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慕 容 鲜 卑 汉 化 问 题 初 探

导 师 : 缪 钱 Ja e k L
。

D u l l ( 美 国) 撰 者 : 郑 小 容

自秦 汉 以 降至 于 清 季
,

中 国 北方 各少数 民族 (
‘

胡 , 族 ) 与汉

族 之 关系史
,

笔 者 以为
,

大概 可 分 作三个 时期 : 秦汉

—
北朝 ;

隋唐
—

元 , 明

—
清

。

纵观 三 个 不 同时期 之 “ 胡
’

汉 关 系
,

几

乎不 离一 个 共 同模 式
: ‘

胡
”

族 先被 汉 族王 朝征 服 , 然后 趁 中 央王

朝衰 落之 际
,

反 过 来 入 主 中原 ; 又 随着 星 移 斗转被 汉 民 族 逐渐 融

合 同化
。

在这 三 个 时期 中、 第一 时期 因 当时种 族 的众 多和 分 散 而 独 具

特 色
。

显 然
,

那 时
“

胡
”

族 对汉 族 的征服 远 不 及 后 来 的满
、

蒙 二

族规 模之 巨 , 且 自匈奴 瓦解 之 后
, “ 胡

”

族 长期分 裂
。

为 了在部

族 间 的争 斗 中求生 存
,

他们 纷 纷 投 庇 于 汉 族王 朝
,

故 其 民 族 自尊

心 较 弱
,

文 化观 念 亦 较 淡 薄
,

因 而 当进 入汉 族 社 会 之 后
,

其汉 化

之 自觉 性 亦 较强
。

因 此
,

在 北 魏 末 年六 镇 起兵 以 前
,

北方
“

胡
”

人 盖 只 以 汉 化 为 正途
,

而 不 大 反 思 其 传统文 化 之 价 值
。

即 便 五 胡

在 中原 建 立 了 政权
,

也 鲜有 脱 此樊 篱者
。

对 于 第 一 时期 之 “ 胡
”

汉 关 系
,

史 学界 所 重 者 多 在 一 般 研

究
,

而在 单 支 别族 的探 讨 方面 似嫌 不 够
。

当然拓 跋 鲜卑之 汉 化 问

题 一 直 吸 引着不 少 学 者
,

论著 也 颇 丰 富
。

不 过对 于其 他民 族 共 同

体
,

却鲜 有 问津者
,

十六 国时 期之 诸 民族 则 更 显 得 寂寞 冷落
。

就

议 化一 端而 言
,

十六 国时 期诸 族早 于 拓 跋鲜卑 经 历 了深 刻变 迁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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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鲜卑之汉 化 只 不 过 是 十六 国汉 化潮流 的继续
。

因此 , 史 学土

作 者不 能不 于 十六 国诸 族之 汉 化经 历
、

汉 化特 征 以 及 汉 化 的历 史

原 因和 作用等 方面 略 作努 力
。

基 于 这 样 的思 考
,

笔 者选 择 了 十 六

国 时期 民 族关 系这一 领 域
,

进 行探讨
。

慕 容鲜卑作 为 当时 唯一 没 有加 入 反 晋 的势 力
,

根基 于 自 己 的

领土
,

奋 力 自强
,

由附庸蔚 为 大 国
,

成 为秦 汉 以 降第一 个 自外 部

征服 中原 的
“

胡
”

