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 跋 鲜 卑 南 迁 甸 奴 故 地 时 间 和 契 机 考

曹 永 年

一
、

问题 的提 出

《魏书
·

序 纪 》云

献 皇 帝 讳 岭立
。

时有神 人 言 于 国 日
“

此 上荒 遐
,

未 足 以 建都 邑
,

宜 复徙 居
。 ”

帝 时

年 衰老
,

乃以 位授 子
。

圣 武皇 帝 讳洁 汾
。

献 帝 命南 移
,

山 谷 高 深
,

九难 八 阻
,

于 是欲 止
。

有 神兽
,

其 形 似

马
,

其声 类 牛
,

先行 导 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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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盖俗 云
‘“

钻研
”

之 义
。

这 是 现 存关 于 拓 跋 鲜卑 第 二 次 南迁 的唯一 的一 条 历 史 记 载
。

这 条 出诸
“

人相传 授
”

的史 料
,

极 为简 略
,

拓 跋 部南迁 匈奴 故 地的 许 多 重 要情 况 都 是 迷 离 恍

忽
,

看不 清楚
。

年 嘎 仙 洞 北魏 太 平真君 四 年李敞石 刻 祝辞 的 发 现
,

宣 帝 率 众
“

南迁 大

泽
,

方千 余 里
,

厥 土 昏冥 沮 孩丁 之 大泽 为呼伦 池
, 已 可 成为 定 论 但

,

第 二 推 寅 阵
—

洁 汾南迁 的 时间
,

契机 等
,

还 有待 索 隐考订
,

才 能 求得 近 似 的 了解
。

胡 三 省注 《通 鉴 》
,

最先 提 出
“

推寅
”

就是檀 石 槐西 部大 人
“

推演
” 。

他 说
“

魏

书 》日 汉 桓 帝 时
,

鲜 卑檀 石 槐分 其地 为 东
、

西 三 部
,

其 大 人 日 置糙
、

落 罗
、

日律
、

推演
、

宴

荔 游等
,

皆为 大帅
。

推 演盖 即 推 寅也
。 ”

马 长寿 先生接 受 这个见 解
,

同 时明确指 出 檀石

槐 西部大 人推 演并 非宣 帝 推寅
,

而是 献帝 阵
,

即 第 二 个推 寅
。

此说在 《魏书
,

序 纪 》和 王

沈 《魏 书 》之 间 架 起 了 一 座桥 梁
,

使 拓 跋早 期 历 史增 添 了 许 多 珍贵 的 资料
,

人们 可 以 藉 此 揭

示 更 多 的史 实 关 于 献帝 阵 的 南迁 问题
,

也 只 有在 这 种情 况 下 才 能 找到 解 决 的钥 匙
。

不 过
,

推 演 即 推寅 说
,

尽 管 显示 了卓 越 的 才识
,

但 仅 以 同音 立论
,

缺少 充 分的 依据
,

难

以 消除 人们 的疑 窦
。

本 文 拟作进 一 步探 讨
,

在肯 定 植 石 槐 西 部大 人推 演 即 第 二 推 寅 的前 提下

讨论 拓 跋族 南迁 匈 奴故 地的 时间 和 契机
。

二
、

西 部 大人推 演就 是第 二 推寅

我们 判断檀 石 槐西 部大 人 推 演 为 拓 跋族 长 酋第 二 推寅
,

理 由如下

第 一
,

名 号 相同
。

推 演与推寅 声韵 相通
,

为同 一 名号 的略 有差 异之 译 写
,

这 胡 三 省
、

马

长寿 已 经 指 出
。

尽 管不 能仅 持孤 证 逮然视 推 演即 推寅 为定 论
,

但作 为 论 据 之 一
,

应 该 是有 说

服 力 的
。

这 里 有两 点需 要澄 清
。

其一
,

檀 石 槐的西 部 大 人 是 推 演
,

还 是
“

日律 推 演
” ,

需 要 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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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

中华 书局 标 点 本 《三 国志
·

鲜 卑传 》于 裴注 引王 沈 《魏 书 》记 檀石 槐西 部
,

断 句为
“

其

大 人 日 置 鞭落罗
、

日律推 演
、

宴荔 游 等
。 ”

