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及其

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响

魏志江

提 要
：

９ 世纪中叶 ，室韦 鞑靼部落 （《辽史 》称
“

阻 卜

”

）在漠北崛起 ，并控制了 克鲁

伦河流域和漠北草原 。 然而 ， 随着辽帝国的崛起和耶律阿保机对漠北蒙古高原的征伐 ，从

辽上京到漠北蒙古高原乃至西域旋为契丹控制 。 为了控制传统的从漠北蒙古到西域乃至

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 ，辽帝 国先后通过军事征伐 、设立城池 、 屯 田移 民等方式展开对漠北

蒙古和西域的经略 ，从而控制了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线 ，保障了 欧亚商旅要道的畅通 。

关键词 ： 辽帝国 漠北蒙古 经略 丝绸之路

８４ ０ 年 ， 回鹡帝 国在黯戛斯的攻击下败亡 ，部族离散 ，漠北蒙古高原再次陷人权力真

空的地带 。
９世纪中叶 ，室韦 鞑靼部落 （《辽史 》称

“

阻 卜

”
）在漠北崛起 ，并控制了克鲁伦

河流域和漠北草原 。 然而 ， 由于漠北蒙古高原并未能形成统
一

的蒙古部落联盟 ， 随着契丹

帝 国的崛起和耶律阿保机对漠北蒙古高原的征伐 ， 从辽上京到漠北蒙古高原旋为契丹控

制 。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又从漠北蒙古高原南下 ，西越 阿尔泰山 ，兵锋直至西域 ，建立 了
“

东

至海 ，西至于流沙 ，北绝大漠 ，信威万里
”①的契丹帝 国 。

？ 为了 控制传统的从漠北蒙古到

西域乃至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 ，辽帝 国先后通过征伐 、设立城池 、 屯 田移民等方式展开对

漠北蒙古和西域的经略 ，从而控制了 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线 ， 保障了 欧亚商旅要道的

畅通 。

学术界关于辽帝 国对漠北蒙古经略的研究 ，应该说已经取得了
一

系列重要的成果 ，其

中 日本学者用力最多 ，较早主要是松井等 、箭内亘 、津 田左右吉等人 ，而战后代表性学者当

首推长泽和俊
；

？ 中 国学者的研究 ， 主要是业师陈得芝先生 ，
？其对漠北蒙古和西域有关

的历史地理考订尤为精审 ，迄今仍为不刊之论 。 此外 ，刘迎胜 、华涛 、许序雅 、杨富学 、 陈爱

峰 、张景明 、孙泓 、
王大方 、苏赫 、 田光林 、马文宽等先生 ，对辽代的草原丝绸之路与 中西交

①《辽史 》卷二《太祖纪下 》
， 中 华书局点校本 ，

１ ９ ７４ 年 ，第 ２ ４ 页 。

② ９０ ７年 ，太祖耶律阿保机建 国号 曰
“

契丹
”

；辽太宗耶律德光大同元年 （ ９４ ７） 改 国号 曰
“

辽
”

；辽圣宗

耶律隆绪统和元年 （９ ８３ ）又改国号为
“

契丹
”

；辽道宗耶律洪基咸雍二年 （ １ ０ ６６ ）
，再改国号为

“

辽
”

，
直至辽

帝 国灭亡 。 故本文
“

辽
”

、

“

契丹
”

国号互见 。

③ 松井等《契丹可敦城考 》 ， 载 《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 》
一

，东京帝 国大学 ， 大正 四年 ； 箭 内亘 《鞑靼

考 》 ，载 《蒙古史研究 》 ，刀江书院 ， 昭和五年第 ５２５ ５８ ４ 页
； 津田左右吉 《辽代乌古敌烈考 》 ，载 《满鲜历史

地理研究报告 》二 ， 东京帝 国大学 ， 大正五年 ；
长泽和俊著 、 钟美珠译《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 》 ， 载 《丝绸之路

史研究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１ ９ ９０ 年 ，第 ３ ２４ ３ ５２ 页等 。

④ 陈师先后撰《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 》
、 《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 》

，载 《蒙元史研究丛稿 》
，人民 出 版

社 ，
２ ００ ５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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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辽帝囯对漠北蒙古的经略及其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 响

通亦做了
一定的论述 ，尤其是华涛 、许序雅运用古典阿拉伯文等资料 ，对伊斯兰文献有关

辽代与西域关系以及欧亚交通的记载进行 了论述 ，而马文宽先生则根据辽墓辽塔 出土的

伊斯兰玻璃 ，探讨了 辽与西域伊斯兰的关系 。 北方民族大学杨蕤先生 ，在综合上述学者有

关研究的基础上 ，撰写了《略论辽代的丝路交通及其相关问题 》
一

文 ，堪称辽代丝绸之路史

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
① 然而 ，对于辽帝 国经略漠北蒙古高原的有关过程 ， 乃至重大史实 ，

由 于学者多拘泥于中文史料 ， 仍然无法厘清 。 对辽帝 国经略漠北蒙古的 目 的何在 ？ 亦缺

乏深人论证 。 故本文不揣浅 陋 ，拟在结合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审音勘同 的基础上 ，力求复

原辽代对漠北蒙古高原的经略过程 ，并进
一

步探讨其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 响 。 不 当之处 ，

敬请指正 ！

一

、 辽帝 国初期对漠北蒙古高原之经略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伐漠北蒙古以前 ，漠北蒙古高原主要是鞑靼部落散居于克鲁伦

河 、斡难河流域以及杭爱山 肯特山
一

带的蒙古腹地 。 鞑靼 ，王 国维考证其即为《辽史 》所

载之阻 卜 ，

②此说已为学界定论 。
８４０ 年 ，黯戛斯人攻灭 回鹘汗 国后 ，并未能控制漠北蒙古

高原 ， 回鹘汗 国留下的地理空间很快即 由鞑靼人即 阻 卜部落填补 。 所谓
“

阻 卜诸部 ， 自来

有之 。 曩时北至胪朐河 ，南至边境 ，人多散居 ，无所统
一

，惟往来抄掠 。 及太祖西征 ， 至于

流沙 ，阻 卜望风悉降 。 西域诸国皆愿人贡
”

。
③ 关于辽太祖对漠北蒙古的经略 ，首先是从

对居住于呼伦贝尔
一

带的乌古 、敌烈部的征讨开始 的 。 据《辽史 ？ 太祖纪 （下 ） 》记载 ： 神

册 四年 （９１ ９ ）

“

九月 ，征乌古部 ……冬十月丙午 ，次乌古部 ，天大风雪 ，兵不能进 。 上祷于

天 ，俄顷而霁 。 命皇太子将先锋军进击 ，破之 。 俘获生 口万四千二百 ，牛马 、车乘 、庐帐 、器

物二十余万 。 自是举部来附
”

