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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鲜卑 山阶段

拓 跋鲜卑 族最 早 的居地 大鲜 卑 山
,

这个 久议 未 决几 乎 无望 证实 的历 史 问 题
,

自拓 跋

鲜 卑 ‘ 石 室 ” 的发现得 到 了 证 实
。

大 鲜 卑 山是 在 今 内 蒙古大 兴安 岭 北 部东 麓嘎 仙 洞 一带

的 山 地 ‘ 。 ‘

相 传 当 时 还 生活在森 林 里 的拓 跋鲜 卑祖 先 , 据 “ 有大 鲜卑山
,

因以 为 号 ” ; 以 “ 射

猎 为业 ” ,

兼事 “ 畜 牧
” ,

在 “ 幽都 之 北
,

广 漠之 野” 迁徙 不定 , “ 淳 朴为俗
,

简易为

化” , 也没 有文 字
,

遇事 则 “ 刻 木纪 契 而 已 ” 。

( 以 上 引文均见 《魏 书
·

序纪 》卷1
。

以

下 引文 同 ) 传 说所 展 示 出来的完全是 一 幅原 始社会 的生 活 图景
。

其后
,

经过 许 多世 代传 到 其 酋长 毛
。

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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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史 学界 认为
,

所 谓 “三 十六 国” ,

实即 三 十 六 个 部

落
,

所谓 “ 九十 九大 姓 ” ,

实即 九十 九个 氏 族
。

这个 传 说反映 了 他们 当时 已经 组成 为部

落联盟
,

毛 经过 “ 远近所 推 ” 当上 了 部 落联盟 大酋长
。

这是 传说 保 留下 来 的拓 跋鲜卑人

最早 的社 会组织
。

任 何 一种 传说
,

其 中都 有真有 伪
。

象这 个传 说
,

在很 久 以后 仍 给 鲜卑

人 留下 了 难忘 的 印 象, 宇文泰 在西 魂 执政时 期
,

还 企 图恢复 这种 旧 制
, “ 以 诸将 功高 者

为三十 六 国后
,

次功 者为 九十 九姓 后 ,,
’ ,

由此 可见
,

这个 部 落联盟 的传说 是可 以 相信 的
。

当拓跋 鲜卑 族在历 史 上 出现 的时 候
,

母 权 制 已让 位 于 父 权 制
,

他们 的世 系 是 按照 父

系 来计 算的
。

他们 的 氏族制度 已经进 入 了 衰落 阶段
。

大 约毛 以 后
: ,

联盟 大酋 长 的后 继者 都

是 在 拓跋 氏家庭 里世 袭的
。

他 们 的畜 牧 生产 日益 发达
,

自毛 以 后又 经过 四 代
,

由以 狩猎

为 主 过渡 到 以 畜 牧为主
。

这 是他 们 将 要 由森 林走向 草 原 的证 明
。

现 在大兴 安 岭北部 森 林

区 域 ( 大 鲜卑 山 ) 已经不 能适 应 他们 畜牧 业发 展 的要求 了
。

鲜卑
“

石 室
”

的发掘
,

发 现有 很多 手 制 的 陶器
,

还 有骨 银
、

石铁 等
“ 。

这 些出 土 遗物
,

证
、

明其 经济
、

文化 的发 展水 平
,

尤其 是掌 握制 陶木
,

标志 着 他们 业 已达 到野 蛮 时 代 的水平
。

二 以 其 山居 、 猎 牧
、

制陶 及 社 会组织 (
,

部落 联盟 ) 等方面 与人类一 般发 展 过 程 相 对

照
,

我 们便可 以 看 到
,

在 大鲜卑 山 的拓 跋 鲜卑 人正 是处 于野 蛮 时代 低 级 阶段 末期
。

二
、

南迁
“

大泽
”

游 枚

到 毛 以 后 第五代 的大 酋长推 寅
,

便 率领 族人 走出大 鲜 卑 山
,

南迁 到 “大 泽 ” 游牧
。

《魏 书
·

序 纪 》云
: “ 宣 皇帝讳 推 寅立

。

南迁 大泽
,

方千 余 里
,

厥 土 昏沮冥 枷
。

谋 更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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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
,

