回答说：“臣的
先祖汉末在蜀地做官，两代以后重新回
到河东，到今天已经传承了六世，我们
不是蜀人。臣以为陛下是黄帝的后裔，
受封在北土，难道可以称之为胡人吗？
今天我们薛家不列入郡姓，我还活着干
什么！”薛宗起将手中的戟扔在地上摔
成碎片。薛氏被列入郡姓，魏孝文帝说：

“爱卿不是‘宗起’，是‘起宗’啊！”抑或
薛聪与薛宗起是同一个人。北魏时，汾
阴薛氏已经进入世家大族之列。

薛聪之子薛孝通，博学有才，北魏
后期拥立简闵帝，官至散骑常侍、中书
郎，深为皇帝倚重，“内典机密，外参朝
政，军国动静，预以谋谟”。高欢起兵后，
薛孝通认为关中的战略地位重要，建议
早做准备，以作为据守之地。他和宇文
泰被分别任命为关西大行台的左丞、右
丞，与宇文泰结为兄弟。薛氏家族的多
位成员在西魏、北周时期担任朝廷高
官，为薛氏家族在唐代进入关中世家大
族之列奠定了基础。

薛安都是薛氏南祖后裔，乃北朝时
期薛氏家族的风云人物之一。薛安都初
仕北魏，444 年与族人薛永宗起兵反魏，
失败后投奔南方的刘宋政权。450 年率
部北伐，在陕城之战中，薛安都单骑入
敌阵，所向披靡，斩杀无数，威名大振。
454 年，他奉命平定豫州刺史鲁爽等人
的叛乱，鲁爽以骁勇善战著称，号称“万

人敌”，薛安都单马直入，将鲁爽刺于马
下，当时人们把他与三国时斩颜良的关
羽相提并论。466 年，薛安都以徐州、兖
州之地归附北魏，为北魏增加了东南的
大片土地，史称“实启东南”。这使刘宋
政权退至淮河以南，北魏在与南朝的对
抗中实力大增。

在南北朝时期，汾阴薛氏家族立足
河东，聚族自保，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
军事力量。在南北对峙、东西抗衡之时，
薛氏家族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隋唐时期】

枝繁叶茂，出将入相

薛孝通之子薛道衡，少年时即有才
名。他的文章写得很有文采，有“关西孔
子”之称。他历仕北齐、北周、隋朝。北齐
时，薛道衡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
齐名，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薛道衡在隋
代诗人中的艺术成就最高，北周时他的
作品在南方影响就很大，“每有所作，南
人无不吟诵”。他的《人日思归》“入春才
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
花前”，借用春暖花开、大雁北归的自然
现象，抒发急迫的思乡之情。全诗寥寥
十字，诗人翘首望归雁、屈指算归期之
状跃然而出。这首诗作当时就在南方争
相传诵。薛道衡的代表作《昔昔盐》，描

写一位思妇怀念丈夫，更是运用比兴手
法，着重表现思妇独守闺房的寂寞悲
凉。诗作每四句为一节，通篇一韵到底，
既精于音律，又讲究用典，开初唐排律
之先声。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
泥”一联，最为脍炙人口。薛道衡在隋文
帝时任吏部侍郎，久居枢要之位，为隋
文帝倚重。晚年因为得罪隋炀帝被杀。

薛道衡的兄长薛温，任北周的上黄
郡守、燕郡郡守。薛温之子薛迈，在隋代
官至刑部、选部侍郎。薛迈之子薛元敬，
少年时代就以才能闻名，与族叔薛收、
薛德音被称为“河东三凤”。621 年，李世
民设立文学馆，请房玄龄、虞世南、孔颖
达、薛收、薛元敬等有名的十八位学者
入馆，史称“十八学士登瀛洲”。薛氏叔
侄同列“十八学士”，足见薛氏家族在全
国学术上的影响力。

薛 道 衡 的 侄 子 薛 德 音 ，佐 修《魏
史》，任职著作佐郎。

薛道衡的儿子薛收，在李渊起兵后
投奔帐下。房玄龄很赏识薛收，把他推
荐给李世民，李世民聘薛收为秦王府主
簿。当时李世民经常南征北伐，有关的
檄文布告，多出自薛收手笔。621 年，李
世民率军讨伐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河北
的窦建德率军前来救援，形势对唐军很
不利。李世民一众部下纷纷建议退兵，
只有薛收力排众议，建议李世民一鼓作
气，消灭两军，“今宜分兵守营，深其沟
防，即世充欲战，慎勿出兵。大王亲率猛
锐，先据成皋之险，训兵坐甲，以待其
至。彼以疲弊之师，当我堂堂之势，一战
必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过两
旬，二国之君可面缚麾下。若退兵自守，
计之下也”。李世民采纳了薛收的建议，
击败了窦建德和王世充。624 年，年仅
33 岁的薛收病逝，李世民至灵堂痛哭哀
悼。李世民即位后，又对房玄龄说：“薛
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

