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年３月　　
第３２卷　第３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ａｎｘｉＸｕｅｑｉ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ｒ．２０１６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９－０６；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１１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基金规划专项项目（１４Ｄ０３１）

作者简介：苗霖霖（１９８２－），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历史学博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从

事东北古代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

■历史·民族研究

试析鲜卑山时代鲜卑部落的族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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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书记载的“鲜卑山”共有五处，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这五处“鲜卑山”实际上指的是三座山，即鲜卑的发源地、位

于大兴安岭南段的“大鲜卑山”，朝阳附近、混有乌桓、匈奴部落的慕容鲜卑部落联盟聚居地“鲜卑山”和敦煌附近、以鲜卑为主

体，包含乌桓、匈奴及氐、羌部落的吐谷浑部落联盟聚居地“鲜卑山”，这三座山不仅是鲜卑族兴起和发展阶段的展示，更是鲜

卑诸政权的摇篮，对我国古代历史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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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卑族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

置，其盛时“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

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

网罗山川水泽盐池。”［１］魏晋南北朝时代，鲜卑族更

广纳草原文化精华，兼采中原王朝制度，先后建立了

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北魏、北周等八

个政权，形成既有其民族特色又不失传统精华的政

治模式，为隋唐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历来学

者大多关心诸鲜卑国家建立后的历史，对鲜卑起源

及其早期历史研究的不多，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阿

其图的《拓跋鲜卑南迁至复国的实质性变化探究》和

刘军的《论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笔者不揣浅薄，

试对鲜卑的起源进行一些探讨。

一、鲜卑族的源流

“鲜卑”又称犀毗、师比，最初只是饰品名，在战

国时期曾十分盛行，不仅是当时王室贵族所喜爱，而

且还成为当时美女细腰的代称。至西汉初年，“鲜

卑”已传至中原，成为中原地区皇室、贵族的饰品。

及至东汉初期，居住于大鲜卑山的民族因山为号，曰

“鲜卑”，鲜卑族自此开始出现于史书记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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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鲜卑的起源问题，史书记载略有不同。《后

汉书·鲜卑传》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

卑山，故因号焉。”据此知，鲜卑乃东胡的分支，即鲜

卑之先应为东胡。《史记·齐世家》服虔注曰：“山

戎，北狄，盖今鲜卑也。”据此又知，鲜卑之先亦为山

戎，乃北狄之一。既然，鲜卑之先既为东胡，亦为山

戎，则或是史书记载有误，或是东胡、山戎间有着某

些渊源关系。

根据考古勘测，山戎、东胡的活动区域都在今西

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而分布于这一地区的夏家店

上层文化也正是东胡、山戎文化之所在。那么，山戎

与东胡必然有某些联系。据史书所载，春秋时期，我

国北方地区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中原政权将他们

统称为“戎”，这些戎族“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长，往往
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壹。”［２］２８８３山戎就是其中

之一。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６６３年），山戎进攻

燕国，齐桓公遂带兵救燕、北伐山戎，山戎溃败，燕国

直接控制了原山戎所居地域，此后的百余年，山戎不

见于史书记载。及至战国初期，匈奴逐渐强大，其自

称为“胡”，而活动与此区域的山戎分支，由于处于匈

奴之东，故被称为“东胡”。战国时期，东胡与匈奴一

起不断滋扰燕国，燕昭王“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
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２］２８８５－２８８６

自此，东胡势力退回到西拉木伦和和老哈河一带。

此后，燕国修筑了自造阳至襄平的长城，并置上谷、

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用以阻挡东胡的进犯。

及至秦末，匈奴、东胡和月氏成为当时北方地区势力

最大的三个民族，其中以东胡势力最强，匈奴次之，

月氏又次之。但匈奴头曼单于欲废太子冒顿改立幼

子而被冒顿所杀。东胡王藉此机会向匈奴发难，匈

奴冒顿单于带兵突袭东胡，东胡在未做任何准备之

下，被匈奴轻而易举的攻破，随即冒顿单于又“西击

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
所夺匈奴地者”。［２］２８８９由此，匈奴成为当时北方势力
最大的一个民族，也正是在此次战争中，东胡王战败

