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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晋 时 期 鲜 卑 的 西 进

马 曼丽 何俊 芳

自东汉 后 期 北匈 奴远 遁
、

南 匈奴 内迁

之 后
,

鲜 卑 在 蒙 古草原 崛 起
。

鲜卑 各部 在

魏 晋 十六 国 时 期迅速 发展
,

仅 当 时 建立 的

政 权就 有 八个 之 多
,

其历 史作 用 自然 不 言

而 喻
。

本文试 就 鲜卑 西 进 中 的 几 个 问 题
,

进 行 一 些 粗 浅 的 探讨
。

一
、

鲜 卑 西 进 与 乌 孙 的迁 徙

鲜卑 是 原 出 自大兴 安 岭 北 段 鲜 卑 山 !

的 游 牧 民 族
。

到汉 代
,

鲜卑 已南 迁 到 了 乌

桓 故 地
,

游 牧 于 饶乐 水 ( 今内 蒙古西 喇 木

伦 河 ) 两 岸
,

部 众 滋 繁
,

势力 日大
。

公元

一 世 纪 中 叶
,

东 汉 辽 东太 守 祭 彤联 合 鲜 卑

部 落 出兵 夹 击 赤 山 ( 今 内蒙赤 峰 市 红 山 )

一 带 的 乌 桓
,

乌桓大 败
,

鲜卑 遂逐 渐 占领

了 漠 南 的 许多 地 区
。

特 别是 东 汉 破 北 匈

奴
、

北单 于 率众 西 遁 后
,

鲜
.

