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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国 中古 史 上
,

鲜 卑族 的 迁 徙 是 一 个 十分重 要 而且 很 复 杂的 问题
。

特别 是 魏 晋 十六 国

时 期
,

鲜卑族 迁 徙 的 规 模之 大
,

路 途之 遥
,

影响 之 巨
,

在 中国 历 史 上 都 是 很 引人 注 目的
。

这

种 迁 徙 的 主 流
,

是 居 于 今 蒙 古 草 原
、

东 北地 区 的 鲜卑一 批 一 批 向 南
、

向 西 南迁 入 内 地 , 东起

山 东
,

西至 新疆
,

南 到 淮 河
、

长 江
,

到 处 都 有 他 们 活 动 的踪 迹
。

由于 鲜卑 族大 量 的 内迁
,

在

五 胡十 六 国时 期
,

鲜卑先 后在 北 方 建 立 了 代
、

前 燕
、

西 燕
、

后 燕
、

南 燕
、

西 秦
、

南凉
、

吐 谷

浑 等 八 个政 权
。 “ 五 胡 ” 之 中

,

鲜卑是 建 立 政 权 最 多 的 一 个民 族
。

也 正 是 由于 大 量 的 内徙 和

建 立 政 权
,

使 鲜卑 族与 北 方 汉 族 的 融合 最为 迅 速
、

彻底
。

到 隋 唐 之 后
,

鲜 卑 已 基 本融 入 到 汉

族或 其它 民 族 之 中
。

关 于 鲜卑 族 向黄河 河套 以 东 中原 等地 的 迁 徙
,

史 籍记 载 较 多
,

也 较 集

中
,

因 而为 人 们 所 熟 知
。

可 是
,

鲜 卑族 向 西 北 地 区 的 迁 徙 及 分 布
,

则 鲜 为 人 们 所 注 意 本 文

拟就 这 一 问题
,

发 表 一 些 不 成 熟 的 意 见
,

不 妥 之 处
,

望 读 者 指正
。

这 里 所 说的 “ 西 北 地 区 ” ,

指 的 是 今 天 陕
、

甘
、

宁
、

青
、

新五 个 省 区
。

为 了 叙 述 的

方便
,

将 这 一 地 区 分 成 四 个部分 加 以 论 述
。

一
、

陕 西关 中地 区

关 中地 区 是 中国 文 化 的 发 源 地 之 一
,

很早 以 来 就 是 以 汉 族 为 主 聚 居 的 地 区
。

可 是
,

自汉

魏 以 来
,

已 有 大 批 的 氏
、

羌 和 匈 奴 族 人 居 该地
。

鲜卑 进入 关 中
,

最早 见 于 《晋 书》 卷 四

《惠 帝 纪 》 ,

内 云 惠 帝光 熙 元 年 年 五 月
,

东 海 王 司 马越 遣 其将祁 弘 等 攻 长安
,

以 迎 惠

帝
, “ 弘 等 所 部 鲜卑 大掠 长安

,

杀 二 万余 人
。 ”

接 着
,

祁 弘 等 奉惠 帝东 还 洛 阳
,

所 部 鲜卑大

致 也 随 之 东 返
。

又 同 书卷 一 一 《刘 元 海 载 记 》 云 匈 奴 族 首 领刘 元 海 反 晋
,

攻 掠 河 东 后
,

与 揭 胡石 勒 等 一 起 降 元 海 的 有 “ 上 郡 四 部 鲜卑 陆 逐 延
。 ” 《通 鉴 》 卷八 六 系 此 事 于 晋 怀 帝 永

嘉 二 年 年
。

东 汉 上 郡治 肤施 今 陕 西 榆 林 南
,

汉 末 此 郡 废
,

西 晋 末复 置
,

治 夏 阳

今 陕 西 韩 城
,

在三 辅 之 内
。

上 郡 四部 鲜卑 何时迁 此
,

已 不 可 考
。

鲜 卑族 大 批 人 居 关 中长 安
、

咸 阳等 地
,

大致 是 在 汉 刘 聪 遣 赵 染
、

刘 雅
、

刘 耀 等攻 据关 中

之 时 约 在 年
。

接 着
,

刘 耀 被 署 为 雍 州 牧
,

改 封 中 山王
,

镇 长安
,

留 守 的 军 队 中有 很 多

鲜 卑 官兵
。

三 二 五 年 晋 太 宁三年
,

前 赵 刘 耀 迁 都 长 安 后
, “ 置 单 于 台 于 渭 城 今 陕 西 咸

阳
,

拜 大 单 于
,

置 左 右 贤 王
,

已 下 皆 以 胡
、

揭
、

鲜卑
、

氏
、

羌 豪 杰为 之
” 。

单于 台是 十

《晋 书》卷五 六《江统 传 》记 江 统 《徙 戎 论 》日 “ 且 关 中 之 人 百 余 万 口
,

率 其 少 多
,

戎 狄居 半 ” 。

戎
,

主 要 是 指 西

戎 氏
、

羌 等 , 狄
,

指 北 狄
,

当 时 主 要 是 指 匈奴
。

见 洪 亮 吉 《十 六 国 疆 域志 》卷一
。

《晋 书》卷 一 三
,

《刘 明 载 记》, 《通 鉴》卷 九 三
。



六 国 时 一 种 较 为 特 殊 的 制 度
,

前 赵 汉
、

后 赵 等 均 置 有 此 制
,

一 般 设 于 都 城 附 近
。

除 置

大 单 于 外
,

下 设 左 右 贤 王
, “

各 主 六 夷 十万 落
,

万落 置 一 都尉
” 。

六 夷 之 中
,

鲜 卑 为 其

一
。

六 夷 十 万 落
,

说 明 单 于 台的 编 制 不 仅 是 军 事 组 织
,

而 且 也 是 带 有 家 属
、

财 产 的 部 落 组
遴口

至 三 二 八 年 晋 成 帝咸 和 三 年
,

刘 暇 在 洛 西 今河 南洛 阳 西 为后 赵 石 勒 所 破
,

军 队

大 部 分 转 属 石 勒
。

次 年
,

后 赵 石 虎 季 龙 进 据 关 陇
,

此 后 镇 守 关 中的 后 赵 军 队 中
,

鲜 卑官

兵 占 了 很 大 数 量
。

这 只 要 从 下 面 所 举 史 实 便 可 看 出 三三 三 年 咸 和 八 年 石 勒死 后
,

勒将

石 生 坐 镇 关 中
,

起 兵 反 石 虎
。

石 虎进 攻 长安
, “ 石 生 遣 将 军 郭 权 率 鲜 卑 涉馈 部 众 二 万 为

前 锋 距 之 ” 。

此 云 郭 权所 率 鲜卑 涉 溃 一 部 就 有 二 万
,

可 见 当 时 关 中鲜卑 是 很 多 的
。

过 了五 年 年
,

石 虎伐 辽 西 鲜卑段 辽 后
, “ 乃 迁 其 户 二 万 余于 雍

、

司
、

充
、

豫 四

州 之 地 ” 。

雍 州 即 关 中之 地
,

这 是 鲜 卑 中的一 支
—

段 氏 鲜 卑入 居 关 中之 始
。

至 三 七 年 前 秦 建 元六 年
,

符 坚 灭 前 燕
,

曾 “ 徙 关 东 豪杰 及 诸 杂 夷
一 一

万 户 于 关

中
” ,

内鲜 卑人 数
,

据 《通 鉴 》 卷 一 二 记 “ 迁 慕容 咋 及 燕后 妃
、

王 公
、

百 官并鲜 卑 四

万 余 户 于 长安
。 ”

