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代 女 真 和 汉 族 及 其 他 民 族

的 经 济 文 化 联 系
`

岑 家梧 遗作

女 真是 我 国古 老的 民 族
,

很 早 就 分 布在 东 北 的 长 白 山 和 黑 龙 江 之 间
。

契 丹建 国 以 后
,

女

真 的 一部 分被 迁到 辽 阳以 南
,

和 汉 族及 其他 民族杂处
,

社会 经 济 发 展较 快
,

叫做
“

熟女 真
” ;

原 住 在粟 末江 之北
,

宁江 州 之 东 的
,

社 会经 济 发 展 较慢
,

叫做 “ 生 女真 ” 。

十世 纪 以 来
, “ 生女真 ” 完 颜部 的 社会 经 济 逐 渐 发 展

,

在 绥可 作 酋长 的 时 代
,

已 经 过 着

定 居的 生 活
。

到 了石 鲁 作酋 长时
, “ 稍立 条 教为 治 部 落 ” , ① 私有 财产 已 经 产生

,

阶 级分化

较 为显 著
。

十一 世纪 末
,

完颜 部 的 首领盈 歌 击败 了 乌 古 论部
, “ 尽杀 其 城 中渠 长 ” 。

② “取

其 擎累资 产而还 ” , ③ 表 明 这 时 完颜部 的 奴隶 制 不 断 地 发 展
,

因 而经 常对外 发 动 以 掠 夺财 富

和 奴 隶为 目的 的 战争
。

到 了 十二 世 纪初
,

阿 骨 打统一 女真 各 部
,

归并邻 近 少 数民 族的 部落
,

1 1 1 4年 发 动 反辽 战 争
,

次年 建 立金 政权
,

标 志 着女真 奴隶 占有 制 早已 形 成
。

金 灭 辽 以 后
,

转而对 宋发 动 战 争
,

占据 了华 北的 广 大地 区
,

继 契 丹 之 后和 宋 朝 又 一 次 形

成 了南 北对 峙
,

直 至 1 2 3 4 年 始 为 蒙 古 所 灭
。

在 金 统 治下 的 我 国 北 方地 区
,

各 民 族 的 社 会 经 济

发 展很 不平衡
。

大 致 可 分 为
:

( 一 ) 绝大部 分是 汉 族 的 先进 农 业 地 区
,

属 于 后 期 封 建 制 ;

( 二 ) 渤海和 契 丹 的 一部 分农 业 地 区
,

属 于 前期 封 建 制 ; ( 三 ) 女真 的 农 牧地 区和 契 丹 的 一

部 分 牧 区
,

属 于 奴隶 制 ; ( 四 ) 东 北
、

西 北 边境 的 少 数 民 族
,

属于 原 始公 社制 或 早 期 奴 隶

制
。

汉族 的 封 建 制 和 女真 的 奴隶 制 及其 他少 数民 族 的 早期 奴 隶 制或 原 始公 社 制
,

原 来 只是 生

产 方 式 上 先进和 落 后 的 矛 盾
,

正 如 马 克 思 所 指 出
: “ 现存 的 所 有 制 关 系 是造 成 一 些 民 族剥 削

另 一 些 民 族的 原 因
。 ” ④ 历史 上 任 何一 个存 在 人 剥 削 人 的 私 有 制 社会

,

剥 削 阶 级 在 压 迫和 剥

削 本民 族 劳 动 人 民 的 同 时
,

总 是要 压迫 和 剥 削 其他 民 族 的 人 民
,

因 而 在 金 统 治 的 一 百 余 年

中
,

民 族 矛 盾非 常尖锐
,

民 族 斗争 极 为 激 烈
。

正 如毛 主 席指 出 的
: “

民 族 斗争
,

说 到 底
,

是一

个 阶 级 斗争 问 题
。 ” ⑤ 当 时 的 民 族 矛 盾实 质上 是 当 时 阶 级 矛 盾和 阶 级斗争 的 反映

。

即
:

一 方

面是 女真 奴 隶主 贵族
,

为 了 对各族 人 民 进 行残 酷的 奴 隶制 剥削
,

发 动 掠夺 性 的 战 争
,

妄 图 改

变 中原 地 区 先进 的 生 产 方式
,

把 落 后 的 奴 隶制 强 加 于 汉 族及 其他 各族 人 民
,

实行 民 族 压 迫 制

度
,

挑 拨民 族 矛 盾
,

排 斥和 歧视 汉 族 的 先 进 文 化
,

制 造 民 族 隔 阂
,

并 企图 割 断 各 民 族 间 的

.

·

本 篇 系 岑家梧先 生 遗 著 《辽 宋 金 时 代 民 族关 系 史稿》 之 第 二 部 分— 编 者
。

① 《金 史》 卷 1
,

《世 纪 》
。

② 《金 史 》 卷 l
,

《世 纪 》
。

⑧ 《金 史 》 卷 67
,

《留 可传 》
。

④ 马克 思
、

恩 格 斯
:

《论波兰 》
,

《马 克思 恩 格 斯 全 集 》 第 4 卷
,

4 09 页
。

⑤ 毛 主 席
:

《呼吁 世 界 人 民 联 合 起 来 反 对 美 帝 国 主 义 的 种族 歧 视
、

支 持 美 国 黑 人反 对 种族 歧 视 的 斗 争 的 声 明》
,

见 63 年 月 日 《人 民 日 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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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 另 一 方 面 以 汉 族 人 民 为首
,

包 括 契 丹 等族 人 民 在 内
,

为 了反 对 女真 奴 隶主 贵族 的 黑 暗

统 治
,

为 了 突破 种 种 障碍
,

维 护 各族 人 民之 间的 经 济
、

文 化 联 系
,

进 行 了英 勇不 屈 的 抗 金 斗

争
。

经 过 了长 期 的 阶 级 斗 争
,

大 大 地 打 击 了女 真 的 奴 隶 制
,

不 仅使 中原 先 进 地 区 的 生 产 得 到

恢 复 和 发 展
.

同 时 东北地 区的 生 产在 汉 族先 进 经 济 文 化的 影 响 下
,

也得 到 了迅 速 的 提 高
,

并

促 进 了 女 真 社 会 从奴 隶制 向 封 建 制 转 化
,

使 其 他 民族 的 经 济文 化 也 获得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发 展
。

汉 族 和 各 族 人 民 共 同 进 行 阶 级 斗争
,

推 动 了我 国 历 史 的 不 断 前进
。

一
、

女 真和 汉 族 的交 错 杂 居 及汉 族对

女真社会 经济 文 化 的影 响

女 真 奴 隶主 贵 族
,

从阿 骨 打发 动 反 辽战 争 至 吴 乞 买 侵 宋 的 初期
,

经 常 把受掠 的 大 批 汉 人

迁 入 东 北
,

特 别 是为 了 巩 固 女真 的 根据地 会宁 ( 黑 龙 江 阿 城 南的 白 城 )
,

即 所 谓 “ 内 地 ” ,

“

太 祖 每 收 城 邑
,

往往徙 其民 以 实 京 师
。 ” ① 天 辅 六 年 ( 1 1 22 年 ) “ 既 定 山 西 诸 州

,

以 上 京

为内 地
,

则移 其 民 而 实 之
。 ” ② 天 会 元年 ( 1 1 23 年 ) 四 月

,

又 把 “ 燕 京 豪族 及 工 匠 由 松 亭 关

从 之 内 地
。 ” ③ 同年 十一 月

, “ 从迁
、

润
、

未
、

限 四 州之 民 于 沈 州 ” 。

④ 天 会 五 年 ( 1 1 27 年 )
,

金

兵 从 作 京北撤 时
, “ 华 人 ( 即 汉 人 ) 男女

,

驱 而 北者
,

无 虑 十 余万
。 ” ⑥ 从此

,

东 北 特 别是

黑 龙 江 地 区
,

增 加 了 大批 的 汉 族 劳动 人 民 和 女 真
、

契 丹 等 族交 错杂 居
。

随 着金 控制 地 区 的 扩大
,

女 真奴 隶主 贵族 又把 他 们 的 猛安 谋 克从东 北 迁入 中 原
,

以 便 巩

固 其统 治
。

天 会 十 一 年 ( 1 13 5年 )
“

秋
,

起 女 真 国 土 人 散居 汉 地
” , “ 棋 罗 星 列

,

散 居 四 方
,

令

下 之 日,

比 屋连 村
,

结 屯 而起
。 ” ⑧ 皇 统 五 年 ( 1 1 45 年 ) 又 “ 制 屯 田军

。

凡 女 真 契 丹之 人
,

皆

自本 部徙 中州
,

与百 姓杂 处
” , “

自燕山 之 南
,

淮 拢之 北 皆有 之
,

多至 六 万 人
。 ” ⑦ “ 今 屯 田

之处
,

大名 府路
,

山东 东西 两 路
,

河北 东西路
,

南京路
,

河南路 关 西 路 四 路 皆有 之
,

约 一 百 三十

余 千 户
,

每 千 户 止 三 四 百 人
,

多 不 过 五 百
。 ” ⑧ 到 了 贞元

、

正 隆年 间
,

完 颜亮 为 了分散 女 真

旧 贵族 的 力量
,

并企图 进 一 步 南 侵
, “ 贞 元 迁都

,

遂 徙 上 京路 太 祖
,

辽 王 宗 干
,

秦 王 宗 翰 之

猛 安
,

并 为合 扎 猛安
,

及 右 谏 议 乌里 补 猛安
,

太师 助
、

宗 正宗 敏 之族
,

处 之 中都
。

斡 论
、

和

尚
、

胡 刺三 国 公
,

太 保 昂
、

詹事 乌里 野
,

辅 国 勃 鲁 骨
,

定 远 许烈
,

故 呆 国 公 勃 迭八 猛安处 之

山 东
。

阿 鲁 之 族处 之 北 京
。

按 达族 属处 之 河 间
。 ” ⑨ 宣 宗 南渡 以 后

,

又 把河 北 的 猛安 谋 克 迁

人 河 南
。

根 据 贞枯 四 年 ( 1 2 16 年 ) 陈 规所 说
:

迁 人 的 军 户 一 百 多 万 人
,

经过 淘 汰 之后
,

还有
“ 四 十二方 有 奇

。 ”
@ 女 真 的 猛 安谋 克 经 过 这 几 次 的 大 规模 南迁

,

在 华 北地 区 又 和 汉 族 形 成

了 交错 杂 居 的 局 面
。

① 《金 史 》 卷 11 3
,

《张 觉 传》
。

② 《金 史 》 卷 46
,

《食 货 》 一
,

《户 口 》
。

③ 《金 史 》 卷 2
,

《太 祖 纪》
。

④ 《金 史》 卷 3
,

《太 宗 纪》
。

⑤李心 得
:

《建 炎 以 来 系 年要 录 》 卷 4
,

建 炎 元 年 四 月 辛 酉
.