倘 作
‘

旧 律 推演
” ,

那么 是否 能够 与 推 演 勘

同
,

就很 难说 了
。

这 段 文字
,

马 长 寿 的标 点则 为
“

置 她
、

落罗
、

日律
、

推 演
、

宴荔 游等
” 。

按
,

《三 国志 》 《后汉 书 》载异 民 族 多音节 人名
,

总 以 汉 人 眼光 和 习惯 去理 解
、

记 录
,

凡 三 个 音

节 以上 的 人名
,

一 般只 载其 最末 的三个或 两 个 字
。

南 匈奴
“

句龙吾 斯
”

略记 为
“

吾 斯
” ,

羌
“

无
一

弋爱剑
”

略记 为
“

爱剑
”

均其例
。

所 以 两 书 《鲜 卑传 》记 鲜 卑 人 名
,

如 偏何
、

敖仇

责
、

满 头
、

燕 荔 阳
、

乌伦
、

其至 触
、

檀石 槐
、

和 连
、

鸯 曼
、

魁 头
、

步度 根
、

扶 罗 韩
、

柯 比

能
、

泄 归 泥
、

素 利
、

琐 奴
、

郁 筑桃
、

蒲头
、

弥 加
、

厥 机
、

沙 末汗
、

成 律归 等
,

无 有超 过 三 个

字者
。

甚 至
,

于 三 个音 节 的鲜 卑 人名
,

也 往 往理 解为姓 名结 合
,

略 其
“

姓
”

而 呼其
“

名
” 。

《三 国志
·

鲜 卑传 》多 处称 柯 比 能 为
“

比能
” ,

称泄 归 泥 为
“

归 泥
” ,

称 郁筑 鞋为
“

鞭
” 。

又
,

东汉
、

三 国时 匈奴
、

鲜 卑
,

以
“

锹
”

为 尾音 的人名不 少
,

匈奴 有 敖除 鞭
,

鲜 卑 有 其 至

鞭
、

郁筑鞭 等 等
。

所 以 马 长 寿的 断句
,

列 日律
、

推演为两 个 人是 正 确的
。

还 有一 个需要 澄清 的 间 题是
,

南 迁 前 阵 已经 传位 于 子 洁 汾
,

檀 石 槐西 部大 人 之 中如果 有

拓 跋族 的酋长
,

那 应 该 是洁 汾
,

为 什 么 还 以 推 演闻名 降 已经 传 位 于 子是 事 实
,

但 不 能 忘

记
,

拓跟 部两 次迁徒
, “

其迁 徙 策 略
,

多 出 宣 献二 帝
” ,

吟因 为 建 立 了这 样 辉煌 的 业 绩 而 受

到 人 们 的 推崇
。

摩 尔根说

石美 洲各 地的 土 著 中
,

所有 的 氏族
,

都 以某 种 动物 或无 生 物 命名
,

从 没 有 以个 人命名

的
。

当 社 会处在 这 种 低级 状态 时
,

人的个 体性被 氏族所 掩 盖 了
。

我 们 至 少 可 以 推 想希腊 和

拉 丁 部 落的 氏族 在 早 先 某个 时期也 是 如 此 命名 的 但 当 他 们在历 史上 居 于 显 著地 位之 时
,

其 氏族 已 经 以个 人 命名 了
。

我 国 古代
,

某 个少 数 民 族 的首领功 业 卓著
,

他的名 字
、

职 衔 往 往会成 为 氏族 名
,

成 为

部落 名
,

成 为后继 酋长 名
,

被 其 后裔所 继承
,

被 周邻 诸部 所 传 颂
。

《后汉 书
·

乌桓传 》
“

氏姓 无 常
,

以大 人健 者名 字为 姓
。 ”

