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 卑 石 室 所 关 诸 地 理 问 题

米 文 平

内蒙古 自治 区 呼 伦贝 尔 盟 鄂伦 春 自治 旗境 内之 嘎仙 洞
,

位 于 大 兴安 岭北部 顶巅 之 东 麓
,

属 嫩江 西岸 支流 甘 河 之 上 源
,

地 理座 标为 北纬 50 度 38 分
,

东经 123 度 36 分
。

洞 内西 侧 石 壁 上
,

有 北魏 太平 真君 四 年 ( 公 元 44 3 年) 世祖 太武 帝拓 跋燕派 遣 中书侍 郎李敞 来这 里 致 祭时 所 刻

之 祝文
,

确 凿地 证 实该 洞 即 为拓 跋 鲜卑 祖先 居住 的 “ 旧 墟 石 室 ” 。

�

鲜 卑石 室的 发现
,

为我 们 研 究东 胡 系 诸部族 的 地理 问题
,

提供 了 一 个准 确 的 地理 座标
。

本 文 拟 据这一 地 理座标
,

就 古 代 文献 所记 之 大鲜 卑 山
、

大 泽
、

乌洛 侯
、

地 豆 于
、

难水
、

室 韦

等 迄今说 法 不 一 的 所 在方 位
,

试 作 求 索
,

求大 家 指正
。

一
、

大 鲜 卑 山

大鲜 卑 山
,

最 早见 于 《魏书》
。

该 书 《序 纪 》 开 头 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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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撑 朴 为

俗
,

简 易为化
,

不 为文字
,

刻 木纪 契而 已
,

世 事 远 近
,

人相 传授
,

如史 官之 记 录 焉 ” 。

《魏 书》 成 书于 公 元 554 年
。

作者魏 收 在 北魏 末年 曾参 与编 写 “ 国 史 ” 。

这 里 所 述 拓 跋

鲜 卑 的早期 历史
,

只 能 是 靠 口 耳相 传而来
,

当 时 对 于 大 鲜卑 山
,

由于 只 提 了这 么 一 句
,

没 有

更具体 的 交待
,

致 使 后 来 史家 对其 所 在位 置
,

执说 不一
,

分政 颇大
,

概括 起来 有 如 下 几 种说

法
: 1

.

认 为大 鲜卑 山 即 大 兴 安岭
。

如 《黑龙 江 古 代 文 物 》 等书 说
: “ 大 兴 安岭北 段 ( 古 时称

.

作 大 鲜卑 山 ) ” 。

2
.

认 为 大鲜卑 山是 外兴 安岭
。

如 《呼伦 贝 尔 志 略》 等书 说
: “ 近 世舆 地 家

谓 鲜卑 山 即 外兴 安岭 ” 。

3
.

认为 大鲜 卑 山 在 贝加 尔 湖一 带
。

如丁 谦 《 <后 汉 书
·

鲜卑传 > 地
‘

理 考证 》 说
: “ 大鲜 卑 山 在俄属 伊尔 古 斯 克省北

,

通 古 斯 河南
。 ”

到 底哪 一说 为是 呢? 现 在
,

以 嘎 仙 洞 同 史 书所 记之 拓 跋鲜 卑祖 先 ,tI 日墟石室 ” 相 比 较
,

该 有可 能作 出 结 论 了
。

《魏书
·

礼 志》 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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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验 焉
。

其 岁
,

遣 中书
-

侍 郎 李敞诣 石 室
,

告 祭 天 地
,

以皇祖 先批 配
。

⋯ ⋯ 石 室 南 距代 京可 四 千 余 里
。 ” 同 书 《乌 洛

侯 传》 又 载
: “ 乌洛 侯 国

,

在地 豆于 之北
,

去代 都 四 千 五 百 余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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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经 实 测

,

嘎 仙 洞 南 北 长 九 十 二

米
,

东西 宽 二 十 七点八 米
,

高二十 多 米
,

与 《魏 书》 所记石 室 的 规 模相 符 ; 洞 内 石壁上 镌 刻

之 祝文
,

内 容也 与 《魏 书
·

礼 志 》 记 载基本 相 符 ( 个 别 字 句 稍有 出 人 )
。

� 这就 证实 了 嘎 他二

� 拙 文 《鲜卑 石 室 的发 现 与 初步 研究 》
,

参 见 《文 物 》 年 第 期
。

� 嘎 仙 洞规 模 与 祝 文
,

详见 《鲜 卑石 室的发 现 与 初步 研 究 》
。

1981 2



洞 就 是 拓 跋鲜卑 祖先 的 “ 旧墟 石 室 ” ,

使 我 们 有足 够 的 理 由论定
:

历史 学 界长期 聚 讼纷 纭的

大 鲜 卑 山
,

就 在这 一带
。

( 附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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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魏 书
·

太祖 记》 载
,

太祖 皇 帝拓 跋硅 曾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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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这 就 是说
,

拓 跋 氏 的 祖 先
,

在北 方控 制 了

许 多部落
,

当 了酋 长
,

到 拓 跋 硅 (公 元 386 ~ 40 9 年在位 ) 时
,

已 经有 一百 多代 了
。

同 书 《礼

志》 也有 “魏 氏 居百 王 之 末
,

接 分 崩之 后
”

