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明经传世薄珠宝 韦贤自邹迁扶阳

韦孟至四代孙的家族墓地均在邹，家族人员较多。传到五代孙韦贤时，家族地位

得到提升。《汉书·韦贤传》记载：韦贤自幼聪慧，天赋极佳，诚实少言，稍大后专心

读书，衣食不讲究。成年后，精通《诗》，兼通《礼》《尚书》，朴实无华，待人忠厚，

甚得家族及乡贤邻里爱戴。之后，他又在家乡收徒授业，名声大振，号称“邹鲁大儒”。

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韦贤，汉武帝派使者赴邹，以“公车”征聘他入长安做官。韦贤

遂告别乡亲父老，留第三子韦舜在家奉祀祖坟守业，携妻子及另三个儿子即韦方山、

韦宏、韦玄成迁居平陵（今陕西兴平市），成为长安近郊的荣耀家族。韦贤也因此成为

韦氏家族中在长安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第一人。

在西汉初期，能够举家迁入平陵居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达到皇帝所规

定的条件，才可能获得“京城户籍”。这个条件是：凡是资产在一百万石以上的大户，

或两千石以上的大官，才可以获得迁入京城的“基本通行证”。当时的韦贤居官两千石

以上，就由关东迁入长安，与当时的富商大族及朝中的达官显贵居住在同一城邑。这

应该是一件非常荣耀、光宗耀祖的事情。由此可见，他受到朝廷的器重程度远远超过

自己的祖宗们。

据史书记载，韦贤的老师是鲁地瑕丘（今兖州县）精通于《诗经》的江公（其名

不详）。西汉时期，经学派别林立，学术气氛日浓。《易经》有高氏学、京氏学之分，《尚

书》则有欧阳氏学与大小夏侯氏学之别。鲁地申公以治《诗》见长，传至江公，徒众

最盛。韦贤仰慕江公的人品与才学，拜之为师。韦贤刻苦钻研，不但继承了申公、江

公的研究成果，还有新的阐释，对《诗经》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形成自已的特色，

史称韦氏学。韦氏学派的代表人物韦贤和他的小儿子韦玄成均显达于当世，受到皇帝

的重用，成为“父子丞相”。

韦贤之所以得到朝廷重用，并充分施展其抱负与才华，除了他的自身努力外，关

键的是与其生逢汉武帝统治时期，朝廷兴办官学、广开仕途、注重奖惩、因材授职的

人才政策分不开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群星灿烂、各尽其能的人才盛世。正

是这些贤达名士辅佐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才造就了不朽的历史功业。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 157-前 87 年），幼名刘彘，即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

文帝刘恒的孙子、汉高祖刘邦的曾孙，为汉朝的第五代皇帝。7 岁册立为太子，16 岁

登基，在位 54 年，建立了汉朝最辉煌的功业。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

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1]
。汉武帝创立年号同时也

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登基之初，继续他父亲生前推行的休生养息的惠民

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



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引入了刺史的官级，监察地方。

在军队和经济上则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归由中央管理，同

时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为儒学在古代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正是在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背景下，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极力推尊儒学。“邹鲁大儒”韦贤才理所当然地受到皇

帝看好，以“公车”聘请入朝做官。韦贤从此以后平步青云，成了在辅佐汉家天子这

支重要的人才队伍中万人项背的佼佼者。“（宣）帝初即位，贤以与谋议，安宗庙，赐

爵关内侯，食邑。徙为长信少府，以先帝师，甚见尊重。本始三年，代蔡义为丞相，

封扶阳侯，食邑七百户。”这是记载在《汉书·韦贤传》的一段文字，虽然寥寥 50 余

字，却足以想见韦贤当年的荣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是其他重臣所不能

比拟的。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诗中曾对韦贤高度评价。唐天宝十三年（754 年），韦贤