。
④ 辽太祖对乌古 、敌烈部的征伐 ， 控制了从辽上京到呼伦

贝尔 、 阴山北部与漠北高原连接的蒙古腹地 ，从天赞三年 （９２４ ）开始 ，辽太祖展开了大规模

地对漠北蒙古高原征伐 。 据 《辽史 ？ 太祖纪 （下 ） 》记载 ： 天赞三年
“

六月 乙 酉 ， 召 皇后 、 皇

太子 、大元帅及二宰相 、诸部头等诏曰 ：

‘

上天降临 ，惠及蒸民 。 圣主明王 ，万载
一遇 。 朕既

上承天命 ，下统群生 ，每有征行 ， 皆奉天意 。 是以机谋在 己 ，取舍如神 。 国令既行 ， 人情大

附 。 钟 ｉ化归正 ，遐迩无衍 。 可谓大含溟海 ， 安纳泰山矣 ！ 自 我 国之经营 ， 为群方之父母 。

宪章斯在 ，胤嗣何忧 ？ 升降有期 ，去来在我 。 良筹圣会 ， 自 有契于天人 ；
众国群王 ， 岂可化

其凡骨 ？ 三年之后 ， 岁在丙戌 ，时值初秋 ，必有归处 。 然未终两事 ， 岂负亲诚 ？ 日 月 非遥 ，

①以上参见刘迎胜《辽全时代的丝绸之路 》
，载 《丝路文化 ？

草原卷 》
，浙江人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９５ 年 ； 华

涛 《高 昌 回鹘与契丹的交往 》
，载 《西域研究 》２ ００ ０年第

一

期 ；
许序雅 《古典阿拉伯 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欧

亚陆路交通 》
， 载 《 中 囯历史地理论丛 》 ２ ００７ 年第三期 ； 杨富学 、 陈爱峰撰《辽朝于大食帝 囯关系考轮 》

， 载

《河北大学学报 》２ ０ ０７ 年第 ５ 期 ；张景明 《辽代全银器中 之西方文化 和宋文化 因素 》
，载 《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

院学报 》 ２００ ６ 年第 １ 期 ；
孙泓《西方文化在辽代的传播 》

，
载 《辽全历史与考古 》第

一辑
，
２ ００９ 年 ；

王大方 《论

草原丝绸之路 》
，
载 《前沿 》２ ００ ５ 年第 ９期 ； 苏赫 、 田光林《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 中 西交通 》

，
载 《 昭乌达盟师

专学报 》 １ ９８ ９年第 ４期 ；
马文宽 《辽墓辽塔出 土的伊斯兰玻璃 兼谈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 ，载 《考古 》

１ ９９４ 年第 ８ 期 ； 杨蕤 《略论辽代的丝路交通及其相关问题 》 ，载 中 囯 中 外关系史学会 、北方民族大学编 《丝

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２ ０ １ ４ 年 ９ 月 ， 第 ６４ ７４ 页 。

② 王 囯维 《鞑靼考 》
，载 《观堂集林 》卷一 四 。

③ 《辽史 》卷一〇三《萧韩家奴传 》
，第 １ ４ ４７ 页 。

④ 《辽史 》卷二《太祖纪下 》 ，第 １ ５ 页 。

１３５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第三十 四辑 ）

戒严是速 。

’

闻招者皆惊惧 ， 莫识其意 。 是 日 ， 大举征吐浑 、党项 、 阻 卜等部 。 诏 皇太子监

国 ，大元帅尧骨从行 。

… …八月 乙酉 ，至乌孤山 ， 以鹅祭天 。 甲午 ，次古单于 国 ，登阿里典

压得斯山 ， 以麋鹿祭 。 九月 丙 申朔 ，次古 回鹡城 ，勒石纪功 。 庚子 ，拜 日 于躜林 。 丙午 ，遣

骑攻阻 卜 。

… … 甲子 ，诏袭辟遏可汗故碑 ， 以契丹 、突厥 、汉字纪其功 。 是月 ，破胡母思山诸

番部 ，次业得思山 ， 以赤牛青马祭天地……丁卯 ，军于霸离思 山 。 遣兵逾流沙 ，拔浮图城 ，尽

取西鄙诸部 。 十一月 乙未朔 ，获甘州回鹡都督毕离遏 ， 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
”

。
①

案 ： 辽太祖所谓
“

两事
”

之一 ， 即太祖征伐漠北 蒙古高原并控制漠北蒙古高原与西域
“

众国
”

， 以 打通故回鹡城至西域浮图城的商旅要道 。 古 回鹡城 ，亦称回鹡单于城 ，
《辽史 ？

萧图玉传 》作
“

斡鲁朵城
”

， 据 日人 田坂兴道考订其为今蒙古鄂尔浑河左岸 哈喇 巴拉哈

逊 。
② 辟遏可汗故碑 ，松井等 比定为鄂尔浑河沿岸的突厥文《毗伽可汗碑 》 ，

③其地应在今

土拉河
一

带 。 然太祖西征所至之
“

浮 图城
”

， 即唐西突厥的可汗浮图城 ，关于该城今地 ，学

者争议颇多 ，魏特夫《 中 国社会史 ？ 辽 》
一

书比定为今蒙古鄂尔浑河 ， 即太祖西征仅仅抵达

蒙古高原腹地 ，并未能抵达西域 。 然 《辽史 》明确记载 ，辽太祖
“

军于霸离思 山 。 遣兵踰流

沙 ，拔浮图城 ，尽取西鄙诸部
”

。

“

霸离思山
”

， 据《辽史 ？ 国语解 》卷四 《地理条 》谓 ：

“

巴尔

斯 ， 即巴尔 ，蒙古语 ， 虎也 。 卷二作霸离思 ， 山名 。

”

故 《辽史 ？ 国语解 》认为
“

巴尔斯
”

即
“

霸

离思
”

。 根据审音勘同 ，
？

“

尔
”

，考 《 中原音韵 》 ， 当为平声支韵 ， 阿尔泰语系 中 以舌尖颤音
“

ｒ
”

开头的音节
一般不出现在词首 ，而当

“

１

”

和
“

ｒ
”

作为音节开头辅音 出现在词 中时 ，宋元史

籍
一

般只笼统地用来母字
“

剌 、鲁 、离 、里
”

等表示 ，故《辽史 》以汉字对音契丹语音节末辅音
“

１

”

和
“
ｒ
”

时 ，基本是混用来母字
“

剌 、鲁 、离 、里
”

等来对译 。 如 《辽史 》职官名
“

达剌干
”

， 源

自 突厥语
“

ｔａｒｑ
ａｎ

”
，其中

“
ｒ
”

音节读
“

１

”
，而非今 日 之儿化音

“
ｒ
”

音 ，蒙古语作
“

答剌罕
”

亦是

如此
；
又 《辽史 ？ 国语解 》

“

斡鲁朵 ， 宫帐名
”

， 其读音为
“

ｏｒｄｏ
”

，其中
“

ｒ
”

亦读
“

１

”

即来母字

音 ，其与 《金史 》对译为
“

斡里朵
”

是
一

致的 。

一

般突厥语
“
ｒ
”

作为 日母字出现读
“

儿
”

音当始

于元末明初 。 故
“

巴尔斯
”

与
“

霸离思
”

（ｐ
ａｒｉ Ｓｉ ）在 中古音韵中 ，其中古音

“
ｒ
”

与来母字
“

１

”