未行而崩
。 ” 从 其迁徙方 向和 地形来 看

, “大 泽” 应是 呼伦 池 , “方 千余 里
,

厥士

昏冥 沮 枷 ” 应 是 呼 伦贝 尔 草原
。

这 从 考 古材料 也 得 到 了 证实
。

从 推 寅进 入 呼 伦贝 尔草原 到后 代走 出 这个 草原
,

经历 了 八 代 ( 推 寅
、

利
、

侯
、

肆
、

机
、

盖
、

侩
、

邻 八代 )
。

一 代 以 二 十 五 年计
,

约 二 百 年左 右
。

关于 他 们这个 时 期 的生产状 况
,

可 从考 古材料 略知 其 大概
。

在呼 伦 池 附 近发现 的完 工古墓 和 扎费 诺尔墓 群
,

据 考古 学界

判 断
,

是 鲜卑人 的墓葬
。

完工古 墓 在葬 式 上 是丛 葬 ( 多人 葬 )
,

墓 内埋 有大 量 的牛
、

马
、

狗等牲 畜
,

还 有丝 绸衣 裤残片
。

随 葬品 有石 器
、

骨 器
、

木 器
、

陶器
、

铜 器
、

铁器 等
,

还

有珠 饰
、

贝 壳
、

珊瑚 枝等装 饰品
。

其 中铁 器有 铁 傲
、

铁 刀
、

铁 环 等工具 和 武器 气这批出 土

遗物反 映 出他 们 的畜 牧业 生产 已经 相 当发达
。

并且
,

在这批遗物 中有不 少器物均 非 当 地

所 产
,

如 海贝
、

丝 绸
、

珊 瑚枝 等
,

说 明 他们 与外界地 区 有着 经济
、

文化 的交往 关 系
。

而

扎 费诺 尔墓群
,

则 绝大部分 是单人葬
。

这批 墓葬 以 大量 的马
、

牛
、

羊殉 葬
,

随葬品 中的

铁 器 有 铁矛 、 铁 滋
、

铁环 首 刀
、

铁 衔
、

铁 鞘等 , 而 且在 出土 的陶 罐内一 般都 发 现 有 腐

烂 的谷 壳
5 。

扎赛 诺尔 出土 的遗 物
,

不 论是 铁器
、

铜器
、

陶器
、

骨 器
、

木 器 等都 比 完 工

的种类增 多
,

工 艺 精 美
,

说 明扎 贵诺尔 遗物 的年代 要 晚于 完 工屯 扎 责诺 尔时 期 的畜 牧业

生产 比 完工时 期 有 了显著 的发展
。

币且 巳 以谷子 随葬
,

可能 当时 已 出现 了 少 量 农 业
。

有

论 者还 认为
,

完工 墓葬还 存 在丛 葬 制 度
,

扎 费 诺尔墓 葬则普遍实 行单 人葬
,

单人 葬取 代

了丛 葬
,

这 正 是犬家 族组 织走 向解体
、

个 体家 庭 开始 出现 的生动 反映
. 。

呼伦 贝 尔草 原的疆域广 阔
,

水草 丰美
,

是 游牧 部落 的天 然牧场
。

二百年 间
,

拓跋鲜

卑人 利用 草原 优越 的 自然条 件
,

繁 殖他 们的畜群
,

发展 他 们 的种族
,

到大 酋长 拓跋邻 时

即将 走出草原 的最后 一 代 时
,

他 们 已经壮大 成 为 一支有组 织 的兵强 马 盛 的骑士 队伍 了
。

《魏 书 》卷 113 《官 氏志 》云 ,
、

“ 初
,

安 帝统 国
,

诸部 有九十 九姓
。

至 献 帝 ( 邻 ) 时
,

七 分国人
,

使诸兄

弟各摄领 之
,

乃 分 其 氏
。

⋯ ⋯ 献帝 以 兄 为 绝骨 氏 ( 后 改 姓 氏略
,

下 同 )
,

次 兄

为普 氏
,

次兄 为 拓跋 氏 ( 当作 “ 拔拔 氏 ,, )
,

弟为达 奚 氏
,

次弟为 伊娄 氏
,

次弟 为

丘 敦 氏
,

次弟为 侯 氏 ( 当作 “侯 亥 氏 ” )
。

七 族 之兴
,

自此 始也
。

又命叔 父之

撤 日 乙拚 氏
,

又 命疏属 曰 车馄 氏
。

凡 与帝室为 十姓
,

百世不 通婚
。

太 和 以前
,

国之 丧 葬 祠礼
,

非十族 不得 与也
。 ”

为什 么这 里 只 提 “九 十九姓 ” 而不 提 “三 十六 国 ” 呢 ? 根据 马 长 寿 教 授 解 释
,

氏 族

统子部 落之 内
, “ 九十 九 姓” 应统 于 “ 三 十六 国 ” 之 内

,

所 以 说到 “ 诸 部有 九十 九姓”