⑥宇文 悉 昭
:

《大 金 国志 》 卷 12
,

《熙宗 》 四
。

⑦ 《大 金 国志 》 卷 12
,

《熙 宗 》 四
.

⑧ 《三 朝 北 盟 会 编》 卷 2 4 4
,

弓l张 棣 : 《金 虏图 经 》
。

⑨ 《金 史 》 卷“
,

《兵 志 》
。

L 《金 史 》 卷
,

《陈 规 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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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 的 汉族和 其他 民 族 人 民 虽 然 同 样受 到 女 真奴隶 主 贵族 的 残酷 剥 削和 奴役
,

但是在 历

史 上 长期 以 来
,

汉 族社 会 经 济 文化 的 发 展
,

都 走在 少 数 民 族 的 前面
,

因 而 在 金 代 汉族和 女 真

交 错 杂 居
、

长 期 接 触以 后
,

也毫无 例 外 地 继 续 发 挥它 的 先 进 主 体 作 用
,

给 女 真和 其他 民族 以

巨 大 的 影 响
。

第一
,

促进 了 东北 地 区 生 产的 发 展
。

女 真 的 社会 生 产
,

原 来 比 较落 后
。

当 他 们 分布 在 黑

水 ( 黑 龙 江 ) 一 带 的 时 候
, “ 无室 庐

,

负山 水 坎 地 梁 木 其上
,

夏 则随 水 草 以 居
,

冬则 入 住 其

中
,

迁徙 不常
。 ” 到 了 绥可 的 时 代

, “ 乃 徙 居海 古 水 ( 阿 什 河 ) 耕 垦 树 艺
,

始筑 室
,

有 栋宇

之 制
。 ” ① 同时 又 “ 善 骑 射

,

喜耕 种
,

好 渔猎
。 ” 渔 猎 经 济 的 比 重 还 很大

。 “ 其 市无 钱
,

以

物 博 易
,

无 工 匠
。 ” ② 说 明 农业

、

手 工业 和 交换都 不 甚 发 达
。

金初
,

女 真奴隶主 贵 族强迫 大

批汉 族农 民 和 手 工 业 者 迁 人 东北地 区
,

带 进了 先 进 的 生 产 技 术 以 后
,

他 们 和 东北 的 各 族 人

民
,

共 同 开辟 边 疆
,

并促 进女 真社会 生 产 的 发 展
。

就今 天 考古 学 的 发 现
,

金 代 东北 地 区 的 农 业 和 手 工 业 生 产 发 展 的 水 平很 高
,

如黑龙 江 肇

东县八 里 城 遗址
,

距金 都 上 京 会 宁 府一 百 公 里
,

隔 江相 望
,

是 当 时 的一 个 重 要市镇
。

出 土 有

宣和
、

正隆
、

大定 钱 币
,

属于 金 代 前 期
。

出 土铁器 很多
,

共 七 百 余件
,

有 武器
、

马 具
、

交 通

工具
、

手工 业 工 具
、

农 具 和 生 活 用 具 等
。

农具 有犁 桦
、

犁 碗 子 ( 桦上 的 反 土 器 )
,

销 头 ( 桦

上 的 分土器 )
、

锄
、

镬
、

镰
、

手 镰
、

锹
、

铡 刀
、

垛 叉 等
。

犁 桦 有 大 小 两 种
,

桦 上 的 附 加分 土

器也有 两 种
。

收获 用 的镰 刀 有三 种
,

其 它 各 项 农 具
,

基本 上 和 解放前 东 北农 村 中所 使 用 的 农

具接近
。

交 通 工 具 共四 十 余种
,

其 中有 车 棺三 十 件
,

分六 棱车棺
、

六 爪车 棺
、

五爪 小棺及 三

爪 小 棺四 种
。

手工 业 工具 有 锌
、

锯
、

斧
、

凿
、

铲
、

锉
、

刮 皮 刀
、

钳子 等
。

生 活用 具 锻铁制 的

居 多
,

有 菜 刀
、

剪 刀
、

小 刀
、

铁 勾 子
、

抹 泥 板
、

抽 屉 拉手
、

各 种铁钻
、

钥 匙
、

纸 凿子 ( 打冥

钱 用 器 ) 大小 铁 圈 及 各种 门 鼻
、

穿条
、

铁钉
,

铸 铁 制 的 有 六耳大 锅
、

铁权
、

熨 斗等
,

从 各 种

铁 制 工具 看
,

冶铁 技 术 相 当 成 熟
。

③ 这 说 明 汉 族先 进 的 生 产 技 术 促 进 了 黑 龙 江 地 区 农 业
、

手

工 业 和 交 通 运 输 业 的 发 展
。

在辽 宁方 面
,

如新 民 县 的 前 当 铺及 绥 中县 的 城 后村
,

都发 现 金 代 遗 址
,

出 土 大 批 的 铁

器
。

所 有 农 具
、

车器
、

手 工 业 用 具及 生 活 用 具
,

大体上 和黑 龙 江肇东县 发 现 的相 同
。

④ 特 别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从 金 代 东 北路 界 壕 的 麒麟河 边 堡 中
,

也 发 现 了典 型 的铁 犁 桦
,

⑥ 这 也 说 明 了汉

族 先 进 的 农 业 生 产技 术
,

对 当 时 边 防军 戍 地 区 起 了很大 的 作用
。

根据 明 昌 四 年 ( 1 19 3年 ) 的 统 计
: “ 上 京

、

蒲 与
、

速频
、

易 懒
、

胡 里 改 等路
,

猛安 谋 克

民 户 计 十 七 万六 千 有 余
,

每 岁 收 税 粟 二 十 万五 千 余 石
,

所 支 者六 万六 千 余 石
,

总 其见 数 二 百

四 十 七 万六 千 余 石 ” 。

由于 “ 收 多 支 少
,

遇灾 足 以 账 济 ” ,

因 而 停 止 设 置 “ 常 平 仓
。 ” ⑥ 这

个 统 计 数 字
,

一 方 面 说 明女 真奴隶 主 贵族 对劳 动 人 民 剥削 的 惨重
,

另 一 方面 又 表 明 黑 龙 江等

地 区 农 业 生 产 的迅速提 高
。

第 二
,

促进 女真 社会 从 奴隶制 向 封建 制 转化
。

金 初的 猛安谋 克 是 女真 奴 隶制 的 基 层 组

① 《金 史 》 卷 1
,

《世 纪 》
。

② 《大 金 国 志》 卷 39
,

《初 兴 风 土》
。

⑧参 阅 毕 东 县博 物馆
:

《黑龙江旅东县 八 里城清 理简 报 》
,

《考 古 》 1, 60 年第 2 期
。

④王 增 新 : 《辽 宁 新 民县 前 当铺金 元 遗址 》 及 《辽 宁 绥 中县 城 后 村 金元 遗址 》 二文 , 均 刊 《考 古》 i , e0 年 第 2 期
`

⑧黑 龙江 博 物 馆 : 《金 东 北路界 城 边 堡 调 查》
,

《考 古》 1 9 6 1年 第 5 期
。

⑥ 《金 史》 卷 5
,

《食 货》 五
,

《常 平 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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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

阿 骨 打 反 辽 时
,

就 把辽境 内的 汉 人 编 入 猛安 谋 克
,

当 作 奴 隶使 用
。

如把诸 州 汉 人 六 十 五

户编 为一 谋 克
,

由 汉 人 王 六 儿 率领
, ① 后 来又 强 迫 从 中原 掠夺 的 汉 人 北 迁

, “ 五 百 人 为 一

队
,

虏 ( 指女真 统 治 者 ) 以 数十 骑 追 之
,

如 驱 羊 家
” , ② 同 样编 入 猛安 谋 克

,

抑 为 奴 隶
。

这 就

引起 汉 族 及 契丹 等族人 民 的 坚 决 反抗
。

天 会元 年 ( 1 12 3年 )
,

为 了防 止新 迁 “ 民 户
”

的 逃亡

和反 抗
,

阿 骨打 曾经 命令地 方官 吏 “ 深 加 存 恤 ” ; 不 久
,

对 被虏 及 甫身为 奴 的 又 允 许 “ 自赎

为 良
。 ” ③ 天 会 二 年 ( 1 12 4年 )