以 后
,

居 长 安 的 鲜卑 生 殖 繁衍
,

至 三 八 六年 前 秦 太 初 元 年 西 燕 慕 容颇

退 出 长安 时
,

竟 “ 帅 鲜卑 男 女 四 十 余 万 口 去 长 安 而东 ” ,

以 致 使
“

长 安 空 虚
” 。

以 后
,

关

中地 区 鲜 卑 人 数 大 大 减 少
。

可 是
,

后 来 铁弗 匈 奴 赫连 氏 在 陕 北 建 立 的 夏 国
,

南 北 朝 时 拓 跋

鲜卑 所 建 的 北 魏
,

都 统 治 过 关 中地 区
。

赫连 氏 的 夏 国内鲜 卑族 很 多
,

北魏 是 鲜 卑族 所 建
,

所

以
,

关 中地 区 从 十 六 国 起 到 南北 朝
,

一 直 是 鲜 卑 族 居 住 较 多 的 区 域
。

二
、

关 中以 北
,

六盘 山
、

陇 山 以 东 地 区

朔 方 鲜卑
。

十 六 国 时 期
,

朔 方治 今 内 蒙 乌 拉特旗 南
、

河 套 南岸
。

此 地 北 接漠 南阴 山
,

鲜 卑
、

匈 奴 铁弗 匈 奴 特 多
。

鲜 卑 见 于 记 载 的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部

三 一九 年 晋 元 帝 大 兴 二 年
, “

河 西 鲜卑 日 六 延 叛 于 石 勒
,

石 季 龙 讨 之
,

败 延 于

朔 方
,

斩 首 二 万 级
,

俘三 万 余 人
,

获 牛 马 十余 万
。 ” 此 云 “ 河西 鲜 卑

” ,

季 龙 又 败 之 于 朔

方
,

则 此 部 鲜卑 居 朔方 即 河 套 之 西 斩 获 共 五 万
,

可 见 其部 众之 盛
。

三 三 八 年 晋 成 帝咸

康 四 年
,

后 赵 石 虎 “ 使 石 宣 率步 骑二 万击 朔 方 鲜卑 解摩 头
,

破 之
,

斩首 四 万 余 级
。 ”

三 四

三 年 晋 建 元 元 年
,

石 虎 又 “ 使 石 宣 讨 鲜卑 解 谷 提
,

大破 之
,

斩 首 三 万级 ” 。

此 解 谷 提

与 前 引 之
“

朔 方 鲜卑 解 摩 头 ” 可 能 系 一 部
,

从 斩 首 的 数字 看
,

人 口 也 是 众 多 的
。

四 七 年 晋 安 帝 义 熙 三 年
,

赫连 勃 勃 降 于 后 秦 姚 兴
,

兴
“

以 勃 勃 为 持 节
、

安 北 将

军
、

五 原 公
,

配 以 三 交 五 部 鲜 卑 及 杂 虏 二 万 余 落
,

镇 朔 方 ” 。

三 交
, 《太平 寰 宇 记 》 卷三

《晋 书》卷一 二
, 《刘聪 载 记 》

。

《晋 书》卷一 五
,

《石勒 载 记 》 《通 鉴》卷 九 五
。

《晋 书》卷一 六
,

《石 季 龙载 记 》等
。

《者 书》卷 一 一三
,

《符坚 载记 上 》
。

《通 鉴 》卷 一 六
,

晋 孝 武 帝 太 元 十 一 年 条
。

《晋 书》卷一 四
,

《石 勒 载 记 上》, 《通 鉴》卷 九 一
。

《晋 书》卷 一 六
, 《石 季 龙 载 记》, 代通 鉴》卷九 七

、 。

《晋 书》卷一 三
,

《赫 连 勃 勃 载 记 》
。



六 灵 州 条 云 “ 禄 莲 池
,

赫 连 勃 勃 每 败 于 三交 绿 莲 池
。 ” 同 书卷三 七 夏 州 宁 朔县 今 陕 西 榆

林 南 条 云 “三 交城
,

按 赫连 勃 勃 夏 录 云 “ 龙 升 五 年 年 秋九 月 ”
一 因筑此 城

。 ”

《读 史 方舆 纪要 》 卷 三 四 云 “ 三 交城 在 榆林卫 夏 州 今 陕 西 横 山 西 西
。 ”

考其方 位
,

上

述 三种 说 法
,

以 夏州 西 之 地 较确
,

则 “ 三 交 五部 鲜 卑 ” 大 致 居 今 陕 西 横 山 以 西
,

属 朔 方鲜 卑

之一
。

朔 方 一 带 至 前 秦 时
,

仍 是 鲜卑
、

匈 奴 游 牧居 住 之 地
。

《通 鉴 》 一 三 晋 简 文 帝 咸 安 二 年

年 记 “ 秦 都督 北 蕃 诸军 事
、

镇北大 将军
、

开 府仪 同 三 司
、

朔 方 桓 侯 梁 平 老 卒
。

平

老 在 镇十 余年 一 年
,

鲜 卑
、

匈奴 惮而 爱之
。 ”

可 见 朔 方 之 地主 要 居 住 的 是 鲜卑 和

匈 奴
。

以 三城 今陕 西 延 安东 延水 南 为 中心 的 薛 干 等 部
。

薛 干
,

史 书 又 作 叱 千
,

有 时 又 讹

为 薛 于
、

薛 千
, “ 常 屯 聚 于 三 城 之 间

” ,

系 鲜卑 部 落
。

北魏 登 国 六 年 年
,

魏 击 铁

弗 匈 奴 刘 卫 辰
,

薛 干 部 帅 太 悉 伏 又 作 他 斗伏 降 魏
。

后 因卫 辰 子 赫 连 勃 勃 逃 奔 薛 干

部
,

魏 屡 索 不 给
,

魏 太祖 亲讨 之
。

太 悉 伏 南逃
,

降 后 秦 姚 兴
。

不 久
,

又 返 回 “ 岭 北
”

