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 卑 石 室 的 发 现 与 初 步 研 究

米 文 平

拓 跋 鲜卑 旧 墟 石室
,

很 早见于 我 国古 代

文献
。

但 石室 位置 究在 何处
,

多少年 来
,

中

外学 者 屡有考 证
,

诸说 纷 纭
,

迄 无 定 论
。

近

一年 来
,

我们 呼伦 贝 尔 盟 文 物 管理站
,

对 大

兴安 岭北 部丛 山密 林 中的 嘎仙 洞
,

经 过 多次

调 查
,

反 复考 证
,

终于 在 1980 年 7 月30 日
,

于 洞 内石 壁 上 找 到 了北 魏 太 平 真 君 四 年

( 443 年) 石 刻
。

内容为北 魏 第三 代 皇 帝 拓 跋

煮 派遣 中书 侍郎 李敞 来这 里 致 祭时所 刻 之 祝

文
。

经拓 印
,

大部 清晰 可 辨
。

可 以 确 证
,

嘎 仙

洞 即北魏 拓 跋 鲜卑 祖先 居住 的 旧 墟石 室
。

这

是在 大 兴安岭 北 部边 疆地 区
,

迄今 已 知 最早

的 有 确 切 纪年 并见 于文 献 记载 的 少 数 民族 遗

迹
。

它无 可 争 辩 地 证实
,

我国 古代 民 族 鲜 卑

人 自古 以 来就 住在 这里
。

石室 的 发 现
,

结 束

了 历史学 界 长期 以 来对 拓 跋鲜卑 发 源 地 和 大

鲜卑 山 方位 的 争论
,

解 决 了 北 方民族 史 上 多

年 未决 的一桩 学术 公 案
,

为 研究 东 胡系 诸 部

族 的 地 理
、

历史 等问题
,

提供 了 一 个 淮确 的

地理 座 标和 科学 的 依 据
。

一 )
。

这 一 带林 海苍 茫
,

峰 峦层迭
,

古木 参 天
,

松桦蔽 白
。

嘎 仙洞 在一 道高达 百 米
,

巍 然陡 立

的花 岗岩峭 壁 上
,

离 平地 25 米 ( 图二 )
。

洞 口

略 呈 三 角形
,

高 12 米
、

宽 19 米
,

方 向朝南 偏

西30 度
。

洞 内宽 阔
,

南北长 92
、

东 西 宽27 一
2 8米

,

弯顶 最 高处达20 多米
。

宏 伟 有 如 大

厅
,

面 积约 200 0平方 米
,

可容 纳数 千人
。

这 个
“ 大 厅 ” 西 北 角上为 一斜 洞

,

顺20 多度 斜坡

犷
,

卜
二

节rr‘,‘睡伦‘.卜Lk下It卜IL臼

理
‘、

既
‘

队 、

誊冲
受

丸 !, 认

知
齐齐哈尔

图 一 嘎 仙洞 地 理 位 置 示 意 图

{
心

石 室规 模 和地 理位 里

这 个 “ 石室 ” ,

当地 群众称 为嘎 仙洞
。

、 嘎 仙 ” 一 词 系 鄂 伦春 语
,

词 义 未详 �
。

嘎

仙 洞本 为天 然 山 洞
,

位 于 内蒙 古 自治 区 呼 伦

贝 尔 盟鄂 伦春 自治旗 阿 里 河 镇西 北十 公 里
。

地 当大 兴安 岭北 段顶 巅之 东 麓
,

属 嫩 江西 岸

支 流 甘 河上 源
。

地 理 座 标为 北纬50 度 38 分
,

东 经 123 度 36 分
。

,

海拔 高度52 0 米 左 右 ( 图 图 二 呢 仙洞 外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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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嘎 仙洞 平 面 图 (箭 头所 示 位 置 为石 刻 祝 文 )

拐 向 左 上 方
。

斜 洞 宽 9
、

高 6一7
、

长22 米

到顶端
。

顶 端 上 部东
、

西 各有一 壁 完状小 耳

室
。

在 “ 大厅 ” 东壁 上 部11 米 高 处 有 一 小

洞
,

洞 口 宽 约 5
、

深 10 多米
。 “ 大 厅 ” 地

面当 中
,

有 一块 不 规 则 天 然 石 板
,

长 3
.

5
、

宽 3 米
,

下 面 有 大 石 块 托 起 约 0
.

5 米 高
,

群

众 称之 为 “ 石桌 ” ( 图三 )
。

整 个洞 内
,

石 壁 平整
,

弯顶 浑然
。 “ 大

厅 ” 气 势雄 伟
,

斜 洞 曲径 幽 邃
,

充满 一 种威

严 的 宗 教 气氛
。

难怪 后世 把 它 称 之为 祖 庙
。

石 刻 祝 文与释 读

石 刻 祝 文 在嘎 仙 洞内
。

距 洞 口15 米 的 西

侧 石壁
,

有一 处经 过 修琢
,

较为平 整
,

祝文

就 刻在 这 块 平整 的 花 岗岩石 壁 上
,

高 与视平

线 相齐
。

刻 辞为 竖 行
,

通 高70 厘 米
,

通 宽 120

厘 米
,

共十 九行
,

每 行十二 至 十 六字不 等
。

字 大小 不一
,

约 3 至 6 厘 米
。

全 文 二 百 零一

字
,

汉 字魏 书
,

隶 意犹 重
,

古 朴 苍 然
,

清 晰

可辨 ( 图 版叁
:

上
。

) 因 石 壁 表 面 原 为苔醉 等所

释盖
,

字迹 很难为 人 们 发 现
。

后 经 洗 刷

清除石 壁 上 的 苔 醉
,

才现 出 了 原文
。

这 里

将原文 ( 为 方便计
,

按今 体书 写 ) 抄 录于 下
。

维 太平 真君 四 年 癸未 岁 七 月廿 五 日

天 子 臣 煮使 渴者 仆射库 六 官

中书侍 郎 李敞 傅霓用 骏 足 一 元大 武

柔 毛之牲 敢 昭 告 于

皇 天 之 神启辟 之 初佑我 皇 祖 于 彼 土 田

历 载亿 年幸 来南 迁 应受 多福

光 宅中原惟 祖 惟父 拓 定 四 边庆 流

后 撤 延 及 冲人 阐扬 玄 风 增 构崇堂 翘

捕 凶 醒威 暨 四 荒 幽 人 忘遐 稽首 来王 始

闻 旧 墟 爱 在 彼 方悠 悠 之 怀 希仰 余 光 王

业 之 兴起 自皇 祖 绵绵 瓜 爬 时 惟 多 沽

归 以 谢 施 推 以 配 天 子 子 孙 孙 福 禄 永

延 荐 于

皇 女 帝天

皇 女 后 土

皇 祖 先 可 寒配

皇 批 先 可 敦配

尚餐

东 作帅 使念 熟 1

首 行
,

第一 字 不 清
,

从 行 文 看
,

当 为
“ 维 ” 字

。

《魏 书
.

礼志 》中所 载 的 祝 文
,

无 此

首 行
。

“ 太 平 真君 ” :

北 魏 第三 代 皇 帝拓 跋 燕

的 第五 个年 号
,

其 “ 四 年 ” 为 公 元 44 3 年
。

“ 天 子 臣 寿 ” :

熹 即 拓 跋 寿
,

北 魏 皇 帝

姓 拓跋 氏
,

后 改 汉 姓 为 元
。

北 魏第三 代 太 武

皇 帝 名蠢
。

这 里 的 “ 臣 ” 字
,

是 他 对 祖 先 的

谦 称
。

“ 渴者仆 射 ” :

北 魏官 名
,

职 掌引 见 臣

下
,

传 达使 命
。

“

库 六 官
” : 《魏 书

.

官 氏 志》有 库 褥 官

氏 ; 同 书《太 祖 纪 》有
“

渔 阳 乌丸 库 褥 官韬
” ;

同 书 《列 传 》 有 “ 渔 阳 乌 丸 大 库辱 官 ” 。

清

代 陈 毅 忻编 《二 十 五 史 补 编
·

魏 书 宫氏 志 疏

证 》 认 为 “ 褥 与侮
、

辱 业 通 ” 。

库 六 官 当 即

库褥 官 氏
。

“ 中书侍 郎 ” :

北 魏官 名
,

为 中央 总 机

构 中书 省长 官 中书 监
、

中书 令 之副
。 ’

《魏书
·

礼志 》 所 载之 祝 文 无 “ 使 渴

者 ⋯ ⋯ 李敞 傅霓 ” ,

于 此 处 作 “ 谨 遣敞 等
” 。

“ 骏足 ” :

即 骏 马
。

《南 史
。

郑 鲜 之

传 》 有 “ 燕 昭 市 骨而 骏 足 至 ” 。

Q喃\

记
·

武
。

“ 一 元 大 武 ” :

指 祭 祀用 的 牛
。

《 礼

曲 礼下 》 : “

凡 祭宗 庙 之 礼
,

牛 日 一 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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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 柔毛 之 牲 ” :

指 祭祀 用 的 羊
。

《 礼

记
·

曲礼 下》 : “ 凡 祭 宗庙 之 礼
· “ ⋯ 羊 曰 柔

毛
。 ”

“ 启 辟 之 初 佑我 皇 祖 于 彼土 田 历 载 亿

年 ” :

启
,

开 始
。

亿
,

在 此 喻 数 目很大
。

指

最 初时
,

祖 先 在那 个地方 (即 旧 墟 石 室
—

嘎

仙 洞一 带 ) 经 历 了 很 久 很 久 的 年 代
。

可 见
,

此 处 是 拓 跋 鲜 卑祖 先长 期居 住 的 发 源 地
。

“ 幸 来南 迁 ” :

幸
,

语 气 词
,

无 义
,

用 在

句 首 或句 中
。 《诗

·

大 雅
·

绵 》 有 “ 幸 来青

宇 ” 。

“ 光 宅中原 ” :

光 即 广
,

宅 即 安
, “ 光

宅 ” 犹 言 普 遍安 定
。

《书
·

尧典序 》 : “ 聪

明 之 思
,

光 宅 天 下
。 ”

“ 拓 定 四 边 ” : “ 拓 ” 字 漫 彻 太甚
,

据

《魏书
。

礼 志 》勘对 为 “ 拓 ” 。

“ 庆 流 后 撤 ” :

庆
,

即 福
。 “ 后 脱 ”