薛大鼎，其父薛粹受隋文帝子杨谅
谋反案的牵连，被处死。薛大鼎流落到
他乡，于隋朝末年回到故乡。李渊从太
原起兵，南下至龙门，薛大鼎到龙门向
李渊献计，建议李渊不宜在河东滞留，
应该尽快从龙门渡过黄河，直奔永丰粮
仓（在渭河河岸），发布檄文，兵临长安。
薛大鼎的建议没有被当即采纳，但李渊
部署了一支 6000 人的军队先渡河。后
来的形势发展，证明薛大鼎的策略很有
战略眼光。

薛收之子薛元超，仪凤元年（676）
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迁中书令，成为
宰相。任相七年的薛元超是初唐的文坛

领袖，杨炯称其为“朝右文宗”，他大力
举荐寒门才俊，支持王勃等人的文学革
新，推动了初唐的文风变化。仪凤三年

（678），吐蕃进犯边境，唐高宗召群臣问
策，朝臣都建议守边。而薛元超建议以
攻为守：“敌不可纵，纵敌则边患丛生，
边不可守，守边则军威衰竭。”唐高宗离
开长安时，命薛元超兼任户部尚书，辅
佐太子监国，全权处理关中事务。薛元
超病逝后陪葬乾陵。

薛曜，薛元超长子，薛稷的族兄。薛
曜与薛稷的书法同一师承，皆学褚遂
良，用笔瘦劲，结体疏朗，有挺拔之势，
比褚遂良的书法更为险劲，亦为初唐著
名书法家，《夏日游石淙诗并序》是薛曜
的代表作。杨守敬《书学迩言》：“继少保
而特出者有薛曜，今存石淙诗、石淙诗
序两通。褚河南后，小变面貌，而险劲过
之，亦初唐一大家也。”

薛稷，薛道衡的曾孙，唐代著名画
家、书法家。薛稷官至工部、礼部尚书、
宰相，曾任太子少保，后世称为“薛少
保”。他的书法继承了褚遂良的风格，后
世把薛稷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
列，称为“初唐四大书家”。薛稷是唐初
名臣魏征的外孙。其外祖父家收藏书画
颇多，薛稷用心观摩学习，特别对褚遂
良的书法更是锐意学习。在学习褚遂良
书法的基础上，薛稷又有所发展创造，

将隶书融入楷书，劲瘦中兼顾圆润，媚
丽而不失气势，形成了劲瘦媚丽而又圆
润挺拔的风格，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
其节”。唐张怀瓘《书断》评其书法：“书
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
半。”薛稷的书法碑刻有《升仙太子碑阴
题名》《信行禅师碑》《涅槃经》等。史载
薛稷曾经为普赞寺题额，三个大字，各
方径三尺，笔画雄健，结构劲挺。大诗人
杜甫写诗赞道：“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
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薛稷的
书法风格对后世影响不小，宋徽宗的

“瘦金体”就是受薛稷劲瘦书风的影响。
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
论及“瘦金体”：“参以褚登善、薛少保，
瘦 硬 通 神 ，有 如 切 玉 ，世 称 瘦 金 书 也
……今之仿宋体，亦是从此中脱出。”薛
稷的绘画水平很高，以画鹤知名，影响
深远。杜甫作诗评价薛稷画的鹤“低昂
各有态，磊落如长人”。《历代名画记》
载：“屏风六扇鹤样，自（薛）稷始也。”他
画的鹤被作为范本，说明了他在画史上
的重要地位。以后“六鹤图”成为一种定
格，后世学薛稷画鹤的人颇多，五代时
黄荃曾学习薛稷绘六鹤，直至 1000 多
年后，清代宫廷中还绘有六鹤屏风。画
鹤之外，薛稷的人物画和杂画也达到了
很高的造诣。

