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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

舒 顺 林

鲜卑是我国历史上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
,

以山 台族①
,

属东胡族系
。

依地理位置分为东

部与西部鲜卑 (北部鲜匆 两大部
。

西部鲜卑即拓跋鲜卑发源于我国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

山② (今内蒙 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 自治旗阿里河西北 )
。

以大鲜卑山为发祥地的鲜卑人
,

据《魏书
·

帝纪
·

序纪琳己载至
“

成皇帝讳毛立
”

时
,

已积
“ 六十七 队

” 。

毛所在之时
,

相当于我国公元前王79 一 1 41 年西汉文
、

景年间
。

由此上溯二千

余年 (一世依 3。年计)
,

·

是为历史上传说的尧
、

舜
、

禹时代
,

故 《 魏书 》 有鲜卑之先祖始均
“
入仕尧 世’ ,

逐女 魅于弱水之北
,

民赖其勤而受到帝舜
“
嘉之

”
的记载

。

早期鲜卑这种遥

远的历 史
,

已被嘎仙洞鲜
.

卑石室的地下文化 层所证实③
。

可见
,

鲜卑不仅历史久远
,

而 且早

就与中原华夏有着人仕的共处关系
。

毛传 五世至推寅
,

他率部众
“
南迁大泽

” (今呼伦湖 )
。

大泽虽方千余舅
,

但
“ 厥 上昏

冥沉枷 ” ,

长足以建都邑
,

因而到献帝邻时
,

意欲南迁
,

只因时年衰老
,

另之能遂愿
。

洁汾 a[J 泣后即遵邻之命
,

率 众南迁
,

经过
“
山谷高深

,

九难八阻
” ,

历年始达
“
匈奴之

故地 ” ④
。

鲜卑在由东而西迁往匈奴故地的过程中
,

正是北匈奴及北匈奴单于向西逃遁之后
,

其余

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
,

这十余万落五
、

六十万匈奴人与鲜卑人结合
,

皆自号鲜卑
,

从此鲜

卑人逐渐强盛⑤
。

《 魏书
·

帝纪
·

序纪 》 记载拓跋话汾与匈奴故地的天女相匹偶生 下力微的

故事
,

正是鲜卑与 匈奴 互相婚姥融合
,

形成鲜卑父胡母 (匈奴母 ) 的拓跋鲜卑的典 型 写

照
。

由鲜
一

卑与匈奴余部相偶而产生的拓跋鲜卑之
“

力微皇帝
” ,

开始依附于五原的没鹿回部大

人窦宾
,

并与宾之爱女结亲
,

后又率部北居长川
。

积十余年
,

’

“
德化大洽

,

诸部伯民
,

咸来

归附办⑥
。

窦宾死后
,

力微尽并共众
,

诸部大人
,

悉皆款服
。

力微从此拥有
“
控弦上马二十

余万
” ⑦

。

神元三十九年 (公元 25 8年 )
,

力微把统治中心移至呼和浩特平原定襄之盛乐 ( 今呼和

洁特 市南和林格尔县 )
。 “ 诸部 皆畏服之

”
珍

。

至此
,

形成了二一
个以拓跋鲜卑为首的部落大

联盟
。

这个联盟除
“
宗室八姓

,
的拓跋部八 姓氏外

,

还 仃七十五个异姓
,

其中包括匈奴
、 一

丁

零 (高车 )
、

柔然
、

乌桓
、

东部鲜卑等三十一姓
,

统称
“ 内入八姓 ” ; 此外

,

尚有与拓跋部

保持 “ 岁时朝贡
”
的

“ 四方诸姓
”
共三十五部⑨

。

力微死后
, “

诸部离叛
,

国内纷扰
” 。

至拓跋禄官即位时
,

国乃分为三部
。

禄官死
,

拓

跋倚卢
“ 总摄三部

,

以为一统
” 。

将卢先接受晋怀帝
“
大单于

咒’ 、 “ 代公
” 的封爵

,

后又接

受晋憋帝
“ 代王 ’

封号
,

以盛乐为北都
, “ 修故平城以为南都

”
吻

,

遥官属
,

明刑峻法
,

加

强 自己的统治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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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3 83年
,