被杀，东胡内部两大部族分别逃亡乌桓山与鲜卑山，

遂各自号曰乌桓、鲜卑。

二、鲜卑山地理位置

关于鲜卑族发源地，《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

焉。”《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曰：“鲜

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据此知，鲜

卑族发源地为鲜卑山。但《魏书》的记载却有所不

同，《魏书·序记》称：“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据

此又知，鲜卑族的发源地为大鲜卑山。那么，鲜卑山

与大鲜卑山又有何关系？二者是否就是同一座山的

不同称谓？对此，我们可以从相关史书的记载中，找

到些许线索。

《通典·州郡典》柳城条注云：“鲜卑山，在县东

南二百里，棘城之东塞外亦有鲜卑山，在辽西之北一

百里，未详孰是。”《太平御览·地部十》鲜卑山条引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慕容蝅先代居辽左，号曰东

胡，其后雄昌，与匈奴争盛。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

分保鲜卑山，因复以山为号。棘城之东，塞外又有鲜

卑山，在辽西之西北一百里，与此异山而同号。”可

见，当时北方地区应有两座鲜卑山，一在柳城东南二

百里，一在辽西西北一百里，亦即《后汉书》、《三国

志》所载之“鲜卑山”，与《魏书》所载之“大鲜卑山”。

关于此二山的位置与作用，或有探讨之必要。

根据《魏书》记载，乌洛侯国曾派使者于太武帝

太平真君四年（４４４年）朝贡北魏，并“称其国西北有

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

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３］太武帝遂派世中书侍

郎李敞前往探寻，并在石室刊刻了祝文，日本学者白

鸟库吉经过细致的考证，认为乌落侯国位于今嫩江

流域，既而指出：乌洛侯国西北之石室，亦必在嫩江

流域之中，而当在兴安岭之近旁。［４］１９８０年米文平

先生在大兴安岭北段顶端之东麓的嘎仙洞发现了鲜

卑石室，其位置与《魏书·乌洛侯传》记载大体相符。

嘎仙洞石室内发现石刻铭文，曰：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

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 、用骏足、一

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

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

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

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克翦凶丑，威暨四

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

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

瓞，时惟多。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

禄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

以皇先祖可寒配、皇祖先可敦配。

尚飨。

《魏书》卷１０８《礼仪志一》亦载石刻铭文，曰：

天子讳谨遣敞等用骏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

天之灵。自启辟之初，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

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凶丑，拓

定四边。冲人纂业，德声弗彰。岂谓幽遐，稽首来

王。具知旧庙，弗毁弗亡。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

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敢以丕

功，配飨于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

将嘎仙洞石刻铭文与《魏书》所记铭文进行对比

可以发现，二者的记载大体相同，可以认定嘎仙洞即

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四年（４４３年）派库

六官、李敞、傅 等人所找寻到的鲜卑发源地。他们

不仅在此建造祖庙、篆刻祭祖祝文，还进行了相应的

祭祀活动。同时，嘎仙洞中出土了大量的骨镞、石

镞、陶器、打制石器以及野生动物骨骼，说明洞内生

活的鲜卑人过着以打猎为生的原始部落生活。据此

可以认定，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所处之地，应为《魏

书》记载之鲜卑发源地“大鲜卑山”。

通览史籍可以发现，除嘎仙洞所在的“鲜卑山”

（即《魏书》所载之“大鲜卑山”）外，还有两座山分别

被史书记为“鲜卑山”。《通典·州郡典·古冀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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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城条注：“鲜卑山，在县东南二百里”。《大清一统

志》亦载：“今热河朝阳县，即汉之柳城”，朝阳县东南

二百里之鲜卑山，疑即今朝阳市松岭门乡附近。另

据《读史方舆纪要·直隶九》徒河青山条注曰：“或曰

鲜卑山即青山”。《辽史索引·锦州》亦载：“汉辽西

徒河县地。徒河故城在今锦县西北”。可见，青山即

鲜卑山，在锦州市锦县西北。今朝阳市松岭门乡正

位于锦州市西北，由此笔者认为，朝阳县东南二百里

之鲜卑山与锦县西北之鲜卑山是同一座山。关于此

山与鲜卑族的关系，《太平御览·地部十》鲜卑山条

引崔鸿《十六国春秋》曰：“慕容蝅先代居辽左，号曰

东胡，其后雄昌，与匈奴争盛。秦汉之际，为匈奴所

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山为号。棘城之东，塞外又

有鲜卑山，在辽西之西北一百里，与此异山而同号。”