卑乘 机 占领 了

摸北
, “ 匈奴 余种 留者 尚 有 十 余 万 落

( 户 )
,

皆 自 号 鲜 卑
,

鲜 卑 由 此 渐

盛 ” : 。

至 迟 在 公元 二世 纪 六 十 年代 几 鲜 卑

首 领 檀 石 槐 ( 公 元 1 36 一 1 81 年 左右 ) 已 统

一 了 鲜卑 各部
,

建 立 了 鲜 卑 军 事 部 落 联

盟
。

檀 石 槐 军 事联 盟 的 疆 域 分 东
、

中
、

西

三 大 部分
,

其 中 “从 上 谷 以 西至 敦 煌
、

乌

孙二 十余 邑 为 西 部”
一

‘ 。

可 见
,

鲜卑 人 在 南迁 到 内 蒙 一 带 以

后
,

又 西 进 到 了 西 北 的 宁夏
、

甘 肃
、

青

海
,

直 到 天 山一 带 的 乌 孙 地 区
。

史 称 檀石

槐 “ 北 拒 丁 零
,

东却 夫余
,

西 击 乌孙
,

尽

据 匈奴 故 地
,

东 西 万四 千 余 里
,

南北 七千

余 里 ” �
,

即 檀 石 槐时 鲜卑 不 仅 疆 域 辽

阔
,

而 且 已 经开 始 “ 西击 乌 孙 ” 。

关 于 这

一 时 期 鲜 卑 曾西击 乌孙 之 事
,

史 书记 载一

致
,

只 是 十 分简 略
,

而且 对鲜 卑西 击 乌孙

以 后 的 结 果
,

例 如 : 是 否 占领 了 乌 孙 牧

地
,

是 否 引 起 了 乌 孙的 迁 徙 等等
,

均付 阔

如
。

到灵帝 光和 中
,

檀 石 槐 死
,

鲜 卑 部落

联 盟在 其 子 和 连 及 其 孙鸯 曼统 治 时
,

逐 渐

分 裂
,

因 鸯 曼 与 魁 头 争 国
,

鲜 卑 人 众 离

散
。

故 《后 汉 书
·

鲜 卑传》 称
: “ 自檀石

槐 后
,

诸 大人 遂 世 相 传袭 ” 。

西 部鲜 卑二

十 余 邑 当 时 著 名 的大 人有 置 鞭
、

落罗
、

日

律
、

推 寅
、

宴荔 游 等
。

由 于 鲜 卑 游牧 部 落

基 本 上 处 在 军 事 民 主 制时 期
,

他 们 世相 传

袭
,

各 自为政 后
,

也 不可 能不 侵扰 邻 族 乌

孙
。

但 东 汉 末 年 我 国 对 这一 时 期 鲜 卑在 西

域 活 动 的情 况
,

毫 无 记 载
,

只 能据 间 接 资

料 分析推测
。

从 考 古 资料看
,

正 是 从 这 一

时 期
,

即 东 汉 末年 起
,

乌孙 在 特 克 斯 河 流

域
、

天 山 以 北 的 墓 葬 只 剩 寥 寥无 几 了 分 ,

也 就 是 说
,

乌孙 从 上 述 地 区 逐渐 迁 离 了
。

引 起 乌 孙迁 徙 的 原 因
,

不 能 排 除 其 中可能

有 原属 檀石 槐 的 西 部部 落因 联 盟 崩 溃
、

混

战 而 骚 扰 邻邦 乌 孙 的 因 素
。

无 论 如 何
,

从

苏 联 的 考 古 资 料看
,

应 该 承 认
,

到 四 世 纪

初
,

乌孙 发生 了 向天 山 中部 的大 规 模 迁 徙

( 详 见后 )
,

显然 是 与 鲜卑 的 袭 击 有 关
。

《魏 书
·

序 纪 》 记
,

平 文 皇 帝 郁 律 二 年

( 3 18 年 )
,

鲜 卑 “ 西 兼 乌 孙故 地
,

东 吞

勿 吉 以 西
,

控 弦 士 马 将 百 万 ” 。

《资治 通

鉴 》 也采 用 此 说
,

很 值 得 注 意
。

《通 鉴 》



西 迁 的最 后 阶段
,

则 与柔 然有 关
。

在柔 然

大植 可 汗 时 期 ( 公 元 4 」4 一 429 年 )
,

焉
、

都善
、

龟 兹
、

姑 墨 四 国 已 役 属 于 柔

苏孙

说
,

大 兴 元 年 ( 31 8 年 )
, “ 秋 七 月

,

郁

律 击 虎 ( 指拓 跋郁律 击 刘虎 )
,

大破 之
。

虎 出走 塞
,

从弟路 弧 帅 其部 降于 郁律
。 几

于

是郁律 西取 乌孙放 地
,

东兼勿 吉以西
,

士

马 精 强
,

雄 于 北方 ” : 。

学 者 们 对鲜卑 “ 西 兼 乌 孙 故地 ” 的可

能 性
,

有 不 同 看法
。

日本松 田 寿 男 认 为

《魏 书
·

纪 序》巾关于 昭成皇 帝什翼 键 二 年
“ 东 自锣 貂

,

西 及 破 洛那
,

莫 不款 付” 之

说
,

反 映拓 跋祖 向西 扩展
,

不过未 必 真 达

到破洛 那 ( 今费尔 干 纳 一 带 )
,

但 从 “ 西

兼 乌孙 故 地
,

东吞 勿吉 以西 ” 的 记 载 看
,

乌孙早 已放弃 赤各 城殆无 疑议 , 我 国学 者

一般 认为
, “西 兼 乌 孙故 地 ” 之 说未免 夸

大
,

并 多认为 鸟 孙 向西 南 的 迁 徙
,

不 是 由

于 鲜 卑
,

而是 据 《魏书
·

西 域传》 乌孙 条

之 说
,

是 “ 数为 蠕蠕 所 侵
,

西 徙 葱 岭

中”
。

而 西徙 时 间
,

有 的 说在 五 世 纪社 仑

时
‘

,

有 的 则 说更 晚
月 。

我 们 认为
,

四 世 纪 初 叶
,

乌孙便 开始

向 天 山 中部葱岭 方 面大 规模 西 徙
,

这 只 能

是 由于 鲜卑 攻 占乌孙故 地 引 起
,

而 不可 能

是 柔 然
,

因 为 当 时 柔然 尚未 崛 起
,

而 以

后
,

五 世 纪 时 柔然 的侵 扰则 使 有 的 乌 孙 部

落更 进 一步 西 迁葱岭 深 处
。

其 根据是
:

