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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绿树掩映的山西运城闻喜县
裴柏村，就看见村口的墙上赫然写着
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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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宰相村”。另一边
也是大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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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天下无二裴”，
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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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见方，气势非凡。这都是
著名书法家董寿平先生书写的。两排
字中间书写着顾炎武的 《裴村记》。
裴柏村是有亮出这么大阵势的底气
的，裴柏村的裴氏家族历史上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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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宰相、
"%

位大将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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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
域的卓越贡献者，列入正史的裴氏子
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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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一代伟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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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曾告诉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
陶鲁笳：中国出宰相最多的就是你治
下的闻喜县 （裴姓）。裴度是唐朝的
宰相，也是闻喜人。裴氏家族千年荣
显，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家族。胡耀邦
曾说：研究中国的人才学，不能不研
究裴氏家族。

裴氏家族自古为三晋望族，也是
中国历史上声势显赫的名门巨族。裴
氏家族“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盛，
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犹
存。在上下二千年间，豪杰俊迈，名
卿贤相，摩肩接踵，辉耀前史，茂郁
如林。”其家族人物之盛、德业文章
之隆，在中外历史上堪称独无仅有。
历代诗文大家如李白、杜甫、白居
易、韩愈、柳宗元、王维、欧阳修、
顾炎武等与裴氏子弟或相互唱和，或
诗赋赠答，多以千计。

裴氏家族的崛起

裴柏村的东南方是层峦叠翠的中
条山，北方有绵绵延延的紫金山，西
方有蜿蜒起伏的峨嵋岭，村东是千曲
百转的涑水河。汉顺帝刘保永建初

年，并州刺史、度辽将军裴晔来到闻
喜，看到这里有一处依山傍水的空
地，只见此地形：头依紫金山，峰峦
突兀，足蹬董泽湖，烟波浩淼，整个
地势坐西朝东，前低后高，前宽后
窄；鸡公岭、南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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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山头呈现元
宝形，拱卫着两三千亩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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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岭
上柏树苍天，郁郁葱葱，犹如展翅欲
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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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凤凰，真乃“九凤朝阳”；而董
泽湖又是古董父豢龙之处，是龙的故
乡。像这样龙凤呈祥、风云际会的地
方，确为千载难逢的风水宝地！于是裴
晔将全家搬迁于此。他以裴姓为首，以
柏树为名，“裴柏村”由此诞生了。

裴氏出自有熊氏，风姓，以中华
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为远古始祖，为
嬴秦始祖非子之后，非子的支孙封
乡，因以为氏。周僖王时，六世孙陵
封为解邑君，乃去“邑”从“衣”，
以“裴”为姓。后裴氏分为三支，分
居河东、燕京、西凉等地，但考其谱
系源流，皆出于闻喜之裴氏，裴柏村
是海内外裴氏的发源地，故有“族人
遍九州，天下无二裴”之说。

裴晔定居裴柏村后，其次子裴茂
平定李傕叛乱，被封为阳吉平侯，从
而奠定了裴氏家族贵族的社会地位，
推动了裴柏村的崛起。

崛起的裴柏村把更多的优秀裴氏
子弟送出去，从而促使裴氏家族走向
了鼎盛。到了两晋时期，裴氏家族进
入它自身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成为海
内首先发达起来的士族高门。其代表
人物有裴秀、裴頠、裴楷。裴秀因立
司马炎有功，西晋代魏后，晋武帝拜
裴秀为司空、尚书令，封钜鹿郡公。
裴秀还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地图学
家，为中国地图之父。其子裴頠为尚
书左仆射、侍中，封武昌侯公，同时
他还是著名的哲学家。在当时崇尚
“庄老”、高谈“玄理”的情势下，他
独树一帜，提出“无不能生有”，
“有”是万物存在变化之基础等朴素
的唯物主义观点。裴楷为中书令、侍

中、太子少师，封临海侯。当时的河
东裴氏已经成为与两晋时期首屈一指
的琅琊王氏相提并论的一大望族。

南北朝时期，裴氏家族还出了辉
耀千古的“史学三裴”。裴松之撰
《三国志注》、裴駰撰 《史记集解》、
裴子野撰 《宋略》，他们把裴氏人物
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推上了顶峰。