,

吴 乞 买 攻 陷 平 州
,

由 于 汉 族 人 民 的激烈 反 抗
,

不得 不 停 止

把汉 人 编 人 猛安谋 克
, “ 诸部 降 人

,

但置长 吏 以 下
,

从汉 官文 号
。 ” ④ 到 了熙 宗 天 眷

、

皇 统

之 间
,

终 于 废除 了辽东地 区 汉 人 和 渤 海 的猛 安谋克
。

⑤ 女 真 的 奴 隶 制 从此 受 到 了 严 重 的 打

击
。

猛安 谋 克大 批 迁人 华 北 以后
,

由于 华 北 地 区 的生 产 水 平 较 高
,

猛 安谋 克 内部 已 经 从原 来

的牛 头 地 改 变为 “ 计 口 授 田 ” 的 屯 田 制
,

卖掉 奴 隶
,

出 租 土 地 等新 的 封 建 生 产关 系 逐 渐 出

现
。

同 时 猛 安 谋 克 户 和 汉 人 杂 处
,

女 真社会 的 奴隶制 无 论 内部外 部和封建 社会 的 矛盾更 加 尖

锐
。

特别是 女真统 治 者 在 河 北
、

山东
、

山西 搜 刮 土 地
、

掠人 为 奴 隶
,

实行 反 动 的 奴 隶 制 剥

削
,

到 处都遭 到 广大 汉族 人 民 的 反 抗
。

如天 眷 元年 ( 1 13 8年 ) “ 元 帅府 下 令
:

诸 欠 公 私 债无

可还 者
,

没 身及家 属 为奴 脾 偿之
。 ” 便 引起 了 “ 百 姓 怨 愤

,

往往 杀 债 主
,

啸聚 山 谷
。 ” ⑥ 完

颜 亮 时 期在 山东 大 量 搜刮 土地
, “ 腆 田 沃壤

,

尽人 势家
,

清恶 者 乃 付贫 户
。 ” 到 了贞裕 三 年

( 12 1 5年 )
,

高 汝 砺还认 为汉 人 和 女真人 “ 互相 僧疾
,

今犹 未已
。 ” ⑦ 可 见 五

、

六 十 年 来
,

土地

问题 一 直 引起 汉 族人 民 和女真 统 治者 之间 的 尖锐 矛盾
。

事 实上
,

从宋靖康
、

建 炎 年 间黄 河 南

北 的 忠 义 民 军
,

直 至 以 后 金境 内 山东
、

河北
、

陕 西等地 的 农 民起 义
,

契丹 人 边六 斤
、

王三 及

撒八
,

耶 律 斡 罕 等 的 前后起 义
,

都有 力 地 打击 了 女真 的 反 动 统 治
。

经 过 了 阶 级 斗 争 的 不 断 冲

击
,

女真统 治 者 终于 不得 不 改变 了奴 隶 制剥 削
,

逐 渐 向 封建 制转化
。

如 恩 格斯所指 出
: “在

长时 期的 征 服 中 间
,

文 明 较低 的 征服 者
,

在绝 大多 数 的 场合 上
,

也不 得 不 和那 个 国 度被征 服

以 后 所 保有 的较 高 的
`

经 济情况
’

相适应 ⋯ ⋯ ” ⑧
。

女 真猛 安 谋 克 的 封 建 化
,

从金世 宗 时 起就 十 分 剧 烈
。

当时 “ 山 东
、

大 名 等路猛 安 谋 克之

民
,

往往 骄纵
,

不 亲稼稿
,

不 令 家 人 农 作
,

尽 令 汉 人 佃 苗
,

取租 而 已
。 ” 可 见 租 佃 封 建 关 系

已经 普遍存 在
,

又还 有 不少 猛 安谋克 户 出卖 了 奴隶
。

女 真统 治 者 为 了维 护 奴 隶制
,

在 大 定 二

十一 年 曾 经 “ 禁卖 奴 脾
, ” 并遣派官 吏 检查 户 口 。 “ 计 口 授地

,

必令 自耕
,

力 不 瞻 者
,

方 计

佃 于 人
。 ” ⑨ 可 是 社 会 发 展 的 规律

,

始终 是 不 以 女真统 治 者 的 主 观 意 志 为 转移 的
。

到 了章宗

明 昌 二 年 ( 1 19 1年 )
,

李愈 已 经 看 出 封 建 制 比 奴 隶 制 的 优 越性
。

他 建 议在 西 北沿 边 设 置猛安

谋克 屯 田 时
,

便主 张 “ 田 给于 军 者 许募 汉 人 佃 种
,

不 必 远挽 牛 头粟 而 兵 自富 强
。 ”

L 到 泰 和

① 《金 史 》 卷 “
,

《兵 志 》
。

② 《三 朝 北盟 会 编》 卷 9 9
,

引 《汁 都 记》
。

⑧ 《金 史 》 卷 2
,

《太 祖纪》
。

④ 《金 史 》 卷 “
,

《兵 志》 , 卷 砧
,

《百官 志》
。

⑥ 《金 史 》 卷 “
,

《兵 志 》 ; 卷 80
,

《大 突传》
。

⑥ 《大 金 国 志 》 卷 10
,

《熙 宗 》 二 , 《续 资 治 通 鉴》 卷 1 20
,

《高宗 记 》 一 , 绍 兴 8 年 6 月癸 未
。

⑦ 《金 史 》 卷 107
,

《高 汝 砺 传》
。

⑧ 恩 格 斯 : 《反 杜 林 论 》
,

1 9 5 6年版
,

1 89 页
。

⑨ 《金 史》 卷 47
,

《食 货志》 二
,

《田 制》
。

L 《金 史》 卷 6
,

《李 愈 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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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 ( 1 2 04 年 )
,

女 真 统 治 者 不得 不 “ 定屯 田 户 自种 及租 佃 法
。 ” ① 正式承 认 猛安 谋 克 出租

土 地 的 合 法性
。

同时章 宗 初年
,

又 正式 宣 布 “ 宫 籍监 户
,

旧 系睿 宗 及 大行 皇 帝 皇 考 之 奴 脾

者
,

悉 放 为 良
。 ” ② 明 昌 二 年

`

( 1 19 1 年 ) “ 更 定 奴 诱 良 法
。 ” ⑧ 大量 解放 了 “ 二 税 户 ” ,

“ 由是 二税户 多 为 良 者
。 ” ④ 这 就 表 明 了女真 社会最 后 完 成 了奴 隶 制 向 封 建 制 转 化 的 过

程
。

⑤

第三
,

女 真语 言 文 化 的 汉 化
。

金 初
,

女真 奴 隶 主 贵 族 实行 民 族压 迫 制 度
,

制 造 民 族 隔

阂
。

女真 人 叫做 本户
,

汉 人 及其 他 民 族 叫做杂 户
。

汉 族人 民 在 政 治
、

经 济
、

法 律 上 受 到 歧

视
。 “禁 民 汉 服 及 削 发

,

不如 式者 死
, ” ⑧ 排 斥汉 族 文 化

, “ 禁 女真 人 不 得 改称 汉 姓
,

学 南

人 衣装
,

犯者 抵 罪
。 ” ⑦ 猛 安谋 克 迁 人 华 北地 区

,

为 了防 止女真 和 汉 人 接触
,

猛安谋 克 户独

自 “ 筑 垒 于 村 落 间
, ” ⑧ “ 所 居 止 处 皆 不 在 州 县

,

筑 寨处 村落 间
,

千 户 百 户 虽设 官府
,

亦 在

其 内
。 ” ⑧ 甚 至 有 些 猛安 谋克户 和 汉 人 的 土 地 犬 牙 相 入

,

也要 强 迫 交换
,

使 女真户 “ 自为保

聚 ” 。

L 可 是 如 列 宁 指 出
: “ 只 要 各 个 民 族 住 在一 个 国 家 里

,

它 们 在 经 济 上
、

法 律上 和 生 活

习 惯上 便 有 千 丝 万缕 的 联 系
。 ” ⑧ 汉 族 的 经 济 文 化

,

在 我 国 各 民 族 中居 于 先 进 的 地位
,

对少

数 民族又 具 有 极 大 的 吸 引 力
。

因 此
,

在 女 真 和 汉族 长 期 接触
、

互相 学 习 的 过程 中
, “ 野 蛮 的

征 服 者 自己 总 是 被那 些 受他 们 征服 的 民 族 的 较高 文 明 所 征服 的
, ” @ “ 他 们 为 被 征服 的 人 民

所 同 化
,

而 且大部 分甚 至 还采 用 了他 们 的语 言
。 ” L 当 时 女 真人 学 习 汉 语

,

风俗 习 惯和 文 化

各 方面的 汉 化
,

已 经 成 为 历 史 发 展 的 必然 趋 势
,

女 真统 治者任 何 的禁 令和 措施
,

都 是阻 挡 不

了 的
。

女 真人 学 习汉 语是有 长期 历 史 的
。

早 在 辽 代
,

黄龙 府 ( 吉林 农 安 ) 一 带 多 民 族 地 区
,

已

经 使 用 汉 语 为 共 同语 言
。

0 金 代 南迁 到 华 北地 区 的猛 安谋 克户
,

和汉 族 接触 频繁
,

学 习 汉 语

当 然 十分 需要
。

就是 女真 的 故 地 会 宁
,

在世宗 时 期 已 经有 许多 女 真人 不通 晓 女真 的 语 言 文

字
,

0 女 真 的 歌 曲也 没 有 人 唱 了
。

L 女 真统治 者为 了 防 止 汉 化
,

大定 十 四 年 ( 1 1 7 4 年 ) 规

定
: “ 应 卫士 有 不 闲女 真语 者

,

并 勒 习 学
,

仍 自后 不 得 汉 语
。 ” 0 大 定 二十 五年 ( 1 1 8 5年 )