这是 乌桓 的情 况
。

吐 谷 浑作为 部名
,

由该 部始 祖 的 名

字 转来 呼 韩 邪 单 于 的 称 号
,

为 稽候珊 的孙 子 比 所承 袭
。

类 似 的实例不 在 少 数
。

因

此
,

险尽 管 已经 让 位 于 洁 汾
,

甚 至 可 能 己经 不 在 人 世
,

拓跋 族 的酋长 以推 演 推寅 为 外 人

所 传称
,

都 不 是不 可 理 解的
。

第 二
,

活 动 地 域 一 致
。

王 沈 《魏 书 》云
,

檀 石 槐分 三 部
, “

从 上谷 以 西 至 烽煌
,

西 接 乌孙为西 部
,

二 十 余 邑
” 。

推 演 的具体 驻牧 地 点 虽 不 可 考
,

但在 上谷 以 西至 嫩煌
、

乌 孙之 间 这一 大 致方 位 则是 明确 的
。

《魏 书
·

序纪 》载
,

第 二推 寅 吟
—

洁 汾率领 拓跋 族 南迁
,

经 过九 难八 阻
,

历 年
“

始 居匈奴 之故 地
” 。 “

匈奴故 地
”

所在
,

马 长寿说
“

《汉 书
·

地 理 志 》五 原 郡 有 头 曼

城 《匈 奴传 》亦谓 阴 山 为 冒顿 所居
,

治 弓 矢练骑 射 以 伐 东胡
。

故 此 所 谓 匈奴故 地
,

当指 匈

奴单 于 祖先发 迹 之 所 的漠 南汉五 原郡 内
。 ”

《史记
·

匈 奴列传 》还 保存 了 一 条 非常 明确 的

记载
“

后 秦灭 六 国
,

而 始皇 帝 使 蒙恬将 数 十 万 之 众 北击 胡
,

悉收河 南 地 ⋯ ⋯又 度河 据 阳 山北

假 中 当 是 之 时
,

东胡强 而 月 氏 盛
,

匈奴单 于 日 头曼
。

头 曼 不 胜 秦
,

北徙
。 ”

当 蒙恬 渡河 据 阳

山即 阴 山脉 北假 中的时候
,

头曼 被迫 北 徙
,

正 说 明头曼本 来就 驻牧 阴 山 北麓 汉 头曼 城一 带
,

并在 这一 地 区 发迹
。

所 以
,

这 里 在魏 晋仍被 称作
“

匈奴故 地
” ,

是不 难 理 解的
。

洁 汾 以后 拓跋族 的活 动地 域
,

也有助 于 我们 准确 地 判定 吟
—

话 汾的 南迁 地 点
,

《魏 书



·

序 纪 》称 圣 武帝话 汾 之 子
,

始祖 神元 帝力 微
“

元年
,

岁 在庚 子
。

先是
,

西 部 内侵
,

国 民

离 散
,

依 于 没 鹿 回 部大 人窦 宾
”

以
“

先是
”

发 端
,

盖 追叙 话汾 时事
。

没 鹿 回 部驻 牧何 处
,

确 切地 点不可 考
,

但 《新 唐 书
·

宰 相世 系 表 》谓 其
“

得 匈奴 旧 境
,

又 徙 居之
” 。

力微 曾请 求

窦 宾准 予
“

率 所 部北 居 长川
” ,

其 三 十 九 年又
“

迁 于 定 襄之 盛 乐
”

今 内蒙和 林 格 尔
。

足见 没 鹿 回 部和拓 跋 部的活 动地 域
,

不 出 阴 山 山 脉左 右
,

即 今大 青 山
、

乌 拉 山 两 侧 之 乌 兰 察

布草 原和 土 默 川
。

洁汾 自即位初 南迁 甸奴故 地
,

以 后 未见 再有 长途 迁 徙 之 举
,

那 么 这 个
“

奴故 地
”