即 后 代
。

“ 延 及冲 人 ” : “ 冲 人 ” ,

皇 帝 自称 之

谦 辞
,

有 小子 之 义
。

《魏 书》 此句 为 “ 冲 人

纂业 ” 。

“ 阐 扬 玄 风 ” :

考 拓 跋 寿 太 延 四 年

( 4 38 年) 下 诏 “ 罢 沙 门年 五 十以 下 者 ” 。

太 平 真 君 七 年 ( 4 4 6年 ) 又 下 “ 灭 佛 法

诏 ” , “ 诸 州 坑沙 门
,

毁 诸佛 像 ” 。

这 时 他

采 取 了 灭 佛 崇道 的 措 施
,

提 倡道 教
,

崇尚 玄

学
,

故 有 “ 阐扬 玄风 ” 之 语
。

后来 《魏 书》

此 句改 作
“

德 声弗 彰 ” 。

“ 增 构 崇 堂 ” :

在此 当 指 增建 庙 堂
。

“ 勉 描
.

凶 醚 ” :

勉
,

制胜 ; 描
,

消

灭
。

“ 威 暨 四 荒” :

后 三字漫 法不 清
。

暨
,

到
。

荒
,

远方
。

“ 幽 人 忘遐 ” : 《魏书 》 此 句作 “ 岂谓

幽 遐 ” 。

“ 稽 首来 王 ” :

稽 首
,

古时 的 一 种 跪拜

礼
,

叩 头 到 地
。

此 处 之 “ 王 ” 读 第 四 声
( w 如 g)

,

君 临 天下 日 王 天 下
。

“ 始 闻 旧 墟 爱在 彼方 ” : 《魏 书》 此 二

句作
“

具 知旧 庙 弗 毁弗 亡 ” 。

“

绵绵 瓜 爬
” :

语 出 《诗经
·

大 雅
·

麟 》。

爬 是 小瓜
。

谓 象瓜 爬的 岁 岁 相 继 一 样
,

祝

颂 子 孙 昌 盛 之 辞
。

“ 归 以 谢 施 推 以 配天 ” :

《魏书》 此 二

句 作 “ 敢以 工 功 配餐 于 天 ” 。

“ 荐 ” :

献
,

进献 祭 品
。

皇 祖 先 可 寒 ” :

可寒 即 可 汗
,

鲜 卑语
,

皇 帝之 义
。

《魏 书
·

蠕 蠕 传》 载
: “ 社 错远 遁

漠北 ”
一 于 是 自 号丘 豆 伐 可 汗

。 ‘

丘 豆

伐
,

犹魏 言驾驭开 张 也
, ‘

可 汗
,

犹 魏言 皇 帝

也
。 ” 此 所 谓 魏 言

,

即鲜 卑 语
。

可 汗
,

可

寒 乃 同 音异 写
。

“ 皇 批 先可 敦
” :

可 敦 也作 可 孙
、

洛 尊
,

鲜 卑语
,

皇 后之 义
。

,

妇

毋

有关 文 献 和 前 人 考 证

鲜 卑
,

是我 国古 代 北方 民 族
,

属 东胡 的

一 支 �
。

鲜卑族 的 拓 跋 部
,

曾经 在 公 元 3 89

年 至 534 年 建 立过 北 魏封 建政 权
,

统 一 了黄

河流 域
,

为 当时 我 国 北 方 民族 大 融合
,

促进

统一 的 多 民 族 国家 的 发 展
,

作 出 了 历 史 贡

献
。

可 惜
,

对这 个 民族 的 早期 历 史
,

人 们所 知

不多
。

只 有 在古 代历 史 文 献《魏书
.

序 纪 》 中

为我们 透 露 了一 点 信息
。

那 里 记 述 拓 跋 鲜卑

的 祖 先
“

国 有 大 鲜 卑 山
,

因 以 为 号
。

其 后
,

世 为

君长
,

统 幽 都 之 北
,

广 漠 之 野
,

畜牧 迁 徙
,

射

猎为 业
。 ”

又 积 六七 十 代
,

至 “ 毛 立
,

聪 明武

略
,

远 近 所 推
,

统 国 三 十六
,

大 姓 九 十九
,

威

振北 方
,

莫不 率服
。 ”

这 位 叫做
“

毛
”

的
,

当 是一

个 部落集 团 的 酋长
。

他 所统 的
“

三 十 六国
” ,

实

即 三 十六 个部 落
。

所 谓 “ 大 姓 九 十 九 ” ,

实

即 九 十九 个 氏 族�
。

这 些 部落和 氏族 的 活动

地 域
,

便 是 所 谓 的 “ 大 鲜 卑 山 ” 一 带
。

历 史 学 界根据 这唯 一 的一 点线 索
,

为寻

找这 个 大 鲜卑 山 的 所 在
,

长 期 以 来
,

不 断 探

素
,

多 方考证
,

诸 说 纷 纭
。

有 的 说
,

大鲜 卑

山 就是 大 兴 安岭� ; 也 有 的说
,

大 鲜 卑山 是

外 兴安 岭� ; 还 有的 说
,

大鲜卑 山 在 贝加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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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 附近 伊尔库 斯 克� 一 带
,