是 已经 包括 “三十 六 国 ” 在 内了7 。

大 酋长 拓跋邻 “ 七 分 国人
,

使诸 兄 弟 各摄 领 之 ” 。

他把 拓跋鲜卑 部 民 分为七个 部落
,

派 了 自己七 个 兄 弟 当 任这 七 个 部落 的大人 ( 酋 长 )
。

这七 个 部落 加 上 拓跋部 落共 为八个 部落
。

从 此 便打下 了后 世所 谓 “ 鲜 卑八 国” 的基 础
。

这新 的八 个 部落建立 起 来 后
,

加 强其部落 联盟 的组织 性
,

加 强 其 大 酋长对 部落联 盟 的

领 导
。

这种 改 组 部落和 委派 部落大 人的措 施
,

必 然是 出于 当 时对 内对外 的迫切 需要 , 不

过
,

这种 行 动本 身 巳经 意味着未 来 王权 的最 初萌芽
。

经过 这次改 组
,

原来 同 一 氏 族 的拓跋 氏 七 个 兄 弟
,

因 出任七 个 部 落的大人
,

他们便

各 以 其所统 领的 部落 名称 作为 自己的 姓氏
,

而分裂 出来 逐渐 形成为 七 个 氏族
。

这七 个 子

辈氏族
,

加 上 其母 辈拓脆氏 族 , 共为八 个氏族
。

连同所谓 “ 叔 父 之撤” 的 乙游 氏族 和所



谓 “ 疏属 护 的车馄氏 族
,

总共 十个 氏族
。

这个历 史形 成的 特殊集 团
,

从血缘 亲 属 关 系

来 说
,

它 应 是 一 个胞 族
。

在胞 族这 个 范 围内
,

拓跋鲜卑人 是 “ 百 世不 通婚 ” 的
。

这个 由

拓 赎氏 族分 裂为好 几 个氏 族
,

而又 以 胞 族 的形 式保存下 来 的实例
,

正可 代表 其 当 时拓 跋

鲜 卑人 的一 般情 况
。

少 在 当 时
,

全体 部民 都是 享有 完全平等 权利 的
,

其 管理 组 织 和他 们 的生活 条 件 相 适

应
。

‘

《魏书 》卷11 1 式刑 罚 志 》云 :

乙

一
“魏 初

,
,

礼 俗纯朴
,

刑 禁 疏简
。

宣帝 (推 寅) 南 迁
,

复置 四部大 人
,

坐王 庭

辞决讼
,

以 言语 约 束
,

刻 契记 事
,

无
一

图 圈考讯之 法
,

诸犯 罪 者
,

皆临 时决 遣
。

橄 神 元 ( 勿 微 ) 因 循
,

亡所革易
。

”

推 寅南迁
,

it’置 四部大 人坐 王 庭决 辞讼 ” ,

它 是 由 四个 部落大 人组 成 的管理 机关
,

看来

应是联盟议事会
。

在他们 的社会 里
,

没 有法律
、

没 有监 狱 等强制 手段
,

只有通 过 典论 来

调整社会秩 序
,

、

一切 纠纷 由 “ 四 部大 人” 根据传 统 习 惯便 能得 到解 决
。 ‘

从推 寅 到力 微时

代他们 都是 奉行这种 民主 管理制 度 的
。

兰
、

南 迁
“

匈奴故地
”

和种 族成分 复杂 的部 落联 盟 之形成

大 酋 长邻 改组 部落后
,

更谋 南迁
,

于 是命令 他 新任大 酋长的人子 洁 汾来执 行
。

《魏

书 落卷1 (( 序 纪 》云 :

一
’几 “

时有神人 言午 国日 : ‘

此土 荒退 , 未 厄以 建都 邑
,

宜 复徙 居
。 ’

帝 时 年

衰老
,

乃 以位授子 价圣武皇帝 讳话 汾
。

献 帝命 南移 , 山 谷高深
,

九 难八 阻
,

⋯ ⋯
,

历年乃 出
。

始居 匈 奴之 故地
。

其 迁 徙 策略
,

多 出宣
、

献二 帝
,

故人 并号 日
‘

推

寅
‘

勺 盖 俗云
‘

钻 研 ’之 义
。 ” 、

洁 汾 率领 族人 从呼伦 贝 尔 草原登 上 漫长 的南 迁征 途
, “

山 谷高 深
,

九 难 八阻
” ,

经历 一

年 以 王时 间 才达 到漠南 的
“

匈奴故 地
” 。

所谓 “

匈奴 故地
”

是 汉代五 原 郡之 地
,

在今河

套北 部固阳阴 山一带
。

由于 推 寅和 邻这匕 位大 酋 长有远 见有 魄力
,

能 领 导族人 迁徙 到水

草丰 美 的地大去游 收
,

所以 他 们 受 到 族 人的尊敬 和 钦 佩
,

而 并 誉 之 为
“

推 寅 气
。 ‘

“

推

寅
”

一 词 在 鲜卑 语 中是 善于
“

钻研 ” 的意思
。

就 是 说 ,

第一推寅 ( 宣 帝推 寅 ) 和第二 推

曳 ( 献帝 邻 ) 都是 杰 出的有 远见 的人物
。 ·

“

然 而他 们来到 “ 匈奴故 地” 是 在何 时 呢? 史无 明 文
,

只好 根据后 事 推 测
。

按 洁 汾

之子力微是话汾到 “ 匈奴故 地” 之 后所 生的
,

这事 史文 有 明 确 记 载
。

《魏 书
·

序纪 》

云 : “ 神元 ( 力微 ) 四十二 年
,

魏 景元 二年 也
。 ” 则 神元元 年

,

是 汉 献 帝 延 康 元 年

( 220 年)o 又云 : 力 微 崩
, 召 凡 享 国五 十八 年

,

年 一百 四 岁
。 ” 则 力微 是在 四 十 七 岁

时才继 承大酋长 职位 的
,

可 知 力 微是生在汉 灵帝熹平兰 年 ( 174 年 )o 又
,

洁 汾 与 “ 天

女相偶热 生 力微的神话 说 到
,

生力 微前 一年洁 汾 在 “ 匈奴 故地” 与 “ 天女 ” 相 偶
,

则其

时 在熹 平二 年 ( 173 年 )
。

据此可 知
,

在 汉灵 帝熹 平 二年 拓 跋鲜卑人 已经来 到 “ 匈 奴 故

地扩 了
。 卜 ’

