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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说：“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民族的未来。”中国的

历史，无疑是我们国家和整个华夏民族的灵魂所在。从有文字以来，中国人就

对历史的记述有着浓厚的兴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滥觞于前，孕育了中

国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历史记述制度，不仅“世有史官”，而且设立专门的著

史机构；除了国家专门组织的著史工作之外，大量的私人著史活动也是风起云

涌，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观念并在不同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

实，从而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文化思潮，影响深远。

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几千年来，中国产生的历史著作可谓汗牛充

栋，为了有所区别，于是产生了“正史”和“野史”之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

著作中，就正史而言，“二十四史”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是中国历史文化遗

产中的璀璨明珠。

作为正史总集的“二十四史”是中国史学主干，由清乾隆帝钦定后，正史

遂成为“二十四史”的专有名称。它从《史记》（司马迁著）至《明史》（张

廷玉等著）共计24部、3243卷，约4000万字。“二十四史”的著作年代前后相

差计1800年，是世界图书史上独有的巨著。

“二十四史”全部按照纪传体的形式，采取以人物为中心、以时间为顺序

的方式记事，完整、系统地记录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朝末年四千多年间中华

民族形成、发展、融合、兴旺的历史轨迹，全面展示了历代王朝的兴亡盛衰规

律，翔实而细致地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疆

域、民族、外交等多方面内容以及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    
为了让读者能够轻松阅读这一皇皇巨著，我们编撰出版了这部《白话精编

二十四史》，从24部史书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精华篇章编译为白话，遵循“信

达雅”的原则，保持原书风貌，浓缩原著精华。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审美需

求，本书打破了传统正史读物的条条框框，版式设计新颖别致，书中插配了近

千幅与史书内容相关的绘画、书法、建筑、陶瓷、金银器等精美图片，通过这

些元素的完美结合，将读者带进一个真实而多彩的历史空间，让读者全方位、

多角度地去感受中华文明和华夏民族智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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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
戴卫红

 魏书  

《魏书》，北齐魏收撰，是一本纪传体史书，共 124卷，其中《本纪》

12卷，《列传》92卷，《志》20卷。《魏书》记载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

从4世纪末叶至6世纪中叶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它的历史渊源、发展兴盛及

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同时还记载了北魏、东魏与南朝宋、

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

魏收（505 ～ 572），字伯起，北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

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26 岁迁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

兼中书侍郎。在东魏，官至秘书监，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齐 , 任

中书令 , 兼著作郎。北齐天保二年（551），他正式受命撰魏史。魏收的

年辈小于温子升、邢劭，而文誉齐名，世称“三才”。

《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

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它的另

一个特点，是反映时代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魏书》新增《官氏志》《释

老志》，这两篇《志》所记述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官氏志》

重姓族，《释老志》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

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唐人刘知几所著《史通》一书，批

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有很多人肯定

它的价值。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

“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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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的由来】

相传鲜卑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

黄帝有一子名叫昌意。昌意的小儿子

被封在北疆，封国内有座山名大鲜卑

山，于是便以山名为号，由此繁衍生

息，逐渐成为驰骋塞外的一个部落。

他们畜牧为生，射猎为业，民风淳朴，

历史靠口耳相传。因黄帝有土德而称

王（古人以五行相生相克附会王朝命

运），北方民俗称“土”为“拓”，“后”

为“跋”，所以部落的首领就以“拓跋”