等等
。

究竟 哪 里

是 鲜卑 人原 始居住 地 大鲜卑 山 的 所在呢 ? 至

今 没 有取得 公认 的 结 论
。

原 因 是他 们 别无 文

献 可 征
,

单 凭这 一点 线索来 推 测
,

渺无 凭

据
,

最 多 只 能 从地望 上 找 个旁证
,

而 无 法

取 得 最终 的 证 明
。

《魏书
·

礼 志 》中提到 的 拓跋 鲜卑先 祖 旧

缝 石 室
,

却 是一 个 可 资 参 考 的 依 据
。

原

文 是 :

“ 魏先 之居 幽 都 也
,

凿石为 祖宗 之 庙 于

乌洛 侯国西 北
。

自后南 迁
,

其 地 隔 远
。

真 君 中
,

乌 洛 侯 国遣使 朝 献
,

云 石 庙 如

故
,

民常祈 请
,

有神 脸 焉
。

其 岁
,

遣 中

书 侍 郎李敞 诣石 室
,

告 祭 天 地
,

以 皇 祖

先 批配
。

祝 日
: ‘

天 矛 蠢谨 遣敞 等用 骏

足
、

一 元 大 武敢 昭 告于 皇 天 之 灵
。

自启

辟 之 初
,

佑 我 皇 祖
,

于 彼 土 田
。

历 载 亿

年
,

幸来 南 迁
。

推 祖推 父
,

光宅 中原
。

‘

克剪 凶 醚
,

拓 定 四 边
。

冲 人 纂业
,

德 声

弗彰
。

岂谓 幽 遐
,

稽首 来 王
。

具 知 旧

庙
,

弗 毁弗 亡
。

悠 悠 之 怀
,

希 仰 余 光
。

王 业 之 兴
,

起 自皇 祖
。

绵绵 瓜 爬
,

时 惟

多 枯
。

敢 以 工 功
,

配餐 于 天
。

子 子 孙孙
,

福 禄 永 延
。 ’

敞等 既 祭
,

斩 桦木 立 之
,

以 置牲 体而 还
。

后 所立 桦木 生 长 成林
,

其 民益神 奉 之
。

咸 谓魏 国 感 灵 抵 之 应

也
。

石 室南 距代 京可 四 千 余里
。 ”

这 里 指出 的 “ 石 室 ” ,

是 有 关 拓 跋 鲜 卑

祖先 活动 的 唯 一 有 据可 查 的 遗 物
,

对 确认

大鲜 卑 山 的 所在
,

是一 个很 好 的 实物 依 据
。

既然《魏书 》指 出 石 室位置 “ 于 乌 洛 侯 国 西

北 ” ,

那 么
,

弄 清 乌洛 侯 国 的位置 也 便 可 求

得石 室 的 所在
。

在 《魏 书
·

乌 洛 侯 传》 中记 载
:

“ 乌 洛 侯 国
,

在地豆 于 之北
,

去 代 都四

千五 百 余里
。

其土 下湿
,

多 雾气而 寒
,

民 冬 则 穿地 为室
,

夏 则 随 原 阜 畜 牧
。

多

泵
,

有谷 麦
。

”
一 其 国 西 北 有 完 水

,

东 北 流合 于 难水
,

其 地 小 水 皆 注 于

难
,

东 入 于 海
。

又 西 北 二 十 日行

有于 巳尼 大 水
,

所谓 北海也
。

世 祖真 君

四 年 来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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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它 历 史 文 献 中
,

也 有 关 于 这 个
“

石 室
”