族势 力
。

在 它 的历史 经 程 中
,

虽有 与 他族之 共

同点
,

但亦有不 同寻 常处
。

因 此
,

研 究慕 容鲜卑 之 历 史
,

尤其 是

其 汉 化史 , 固有 较 重要 的意义
。

公

一 一 般 的 鲜 卑历 史与 文 化

什 么是文 化? 什 么 是汉 化 ? 史 学界 尚无 明确 的文 化 和汉 化 的

定义
。

本文认 为
,

文 化应 是包 含着 人 类共 同体 所 有精 神文 明 和 物

质 文 明 的广 义实 体
。

因 此
,

在 描 述文 化和 探讨 同 化 问题 时
,

我 们

的视野 应 该 比 较开 阔
,

而不必 拘 泥 于 文 字文 化 方面
。

慕 容鲜 卑 自称 东胡之后
。

秦汉 之 际
,

东胡 为匈奴 所 败
,

有一

支逃据 辽 东塞 外之 鲜卑 山 ( 在 今 内蒙西部 科尔 沁 旗 境 内)
。

他 们

就是 后 来 的鲜卑 人
。

慕容 鲜卑 作 为一 个部 族共 同体
,

形 成 于 东汉

之 初
。

当时 正 是鲜 卑 人 向蒙古 草原 大迁 徙 的时 代
。

其 创始 人 叫 乾

罗
。

东汉 植 帝 ( 147 一1 67 年在 位 ) 初 年
,

鲜卑 人 檀 石 槐统一 蒙古

草原
,

建 立 了 鲜卑 历 史 上第一 个
、

也 是最 后 一 个 全体 部 落联 盟
。

慕 容鲜 卑乃成 为该 联 盟 之 中部成 员
。

东汉 光 和 ( 1 77 一 18 4) 中
,

檀 石 槐 死
,

其部 落 联盟 瓦解 分 裂相 互 争 斗
。

慕 容鲜 卑 遂 加 入西 渐

而来 的 东部 鲜卑
。

曹 魏初 年
,

慕 容鲜 卑随其 部 落大 人 莫 护跋
,

迁 入 辽 西 地 区
。

景初 二 年 ( 2 3 8)
,

在 棘城 ( 今 辽 宁义 县 ) 之 北开 府 建 国
。

晋 太

康二 年 (2 81 )
,

他 们 因 故 迁 往辽 东池 区 ( 今辽 宁 彭武 之 北 边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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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之地 )
。

太 康十 年 ( 2 0 9)
,

孽 千 慕 容电率 众徙子徒何 青 山

‘今 辽 宁 朝 阳 东95 公 里 )
。

元 康四 年 ( 2 9 4)
,

他 们 重返 大 棘 城
,

井

定 都 于 此
。

直至 入 主 中原
,

未 曾 他移
。

西 晋 末年
,

八 王 之 乱 爆 发
。

中 国 陷入 可 怕 的 战争之 中
。

流 民

起 义 与
‘

胡
’

