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流
,

志存匡合
” 。

其意愿 是在消除 割据
,

实现统一
。

这是他成业于乱世之中的思想和

行动
。

四
、

志文说
: “

元树宗族
,

窃据憔 邑
,

公戎车长迈
,

不 日而平
。 ”

元树
,

元禧的儿

子
,

投奔梁王萧衍
,

称霸割据憔邑 (今安徽

毫县 )
,

被萧衍封魏郡王
,

后改封邺王
,

官

至镇西将军
,

郑州 (今湖北武昌 ) 刺史
,

配

合萧衍征讨尔朱荣
,

当大都督社德讨伐尔朱

荣时
,

命元树随讨
。

而元树据城不讨
,

被杜

德袭击而败
。

此时李和参与了讨平元树斗争

的事件
。

本传遗记
,

当以补缺
。

五
、

志文说
: “

值天下子西移
,

开河路

断
:

公乃崎屹睑蛆
,

归卫乘舆
,

封新 阳县开

国伯
、

五百户
。

复为持节
,

安北将军
,

帐内

大都督
。 ”

北魏孝武帝元修不甘心充当高欢

的傀儡政权
,

于永熙三年 (公元 53 4 年 ) 带

领少数亲信骑马逃出洛阳
,

赶赴长安
,

投奔

占据关 中的军事首领宇文泰
,

并在宇文泰的

支持下宣布迁都长安
,

重整基业
。

在孝文帝

西迁长安 的事件中
,

李和发挥 了重要 的作

用
,

充当了开路先锋
,

为孝武帝顺利到达长

安建立西魏政权
,

创造了先决条件和奠定了

坚实基础
。

正因如此
,

事后魏孝武帝为其加

官进爵
。

李和的这一段重要经历事迹
,

本传

漏记
,

当以志文补缺
。

与 《北史》
、

《周 书》

所记载的
“

帐内都督
”

相合
。

六
、

志文说
: “

窦泰蚁徒
,

轶议城保 ;

高欢伪类
,

据我弘农
。

公负羽先鸣
,

蒙皮追

北
,

河桥沙莞
,

功最居多
。 ”

说李 和参加 了

决定东
、

西魏命运的
“

沙莞之战
” ,

《北史 》
、

《周书》 均有记
。

它成为东魏走 向衰亡的导

火线
,

奠定 了西魏 日趋巩 固和北周 的建立
,

进而统一北方的基础
。

《周书》
、

《北史》 李

和本传均未记载李和参加
“

沙苑之战
” 。

当

以志文补之
。

七
、

李和参加了
“

沙莞之战
”

后
,

继续

留在北塞
,

镇抚边疆
。

当李和从北塞前线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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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长安
,

看到西魏宇文泰在关中特别是在长

安城内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

以及改革所引起

的重大变化
。

李和以一个高级军事长官的风

度
,

用北 魏孝文帝迁都洛 阳后 的改革 作 比

喻
,

持着今胜夕的态度
,

以独道的创意和气

魄
, “
独称高视

” ,

给予了称项和尊崇这些改

革的重大意义
。

李和本传不记这一事实
,

当

以补之
。

八
、

北朝时期
,

我 国北方出现了各民族

的大融合
。

李和在民族大融合的浪潮中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志文中有
“

蛮酋
” , “

群

蛮凶 惬
,

相继降敷
” , “

编杂稽胡
,

狼子难

驯
,

泉音靡革
,

每窥蕃政
,

有释边疆
” , “

群

稽复动
”

等
。

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北方各民

族大融合的历史情景
。

李和在北方地区实行

的是
“

实仓糜而息干戈
,

劝农桑而变夷俗
” ,

的方针政策
,

收到了很好的郊果
,

得到了朝

廷和各 民族 的赞颂
。 “

夫子 以公旧 博在民
,

遗风被物
” 、 “

公末及下 车
,

仁聋 已畅
” ,

也

正如 《北史 》 李和传所说 : “

屡经任委
,

每

称吾意
” , “

立身刚简
,

孝而逾励
,

诸子趋

事
,

若奉严君
。 ”

《周书》 李和传说得更确切
“

智略明瞻
,

立身恭谨
,

累经 委任
,

每称吾

意
” , “

和前在夏州
,

颇留遗惠
” , “

商
、

洛父

老
,

莫不想望德音
” , “

和至州
,

以仁恕训

物
,

狱讼为之简静
。 ”

说明李和在北朝 的民

族大融合中扮演者极重要的角色
。

九
、

志 文载
,

北 周初 年
,

李和 改封为
“
阐熙郡公

” 。

阐熙郡
,

北魏太和十二年 (公

元 4 88 年 ) 置郡
,

今为陕西靖边县西南
。

当

匡正 《北史 》
、

《周书》 所记
“

改为永封县

公
”

之误
。

十
、

志文说李和出为
“
社

” 、 “

霍
”

等十

三州诸军事
,

句中的
“

社州
”

和
“

霍州
”

查

史籍 中均无记
。

社 州
,

今治所 不详
,

北周

置
,

《北史 》
、

《周 书》 不载
,

当补
。

霍州

(今山西霍县 )
,

北周
、

隋
、

唐初 均有霍州
,

史籍不载
,

当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