的 记 载
,

如 《北 史 》
、

《通 典》 和 《册府 元

龟》 等书
。

不过
,

它们 都 较 《魏 书》 晚 出
,

内容 也 基本相 同
。

过 去
,

中外 历 史学 界有 很多人 曾注 意寻

找这 个 “ 石 室 ” ,

多半首 先 从 确定乌 洛侯 的

方位 着手
。

但他 们 对 乌洛 侯位置 的 推 论
,

却

存在很 大 的 分歧
。

把他 们 的 考 证 概 括 起 来
,

大致 有 以 下几

种 说 法
。

一
、

多 数 认 为 “ 石 室 ” 在 额 尔古纳 河 流

域
。

如 《呼 伦 贝 尔 志 略 》 一 书说
: “ 呼 偷 贝

尔 巡西 北一 带之 地 实为 当 日元 魏故 墟
。 ” 并

认 为 “ 魏 先 帝石 室 ” “ 在 乌洛 侯 国西北 当 尼

布楚 城 西 ” �
。

此 说 与 清末舆 地 家丁 谦 同 出一 辙
。

丁 谦

在 其 《魏 书外 国传地理 考证 》 中说
: “ 乌 洛

侯
,

《唐书
·

白雪传》作乌 罗 浑
,

《室 韦传》

作 乌 罗 护
,

所部 在 地 豆 于 北
,

当为 今 呼 伦 贝

尔 城境
。 ” 呼伦 贝 尔 城

,

即 今 海 拉尔
。

比 丁

谦 更 早 的
,

还 有 清代 何 秋 涛
,

在 其 《朔 方 各

乘》 一 书 中
,

则 把 乌洛 侯 划 在额 尔 古 纳 河 流

域
。

一 些 历 史地 图 也 往 往沿 袭此 说 把 乌洛 侯

划 在 大 兴 安 岭 以 西的 海拉 尔 一带
。

二
、

认 为 “ 石 室 ” 在 贝 加 尔 湖 附 近
。

所

持 论据
,

与 前扁 说 类 似
,

只 是把 “ 石 室 ” 位

置估 计得 更 偏 西
,

这 就相 差 更 远 了
。

三
、

认 为 “ 石 室 ” 在 嫩 江 和 额 尔 古 纳 河

之 间的 大 兴 安 岭 山 脉 之 内
。

马 长 寿 同 志 认

为
: “ 乌洛 侯 国在 今 黑 龙 江 省 之 嫩 江 流 域 甚

明
。

嫩 江流 域 的 西 北为 额 尔 古 纳 河
,

魏 之 祖

先的 石 室当 在二 河 之 间的 大兴 安 岭 山 脉 之

洛

护

侧

年1 9 8 1



今

爷

语
,

显 然 就 是指 嘎仙洞 内 的 “ 石 桌 ” 而言
。

方 式济 作为 一个 清代 流人
,

未必 能 够 亲历其

境
。

他 的 记 述
,

很 可 能 是 根 据 当 时 的 巡 边将

士或 当 地 少 数 民 族 群 众 的 传 闻
。

但 不 知 为

何
,

历 史 家 们 对 齐 齐哈 尔 西 北这 个 山 洞
,

没

有注 意
,

也 许 他 们 并 没 有把 “ 石 室 ” 理解 为

山洞
。

二
、 “ 石 室 ” 不 可 能 在 额 尔 古 纳 河 流

域
。

根 据 有 二
:

( 一 了 《魏 书》 说
,

乌 洛 侯
“ 其 地 小 水 皆 注于 难 ” ,

难即 嫩 江
。

额 尔 古

纳 河 流域 的 小 水不 可 能 注于 嫩江
。

这 就排 除

了 乌洛侯 位于 额 尔 古 纳河 流域 的 可 能 性
。

( 二 ) 《魏 书》 描述 乌 洛 侯 的 习 俗 是
,

穴

居
、

养 猪
、

有 农 业
。

这 些 都不 同 于 岭西 干旱

草 原地 带 的 游 牧部 族
,

而 却 与 嫩江 以 东 的 勿

吉人 风 俗相 同
。

乌洛 侯 如 果 是 在 嫩江 流 域
,

那 么 在 其 西北 的 嘎 仙 洞
,

从 地 望 上 看 也就 有

了 更 大 的 可 能 性
。

我 曾就 此 看 法 并 根 据 嘎 仙 洞 的 洞 内 规 模

和 地 理 位 置
,

提 出 嘎仙 洞 可 能 就 是 拓 跋 鲜卑

先 祖 旧 墟 石 室
,

得 到 一 些 历 史 与 考古 工

作 同志 们 的 支 持
。

他 们 都希望 能 够尽 早 了 此

公 案
。

知

雄

内
。 ” � 马 长 寿教 授对 乌洛 侯 的 位置 说得 正

确
。

但 对 “ 石 室 ” 位置
,

所 指 范 围 过 于 广

泛
,

仍 未 完全 脱离 开额 尔古 纳 河 流域
。

四
、

认 为 “ 石 室 ” 在嫩 江流 域 而 靠近 大

兴 安 岭
。

日 本 人 白鸟 库吉 曾提 出 过这 种 推 测
。

他 指 出
: “ 乌 洛 侯 之 地

,

必 在 今 嫩 江 流 域
,

而 其北 部达 于 黑 龙 江 之 南
,

不 难察 知
。

乌 洛

侯 国之 所 在 地
,

既 在今 嫩江 流 域
,

则 在 乌洛

侯 国西 北 部 之 拓 跋 氏 祖 先 之 石 室
,

亦 必在 嫩

江 流 域 之 中
,

而 当在 兴 安 岭 之 近 旁
。 ” � 剪

伯赞 主 编的 《中国史 纲 要》 也 说
: “ 鲜卑 拓

跋 部 先 世居 于 嫩江 西 北的 大兴 安 岭 地 区
。 ”

我 分析 古 代 文 献
,

对 前人 的 考 证
,

加 以

综 合
、

扬弃
,

得 出 两 点 认 识
。

一
、 “ 石 室 ” 不可 能 是石 砌 建 筑物

。

根

据 《魏 书》 的 描 述 “ 石 室 南 北九十 步
,

东西

四 十步
,

高 七 十尺
” : 规模 之 大 几 乎 比 现 在 一

座 剧院 还要 大
。

以 当 时 的 技 术 条件
,

无 论 如 何

也没 有 可 能 会砌 成 如 此高 如 此 大 跨 度 的 石 砌

建 筑物
。

《魏 书》有
“

凿石 为祖宗 之 庙
”

一语
,

说 “ 凿 ” 而 不 说 “ 砌 ” ,

可 见 这 个
“

石 室 ”

当是一 个 山 洞
。

放 眼 大 兴 安岭
,

莽 莽 数 千

里
,

山 洞 不 知 几 多
,

究竟 哪 一 个 可 能 是 呢
。

这

就 不 能不 经 过 一 番 “ 筛 选 ” 了
。

经 过广 泛地

了 解
、

调 查
、

筛选
,

最 后唯 有嘎 仙洞
,

论 其

规模 与所 谓石 室最 为相 似
。

关 于 嘎仙 洞
,

清初 方式 济在 其 《龙 沙 纪
.