第一
、

从 苏 联 对 乌孙 故 地 的 考 古 资料

看
,

天 山 北
、

七 河 地区 密 集型 乌孙墓 葬遗

迹 最 晚期 是 三 世 纪末 以前的
,

这 恰恰 证明

了
夕

乌 孙主 休在 四 世纪 初 叶
,

已 迁 离了 这

些 地 区
,

向南 部 和 西 南 部移 动
,

其 中 心 区

仍 在 伊塞 克湖 东南 的 赤各城
。

而 到 公 元

31 8 年遭 拓跋 鲜卑 袭 击
,

其 “ 敌 地 ” 被

占
,

虽未 于旨明 这 “ 故地 ” 是 赤 谷 城
,

但 至

少是 相 当 一 部分乌 孙 故 地 被 占
,

并 引 起 了

乌孙 向葱岭 方 面 的 迁 徙
。

因 为据 苏 联 考 古

工 作 者 发现
,

天 山 中部 出现 大量 聚 集 的 乌

孙 “ 王 公 型 ” 墓 葬
, “ 最 早 的 是 四 世 纪

的 ” ,

其分 布 地 区 包括 了 帕 米尔 的萨雷 阔

勒�
,

即 中国 史 书所 指 的 葱 岭
。

至 于 鸟 孙

,

柔 然势 力发展 到 姑墨 ( 今 阿 克

省然

刁
‘

有 可 能 侵扰邻 近 的 乌 孙 赤 谷 城
。

乌

分 帐 落也 才 不 得 不 进 入 了 帕米 尔 从 山 中
。

但 据 苏 联考古所 见
,

帕米 介之丛 山 中乌孙 墓

葬 的数 量 是 较 少 的
,

所 以
,

五 世 纪 时兴 起

的 柔 然 的 侵 袭 , 不 可 能 是造 成 四 世 纪 乌 孙

主 力西 迁 的 主 要 原 因
。

当然 乌孙 主 体 的 迁

徙
,

并不意 味着 全 部乌孙人 都 被 驱 逐 殆

尽
,

显然 仍 有一 些 乌孙 部落 留花 了 七河 以

至 夭 山 北 部
,

直 到哈 萨克 民 族 形 成 时
,

以

后 的 哈萨克 斯 坦 领 土 上 仍 保 留有 称 作 乌 孙

的部 落
, f ,

便 是 证 明
。

第 二
、

从 拓 跋鲜卑 当 时的 情 况 首
,

虽

然 平 文皇帝 执政 时 间 不 长
,

但 他 在 位 时
,

“姿质雄 壮
,

甚有威 略 ” ,

史 载
,

建武 二

年 ( 31 8 ) “ 刘武据 朔 方
,

来侵 西 部
,

帝

大破 之
,

西兼 乌孙 故 地 ” 。 ·

一
,

据此
,

刘武 侵西 部鲜 卑被大 败
,

鲜卑 随 即 攻 击 与

西部鲜 卑邻 近 的 乌 孙
,

是 合 乎 率件 发 展 逻

辑 的
。

加之
,

平 文 皇 帝有宏 大 志 向
,

在 世

时 武功 又 盛
,

当刘 虎从 弟路弧 降 于 郁律

后
,

他 乘胜 西 迸
,

一

也是 完全 可 能 的
。

正 囚

为他 兼 并 了 乌 孙 故 地
,

所 以 到其 后 继 者 什

翼 键 时
, “ 东 自溜 新

,

西 及 破 洛那
,

莫 不

归 附 ” 。

那 么
,

鲜 卑为 什 么袭 击 乌 孙呢 ? 我 们

认为
, !余了 鲜卑 正 处在 部落联 盟军 事化 与

军事 民 主 制 时 期
,

而有 其 依 靠 掠夺 为生 的

特征 外
,

其 目的 是为 争夺 地 处 当 时 丝 路 中

道 的 一 段 与 西 部鲜卑 邻 近 的 要道
,

即 通 向

中亚 赤谷 城一带 贸 易 要 道 派 ,

以 谋 求贸 易

之 利
,

求得 生 存 发展
。

这种 迫切 需 要从 植

石 槐 时 便 已 开 始
,

只不 过 当 时 鲜 卑是 以 无

岁不犯汉 边 来 解决 的
。

史 载鲜卑 ‘ 唯至 互

市
,

乃 至 糜 服 ” , “ 苛 欲 中国珍贵
,

非 为

畏威 怀德 ” , 、 。

许 多事 实说明 鲜 卑 因 生法生

‘

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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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需要
,

迫 切 要 与定居 民进 行 贸 易
。

而 从

汉代 起
,

从 龟兹 过姑 墨
、

温 宿
,

然 后 便须

经 乌 孙赤 谷 城 ( 伊 塞 克湖 东 南 ) 才 能 到 达

费 尔干 纳 地 区 口 ,

处在 要 冲 的 乌 孙 赤 谷 城

一 带 的 贸易利 益
一

可想 而知
。

游 牧 民放
,

特

别 是 “ 兵利 马 疾
,

过 于 匈奴 ” 的 鲜 卑
,

争

夺 与其 属
;