族暴 动随 之发生
,

西 晋朝廷 之实 力为之 锐 减
。

朝 廷实

力 削弱 后
,

地 方势 力便 渐趋 失控
,

地 方豪 强 纷纷起 来争 夺地 盘
,

相互 残杀
。

慕容 鲜卑 也 趁机 发展实 力
,

扩 大 影 响
,

开 始 了 他们征

服 辽 东
、

征 服 中原 的宏图 大 业
。

经 过两 代人 的不 懈 努力
,

慕 容鲜 卑 自附庸 而 蔚为大 国
,

先后

征 服 了 辽 东地 区 的胡 汉 势 力
,

于 晋 咸康 三 年 ( 3 3 7 ) 正 式 建 立 燕

国
,

史称 前燕 , 七 年 (3 4 1)
,

迁 都 龙 城 ( 今辽 宁朝 阳 市 )
。

永 和 元 年 ( 35 0) 二 月
,

前燕趁 石 虎 死 后
,

中原 大 乱 之 机
,

大 举 进 攻 中 原
。

当 年
,

燕 军 占领 幽 州 地 区
,

并迁 都蓟 城 ( 今 北 京

市 )
。

国 王 慕 容携 正 式 称帝
。

升 平 元 年 ( 3 5 7)
,

燕 军 火 冉 魏
,

慕容 携迁都 邺 城 ( 今河 北 临 漳 )
,

完成 了 征 服 中原 的 大 业
。

征 服 中原 以后
,

前燕 迫 于 边 境 压力 和进 一 步 扩张 的图 谋
,

未

曾放松 军 备
。

这 不 但使 长期遭 受 战乱 之 苦 的中原 人 民 无 法恢 复 生

产
,

而 且 也挫伤 了 他们 的元气
。

此时
,

慕 容家族 发生 内江
,

庸碌

无 能 的太傅 慕 容评竟 靠权 术 而握 重 权
。

在他执 政 期 间
,

弊 政 迭

出
,

民 心 离散
,

致 使前 燕 国力 逐 渐 削弱
。

处 于 前燕 之 西 的前秦
,

却 正 在励 精图 治
,

其 国 力 遂逐 渐超 越前 燕
。

公元37 0 年
,

前 秦 出

兵 关东
,

一 举 护 灭 了慕 容 纬 统治 下 的前燕政 权
。

与 任何一 个 皇 室 家 族一 样
,

前燕灭 国 之 后
,

慕 容 家族也 未尝

一 天 忘 记过 重 振 家业
。

恰巧
,

历 史又 给了 他们这种 良机
。

十 三 年

之 后
,

他 们又 戏 剧性地 回 到 了 中原
,

建立 了 自己的 国 家
。

在 前秦

覆 灭 至 公 元 40 9 年 的二 十 余年 时 间里
,

慕 容 鲜 卑先后 在 中原建 立

过后 燕
、

西 燕 和 南 燕
,

成 为 当 时 北部中 国 的 强 盛 民 族之 一
,

至 分

别 被刘宋 和 拓 跋 魏 征服 后
,

方 才不 复重 振
。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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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拓 跋魏 征服 中原 之后
,