略 》 一 书 中
,

曾经 有 过 记 述
:

“ 兴 安岭 二 曰 新安 岭
,

或 日 葱 岭 之 支 络

也
。

盘旋 境 内数 千 里
,

襟带 三 江 之 左

右
,

为 众 流发 源
。

由 卜魁 (今 齐 齐 哈

尔 ) 至 墨 尔 根 ( 今 嫩江 ) 艾 浑 (今 爱 辉 )

置 骚
。

岭 上 巡 边 者 渡诺 尼 ( 即 嫩 江 ) 西

北 数 百 里
,

则 陆降 取 道
。

松 柞 数 十 围
,

高 穷 目 力
,

穿 林而 行
,

午不 见 日 ,

石 色

斑 驳
,

若 赵 千 里 画 幅 间物
。

有石 洞
,

洞

中几 榻 天 然 如 琢
,

行 者辟草 得 之
,

籍 少

憩 焉
。 ” @

这 里 有 “ 洞 中 几 榻 天 然 如 琢 ” 一

调 查 发 现与 初步 研 究

一 年 多 来
,

我 们 先 后 四 次对 嘎仙 洞 进 行

了 实 地 勘 察
。

第一 次
, 197 9年 9 月1 日

,

我 与程 道 宏
、

王 永祥 等 同 志
,

在鄂 伦 春 自治 旗 领导 和 同 志

们的 大 力 协 助 下
,

踏 查 嘎 仙 洞
,

就 山 洞 的 方

向
、

规 模和 地 理 位 置 等进 行 了 考 定
。

从 这 几

点看
,

都 使我 们 有 了 希望
。

第二 次
,
19 80年 1月 18 日

,

我 和 王 成同

志 再 次调 查 嘎 仙洞
。

趁 严 寒 的 三 九
,

阳 光 斜

射 照进 洞 内较 深
,

光 线 较好 的 条件下
,

全 面

勘 测 洞内
,

绘 制 了 山 洞 平 面 图
。

遍 查 洞 内祝

文 字迹
,

没 有 发 现
。

这 就 使我 们在 希望 的 曙

光 面前 又 陷 人朦 胧 之 中
,

我 们 的 考 证仍 然 缺

乏 坚 实的 内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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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
, 1 980 年6 月4 日

,

我 与 汪 宇 平

同志 去调 查嘎 仙 洞
,

在洞 内堆 积土 层 中发 现

了 陶片 和打 制 石 器
,

增加 了 进 一 步 挖 掘 和 彻

底 调 查的决 心
。

第 四 次
,

19 80年7 月30 日
,

我与 王 成 同志

又 去嘎 仙洞
,

谁 备住在 那 里 挖开 石 壁 下 积土
,

在 石壁 下 部 查 找 祝 文 字 迹
。

同 行 的有 孟

广 辉
、

曹永 年二 同志
。

当 天 下 午 四 时
,

阳 光

由西 照进 洞 内
,

视 度 很好
,

我 们 沿 洞 内西 侧

石 壁 往 里 走 不 到 一 分 钟
,

突 然 发 现 眼 前 石 壁

上隐 约 有 个 “ 四 ” 字
。

我 简直 不 敢 相 信 自己

的 眼 睛
,

大家 仔细 看确为 刻 石 文 字
,

下 面并

有 “ 年 ” 字
,

上面 又 看 出
“

太 平真君
”

等
。

在

第二 行又 看 出 “ 天 子臣 熹 ” ,

第 三 行 看 出

“ 中书侍 郎李 敞 , 等字
。

几 个 人 反 复辨认
,

确

为 《魏 书
.

礼志 》 上 所 记之 祝文
。

由 是
,

这

个 学术 界争 论多 少 年
、

我 们 调 查 了 一 年 的

悬案
,

终 于 得 到 了 最 后 的 解 决
。

其 后
,

我

们又 邀 请 了 史 象逮
、

马辉 析
、

吉 发 习 等 同志 进

一步 核实 并采 取 措施 进 行 保 护
。

又 蒙 张 明 善

等 同 志专 程来 嘎仙 洞将洞 壁 石 刻 祝 文 进行 了

拓 印
。

石壁 上 镌 刻 之 祝文
,

与 《魏书 》 记 载 的

内 容基 本相 符
,

只 是字 句稍 有 出入
。

石 刻 起

到 了 证史 和补 史的 作用
。

对于 石 刻 祝文 与石

室 遗址 的学 术价值
,

有 待深入 研究
。

现 在
,

只 就 几 个 有关问题
,

初 步研究 如 下
。

一
、

石刻 祝 文 的发 现
,

确 凿地 证实 了 嘎

仙 洞即 拓跋鲜 卑祖 先居住 的 旧 墟 石 室
。

因 而

我们 有 足 够的 理 由 可以 作 出 结 论
:

历 史 学 界

长 期没 有解决 的大 鲜卑 山的 所 在
,

不 言而 喻
,

当然就在 这 一 带
。

而 包 括 九 十九 个 氏 族 的 三

十 六个 部落
,

自然 也 不 会离 这 里 太 远
。

可 以

说
,

嘎 仙 洞一 带地 方
,

就是 鲜卑 族 的 发 源

地
。

他 们 自古 以 来 就生 息繁 衍在这 深 山 老 林

里
,

以 “ 射猎 为业 ” 。

根 据 《魏 书
·

序纪 》

的 记 载
,

拓 跋鲜 卑 的远祖 “ 毛 ” ,

约 为拓 跋

燕 ( 公 元 40 8年 至452 年 ) 以 前 三 十代
,

相 当

于 公 元 前一
、

二 世 纪
。

毛 以 前 又 在这 一 带 居

住 “ 积六 七 十 代 ” 。

据 《魏 书
·

太祖 纪 》

载
,

拓 跋 硅 说
: “ 昔 肤 远祖

,

总 御 幽 都
,

控

制 遐 国
,

虽 践 王 位
,

未 定九 州
。

逮 于 肤 躬
,

处 百 代 之 季 “
一

。 ” 一 代 以 二 十五 年 计
,

则

可 上 溯 至 公 元 前一 千七 八 百年
,

相 当 于 夏末

商初 时 代
。

可 以 肯 定
,

他 们 那 时 尚处 于 原 始

的 狩 猎 济经 时 期
。

这 一 带 无 边 无 际 的 原 始 密

林
,

到处 生 长 着璋 狗 野 鹿
,

是原 始 人 狩 猎的

夭 然 王 国
。

按 一 般 规律
,

人 类 的 童 年
,

只 能

是 靠 取 得 现 成 的 天 然 产 物 为 生
,

所 以 最 初 的

经 济 生 活 只 能 是 狩 猎 和 采 集
。

大 兴安 岭 北部

的 原 始 森 林
,

正 是 为鲜 卑 先 民提 供 了这 样一

个 对 原 始 部落 来说 是不 由选择的 生 态 环 境
。

因 而
,

在 这 里 居住 时 期 的鲜卑 人
,

只 能 是
“ 射 猎 为业 ” 。

人 类 进一 步 发 展
,

改 造 自然

的 能 动 作 用 提 高 了
,

学 会 驯 养动 物
,

靠 人 的

活 动能 够增 加 天 然 产物
,

牲 畜的 肉
、

乳
、

皮

毛可 以 使人 们 有更 丰富 和 可 靠的 生 活 资料
,

于 是 畜牧 经 济 就 必然 地 取 代 狩 猎 经 济
。

这

时
,

丛 密的 森 林
,

就 显 得 狭 窄
、

潮 湿 而 不 适

应 畜 牧业 发 展 的 要 求 了
。

紧连 着 大 兴 安 岭 森

林 边 缘 西南部 的 呼 伦 贝 尔 大 草 原
.

广 阔 无

垠
,

水 草 丰美
,

就 必 然 成 为 鲜 卑 牧 人 们 向往

的 理 想 天 然 牧 场
。

到 了 “ 毛 ” 以 后 第 五 代 的
“

推 寅
”

时
,

便 “ 南迁 大 泽
,

方千 余里
,

厥 土

昏冥 沮技ll,, �
。

历 史学 家早 已 指 出
,

这 个所

谓 的
“

大 泽 ” 就 是今 日的 呼伦湖
。

我 们试 看

这 条路 线
—

从 嘎 仙洞 到呼 伦湖
,

即 从 东 北

向西 南
,

从 森 林 到 草原
,

从 狩 猎 到 游 牧
,

这

正 体 现 了 鲜卑 人 经 济 发 展 的 必 然 历 程
。

鲜 卑人 走 过 的 这 个历 程
,

十 多个 世 纪 以

后
,

同 样 地 又 为 蒙 古 族所 经历
。

蒙 古 族 先 民
,

((l 日唐 书》 称 为 “ 蒙兀 室 韦 ” 。

蒙 兀 室 韦最

初也 是 住 在 大 兴 安 岭 北部靠 近 额 尔 古 纳 河 的

森 林地 带
。 “ 室 韦 ” 即 森 林 之 义

。

这 种 在森

林 地 带 居 住 的 部 落
,

也 只 能 是 以 狩 猎 为 生
。

后

来发 展到 成 吉思汗的 祖先学 儿 帖 赤那 的 时 候

“ 渡 腾汲 思而来 ” � ,

到 鄂 嫩 河 上 游 的 大 肯

特 山 一 带游牧
。

从 大 兴 安 岭北 部的 额 尔 古 纳

咨

娜

碱

每

日 年1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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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扣

河 一 带
,

来 到 大 肯特 山 这 条路 线
,

同 样也 是

从 东北 向西 南
,

从 森 林 到 草原
,

从 狩 猎 到 游

牧
。

蒙 古 先 民 经 历 了 和 鲜卑 人 同样 的 一 个必

然的 发 展 历 程
。

二
、

嘎 仙 洞这 样 的 夭 然 山 洞
,

是原 始人

类 居住 的 好 地 方
。

这 一 带 严 冬 季节 气温 降 到

摄 氏零 下 四 十度 以 下
,

而 嘎 仙洞 内不 过 零 下

十 七八 度
,

适 于 原 始人 类 过 冬居 住
。

后 来 到

拓 跋 熹 的 时 代 把 此 洞 称 为 “ 祖 宗 之 庙
” ,

实 际

上不 过 是 其先 民 长 期 居 住 的 山 洞 罢 了
。

我 们

在嘎 仙 洞 内发 现 有 相 当 厚 的 文 化堆 积
。

为 保

护 石 壁 祝 文
,

我 们 在 石 壁 前 挖 了 一 条 1 米 宽

的 保 护 沟
,

于 地 表 以 下 零 点 四 米 深 处
,

发 现

有 许 多 花 岗岩 碎 片
,

显 然 是 李 敞 来 此 致 祭 刻

石时 修琢 石 壁 所 剥 落的
。

这 一 层 可 以 断 定 绝

对年 代 即 为 公 元443 年
。

在 洞 口 处
,

也挖 了

一 条 1 米 宽
、

20 米 长的 排水 沟
。

挖 沟时 我们

注意 观 察 了地 层 情况
。

在 表 土 以 下
,

到0
.