《通典·边防典·北狄三》慕容氏条记载：慕容涉归

以全柳城之功，被曹魏封为鲜卑单于，遂迁居辽东。

“涉归有子二人，长曰吐谷浑，西迁河湟之闲；次曰

蝅，有命世才略。晋太康十年，又迁於徒河之青

山。”［５］５３７２《通典·州郡典八·古冀州上》柳城郡条

又载：“慕容?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所谓福德之地

也，乃营制宫庙，改柳城为龙城，遂迁都龙城”。可

见，青山即鲜卑山，位于柳城郡边界，由于柳城郡是

前燕都城龙城所在地，足证此鲜卑山乃慕容鲜卑的

聚居地。［５］５３７２

此外，根据史籍记载，敦煌附近亦有鲜卑山。

《水经注·河水注》引《释氏西域记》曰：“牢兰海未伏

流龙沙堆，在屯皇东南四百里阿步干鲜卑山，东流

至全城为大河。“屯皇”即“敦煌”。足见，在甘肃敦

煌附近亦有一山名曰鲜卑山。根据《魏书》记载，慕

容部部帅慕容涉归有二子，庶长子为慕容吐谷浑，次

子为慕容蝅，涉归死后，使慕容吐谷浑领一千七百家

部民，而部帅之位则传于次子慕容蝅，后由于慕容蝅

与吐谷浑所率部落之间马斗引发了二人间的矛盾，

吐谷浑遂率部西迁，远走敦煌。“阿干”是“阿步干”

的省称，乃鲜卑语“兄长”之意，据此可以推知，阿干

鲜卑山亦即阿步干鲜卑山，乃慕容蝅兄吐谷浑率部

西迁甘肃后，部落定居之处。吐谷浑到达此处后根

据鲜卑先祖的惯例，将鲜卑部落所居之山以族名称

之，遂名曰鲜卑山。由于吐谷浑为慕容蝅庶长兄，鲜

卑语称为阿步干（即阿干），为了区别慕容部与吐谷

浑部所居之鲜卑山，遂亦称吐谷浑部所居之鲜卑山

为阿步干鲜卑山，即兄长（所居的）鲜卑山。根据《水

经注》所载，此鲜卑山在今敦煌东南四百里，或为今

之祁连山。

可见，鲜卑族本为东胡部落联盟中的一个部落，

东胡被匈奴打败后，该部落逃往鲜卑山，遂以山名

族，曰“鲜卑”。此后，随着鲜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

逐渐南下西迁，并延续着长久以来的游牧习俗，依山

而居，并将所聚居的山命名为“鲜卑山”。事实上，史

籍中所记载的五处鲜卑山，实际上是三座山，其中大

兴安岭北段乃鲜卑族的发源地“大鲜卑山”，而辽宁

朝阳、甘肃敦煌附近的“鲜卑山”则分别是鲜卑慕容

部、吐谷浑部最初定居的山脉。最终，鲜卑族拓跋部

建立了北魏，并以自己为鲜卑正统，遂将所居之山加

以“大”字，即《魏书》所载之“大鲜卑山”，鲜卑族其他

部落所居之山则仍称之为“鲜卑山”。

三、鲜卑山时代的族群结构

大鲜卑山是鲜卑族的发源地，居住于此的鲜卑
人南下后与匈奴人融合，形成了“胡父鲜卑母”的拓

跋鲜卑，拓跋鲜卑建立北魏后，便以自己为鲜卑正

统，并对前代鲜卑先祖进行了追述，通过拓跋鲜卑对

祖先的记载，有助于我们对鲜卑早期历史进行了解。

《魏书》记载鲜卑乃黄帝少子昌意的后代，昌意

“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裔始均，
入仕尧世”，［３］１由于鲜卑先祖居于大鲜卑山，秦汉
以前“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３］１称先祖为黄

