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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真人万里拜谒成吉思汗

金、 元两代的统治者都是先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发展起来， 最后入主中原的。 他们原有的政治、 经济和文

化水平都落后于汉族， 因此， 统治手段较为落后， 为了巩

固和加强对中原的统治和管理， 他们不得不学习汉族的统

治方法， 接受汉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 因此， 金、 元两

朝都扶持宗教以便控制民众， 而处于战乱之中的人们也需

要宗教信仰帮助自己得以解脱。 金、 元之际的道教就在这

样一个大背景下得到了发展。 因为宋代推崇道教， 宋徽宗

甚至自号 “道君皇帝”， 并因此导致了诸多弊端， 朝野和民

众对道教产生了不信任感； 故南方天师道 （正一教） 在南

宋及金、 元时期发展趋于停滞。 而在金元控制的北方， 因

为上述等诸多原因而发展形成了三个道教新派别： 全真教、

大道教、 太一教， 其中以全真教最为兴盛。

全真教的创始人为金代著名的道士王重阳 （公元

１１１２—１１７０ 年）， 他在山东传有七大弟子： 邱处机、 马钰、

谭处端、 刘处玄、 王处一、 郝大通、 孙不二， 尤以邱处机

影响最大。

邱处机 （公元 １１４８—１２２７ 年）， 元代著名道士， 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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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真人。 他二十岁时拜王重阳为师， 苦修多年， 声名满天

下， 南宋、 金、 蒙古三国皇帝都争相结交他。

蒙古伐金后， 北方地区战乱频繁， 幸存的人们更多地

依附全真教寻求寄托； 邱处机掌教时 “全真教徒满天下”，

成为各种势力都想拉拢和利用的对象。 “一代天骄” 成吉思

汗在西征中， 专门派人到山东邀请邱处机。

在成吉思汗的不断诏请下， 已七十三岁的邱处机于公

元 １２２１ 年二月从宣德州 （今河北宣化） 出发， 先奔东北，

至呼伦湖； 然后向西横穿蒙古高原， 翻越阿尔泰山， 再沿

天山北路西行渡过阿姆河， 于 １２２２ 年四月到达大雪山成吉

思汗行营。 行程历时一年零两个月； 如从莱州动身算起，

则途中历时四年。

成吉思汗视邱处机为神仙， 让他住在自己帐篷旁边的

帐篷中， 并特许他见面不用跪拜。 邱处机以七十多的高龄，

远行万里来见成吉思汗， 主要的目的之一是想劝导蒙古军

队不要乱杀人， “拯亿兆于沧海横流之下”。 他讲道三次，

并多次劝说成吉思汗： 统一天下者， 必在乎不嗜杀人； 治

国之方， 以敬天爱民为本； 长生之道， 以清心寡欲为要。

成吉思汗虽然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 但自认为难以做到。

公元 １２２３ 年二月， 邱处机启程东返， 于第二年二月到

达燕京 （今北京）。 成吉思汗虽然没有听从邱处机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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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允准全真教人可以免除赋税， 并任命邱处机总管天下道

教， 企图利用他在广大教徒中的威望来发展和加强自己对

中原地区的统治。

全真教的祖师王重阳规定： 本门弟子不得做官， 永远

安居于民间。 邱处机根据当时的天下大势， 改变了这一教

条， 主动与统治者合作， 改革全真道教， 得到了朝野的普

遍支持， 使全真派一时发展达到兴盛空前的境地。

邱处机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他西游其间写了不少诗

篇， 诗作反映了成吉思汗征西域的 “后果”。

３



木华黎经略中原

在大蒙古国的开国功臣中， 木华黎与博尔术、 博尔忽、

赤老温一起号称 “四杰”。 他是大蒙古国的杰出统帅和谋

臣。 是能给成吉思汗以重大影响的少数几个人物之一。 在

大蒙古国发展到元王朝的历史进程中， 木华黎经略中原是

重要的一步。

１２１７ 年 ８ 月， 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 国王、 都行

省承制行事， 赐誓券、 黄金印。 这里黄金印上面刻的 “太

行以北， 腾朕自经营， 太行以南， 卿其勉之。” 又把九游白

旗交付给他， 并对诸将说： “木华黎树起这面旗帜， 发号施

令， 如同我亲临一般。”

