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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不拘一格用人才

（辽 代）

第七节 喜看云中万家合

辽西京南依北宋疆域，北扩大漠诸部，西傍夏国领土，东去辽人旧境，这里各
族部落众多，人民迁徙频繁，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兄弟，共同承担起保卫和建设
这块热土的重任。在辽朝这个多民族组成的封建国家中，西京既是一个民族多样
化，文化多样性的典型区域，更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文化大发展的样板地区。

一、民族
在辽建国的二百多年间， 契丹民族始终是辽国大地上的统治阶层和主体民

族。 辽国中央政权委派到西京各地的京城留守、 节度使、 刺史、 县令以及管理
契丹移民部落的惕隐、 夷离毕、 林牙、 石烈等一系列军政官员， 大都为契丹部
族成员， 有不少还是契丹皇族。

契丹是个古老的民族， 很早就与大同地区发生着政治经济文化交往， 《魏
书·契丹传》 记载： “显祖时， 使莫弗纥何辰奉献， 得班飨于诸国之末。 归而
相谓， 言国家之美， 心皆忻慕， 于是东北群狄闻之， 莫不思服。” 述说了契丹
先祖仰慕平城文化的故事。 唐朝中期官拜云中太守的李光弼是契丹民族的优秀
儿女， 他在平定安史之乱安抚伪大同军使高秀岩等人时， 立下汗马功劳， 是唐
朝中兴的重臣之一。

契丹建国之后， 随着辽国军队对山后九州的有效占领， 契丹部落就开始不
断南移内迁， 落脚到雁门关外的广袤大地， 成为镇守这一方土地的主要力量。

诸如神册元年 （916） “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 尽有其地。 遂改武州为归化州，
妫州为可汗州， 置西南面招讨司， 选有功者领之” （《辽史·太祖纪》）， 会同元
年 （938） 契丹五院部和六院部的部民 “部隶北府， 以镇南境” （《辽史·营卫

不拘一格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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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整体迁徙到云州、 归化州之间的北府辖区， 加强那一带的防卫。 会同二
年 （939） 乙室部 “更夷离堇为大王， 隶南府， 其大王及都监镇驻西南之境”
（《辽史·营卫志》）， 也内迁到西京南部的南府辖区。 辽圣宗年间， 为了防御西
夏的进攻， 契丹突吕不部奉命由长春州游牧地 （今吉林前郭） 迁移到西京道黄
河两岸的金肃军， 辽天祚帝曾于保大三年 （1123） “冬十月， 复渡河东还， 居
突吕不部” （《辽史·天祚帝纪》）。

来到西京各地的契丹部族不留恋城镇闹市， 不争夺良田沃野， 而是选择依
山傍水的郊甸安营扎寨， 别辟新城设置石烈， 他们一边放牧围猎， 一边屯田戍
边， 保障了辽国领地的安全和繁荣。 契丹民族的大批南迁， 加强了西京各地的
开发力度， 使过去一些野兽出没， 荆棘丛生的荒芜地带， 逐渐转变为适宜人类

居住的牧场和良田。 有辽一代的二百多年间， 许多契丹部族已经逐渐由南迁部
落转化成为西京大地上的土著居民。 难怪不少史学家在记述辽代南府、 北府、
乙室王府的一些名人后代时， 往往把他们作为西京某地人氏。

随同契丹部族南移内迁进入西京地区的还有其他一些部落群体， 如奚部、
室韦部和渤海部。 《辽史·地理志》 载： “可汗州， ……贞观八年改妫州。 五
代时， 奚王去诸以数千帐徙妫州， 自别为西奚， 号可汗州； 太祖因之。” 辽建
国初， 因战争移居奉圣州望云县东 （今河北赤城北） 的奚人讹仆括部， 后来被
差遣到西京倒塌岭 （今内蒙古阴山中段） 节度使司戍卫。 辽代各个时期， 部落
人口进入西京州县的也大有人在， 《辽史·景宗纪》 载： “应州、 朔州节度副
使奚军小校隘离辖、 渤海小校贯海等叛入于宋， 籍其家属， 分赐有功将校。”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上述州郡担任军官的奚部和渤海移民， 是和家属或家族一道
内迁的。 而他们所率领的奚军及渤海军士兵， 在上述州县也会有不少。 这从一

