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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汉地曾拄蒙古高原的汉人蒙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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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3世纪长达 100年的时问中，尽管蒙古势力不断增 

长，汉族势力 日盏削弱，但蒙古和汉族始终是中国境内势力 

最强太的两个民族。因而他们在披此势力消涨过程中的民 

族融合规模也是空前的 本文拟就两族互相融合的途径和 

具体表现等同题加以论述。 

蒙汉两族的民族融合，太体分为两种。第一种为离开蒙 

古本土前往汉地的蒙古人的汉化 第二种为离开汉地前往 

蒙古高原的汉人蒙古化。这是由于当时地理环境的限制所 

致。也是本文之所以称蒙汉两族互相融台的缘由 下面分 

别将这两种不同的同化进行剖析。 

蒙古是元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唯一彻底消灭了汉族政权 

的少数民族。正因如此，作为被征服 民族的汉族，由于各种 

原因离开汉地前往蒙古高原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从中外史 

籍中零散的记载来看，汉族太体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入蒙 

古高原的 

第一，掳掠 在蒙古灭金和西夏过程中。由于金统治的 

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地区和西夏统治的陕西、甘肃等地均 

为汉族聚居地压 ，因此许多汉人因金、夏战争失和而被太批 

掳往北方。如公元 1214年 3月，成吉思汗与诸弟、诸子分三 

路向山西 河北、山东等地太举进攻，“凡破九十余城 ，掠此 

三省金帛、子女、牛马羊群而去”啦。这之中除女真人外，多 

为汉人。1214年 4月，在蒙古攻中都期间，又 掠金帛童男女 

各五百北返 0 金的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自古以来就是 

北方许多游牧民族和汉族杂居地区，因此汉人也在掳劫之 

列。窝阀台时期，蒙古人向盒统治的汉人地区发起全面进 

攻，尽管有许多汉人因躲避战乱而遗至南宋境内，但还有一 

部分留在原地．其中一些汉人则被蒙古掳至蒙古高原。如河 

北世侯史秉直投降蒙古，蒙古将汉人 l0余万家寻迁之漠 

北0。根据陈子华的统计，在金蒙之际 3O年左右时间内，由 

于战乱，国家掌握的户 I：l锐减．只剩下 l／7—1／ 。那么损 

失的6／7或7／8的人 口只有两种迁徙可能。一种迁人南宋 

境内，另一种为蒙古人掳至漠北。仅在木华黎的军队中，就 

有3万多汉军 。可见被掉汉人的数目之太。鬟古联宋灭 

金后，蒙宋之间展开了长达 30多年的拉锯战，在这期间，汉 

人屡续被劫往蒙古高原。如 1235年 6月，蒙古在襄阳城外 

的上闸口被宋军击遢。撒军时，蒙古将所绚州军的牛马、人 

口席卷而击@。忽必烈继位后，正是在吸收汉人财富和人口 

使其势力进一步增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向南宋发起最后的 

攻势。在攻南宋期间，尽管忽必烈禁止蒙古人烧杀抢掉，但 

蒙古将锈并不昕从，结果 江南太州小邑，四民子弟无少长悉 

为人所获～ 。蒙古攻宋总指挥伯颜挥兵进入南宋都城临 

安，将南宋皇帝、后妃、大臣等江南汉人总代表者掳至太都 

江南汉族人民从此成为蒙古人的被征服民族，但他们不甘心 

被奴役．起而反瘕的事件层出不穷。为此蒙古人进行了残酷 

的镇压，井将俘获的反叛人物押至漠北，但俘获的对象并不 

满足于 从贼妻属 ，许多良民也为俘获 以后元朝一直遵 

从北人犯罪迁往南海，南人犯罪远 自徒辽东太漠之倒，因此 

汉人罪犯大多迁往漠北和辽东。 

第二，征兵与戍边。蒙古“既平中原，发 民为卒，是为汉 

军 四，其征兵规模髓征服汉地的扩大而不断扩大。如太宗 

七年‘1235)，签宣德等五赂人匠充军，每 2(】人出军一名0。 

到太宗十三年(1241)，中原地区“元籍诸州路民户一百万四 

千六百五十六户，除逃之外，有七十二万三千九百一十户，随 

路总签军一十万五千四百七十一名 这些汉人组成的军 

队，虽然有一部分留在中原参与攻金战争 ．也有许多汉军成 

为蒙古二次西征的炮 或迷人漠北。以后在蒙哥和忽必烈 

统治时期，由于对南宋战事的需要，“自壬子(宪宗二年 1252) 