裔孙韦见素升为宰相，杜甫以《上韦左相二十韵》为题，写了一首五言排律表示祝贺，

其中有赞美韦贤的诗句，评价颇高：“韦贤初相汉，范叔已归秦。盛业今如此，传经固

绝伦。豫樟深出地，沧海阔无津。”这些诗句表达了“相公之先人，遗风余烈，至今称

之”的景仰之情，实际上也是赞美韦见素家学深厚，学有根柢，如“豫樟深出地”，胸

怀犹如祖先一样，“沧海阔无津”。

韦贤受封为扶阳侯，其意义非同小可，无形资产不可估量。扶阳属沛郡，在萧县

（今属安微）。沛郡所管辖之地即今之苏、鲁、皖边，距徐州（彭城）不远，而萧县则

近在徐州城边，这个地方既是韦贤的家乡，也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因为沛郡是由沛

县升格而成为郡的，沛县的前身是泗水，泗水则是汉高祖的发迹之地，他起义时就是

泗水亭长。起义成功，汉朝建立，皇帝乡梓也一路显贵，由泗水而沛县而沛郡，不断

升级，荣耀倍增，也是在情理之中……韦贤能与汉高祖同乡，这种关系能一般吗？宣

帝对韦贤如此敬重与重用，除了因为他是“先帝师”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刘氏

与豕韦氏的渊源。《汉书》的作者班固在《高帝纪》的“赞”中就指出了这种渊源关系：

“《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拢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

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

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

也许因为这一渊源，韦贤与汉宣帝就会有更多共同语言，关系就会更铁一些。正因为

此，韦贤贵为丞相并迁徙平陵之后，老来退休还“乞骸归府”，回到扶阳去。在韦贤的

心目中，只有扶阳才是他的故土，叶落归根，才能安度晚年。其小儿子玄成也是这样

故土情深，做了丞相后也曾徙杜陵，到老亦乞骸归扶阳。尽管平陵、杜陵均属京兆之

地，但他们父子却不恋京兆繁华，而要魂归故里。史籍载有玄成兄韦弘葬扶阳，说是

葬于祖墓，可见韦贤、玄成亦葬于扶阳的。



韦贤是我国古代正式享受官员退休制度的第一人。“丞相致仕自贤始。年八十二薨，

谥曰节侯。”（《汉书·韦贤传》）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韦贤的“致仕”是自己要求的。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 67 年），韦贤仅仅担任了 5 年丞相，就以 73 岁高龄向宣帝提

出从丞相位置上退下来的致仕请求，这是与以前的那种带着官位和俸禄回家养老的退

休情况，完全不同的。这一举动，满朝震惊！然而，汉宣帝却非常尊重韦贤的恳请，

准许其退休，并依照其意愿解除了他的丞相职位和相应的俸禄，任命魏相为新的丞相。

可见，韦贤在这个退休问题上的表现既自觉又大度，尽显一代大儒风范，开创了我国

历史上“致仕制度”的先河。韦贤致仕以后，汉宣帝仍对他恩爱有加，“赐黄金百斤，

罢归，加赐第一区。”这“加赐第一区”实在是言简意深，情谊犹浓。因为韦贤原本就

“食邑七百户”，再加之当时的百金，就相当于十个中产家庭的年收入了，如今又“加

赐第一区”，即又赐给他可观的食邑户数。由此可见，韦贤的退休生活是衣食无忧且非

常富足的。

韦贤青史留名，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是其教子有方。韦贤有四个儿子，长大后都

做了官，特别是小儿子韦玄成，再次以精通经学进入仕途，经屡次升迁，也官至丞相。

所以邹鲁地区的儒家学人流传出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就是说：“留

给儿子黄金满筐，不如传授他一部经书。”南宋学者王应麟撰写的《三字经》时就把这

个故事编了进去：“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惟一经。”成为昔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

