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犯颜直谏远虎侧 韦孟辞位徙邹乡

秦汉以来历史上第一个出人头地最有声望的韦氏杰出人物，当数从彭城迁于邹的

韦孟。韦孟（约前 228-前 156 年）西汉初楚国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诗人。在世时

代约自秦始皇帝中期至汉景帝初年间。

由于秦王暴政，各地英豪纷纷揭竿而起抗秦自立。此时，韦氏先祖没有爵位，不

承俸禄，躬耕于野，但是非常藐视并谴责秦朝，“阨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

天不宁。”直到韦伯遐二十四世孙韦孟（从韦遐至第二十四代孙韦孟，约有 1400 年，

一代按 50 岁计算，恰与商末至西汉高祖时期的时间相吻合），随祖父、父亲迁徙彭城

渎上里（今江苏徐州一带），晦迹韬光，折节读书，养精蓄锐，雄心犹存，壮志未已，

等待时机。后来，由于受不了秦王朝暴政统治，韦孟就辗转到“沣邑”（今苏、鲁、豫、

皖四省交界的江苏省西北之沣县或沛县）参加刘邦起义。

刘邦得天下，建立西汉王朝。刘邦有同父异母弟刘交，天资聪颖，勤勉砥砺，好

读诗书，才华出众，年少时常和鲁国的穆生、白生、申公交游，又同拜鲁国名儒浮丘

伯（荀况弟子的门生）为师，学《诗》《书》。刘邦起义后，刘交跟从，入秦地后被封

为文信君。汉王刘邦攻入南郑（今陕西汉中）之后，又还师平定三秦（今陕西），刘交

跟随左右，备受刘邦信任。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废楚王韩信之后，分楚地为

二个王国，即荆、楚。刘邦封其叔伯兄刘贾为荆王，封胞弟刘交为楚王，都于下邳，

有薛郡、东海、彭城等 36 县地。楚元王刘交赴楚王国后，拜穆生等三人为中大夫。因

韦孟雄才大略，满腹经纶，学富五车，被刘邦看重，刘邦便拜封韦孟为元王傅。元王

刘交对韦孟十分尊重，又拜他为王子夷王傅。夷王仍然尊重韦孟，又拜他为王子刘戊

傅。历任楚国王傅（相）三世 30 余年。颜师古注曰：韦孟“官为楚王傅而历相三王也。”

刘戊继承王位后，十分暴虐，对祖父刘交的老臣无礼慢待，穆生辞官回朝，申公、白

生留任。太傅韦孟见刘戊荒淫无道，朝政废弛，非常心急，便作《讽谏诗》规劝，刘

戊不听。

其实，韦孟的《讽谏诗》和《在邹诗》也是韦氏迁徙的史诗。《讽谏诗》108 句，

先叙韦氏家族历史，次述楚元王三代变化，始责刘戊荒淫，末抒忧愤，期望刘戊觉悟。

“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黼衣朱绂，四牡龙旂。彤弓斯征，抚宁遐荒。总齐群邦，以

翼大商。迭彼大彭，动绩惟光。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寔绝我邦。我邦既

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

我祖斯微，迁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诶厥生。阸此嫚秦，耒耜以耕。”韦孟在这里仅仅

用了 28 句诗，就高度概括了中国韦氏自豕韦国起，历经夏、商、周三个朝代，由盛至

衰最后迁徙到彭城的历史，读来令人兴奋也令人辛酸。



于是，韦孟辞去太傅之职，回到家乡彭城（今徐州），读书写诗，老有所为，成为

彭城韦姓尊重的儒吏。此后，他又举家迁于邹（今山东邹县）私叔里孟贤庄。《在邹诗》

则写道：“微微小子，既耈且陋。岂不牵位，秽我王朝。王朝肃清，惟俊之庭。顾瞻余

躬，惧秽此征。我之退征，请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发齿。赫赫天子，明悊且仁。

县车之义，以洎小臣。嗟我小子，岂不怀土。庶我王寤，越迁于鲁。既去祢祖，惟怀

惟顾。祈祈我徒，戴负盈路。爰戾于邹，鬋茅作堂。我徒我环，筑室于墙。我既仙逝，

心存我旧。梦我渎上，立于王朝。其梦如何，梦争王室。其争如何，梦王我弼。寤其

外邦，欢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涟。微微老夫，咨既迁绝。洋洋仲尼，视我遗烈。

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我虽鄙耈，心其好而。我徒侃尔，乐亦

在而。”在这 52 句诗中，韦孟则写他自己因为年老而辞官迁邹的原因，抒发思恋楚王

之情，赞美邹鲁尊孔崇礼的风气。即使是在“爰戾于邹，鬋茅作堂。我徒我环，筑室

于墙”的困顿潦倒中，依旧对楚王一往情深，“惟怀惟顾”；就是在睡梦中也还“梦我

渎上，立于王朝”，没有忘记朝政，希望戊王能够虚怀纳谏听其辅佐，改掉恶习，勤恳

治国。拳拳此心，日月可鉴，韦孟忧国忧民之心令人赞叹不已。

然而，楚王刘戊阅读韦孟的谏诗后非常不高兴，恼羞成怒，竟参与吴王刘濞叛乱，

兵败国亡，自杀谢罪，楚国也被汉景帝废除。韦孟的两首四言体诗，为我们后代子孙

留下了韦氏来源的真实文字，免去了多少纷争，洗涤了多少疑惑。也正因为韦孟的刚

直不阿，不肯与乱臣贼子同流合污而忿然辞官，才避免了灭九族的杀身之祸，彭城、

邹县从此成为韦姓后人的分布地，确保了韦氏一脉宗亲相传于世，流芳万代。韦孟对

于韦氏家族的历史贡献，功莫大焉！

韦孟去世后，葬于邹。其子、孙、曾孙四代都以诗书传家，为汉朝官吏，形成邹

地韦姓大家族，彭城的韦姓人亦有相继徙人邹的。这些韦姓人家，又向他地迁徙，便

形成齐、鲁各地的韦姓人。至清代时，山东齐河人韦逢甲，为道光十六年（1836 年）

进士，历任浙江宣平、余杭、浦江县知县，组织乡勇团抗击英军，在吴淞口与英侵略

军战斗中英勇殉国。近现代山东地区的韦姓后人也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