今陕 西礼

泉 九 峻 山 北
, “ 上 郡 以 西 诸 鲜卑 闻而 皆 应 之

” 。

四 七 年 北 魏天 赐 四 年
,

赫 连 勃 勃

“ 讨 鲜 卑薛 于 干 等三部
,

破 之
,

降 众 万数千
” 。

至 此
,

薛 干 部 臣 属于 夏
。

直 到 四 二 八

年 北 魏神盛 元年
,

魏平 夏统 万 今陕 西 横 山 西
,

薛 干 部人 义尽 为 魏之 编 户
。

以 高平 今 宁夏 固 原 为 中心 的 破 多 罗 部 又 作破 多 兰 部
。

《魏书》 卷一 三 《高

车 传》 云 “ “

一 而 率 牵 屯 山 在 高平 西 鲜卑 别 种 破 多 兰 部 世 传 主 部 落
,

至 木 易 木

又 作木 弈于
、

没 弈于 有武 力 壮 勇
,

劫 掠 左右
,

西 及 金 城 治今 甘肃 兰 州 附 近
,

东 侵 安

定 治今 甘 肃 径 川 北
,

数 年间 诸 种 患 之
。 ” 四 一年 北 魏天 兴 四 年

,

为 魏讨灭
,

一部

分 被 徙 人 平 城 今 山 西大 同
。

余部在 木 易于率 领下 仍 据 高平
,

臣 属后 秦
。

四 七 年 北 魏

夭 赐 四 年 , 木 易于 为 其所收 留 的 赫连 勃勃 所 袭杀
,

其 部并 人 夏
。

破 多 罗 部 何时迁 人 高 平地

区 无 考
,

唯 其 在十 六 国时 先后 与 魏
、

后 秦
、

夏
、

西秦等 发 生 过关 系
,

最 后 同 薛 干 部一样 尽并

人 北 魏
。

其 部人 原 以 破 多 罗 氏 为姓
,

入 魏 后改姓 潘 氏
。

以 外
, 《魏 书

·

高车 传 》 后 附 薛 干
、

破 多 兰 部 之 次所 记之 “黔 弗
、

素古 延 两 部
”

居 河

曲 一 带
,

以 及 在 跋 那 山 今 内蒙包 头西 一 带的 越 勤 部等
,

均 有 可能 是 鲜卑 部落
。

三
、

陇 西 地 区

迁 入 陇 西 地 区 的 鲜卑
,

最著 名 的 首 推 乞 伏鲜 卑 又 称 陇 西 鲜卑
。

据 《晋 书》 卷 一二 五

《乞 伏 国 仁 载 记 》 云 “在 昔 有 如弗 与 斯 引
、

出 连
、

叱 卢三 部
,

自漠北南 出 大 阴

山 ” ,

四 部 共 推一 幼 主乞 伏 可 汗
,

此 即 为 乞 伏 鲜 卑之 始 祖
。

如 弗
,

即 乞 伏 之 异 译
。

斯 引
、

出

连
、

叱 卢
、

乞 伏 四 部 原 大部 分为 鲜卑
,

其 中也有 一部 分 高 车在 内
,

最后 融合 为 乞 伏 鲜卑
。

《魏 书 》卷 一 三
,

《高 车 附 薛 千 传》
。

《通 鉴》卷 一 八
,

胡注 云 “ 岭北
,

谓九 峻岭 北 ” 。

《晋 书
·

赫 连 勃 勃 载 记》

《魏 书
“

高 车 传 附 薛 千 部 》

《魏 书 》卷 一 一 三
,

《官 氏志 》云 “ 西 方 破 多 罗 氏
,

后 改 为 播 氏” 。

按 原 书 此 句 有 脱 字
,

详 细 考证 见 年 中 华 书 局标 点本 《晋 书》卷 一 二 五 《校 勘 记

参见 马 长寿 《乌 植与 鲜 卑 》
,

! 年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第 一 页 等
。



晋 秦 始 初 年 左 右
,

乞 伏 鲜 卑 首 领砧 邻
, “ 率 户 五 千迁 于 夏 应 指河套 南

,

缘 部 众

稍盛
” 。

后 又 迁 于 高 平 川 今 宁夏 清 水 河
。

过 了 四 代
,

又 由高 平 西 之 牵 屯 山 迁 到 苑 川

今 甘 肃 兰 州 东 苑 川
。

至 三 八 五 年 晋 孝 武太 元 十年
,

首领 乞 伏 国 仁 始 建 政 权
,

史称 西

秦
,

于 宋 文 帝 元 嘉 八 年 年 为 夏 赫 连 定 所 灭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乞 伏 鲜 卑 迁 入 陇 西
,

建 立 西 秦的 前 后
,

先后 征 服 了 许 多 原 居 于 陇 西 的

其它 鲜 卑部 落
。

这 些 鲜 卑部 落 大 都 是 先 于 乞 伏 鲜 卑迁 入 陇 西
,

尔后 也 大 部 分 融 入 乞 伏 鲜 卑之

中
。

现 据 史 籍
,

简 述 如 下

秦 始 初
,

乞 伏 部 由夏 迁 到 高平 川
,

时 有 鲜卑 鹿 结 七 万余 落 屯 于 此 川
。

乞 伏 部首 领贴 邻 与

鹿 结势 均 力 敌
, “ 迭 相攻 击

” 。

最 后 鹿 结败 走 略 阳 治 今 甘 肃 天 水
,

砧 邻 “ 尽 并 其 众
,

因 居

高平 川
” 。

私 邻 死
,

子 结 权 立
,

徙 于 高平 西 之 牵 屯 山
。

结权 死
,

子 利 那 立
, “ 击 鲜 卑 吐 赖于 乌树 山

,

讨 尉 迟 渴 权 于 大 非 川
,

收 众三 万 余 落 ” 。

吐 赖部所 居 乌树 山 不 详
。

尉 迟 渴 权
,

据姚 薇 元 《北

朝 胡 姓 考》 内篇 第 四 云 尉 迟 氏 “ 本 西 部 鲜卑族 ” ,

所 居 之 大 非 川
, “ 即 今 青 海布哈 河 ” 。

按 唐 代 大 非 川 在今 青海 惠 渠
,

根 据 当 时 乞 伏 鲜卑 迁 徙 及 势 力 看
,

均 不 可 能 达 青 海 惠 渠 一

带
。

故 此 大 非 川 与 上 述 乌树 山 均 当 在 陇 西 或 今宁 夏 一 带
。

利 那 死
,

弟 祁堡 立
。

祁 堡 死
,

利 那 子 述 延 立
, “ 讨 鲜 卑莫侯 于 苑 川

,

大 破 之
,

降 其 众 二

万 余 落
,

因 居 苑 川
。 ” 原 居 苑 川的 鲜卑 莫侯 部

,

降 述 延 者 达 二 万 余落
,

可 见 此 部 也 是 迁 入 陇

西 的 鲜 卑 中较大 的 一 部
。

述延 二 传 至 孙 司 繁
,

乞 伏鲜 卑 即 由 麦 田 今甘 肃靖远 北 之 元 孤 山 迁 至 度 坚 山 今靖 远

西
,

时 在 “ 秦 皇 始 中
”

一 年
。

三 七 一 年 前 秦 建 元 七 年
,

符 坚 将王 统 击 败

司 繁
,

乞伏 部 降 前 秦
。

时 有
“

鲜卑 勃 寒 侵 斥 陇 右
” ,

符 坚 命 司 繁击 之
, “ 勃 寒 惧而 请降

,

司

繁遂镇 勇 士 川 在 苑 川 东
” 。

勃 寒 所 部 鲜卑 不 知 原 居 何 处
,

但 其侵 斥陇 右
,

则 知 其 在 陇 西

或 其附 近
。

司 繁死 后
,

乞 伏 国 仁 代 领部 众
,

符坚 祀 水 败 后
,

国 仁 自立
,

建 西 秦
。

史 称 其于 “ 孝 武 太 元

十年 年 自称大 都 督
、

大 将 军
、

大 单 于
,

领 秦
、

河二 州 牧
” 。

时 有 “ 鲜卑 匹 兰 率 众 五 千 降
” 。

《通 鉴 》 卷 一 六 晋 武 帝 太 元 十 一 年 记 有 “ 陇 西 鲜卑 匹 兰
” ,

知 此 部 居 陇 西
。

至 三 八 六 年
,

“ 国 仁 率 骑 三 万 袭 鲜卑 大 人 密 贵
、

裕 苟
、

提 伦 等 三 部 于 六泉
。 ”

