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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蒙 元 时 代 契 丹 人 的 贡 献

俘 宝 山

契 丹是一 个 英雄的 民族
。

在 中国历 史上
,

契 丹 人 从 统 治者到平 民 百姓都发 挥 了 聪 明才 智
。

耶 律 阿 保机 建 立 的大 辽帝 国 统治北 中国 达二 百 多 年
, 1 2 3 4年

,

辽被金 灭 后
,

契丹 人 仍 活跃 于

历 史舞 台
,

尤其在 蒙元 时 期
,

他 们 又 对 蒙古统 一 全 国 和 元 朝的 建立 与 发展 做 出 了杰 出贡 献
。

成 吉思 汗 1 2 0 6年 统一 蒙古各部后
,

于 1 2 1 1年 亲统大 军开 始 了灭 金
、

西 征 和 攻 宋 的 战争
。

许多杰 出的契丹将领 参加 了征 战
,

为成 吉思 汗 及 其后 人 统` 全 国 做 出 了 贡 献
。

金 亡元 兴
,

这是个剧 烈变 动的 历 史时 期
, 《 中书令 耶 律 公 神道 碑 》 说

: “ 国 家 承 大 乱
之 后

,

天 纲绝
,

地 轴折
,

人 理 灭 ! ⋯ ⋯ 加 以南 北 之 政
,

每 每相 决
。 ” 在 这 一 转折 关头

,

一 些契

丹有识 之 士 则 顺 应 历 史趋 势
,

投入 到成 吉思 汗 军 中
,

成 为 蒙古军 中 的 重 要 力 量
。

据 《 元史 》

记载
,

在 蒙古征 战 的初 期
,

就 有数 十 名契丹 人 担 任重 任
,

发挥了 重 要 作 用
。

契丹 人 石 抹也 先
闻

“

太 祖皇 帝 ( 成 吉思 汗 ) 龙兴
,

挺 身而 归
,

出 奇计
,

单 骑掩取 东 京
” 公 ,

向成 吉思 汗 建议
:

“ 东京 ( 金 北 京
,

内蒙 古宁城境 ) 为金 开 基 之 地
,

荡其根 本
,

中原 可传 檄而 定
。 ” 石 抹也 先

被任命 为 木华黎 的先锋
, “ 过 临满

,

次 高州 ” , “ 金 人 丧 其根 本 之 地
,

始议 迁 河 南 ” ②
。

攻

取锦州
,

也 先招 募 精锐 之士 1
.