人们关爱子女的传统警句。在这里我们说一说韦玄成的情况，让大家看一看韦贤教子

有方的成功典范。

韦玄成（公元前？—前 36 年），字少翁，为西汉丞相韦贤第四子。其年少时，聪

敏活泼，勤奋好学。外出时，如果途中遇见知识渊博者，玄成总是邀其同行，尊为师

表，用车载送，并趁机求取学问，探讨国事。其父在任时，玄成受赐为郎，常随武官

骑射。他虽贵为相府子弟，但在社会交往中，却平等待人，不拘门第。于是，他的声

誉越传越广，深得人们的称赞。他因才学显世，曾以明经擢为谏议大夫，后提升为大

河都尉，并先后出任淮阳中尉、太常少府、太子太傅、御史大夫等职。汉宣帝时，玄

成曾受诏与当朝重臣萧望之及五经诸儒至石渠阁，杂论异同，阐发诗意，得到皇帝的

赏识。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其父韦贤辞世，玄成痛苦欲绝，决意将世袭

爵位让于兄。皇帝及文武官员高其气节，拜为河南太守。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 42

年），替代于定国为丞相。玄成为相之时，回忆起十年前因为“有司劾奏”而被“贬黜

父爵”，哀叹“吾何面目以奉祭祀”而“作诗自劾责”的痛苦往事，而如今他“罢黜十

年之间，遂继父相位，封侯故国，荣当世焉”，当然是要作诗以纪之。于是，他写了一

首题为《戒示子孙》的四言体诗，抒写了他为了恢复父爵与相位而艰苦奋斗的历程，

并告诫儿孙：“嗟我后人，命其靡常，靖享尔位，瞻仰靡荒。慎尔会同，戒尔车服，无



惰尔仪，以保尔域。尔无我视，不慎不整；我之此复，惟禄之幸。於戏后人，惟肃惟

栗。”（见《汉书·韦贤传》）

韦玄成为相之始，国力衰竭，频繁的祭祀活动更加剧国家财力紧张。面对皇室及

郡国设置的数百座祖庙、陵寝、陵园，韦玄成及御史大夫郑弘等 70 余人上书，建议减

少祭祀活动，把设在郡治国治的宗庙停止修缮，停止奉祀，只保留京室的祖庙供皇帝

祭祀。建议被皇帝采纳，先后裁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

园及郡国宗庙一百余处。“皆不奉祠”，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由此而确立了祭太祖

之庙、祭近亲四庙的祭祀制度，国力不支的状况开始扭转。

韦玄成礼让救兄的故事，不但民间广为流传，而在正史《汉书·韦贤传·玄成》

也有记载。年迈辞官居家休养的韦贤，每想到长子韦方山早逝，官至太常丞（主管皇

家宗庙祭祀）的二子韦弘，又因为祭祀失礼而获罪入狱，不能袭爵承业，三子韦舜在

邹守祖业，小儿子玄成不能越兄嗣业的家事，就心情沉重。他八十二岁时，突然病重，

卧床不起，又不能语，急坏了家人。于是，深知恩师韦贤心意的博士义倩与其家人商

议，“共矫贤令，使家丞上书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为后。”义倩认为，恩师的心意

是想让二子韦弘袭爵，不违长子亡、次子继业的大礼。但眼下韦弘入狱问罪，不能袭

爵守祀，只好让有乃父风范和才干的少子玄成袭爵。家人表示同意，遂上奏于汉宣帝。

不久，韦贤病逝。时任大河都尉的韦玄成惊闻父丧和自己继承父爵后，痛哭失声。他

深知自己袭爵不是父亲的心意，越位继承不符礼数，而兄长韦弘还在狱中，不能行大

孝，更是悲痛万分。于是，他在任所装疯卖傻，蓬头垢面，时哭时笑，胡言乱语，不

理政事。汉宣帝对玄成的突然患疯疾感到疑惑，让丞相查验。使者询问他的僚属，知

情者说：“都尉一向讲究礼仪和谦逊待人，认为自己越兄袭父爵，违背常理和汉礼仪。

他又见兄长入狱，不能相救，更为痛心，疯狂怕是假装。”使者返回长安后，如实向丞

相报告了实情。丞相认为韦玄成是欺君罔上，不是“礼让”，请求宣帝严惩。汉宣帝阅

奏章，知道韦贤的心意是让二子袭爵，而玄成佯狂，是欲以让爵营救兄长出狱，为父

亲行安葬大礼，没有罪。于是，汉宣帝下诏免其罪，并召见了他。“玄成不得已受爵。

