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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辽金元史十五讲》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美彪先生关于辽、金、元史研究成果的
精选，内容涉及辽金元政治、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辽耶律氏及萧氏之由来、辽代的
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马可波罗在中国、馒头包子的由来和异同等，作者在各个问题中多有创
见，且语言通俗，是广大读者深入了解辽金元史相关问题的优秀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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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美彪（1928～），历史学家。
浙江杭州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分支编写组辽宋西夏金史副主编。
主要著作有《元代白话碑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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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金代之曳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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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南戏《错立身》的时代与北曲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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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北曲南传与南戏的发展
第十五讲 馒头、包子的由来与同异
 一、馒头的历史
 二、包子的历史
 三、馄饨、包子和烧麦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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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辽史·道宗纪》大安九年十月己未“燕国王延禧生子，肆赦，妃之族属并进级”。
亦不载妃号及子名，《后妃传》也不见此子。
前引《契丹国志》称天祚四子，“次日晋王，文妃所出”。
《辽史·天祚帝纪》同。
案晋王敖鲁斡当生于乾统五年间，显然并不是大安九年出生的皇子。
检《辽史·天祚帝纪》末附《耶律雅里传》称：“耶律雅里者，天祚皇帝第二子也。
字撒鸾，七岁欲立为皇太子，别置卫禁，封梁王。
[保大三年]天祚渡河奔夏，队帅耶律敌列等劫雅里，北走至沙。
⋯⋯属僚共立雅里为主。
⋯⋯因致疾卒，年三十。
”记称雅里为天祚第二子，保大三年卒，年三十。
由此上推，其生年恰是大安九年，可证此子即是梁王雅里。
但记称“年七岁，欲立为皇太子”云云，雅里七岁时，道宗尚在位，天祚帝时为皇孙，又怎么能够立
其子雅里为皇太子？
案德妃所生皇子挞鲁曾封梁王，乾统三年进封燕国王，其年恰是七岁。
道宗、天祚帝即位前，均曾封燕国王。
挞鲁进封，即意味着“欲立为皇太子”。
由此可以明白，《雅里传》此语乃系编者误混两梁王为一人，将挞鲁之事误记之于雅里名下。
由此也可推知，所谓“撒鸾”实即挞鲁的异译，史料来源不同，编者不察，遂致混误。
这一疑问既得解决，则天祚第二子即梁王雅里无疑。
其母不见于《后妃传》，当也是出于官嫔。
　　（三）挞鲁生于寿昌三年，亦见《辽史·道宗纪》。
纪称：“三月辛酉，燕国王延禧生子，癸亥，赐名挞鲁。
妃之父长哥，迁左监门卫上将军。
”挞鲁之母、长哥之女即燕国妃，后改德妃，《辽史》记事甚为明白。
前文自《雅里传》析出“欲立为皇太子”事，它表明宫嫔所生二子并不具有继承皇位的资格，故天祚
帝进封挞鲁为燕国王，但未及立为太子即病死。
　　（四）第四子即天祚帝乾统五年前后文妃所生子晋王敖鲁斡，《辽史·敖鲁斡传》称他是“天祚
皇帝长子”。
这当是由于习泥烈、雅里出自官嫔，挞鲁死后，晋王在皇妃诸子中居长的缘故。
《辽史·皇子表》据此列为皇子第一，实误。
　　（五）元妃生两子：秦王定、许王宁。
《辽史·后妃传》失载，但纪、传有关记事，可以确证。
两子生年俱不详，当在晋王之后。
传本《契丹国志》误许王为鲁王。
辽亡，秦王、许王俱为金兵俘虏，见《金史·太祖纪》。
　　以上不惜篇幅，订正《辽史》有关天祚后妃与诸皇子的记事，由此可知，天祚帝即位前，曾有官
嫔生二子，赵王习泥烈与梁王雅里。
皇后无子。
德妃生子挞鲁，乾统三年封燕国王，欲立为皇太子，次年病死。
文妃生子敖鲁斡，封晋王。
元妃又生二子：秦王定、许王宁。
天庆以来的局势是：晋王在皇妃诸子中居长，史称他积有人望，既长且贤，但元妃系出述律氏后族，
弟奉先得天祚帝倚任，为国中权臣。
由此便可以明白：在皇位继承中，传晋与传秦，乃是后族争议的焦点，而这也正是文妃案发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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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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