的 说 法
。

据 同 书 《序 纪 》 交 待
,

在大 鲜卑 山 时 “ 世

为君 长
,

统 幽 都 之北
,

广 漠之 野 ” , “ 积六十 七世
,

至 成皇 帝 讳毛立 ” 。

毛 为拓 跋 硅以 前二

十 代 祖先
,

大 约 生 活 在公 元 前 一
、

二 世 纪
。

从 毛 到 拓 跋硅
,

中间 共 “二 十 八 帝
” ,

加上 毛 以 前

的 “ 六十 七世 ” ,

与 “百 代 之季 ” 、 “ 百王 之末 ” 等说 法
,

大 体一致
。

一 代 以 二 十年 计 算
,

一百 代 则 为二 千 年
,

故 从 拓 跋 硅往 前一 百代
,

至 少 可上 溯至 公元 前十六
、

七 世 纪
,

相 当 于 中原

的 夏 末商 初时 代
。

由此 可知
,

其 祖先 在这 个
“

旧 墟石 室
”

—
嘎仙 洞 一带 居 住的 时 间是相 当久

远 的
。

可 以 说
,

这 一带 就 是拓 跋鲜卑 的发源 地
,

大 鲜卑 山 也 只 能 在这 里
。

不过
,

大 鲜卑 山是 指一 个 山 峰
,

还是 指整 个一 条 山 脉? 如 果是 一个 山峰
,

这 个 山 峰 的具

体 位 置在 哪里 ? 尚难以 确 指
。

根 据这 一带 地理 情况来 看
,

在 嘎仙 洞鲜卑 石室 正北 八十 公里 有

一 个 大 白 山
,

是大 兴安 岭北 段的 最高峰
,

海 拔1 52 9 米
,

俗称 甘 河顶 子
,

为 甘 河
、

根 河
、

贝 尔

赤 河
、

呼玛 河 等众 流的 发 源 地
。

百 里 以 外就 能 望 见 它 那 终 年 积 雪的 皑 皑雄 姿
。

在其 周 围
,

林

海苍 茫
,

禽兽 群聚
。

这 样 富饶
、

美丽
、

令人 产生 神圣 之 感 的 山峰
,

自然 会 给 鲜卑先 民 留 下深

刻 的 印象
,

不 免 用 它 来 代 表 自己 赖 以 生存 的 美好 家 乡
,

称 之为 大鲜 卑 山
。

大 鲜卑 山 不 论是 指的 一个 山 峰
,

还是 指一 条 山 脉
,

其 具体 位置 在大 兴安 岭这 一 点是 可以
.



肯 定的
。

二
、

大 泽

与 鲜卑 石室 有关 的 另 一个地 名
,

是 《魏书》 所说 之 “大 泽 ” 。

《魏 书
·

序纪 》 记 载 拓 跋

鲜 卑的 远祖 毛之 后 又 传五世
, “ 宣皇 帝讳 推寅立

。

南 迁大泽
,

方 千余里
,

厥 土 昏冥 沮 枷
。 ”

对 此大 泽
,

舆 地 学 家 丁 谦 在 其所著 《魏书外 国传 地理 考证》 中认 为是指 贝 加 尔 湖
: “于

已 尼大 水即 贝 加尔 湖
,

乌 洛 侯西 北二十 日行 道里 正合
, 《史 记》

、

《汉 书》 所称北 海均 指此

湖
。

魏 先帝 石 室 在湖 南滨
。

考 《魏书
·

本 纪》 载 宣帝 南迁 大 泽
,

方千 余里
,

厥 土 昏冥 沮 枷
,

盖指 此 地
。

即汉 时 丁零 国也
。 ”

但 更多 的历史 学 家 认为
,

推 寅南迁 之 大泽
,

当即 呼伦 湖
,

即 当地通 称之 达来 湖
。

如 《呼

伦 贝 尔 志略》 称
: “大 泽即 呼伦 湖

。 ” 又 如 马 长寿 在其 《乌桓 与 鲜卑》 一 书 中认为
: “ 南迁

大 泽方 千余 里
,

当系一 个湖 泊 众 多的 沮 枷地 带
。

这 一地 区
,

从 迁徙 方 向 与地形 来说
,

可能就 是

呼 伦 贝 尔湖 区 ” 。

宿 白同志 在其 《东北
、

内蒙 古 地 区 鲜卑遗迹 》 一 文 中也认 为
: “ ‘

南 迁 大

泽 方千 余里
’

的 大泽
,

应是呼 伦池
。 ” 并 进而 从考 古 学 上 论证 了 在 呼伦 湖 北 岸 发 现 的 扎 来诺 尔

古 墓群 即 为 拓跋鲜 卑 南迁 后 留下 的遗迹
。

不 过
,

对 于 扎 来 诺尔 古墓 群的 族 属
,

看法 仍 不一 致
。

现 在
,

由于 鲜 卑 石室 的 发现
,

有 了 一个 准确 的 地理 座标
,

也就 为后 一 种 立 说提 供 了 可 靠

论据
。

它 表 明 拓 跋 鲜卑 祖 先 原 在大 兴安 岭北 段
,

只 是 到 推寅 时才 南迁到
“

方千 余里
”

之大泽
。

查 在 鲜卑 石 室 以 南
,

并 没有 可 以 称 得起
“

方 千 余 里
”