当成吉思汗西征时， 木华黎就全力经略中原。 成吉思

汗西征带走了蒙古军的主力， 木华黎分得的蒙古军仅 １ ３ 万

骑， 此外有契丹人、 女真人和汉人组成的军队约 ７ ７ 万人。

由于战事的需要， 木华黎从蒙古军中抽出一部分人， 加上

汪古等部的军队， 另行编组了探马赤军， 充当前锋， 当木

华黎受命为国王时， 他麾下的军队共约 １０ 万余人， 控制着

燕京、 西京 （今大同） 及其以北地方。

木华黎受命以后， 当即在燕京、 西京设置行省， 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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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地方以南的河北、 山东、 山西各地发动进攻。 到 １２２１

年夏， 他的军队已经攻下黄河以北的绝大部分地方。 这年

秋冬之际， 他开始部署进兵秦陇。 １２２２ 年 １０ 月， 进占河中

（治所河东， 今属山西永济）， 建河东南北路陕右关西行台。

接着， 渡河攻下蒲城， 一军进击长安， 又一军进击凤翔，

但未能成功。 １２２３ 年 ３ 月， 木华黎渡河东返至闻喜县 （今

属山西）， 病重而亡。 临死前， 他对弟带孙说： “我协助国

家建树大业， 东征西讨达 ４０ 年， 没有什么遗恨， 只是恨汴

京还没有攻下！” 他死后， 他的儿子李鲁袭为国王， 继承他

的未竟事业。

木华黎虽然没有攻克汴京， 灭亡金国， 但是他已为蒙

古统治中原打下了基础。 他在 １２１７ 年以后的军事行动中改

变屠杀抢掠和占而复撤的做法， 力图长期占领和统治中原

地区。 为此， 他注意召民耕种， 恢复农业生产， 并大力收

附汉族地主武装势力。

蒙古开始伐金以后， 铁骑所到之处， 杀掠十分严重，

撤军时， 金帛、 子女、 牛羊马畜， 统统席卷一空， “屋庐焚

毁， 城郭丘墟”。 败逃的金兵也大肆抢掠， 残害百姓。 兵荒

马乱之际， 盗贼蜂起， 又不断骚扰地方。 这样， 黄河以北

的广大地区处于 “荡然无统” 的局面之下。 现在， 木华黎

再次挥师南下， 虽然难免还有杀掠， 但变化也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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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１２１８ 年 ９ 月蒙古军攻下太原， “不嗜戕杀， 恣民耕稼”，

镇守在这里的将领， 修葺城市， 让市肆照常进行。 １２２０ 年，

汉族大将史天倪进言： “如今中原一带地方大致攻下了， 但

我们的军队经过一个地方还要抢掠， 这不符合 ‘王者吊民

伐罪’ 的意思。 国王要为天下除暴， 不能继续这样做了。”

木华黎听从了这个意见， 下令禁止掳掠， 凡掳获的老人幼

童， 都遣返乡里， “敢有剽虏者， 以军法从事。” 从此， 他

的麾下建立了禁止剽掠的新纪律， “军中肃然， 吏民大悦”。

蒙古攻金以后， 特别是 １２１４ 年金迁都南京 （汴京， 今

开封） 以后， 黄河以北地区， 金不能有效地控制， 蒙古也

未牢固占据。 在混乱之际， 留守的金朝官将或地方豪强纷

纷成为各占一方的武装割据势力。 木华黎原来在长城以北

就收附了一批契丹、 女真、 汉人的地方武装首领， 其中史

天倪、 石天应等成了自己得力的部将。 木华黎再次挥师南

下时， 就更加注意各地汉族的武装势力。 他手中的 １０ 万军

队只能驻在战略要地和用于大的战役行动， 不能分散到广

袤几千里的战线上去， 他缺乏为了建立长久的统治而必需

的大量的治理人才。 于是采取了 “招集豪杰， 勘定未下城

邑” 的做法。 凡是归降的汉族地主武装首领， 一概让他们

依旧管辖原有的地盘。 如是金方官将， 或者维持原职， 或

者授以更高职位， 如是平民， 按势力大小授以新职。 在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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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金弱的形势下， 越来越多的汉人地主武装首领归向木华