应该 就在 阴 山 北麓
。

檀 石 槐西 部大 人 推 演驻牧 于 上 谷 至 嫩煌
、

乌孙 间 的 某 地
,

拓 跋 部在 第 二 推 寅 一一 洁 汾领

导
一

下南 迁 阴 山北 麓 二 者牧地 一 致
。

第 三
,

时 间吻合
。

檀 石 槐西 部 大人推 演 的生卒 年无 从考 订
,

但是 当 年 檀石 槐 分 其 地 为 三 部 时
,

推 演 作

为 西 部 二 十余 邑 中的 一 位大 人 活 动 于 历 史舞 台
,

则是 确 凿可 靠 的 拓 跋 部的第 二 个 推寅降 与檀

石 槐西 部大 人推 演如 果是 同 一 个 人 的话
,

那 么 他必 须在 年 以 前率 所部 南迁 到 匈奴故 地
。

现 存 史籍 关 于 拓跋 部 的 最早 历史 纪 年是 力微 元 年
。

《魏 书
·

序 纪 》载
,

力 微 元 年
“

岁 在

庚子
” 。

同 卷
,

力微 年 遣 子 沙漠 汗 入 曹魏 为 质
,

是年
“

魏 景元 二 年 也
。 ”

《通 鉴 》亦 于 是

年始 记拓 跋 事
。

由此 推 年
,

力微元 年为 魏黄 初 元 年
‘

公 元 年
,

庚 子 与
“

元年 岁 在 庚

子
”

的记 载 相符
。

但 《序纪 》又 称
,

力 微
“

凡 享 国 五 十八 年
,

年 一 百 四 岁
” 。

力 微 卒 于 晋武帝 咸 宁 三 年
,

戊 戌
,

公 元 年 据 以 上推 年
,

当 生 于 东汉 灵 帝 熹 平 四年
,

乙 卯
,

公 元 年 因 此
,

年 才是 目前 能 够推定 的 最早 的确切 纪 年
。

这 样 就使 我们 得 以确 切 地 知道 关 于 洁汾 的 两个 重 要 年 代

一 洁 汾 于 年 生 力 微

二 由于 父 死子 继
,

洁 汾 的 去世 当 在公 元 年
。

可 以 作为话 汾行 年推 算依 据 的还有 秃发 氏 的世 系
。

《晋 书
·

秃发 乌孤 载记 》
“

秃 发
一

鸟

孤河 西 鲜 卑 人也
。

其先 与后 魏 同 出
。

八世 祖 匹 孤率 其 部 自塞 北 迁 于 河 西
” 。

《魏 书
·

源 贺

传 》载拓 跟蠢
“

谓 贺 日 ‘

卿 与联 源 同
,

因 事分姓
,

今可 为 源 氏
。

”
’

《新唐 书
·

宰 相 世 系

五 上 》对 于 所谓
“

源 同
”

有重 要 的补充
“

源 氏 出 自后 魏 圣 武帝 洁 汾长 子 匹 孤
。

九 世 孙 秃

发 褥 檀
,

据南 惊
,

子 贺 降后 魏
” 。

根 据 《晋 书》记 载和 《新 唐 书
·

宰相 世 系 表 》提 供 的 资

料
,

可 以 编制秃 氏 世系如 下

占汾 一 匹 孤
一

寿
叫一

’