六 泉
, 《通 鉴 》 卷 一 七 胡

注 云 “ 六 泉 在 高 平
” 。

又 《元 和 郡 县 志 》 卷三 九 秦 州 襄 武县 今 甘肃陇 西 条 云 “ 六 泉

水 在县 东
,

北 原 匕 泉 源 有 六
,

因 以 为 名
。 ” 按 当 时 国 仁 正与 高平破 多兰 部木 易 于 大 战

,

木

易于 败 归
。

以 上 三部 鲜 卑 震 惧
,

降 国 仁
。

根 据 这 一 形 势
,

三 部鲜 卑所 在 之 六泉
,

当 在襄 武 东

北 高平 境 内
。

国 仁 “ 署密贵 建 义 将 军
、

六 泉 侯
,

裕 苟 建 忠 将 军
、

兰 泉 侯
,

提 纶 建 节将 军
、

鸣

泉 侯
。 ” 次年

,

国 仁 又 “ 讨 鲜卑 越质 叱 黎 于 平 襄
,

大 破 之
,

获 其 子 洁 归
、

弟 子 复 半及 部落 五

千 余人 而 还
。 ” 《通 鉴 》 卷一 七 胡注 “ 平 襄 县

,

汉 属 天 水 郡
,

晋 属略 阳 郡
。

越 质
,

鲜 卑

部落 之 号
,

后 以 为 氏
。 ” 以 后 越 质部 降 西 秦

,

首 领 洁归 曾为 西 秦 陇 西 太 守
。

《晋 书
·

乞 伏 国 仁 载 记 》

《晋 书
·

乞 伏 国 仁 载 记 》
。

下引 文 未 注 者 皆 引 此 书
。

见 佐 藤 长 《唐 代青 海 拉萨 间 的道 路 》
,

载 《东 洋 史 研 究 》第 卷 号
。

《十 六国 春 秋 辑 补》卷八 五
,

西 秦 录 一
。



三 九 年 晋 太 元 十 五 年
,

又 有
“

鲜 卑 豆 留 鞠
、

叱 豆 浑 及 南 丘 鹿 结 并 休官易呼 奴
、

卢

水 尉 地 跋 并率 众 降 于 乾 归 国 仁 弟
” 。

鲜 卑豆 留 鞘
、

叱 豆 浑 居 地 不 详 , 南 丘 鹿 结
,

疑 即

前 述 初居 高平 川
、

后 奔略 阳 之 鲜卑 鹿 结
,

则 南 丘 当 在略 阳 郡 内
。

休 官
,

系 以 氏 族 为 主 的 杂

虏 卢水 即 卢水 胡
。

次 年
,

高平 破 多 罗部 木 易 于 以 两 子 质 于 乾 归
,

请 共 击 “ 鲜卑大 兜 国 ” 。

“ 乾 归 乃 以 没 弈 于 攻 大 兜于 安 阳 城
,

大兜 退 固 鸣蝉堡
,

乾 归 攻 陷 之
” , “ 收 其 部 众 而

还
” 。

大 兜 国 所 居 之 安 阳 城
,

据 《通 鉴 》 卷 一 七 胡注 “ 安 阳城 在 唐秦 州 陇 城 县 今 甘

肃 张 家 川 回 族 自治县 西 界
,

鸣蝉堡 亦 当 在 当 地
” 。

三九 九 年 晋 安 帝隆 安三 年
,

有 “ 鲜卑 叠 掘 河 内率户 五 千
,

自魏 降 乾 归
” 。

河 内 自

魏来 降
,

时 魏 西 界 仅 达 河 套
,

则 此 部 原 居 河 套 朔 方 一 带
。

又 《晋 书》 卷 一二 六 《秃 发 乌孤载

记 》 云 “ 乌孤 讨 乙 弗
、

折 掘 二 部
” ,

折 掘 即 叠 掘
,

折
、

叠 系 一 音 之 转
。

如 此
,

则 叠 掘 部早

有 一 部分 迁 入 河 西
,

留在 朔 方的 河 内仅 是 其 中的 一 部 分
。

乾 归 子 炽 磐 于 四 九 年 晋 安 帝 义 熙 五 年 “ 攻 克俘 罕 今 甘 肃 临 夏 附 近
,

遣 使 告

之
,

乾 归 奔还 苑 川
。

鲜卑 悦 大坚 有 众五 千
,

自龙 马苑 降 乾 归
。

乾 归 遂如 俘 罕 ” 。

按 《元 和

郡 县 志 》 卷 三 九 秦 州 彰县 今 甘 肃 章 县 条 云 “ 龙 马 山在 县 西 四 十 里
” ,

疑鲜 卑悦 大 坚 所

居 之 龙 马 苑 即 在 此 龙 马 山 一 带
。

《通 鉴 》 卷一 一 五 晋 安 帝义 熙 六 年 年
,

还 记 载 了 一 个 陇 西 鲜 卑 部 落
—

仆 浑

部
。

内 云 “ 鲜 卑仆 浑
、

羌 句 岂
、

输 报
、

邓 若 等 帅 户 二 万 降 于 西 秦
。 ” 下 胡注 云 “ 鲜卑 有

仆 浑 部
。 ”

