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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由云峰所著，本书主要是在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对元杂剧进行了
专题研究。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共分七章。
第一章主要评介了元代蒙古族及北方其他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在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及蒙古统治
者推行汉法，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婚姻习俗等方面的交往状况等，为其后的各专题研究提供了一
个较厚实的文化背景材料。
接着本书六章即分为六个专题，分专题在民族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对所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
全书资料翔实，立论有据，特别是由于系这方面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故颇多创新之处。
本书对元杂剧以及元代文学的研究，对我国各民族关系研究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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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云峰，蒙古族，1954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
197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
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社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出版专著有《蒙汉文化交流侧面观——蒙古族汉文创作史》、《蒙汉文学关系史》、《世界现代前期
文学史》、《耶律楚材》、《中国元代建筑雕塑史》、《中国元代科技史》、《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
究》等；与人合作出版著作有《蒙古族大辞典》(统稿副主编)、《蒙古族文学史》(副主编)、《中国
民族百科全书》15卷(执行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等。
发表《论元代蒙汉文学关系》、《论近代蒙汉文学关系》、《略论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散曲之爱情婚姻
及两性关系描写》、《俗文学成为元代文坛主流论》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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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环境的改变和人民交往的需要亦是蒙古人学习汉文化或者说蒙汉民族互相学习对方
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代由于地域辽阔，驿道等交通网络比较发达，各民族间经济与文化的交流频繁密切，多民族的经济
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等，造成民族杂居情况比较突出。
这种杂居主要包括大批少数民族迁居内地和大批汉人迁往边疆诸少数民族地区。
这迁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中，蒙古族由于系统治民族，其迁居数量应该多于其他少数民族。
 民族迁徙对民族文化交融影响甚巨。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①以三章的篇幅《蒙元时期非汉民族的内迁》（上）、《蒙元
时期非汉民族的内迁》（下）、《蒙元时期汉族人民的迁移》等，对蒙古、色目诸民族、契丹、女真
迁徙中原内地，汉族迁徙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因等情况有详尽的介绍。
结合有关史料及时人研究成果，大致可勾勒出元代蒙古、色目诸民族、契丹、女真迁徙中原内地，汉
族迁徙少数民族地区的概况。
 元代蒙古族迁居内地大概有如下原因：一是军事镇守屯驻。
随着蒙古军的战争步伐，大批蒙古军进入并屯居中原内地及西南、东北等少数民族地区。
对此，拉施特《史集》曾记载：“当忽必烈合罕征讨广大辽阔的乞台（金国）、南家思（南宋）、哈
剌章（大理国）、女真（东北之女真部落）、唐兀惕（西夏国）及吐蕃地区时，他不断派遣诸王率领
全体军队征伐上述各地。
（上述各地）被征服后，他又派诸王驻守那些地区。
正如下文所述，现在他们全都按照既定的惯例，驻在那些地区上。
”①拉施特并点明是“既定的惯例”。
今山东、河北、陕西、四川以及云南等地有大批蒙古军屯驻。
另外，元大都附近也驻扎有左、右都威卫、左、右翊侍卫及宗人卫等中央卫军。
这些驻屯蒙古军除完成军事守卫任务外，还要从事农业生产。
因为元朝蒙古以及色目等军户在经济上实行自给自足政策，军费需自行负担，而农业生产应该是其解
决给养军费的主要来源。
如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诏令以（黄）河南北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
翌年又令将凡为僧所据之良田，听由蒙古人分垦。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曾将今山东荒田给也速带所统征南北返之军。
 二是仕宦迁居。
终元一代，蒙古贵族统治者为了有利于其执掌政权，保证其统治地位，在各路、府、州、县录事司及
非蒙古军队中设达鲁花赤一职掌全权，并规定只有蒙古人和个别“回回”、畏兀尔、唐兀等色目人可
以担任此职。
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更规定“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
上任达鲁花赤的蒙古人携家带眷，遍布全国各路、府、州、县，人数颇为可观。
据萧启庆研究，元代“蒙古人担任朝官、京官及地方官大约共有三四千人。
其家便因任所而定居，或在京师，或在各省，其例甚多”。
①另据俞希鲁著的《至顺镇江志》②载，当时镇江有蒙古户29，口163，驱429。
他们均是侨居于镇江之家庭或因仕宦而定居于镇江者。
其他如大都、杭州、泉州等著名城市亦有类似情况，甚至更多更复杂。
当然，元朝仕宦或流居内地的蒙古人之确切数字已很难统计，不过根据一些零散的资料考证推论，此
数字应该是不少的。
 三是因罪流放迁徙。
根据元代刑律，“有罪者，北人则徙广海，南人则徙辽东”，③《元典章·挑钞再犯流远屯种》载：
犯挑钞罪者“汉儿蛮子发付辽阳，色目、高丽递去湖广行省收管屯种”。
④“北人”指蒙古、色目人，亦包括东北境内的高丽、女真等族人，“南人”则主要指南宋辖下的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

谓“汉儿、蛮子人”。
即如系蒙古、色目人等充发南方炎徼之区，汉人则流放辽东及极北奴儿干之地。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诸王乃颜叛，忽必烈亲征平灭，获其所部蒙古军分置河南、江浙、湖
广、江西诸省。
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枢密院遣使括其数，共计2600人。
元廷曾以乃颜及胜纳哈儿流散户籍为军，在泉州自杭州之间设立海站15个，每站配船5艘，水军200人
，专门负责运输番夷及商贩奇货，并且负责防御海盗，成为一支由蒙古人组成的海船水军。
还有一批涉叛的蒙古人被罚充沙不丁所领海船水军。
这批人一般史有所载，数字较确切，人数比上述两类相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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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对元杂剧以及元代文学的研究，对我国各民族关系研究等，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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