2万 人
,

号黑 军
,

随木华 黎转 战各地
, “ 从 下 北 京

,

定 幽燕
,

席
卷 青齐

,

收 地 数千 里
,

拜 御史天夫
、

上 将军 ” 子
。 “ 耶 律秃花

,

契 丹 人
,

世 居 桓州
,

太祖 时

率 众 来归
,

大 军 入 金 境
,

为 向导
,

获 所 收 马 甚 众 ” `
。

成 吉思 汗 授 其太 傅
,

封 蹼国 公
,

统 领

降蒙 的契丹 汉 军
。

耶 律 秃花 的哥哥 耶 律 阿海 得 “ 参预 机 谋
,

出入 战 阵
,

常在 左 右 ” 。

《 蒙糙

备录 》 载
: “ 首相 脱 合 ( 即阿 海 ) 太 师者

,

乃 秃花 太 傅 之 兄
。

极 狡桧
,

兄 弟 皆 归 鞋 主
,

为

相
。 ” 在 长 春 真人 邱 处 机 渴 见 成 吉思 汗 时

,

担 任 翻译 的人
,

即 是太 师耶 律 阿 海
, “ 师有 所 将

说
,

即 令 太师 阿 海 以蒙 古语 翻译
,

颇 惬圣 怀 ” ⑤
。

在 蒙古攻 金 灭 宋 的 几 十 年 间
,

这 些 契丹 将领 不 仅 以 其雄毅 勇 略
,

出入 战 阵
,

而 且 以 较 高

的谋识
,

运 筹 经 略
,

加 速 了 统 一 战争 的进 程
。

1 2 1 1年
,

成吉思 汗 由达 里 泊进 入 金 境
,

攻 占昌州
、

桓 州
、

抚 州
,

曾一 度 想 休兵
,

石 抹 明

安 谏 日 : “金 有天 下 一 十 七 路
,

今我 所 得
,

惟云 中东 西 两 路 而 已 ,

若置 不 问
,

待 彼 成 谋
,

并

力 而 来
,

则难 敌矣
。

且 山 前 民庶
,

久 不 知 兵
,

今 以 重 兵 临 之
,

传 檄可 定
,

兵 贵神速
,

岂 宜 犹

豫
。 ” ⑧ 成 吉思 汗 接受了 他 的建议

,

令 其引兵南进
,

所 到 之处 百 姓皆革食壶 浆 以迎
,

很快 占

有 河 北 诸 郡
。

《 元史 》 载
,

石 抹明 安 “ 早 从 军 旅
,

料 敌 制 胜
,

算 无 遗 策
,

虽 祁寒暑
,

未 尝不

与士 卒 均劳 逸 同 甘苦 ” 。

1 2 巧年
,

石 抹 明 安与 三 木 合把秃 儿带 兵 行经 中都地 区
,

金 相 完颜 福

兴 绝 望 服 毒 自杀
,

援 军 战 败
,

中都军 民开 门请 降
,

石 抹明 安抚谕
: “ 负 固不 服

,

以致 此 极
,

非 汝 等罪
,

守者之 责也
。 ” 悉 令 安 业

,

仍 以 粟 贩 之
,

众 皆感 悦
。

中 都 既 下
,

加 太 傅
、

邵 国

公
,

兼 管 蒙古汉 军 兵 马 都元 帅
。

在 蒙 古军 南进
,

金 朝 统 治 将 陷 于崩溃 的 情况 下
,

各地 的地 主 豪室 纷 纷 组 织 武 装
,

据 地 自

雄
,

一 时 “ 河 北 群雄 如牛 毛 ” ⑧
。

一 些 契 丹 土 豪也 趁 势拥众反 金
,

义 州 耶 律 氏 世 族 王 旬在 木

华 黎攻 取 辽 东时投入 蒙古 军
。 “ 招 集 遗 民 至 十 余 万

。

⋯ ⋯ 承 制以 旬 为元 帅
,

兼领 义
、

川 二 州



事” ②
。

辽 东耶 律 留哥 归 属成 吉思 汗 时
,

声称 其部属 为 60 余万
。

留哥 去 世后
,

其 妻 姚 里 氏
“ 权领其 众者七 年 ” 。

成 吉思 汗夸 赞说
: “ 健 鹰 飞 不 到 之 地

,

尔妇 人能来耶
。 ” L

值得 注 意 的是
,

这 些 契丹 将领 的后 代
,

在 蒙哥
、

忽 必 烈 时 期也 都被委 以重 任
。

至 元 十 二

年
,

移 刺 徨 儿 的孙 子元 臣从 垂 相 伯颜 平 宋
,

进 阶 武 义 将军
、

中卫亲 军 总 管
,

佩 金 虎 符
,

平 乱
之 后 被忽 必 烈 晋 为 昭 勇 大 将 军

。

耶 律 秃 花 曾孙 ,’, 忙古带 世 祖 时赐 金 符
,

袭 文 职
,

为随 路 新军

总 管
,

统 领 山 西 两 路新军
。

成 宗 即 位
,

授 乌撒 乌蒙等处 宣 慰使
,

兼管 军 万 户
,

迁 大理 金 齿等
处宣 慰使 都元 帅

” L
。

世居 太原 的契 丹 人 石 抹按 只 归附 蒙 古后
,

攻打叙 州
、

沪 州
,

屡立 战功
。

其
子 石 抹 不 老 “ 夜袭 宋 军

,

围 攻重 庆
,

战 功 卓著
,

袭其父 职 为怀远 大将 军
、

船桥 军 马 总管
,

更

赐 金 虎 符
,

兼 夔路 副 万 户 ” ⑨
。

综 观成 吉思 汗的征 战和 大元 帝 国的建立
,

确 实到 处都留下 了

契丹 将领 的足 迹
。

在 蒙 古国 和整 个元代
,

契 丹 人不 仅 在统 一 战争 中 做 出 了 贡 献
,

而 且在 政权建 设 中的影 响