帝后裔，显然是北魏建立后，鲜卑人为了提升自己的

出身门第，巩固汉化成果，而采取的伪托之词，不足

为信。始均后传六十七代至拓跋毛，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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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但由于此时鲜卑族自身不断游牧迁

徙，加之“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
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３］１从而造成对于历史

记载的含混不清，也使始均至拓跋毛之间数十代，连

名字都未曾留下，以至于很多学者，认为自拓跋毛到

拓跋力微之间的十余代，史书中仅载姓名及少量事

迹者也都不存在。但自始祖神元帝拓跋力微开始，

鲜卑部落与中原王朝交往较为频繁，可以通过相关

史书加以了解，鲜卑历史也自此也为学界所认可。

根据《晋书·武帝纪》所载，西晋武帝咸宁元年

（２７５年）六月，鲜卑拓跋力微曾遣子沙漠汗朝贡西

晋，其年为拓跋力微五十六年。由此可以推知，力微

建国时间当在公元２１９年，亦即东汉献帝建安二十

四年。根据《魏书》记载，北魏神元帝拓跋力微在位

５８年，享年１０４岁，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很大可能

仅是个案，不足以作为鲜卑君主（部帅）执政时间的

参照。力微死后其子拓跋悉鹿继任部帅，自悉鹿传

至拓跋什翼犍共计９９年，传４代，平均每代２４．７５
年，如按每代２５年计算，则自神元帝建国上推８０
代，则应在公元前１７８０年前后，时值夏商之交，与嘎

仙洞石室出土物品的时代不谋而合。《大正新修大

藏经·史撰部一·释氏稽古略》契丹条载：“鲜卑山

之遗种在商。高宗之伐鬼方者是也。”说明《魏书》所

记载的鲜卑先祖传六十七世到拓跋毛之间的世系并

无错误，或者只是拓跋毛六十七世先祖名字失载，而

以始均附会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第一支鲜卑部落离开了大鲜卑

山，加入了东胡部落联盟，随同其他东胡部落一起与

匈奴作战。随着东胡被匈奴所破，这支鲜卑部落“远

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由自
与乌丸相接。”［６］８３６造成了大量流散的乌桓人及部分

匈奴人也随同他们一起退至柳城附近之青山，随后

在此定居，并改青山为鲜卑山。至东汉光武帝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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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４６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部匈奴