在隋朝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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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间，裴氏
家族出现了数十位有影响的人物。代
表人物有裴政、裴蕴、裴矩、裴世
清。裴政最大的贡献是帮助隋朝修定
了 《开皇律》， 《开皇律》 无论从内
容到形式，比历代任何律令都显得格
外开明，是一部划时代的古代刑典，
为后世立法奠定了规范格式。裴蕴最
大的贡献是实行“貌阅法”，以增加
朝廷的财政收入。裴矩最大的贡献是
加强内地与西北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
联系，裴矩所著 《西域图记》，详细
记述了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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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交通及民风，对研究我国隋唐时
期西北社会状况有重要价值。书中还
绘制了许多地图，标出了从敦煌到达
地中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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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大道，其中中道和南
道，即为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
裴世清最大的贡献是带领第一个友好
代表团访问日本。河东裴氏在隋朝统
治时期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为它
在唐朝继续鼎盛奠定了基础。

“无裴不成唐”

裴柏村之所以成为“宰相村”，主
要是在唐朝形成的。据《裴氏世谱》记
载，在李氏统治唐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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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间，裴
氏家族先后出过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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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书侍郎
)

人，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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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侍郎
*+

人，常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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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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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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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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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皇后、太子妃、王
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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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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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有“无
裴不成唐”的说
法。

裴氏家族首
先进入唐朝宰相
行列的是裴寂和
裴矩。裴寂鼎助
李渊太原起兵，
裴矩在窦建德失
败后，奉国玺以
山东之地归唐，
奠定了他们在唐
初的政治地位。
其他著名的宰相

还有为唐献身的裴炎、裴居道，平定
突厥的裴行俭，御书褒奖的裴光庭，
鼎新漕运的裴耀卿，慧眼识人的裴
垍，中兴元和的裴度等。裴氏家族的
兴盛使得李唐王室不得不倚重它来巩
固自己的统治，于是，联姻就成了最
好的办法。在唐初高祖时，宰相裴寂
就把自己的女儿嫁与高祖的儿子赵王
李元景为妃，他的儿子裴律师又娶高
祖的女儿临海公主为妻；宰相裴居道
的女儿嫁唐中宗，被封为孝敬皇后。
在唐王室中，有多位公主，特别是唐
玄宗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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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女儿都嫁入了裴
门。而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
夫人也是裴门的媳妇。今天，依然耸
立在裴柏村裴氏碑馆中的唐代
裴氏家谱碑，仍然在无声地诉
说着裴氏家族在唐王朝的辉
煌。

唐代的裴氏家族在许多领
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现了
一大批如政治家裴宽、裴伷
先、裴敦复，文学家裴说、裴
迪，书法家裴漼，音乐家裴知
古、裴兴奴，史学家裴光庭等
著名人物。唐代小说家裴铏著
《传奇》 一书，首先提出的
“传奇”这个专有名词，以后
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小说文
体，且愈来愈富有生命力，深
得世人喜爱。仅从自张九龄到
李商隐等名师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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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首
赠答诗中就可以看出当时裴氏
的才干和辉煌。其中，诗仙李
白就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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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诗圣杜甫也
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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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就连皇帝也为裴
氏赠诗，如唐玄宗给裴宽赠诗
曰：“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
清。”柳宗元、韩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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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裴氏撰
写的碑文、墓志、记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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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骆
宾王、刘禹锡等为裴氏撰写的表启
!'

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裴氏家
族在唐代的鼎盛局面。

裴氏家族在政治上的衰落是从唐

朝末年开始的。特别是朱全忠在建立
后梁政权过程中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白马之祸”惨案，裴氏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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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
小官吏或被杀，或被贬，使这个从裴柏
村走出的世族名门遭受到沉重打击。

唐朝之后的五代战乱不断，逆境
中的裴氏家族仍然走出了后梁宰相裴
迪、后晋宰相裴皞。

裴氏家族经久兴隆的原因

翻阅厚厚的两卷 《裴氏世谱·列
传》，从汉到清，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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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传记，
每一个人都在中国历史上做出了一定
的贡献，要记述完他们的业绩，恐怕
得写一部巨著。