一
务丸

一
一 力 微 ⋯一 一

树 机 能

— —
推 斤

—
思 复键

—

一

鸟 孤
—

—
了辱檀

在 这张世 系 表里
,

乌孤晋 安 帝 隆 安三 年
,

公 元 年 去 世 树 机能 晋武 帝 咸 宁 互 年
,

公 元



年为 马 隆杀 害
,

这 都是史 有 明文的
。

树 机能死 至 乌孤死
,

其 间 四 世 约 年
,

平 均 一 世 三 十

年
。

由树 机能死
,

上 推 四 世 至匹 孤 生
,

亦 当 为 年上 下
,

那 么 话 汾 长子 匹 孤 当 于 公 元 年

前 后降 生
。

于是
,

关于 话 汾 的生 平
,

我 们 有 了第 三 个 年 代可 资研 究
。

三
、

年左右 生 长 子 匹 孤
。

在 这 三 个 年代 中
,

除 年 生 匹 孤为 间 接 推算所 得
,

可 能 有数 年 之 差 而 外
,

其余 两 个 年代

都是 准 确可 靠 的
。

根 据 这 三 个年 代
,

我 们不 难 作 这样 的推 测 如果 以 洁 汾 岁 生 长 子 匹 孤
,

那 么 他 岁 生

力微
,

岁 去世
。

考 虑 到其子 力 微 岁
,

洁 汾享年 岁
,

是不 会使 人 奇 怪 的
。

由 年土 推

岁
,

洁汾 之 生年 当 在 公元 年 或略 晚一 些 时候
。

当 公 元 年檀 石 槐 分 三 部 时
,

洁 汾年龄在 岁左 右
,

其 父 阵 即第 二 推 寅大 约 五 六
一

岁
,

《序 纪 》称 其
“

时年 衰老
” ,

不 为 过 分
,

这 与檀石 槐西 部大 人 推 寅在 时间 上 恰好 相 当
。

第 四
,

重 大 事件 合拍
。

《后 汉 书
·

鲜 卑传 》
“

自檀石 槐 后
,

诸大 人 遂世 相传 袭
。 ”

这 就 是 说
,

包 括西 部大

人推演 在 内
,

从 檀石 槐 时期开 始
,

大 人 职 位世袭
。

《魏 书
·

序 纪 》载
,

第 二 推 寅献 帝 阵在 南

迁 前 以
“

年衰 老
,

乃 以位 授 子
” ,

也开 始世袭
,

正 是 在檀 石 槐 时期
。

《后 汉 书 》 《三 国 志 》 《晋 书 》以 及南北 朝八 书
,

记 北 方 匈奴
、

鲜卑 诸族 史事
,

歧 义纷

呈
,

往往前后 无 法 贯 通
。

这 是 因 为 魏 晋 大乱
,

中原 诸王 朝无 暇 北顾
,

且 适 逢 北方 草原 亦处 于

分裂消 沉状态
,

许 多情况 也 无 法深 究
。

至 于 匈 奴
、

鲜 卑诸 族 的 历 史 则仍在 继 续沿着 自身 的 轨

道 发展 三 国 两 晋 之 际
,

十六 国北魏 之 交 北方 民 族 的许多 历史 事件 和 人物
,

是应 该 而 且 能 够

缀 合 的 王 沈 《魏 书 》的推 演 与魏 收 《魏 书 》的第 二 推寅
,

不 仅 名号 相 同
,

时 间
、

地 点 以 及

重 大 事件 亦 皆合拍
,

应 该 是 同 一 个 人
。

三
、

南迁旬 奴故地 的契机

话汾 生 年和 檀 石 槐西 部 大 人推演 即 拓 跋阵 的 考定
,

还 为 我 们 探 讨 拓 跋 部 南迁 匈奴故 地 的

契机
,

带 来 了令 人欣 喜的曙 光
。

洁汾 生 于 年
,

当 年第 二 推寅 阵
—

洁 汾作为 檀石 槐西 部大 人 出 现 在 漠南 的时

候
,

他才 岁
。

洁 汾能 够继 他父 亲阵任 酋长
,

并且 执行 吟的命令 组 织 南迁
,

至 少应 该 接近 成

年
。

那 么 拓跋部 由呼伦 贝 尔南迁 阴 山北 麓
,

当 在洁 汾 至 岁
,

即
—

年 这十年 之 间
。

恰恰在 这 个 时期
,

蒙 古草原 上 正 经 历 着一 场 天 翻 地 覆 的变 化
。

《后 汉 书
·

鲜 卑传 》 桓帝
“

永 寿 二 年 年 秋
,

檀石 槐遂 将 三 四 千骑寇 云 中
。 ”

这

是 檀石 槐第一 次登 上 文 献 历 史 的 舞 台
,

当时所率 只 有 三 四千 骑
。

桓 帝 延熹 元 年
、

二 年
、

年 复入 雁门一 带
,

双 方亡 失也 仅 一 二 百 人
。

用 兵 规模不 大
,

且均局 限于 檀 氏 原 牧 地 附

近
,

显然 檀石 槐仍 不 过 是 一 部 之 长
。

檀 石 槐 由一 个 部 落大 人 发 迹 而 为 尽据 匈奴版 图 的 大 国 之

汗
,

大 约在 延熹三 至 九年 间 。一 年
,

延 熹 六 年 年 五 月
,

鲜 卑寇 辽 东
,

是役 虽

不 过 千 骑
,

但 标志檀 石 槐 的势力 已经 发展到 辽 东
,

却值 得注 意
。

王 沈 《魏 书 》总 叙 檀石 槐

的功业 时说他
“

南 钞汉 边
,

北 拒丁 令
,

东却 夫余
,

西 击 乌孙
,

尽据 匈奴故 地
。 ”