① 《金 史》 卷 12
,

《章 宗 纪 》 四
。

② 《金 史》 卷 9
,

《章 宗 纪 》 一
。

⑧ 《金 史》 卷 9
,

《章 宗 纪 》 一
。

④ 《金 史》 卷 94
,

《内族襄传 》
。

⑤ 参 看 张 付 泉
:

《论 金 代猛安 谋 克 制 度 的形 成
、

发 展 及 其 破 坏 的 原 因》
,

《文 史哲 》 1 9 6 3 年 第一 期 , 又 《历 史 教学 》

1 9 64年 2 月号
,

《问 题 解 答 》 53 一54 页
。

⑥ 《大 金 国 志》 卷 6
,

《太 宗 》 三
。

⑦ 《金 史》 卷 8 ,

《世 宗 纪 》 下
。

⑧ 《大 金 国志 》 卷 12
,

《熙 宗 》 四
。

⑨ 《三 朝 北 盟 会 编》 卷 2 4 4
,

引 张 棣
:

《金虏 图经 》
。

L 《金 史》 卷 70
,

《思 敬 传 》
。

0 《列 宁 全集 》 第 19 卷
,

5 04 页
。

9 马克 思 : 《不 列 颠 在 印 度统治 的未 来 结 果 》
,

《马克 思愚 格 斯 文 选 》 ( 两 卷 集 ) 第~ 卷
,

3 30 页
。

O 恩 格 斯
:

《反 杜 林 论 》
,

1 89 页
。

。 《大 金 国 志 》 卷 40
,

《许 奉 使 行 程 录 》 第 33 程
。

L 《金 史 》 卷 7
,

《世宗 纪 》 中
。

L 《金 史 》 卷 8
,

《世 宗 纪 》 下
。

@ 《金 史 》 卷
,

《世 宗 纪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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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 倡学 习 女 真语 言
, “ 大抵 习 本朝语 为善

,

不 习则 淳 风 将弃
。 ” ① 同 一 年

,

完颜 碌 ( 后 来

的 章 宗 ) 进封 为原 王
, “ 入 以 国语 ( 女 真语 ) 谢

,

世宗 喜
,

且为 之 感 动
,

谓 宰 臣 日 : `

肤 尝

命 诸 王 习本 朝语
,

惟 原 王 ( 即完 颜壕 ) 语甚 习 ~

一 ”, ② 大 定 二 十六 年 ( 1 1 86 年 ) 又 规定
:

“ 猛安谋 克 皆先 读女真 字 经 史
,

然 后承 袭
, ” ⑧ 由此 可 见

,

女真 贵 族 中普 遍 地 以 汉 语 为交 际

工 具
,

懂 女 真语 的 是 不 多 了
。

大定 十三年 ( 1 1 7 3 年 ) 和 明 昌二 年 ( 1 18 1 年 )
,

女 真 统 治 者 都命 令女真 人 不 得 译 为 汉

姓
。

④ 大 定二 十 七 年 ( 1 1 8 7年 ) 和 泰 和 七 年 ( 1 2 07 年 )
,

又 命 令
“

女 真 人 不 得改 称 汉 姓
。 ” ⑤ 但

是简 译汉 姓 或 改 易汉 姓 的 女真 人 越来 越 多
。

金 代 女 真 (包括 契 丹 和 奚 ) 改 用 汉 姓 的有
: “

完颜

汉 姓 日 王
,

乌古 论 日 商
,

乞 石 烈 日 高
,

徒单 曰 杜
,

女 奚烈 曰 郎
,

兀 颜 曰 朱
,

蒲察 曰 李
,

颜 盏

日 张
,

温 迪 罕 日 温
,

石 抹 曰 萧
,

奥 屯 曰 曹
,

李 术 鲁 日 鲁
,

移 刺 日 刘
,

斡 勒 曰 石
,

纳 刺 日 康
,

夹谷 曰 同
,

裴 满 日 麻
,

尼忙 古 日 鱼
,

斡 准 日 赵
,

阿 曲 曰 雷
,

阿 里 侃 日 何
,

温 敦 日 空
,

吾 鲁 日

惠
,

抹颜 日 孟
,

都烈 日 强
,

散 答 曰 骆
,

呵不 哈 日 田
,

乌林 答 日 蔡
,

仆散 曰 林
,

术 虎 日 董
,

古

里 甲 日 汪
。 ” ⑥ 此外

,

还 有 完颜 改为 陈
,

乞 石 烈 为卢
,

赤 盏 为 张 等 等
。

⑦

女真 风 俗 习 惯的 汉化 也是 极 其显 著 的
。 “ 金 人 自兴 兵 之 后

,

虽渐染 华 风
,

然 其 国 中之 俗

如 故
。

已 而 往 来 中国
,

( 指 中原 汉 族地 区 ) 沐 洛 之 士
,

多 至 其都
,

于 是 四时 节 序
,

皆 与中国

俘 矣
。 ” ⑧ 上 京 会 宁 “ 燕饮 音乐

,

皆 习汉 风
。 ” ⑨ 南方 的 奕 棋双 陆

,

L 上 元 灯 节@ 等 习俗也

都 为女 真 所吸 收
。

同 时
,

随 着 女 真社 会 的 封建 化
,

汉 族 封 建 文 化 的 影响 日 益 加 深
,

如 南宋 的

张 邵 于 建 炎 三 年 ( 1 12 9 年 ) 使 金
,

后来 被 徙 居 会 宁
, “ 金 人 多 从 之 学

。 ”
@ 洪 皓 留 居 北 方十

余 年
, “ 虽 久在 北 庭

,

不堪 其苦
,

然为 金 人 所敬
,

所 著 诗 文
,

争 钞 诵
,

求 锡 梓
, ” L 完 颜宜

( 熙 宗 ) 从 少 受 到 汉 族 封 建 地 主 阶 级 和 知 识 分 子 的 教 育
,

懂得汉 族 的 诗 文
,

学 习汉 族 文 士 的

生 活方 式
, “ 儒 服

、

烹茶
、

焚 香
、

奕棋
、

战 象 ” ,

被 认 为 “ 徒 失 女 真之 本态 ” 。

0 金 世 宗极

力 反 对汉 化
,

却不能 阻 止 他 的 儿 孙 学 习 汉 族的 诗 画
,

有 的 还 “ 好 变夷 狄 ( 指女 真 ) 风 俗
,

行

中国 ( 指 中原 汉 族 ) 礼乐 如 魏孝 文
。 ” 9

女真 妇 女 的 装饰
,

从灭 辽侵 宋以 后
,

逐 渐汉 化
, “

或 裹逍 遥 巾
,

或 裹头 巾
,

随 其所 好
。 ”

L 女

① 《金 史》 卷 8 ,

《世 宗纪 》 下
。

② 《金 史》 卷 9 ,

《章宗 纪 》 一
。

③ 《金 史》 卷 8 ,

《世 宗纪 》 下
。

④ 《金 史 》 卷 7
,

《世 宗纪 》 中, 卷 9 《章宗 纪 》 一
。

⑤ 《金 史》 卷 8
,

《世 宗 纪》 下, 卷 12
,

《章 宗 纪 》 四
。

⑧ 陶 宗 仪
:

《南 村 辍 耕 录》 卷 1
,

中 华 书局 1 9 5 9年 版
,

14 页 《金 人 姓 氏》
。

⑦ 参 看陈 述
:

《金 史 拾 补 五 种》 156 一 178 页
,

科 学 出 版 社
,

19 6。年
。

⑧李心 传
:

《建炎 以 来 系年 要 录 》 卷 1 9
,

建炎 三 年 正 月 甲午
.

⑨ 《金 史》 卷 7
,

《世 宗 纪 》 中
。

@ 洪 皓
:

《松澳 纪 闻 》
。

⑧ 洪 皓 : 《松 澳 纪 闻》
,

《女真 旧不 知 岁 月》 条
。

@ 《宋 史》 卷 37 3
,

《张邵 传 》
。

⑧ 《宋 史 分 卷 3 73
,

《洪 皓 传》
。

O 《三 朝 北 盟 会 编》 卷 1 66
,

引 张 江
:

《金 虏 节 要》
。

刘 祁
:

《归 潜志 》 卷
,

《辩 亡 》
。

L 《大 金 国 志》 卷 3
,

《男女
、

冠 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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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统治 者 曾经 三令 五申
,