为姓氏，意为黄帝的后裔。

这支部落传了几十世，到了首领

拓跋诘汾时代。一次，出巡的拓跋诘

汾远远看到有辎车和 车自天而降，

赶过去一看，发现是一位美丽的女子。

拓跋诘汾问所从来，那女子回答说 ：

“我是天女，奉上天之命与你结为配

偶。”于是当晚两人便同床共枕。第

二天天亮，女子便向拓跋诘汾辞行，

并嘱咐他说：“明年今日，我们在此

相会。”说完便乘风而去了。一年后，

拓跋诘汾如期赴约，天女将他们所生

的男婴交给拓跋诘汾，并说：“好好

照顾这个孩子，让他传宗接代，拓跋

氏将世代为王。”拓跋诘汾死后将首

领之位传给了这个男孩，即被鲜卑后

世尊为始祖的拓跋力微。

【塞北崛起】

拓跋力微是鲜卑一代杰出首领。

在他的带领下，鲜卑的势力一跃而起，

坐拥铁骑二十余万。此时的鲜卑各部

经常南下抢掠，与当时处在三国时期

的曹魏政权多有摩擦。拓跋力微高瞻

远瞩，看清对抗不是长久之计，于是

开始与中原和亲，还派太子前往洛阳

长驻，作为使节。双方和睦相处，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魏晋禅代后，双方

关系仍然十分亲密。

拓跋力微活了一百零四岁。他死

之后又传了几世，到了拓跋禄官做首

领时，鲜卑已经十分强大，财富殷丰，

兵强马壮，拥有骑兵四十余万，纵横

塞北。

时至西晋晋惠帝时期，中原爆发

“八王之乱”，西晋朝廷为了平乱向鲜

卑借兵。鲜卑出骑兵十余万，大破叛

北 魏的故事，要从这里开始。一个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原始部落，历经数

十代首领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终有后世历经百年的强大王朝。其间，

有天女赐子的美丽传说，也有开疆拓土、百折不挠的奋斗壮歌。

北魏序纪

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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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鲜卑首领因功被授以“大单于”

称号。拓跋禄官死后，新首领拓跋猗

卢又多次应西晋之求南下，与叛军建

立的政权交战。西晋封拓跋猗卢为代

王。拓跋猗卢用严明的刑法改变鲜卑

散漫的民风，经过整治后的鲜卑更加

强大。

【鲜卑建国】

鲜卑首领又传了几代，终于迎来

一代雄主拓跋什翼犍。他大力推广中

原的文化制度，设置百官，将鲜卑原

有的部落联盟形式最终转变为国家形

式，他建立的国家史称代国。

拓跋什翼犍任命代地的汉人燕凤

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建立法制，

强国安民。他心胸宽仁大度，能够恕

人之过。他曾在作战中被叛军射中眼

睛，破敌之后，大臣们把射箭的敌兵

抓来，都手握大刀要将其碎尸万段，

拓跋什翼犍却说：“各为其主，他何

罪之有”，令人将那士兵释放了。拓

跋什翼犍智勇宽仁如此，因此国家上

下用命，国力日盛。

在鲜卑逐渐崛起的同时，他们的

南面却出现了由氐族人建立的更强大

政权——前秦。公元 376 年，前秦出

兵二十万攻打代国，代国不敌而被灭

亡，拓跋什翼犍也惨遭杀害。虽君亡

国灭，但鲜卑拓跋氏的传奇并未就此

消逝。数年之后，拓跋什翼犍之孙拓

跋 率族人东山再起，最终建立了后

来统一中国北方的强大政权——北魏。

史
臣曰：帝王的兴起，必有积功德

累功勋广利众人，行为合乎天道，

方能契合神 之心。北魏祖居偏僻之地，

世代为部落之长，教化属民，与世无争。

拓跋力微为天女所生，拓跋猗卢忠勤于

晋朝。这些积德累功之事，岂是徒然？

拓跋什翼犍以雄杰之姿、君子气量，征

伐四方，威服蛮荒，建国立号，隆兴大

业。拓跋 最终开创北魏一百六十载国

祚，光耀中原。其中缘由便由此而来。

论 赞

 嘎仙洞遗址

嘎仙洞位于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大

兴安岭一处高百米的峭壁上，洞口向西

南，洞深 92 米，高 27 米，由三个相连

的洞厅组成，十分神秘而幽静。嘎仙洞

内，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
时的刻石，记载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

派遣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的事情。石

刻的内容证明嘎仙洞就是《魏书》所记

北魏祖先居住的“石室”旧墟，并证明

这一带是拓跋鲜卑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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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苗裔】