的 湖 泊
,

只 有其 西南 的 呼 伦 湖堪 称 得上
,

该湖 水面 南北长 约 二百里
,

东 西 宽 约 七十 里
,

周 围约 五 百 多里
。

千 百年来
,

因 雨量变 化
,

湖

面时 大时 小
。

以 当时之 里 (较 现在 的 里 要 小 ) 计算
,

与 “ 方千 余里 ” 是 大致 吻 合 的
。

由此 联 想 我 国先秦 古 籍 《山 海经》 所记 之 “大 泽” ,

也可 能 即 为今呼 伦湖
。

《山海经
·

海 内西 经》 载
: “东 胡在 大泽 东

。

夷人 在 东 胡东
。

拓 国在汉 水 东北
。

地近 于 燕
,

灭之
。 ” 《史

记
·

匈奴 列传》 载
: “ 燕北有 东 胡

、

山戎
,

各 分散 居溪谷
,

自有君 长
,

往 往而 聚 者 百 有 余

戎
,

然莫 能相一
。 ” 服 虔说

: “ 东 胡
,

乌 丸 之先
,

后为 鲜卑
。

在 匈 奴东
,

故 日 东胡
。 ” 根 据

鲜卑 石 室 所在位 置
,

已 知 拓跋 鲜卑 早期 居住 地 就在 大兴 安岭北 段
,

即 今 嘎仙 洞 一带 地 方
,

则

可 推知
,

鲜卑之 先 民东 胡
,

其 住 地也 当 在这 一带 地方
。

再从 《山 海经 》 所 记述 的东胡 之 地 望来 看
, “ 夷 人 在东 胡东

。

貂 国 在汉 水 东 北
。

地近 于

燕
,

灭 之
。 ” 这里 所 说 的 夷人

,

即 夫余 之先 民
。

《后 汉 书
·

东 夷 传》 载
: “ 夫 余 国

,

在 玄芜

北 千 里
。

南与 高 句丽
,

东与抱 娄
,

西与 鲜卑 接
,

北 有 弱 水
。

地 方 二千里
,

本 涉地也
。 ” “ 于

东夷 之 域
,

最 为平 敞
,

土宜 五 谷
。 ” 蒙 文通 以 溜 为夫 余

,

貂 为 高 句 丽
。

弱水 在此 指 黑 龙 江 中

游
,

系以 今结 雅河 为源
,

其水 流人 今黑 龙 江后
,

古 统称为 弱 水
。

� 夫 余 “ 北 有 弱 水 ” ,

则其

地 当在今 呼嫩 平 原 一带
。

这 一 带 的 自然 特点就 是 “ 最为 平敞
,

土宜 五谷 ” 。

夫 余在 这 一带 “西 与鲜卑 接 ” ,

当 即隔 嫩江西 与 大兴安 岭一 带 的鲜卑 相接
。

先 秦时 代 的

东 胡
,

与 汉 魏 时代 的 鲜 卑
,

地 域 当 是一 致 的
。

故 夷人 ( 即夫 余) 西边 的东 胡 之 位置
,

自当 在

大兴 安 岭一 带
。

这 样
,

东胡西 边 有 大泽
,

则 此大泽也 只 能 是呼 伦湖
。

《山 海 经
·

大 荒北 经》 又 载
: “有 大泽

,

方 千里
,

群 乌所 解
。 ” 此 处所 说 “方 千里 ” 之

大 泽
,

与 《魏书》 所说
“

方 千余里
”

之大 泽都 当 同 样指 呼伦湖 而言
,

因为此 外 别无 方 千里 之 大

� 《汉 玄 冤 郡 考 》
,

《吉 林大 学 社 会科 学学 报 》 年 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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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
。 “ 群 鸟所 解” 之 “ 解 ” 指解 羽

,

就是 脱毛换 羽
。

呼 伦湖东 南岸 边 的乌兰 泡 沼 泽地 带
,

每

年 春季
,

南 雁 北来 在此脱 毛 换羽
,

抱 窝孵 化
。

成千上 万 的 大雁
,

这 时都 因 翅 膀脱 羽 而 飞 不 起

来
,

只 能 在 沼 泽
、

草丛 中浮 游
。

每 当 这 个 季节
,

渔 场工 人 们 用 长 达两 千 多米 的 大 网 捕雁
,

一

网 能捕 获数百 只 甚 至一
、

二 千 只 大雁
。

所 谓 “ 群 鸟所解 ” ,

正是 指的 这 种 情况
。

�

三
、

乌 洛 侯

关 于 乌 洛侯 的 地 理位 置
,

历代 看法 歧 异
。

现在
,

鲜卑石 室 已 经 找到
,

该 石室 位于嫩 江上

游西岸 支 流甘 河上 源
,

靠 近大兴 安 岭北 段 顶 巅之 东 麓
,

水 系属嫩 江流 域
,

根 据这 一准 确的 座

标
,

也 就可 以 查 实 乌洛侯 的 位 置 了
。

《魏书 》 既 已 明 确交 待 “ 其国 西 北 有国 家 先 帝 旧 墟 石

室 ” ,

可 知 乌 洛侯就 在 该 “ 旧 墟石 室
”

之 东 南
,

其具 体位 置 当在 嫩 江 中游
,

即 今 齐齐 哈尔 西

部 一带
。

又 据
,

乌 洛侯在 唐代 称 乌罗 浑
,

按 现 代 蒙古 语 “ 乌拉” 为 山
, “ 浑 ” 为 人

。

依 此 词

义
,

乌洛侯 可 能 即 “ 山 中人 ” 之意
,

原 为 居 住在 山里 的 人
,

分 布在 今 齐齐哈 尔 以 西 直到 大兴

安 岭一 带 山 地
。

这 里 地势 西 高 东低
,

大 兴 安岭 分水以 东 诸河 川 皆东 流人 嫩 江
,

从 北 往南 依 次

有 甘河
、

诺 敏河
、

阿 伦 河
、

雅 鲁 河
、

绰 尔 河
、

挑 儿 河 等
,

都是 流人 嫩江
。

这 一情 况 与 《魏 书
·

乌 洛侯传 》 所说 “ 其地 小 水 皆注 于 难
” ,

是 完全符 合 的
。 “ 难 ” 即指 嫩江

。

这一 带 地 方
,

与 《魏 书
·

乌洛侯 传》 所描 述的 自然 条件 及居 民 习 俗也 完全 符 合
。

如 t’)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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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些 景象