禁 止学 南人 装 束
。 ① 可 见 女真 人 穿着 汉 人 服 饰 的 普 遍

。

华 北 地 区 的 女 真和 汉 族长 期接触
, “ 彼耕 此 种 ” , “ 猛安 人与汉 户今 皆 一家

, ” ② 互 相

婚姻 的 也很 多
。

明 昌二 年 ( 1 1 9 1年 ) 女真 统 治 者 为 了 缓 和民 族 间 的矛 盾
,

不得 不 明 令 “ 递 相

婚 姻 ” ,

③ 泰 和六 年 ( 1 2 06 年 ) 十一 月再一 次宣布
: “

屯 田 军户 与 所居 民 为 婚 姻者听
。 ” ④ 民 族

间 婚 姻 界限 的 解除
,

大 大 有 利 于 彼此 的 友好 来往及 民 族 间的 融 合
。

二
、

宋 金 间 的 经 济联 系

我 国 自秦 汉 以 来 就 是 一 个 统 一 的 多 民 族封建 集 权 制国 家
,

各 族 人 民 通 过长期 友 好 往 来 和

密 切 的 经济 文 化联 系
,

形 成 互 相 依 存
、

不 可 分割 的 整体
。

金 代 女真统 治者 发 动 几 次 大 规 模 的

战 争
,

政治 上 长 期 分裂 割据
,

南北 经 济 文 化 交流 曾 经受 到 很大 的 限 制
。

可 是 由 于 各 族人 民 的

迫 切需 要
,

又 通过 各 族人 民 的 坚 决斗争
,

最 后又 使 这 种联 系 得 到 继 续 发 展和 巩 固
。

早 在 辽代
,

女 真 出产 的 北珠 曾经 通 过榷 场销 入 宋 地
。

宋 建 隆 以 来
,

他 们 又 经 常 从 苏 州

( 辽 宁 金县 ) 泛海 至登 州 ( 山 东 蓬 菜 ) 卖 马
。

⑤ 北 宋覆灭
,

南 宋建 炎年间 ( 金天会 年间 ) 山

东 海
、

密 诸 州 的 粮 食缺乏
,

米麦 腾贵
,

南 方福建
、

江
、

浙的 商 人 已经 将粮 食从海 道 大 批 北

运
,

因 而南 宋 统 治 者 于 建 炎 四 年 ( 1 1 3 0年 ) 命 令 “ 福建
、

温
、

台
、

明
、

越
、

通
、

泰
、

苏
、

秀

等 州
,

有 海船 民 户 及 尝 作 水手之 人
,

权 行籍 定
,

五 家 为 保
,

毋得 发 船 往 东京
,

犯 者 并 行 军

法
。 ” ⑧ 绍 兴二 年 ( 1 13 2 年 ) 又 禁止江 浙 商人 将米

、

帛从 海 道 运 往 山东
。

⑦ 说 明 南北 民 间 贸 易

在战 争频繁 的 时 期 还未 中断
。

绍 兴和议 以 后
,

宋 金 双 方 在 边 境 设 置榷 场进行 贸 易
。

宋 境 榷场 的 设 置 地 点 有 盯 胎 军 ( 安

徽 盯 胎 县 )
、

楚 州 的 北神 镇
、

杨 家 寨 ( 淮 安 县西 )
、

淮 阴 的 磨 盘 ( 江苏 淮 阳 市 )
、

安 丰军 的

水 寨
、

花 屠镇 ( 寿县 西 北 )
、

枣 阳 军 ( 湖北 枣 阳 县 )
、

光 州 ( 河南光 山 县 )
。

金境 设 置 榷 场

的 地 点 有
:

洒 州
、

寿 州 ( 安 徽寿 县 北 )
、

颖 州 ( 安 徽阜 县 )
、

蔡 州 ( 河 南 汝 南 县 )
、

唐 州

( 河 北唐河 县 )
、

邓 州 ( 河 南邓县 )
、

凤 翔府 ( 陕 西凤 翔县 )
、

秦 州 ( 甘 肃天 水 县 )
、

巩 州

( 甘 肃陇 西县 )
、

挑 州 ( 甘 肃 临潭 县 )
、

密 州 胶 西县 ( 山东 胶县 )
。

⑧ 以 上 的 榷场 从绍兴 十二

年 ( 金皇 统 二 年
,

1 1 4 2 年 ) 起陆 续 开 设
,

后来 在 完颜 亮南 侵及 开 禧 北伐 时期
,

中间都 曾经 停

止 贸易
。

通 过榷 场 贸易
,

宋 境 输 出 的 主要 是 茶
。

茶 是 北 方 契 丹 及 其他 民族 的 日 常饮料
, “上 下 竟

吸
,

农 民尤甚
,

市 井 茶 肆 相 属
。 ” ⑨ 金统 治 区 除在 河 南种 茶 外

,

都不 产茶
,

因 而 必须 向宋 境

大 量 购 买
。

南 宋统 治 者规 定
: “ 盯 胎 榷场

,

将南 客贩到 草 末 茶
,

止许 与 本场 官折 博
,

不 得 令

南 北客相 见 博 易茶 货
。 ” L 对 于 福 建 出产 的 腊 茶 则 完全 禁 止民 间买 卖

,

专 由官 府控 制
。 “及

① 《金 史》 卷 8
,

《世 宗 纪 》 下
,

大 定 27 年 12 月 戊 子 , 卷 12
,

《章宗 纪 》 四
,

泰 和 七年 九 月壬 寅
。

② 《金史 》 卷 88
,

《唐 括 安礼 传 》
。

③ 《金 史》 卷 9 ,

《章 宗 纪 》 一
。

④ 《金 史 》 卷 12
,

《章 宗 纪》 四
。

⑥ 《大 金 国 志 》 卷 1
,

《太祖 》
。

⑥李 心 传 : 《建炎 以来 系 年 要 录 》 卷 36
,

建 炎 四年 八 月 壬 申
。

O 李心 传
:

《建炎 以 来系年 要 录》 卷 乳
,

绍 兴 二年 三 月 庚子
。

⑧参 看 加 藤 繁 : 《中国 经 济史 考证》 第 2 卷
,

吴 杰 译
,

1, 6 3年 商 务版
,

2 0 6
、

2 07 页
。

⑨ 《金 史 》 卷 4 9
,

《食货 志》 四
,

《茶 》
。

L 《宋 会 要 辑 稿》 第 册
,

5 页
,

《食 货》 3
,

绍 兴 年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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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榷场
,

遂 取 腊 茶 为榷茶本
,

寻禁 茶 私 贩
,

官 尽榷之
。 ” ① 金 每 年 给 宋 买 茶 的 费用 “ 不 下 百

万 ” 。

因 此
,

泰 和五 年 (1 2 05 年 ) 规定
: “ 七 品 以 上 官

,

其家 方 许 食 茶
,

仍不 得 卖 及 馈

献
。

不 应 留者
,

以 斤 两 立 罪 赏” 。

② 到 了元 光 二 年 ( 12 2 3年 ) 二 月
,

据说 “ 河南
、

陕 西 凡

五十余 郡
,

郡 日食茶 率二十 袋
,

袋 直银 二 两
,

是 一 岁之 中妄费民 银 三十 余万 也
。 ” 因 此 金 朝

又 规定
: “ 亲王

、

公 主 及 见 任 五 品 以 上 官
,

素蓄 者存之
,

禁不 得卖
、

馈
,

余人 并禁 之
。

犯 者

徒 五 年
,

告者 赏 宝 泉 一 万
。 ” ③ 一 禁再禁

,

仍然 禁 止不 了
,

可 见南 方 的 茶 北 销 数 量 之 大
。

香 药
、

虔布
、

匹 帛
、

木 棉
、 ’

象 牙
、

瑕 帽之 类
,

也 是 南 宋 对金 的 输 出 品
。

这 些 东 西 是 由南

宋朝 廷 拨给 榷场
,

作为贸 易本钱 的
。

如绍 兴十 二 年创 置榷场 的 时 候
,

就 “ 降 到 本钱十 六 万五

千八 百 余贯
,

系 以 香 药杂 物 等纽 计 作 本
。 ” ④ 乾 道 元 年 ( 1 16 5年 )

,

和光 州 郭均 又 曾经 申请
“ 朝廷 支降 本钱

,

或 用 虔布
、

木 棉
、

象牙
、

欢 增等 物折 计 降 下
。 ” ⑤ 乾 道 九 年 ( 1 1 7 3 年 ) 南

宋 朝 廷 又 “ 于 左藏 库 支 给三 分 以 上 檀 香 三十斤
” ,

着 专 人 送往 安 丰 军 榷场博 易 丝绢
。

⑥ 牛 也 是

南宋 榷场 的输 出 商 品
,

每年 输 出 七
、

八万 头
,

可 是 大部 分是 民 间 交 易
,

没 有 通 过 榷场
,

所 以

榷场输 出牛 只 收 入 的 税钱很 少
。

O 此 外
,

南 宋 输人 金 境 的 还 有 生 姜
、

陈 皮 之 类 的商 品
。

⑧

从金 榷场输 入 南宋 的 货物 主要 是 丝
、

绢
。

⑨ 还有 甘 草
、

L 紫草
、

红 花 等药 品
。

@

榷场的 贸易
,

数 量 很 大
,

泅 州 榷场 “ 大 定 间
,

岁获 五 万三千 四 百 六十 七 贯
,

承 安 元 年

( 1 1 9 6年 ) 增 为十万 七千八 百 九十 三贯六百 五十三 文
。 ” “ 宋亦 岁得 课 四万 三千 贯

。 ” @ 但

是 榷 场贸易
,

官 府 的课 税很重
,

同 时 南 北商 人 不能 直接 交易
,

如 宋盯 胎军 规定
: “商 人 货百

十 ( 千 ) 以 下 者 十 人 为 保
,

留其 货之 半在 场
,

以 其半赴 洒 州 榷 场博 易
,

侯得 北物
,

复易其半

以 往
。

大 商悉 拘 之
,

以 待北 价 之 来
,

两 边商人
,

各 处一 廊
,

以 货 呈 主 管官 牙 人
,

往 来评议
.