音

不分 ，故读音完全
一

致 。 显然 ，

“

霸离思
”

按照审音勘 同 ， 当为
“

巴尔斯
”

之音转 ，亦即
“

虎
”

之

意 。 其地为现今新疆哈密东北之巴里坤 山脉 ，其地多湖泊 ， 蒙古语谓巴尔斯库勒 ，其意即
“

虎之湖
”

；
而巴里坤山脉 ， 即为今 日 之天山 山脉 。 故太祖遣兵逾流沙 ，显然到达了西域境

内 。 接着出兵越过大沙漠 ，攻拔
“

浮 图城
”

，其地或为济木萨 ，
⑤安部健夫则 比定为庭州古

城 ，

？ 日本学者嶋崎昌考订为今新疆古城 （奇台 ）
，

？学界虽然说法非
一

，但
“

浮 图城
”

为庭

①《辽史 》卷二《太祖纪下 》
，第 ２０ 页 。

② （ 日 ） 田坂兴道 《漠北时代之回纥诸城郭 》
，载 《蒙古学报 》二

， 昭和十六年 ， 转引 自 长泽和俊著 ， 钟

美珠译《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 》
， 载《丝绸之路史研究 》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１ ９９ ０ 年 ，第 ３ ５２ 页等 。

③ 松井等《契丹可敦城考 》
，
载 《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 》

一

，东京帝 国大学 ， 日本大正 四年 （ １ ９ １ ５ ） 。

④ 关于审音堪同 ，承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王东平教授提供若干资料 ，谨特致谢忱 ！

⑤ 长泽和俊著 ，钟美珠译 《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 》 ，载 《丝绸之路史研究 》 ，天津古籍出 版社 ，
１ ９９０ 年 ，

第 ３ ５２ 页等 。

⑥ 安部健夫 《西特厥国史研究 》 ，转 引 自长泽和俊著 ， 钟美珠译《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 》 ，载 《丝绸之

路史研究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１ ９ ９０ 年 ，第 ３ ５２ 页等 。

⑦ 嶋崎 昌《可汗浮 图城考 》
， 《东洋学报 》第 ４ ６ 卷 ２／３ 号 ，转 引 自 陈得芝 《蒙元史研究丛稿 》

，人民 出

版社 ，
２ ００ ５ 年 ，第 ２ ７ 页 。

１３６



论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及其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 响

州古城附近 ，今吉木萨尔附近是没有问题的 。 因此 ，魏特夫有关太祖出兵未能到达西域的

说法 ，显然不妥 。 太祖大军能够
“

拔浮 图城 ，尽取西鄙诸部
”

，表明太祖已 经通过军事征伐 ，

不仅控制了整个漠北蒙古高原 ，并将西域 回鹡之地 ，纳人契丹的势力范 围 。 故辽末耶律大

石西征时 ，尝致书回鹡王毕勒哥 曰
：

“

昔我太祖皇帝北征 ，过 卜古罕城 ， 即遣使至甘州 ，诏尔

祖乌母主曰 ：

‘

汝思故 国耶 ？ 朕即为汝复之 ！ 汝不能返耶？ 朕则有之 。 在朕犹在尔也 。

’

云

云 。

”①故辽太祖西征 ，奠定了契丹帝 国对漠北蒙古和西域经略的基础 。

然而 ， 辽太祖西征的 目 的并非是要将漠北蒙古和西域纳人其直接行政统治范 围 ，而只

是致力于保障漠北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的商旅交通 ，并与漠北蒙古的阻 卜等部落

建立起宗藩朝贡关系 ，故太祖西征 回军时 ， 只是
“

因迁种落 ， 内置三部 ， 以益吾国 ；
不营城

邑 ，不置戍兵
”

。
？ 故契丹帝 国势力

一旦衰落 ， 阻 卜旋起而复叛 。 契丹为了应对漠北蒙古

高原阻 卜部落的叛乱 ，不得不设置西北路招讨司 以镇抚之 。

二 、 辽西北路招讨司之设置及其对漠北蒙古之经略

西北路招讨司 ， 为辽帝 国设置的管辖西北路的最高军政机构 ，其管辖的属部主要是漠

北蒙古高原阻 卜各部落 ，其主要分布于胪朐河 （今克鲁伦河 ） 、镇州 （可敦城 ） 和斡鲁朵城

（今土拉河和鄂尔浑河地域 ）
， 阻 卜是对漠北蒙古高原诸操蒙古语的鞑靼部落之统称 ，其中

势力较强大者为
“

九姓阻 卜
”

。 此外 ，辽之西北路招讨司辖部 尚有梅里急部和粘八葛部 。

梅里急部即 《元史 》中之蔑儿乞部 ， 其地位于今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下游
一

带 ；粘八葛部 ，

亦称乃蛮部 ，其主要分布于阿勒 台 山东 、西 ， 东抵杭爱 山 与克烈部接壤 ， 西至也儿的石河

（今额尔齐斯河 ）
，北接吉尔吉斯部 ，南隔沙漠与高昌 回鹡为邻 。 故辽帝 国的西北路辖境为

东起克鲁伦河 ，西至额尔齐斯河 ，北至今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下游 ，南抵沙漠与高 昌 回鹡

以及西南路辖境相接 。
③

辽帝国设置西北路招讨司之原 因 ，主要是为了镇抚 、征讨漠北蒙古高原的阻 卜各部 ，

盖以其
“

叛服无常
”

，且阻隔辽经漠北蒙古高原与西域之贸易 ， 《契丹国志 》谓 ： 鞑靼诸 国 ，

“

常与契丹争战 ，前后契丹屡为 国人所败 。 契丹主命亲近为西北路兵马都统 ，率番部兵马

十余万防讨 ，亦制御不下 。 自 契丹建国以来 ，惟此二国为害 。 无奈何 ，蕃兵困之 ， 契丹常为

所攻 。 如暂安静 ， 以 牛羊驼马皮毛为交易 ， 不过半年 ， 又却 为盗
”

云云 。
？ 显然 ， 由 于辽帝

国并未能有效地在漠北蒙古高原建立起行政统治 ，而只是与阻 卜等部落建立朝贡关系 ，

一

旦辽国势力衰落 ，阻 卜等部落
“

旋即复叛
”

， 此为辽设置西北路招讨司之主要原 因 。 但是 ，

西北路招讨司之设置 ，客观上加强了辽帝 国对漠北蒙古的控制 ，并保障了辽与西域草原丝

绸之路的畅通 。 诚如《辽史 ？ 萧韩家奴传 》所载 ：

“

阻 卜 累世不敢为寇 。 统和间 ，皇太妃出

师西域 ，拓土既远 ， 降附亦众 。 自后
一

部或叛 ，邻部讨之 。 使同力相制 ，正得驭远人之道 。

及城可敦 ， 开境数千里 。

”⑤正是由 于西北路招讨司 的设置 ， 辽帝 国的势力正式延伸到漠北

①《辽史 》卷三〇 《耶律大石传 》 ，第 ３５ ６ 页 。

② 《辽史 》卷一〇三《萧韩家奴传 》 ，第 １ ４ ４７ 页 。

③ 参见业师陈得芝撰 《辽代 的西北路招讨 司 》 ， 载 《蒙元史研究丛稿 》 ， 人 民 出 版社 ，
２ ００ ５ 年 ，

第 ３ ７ 页 。

④ 《契丹国 志 》卷二二 。

⑤ 《辽史 》卷一〇三《萧韩家奴传 》 ，第 １ ４ ４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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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高原 ，从而实现了对漠北蒙古高原的控制 ，此一过程亦伴随着辽朝多次对阻 卜 的征讨