慕 容鲜 卑 无法 形 成 强 大 的 势 力
,

再 次

复 国
。

但是
,

他 们在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内
,

都 是 北 魏辖 区 内的 异 端势

力
。

北魏政权 曾把他 们大 批 迁 往 首 都平 城
,

加 以控 制
。

天 赐 元 年

(4 04 )
,

慕 容支 属 百 余家谋 欲 外逃
,

事 发后
,

众 多 的人 被 诛杀
。

永 熙 三 年 ( 41 1 年 ) 夏 四 月
,

又 发生 了 昌 黎 王 慕 容 伯 儿 反 叛 事

件
。

自慕容 伯儿事 件之 后
,

我 们 再 也 见 不 到慕 容 鲜卑 作为 一 个 有

机 的 民 族共 同体在 历 史上 的活 功
。

而 且
,

慕 容 鲜卑 被 拓 跋 魏征服

后
,

没 套 向拓 跋 鲜卑认 同
,

也 没 有 与任 何一 个 胡 族集 团 联 合
。

因

此
,

拓 跋魏对 他 们 的迁 徙
、

杀 戮 以 及 高压 等 等
,

恰 使他 们更 彻 底

地 与汉 人 混 为 一 体
。

尽 管在 北 魏后 期 及 隋唐 时 期
,

仍 有 出身慕 容

鲜卑血 统之 个 人活 动
,

但 这 与其 他汉 人 之 活 动没 有两 样
。

在 民族

划 分 的意 义 上
,

他 们 已 经 被包 融在汉 民 族之 中了
。

二 慕 容 魔的 汉化 改 革

1
。

慕 容 兔 改 革 之 原 目

在 民族 共 同体 之 活 动 中
,

个别领 袖人 物 往往 决定 着整个 共 同

体 的发 展方 向
。

慕 容 庵就是 慕 容 鲜卑 历史 上 举 足 轻 重 的 人 物
。

他

的个 人 理想 和 智 慧 才能 对慕容 鲜卑 的 发展 起 了 重 大影 响
。

因此
,

研 究他 的个性 特征 是 研 究整个 慕 容 鲜卑 历 史 的有 机组 成部分
。

慕 容 克生 长 在 胡族衰 败
、

分 裂
,

汉 族 势 力强 盛 的时代
。

汉 文

化 凭着 经 济和 军 事 上 的优势
,

在 胡 族 当 中颇 具 影响力
。

而 且
,

他

又 生 长在 一 个 向慕 汉 文 化 的部落大 人 家庭
。

这些
,

都 使 他从 小就

与汉 文 化结下 了 不 解之 缘
。

此 外
,

汉 族 名士 张 华 与慕 容 鬼的一 段

特殊关 系
,

也 可视 为其后 来接 受汉 文 化 的另 一 原 因
。

在 慕容 魔 少 年时
,

出任 西 晋幽 州 刺史
、

乌植 校尉 的张 华会 晤

过 他
,

而 且对 他称 赞 有加
。

在 汉 族对
“

胡
”

人 岐 视 多 于 尊 重 的时

代
,

被 当时 名士称赏磋 叹
,

殷勤 相 待
,

实 在是 一 种 无 上 光荣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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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很难否 认 张华 的气质 修养 曾影 响 过慕容 魂
,

而 在这 次 会晤 中
,

慕 容 雍所 受 的 嘉赞 亦势 必 激励 他更 深 地 顺慕汉 文 化
。

事 实上
,

与

张 华 会晤过后
,

慕 容 庵 曾经 认 真 学 习 过 儒家经 典
,

模 仿 过 当时 汉

族士 大 夫 之 生 活 方 式
。

这 就是 他后 来 努 力 开 启 民 智
,

用 汉 族文 化

滋润 他 的后 代和 族人 的个性 基 础
。

另一 方面
,

当慕容 鲜卑 进 入 辽 东地 区 之 时
,

那 里 已 有 不 少
“ 胡” 族 部落

,

诸如 : 段 氏 鲜卑
、

宇文 鲜卑
、

木 连和 丸 津 鲜卑 等

等
。

草原 上 部落 间的争 斗焦 点
,

往 往在 于 牧场
。

自从 檀石 槐部 落

联 盟解体 之 后
,

鲜 卑各 部落游 弋不 定
,

牧场 的放弃 与争夺 极为 频

繁 , 这 自然 而 然地 引起 了部 落间 的 仇恨 与 战争
。

在辽 东地 区
,

这

个 问题 尤 为 突出
。

匈奴 和 鲜卑分 裂后
,

很 多部 落都 东迁 至 此
。

然

而 , 当先来 者 已瓜分 好 了地 盘 之 后
,

再有人新 加 入进来
,

势 必 引

起纠 纷
。

慕容 鲜卑就是 这样一 支新 来 者
,

因此 一 直 不 受欢 迎
。

当

时 之 慕容 鲜卑仅 仅 是 一 个 弱 小的 部 落集 团
,

他 们曾想 借西 晋之 威

势
,

进 攻 宇 文 鲜卑
,

却被 西晋朝 廷 阻 止
。

因 此
,

他们 不 仅 不 能扩

大 地 盘
,

而 且 连 已有 的 领 地 也 岌 岌可 危
。

面 临这 样的 环 境
,

慕 容 鲜卑只 有两 条 路可走 : 一
,

迁 徙
,

象

吐 谷 浑 那样 离开 辽 东地 区 , 二
,

奋发图 强
。

慕 容鲜卑 选 择 了 后

者
。

鉴 于 传 统的 方针 只 带 给了 慕 容 鲜卑一 再失 败
,

慕容 魔不 得 不

考虑进 行一 次 转 变
,

寻 求一 条 能使 慕容 鲜卑 强盛起 来的途 径
。

当

时 , 在政 治
、

经 济
、

军 事等 诸方 面都 占有绝 对优势 的只 有据 于 中

原 的晋朝
,

因 而
,

中原 模式 就成了 慕容 鲜卑图 强 的 首选 方 向
。

2
。

改 革 之 内容 及 影 响

在 慕 容 旅 改 革 中
,

最 基 本的 内容 之一 便是 经 济转型
,

亦 即 引导

慕容 鲜卑 从 主要 从 事牧 业 转 向主 要 从 事农 业
,

即《晋 书》 所 谓 “ 教

民农 桑
。 ”

其 目的 在 于 摆脱 对汉 人 农 业 产 品 的 依赖
,

既 避 免与汉

人 发生 冲 突
,

又 获得经 济独 立 , 同 时
,

在 不 扩张 领地 的情 况 下
,

取 得 比 别的 “ 胡
”

族集 团 更 好
.