裴氏家族自魏晋以来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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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史实，给人们提供了一份家族
健康发展的标本。追溯裴氏家族经久
兴隆的原因，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
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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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即联姻、世袭与自强不
息。裴氏家族历史上共出过驸马、皇
后、太子妃、王妃、公主、荫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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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联姻、世袭所结成的封建裙带
关系，这无疑是促成裴氏人物显露头

角的优越条件，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对于公侯将相数以千计的裴氏家族来
说，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在于他们重视
教育，自强不息，顽强拼搏。“重教
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
律”是裴氏家风的主要特征。裴氏曾
有家规，子孙考不中秀才者，不准进
入宗祠大门，谨遵“玉不琢，不成
器；人不教，不知义”。在 《裴氏世
谱》 的 《列传》、 《列女传》 中，我
们看到了这样几个例子：裴炎在弘文
馆就读时，“每逢休假，他生或出
游，炎读书不废。”裴休“童时与兄
俦、弟俅偕隐济源别墅，昼讲经，夜
著书，终年不出户”。而裴植的母亲
夏侯氏管教子女，“小有罪过，必束
带伏阁，经五、三日乃引见之，督以
严训。”正是由于裴氏子弟的勤奋好
学与家人的严格管教，才使裴氏“将
相蝉联出，公侯奕叶长”。另外，裴
氏家族还通过灌输“忠君报国，光宗
耀祖”的思想，给子孙以潜移默化的
教育。我们从 《裴氏世
谱》 中绘制的“裴氏祖
庙”图中可以看出，他们
在祖庙的门口立有“气众
山河”、“忠孚华夏”两
个牌坊，在牌坊里立有世
系碑、宰相碑、状元碑三
块石碑。他们把裴门子弟
中功高德彰者的列传、优
秀的诗赋文章、皇帝下的
诏命、历代名人为裴氏写
的赠答诗、墓志、碑文、
表启等录入《裴氏世谱》，
以此来教育和激励裴门后
人。

裴柏村至今仍保留着
重视教育的传统，几乎家
家门楼上都有“耕读传
家”的大字，初中以下没有不上学的
孩子。改革开放以来，村里考上大学
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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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

裴氏文化：民族文化的奇葩

裴氏家族千余年来，文臣武将，

代有伟人，确实是中外历史上的一大
奇观。所以，在我国的历史剧中，表
现裴家的戏剧就有好几个，像《游西
湖》、 《李惠娘》、 《裴恒遇仙记》、
《白蛇传》 等，演的都是与裴家有关
的事。名剧《白蛇传》里的法海，是
唐初政治家、书法家裴休的儿子。历
史上的法海，本来是正面人物，可明
清小说出世后，法海便成为反面人物
了。近年来，闻喜县浦剧团把新改编
的历史剧《忠义裴度》搬上了舞台。

现在的裴柏村，裴氏家族的建
筑、碑刻、墓葬等历史遗迹很多。

裴氏宗祠（又称晋公祠）始建于
唐贞观三年 （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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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规模
宏大，但屡遭兵燹，屡修屡毁。现仅
存前殿、后殿、状元坊等建筑遗迹。
晋公裴度，为唐宪宗、穆宗、敬宗、
文宗四朝重臣，出将入相，爵封晋国
公。裴氏宗祠现已重修。

裴氏碑廊，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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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重建，
保存古碑数十通，在史料和书法艺术
上均有很高价值。其中的《裴鸿碑》，
魏隶合一，书法稳健，镌刻于北周武帝
天和三年（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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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裴氏现存

