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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辽、金、元分别是契丹、女真、蒙古建立的三个王朝。辽、金

兴起于东北，辽朝南部的疆域达到华北北部，先后与五代十国政权

及北宋、西夏并立；金朝南疆扩大到淮河流域，与南宋对峙。因此，

人们往往把辽、金时期称作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蒙古兴起

于蒙古高原，建国后迅速向南、向西扩张，相继灭西夏、金、南宋，

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元朝大帝国。

在辽宁历史发展长河中，辽、金、元是一个新时期。辽代最先

统一了辽宁地区，金代巩固、强化了对这里的统治，元代辽宁只是

辽阳行省的一部分。契丹、女真、蒙古各领风骚数百年，无论哪个

民族占统治地位，辽宁都在一个统一政权之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以往活跃于辽宁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由于互相融合而逐渐消失。

到了元代，契丹、渤海等族也逐渐融合在女真、蒙古和汉族之中。

辽朝辽宁的经济、文化迅猛发展，远迈前代。璀璨的辽代文明

体现于城市、建筑、陶瓷、纺织、金银器、玉器、绘画、雕塑等方面，

遗存于世的各类文物呈现出强烈的契丹民族特色和汉、突厥文化的

巨大影响。辽代考古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城址、墓葬、寺庙和塔刹等。

建平八家子古城、昌图四面城分别是辽代建置的惠州和安州，其结

构完整，保存较好，是研究辽代城市的重要标本，现已被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的辽代墓葬在千座以上，重要的有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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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库叶茂台辽墓、阜新关山辽墓、北镇龙岗辽墓等，出土大量精美

绝伦的珍贵文物，反映出辽代经济、文化水平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

度。辽代佛教盛行，塔、寺林立。义县奉国寺大雄殿保留唐代建筑

遗风，气魄宏伟，严整开朗，是我国现存最大的辽代木结构单体建

筑。辽代佛塔多分布于州城附近，至今巍然矗立于地上的尚有 39 处。

这些宝贵文物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收获，也为辽代物质文化研究提供

了重要资料。

遭逢辽末金初的战争破坏，辽宁的经济、文化呈现衰退趋势。

金代中叶政局平稳之后，整体又有了长足发展。金代辽宁东南部属

东京路，西部属北京路，北部属咸平路。金代城址多利用辽代故城，

建置沿革多承袭辽制 , 也实行五京制 , 地方行政区划分为路（府）、

州、县三级。辽宁地区金代的重要遗存有新民前当铺、鞍山陶官屯、

绥中城后村、朝阳马令墓、铁岭冯开父母墓、凌源天盛号石拱桥等。

从金朝迁都中都（今北京），尤其是金、元更迭后，辽宁经

济、文化又陷入一个长期低谷阶段。元朝在今辽宁省境内设有辽阳

行省，管理包括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元代辽

宁地区分属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的辽阳路、沈阳路、广宁路及咸平府。

元代修建的医巫闾山北镇庙，成为明、清两代帝王继承大统、祈祷

消灾的拜祭场所，庙内至今遗留元、明、清三代皇帝遣官祭祀的石

碑。旅顺博物馆藏元代张成碑，记录着我国东北边陲元代的行政设

置——水达达路。

辽、金、元时期是辽宁统一政权建立和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

来自草原、山林的游牧和渔猎文化，与移民北上的农耕文化在辽宁

交汇融合，各民族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创造了特色鲜明的辽宁地

域文化。辽金元时期的辽宁，上承汉魏隋唐，下延明清，在我国物

质文化发展史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辽宁历史发展进程中的

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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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代疆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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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是以契丹族为主体，联合汉、渤海、奚及其他民族于公元 10 世纪初在中

国北方建立的政权。辽朝先后与五代中原各政权及北宋南北对峙，形成我国历史上

第二次南北朝局面。辽国极盛时期，疆域南据燕云，北至外兴安岭，东临日本海，

西近阿尔泰山。从公元 916 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国家，到公元 1125 年天祚帝

耶律延禧被俘辽代灭亡，存国 209 年。辽朝覆亡前夕，耶律大石于公元 1124 年建

立了西辽政权，存国 90 多年，公元 1218 年为元朝所灭。

辽朝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在我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封建

政权。辽朝立国时间长，疆域辽阔，政治机构完备，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政权成

熟度和历史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以前的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北方游牧民族政权。

辽朝统治者创造性地实行“因俗而制”的统治政策，首创北、南面官制，成为后起

的北方诸民族建立统一王朝的政治榜样，在我国政治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辽

朝继承和发展北方草原牧业文化，同时积极学习、吸收高度发展的中原农耕文化，

极大促进了北方草原尤其是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推动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