下 西 部鲜 卑 各 部 邻 近 的 这一 要 冲

地区 和 东 西 贸 易 通道
,

是 完 全 可 以 理 解

的
。

二
、

鲜卑 西 进 与 氏
、

羌 的 关 系

檀 石槐 鲜卑 联 盟 的 西 部大 人 之 一 一一
拓 跋鲜 卑 的 祖 先 第 二推 寅献 帝邻 时

,

令 其

子 洁汾 率众 迁 离 “ 厥土 昏 冥 沮枷 ” 的大译

地区
,

经 过 t’I 1l 谷 高 深
,

九 难 八 阻 ” 的 艰

苦跋 涉
,

南下 到 达 “匈 奴 故 地 ” 。 、 l

。 由 此

可 见
,

这 在 拓跋 鲜卑 圣 武帝 话 汾 时
,

拓 跋

鲜卑 人就 已迁 到 了 漠南 阴 山 一 带
。

话 汾 死

后
,

由 洁 汾 与匈奴 故 地 “天 女 ” 所生 的次

子 力微 ( 2 玲一 27 7 年 在位 ) 继 位
,

而洁汾

的 长子 匹 孤 未 能得 立
, 、

建就 导 致 了拓 跋

鲜 卑 的 分 裂
。

力微 即 位 初
,

曾 遭 到西 部大

人 的 内侵
。,

力 微 由 于 无 力抵 抗
,

就 往依 五

原 的 没 鹿 回 部大人 窦 宾
。

到神 元 二 十九 年

( 2 48 年 )
,

力微 杀窦 宾 之 子 它于
,

并 其 部

众
,

发 展 到控弦 士 马 二 十余 万
。

至 神

元 三十 九年 ( 25 8 年 )
,

力微 从 五 原徙 居

于 汉 定襄 郡 的 盛 乐 ( 今 内蒙和 林 县 北 )
,

形成 了 “ 诸 部 皆畏 服 之” 的 局 面
,

也 标志

着 以 拓 跋鲜 卑为 首 的 部 落 大 联 盟 的 正 式 形

成
。

力微 死 后
,

至 禄 官 时
,

拓 跋部 弦疆 土

一 分为三
,

其 中代 郡 参合 破 ( 今 山 西大 同

i石东 ) 之 北
,

由沙 漠 汗之 子 琦 毯统 领 ; 盛

乐 由琦 伍弟 琦卢 统领 ; _

L 谷 之 北
、

濡 源

( 今 河 北丰 县 ) 之 西
,

则 由禄 官 自己 来 统

掇
。

此 时拓 跋部 的 财 富殷 实
,

控 弦 之 士 达

四 十多 万
。

由 于 琦 卢善 于 用 兵
,

就南掠 并

州
,

井把 并 州 北 部 的 杂胡 虏掠 到 云 中
、

五

原
,

朔 方三 界 内
,

继而 又 西 渡 黄河
,

攻 击

兼 并 居住 在那 里 的 匈奴 和 乌植 诸部
,

往 附

拓 跋 部 的 汉人 也逐 日增 多
,

这 时 尸 进 入

十 六 国 中期
。

洁汾 的 长 子 匹 孤
,

由于 不 得立
,

于 是 匹

孤率领 部众
,

沿 黄 河 与 贺兰 山 之 间的 狭长

地带 西 进
,

最 后 迁 到 了 今 甘肃 河西 地 区
,

成 为河 西鲜 卑 的 一 部 分
,

并在 河 西地 区 建

立 了 南 凉政权
。

史 称 这 一 支鲜卑 为 秃发 鲜

卑
。

另外
,

根据林 宝 撰 《元 和 姓纂 》 卷 十

记载
,

三国 时 曹 魏 的 安 西 将军 邓 艾 曾 “ 纳

鲜卑 降 者数万
,

置 于 雍 凉 之 间
,

与 民 杂

处” 。

这 数 万鲜卑 中
,

大 部 分 是 秃 发 鲜

自秃 发鲜 卑迁 至 河 西 地 区 后
,

由千 势

力弱 小
,

长 期处 于 沉寂 状态
。

至 匹 孤 曾孙

树机 能 时
,

虽 曾 因 不堪 晋朝 的 残酷 统 治 和

民族 压迫 而 率众起 义
,

但最 后 还 是 以 失 败

告终
。

只 是到 树机 能 的 二世 子思 复鞭 时
,

才 “ 部众稍 盛 ” ,

逐渐 在河 西 地 区 崛 起
。

到 思 复 鞭 子 乌 孤 时
,

已 控 制 了东 起 挑水
、

西 到西平
、

北抵 洪 池 岭 ( 甘肃 乌 鞘岭 ) 的

广大 地 区
。

此 后
,

秃发 鲜卑 的 势 力 迸 一 步

壮大
,

至39 7 年 秃 发 乌孤 建 元 “太 初 ” ,

称大 都 督
、

大将 军
、

大 单于
、

西 平 王
,

建

立 了 南 凉政权
。

另外
,

在 此之 前 ( 3 85 年 )
,

在 陇西

地 区 另一 支鲜卑 乞伏 氏 建立 了 西 秦政 权
。

这 支鲜 卑
,

大 约是 在 公元2 65 年左 右 自漠

北南 出 大 阴 山
,

先 是迁到 河套 北
,

后 又 迁

到河套 南
,

然 后又 由此 向西 迁 到 乞 伏 山

( 即 今 贺兰 山 东北 抵 黄 河 银川 一带 )
,

再 迁

于 牵 屯 ( 宁 夏 固原 县 西 )
,

最 后 迁 至 陇

西
,

居 于 苑 川 州
。

乞 伏鲜 卑 自迁到 陇西 地

区 后
,

势力大 增
,

至38 5 年
,

乞 伏 国 仁 自

称大 都 督
、

大 将 军
、

大 单 于
、

领秦
、

河二

州 收
,

改元 建议
,

建 立 了 西 秦
。

秃 发鲜 卑

和 乞 伏 鲜卑 在 与 当地 氏
、

羌 等 族 杂处 巾
,

发 生 了 密 切 的 关 系
。 -

河
、

陇 地 区原 是 氏
、

羌 的 活 动 地 区 之

,

导e
.