也 是深 刻 的

。

这 是因 为 契丹族 在 几 个 世 纪 的 发展 中
,

广 泛 吸 取 了 中原 的先 进 文 化
,

特别 是
,

加 入 蒙 古政权 的是 契丹 族 的上 层
,

这 就在政 权建设 中 更 留 下 了 他 们 深刻 的烙 印
。

1 2 13年 至 1 2 1 4年 春
,

正 是 蒙古 军 队 大举 南下 之 际
, “凡 破九 十 余郡

,

所 过 无 不 残灭
” @

。

按 军 法
, “凡 城 邑 以 兵 得 者

,

悉 坑 之 ” @
。

对 此 契 丹 将领 们 劝戒 说
: “ 国 朝经 略中夏

,

宜 以

恩 信结人
,

若 降者则杀
,

后 宁复有至 者 乎 ! ” 朴 阿 海 亦奏 曰 : “ 好 生 乃 圣人 之 大德 也
。

兴 创

之 始
,

愿 止 杀 掠
,

以应 天 心
。 ” 成 吉思 汗 采纳 了他 们 的建 议 ⑥

。

蒙古军 围 北 京
,

城久 不 下
,

及 城 破
,

将屠 之
。

也 先 曰 : “ 王 师拯人 水火
,

彼 既降而 复屠 之
,

则未 下 者
,

人 将死 守
,

天 下
何 时 定乎 ! ” 卯 因 以上 闻

,

赦 之
。

这 些 建议 对 于 保 护 中原 生 产力
,

推动社 会 的发 展 起 到了积

极 的作用
。

治 弓 尚需 用 弓 匠
,

治 天 下 岂 可 不 用 治天 下 匠 耶
。

有 着较 高文 化素 养 的契 丹 人 是 深 知 此

理 的
。

他 们 在 力所 能 及 的情 况 下
,

强 调 教 花
,

举 办 学 校
,

加 强 教育
。

著 名 的政 治家 耶 律楚 材

说
: “

制 器 者 必 用 良工
,

守城 者 必 用儒 臣
。

儒 臣 之 事 业
,

非 积 数 十年
,

殆未 易 成 也
” 丹

。

在 他

的 努 力 下
,

以 经 义
、

词 赋
、

论 为 三 科
,

科举 取 士 4 0 3 0人
,

奠定 了 大元 帝国 文治的基 础
。

1 2 6 0年
,

忽 必烈 继 大 汗 位
,

在 中原 汉 族 地 主 阶 级 知识 分 子 的影 响下
,

实 行改 革
,

推行汉

法
。

其间
,

一 些 契丹 政治 家极 力 倡导 的休 养生 息 政 策
,

其 作 印 是 积 极的
。

12 7 6 年
,

既 陷临
安

,

忽 必 烈 征 询诸将 可 否 讨 伐 日本 ? 耶 律楚 材 的孙 子 耶 律希 亮劝 告说
: “ 宋与 辽

、

金 攻 战且

三 百 年
,

干 戈 甫定
,

人 得息 肩
,

侯 数年
,

兴 师未 晚
。 ” @ 世 祖 然 之

。

忽 必烈 朝
,

耶 律希 亮为 清
明 政 治做 出 了 贡 献

,

忽 必 烈 后 仍 做 了 许 多努力
。

1 3 0 9 年
, “ 武 宗访 求先 朝 旧 臣

,

特 除 翰 林
学 士承 旨

,

资 善大 夫
,

寻 改 授翰林 学 士 承 旨
,

知制浩 兼修 国史
。

耶 律 希亮 以 职 在 史 官
,

乃

类 次世 祖 忽 必 烈 嘉 言 善行 以进
,

英宗 取 其书
,

置 禁 中
。 ” 〕

耶 律 有 尚是辽 代 东 丹 王 耶 律 倍 的 10 世 孙
,

受 业 于 儒 学 大 师 许 衡
,

号称 高第弟 子
。

世祖 至

元 年 间 及 成 宗 朝
,

在 耶 律 有 尚的极力争 取下
,

朝廷 大起学 舍
,

始立 国 子 监
,

立 监 官
,

而 增广

弟子 员
。

《 元 史 》 记 载耶 律 有 尚前 后 五 居 国 学
,

其立 教 以义 理 为本
,

而 省 察 必 真切
,

是 以诸

生 皆知 以经 术 为尊
,

以躬 为 务
,

悉 为成德 达 材 之 士
。

元 朝 的统 一
,

促 进 了 各 民族 的 融 合 交 往
。

大约 在 整 个 元 代
,

投 附 蒙 古 的契丹 人 或 参 加

南征
,

被 安 排 在 各 地 驻 防 ; 或 散居 到 边 疆地 区
。

在 融 合 到 其 他 民族 的过 程 中
,

契 丹 人 充 分 发

挥了 其历 史 作用
。

《 元 史 》 中提 到 的最 后 一 个元 代 契 丹 官员 是石 抹宜 孙
,

其父 “石 抹 继祖 曾

任 沿 海上 副万 户
,

驻 守 台州
、

姿 州 等地
,

驭 军严 肃
,

平 宁都寇
,

且 明 达政事
,

讲 究盐策
,

多

律 合时 宜 ” 。

宜 孙 袭 父 职
, 以 军 功升 浙 东宣 慰 副 使

,

刘基
、

叶 深 等 名 士 为 其辅佐 下 。

良吏 耶

伯 坚 任清苑 县 令
,

勤 于 政 事
,

兴 修水 利
,

为 民 谋福
, “ 凡 郡 府 赋 役

,

于 县 有 重 于 他 者
,

辄



日 `

宁得罪 于 上
,

不 可 得罪 朴 下
。 ’