至至元十一年(1274)前后五次签年 廿，其中至元六年(1269) 

签民兵2万，又从原李璃旧军 内起签 1万人 。至元七年 

(127o)成都府签义士军 8千余人0 至元九年(1272)，从诸 

路共签军 3万 。至元十一年．又下令签军 10万0。南宋灭 

亡后，忽必烈又将南宋降军编成新附军，致使汉军总数急尉 

上升。根据陈高华的统计， 仅忽必烈一代先后签发的汉军 

已在 2(】万人以上，加上太宗、宪宗列朝所签．总数至少应在 

，O万人以上，若以一军一户计，汉军军户亦在 30万户 以 

上 。这些汉人军队．虽在消灭南宋和以后镇压汉地人民 

反叛时滞留汉地 ，但忽盛烈为了防止汉人军队发动哗变 。时 

常将他们迁至蒙古地区戍边和屯田。据不完全统计，仅忽 · 

烈统治时期，参与屯田的新肘军至少有 75000人0。虽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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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军的屯日|并非都在蒙古地区，但蒙古地区集中了许多汉军 

和新附军进行屯田的确是史实。忽必烈曾一次发汉军 万人 

赴称海 屯田0。江南基本平定时，忽必烈 于至元十一年 

(1274)7月。徒江南善于农耕的生券军 81人屯田和林0。江 

南衡底平定后，忽必烈于至元十六年(1279)发江南嘉定新附 

军千人，屯田淇北脱里北之地 ．后又将驻守和林的30O名汉 

军积屯抗海0。根据元代的军事制度．军人家属编人军户． 

世代相传，这样如果戍边屯田的汉军出现意外，仍可以从其 

军户中补充，汉人随之不断迁到淇北地区。 

第三，经营手工业和经商。在蒙古帝国时期 许多梭掳 

掠的汉人在蒙古统治阶级的强迫下为其生产手工业品，窝阔 

台时期和林城中的汉人区就是汉人手工业者的居住区。当 

然这之中不乏因巷战乱而迁往此地谋生的汉人。忽必烈建 

立元朝后，随着全国统一，蒙古高原与汉地之间的阻隔被打 

破．以及蒙古地区需要大量粮食、布帛和其它物资．汉人工匠 

和商人迁移至蒙古的人数有增无减。为了鼓励汉族工匠和 

商人来蒙古地区，忽必烈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簟．如上都特 

免收税，取消上都酒醋课，减商税为 1／60~'。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汉旗工匠和商人纷至沓来，使上都成为又一个蒙古地区 