个方面印证了 《契丹官仪》 所述 “其有居雁门之北， 似是契丹别族” 的说法。
辽西京位于辽国的西部边境， 这一带还有着隋唐五代时期内迁并定居的突

厥、 吐浑、 党项、 小蕃、 沙陀、 阻卜 （鞑靼） 等多个少数民族群体， 如 《辽
史·太祖纪》 载神册元年 （916） 七月， 耶律阿保机深入代北 “亲征突厥、 吐

浑、 党项、 小蕃、 沙陀诸部， 皆平之。 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 铠甲、 兵
仗、 器服九十余万， 宝货、 驼马、 牛羊不可胜算。 八月， 拔朔州， 擒节度使李
嗣本。 勒石纪功于青冢南”。 因而西京各地是辽国境内民族最多样化， 文化最
复杂化的地区。

辽西京地区的汉族人口众多， 主要居住在辽西京的内外长城之间， 历史上
一直是这一带的主体民族， 也是辽西京辖区人口密度最大、 人口数量最多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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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成分。 因历史和地域的缘故， 辽西京地区的汉族早在辽朝建立之前就曾与移
居到代地的突厥、 吐浑、 沙陀、 回鹘、 党项以及契丹、 奚部、 阻卜等部落有过
长期交往和杂居的经历， 甚至多有部族间的相互通婚， 因此对于其他民族的习
俗并不感到稀奇和陌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辽西京地区的汉族， 有不少家庭或
多或少地带有匈奴、 鲜卑、 乌桓、 突厥、 吐浑、 沙陀、 党项等各个部落的血
统。 就在契丹建国的同时， 云朔一带涌现出的五代历史名人， 多民族血统的现

象还非常普遍， 如李嗣源 （沙陀血统）、 折从阮 （党项血统）、 李存信 （回鹘血
统）、 张万进 （突厥血统）、 李金全 （吐浑血统）、 白奉进 （阻卜血统） 等等。
因此， 西京各地汉族群众最容易接受和亲近其他各民族部落， 最容易拉近各部
落之间的亲密关系， 融合各民族之间的不同文化。

从辽太祖、 辽太宗时起， 辽廷听取汉族士大夫智囊团的建议， 大胆地制定
并实施了 “因俗而治” 的民族怀柔政策， 采取 “官分南北， 以国制治契丹， 以
汉制待汉人。 国制简朴， 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 辽国官职， 分北、 南院， 北
面治宫帐、 部族、 属国之政， 南面治汉人州县、 租赋、 军马之事。 因俗而治，
得其宜矣” （《辽史·百官志》）。 这项 “因俗而治” 的国策， 较好地处理了游牧
民族、 农耕民族、 狩猎部落、 属国属地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西京、 南京等汉族
聚居区、 东京等地的渤海人聚居区和上京、 中京地区汉族移民区的稳定治理和
民族融合，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辽时的西京， 契丹、 奚部、 渤海、 突厥、 沙陀、 吐浑、 党项、 阻卜等新老

部族及汉人虽然各自保持着较为独立的群体格局， 但通过军事集结、 游牧狩
猎、 贸易往来等等社会活动， 各民族之间产生着相当频繁的社会交往， 进而通
过西京这个整体社会构架将各民族和各部落紧密的组合到了一起。 比较典型的
是在访辽宋人的笔录中， 表述有许多部落群体以及他们的后代都能够流利地使
用汉语言来相互交流， 表达情感， 而西京地区的各级官员， 也都能够运用汉语
官话和官方文字来处理公务。 尤其当一些部族与另外的部族不能以各自的民族
语言互相沟通时， 还统一以汉语作为沟通或翻译的工具来进行相互间的联系。