薛仁贵，汾阴薛氏南祖之后薛安都
的六世孙，唐初名将，在贞观时从军，征
战数十年，曾大败九姓铁勒，收复辽东，
击破突厥，功勋卓著，名扬天下，有“三
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脱帽退万敌”
等故事流传。在辽东战场上，薛仁贵身
着白色战袍，手中拿着戟，腰鞬里放着
弓，率先冲入敌阵，无人能挡。唐军趁着
薛仁贵营造的气势进攻，大败敌人。唐
太宗从远处看见了，派人去问穿白色战
袍的先锋是谁，并特别予以召见，并提
拔他为游击将军。等到大军还朝后，唐
太宗对薛仁贵说：“我旧日的将领都老
了，常常想提拔骁勇的将领，没有比得
上你的，得到辽东我不高兴，我高兴发
现了你这位猛将啊。”薛仁贵西征天山
时，九姓铁勒拥众十余万，有骁勇骑兵
数十人前来挑战。薛仁贵连发三箭射死
三人，其余骑兵慑于薛仁贵的神威都下
马投降。薛仁贵乘势挥师冲杀，九姓铁
勒大败。军中传唱：“将军三箭定天山，
壮士长歌入汉关。”667 年 9 月，薛仁贵
率军赴高句丽平叛。唐军将领高侃进军
至金山，交战不利，高句丽乘胜进攻，薛
仁贵引兵迎击，将高句丽军队截为两
段，大破高句丽军，斩首 5 万余级。668

年 2 月，薛仁贵率 3000 人进攻高句丽重
镇扶余城。这时，部将都以兵少为由，劝
他不要轻进。薛仁贵说：“兵在于会用，
不在人多。”于是率军出征。这次战役共
杀死、俘虏高句丽军一万余人，攻克扶
余城。唐军一时声威大震，扶余川 40 余
城，纷纷望风降服。之后薛仁贵一路南
下，与大军会师于高句丽都城平壤城
外，对平壤形成合围之势，一举攻克平
壤。薛仁贵晚年任代州都督，镇守雁门，
率兵击突厥元珍于云州。突厥大将问
曰：“唐将为谁？”答曰：“薛仁贵。”突厥
大将曰：“吾闻薛将军流放象州死矣，安
得复生？”薛仁贵脱下头盔，突厥相视失
色，下马罗拜，引兵撤退。

薛 讷 是 薛 仁 贵 的 长 子 。圣 历 元 年
（698），突厥入侵河北，武则天任命薛讷
为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抵抗突厥。他
镇 守 边 疆 多 年 ，累 有 功 勋 。景 云 元 年

（710），薛讷被任命为幽州镇守经略节
度大使、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成
为唐代第一位获得节度使之名的大将。
开元二年（714），薛讷以陇右防御使之
职率大军与吐蕃作战，大获全胜，升任
左羽林军大将军，同年拜相。

薛嵩，薛仁贵之孙，范阳节度使薛
楚玉之子。薛嵩曾参与“安史之乱”，后
来反戈，归顺朝廷，被任命为相州刺史、
昭义军节度使，治理地方有方，颇得朝

野好评。薛嵩去世后葬于夏县，《薛嵩神
道碑铭》由礼部郎中程浩撰文，“唐隶四
家”之一韩择木之子韩秀实书丹，哀荣
备至。

唐代是汾阴薛氏家族发展的鼎盛
时期，产生了许多政治家、军事家、艺术
家，有三人官至宰相，多位家族成员与
皇室联姻，薛氏家族成为“关中郡姓”。
因为家族的地位显赫，一些文化世家也
与薛氏家族联姻，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的祖母、叔母都是汾阴薛氏。

【宋元明时期】

世家余韵，再度辉煌

薛奎，汾阴薛氏之后，其祖上迁居
绛州（今新绛县）。薛奎是北宋名臣，历
任户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礼部侍郎、
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薛奎有五个女
儿，北宋名臣王拱辰、欧阳修都是薛奎
的女婿。

薛绍彭，字道祖，汾阴薛氏后裔，自
称“河东三凤”之后，宋代著名书法家。
与米芾齐名，人称“米薛”。米芾尝言：

“薛绍彭与余，以书画情好相同，尝见有
问，余戏答以诗曰：‘世言米薛或薛米，
犹如兄弟或弟兄。’”薛绍彭的楷书、行
书、草书皆佳，有晋、唐书家法度，历来
书家对其评价颇高。赵孟頫云：“道祖书
如王、谢家子弟，有风流之习。”元代学
者、书法家危素赞誉其书法：“宋之名书
者有蔡君谟、米南宫、苏长公、黄太史、
吴练塘最著，然超越唐人，独得二王笔