商业手工业中心。各种手工业作坊、手工业管理机{勾和厂局 

多选 120条处 上都的人日也随之大增，t元诗汇丰'一书 

记载，上都约有 l0万户^家口，汉人比比皆是．故史籍有上都 

虽为“龙飞之地 ，“今南人萃此”0的记载。障上都外，漠北 

许多城市中也出现了许多汉族工匠和商人，如谦州有工匠敷 

局， 皆国初所徙汉人也” ．在乞儿乞思地区，汉人工匠教当 

地人民冶炼陶器、制造舟楫、建立仓 禀等等0。可见汉族工 

匠的数量很可观。 

另外 ．在元代的人口买卖中．一些汉人也流人蒙古地区。 

众所周知，元代实行曲勺民旅等级制度中．汉人、南人属于最低 

等级．因而成为属于第一等级的蒙古人歧视的对象。也成为 

人口买卖中的主要对象。著名的元朝史学家苏天爵曾记载： 

“中州(中原)良家子女技卖于边者窳。”0这些被卖人蒙古地 

区的汉人，则成为蒙古人驱使的对象．很难有机会逃出羹古 

高原。 

通过以上 4种途径进入蒙古高原的汉人，为他们本身同 

化于蒙古人中提供了前提条件。进入蒙古高原后，他们只能 

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从事牧业。如江西泰和人佟锁柱．7 

岁时为过骑掠之而北，最后被卖人牧区，其主人授以皮衣一 

袭，羊 2千条头，让其放牧。与佟锁柱～同放牧的 l0余人． 

都是中原良家子弟田。后来佟锁柱经历千辛万苦回到中原。 

但其他人仍留在蒙古 到元初，其牧者谓之兀刺赤．回回居 

其三．汉人居其七 。可见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汉人数 目比从 

中亚掳来的色日人多得多。他们在地理环境改变后，经济生 

活也从 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的农业生活转为。逐水草而迁 

徙 的畜牧生活。另一些从事以农业为基础的手工业者(如 

泥瓦匠、丝绸匠、瓷器匠等等)来到蒙古地区后因缺乏这些原 

料而改为从事以畜牧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行业 如在上都 

的手工业中，毡局、异样毛子局、软皮局、鞍子局就是在适应 

畜牧业经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些进入蒙古地区的汉人从事屯 

田。上都、和林、称海、谦州、益兰州等地均有他们的足迹。但这 

些屯田，因为分布零散、耕种范围有限。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 

和支援了畜牧业。另外，由于它时刻娅于畜牧业的包围之中，无 

时无刻不受畜牧业影响，元亡后，这些地区的屯田不再见于记载 

的史实表明，这里的屯田已为畜牧业生产重新代替。 

在北迁蒙古的汉人经挤生活发生变化之后，其思想意 

识、语言、风俗习惯、婚姻等均随之改变 铡如在语言和文字 

方面，汉人进人蒙古地区后，为了经挤变流和 日常生活的需 

要，不得不与蒙古语接触，年深 日久．不仅熟悉这种语盲，而 

且也学会了驾驭这种语言的能力。随着语言的蒙古化，文字 

也开始蒙古化，加之忽必烈三番五戎下诏令 皆用蒙古 

字”0．许多居住在蒙古地区的汉人更容易蒙古化。一些汉 

人甚至改汉族姓名为蒙古名。如江西人刘哈喇不花0．太原 

人郝和尚拔都 ．冀州人贾塔剌洋，弟蒙古名六十八。子蒙古 

名抄儿赤．孙蒙古名六十一母。蒙古统治者非常鼓励这种作 

法．常常赐给一些有功之臣以蒙古名。如赐成都新繁人张赢 

蒙古名为兀鲁思讷特蕾，赐降州曲袄人许扇蒙古名为忽鲁火 

孙 赐太原人杨汉英蒙古名为赛因不花啦。这就进一步加 

快了汉人的蒙古化，周为汉人对蒙古名的承认就意识着汉人 

与蒙古人在心理素质方面达成了共识。由于汉人在语言 、文 

字、姓名、甚至服饰方面已经蒙古化．致使元亡明兴后，朱元 

璋于洪武元年二月下诏：“凡蒙古服式、蒙古语畜、蒙古名字 
一

律禁止，提倡蒙汉各从其俗 ∞。这就从反面印证了汉人 

蒙古化的事实。 

在汉人与蒙古人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后，互相问的通婚 

现象也出现了。蒙古人娶汉人女子为妻、妾的事例不胜枚 

举。他们的后代在人种上属于蒙汉混血人种，但由于生长于 

蒙古高原．则成为典型的蒙古人。这就是大批汉族迁入蒙古 

地区后很少见于记载的原因。他们经过几代繁衍、生活于蒙 

古高原后．由于地理环境、经挤生话、语言文字 、婚姻等发生 

变化后，便日益同化于蒙古民旗的汪洋太海之中。 

离开蒙古高原进入汉地的蒙古人数量也是相当大的 

据元代某项统计，与移居中原的 4o万户蒙古人相比，汉蕨 

人总数约有 1300万户 蛐。从此条资料来看 ，尽管攫旗人 口 

在汉地远远大于穆人此地的蒙古旗人 口．但 4o万户毕竟不 

是一个小数日。这些蒙古人大体上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进 

入中原和江南等汉族居住区的。 

第一，亲王出镇和官吏驻守。成吉思汗建立蒙古目后， 

曾多次对其扩张的领土进行分封．如随着对金战争的节节胜 

利．成吉思汗又封术华黎为中国国王．专瞥太行山以南广大 

地区。木华黎的势力进入广大中原地区，术华黎本人就死于 

中原战场上。成吉思汗完成第一趺西征后 ．又再次进行分 

封，其中蒙古东、南地区分封于其母和诸弟，蒙古以西广大地 

区分封于诸子 这样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就成为成吉思汗 

诸弟的封地。如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一家的封地在盏都路． 

三弟哈赤温以济南路为其封地。为了统治这些汉族居住地 

区．各宗王必须派遣蒙古将领和士兵进行驻守．蒙古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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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常驻设地。窝黼台继位以后，由于西夏已亡，他又将原属 