再 根据 《新唐 书 》卷71 下 《宰相 世 系表 》窦 氏条云 : “ 窦统
,

字 敬道
,

雁 门 太守
,

以窦武之 难
,

亡 入 鲜卑拓 跋部
,

使居 南 境代郡 平 城
,

以 间窥 中国
,

号没鹿 回 部落大人
。



后 得 匈奴 旧境
,

又 徙居 之
。 ” 按 “窦 武之 难 ” 发 生于 东 汉 灵 帝 建 宁 元 年 ( 168 年 ) 九

月 . ,

是 外戚 窦 武 和 官僚陈 蕃等联合 反对 宦官
,

结果 被 宦官所杀
,

而 株连甚广
。

窦 统 因
“ 窦武之 难 ” 所 株连

,

在 是 年逃 “ 亡 入 鲜 卑拓 跋 部 ” 。

据 此 可 知
,

拓 跋鲜卑 部是早 在东

汉灵 帝建宁元 年 以前 的桓 帝之 世 已 经驻 牧于 “ 匈奴 故地 ” 了
。

这 条材料 比用 力 微 岁数 推

算又 提前 了七 年 左右
。

这 是 目前我们 所 能 找 到史 料以 证 明 的较 早 的年 代
。

如 前所述
,

拓 跋鲜 卑 部在 东 汉 桓灵 之 际 已 经 迁 到河 套北 部固 阳 阴 山一 带 游 牧
。

其时

正是 檀石槐 号令 各 部的时 期 ( 约150 一18 0年 )
。

檀石 槐联 盟 建 庭 于 高 柳 ( 今 阳 高县 ) 北

三百 里 的弹汗 山 ( 今大 青 山 )
,

其所 统辖 的地 区 划分为 东
、

中
、

西 三 部
。

而 拓跋鲜 卑部

的驻 牧 区域 则 属 于 西 部
。

据 《三 国志
·

魏书
·

鲜卑传 》注 引 王 沈 《魏 书 》云 : “ 从 上 谷 以

西 至 嫩煌
,

西 接乌孙
,

为西 部
,

二十 余 邑
,

其大人 曰置 键 落罗
、

日 律
、

推 演
、

宴 荔 游

等
,

皆为大帅
,

而制 属 檀石 槐
。

” 其 中西 部 大人推演
,

就 是拓 跋 鲜卑 部的 第二 推 寅献 帝

邻
。

这 个看法 已为史学 界所公 认
。

阴山 一 带在 汉 代是 一 个 “ 草木茂 盛
,

多禽 兽” 的地方 ( 《汉 书
·

匈奴 传下 》卷 94 ) ,

当年 匈奴人 曾 把这 里 当 作 自己的苑 囿 ; 这 里 又 是 一 个各族 牧 民都 很 向往而 想 占 领 的 地

方
,

各族 牧 民 多窿集在 此 及 其 附 近
。

自洁 汾 迁 到这 里 以 后
,

拓 跋鲜 卑人就 与原来 住在这

里 的匈奴
、

乌桓 等族 错居 杂处
,

互 为婚姻
,

出现 了 混血 关系
,

开始 走上相 互 融 合 的 道

路
。

马 长寿 教授对 此 作了 精 辟 的论 证 ( 见 《乌 桓与 鲜卑 》245 一 257 页 )
。

所 谓 “洁 汾皇

帝无 妇家
,

力 微皇 帝无 舅 家” 的 民 间 传 闻
,

正是 他们与 匈奴 诸族错 居杂 处 后
,

出 现 了

“鲜 卑父 匈奴 母” 混 血 关 系的现实反 映
。

洁 汾 死
,

庚子 年 ( 22 0年 ) 力 微继 承大酋 长职位
,

称 神元 元年
。

拓跋鲜卑人 的历史
,

自力 微 执政开 始才 有确实 的纪 年
。

在这 一 年
,

有一 个西 部大人 乘诸 汾刚 死 入侵 拓跋部
。 ,

这 征西 部大人
,

按 《三 国志
.

魏 书
.

