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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东晋及其后的南北朝时期，安徽形

成一些以世家大族为主的人物群，主要是谯国

龙亢（今安徽省怀远县西北）的两支桓氏人

物。他们操纵东晋、南朝的政权，桓彝官至宣

城太守，他的儿子桓温、桓冲都权倾当朝。桓

温官至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废司马奕，改

立简文帝。桓温的儿子桓玄也官至丞相，都督

中外诸军事。桓宽官至梁州刺史、平北将军；

桓伊官至江州刺史。

桓范：被诛三族的命运

谯国桓氏兴于东汉经学大师桓荣，又与曹

魏皇族沛国曹氏是同乡。沛国曹氏的郡望沛

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谯城区），与谯国桓氏的

郡望谯国龙亢（今安徽省怀远县西北，在魏朝

时同属谯郡），所以，在正始年间，曹魏皇室与

司马氏集团的惨烈斗争中，谯国桓氏因为君臣

大义及同乡之谊，自然在支持曹魏皇室方面义

不容辞。桓荣六世孙桓范更是以“乡里老宿”

的身份为曹爽的重要谋臣，时时对曹爽兄弟加

以规诫，并出谋划策。

无奈，面对老奸巨猾的司马懿，贵公子曹

爽虽然对“乡里老宿”桓范十分尊重，但却更乐

意听取邓飏、李胜、丁谧这些纨绔子弟的浮夸

建议。可惜，曹魏皇室的长者何晏虽然看到了

曹爽兄弟的昏庸，但也没能起到长辈该起到的

作用，对曹爽兄弟加以督导，而是与小辈一起，

得过且过，享乐的日子有一天过一天。于是，

曹魏皇室的失败已是势所必然。

公元249年 1月，司马懿集团趁曹爽兄弟

拜谒魏明帝高平陵的机会，突然发动兵变，夺

取了京都洛阳的军权。同时，司马懿又派人任

命桓范为中领军（负责统帅禁军），希望以此收

买桓范，留为己用。接到司马懿假太后之手的

诏书后，桓范顿时步履蹒跚，满眼血丝，半晌说

不出一句话来。

桓范建议曹爽兄弟要领兵与曾“西拒诸

葛，北灭公孙”的司马懿作战，一听此话，曹爽

兄弟个个噤若寒蝉，下不了决心。另一方面，

司马懿又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哄骗曹爽兄

弟，并口头许下只免官不判刑的空头支票。

曹爽兄弟左思右想，踟蹰了一个晚上，最

终黎明时分，曹爽将佩剑扔在地上，“豁达”地

说：“不做大官，我们兄弟也能富贵一生啊。”说

完，便通知司马懿的说客许允、陈泰，表示愿意

解职免官。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桓范所料，曹

爽等人解职回家没几天，司马懿便马上翻脸不

认人，罗织罪名，将曹爽一党统统逮捕下狱。

对于桓范，司马懿就以后来自首的司蕃的口供

为由，以诬告他人谋反的重罪逮捕桓范全家。

当廷尉的捕快在宫中抓捕桓范的时候，早

已预知结果的桓范，面色从容，主动举起双手，

戴上枷具。一路上，捕快们小人得志，对着这

位从前高高在上的桓大人又踢又打又催；桓范

则全然不屑计较，只是开玩笑地对捕快说：“慢

点啊，各位大人，我好歹也是义士啊！”

最后，司马氏集团以“阴谋造反，大逆不

道”的罪名将曹爽、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

胜、桓范和张当“八大名族”一并灭门。刑场

上，谯国桓氏的子弟，个个神情自若，没有

丢谯国桓氏儒学世家的门风。

桓彝：拼死守卫城池

为了挤入东晋上流社会，桓彝不得

不改弦更张，暂时放弃了儒家教条，而附

庸风雅成了一个风格出挑的玄学青年。裸奔、

酗酒、奇装异服、披头散发等等时尚标志，开始

成为桓彝生活的主题。桓彝的名气越来越大

了，并最终成功地挤入名士团体“江左八达”，

成了举世瞩目的大名士。

成为“江左八达”之一后，作为罪臣子弟的

桓彝也顺利地走上了靠名气当大官的“终南捷

径”。公元323年，很想有些作为的少年皇帝司

马绍，因仰慕桓彝的高名，封桓彝为散骑常侍

（三品），参与机密决策的讨论。当上高官后，

桓彝这个曾放荡不羁的时尚青年，马上又改头

换面，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小皇帝司马绍殚

精竭虑，出谋划策。在平定王敦叛乱的密谋

中，身为司马绍心腹谋士的桓彝，为朝廷拉来

手握重兵的流民统帅郗鉴，为最终平叛立下大

功。所以，王敦事定，桓彝因功封爵万宁县男。

公元327年，历阳内史苏峻、豫州刺史祖约

联合叛乱。苏峻的部队大都是江北的流民武

装，久经沙场，训练有素，手下又有韩晃这样力

大无穷、百步穿杨、箭无虚发的猛将，所以一路

过关斩将，势如破竹。在敌强我弱，屡战屡败

的无奈下，许多东晋的地方军政长官为了活命

纷纷遣使投降苏峻。负责把守宣城的桓彝也

受到了属下裨惠的献策，裨惠说：“苏峻的部队

乃是虎狼之师，他手下的韩晃更是当代关张。

我们如果力守，一定守不住，还会白白陪上身

家性命。所以，不如先假意投降，然后再找机

会反正。”