什翼键即代王位
。

始置百官
,

分掌众职@
,

建立了
“
余官杂号

” “
多同于

晋朝
,,
@ 的初具邹型 的国家

,

王权有了弓州匕
。

此时拓跋部的疆域
“
北有沙漠

,

南据阴山
,

众

数十万
” L

。

为义明社会的过渡打
一

下了坚实 的墓础
。

公元 3 86 年
,

什翼键孙拓跋硅在诸部大人拥戴下
,

继代王位
,

并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牛川召开部落大会
,

确定了拓跋鲜卑为诀部首领的地 位
。

同年四月
,

他又改代王为魏王
。

公

元 3 98 年
,

拓跋硅正式即皇帝位
,

定国号为魏
,

兼称代
、

魏
。

他法殷商
,

立官制
、

协音律
、

制礼仪
、

定律令
、

考天象
,

并从盛乐迁都平城 (今大 同市东 )
,

在平 城营宫室
、

建宗庙
、

立

社搜⑧
,

按照周
、

袭以来中原主朝的立国规模及典章制度建立 了北魏朝廷
。

成为南北朝时期

代表祖国北方的王朝
。

建都在代北大同的北魏
,

至孝文帝拓跋宏时
,

以代在恒山之北
,

九洲之外乃用武之地
,

非

可文治
,

因此欲迁宅中原
,

但以北人习常恋故
,

乃议大举浅齐
,

欲 以胁众
。

平阳公王日
: “

迁都

大事
,

当讯之 卜筑
。 ” 孝 文帝说

: “ 王者以四海为家
,

或南或北
,

何常之有 ! 肤之远祖
,

世

居北荒
,

平文皇帝 (拓跋郁律 ) 始都东木根 l
_

11 (在 朔方 )
,

昭成皇帝 (拓跋璐槐 ) 更 营 盛

乐
,

道武皇帝 (拓跋硅 ) 迁于平城
,

肤幸属胜 浅之运
,

而独不得迁乎 ? ” L
。

终于由平城迁

都洛阳
。

可 见
,

拓跋鲜卑之由北而 南
,

并非偶然
。

跋拓鲜卑自拓跋硅逮国
,

经北魏 (公元 38 6一 53 4年 ) 和由北魏分化出来的东
、

西魏 (公元

5 34 一 55 6年 )
,

历时一百七十载
。

如果把早期鲜卑的历 史计算作用和在内
,

鲜卑在我国历史

上活动的时间就更为悠长
。

鲜卑存在之时
,

在我国历史
.

上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和影响
。

历史上活跃于我国北方地区的游玫民族
,

虽分属于不同的族属和文化系统
,

有着各 自不

同的特点和发展经历
,

但在共发展过程中
,

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

即当他们兴起后
,

总是由北

向南迁徙发展
。

匈奴
、

乌桓是这样
,

丁零
、

柔然是这样
,

突厥
、

回纭是这样
,

契丹 也 是 这

样
,

这其中鲜卑可 以说是最为典型和最具代表者
。

游牧民族南迁有多种原因
。

从其游动性
、

脆弱性 的经济特点看
,

游动性决定她常无定居

之所
,

这好象是其迁徙的重要原因之一
。

但多 数游牧民族之内迁
,

并非完全出于她 的 游 动

性
。

孝 文帝由大同南迁洛阳就己证实 了这一点
。

历史的结论是
:

当北方游牧民族未进入中原之前
,

他们往往尚未或刚刚跨人阶级社会的

门槛
,

而与之同时 的中原王朝则早已进入封建社会
,

这也就是说
,

中原地区先进 的政治
、

经

济制度不能不对少数游牧民族造成一定的影响
,

因而 对北方诸族来说
,

无形 中产生了一种向

心力和吸引力
,

迫使北方诸族 自然不 自然地向南迁徙
、

向中原接触靠拢
。

在我国历史上
,

边

疆地区与中原内地彼此之间的接触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始终是主要的
。

正是这种接触交往和

在接触交往过程中的融合杂处
,

构成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潮流
,

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友好合作
,

促进了祖国大家庭的繁荣 昌盛
。

拓跋鲜卑不断南迁的典型意义和突出作用正在于此
。

鲜卑在南迁过程中
,

!余了在辽东与匈 奴余众十余万落互相融合外
,

同时也与乌桓等其他

比族融合与 同化
。

公元一世纪中叶 (东汉永平初年 )
,

鲜卑与辽东太守祭形联合攻下赤山乌桓后
,

大部分

乌桓人南迁
,

剩留在塞外的乌桓人便受鲜卑部落大人统治
。

后来这些乌桓人就同化 于 鲜
一

卑

了L
。

一世纪末平
,

寒外鲜卑逐渐向辽东
、

辽西
、

代
、

上谷四郡移动
,

又跟原来居住在那里

的乌桓人杂居在一起@
。

这是鲜卑与乌桓互相融合的大致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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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东部鲜卑的宇文部
,

史称
.
其先乃南单于之远属L

。

《 唐书
.

宰相世索 表 》 ,’
宇 文

氏
”

条亦云
: “

宇文氏出 自匈奴南单于之裔
。

有葛乌冤
,

为鲜卑长
,

世袭天人
。 ” 关于葛乌冤

为鲜卑长之事
, 《 周书

,

文帝纪 》 亦有记载
,

该书言
:

葛乌冤
“
雄武多算略

,

鲜卑慕之
,

奉

以为主
,

遂总十二部落
,

世为大人
。 ”

可 见
,

宇文氏原本为匈奴
,

只因雄武多算略以匈奴酋

长身份受到鲜卑人景仰而统治鲜卑的
。

自西汉晚期
,

拓跋与东部鲜
.

卑分别开始了南迁与西迁
,

至东汉末期
,

这些南迁
、

西迁的

鲜卑人又呈扇形展开
,

向西
、

南方向迁徙
、

渗透
,

以至东起辽河
,

西至乌孙
,

遍布 了 鲜 卑

人
,

这些部别繁多
、

分布广阔的鲜卑人不仅与当地各族融合在一起
,

而且与各族居民互相学

习
、

共 同生活劳作
,

为我 国北方
、

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开发利用发挥了他们的积极作用
。

拓跋鲜卑迁至呼伦湖
、

五原
、

盛 乐各地
,

可以说主要是与当地居 民多为北方民族之间的

融合
,

而人代
、

平城
、

洛阳后
,

则主要是与中原汉族的融合
,

这种融合在我国历史上也是颇

为壮观的
。

据 《 魏书 》 “
太祖纪

” 、 “
太宗纪 ”

、 “
世祖纪 ”