和招抚而实现 。 其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

第
一

阶段 ： 从辽景宗保宁三年 （
９７ １ ）到辽圣宗统和九年 （

９９ １ ） 耶律速撒担任西北路招

讨使的阶段 。

“

保宁三年 ，改九部都详稳……统和初 ，西边甫定 ，速撒务安集 ，诸番利害 ，辄

具以 闻 。

……赏顺讨逆 ，威信大振 。 在边二十年卒 。

”①据 《辽史 ？ 圣宗纪 》载 ： 咸亨四 年

（
９ ８２）耶律速撒讨阻 卜 ，次年 （统和元年 ，

９ ８３ ）正月 ， 耶律速撒献阻 卜俘 ， 辽圣宗 以其破阻

卜 ，下诏褒奖 。 十月 ，

“

速撒奏敌烈部及叛番来降 ，悉复故地
”

。
② 统和二年 （

９８４ ） 十
一

月 ，

“

速撒等讨阻 卜 ，杀其酋长挞剌干
”

。
③ 又载 ：

“

统和六年 （９ ８８ ）八月 丁丑 ，西北路管押详稳

速撒哥以伐折立 、助里二部 ，上所俘获 。

”
？据业师得芝先生考证 ，速撒哥应即 为耶律速撒 ，

以其讨西北路阻 卜 ，估计官衔应该是
“

西北路管押阻 卜九部都详稳
”

，并谓 ：

“

辽制 ： 各较大

的属部置详稳以治之 ，而
‘

都详稳
’

则是统辖某
一方面诸部的大员 ，常常就是招讨使或统军

使的别称 。

”⑤耶律速撒为实际上的第
一任西北路招讨使 ，其任职二十余年 ，征讨和招抚并

用 ，大体上稳定了辽帝 国对漠北蒙古的控制 。

然而 ， 耶律速撒死后 ，阻 卜复叛 ，辽统和十二年 （
９９４ ） ，

“

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

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 ， 以萧挞凛督其军事
”

。
？ 皇太妃 ，据降宋的辽供奉官李信云 ：

“

萧

氏有姊二人 ， 长适齐王 ， 王死 ， 自 称齐妃 。 领兵三万屯西鄙驴驹儿河 ， 西捍达靼 ， 尽降

之 。

”⑦此齐妃 ， 即《辽史 》之皇太妃 。 萧挞凛 ， 统和十二年到十九年 （
１ ００ １ ） 为西北路招讨

使 。 据 《辽史本传 》载 ： 统和十二年 ，

“

夏人梗边 ，皇太妃受命总乌古及永兴宫分军讨之 。

挞凛为阻 卜都详稳 ，凡军中号令 ，太妃并委挞凛
”

。
⑧ 皇太妃和萧挞凛驻军之驴驹儿河 ， 即

《辽史 》所称之
“

胪朐河
”

（今克鲁伦河 ） ， 故业师得芝先生谓 ：

“ ‘

夏人梗边
’

应为
‘

阻 卜梗

边
’

。

”？据其地望而论 ，所言甚是 。 统和十四年 （
９９６ ） ， 萧挞凛镇压了 阻 卜诸部的叛乱 ，诱

斩叛酋 阿鲁顿等六十人 。 十五年 ， 胪朐河下游的敌烈部杀详稳而叛 ， 萧挞凛将轻骑逐之 ，

获其部族之半 ，并招降西北部边远地区的阻 卜部落 。 此后 ，

“

诸番岁贡方物充于国 ，往来若
一

家焉
”

。
⑩ 进

一

步控制了胪朐河 （今克鲁伦河 ）以西之漠北蒙古高原 。

第二阶段 ： 从统和十九年 （
１ ００ １ ） ，萧图玉出任西北路招讨使 ，到开泰二年 （

１ ０ １ ３ ） 萧图

玉经略漠北阶段 。 统和二十九年六月 ， 以萧图玉建言 ， 辽圣宗
“

置阻 卜诸部节度使
”

。
？ 然

诸节度使多所任非人 ，欺压部民 ，开泰二年 （ １
０ １ ３ ） 十一月 ，

“

西北路招讨使萧 图玉奏七部太

师阿里底因其部民之怨 ，杀本部节度使霸暗并屠其家以叛 ， 阻 卜执阿里底 以献 ，而沿边诸

①《辽史 》卷九四 《耶律速撒传 》
，第 １ ３ ８３ 页 。

② 《辽史 》卷
一〇 《圣宗纪

一

》
，第 Ｕ ２ 页 。

③ 《辽史 》卷
一〇 《圣宗纪

一

》
，第 Ｕ４ 页 。

④ 《辽史 》卷一二 《圣宗纪三 》
，第 １ ３ １ 页 。

⑤ 陈得芝撰《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 》
，
载 《蒙元史研究丛稿 》

，人民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５ 年 ，第 ２ ８ 页 。

⑥ 《辽史 》卷一三 《圣宗纪 四 》 ，第 １ ４ ５ 页 。

⑦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五五 ，咸平六年七月 己酉条 ， 中华书局 ，
２ ００ ４年 。

⑧ 《辽史 》卷八五《萧挞凛传》 ，第 １ ３ １ ３ 页 。

⑨ 陈得芝撰《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 》
，载 《蒙元史研究丛稿 》

，人民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５ 年 ，第 ２９ 页 。

⑩ 《辽史 》卷八五《萧挞凛传》
，第 １ ３ １ ４ 页 。

？ 《辽史 》卷一五《圣宗纪六 》 ，第 １ ６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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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皆叛
”

。
① 乃至将萧图玉围困于镇州 ，辽朝派耶律化哥率军赴援 ，于阻 卜诸部恩威兼施 ，

叛乱方得以平定 。 其后 ， 西北路招讨使萧惠对属部和士卒横征暴敛 ，太平六年 （ １０ ２６ ）八

月 ， 阻 卜趁其攻打甘州 回鹘失利 ，

“

阻 卜诸部皆叛 ，辽军与战 ，皆为所败 。 监军捏尼姑 、 国舅

帐太保曷不 吕死之 。 诏遣惕稳耶律洪古 、林牙化哥等将兵讨之
”

。
？ 辽廷鉴于萧惠专以威

制属部 以致阻 卜诸部叛乱的教训 ，于重熙元年 （ １ ０３２ ） 至重熙十二年 （ １ ０４ ３ ） 以 萧孝友为西

北路招讨使 ，对属部
“

厚加绥抚 ，每人贡辄増其赐物
”？以 笼络阻 卜诸部 ， 故漠北蒙古高原

复趋稳疋 。

第三阶段 ： 从大安八年 （
１ ０８９ ） ，北 阻 卜磨古斯发动叛乱 ， 迄寿昌六年 （

１ １ ００ ） ， 磨古斯

之乱的平定阶段 。 分布于镇州 、斡鲁朵
一

带的鞑靼部落 （《辽史 》或称为
“

北阻 卜

”

