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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兰州大学走过了一百年的峥嵘岁月。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立也快十年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出版这套文库，献给哺育我们成长、关心我们工作的兰州大学和兰州大学的全
体师生。
　　民族学在兰州大学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与许多兄弟学科相比，他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因此他
曾被忽略过、轻视过，不过这个有极强活力的生命，终于还是在兰州大学这块沃土上坚强的成长起来
，为自己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至今，兰州大学的民族学已经是博士学科一级授权点，拥有五个二级博士点，同时是国家重点学科。
作为民族学科的载体，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也成长壮
大，成为在国内小有名气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的研究型实体。
　　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在中心的老师们辛勤耕耘下，仅由中心老师及他（她）们指导下写出的民族
学专著就达八十余部。
现在摆在您面前精选出的这套文库，就是这些年来，中心师生用知识、智慧和汗水辛勤浇灌出的部分
成果。
当然，“精选”者，仅指从上述八十余部专著中精心选出者之谓，并非一定是精品。
但是我们有信心，经过我们的扎实工作和潜心研究，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精品问世。
　　借本文库出版之际，还想就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发展，说一些心得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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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民族学即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就是这
个过程的结果。
中国民族学与国外民族学，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民族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传统
、研究视角等方面，继承和吸收了大量国外良族学的优良成果，同时，中国民族学又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特色主要表现在下列五方面：    1．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放眼中国和
世界民族、民族问题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充分反映和吸收世界民族学发展的优秀思想和最新成果，促
进中国和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和谐发展。
    2．在内容方面，以中国民族学和民族问题为基本内容，构建符合中国和世界民族新发展的知识体系
。
    3．在方法方面，采用实证的、思辨的、比较的、综合的多种方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描述与分析综
合结合，田野与文献结合，充分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民族学研究有更加广阔的道路。
    4．在视角方面，认为民族是一个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各种
因素的群体，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群体，全方位研究揭示民族的各个方面，是民族学的显著特色。
    5．在思想传统方面，继承中国古代对民族实体、民族关系、民族问题丰富而深邃的思想认识，吸取
中国历史上处理和对待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经验、政策和方法，使民族学在具有数千年多民族共处
历史以及积累了深厚传统民族思想的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
    具有这样一些特色的中国民族学，既是当前广大中国民族学者的研究实践，也是多年来中国民族学
界的主流愿望。
    本文库的出版，就反映了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想在推动民族学中国化，创立有中国特
