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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 起 源 断 想

卫 广 来

鲜卑这 个民族
,

东汉以 前和 中原王朝是没有过接触的
,

《史记 》
、

《汉书 》中都不曾提

到它 ; 东汉初年才开始登上 中国厉史的舞合
。

东汉的鲜卑主要有两 个系统
:

起源于蒙古草
·

原东北角的拓跋鲜卑 ; 东汉 时向南
、

向西进行过两次大迁移
,

后来建立北魏王朝
,

历史

学上称为
“

北部鲜 卑气 在蒙古草原 东南部发展起来的鲜卑人
,

东汉植灵时 曾建立 以檀石

槐 为首的部落大联盟
,

习惯 上称为
“

东部鲜卑
” .

下面我们探讨的即是东部鲜卑的起源 问

题
,

文字上 一般仍使用魏晋 以来汉文专己中
“

鲜卑
妇,

这个名称
。

一
、

关于些攀卑起源的 各种说法

这个 问题在古代就发生了
。

《史记索隐 》 里 录有东 汉人三种说法
。

应奉上桓帝书说
:

秦筑 长城
,

徒役之士 亡 出 塞外
,

依 鲜卑击
,

因 以 为号
。

这可能不是奏议的原文
,

《翰苑 集》住引 《汉 名 臣奏 》这样说
: “

鲜卑者
,

秦始皇遣蒙恬

筑长城
,

徒 亡 出塞
。

鲜
,

少也
。

卑
,

陋也
。

言其种众少陋 也
。 ” 照 这个说法

,

鲜卑不是一 个

少数民族
,

而是汉 人 出 亡塞外的囚徒团 伙
。

东 汉著名学者服虔说
:

山 戎
,

盖 今 鲜卑
。

东汉 司徒胡广却说
:

鲜 本 神
别 种

。

①
`

沐 后 百 :飞沂勺j 乞邵文 献
,

奇
,

冶用 书 ,
` 一

说 么
,

普沁 石 哎三 国志
,

乌丸鲜卑传》序说
: “

乌丸
、

鲜

导
,

郡 言筋
一

漏刀
、价 已

。

比 浦奋 二 优 《珑 书 卜 鲜卑亦 东胡之 余 也
。 ” 《翰苑集》注 引晋 司

马彪 《续汉书 》: “

鲜卑 , 亦东胡之支也
。 ’,

最后 南朝宋范哗 《后汉书
·

鲜卑传 》敲定
: “

鲜

卑者
,

亦东胡之支也
,

别依鲜单山
,

故因号焉 广

古
臆

见
,

大致如此
。 ·

五 十年代 马长寿写出 《乌桓 与鲜卑》
,

第三章 中把应奉
、

服虔的说法都否定 了
,

采取

胡广一派说法
,

认为鲜卑与乌桓同源于东胡
,

只是觉得陈寿的措词 更恰 当些
。

他的 主要贡

献在探出鲜卑 山的位 置
。

原来 《太平御览》地部引北魏 崔鸿
几

《十六国春秋》里 已提 到两座

鲜卑山
,

一在处城 吟辽宁锦县 ) 以东
,

一在辽西 (郡治乐 阳
,

今辽宁义 县西 ) 的西北

一 百里
。

又 引 《隋图经 》说
:

宁鲜卑山在柳城县 (今辽宁朝阳南 ) 东南
. ” 《方舆纪要 》 卷

撰橇蒸粼撼然蘸
分布地点在鲜卑山

,

北部落集 团遂 以 鲜卑为名
。 ”

,



八 十年 代黄烈著 成 《中国古 代民族 史研 究》
,

第四章 认为乌桓和鲜 卑在 东 胡 以 前
,

都

以 各 自的 部落 而 独立 存 在
.

他们 同属 东夷北支的 系统
,

乌桓与夏代九夷中的 赤夷有关
,

其

色尚 赤 、 鲜 卑 与九夷 中的 白夷有关
,

其色尚白、其后 都加人 了
一

东胡部落联盟 「 在东 胡瓦解
后

.