黎。 其中， 如燕南张柔、 山东严实等人的归附都对大局有

重大影响。

在木华黎的进攻下， 金的州县机构普遍瓦解。 １２１８ 年

平阳 （治所临汾， 今属山西） 失守后， 金在黄河以北不能

再置统一的军政机构。 金廷也采取向地方官将和豪强授以

高衔， 支持他们 “统众守士”、 “各保一方” 和恢复失地的

政策。 １２２０ 年 ２ 月， 金帝进一步封九个地方首领为公， “九

公” 都兼宣抚使， 并明确诏示： 除已划定所管州县外， 如

能收复邻近州县， 也令管属。 但是这些受金册封的 “公”

实力有限， 互相又不统摄， 所以在同蒙古方面周旋一阵以

后， 不是向蒙古投降， 就是被蒙古执杀， 或者逃奔河南，

或者退守一隅， 最后还是不免被消灭的命运。 “九公” 之

中， 武仙最为强盛。 武仙所据的真定一带是蒙金双方反复

争夺的地方。 １２２０ 年 ８ 月武仙以真定降于蒙古， 但 １２２５ 年

又投向金国， 在蒙古军队讨伐下， 只好逃奔汴京。

木华黎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汉族地主比较愿意接受

的政策使一大批汉族地主武装势力倒向了自己， 并逐渐消

灭了投靠金方的地主武装。 在他死后， 他的这些做法也为

他的后继者所承袭。 这样， 蒙古对中原地区的占领就开始

稳定下来了， 蒙古贵族与汉族地主对中原地区的联合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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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始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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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匠” 耶律楚材

西汉的陆贾说过， 可以骑着马打天下， 却不能骑着马

治天下。 蒙古人进入到中原以后， 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原来他们是靠放牧为生的， 而现在来到了以耕种为生的中

原； 原来他们还处在奴隶社会， 现在却来到了封建社会。

他们是怎样来治理好天下的呢？ 功劳应该归 “治天下匠”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契丹人， 但是他精通汉族文化， ３ 岁的时

候， 他父亲就死了， 是他母亲把他抚养、 教育成人的。 他

从小就读了很多书， 掌握了天文、 地理、 历法、 数学、 医

学以及三教九流等许多方面的知识， 成为一个博学的人。

公元 １２１５ 年， 成吉思汗攻下中都， 听说耶律楚才很有才能，

就下令召见他。 成吉思汗见他长得很高大， 留着漂亮的长

胡子， 就叫他 “吾图撒合里” （蒙古语长胡子的意思）， 把

他留在身边办事。

耶律楚材得到了成吉思汗的信任后， 就劝他用儒教来

治理国家， 但成吉思汗光顾着打仗， 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这时一个善于造弓的能匠常八斤非常嫉妒他， 就对成吉思

汗说： “现在正在打仗， 像耶律楚材这样的读书人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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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耶律楚材说： “造弓还要造弓匠呢， 治理天下难道不

要 ‘治天下匠’ 吗？” 成吉思汗觉得很有道理， 就更加信任

他了。 后来他对窝阔台说： “这个长胡子是上天赐给我家

的， 以后你要把国家大事交给他去治理。”

成吉思汗死后， 窝阔台即位当了大汗。 耶律楚材就按

中原王朝的统治， 定了一个礼仪制度， 要求皇族的人和大

臣们见了皇帝都要下拜。 这样， 皇帝才是个皇帝的样子，

大臣才像个大臣的样子。

蒙古进入中原以后， 很多人还想用过去的老办法来统

治。 有个叫别迭的大臣说： “汉人对我们一点儿用处也没

有， 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杀光， 让田地长起绿草， 好让我

们去放牧。” 耶律楚材却对窝阔台说： “这样广大富饶的地

方， 怎么说没有什么用呢？ 大汗您不是要攻打金国吗？ 如

果您让我来征收这里的赋税， 我一定能满足您的需要。” 窝

阔台说： “好吧， 我让你试一试。” 耶律楚材立刻定下了中

原的地税、 商税和盐、 铁、 酒、 土产等税， 并在燕京设立

了十路征收课税使。 为了防止和民政分开， 设长吏专门管

理老百姓， 设万亡府专门管理军政， 设课税所专门管理征

收赋税， 第二年， 耶律楚材就征收了白银 ５０ 万两， 绢 ８ 万

匹， 粟 ４０ 万石。 他把征收的簿籍交给窝阔台， 窝阔台看了

非常高兴， 说： “你的本事真大， 整天在我身边， 却能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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