《资治 通 鉴 》 卷 一 O 四 晋 太 元 元 年

( 3 76 年 ) 载
, “ 初

,

秦人 既 克凉 州
,

议

讨 西 障 ( 西 边 ) 氏
、

羌 ” ,

这一 记 载
,

说

明 在鲜卑建立 政 权 的 前后
,

氏
、

羌 也 分 别

建立 了 自己 的 政权前 秦 ( 公 元 3 50 一 39 4

年 )
、

后 凉 ( 386 年一 403 年 ) 和 后 秦

( 38 4 年 一4 片 年 )
。

综 观 十六 国 时期 鲜 卑

与氏
、

羌发生关 系 的 历 史
,

可 以 说 互 相 兼 并

争 战在其 中 占有 重 要 地 位
。

其 中有鲜卑 对

氏
、

羌 的进攻
,

如晋太 元 十一 年 (3 86 )
,

就布啄族 吕 光 据 河西
、

建立 政 权不 久
,

鲜卑

秃发 思 复鞭遣 子 奚 于 助 张大 豫攻 后 凉都 城

姑 减 ( 今甘肃 武威 ) 示 ; 晋 义 熙 元 年 ( 41 0 )

三月
,

鲜卑 乞 伏 乾 归攻 后 秦 的 略 阳
、

南

安
、

陇 西诸郡 、呢 有 的 则是 氏 或 羌 对鲜 卑

的 进 攻
。

晋 隆安 四 年 ( 4 00 ) 三 月
,

氏 人

吕 纂 向秃 发鲜卑 迸 攻
,

结 果为 秃 发 辱檀所

败 经 , 同 年五 月
,

羌 人 姚 兴 率军 五 万 击 乞

伏 鲜卑乾归
,

致 使 乞 伏 鲜 卑 所 建 西 秦 灭

亡 云
。

在 这 种 频繁 的 兼 并争 战 中
,

鲜 卑 对

氏
、

羌 关 系中一 个明 显 的 特点 总 是 伺 机而

动
,

弱 则 臣
,

强 则 战
。

如在 对 氏 关 系 中
,

根 据 《晋书
·

秃 发 乌孤 载记》 载
,

在 鲜 卑

秃 发 氏 势力 还 比 较弱 小 的 时 候
,

就 采 取 与

氏 “ 循 结 邻 好 ” 、

不事 争 战 的 策 略 , 秃 发

乌 孤 并于 公 元39 4 年接受 氏 吕 光 “ 河 西 鲜

卑大 都 统
、

广 武县侯 ” 的 封 号
。

但 时 隔 两

年
,

秃 发鲜 卑势力有所 增 强 后
,

乌 孤 就 拒

绝 昌光 “ 征 南大将 军
、

益 州 牧
、

左 贤 王 ”

的 封号
,

不 久又 发 生 秃 发利 鹿 孤帅 骑五千

去g]J 吕光 叛 将 杨 轨
、

郭 磨 的 事 件 廊
。

再

如
,

鲜卑 乞 伏 氏 初 建政
l

权 时
,

势力 弱 小
,

加之 三 面受 敌 ( 东有 前 秦
、

西 有 后 凉
、

南

有 吐 谷 浑 )
,

于 是 它 不仅 与 上述 三 个 邻 邦

采 取 睦 邻 政 策
,

而 且 考虑 到 氏 族 荷 登 的存

在
,

对 于 抵 挡雄 踞 关 中的 羌 族 姚 兴 的 西

进
,

有 一 定 的 作用
,

因 此
,

乞 伏 国 仁 就 于

3 年三 月 接受 了 荷登 赐 予 他 的 “ 大 将

军
、

大 单 于
、

苑川 王 ” 的 封 号 。、 但 当 其

势 力渐 强 后
, 3 91 年 八 月 乞 伏 乾 归 就 率 骑

一万 击 荷登 膘 骑将军 没 奕于 于 高平
,

不 久

与 吕光 也发生 了 争 战 、
。

在 鲜 卑 与 羌 的 关 系 中
,

也有 其 显著特

点
,

这 就 是
:

秃 发鲜卑 和 乞 伏鲜卑 都 是 在
“ 降 于 羌 ” 的 过 程 中

,

利 用 羌族 势 力发展

壮 大 起 来 的
。

根据 《晋 书
·

乞 伏 乾 归 载

记 》 的 记 载
,

公元 4 00 年 乞伏 鲜卑 政 权 被

姚 兴 击 灭 后
,

由于 姚 兴 还 想利 用 乞伏 鲜 卑

在 陇右 的 势 力
,

以 巩 固和 扩大 羌族 在河 陇

地 区 的统 治
,

故对 乾归 父 子 及 部众 采取笼

络 的 政 策
,

并 且 “ 复 以 其 部众 配 之 ” ,

岂

不 知 这 就 为 以 后 乞伏 乾归 父 子 复 国 创 造 了

条 件
。

而 在40 1 年
,

姚 兴 又 遣 乾 归 还 镇苑

JI }
,

放虎 归 山
,

使 乞 伏 乾归复 国有 了 立 足

之 地
。

而 乞伏 乾归
,

表 面 上 为 姚 兴 的 河 州

刺 史
,

但 暗 中却积 聚 力 量
。

4 02 年
,

乾归

子 炽 磐 从 南 凉 逃 奔 其 父
,

乾 归使 其 朝 见姚

兴
,

姚 兴 遂 封其 为 “ 振 忠 将 军
、

兴 晋 太

守 ” ,

镇枪 罕产又 加 乾 归 “ 散骑常 侍
、

左

贤 王 ” 的 封号
。

这 样
,

屹 归父 子 就 领 有 承

镇苑川
、

枪 罕 等 旧 地
,

原 鲜卑 部众 也 多归

附
,

势 力重振
。

在 此后 至409 年复 国 前 的

J
一

七年 里
,

乾 归 父 子 为扩 展 自己 的力 量
,

借

后 秦 之 名
,

不 仅 对 邻 近 各国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军 事行 动 盯 ,

而且
,

作 为姚兴 的 臣 僚
,

乾

归 父 子 还随 其 军 队征战
,

并 定 期 入 朝 觑

见
,

一 方面尽 臣 僚 之 职
,

另一 方 面 又 可安

姚 兴 之 心
,

以 便于 他 的 扩张
。

这 样
,

乞

伏 乾归 在 势 力 壮大 后
,

于40 9 年 7 月 重 新

称 “ 秦 王 ” ,

改 元 更 始
,

置 百 官
,

公 卿 以

下 皆复 本位
。

公 元40 4年二月
,

鲜 卑秃 发辱 檀 面 对

强大 的 羌 族 姚兴 集 团
,

为 了 保存 自己 的现

有 实力
,

并 且为 了 进一 步发 展 壮 大 自己
,

于 是就 去其 年号
,

臣 于 后 秦
。

很清 楚
,

这

种 臣 属 与 鲜 卑乞 伏 氏 是 不 同 的
,

可 以 说只

是 名义 上 的 臣 属关 系
,

除 名义 上称 臣 纳贡8 7



外
,

其 内政
、

外 交 上有 绝 对 自主 权
。

事 实

也证 明
,

秃 发 鲜卑 的 这 种 权 宜 之 计 是 十 分

有效 的
。

公 元 406 年
,

由于 姚 兴 连 年 征 战
,

又

广 兴 佛 事
,

致 使 国 内 用 度 不 足
,

阶 级 矛

盾
、

民族 矛 盾 也 日益 尖 锐
,

势 力 巾 衰
。

于

是 秃发辱 檀 就 在 臣 于 姚 兴 的 幌 子下 加 紧密

图姑 减
。

六 月
,

秃发 辱 檀 在进 攻 沮 渠北 凉

后
,

为邀 功 请赏 , 就 向姚 兴献 马 三 千 匹
、

羊 三 万头
。

姚 兴 遂 封其 为 凉 州 刺 史
,

镇姑

藏
,

并 将凉 州 五 郡 之 地 ( 武 威
、

番禾
、

西

郡
、

昌 松
、

武 兴 ) 送于 辱 檀 本
。

这 就 使 秃

发鲜 卑割 据 了 从 西 郡 ( 甘肃 山 丹 东南 ) 到

金 城
,

从 挑水 到 广 武 ( 甘肃 靖远 东北 ) 的

半 条 河西 走廊
。

至 同 年 十一月
,

秃 发辱 檀

迁 都姑 减 时
,

鲜 卑 秃 发 氏 “ 虽 受 制 于 秦
,

然 车服 礼 章
,

一 如 王 也 ” 二
。

到 40 8 年 秃

发 辱 檀 在 两 次击 败 姚 兴 后
,

于 本 年十一 月

复称 凉 王
,

设 置 百 官
,

一 时 成 为 河 西 的 霸

主
。

由 上 可见
,

在 羌 与 鲜卑 的 关系 中
,

姚

兴 的策 略有 其 致 命 的 弱 点
,

对 乞 伏 鲜 卑放

虎 归 山
,

终 于 养 虎 为患 ; 对 秃 发 鲜卑 则纵

虎 为患
,

轻 易 地 将五 郡 之 地 让 与 秃 发 辱

檀
,

这 对于 为取得 姑 减 等地 而 血 战 多年 的

鲜卑 秃 发氏 来 说
,

能 够 兵不 血 刃
,

就 如 愿

以 偿 ; 而对于 姚 氏 集 闭 来 说
,

却 落 了 个 自

取 灭 亡 的 结 果
。

鲜 卑与 氏 羌 的 相 互 关 系
,

他 们 的 成 败

兴 衰
,

实 质上 就是 他 们 相 互 利 用 和 兼 并 中

的 决 策 的 成 败
,

而 这 一 切都反 映 了 中 华 各

族 历 史 上 频繁 而 密 切 的 交 往
,

只 不 过 在 不

同 的 时 期有不 同 的 特 色 而 已
。

注
:

� 马 民寿认为 ,

大鲜卑山 “ 当在 今大 兴 安

岭 北段 ”

( 见 《
一

鸟桓 与 鲜 卑 》 第 此 9

页
,

19 6 含年版 ) ; 宿 自教授也指 出鲜 卑

拓跋部的 “ 原始游牧区 在黑 龙江 上游额

尔古 纳河和 大兴 安岭 北 段之间
,

( 见东

北 内蒙 古地 区 的鲜卑 遗 迹 》 , 载 《 文

物 》 1 977 年第 五J明)
。

� 《 三国 志
·

魏 志
.

鲜卑 传 》
。

� 一 般 认为 , 檀 石 槐建立 军 事大联 盟 是在

东 汉桓帝时 ( 公元 执 了一 1 67年 )
。

我 们

认 为 这 一 联 盟最可 能 是 桓帝 后期
,

即 三

i !七纪 五
、

六 十年 代所建
,

因 为据 《 后 汉

书
。

鸟 桓鲜卑 列 传 》 : “

光和 中 , 槽 石

槐死 ‘ 时年 四 十五
” ,

由此 推算
, 则 檀

石 槐死 于公元 1 8 1年左 右
,

生于1 36年 左

右
, 虽 然他十 四

、

五 岁就勇 健有 智略
,

能 革骑夺回 被 异部大人夺去 的牛 羊
,

而

受部 民器 重
。

但作 为普通 牧民 之 子
,

要

使 东 西部大人归 附于他
,

必 须有 一定 过

程
,

所 以他统一 各部 当在成年后
,

即 恒

帝 后 期
。

� 《 后 汉书 》 卷儿 十 《 鲜卑传 》
。

� 《 后 汉书 》 卷九 十 《 游卑 传 》
。

《 三 国

志
.

魏志 》 卷三十 作
“ 东 西 万 几 千 余

里 ” 。

� 穆 舜英
、

工 明 哲
: 《 新 疆古代 民族 考 古

文化 》
。

载 《 新疆礼会科学 研 究 》 住

1 7 8期
。

� 《 资治通鉴 》 晋 纪 一 卜二
。

� 参见 余太山 : 《 柔 然 与 西 域 关 系 述

考 》
,

载 《 新疆社 会 科 学 》 19 85 年 4

期 ; 以及王 明 哲
、

王 炳 华 著 《 鸟孙 研

究 》 第 钊 页
,

新疆 人 民出 版 币L l g 83年
。

� 基 比 罗夫
: 《 19 53 一5 5年 在中央天 山的

考古工 作 》
,

载 《 吉尔 吉斯 考 占一一 民

族学 著作集 》 。集
,

19 59 年莫 斯 科 ; 别

恩 斯 堪 姆
: 《 中央天 山和 阿赖 帕 米 尔 的

历 史
、

考古概要 》
,

《 苏 联 考古 学资料

与 研 究 》 邪 集
,

莫斯 科一一 列 宁 格 勒
,

1 匀5 州 卜187
、

竺1」等页
。 一

l三明 哲等著 《 乌

孙研 究 》 一 书 巾 所附 《 苏 联 的 考古 情 况

简述 》 也 反映
,

七河地 区 密 集 的乌 孙 墓

葬晚期 是到 公元 洲 片纪
。

而 《 宋 书
· }与苗传 》 “ 了知 均

,

一 号大植
,

又号 檀檀
“

一西 域诸国 : 焉 省
、

郑神
、

龟 兹
、

姑 墨
, 东 道 诸国 并 役属 之

, 。

有

的 学 者认 为 , 此 四 国 役属于 柔然
,

是 在

大檀 时 ; 有的 则 认为 在社 仑 时 ( 口竺年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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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月 氏 ” }为