北魏太祖道武皇帝拓跋 ，是代

国国君拓跋什翼犍的嫡孙。他的母亲

是献明皇后贺氏，当初随部族迁徙，

途中休息时，她梦到太阳升起于室内，

醒来后见阳光从窗口直射进来，满屋

光耀，便有了身孕，而后生下拓跋 。

拓跋 很小便会说话，双目炯炯

有光，宽额大耳，仪容不俗。然而拓

跋 六岁那年，前秦北上进攻代国，

拓跋什翼犍被逆臣杀害，代国灭亡。

小小年纪的拓跋 沦为了亡国的俘

虏，将要被押往前秦的都城处置。关

键时刻，代国旧臣长史燕凤向前秦国

君苻坚苦苦求情，才使得拓跋 获得

幸免，得以留在祖地。前秦军队撤走

后，拓跋 由母亲贺皇后看护北上，

一路收拾鲜卑残部，艰难度日。途中

又有无数艰险，他们曾遇高车人（魏

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部和西北

部的强悍游牧民族，又称敕勒、丁零）

的抄掠，贺皇后带着拓跋 乘车逃难，

谁想颠簸中车辖跑失，车子随时都有

倾覆的危险。贺皇后怀中抱紧拓跋

仰天祷告。也许是吉人天相，车子终

于没有倾翻，母子幸免于难。

历经年少的波折，拓跋 更快地

成熟起来。他年龄虽小，却深得族中

上下的信赖，族中股肱重臣刘库仁就

对自己的家人讲：“我们的少主有平

定天下的志向，复兴基业，光耀祖宗

者，一定是他！”

【光复祖业】

历史并没有让心怀复国志向的拓

跋 和他的族人们等太久。晋太元八

年（383），苻坚率领不可一世的前秦

大军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被上下一心

的东晋军队以少胜多打得大败。战争

的失利直接导致前秦内部深重的民族

矛盾爆发，各地叛军四起，前秦政权

一时“兵败如山倒”，很快便土崩瓦解。

两年后，苻坚被羌族首领姚苌杀死，

前秦实际上已经灭亡。

前秦的覆灭使得中国北方重又陷

入诸侯混战的局面，刚刚十几岁的拓

作 为开国之君和一代杰出帝王，拓跋 年少复国，再兴祖业，亲率族人

开疆拓土，袭柔然、灭慕容，创立了一个属于拓跋鲜卑的强大国度，

一统北方，虎步中原。同时，他积极推进鲜卑部落的封建化，迁都平城，称

帝建制，效仿中原典章礼俗，为北魏进一步发展强大打下了基础。

太祖道武帝纪

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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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抓住时机，摆脱了对前秦的

附庸，率领族人加入了这场天

下逐鹿的争夺。晋太元十一

年（386），拓跋 在族

人的拥戴下自立，重

继代王王位，恢复代国

国号，建元“登国”，大会

鲜卑各部人马。同年，

拓跋 又将国号改为

“魏”，是为北魏建国之

始，拓跋 就是北魏的

开国之君。

自立魏国后，拓

跋 并没有像其他各

路诸侯一样急于马上

称帝，而是一方面着手收编周围的部

落，扩充军力，另一方面大力鼓励农

业生产，增强自身的实力。拓跋 明

智的决策很快就收到了实效，不少周

边势力陆陆续续投奔而来，而拓跋

不仅广为接纳，更能宽以待之。曾有

来投的军队复又反叛，众将都欲追讨

之，拓跋 却拦住众人：“如今我们

事业草创，人心还未归一，有人难免

犹豫反复，不足追讨。”拓跋 这种

宽容的态度让他和他的国家声威日

隆，不久后，曾经反叛的部队又纷纷

重回了他的麾下。

在拓跋 的领导下，新建立的魏

国国力迅速增强。当时，与魏国并立

在中国北方的政权还有羌人姚苌建立

的后秦和同为鲜卑族裔的慕容垂建立

的后燕等等。起初这些竞争对手都

比拓跋 更有实力也更为强大，拓跋

于是采取了隐忍怀柔的策

略，表面上向对手示弱，表

示臣服，而将主要精力放在

对周边不顺服部族的征伐

和吞并上，他相继在高柳

城败窟咄，弥泽湖大破

刘显，千里袭柔然，渡

河灭匈奴。在这一系列

征伐之中，千里袭柔然

的战争尤为关键。

【千里袭柔然】

柔然，又被鲜卑人蔑称为蠕蠕（讽

刺他们没有头脑，像虫子一样），是

强悍的匈奴人的后裔，在公元 4 世纪

末至 6 世纪中叶活动于中国大漠南北

和西北广大地区，民风彪悍，战斗力

惊人。起先柔然役属于鲜卑拓跋氏，

但后来因为代国的败亡而转与拓跋氏

的对手们结盟，不时兴兵侵掠，成为

新建立的魏国的心腹大患。

晋太元十六年（391），蓄势已久

的拓跋 率大军北征柔然，柔然自知

实力不敌，于是一路北退，企图以回

避的战术拖垮魏军。拓跋 的军队连

追六百里都没能追到柔然主力，属下

将领心生懈怠情绪，纷纷向拓跋 请

求说：“贼匪已逃得太远，而我们的

粮草也已断绝，不如早些回去吧！”