必 诣府 力 争 之
。

在 清 苑 四 年
,

民亲戴之如父 母
,

比 去而
犹思 之

,

立 石颂其德 焉
。 ” 妙

契 丹是一 个伟大 的民 族
,

契丹 人在 元代 的贡 献是 多 方面 的
。

但契丹 人何 以 能在元 代的历

史舞 台上 演就 这些 多 采 的话剧
,

这 确是值得 探讨 的
。

辽 亡 于 金
,

契丹 人 的活 动有 反 抗 民族压

迫 的一 面
,

但 顺应 历 史 趋势 的思 想 却来 自长 期 的斗争
,

来 自对 中原 文 化 的汲 取
,

而 蒙古 文化

又 吸 收了契 丹 文化的许多成 份
,

尤 其是耶 律楚 材 的思 想 对 蒙 古国 及元代 的影 响是深 远 的
。

耶 律楚 材 的确是一 个 很 了不 起的政 治家
,

在 中国 历 史上 也 屈 指可 数
。

他生 活在 历 史变 革

的剧 烈 动荡时 期
。

对 成吉思 汗 兴 建 的 “ 维新 之朝 ” 不 是 采取 洁身 自好的观 望 态 度
,

而 是勇 敢

地 冲破 封 建士 大 夫狭 隘的 民族局 限 性 和 不 仕新朝 的名节思 想
,

积 极倡言 于 蒙 古 最高统 治者
,

提 出 了 一 系 列 推动历 史前 进 的 方针 政策
,

奠 定 了元 朝 建立 的基 础
。

耶 律 楚 材思 想 的核 心 是 “ 以 儒 治国 ” 。

政 治上他 极 力反 对 “ 裂土 分 民
,

各分土 地
,

共享

富贵 ” L 的 约定
,

而 主 张 加强 中央集 权
,

他 劝诫 窝 阔台 汗 逐渐 改变屠 城 杀 掠 的风 气
,

完善法

制
,

稳定社 会 秩序
,

在 《 便 宜 一 十 八 事 》 中规 定
: “ 州县 非奉上 命

,

敢 行科 差 者 罪 之 , 贸

易 借贷 官物 者 罪 之 ; 蒙 古
、

回鹊
、

河 西 诸人
,

种地 不 纳税 者死 ; 监 主 自盗 官物者死 ; 应 犯 死

罪者
,

具 有 申奏待 报
,

然后 行刑
。 ” @ 这 些 法 令 推行

,

有利于 人 民 的安 定
。

在经济 上
,

耶 律

楚 材对 农 业 非常重 视
,

认 为 “ 中原 之 地
,

财 用所 出” , “ 夫 以 天 下 之 广
,

四 海 之 富
,

何 求而

不 得? 但不 为 耳 : 何 名无 用哉? ” 香 引起 窝阔台对 中原 农业 的重 视
。

他 “ 每陈国 家 利 病
,

生

民 休戚
,

辞 气恳 切
,

孜孜不 已” , “ 反 复争 论
,

声 色 俱厉 ” ,

致 使窝 阔台 说 他
: “ 汝 又 欲

为 百姓 哭邪 ! ” 国 他 曾多 次力谏
,

阻止 窝阔 台的一 些 扰民 作法
,

并身体 力行
,

曾 “ 会计 天 下

九年 之 赋
,

毫 厘 有 差
,

则 通 霄不 寐 ” ④
。

耶 律 楚材 发展 了儒家 的许多经 济观 点
,

其实干 精神
为 中国历 史 上 的一般 宿儒所 望 尘 不 及

。

成吉思 汗 晚年 嘱 其后 继 者 窝 阔台说
: “

此 人 天 生 我 家
,

尔 后军 国庶 政
,

当悉委之
。 ” 实践 证 明成吉思 汗 的这 个遗 嘱 是有远 见 的