意者，莫绍彭若也。”明王世贞甚至说
“宋人唯道祖可入山阴两庑”。其草书作
品《昨日帖》，笔法流畅，神采飞扬，婉丽
之中有遒劲之风。字间不相连，但形断
意连，在章法上有王羲之《十七帖》之神
韵。

薛景石，金末元初著名的木工理论
家，木工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的总结
者。薛景石的著作《梓人遗制》，是中国
古代唯一由木工匠师撰写的学术论著。
明代初年，《梓人遗制》被收入《永乐大
典》。古代称木工为“梓人”，《梓人遗制》
即木工的著述。全书共有图 110 幅，每
幅图都注明部件名称、尺寸和安装位
置、制作方法。该书对研究宋元纺织机
制造技术和制车技术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梓人遗制》是我国机械史、特别
是纺织机械史中一部有影响的著作。

薛瑄，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教
育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著有《读书
录》《薛文清公文集》《理学粹言》《从政
名言》等书。清人把薛瑄作为宋代朱熹
学说的传人，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
晚明学者高攀龙认为，明代学脉有二：
一是南方的王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
瑄朱学。薛瑄是继孔、孟、张载、朱熹之
后，儒家思想发展到明代的代表人物。
在明代以前，宋明理学最根本的问题，
在于理气（规律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薛
瑄认为理气互相依存，不可分先后，他
说：“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他不
同意朱熹的“气在先”的唯心主义思想。
薛瑄首倡“实学”思想，即实事求是，主
张凡事“践履（实践）”，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实学家。薛瑄的理学思想注重“践
履”，他认为如果理论和实践不结合，终
究不能说明理。薛瑄一生倡导“实学”，
注重实践，所以人们称薛瑄的学说为

“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
之儒”。薛瑄强调修身律己，恢复人性。
他认为读书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
我。“复性学说”是薛瑄理学思想的精
华，是他一生奉行的宗旨。他说：“每日
就身心、言行、应事、接物处，紧紧体认
仁 、义 、理 、智 四 者 ，体 认 得 是 则 行 不
错。”即每天用仁爱、正义、事理、智慧来
要求自己，反省自己。明末清初著名思
想家傅山亲笔为薛瑄家庙题联，对薛瑄
的学术思想予以高度评价：“果知复性
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祠谒夫子；不
辨读书二录，即两榜三元亦虚在世称士
人。”不管你是士、农、工、商还是各行各
业，要想了解薛瑄的复性和实学的真
谛，都应该前来拜谒薛夫子。作为读书
人，如果没有读过薛瑄的书，即使金榜
题名中了解元、会元、状元，也不算读书
人。薛瑄在故乡河东的讲学活动，在明
代影响很大，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重
大意义。明史研究专家孟森先生说：“有
明讲学之盛，肇于河东。”薛瑄的讲学活
动，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王阳明、东林党
人的讲学活动都有着开创性的作用。薛
瑄在故乡办学时，山西、陕西、河南、湖
北、山东、广西前来求学的学子络绎不
绝。薛瑄严于律己，被后世称为“明代第
一廉吏”。

由于薛瑄在思想上、学术上的巨大
影响，他去世后，不断有大臣向朝廷上
奏 ，建 议 在 孔 庙 从 祀 薛 瑄 。隆 庆 五 年

（1571）九月二十九日，经过朝廷审议，皇
帝下诏，薛瑄进入孔庙从祀。他是明代第
一个从祀孔庙的人，也是山西历史上从
北宋之后到清末唯一从祀孔庙的人。

经过唐末和五代的毁灭性打击，世
家大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宋
元明时期，汾阴薛氏家族和其他世家大
族一样，都难现隋唐时那般的辉煌。不
过，作为频繁活动于中华文明核心区域
河东的大家族，历经千年发展具有了深
厚的文化基因，在薛瑄这一代再次迸发
出蓬勃的力量，汾阴薛氏家族终于在文
化上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配
享孔庙。

汾阴薛氏家族由南方迁移而来，他
们植根于河东大地，不断自强求变，发
展壮大，由被人歧视的“蜀薛”成为具有
全国影响的望族大姓，辉煌千年。这样
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思考研究。薛
氏家族在河东的遗存史迹，也是值得珍
视的人文遗产。

万荣薛氏家族的千年辉煌
■李广洁 谢振中

北朝时期的薛强城堡依孤山而建，山前的涧沟犹如一道护城河。

万泉古城残存的薛通城墙

万荣里望平原村薛夫子家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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