鲜卑 传 》记 载
,

可 能就 是 西 部鲜 卑大人 蒲贰 方微试

败
,

其驻 牧地 被 他们 所 占领
,

部众 离散
。

力微被 驱逐 出来后
,

便 率 领残 部投 依 于 居 在
“匈 奴 旧 境 ” 五原 郡 的没 鹿 回 部大 人 窦宾

。

洁 汾 的长子 匹孤 ( 力微 的 异 母 长 兄 )
,

亦
“率 其部 自塞 北迁于 河西

’ 。

至 此
,

拓跋鲜 卑部落 联盟 完全 瓦 解
。

其 后
,

力微得 到 窦宾 的允 许
,

乃 率所部 驻牧在 他 的领地北 部一 个 叫做长 川 的地方。

经过十 多牵
,

离散 的 旧部 民 完全都 来归 附
。

到 神元 二十 九年 ( 248 年 )
,

窦宾 死 后
,

力

微 杀其二 子
,

并 吞 没 鹿 回 部
。

由 此 拓 跋部拥 有控弦骑 士 “二 十余万 ” ‘ 。,

势力 复 振
。

自2 35 年 ( 魏青 龙三 年 ) 柯比 能 部落联盟 瓦 解后
,

在 曹魏边 境的 各族各部 落不可 能长

期 没 有 一个 统一 政 府
,

没 有 一个 统一 政府 则 各族牧 民 所 需要的游 牧
、

交 通和 交 换 的秩 序

便 无从建 立
。

而 有志 于 恢 复旧 业亦具 有 一定 实力 的力微
,

毅 然 负起 了 时 代提 出 的这一 项

历史 使命
。

他在 神元 三 十 九年 ( 25 8年 ) 从 五 原 郡东迁 到 定襄 郡的盛 乐 ( 今 内 蒙古
几

和 林

格尔县 北 )
,

就 在这 里 举 行 “ 祭天 ” 典 礼 , 即 举行 部落联 盟成立大 会
。

远 近的部 落大人

都来
‘

“ 助祭 ” ,

表示 参 加部 落联 盟
。

以拓 跋鲜卑 部为首 的部落联盟 正 式宣 告 成立
,

力微

被推 举为大 酋 长
。

只 有 一 位 白 部 “ 大 人观 望 不 来 “助祭 ” ,

力 微把 他杀掉
。

远 近诸 部无

不 畏 服
。

于 是 由 拓 跋鲜卑 部的拓 跋氏家 庭 中选 出大酋 长的后继 者的权 利 , 也取得 各族 各

部落所认 可
。

现在 建立 的新联 盟 比以 前 的旧联 盟 , 规 模要大得多
,

其种 族成分 也较前 复杂得 多
。



据 心魏 书
·

官 氏 志 》记载
,

除 了 “ 帝 室十 姓” 之 外
,

还有丘 穆 陵氏 等 七 十 五 个 姓
。

此 七

十 五姓 中有 一 部分不 是拓 跋鲜卑
,

而是其 他种 族
。

其中属 于匈奴族 的姓 氏有六
,

属 于 丁

零族 ( 包 括高 车 ) 的姓氏 有六
,

属 于 柔然 族的 姓 氏有 三
,

’

属 于 乌桓 及 东部鲜 卑 的姓 氏有

九
,

、

属 于 东 方西 方 各族 的姓 氏 有七 .’ 共 计三 十 一 姓
‘

气 此 七 十 五 姓都 加 入 拓 跋鲜 卑部 落

联 盟
,

故统 称 “

内入 诸姓 竺
。

一

在 “ 内入诸 姓” 的外 围
,

还 有 与拓 跋鲜卑 部 落联 盟 保持 “ 岁 时 朝 贡 ” 关 系的 “ 四 方

诸姓 脚共三 十 五部
。

一

所谓
‘“ 朝 贡 ” , 只 可 解释 为在 政治 上 建交

,

在经 济上 有交 换 而 已
。

这些
、

“四 方诸 姓” 是 在拓跋 鲜卑 部落联 盟 之外 的
。

.

四
、

与魏晋建 交及 其 氏族 制度解体
_ - . 、 ‘

奋

神元 三 十 九年 盛乐 “ 祭 天 ” 典 礼 宣 告拓跋 鲜卑 部落联 盟 成 立 的同 时
,

还 作 出了 “ 与

魏 租亲” 的决 定
。

到神 元 四十 二年 即魏景元 二年 ( 261 年 )
,

力微派 遣 其 长子 沙 漠 汗 出

使魏国
,

并 作为质子 留在 魏都洛 阳 ( 《魏 书
·

序 记 》卷 1
。 ‘

以 下 弓}文 同 )
。

这 是拓 跋鲜卑

部落联盟与仅族 国 家正 式建交 的 开 始
。

从此
,

汉族 中世 纪 的商 品经 济 日渐 渗入他 们的 经

济领 域
,

汉 族先进的文化 日渐 影响 着 他 们的生 活 习 俗
,

使 他 们 逐 渐 走 上 汉 化 的 道

路。 ‘丫 _

一
· _ ‘

·

建交 后与 魏 “ 交市公往 来不 绝 ” 。 一

每年 都 有大 量 的牲声及某皮 毛 输 出 汉 地
,

又 有
“ 岁 以 万 计,,, 的金

、

帛
、

增
、

絮等 物从 汉地 输入 部落中去
。 、

魏亡 之后,, 仍 与 晋交好
,

交

市如故奋 而后困鲜卑 和乌 桓逐 渐 成 为 晋朝 幽
、

并 二州 的 “边 害” , 晋 幽州刺 史 卫罐对 他

们抽 用离间 政 策, ’

结呆倾向汉 化的沙 漠汗被 部落 守 旧势力所 杀 害
, 拓 跋联 盟发 生 分裂

,

九 微亦 因此优 愤 而 死 ”
。

- -

一 此 后
,

拓陇联盟分为东
、

中
、

西三沁 由 禄官
、

椅 位
、

琦卢 各统 一 部
。

其 时 “ 财畜富

实 , 控 弦骑 士四 十余 万” ,

成为一 支强大 的政 治力 量
。

代郡的汉 人 卫 操
、

卫 雄
、

姬 澹

等
,

看 到 晋朝 内乱
,

相 率投依 拓跋鲜 卑推
,

受 到猜 也
、

琦 卢 所重 用
。

他们 劝告 琦 伍
、

琦

卢 招 纳汉 人 以 立功 业
。

t’+ 是 晋人 附者稍众
” ( 《魏 书

·

卫 操传 》卷23 )
。

户 由 于琦 伍
、

椅卢 对汉人 实行开 放政策
,

所 以 有汉 族商 人常 常 来 到拓跋鲜 卑部落 住 区

里经商
。

如 居住 接 壤的仅商莫 含
, “家世货 殖

,

黄累 巨万
。

·

⋯ 外常往 来 国 ( 拓跋 联 盟 )

