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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辽朝境内的主要民族构成情况，本书一方面研究辽朝契丹、奚、渤海、汉人等民族的主要世家大
族有哪些，他们的发展道路都有些什么特点，他们与其本民族在辽朝的地位有何关系等等问题。
另一方面，辽朝政治的一大特色，是以不同的政治制度对“番、汉”民族进行统治。
同时，由于各民族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其经济制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因此，本书又将侧重研究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各民族世家大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
如何发展，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等等问题。
    关于本书使用的“世家大族”一词，有必要在此略作说明。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世代仕宦的家族，不同时期的称呼往往有别。
即使是同一时期的称呼，也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多种多样的。
对于辽代社会中累世官宦的家族，文献中的称谓同样是丰富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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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善军，辽宁省重点学科专门史带头人，大连大学特聘教授。
曾师从漆侠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师从胡昭曦先生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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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台湾《新史学》、韩国《历史文化研究》、日本《东亚文史论丛》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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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以皇族和后族为代表的契丹世家大族　　契丹族是辽王朝的统治民族，在政治上具有其
他民族不可企及的优势地位。
职此之故，契丹族在耶律氏一朝中拥有众多的世家大族。
这些世家大族，以皇族和后族为其代表，既有建国前已发展起家族势力的传统世家大族，又有建国后
发展起来的新兴世家大族。
契丹族世家大族，在辽王朝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异常重要。
　　一、契丹家族势力的兴起　　众所周知，家族形成于氏族社会末期。
但家族与氏族，二者之间却非纯粹的替代关系。
即是说，并非家族一出现氏族就消失了。
二者的更替，有一个长期的渐变过程。
从契丹族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看，这个民族从其“自号日契丹”①之日起，就已处于氏族社会的末
期，家族已经产生，并且具有了一定的势力。
《辽史》卷三二《营卫志》称“契丹之先，日奇首可汗，生八子”，而《耶律羽之墓志》云：“其先
宗分估首，派出石槐，历汉魏隋唐已来；世为君长。
”①估首即奇首，石槐即2世纪中叶做鲜卑大联盟首领的檀石槐。
耶律羽之家族能追述先世至奇首、石槐，说明后人对当时已具有的一定家族势力怀有朦胧记忆。
然而，契丹家族势力的真正崛起，必定在私有财产有了一定发展，阶级关系急剧分化之时。
事实上，这样的时刻在奇首可汗之后不久也就到来了。
　　在部落联盟时期，首领的产生方式通常经历一个军事民主制时期。
关于契丹军事民主制方式选举首领的情况，辽朝进士、宋朝归正人赵志忠所撰《虏廷杂记》曾有详细
记载：　　凡立王，则众部酋长皆集会，议其有德行功业者立之。
或灾害不生，群牧孳盛，人民安堵，则王更不替代。
苟不然，其诸酋长会众部，别选一名为王，故主以番法，亦甘心退焉，不为众所害。
②　　这段记载，实际上是辽朝时人对往昔政治生活的追忆，而且理想化的色彩十分浓重。
对于具有被选为王资格的人，其范围究竟多大，是故王家族成员，还是诸酋长，抑或是所有部众?赵志
忠并没有说明白。
从现有资料记载看，契丹选举首领的制度似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过多次具体变化。
早在2世纪末至3世纪初，契丹的前　　身宇文部就曾“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
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③。
前述耶律羽之的先祖也是“历汉魏隋唐以来，世为君长”的。
这里的“世为大人”、“世为君长”，到底是世选还是世袭，因史载有阙，不得而知。
①如果是世袭制，则说明在此之前已有过一个阶段的军事民主制，但此时已受到世袭制的冲击。
另外，按照赵志忠的说法，契丹王似乎并无任职期限，只是根据政绩好坏来决定是否替代。
然考诸史实，恐不尽然。
有关契丹部落联盟长的选举情况，大贺氏联盟以前已难以确知。
然至大贺氏联盟时期，军事民主制的选举方式仍在执行，史称：“其部族之大者日大贺氏，后分为八
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
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
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