西夏的鄂尔多斯、贺兰山、额济纳河、河西走廊等汉与其它民 

族杂居地区分封给阏端和阿贝吉两十儿子 这两位王子和 

他们的军队、属民便从此居住在这里。蒙哥继位后，命其弟 

怨必烈总管漠南汉地军事大事，其封地就在河北刑州一带， 

后医征服大理有功．蒙哥又将陕西、河南等地也赐予他。从 

此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势力在这些地区扎下了根。忽必烈 

建立元朝后 ，仍采取传统的分封制度，相继封诸皇子为王，出 

镇漠北、西北、西南、东南。其中安西王屹哥刺和镇南王脱政 

的封地在京兆府(西安)和扬州0。这样屹哥刺和脱欢便常 

驻这两个地区。根据蒙古人的分封制度，某王一旦被分封 ， 

其子孙后代便永远居住于分封地。以上被分封于汉地的王 

子宗亲从进入汉地后就一直和广大汉旗人民生活在一起，接 

受他们的影响。 

与亲王出镇{5I度相配套，蒙古历代统治者又实行镇守官制 

度，即派达鲁花赤镇守各级地方机构 ，监视他们的行动，向中央 

汇报。在蒙古国初期，达鲁花赤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元朝 

建立后，忽必烈规定： 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 

回回充同知，永为定{5I。喈这样充任达鲁花赤一职的蒙古人遍 

及汉地的各级地方机构。由于元朝的 l2个行省中有9个设立 

在汉地，行省之下又有路、府、州、县等基层单位。所以充任汉人 

选鲁花赤的蒙古人数量不小．加上他们的家属．数量更害，他们 

和宗王一样，一旦任职，不轻易调换。因此他们从任职的第一天 

起，便生活于汉旗人民的包围之中。 

第二，士兵作战与戍守。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到忽必 

烈侵略东南亚诸国．中原和江南地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在 

战争中，蒙古人尽管掳掠其它民族人民充当探马赤军，为蒙 

古军傲开路先悔，但每遇艰难战役，必有蒙古军出现，如 1238 

年，蒙古军攻打庐州时，“初用女真、汉军不胜，用回回叉不 

胜．乃用真鞑，亦折三千余人”∞。在这些 战争中，除了战死 

的蒙古人外 ，还有一些蒙古人成为汉人的俘虏或因伤病留在 

汉地。在蘩宋战争的对峙阶段．蒙古军与其它民族军队和汉 

地人民生活在一起。有些蒙古士兵因各种原因留居汉地。 

元朝建立并消灭了南末后，为了镇压汉族地区人民的反抗， 

蒙古统治者经常派遣蒙古军驻扎汉地，如“世祖皇帝既定簿 

内，以蒙古一军留镇河上，与民杂耕，攒亘中原，故特委忠信 

于国人，备非常于他日” 。不仅河上如此．其它一些军事重 

地、关隘津口．也有蒙古军把守。其余一些偏远之地如 云 

南√ 番、海南、悔北 ，虽非屯田之所．则又囡铽兵屯旅以控扼 

之 。这些蒙古士兵即啻以军，便长期驻扎于这些地区，成 

为元朝政府镇压汉地人民反抗的工具。 

第三，落遇藏亡。蒙古人虽为统治民族，在等级{6l度中 

居首位，但蒙古贵族和其他蒙古官吏平民犯罪，则一般迁往 

江南等署热镧湿之地。如成吉忍秆幼弟斡赤斤之孙乃颜在 

辽东叛乱被平定后，忽必烈批准将乃颜率钡下的蒙古军人、 

军户、民户及乃颜家属流放于河南、江浙、湖广、江西诸行省， 

尤以江浙为多．庆元定海县便是乃颜余党的聚居地母。对于 

跟J翦海都、都佳反抗元朝的蒙古诸部，忽必烈也采用迁徙内 

地的方法加以制止。如至元二十年(1293)，元朝大将土土哈 

将原附于海都的乞儿乞思部民迁人山东0。这些蒙古罪犯。 

从此教居于汉人之中。睁囊罪犯外．蒙古贫民因漠北自然灾害 

频繁而经常流人汉地。如仁宗延}占年同， 朔漠大风雷，羊马 

驼畜尽死．人民藏散．以子女膏人为奴蜱 o其中许多人进 

入汉地。如武宗至大元年(1308) 和林贫民北来者众，其数 

量竞选八十六万八千户之多 §。根据罗贤佑统计，蒙古流 

民常选投万甚至数 10万之多0。其中有一些被元朝政府振 

济后遣还其部，如英宗曾在 1320年 拔马三万匹，给蒙古流 

民遣还其部 但在屡遣屡流中，许多蒙古人进入汉地。 

另外在西北地区，“宗亲海都作乱，其民来归者七十余万．散 

居云朔同一 。这些蒙古流民为了生存，有的沦为汉人的奴 

蜱，元朝政府不愿看到车族人民被奴投的事实，反复严申 禁 

回回、汉人、南人典买蒙古子女为驱”0。可见蒙古流民进入 

汉地并沦为奴蜱的事件并不少。他们构成蒙古人进入汉地 

的途径之一。 

蒙古上层和普通牧民通过亲王出镇、官吏驻守、士兵驻 

防、落难流亡等选径进入汉地后，首先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环 

境中。以前，他们居住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蒙古草原上， 其俗不待蚕而衷，不待耕而食 。但迁入 