中” 进行 交 易
’‘ 。

也有远地的汉商深入 其 部落 各地 贸 易 , 如 猜 恋出 巡
:

西 自 榆 中 ( 今

甘肃榆 中 县
J

) 东 至 代 郡厂 有 洛 阳 大 商 人 携 带 金 帛 货 物 跟 随 在 他 的 后 面 做 买

卖 ’ “ 。
, ,

; 椅 也
、

禄官 死后
,

猜卢 统领 三部一 椅卢 出兵 援助 晋朝刘现有 功
,

晋朝封 猜 卢 为 代

公
,

」

并割 晋北 马 邑
、

阴 馆
、

楼烦
、

峙
、

繁 畴五 县 地 给 倚 卢
。

猜 卢 便 移部 民 “十 万 家” 入居

之
。

不久
,

猜 卢又被 进封 为代 王
。

椅卢重用 汉 族 士人 和汉化 较早 的乌桓 人
,

于 是 引 起

了 拓 跋鲜 卑部 落贵族所 妒 忌
,

因 而便 分为 旧人 和新人 两 派
。

随着西 晋 王 朝 的 倾 覆 ( 31 6

年 ) J
产

狩卢图 谋进兵 中原争夺 霸权
。

为 着 争霸
,

他要 求加 强 他 支 配部民 的权力
,

效仿 汉

族 的封 建 统 治 ; 但 按 氏族 民 主 制 这 是 绝不 允 许 的
,

只 有将它 破坏 而采 取强 制手段 才 能做

到
。

狩 卢 果 然是 这 样做了: 他废弃氏族 习⋯惯法
, “乃 峻刑法

,

每 以军 令从事
” ’

气可 是
,



一向 生 活在氏族 制 度下 的 部 民
,

在 思 想 认 识 上 完全 不 能 适应 ; }习此
, “ 民 乘宽 政

,

多 以

违命得 罪 ” ”
。

凡 被征调 而 不按 期 赴 军 役 的
,

琦 卢 则 按 “ 军 令 ” 处 理
, “

皆 举 部 戮

之 ” ’ “ , “ 死 者 以万 计” ’ 。 ,

从而 引 起 了联 盟 内部矛 盾 的 激 化
,

特 另lJ是 代王 与 氏 族 成 员

之 间的矛 盾
、

新 人 ( 汉 少
、

和 乌 恒人 ) 与 旧 人 ( 拓跋 鲜 卑人 ) 之 间的 矛盾 的 激 化
,

使 整个

联盟 陷于 骚 乱 和 恐 怖 之 中
。

琦 卢
一

也就 在此 时 被 其
一

长子 六 洛所 决
“ “ 。

琦 卢 死 后 、 新 人与 旧

人公开 禾取 敌 对行动
,

结 果 新人 以寡 不 敌 众
,

南奔 并 州
。 ‘,

归 附 刘 现
。

自琦卢 的后 继 者 郁律 起 到 后来 什 翼健 执 政 的二 十 一 年 中 ( 3 17一 338年 ) , 一

拓 跋 玲

家 庭 内部 为了争 夺 王 位 而 互 相残 杀
。

有六 次大酋 长 易 位
,

其 中 四 次是经 过 流 血 的政 变来

实现 的 ( 《魏 书
·

序绝 》卷 1 )
。

从 前
,

大酋 长 的继 位 还需经 过诸 部大人 所 认可
,

现在人 们

却 用暴力 来夺取 它
。

这种 情 况 在 氏族制 度 还 适应经 济 基 础 时 是决 不 会 发 生 的
。

现在拓 跋

鲜卑 社会 的经济基 础 已经 发 生 了 新的 变 化
:

( 一 ) 自三 世 纪 六十年 代他 们与 汉 族 国 家有了 交往
,

汉 族 先进 的 生 产工具 和 技术 因

此传入 , 使得 他们 大面 积 的谷 物种植 和 牧 草栽培 成为可 能
,

从 而促 进 其 畜收 经济 迅速 发

展
。 ,

到 什 翼 键 时 出现 了 “ 色别谷量 ” 畜 群 遍 野 的盛 况
“ 2 。

而他 们 的 畜 群 经 营 已 出 现 了 私

人 占有
,

故才 有必 要 “ 分 别 公私 旧 畜 ” ( 《魏 书
·

庚 业 延 传 》卷2 6 )
。

( 二 ) 自力微 以 后
,

连年的 对外 战争
,

逐 渐 加 强 了 代 王 和 诸 部大人 的权 力
。

同 时 通

过军 事 掠 夺
,

代 王 及 诸 部大 人又 成 为 部落 内部有钱 有 势者
。

( 三 ) 在 拓跋 鲜卑社 会里 有 许多被 征 服 和 降附的 部落
,

处在 被统 治 的从 属 地 位
,

他

们 与 征 服煮拓 跋鲜卑 部之 间存在 着 矛 盾
。

例 如 “ 穆 帝 ( 猜卢 ) 七年 州国 有 匈奴杂 胡 万余

家
,

多勒种 类
,

闻 勒破 幽 州
,

乃 谋 为乱
,

欲 以 应勒
,

发 觉 伏诛 ” 。 2 3

这 类 部 落 伺 机 而

动
,

其 内部存在 着不安 的 因素
。

( 四 ) 自从 与汉商发 生 交易 以 后
,

中世 纪 的商 品经 济 象 潮 水般 地 汹 涌 而至
,

渗入 了

原 始部 民 的生 活 领 域
,

彼坏 着原 来 氏族 部落 所有 制的经 济结 构
,

促 使 其 畜 产个 体经 营迅

速 形成 和发 展
。

( 五 ) 拓 跋 氏 家 庭 内部 王 位 之 争 在进 行 着
。

而这 种 斗 争又 影响 和 导 致所属 诸 部之间

的 对立
。

( 六 ) 自力微 以 来拓 跋联 盟 和 中 原的汉族国 家及西 蜀 李氏
、

凉州 张 氏
、

后 赵 石 氏等

都 有外 交 关系
,

而其 内政 问 题 则 往 往受 到外 部力量 的影 响 和 千 涉
。

氏 族 制度 面 临着这种

新 的矛盾 却 毫无 办法
。 , 、

上述 拓 跋 鲜卑社 会 内部发 生 的新 变化 和 新 矛盾
,

氏 族 制 度的 机 关毫 无领 导 和 解 决的

能 力
」 。

因 此
,

什 翼 键 继 任 代王
、

大 酋 长 ( 338一 3 7 6年 )
,

便 引 用 汉 人 燕 凤
、

许 谦为 辅助
,

实行 一系 列 的 改 革措施 :

‘

首 先
,

建立 了 适 应 于 经 济 基 础 的政权 机关 : ( 1 ) 设立 中央政 权机 构
。

备 置 百 官
,

分掌 众职 ; 其 官 员官
、

职 “多 同于 晋 朝 ” 。 “ 屯 ( 2 ) 设 立 代王 近侍机 构
,

挑 选 “ 诸部 大 人

及 豪族 良家子 弟 ” 所组 成
。

( 3 ) 设 置 管 辖 “ 乌丸 ” 事 务的机 关
,

各按其 部众 多少 任 命

酋 庶长
。 、

复 置 南北二 部大 人 以统 领之
。

其 次
,

制 定了 法律
。

以 成 文法代 替 习惯 法
。

这个 法律 最重要 的 是 “ 盗 官 物
,

一 备

五
,

私则备 十” , “ 5

宣 布 保护 私有 财产
。



我们不 难着 到
,

其 氏族 制度 机关已经 部分地被改造 ( 如 管辖 “乌丸
” 事 务机 关 )

,

又部分地被 新设立 的权 力机关 ( 如 中央机 关和 近侍机构 ) 所 代 替
。

其 后
,

什 翼键连年 对 外征伐
,

掠夺大量 “生 口” 及牲畜 ( 《魏 书
·

序 纪 》卷 1 )
。

正

当他将 要征服其 世仇 铁弗 部 刘 卫辰 时
,

卫辰 求 救于 符坚
,

符坚 出兵击 败什 具键
,

什 具健

被 杀
, 37 6年 代政权 灭 亡

。

符 坚犯 水之 败 ( 3 83 年 )
,

中国北 部统 一的局 面又 出现分 裂
。

于 是晋
、

冀 地 区 一 时

又成为 独孤 部刘 显 、 铁 弗 部刘 卫辰
、

后 燕慕 容垂、 西燕慕 容 永等几 种 势力角逐 之 场
。

兢

在这 时 候什 翼键 的孙 子拓 跋硅
,

受 到 贺兰 部及所 属诸 部 的推举
,

386 年 即代 王 位 ( 年 号

登 国 )
,

于 是灭 亡 了 十年 之 久的代政权 又 重新 恢复了
。

拓 跋珍 即 王 位后
,

取得 一 连 串 的军事 胜利
,

最后统 一 晋冀地 区
,

·

独雄塞 北
。

各族 间长期 的大混 战
,

人 民 辗 转流 离
。

远 征
、

迁徙
、

逃 散
、

掳掠
、

依 附
,

破 坏了 氏

族部落 住 区 中的血缘关 系
。

就 拓跋 部来说
,

旧 的八个 部 落
,

屡 经战争 和迁徙
,

血统混杂

已 非 旧 观
,

所 以 《魏书
.