,

在

大 兴安 岭 以西 (所 谓 呼 伦 贝 尔城 境) 的干 旱草 原 地带 是 见 不 到 的
。

岭 西干 旱草 原
,

雨 量 稀

少
,

很 难 说是 “其 土 下湿 ” 。

从 其 “ 多泵
、

有 谷麦 ” 和 “ 冬 则穿 地为 室 ” 的 情况 来看
,

应是

定居 的 农 业部 落
,

与 岭西 呼 伦 贝 尔 高原 上 的牧 区 景 象是 完全 不同 的
。

所以
,

北 魏 时期 的 乌洛

侯
,

应 在嫩 江中游 西 至大 兴安 岭山 地 之 间
,

与 唐 代乌 罗 浑 的 位置 大体 一 致
。

我 们来 看一 下唐 代 乌罗 浑 的 位置
。

((I 日唐 书
·

北 狄传》 载
: “ 乌 罗 浑国

,

盖 后魏 之 乌洛

侯也
,

今 亦 谓之 乌罗 护
,

其 国 在京 师东北 六千 三百 里
。

东 与鞋鞠
,

西 与 突 厥
,

南 与契 丹
,

北

与 乌丸 接
。 ” 同 书又 载

:

雪 “ 东接鞋 鞠
,

西至 突 厥
,

南至 契丹
,

北与 乌 罗 浑 接
。 ” 从 这 些 记

载 可 以 看 出
,

唐代 乌罗 护 是 南 与契丹 相接
,

又 与 霞相 接
。

据 《唐 会要
·

室 韦 传》 载
: “ 和 解

部 落 次 东又 有与 罗 护 部落
,

一 名乌 罗 浑
,

元 魏谓 之 乌洛 侯
,

居 磨盖 独 山 北
,

吸 河之 侧
。

⋯ ⋯又

有 那 礼 部落 与 乌罗 护 犬 牙错居
。 ” 此吸 河 当为 今绰 尔 河

。

乌罗 护 在 “ 吸 河 之 侧 ” ,

则 其南界

当 在绰 尔河 以南 至 沮日L河 一带
。

其东 段 南与 契丹 相接
,

西 段南 与舀相 接
。

《旧 唐 书》 说 乌罗 护 “在 京师 东北 六千 三百 里 ” ,

又 说室 韦 “ 其 国在京 师东 北 七千里
” ,

依 此推 算
,

则 乌罗 护 东北 距 室韦 ( 当 在 今嫩 江县 之北
,

后 文有 专题 论及 ) 为 七百 里
,

正 当今

绰 尔河 一带
。

《旧 唐 书 》 还 说乌 罗 护 之北界
, “ 北 与乌 丸 接 ” 。

同 书 《室韦 传》 又 载
: “ 乌 罗 护 之 东

北 二 百 里
,

那 河之 北有 古 乌 丸 之遗 人
,

今亦 自称 乌丸 国
。 ” 那 河 即 嫩 江

,

乌丸 在 乌罗 护 “东

北 二 百 余里 ” ,

又 是那 河之北
,

则 当在 今嫩 江上 游
。

马长 寿先 生在其 《乌桓 与鲜 卑》 一 书中

说
: “ 那 河 即 今 黑 龙 江

,

此 乌桓遗 人 在 黑龙 江以北 今 苏联 西伯 利亚东 部 境 内
。 ” 这 是 不 对

的
。

如 果 乌丸 遗 人 是在黑 龙 江以北
,

则 与嘎 仙 洞东南 的乌 罗 护 相距 就不 只 是 二百 余 里 了
。

实

际 那 河 不 是 黑 龙江
,

而是 嫩江
,

这 一 点 将在 后面 专题 论述
。

� 参 见 袁坷 《山 海 经 校 注 》
。:



《旧唐 书
·

北狄 传》 又 载
: “ 乌丸 东 南三 百 里

,

又 有东 室 韦部落
,

在播越 河之 北
。

其 河东

南 流
,

与那 河合
。 ” 播越 河为 嫩江西 岸 的 支 流石 摇 越 河 之 北 的 东 室韦

,

以 及东 室 韦西 北三 百

里 的乌 丸
,

都 应 在嫩 江 以 西
。

由此可 证
,

乌丸 西 南二 百余里 的 乌罗 护
,

也必 然 在嫩 江 以 西
。

四
、

地 豆 于

地豆 于
,

始见 于 《魏 书
·

地豆于 传 》 : “ 地豆 于 国
,

在失 韦西 千余 里
。

多 牛 羊
,

出 名

马
,

皮 为 衣服
,

无 五 谷
,

惟 食 肉酪
。 ” 同 书又 载

: “ 乌洛 侯国
,

在 地 豆于 之 北
。 ” 《北 史》

关于 地豆 于 之 记 载
,

与 《魏 书 》 相 同
。

此 后
,

地豆 于 这 个 名字 就不 见 于 史 籍 了
。

前面 已 经 交待
,

乌 洛 侯在 嫩江 中游
,

即 今 齐齐哈 尔 以 西直 到 大 兴安岭 山 地 之 间
。

北 不 过

甘 河 上 源 的 嘎 仙 洞 一 线
,

南不 过挑 儿 河
。

根据 《魏 书》 所 说
, “

乌洛 侯 国
,

在地 豆 于 之 北
” ,

可 知 地 豆 于 即 在上述 乌 洛 侯所 在地域 之 正 南
。

其北 界大致 在挑 儿 河上 游
,

与 乌洛 侯 相接
。

地 豆于 的 方位
,

应 同 隋 唐 时的 霎 国位 置 大体 一致
。

((l 日唐 书
·

北 狄 传》 载
: “ 霎

,

匈奴

之 别种 也
。

居 于 黄水 北
,

亦 鲜卑 之 故 地
,

其 国 在 京 师东 北五 千里
。

东 接袜揭
,

西 至 突 厥
,

南

至 契丹
,

北 与乌 罗 浑 接
。

地 周 二 千里
,

四面 有 山
,

环 绕 其境
。 ” 从 地 理形 势 上 看

,

当 在 大兴

安 岭南 段 的 山 地 之 中
,

即 今 挑 儿 河上游 以 南一带 地方
。

其东 与鞋鞠 相 接
,

距 高句 丽 也 不 会

太 远
。

《北史
·

契 丹 传》 记 载
: “ 太 和 三年

,

高 句 丽 窃与蠕 蠕谋
,

欲 取 地豆 于 以 分之
。 ” 可

见
,

地豆 于 当处于 蠕蠕 与高 句丽 之 间
。

丁 谦认 为
, “ 地豆 于 当在 南 室 韦 西

,

今 乌 珠 穆 沁

旗 ” , � 这 显 然 是太 偏西 了
。

根据前 文 所 述 乌洛 侯之 地 理 位 置
,

在其正 南 的 地豆于 当 在 挑 ) L河 以 南的 大 兴安 岭南部 山

地 之 中
,

其 东界 当达到 挑 儿 河 中游 一带
。

五
、

难水
、

捺水
、

那河

乌洛 侯的 方 位 既 经证 明 在 嫩江 中游
,

即 今 齐齐哈 尔以 西 直至 大 兴安 岭 山地 中 间这一 带 地

方
。

这 样
, 《魏书

·

乌洛 侯传》 所 说的 “ 其 地 小水 皆 注于 难 ” 一语
,

也就 完全可 以 理解 了
。

因 为 齐齐哈 尔 以西 到 大兴 安岭 山 地 中 间这 一带 地方 的小 水
,

如甘 河
、

诺敏 河
、

阿 伦河
、

雅鲁

河
、

绰 尔河 以至 挑 儿 河等
,

都 只 能是 注人 嫩江
。

故 “ 皆注于 难 ” 只 能 就是 指 皆注 于 嫩江
,

别

无 共它 可解
。

所 以
,

难水 即 今之 嫩江
,

这 个问题 也就 最终 得到 证 明
。

长 期 以 来
,

舆地 学 家 对此 意见分 歧
。

丁 谦 在其 《魏书 外 国传 地理 考证》 中 说 “ 难 水 本

日 斡 难河
,

为 黑 龙 江上 源 ” 。

根据 上面 考述
,

此说 显然不 对
。

马 长寿 教授认 为
: “难 水 即

《唐 书》 之 那 河
,

今 称黑 龙 江
。 ” � 把黑 龙 江当难 水

,

与 《魏 书》 对难 水的 描述
,

也 有 矛

盾
。 《魏 书

·

勿 吉传》 曾记 其使 者乙 力支叙述 自己 赴代 京朝 贡所经 过 之 路 线
: “初 发其 国

,

乘 船 溯 难河 西 上
,

至 太 添 河
,

沉 船 于 水
,

南 出陆行
,

渡 洛孤 水
,

从 契 丹西界达 和 龙
。 ” 和 龙

即 今 辽宁 省之 朝 阳
。

太 添 河 同 书也 称太 鲁水
, 《北史》 作大 岳鲁 水

, 《新唐书》称它漏 水 或 他

漏 河
, 《辽 史 》 称挞 鲁 河

, 《金史 》 称 滔 尔 河
, 《元史 》 称 塔兀 儿 或托吾 儿

,

清代称 陀 喇 河

或 陀 罗 河
,

又 作 陶 尔 河
,

今 作挑 儿 河
。

太添
、

太鲁
、

太岳 鲁
、

它 漏
、

挞 鲁
、

滔 尔
、

塔兀 儿
、

托 吾儿
、

陀 喇
、

陀罗
、

陶 尔
、

似匕JL
,

皆为同 音 异 写
。

由此可 知
,

此 河名称 至 今一 直未 变
,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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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 河 即 今 挑 儿 河
。

