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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汗国分裂时I司与西突厥开国者I司题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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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突厥汗国的分裂时间与西突厥汗国的建立者，史学界有多种说法，本文通过梳理各种前人的观点， 

分析史料，确定了突厥应分裂于 603年，而西突厥汗国实则建立于604年，建立者是泥掘处罗可汗，西突厥汗 

国的建立时间略晚于突厥汗国的分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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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突厥汗国分裂时间争议的五种观点 

突厥是 6世纪中期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 

民族，一度是中原的心腹大患，但在隋代，统一的 

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二部，对草原的政治格局和 

东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突厥汗国于何时 

正式分裂的，西突厥汗国的创立者又为何人，在学 

术界曾进行过激烈的争鸣，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 

因而理清这些问题，对突厥史和隋唐史的研究有着 

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依据前人研究成果，大致可以 

归纳为 “室点密说”、 “达头说”、 “阿波说”、 

“泥利说”、 “射匮说”五种观点。 ill 

“达头说”，东、西突厥分裂于 582年，达头可 

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开国者，沙畹在其著作 《西突厥 

史 中说 “布民可汗为北突厥 (亦作东突厥)之 

始祖 ，室点密则为西突厥诸可汗之始祖”，又称 

“北突厥与西突厥之分离，至室点密之子达头可汗 

始见确定”。 【2】 这是关于突厥分裂最早的研究成 

果。 

“室点密说”，苏联学者巴尔托里德提出突厥汗 

国建立伊始就是分裂的， [31∞西突厥汗国开创者 

是室点密可汗，但此说法是对突厥阙特勤碑的误 

读 ，目前没有追随者，我国学者大多不赞同此观 

点。 

“阿波说”，王 先生认为阿波可汗是西突厥汗 

国的创建者， [4】东西突厥分裂于 583年 ，因沙钵 

略和阿波的战端开启于此年。段连勤却撰文表示反 

对，支持 “达头说”。 [ 

“泥利说”，薛宗正先生在其著作 《突厥史》， 

[61 论文 姒 西部突厥到西突厥汗国》 [7】和 

《西突厥汗国开国史考辨——兼评沙畹说和王赧说》【8】 

反复坚持论证西突厥汗国的建立者是泥利可汗，称 

泥利可汗趁 603年达头败于漠北之际断其退路，并 

打败达头子咄六设 ，因而达头被迫逃人吐谷浑，泥 

利可汗在西域势力最强，是西突厥汗国的开国者。 

林恩显在采集众说后 人为突厥分裂于此年。 

“射匮说”，吴玉贵先生提出射匮可汗于61 1年 

建立西突厥汗国，当时西域存在室点密系和阿波系 

两大可汗谱系， 《隋书·西突厥传》只是介绍西奔 

达头所处的阿波一系可汗，不是西突厥汗国，西突 

厥汗国的开国者当为室点密系的射匮可汗，611年 

击败西域各方势力后正式建立统一的汗国。 ㈣ 

不过薛氏再次撰文提出了反对意见，再次强调泥利 

可汗才是开国者，吴氏过于看重汗位世系的身份而 

导致错误。 ll】】 

在上述五种观点陆续提出后，新疆师范大学硕 

士论文再出泥撅处罗可汗建立西突厥汗国的新论。Il 2l 

面对这种现象，当依据史料，正本清源，通过分析 

和演绎，还原历史真相，才能得出有见地的结论。 

二、突厥汗国分裂时间与西突厥汗国开国者考 

证 

事实上，虽然开皇三年 (583)突厥全面内战 

已经爆发，但当时突厥实行大、小可汗并列的制 

度，阿波可汗与达头可汗的身份都是突厥的小可 

汗，目的是为了争夺大可汗沙钵略的汗位，并没有 

打出大可汗的旗号来另立中央，没有形成独立的政 

权，充其量只是 “僭主政治”。 嘲 H∞虽然阿波达 

头居于西方，沙钵略居于东方，形成东西对峙的态 

势，但在都蓝可汗死后，达头势力攻入漠北，自立 

为步伽可汗，一举成为全突厥名义上的大汗，进而 

与隋朝册立的启民可汗相攻， ll 3l研，草原上基本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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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又转为南北对峙，因此突厥内战可概括为自开皇 