宣帝高其节，以玄成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迁东海太守。”兄弟俩均升了官职，

韦玄成礼让救兄的故事也传为千古佳话。

韦玄成为相七年，虽守正持重不如其父，而文采过之。他嗜好诗赋，精通《诗经》，

尤擅长于吟咏四言诗，他与父亲韦贤同是《诗经》韦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名噪当

世。据《汉书·韦贤传》、《旧唐书·经籍志》等史籍记载，韦玄成著有四言体诗《自

劾》一首（76 句）；四言体诗《戒示子孙》一首（56 句）；《韦玄成文集》二卷流传于

后世。《中国文学家大词典》一书将韦玄成置于中国文学家之列，他是邹县历史上比较

有建树的文学家之一。



韦氏家族自韦孟起，先居彭城，后徙于邹，再迁平陵、杜陵，至相而封扶阳，直

至东汉末年，始以“一经”发端，故韦氏有“一经堂”之宗堂雅号。自汉以后，邹（今

山东邹县）、彭城（今江苏徐州）、平陵（今陕西兴平）等地，便都有韦伯遐或韦孟裔

支的分布。韦伯遐的裔支在秦汉时，还有迁入江南及东北的，当地早先迁入的韦姓人

家，亦尊伯遐为祖先。这些韦氏人家，又向他地迁徙，便形成齐、鲁等各地的韦氏人。

韦贤子玄成，以功德高又被封迁于杜陵（今陕西长安县），其子孙派生出新的同祖家庭。

这些家族又分出不少家庭，形成西眷韦潜、东眷韦穆等庞大的族系。“京兆郡”即在此

时产生，成为以后韦姓分支的主要源头。隋唐时期，韦姓的繁衍仍以“京兆郡”即陕

西一带为盛，盛唐时韦姓名人如韦应物、韦庄皆出于“京兆”，另外，因韦姓显赫之家

多居于陕西长安县，而设韦曲镇，可见唐朝韦姓的主要居住地为陕西。此后，韦姓人

家有的是出京做地方官或封于外地，有的则是避战乱而向南方迁徙，形成今河南、山

西、山东、江苏、四川、广东、广西等新的聚集分散地。从五代十国到宋元明清漫长

的历史发展中，韦姓人又有南迁者，但数量较之北方留居者仍为少数，基本上是一个

典型的北方姓氏。如今韦姓以广西、河南等省区居者最多，约占全国汉族韦姓人口的

百分之六十七。

然而，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当年的邹县韦氏风光不再，没有了昔日的踪影。我

们只能从邹县的行政区划沿革来看，还是可以找到韦氏当年的一些踪影的。如今的山

东省邹城市，就是历史上的邹县，1992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清康熙年间

（1662-1722 年），邹县全县划为 33 社，分上、中、下 11 社，另有东 13 屯厂和西 12

屯厂，其中有地名为西韦社、东韦社。“西韦社：在城东 20 里。以韦贤九世孙安成侯

胄长子隐居此西，故名”；“东韦社：在城东 20 里。以韦贤九世孙安成侯胄次子穆居此

东，故名”。由此可以确定，韦贤有后裔世代居住在这里，休养生息，繁衍后代。到了

民国十九年（1930 年），全县划分为 10 区、40 镇、331 乡，仍然保留着“西韦”、“东

韦”的地名，称之为“西韦社一牌”、“东韦社三牌”、“西韦二牌”、“东韦一牌”等。

可是，到了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全县共划分为 2 镇、21 乡以后，没有了“西韦”、

“东韦”的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 年 11 月，全县 11 个区由地方称谓

又改为序号称谓。是时，至 1953 年 8 月，全县共划为 11 个区、109 个乡（镇），其中

有东苇乡、西苇乡。“韦”变成了“苇”。从此以后，“西韦”、“东韦”的地名永远地消

失了，只沉睡在历史的典籍中。

--------------------------

[1]毛泽东曾有“昔秦王汉武，略输文采”的诗句称赞汉武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