的记载
,

北魏 自公元 3 98 年 (天兴元

年 ) 至公元 4 69 年 (皇兴三年 ) 期间
,

共有十余次向代郡移民
。

这十余次
“ 徙往代都的人 口

总数当在一百万人 以上
” L

。

此外
,

拓跋鲜 卑还有两次大规模的南迁活动
。

一次是迁洛之时 (公元 49 4一 4 95 年 )
,

“
估计迁洛 的贵族

、

官僚
、

军队和一部分人民 总数当在一百万左右
” L

。

一次是六 镇 起 义

( 公元 5 25 年 ) 后
,

代郡和六镇鲜卑的南下
。

六镇起义失败
,

共兵 民和部分将帅先后降魏者

约二十多万@
。

一

鲜卑经孝文帝 (公元 471 一 4 ” 年 ) 的迁都
、

改制
、

禁胡服
、

禁鲜卑语
、

改鲜卑姓等
,

即

推行汉化运动
,

·

使鲜卑与汉族的融合达到了高潮
。

《 隋书
·

经籍志 》 说
: “

后魏迁洛
,

有八氏十姓
,

咸出帝族
。

又有三十六族
,

则诸国之

从魏者
,

九十二姓
,

世为部落大人者
,

并为河南洛阳人
,, 。

即迁洛之后
,

出于帝族者仅遗八

氏十姓
,

其余三十六族
、

九十二姓皆已并人为河南洛阳人
。

就是这些汉化了的鲜卑人当北周

既都关 中时
,

又 “
改称京兆人

” 了L
。

故孝文帝时
,

胡
、

汉族界限已逐渐 消 失
, 以 至 《 魏

书
·

韩显宗传 》 说
, “

京洛之制
,

居 民以官位相从
,

不依族类
” 。

北齐时
,

将相大臣中
,

十之七八为鲜卑贵族和鲜卑化的汉人L
,

而到 了隋唐
,

政权中的

鲜卑人已为数不多
,

就是这为数不多者也是汉化了的
,

’

所以 《 周书
·

文帝纪 》 说
: “

魏氏之

初
,

统国三十六
,

大姓九十所
,

后多绝灭
” 。

也就是说
,

这些鲜卑人后来大多都融合到汉族

和 其他民族之中了
。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迁徙
、

大融合的时期
。

各族的大融合为中华民族增加

了新鲜血瓶 增添了新的活力
。

这种大融合的内动力
,

则始于当时活跃在 我 国 北 方 及 东

北
、

西北的诸游牧民族
,

而在这诸多游牧族中
,

鲜卑与匈奴是最引人注 目的
,

特别是鲜卑可

谓五胡 (匈奴
、

鲜卑
、

揭
、

羌
、

氏 ) 中的佼佼者
。

因此
,

鲜
.

卑在民族融合和促进祖国繁荣发

展方面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
。

早期鲜卑以
“
畜牧射猎为业

” ,

主要经营的是畜牧业经济
,

其畜牧业经济当时是很发达

的
。

如前所述
, :

力微时鲜卑已有控弦上马二十余万
,

禄官时有控弦骑士四十万
,

郁律时控弦

上马者则将近百万⑧
。

军队用马仅是畜牧业经济中的一部分
,

但通过这不断扩大 的数字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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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即可窥见其畜牧业发展的程度和规模
。

又据 《 魏书
,

燕凤传 》 ,

说鲜卑
“ 云中川 自东山至

西河二百里
,

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
,

每岁孟秋
,

马常大集
,

略为满川
” 。

这甩已证实了拓跋

部
.

的牛马以川谷相量并非妄言虚语
。

拓跋嗣 (公元 40 9一 42 3年 ) 时
,

鲜卑已是
“
岁数丰楼

,

畜牧滋息” L
,

一派兴旺景象
。

拓跋熹平统万城
、

定秦陇后
,

仅于收复之地一一河西一个牧

苑就养马
“
二百余万匹

,

豪驼将半之
,

牛羊则无数
” L

。

整个北魏统治地区的牲畜头数于此

可以想见
。

高祖元宏时
, “

复以河阳为牧场
,

恒置戎马十万匹
,

以拟京师军警之备 … …而河

西之牧弥滋矣
,, L

。

孝文帝在河阳供养常备战马就有十万匹
,

非战马数亦不得而知
。

迁洛之前
,

鲜卑的国有牧场皆在河西
,

迁洛之后
,

`

除河西仍为牧苑外
,

河阳 (今 河 南

孟县西 ) 也开辟了牧场
,

.

以后又渐次南下
,

于是河西
、

并州西部
、

河东
、

河内许多地方都成

为牛马遍野的牧区
。

《 魏书
.

宇文福传 》 写道
: “

福规石济 (今河南延津县西 ) 以西
,

河内

(今河南沁阳县 ) 以东
,

拒黄河南北
,

千里为牧地
” 。

孝文帝时
,

鲜卑的畜牧业已 转 向 农

业
,

尽管这样
,

其畜牧业经济仍如此发达
。

鲜卑不仅有发达的畜牧业
,

而且具有发达的农业
。

这一点是古代其他游牧民族所不及的
。

早在倚卢时
,

鲜卑`就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同时开始注重农业生产
。

拓跋猜卢从晋州刺 史

刘棍手中取得径岭以北 (今晋北一带 ) 土地后
,

乃 自雁门迁移十万家至隆北L
,

让这些移民

在径北从事耕作
,

使隆北的农业得 以发展起来
。

魏初
,

关于鲜卑贵族
“
劝课农桑

” 、 “
计口受田

”
的记载是很多的

。

公元 3 86 年
,

拓跋燕枕曾在盛乐附近 ,’, 息众课农
”
L

, “
务农息民

” ,

以 至 “
国 人 悦

之
,, L

。

公元 3 94 年
,

拓跋硅又将盛乐课农的经验推而广之
,

命东平公元仪 .t’ 督屯 田 于 河

北
,

自五原至固阳塞外
,

分农稼
,

大得人心
”
@

,

次年燕军至五 原
,

就 “ 收 襟 田 百 余 万

解
, L

。

公元 3 98 年 (天兴元年 )
,

球又徙山东 (太行 山东 ) 六州吏民及徒河
、

高丽杂夷三十

六署百工伎巧十万余 口
,

以充京师L
,

并令给
“
内徙新民耕牛

,

计口授田
” 。

拓跋球从盛乐迁大同后
,

又以平城为中心
,

把
“
东至代郡

,

西至善无
,

南极阴馆
,

北尽

参合
”
的广大地区划为

“
欲内之田

” ,

并设立八部帅
“

劝课农桑
,

量校收入
,

以为殿最
”