最早的碑刻。《裴镜民碑》，由唐初史学
家李白药撰文，书法家殷令名书写，楷
体，既近颜风，又含柳意，端庄凝重，笔
力挺拔。《裴光庭神道碑》，张九龄撰
文，唐玄宗李隆基书写，行书，用笔豪
放，字体俊美。《平淮西碑》，由唐代著
名文学家韩愈撰文，清咸丰年间军机
大臣祁隽藻重书。此碑记述唐代名相
裴度平淮西吴元济叛乱的功绩，共刻
四石，并排耸立，气势磅礴，文、书、刻
俱佳，被称为“三绝碑”。此外还有金
大定至清代刻的裴氏谱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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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为
氏族遗物之精华。这些碑刻是研究裴
氏家族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裴氏谱牒的修撰从最早记载的南
朝刘宋时期的裴松之撰《裴氏家传》开
始，历代不乏其人修谱，但不是记载简
略，世系不详，就是散佚无存。如梁中
书侍郎裴子野撰有《续裴氏家传》二
卷，唐户部尚书裴守真编有《裴氏家
牒》二十卷，唐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
闻喜县令裴涛编有《裴氏家谱》，金大

定十一年潞州知事裴再兴编修成《裴
氏家谱》，明代的裴氏家谱主要有成化
年间的《裴氏家谱》、弘治十六年的《津
州裴氏家谱》。

清康熙五年，福建布政司左布政
使翟凤翥以“欧阳公 《唐书·宰相世
系表》参以家谱，稽诸史传，考诸郡

邑志，旁及群书，使三眷十二
族井然如水之源流，森然如木
之枝干”，并“附以列传奇
文”，纂修成 《裴氏世牒》 四
卷，由监察御史朱裴校订。裴
度参照翟凤翥 《裴氏世牒》

以陵为始祖纂修 《裴氏世谱》
十二卷，其子裴宗锡对 《裴氏
世谱》 进行了增修，裴宗锡之
子裴正文增续完家谱。清嘉靖
版 《裴氏世谱》 是迄今为止最
完整、最系统的一部裴氏族谱
史料，以其内容丰富、史料翔
实，受到学术界的推崇。从开始
到完工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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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裴 度、裴
宗锡、裴正文祖孙三代呕心沥
血，立志修谱，父死子继，子死
孙承，为裴氏家族留下宝贵的
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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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河东闻喜裴
氏研究会、裴氏碑馆收藏了
金、明、清时的裴姓家谱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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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裴氏家谱无异于史书。裴
氏在历史上公侯人才辈出，官吏不断
涌现，其背后有很深的思想内涵和文
化内涵。裴氏屡出大学问家、大思想
家和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之士，是裴
氏推崇孔孟儒学的结果，这也是裴氏
家族长盛不衰的基础。“裴氏谱牒文
化”被列为山西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裴氏谱牒是历代裴氏后裔
敬宗和传承家业的根本，是研究裴氏
特有的人才现象的重要载体。

裴氏墓冢在裴柏村东
"

公里的凤
凰垣。当年墓冢累累，碑碣林立，现
今虽大多平夷、被毁，但仍可观其概
貌，有的墓地还存有石碑。

海内外裴氏寻根问祖之地

我们在裴柏村参观了裴氏名人纪
念馆。给我们讲解的裴氏后代裴建民
告诉记者，全国现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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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裴氏
人，裴柏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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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位裴氏人，主要
是务农。裴柏村如今不止有裴姓，还
有其他姓氏人。

为了保护裴氏家族文物，展现裴
氏文化，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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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闻喜
县政府建立裴氏文化旅游开发区，建
设裴氏碑苑、裴晋公祠、裴氏宗祠、
裴氏名人纪念馆、中华裴氏文化城等
景观。

#%%)

年恢复了中断
+&

年的裴

晋公三月三古庙会，许多建设项目已
竣工。裴氏碑苑、裴晋公生平业绩
展、裴氏文化旅游区微缩景观、裴氏
始祖雕像巨碑以及宰相台、将军坡，
等景点，已开始接待游人。

海内外的裴氏后裔纷纷前来寻根
问祖。我们遇上了一位从四川来寻根
问祖的裴氏后代，他背着背包，跨着
相机，风尘仆仆。据裴建民介绍，每
年的三月三祭祖庙会，海内外有
#&&&

多名裴氏后裔前来祭祖，加上
清明节等日子前来寻根祭祖的裴氏后
裔，每年有将近

#

万名裴氏后裔前来
裴柏村。

裴氏家族在历史上创造了传奇，
带给后人无尽的探寻和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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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三月三裴晋公庙会 刘保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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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裴柏村图

裴氏名人纪念馆 刘保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