次 年
,

西 秦 将 仆 浑 部 徙 于 度坚 城 在 度 坚 山
。

仆 浑 部 原 居 地 无 考
。

迁 人 陇 西 的 鲜 卑
,

还 有 一 支 较 为 重 要
,

即 属辽东 的 慕 容鲜 卑
。

《晋 书》 卷 九 七 《吐 谷 浑

传 》 记 “ 吐 谷 浑
,

慕 容庞 之 庶 长 兄 也
,

其 父 涉 归 分 部落 一 千 七 百 家 《魏书 》
、

《宋 书》

作 “ 七 百 户 ” 以 隶之
。

及 涉 归 卒
,

傀 嗣 位
,

而 二 部 马 斗
。

”
一 于 是 遂 行

。 “

一 乃 西 附 阴

山
。

属永 嘉之 乱
,

始度 陇 而 西
,

其后 子 孙 居 有 西 零 已 西 甘 松 之 界
,

极 乎 白兰 数 千里
。 ” 吐 谷

浑 原 属 辽 东 慕 容 鲜卑
,

后 因 与弟 慕 容 赓 发 生 争 执
,

率 部 西 徙 阴 山 今 内蒙 阴 山 山 脉
。

晋 永

嘉 末 一 年 向 西 南 经 陇 山
,

迁 至 陇 西 俘罕 原 今 甘 肃 临 夏 西 北
。

不 久 又 向 南
、

向 西 扩 展
,

统 治 了 今 甘 南
、

四 川 西 北 及 青海 等地 羌
、

氏 等族
。

至 吐 谷 浑 孙 叶 延时
, “ 以 王 父

字 为 氏 ” ,

即 以 祖 父 吐 谷 浑 名 为 姓 氏
、

部 落 名
,

亦 为国 号
,

正 式 建 立 政 权
。

最 初疆域
,

据 上

弓 《晋 书 》 及 《魏 书 》
、

《宋 书》 的 《吐 谷 浑 传》 等云 东起 甘 松 今 甘 肃临 夏 东 南 甘 松

岭 据 有 西 零 指汉 时 居 青 海一 带 的 “ 先零 ” 羌 及 其所 居 之 青 海一 带 地 区
,

西 极 于 白 兰

今 青 海柴 达 木 盆 地 都兰
、

巴 隆 一 带
。

吐 谷 浑 政 权 存在 约 三 百 多 年
,

至 唐 龙 朔 三年

年 为 吐 蕃 所 灭
。

四
、

河 西 地 区

河 西 地 区 主要 指兰 州 黄 河 以 西
,

包 括 青 海 以 北 地 区
。

鲜 卑人 居 此 地 甚早 史 籍 称 之 为

《晋 书
·

乞 伏 乾 归 载 记》

《通 鉴》卷一 七
。

《晋 书
·

乞 伏 乾 归 载 记 》

《水 经 注》卷 二 注 引《十三 州 志 》云

此
。 ”

关 于 白兰 的 族 属 与 地 望
,

参 见 黄颤
、

“广 大 阪 在 捍 罕西 北
,

罕 开在 焉
。

昔 慕容 吐 谷 浑 自燕 历 阴 山 西 驰
,

而创 居 于

周 伟 洲《白 兰 考》
,

载 《青 海 民族 学 院 学 报 》 年 第 期
。



“ 河 西 鲜卑
” 。

其 中迁 入 较 早
、

势 力 最大 的 是 建 立 南凉 的 秃 发 鲜卑
。

秃 发 即 拓 跋 之 异 译
,

即

是 说 秃 发 鲜 卑与 建 立北 魏 的 拓 跋 鲜卑 同 源
,

其 意 有 鲜 卑 父 胡 匈 奴 母 所 生 子 的 后 代 的 涵

义
。

《晋 书
·

秃 发 乌孤 载 记》 云 其 先世 及 迁 徙 很 简约 “ 秃 发 乌孤
,

河西 鲜卑 人 也
。

其先

与后 魏 同 出
。

八 世祖 匹 孤 率 其部 自塞 北 迁 于 河 西
。 ” 《新 唐 书》 卷 七 五 上 《宰相 世 系 表 》 源

氏 及 《元 和 姓 纂》 等
,

均 记 源 氏 出 自魏 圣 武 帝 洁 汾 长子 正 孤 匹 孤
。

按 源 氏 即 秃 发 氏
,

因

其所 建 南 凉 为 西 秦 灭 后
,

秃 发 褥 檀 子 归 北 魏
,

太 武 帝 以 其 与魏 室 同 源
,

赐 姓 源 氏
。

秃 发 鲜

卑 何 时 由 何 地迁 入 河 西 的 呢 《元 和 姓 纂 》 十 记 “ 圣 武 帝洁 汾 长子正 孤
,

神元 时率 其部 众

徙 河 西
。 ”

拓 跋 鲜 卑神 元 帝 力 微
,

系 洁汾 子
,

匹 孤 弟
,

死 于 二 七 七 年 晋 武 帝 咸 宁三 年
,

《魏书 》 卷 一 《序记 》 云 其 “ 年 一 百 四 岁 ” ,

则 神 元 生 于 一 七 四 年
。

时 拓 跋 鲜卑 已 由 东 北 大

兴 安 岭之 大 鲜 卑 山
,

经 呼 伦 池
,

迁 到 塞 北 匈 奴 故 地 阴 山 一 带
。

则 秃 发 匹 孤 约 在 二 世 纪 末

三 世 纪 初 从 塞北 阴 山 一带 迁 入 河 西
。

至 晋 泰 始 中 一 年
,

匹 孤 孙 树机 能 曾 攻 占 凉

州
,

西晋 朝 庭 大 震
,

后 为晋 马 隆 所 败
,

树机 能 被杀
。

到 三 一 年 晋 永宁 初
,

张 轨 出 任 凉 州 刺 史
、

护 羌 校 尉
,

史 称其 时
, “ 鲜卑 反 叛

,

寇盗

从 横
,

轨到 官
,

即 讨 破 之
,

斩首 万余级
,

遂 威 著西 州
,

化 行 河 右
。 ”

内 云 之 鲜 卑
,

应 指秃 发

鲜卑 等
。

《晋 书》 卷八 六 《张 轨 传》 云 “ 永 兴 中 一 年
,

鲜 卑若 罗 拔 能 为 寇
,

轨 遣

司 马 宋 配击 之
,

斩 拔 能
,

俘 十 余万 口 ,

威 名 大 震
。 ”

若 罗 拔 能
,

据 《通 鉴 》 卷八 十晋 武 帝 咸

宁 四 年 年 条云
,

系 “ 树机 能 之 党
” ,

则 其 为秃 发 鲜卑 可 知
。 “ 俘 十 余万 口 , ” 可 见

当 时 在 河 西 的 秃 发 鲜 卑等势 力 仍 然 很 强 大
,

这 与 以 后他 能 建 南凉 不 无 关 系
。

辽 东 的 慕 容 鲜卑 也 有 一 小 部分迁 入 河 西
。

《晋 书 》 卷 一 二 七 《慕 容 德 载 记 》 云 符 坚 灭

前 燕
,

慕 容德也 被 徙 于 长 安
, “ 符 坚 以 为 张 掖 太 守

,

数 岁 免归
。 ” 德虽又 从张 掖 返 长安

,

但

仍 留 下 家 属 在张掖
。

德 兄 纳 一 家 亦居 张 掖
。

又 《晋 书》 等 史 籍记 述 在 河西地 区 建 立 的 后凉
、

北 凉
、

南凉 等政权
,

先 后 征 服 了 一 些 迁

人 河 西 的 其它 鲜卑 部落
,

主要 有

乙 弗
、

折 掘鲜 卑 《晋 书
·

秃 发 乌 孤 载 记》 云 “ 乌 孤 讨 乙 弗
、

折掘 二 部
,

大破 之
,

遣 其将 石亦 干 筑廉 川 堡 以 都之
。 ” 《通 鉴 》 卷 一 八 系此 事 于 晋 孝 武 帝 太 元 二 十年 年

七 月
。

下 胡 注 云 “ 乙 弗
、

折 掘二 部
,

皆 在 秃发 氏 之 西
。

廉 川 在 徨 中 今 青 海涅 水 北 ” 。

按 乙 弗 系 鲜 卑 部落
, 《晋 书

·

乞 伏 炽 磐 载 记》有云
“

乙 弗 鲜卑 乌地 延
”

