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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契丹人在蒙元时代的影响 

佟 宝山 

(重庆三峡学院，重庆 万州 404000) 

摘 要：元朝的统一结束了数百年的封建割据。在蒙古攻金、西征、灭宋的战争中，契丹人军队成为一支精锐劲旅。许多杰出的 

契丹将领，或则“参预机谋，出入战阵；”为蒙古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以儒冶国”他们“勤劳于国，诚节如一，”对元朝的文治也 

发挥了深远影响。契丹虽然已经消亡，早 已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但研究其发展历史，还是很有意义的。 

关键词 ：蒙元 ；契丹将领；贡献 

中图分类"~：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oo5)o3—0096—03 

On High---Ranking M ilitary Offi cials in M eng---Yuan Era 

T0 NG Bao．shan 

Abstract：The unity of Yuan dynasty ended 400 hundred years’feudal separationist rule．In the process of attacking Jin
， perishing 

Song of Meng people，Qiandan formed a very strong military troop．A great number of military officials either participated in military 

scheme or f0ught in the front．They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unity of the whole county
．
They worked hard and persisted in it．wh0se 

contribu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Yuan dynasty．It’8 significant to study its history
， though Qidan nation died 

out many years ago．Th ey have become a vital par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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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攻金、西征、灭宋的战争中，契丹人的军 

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许多杰出的契丹将 

领或则“参预机谋，出入战阵”，①或则“皆禁暴掠，民 

悦服之，勤劳于国，诚节如一”，⑦为蒙古统一全国及 

元朝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征讨西夏之后，于 121 1年， 

亲统大军开始了攻金战争。契丹人迅速响应了成吉 

思汗的征战，而金对契丹人的民族压迫，成为他们 

迅速投入成吉思汗军中的原因。金灭辽后，尽管采 

取了怀柔分化的政策，但对契丹人的防范、压迫却 

是 日益严重的。正隆六年(1161年)，海陵王为镇压 

耶律窝斡的起义，“杀亡辽耶律氏，宋赵氏子男凡百 

三十余人。”③金世宗在平定窝斡起义后，对契丹人 

严加防范。大定三年(1 163年)八月，世宗“诏罢契丹 

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直猛安谋克。”④十七年，又以 

西南、西北招讨司契丹余党 “令迁之于乌古里石垒 

部及二京之地”。⑤成吉思汗崛起漠北时，金廷更怕 

契丹人与之联络，“疑辽民有他志，下令辽民一户， 

二女直夹居防之。”⑥对钆军中的契丹人更是“恐生 

异志，横暴恣纵”。 

因此，契丹人莫不切齿痛恨，思复旧仇。如契丹 

人石抹也先，“其祖库烈儿，闵宗国沦亡，誓不食金 

粟，率部落远徙穷朔，以复仇为志。”⑦‘‘年十七岁，从 

其父问宗国之所以亡，即大愤日；儿能复之。”@移刺 

捏儿，“辽亡，金以为参议、留守等官、皆辞不受。闻 

太祖举兵，私语所亲日：‘为国复仇，此其时也，”⑨ 

即率领族人投奔蒙古，耶律阿海，在金章宗派他出 

使克烈部王罕处时，即与铁木真 (当时还依附于王 

罕)结纳，通告金国 “不治戎备，俗门移肆，亡可立 

待。”第三年再度出使 ，将其弟耶律秃花也带往 ，留 

北不归，金朝拘其家属亦不顾惜。后来成吉思汗攻 

金，他们都成为向导先锋，随木华黎经略中原，攻取 

西域，屡立战功，“阿海以功拜太师，行中书省事：封 

秃花为太傅，濮国公。”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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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军南进，金朝统治将陷于崩溃的情况 朕意。”@耶律秃花授太傅，封濮国公，统领降蒙的契 

下，各地的地主豪室纷纷组织武装，掘地自雄 ，一时 丹、汉军。王询授金紫光禄大大、兵马都元帅，镇守 

“河北群雄如牛毛”。@一些契丹土豪也趁势拥众反 辽东便宜行事，兼义、川I等州节度使，其子荣祖为沿 

金，义州耶律氏世族王殉在木华黎攻取辽东时投入 边招讨使，兼北京等路征行万户。 

蒙古军，“招集遗民至十余万。⋯⋯承制以功为元 121 1年秋，成吉思汗由达里泊进入金境 ，攻占 

帅，兼领义川二州事。”@耶律留哥归属成吉思汗时， 昌州、桓州、抚州 (今河北省张北)，曾一度想休兵， 

声称其部属为六十余万。留哥去世后，其妻姚里氏 石抹明安谏日：“金有天下一十七路，今我所得，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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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尔妇人乃能来耶。”0 