又 各自以 族相 聚
,

恢 复 了 各自的 族号
。

乌桓和鲜卑都不是 因 山得名
,

而是 以族名名山
。

今 人意 见
,

主要 即上 述两 种
。

二
、

鲜卑 石室与天鲜卑山
丫

我觉得 东 部 鲜卑既与 北部鲜卑同 为鲜卑族
,

探讨东部鲜卑起源的时候
,

不 能 不 考虑

这 二者 之 间的 联系
。

关于拓 跋 鲜卑的起源
,

《魏书
·

序纪》 里载有一段 传说
:

昔黄 帝 有 子 二 十 五人
,

或 内列 诸 华
,

或外分 荒服
。

昌意 少子
。

受封 北 土
,

国

有大 鲜卑 山
,

因 以为号
。 一

拓 跋 人把 自己 说成轩 辕黄帝之 后
,

跻身于华夏 之列
,

正象匈奴人 自封 为夏后 氏之裔一样
,

反 映了他 们进入中原 以 后 正 在与汉 人 融合的现实以 及 向往汉族历史文 明的心 理
。

世界上

任何民族都经过 傲兑记史的阶段
,

抛去美饰 自诩的成分
,

拓跋人这个古老的传说大体反

映了 他们祖先发端的历史真实
。

可是拓跋鲜卑的原始居住地
,

北魏太武帝 以前
,

拓跋人中已 经没有人 确知在何处
,

只

根据惭兑中的模糊 记忆知道在北方遥 远的大鲜卑山
.

太平真君四年 (公元 4J 3年 )
,

远道来
魏朝贡 的乌洛侯国 使者带来一 个重大的消息

,

《魏 书
·

乌洛侯国传》 记载
:

世祖真 君四 年来潮
,

称 其 国 西北 有 国家先帝 旧 墟石 室
,

南北 九 十 步
,

东西

四 十 步
,

高七 十 尺
。

室有 神灵
,

民多祈请
`

世祖 遣 中书侍 郎李敞告 祭 焉
,

刊 祝文

于 室之壁 而 还
。

李 敞的祝文保存在 《魏书
·

礼志》中
,

共 123 字
.

近代的学者根据这州线索
,

曾努力探寻鲜
卑石室所在

,

结论很多
,

方法都是 依据文献记载先确定乌洛侯国的位置
,

再进一步推断

拓跋鲜卑的居住地
。

可是由于缺乏 实证
,

多少年来间题并没 有得 到解决
,

直到十年前考古

学 上 出了新发现
,

才形成定论
。

内蒙古考古工 作者从 19 79年开 始
,

经过多次 艰苦的勘查
,
198 0年 7月30 日终于 在大兴

安岭北 段 的嘎仙 洞 内找到 了太平真群四 年的石刻祝文
,

石文与 《魏书
·

平日己》所载基本相
同

,

从 而证实 了所谓
“

大鲜卑 山” 即大兴安岭
,

嘎仙洞即拓跋鲜卑先世的 旧 墟石室
,

这

里就是拓跋鲜卑的原始发祥地
。

嘎仙洞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山洞
,

位于 内蒙古 自治 区 东北角
呼伦贝尔盟 鄂伦春 自治旗 (原属 黑 龙江省) 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

,

地当大 兴安岭北段顶

巅的东麓
,

地理座标为北纬50 度 38分
,

东经 12 3度36 分
。

三
、

拓跋鲜卑神兽与色料凛浦 带

拓跋毛 以 前拓跋先世已 历六七十代
,

毛 以后到北魏道武帝开国 又经历了大约三十代
,

以 一代 二十五年 的一般指数计算
,

则拓跋先世最早在嘎仙洞一带活动的年代
,

可 上溯至

公元前` 千七八 百年
,

约当夏末商初
。 -

拓跋鲜 卑在嘎仙洞 一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

约在东汉前期离开那里
,

向南过到

今内蒙古呼伦湖附近
。

一百多年后
,

到东汉后期
,

在酋长拓跋邻的指导下
,

由邻的儿子诸

汾率领
,

又横穿蒙古大草原
,

西迁到匈奴故地阴山 (今内蒙古大青 山州带 )
。

在西迁的旅

程中
,

他们先是 在大兴安岭的南段 出出进进
,

东冲西 撞
,

找不着道路
。

《魏书
·

序纪 》 记

载说
:

.

石
.



圣 式帝 伟话 粉
。

献 帝 ( 即 拓 拔 邻 )命 南移
,

山 谷 高深
,

九难 八 阻
,

于 是欲 止
。

有神 兽
,

其 形似 马 , 其 声 类牛
,

先 行 导 引
,

历 年 乃 出
。

始 民居 句奴之故 地
。

这 种似马非马
,

类牛非牛的神兽
,

使我们联想到鲜卑学 上东部 鲜卑 的
“

鲜卑郭落带
” .

战
国时候

,

东胡 中流行一种人人喜爱的宽大的皮腰带
,

叫做
“

鲜卑郭落带
” .