8

米 深 为 黑 色 粘 沙 土
。

其 中出 土 了 很 多 手 制 夹

砂 灰 褐 陶 片
,

还 有 骨链
、

石 锨 等
。

从 陶 器的

形 制
、

加 工 工 艺 来 看
,

与完 工
、

扎 来 诺 尔 墓

群 出 土 的 陶 器
,

有 着相 似的 文 化 特 征
,

但 更

具 原 始性
。

在 地 表 以 下 1
.

3 米 的 黄色 粘 沙 土

中
,

还 出 土 有 打制 石 器
,

表 明 这 里 可 能 有 更

早 的 人 类 曾经 居 住 过
。

在 辽阔 的 内蒙古 草原

上
,

古 代 的 游猎 和 游 牧部 族畜 牧迁 徙
,

倏 来

忽 往
,

很少 留 下 定居 的 遗 迹
,

像 嘎 仙 洞这 样有

人 类 长期 居 住的 洞 穴 遗 址 是 不可 多得 的
。

全

国解放 以 来
,

在 扎 来诺 尔 和 完工 等地 相 继发

现 了 属 于 鲜 卑的 早 期墓 葬
,

从 而 为 鲜 卑早期

考 古 掀开 了新 的 篇 章
。

但 在 其族 属 断 定 上
,

仍 未 得以 最后 证 明
。

可 以 说
,

嘎 仙 洞 鲜卑 石

室遗 址 的 发 现
,

并 进一 步 发 掘这 个 洞 穴遗 址
,

对 于 探 讨鲜 卑等 东胡 民族 的 文 化渊 源
,

将 会

提 供 极 有 价 值的 考古 资料
。

三
、

北 魏先祖 石 室 既 已 得 到 确 认
,

也就

证 明 了 其东 南 的 乌 洛 侯 的 地 理 位 置
。

《魏

书 》 说 这 个 石 室
“

于 乌 洛 侯 国西北 ” 。

今 已

知 “ 石 室 ” 即 嘎 仙 洞位 于 嫩江 西 岸 支流 甘 河

上 源
,

那 么
,

其 东南 的 乌洛 侯
,

自当 在嫩 江

中游
,

即 今 齐 齐哈 尔 西部 一带
。

考 乌 洛 侯 在

唐 代 称乌 罗 护 或 乌 罗 浑
。

蒙 语 “ 乌 拉
” 为

山
, “ 浑 ” 为 人

,

故 有 可 能乌 罗 浑 即 “ 山 里

人 ” 之 义
。

按 此 词 义
,

乌 洛 侯 当 系 居 于 山 地

之 部落
。

则 其 地 域 当分 布 在今 齐齐 哈 尔 西部

迄 于 大兴 安 岭 山 地 一 带
。

这 与唐 代 乌 罗 浑 的

位 置 也 是 接 近 的
。

乌 洛 侯 既 在齐 齐哈 尔西 部

一 带
,

则 《魏 书
·

乌洛 侯 传 》 所 说 “ 其地 小

水 皆 注 于 难 ” 一语
,

也 就 完全 可 以 理 解 了
。

齐 齐哈 尔 一 带 的 小 水
,

只 能 注于 嫩江
。

故 此

处 所 说 的 难水
,

只 能 是指 嫩江 而 言
。

这 也就

证 明 了 舆 地 学 界 另 一 个 长期 犹 疑 未 定的 问

题
—

难水 即 今 嫩江 ( 并连 同 其 下游 松 花 江

直 到 人 海 )
。

难水
,

在 《魏 书
·

失 韦 传 》

中也 叫捺 水
,

即 《唐 书》 中之 那 河
。

张穆 的

《蒙古 游牧 记 》 说
,

嫩 江 “ 又 名诺尼 江
,

古

名 难水
.

亦 日 那 河
,

明 人 谓 之 脑 温 江
。 ” 蒙

语 今 称 嫩江 为 “ 努文 木 仁 ” 。 “ 努 文 ” 即

嫩
, “ 木 仁 ” 即 江

,

实 际 上 “ 嫩 ” 、 “

努 文
” 、

“ 脑 温 ” 、 “ 诺尼 ” ,

不 过 都 是 一 音 之 转
,

与 “ 难 水 ” 、 “ 那 河 ” 指的 都 为 同 一 条 河
。

乌

洛 侯 在 齐齐哈 尔 西 部这 点 既 已 得 到 证 明
,

由

此必 然 还 可 导 出 另 外 几 点
,

即 与乌 洛 侯 相关

的 地 豆 于
、

失 韦 等 部 之 地 理 位 置
。

在此 无 需

详 述
。

��O�@��

甘

在 鄂 伦 春 族 群 众 中
,

流 传 着 很 多 关 于 嘎 仙 高 格 德
山 的 神话 传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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