乙 力支所 走 的路线
,

如 果溯 黑 龙 江西 上
,

无 论 如何 也不 能 直 接 进 入 挑 儿

河
,

只 有 从今 之嫩 江 与东流 松花 江 才能进 入
。

故 “ 沂难 河西 上
,

至 太 添河 ” ,

只 能 是指 ( 由

哈 尔 滨一 带) 溯东 流松 花 江和 嫩江 进人挑 儿 河
。

到挑 儿 河 河 曲最 南端 今 挑 南 附 近
,

弃舟 登陆
,

取 最短 路 线到 达 朝 阳 ( 和 龙 )
。

十分 明 显
, 《魏 书》 所说 的 “ 难 河” ,

就 是 指今 之 嫩 江及东

流之松 花 江
。

难 河
,

在 同 书 《失韦 传》 中又 称 “捺 水 ” ,

即 《唐书》 所 称 之 “ 那 河 ” 。

《唐 书
·

流 鬼

国 传 》 载
: “ 达 末娄 自言 北扶 余之 裔

,

高丽灭 其 国
,

遗人 渡那 河
,

因 居 之
,

或 曰 他漏 河
,

东

北 流人 黑 水
。 ” 《唐 书》 把 那 河与他 漏河 视 为 一 条水

,

所以 把 那 河 “ 或 日 他漏 河 ” 。

他漏 河

即 挑 儿 河
,

与 挑 儿 河相 通 之 水 即 嫩江
。

可 见
,

此那 河 即 今嫩 江
。

那 河
,

在 《辽 史 》 中又 称 纳水
。

� 屠 寄 的 《蒙兀 儿 史集 》 一 书称 嫩江 为
“

纳 悟 沐 连
” 。

�

张 穆在 其 《蒙 古 游 牧记 》 中指 出
,

嫩 江 “ 又 名 诺尼 江
,

古 名难 水
,

亦 曰 那 河
,

明 人 谓 之 脑 温

江
。 ” 现代 蒙 古 语称 嫩 江为 “ 努文 木仁 ” 或 “ 纳文 木仁 ” 。 “ 木仁 ” 即 江

,

或 为 “ 木 伦 ” 、

,’ 沐涟 ” 、 “ 没 里 ” 、 “ 穆楞 ” 都 是 同 音 异写
。 “

努文 ” 即 碧绿 之 义
,

这是 因 为其 江 水 澄 澈
,

色 呈 碧 绿
。

保 留 古 蒙语 较 多之 现 代达 斡尔 语称 碧 绿 ( 白 菜 绿 ) 为 纳 文
。

难
、

捺
、

那
、

纳
、

纳

悟
、

脑 温
、

诺 尼
、

努文
、

纳 文
、

嫩
,

都是 同 音 异写
,

为碧绿 之 义
,

嫩 江乃 因 此 而得 名
。

最 早 见 于 《魏 书》 的 “ 难 ” ( 即 现代 达斡 尔语 的 “ 纳 文 ” )
,

应 是居 住 于 这 里 的 东 胡后

裔 即 汉 魏 晋时期 的 鲜卑 人语 言
。

由此 可见
,

鲜 卑 民族 的分布
,

当 时东 达 嫩江
。

六
、

失 韦

失 韦最 早见 于 《魏 书
·

失韦 传》 : “ 失 韦 国
,

在 勿 吉北千 里
,

去 洛六 千里
。

路 出 和 龙 北

千 余里
,

入 契丹 国
,

又 北 行三 日有盖 水
,

又 北行 三 日有 犊 了 山
,

其 山 高 大
,

周 回 三 百余 里
,

又

北 行三 日有 大水 名屈 利
,

又 北 行 三 日至 刃 水
,

又 北行 五 日到 其 国
。

有 大水从 北而 来
,

广 四 里

余
,

名 捺 水
。

国土 下湿
。

语 与 库 莫奚
、

契 丹
、

豆莫 娄 国同
。

颇有 粟麦 及襟
,

唯 食猪 鱼
,

养牛

马
,

俗 又 无羊
。

夏 则 城 居
,

冬逐 水 草
。

亦 多 貂 皮
。 ” 同 书 《地 豆 于传 》 又 载

: “ 地 豆于 国
,

在 失 韦 西千 余里
。 ” 《北 史》 失 韦作室 韦

,

所 记略 同
,

唯 “盖 水 ” 作 “ 善 水 ” 。

从 这 些 史料 所 提供 的 地 望关 系 来推 求 失韦 之方位
,

可以 找到 两 个基 点
: 1

. “ 失韦 国
,

在

勿 吉北 千里 ” ·

, 2
. “ 地 豆于

,

在 失韦 西 千 余里 ” 。

关 于 勿吉所 在 位置
, 《魏 书

·

勿吉传 》 记 载 如 下
: “ 勿吉 国

,

在 高 句丽 北
,

旧 肃 慎 国

也
。 ” “去 洛五 千里

。

自和 龙 北 二百 里 有 善玉 山
,

山 北 行十 三 日至祁 黎 山
,

又 北行 七 日至洛

镶 水
,

水广 里余
,

又 北 行十 五 日至 太 鲁水
,

又 东北 行十 八 日到 其 国
。

国 有大 水
,

阔三 里 余
,

名 速末 水
。 ” 可 知 勿吉 在速 末 水流域

。

由太 鲁 水 即挑 JL河顺 流而 下 “ 又 东 北行 十 八 日 到 其

国 ” ,

由挑 儿 河 河 曲最 南端 即 今 挑 南 附近 顺流而 下
,

东北 行十 八 日可 达今 哈尔 滨 一带
。

勿 吉

当 即 在 这里
。

失韦 国 “ 在勿 吉北 千里 ” ,

即 以 哈尔 滨 一 带为基 点 求 出 其北 千里 之 线
,

就 是失

韦所 在 之 纬 度线
。

地 豆于 之 位置 前文 已 交 待
,

在 桃 儿 河以 南 的 大兴 安岭 山地 一 带
。

以 此 为 基 点 求 出 其 东
“ 千余 里 ” 之线

,

与 勿吉 以 北 千 里 之 线 相 交之 点
,

大 致 在今嫩 江 县一带
,

这就 是 失 韦所 在方

� 《辽 史
·

圣 宗 纪 》 载 : 圣 宗 在 大 平 二 年
、

三 年 正 月
,

均 “ 如 纳 水钩 鱼” 。

� 《蒙 兀 儿 史 集 》 卷 “ 斡赤斤 原 受 农 土
,

在 蒙古 东 北面 界 外
,

语 刺 沐 涟 以 北
,

跨 有纳 语沐 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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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这 里 南与 勿吉
、

西 与地豆 于 均 相距 千里
,

恰 成三角之 势
。

失 韦之 大 体方 位既 已 明 确
,

则 由和 龙 至 失韦 所 经路 线 与 山 川
,

也 可大 致 据以 推 求了
。

按

《魏 书》 所记 之 路 线
:

“ 路 出 和 龙 ”