官 氏志 》说 : (’j 又国 姓 族难分
。 ” 这样 , 血 缘 部落 的保 留 已 失

去它 的社会 意义
,

也不 适 宜 作 为政 治 团体 了
。

拓 跋硅把 各部 征服 的过程 中
,

子是 就颁布

了 一 个 依地域 划分 居 民 的措施
。

《魏 书 》卷1 1 3 《官 氏志 》云 :

“ 凡 此四 方 诸部
,

岁 时朝贡
,

登 国初
,

太 祖 ( 拓 跋珍庙 号 ) 散 诸部 落
,

始

同 为编 民
。 ”

又
‘

《北 史 》卷80 《外戚 贺访传 》云
:

“ 访从道 武 ( 拓 跋佳 温号 ) 平 中原
,

拜 安远将 军
。

其后 离散 诸部
,

分土 定

居
,

不 听迁徙
,

其 君 长大人 皆同编 户
。

纳 以 元 舅
,

甚 见 尊重
,

然无 统领
。 ”

实 行 部落解散
, “ 分土定 居 ” ,

改 为 “ 编 民 ” ,

就是 按地 区 划 分公 民
。

原 来部落大人 也改 为
“ 编 户 ” ,

有 的也没有 统领 职务
。

它标 志 着 血缘 关系 的部 落组 织最后 彻底 地消 灭
。

虽 然

解散 部落后 仍 有部落 的 聚居形 式
,

但它 是 属于 地域 部落而 不是 血缘 部落 了
。

拓跋 洼 的魏政权 在 登 国 元年 就设 置 了 禁兵 “ 已 。

到伐 后 燕 时 拥有 “ 中军 精 骑 十 有 余

万
,

外 军 无数 ” 。 “ 7

所 谓 “ 中军” 是 指 中央 军 队
, “ 外军 ” 是 指地方 军 队

。

比 如定 州 一

地 便有八 个 军
,

共 统兵 四万
。

这批 军 队是 为了 “ 以相 威慑 ” 2 吕的需 要而 建立 起来 的
。

很

明 显
,

‘

它 写 部 民 自动 的武 装组 织有 性质 上 的 区 别
。

·

与此同时
,

拓 跋鲜 卑征 服者为 了 实 现对 晋冀地 区以 汉族 为主 体 的广 大 人 民 的统 治
,

特 别注重 录 用 汉族 士大 夫
,

接受 汉 族 地主 阶级 的统 治 经验
。

皇 始 元 年 ( 396 年 )
,

拓 毓
珍 “ 建曹省

,

备置 百 官
,

封 拜五 等
。

外职 则刺史
、

太 守
、

令 长 已下 有未 备 者
,

随 而 置

之
。 ” ( 《魏 书

·

官 氏志 》卷 113 ) 于 是 作为实 现阶 级统 治的 一整套 政 权机 构 建 立 起 来

了
。

天 兴 元 年 ( 39 8年 )
,

典官 制
,

立 爵品
,

制 朝 仪
,

定 律 令
,

申科禁
, “ 以为 永 式”

( 《魏 书
·

太 祖 纪 》卷 2 )
。

于 是 作为体 现统 治 阶级意 志 的各种 法度 也臻 于 完备 了
。

综 上所 述
,

依地 区划分 公民
,

公共 权力 ( 军 队 和政权 机构 ) 的建立 以 及 各种法 度的

制 定
,

它 们标 志 着 拓 跋魏政 权为 了 “ 控制 阶级 对立 的需要
” 2 ’而 在天 兴年 间 ( 39 8 一403

年 ) 巳经形 成为 国 家 , 随着 拓跋 魏 国家的产生 , 最后就 宣告 了 拓 跋鲜卑 氏族社会 及其制

度 的彻底 瓦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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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新 民主 主 义 革命时期
, “ 耕者 有 其

系中鲜 明 显 示其所属 阶级特 性和所 处时代 田 ” 成 为土 地 纲 领 的 中心 口 号
, “ 节制 资

特点 的部分
。

旧 民 主 主 义 革 命时 期 的民 生 本 ” 和 “ 发达 国 家 资本 ”

则 构 成 工业化 和

主 义
,

土 地 问题 占有 特殊 重要 的地 位
。

平 中国 社会 经济发 展 所 绝 对必 需 的 核 心 内

均地 权
、

土 地国 有则 为其解 决方 案
。

这 实 容
。

际 上是 最 大 限 度发展 资本主义 的纲 领
,

虽 关 于 孙 中山 的哲 学思想
,

作 者 分析 了

然 它被 涂 上主 观 社 会 主 义 的 色彩
。

与 土地 孙 中 山 的 进化发 展 观
、

自然 观
、

唯物 主 义

纲 领相 联 系的
,

是资 本问 题
。

孙 中山 主 张 的认 识 论 以 及 二 元 论 色彩 的民 生史 观
。

作
“ 节制 资本 ” 和 “ 国 家社会 主 义 ” ,

在 一 者 认为
,

孙 中山 的哲 学思 想 乃 是 先进 战士

定程度 上 扬弃了 农 民 阶 级的平 均主 义 和 普 之 战 斗的理论 武 器
,

具有 唯物主 义性质 ;

鲁士式 的改 良派 道路
,

为 中 国资本主义 化 当然
,

它 不可避 免 地糕 合 着 唯心 主 义 杂质

制订了 一 条 与民 主 革 命政 治路 线相 应 的
、

和带有 粗糙 的倾 向
。

并能迅 速发展 的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