桓彝听后，气呼呼地说：“我桓彝曾受先帝

厚恩，在这社稷存亡的生死关头，我必定以死

相报，怎么能忘恩负义对逆贼卑躬屈膝！今

后，要是再有妄言降敌者，定斩不饶。”

在叛军杀到宣城城下时，早有准备的桓

彝，下达了全城动员令，命所有7岁以上、60岁

以下的男人统统站上城头，抵御敌军。这样，

在桓彝的周密布防和全城军民的齐力抵抗下，

宣城这座被名将韩晃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孤城，

竟然奇迹般地坚守了一年之久。

可是，一年之后，粮草将尽，已经许多天没

吃过一口干粮的士兵，不得不用刀割下死去战

友的肉来果腹。面对此情此景，军民们普遍士

气低落。桓彝手下的谋士江播联合了许多守

城将士，秘密与韩晃取得了联系，在一日夜里，

悄悄打开了城门，接应韩晃的大军入城。

由于宣城军民此时已经普遍厌战，所以韩

晃军队入城后，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

了全城。那时，在睡梦中惊醒的桓彝，看到屋

外火光四起，意识到大事不妙，但也没有披甲

上马，组织抵抗，而是一丝不苟地穿上了朝服，

然后在屋里悠然地弹起琴来。等到叛军冲入

屋时，桓彝故意从琴下抽剑去刺，叛军士兵慌

忙中出于自卫，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桓冲：自动让位于他人

桓温死后，遗命儿子桓冲带领其众，于是

朝廷任命桓冲为江州刺史、扬州刺史，当时前

秦刚刚吞并了前燕、前凉，几乎统一了北方，又

南下占领了东晋两淮地区和蜀地，形势十分危

急，这时桓冲自让扬州刺史职位于谢安，奔赴

长江中游的荆州在那里抵御准备溯江而下的

前秦水军，最后在桓冲和谢安的齐心协力下，

东晋最终在淝水打败了前秦，保住了地盘，并

乘势北伐得到了大量的土地。桓冲虽然没有

参与淝水之战，但是他带领的荆州兵抵御了前

秦的水军，为东晋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桓玄：野心篡位遭讨伐

桓玄是东晋名将大司马、南郡宣武公桓温

之子，自幼为桓温所喜爱。

桓玄长大后，对自己的才能和门第颇为自

负，总认为自己是英雄豪杰，然而由于其父桓

温晚年有篡位的迹象，所以朝廷一直对他深怀

戒心而不敢任用。到了23岁那年（391年），才

被任命为太子洗马。几年后出京任义兴（今江

苏宜兴）太守，但还是颇觉不得志，于是就弃官

回到其封国南郡（今湖北江陵）。

元兴二年（403年）二月，桓玄再矫诏自任

大将军；同年九月，更加授相国，封楚王，封地

有十郡，并加九锡，准备篡位。十一月二十一

日（阳历为 403 年 12 月 20 日），东晋安帝献上

国玺，禅位于桓玄。十二月三日（阳历为 404

年 1 月 1 日），桓玄正式称帝，国号楚，改元永

始。桓楚永始二年（404年）二月，以北府旧将

刘裕为首的数位将领，起兵讨伐桓玄。五月，

桓玄欲乘船逃往汉中（今陕西汉中），在江陵

附近，与益州军队相遇，益州将领冯迁跳上桓

玄坐船，抽刀向前，桓玄拔下头上玉饰递给冯

迁，说：“你是什么人，竟敢杀天子？”冯迁说：

“我这只是在杀天子之叛贼而已！”遂被杀。

桓伊：驰骋疆场的音乐才子

东晋军事家、音乐家，东晋前期名将桓宣

族子、其父桓景曾任丹阳尹。桓伊喜欢音乐，

为人谦逊，是魏晋名士不可多得的人才。

桓伊在驰骋疆场以外，还十分喜爱音乐，

会作曲，善吹笛。除了吹笛子，桓伊也非常爱

听别人唱歌，每当听到优美的歌声，他就会情

不自禁地击节赞叹。当时的宰相谢安也十分

喜爱音乐，两人见面时也经常谈论音乐。谢安

见桓伊对音乐造诣很深，对音乐有如此痴迷，

便说：“桓子野对音乐真是一往情深呀！”

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徽之进京时，泊舟

于清溪侧，正值桓伊从岸上经过，二人素不相

识，恰好船中有人认出他，王徽之即请人对桓

伊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此时桓伊已

是有地位的显贵人物，但仍然十分豁达大度，

即刻下车“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而两人

却没有交谈过一句话。明代朱权《神奇秘谱》

中辑有《梅花三弄》琴曲，曲前小序云：“桓伊出

笛作《梅花三弄》之调，后人以琴为三弄焉。”

张亚琴

龙亢桓氏的大悲大喜

··
南
北
朝

南
北
朝

桓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