”②大贺氏联盟的君长可考见者有9位，即：摩会、窟哥、阿卜哥、尽忠、失活、娑固、郁于、吐于
、邵固。
这9位君长，除摩会、阿b哥二位关系不明外，其他7位关系如下：尽忠为窟哥之孙，失活为尽忠从父
弟，娑固为失活弟，郁于为娑固从父弟，吐于为郁于弟，邵固为吐于弟③。
从这些首领产生的方式看，已明显表现出世选制度的特征。
如郁于被“推以为主”沼B固，“国人共立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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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世选制度，不但“被显赫家族控制”，而且“显现了兄终弟及的传承关系”①。
这充分说明在契丹社会组织内部，家族势力已在迅速崛起。
　　至遥辇氏联盟时期，军事民主制的选举形式仍然存在，最明显的例子是耶律阿保机取代痕德堇可
汗。
不过，这个时期的联盟首领选举，蜕变日趋明显。
军事民主制的成分已是越来越少，而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家族或个人的势力。
同时，世选的范围则在急剧扩大，见于《辽史》记载的，有“世为国相”、“世为虞人”、“世为决
狱官”、“世为小吏”等等。
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联盟和部落公职，均为一些固定的家族所分割霸占。
　　从契丹建国前选官制度的演变趋势看，纯粹的军事民主制成分已越来越少，家族势力的形成和崛
起在契丹人的政治生活中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　　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
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
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
下来了。
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
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
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
④　　契丹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将“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逐渐确定为世选
制度。
“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均已产生，只是这种世袭的范围较广，是家族而不是个人而已。
　　从有限的资料中也不难看出，契丹建国前选官制度的演变趋势，就是与纯粹的军事民主制度越来
越远，但却与家族势力的形成和崛起越来越密切地绾连在一起了。
以部落联盟首领的候选人而言，史称大贺氏联盟时期的联盟首领由八部大人中选出，三年一代②。
然而，在大贺氏联盟的约百年时间内，如前所述，除两位首领关系不明外，其他7位为祖孙、兄弟、
从兄弟关系，显然是出自于同一个家族的。
这也就是说，诸部酋长以次相代的时代已经过去，大贺氏家族已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局面，使联盟首领
的职位不再他移，而是限定在自己的家族之中。
然而，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家族势力也必非一成不变，新的家族势力崛起已成为历史必然。
在大贺氏统治的后期，许多家族的势力正在勃兴。
因此，家族之间因权位之争夺而展开搏杀便在所难免了。
一方面是大贺氏家族为稳定自己家族的权位而抑制新兴家族势力的过度膨胀，另一方面是已具备一定
势力的家族对联盟首长、联盟军事首长等重要权位的争夺。
唐开元七年（719年），大贺氏娑固联盟长担心其衙官可突于势力过于强大，准备加以铲除。
但由于泄密，可突于首先发难。
娑固受攻逃奔营州，并联合了营州都督许钦澹及奚君李大酺，反攻可突于，结果仍然不能取胜，娑固
、李大酺均被杀。
可见，这时的可突于家族已具有很强的势力。
不过，可突于并没有立即取代大贺氏家族而登上联盟长的宝座，而是推举大贺氏家族的郁于为可汗。
这可能是可突于担心自己如立即取代大贺氏家族，其他新兴家族不服反倒引起更大的混乱，也可能担
心与唐朝的关系问题，因大贺氏家族可汗连续几位均为唐朝所封。
时过不久，可突于又与大贺氏家族的吐于可汗处于“猜阻”①状态。
至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大贺氏家族的最后一位可汗邵固终于又为可突于所杀。
这一次，可突于不再立大贺氏家族成员了，而是立另一家族的屈列为联盟长。
而在大贺氏时代曾与可突于“分典兵马”②的另一衙官过折，显然也代表着另一颇具实力的新兴家族
。
这一家族同样也在觊觎联盟长的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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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折乘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攻契丹之机，斩杀屈列、可突于等，并在张守珪的支持下坐上了联盟长的宝
座。
然而，宝座尚未坐热，就被可突于余党泥礼所杀，泥礼并“屠其家”。
泥礼，又称涅里、雅里，是世里家族的代表人物。
过折家族虽有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支持，但终为泥礼所杀，无疑说明这个家族的势力还不够强大。
泥礼杀过折后，也感到自己家族的势力尚不够强大，　　因而推举原为八部大帅的怀秀做可汗（即阻
午可汗），从此联盟长的职位为遥辇氏家族所占。
而世里家族则控制了军事首长的权位，并由此而势力急剧膨胀起来。
至耶律阿保机为迭烈府夷离堇时，遥辇氏家族已相对“单弱”了。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