檀石 槐
“

东



却 夫 余
” ,

盖在此 时
。

千余人寇边之 举
,

当是 偏师所为
。

按 《后汉 书
·

东夷 夫余 传 》
“

夫余 国 在玄 冤 北千 里
。

南 与高 句骊
、

东 与 泡 娄
,

西 与鲜

卑接
,

北 有 弱水
,

地 方 二千 里
,

本 岁地 也
。 ”

又 云 其
“

于 东夷之 域 最 为 平 敞
,

土 宜 五

谷
” 。

其 地 当在 大兴安 岭东 侧之 松嫩 平原
。

年左 右 檀 氏
“

东却 夫余
” ,

从而 使 夫余 国
“

西 与鲜卑 接
” ,

大 兴安 岭 西侧 之 呼 伦 贝尔草原
,

显然 已经 处 于他 的势力范 围 以 内
。

当时驻

牧 于 呼 伦池一 带的 拓跋 部正 是献 帝 吟 为 酋 长 史 称檀 石 槐
“

兵 马 甚 盛
,

东 西 部 大 人 皆 归

焉
” ,

卜令听 领导 的拓 跋部
,

自当 于 此 时归属 于 檀石 槐
。

在东 进 前后 的数 年 内
,

檀石 槐 尽有 匈奴 领土
,

但是 由于 经 济
、

政 治 和 民 族关 系诸原 因
,

檀

氏 之 庭始 终 在 弹汗 山
,

他 将 自己 的政治 中心 置 于漠 南
,

并进 一 步 将鲜 卑诸 部安 排在 沿长 城一

线
,

于 是从 公元一 世 纪 开始 的 乌桓
,

鲜 卑 诸部 沿长 城西 迁 的过程 加快
,

形 成 了新 的浪潮

拓暇 部 与中原 地 区 之 间
,

早 已 经建立 了 相当密 切的 直接 或 接 的经 济
、

文 化联 系
。

呼 伦

贝尔完工 墓葬发 现之 丝 绸
、

麻 布 以 及海 贝
、

珊 瑚 等
,

扎贵诺 尔墓 葬 出 土 的轮 制灰 陶罐
、

织

锦
、

漆 器 以 及规 矩镜 等
,

均 为 来 自中原 的遗 物
。

这些 考古发 现
,

不 仅 反 映 了东 汉时期 呼伦 贝

尔 与 中原 经 济文化 联 系的紧 密
,

而 且 也深 刻 地表现 了拓 跋鲜 卑诸 部 对 中原 文 明 的喜爱 和 向往

在 这种 历史 和政 治背 景下
,

《魏 书
·

序 纪 》所 记
“

神人
”

言 自会引起 我 们 的极大兴 趣
。

《序 纪 》称 献帝 岭

时有神 人言 于 国 曰
“

此 土 荒遐
,

未足 以建 都 邑
,

宜复 徙居
。 ”

这一 则 貌似虚 无缥 缈 的神话
,

其实 隐藏着 一 段 重要 的历史 事实
。

在 人类发 展 的历史 上
,

一 个 处 于 文 明门槛 前 的 民族
,

把 一 些 重 大 的历 史事 变 归诸某 个 神

话性
、

传说性 的 人物
,

是 普 遍 现象
。

北美 印第 安人 易洛魁 部将 他们 的部 落联 盟的建 立
,

归功

于 哈
—

约
—

温特
—

哈 这样一 个神 话传说 性 人物
。

中 国古代 更不 乏 这 样的 例 子
。

黄

帝
、

炎帝
、

螺 祖
、

苍领 等 等一 大 批 人物都 属 于 这种 类型
。

我 们从 哈哈 镜 中歪 曲 了 的形 象
,

总

可 以 感 受到某 种 历史的脉 搏 而 拓跋族 的这一 传 说
,

似 更要真 切 一 些
。

拓跋 族南 迁 在公元 二 世 纪 前期
,

南 迁导致 拓跋 鲜卑 社 会的 飞 跃发 展
,

同时也使 拓跋 族能

够更 多 地吸 收 中原 文化
。

桓 帝 猜 包死
,

其
“

辅 相
”