）为漠北

蒙古高原中最强大的
一

支 ，其酋长磨古斯 ，大安五年 （ １ ０８９ ） 辽道宗时被任命为阻 卜 诸部

长 。 据业师得芝先生考证 ，此部即为 《元史 》史籍所载之克烈部 。
？ 大安八年 （

１ ０９２ ） ，西北

路招讨使耶律何鲁扫古征讨耶睹刮部之叛乱 ，误击北 阻 卜磨古斯 ，

“

北阻 卜 由是叛命
”

。
⑤

磨古斯的叛乱 ，延续了八年 ，迄寿昌六年 （ １ １〇 〇）
， 阻 卜各部 以及为磨古斯煽动叛乱的梅里

急 、粘八葛部相继归降 ，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特剌方
“

执磨古斯来献
”

，
？为辽廷处死 。 磨

古斯之乱 ，方得以平定 。

案 ： 磨古斯 ，波斯史家拉施特撰 《史集 》作
“

马儿忽思
”

，两者 同为基督教名波斯语对音

为
“
Ｍａｒｃｕｓ

”
，据 《史集 》记载 ：

“

那时 ，塔塔尔王公的首领名 叫 纳兀儿 ？ 不亦鲁黑汗……有
一

次利用机会【俘】获了克列亦慑人的君主马儿忽思 不亦鲁黑汗 ， 【把他 】送到了女真君

主处 ，女真君主将他钉到木驴上杀害了 。

”
？据冯承钧和业师得芝先生考证 ，

“

磨古斯
”

， 即

为克烈部王罕的祖父马儿忽思 ？ 不亦鲁黑汗 ，陈师进一步论证送到
“

女真君主
”

处的记载 ，

当为
“

契丹君主
”

之误 。
⑧ 根据其地望 ，克烈部居住在于都斤山 杭爱 山 和鄂尔浑河上游

一

带 ，其与辽代阻 卜 鞑靼部落居住地完全
一

致 ；
而王罕祖父马尔忽思 ？ 不亦鲁黑汗活动

的年代 ，也正是辽道宗时期 。 据《辽史 ？ 道宗纪 》载大安五年 （ １０ ８９ ）五月
“

己丑 ， 以 阻 卜磨

古斯为诸部长
”

；

＠又 ， 《辽史 ？ 耶律仁先子挞不也传 》载 ：

“

阻 卜 酋长磨古斯来侵 ， 西北路招

讨使何鲁扫古战不利 ，诏挞不也代之 。 磨古斯之为酋长 ， 由挞不也所荐 ， 至是遣人诱致之 。

磨古斯绐降 ，挞不也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 ，禁士卒无得妄动 。 敌至 ，裨将耶律绾斯 、徐烈见

其势盛 ，不及战而走 ， 遂被害 ， 年五十六 。

”
⑩辽道宗寿 昌 （《辽史 》百衲本作

“

寿 隆
”

）元年

（ １ １ ００ ）磨古斯被捕后 ，送到辽朝处死 ，至此 ，西北路阻 卜磨古斯之乱方得以平定 ，其时间 与

①《辽史 》卷一五《圣宗纪六 》
，第 １ ７ ２ 页 。

② 《辽史 》卷一七 《圣宗纪八 》
，第 １ ９ ９ 页 。

③ 《辽史 》卷八七 《萧孝友传 》
，第 １ ３ ３４ 页 。

④ 陈得芝撰《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 》
，载 《蒙元史研究丛稿 》

，人民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５ 年 ，第 ３ ５ 页 。

⑤ 《辽史 》卷九四 《耶律何鲁扫古传 》
，第 １ ３ ８５ 页 。

⑥ 《辽史 》卷二六 《道宗纪六 》
，第 ３ １ ２ 页 。

⑦ （波斯 ） 拉施特著 ，余大钧 、周 建奇译 《史集 》第
一卷第

一分册 ， 第三编 、第 ２ １ ５ 页 ， 商务印书馆 ，

２ ０１ １
年 。

⑧ 参见冯承钧《辽全北边部族考 》 ， 载《西域南诲史地考证论著汇辑 》 ， 中 华书局 ，
１ ９ ５７ 年 ， 第 １ ９０

１ ９２ 页
； 陈得芝 《十三世纪 以前的克烈王囯 》

， 载 《蒙元史研究丛稿 》
，人民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５ 年 ，第 ２ １ ６ 页 。

⑨ 《辽史 》卷二五《道宗纪五 》
，第 ２９ ８ 页 。

⑩ 《辽史 》卷九六 《耶律仁先子挞不也传 》 ，第 １ ３９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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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第三十 四辑 ）

《史集 》所载克烈部王罕的祖父马尔忽思 ？ 不亦鲁黑汗被塔塔尔王公纳兀儿 ？ 不亦鲁黑汗

捕获 ，并送到契丹君主处杀害的时间基本
一致 。

惟 《辽史 》所载磨古斯系寿昌元年 （
１ １ ００）秋七月 ， 由 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特剌擒获 ，并

送往辽廷钉在木驴处死 ，

“

甲 寅 ，斡特剌奏磨古斯捷
”

，

①而《史集 》所载为塔塔尔人擒获 ，送

往辽廷处死 ，显然 ， 由 于拉施特撰写《史集 》时 ， 与辽朝灭亡 已相距遥远 ， 其可能仅据传闻 ，

将磨古斯处死的情节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俺巴孩汗为塔塔尔部落送往金朝
“

钉到木驴上
”

处

死的史实相混淆 ，
②当从《辽史 》为是 。 自是漠北蒙古诸部

“

各复故地 ，仍贡方物
”

。 经过三

次大规模的征讨和招抚 ，辽与漠北阻 卜部落基本上维持了稳定的朝贡关系 ，如辽圣宗开泰

八年 （
１ ０１ ９ ）七月癸亥 ：

“

诏阻 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 ，驼 四百 四十 ，貂鼠皮万 、青鼠皮二万五

千 。

”③重熙十七年 （ １ ０４ ８ ）六 月庚辰 ，

“

阻 卜 献马 、驼二万
”

。
④ 直至辽帝 国灭亡 ， 辽朝

一

直

控制着漠北蒙古高原的局势 ，并保障了辽朝与西域之间贸易的畅通 。

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 ，除了进行征伐和招抚外 ，还采取了修筑城池 、移 民实边和

屯 田等措施 ， 以加强对漠北蒙古高原阻 卜等部的控制 ，其主要表现在 ：

首先 ， 为了控制漠北蒙古高原腹地 ，据 《辽史 ？ 地理志 》载 ： 辽朝先后修筑了河董城 、

静边城 、皮被河城 、镇州 、维州 、 防州 、 招州 、塔懒主城等 ，其城池主要位于从胪朐河 （今克鲁

伦河） 和鄂尔浑河流域上游以及肯特山 杭爱山
一

带 。 其边城
“

因屯戍而立 ，务据形胜 ，不

资丁赋
”