⑧
。

’

当时平城一带
“ 比 岁大熟

,

匹中八十余解
” L

。

农业连年丰收
,

产量逐步提高
,

农业经济在

北魏都城平城及云中
、

代郡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

孝文帝时
,

由于均田制的推行
,

鲜卑的农业呈现了更加繁荣兴盛的局面
。

公元 485 年 (大和九年 )
,

北魏烦
一

布了均田制令
。

均田制首先从旧京平城开始实施
,

以

后逐步推广到四方
。

均田制是在北魏初期
“
分七定居

” 、 “
计口投田

”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

推行之后
,

不仅

使北魏进一步封建化
,

而 且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

颁布 均 田 令

后
,

政府曾几次以苑囿禁地给予贫民耕垦
,

并鼓励开荒
,

于是无地或少地农民
,

多少得到一

些土地
,

劳动力与荒地结缘
,

使
“
中原萧条

,

千吸无烟
”
之处有了生气

。

荒地被垦辟
,

土地

充分被利用
,

因而农产品增多了
,

国库充实 了
。

正如 《 洛阳伽蓝记 》 卷四所言
: “

于时国家

殷富
,

库藏盈溢
,

钱绢露积于廊者
,

不可较数
” 。

由于国库积储充足
,

以至公元 4 90 年 (太和十四年 )
,

京师平城发生大旱 灾
, “

一 岁 未

收
”
也

“
未为大损

” L
。

经济繁荣发达
,

人民生活趋于稳定
,

自然呈现出 “
海内安之

”
匈的升平景象

。

《 络阳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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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记 》 就有
“ 百姓殷阜

,

年登浴乐
,

鱿寡不闻犬家之食
,

节独不见牛马之衣
” 的记载

。

由于

国富民康
,

所 以当时一些豪贵子弟
, “

率以朋游为乐
。 ” L生活富足安定

,

人 口亦 随 之 增

长
。

北魏全盛时户数为西晋 的一倍多L
,

西晋平吴后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 千八
一

百
,

有 口一 朴

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余L
。

这样
,

北魏全盛时户数当为五百余万
。

可谓人丁兴旺
。

北魏农业经济的发展
,

并非全在于推行均田制
,

实际上北魏的屯田收效也不少
。

同时
,

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 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能因素
,

这方而
, 《 齐民要求 》 就

仃较详细的记载
。

北魏均田以后
,

北齐
、

北周亦相继均田
,

直至公元 7 80 年 (唐德宗建中元年 ) 两税法相

布以前
,

国家于法律上一直承认着这种制度
。

三百年来
,

这种制度在北方一直作为最基本的土

地所有制形式
.

对鲜卑来说
,

它是进人封建制的一大飞跃
; 对隋唐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来说

,

它又是产生过积极影响和重大作用的一种封建田制
。

所以均田制的推行
,

对当时的国计民生

不能不是一大贡献
。

北魏与周边少数民族
,

均有一定的贸易关系
。

北魏末年
,

突厥逐渐兴盛起来
,

至首领土

门时
“
始至塞上

”
与西魏 (拓跋鲜卑分衍者 ) “ 市绷絮

” ,

和中原进行通商⑧
。

吐谷浑畜牧业较比发达
,

从世宗到肃宗年间
,

吐谷
.

浑所送
“
伴牛蜀马及西南之珍

,

无岁

不至
。 ” L直到东魏武定三年

,

吐谷浑仍奉其从妹
,

被东魏纳为
“
容华殡

” L
。

北魏与西域
,

早在拓跋熹时就已建立关系
。

当时西域的龟兹
、

疏 勒
、

鸟孙
、

悦般
、

渴梁

陀
、

都善
、

焉者
、 ,

车师等
,

皆派使者人魏
,

魏也先后派王恩生
、

许纲和董碗
、

高明等
,

携带

大量锦 帛出使西域各国
。

西域
“
遣使与碗俱来贡献者

,

十有六国
。

自后相继而 来
,

不 间 于

岁
,

国使亦数十辈矣
” ⑧

。

高 昌与北魏往来尤密
,

高昌曾求内徙
,

遣使
“
献珠 象

,

白 黑 貂

裘
、

名马
、

盐
、

枕等
,, ⑥

,

还求借 《 五经 》 诸史
,

请派国 子助教刘燮到高昌去当博士
,

北魏

昏一一应允
、

满足
。

北魏与当时国外的贸易来往也较频繁
。

《 洛阳伽蓝记 》 卷三记述道
: “

自葱岭以西
,

至

于大秦
,

百国千城
,

莫不欢附
,

商胡贩客
,

日奔塞下
,

所谓尽天地之区已
。

乐中国土凤
,

因

而宅者
,

不可胜数
。

是以附化之民
,

万有余家
。

门巷修整
,

1’N 阖填列
,

青槐荫 陌
,

绿 柳 垂

庭
,

夭下难得之货
,

咸悉在焉
。 ”

单这段记述就完全可以绘制一副北魏洛阳地区的 《 清明上

河图 》 r 北魏之时
,

:

由子百国千城纷至杳来
,

政府在洛 阳城内不得不设立四
t

里四馆来接待池

们
。

这就是
:
南朝来者请居于

“ 归正里 ” (金陵馆 )
、

北方来者请居于
“ 归 德 里 ,, (燕 然

馆 )
、

西方诸族及国外来者请居于
“
慕义 里

” (吨嵘馆 )
、

东方诸族及国外来者请居于
“
慕

化里
” (扶桑馆 )

。

四里四馆设置
,

足见北魏与境内各族和国外贸易交往事业之繁盛 !