卫 操 曾为 之 立 碑 烦功德
,

碑 文为 长篇 骄体

文
,

关 于 拓 跟 早期 历 史 的文 宇纪 录
,

似应始 于 此 时
。

此 距献 帝 聆 南迁
,

不 过 四 世一 百 六 十

余年
,

人 们 的记 忆犹新
,

指 示南 迁 的
“

神人
” ,

应 该 实有所 指
。

事 实上
,

我 们透 过 笼 罩 着
“

神 人
”

的缭绕祥云
,

也能 够看 到檀石 槐 的影 子
。

公元 年 左 右
,

檀石 槐 东却 夫余
,

势 力扩 展到 呼伦 贝尔 是 征服
,

还 是 自动 归附
,

详情

已 不得而 知
,

总之 拓 眼部 的首 领 吟 归属 了檀 石 槐
。

且 由于檀石 槐 的光辉 业绩
,

使 拓跋人
“

认

为 自 己 的伟大 和 尊贵
,

就在 于跻 身 于 他 们之 列
” ,

因 而檀 石 槐的 命令 必 须执 行
,

他 的至 高

无 尚的 地位无 异 就是
“

神 人
” 。

“

神人
”

指 示
, ‘’

此 土 荒 遐
,

不 可 以 建都 邑
,

宜复 徙 居
。 ”

所 谓
‘

建 都 邑
” ,

自系 后 来

傅 会粉饰 之 词
,

但 认 为 呼 伦 池 地区 荒 僻
,

远 离经 济繁 荣 的内 地
,

应 该迁 住长 城沿 线, 这不 仅表

达 了拓 跟族 的强 烈愿望
,

成 为 促成拓 跋 南迁 的强 大 动力
,

而且 完全符 合檀 石槐 的政 治蓝 图
。

“

神 人
”

所 言
,

实 际上 不 过 是将 檀石 槐 的指令
,

披上 一 件 神圣 的外衣
。

既 为檀石 槐 的指 令
,

为 什么 不 直 书其 事 檀石 槐所建 立 鲜 卑汗 国
,

一 度 统治 整个 内 外蒙

草原
,

这是 自匈 奴 冒顿单 于 以 来最辉 煌 的成就
。

鲜 卑成 为显 赫 的
、

令人 敬畏 的 称 号
。

拓 跟



贵族 自对 临北 中国 以 后
,

总是 力 图独 占鲜 卑这 一 光 荣的名 字
。

他们 宣称只 有 自己才是 正宗 的

鲜卑 嫡裔
。

东部 鲜卑 传说
,

鲜 卑为东 胡之 一 支
, “

别 依 鲜卑 山
,

故 因号焉
”

拓 跋贵族 就

声言
“

国有大鲜卑 山
,

因 以 为号
” ,

也制 造 出一 个 鲜卑 山
,

且 冠
“

大
”

字
,

以 示 货 真 价

实
。

他们甚 至不 承认在 鲜卑发 展 史上 起过重大作用 的 东部鲜 卑慕 容 氏为鲜卑
,

而 名之 日
“

徒

何
” 。

因 为同 样的原因
,

对 于檀 石 槐和 他的汗 国
,

、

以 及拓 跟 曾经归 附檀石 槐 为其 属 部 的 历

史
,

则 一 概 予 以抹杀
,

讳 莫 如深
。

遍 拣洋洋 数 十 万 字 的一 部 《魏 书 》
,

竟 无只字 涉及檀石 槐

者
。

这 些
,

或 许在邓 渊 撰 《国 纪 》时 已 经 如 此
,

更可能 是在 崔浩 因国 史得祸 时
,

拓跟早 期 历

史遭 到 全面篡 改
,

而 变成 今天 我们所见 到 的样子
。

四
、

结语

经 过 上述考 订
, 我们 似乎 可以作 这样 的结论

、

拓 践部 由呼伦 贝尔 草原南 迁 阴山 北麓

匈奴 故地
,

约在公元 至 年之 间
。

、

公元 至 年之 间
,

檀 石槐 征服呼 伦 贝尔草原

各 部
,

拓 跋鲜 卑成 为檀石 槐鲜 卑 汗国 属 部 ,

注 释
《 通 鉴 》卷

,

魏景元二年 胡注
。

中华

书局标 点本作
“

置革建落罗
、

日 律推演
、

宴荔

游等
”

