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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魏拓跋政權的成立與鮮卑的起源 

西元 386 年，拓跋珪在呼和浩特與山西大同地帶建立魏，開啟了北魏

拓跋政權的統治。拓跋政權在中國史書中被稱為「代」，其範圍北至呼和浩

特，東至張家口、南至雁門關、西至河套鄂爾多斯高原。西元前第三世

紀，在大興安嶺和內蒙古的東側，有一群騎馬遊牧民族的聯盟被稱為東

胡，也就是之後的鮮卑。同時期的北亞有三個騎馬遊牧政團，分別是匈

奴、東胡和月氏。通常稱呼一個地方的人群為鮮卑，並不代表那群人都是

鮮卑人，而是指當地的統治者為鮮卑人，事實上在地有各式各樣的人，甚

至有許多漢人。到了西元第一世紀後，東胡展開大群和小群的移民，不斷

進入到中國的華北，被稱為鮮卑大移民。早期是兵農合一，讓士兵來開墾

農地，但是到了東漢的人不當兵，因為他們都在豪族莊園裡面，所以東漢

時期的兵源短缺，因此就聘這些移民進來的鮮卑人做保全。關於人群交

流，民族國家常預設族群裏頭的人會有共同意識，對不同族群的人會彼此

分別和厭惡，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當時並沒有這種共同意識，而且人們也

都長的不同，不會有因族群不同而帶來厭惡，倒是比較可能有人與人之間

關係摩擦帶來的厭惡。鮮卑當中另一批移民進入塞北建國，如檀石槐，取

代了匈奴在這邊的統治。 
這裡先提一點，關於拓跋政權的研究，其實我們對拓跋政權非常不了

解，也幾乎絕望，因他們不使用文字。猗盧是五胡亂華時期的北魏首長，

曾被晉任命為代王，但他沒有接受的可能性很高，因為拓跋政權一直沒有

參與五胡十六國的建國運動，或許他要做的就是繼承匈奴的王權，做一個

北亞的繼承者，他們不使用漢文，也不用中國體制。 
 

二、 鮮卑關係的建構 

西元 386 年，拓跋珪在歸綏一帶建立魏，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轉換，

引起相當大的反彈，有一派人認為應該稱作「代」而非「魏」，因為他們並

不想建設中國的國家。西元 398 年，在《魏書》紀載了崔宏議國號事件，

在朝臣激烈爭論後，結論是國號稱為「大魏」。然而，很多石刻史料都稱此

國為「大代」，而書寫的正史中才稱為「魏」。西元 430 年，北魏太武帝拓

跋燾統治了中國北方，然而拓跋政權的致命傷是不曾作為漢晉的四夷屬

國，就沒有治理境內胡人和漢人的合理統治權。拓跋燾希望建立一個合理

的祖源傳說，使其有合理權治理境內複雜人權，也就是說，他要建立一套

鮮卑關係，或稱為鮮卑認同。簡單來說，描述自己是黃帝二十五子中的其

中一子的支派，聲稱其是合理的中國人。至於拓跋跟鮮卑的關係為何，這

個其實不可考，因為缺乏文字紀錄。《魏書》有記載，在西元 443 年，北

魏太武帝曾派使節到北魏發源地舉行祭祀，之後在呼倫貝爾市發現了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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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裡面有鮮卑石室的祝文，我們因此可以得知鮮卑的確曾派人來此地祭

祀，但還不能確定此處是否真的是鮮卑的起源地。 
再來，要建立一個鮮卑關係，除了祖源傳說，還有更具體的方法是，

國人的派遣和解散與重編部族。將國人（軍隊）派到各地去支配人民，南

北朝的國人，就是統治集團的人，會將國人分成好幾團的軍事部族，再將

他們派去鎮守不同地方，使他們來統治地方的胡人部族，進行部族的解散

與重編，使那些地方部族成為新的軍事成員。所謂部族解散不是將部族轉

換成編戶之民，而是將部族解散再重新編為新的部族。這些部族的人被整

併到城裡頭去，以世兵制管理，成為軍人之家，每次作戰就是要出人力。

城裏頭有許多坊，這些坊就是一個個新的軍事部族。北魏統一後，那些匈

奴、羯、氐、羌不見了，就是因為他們被解散與重編到城市裏頭。城裏頭

有國人，就是北魏派去的核心集團，一類是部族重編後的新部族，地位比

較低。關於這些人所使用的語言，在《隋書‧經籍志》中，提到梵文在中

國流行的情況，而梵文是一種表音文字，這種流行使得中國也出現用口語

去將夷語拚成文字的現象，再把這些語言編成教科書，就是國語，也就是

代人的語言。這套語言不僅是軍中的標準語，城民也學習這類的標準語。

這是一件劃時代的事情，因為過去所稱的四夷屬國是各式各樣的胡人，並

沒有單一的一種胡人，但在北魏，就某種意義上，將所有胡人都變成鮮卑

人，因他們都開始說鮮卑語。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元第五世紀，華

北的生產力恢復了，城外世界有了很大的變化，地方出現強而有力的統治

者，如山東士族。 
 

三、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接著來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人們對於孝文帝的改革有許多誤解，例

如孝文帝被認為要推動漢語普及到全國人民，其實不是，孝文帝要做的事

情是要透過郡縣來管理基層人民，包含推動三長制、均田制，為此，他要

建立一個新的門閥體制，可以說太和改制，是要再造一個新中國，新胡漢

二元體制，讓胡漢同時進入公家，成為統治上層。至於語言的部分，在

《隋書‧成王禧傳》中，提到孝文帝禁絕諸北語，要大家開始講洛陽漢語

作為正音。這裡的對象是針對朝廷上的人，並沒有要全國人民都如此，所

以根本就不是全國的國語運動。孝文帝的目的是在洛陽建立起一個中國人

的中國，大家在這裡都要說中國話。北魏孝文帝的諸多改革促使胡漢融合

成一類人。孝文帝遷都洛陽也是要建立新中國，裡面的新中國人，此時開

始稱為華人。而他也定姓族，人群不分胡漢並且將不同姓氏分等級，有些

姓氏的人可以當大官，而且世襲，形成門閥，並且規定這些姓族要彼此通

婚，以此促進胡漢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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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影響 

然孝文帝的改革最終引發了矛盾，導致政權敗亡，因此也就無法得知

改革若繼續進行，否真能促進胡漢融合。此處來談六鎮之亂的演變，北魏

聲稱自己是匈奴的繼承者，控制蒙古草原，但這裡卻出現一個中亞型態的

遊牧民族王權，即柔然，而後突厥也出現了，為了防止他們，北魏設立了

六鎮來防守，而六鎮之亂即是這六鎮的城民叛亂。由於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中，最大的獲利者就是遷到洛陽的姓族，能在那邊跟漢人通婚，成為新的

統治者群體，連結國人治理軍政，這些國人也是軍政統治者，就跟非國人

產生衝突，從小衝突最後引發大動亂，所有城民都起來叛亂。衝突包含了

國人與解散的部落民（非國人）之間，也包含洛陽統治階級與六鎮的國人

之間，這些關係中的衝突就是六鎮之亂爆發的原因。而後爾朱榮起來平

亂，其下的大軍閥就是宇文泰跟高歡，分別建立了西魏跟東魏，特別是西

魏想建立新的政權，就是鮮卑部族體制，想將公家除掉，由軍事部族體制

建構國家，於此北魏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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