毋得 相 见
。

每 交 易千钱
,

各 收 利 息 钱入 官
。 ” @ 这 样就 使 贸易受 到 很大 的 限制

,

大 大 不能 满

足 南北 各族人 民 的 需要
,

因 此
,

各 族 人 民 不 得 不 在 榷场 以 外进 行 民间 贸易
。

民 间贸易是 在南 北 各族 人 民在 不断 地 和 宋金统 治 者 进 行 斗争 中发 展起 来的
。

宋金 朝 廷 为

了 维持 政 治 上 南北 分裂 的 局面以 及 垄 断 南 北 的 经 济 贸易
,

曾经 颁布许 多 法 令
,

禁 止 民 间 贸

易
,

可 是 南北 经 济联 系是 任 何统 治 阶 级都 割 断 不 了 的
。

各族 人 民仍 然 采取 了 各 种 斗争 方 式
,

冲破 了统 治 者 制 造 的 重 重 障碍
,

进 行 贸易
,

因 而 民 间贸 易不 论商 品 的 种 类 和 数 量
,

都 比 榷场

的 多得 多
。

民 间 贸 易 从宋 输 入金 境 的
,

仍 然 以 茶 为主
。

绍 兴 十 四 年 ( 1 1 44 年 ) 南宋 朝廷 明 令禁 止 民

① 李 心 传 . 《建 炎 以来 系 年 要录 》 卷 147
,

绍兴 1 2年 10 月丁 亥
。

② 《金 史》 卷 49
,

《食 货 志》 四
,

代茶 》
。

⑧ 《金 史》 卷 49
,

《食 货 志 》 四
,

《茶》
。

④ 《宋会 要 辑 稿 》 第 1 40 册
,

《食 货》 38
,

隆 兴 2 年 1 2 月18 日
。

⑤ 《宋会 要 辑 稿》 第 1 40 册
,

5 4 87 页
,

《食 货》 38
,

乾 道 元 年 O 月 15 日
。

⑥ 《宋会 要 辑稿 》 第 1 40 册
,

54 8 8 页
,

《食货 》 38
,

乾 道 元 年 2 月 7 日
。

⑦ 李 心 传
:

《建 炎 以来 系 年 要录 》 卷 18 6
,

绍兴 30 年 9 月壬 申
。

⑧ 《三 朝 北 盟会 编 》 卷 14 9
,

绍兴 元 年 12 月 8 日
。

⑧ 《金 史》 卷 49
,

《食 货 志》 四
,

《茶》
。

L 《三 朝 北盟 会 编 》 卷 1 49
,

绍 兴 元 年 12 月 8 日
。

0 《宋会 要 辑录》 第 1 40 册
,

54 8 7 页
,

《食 货 》 8s
,

乾 道 5 年10 月17 日
。

《金 史》 卷 5
,

《食 货志 》 五
、

《榷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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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 年 吕 月 乙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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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运 茶渡淮
,

若果 被截 获
,

则 “ 以 一 斤比 二 斤推 赏
。 ” 但 “ 客贩 所 以 冒 法 私 渡 淮 河

,

一则 获

利 至优
,

二 则 避 免 榷场 贴 纳 官 钱
。 ” ① 所 以 不 特 鼎 ( 湖 南常 德 )

、

澄 ( 湖南澄 县 东南 )
、

归

( 湖北 稀归 )
、

峡 ( 湖北 宜 昌县 西 北 ) 等 州 出 产 的 茶 大 量 运 销 金 境
, ② 连 到 福建 的 腊 茶

,

也

突 破 了南宋 朝 廷 的 控制
,

从海 道运 到 金 境
。

③ 此 外
,

由于 经 蒋 州 ( 河南演 川 县 ) 运 茶 给 北方

商 人 的 很 多
,

致 使 “ 榷 场通 货之 茶,,
,

大为 减 少
。

④ 生 姜 从楚 州 北神 镇运 过 淮 北 的 很多
, ⑤

绢
、

布
、

丝
、

麻 之 类 则 从川
、

陕 一带 贩 人 金 境
。

⑥ 耕 牛和 马 也 有 不 少 运 到 北 方 贩 卖
。

淳熙

五年 ( 1 1 7 7年 ) 南 宋朝 廷 曾经 明 令
: “

湖北
、

京 西 路 沿边 州 县
,

自今客 人 辄 以 耕牛并 战 马 负茶

过北 界者
,

并依 军 法 ” 。

O

从 金 输 入 宋境 的 是 盐
。

金 解州 ( 山 西 解县 ) 产 盐丰 富
,

金 统 治 者 是允 许官民 通 过榷 场输

人 宋境 的
。

⑧ 但宋 朝统治 者 为 了强 迫 人 民购 买 “官 盐 ” ,

禁 止 “解 盐 ” 人 境
。 “ 解盐 ” 比 南

宋 的 “ 官盐 ” @
“

价 廉而味 重 ” ,

因 而利 路 ( 四 川 广元 一带 ) 关外诸 州
, “

人 竞贩 卖
,

啸 聚 边

境
,

动 辄成 群
。 ” ⑨ 京 西路 的 人 民

,

也沿 着光 化军 ( 湖北光 化 )
、

均 州 ( 湖 北均 县北 )
、

房

州 ( 湖 北房 县 ) 的 小 路 通 过 金 境购 买 “ 解盐
” ,

因 而 这 些 地 区 的 人 民
, “ 全 食解盐

,

淮 盐 绝

无 到 者
。 ” L

由于 宋金 的 贸 易频 繁
,

南宋 的 钱 币 流 入 金境 的 数 量很 大
。

宋 朝 曾经 严禁铜 钱 出 界
,

渡 淮

的 人 必须 经 过检 查
。

但 由于 金境铜 钱缺 乏
, “

南客 以一 绪 过 淮
,

则 为数 络 之 用
。 ” 0

“

唐 ( 河

南 唐 河县 )
、 ,

邓 ( 河 南邓县 ) 间钱陌
,

以 一二 十 数 当 百
。 ”

@ 同 时
,

民 间 贸易
,

特 别 是 购买

北 方 的 “解 盐 ” ,

都是 以 钱 币交 易
,

L 所 以 宋钱 大 量 北流
。

从考 古 发 现 的 材料 看 来
,

金 统治

区 到 处 都 出 土宋 钱
。

如 内蒙 古 自治 区 呼和 浩 特市北 郊大 青 山 哈拉 沁 沟 的 金 代 遗 址
,

有 绍兴通

宝和大 定通 宝共 出
。

@ 辽 宁新 民县前 当 辅金 代 遗 址 有 建 炎
、

绍兴等 和嘉 泰 钱共 出
。

0 黑 龙 江

肇 东县 金 代 遗 址
,

也有宣 和 等钱 和正 隆
、

大 定共 出
。

L 可见 宋钱在 金境 流通 之 广
。

南 宋的 银 两 也 通 过民 间贩卖输 入 金 境
。

由于 “ 洒 州 榷 场广将 北绢 低价 易银” ,

许多 商 人

从 江
、

浙州 军贩 银 出 去
,

他 们 “ 从建 康 府界东 阳 ( 浙江 金 华 ) 过 渡 至 真州 ( 江 苏仪征 )
,

取

小 路 径 至 吁 胎 军 过河 博 易
。 ” 0 此 外

,

根据 淳 熙 年 间的禁 令
,

知道淮 河州 军 沿边
,

特别是 正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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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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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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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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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水 寨一 带 , 人 们 使 用 各 种 各样 的 办 法透 漏钱银 过界的 很 多
。

三
、

女 真和 其他民族 的经 济文 化联系

在 金 统 治 区 内
, 除 了 汉 族以 外

,

还有 许多 少 数民 族
。

早 在 收国二 年 ( 1 1 16 年 )
,

阿 骨 打 曾

经宣布
:

在 金控制下 的 民 族 有
:

契丹
、

奚
、

汉
、

渤 海
、

女真
、

室 韦
、

达鲁古
、

兀惹
、

铁 骊等等
。

① 这

些民族在 共同 斗争 中
,

互 相 促进
,

并 在汉 族 先 进经 济 文 化 的影 响下
,

得 到进一 步的 发 展
。

契丹是 一 个历史 悠 久的 民族
。

经 过 辽代 二 百 余年和 汉 族接 触
,

到 了 金 代
,

居 住 在河 北
、

山 西 的 大部分 都 从事 农 业 生 产
,

经 济 文 化的 发 展水平 已 经 和汉 族 大致 相 同
。

住 在 金西北
、

东

北边 境的则 从 事畜牧业 生 产
。

金 初
,

女真 统治 者为 了防止 契 丹 人 的 反抗
,

把他 们 大批地 编 入

猛安谋 克
,

徙 居东北
。

天 辅五 年 ( 1 12 1年 )
,

契丹 贵 族耶律 余睹 带 领 他 的部 族三 千 户降 金
,

阿 骨打 认 为 “ 余赌 降 时
,

其民 多强 率而 来者
,

恐 在边生 变
,

宜徙 之内地
。 ” ⑧ 从 此迁徙 了一

部分 契丹 人 到 黑龙 江地 区
。

次 年
, “阮 定山 西 诸 州

, ·

“ 一 又 命耶律 佛顶 ( 契丹 人 ) 以兵 护 送

诸降 人 于 浑 河路 ” 。

天 会 元年 ( 1 1 23 年 )
, “ 以山 西诸部族 近西北 二边

,

且辽主未 获
,

恐 阴

相 结诱
,

复命皇 帝 昂 与 李 荃稍喝 等以 兵 四 千 护 送
,

处之 岭东 ( 张广才 岭 )
。 ” ⑧ 大 定 三 年

( 1 16 3年 )
,

女真统 治 者镇 压 了耶 律斡罕 ( 移刺 窝斡 ) 领导 的 契丹人 民起义 之 后
, “ 罢 契 丹

猛 安 谋 克
,

其户 隶 女 真猛安谋 克
。 ” ④ 就是 把参 加 过起 义 的 契丹 人 并 人 女 真猛 安谋克

,

由 女

真奴 隶主 贵族直接控 制
。

大 定十七 年 ( 1 1 7 7年 )
,

又 把 西北 路 的 契丹 人 徙 上 京济
、

利等 路
。

⑥

这 部分契丹 人 原 来是 从事畜牧 业 生 产 的
,

迁 到 东北 以 后
,

转而 从事 农 业 生 产
。

⑥ 他 们 和 汉

族
、

女真的 劳 动人 民
,

对东北 地 区 农业 生 产 的 发 展 作 出 了贡献
。

原 居 住 在 东北
、

西北
、

西南边 防 地 区 的 契丹 人
,

一 部分被 女真统 治者编 人 礼 军
,

戍 守 边

境
,

防 止蒙 古部 落 的 南下
。

大 定 年 间
,

东北路 的乱 军有 二部五 处
,

共 5 5 8 5 户
。

西北
、

西 南二 路

的 处 军 有 十
。

⑦ 还有 一 部分 契 丹 牧 民
,

在金 初按 照 辽代 的 诸 a 抹 ” ( “抹 ” ,

原 指无 蚊 纳
、

水 草 丰富的 牧地 ) 设置 群牧
,

⑧ 共 十 二 处
,

即
:

斡独碗
、

蒲速斡
、

耶鲁碗
、

讹里 都
、

处 斡
、

欧里 本
、

乌展
、

特满
、

驼驼都
、

讹鲁都
、

武恩
、

蒲鲜
。

⑧群牧 中除 了 契丹人 外
,

还 有 汉 族 及

其他 民族 的 成份
。

L 他 们 饲 养马
、

骆驼
、

牛
、

羊
。

据大定 二 十八 年 ( 1 1 8 8 年 ) 的统 计
:

七 所

群牧 共 有 马 四十七 万 匹
,

牛 十三 万头
,

羊八 十七万 只
,

骆 驼四 千 只
。

0 西 南路的 契丹 牧民
,

还在交 通 要 道 “ 建 城 市
,

通 商贾
。 ” @ 可见 这 些地 区 的 畜 牧业 生 产 是相 当 发达 的

。

契 丹 牧 民 受 到 女真奴 隶 主 贵 族的 残酷 剥削 和压 迫
。

三 岁 大 的马 匹 便被搜 刮 充 当 军 马
,

还

① 《金 史》 卷 2
,

《太祖 纪》
。

⑧ 《金 史》 卷 1 3 3
,

《耶律 余 睹传 》

③ 《金 史》 卷 46
,

《食 货 志 》 一
,

④ 《金 史》 卷 6
,

《世 宗 纪》 上
。

⑤ 《金 史》 卷 88
,

《唐 括 安 礼传 》

⑥ 《金 史》 卷 7
,

《世宗 纪 》 中 ,

⑦ 《金 史 》 卷 “
,

《兵 志 》
。

⑧ 《金 史 》 卷 “
,

《兵 志 》
。

⑨ 《金 史 》 卷 24
,

《地 理志 》 上
。

L 《金 史 》 卷 “
,

《兵志》
。

《金 史》 卷 “
,

《兵 志》
。

《金 史 》 卷
,

《耶 律怀 义 传 》
,

《户 口 》

, 卷 “
,

《兵 志 》
。

卷 8 8
,

《唐 括 安礼 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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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常派遣官 吏 检查 牲畜 的数 目
,

若 有损失 及隐 匿
,

除赔 偿之 外
,

还受 处罚
。

① 正 隆年 间
,

完

颜 亮 为 了大 举南 犯
,

派 人 到 西北路大 批征 调契丹 丁壮
,

引 起 契丹人 民 的 反 抗
,

爆 发 了撒 八 和

耶律 斡罕 领 导 的
、

以 契 丹人 为 主包 括汉
、

奚 等族 在 内 的大 起义
。

这 次 起义
, “ 山后 四 群牧

、

山前 诸群 牧皆 应 之
。

⋯ ⋯ 五 院司 部人 老 和 尚那 也 亦 杀 节 度 史 术 甲兀 者 以 应撒八
。 ” ② 起义 军

的 “ 兵众 强
,

车 帐 满野
, ” ③ 转战 长 城 内外

。

从 正 隆 五 年 ( 1 16。年 ) 一直坚 持 斗争 到 大定 二

年 ( 1 162 年 )
,

才被 镇压下 去
。

这 次起 义 给女 真奴隶 主贵 族 的 反动 统 治以很大 的 打 击
。

金 世

宗在 镇压起 义 军 的过 程 中
,

被迫 作 出让 步
,

宣 布
: “ 应诸 人若 能 于 契 丹贼 ( 指 起义 军 ) 中 自

拔 归 者
,

更 不 问 元 初首从及 被威 胁之 由
,

奴脾
、

良人 罪无 轻重 并 行免放
。

⋯ ⋯ 内外官 员郎 君

群牧直 撒百姓 人 家 驱 奴
、

宫 籍监 人 等
,

并放为 良 ” 。

④ 起 义 被镇 压 以 后
,

女真 统 治 者 又 不 得

不 多 次 下 令释放 奴隶
,

说 明 了这 次 起义 有 力 地 推动 了 社会 的 发 展
。

⑥ 同 时
,

契 丹
、

奚
、

汉 各

族 人 民 在 共 同斗 争 中又 更 加 紧密联 系
。

奚 人 和契 丹 人 长期 保持 了 政治
、

经济
、

文 化 上 的联 系
。

阿 骨打 攻 陷 了 东 京 路 后
,

废除

了 州 县制
,

把奚 人 抑为 奴隶
,

编 人 猛安 谋克
, ⑥以 挞 不 野 ( 即 大 臭 ) 为 “ 东京 奚 民 谋 克

” ,

⑦

天 会 元 年 ( 1 1 2 3 年 ) 征 服 了十三 岩 ( 辽宁锦县 东 ) 速古
、

吸里
、

铁 民 三 部 后
,

又 “依 东 京

渤海 例
,

置 千 户 谋 克
。 ” ⑧ 大 定 二 年 ( 1 16 2年 ) 女真统 治 者 对 参加 过耶律斡 罕 起 义 的 奚 人

,

采 取 了 极 其野 蛮的 办 法
, “ 尽杀 其男 子

,

以其 妇 女 童孺分 给诸军
。 ” ⑨ 奚人 的 反 抗 更 为 剧

烈
。

以 后 又 把 奚人 编 人 猛 安谋克
,

迁 到 咸 平
、

临横
、

泰 州 等处
,

从事 农 业 生 产
。

L

还有 一 部分 奚 人被 组成 奚军
。

天 会七 年 ( 11 2 9年 )
,

徙 奚第一
、

第 三 部 戍 云 内州 ( 内

蒙 古 乌 拉 特 旗 )
。

这 一 地区 以 出产 镇铁著 名
,

0 奚人 在 辽代 精于 锻铁
,

奚军迁 到 云 内 州 以

后
,

可 能还 从事 冶 制 兵 器
。

渤海 人长 期 从 事农 业 生 产
,

经 济 文 化深 受汉 族 的 影 响
。

在 辽代 几 经迁徙
,

分 布于 辽 的 临

演
、

大 定
、

辽 阳 等处
,

和 汉 族杂 居
。

女真反 辽之 时
,

由于 渤海 人 同 处 于 被压 迫 的地 位
,

在 阿

骨打提 出 所 谓 “ 女真 渤 海
,

本 同 一 家 ” 的 口号 下参加 了反辽 斗争
。

0

但在 攻陷 辽 东地 区 以 后
,

渤 海的 劳动 人 民都被编 人 猛 安谋克
,

由渤 海贵族 率领
。

如高彪

任榆 河千 户
,

L 王 政 任 卢 州 渤海军 谋 克
,

O 二 哥 任 咸 州 渤 海人 千 户L 等
。

① 《金 史 》 卷 44
,

《兵志 》
。

② 《金 史 》 卷 133
,

《移 刺 窝 斡传》
。

③ 《金 史 》 卷 1 33
,

《移 刺 窝 斡 传》
。

④ 《金 史》 卷 1 33
,

《移 刺 窝斡 传》
。

⑤ 参 看 赖家 度
:

《耶律 斡 罕 领 导 的 抗 金 斗争 》
,

《历 史 教 学 》 19 62 年 第 。 期 , 又 《历史 教学 》 1 9 6 3 年 第 1 期讨论 该

文 的 文 章
。

⑥ 《金 史》 卷 2
,

《太 祖 纪 》
。

⑦ 《金 史》 卷 80
,

《大 臭 传》
。

⑧ 《金 史 》 卷 7 7
,

《挞懒 传 》
。

⑨ 《金 史 》 卷 6
,

《世宗 纪 》 上
。

L 《金 史 》 卷 4了
,

《食 货 志 》 二
,

《田 制 》
。

O 《金 史 》 卷 24
,

《地 理 志 》 上
,

《西 京路》
。

@ 《金 史》 卷 2
,

《太 祖纪 》
。

O 《金史》 卷 81
,

《离彪 传》
。

。 《金 史》 卷
,

《王 政传》
。

L 《金 史》 卷
,

《太 祖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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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 海人许 多 已 使用 汉姓
,

有 王
、

高
、

张
、

杨
、

窦
、

乌
、

李 等数种
。

① 渤海人 还 使 用 汉 语

文
。

夭 眷 元年 ( 1 13 8年 ) 金朝 廷 规 定
: “ 百 官浩命

,

女 真
、

契丹
、

汉 人 各 用 本 字
,

渤 海 同 汉

人
。 ” ② 渤 海猛安 谋 克大量 迁 居 山东 以 后

,

在 经 济 文 化 上 和 汉 族 的 联 系更 加 密 切
,

而 且 不 少

已 经 同 化 于 汉 族 了
。

回 鸽人 在 北 宋 时 期 一部 分 入 居 秦 川 ( 甘 肃
、

陕 西 一 带 )
,

后 来 女真统 治 者 把 他 们 迁 到 燕

山 ( 河 北蓟 县东南 )
,

他 们 和 汉 人 通 婚 的很 多
。

回 鹊人 的 织 绣及 金 饰工艺 极 为 出色
。 “ 善 结

金线 相 瑟 瑟 为拜及 金环
、

织 熟 锦熟 续 注 丝线 罗 等物
,

又 以 五 色线 织 成 袍
,

名 日 克 丝
,

甚 华

丽
。 ” ⑧

住 在西 北 甘
、

凉
、

瓜
、

沙 等州 的回鹃
,

出产 珠
、

玉
、

药
、

香 及 丝毛 织 品 ; “善造 镇铁 刀

剑
,

乌金 银 器
。 ”