鲜卑在东胡语

中是
“

祥瑞
”

的意 思
。

郭 落是
“

兽
”

的 意 思
,

腰带上系有雕镂这种瑞兽图案的带钩
,

这腰

带便 叫
“

鲜卑郭 落带
” 。

③后 来这种腰带传入 中原地 区
,

中原人简称 为
“

鲜卑
, , 、 “

犀毗
” 、

“

青 批
” 、 “

师 比
” ,

同 一物而读音轻重不 同
。

①中原的达官贵人 们喜佩此物
,

以为荣 耀
,

《战国策》载赵
叔

王 曾经赏赐 周绍 黄金师 比
。

南万的诗人甚 至
舵

弓}入 文 学语 言
,

用来

形容好女的苗条
,

《楚辞
·

招篇》
“

小腰秀颈
,

若鲜卑只
` , ,

意思 即是好女腰细颈 长
,

象用

鲜卑之带结束的一样
.

当代考古在内蒙
、

东北 各地鲜卑也变中发 现不少鹿形铜制饰牌
,

⑤

初步拟 定即 堆牌郭落带
”

的附 件
, “

鲜卑郭落”

这种瑞兽即人
到

l}养的家鹿
。

古代我国

貂 匕乃至西 伯利亚 的 山林地 区
,

曾有不少养鹿的部落
。

南北朝$lJ 唐代
,

活 动在今黑龙江上

游苏联赤塔一带的 “

鞠
”

部落
, “

有木无草
,

地多苔
。

无羊马
,

人豢鹿若牛马
,

唯食苔
,

欲

以驾车
” 。

⑥东北的鄂伦春人一直到 明清时候还保持着使唤家鹿 的 习惯
,

他 们称
“

驯鹿
”

为
“

鄂伦
” ,

⑦
“

役 之如牛马
,

有事哨之 则来
,

纸 以盐则去
,

部人赖之
,

不杀也
。

⋯ ⋯ 土 人饲

以石花
,

即苔也
” 。

⑧性情卿匝的家鹿
,

适合于山林民族转移时驮运家当和老人小孩
,

功
用有如骆驼之于 草原 民族

,

被称 为
“

林海之 舟
” 。

拓跋鲜卑的发源地 即在今天的鄂伦春自

治旗境内
,

最初 的
“

大鲜卑山 ”

或因栖息有此类动物而得名
,

这里的居民 因 山 自称鲜卑
,

“

鲜卑族
”

的意思便是 “驯 鹿的 人
” 。

东部鲜卑和拓 跋鲜卑可能同源于大鲜卑山
,

大约在战

国以 前有一支南下
,

后来加入东胡联盟
,

汉魏 时到处迁徙
,

所 以辽东
、

辽西有鲜卑山
,

敦

煌以 南有鲜卑山
,

辽东塞夕随有东胡破灭后鲜卑退保的鲜卑 山
,

这些都是 以族名山
,

只

有冠 了
“

大
”

字的大鲜卑山才是 以山名族的鲜卑各部的总发源地
。

四
、

结论
根据以 上的讨论

,

我们对东汉三说是 不是可 以这样来评定
:

应奉的囚徒说属 于一种政治言论
,

这和南朝人把拓 跋鲜卑说成是投降匈奴不光彩的

李陵之后一 样
,

含有对鲜卑进行诬 骂的动机
,

不可取
。

胡广是桓帝时的司徒
,

位居三公
,

代表政府讲话
,

所说 自然产生大的影 响
,

所 以 晋

朝 以 后史家都沿袭
。

可是他的
“

东胡别种
”

说
,

只讲对 了一半
,

他只讲了 他所知道的近 况
,

而 那只是鲜卑历史进程 中途的一个片段
。

服虔除了说
“

山戎
,

盖今鲜卑
” ,

还讲过
“

东胡
、

乌桓之先
,

后 为鲜卑
”

的话
,

也见

于 《史记
.

匈奴传》注
。

他是东汉有名的大学者
,

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谈 间题 的
,

我们认 为

他的提法接近史实
。

我们的结论是
:

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一样同源于大鲜卑山
,

他们从一开始就 自称鲜卑
,

只是中原人

把它叫做山戎
,

《史记
·

匈奴列传 》称
“

唐虞以 上有山戎
、

俨犹
、

荤 粥
,

居于 j 喳
” 。

山戎

不必就是一 个民族的名称
,

而是某一 地区许多属不同的部落的泛 称
,

意思是住在山里的

非华夏人
.

春秋以前
,

中原人往往是按地域方位来区划和称呼边远少数民族的
,

有
“

东夷
、

西戎
、

南蛮
、

北狄 ,

的笼统叫法
,

也有象
“ 山戎

”

这样一类略微具体的称谓
.

古代信息条

件落后
,

各民族之间往来有限
,

出现 这样的现象是符合历史进程的
.