更 稳 定 的经 济效 益
,

增 强 囚 力
,

完



为进一 步 扩张 奠 定坚 实的 基 础
。

由于 辽 东地 区 自然 条件优 越
,

既

宜牧
,

也 宜 农
,

故 慕 容鲜 卑 引进 农 业 也 就有 了 自然条件
。

在 引介 农耕 之 同 时
,

慕 容 庵 也没 有忽略 汉 民族 家庭经 济之 另

一 方面
—

栽 桑 养 蚕
。

由于 辽 东地 区 本无 桑 树
,

慕 容 克特 地 求种

于 江 南
。

于 此 可 见
,

慕 容 庵所 倡导 的经 济转型 完 全 依 据 中 夏 模

式
。

作 为社 会 之 基 础
,

经 济 决 定 着其 他很 多方 面 的 社会 行 为
。

经

济类 型 主要 地 影 响着生 活 方 式
,

因 而 也 影 响着 文 化特 征
。

首先
,

经 济转型 本身 带给 了慕 容 鲜卑 全新 的 生 产活 动
,

农业 成 为 他们 的

主 要 产业 部 门
。

慕容 鲜卑之经 济转 型
,

也 引起 其族 内经 济关 系的 变化
。

当他

们 尚在从 事牧 业 之 时
,

除了 牧 场
,

几 乎 没 有 固 定 的 公共财 产
。

因

为
,

当 时畜产 品 不 能贮 存起 来
。

然 而
,

当 他们 转业 农 耕之 后
,

情

况 则有所 变 化
。

由 于 农 产 品 的 可 贮 存性
,

国 家 便得 以 征 收 税 租 以

备灾 荒之 急和 公共 用度
。

因 而 在慕 容 鲜卑经 济转 型 之 后
,

就 有了

公 共仓康
。

公共 仓察 的 建 立
,

不 仅在 于 它的 经 济作 用
,

而 且在 于 它使 税

收制 度得 以形 成
,

政治 关 系发 生 变 化 以 及 国 家机 构 游离 出 来
。

人

民 与 国 家
,

平 民 与官吏
、

与统治 家 族之 间会 以 经 济纽 带 联 系 起

来
,

过 去那 种
“

自大 人 以 下
,

各 自畜牧
”

的 传统 关 系便 会荡 然 无

存
。

因而
,

贵族 阶层 也 会 随着税 租和 劳役 渐渐 兴 起
。

经 济转 型也 自然地 引起了 慕 容鲜卑 生 活 方式 的 改变
。

定居 使

他 们弃 弯庐 而住 房屋 ; 耕织 使 他们 大 量食用 谷 物和穿 着纺 织 品
。

而 且
,

农耕 与定居 使他 们从 “ 逐 水草 放牧
”

的 游牧 人 变成 了
“

安

土重 迁
”

的 汉 式农 民
。

再说 政 治制 度 改 革
。

慕 容 庵 改 革 之 前
,

部 落大 人 之 产生 已 从

推选转 为 了 世袭
,

因 此
,

改 革 没 有 涉及 王 位 继 承 制 度
,

大 致 上 以

法制和 行政 管理 制度为 主
。

法 制 一 端 表 现 为 : 慕 容 克 令 国 中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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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同于 上 国
” ,