者 , 又 《通 鉴 》 卷 一

一 一 胡 注 亦云 “ 乙 弗
,

亦鲜卑 种
,

居 西 海 今 青海
。 ” 《北 史 》 卷九六 《吐 谷 浑 传 》 后附

有 “ 乙 弗 勿 敌 国
” ,

云 在 “ 吐 谷浑 北
” , “ 国 有屈 海 青海

,

海 周 回 千 余里
,

众有 万 落
。

风

俗 与吐 谷 浑 同
。 ” 乙 弗 鲜 卑何 时迁 至 青海 一 带无 考

,

唯 其部 确 系 由塞 北迁 入
。

《魏 书》 卷二

《太 祖 纪 》 云 登 国 元年 五 月
, “ 护 佛侯 部 帅 侯 辰

、

乙 弗部 帅 代 题 叛 走 ” 。

七 月
, “ 代 题 复

以 部 落 来 降
,

旬 有数 日
,

亡 奔 刘 显
。 ” 乙 弗部 代题 当 原 与居 青海 之 乙 弗鲜 卑 同一 部

。

代 题 系

留 于 塞 北 而 未 迁 青海 的 乙 弗 之一 部
。

居青 海 的 乙 弗 鲜卑 可能征 服 了 原 来居 此 的 羌 族
,

故 其 众

马 长 寿 《乌 植 与 鲜 卑 》
,

第 一 页
。

见 《魏 书 》卷 四 一
,

《源 贺 传

《晋 书 》卷 五 七
,

《马 隆 传 》等
。

《晋 书 》卷 八 六
,

《张 轨 传 》
。

见 《晋 书》卷 一 二 八
,

《慕 容 超 载 记 》
。



有 万 落 之 多
。

后 为 南凉 秃 发 氏 征 服
,

又 叛 去
。

四 一 四 年 晋 安 帝 义 熙 十 一 年 秃发 褥 檀 西 征

乙 弗
,

西 秦 乘机 攻 占乐 都
,

南 凉 亡
。

最 后 乙 弗 部 大部 并人 吐 谷 浑
,

一 部 分 投 北 魏
。

又 《晋

书
·

秃 发 褥 檀 载 记》
、

《北 史
·

吐谷 浑 传 》 等 还 记 乙 弗 附 近 有 “ 契 汗
”

一 部
。

契 汗
,

史籍 又

作 “ 契 翰 ” 或 “ 唾 契 汗 ” ,

风 俗 同 吐 谷 浑
,

可 能 亦 为 鲜卑 部落
。

折 掘 即 叠 掘
,

亦 鲜卑部 落
。

乌孤 击 乙 弗
、

折 掘 二 部后
,

始 能 筑 廉川 堡 乙 弗 既 居 青海
,

则折 掘 必 在 廉 川一 带
,

即 在 今 青 海涅 水 流 域
。

意 云 鲜卑 《晋 书
·

秃发 乌孤 载 记 》 云
“

乌 孤 又 讨 意 云 鲜 卑
,

大 破 之
。 ” 时 在 后 凉 吕

光 拜 乌孤 征 南大 将 军
、

益 州 牧
、

左 贤 王 之 时
,

即 晋 太 元 二 十 一 年 年
。

意 云 鲜卑 原 居 地

无 考
。

河 南鲜 卑 《通 鉴 》 卷 一 九 晋 孝 武 帝 隆 安 元 年 年 记
“

河 南 鲜 卑吐 袜 等 十

二 部大 人
,

皆 附 于 秃 发 乌孤
。 ”

下 胡 注
“

此 金 城 河 南也
。 ”

则 此 河 南 鲜 卑 非指吐 谷 浑
,

而

是 指 在 金 城 黄 河 以 南 的 十 二 部 鲜 卑
。

北 山 鲜 卑 《晋 书 》 卷 八 七 《李 玄 盛 传 》 云
“

初 玄 盛 之 西 也
,

留 女 敬 爱养 于 外 祖 尹

文
。

文 即 东 迁
,

玄 盛 从 姑 梁 褒 之 母 养 之
。

其后 秃 发 褥 檀 假 道 北 山 鲜卑
,

遣 褒送 敬 爱 于 酒泉
,

并

通 和 好
。 ” 此 事 《十 六 国 春 秋 辑 补 》 卷 九 三 《西 凉 录 》 系 于 西 凉建 初二 年 年

,

时 褥 檀

已 据 有 姑 减 今 甘 肃 武 威
。

则 褥 檀送 玄 盛 女 敬 爱 应 由姑 减 至 酒 泉
,

中经 的 北 山 鲜 卑 的 北

山
,

即 今张 掖 以 北 的 合 黎山 及 北大 山
。

从 此 知 当时 在今 合 黎 山
、

北 大 山 一带 有许 多 鲜 卑 部

落
,

名 “ 北 山 鲜卑
” 。

鲜卑 思 盘部 《晋 书》 卷一 二二 东吕 纂载 记》 云 “ 纂番 禾 太 守 吕超 伐鲜卑 思 盘
,

思

盘 遣 弟乞 珍 诉 超 于 纂
,

纂 召 超 将盘 入 朝
。 ” 又 同 书卷 一二 九 《沮 渠 蒙 逊 载 记 》 亦 云 “蒙 逊

率 骑二 万东 征
,

次于 丹 岭
,

北 虏 大 人 思 盘 率部 落 三 千 降 之
。 ” 内云 之 “ 北 虏 大 人 思 盘 ” ,

应

即 鲜卑 思 盘
。

考 其居 地
,

当 在 丹 岭 今 甘 肃 山 丹县 南燕 支 山 一带
,

即 武 威 与 张 掖 之 间
。

车 盖 鲜 卑 《晋 书
·

秃 发 褥 檀 载 记》 云 “
·

“ ⋯ 蒙 逊 大 怒
,

率 骑 五 千 至 于 显 美方亭
,

破 车 盖 鲜 卑而 还
。 ” 则 车 盖 鲜卑 居 显 美方 亭 一 带

,

显 美属 南凉 武 威 郡
,

在今 武 威 西 北
。

麦 田 鲜卑 同 上 书云 “ 蒙 逊 进 围 姑 减 ”