作为辽代的主体文化， 契丹民族文化也无时不在影响着内地民族。 西京各

地谋取和接受契丹王廷赐予国姓的汉人不在少数， 史料记载与西京有关的人就
有西南面招讨都监陈昭衮、 北院宣徽使刘霂、 山西路都转运使李俨、 宋大同军
节度使王继忠等等。 在西京各地， 除 《辽史》 记载陈昭衮 “工译鞮” 之外， 不
少汉族人士都能够熟练地使用契丹语言。 就连出使辽西京的北宋官员余靖， 也
在西京各族官员的影响下， 学习使用契丹语言并得到辽兴宗皇帝的青睐。 辽重

不拘一格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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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十三年 （宋庆历四年， 1044） 余靖以北宋右正言正旦使身份第二次出使契
丹， 在辽兴宗举办的庆寿宴会上， 余靖即席作汉语契丹语合璧的祝寿诗， 令辽
兴宗非常高兴， 举杯道： “卿能道， 为卿饮。” 余靖从容吟道： “夜筵设逻
（丰盛） 臣拜洗 （受赐）， 两朝厥荷 （和睦） 情斡勒 （厚重）， 微臣雅鲁 （拜舞）
祝若统 （福佑）， 圣寿铁摆 （嵩高） 俱可忒 （无极）。” 辽兴宗听罢拊掌大笑，
两度向他举杯祝酒。 从 《契丹国志》 记载西京地区发生的这件外交逸事来看，

足以说明西京各地汉文化和契丹文化融合的十分和谐。
辽初， “因俗而治” 的契丹国策， 不但集中反映在民政安置上， 同时还体

现在辽代法律的制订和实施上。 契丹建国后， “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 汉人则
断以 《律令》， 至太宗时， 治渤海人一依汉法， 余无改焉”。 然而， 部落习惯法
和汉地律令法在共同实施的过程中， 处理相同案件判罚轻重悬殊， 使辽王朝法
律的公正性大打折扣。 随着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 曾备受推崇的 “因俗而治”
也遭遇了一系列的变革而最终形成 “凡合于 《律令》 者， 具载之； 其不合者，
别存之” （《辽史·刑法志》）。 在辽朝建立健全法制的过程中， 西京应州人刑部

郎中邢简和他的儿子翰林学士承旨邢抱朴多有贡献， 尤其是邢抱朴曾于统和九
年 （991）、 统和十四年 （996） 两度在南京平决滞狱， “人无冤者”。

二、 宗教
辽代统治者信仰佛教， 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五京之中， 都建有相当规模的佛

寺。 然契丹王朝在 “因俗而治” 国策的指导下， 允许不同的宗教和艺术兼容并
蓄。 因而佛教、 道教、 儒教、 伊斯兰教、 景教、 萨满教以及其他一些宗教， 在
辽西京都有着各自的席位， 进而形成一个因俗而兴， 文化兼容的社会。

作为北方五京之一， 西京的佛教在辽朝历代皇帝的推动下， 迎来了北魏建

都以来的又一个发展高峰。 云州升格西京前后的重熙年间 （1032~1055）， 辽王
朝就在这里大规模修建华严佛寺， 直到清宁八年 （1062） “奉安诸帝石像、 铜
像”， 使之不仅成为西京地区的佛教圣地， 更成为辽朝帝王的皇室家庙。 萧观
音被立为懿德皇后之后的清宁二年 （1056）， 又于西京应州建造木塔作为后族
家庙。 当时， 西京各地的知名佛寺不下百余处， 仅在京城之内及京畿地区就还
建有天王寺、 普恩寺、 禅房寺、 南堂寺、 涌泉寺、 观音堂等各类寺庙。 辽道宗
加封守司空的高僧法钧， 《全辽文》 记载其曾为云中住持； 还有名僧惠鉴、 守

志、 守道等， 从 《辽史》 行文来看都应是西京寺院的长老； 辽代高僧云中人杜
法幢撰著的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 在全国广为流传。

西京道教在辽代很有起色。 神册三年 （918） 五月，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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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诏建孔子庙、 佛寺、 道观”。 清顺治 《云中郡志》、 清乾隆 《大同府志》 等
史料记载， 位于鼓楼西侧的湛然坛 （后称太宁观）， 是辽西京兴建的一座大型
道教寺院， 在全国很有影响， 明洪武初利用其房舍改为大同县治。 位于府治之
东的龙翔宫， 也是辽代兴建的颇具规模的道观。 另外， 著名的恒山寺庙群也一
直以佛、 道、 儒三教共存， 三教合一而著称。 辽圣宗一向重视山西诸州的发
展， 太平五年 （1025） 他任命 “道士冯若谷加太子中允， 耶律晨武定军节度