音 义
,

迄 今 尚 无
,

一 种

说 法 可 以 视为定 论 而

为 学界普 遍接 受
。

但

是
,

只要 涉及 西 城 古

代史
、

中 西 文 化交 流

史便 不 能无 视 月 氏 在

其 间 的重 大 作用
,

这

也 就 是 治 西 域 史者无

不 重 视 月 氏研 究的 原

因
。

本 文 试 图通 过 对
“ 月 氏 ” 音 义 的 论

索
,

从! f l了揭 示 古 代z百

城 义 化 的一 个 侧 面
,

结 论 是 “ 月 氏” 的 本

义 为 “ 南方 人 ” 。

《逸 周 书
·

王 会

月氏音义诊索

。

术学争鸣
。

陈世良

一 李川 年)
。

我们认 为补 仑时的 柔 然 缪

域是 “ 西 则 焉指之 地
, ,

是 与 悦 般 为

邻
。

社 仑 时柔 然主 力忆 于应付北 巩 的次

击 ,

与 北魏 争夺大漠南北
,

尚屡为 北 魏

所败
,

如理肥年 种 仑彼和 突 大 败 于 河

曲
,

月 盯卜连连败 北 ,

最后 社 仑 本人便

死 在败 逃途 「仁
。

当时 刚何{}崛 起的 柔然尚

没有力最西进 到西域 争夺商 道
,

而 h 要

在 于骚 扰北魏边境
。

的 《 哈 萨 克共和 国史 》 卷一
,

呵拉 木 图
,

1fj 盯年版 第 13遗页 等
。

抽 《 )云汉 书
·

应劲传 )>
。

闷 马 长 寿
: 《 鸟桓与 鲜卑 》 , _

{ 海 人民 出

)版创
一 ,

1级活年 版
,

2 邪页
。

(}
_

引 杨 建 新
、

卢苇
: 《 丝 绸之 路 》

,

计
少

比久

民出版 侧: t 刀肚 年版 第洲 页
。

必 子拼马 长寿 《 鸟 植与瞬卑 》 第 洲 :} 页
,

认

为这故地 当 指 甸奴 发迹之 所的逆南五 脚

郡 内
。

@ 《 魏 书
·

序 纪 》
。

叹
、 马 长寿

: 《 乌决立
一

与色粉裂》 第 全此 页
。

见 周伟洲 《 南凉 与西秦 》 第 G 贞
。

《 晋书
·

昌光载记 》
。

邸 《 晋 书
·

乞伏乾归载记 》
。 甲

@ 《 晋 书
·

秃发利鹿孤载记 冷
。

的 《 否 书
·

乞伏 乾归载记 》
、

《 通 鉴 》 卷

《 爵书
·

昌光载 记 》
。

《 背 书
·

乞伏乾归 栽 记 》
、

《 纽 牛 》 卷

一 O
一

七
“

《 资治通鉴 》 卷一 。 七
。

如
,

公元 花0 拍充正月
,

乾归 率骑 击 吐 谷

浑 鸟 绝 堤
, 鸟 绝堤大败

,

失万余 口
。

实

际土就 是 乾归 为扩 展 自己的 势力而采 取

的行 动
。

详见 《
二

汗书
·

补卜谷 浑传 》
。

《 片书
·

姚 兴 栽记 上 》
。

《
一

卜六 {亘导秋 辑补
·

南 凉 录 二 》
J

( 件 者工 作 单 位 : 兰 州 大 学历 史 系 )

,

介任 姚 杆
:

陈
·

世 良

篇 》 : “ 禺 氏 驹

除 ” 。

清何 秋 涛 以 为禺
、

月 一 音 之 转
,

禺

氏盖 月 氏 也
。

此 说在 学术 界 大 体 已 成 定

论
。

近 来 日本 学者 植一 雄 博士 对 此 表示 怀

疑
,

但 未见提 出根据
。 ~

《穆 天子 传》 有
“

焉居 禺 知 ” 一 语
,

一 般 也认 为 禺 知 即 月

氏
。

由于 上 述典 籍 记 载 过 于 简略
,

对 于 了

解 月 氏 所提供 的 材料 不多
,

许 多 问 题 仍不

清楚
。

根 据 先前学 者的 研 究
,

大 致可 以 确

定
,

禺 氏 即月 氏 的 住地 在 雁 门 西 北
、

黄河

以 东 的 鄂 尔多 斯草原
,

驹 珠是 产 于 蒙古 高

原 的 一种 释马
,

而对 于 月 氏居 于 该 地 区 的

时间
,

则 有 西 周
、

春 秋 和 战 国 等 诸 说
。

至于

《伊 尹 献令 》 中把 月 氏 置 于 正 北 系寸记 载
,

虽 然 《伊尹 献 令 》 成 书 时 间 可 能 晚到两

汉
,

但 其 所记 月 氏 的 方 位
,

与 前 述 《逸 周

书》
、

《穆天 子 传》 大 休 相 间
.

因此玲 河

料 来源大 约是 相 同 的
。

由于 我们 并不知 道 月 氏语 为 何 种 i汗

方
,

因 而 只 能根 据 与 月 氏 发生过 密 切 关 系

的 邻 族
、

邻 部 落 的材 料 中 去寻 求 她 的音

义
。

考 虑 到公 元前四借 纪 ( 战国) 时 崛 起的

@的
一份
�

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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