色民族学方面做些工作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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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阿拉善蒙古先世史研究　　第一节　阿拉善蒙古人的先祖——拙赤·合撒儿　　阿拉善蒙
古部落出于成吉思汗弟拙赤·合撒儿之后裔，要了解阿拉善蒙古人的历史，应先从了解他们这位先祖
的活动开始。
　　12—13世纪是蒙古诸部从分裂走向统一和大蒙古国家建立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时期，蒙古民族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人物，成吉思汗之弟拙赤·合撒儿即是其中之一。
合撒儿从少年时代起就跟随成吉思汗四处征战，是成吉思汗的开国功臣之一，在当时的蒙古国中声誉
远播、位极一时。
　　一、个人素质　　合撒儿，也速该次子，成吉思汗同母弟，1164年生于斡难河畔，是著名的蒙古
勇士。
　　合撒儿在蒙古草原上以其勇武而著名。
据《蒙古秘史》载，合撒儿“身高数丈，有力胜三牛”。
拉施特在《史集》中也特别指出，“合撒儿”一名是“猛兽”之意，并生动地描述了合撒儿的勇猛形
象：“他的肩与胸很宽，而腰很细，故他侧卧着时，能让一条狗从他肋下穿过；他力气（很大），能
用双手抓起一个人，将他像支木箭般地折成两半，将他的脊椎骨折断。
”　　合撒儿不但勇力过人，而且具有非凡的射箭技能。
在当时的蒙古草原上，骑马射箭既是一项生活技能，更是一项专门的军事技能。
合撒儿的射技在少年时期就已超越常人，并凭此本领曾多次化解了家族的危机。
当孛尔只斤家族迁至斡难河畔不久，泰亦赤兀氏率众深夜来袭，在孛儿只斤家族毫无防范、生死存亡
之际，合撒儿“独执弓矢与斗，泰亦赤兀不敢逼”，使其家人得以安全撤退。
另据《蒙古秘史》载，当成吉思汗出兵征讨乃蛮部时，札木合对乃蛮部塔阳汗称赞急驰而来的合撒儿
的射箭技能，他说：“整咽带弓矢之人，亦不碍其喉焉。
即吞全身之汉，亦不点其心焉。
其方怒之时也，引弓放其叉披箭，射穿隔山一二十人。
其斗敌之时也，引弓放其大披箭，射穿越野横渡人。
大引而放其箭，则能射至九百寻，小引而放其箭，则能设至五百寻。
”这里的描写虽然具有文学夸张的成分，却显示出合撒儿高超的射技——不仅命中率高而且力量大。
　　合撒儿凭借其非凡的勇力和高超的射技，屡建奇功，最终辅佐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诸部。
　　二、建立军功　　1170年，合撒儿年仅7岁，其父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部众为泰亦赤兀氏夺走
，孛儿只斤家族受到重挫。
合撒儿随其兄弟们被迫流落到斡难河河源附近的肯特山区（当时名为不儿罕合勒敦山），以渔猎为生
。
在这段颠沛流离极端困苦的时期，合撒儿与成吉思汗一道肩负起了振兴家族的重任，成为孛儿只斤家
族在艰难时期赖以依靠的重要力量。
　　合撒儿随成吉思汗在斡难河畔游牧时期，正是蒙古草原兵戈扰攘的动乱时期。
为求自保，他们先去依附于客烈亦惕部王罕。
不久，三姓蔑儿乞惕人前来袭击，抢走了成吉思汗之妻孛儿帖，合撒儿为此“奔走乞援于王罕、札木
合”，搬来救兵，最终击败了蔑儿乞惕人，“竟得复仇。
”这次与蔑儿乞惕人的战役，是孛儿只斤家族在蒙古草原上对其他部落作战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合撒儿在此期间多方奔走，勇敢效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为成吉思汗所器重。
1189年阿勒坛等人在阔阔海子推戴铁木真称汗时，他特别委派合撒儿统领忽必来等三人为佩刀侍卫，
令其“断彼逞强者之颈，洞彼逞雄者之胸”，威慑众人，护卫成吉思汗。
　　此后，合撒儿积极投身于统一蒙古诸部的家族事业中，参谋成吉思汗的军事行动，他的意见经常
得到成吉思汗的重视。
1199年，成吉思汗与王罕共击乃蛮部的不亦鲁黑罕，回军途中，王罕受人挑拨，夜里虚燃烟火率军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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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回军撒阿里川，他与合撒儿相商，对乃蛮部的情况做了分析，“已知乃蛮根底，而不以人数
矣，”为后来击败乃蛮部奠定了基础。
其后，又有消息传来说蔑儿乞惕部的人要来攻打他们，成吉思汗“同拙赤一合撒儿商议后，认为这个
消息不可靠，[两人]就不再注意了”。
这些都表明合撒儿不但勇武善战，而且心思缜密、善于谋略。
　　1203年，成吉思汗与客烈亦惕部王罕彻底决裂，双方在合兰真沙陀（今东乌珠穆沁旗北境）展开
激战。
成吉思汗在这一战役中严重受挫，被迫退到巴儿渚惕海子，身边只余十九人，（食侯）粮俱尽，情势
十分危急。
当时，“哈撒儿别居喀喇浑山，妻子为王罕所虏，”而且其住地和家产也被王罕的军队洗劫一空。
合撒儿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是投靠王罕，与妻、子团聚，而且当时王罕的实力远胜于成吉思汗，正