拓跋 却反问诸将：“如果宰杀备用

 鎏金铜释迦像 · 北魏

释迦趺坐在须弥座上，作说法状，耳

廓大而下垂，有北魏时期佛像的明

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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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匹充当粮草，当做三天的粮食，

够不够？”众将不知此话何意，只得

如实回答说：“足够。”于是，拓跋

命令部队杀马充粮，以加倍速度追击

逃敌，终于在大碛南床山下追上了柔

然主力。拓跋 指挥部队一鼓作气，

大败对手。柔然死伤惨重，其东西两

部主将匹候跋和缊纥提率众投降，余

部丢盔弃甲远遁漠北而去。得胜后的

拓跋 告诉左右众将：“你们知道我

前几天问三天粮食那番话的意思了

吗？”众将无人能解，回答不知。拓

跋 笑着说：“柔然部落为躲避我们，

驱赶家畜奔逃多日，所以他们到了有

水的地方一定会滞留。我用轻装骑兵

去追赶他们，计算道路的远近，我料

定不超过三天一定能赶上他们。”众

将听后无不信服。

经此一战，柔然元气大伤，短期

内再无威胁魏国的可能。得胜而还的

拓跋 未作修整，立刻调转兵锋攻向

柔然昔日的盟友匈奴铁弗部首领刘卫

辰。刘卫辰的势力素来是拓跋鲜卑人

的劲敌，拓

跋 乘胜进

击，一举攻

下 对 手 居

城，全歼了

敌军。刘卫

辰身死，一

干宗党五千

余 人 被 拓

跋 尽数诛

灭。拓跋

还缴获珍宝畜产无数，名马三十余万

匹，牛羊四百余万头，魏国的实力经

此得到巨大提升。

【虎步中原】

在年轻的首领拓跋 的领导下，

魏国的势力提升迅猛，很快成为中

国北方势力强盛的大国，这让原本

并不将其放在眼里的其他国家感到

如芒在背。其中，以当时北方实力

最强的后燕政权为甚。后燕由同为

鲜卑族的慕容氏首领慕容垂建立，

一度统治今天的河北、山东及辽宁、

山西和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实力盛

极中原。拓跋 复国之初，曾臣服于

后燕，但随着自身实力的壮大，两国

之间一场决定谁是北方之主的决战就

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定都盛乐

登国元年（386），道武帝拓跋 定都盛乐，

建北魏政权。内蒙古博物院“中国古代

蒙古民族”草原天骄展厅中的这组蜡像

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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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后燕开国之君慕容垂已是