在世界历史舞台，辽代也有重大影响。通过丝绸之路，辽代与西域、西亚、东

欧地区保持密切往来，这些地区一度将“契丹”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13 世纪晚

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把从中国传过去的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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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直到今日，俄语和拉丁语还把中国称

为“契丹”。

辽宁地区是辽代的核心统治区域之一，在辽朝占有重要的地位。辽北地区自古

就是契丹族的游牧之地，契丹统治者把这里视为故土，许多契丹高级贵族都生于斯、

长于斯、葬于斯。契丹建国之后，这里被划为辽代后族和皇族的领地，外戚与宗室

的私城大多建置于此。辽北地区可称为辽王朝的腹心之地。辽西大、小凌河流域是

与契丹族“异种同类”的奚族故地，这里宜农宜牧，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奚族的

文化、习俗与契丹族相近，奚王族在辽朝受到优待，契丹统治者把这里也视为自己

的统治中心。辽东主要是汉人和渤海人聚集区，州县密布，经济文化发达，为辽国

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里也是辽朝防范高丽和女真的前沿阵地，契丹统治者视

之为国家的“左臂”。辽北、辽西和辽东虽然在辽代扮演了不同角色，但是它们都

是辽王朝重要的统治地区。

正因为如此，辽宁大地留下了丰富的辽代文物，包括大量的墓葬，数以百计的

古城址和遍布各地的佛塔、寺院，以及琳琅满目的金银器、玉石器、陶瓷器、纺织

品等。正是通过这些璀璨夺目的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人们才得以清晰、直观地感

受辽沈大地辽文化的锦绣辉煌和独特魅力！





第一章

因俗而治的
政治制度

辽国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辽太祖、太宗两朝不断向外扩张，先后征服了周边

的突厥、吐谷浑、奚、室韦、乌古、敌烈、阻卜、女真、渤海等族。又趁中原割据政权

混战之际，南下幽蓟，从后晋手中得到燕云十六州。由于辽国诸地区自然环境各不相同，

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形态各异，文化传统也差异较大，辽太宗制定了“因地制宜，因俗

而治”的统治原则，也就是《辽史·百官志》所谓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因俗而治”是有辽一代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体现了契丹统治者的卓识和胆略，并对

后世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俗而治”表现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就是官分南北。辽国中央政府有两套平行的政

权机构——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

游牧、渔猎部族事宜，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务，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和渤海人中的上层担任。在地方行政体

制上，实行州县制与部落制并行的政策，契丹、奚、室韦、乌古、敌烈、阻卜等游牧民

族以部落治理，汉人和渤海人则统以州县。

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国家，还具有行国的基本特征，这也是辽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之一。全国的政治中心不在具有城国特征的五京，而是在一年四季不断流动的皇帝行帐，

这就是辽代特有的四时捺钵制。所谓五京只是用来统辖地方州县，而不具有城国政权首

都的性质，与传统的汉族政权有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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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契丹建国与略取辽沈

一、契丹政权的建立

契丹族见于我国史料记载最早为东晋义熙元年（405），此后经过古八部时期、

大贺氏联盟、遥辇氏联盟至耶律阿保机建国，其间经过了五百多年漫长的发展历程。

关于契丹族的起源，《契丹国志》记载了一个神话传说：“古昔相传，有男子

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

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 这说明

契丹族发迹于潢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的两河流域，

“八子”喻指契丹族早期的八个部落。

契丹实为东胡语族鲜卑人的后裔。东部鲜卑分为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鼎立

于辽河流域。公元 4 世纪初，慕容部强大起来，攻灭段部。东晋建元二年（344），

慕容部又击败宇文部，宇文部单于走死漠北，残部分化为契丹和库莫奚。

至北魏时期，契丹发展为八个部落，史称古八部时期。这时契丹古八部尚未形

成统一的联盟，向北魏朝贡时分别以各部为单位。因受到高句丽和蠕蠕的威胁，北

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契丹要求内附，南迁至营州境内的白狼河（今大凌河）

以东，并参与边市贸易。

唐代前期，契丹处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初，契丹八部形成了以大贺氏为核心

的部落联盟。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大贺氏联盟长窟哥请求内附，唐在契丹故

地置松漠都督府，部落置州，与契丹正式确立了羁縻关系。大贺氏联盟臣服于唐中

央政权，但是叛服无常。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发动叛乱，起兵攻陷营州，

并南下幽州和冀州。第二年叛乱才被平息，叛军余部投奔了突厥。经过这次打击，

契丹部落凋散。唐开元十八年（730），契丹部落军事首长可突于杀部落联盟长李邵固，

另立遥辇氏屈列为首领，结束了大贺氏联盟时期。

唐代后期，契丹为遥辇氏联盟时期。遥辇氏部落联盟仍为八部，遥辇氏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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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共九世，其后裔在辽代被称为“遥辇九帐”。遥辇氏期间，迭剌部逐渐壮大，有