亦 即用 中夏 之 法律 制度 取代 鲜卑之 简陋法 规
。

其次
,

慕容 庵改造 了旧 八部 行政 制度
。

他借 鉴 汉 人 管理 胡人

之经 验
,

用五部 都尉 调整 行政 管理 制
,

使其 行 政制度 与 中夏趋 于

吻 合
。

因 而
,

后 来慕 容统为汉 人设 立 郡 县时
,

便毋 须再 去 调 整他

们 自己 的 行政 制 度
。

3
。

慕容 鹿 改革 与 北 魏 孝 文 帝 改革

慕 容鲜卑和 拓 跋 鲜卑 同为 鲜卑分 支
,

先后 统治过 中原
,

同样

经 过汉 化过 程
。

很 巧 的 是 他 们的 统 治者 都进 行过 有 意识的 汉 化 改

革
。

将 先后 发 生 的 两 次 改 革 加 以 比 较
,

自然会 发现 一 些 有 趣的 历

史 现象
,

也 可 从 中获得 点滴启 示
。

这两 次 改革 的 背景 不 同
,

内容

不 同
,

因此效果 也 不 同
。

要 之
,

慕容 克改革 前无古 人
,

拓 跋宏 改

革则 是 其 先祖 汉 化措施 之 扩大 ; 前者 稳 健
,

后 者激进 , 前 者 重 在

制 度 与经 济 方面
,

后 者 重 在 风俗 与文化 方面 , 前者 大获成 功
,

后

者 当时未能 尽如其 愿 ; 前者 对汉 族 文化 无 补 益 作用
,

后 者 却泽 及

千余 年之 久
,

给 汉 族 文 化 增添 了 生 命 力
。

咤

三 汉族 对慕 容鲜 卑汉 化 改 革 之 影响

1
。

民 族吱 视 与 慕容 鲜 卑 之 汉 化

以往 论 汉 族 对 “ 胡
”

族汉 化之 影 响者
,

多注意汉 文 化 之 震慑

力和 吸 附力
,

却忽 略 了 一 个 重 要 的 方面

—
民 族歧视 对 “ 胡

”

族

汉 化 的驱 迫力
。

现 代心 理学成 果表 明
,

歧 视和 偏见 是 引起 同 化 的

一 个 原 因
。

在 中国古代
,

汉 民 族的 民 族歧视 也 毫不 例外地 是 迫使

入塞 “ 胡
”

人汉 化 的 巨大 心 理 力量
。

在 六镇 起兵 前
, “

胡
”

人一

直处 于 文 化 自卑 的心 理 状态
。

匈奴
、

揭 族 灭 晋只 是 争人 格平等
,

或更确 切 地 说
,

是 变奴 隶 为主 人
,

而 绝 非争文 化 自尊
。

因 此
,

在

十 六 国 时 期
,

汉 化一 直 是 不 可 抗 拒的 潮 流
。

慕 容鲜卑 自亦不 能脱

此 樊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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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汉 族 的投 靠与慕 容 鲜 卑 之 汉 化

汉 族 避 难投 奔慕 容鲜卑 及 其引起 的 制度冲 突
,

也 对 慕 容统治

者 造成 了 影 响
。

汉 人 的 大量 涌 入
,

迫 使慕 容鲜卑 统治 者增 加一 种

管 理制 度
,

即汉 族 之 行 政制 度 ; 同时也 就 增加 一 重 身 份
,

即是 以

汉 族君 主 自居
。

随着 慕容 鲜卑 不 断 扩大 地 盘
,

汉 族 臣 民 也不 断增

加
,

汉 族 之行 政 制度逐 渐 占据 优 势 地 位
。

慕 容统治 者亦 终于 放弃

鲜卑 单于 之 称 号
,

转 为 道地 的汉 族君 主
,

天 朝 皇帝
。

3
。

汉 族 士 大 夫与 慕 容 鲜 卑 之 汉 化

汉 族 士大 夫承 担起 劝 诱 慕 容君 主 之 责 任
,

力图 保存 和光 大汉

族 传统
。

我 们知 道
,

汉 族 士 大 夫 素 有
“

用 夏 变夷
” ,

教化
“

胡 ”