垂暮老人，国政由无能的太子慕容宝

统理，各同姓藩王割据虎视，国内四

处危机暗伏。当时，后燕为向魏国索

要名马，扣押了拓跋 的弟弟拓跋觚，

拓跋 予以拒绝并与后燕绝交。这成

为两国战争的导火索。

晋太元二十年（395），后燕首先

挑起事端，慕容宝亲率八万大军攻魏。

拓跋 调集十余万军队迎击，并派人

到后燕军中散布慕容垂已死的谣言。

这一招果然正中后燕大军的要害，慕

容宝等一干慕容族裔不知消息真假，

个个心生不轨，军中遂分裂内讧起

来。拓跋 抓住机会，乘敌之弊，在

参合陂（今山西阳高县东北）一战击

溃敌军，生擒后燕七位藩王，俘虏降

兵四五万之众。为防降兵哗变，拓跋

下令将四五万的降兵尽数坑杀。

事已至此，后燕国君慕容垂只

得拖着病体亲征魏国。慕容垂毕竟

身经百战，拓跋 初战不利，损兵折

将不少，但已似风中曳烛的慕容垂

再也经不起征战之苦，病死途中。

慕容垂死后，后燕不出所料地发生

了严重的内讧，各藩王人人争位，

相互攻杀，国力迅速衰弱下去，再

不是魏国的对手。拓跋 顺势反扑，

吞并后燕的大片领土，带领自己的

国家接管了中原的霸主之位。

公元 398 年，已虎步中原的拓跋

终于在群臣的劝进下宣布称帝，沿

用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同年迁

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他下令效

仿中原文明设置百官，划分行署，制

定各类典章制度、礼仪等。他还大力

发展文化教育，设置五经博士，增收

数千名太学生，把文化水平作为选拔

官吏的重要条件之一。

【身死非命】

就在北魏国力日盛之际，拓跋 却

被多年来征战所累计的恐惧、不安和

过度的紧张彻底击倒，搞得病重多疑，

精神失常。他屡屡臆想有灾异发生，

整日忧懑不安，常常几天粒米不进，

彻夜失眠。喜怒无常的他动辄就责罚

属下，认为所有人都不可信，每天夜

晚不停地自言自语，好像在跟鬼神对

话。许多的朝臣被他无辜处死，还命人

将这些人的尸首都陈列在殿前示众。

拓跋 的疯狂使得朝臣人人自

危，国家日益动荡，他本人也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终于，在

内忧外怨的积聚下，北魏天赐六年

（409），拓跋 被自己的儿子拓跋绍

刺杀，享年三十九岁。

史
臣曰：太祖拓跋 在危难之中韬

光养晦，在潜伏腾跃之际弯曲伸

展，率领族裔，奋发英武，克除难阻，

入主中原，朝见天人神明，登上皇位。

然而艰难厄运有定数，祸乱产生于意料

之外，是人事不足，还是上天导致如此？

呜呼！

论 赞



魏
书

帝
纪

8

【命世之主】

北魏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小字

佛狸，是北魏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拓跋

嗣的长子，太祖道武帝拓跋 的孙儿。

道武帝拓跋 晚年患病精神失常，其

子拓跋绍乘机作乱刺杀了父王，自

立为帝，却得不到朝野上下的支持。

时在外任的太子拓跋嗣秘密潜回京

城，在宫中卫士的协助下杀死了拓

跋绍，继承了北魏皇位，是为北魏

明元帝。明元帝拓跋嗣在位十五年，

延续了拓跋 武力扩张的路线，并发

动了第一次与南朝刘宋政权的战争，

从对手手中夺得了洛阳等战略要地。

但班师后因积劳成疾，三十二岁英年

早逝，将皇位传给了他年仅十六岁的

儿子拓跋焘。

拓跋焘生于北魏道武帝天赐五

年（408），生来体貌特异。道武帝

拓跋 见到这个孙儿后既惊又喜，

说 ：“以后能完成我兴国大业的，必

定是这个孩子”。拓跋焘为人聪明大

度，心胸开阔，对父母十分孝顺。

父亲明元帝患病时，他一直衣不解

带在旁尽心服侍。他生来就没有见

过自己的母亲密太后，等到长大后，

每说起此事就悲痛，哀伤之情感动

旁人，连明元帝听说后都感动不已。

拓跋焘生活节俭朴素，饮食和服饰

只求够用便可，不追求珍奇奢华，

吃饭也只一道菜，连他的爱妃也都

衣着朴实无华。然而孝顺简朴、性

格内敛的拓跋焘，内心中却威武豪

迈，刚毅自律，胸中有金戈铁马、

百万雄兵，有更胜先人的雄韬大略。

北魏泰常八年（423），刚刚结束

对南朝刘宋攻势凯旋的明元帝驾崩，

拓跋焘以太子身份继承皇位，史称北

魏太武帝。拓跋焘延续了先前两代国

君开疆拓土的方略，率领军队继续南

征北战。他有着高超的指挥才能，战

术布置无有不胜，尤其善用骑兵，鲜

卑铁骑在他的指挥下成为了攻无不

克、战无不胜的利器。作战中，他身

先士卒，与将士们同处战阵，身边不

断有人死伤，他也毫无惧色，因此将

北 魏在太武帝拓跋焘的手中达到了军事的鼎盛。他亲率北魏铁骑灭亡了

夏、北燕、北凉等诸多政权，结束了漫长的五胡十六国混战局面，再

次统一中国北方；他马踏漠北，挥鞭塞外，横扫了雄踞蒙古大漠的柔然汗国；

他南征刘宋，饮马长江，夺取南朝大片土地。

世祖太武帝纪

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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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们人人誓死效命，军队所向无敌。

他还善于从行伍中提拔人才，只以才

能取人，不论出身，因而军中人人自

励，战斗力惊人。

在治国理政方面，拓跋焘重用汉

族大臣崔浩，后者被后世称作“南北

朝第一谋略家”；他还善于听取古弼、

高允等忠臣们直言不讳的进谏，以纠

正自己的过失。经过拓跋焘励精图治，

北魏的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统一北方】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登基之初，中