鲜卑由大鲜山
“
南迁大泽

” 即抵达呼伦湖后
,

与中原的交往便与 日俱增
。

完工
、

札费诺

尔鲜卑古墓群的发现L即可为证
。

在完工出土鱿鲜卑墓的随葬品巾
,

就有不少和内 地 有 联

系
,

甚至是从中原内地输人的器物
。

如具有黄河流域文化标志的三个袋形足的陶两就是具体

的实例
。

在许多骨架附近还出有用绢或麻布制成的衣物残片
,

而绢
、

麻均来源于汉族地区
。

完工第一号墓还出有汉族所特有的漆器残片
。

至于作装饰用的绿松石
、

玛瑙
、

珊瑚和海贝
、

海螺
,

也都来自南方的汉族地带
。

札蚕诺尔鲜卑墓葬中出土的轮制双耳陶罐和角器上刻划的

龙形纹饰
,

都显示了鲜明的汉文化影响
。

特别是这里还发现了几件标准 的中原地区的输入品

一一规矩镜
、 “

如意
”
锦片和木胎漆器L

。

近年来
,

在哲里木盟境内也发现了属于早期鲜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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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舍根文化遗存
。

在舍根文化遗物中
,

大量散布于地表的印纹陶
,

当是与中原密切交往的产

物
。

奈曼旗平安地公社北京铺子出土的陶搏也是中原两汉时期出现的特有器型
。

陶禅与东部

鲜卑遗物并出
,

且施以鲜卑遗物相同的滚轮压印纹饰
,

亦反映出鲜卑与中原的密切 交 往 关

系L
。

早期鲜卑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非常需要与汉朝互市
,

以换取铁和嫌帛等
,

鲜卑的要求
,

汉朝则尽量给予满足
。

东汉初年汉朝设置在上谷宁城的 鸟桓校尉
,

就是兼领对鲜卑的赏赐
、

质子和岁时互市等管理工作 的
。

永初年间 (公元 10 7一 1玲年 ) 鲜卑大人燕荔阳亲至 洛 阳 朝

贺
,
东汉政府回赐燕荔阳

“
鲜卑王印缓

” ,

并允许在上谷宁城
“ 通胡市

” , “ 因筑南北二部

质馆
” ,

接待他们
,

于是鲜卑邑落一百二十部各遗使人质L
,

与汉朝密切了政治经济关系
。

东汉桓帝时
,

鲜卑出了个著名的首领叫枚石槐
。

其辖区虽东至吉林
,

西至新疆
,

南至阴

山河套
.

北至贝加尔湖
,

但其统治中心即牙帐却在中原汉地之高柳 (I[ J西阳高县 ) 北三百佘

里的
“
弹汗山默仇水上

” L (内蒙古商都一带 )
。

从地域上看
,

这时的鲜卑已与中原内地紧

密地连结在一起了
。

正因为这种邻近关系
,

所以一些不堪东汉朝统治的内地汉人
,

便不时逃

亡到檀石槐的辖区
,

出谋划策
, “

为之谋主
” ,

而汉地的 “ 精金良铁
”
也通过边境人 民的走

私直接进入鲜卑地区@
。

·

植石槐部落大联盟瓦解 以后
,

澳南 自云中郡以东的鲜卑分为三部
,

其中的柯比能部
“
部

落近塞
,

自袁绍据河北
,

中国人多亡叛归之
,

教作兵器
、

继
、

循
,

颇学文字
。

故其勒御部
,

拟则中国
,

出人弋猎
,

建立族摩
,

以鼓节为进退
” ,

@ 中原物质文化对鲜卑的影响于此显见

一斑
。

拓跋力微即位后
,

不仅
“
与魏和亲

” ,

而且于景元二年 (公元 2 61 年 ) 遣 长子沙漠汗人

魏
,

借此与魏
“
聘问交市

,

往来不绝
” ·

魏人遣鲜卑金 帛蹭絮
,

岁以万计。
。

四年后
,

西普

代三国
,

鲜卑与晋
“
和好仍密

” ,

沙漠汗又两次 (力微 4 8
、

56 年) 入晋
。

晋遣鲜 卑 的 锦
、

箭
,

蹭
、

探
、

绵
、

绢
、

诸物
, “

咸出丰厚
” ②

。

拓跋狩 毡时
,

狩 也西幸榆中
,

东行代地
,

所到之处
,

`

洛阳大贾尾随其后⑧
。

持卢时
,

大

商人莫含亦
“
常往来国中

,

穆帝爱其才
,

善待之
” L

。

拓 跋硅时
,

有安同者和公孙眷同至鲜

卑部经商
,

竞留仕于魏
。

公元 4 20 年
,

南朝刘宋政权确立
,

公元 4 24 年 (始光元 `自
,

拓跋熹就诏龙骤将军步堆使

宋
,

宋人人也不时
“
来聘” @

。

以后南北朝各 自禅代
,

但北魏
、

东魏
、

北齐
、

北 周 与 宋
、

齐
、

梁
、

陈
,

北
“
使

”
南

“
聘

” ,

来往不绝
。

随着鲜卑的不断南迁
,

与中原 内地的经济文化交往也 日益增强
。

如前所述
,

当 时 的 洛

阳
,

不仅为北魏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
,

也是南朝人的羡慕向往之地
。

如当时梁将陈庆之

到洛阳后
,

就曾发 出了颇为中肯的观感
:

“ 一

自晋宋以来
,

号洛阳为荒土
,

此中谓长江以北
,

尽是夷狄
。

昨至洛阳始知衣

冠士族
,

并在中原
。

礼仪富盛
,

人物殷阜
,

目所不识
,
口不能传

。

所谓帝京翼翼
,

四方之则
。

如登泰 山者卑培考
,

涉江海者小湘沉
。 ,, ⑧

足见当时之洛阳
,

南朝弗如
。

在繁华的洛阳
,

除上面提及的设有四里四馆外
,
还有专门

做买卖的市一一大市
、

四通市和马市
、

小市等
,

市内设钟楼
,

击钟以开市罢市②
。

各路货物

源源不断涌人洛阳
,

又经洛阳向四方纷纷散去
,

洛阳俨然成为沟通国内各族
、

汀南寒祀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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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与海外之间的枢纽 !

通过交往
,

日本的货物传人中国L
,

北魏的
“ 衣冠服物车旗之饰

” 亦引入高丽@
,

波 斯

的方物运至洛阳
,

中国的织成 (丝织成品 ) 输人西方爸
,

此外
,

破洛那的汗血马
、

普岚国的

宝剑L
、

厨宾的锦箭
、

天竺的石蜜
、

骏马等也都传人中原内地
,

甚至大月氏
“ 光泽乃美于西

方来者
”
的制造五色琉璃石的技 艺也在京师得到推广

、

普及
,

以致出现了
“
中国琉璃遂贱

,

人不复珍之
” ⑧的情形

。

特别是随着交往
,

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分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
,

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

化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例如
,

鲜卑的畜牧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传入内地后
,

在北方汉人中

获得广花传播
,

对北方地区的经济生活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

当时中原人受鲜卑文化的影响

是很深很广的
。

如
,

孝文帝时的 《 李波小妹歌 》 有关于对李波小妹的描写
: “

赛裙逐马如卷

蓬
,

左射右射必叠双
。 ” L这段描写

,

不论从凤
`

度或是服饰 上看
,

均显示了汉人受鲜卑文化影响

之迹象
。

颜之推在比较了南北方音后指出
: “

南染吴越
,

北杂夷虏
” 画

,

说明北方 汉 语 中

就吸收了鲜卑语的若干成分
。

东魏
、

北齐时
,

汉族中尚鲜卑的风气很重
。

《 颜氏家训 》 记载

齐朝有一士大夫曾对人说
: “
我有一儿年已十七

,

颇晓书疏
。

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
,

稍欲通

解
,

以此伏事公卿
,

无不宠爱
。 ”

可见当时中原鲜卑化的风气尚行
。

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
,

在我国历 史上创造了丰富的
.

物质文化
,

而且还

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
。

拓跋鲜卑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
,

也是一个善于思考
、

刻苦钻研的 民族
`
鲜卑先祖宣

、

献二帝
,

后人就并号日
“
推寅

” 。

推寅就是有智慧
、

能 “ 钻研
” 之意@

。

史载孝文帝就
“

难好读书
,

手不释卷
” ,

对于 《 五经 》
、

史传百家
,

无不该涉
。

孝文帝

不仅好学
,

也很勤政
,

太和十年以后
,

凡诏册皆亲出御笔
。

他还
“
亲为群臣讲 《 丧服 》 于清

微堂
” 、 “

讲礼于华林园
” L

。

明元帝拓跋嗣也是好读书
、

善钻研
、

能著书之人
。

史载他好览史传
,

在读书过程中发现

刘向 《 新序 》
、

《 说苑 》 “ 于经典正义
,

多有所阁
,

乃撰 《 新集 》 三十篇
,

采诸经史
,

该洽

古义
” L

。

宣武帝元洛
,

亦
“
雅爱经史

,

尤长释氏之义
,

每至讲论
,

连夜忘疲
” 。

他执 政 期 间
,

“
置国子

,

立太学
,

树小学于四门
” L

,

致力发展教育事业
,

以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准
。

鲜卑贵族不仅自己虚心好学
,

而且十分注重延揽有识之士作为他们的辅佐
,

参 与 典 章

制度的制订和实施
,

登国初年
,

拓跋硅即以许谦为右 司 马
、

张 衰 为 左 长 史
, “

参 赞 初

基
”

@
。

登国十年 (公元 395 年 )
,

在参合破击溃后燕慕容宝军后
,

即 “ 于俘虏之中摧其才识

者贾彝
、

贾国
、

晃崇等
,

与参谋议
,

宪章故实
” L

。

由于当时鲜卑初拓中原
,

所以对于人 才

特别
“
留心慰纳

” , “
苟有微能

,

咸蒙叙用
” L

。

拓跋煮继位后
,

继续
“
虚心求贤

” ,

并攘用范阳卢玄
、

博陵崔绰
、

赵郡李 灵
、

河 间 邢

颖
、

渤海高允
、

广平游雏
、

太原张伟等及州郡所遣数百人
, “

皆差次叙用
”
@

。

孝文帝在位期间
,

更是集各路人材于一炉
,

使得人尽其才
,

才尽其用
,

各得其所
。

孝文

帝改革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措施
,

皆先出 自有识之士的谏疏
。

如均田制
,

就是李安世 上 疏 孝

文帝而后颁布的⑧
。

三长制及其相关的租调制则为李冲之 首创L
。

太和年间的官制为王肃 参

照汉
,

晋以来的官制而定@
。

那魏官制又影响于北齐
、

北周乃至隋唐L
,

在中国官制沿革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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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很值得一提的
。

就是北魏迁洛后改用汉人衣冠的冠制
,

也是由蒋少游主持制订的
,

,

甚至

北魏的
“
宫室制 度皆从其出

” L ,

而蒋少游不过是
“
见俘

,

人于平城
,

充平齐户
,

后配云中为

兵
”
者画

。

由于孝文帝礼贤下士
,

善千用人
,

壶心纳谏
,

以致他在位期间
,

出现了
“
北魏盛

世
,, 。

北魏盛世在中国历
.