一 叠 掘
、

麦 田
、

车 盖 诸 部 尽 降 于 蒙 逊
。 ” 麦

田 系地 名
,

在 今甘 肃 靖 远 县北
,

麦 田鲜 卑 即 指居 麦 田 的 鲜卑 部落
,

以 居 地 命 名
。

卑和
、

乌啼 部 《晋 书
·

沮 渠 蒙 逊 载 记》 云
“

蒙逊 西 如 若 覆
,

遣 冠 军 伏 恩 率 骑 一 万袭

卑和
、

乌啼 二 虏
,

大 破之
,

俘二 千 余 落 而 还
。 ” 《通 鉴 》 卷一 一 六 系此 事 于 晋 义 熙 九 年

年
,

下 胡注 云 “ 汉 有 卑和 羌
,

居 鲜水 海 今青 海
。 ” 同 书 义 熙 十 三 年 年 又 记

“ 河 西 王 蒙 逊 遣 其将 袭 乌蹄 部
,

大 破 之 又 击 卑 和 部
,

降 之
。 ” 此 事上 引 《沮 渠 蒙逊 载 记》 记

载 较详
,

云 “ 蒙 逊 西 祀 金 山 在今 甘 肃 山 丹 县
,

遣 沮 渠广宗 率骑 一 万 袭乌蹄 虏
,

大 捷

而 还
。

蒙 逊 西 至 苔 茬
,

遣前 将军 沮 渠 成 都 将 骑 五 千 袭 卑和 虏
,

蒙逊 率 中军 三 万 继 之
,

卑和 虏

率 众迎 降
。

遂循 海而 西
,

至 盐池 今 青海 茶卡 盐 池
,

祀 西 王 母 寺
。 ” 按 苔 霍

,

地 名
,

在 汉 张

掖 郡 番 禾 县 今 甘 肃永 昌
。

青海 又 名 卑 和 羌 海
、

鲜水 海
、

西 海
、

屈 海 等 此 称 “ 卑 和

《北 史》卷 十三 《后 妃 上
·

文 帝 皇后 乙 弗 氏 传》
,

内 云 乙 弗 氏 “ 先 世为 吐 谷 浑 渠 帅
,

居 青 海
,

号 青 海王
。 ” 妃 高 祖

“ 莫 瑰 ” 即 乙 壤
、

乙 弗 壤 降 北 魏
,

《魏 书》有 传
。

� 《通 鉴》卷 一 O 九 胡 注
: “ 五 代 史 志

:
张 掖 删丹 县 有 金 山

。 ,

� 见《通 鉴》卷一 O 九 胡 注
。



虏 ” ,

不 称 汉 以 来之 “ 卑和 羌
” ,

故 知 卑 和 虏 非 羌 部
。

按 上 述 青海 一 带 当 时 是 乙 弗 鲜 卑 所 居

之 地
,

故 所 谓 “ 卑 和 虏
”

应 即 乙 弗 鲜 卑 之 异 称
,

以 居 地 命 名
。

乌蹄 虏 居 地
,

据 《通 鉴 》 卷 一

一八 胡 注
: “ 乌啼 虏 居 张 掖 删 丹 县 金 山 之 西

。 ”

南 北 朝 史 籍 一 般 称 鲜卑为 “ 虏
”

或 “ 白 虏
” ,

故 疑 乌蹄 部 也 为 鲜 卑部 落
。

此 外
,

在 河 西 敦 煌 之 西
、

今 新 疆 吐 鲁 番 以 东 还 有 一 些 鲜 卑部落
。

《晋 书》 卷 三 《武帝 纪 》

记
:

咸 宁二 年 (276年 ) 秋七 月
, “ 鲜 卑阿 罗 多 等寇 边

,

西 域 戊 己 校 尉 马 循 讨之
,

斩 首 四 千

余 级
,

获 生 九 千 余 人
,

于 是 来 降
。 ”

按 西 晋 西 域 戊 己 校 尉 治高 昌 ( 今 新疆 吐 鲁 番 高 昌 故 城 )
,

则 阿 罗 多部 鲜 卑 当离 高 昌 不 远
。

此 地有 鲜卑 由 来 已 久
,

早 在东 汉 桓帝 时 ( 147一 167 年 ) ,

漠

北鲜 卑首 领檀 石 魄 曾建 立 一 个 草原 部落 军 事 大 联 盟
,

其 西 达 鸟孙 (今 巴 尔 喀 什 湖 东 南 ) ,

“ 尽 据 匈 奴 故 地
。 ”

植 石 槐 分 其 地 为 中东 西 三 部
, “ 从 上 谷 ( 治 今 河 北 怀 来 东 南) 以 西 至 敦

煌
,

西 接 乌 孙 为 西 部
,

二 十 余 邑
” 。

� 匕上西 晋 时 “ 鲜 卑 阿 罗 多
”

部
,

原 可能 即 檀 石 槐 军 事

大 联 盟 西 部 之 一
。

综 上 所 述
,

自魏 晋 以 来
,

内迁 至 西 北 地 区 的 鲜 卑种 类 繁 多
,

分布 很 广
,

势 力 强 大
。

除 著

名 的 慕 容 ( 吐 谷 浑 ) 段 氏
、

拓 跋 ( 秃 发 ) 乞 伏
,

以 及 南 北朝 时 建 立 北 周 的 字 文 等 鲜卑 外
,

还

有 许 多 不 同 种 类 的 鲜 卑 部落 迁 居 于 西 北地 区
。

他 们 的 分 布
:

东 起 陕 西 淹 关
,

西 至 新 疆 吐 鲁

番
,

北从 河 套
,

南 到 四 川 西 北
,

几 乎 到 处都 有
。

到 南北朝 时
,

随 着北 魏
、

柔 然 和 吐 谷 浑 等 政

权 的 势 力 向 西 扩 展
,

今 新疆 的 东部
,

包 括 伊 吾
、

高 昌
、

善卜善
、

焉 眷
、

若 羌
、

于 闻等地
,

也 成

了 鲜 卑 人 统 治 的 地 区 之 一
。

在这 些 鲜 卑部 落 之 中
,

乞 伏
、

秃 发
、

吐 谷 浑 势 力 最强
,

他 们 先后

在十 六 国 时期 征 服 了 原 居 于 西 北 的 汉
、

羌
、

氏
、

卢 水 胡
、

丁 零 等族
,

建 立 了 西 秦
、

南 凉 和 吐

谷浑 三个政 权
,

对 我 国 西 北地 区的 历史 发 生 了 巨 大 的 影响
。

鲜 卑族大 量 迁 入 西 北
,

对 于 开 发

和 建 设 西 北 作 出 了 巨 大 的 贡献
,

同 时对 中西 陆 路 交通 的 昌 盛
,

有 过不 可 磨灭 的 功 绩
。

古 代 民

族的 迁 徙 又 是 民 族融 合
、

同 化 的 先 决 条 件 ; 大 量 迁 入 西 北 的 鲜 卑 族
,

最 后 经 过 不 同 的 途 径
,

大 都 融 合 到 汉 族 之 中
。

中国 民 族 学研 究 会 召 开 理 事扩 大 会
,

为纪 念 恩 格斯 《家庭
、

私有 制和 国 家 的起 源 》 发 表 一 百周 年 作 准备

舟 一

一 九 八 四 年 是 恩格 斯 的 《家 庭
、

私 有 制 和 国 家 的 起源 》 ( 以 下 简 称 《起 源 》) 发 表 一 百 周

年
。

为 于 明 年 秋季 召 开 全国 性 学 术 讨 论 会
,

纪 念 这 一 伟大 著作
,

推动 我 国 民 族 学 的 发 展
,

中

国 民 族学 研 究 会 于 一九八 三 年 六 月 七 日 至 十 日在 江西 九 江 召 开 第 一届 理事 会扩 大 会 议
,

进 行

了筹 备
。

参 加 会 议 的 有学 会理 事 以 及 来 自全 国 十七 个 省
、

市
、

自治 区 有关 民 族 学 研 究
、

教

学
、

出 版
、

博 物 馆 等 单 位 的 负 责人
、

代 表共 五 十一 人
。

与 会 同 志 认 为
,

纪 念 《起 源 》 发 表一 百 周 年 的 重 大 理 论 意 义 和 现 实意 义 在于
: 《起源 》

在 我 国 民 族 学 发 展 史 上 的 重 大 影响
,

值 得 我 们 认 真 加 以 回 顾 和 总 结 ; 《起 源 》 的 理 论 和 方 法

有 助 于 我 们 从解放 以 来的 大 量 民 族学 调 查 的 基 础上 进一 步提 高 ; 《起 源 》 对 今 后 我 国 民 族 学

的 发 展
,

对 创建 具 有 中国 特 色 的 马 克思 主 义 民 族 学 理 论体 系
,

必将 发 挥重 大 指 ( 下 转45 页 )