汉地后，到姓是水鬃和农田，尽管粮食也是蒙古人十分需要 

的物资。但他们并不珍惜农业生产。在蒙金战争时期．蒙古 

营帐所在．大致骚扰，伐桑躁稼，生意悴然 罾。灭金以后， 

广大中原地区归蒙古人所有．一些蒙古大臣甚至向窝阔台建 

议： 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地以为牧地 。但中原地区 

四季分明的气候和贯穿其境的黄河水平『『资源是最适于农作 

物生长地区，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以农业文明著称于世。变农 

田为牧田的做法根本不适台中原地区。于是蒙古贯旅吸取 

教训。保存农业。进人中原地区的蒙古人逐渐适应了农业生 

话。忽必烈统治初年，汉地已出理了蒙古人的屯田．为了管 

理他们 ，忽必烈于中统二年(1261)，设置臂颁种田打捕鹰房 

民匠等户万户府，掌管归德、毫州、永宿等 20余城的蒙古种 

田户善税。至元二年(1265)又将黄河南北的荒田分给蒙古 

军耕种。南宋灭亡后又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遣蒙古军 3 

千人在清艳、靖海等姓屯母。成宗大德二年(t29~)，成宗又 

将两推闲田分配给蒙古军人目。可见蒙古军不仅了解 了农 

业生产．而且还把屯田作为一种补充军饷的好办法 聚居在 

一

起的羹古军人尚且能从畜牧生活向农业生活转变．鼓居在 

汉人中间的蒙古人更容易向农业生活转变．如因贫困流人汉 

地并沦为汉人奴婢的蒙古人．除了少部分为家用奴蜂外，其 

余都毫无例外地从事农业生产。可以说．进入汉地的蒙古旗 

人在地理环境发生变化后，其经济生活也向农业过渡。 

进入汉地的蒙古贵箴和官吏，虽然并不亲自参与农业生 

产，但他们大多因政治原因而与汉旅保持密切的联系，突出 

地表现在婚姻方面。这些蒙古贵族和官吏作为蒙古的统诰 

阶级，为了在汉地的政治利益，往往与汉人结成联姻关系．而 

联姻美系的形成 ，最终导致他们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汉化。 

例如，继承斡赤斤家族的斡赤斤之孙塔寨儿前后把两十妹妹 

嫁给了李璃，任彰德路达鲁花赤的蒙古人蒙古巴尔把长女鄂 

都岱嫁给了史天泽之子史侯。而李追和史天泽均为山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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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的汉旗世侯．塔察儿与蒙古巴尔与他们联姻后．即保障 

了他们各自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势力．也能达到以汉治汉的目 

的。但联姻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效果．那就是蒙古人的日益汉 

化。因为与汉人结为婚姻关系的蒙古人．处于汉人的包围之 

中．年探日久，逐渐习惯了汉l地的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括方式， 

从而回化于他们之中。被派往汉族地区的官吏．“一旦被任 

命．就不再词换，其职由子井世袭，这是很普遍的．所 这些 

世袭的达鲁花赤与其属下的世袭地方官汉人世侯之间．通过 

婚姻加强关系也是极其必然的”目。昔军千户、百户亦如此． 

如蒙古管军百户太纳一族迁人山东谁州北海定居．其百户之 

职父子相传，先由忽必纳传给长子太纳．然后太纳传给长子 

阿忽歹．阿忽歹再传给长子驴儿．其中太纳娶汉人魏氏为妻． 

阿忽歹娶汉人球氏、马氏为妻．驴儿也娶一汉族女子为妻婚。 

这些蒙古官吏，因长期与汉人居住．又娶汉人女子为妻．几代 

之后。便与汉人无太多差别。普通蒙古士兵和贫民来汉地 

后．更是别无选择地与汉人通婚，久而久之也成为汉人的一 

部分。正如史籍记载：。鞑靼都无姓．或要汉女为奴，生子愿 

有姓．竟随母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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