。
⑤ 可见 ， 辽设置的西北边防城池 ，其主要功能是军事镇抚漠北高原的据点 ， 即

“

镇西域诸部
”

。
？ 西北路招讨司 的治所 ，据业师得芝先生考证 ，设置于镇州可敦城 （今蒙

古 国布尔根省南部克鲁伦河下游之南 、 哈达桑之东二十公里的青托罗盖城 ） ， 而据陈师引

证苏联有关蒙古考古资料 ，考定蒙古哈达桑古城 、乌兰 巴剌合思古城和乌归湖西古城 ， 当

即是辽代设置防州 、维州和招州古城遗址 。
？ 关于西北边城设置之时 间 ，据 《辽史 ？ 萧挞

凛传 》载 ： 统和 中 ，西北路招讨使萧挞凛
“

以诸部叛服不常 ，上表乞建三城 ， 以绝边患 。 从

之
”

。
⑧ 《辽史 ？ 圣宗纪 》亦载 ： 是年六月

“

以可敦城为镇州 ，军 曰建安
”

。
？ 而《辽史 ？ 地理

志 》更进一步明确记载了设置镇州 、维州和防州的情况 ：

“

镇州 ，建安军 ，节度 。 本古可敦

城 。 统和二十二年 （
１０ ０４ ）皇太妃奏置 。 选诸部族两万余骑充屯军 ，专捍御室韦 、 羽厥等

国 ，凡有征讨 ，不得抽移 。 渤海 、女直 、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 ，分居镇 、 防 、维三洲 。 东南

至上京三千余里 。 维州 ，刺史 ；防州 ，刺史 。

”⑩故萧挞凛上表乞建三城 ， 当 即为皇太妃奏置

之镇州 、维州和防州三城 。 长泽和俊先生认为 ：

“

辽在漠北 的霸权大抵一直持续到辽代末

①《辽史 》卷二六 《道宗纪六 》
，第 ３０ ８ 页 。

② 参见 （波斯 ） 拉施特著 ， 余大钧 、 周建奇译《史集 》第
一

卷第
一

分册 ， 第二编 、第 １７ ２ 页 ， 商务印书

馆 ，
２ ０ １ １ 年 。

③ 《辽史 》卷一六 《圣宗纪七 》
，第 １ ８６ 页 。

④ 《辽史 》卷二〇 《兴宗纪三 》
，第 ２９ 页 。

⑤ 《辽史 》卷三七 《地理志
一

》 ，第 ４５０ 页 。

⑥ 《辽史 》卷九一 《耶律唐古传 》 ，第 １ ３ ６３ 页 。

⑦ 参见陈得芝撰《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 》 ，载 《蒙元史研究丛稿 》 ，人民出 版社 ，
２０ ０ ５ 年 ，第 ３３ 页 。

⑧ 《辽史 》卷八五《萧挞凛传》
，第 １ ３ １ ４ 页 。

⑨ 《辽史 》卷一四 《圣宗纪五 》
，第 １ ５９ 页 。

⑩ 《辽史 》卷三七 《地理志一 》 ，第 ４５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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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及其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 响

期 ，三城的建筑可以说是奠定了辽在漠北的地位 。

”①不过 ， 除了军事镇抚外 ，辽帝 国西北

边防城之设置 ，亦具有维系辽与漠北蒙古高原腹地以及西域交通的功能 ，盖西北路招讨司

所在之镇州 ，不仅是边 防军事重镇 ，也是各 国使节和商旅往来之要道 ，据朝 阳博物馆所藏

石碑《韩公墓志铭 》载 ：

“

明年奉使沙州 ，册主帅曹恭顺为敦煌王 。 路岐万里 ，沙啧百程 ，地

乏长河 ，野无丰草 。 过可敦之界 ，深人达妲 。 【囊】橐告空 ，糗粮不继 。 诏 赐食羊三百 口
，援

兵百人 ，都护行李 ，直度大荒 。

”②可见 ，镇州可敦城为辽外交使节往返之地 ，并非仅仅用于

军事镇抚 ，也是为了保障漠北蒙古诸部与西域诸国到辽朝 的朝贡使节和商旅往来的草原

丝绸之路的畅通 。 前述辽帝 国修筑的城池 ，大体位于以古回鹡城为中心的漠北蒙古高原 ，

其地理位置均分布于从西域到漠北蒙古高原 ，再经胪朐河 （今克鲁伦河 ）和鄂尔浑河流域

上游南下 ，抵达辽上京的草原丝绸之路腹地 ，也足以说明辽帝 国对漠北蒙古高原的经略 ，

其主要 目 的也是为了保障从辽上京到西域 ，乃至欧亚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达 。 诚如杨蕤

先生所论 ：

“

辽代修筑边防城池 ，应该具有控制东 、西商路及贸易的 目 的 。

”③

其次 ， 辽帝国为了控制漠北蒙古到西域的商旅要道 ，还大量向边防城移 民 ， 以充实边

防 。 据 《辽史 ？ 地理志 》载 ：

“

河董城 ，本回鹡可敦城 ，语讹为河董城 。 久废 ，辽人完之以 防

边患 。 高州界女直常为盗 ，劫掠行旅 ，迁其族于此 。 东南至上京
一千七百里 。

”④辽圣宗时
“

选诸部族两万余骑充屯军
”

，

⑤又迁
“

渤海 、女直 、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 ，分居镇 、 防 、维

三洲
”

。
？ 开泰三年 （

１ ０ １ ４） ，又于镇州之西以女真户置招州 。 除迁徙女真 、汉人等异族外 ，

辽帝国还以 边防城池作为流放犯人之地 ，如 《辽史 ？ 王鼎传 》载 ： 鼎于寿 昌初年因获罪 ，

“

杖黯夺官 ，流镇州 。 居数岁 ，有赦 ，鼎独不免 。 会守 臣 召鼎为贺表 ， 因 以诗贻使者 ……上

闻而怜之 ， 复其职
”

。
⑦ 辽帝 国移民实边 ，并非是贪 图边城之税赋 ， 因其

“

因屯戍而立 ，务据

形胜 ，不资丁赋
”

。
⑧ 故主要 目 的也是为 了 保障漠北 蒙古高原至西域草原丝绸之路的

畅达 。

最后 ， 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 ，还体现在其在西北边防城池屯 田 ，据《辽史 ？ 耶律唐

古传 》载 ： 【统和二十四年】
“

西番来侵 ，诏议守御计 ，命唐古劝督耕稼以给西军 ， 田于胪朐

河侧 ，是岁大熟 。 明年 ，移屯镇州 ，凡十四怆 ，积粟数十万斛 ， 豆米数钱
”

。
⑨ 由 于磨古思之

乱 ，辽朝一度动议将汉人安置在漠北盐泺之地进行屯 田 ， 以为西北军费之补充 ， 《辽史 ？ 刘

辉传 》载其
“

大安末 ， 为太子洗马 ，上书言 ：

‘

西边诸番为患 ，士卒远戍 ， 中 国之民疲于飞挽 ，

非长久之策 。 为今之务 ，莫若城于盐泺 ，实以汉户 ，使耕 田聚粮 ， 以为西北之费 。

”’ ⑩然而 ，

①长泽和俊著 ，钟美珠译 《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 》
，载 《丝绸之路史研究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１ ９９０ 年 ，