使， 张俭彰信军节度使， 吕士宗礼部员外郎， 李可举顺义军节度使。”
辽与回鹘阿萨兰、 大食、 波斯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往来密切， 辽

皇室还与大食、 回鹘有过通婚。 西京作为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第三个起点，
北方丝绸之路的创立之地， 是这些西域国家往来东方的必经之地。 有学者认
为， 统和十四年在 （996） 辽南京创建牛街礼拜寺的西域穆斯林， 势必在辽西
京有所逗留， 他们对唐贞观二年 （628） 创建的辽西京清真寺必然有所关注，
也必然与当时的大同穆斯林有所交往。 同时， 他们在途经西京归化州时， 将西
方回回历的星宿图传播到了那里。 从大同出土的西域玻璃器上， 也能够确定西

域穆斯林曾光顾过辽西京。
儒教历来是中国的国教之一， 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 孔庙不同于其他庙宇

之处是每年都会定期享受官方举办的祀典， 除契丹建国之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
下诏建孔子庙之外， 清宁六年 （1060） 辽道宗也曾下诏 “命以时祭先圣先师”。
辽西京设有国子监和国子学， 又属于传统的汉文化地区， 是辽代尊孔崇儒人数
相对较多的地方。 即便没有入学识字的普通百姓， 对孔孟之道也都深怀敬畏，
倍加尊崇。

三、 教育

在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背景下， 大同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并未因归辽之后
契丹统治者文化迥异而削弱滞后， 相反因辽建西京而得以不断加强， 较隋唐五
代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

辽西京国子学是辽朝设在大同的高等学府， 这是大同地区继北魏建都之
后， 在这里再次设置的国家高等学府。 西京国子学作为西京地区的文化人才
摇篮， 源源不断向国家输送着高级文化人才， 促进了辽代社会的整体发展。
封建王朝的京学， 形式上都是贵族学府， 招收的生源主要来自西京各地军政
界任职的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僚的子弟， 即那时所谓的 “国子” 们。 在生源的
出身门第基本确定之后， 国子学还对入学员额、 生员年龄、 属地管理上有所

限定， 学员绝对没有自主择校的权力。 普通百姓家庭即便涌现出 “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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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才”， 也是难入其门的。 辽西京国子学的设立， 一方面承担了辽王朝赋予
的京城学府功能， 成为辽代全国性的儒学教育中心和文化学术中心。 另一方
面也为契丹贵族学习中原文化提供了合理渠道， 为辽代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
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国子学之下， 辽王朝还在全国条件成熟的地区设立州学和县学， 与北宋
王朝一道共同掀起了我国设立州学县学的热潮。 《辽史·百官志·州学》 载： 西

京道设有州学的地方为 “八州： 弘、 德、 宁边、 归化、 可汗、 儒、 武、 东胜”。
明王圻 《续文献通考》 也说： “时五京、 黄龙、 兴中二府， 及诸州县皆有学。”
清厉鹗 《辽史拾遗》 又称： “道宗诏设学养士， 于是有西京学， 有奉圣、 归
化、 云、 德、 宏、 蔚、 妫、 儒等州学。 各建孔子庙， 令博士、 助教教之， 属县
附焉”。 州学之下的县学， 据 《辽史·百官志》 记载也设有博士和助教， 是各地
县学的主管官员和教学人员。 另清 《大同府志·学校》 载 “浑源州儒学： 创始
莫可纪考， 历辽及金， 仅存殿宇， 元初州守田治增建”。 “应州儒学， 在州治
西南隅。 旧在故城西北， 创自辽清宁间”。 明 《大同府志·艺文》 收元翰林修撰