。

到 窝 阔 台晚年 已是
“ 华夏富庶

,

羊马 成 群
,

旅 不 西粮
,

时称 治平
” 功 ,

一 片升平 景 象
。

窝 阔 台赞 扬耶 律 楚 材说 :

“ 非卿
,

则 中原 无 今 日
。

” 妙

耶律楚 材 与成 吉思 汗及 其后 人 风 云 际会 的佳话
,

可 谓 我 国历 史上
,

特别是北方 兄 弟 民族

政 治和 文化 发展 史上 的重 要篇 章
。

耶 律楚 材 的儿 子 耶 律 铸
,

在窝 阔 台和 忽 必 烈 时 期
,

继 承 了

其 父 的思 想
,

发 挥了 “ 以儒 治国 ” 的作用
: “ 楚材卒

,

嗣 领 中书省 事
,

时 年二 十 三
。

上 言宜

疏禁纲
,

遂 采历 时德 政合 于 时宜者八 十 一 章 以 进
。

⋯ ⋯ 中统二 年
,

拜左 皿 相
。

至 元 初 奏定 法
令 三 十 七 章

,

吏 民便 之
。

十 年迁 平 章 军 国 重 事
,

十 三 年监 修 国 史
。

朝 廷 有 大 事
,

必 咨 访
焉

。 ” 大凡 有 利于 安 邦定 国 的主 张
,

大都得 到 窝阔 台和 忽必 烈 的采 纳
。

蒙元 帝国 在 其开 国 及 发展时 期
,

在 与各地 区 各民 族的接触 交 流 中
,

采 取 了兼容 并蓄 的政

策
,

但在立 国 思 想
、

政权 建设 上
,

首 先应 归 因 于 他们广 泛 接受 辽金 两 朝 的 丰富遗产
,

并从 而 初

步吸 纳唐宋及 历 代 中 原 王 朝 的各种传统
,

成效 显 著
,

影响深 远
,

充 分 利用 两 朝 数百 年 来的文

化 积 累与 人 才 资 源
,

确 为 明 智之 举
。

正 是统 治者 这 一 宏 阔 的 胸 怀
,

结合 了 契 丹 族 吸 取 的 中原

优秀 文 化
,

才使 蒙元 时 代 的契丹 人 演 就 了丰 富多采 的历 史话 剧
,

推 动 了 历 史前进
。

〔本 文 责任编 辑 张 山 〕

① ⑧许 谦 : 《 白云 集 》卷一
。

②@ 《元史
·

石 抹 也先 传 》
。

④ ⑥ 《元 史
·

耶 律阿 海传 》
。

⑤ 李 志 常: 《长春

真人西 游 记 》
。

·

王 旬传 》
。

⑥ ⑦ 《元史
·

石 抹明安 传 》
。

⑧ 魏 初 : 《重 修北岳 露 台 记 》
,

《青 崖集 》卷二
。

L 《元史
·

耶 律 留哥传 》
。

@ 《元 史
·

耶律 秃花传 》
。

@ 《 元史
·

石 抹按只 传 》
。

⑨ ⑥ 《 元史

⑥ 《建 炎

以来 朝 野 杂 记 》卷 十九
。

@ 《元 史
·

耶 律 希亮 传 》。

@ 《序 江 汉先生 事实 》
,

《牧 庵 集 》卷 四
。

L @@L L 《元 史
·

耶律 楚材传 》
。

⑧ 《元史
·

石 抹 宜孙 传 》
。

④ 《 元史
·

良吏 》二
。

⑧ 《元 典章
·

吏 部 》三
。

L

⑥国

《元 文 类
·

中书令耶 律 公神道 碑 》
。

@ 《元 史
·

太 宗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