史上也是颇具影响的
。

北魏盛世
,

内涵广泛
,

除政治
、

经济
、

吏治外
,

一

号称我国佛教石窟艺术宝库的云岗
、

龙

门
、

莫高窟等石窟艺术亦
“ 冠于一时

,, 。

云岗石窟大体从北魏和平元年 (公元 46 0年 ) 至北魏迁洛 (公元 4 94 年 ) 止
,

前后经过三

十五年时间而建成
。

现云岗第 16 一 20 窟
,

就是北魏开凿最早的所谓
“ 昙暇五窟

”
@

。

云岚现

存主要石窟五十三个
,

大小造像五万一千多个
。

从现存纪年铭刻和艺术风格来看
,

这座浩大

的艺术工程基本上都是北魏的遗物
,

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

“
冠绝一世

”
的龙门石窟 (亦称伊阔石窟 )

,

略晚建于云 岗
。

最早的龙门三窟也是北魏

迁洛后 自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 ( 公元 50 0一 5 2 3年 ) 花二十三年时间
,

用工八十多万建造而成

的@
。

龙门石窟计有窟一千三百五十二个
,

兔七百五十个
,

造像九万七千三百零夕摘区
,

碑刻

题记三千六百八十块
,

佛塔三十九座
,

此外尚有若干小完等侈
。

这座庞大的工程是 :继北魏以

后
,

历经东
、

西魏
,

北齐
、

北周
,

隋唐和五代北宋等各朝陆续开凿而致
。

但现存的 主 要桐
寺

、

佛像却为北魏和唐代所雕凿
。

举世闻 么的教煌莫高窟 (千佛洞 ) 的兴建虽不始于北魏@
,

但前秦仅凿一窟
,

不过是开

了个头而 已
。

诚然
,

莫高窟大规模的兴建当在隋
、

唐尤在冉朝
,

但如果投有北魏继凿云岗石

窟后在前秦基础上对莫高窟的经营建造 (保存至今的魏窟尚有 20 多座 )
,

就很难形 成 隋唐

时那宏壮的规模和辉煌的成就
。

所以
,

魏窟可谓莫高窟极盛时期的先驱者
。

此外
,

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
,

夭水的麦积山石窟
,

安西的榆林窟
,

武威的夭梯翔
,

木

原的天龙山
,

河南巩县的石窟寺
,

河北峰峰市的南北响觉山石窟
,

辽宁义县的万佛洞等
,

皆

有元魏开凿之痕迹
。

石窟艺术不但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古代历史
、

雕刻
、

建筑
、

音乐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

重要形象资料
,

也是追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 民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
。

而这方面鲜卑人忍

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

拓跋魏期间
,

文化发达繁荣
,

还表现在出现了一批有影响
、

有价值的重要著作一一 《 洛

阳伽蓝记 》
、

《水经注 》 和 《 齐民要术 》 等
。

《 洛阳伽蓝记 》 为北魏至东魏时期北平 (今河北定县 ) 人杨衔之所著
。

分城内
、

城东
、

城南
、

城西
、

城北五卷
。

内客虽是对络阳寺庙兴废史的追叙
,

借以披露
“ 王公相章 侵 渔 百

姓
”

匈的罪恶
,

但作者在这部寄寓政治情感的著作中却保留了丰富的史料
,

一

对于研究佛教寺庙

史
、

洛阳掌故人情及北朝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特别是第五卷 《 城北 》

(亦称 《 宋云行纪 》 )
,

不少人为之作住
,
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

《 水经注 》 为北魏孝明帝时娜道元所著
。

哪道元以 《 水经 》 为底本
,

成书四十卷
。

祥记

全国及邻国水道
,
在叙水道所经山川

、

城市
、

遗迹和地理变迁之时
,
旁及风俗

、

物产
、

人物

等掌故
,

具有较高的史学
、

地理学价值
。

书 `扣对战国以来的农田水利建设
,

如破
、

塘
、

爆
、 ,

堰的兴废均有记载
。

这些记载对于我们今天抗旱防捞的水利建设仍有参考价值
。

在农学著作方面
,

影响较大的当推 《 齐民薯术 》
。

《 齐民要术 分为魏木贾思超所眷
一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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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包括谷物种植法
、

蔬菜瓜果种植法
、

种树法
、

饲养家畜家禽法
、

养鱼法
、

酿造法
、

作菜法

等
,

还记载了中原以外和外国的一些植物品种
。

正如作者自序所言
: “

起 自耕 农
,

终 于 酪

酿
,

一

资生之业
,

糜不毕书
” L

。

该书不仅集西周至元魏农业生产之大成
,

而且反映了当时北

方地区农村生活及经济状况
。

其中关于耕田
、

土壤改良
、

选种
、

换茬
、

轮种
、

施肥
、

灌溉
、

田间管理等农业生产技巧及经验总结
,

对子我们今天也不失借鉴作用
。

这部巨著的产生及流

传
,

与古代北方特别是鲜卑魏重视农业生产
、

善于总结经验是密不可分的
。

拓跋魏时期 的文学也是有成就的
。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继周民歌
、

汉乐府民歌后出现的一

股文学浪潮
。

北朝民歌
,

以具有浓郁少数民族特色的
“ 梁鼓角横吹曲

”
为主

。

所谓横吹曲
,

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
一

E演奏的军乐
。

因乐器有鼓有角
,

故称
“ 鼓角横吹曲

” 。

这些歌词

作者多为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人民
。

如 《 折杨柳歌 》 : “
我是虏家儿

,

不解汉儿歌
” 即是

明证
。

鲜卑民歌原本是
“
其词虏音

,

竟不可晓
” 的

,

而现存的歌词全是汉语
,

原因就是孝文

帝曾
“ 诏断北语

,

一从正音
”