如《元史》中所记载：“时王罕形势强盛，帝微弱，胜败未可知。
”另一选择是依然回到其兄成吉思汗处，助其渡过难关，但要冒着妻、子被客烈人杀掉的风险。
合撒儿选择了后者，克服了重重困难，“离其妻子，弃其也苦，也松格，秃忽等三子于王罕处，（仅
）以数伴罄身而出，寻乃兄成吉思合罕，”会成吉思汗于巴儿渚惕。
合撒儿的到来使得正处于危急中的成吉思汗极为高兴，他立即与合撒儿商议军事策略。
最后他们采取了“诈降”的计策，派了两个人以合撒儿的名义前往王罕处打探虚实，谎称合撒儿因顾
念妻、子愿意投降王罕。
王罕信以为真，于是成吉思汗、合撒儿趁机率军突袭，激战三昼夜，打垮了王罕的军队。
在成吉思汗与王罕的这场激烈较量中，合撒儿的表现足见其忠、其勇、其谋。
他的参与和谋划是导致王罕迅速败亡的决定性因素。
　　1204年，成吉思汗与乃蛮部的塔阳汗在纳忽昆山（今鄂尔浑河东、土拉河西）进行决战，这也是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战。
合撒儿在此战中担负统率中军的重任。
他亲自布阵，使中军“军容甚盛”，“塔阳汗望见大惧。
”战斗开始后，合撒儿身先士卒，射杀敌军不计其数。
在合撒儿的猛烈攻势下，塔阳汗节节败退，最终重伤身死，乃蛮部被征服。
至此，孛儿只斤家族的最后一个劲敌被消灭了。
在这次战斗中，合撒儿不但是冲锋陷阵的一员猛将，而且也显示了其出色的指挥才能。
班师回营后，成吉思汗“论功以合撒儿为第一”，“予以恩赏。
”　　乃蛮部既败，漠北统一之势已成。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源登临大汗位。
合撒儿的个人成就于此时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成吉思汗规定：“凡哈撒儿子孙，位次在宗室之上。
”在封赐宗亲属民时，分给合撒儿的千户数目为四千人，是诸弟之中得到千户最多的。
合撒儿的封地在“蒙古斯坦东北部额尔古涅河，阔连海子和海刺儿河一带”，他在此建立了自己的兀
鲁黑（即领地），并且很快就将其兀鲁黑经营得强大而富有，成为左翼诸王中最有实力的一支。
　　三、兄弟相疑　　合撒儿的势力日渐强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一些人的猜忌
。
　　事实上，在成吉思汗登临大汗位之后，合撒儿与他的关系就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两人在原来的
兄弟关系之上又加了一层君臣关系，而且，君臣关系是实质性的。
在这种从兄弟关系向政治等级关系转变的过程中，合撒儿与成吉思汗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或者说，
他们之间以前曾经存在着的一些分歧到此时开始凸显出来了。
　　作为成吉思汗的同母弟和得力的助手一起打天下时，合撒儿与成吉思汗齐心协力，两人共度了种
种难关，但彼此之间也确实有过一些误解和冲突。
如，1201年，成吉思汗与盟友札木合决裂后，札木合联合了蒙古草原上12个部落准备突袭成吉思汗。
弘吉剌惕部本想投靠成吉思汗，但“哈撒儿不知其意，往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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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吉刺惕部遭到袭击，失去了首领，便投奔了札木合。
《史集》中也记叙了此事，说：“成吉思汗很生拙赤·合撒儿的气，认为责任在他。
”再如，1202年，成吉思汗讨伐了与他们有世仇的塔塔儿部之后，下令将塔塔人全部杀光，并交给合
撒儿1000个塔塔儿人，让他把他们全部杀掉。
但是合撒儿显然不赞成成吉思汗的这种大屠杀的作法，他“杀掉了其中五百个，而隐藏了其余五百人
。
”成吉思汗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说道：“拙赤·合撒儿所犯的罪过中，这是一条。
”以此推论，合撒儿为成吉思汗不满的事情不止于此，显然尚有一些。
　　如果说这些摩擦与冲突在统一蒙古诸部的战争年代里与合撒儿的功劳相比，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那么，当成吉思汗完成了统一蒙古诸部的大业，登上蒙古国的大汗位之后，这些累积的矛盾就逐渐地
凸显出来了。
尤其是合撒儿是一位既有谋略又非常善战的蒙古英雄，在蒙古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力，成吉思汗对他很
可能存有戒心。
《史集》中有一段记载说，在成吉思汗登临汗位之前，当时巴牙兀惕部有位贤明的圣人，他在讲述成
吉思汗具备称王称霸的条件时，也列举了同样想登大位的其他一些人，他提到了合撒儿，他说：“拙
赤-八剌（即合撒儿）也有这种野心，他倚仗自己的力气和神射，但也不成功。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阿拉善蒙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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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