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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年会简讯 

2016年8月8—13日，“第十三届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暨中国 ·绥滨首届完颜家 

族起源问题研讨会”在黑龙江省绥滨县召开。来 自北京、上海、黑龙江、吉林、辽 

宁、河北、内蒙古等地的 12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开幕式上，齐心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辽金元壁画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讲解。林效概 

述了绥滨的历史文化。蒋开磊介绍了云南契丹后裔文化研究的进展和成效。赵永军介 

绍了金上京的考古发现和认识。王明荪介绍了金代德政去思碑立碑的过程，德政碑与 

地方社会、民间的关系。罗永男则就辽金交替期渤海人的样态作了介绍。随后，大会 

分为辽史与金史两组进行讨论。 

一

、 辽史。辽史组的讨论内容涉及政治史、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历史地理 

和文物考古等诸多问题。辛时代对唐代契丹君长数量、人员构成作了系统考辨。耿涛 

对辽太宗二次即位记载作了考释说明。李忠芝厘清了辽代国号王爵封授问题。任仲书 

论述了辽代使职的数量、机构、分类、功能等问题。邹本栋探讨了铁力古的归属和分 

布问题。齐伟利用考古成果证明了耿崇美家族具有沙陀血统。肖忠纯、汪妮从婚姻习 

俗、语言文字、服饰饮食等方面阐述了辽代汉人契丹化现象。王万志和田晓雷均对辽 

朝治理阻 卜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夏宇旭论述了西辽河流域农田开发与土地沙化、生态 

移民的关系问题。林栋介绍了辽代墓志的类型和演变。杨春宇认为渤海国的 “汉儿 

言语”对成就东北及北京官话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顾宏义考察了 《契丹国志》作 

者叶隆礼的父祖、仕历及卒年。李俊义厘清了 “土河”、“潢水”名称的沿革。李彦 

朴介绍了岛田正郎关于辽代祖州城遗址的研究成果。王维群介绍了隆化境内青州窑出 

土文物的情况。葛华廷对辽贵族墓中木枋构筑屋室的名称及源头作了探析。魏孔阐述 

了内蒙古馆藏辽代石器的器形及特点。 

二、金史。金史组的讨论大致涉及政治史、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文 

献价值及地理考证等问题。綦岩考证了始祖函普的家世、回归完颜部的时间、路线 

等，探讨了始祖函普传说历史化的过程。孙吴认为勃极烈延续突厥等游牧民族的政治 

传统，是结合传统贵族身份制与国家统治的有效载体。孙红梅考证了 《金史 ·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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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所载的官署机构。郭威探讨了金代户部机构的成立过程及机构设置。王峤认为 

金朝历代皇帝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对军事后勤供给制度作出调整。孙佳认为熙宗以后的 

“路”具有审理诉讼、纠平冤案、解决府州县纠纷的司法职能。李秀莲认为海陵王南 

征是为了解决猛安谋克问题。吴凤霞、边昊探讨了金末政乱的各种表现及原因。王晶 

探讨了东京路城镇主要承担接待使臣的责任。曹文瀚将时青、时全二人的生平、政治 

倾向及败亡的史实作了翔实的考订。霍晓东、傅惟光认为契丹女真人建立的四时捺钵 

与五京并存的制度，对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有长远意义。闫兴潘通过对 “辞赋状元 

即授应奉翰林文字”授官制度的探讨，认为金代的政治制度对后世诸王朝有深远影 

响。苗霖霖研究了金代护丧制度的产生和兴废的过程。张双双考证了金代致仕官员的 

归所、各种生活方式及活动。郝素娟探讨了女真人的移居地生活、政府的救助管理与 

控制。王耘认为 《诸儒鸣道集》传人北方后，金朝士人根据自身文化的需要对南方 

的道学思想进行了重新改造。霍晓东、傅惟光依据考古资料和研究 ，探讨了生女真五 

国部的文化特征。李浩楠认为学界对张从正 《儒门事亲》一书的研究，呈现出医强 

史弱的特点。李智裕、苗霖霖通过分析高夫人传记、碑文，提出高唠家族应是辽金时 

期东京辽阳渤海遗民右姓之一高氏后裔。綦岩通过对永宁寺记碑的女真文的分析，探 

究明代女真语与建州地区满语的关系。王永年通过对金上都、东京、西京、北京和南 

京的纵观来看金王朝对北部边疆的政治作用。另有于永奎、廖怀志、张儒婷、郭长 

海、那海州、田守一等几位学者的地理考证文章也在会上作了讨论。 

此外，霍明琨、许桂红介绍了20世纪美国学界女真研究的特点；程妮娜介绍了 

2013--2015年中国学界金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和中华书局 《金史》修订的情况。 

闭幕式上，杨宇舒就辽金时期吉林地区人 口增长与管理、家庭与宗族 、社会等 

级、社会生产等几个问题作了阐述。王久宇厘清了完颜部名称的含义和来历，金朝始 

祖函普姓氏等几个问题。盖之庸和付永平分别介绍了内蒙古多伦县王力沟辽代贵妃 

墓、沈阳康平张家窑林场 1O号辽墓考古发现的情况。都兴智对本次大会作了总结。 

通过交流，学者们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加深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取得了较好的 

学术讨论效果。 

(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 周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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