人 之 传统
。

既 然 他们不 能 用 武 力保 卫 国 家
,

迫于 战乱而 投 靠慕 容

鲜 卑
,

而 且新 主 子 需 要 他 们
,

不 得 不 参与诸 燕行 政事 务
,

那 么
,

面 对现 实
,

他 们的最 佳对 策乃 是 反 客为 主
,

运用 他 们所 掌 握 的
、

值 得骄 傲的 汉 族文 明去 教化那些 在文 化上 一 穷二 白的
“

胡
”

族 君

主
。

而 且
,

也只 有这 样
,

他们 才能 在 中国 历史 上 找 到 自 己 的 位

置
,

即 找到作 为 士大 夫 存 在的 意义和 义务
。

根据所 能考 察 到的史 实
,

我 们不 难得 到一 个 印象
,

慕 容 宪的

改 革只 是 慕容 鲜卑汉 化 之 起步
,

而 汉 族的 攻 心 战术与直 接 参政则

促进 了他 们 的汉 化经 程
。

四 慕 容鲜 卑在 惫识 形态领 域的 汉化

慕 容鲜卑 在意识 形 态 领 域的汉 化
,

主 要 表 现在 尊 崇和学 习 儒

家 学说 及 价值观 念 的 改 变两 个 方面
。

自慕 容 鲜卑 内迁
,

至 南 燕灭 国
,

已 历 八 代人
,

二 百来 年
。

将

近 二 百 年的塞 内生 活
,

不 仅 改 变了他 们 的经 济 和政 治 制度 , 而 且

也 改变 了他 们的 意识 形 态
。

这一 点 首 先 表现 在历 代统 治者 之 尊 崇

和 学 习儒 家学 说
。

就 意识 形 态 而 言
,

儒 家思 想 自汉 武帝 以 降
,

一

直 占据独 尊 的 地 位
,

成 为 汉 族 之 正 统 思 想和 官 方 哲 学
。

然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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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加

人进 入 中夏
,

建 立 政权 之后
,

却没有尊儒
.

习 儒 之 必 需
。

假如 他们仍 然看 重 自己 的 意识 形 态
,

则 可 以保持 它
。

相 反
,

一 旦

他 们与 汉 族 人一 样尊儒 和 习 儒
,

就势 必 放弃 自己的 传 统
。

再 如价 值观 念 的改变
。

由于 提 倡儒学
,

儒 家伦 理 原 则 和价 值

观 念 遂 浸入 慕容鲜 卑 之 社会
,

影 响他 们的 思 想行 为
。

其 表现 之 一
,

是 正统 观念 的建立
。

作 为征 服者
, “

胡
”

