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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胡族國家的表象與實像 

首先，說明胡族國家的定義。胡族國家的人在史料中被稱為雜胡，之

所以稱為雜，就是各種人群之間彼此互相通婚，史料也提到這些人會說夷

語，雖然不知道是什麼語言，但起碼不是說漢語。接著，敘述胡族國家與

中國制度的表象與實像。胡族國家的表象是採用中國制度，實施官僚制、

郡縣制、漢文行政等，其實這與認同無關，而是因為這些制度好用，流傳

久遠且具有普世意義。關於中國制度的普世意義，可以先談中國國家與宗

教的關係。所有國家的出現一定跟宗教有關，目的都是為了治民。漢代皇

帝宣稱自己是天子，透過郊祀禮來實踐「天子治天下」的合理性，這也是

儒教國家的特色。而中國的「天」是曖昧性的，甚至具有公共性。以匈奴

政團首長劉曜為例，他曾改國號為趙，自立為皇帝，這是按照五行，以趙

的水德來取代晉的金德，並且在祭祀時以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在中國

的「天」當中融入匈奴色彩。接著繼續談胡族國家與中國制度的實像，是

胡族國家採用中亞王權中的天王制度，在中國北方形成佛教國家的體制，

會在後續說明。 
 

二、 建國三階段 

胡族國家建國有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漢晉的「四夷屬國」推翻中國的

地方政權，而建「中國」，如趙、燕、秦。第二階段是趙、燕、秦的政團再

建國，石勒就是一例，原是匈奴政團下的高級軍官，後來自行建國。第三

階段是郡縣周邊的新移民政團建國。長期以來蜀移入了氐人，控制了下層

的巴人，到了五胡亂華期間，漢人流民集團移入，推翻了中國郡縣，跟巴

人合作。 
 

三、 單于臺的建立 

關於單于臺的設立。東漢以後，外夷開始由州的都督府管理，郡跟外

夷都軍府化。換言之，在郡縣的統治下，沒有胡漢二類的人。到了前趙

時，設立了單于臺，乃直屬於朝廷，負責管理外夷。《晉書》記錄了劉曜以

劉胤為大單于，下設右賢王，以下官職其首長「以胡、羯、鮮卑、氐、羌

豪傑為之」。單于臺有一個大單于，過去的大單于就是匈奴的最高首長，形

式上控制住了中國北方的整個外夷，下面有小單于、左右賢王、左右輔和

六夷。可以說單于臺是繼承了北亞的軍事部族制，也就是將中國境內的胡

人進行部族解散與重編。過去對部族解散與重編有誤解，以為是將夷人原

來的部族解散了，重編成漢人的編戶齊民，讓他們屬於州郡。然而，實際

上部族的解散與重編，是將他們解散，重編之後還是胡人。這邊也可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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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為何胡人要使用佛教王權，因為佛教是普世宗教，對於各種人群都不排

斥，所有的人只要進入佛的國，遵守儀式，就能得到佛的祝福。 
 

四、 佔領城市的意義 

胡族國家建國與佔領城市高度相關。那些經歷部族的解散與重編而住

進城市的夷人，就是城民，而 524 年爆發的六鎮之亂就是北魏的城民叛

亂。西晉的政治運動是佔領一線城市，洛陽是超級城市，以它為中心，連

結鄴、長安和南京，五胡亂華後，這條關係網斷裂，分成三個大國，東邊

的趙、西邊的燕和秦，還有南邊的東晉。佔領一線城市的政團也會控制二

線城市，當時的胡族國家主要是控制一個城，並在此建國。他們會運用中

國制度來確立自己的政治位置，也建立起自己跟四周圍的政治關係。由於

天下體制已經成為了國際公法，所以大家會運用這個制度，大家佔領一個

地區後，就會自封為都督府或刺史，亦或是找大國來冊封自己。五胡十六

國中，各國一方面建立自立之國，一方面通過中國制度來定義自己，這就

需要邦交國，所有建國者都需要有國際關係，所以得到大國的冊封相當於

得到合法統治權。 
 

五、 佛教國家 

最後討論天王制。關於天王號，有一派認為這是佛教君主的稱呼，另

一派認為天王號來自中國自稱。前者從漢文化優越的角度解釋，認為胡人

採用天王號乃是為凸顯自身統治地位，而王又在皇帝之下。後者則認為胡

人受到佛教文化的影響而採用天王號。回到前面談過胡人使用佛教王權的

可能性較高，因佛教是普世宗教，對於各種人群都不排斥，可包容多樣的

胡。接著，從史料中看到石勒從「天王升皇帝」，以及姚興因災異而「降號

稱王」，推測這與佛教王權與儒教王權的抉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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