O
,

致使鲜卑人汉化
、

汉人鲜卑化所造成的
。

如脍炙 人 口 的

《 放勒歌 》
、

《 木兰辞 》 和 《 企喻歌汾等皆如此
。

《 救勒歌 》 ,

宋洪迈 《 容斋随笔 》 L和 《 乐府广题 》 都认为本为鲜卑语
,

只是由解律金

或他人译后流传至今的
。

如果这种认为不错的话
,

那也就是说
,

鲜卑语不仅为祖国语音学语

言学的繁荣发展增添了合理的成分和内容
,

而
一

且为祖国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异彩
,

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

《木兰辞 》 是北朝乐府民歌之代表作
。

它与 《 孔雀东南飞 》 堪称我国诗歌 史 上 的
“
双

璧
” ,

民歌中时奇葩
。

就诗的内容与风格看
,

似有经后人加工之痕迹
,

虽如此
,

却仍保持若

北朝民歌的特色
。

卓绝千古的 《 木兰辞 》 为这一时期的民歌生色添辉
,

在文学 上的地位为世

人所瞩目
。

无须赘言
。

《 企喻歌 》 也是鲜卑的优秀民歌
。

如其中的
“
放马大泽中

,

草好马著服
。

牌子铁辆档
,

钮钮锌鹤尾条
” 。

就很有特色
。

内容写的是一位牧马待战的勇士形象
。

虽短短四句
,

却收到了

以静写动
,

以卖启虚
,

意多于景的艺术效果
。

它格式整齐
,

语言凝炼
,

韵律成熟
,

思想上艺

术上均堪称佳作
。

“
艳曲兴于南朝

,

胡音生于北俗
” L

。

北朝民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语言朴 实
、

表 情 坦

率
、

.

凤格豪放
,

艺术上具有独创性
。

在形式主义交风泛滥的南北朝
,

这种刚健清新的民歌
,

尤显可贵
。

特别 是这些优美的民歌在表现手法上对唐代诗人无不有着较多的启迪和深远的影

响
。

魏晋南北朝的书法
.

绘画在我国历史上亦占有特殊地位
。

北魏书法较盛行
,

出现了象郑

道昭那样的大书法家
。

北魏书法多为碑体
,

世称魏碑
。

魏碑方整酞劲
,

对隋唐书法 影 响 尤

大
。

北魏古乐
,

溶北方其他民族之胡乐千一炉
,

是我国音乐
、

古器乐史上的转折时期
,

历史

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

值得重视和挖掘
。

拓跋魏的政治
、

文化典章制度
,

对隋唐影响颇大
,

这方面陈寅
,

格先生已有专论 ( 见 《 隋

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
,

兹不赞述
。

总之
,

鲜卑是我国历
.

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古老氏族之一
。

自西汉晚期起
,

从大兴安岭地

区开始南迁与西迁
,

至东汉末分布在东起辽河
、

西到乌杯逾越万里的地区
,

部别繁多
。

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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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 六国时
,

曾建立前燕
、

西燕
、

后燕
、

南燕
、

西秦
、

南凉
、

代等一系列王国
;
南北朝时

,

又在北方建立了北魏
、

东魏
、

西魏 (统称拓跋魏 ) 及北齐
、

北周王朝
,

此外在青海境内还有

一个吐谷浑王国
。

这些鲜卑族所建立的政权
,

对我国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开发和经济文化的

发展均有突出的贡献和作用
。

在长达儿个世纪的时间中
,

鲜卑族曾吸收
、

融合匈奴
、

乌桓
、

氏
、

羌和汉人
,

形成许多

部别
。

这众多的部别后来都在 中原又几乎全部汉化
,

成为隋唐时期北方地区汉人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 作为一个民族
,

鲜卑自唐代以后已基本消 尖
,

然则汉化之鲜卑贵族在隋店统治集

团中仍起着较重要的作用
。

而 且北魏至隋唐时期的室韦人
、

契丹人
,

及后来之蒙古人
,

无不

与鲜卑有着密切关系
。

因此鲜卑在我国历 史上占有承 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 .

本文仅就鲜卑之一支一一拓跋鲜卑的南迁及其所建之北魏
,

在我国历史上 的 作 用
、

贡

献
,

摆其要者进行论述而已
。

至于鲜卑其他部别及其历史作用
、

历史地位因不是本文范围
,

故从略
。

注释
:

司马彪 《 续汉书 》 、

袁 宏 《后汉记 》 、

王沈 《 魏书 》 昏以为鲜卑因山而名族
。

《 魏书
·

帝纪
·

序纪 》 亦云 : “ 国

有大鲜卑山
,

因以为号 ” 。

参米文平
. 《 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 《 文物 》 1 9 8 1年第 2 期

。

1 9 8。年发现的鲜卑石室一一嘎仙洞内
,

除 太平真君四年的石刻外
,

还发现有相当的文化堆积
,

在地下 昌一 80 公

分黑色粘沙土中
,

出土了很多手制夹沙灰揭陶片
, 还有骨锹

、

石链等
,

在地表以下 1
。
3米左右的黄色粘沙土 中

,

又出上了一些打制石器和刮削器
,

表明这里在更早时期就有原始人 类居住
。

6
、

7
、

1 0
、

1 1
、

2 5
、

2 9
,

匕3
、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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