内附，北匈奴则在乌桓、鲜卑、丁零及南匈奴的联合

打击下西迁，乌桓、鲜卑逐渐占据了北匈奴所居区

域，当地的匈奴“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

鲜卑兵”，［６］８３７成为鲜卑部落的一部分。及至东汉中

期，鲜卑人檀石槐被推选为部落大人，他“南抄缘边，

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

地”，［１］２９８９建立起了第一个鲜卑部落联盟，并将所控

区域分为中东西三大部，其中“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

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

帅。”［６］８８７由此，慕容所率领的鲜卑部落遂以部帅之

名为部落名，鲜卑慕容部由此产生。至三国时期，慕

容跋由于助司马懿“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

国于棘城之北”，［７］而棘城正是当时慕容鲜卑的聚

居之地，在“棘城之东，塞外又有鲜卑山，在辽西之西

北一百里”，［７］此山即慕容鲜卑所居的鲜卑山，并非

鲜卑发源地大鲜卑山。

慕容跋孙慕容涉归有二子，庶长子名慕容吐谷

浑，少子名为慕容蝅。慕容涉归死前将部落中一千

七百家分于慕容吐谷浑，慕容蝅继位后，慕容蝅所领

部落与慕容吐谷浑部落发生了马斗，从而引发了二

人的矛盾，慕容吐谷浑率部西迁，在“南界昂城、龙

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３］２２３４的广袤地带过

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慕容吐谷浑部落定居区

域也是氐族、羌族部落的聚居区，当地的氐族部落

“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

蚺氐”，［６］８５８并已经建立起了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的

最高统治者称氐王，根据“鲜卑慕容蝅庶兄吐谷浑为

氐王”［８］的记载可知，慕容吐谷浑到达陇西后，征服

了氐族部落联盟，使氐族部落加入到慕容鲜卑部落

中。此外，这一地区还居住着众多羌族部落，他们

“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６］８５９根

据慕容吐谷浑“长子吐延，身长七尺八寸，勇力过人，

性刻暴，为昂城羌酋姜总所刺”［３］２２３４可知，当地的羌

族部落也融入了慕容鲜卑部落中。由此，慕容吐谷

浑所率领的部落已经形成了以鲜卑慕容部为主体，

兼有乌桓、匈奴及氐、羌部落的部落联盟。慕容吐谷

浑孙慕容叶延继位后改“以王父字为氏，遂以吐谷浑

为氏焉。”［３］２２３４至此，慕容氏遂改为吐谷浑氏，慕容

鲜卑部落联盟也随之转变为吐谷浑部落联盟，并最

后演变为了吐谷浑族。

此外，在西汉末至新莽初，匈奴陷入内乱势力衰

弱，而西汉朝廷内部也处于混乱无暇北顾，拓跋推寅

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也率部离开大兴安岭南下，至

“方千余里”［３］１的“大泽”地区，对我国古代产生重大

影响的“鲜卑时代”就此开启。到达“大泽”后，拓跋

推寅方才发现，这一地区虽然广袤，但却“厥土昏冥

沮洳”［３］１，不适宜长期居住。再传七代至拓跋邻时，

北方广阔的草原上，鲜卑人檀石槐建立起了第一个

鲜卑部落军事联盟，分布于这一区域内的鲜卑部落

纷纷加入其中，拓跋邻也率部加入其中，并成为其西

部大人之一，檀石槐命拓跋邻率部迁往云中郡西部

至五原郡的塞外，充当联盟的西部屏障，这与拓跋邻

意南迁意图不谋而合，声势浩大的鲜卑族第二次南

迁就此拉开帷幕。此后，随着拓跋部的不断壮大，拓

跋邻遂“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

氏。”［３］３００５至此，在拓跋部原有基础上，又分出了七

个小部落，加上拓跋邻自己所率领的拓跋本部公为

八部（亦称拓跋八国）。而后，拓跋邻由于年老体衰

而传位于其子拓跋诘汾，令其带领族人实行南迁计

划。拓跋诘汾遵父命，带领所部迁往到达了“匈奴故

地”———汉代五原郡地区（河套阴山一带）。鲜卑南

迁到匈奴故地后，与当地的匈奴人迅速融合，遂形成

了胡父鲜卑母的铁弗部，与鲜卑父胡母的拓跋部。

拓跋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北魏，并逐渐吞并了周边

的鲜卑政权，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鲜卑帝国，而作为鲜

卑分支的吐谷浑，也在西北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可知，鲜卑人居住的鲜卑山共有三座。最

初的鲜卑人居住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山林中，由于此

山树木浓密，牲畜繁盛，附近的游牧民族依靠此山繁

衍生息，遂称此山为“祥瑞山”即“鲜卑山”，而此山附

近的居民则自称为“鲜卑人”。由于这一时期的鲜卑

人“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３］１随着该族逐渐繁

衍壮大，一部分鲜卑人首先沿大兴安岭、嫩江流域南

下，加入到东胡部落联盟之中，但随着匈奴大破东

胡，他们向东北地区逃亡，最后在柳城县东南二百里

处的青山躲避过了匈奴的追击，遂亦认为此山为“祥

瑞山”，称此山为“鲜卑山”，但居住于此鲜卑山的居

民已经不是最初的鲜卑族人，而是混有鲜卑、乌桓、

匈奴等族的部落联盟。而后，吐谷浑率部又从慕容

部分离出来，并西迁敦煌，居于祁连山，他们亦以此

山为“鲜卑山”。吐谷浑率部在迁徙过程中吐谷浑部

征服了当地的氐族、羌族部落，使之融入其所领鲜卑

部落之中，从而所领鲜卑部变成以鲜卑族为主，兼有

乌桓、匈奴、氐、羌等族的部落联盟。虽然从本质上

说，鲜卑族的迁徙是由其内部经济因素所决定的，但

以拓跋力微为代表的一些鲜卑部落首领虚怀纳谏、

乐于接受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也成为日后鲜卑族兴

盛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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