人实 际 上没 有 必 要 去 论

证 做华 夏 君 主 的合 法性
,

因 为他 们是胜 利者
。

按 照 草原 上 之 公理

与原 则
,

他们 理所 当 然应 该是 统治 者
。

然而
,

慕容 统治 者却 没 有

按 草原 公理行事
,

却在 寻 觅 天 命 与正 统上 费 尽心 机
,

唯 恐 汉 人 不

承 认他 们是 合法君 主
。

表 现 之 二
,

是 家族观 念的 产生
。

首先
,

祖 先崇 拜的 观 念逐 渐

树 立 起来 , 其次
,

服从 观 念
,

或愚 忠 于 家族 与社径 利 益 之观 念 的

确 立
。

自从慕 容鲜 卑开 始 看重 宗族 利 益 之 后
,

他们 就必 须 放弃 个

人 的独 立性
,

而 安 分 于 家族 之 整 体秩序
。

服 从 与愚 忠便 成为 他们

的一般 原 则和 正 统 修养
,

制 约 着 每一 个 家 族成员
。

表 现之 三
,

是 君 臣观 念 的改 变
。

由于 家 族观念 的树 立
,

自然

而 然 地引 出了社樱 国 家之观 念
,

从 而 也 引 出忠君 之 观 念
。

在鲜卑

传 统 中
,

也 有服 从 部 落大 人 之 内容
。

不 过
,

鲜卑 人 之 服从 是 在 自

己参 与选 举之 后
,

对 多数 人 ( 也 许包 括 自己) 选定 的 大 人 之 服

从
,

因 而 是 有条 件 的服从
。

而 汉 族君 主 之 即 位
,

臣 下无 权过 问
,

即 是 无 条 件的 服从
。

慕容 鲜卑忠 君思 想之 产 生
,

即 是从 有条 件服

从转 为无 条件 服从
。

表 现之 四
,

是 婚 姻观 念的 改变
,

即 慕 容鲜卑 妇 女 从 夫观 念的

产 生
。

根 据 以上 种种 表 现
,

说 明在十六 国 时 期
,

慕 容鲜 卑 已接 受了

汉 族正 统思 想
,

在文 化 的 深 层部 分 完成 了 重 要 转变
。

这 是 非常关

键 的一 环
。

只 有 在较 深 的 文 化 层 次 上 有 了 根 本 的 转变
,

其 汉 化才

是 实质 性 的
、

方 向性 的
,

而 不 是 表皮 的
、

实用性 的
。

故 慕 容鲜卑 在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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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形 态领 域里 的汉 化
,

虽 与 慕容 兔之 汉 化 改革 有呼应之 效
,

但

又是 不 同 的
,

因为环 境的 自然 熏 陶对 这方面 的 影 响更 重 些
。

在 讨 论慕容 鲜卑 的 汉 化改革 之 后
,

我 们有必要 对 他们所 保 留

的一 些 本族 习
誉

作 重 新 认识
,

从 反 面 去衡 量其汉 化 的 程 度
。

根

据 我们 的考察
,

慕 容 鲜卑所 保 留的 鲜卑文 化在他 们后 来 的 生 活

中
,

已 不再 占有 与在 他们原 来生 活 中那 样 的地 位
。

骑射 只 是 一 时

消遣和军 事训 练
,

不 再是谋 生 之 手 段 , 牧业 是农业 之 补 充 和 调

济
,

不 再是 主要 生 产部 门
。

鲜卑语 仅 在 家 中或亲戚 朋友 间 闲谈所

用
,

在正 式 场合则 一 律讲 汉 语
。

嫁 娶 同 族人 虽 一 成 不 变
,

也 只 是

审美倾 向的 暂 时滞怠 ( 也与汉 族之 拒 绝 有关 )
。

而 且这并不 妨碍

他 们按照 汉 族 婚俗去 缔结 婚姻 和 以 汉 族 之 伦 理观 念 去衡 量婚姻
。

文 化是 一 个 极其 复杂 的 实体
。

当一 个 民 族共 同 体加 入到 另一

个文 化背 景 相去甚 远 的 民 族 时
,

被 同 化 的 过 程一 定 是 长期 的
、

曲

折 的
,

并 非一 朝 一 夕 所 能完成
。

自慕 容 庵改 革至 南燕 灭 亡
,

慕 容

鲜卑 在汉 族社 会 中生 活虽逾百 年
,

但就 同 化 而 言
,

也 并 不 算 很

长
。

况 且
,

他 们的社 区 又与汉 人不 相杂 错
,

这 无 疑会 给鲜 卑 习 俗

的保 留提 供很 好的 场所
。

因 此
,

在进 行汉 化 改革之 后
,

他 们 仍保

留一 些 旧 俗
,

这 是 不 难 理 解 的
。

〔附记 〕在 本文撰写 过 程 中
,

除受到缪 俄 先生和 D ul l 教授 的精心 指 导

外
, 副 导 师刘琳教授 也一 直给予指 导 和 帮助

。

同 时 , 四 川 大学历 史系 魏 晋

南北朝史研究室 的 诸位师长和 学友 以及D u l l 教授讨论班 中诸 位师 长和 学 友

均曾赐教甚多
。

笔者借此机 会
,

一并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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