—
即 由朝 阳 之 路北 进

,

去 失 韦
,

如 取 直 线 路 径
,

必 当 沿 大 兴 安 岭 之 东

麓
,

经今 开 鲁 县
、

科 右 中旗
、

科右 前旗
、

扎 来 特旗 等地
,

方能 直趋 嫩江 县
。

走 这 条 路 线
,

按

《魏 书》 所 记 的 山 川 道里 依 次 排列 应大体 如下
:

“ 路 出 和 龙 北千 余里
,

人 契丹 国
。 ” 北 魏 当时之 里 较 现在 的 里 小

,

参 考三 国 时代之 里
,

其 一百 里 约 当 今 之六 七 十里
,

则 朝 阳以北 千 余里 的契 丹国
,

当 在辽 河流 域之 开 鲁至 通 辽一 带
。

由契丹 到 失 韦还 有二十 七 日之 行 程
,

如将 这 一 段路 程 (从 辽河 到 嫩 江 县) 分作二 十七 等分
,

则 每天 约 行 五六十 里
,

其行 程应 为
:

“ 又 北 行十 日至 吸 水
,

又 北 行三 日有 盖 水 ” 。

此 吸 水 似与 《唐全 要 》 所 说 的 吸 河 不 同
,

此 吸 水 与盖 水 当 在霍林 河 至 挑 儿 河一带
。

“ 又 北 行三 日有犊 了 山
,

其 山 高 大
,

周 回 三百余 里
。 ” 从 挑 儿 河 一 带北 行三 日所 经之 大

山
,

能 称 得起 “ 周 回 三 百 余 里 ” 的
,

只 有 扎 来 特旗境 内 的 神 山
。

此 山 海拔 8 58
.

8 米
,

绝对高

度 在大 兴安 岭群峰 之 中虽不 算首 屈 一 指
,

但 其 相对 高度则 在五 百米以 上
。

东西 横 亘 七
、

八十

里
,

如 合 北 魏时代 之 里
,

则 周 回 当 有 三百 多里
。

由此 往北 直至 嫩 江 县 一带
,

都是 一些 低 矮 的

丘 陵
,

所 以
,

只 有 此 山 堪 当 “ 周 回 三 百里 ” 之 犊 了 山
。

如 果这个 犊 了 山得 以 确指
,

则 与 之 相

关 的 其 余山
、

川 便 都可 以 推 定 了
。

“又 北行 三 日有大 水 名 屈 利 ” 。

由神 山 北行 三 日所 迁 的大 水
,

当 在雅鲁 河 一 带
。

“ 又 北 行 三 日有 刃 水 ” 。

刃 水 当在阿 伦河一 带
。

“ 又北 行 五 日到 其 国” 。

渡过 阿 伦河 再 北行 五 日
,

就 恰好 到 达嫩 江县境 了
。

“ 有 大水 从北 而来
,

广 四 里 余
,

名捺水 ” 。

嫩江 县
,

有嫩 江 (上 游) 从 北而 来
,

故 此 捺

水 即 嫩 江
。

将和龙 至 失韦 之路程 与 所 经 山
、

河 作如 此 排 列
,

至 少 有 三点 较 为切 实
: 1

.

失 韦的 方位

定在 嫩 江县 一 带
,

与勿 吉
、

地 豆于 之 间的 距 离
,

跟文献 记载 相符
。

2
.

犊 了 山 “ 其 山高大
,

周 回 三百 余里
” ,

与 神 山 的实际 情况 相符
。

3
.

从朝 阳 至 嫩江 县 之 间
,

在 霍林 河 以 北 有挑 儿

河
、

绰尔 河
、

雅鲁 河
、

阿 伦 河
、

诺 敏河
、

甘 河等 河 川
,

均 系大兴 安岭 分水 岭以 东 自西 向 东并

行 流 人 嫩 江 之 支流
。

文 献所 记 吸水 以 北 诸河 川 依 次排 列大体 都能 找到 恰 当位 置
。

虽然 难以全

部 确 指
,

但 捺 水与犊 了 大 山 这 两 个 点 确 定以 后
,

其余也 便可 大体推 知 了
。

以嫩 江 上 游 当 捺水
,

前 人 多有 论述
,

各 有所 据
,

在此 不赘
。

白 鸟库 吉等人 以 黑 龙 江 当捺

水
, � 致与 其相 关 之 山 川

、

部 落方位 均 多 蚌错
,

早 已 不 为史 家 所取
。

丁 谦认 为
: “ 吸 水在演 水

北
,

即霍勒 河
。

盖 水 即桂 勒尔 河
。

犊 了 山 即 达齐 图岭
,

为 索岳 尔济 山 东面 分支
。

屈 利水 即绰

尔 河
。

刃水 即 济 沁 河
,

一 作 音 河
。

襟水 即 诺敏 河
。 ” � 济 沁 河并 非音 河

。

济 沁 河 为注 入 雅鲁

河 南岸 之支 流
,

而 音河 则 是 雅 鲁河 以 北 与 阿 伦河 并行 的 一 条小河
。

此 系 丁 谦之 误
。

他 以 襟 水

( 百 钠 本作 捺 水) 当 今 之诺敏 河
,

而诺 敏河 在嘎 仙洞 鲜卑 石 室 之东南
,

这 里 正是 乌洛 侯之 地

域
,

故 诺敏 河 不可 能 是 失 韦 所 在之 捺水
。

( 下 转47 页)

� 白 鸟库 吉 。 《东 胡民 族 考 》
。

� 《历 代 各 族 传 记 会 编 》 页
,

《魏 书
·

失 韦 传 》 〔丁 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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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蕃汉 马步 都指 挥 使 ” 这类 高 级 武 职
。