三年 (583)至开皇十九年 (599)，草原上呈现东 

西对峙的局面，西域的 “僭主”集团与于都斤山的 

沙钵略相争 ；自开皇十九年 (599)至仁寿三年 

(603)草原上呈现南北对峙的局面，漠北和西域合 

为一体，达头和阿波的后人联合抗拒漠南的启民可 

汗，因而在达头败逃前，除了依附隋朝的启民部落 

外，突厥汗国还是完整的，不存在独立的东突厥汗 

国和西突厥汗国，固 “阿波说”和 “达头说”难以 

成立。 

虽然达头于 599年夺得大可汗之位，但长年累 

月的战争大大削弱了突厥的实力，对草原诸部的控 

制力也大大下降，这样的胜利是难以持久的。仁寿 

三年 (603)，铁勒发动反叛， “泥利可汗及叶护俱 

为铁勒所败，步伽寻亦大乱，奚、习五部内徙，步 

伽奔吐谷浑。启民遂有其众，岁遣朝贡。” fl 31蜊 

启民可汗虽然趁漠北和西域的内乱扩大势力范围至 

漠北，但也无力向西域挺进，于是形成了盘踞蒙古 

高原的东突厥汗国，达头与泥利失败使其再无法对 

启民构成威胁，薛宗正先生据此认定西突厥汗国也 

在此时建成。事实上泥利可汗也死于当年，战败时 

间甚至还早于达头可汗，没有建立新的政权的时间 

与条件，亦无更改汗号即大可汗之位的举动，虽然 

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已成定局， ㈣ 但这是客观 

形势所致，不是泥利可汗主动的结果，宣称泥利可 

汗是西突厥的开国者的证据明显不足。 

泥利之子泥撅处罗可汗继位后 “复立---d,可 

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 

兹北，其地名应娑。官有俟发、阎洪达，以评议国 

事，自余与东国同。” [131 从 “复立二小可汗” 

可以看出，泥撅处罗可汗有册立小可汗的权力，还 

说明他已经有了大可汗的身份，在突厥西部的诸位 

可汗中，处罗是最早打出大可汗旗号的人 ，还设立 

了一些较为完善的职官制度，可视作西突厥汗国的 

开国者，处罗于 603—605年在位，西突厥建国时 

间大约为604年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处罗虽已 

称大可汗，但仅是西域名义上的共主，还有室点密 

系的射匮可汗，暂时是其附庸， 【13]嘲还有契 歌 

楞与也呸建立的契 一薛延陀汗国， 『】31嘲直到射 

匮可汗驱逐了处罗，并再度征服铁勒， “延陀、契 

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 ㈣ 西突厥汗国 

才统一西域。因此 “射匮说”也不甚准确，吴氏是 

受到两唐书 “西突厥传”的影响，认定西突厥可汗 

当为室点密系成员 ， 【“】而未注意到泥撅处罗可汗 

“复立二小可汗”的重要意义，与其说射匮建立了 

西突厥汗国，不如说在西突厥汗国建立后进一步扩 

大了汗国的势力范围更为贴切。 

总而言之 ，突厥汗国的内战开启于开皇三年 

(583)，这是诸汗为争夺大可汗之位的斗争，长期 

的社会动荡削弱了汗国的实力，仁寿三年 (603) 

达头可汗败亡标志着突厥汗国彻底分裂为互不统属 

的两部，这是长期战争的必然结果。但西突厥汗国 

建立于 604--605年间，略晚于突厥分裂的时间， 

泥撅处罗可汗是开国者，后来射匮可汗又驱逐了处 

罗一系势力并征服了铁勒部落，西突厥汗国统一西 

域的大业方完成。这是西突厥历史发展的基本脉 

络。 

上述学者造成种种分歧的原因，除了史料对史 

实记载遗漏或语焉不详外，还有各家对突厥分裂与 

西突厥建国的概念混淆的因素。西突厥汗国是一个 

建立在西域、相对于东突厥汗国的独立政权，是突 

厥诸汗内战的产物，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统一的汗 

国分崩离析，而地处西域的原突厥小可汗将在战争 

的废墟上建立新的西突厥汗国，也就是说从突厥汗 

国永久性分裂到西突厥汗国正式建立，两个事件不 

是同时完成的，二者之间存在着时间间隔。 “达头 

说”、 “阿波说”和 “泥利说”的提出者都未注意 

到这个间隔的存在，坚持认为突厥汗国分裂之时即 

是西突厥汗国的诞生之 日，造成对史料的误读，这 

是须当引起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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