秦汉以下
,

《史记 》尚
· ·

7



把 西南地 区的各少数民族统 归入 《西南夷列 传),’ ;后汉书 》把东北 民族统归入 《东夷

传》
,

就是北宋欧阳修编 ` 新唐书 》
,

还
融

契丹 , 室韦

《北狄传》
, `

这 虽 然 不 见蔺翔就是认识 同题
,

更多的是史家

域划分的形式却是* 一

脉相承的
。

这就是服虎户社兑 “

山戎
,

渤海这些不同的 民族 总为一个
`

以类成传,,. 的技术处瑰
,

但区

盖今鲜卑
`

的实际内容
.

此结论

战国以前
、

鲜卑 有一支从大鲜卑山南卞
, 后来加入东胡部落联盟

。

东胡也不是一个民

族概念
,

它 只是一个许多部落 的结合体
,

因为位置在匈奴以东
,

所以 叫东胡
。

东胡联盟形
成于战国时期

,

秦仗之际一度十分强盛
,

有匈奴
、

月氏东西一线并峙午 j 比草原
。

木久被

匈奴官顿单乎攻灭
,

其中一 支退保鲜卑山
,

另一支退保乌植山
,

都恢复各自的族号
,

以

族名山
,

东胡这 个名称便在厉史上消失了
.

这就是 《太平御览》卷1艺1引 《十六国春秋
`

前

燕录》 那兑东部鲜卑
“

号日 东胡
`

秦汉 之际 为匈奴所败
,

分保鲜卑山
,

国复以 为号
“

的

实际内容 砒结论么
`

鲜卑山即今内蒙古科尔 沁右翼中旗西边 的大罕山
,

乌植山在今辽河上游西拉禾伦河
以北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附近

,

二山都位于 内蒙古草原的东南部
.

鲜卑在乌桓以北
`

汉武

帝元狩四年 (公元前1 19年 )
,

霍去 病击 破匈奴左地 (即匈奴东部 )
,

西汉政府迁乌植于上
谷

、

渔阳
、

右北平
、

辽西
、

辽东五郡塞外
.

即今老哈河一带
,

鲜卑也跟着向西 南推进
,

移

居 子过丢乌植所 在的西拉 木伦河 流域
。

东 汉 建武二十五年 (公元 49 年)
,

乌桓得光武帝允

许
,

又从塞夕!够居到辽东至朔方等沿 边十郡塞内
,

鲜卑跟着向南漫延到原乌桓占有的老

哈河 流域
。

东汉 以 前
,

鲜 卑的南面 始终隔有乌植
,

所以
“

未有名通于汉 ” ,

他 自己 自行发

展
,

与中原王朝在政治上不曾发生关系
。

这时已与汉 疆直接毗邻
,

就在建武 二十五年这年
,

与东汉 “

始通绎使
’, ,

⑨从 此搭上 中国历史的航船
,

鲜卑厉史开始明朗起来
。

到 明帝永平

元年 (公元58 年 )
,

鲜卑又 击破赤山乌桓
,

占领赤山 (今 内蒙古赤峰市 )
,

从此乌桓在塞

外的根据地尽失
,

全部转 入塞内
,

依附汉朝
,

鲜卑在塞外 占了优势
。

赤 山战役是乌桓 和鲜
卑势力消长 的转折点

,

永平 以前草原东部部落集团友抗匈奴的旗帜是乌桓
,

永平以后变

为鲜卑
,

鱼丫牢控制了塞外澳甫 局而 鲜卑历史有一个由隐到显的过 程
,

当东胡 强盛时
.

乌

桓
、

鲜卑不 显 ;

当乌桓光辉对
、

鲜卑不显 :

乌植 入 塞附汉
,

鲜卑在塞外 崛赶
.

从此族名

大盛
。

这就是服虔那兑
: “

东胡
,

乌桓之先
,

后 为鲜卑
”

的历史内容
。

此结论三
。

东部鲜卑包括慕容氏
、

段 氏
、

宇文氏好几支
,

他 们各 自都还有一个形成的间题
。

我 们

既 己把东部鲜卑的发源地 由鲜卑 山推到更早的大鲜卑山
,

那些间题便都属于鲜卑的发 展

问题 了
、

这里不再谈它
。

卫东汉三 说称 见 《史记 》 卷110 《句奴列传》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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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

丈文记 》卷 110 《沟 奴砖》, 黄金聋红
”

力
,

索渔

注引张 姜语
: 孙鲜 卑那落氨 瑞 兽名灿

、

东胡好 服 之
, ” 义

引呼 笃话
: “ 胡革井 钩`

” 玄沃 书 》尸1 哎电奴 传全货
金 厚砒” 句

,

而注 引孟 康说
, “

庙中 大 带 也 二

④ 屯汉书
,

匆 奴传 争劫注
: “ 厚毗

:

亦 曰 鲜牟
,

亦谓

师比
,

总一 肠 也
,

任有枉 重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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