据 《旧 五代 史 》 卷 五三 《李存 信 传》 可 知
: “ 李存 信

本 姓 张
,

⋯ ⋯ 父 君 政
,

回 鹊部 人也
。

大 中元 年 ( 847年 )
,

随 怀化 郡 王 李 思 忠 内附
,

因 家 云 中

之 合 罗 川
。

存 信通 黯 多数
,

会 四 夷语
,

别六蕃 书
,

善 战
,

识兵 势
。

初为 献祖 (李 国 昌 ) 亲

信
,

从 武 皇 入 关平 贼 (指 镇压 黄巢 农 民起义
—

引者 ) 始 补军 职
,

赐 姓名
。

大 顺 中
,

累迁至

马步都 尉 ⋯ ⋯ ” 。

这 里说 明 了 两个 重姿情况
,

一 是李 存信 原是 出 自南 迁 回 鹊 中 由特 勋 咀 没斯

率领 的 一支
。

如 前 所述
,

咀没 斯率 众 内附后
,

被 唐 封为怀 化 郡王
,

赐 姓 名李思 忠
,

其部 众被

集 中安 置在 云 朔等 州
,

正好 与 上 引相 合
。

再 一 点 是
,

李 存信 曾参 加 了 镇 压黄巢 农 民起 义 的 活

动
。

由于李 存信 多权数
,

善 征战
,

很 得李 国君
、

李 克 用 父 子 的 重 用
,

官 做到 检校 右仆 射
、

检

校 司空
。

还 有 的 回 鹊人
,

在 沙陀 部队 中担任 中下级 军 官
,

如 “ 代居 云 朔 间 ” 的 何 庆
、

何怀 福

父 子
, “ 俱 事 后唐 武皇 为小 校 ” 。

� 当 然更 多 的 回 鹊 人 则 充 当 了 沙 陀贵 族 的 骑兵
,

诚 如 李克

用 炫耀 的 那 样 : “ 回 绝 ( 鹊) 师徒
,

累从 外 舍
,

⋯ ⋯ 控 弦 骑马
,

宁 有数 乎 ! ” 在推 翻后 梁建

立 后 唐 的过程 中
,

立 下 了 汗马 功劳
。

后 唐天 成元 年 ( 92 6 年 )
,

唐明 宗李 嗣 沉 即 位
,

回 鹊人

张 从 训 因 与 李嗣 沉 “ 有 旧” ,

被 “ 授右 州 刺 史 ” 。

� 显 然
,

张 从 训 对于 李 嗣 沉 取 代 李 存 助

当皇 帝一 定 有 所赞 助
,

否 则不 会仅 凭 “ 有 旧 ” 便遮 迁 州刺史 的 官 职
。

及石 敬 塘 起兵
,

张 从训

仍 然 站 在后 唐 王 朝 的 一 边
,

结果 兵败 遁 逃
。

但 由于 张从 训跟 石敬 塘 有 着姻 缘关 系 , 所 以 在石

敬 塘称 帝 建 立 后晋 之后
,

依 然 让 张从 训作 了 “ 泽 州刺史
,

检 校太 保” 。

后 晋 少帝石 重 贵时
,

又 “以 后父 之故
,

超赠 太 尉 ” 。

� 另一 回 鹃 人 何 建
,

则从 小跟 随石 敬塘掌 管 厩 马
。

后 晋建 立

后
,

何建 “ 累 曲禁 军 ” ,

成 为 石 敬 塘 的 心腹 手足
。

天福 年 间 ( 936
—

944 年 )
,

又 先 后担 任

五 镇节 度 使
,

官至 检校 太 傅
,

位高 权 重
,

宠 极一 时
。

后 契丹大 举进 犯
,

何建 降于 蜀
,

蜀主 “ 孟袒

待 之甚 厚
,

伪 加 同 平章 事
,

依 前 秦 州 节 度使 ⋯ ⋯
,

加 伪 官 至 中书 令
。

后卒 于 蜀 ” 。

� 何建 是

以 后 晋高 级 官 员的 身份 降 于 蜀 国的
,

随 同 何建 进入 蜀地 的 回 鹊 人
,

肯 定不 会 只 他 一 个
。

由此

可 见
,

在 五代十 国 的 政 治 舞 台上
,

回 鹊 人 涉足 的 范 围 颇 广
,

痕 迹 也是 历历 可寻 的
。

� � 《旧 五 代史 》 卷 9 40

� � ((I 日五 代史 》 卷91
。

(上 接 4 0 页 )

综 上 所 述
,

根 据嘎 仙 洞 鲜卑 石室 这 一 地理 座标
,

可 以 确证
: 1

.

《魏书 》所 载 之 大 鲜卑 111 就

在 大 兴安 岭北 部
。

这 里 就是 拓 跋 鲜卑祖 先 的 最 初 居 住 地
。

2
.

推 寅 南迁 之 “ 大泽
” ,

即 今 之 呼

伦 湖
。

依 此 推 论
,

先 秦 古 籍 《山海 经》 所 载 “ 东 胡在 大泽 东 ” ,

即 在今 呼 伦 湖以 东
。

3
.

乌 洛

侯地 当 嫩 江 中游
,

在今 齐齐 哈尔 以西 直到 大兴 安岭
,

北 不过甘 河
,

南不 过 挑 儿 河
。

4
。

地豆 于

在 挑 L河 上 游 以南 之 大 兴安 岭 山地
。

5
.

难 水包括 今 嫩江
、

东流 松花 江
、

东 至 人 海
。

捺 水 即今

嫩 江 (上 游)
。

那 河 即 今嫩 江以 及 东 流松 花江
。

6 北魏 时之 失 韦
,

在今 嫩 江县 之北
。

J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