� 《三 国 志 魏 志 》卷三 十 《鲜 卑 传 》注 引 王沈 《魏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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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 疑 汉 满 通 婚 法 令 固 无 明 禁
,

而 习 俗 形 成 之 藩 篱 甚 严
,

汉 满 不 相 婚 嫁
,

汉 人 之 畏 避 或 更甚

于 满 人 也
。 ”

((( 探 微 集 》页 六 十 一 ) 也 许 这 就 是 当时 的 实际 情 况
。

五

满 族 崛 起 的过 程 中
,

有 一 部 分 汉 族
、

蒙 古 族 和 其 他 少 数 民 族成 员加 人 进 来
,

逐 渐 形 成 为

新 的 民 族 共 同 体
。

在 清 朝 定 都北 京 后
,

满 族 人 !」有 了迅 速 增 长
,

正 如 乾 隆
一

,
一

年 ( 1745年 ) 赫

泰 在 《复 原 产 筹 新 垦 疏 》 中所 说
: “ 当 顺 治 初 年 到 京之 一 人

,

此 时 几 成 一 族
。 ”

((( 皇 朝 经世 文

编 》卷三 十五 ) 现 仅 就 《家 谱 》 的 记 载
,

也 可 窥见 满 族 人 口 增 长的 情况
。

从 始 祖 尼 雅 济 布 起
,

至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十 月 初一 日 止
,

已 传 十 一 代
。

该族 人 丁 总 数 二 百 四

十二 人
,

是 以 下 三 部分 的 人 丁 总 和
。

1

.

第 一 代 尼 雅 济 布
,

第二 代 阿 拉 密
,

第 三代 沙 必 汉
,

第 四 代 额思 额
,

共四 人
。

2

.

从 第五 代 起 始 立 六 大 门
,

据 《家 谱 》 记 载
: “ 查 额 祖 位 下 百 余年 来

,

六 大 门 统 计 已

有 一 百 七十 余 人
。 ” 现 据

“

谱 图 ” 和 “ 正 册
”

有 姓 名 可 考 者
:

长 门阿 炳 安和 后 裔二 十二 人 ;

二 门阿 炎 阿 和 后 裔 十六 人 ; 三 门琳 昌 和 后 裔 三 十 一 人 ; 四 门塞 得立 和 后 裔 七 十 人 ; 五 门吴 达

善和 后 裔 四 人 ; 六 门纳 音阿 和 后 裔 三十 三 人
。

六 门后 裔共 一 百 七 十六 人
。

3

.

第二 代 阿 拉密 有子 二 人
:

长阿 钮
,

次 沙 必 汉
。

阿 钮 一 支 因 与六 大 门支 派较 远
, 《家

谱》 列 人 《后 册》 ,

但 考虑 该族 人 口 时
,

我 们 是 不 能 忽 略 不 计 的
。

据 “后 册 谱 图 ” 和 “后 册

家 谱 ” 记 载
,

阿 钮 和 后 裔 共六 十二 人
。

从 上述 统 计
,

可 以 看 到 尼 雅 济 布一 族 人 丁 发 展的 总 趋势
,

据 有 案 可 查 的 人 丁 两 相比 较
,

康 熙 十 五年 二 人 ( 即 第三 代 阿钮 和 沙 必 汉 ) ,

而 道 光 二 十九 年 八 十二 人 ( 即 长 门九 人
,

二 门

四 人
,

三 门十 一人
,

四 门三十 六人
,

六 门二 十一 人
,

阿 钮 后 裔 十 一 人 ) ,

相 隔 一 百 十八年 竟

增 长 了 四 十 一 倍
。

这 种 情 况
,

正如 王 钟 翰先生 在 《 “ 国 语 骑 射 ” 与满 族 的 发 展 》 ( 《故 宫 博 物

院 院 刊》一九 八 二 年 第 二 期 ) 一 文 中所 说
: “ 从 历 史 上 看

,

整 个满 族不是 日趋 衰退
,

而是 向 前发 展

了
。 ” 是 与 历 史 事 实相 符 合 的

。

( 上 接 38 页 ) 导 作 用 ; 纪 念 《起 源 》 对 普 及 民 族学 知 识
、

宣传 民 族 学 学 科 本 身的 重 要 意 义 及

其在 四 化 建 设 中的 作 用 等 方面
,

也 将 是 一 个 有 力 的 促 进
。

会 议 强 调 指 出
,

纪 念 《起 源 》发 表 一 百 周 年
,

我 们 的 根 本 态度 是
:

一 要 坚 持
,

二 要 发 展
。

在 坚

持 《起 源 》的 基 本观 点和 基本 方法 的 同时
,

根 据一 百 年 来 大大 丰富起 来 的 民 族 学 材 料
,

努力 争 取

为 其理 论 的 发 展 作出 自己 的 贡献
。

而 对《起 源 》的 最 好 的 纪 念
,

就 是 要 密切 结 合 我 国 实际
,

开 展

多 方面 实质性 问题 的 研 究
,

写 出 一 批 有 较高质 量 和 水 平 的 文 章
,

以 推动 我 国 民 族 学 的 发 展
。

讨论 中
,

同志 们 还 一 致 认 为
:

在今 后 我 国 民 族学 的 研 究 方 向上
,

在 民族 学 如 何为 现 实服

务 的 问题上
, 《源 起 》 也 给 了 我 们 重 要 的 启 示 和 作 出 了光 辉 榜 样

。

在 《起 源》 中
,

恩 格 斯 针

对 当时 资本 主 义 处 于 和 平 发 展 时 期 的 一 些 特点
,

以 及 某 些 资产 阶 级 民 族 学 者 企 图 美化资本 主

义制 度
,

鼓 吹 一 夫 一 妻 制 和 私 有 制 的 “ 永 恒
”

性 质 的 反 动 思 潮
,

从 学 术 理论 的 高 度作 了 针 锋

相对 的 斗 争和 有 力 的 批 驳
。

我 们 要 学 习 恩格 斯 的 榜 样
,

既 注重 学 科 本 身的 基 本理 论 建 设
,

又

时 刻 不 忘 从 学 科 的 实际 出 发
,

努力 为现 实革 命斗 争服 务
。

理 事 扩 大 会还 讨 论 了 开 展这 一 学 术 活 动 的 有 关 组 织 和 宣传 工 作 方面 的问题
,

同 时 总 结 汇

报 了 学 会成 立 两 年 多来 的 工 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