第 ３ ３９ 页 。

② 《宣微南院使韩荀墓志铭 》
， 载《满洲金石志 》卷二 。

③ 杨蕤 《略论辽代的丝路交通及其相关问题 》
，载 中 国 中外关系史学会 、北方民族大学编 《丝绸之路

与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２０ １ ４ 年 ９ 月 ，第 ６ ８ 页 。

④ 《辽史 》卷三七 《地理志
一

》
，第 ４５ １ 页 。

⑤ 《辽史 》卷三七 《地理志
一

》 ，第 ４５ １ 页 。

⑥ 《辽史 》卷三七 《地理志
一

》 ，第 ４５ １ 页 。

⑦ 《辽史 》卷一〇 四《 王鼎传 》 ，第 １ ４ ５３ 页 。

⑧ 《辽史 》卷三七 《地理志一 》
，第 ４５ ０ 页 。

⑨ 《辽史 》卷九一 《耶律唐古传 》
，第 １ ３ ６２ 页 。

⑩ 《辽史 》卷一〇 四《刘辉传 》 ，第 １ ４ ５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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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漠北蒙古高原之 自然环境多为草原 、沙碛 ，并非适宜农耕 ，且辽朝限制屯 田户之牧地 ，

故屯 田效果不彰 。 所谓
“

夫西北诸部 ， 每当农时 ，

一

夫为侦候 ，

一

夫治公 田 ，
二年给纠官之

业 ，大率四丁无
一室处 。 刍牧之事 ，仰给妻孥 ，

一遭寇略 ，贫穷立至 。 春夏赈恤 ，吏多杂以

糠秕 ，重以掊克 ，不过数月 ，又复告困 。 且畜牧者 ，富国之本 。 有司防其隐没 ， 聚之一所 ，不

得各就水草便地 。 兼以逋亡戍卒 ， 随时补调 ，不 习风土 ， 故 日 瘠月 损 ，训至耗竭
”

。
① 不过 ，

由 于屯 田户多为移 民 实边之女真人 、汉人等 ，其漠北蒙古阻 卜诸部落并不承担屯 田之

义务 。

由此可见 ， 辽帝 国通过征伐 、安抚和修筑西北边防城池以及移民实边 、 屯 田等方式 ， 以

实现其镇抚漠北蒙古阻 卜等诸部落之 目 的 ，并保障辽上京至蒙古腹地与西域乃至欧亚草

原丝绸之路之畅通 。

三、 辽帝国与漠北之贸易及其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 口向

辽帝 国对漠北蒙古高原经略的重要 目 的是保障与漠北蒙古和西域等地的贸易联系 ，

从而维持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故辽朝与漠北蒙古阻 卜等部进行了 多次以朝贡贸

易为特征的贸易 。

据 《契丹国志 》记载 ：

“

正北至蒙古里 国… … 唯以 牛 、羊 、驼 、 马 、皮毛之物与契丹为交

易 。 南至上京四千余里 ，又次北至于厥 国 。
… …唯 以牛 、羊 、驼 、 马 、皮毛之物与契丹为交

易 ，东南至上京五千余里…… 又次北近西至达打 国… …契丹常为所攻 。 如暂安静 ， 以牛 、

羊 、驼 、 马 、皮毛之物为交易 ，不过半年 ，又却为盗 。 东南至上京六千余里 。

”

显然 ， 辽与漠北

蒙古贸易以牲畜 、皮毛为主 。 其交易方式 ，主要是漠北蒙古阻 卜等部向辽朝的朝贡贸易 ，

据前引 《辽史 ？ 圣宗纪 》载辽圣宗开泰八年 （ １ ０１ ９ ）七月 癸亥 ：

“

诏 阻 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 ，

驼 四百 四十 ，紹鼠皮万 、青鼠皮二万五千 。

”②重熙十七年 （ １ ０４８ ）六月 庚辰 ，

“

阻 卜献马 、驼

二万
”

。
③ 而貂皮之物 ，契丹无论贵贱 ，均十分喜爱 ， 所谓

“

贵者披貂裘 ， 以紫黑色为贵 ，青

次之 。 又有银鼠 ，尤洁 白 。 贱者貂毛 、羊 、 鼠 、沙狐裘
”

，
？当 为与漠北 阻 卜诸部贸易之大

宗 。 因辽帝 国对貂皮需求量太大 ， 以 至于逐渐成为漠北阻 卜 乌隈 、于厥诸部的
一

项沉重

负担 。

此外 ， 辽与西域高昌回鹡设立互市 ，并在辽上京设置 回鹡营 ，显然也是通过漠北 蒙古

高原的草原丝绸之路进行贸易 。 据 《辽史 》卷六？ 《食货志 》载 ：

“

雄州 、 高昌 、渤海亦立互

市 ， 以通南宋 、西北诸部 、高丽之货 ，故女直以金 、 帛 、布 、蜜 、蜡诸药材 ，及铁离Ｊ末鞮 、于厥

等部以蛤珠 、青鼠 、貂鼠 、胶鱼之皮 ，牛羊驼马 、毳Ｍ等物 ，来易于辽者 ，道路襁属 。

”⑤此外 ，

据 《契丹国志 》记载 ，

“

契丹时 ，三年
一

次朝贡 ，进献玉 、珠 、乳香 、斜合 、黑皮 、褐里丝等 ，亦有

互市 。 其国主亲与北主评价
”

。
？ 由 于西域诸国经过漠北草原丝绸之路抵达辽上京贸易

的使团 、商人甚多 ，故辽在上京专 门设置同文驿 以接待诸国贡使和商人 ，并在上京专门设

①《辽史 》卷一〇 四 《耶律昭传 》 ，第 １ ４ ５４ 页 。

② 《辽史 》卷一六 《圣宗纪七 》 ，第 １ ８６ 页 。

③ 《辽史 》卷二〇 《兴宗纪三 》 ，第 ２３４ 页 。

④ 参见 《辽史 》卷五六 《仪卫志二 》
，第 ９０ ７ 页 。

⑤ 《辽史 》卷六〇 《食货志下 》
，第 ９２９ 页 。

⑥ 《契丹国志 》卷二六 《诸番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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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及其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 响

置
“

回鹡营
”

， 以供西域商人居住 ，据《辽史 ？ 地理志 》载 ：

“

南城谓之汉城 ，南当横街 ，各有楼

对峙 ，下列井肆……南 门之东 回鹡营 ， 回鹡商贩留居上京 ，置营居之 。 西南 同文驿 ，诸国信

使居之 。

”①不仅高昌 回鹡
一

年
一

次向辽朝朝贡 ，西域其他诸国 ， 亦多跟随高 昌 回鹡向辽朝

朝贡 ，如辽圣宗统和七年 （
９ ８９ ）二月 ，

“

戊寅 ， 阿萨兰 、于 阗 、辖烈 ，并遣使来贡
”