李冲略 《应州重修学记》 说： “学之兴始于辽之清宁， 迄于天庆间”。 说明这
两个地方也都在辽代创建了州学或县学。

官办教育之外， 西京一带还开创了辽代私学书院教育的先河。 清乾隆 《大
同府志·古迹》 载应州 “龙首书院： 在州治西南， 辽翰林学士邢抱朴建， 今儒
学是也， 东为 ‘一经楼，’ 抱朴母陈夫人教子读书处”。 应州龙首书院得名于州
境的龙首山， 为当地名胜。 龙首书院是迄今所知辽代最早创立的书院， 也是辽
朝史料中唯一记载的北方书院， 设立时间不会晚于邢抱朴去世的统和二十二年
（1004）。 《百度百科·书院》 条说： “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 为开

元六年 （718） 唐玄宗在东都洛阳的丽正书院。 宋代书院的兴起始于真宗大中
祥符四年 （1011） 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 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 在北宋盛极一
时， 这时候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 由此可见， 相对于宋朝境内的众多书院，
辽朝龙首书院也是其时创建较早的一座书院。

西京地区还涌现出了当时的家学教育模范。 《辽史·烈女传》 记载的邢简
妻陈氏 “涉通经义， 凡览诗赋， 辄能诵， 尤好吟咏， 时以女秀才名之。 年二
十， 归于简。 孝舅姑， 闺门和睦， 亲党推重。 有六子， 陈氏亲教以经。 后二子
抱朴、 抱质皆以贤， 位宰相”。 被树为辽代贤妻良母， 家学教育典型的陈氏夫
人， 除本人博览诗赋， 涉通经义之外， 最大的成就是她亲自在家中辅导 6 个孩
子学习文化， 使他们都成长为辽代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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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是封建时代最高的国家教育管理机关， 辽在西京设立国子监， 始终
是大同历史上引以为自豪的大事。 有关辽代国子监， 《辽史·百官志》 国子监
条载： “上京国子监， 太祖置。 祭酒、 司业、 监丞、 主簿。 国子学， 博士。 武
白为上京国子博士， 助教。” 《辽史·地理志》 上京道条说： “南曰临潢府， 其
侧临潢县。 县西南崇孝寺， 承天皇后建。 寺西长泰县， 又西天长观。 西南国子
监， 监北孔子庙， 庙东节义寺。” 《辽史·道宗纪》 载清宁六年 （1060） 六月，

“中京置国子监， 命以时祭先圣先师。” 另 《辽史·百官志》 五京学职名总目条
载： “道宗清宁五年， 诏设学养士， 颁经及传疏， 置博士、 助教各一员。 上京
学。 上京别有国子监， 见朝官。 东京学。 中京学。 中京别有国子监， 与朝官
同。 南京学。 亦曰南京太学， 太宗置。 圣宗统和十三年， 赐水硙庄一区。 西京
学。” 其中仅有辽上京和辽中京国子监及五京国子学的记载， 没有辽南京、 东
京、 西京设立国子监的记述， 更没有西京国子监的设立年代。

然而西京国子监毕竟是辽代三处国子监之一， 有众多史料记述了它的存
在。 明正德 《大同府志》 收左通政杜楠 《重建大同府县学记》 说： “大同古云

中地， 府县学旧在府治东， 即魏之中书学， 金之女真太学， 辽之国子监也。”
清乾隆 《大同府志》 说： “大同府儒学， 府城东南隅， 旧学在府治东， 即元魏
中书学， 辽西京国子监， 金时之太学， 元之大同县学也。 明洪武八年， 建为府
学， 二十九年以府学为代藩府第， 改云中驿为府学， 即今学也”。 这些记载明
确了辽西京国子监的具体位置和历史沿革。 结合辽的政治中心前期为上京临潢
府， 后期是中京大定府， 晚期则为西京大同府的格局， 辽西京国子监很可能设
置于辽天祚帝天庆年间被迫转移政治中心 “至西京” 前后。 其时上京国子监和
中京国子监的原班人马， 因战乱随天祚朝廷逃离沦陷区到达西京， 将国子监与