辽朝，蒙古曾是契丹的属部 ，具有较近的族属 

关系。同样深受金人“减丁”之害的成吉思汗，正好 

利用契丹人的深仇大恨 ，鼓动进攻金朝，契丹人则 

主动投效于麾下。耶律留哥起兵，营帐百里 ，威震辽 

东，“太祖命按陈那衍 ，浑都古行军至辽，遇之，留哥 

乃率所部会按陈于金山，折矢以盟。”“癸酉 (1231 

年)三月，推留哥为王国号辽，于是尽有辽东州郡， 

遂都咸平，号为中京。”@金山即指临潢西北境的兴 

安岭。双方折矢为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没有契 

丹人的响应反金 ，木华黎是很难迅速平定辽东，攻 

略中原的。 

在蒙古攻金灭宋的几十年间，契丹将领不仅以 

其雄毅勇略，出入战阵而且以较高的谋识，运筹经 

略，加速了统一战争的进程。 

契丹人石抹也先听到太祖成吉思汗起兵的消 

息后，匹马来归，向成古思汗提出 “东京 (此为金北 

京即内蒙古宁城之境)为金开基之地，荡其根本 ，中 

原可传檄而定也。”被任命为木华黎的先锋，“过临 

潢，次高州”；“三日，木华黎至，人东京 (为北京)，不 

费一矢，得地数千里，户十万八千，兵十万，资粮器 

械山积，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定城邑三十 

二。金人丧其根本之地，始议迁河南。”0攻取锦州， 

也先招募精锐之士万二千人 ，亦号黑军 ，成为蒙 

古军中的一支精锐之师，随木华黎转战各地。成 

吉思汗看到了这些武装 的作用 ，命木华黎多多 

“招集豪杰，勘定未下城邑。”⑩许多契丹人都被 

委以高职 ，许其世袭。如移刺捏儿曾拜兵马都元 

帅 ，佐木华黎取北京 ，下高、利、兴、松、义、 

锦等 26城 ，破 54寨 ，平利州刘四禄 ，锦州张 

致 ，出奇兵掩击斩杀 ，继取辽东西广宁、金、 

复、海、盖等 15城。又与吾也儿讨平兴州监州重 

儿的反叛 ，受到成吉思汗的嘉奖 ：“自汝效顺 ，战功 

日多，今赐汝金虎符，居则理民，有事则将，其勿替 

来，则难敌矣。且山前民庶，久不知兵 ，今以重兵临 

之，传檄可定，兵贵神速，岂宜犹豫。”0成吉思汗接 

受了他的建议，令他引兵南进，所到之处百姓皆箪 

食壶浆以迎，很快占有河北诸郡。石抹明安“早从军 

旅 ，料敌制胜，算无遗策，虽祁寒暑，未尝不与卒均 

劳逸同甘苦。”1215年 ，石抹明安与三木合把秃儿带 

兵行径中都地区。金相完颜福兴绝望服毒自杀，援 

军战败，中都军民开门请降，石抹明安抚谕：“负固 

不服，以致此极，非汝等罪，守者之责也”，“悉令安 

业，仍以粟赈之，众皆感悦。中都既下，加太傅，邵国 

公，兼管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O 

1234年蒙古灭金，1235年开始灭宋战争。耶律 

秃花子买住充随路新军总管，向蒙哥提出 “今欲略 

定西川下流诸城，当先定成都，以为根本，”国被蒙哥 

采纳。石抹按只随蒙哥攻四川沪州 ，按只以战舰 75 

艘至马湖江，击败宋军战舰500艘，控扼江渡。“时 

宋兵於沿江搬桥据守，按只相地形，造浮桥，师至无 

留行⋯⋯叙州守将横截江津，军不得渡 ，按只聚军 

中牛皮，作浑脱及皮船，乘之与战，夺其渡口，为浮 

桥以济师．中统三年，授河中府船桥水手军总管， 

佩金符，以立浮桥功也。”@按只子不老袭其父职 ，为 

怀远大将军，船桥军马总管，在攻打四川、平定云南 

的战役中，也屡立战功。 

耶律秃花曾孙忙古带在世祖忽必烈时代则统 

领山西两路新军参加征讨四川、云南的战斗。“至云 

南，诏以其众人缅，迎云南王。金齿、白衣、答奔诸 

蛮，往往伏险要为备，忙古带奋击破之，凡十余城， 

至缅境，开金齿道，奉王以还，迁副都元帅。从诸王 

阿台征交趾 (越南)，至白鹤江，与交趾伪昭文王战， 

夺其战舰八十七艘。”@成宗时，忙古带为骠骑卫上 

将军，遥授云南行中书省左承，行大理金齿等处宣 

慰使都元帅”。 

综观成吉思汗及其后人攻金、西征、灭宋，以至 

大元帝国的建立，几乎到处都留下了契丹将领的足 

迹。有些契丹将领都是几代相传，投身于蒙元统一 

全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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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于 1229年开始制定税制。面对“时天下新定未有号 