。
？ 阿萨兰 ，

亦称阿萨兰 回鹡 ，据华涛先生考证 ， 即西域之高 昌 回鹡 ，
？《契丹国志 》亦载 ：

“

高昌 国 ，龟兹

国 、于阗 国 、大食国 、小食国 、甘州 、沙州 、凉州 ， 以上诸国三年
一次遣使 ，约四百余人 ， 至契

丹贡献 。 玉珠 、犀 、乳香 、琥珀 、玛瑙 器 、镔铁兵器 、斜里黑皮 、褐黑丝 、 门得丝 、怕里呵 、硇

砂 、褐里丝 ， 以上皆细毛织成 ， 以二丈为 匹 。 契丹回赐 ，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 。

”
？可见 ， 辽

对漠北蒙古的经略 ，其重要 目 的即在于保障辽与西域草原丝绸之路商旅要道的贸易 。

关于从中亚 、西域经漠北蒙古高原 ， 到辽朝上京的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 ，学术界

已多有论述 。 其中董 尚礼 、程卫红先生所撰 《从辽与 回鹡的关系看草原丝路及其贸易货

币 》
一

文认为 ：

“

从阿萨兰回鹡出发 ，沿金山南麓或绕过金 山进人辽上京道 ，经过辽属部 （主

要是乃蛮部和黯戛斯 ）到古 回鹡城 、镇州 、塔懒主城 、皮被河城 、河董城 ，直通辽都上京 。

”⑤

此一路线 ，应该是从西域经过草原丝绸之路通达辽朝上京的主要交通路 ，不过 ，苏北海先

生认为 ： 进人汉代 ，草原丝绸之路的东 、西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 ： 其
一

， 可以称之为南道 ，

即 由 内蒙古长城地带 向西 ，穿越今宁夏北部 ，经居延海 ，至伊吾 ， 向南可经由 高 昌过今阿克

苏 、喀什 ，然后进人阿富汗 ， 向西抵达里海
一带 。 此条路线实际上也是 １２ 世纪初 ，塞尔柱

王朝御医马卫集所撰《动物志 》 （亦称 《马卫集 》） 中西域到辽朝 的商旅要道 ， 其路线是从喀

什葛迩到叶尔羌约需 ４ 天时间 ，再行 １０ 天左右到达于阗 ，再行 ５ 天抵达扦弥 （ ｋｅｒｉｙａ ） ，再

行 ５ ０ 天到沙州 （敦煌 ） ， 沿居延海 ， 经过可敦城 ，抵达辽朝境 内 。
？ 唯 《马卫集 》 中 的可敦

城 ，今属何地 ？ 学术界一直争议不断 。 钟焓先生认为 ： 其并非漠北蒙古之镇州可敦城 ， 即

今蒙古 国布尔根省南部克鲁伦河下游之南 、 哈达桑之东二十公里的青托罗盖城 ， 而应是俗

称
“

青冢
”

的可敦墓 ， 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郊的王 昭君墓 。
？ 俟考 。 伊吾向北 ， 可经 由 吉

木萨尔 、天 山 、伊犁 、塞里克湖抵达 中亚河中地区 ， 即传统丝绸之路之天山北道 。 其二 ， 可

称之为北道 ， 即由色楞格河 、鄂尔浑河
一带的漠北单于庭出发 ，西沿燕然山 进人科布多盆

地 ，复穿过阿尔泰山 ，沿乌古伦河 ，西南趋于塔城 ，到达河中地区 。
⑧ 虽然苏北海先生所论

为汉唐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 ，训至辽代 ，草原丝路的南北两道走 向 ，并没有发生太大

的变化 。 自 匈奴 、突厥 以后 ， 漠北高原虽多易其主 ， 尤其是 ８４０ 年 ， 黯戛斯人攻灭 回鹡汗

①《辽史 》卷三七 《地理志一 》
，第 ４４ １ 页 。

② 《辽史 》卷
一

二 《圣宗纪三 》
，第 １ ３ ４ 页 。

③ 华涛 《高 昌 回鹊与契丹的交往 》
， 载《西域研究 》 ２０ ００ 年第 １ 期 。

④ 《契丹国 志 》卷二一 《诸小国 贡进物件 》 。

⑤ 《 内蒙古金融研究 》２ ００ ３ 年第 ２ 期 。

⑥ 参见胡锦州 、 田卫疆译 《 马卫集论中 国 》 ， 载 《 中亚民族历史译丛 》 （第
一辑 ） ， 新疆人民 出 版社 ，

１ ９８ ５
年 。

⑦ 参见钟焓 《辽代东 、西交通路线 的走 向 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 心 》 ， 载 《历史研究 》 ２ ０ １ ４ 年第

４期 。

⑧ 苏北海 《汉唐时期 的草原丝绸之路》
，载张志尧主编 《草原丝绸之路与 中亚文 明 》

， 新疆美术出 版

社 ，
１ ９９ 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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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导致漠北蒙古高原发生 回鹘民族的大迁徙 ， 漠北蒙古高原处于权力真空地带 ，黯戛斯

并没有控制漠北蒙古高原 ，而是东向攻打室韦 ，漠北蒙古高原为阻 卜部落所散居 ，直至 １ ０

世纪契丹的崛起和耶律阿保机的西征 ，漠北蒙古始处于辽帝 国 的控制之下 。 虽然唐代以

来 ，漠北蒙古高原的主要统治者不断变化 ，但是漠北蒙古高原作为辽帝 国通往西域乃至中

亚 、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腹地和枢纽的地位始终未加以改变 。 汉唐时代 ，

“

以色楞格河 、

鄂尔浑河地区为核心的蒙古高原腹地则成为沟通中西的枢纽 ， 中原的丝绸絹 帛 、西方的美

玉珍宝 ，通过草原通道辗转流传 。 匈奴之后 ， 虽然北方草原几易其主 ，但由 于 中原政局不

稳 ，社会动荡 ，绿洲丝绸之路时断时续 ，许多西域及 中亚商人依然取道草原进人中原进行

商业贸易活动……草原沟通 中西的功能并未 中断 ， 内蒙古高原腹地在 中西交通 中的枢纽

地位也 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
① 因此 ， 辽帝 国对漠北蒙古高原的经略 ，保障了 辽太祖

耶律阿保机西征以来 ，从西域经漠北蒙古高原腹地 ，抵达辽上京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达 。

综上所述 ， ８４ ０ 年 ， 回鹘帝 国灭亡后 ，漠北蒙古高原再次陷人权力真空的地带 。 随着

辽帝国的崛起 ，其先后通过三次大规模对漠北蒙古高原的军事征伐 、设立城池 、屯 田移民

等方式展开对漠北蒙古的经略 ，从而控制了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线 ，保障了从漠北蒙古到

西域乃至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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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 中 山 大学 囯 际关 系 学院教授 ）

① 杨蕤 《略论辽代的丝路交通及其相关问题 》
，载 中 囯 中外关系史学会 、北方民族大学编 《丝绸之路

与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
２０ １ ４ 年 ９ 月 ，第 ６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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