此处标点从马 长寿
,

见 《乌桓 与鲜

卑 》第 页
,

上 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其南 迁 乃按 檀石 槐 的部署 进行

外列城
,

西北至卢狗
,

游 击将军 韩说将兵 屯

之
” 。

参看《匈奴列传 》 《 地理志 》
五原郡稠 阳县条

“

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
,

又西北得支就城
,

又西北得头曼城
,

又西北
⋯ ⋯

” 。

此列城 皆太初 三年光 禄勋徐 自为所

筑甚 明
。

时上距头 曼不过 百年
,

头曼建牙

《乌桓与鲜卑 》第 页

中华 书局标 点本 《通鉴 》同
,

见注
《乌 桓与鲜卑 》第 页

《后汉书
·

南匈奴传 》

《后汉书
·

西羌传 》

摩尔根 《古 代社会 》 新译本
,

上

册
,

第 页
。

商务 印 书馆 年版
《晋书

·

吐谷浑传 》
明代 中原汉人称蒙古麻古可儿吉斯汗 为小

王子
,

其后继者脱思
、

把 秃猛可
、

伯颜猛可等

亦 被称为小王 子 参见 《明史
·

鞋 粗传 》
、

郑 晓 《今言 》等
。

《乌桓与鲜卑 》第 页注 又
,

拙作《战

国历史上的
‘

匈奴
’

》 载 《光 明 日 报 》
! 年 月 。日 曾引王先谦 补注

‘

头 曼城

盖即 冒顿父筑
,

为旁证 近熊存瑞同志重 提

此文
,

认 为王 先谦 所云
‘

与匈奴
‘

逐水草迁

徙
,

毋城郭
’

的特 点不 符
,

亦未获 考古 印

证
’

并以 此否定拙 稿
‘

战国晚期 匈奴 族活动

中心在河套西北
,

的结论 载《社会科学战

线 》 年第一期 熊文说
,

曹永年 认为
“

战

国时匈奴应 居河 套
,

与 我的原意不 符

拙文系二十多 年 以前的 习作
,

稚拙
、

错误之
处不少

,

所 引王 先谦 说即一例 但并不能 因

此无视头曼城与头曼的 关系 按 《汉书
·

武帝
纪 》 太初三年

“

遣光 禄勋徐 自为筑 五 原塞

何处
,

西汉 朝 廷 自不 会 不知 光禄城 显为纪
念工 程 负责人徐 自为而命名

,

那 么头曼城之

得名与头曼之牙帐所 在 自不能 没有关系

《魏书
·

序纪 》

参见钱大听 《廿二史考异 》卷
,

王鸣盛

《十七 史商榷 》卷
“

九世
‘

原作
‘

七世
”

见 中华书局标点

本
。

姚薇元先 生据 《晋书 》载记及 《 御

览 》卷 引 《南 惊录 》所 叙秀发 世系改
见 《北 朝胡姓考 》第 页

, ‘

源 氏
’

条

注
。

阅 《三 国志
·

鲜卑传 》裴注 引王沈 《魏书 》
“

自擅石槐 死后
,

大人 遂世相袭 也二 范哗
删

‘

死
‘

字
,

当有所据
。

《后汉书
·

桓 帝纪
、

鲜卑 传 》

参见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二册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陈巴 尔虎旗完

工古墓清 理简报 》
,

载 《考古 》 年第

期
。

郑 隆 《内蒙古扎责诺尔古 墓群 调查记 》载

《文物》 年第 期
《古代社会 》

,

上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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