西京学合为一处并继续履行国家科举考试 “放进士” 等学监功能， 成就了辽西
京国子监的设立。 辽朝后期国子监设立在西京， 大大加强了西京地区文化教育
发展的步伐， 使西京地区蓄积的儒家人选得以爆发式的出人头地。 从辽末西京
地区产生的若干知名进士来看， 如生活于辽末金初的云中人孟唐牧、 丰州人边
贯道、 应州人李正臣、 蔚州广灵人魏鉴、 朔州宁远人虞仲文 （1069~1124）、 应
州金城人康公弼 （？ ~1124）、 大同天成人苏京 （？ ~1129）、 朔州善阳人宁鉴
（1058~1104） 及其子宁喜孙、 宁郑九、 奉圣人沈璋 （1090~1149） 等， 他们的
成才或者与就近设立的西京国子监有关。

西京学和各地州县学的全面设立， 私家学堂书院和家庭教育的有效补充，

使西京地区在辽代有了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 掀开了大同教育史上辉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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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随后西京国子监的设立， 使大同更加成为全国教育体系的领军地区， 这在
中国教育史上是不容忽视的。

四、 文艺
多民族文化环境促进了文化变革， 契丹人、 汉人以及其他各族人民在固有

文化的基础上， 契丹字与汉字同时并用， 共同创造了风格韵味独特， 内容丰富
多彩， 时代特色浓郁的辽代文化， 促使西京在文学、 史学、 艺术等各个方面取

得了可观的成就， 对祖国文化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京在辽代文学范畴的地位备受关注。 移居西京地区的契丹后裔萧柳、 萧

孝穆、 萧观音、 耶律孟简、 耶律谷欲等人， 都是名扬千秋的辽代文学巨匠。 清
《大同府志》 将耶律孟简列入 《游寓》， 说他 “六岁赋 《晓天星月诗》， 应声而
成， 既长， 善属文。 ……谪巡磁窑关。 时虽以谗见逐， 不形辞色。 遇林泉胜
地， 终日忘归”。 从小生活在朔州的女才子萧观音， 所著 《回心院》、 《咏史》、
《谏猎疏》 等作品后人评价很高。 西京地区及第的各族进士， 在诗赋方面各有
特色， 佳作颇丰。 在辽代文学作品后世遗存不多的现状下， 考古工作者于

1974 年在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中发现了辽代雕版刻经 《契丹藏》 12 件及其他经
籍刻本 35 件， 辽代刻版彩印佛像 6 件， 刻本 《蒙求》 与杂刻 8 件， 辽人写经

30 件， 辽代绘画 1 件， 这批珍贵文物一下子丰富了辽代的文学宝库， 其中
《契丹藏》 等大藏经刻， 成为展现辽代文字、 翻译、 书法的佛教文学巨著； 而
一本儿童启蒙课本 《蒙求》， 也成为世间唯一的辽版书籍。 陈述先生辑录的
《全辽文》 中， 西京文学名士所撰作品及有关西京的文学遗存也有不少， 内中
仅西京文物题记， 就有统和十八年 （1000） 《陁罗尼幢记》、 重熙七年 （1038）
《大同县薄伽教藏木梁题记》、 大康二年 （1076） 《普同塔经幢记》、 寿昌五年

（1099） 《义冢幢记》 等等。
辽西京的民间故事、 历史传说、 歌谣俗讲等口头文学也很丰富。 以西京地

区辽宋战事为题材形成的传说， 把萧太后、 萧天佐、 萧天佑、 穆桂英、 杨家
将， 潘仁美等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形象， 以民间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并由后人加
工成文学演义， 不但成为历代不可或缺的文学题材， 甚至还拓展到戏曲、 说唱
等艺术领域。 大同地区留下的太后梳妆楼 （在大同城）、 穆桂英坡 （在口泉
镇）、 焦赞寺 （在云冈西）、 点将台 （在恒山）、 金沙滩 （在怀仁南）、 六郎城
（在广灵）、 萧太后城 （在灵丘） 等历史地名， 更让文学演义找到了植根的土
壤。 尤其浑源李峪这个曾经作为契丹乙室部族的驻牧防守之地， 竟然留下了穆

柯寨、 误阵坡、 落子洼等多处与穆桂英传说有关的地名， 而李峪本身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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