国北方经过多年的战乱纷争，还剩下

五个割据政权，除了北魏以外，分别

是匈奴人建立的夏（又称胡夏）和北

凉、鲜卑族乞伏氏建立的西秦，以及

汉人建立的北燕。其中，以北魏实力

最强。

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426），

拓跋焘开启了他统一北方的征战之

旅。他听说夏国的国君赫连勃勃病

死，子嗣争位不休，于是决定亲率

大军讨灭夏国。大军十月出发，遇

到天气暴寒，行路艰难，拓跋焘命

两万轻骑先行，奇袭夏国都城统万

城。正在一片歌舞升平中的夏国统

治者被突如其来的魏国大军吓得不

知所措，仓皇出战，被北魏军队杀

得大败。北魏军队趁势劫掠城下，

枭首数万，得牛马十余万头。同时，

另一路魏军由大将奚斤率领，顺利

攻下三辅要冲蒲坂（今山西永济市）

和长安。虽然最终没能拿下统万城，

但北魏尽收关中沃野，大胜而还。

翌年，太武帝拓跋焘命人广造攻

城战具，再次兴师十万伐夏。此次，

拓跋焘誓拔统万城，他命轻骑三万舍

弃辎重倍道兼行，先行攻城。统万城

乃是夏国倾尽民力修筑的金石之城，

高十仞，城墙墙基厚达三十步，墙面

刀斧不进，坚固无比。从行群臣都劝

阻拓跋焘说：“统万城坚固异常，非

一朝一夕可以攻下，如今我们轻军前

往，攻不能克，退不能守，不如等步

兵和攻城战具到齐了一齐攻城。”拓

跋焘回答说：“用兵之术，攻城是最

 飞天壁画

飞天，在佛教艺术中被称为香音之神，

是能奏乐、善飞舞、满身香馥的菩萨。

飞天是敦煌壁画中的一大主题，图为莫

高窟第285窟北魏时期龛壁上的双人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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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策。迫不得已，才选择攻城这种办

法。我们如果等到步兵和战具到齐，

对手必然因恐惧而坚守城池，那样我

们就必须打攻城战了。不如以轻骑直

抵城下，对方见我步兵未到，思想上

就会松懈；我故意示弱来引诱他们，

他们就可能会出城迎战，那样的话就

能擒住对方了。我这三万人攻城是显

不足，但用来决战则绰绰有余。”于是，

拓跋焘亲率三万骑兵接近统万城。他

将大部队埋伏在城外的深谷，派少部

分人到城下，向敌军示弱。统万城守

军果然中计，三万步骑兵出城与北魏

军决战。夏军来势汹汹，属下劝拓跋

焘暂避敌锋，拓跋焘却说：“我们远

来与敌决战，就怕他们不出来。今日

既然出来了，哪有躲避的道理？”于

是，他继续将敌人引向包围圈。就在

此时，天空突降暴风骤雨，战场上飞

沙走石，形势对北魏一方极为不利。

身边的侍从苦劝拓跋焘撤走避险，拓

跋焘却毫无退意，引出伏兵，率众与

敌人展开了血战。战斗进行得极为惨

烈，拓跋焘亲陷阵中，搏杀中跌下战

马，差点被夏兵擒住，多亏同族将军

拓跋齐以身遮蔽，殊死力战，才将拓

跋焘救了出来。拓跋焘换马再战，亲

手格杀夏国的尚书斛黎文，又连杀了

十余名敌人骑兵，被流矢射伤，仍然

奋战不退，魏军上下深受鼓舞，终于

将夏军杀败。夏国新君赫连昌出逃，

太武帝拓跋焘率军攻克统万城。

攻下统万城，夏国已是气数无

多。此后的几年间，太武帝拓跋焘不

断出兵攻取夏国余境，俘虏了国君赫

连昌。夏国余部败退无地，于是转而

攻向鲜卑族乞伏氏建立的西秦政权谋

求生存空间。北魏神 四

年（431），夏国新君赫连

定攻陷西秦的南安城，西

秦国君乞伏暮末出降，西

秦王国灭亡。

同年，已是强弩之

末的夏国君臣在为躲避

北魏而继续西迁的途中，

遭遇西域的吐谷浑汗国

的突袭，赫连定被擒，

夏国灭亡。

西秦和夏相继灭亡，

 统万城

统万城位于陕西和内蒙古交界的毛乌素

沙漠深处，是目前唯一遗存的匈奴都城。

统万城依地势而筑，虽是土城，却有着

石城一样的抗毁性，是中国历史上少数

民族建筑的最完整、最雄伟的都城之一。

由于被埋藏于沙漠之下，统万城直到清

朝后期才被人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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