一 令，所在长吏 (指汉人世侯)皆得自专生杀，少有忏 

成吉思汗发动的攻金战争，初始有着反压迫意 意则刀锯随之，至有全室被戳。襁褓不遗者。而彼州 

义，但掳掠、烧杀却也给人民带来灾难 ．成吉恩汗 此郡动辄兴兵相攻”，“公首以为言，皆禁绝之。”他 

曾勉励他的儿子们；“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 奏定 《便宜十八事》，从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建 

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 ，占领国土。”0 立起纲纪。如果说契丹将领石抹也先、耶律阿海、石 

1213年秋至 1214年春，数月之间，蒙古军队 抹明安、移刺捏儿等人在蒙元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故 

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 

庐焚毁，城廓丘墟矣。”0按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 

悉坑之。”@截至 1215年秋，被蒙古军攻破的城邑有 

862处 ，几乎黄河以北的所有土地都遭到蒙占铁骑 

的蹂躏。汉化较深接受中原文化较高的契丹将领对 

此是忧虑的。在征战中．他们尽力劝戒杀掠，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破坏性、保护了生产力。1211年，成吉思 

汗在野狐岭大败金军，“死者蔽野塞川”，“金人精锐 

尽没于此。”在哲别攻下紫金关时，先锋耶律阿海上 

奏太祖说：“好生乃圣人之大德也。兴创之始，愿止 

杀掠，以应天心。”④成吉思汗采纳了他的建议。 

1214年，木华黎军围攻北京 (赤峰宁城大明 

城)，城久不下，及城破 ，众将欲屠之，先锋石抹也先 

力劝“王师拯人水火，彼既降而复屠之，则天下何时 

定乎”@，成吉思汗赦免降众。也先子查刺领黑军，从 

木华黎攻打益都，久攻不下，待举城投降时，众将又 

欲屠城，查刺阻止说：“杀降不祥，且得空城，将安用 

之 ．由是遂免。”@成吉思汗诏封水华黎为“太师国 

王”，使承制行事，授与他攻取中原的全权。此时蒙 

古攻金已由攻扰转变为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开始 

注意占领城邑，安集百姓，但同时杀掠仍不断。王询 

从木华黎兵略山东 ，回镇辽东时得到的劝戒是 ； 

“(辽东)彼新附之民，恃山海之险，反复不常，非尽 

坑之，终必为变。”王询日：“国朝经略中夏，宜以恩 

信结人 ，若降者则杀 ，后宁复有至者乎!”遂还，以子 

荣祖领其众。“荣祖皆禁暴掠 ，民悦服之”。他在随大 

将唐兀台征讨时，戒劝众将“承诏讨逆人耳，岂可戳 

及无辜，宜惟抗我者诛。”由是免死者众。0 

随着形势发展，蒙古攻金战争逐渐地变杀掠为 

招降。而契丹杰出的政治家耶律楚材则把这种转变 

推进了一步。他协助窝阔台制订了“以儒治国”的大 

政方针，驳斥了蒙古将领别迭等人“悉空汉人，使草 

木畅茂以为牧地”的主张。耶律楚材劝谏窝阔台说： 

“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 

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是以供 

给，何谓无补哉!”④元太宗窝阀台采纳了他的建议， 

治国”的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为元朝 

的文治做出杰出贡献。 

契丹族的历史是悠久的，契丹将领在蒙元时代 

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这是因为，契丹族经历了几 

世纪的发展 ，接受了中原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因 

而契丹族将领在蒙古军中就表现出较高的素质，提 

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参与了很多重大决 

策。金亡其国，使他们都怀有强烈的复国思想，基本 

上都主动地投人了成吉思汗军中。成吉思汗统治集 

团推行的招集豪杰，率部或纳土归降者，都授以统 

军管军民的各种官职，许其世袭的政策，也为这些 

将领的活动提供了条件。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我国长约四百余年的封建 

割据 ，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契丹 

人所做的贡献是客观的，应予肯定的。他们为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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