一个重要的人物掌握了联盟的军事大权，这个人就是耶律阿保机的七世祖雅里。从

雅里开始，阿保机的先祖世代掌握遥辇氏联盟的军政大权，“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

离堇，执其政柄”。

唐天复元年（901），阿保机被推选为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掌握了军事大权。

唐天祐四年（907），“八部之人以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耶

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成为新的部落联盟首领，称可汗。公元 916 年，阿保机在潢水

之畔的龙化州建立了国家政权，他自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册，国号契丹。

二、占据辽沈

契丹族在建国之前就已经长期生活在白狼水（今大凌河）以东之地，即今辽宁

北票、阜新、彰武及其以北地区。其南部大凌河上游的朝阳、喀左、凌源一带是与

其“异种同类”的奚族势力范围。阿保机担任可汗期间，扩张领土，四出征讨，奚

族各部成为其首要征服目标。

公元 903 年，阿保机征讨奚族，把原来所俘的七千户奚人“徙饶乐之清河”之

地，创奚迭剌部，分十三县。公元 906 年，阿保机击幽州刘仁恭，还军时，再次袭

击山北之奚。公元 911 年，阿保机“亲征西部奚。奚阻险，叛服不常，数招谕弗听。

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霫之地。东际海，南暨白檀，

西逾松漠，北抵潢水”。阿保机彻底征服奚族之后，奚人所据的辽西大凌河流域就

正式纳入了契丹的版图。

契丹占领辽东，也应在建国之前。唐安史之乱以后至唐代晚期，辽东之地处于

政治上的空白期，此局面大约持续了 150 年。这种局势形成的原因，按金毓黻先生

的说法就是 : 唐人有之而不能守之，渤海欲略取之而不敢，新罗虽渐统一朝鲜半岛

亦不敢取鸭绿江以西而结怨于唐，所谓“辽东之地，殆同瓯脱”。安史之乱以后，

唐中央政府失去了对辽宁地区的控制能力，唐朝在辽宁的唯一据点营州（今朝阳）

也被奚人所据。唐代晚期，日益兴起的契丹族抓住有利时机，逐渐控制了辽东地区。

也有学者认为，契丹人是经过激烈战争，从渤海政权手中夺得辽东之地。但是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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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疑，契丹在建国之前已占领了辽东地区。《辽史·太祖纪上》载，太祖二年（908）

十月，“筑长城于镇东海口”；太祖三年（909）春正月，“幸辽东”；太祖九年（915）

冬十月，“钩鱼于鸭绿江”。从辽太祖筑长城于镇东海口，到巡幸辽东、钩鱼鸭绿江，

都说明契丹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占领了辽东南部之地。

契丹建国以后，修辽阳故城，灭渤海，建东丹，辽太宗时又南迁东丹国，实以汉户、

渤海户，改辽阳为东平郡，一步步加强了对辽东的控制与开发。

第二节 

地方行政建置

契丹人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建国之前无城郭宫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依

唐州县置城”，仿汉制建都上京，开始建造城市。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和农耕人口

的剧增，辽朝统治者在北方草原和东北，重修和新建了许多城市。尤其是辽宁地区，

由于农业人口大量迁入，辽代肇始新建的城市格外多。这些辽代古城，许多成为现

代辽宁城市的直接源头，如锦州即辽锦州、铁岭即辽银州、开原即辽咸州、北镇即

辽显州、喀左即辽利州、盖州即辽辰州、熊岳即辽卢州、海城即辽海州、复州即辽

复州、金州即辽苏州、凤城即辽开州。辽宁省境内的很多乡镇也是由辽代始建的古

城发展而来，如昌图县八面城镇就是辽代韩州。辽代的城镇遍布辽宁各地，因此可

以说正是辽代奠定了今天辽宁省城镇体系的基本格局。

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辽宁境内发现了 130 多座辽代城址，较大的城址周长

3 ～ 4 公里，较小的城址周长 1 公里左右。经过研究，很多都可以和史料记载的辽

代府、州、县城对应。这些古城按照辽时它们的属性，分为中央所辖的京府州县

城、斡鲁朵所辖的州县城和头下军州三类。不同属性的城市，契丹统治者对它的管

理方法有所不同，但就城市结构来说，基本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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