不 少 回 鹊商 人 把 他 们 的 土产运 来燕地
,

经 过 西 夏时
,

受 到 西 夏 统 治 者 苛 刻

的 剥 削
。

回 鹊 的 商 人 “ 尤 能 别 珍 宝
,

蕃汉 为 市者
,

非 其人 为侩
,

则 不 能 售 价
。 ” ④ 还 有 回 鹃

商人 来 往 贸 易于 山 东
、

河 北之 间
。 “

回 鸽有 田 姓者 饶 于 财
,

商贩 巨 万
,

往 来于 山东
、

河北
。 ”⑤ 同

时
,

回 鹊 统 治 者 经常派 人入 贡于 金⑧ 。

女 真统 治者 又经常购 买 回 鸽 的 马 匹
。

⑦ 回 鹊 的 马 和 弓

矢是女 真最高 统治 者 用 作 赏赐 臣 僚的 珍 贵 物 品
。

⑧

兀 惹 ( 即 温 热 ) 是 金东 北边境 的 少 数 民 族
。

辽 代 被徙 居 于黄 龙 府以 南 的 宾州 ( 吉 林农 安

县 东北 )
,

长期 和 女真
、

契 丹接触
,

互 相 婚 姻
。

⑧ 收 国 二年 ( 1 1 16 年 ) 兀 惹 人 被 女 真统 治 者

编 入 猛 安 谋 克
,

由 原 来 的 部落 酋长 率领
。

0 兀 惹 的 上 层 人 物 大 量 地 吸 收 汉 族 的 文 化
,

采 用 汉

姓
。

南宋 的 洪 皓 居 留 燕 京 的 时 候
,

曾经 和 兀 惹 的 千 户 李靖结 交
,

这 个 兀 惹 人 “ 学 奕 象 戏
,

点

茶⋯ ⋯ 衣 制 皆如 汉 儿
。 ” @

金 代 东 北
、

西 北边 境 的 蒙 古 部 落 和 女 真 接触很 多
。

挞 靶 人 主 要 从 事 狩 猎
,

沿 长城 南接 近

汉 族地 区 的 已经 发 展 了 农 业 生 产
。

他 们 从河 东地 区 ( 即 金 的 西 京路 ) 得 到 汉 人 的 铁钱
,

用 来

铸造军 器
,

武 装 力量 逐 渐 壮大
。

@ 又 随 着 私 有 制的 产生 和阶 级分化
,

经 常南犯 金 境
。

女 真统

治 者除 了采 用军 事 剿 杀 以 外
,

还 掳掠 了鞋粗 的 劳 动 人 民
,

把 他 们 贩卖 到 山 东
、

河 北各 地 充当

奴隶 ; 0 另 外 又 利 用 了一 部 分 被征 服的 糙 鞍 人 监视 蒙 古 部落
。

到 了世 宗
、

章宗 时 期
,

为 了 隔

绝 勒 担 人 的 南下
,

又 修筑 了一条 长 三 千里 的 界 壕边堡
,

调遣重 兵 戍守
。

当 然
,

这 种 设 施 不 能

完全断 绝 勒 鞋 人 和 金 境 汉 人 及 女 真人 的 经 济 文 化联 系
。

阻 卜的 一 部分 在 章宗时 曾经 受到 金 朝

廷 的 控 制
,

永安 三 年 ( 1 19 8 年 ) 阻 卜酋长斜 出 附 金 并 在 辖 里 尼 要 ( 在 内 蒙古 多 伦 诺 尔 东 北 )

① 洪 皓 : 《松 漠 纪闻 》
。

② 《金 史》 卷 4
,

《熙 宗 纪 》
。

③ 洪 皓
:

《松漠 纪 闻 》
。

④ 洪 皓
:

《松漠 纪 闻 》
。

⑥ 孟洪 : 《蒙挞 备录 》
。

⑥ 参 看 《金 史》 卷 8
,

《太 宗纪 》 , 卷 4
,

《熙 宗 纪》
。

⑦ 《大 金 国志》 卷 e
,

《太宗 》 四
。

⑧ 《金 史》 卷 1 32
,

《徒 单 贞 传 》 , 卷 1 32
,

《完 颜 元宜 传 》
。

⑨ 洪 皓
:

《松 漠 纪 闻》
。

L 《金 史 》 卷 2 ,

《太 祖 纪》
。

@ 洪 皓
:

《松 漠 纪 闻》
。

@ 李 心 传 《建 炎 以 来 朝 野杂 记 》
,

乙 集
,

卷
,

《鞋 粗 款 塞》
。

L 盂 琪 《蒙 糙 备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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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设 榷场
,

互 相 贸易
。

① 北 方 的蒙古 部
、

即盲骨子 是渔 猎和 畜 牧的 部 落
, “ 无 城 池 屋宇

,

但

为 毡 帐
,

择便利 水 草而 居 ⋯ ⋯ 无耕 织
,

制 皮为 裘
,

以牛
、

羊 为粮
。 ” ② 皇统六 年 ( 1 146 年 )

女 真 统 治 者 派 胡 沙 虎攻 伐 蒙 古 部
,

结果 反为 蒙 古 部 围 困
,

女真统 治 者 不得 不遣 派箫保 寿奴与

蒙古 部 议 和
,

每年 送给 蒙古 部牛
、

羊
、

米
、

豆
。

⑧ 以 后 义多 次 用 贡赐 的 方式
,

双 方 交 换 产

品
。

④ 盲 骨 子 也有 一 些 人 居 燕 地
。

⑤

金 代 初期 曾 在 西 北招 讨 司 的 燕 子 城
、

北 羊 城 之 间设 立 榷场
, “ 以 易北 方 牧 畜

。 ” ⑥ 皇统

元年 ( 1 14 1年 ) 又 设置榷 场和 西 夏进 行 贸易
。

⑦ 前 后 对 西夏开 设 的 榷 场 有 保 安
、

兰 安
、

绥

德
、

东 胜
、

环 州 ( 均 在 陕 西
、

甘 肃 境 ) 等处
。

西 夏主 要输 出 珠
、

玉 , 金 主 要 输 出丝
、

帛
。

⑧ 西

夏的 使 节到 金
,

女 真统治 者 还允 许他们 在使 馆 内 贸 易三 日
。

⑨ 此外
,

边 境 间的 女 真族 人 民
,

不顾统 治者 的种种禁 令
,

越 过边 界互相 贸易的 也很 多
。

9 女真统 治者 还多 次派 医 师 到 西 夏
,

为西 夏 贵族治 病
,

O 中原 的 医 药 可能 由此传入 西 夏
。

我 们从女 真和 汉 族及其 他 民 族之 间的 联 系不 难 看 出
:

即 使 象 金代 那样
,

由于 女真统 治 者

一 再 发 动 民族 战 争
,

造成 民 族关 系紧张 以 及政 治上 南北分 裂
,

我 国各 族 劳动 人 民 之 间的 友好

往 来 仍 然是 民族 关 系的 主流
。

各族 人 民 共 同斗 争
,

不断 进 行经 济 文 化 交 流
,

彼此 之 间 有 着互

相依 存和 不 可分 割 的 联 系
。

而 汉族 的 主 体和 先 进作 用
,

又 有力 地 促进 了 少 数民 族 社会 经 济 文

化 的 发 展
。

最 后我 们 必须 指 出
:

我 国 民族 关 系 的 主流 并不 是 自发 地形 成 的
,

而 是通 过 各族人 民 共 同

进 行 阶 级 斗争 推 动 它 向 前 发 展和 巩 固 的
。

金代 北方 汉族
、

契丹
、

奚
、

渤 海等人 民 的 起 义 以 及

广 大汉 族 人 民的 抗金 斗争
,

都严重 地打 击 了女 真的 奴隶制
,

抑制 了 女真 奴隶主 贵族 的 反 动统

治
。

我 国各 族 人 民为 了维 护 民 族 的 团结 和祖 国的 统一
,

加 强 民 族 间的 经 济文 化交 流
,

不 惜流

血 牺 牲
,

付 出 了很大 的代 价
。

历 史事 实 证 明 了 毛主席 的 英 明 论断
: “人 民

,

只 有 人 民
,

才 是

创 造世 界历 史的 动 力
。 ” @ 任 何 反 动 统 治 阶 级 的 倒 行逆施

,

都不能 阻 止 历 史 的前 进 I

J

① 《金 史 》 卷 50
,

《食 货志 》 五
,

《榷场 》
。

② 李心 传 : 《建 炎 以来 朝 野 杂记 》
,

乙 集
,

卷 19,

③ 《大 金 国志》 卷 12
,

《熙 宗》 四
。

④ 李 心 传 : 心建 炎 以 来 朝 野 杂记 》
,

乙 集
,

卷 19
,

⑥ 洪 皓 : 《松澳纪 闻 》
。

⑥ 《续文 献 通 考分 卷 26
,

《市舶
、

互 市》
。

⑦ 《金 史 》 卷 4
,

《熙 宗纪 》
。

⑧ 《金史 》 卷 1 3 4
,

《西 夏 传 》
。

⑨ 《金 史 》 卷 1 3 4
,

《西 夏 传》
.

L 《金 史》 卷 1 34
,

《西 夏 传》
。

0 《金史 》 卷 1 3 4
,

《西 夏 传 》
。

@ 《毛 泽 东 选 集 》 第 卷
,

第 5 3页
。

《糙 粗 款 塞 》
。

《鞋 粗款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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