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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言 1

前
--E 

一、《中国西北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内的中望西北地区，占有国土面

积的三分之一，中华民族成分的大多数。它是中华先民和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在中国考古学上，已经展现了从蓝国猿人到大地湾前仰韶文化、伸韶文

化、陕西龙也文化、齐家文化，再到周秦文化的严整序列。进入文明时代后，

勇人开发，秦人继武，民羌等西戎民族辑骋于边疆地区，现天梧地，园地制

宜，发展生产，创造文明，使这里形成了农牧文化、中外文化互相接触、交流、

融会的重要场所，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过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周、秦、汉、唐以来，中国不少吉代政权前创建者都是从这里兴起，然后

挥戈东向，扫平群雄商统一天下的。宋人云"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

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将图恢复，菇、在)11陕。"①这句话虽然是就一时情

况而言，但纵现中国古代政权兴替史、农民起义史和其他规模璧武装活动，

我们就会惑到此言符合许多时期的实际情况，有一定道理。故此，历史上任

何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患想家，没有不重视西北问题的。

西北自唐中期出来，由于民族矛盾的延绵和激化，雄事不休，生产婷滞，

社会提乱，在此影响之下，出现了与中原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然嚣，这一差

② 《宋史》卷404(汪若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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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并不是天设地造的。相反，前此徨长历史阶段，西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

方臣都处于引领全国的重要地位。如商代晚期，锯起于西北的周人，凭借西

北雄厚的农牧业经济资摞，勇敢矫健的民风以及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谋略

家，→举推翻了殷纣政权，建立起国土广袤的西周，周朝统治时间之长，是中

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秦自襄公之后，经过 30 余代人的历练和积蓄，西

据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建都子号称"陆海"的关中农业区，终于在秦始

皇时用短短 10 余年的时坷，次第割平了关东六个强大的割据政权，建立起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为此后长久的国家大一统奠定了政治和

思想、文化基础;至于汉唐时期西北开发成就的辉煌，更是令所有中国人引为

自豪的史实，其根，也深深地扎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

西花文化是中匮传统文化的主根之一。中国传统物质文化中的宫营农

牧业文化、商业文化、都城建筑文化、车马驿道交通文化等，很多都是从西北

兴起的，且在历史上保留着明显的区域性特色。作为中自传统观念文化主

流的儒学，从根摞上说，它是"郁郁乎文哉"令孔子倾销商高呼"吾从周"的

宗周礼乐文化的发展;佛教是从印度经西域(今新疆〉、河西、长安市传遍全

国的;道家最重要的经典《道德经》据说也是老子西来，为关中人关尹商写

的;汉代的五斗米道肇建于)rl :ft"陕甫一带:金代北方三大教之一的全真道

就是由咸阳人王苗刽建的:唐宋至元代从中亚等地传人我匿的伊斯兰教、景

教、火袄教等，也都是先在西北扎下根基雨后向各地传播。可觅，西北既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又是域外文唠传人我昌的一个窗口，还是纷繁

多样的民族文化百花园中耀眼的一角。这一切，又都与各时的区坡政治文

化密窃相关。

对于在中匿历史上发生过这样重大作用的西北区域史，学界已经有了

较多的研究，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商从专门史的角度系统地研究雷北

历史的成果仍然不多，因此，我幻想在这方面略尽微薄之力。

《中国西北政治史》是作者西北史专题研究的系列著作之一。谈区域政

治史就离不开全匿整体的背景和中央政府的作用。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

即以历代西北发生的主要政治事件为核心，以中央政府处置西北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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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民族问题的患想策略为重点展开论述。由于西北历史上可研究的政

治问题太多，而本人的学力有段，故书中涉及到的仅是一些最基本、较重大

的历史事实，商对更大墨西、更深层次的闰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这是个人的

遗憾和需要继续努力的;也寄厚望于同行特别是青年学人。

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探索历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外御强敌，内防疆

乱，在维护国家统一、区或稳定、民族团结等方面所作的努力，总结各时代管

理西北，开发西北的历史经验和教谢。古为今用，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

化建设。政治文化是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历史文化乃是民族前文

化之棍，它可以在聚人心，搔正气，厚风俗，但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建设，提高国家软实力，树立民族光辉形象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本书

作者鄙题，于此有高山JL'肉之志焉。

二、西北政治史的基本内疆和线索

西北攻治史的基本内涵是中国自先秦以来，经秦汉、魏晋十六匿北朝、

隋唐五代、宋元直至萌清，历代中央政府与地方、中原地区与边疆、汉族统治

者与各少数民族上崖交曾在互动，共求边疆稳固、民族团结、社会安定进步、各

族民众丰衣足食的政治基础和利益平衡点的过程。按其时代和政治特点，

这一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 6 个阶段:

1.先秦时期一一中国西北政治的萌发和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从传说中

的侠襄、神农、黄帝时代改进渔猎、农耕技术，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画八卦、市j

扎仪、立官割、建军队、划分行政区域等开始，到春秋、或国时期西北部〈民〉

族林立，诸子云集，政治学说应有尽有，商使秦国在诸侯争霸中多方实践，逐

渐胜出为止。其陪西北前后有周人兴起，秦人并国拓埠，问鼎中原，戎羌颈

强拚搏，追求发展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局公旦为代表的政治家提出和建立

的天命论、礼乐制、宗法和j及适应社会发展的一整套国家设施，是西北政治

家、思想家对中国上古政治实践的高度概括和巨大发展。秦的先公先王创

建的畴文化，也是独具西北和时代特色、影嘀达六七百年之久的政治文化。

周秦王朝羁廉、管理周边包括西北民族的思想和政策，则是西北最早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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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内容。

2. 秦汉时期一一秦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建立以后，不仅提出

了一整套帝制、官制、地方行政制和文化改革制度，还将战国时期由邹街提

出的"五德终始说"首次应用于国家的制度建设。法家、道家布一些方士禅

伯患想也受到很大的关注，甚至被作为匿家的指导思想。汉武帝为了抗击

匈奴，维护中原地区的安定，提出了通西域以断匈奴之右臂，征西羌以安边

靖远，以及招揽人才，重用董仲舒进有政治思想改革，拇吾家，崇需求，统一

政治指导思想，既是发生于西北的，也是有全国意义的政治事项。这一切，

都反映了当时西北区域政治与全国政治的一致性和重要性。

3. 魏晋十六昌北朝时期一一西北"五挠"10 数个政权林立。它对西北政

治文化带来的影响是政重的:一方面，战乱给争破坏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安

定环境;另一方面，战争也扫荡了前此封建统一望家对学术思想的控制，为

各种思想文化的发育提供了宽松的社会政治条件。在思想文化方面，许多

政治家、思想家综合儒、释、道等多种文化成分，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以儒释道 3 家为主流，吸收各地区、各民族文化成分的文化体系，其中也包括

政治思想文化。与此同时，西北各政权房采取的一系列人才战略，文教、政

改、富国强兵措施和力求统一全国的政治取窍，是这一时期西北区域政治文

化的内容和特点。

4. 隋唐五代时期一一西北继西属、秦汉之后，重处于全国政治、文化的

中，心地位。隋文帝时期，长孙展针对突厥等西北民族提出"远交近攻，离强

扶弱"的策略，唐太宗"叛则讨之，服期提之"的对待少数民族上层的政策态

度，蕃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隋文帝、唐太宗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在妥善处

理民族关系，加强地方、民族管理的基础上，又银重视开屯围以筹军需，置牧

苑以养战马，建府兵而国边防，因此疆域稳固，民生安定，西北的经济、文化

发展也较快。"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藩镇尾大而导致的

政治、民族矛盾，造成了西北区域政治优势的骤衰，也将嚣家、民族拖入了新

一轮的战乱之中，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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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夏金时期一一晚唐五代以来兴起的藩镇割据、宦宫专枝、党援纷争

的恶风，吹垮了全雷包括西北统一兴盛的政治局臣，周边各少数民族乘机商

起，纷纷建立起割据性政权，西北再一次变成了民族纷争的激涡。与此同

时，随着封建统治中心的移去，员族问题的凸显，西北的经济、政治、文化也

开始边缘化。宋朝的政治家、思想家的面对来自党项、西鹊、吐蕃等民族政

权的压力以及军需供应的亟须，在农牧业、荼马贸易、边境防务等方菌提出

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对策:然雨过于繁重的边界防务、无休无止的民族战争，

终于造或了西北社会的衰落。延至今 E 的我国东西部发展的差距，殆是从

晚唐、五代、宋朝逐渐影成的。

6. 元明清时期一一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强化。西北作为国家的边远地

区，原先带牧于这一带的许多古老民族已经融合到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中

去了，一些新的民族又以西北为适土次第影成和发展。在区域政治生活中，

在3然以民族问题最多和最为突出。尽管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不向于辽、宋、

夏、金时期，{El中央政府在考虑和处理西北任何事情时，都首先考量其对民

族问题的影响，都要以民族、社会稳定为前捷，这一点与前代没有两样。这

一时期的政治家们还在西北曾经济开发、行政管理、宗教政策、教育教化等

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内地的政策措施，其间有很多的历史经验值得我

们来总结。

三、西北政治史的主要特点和研究方法

西北政治史以唐朝中期，具体以"安史之乱"为弄点，可以划分为前后不

同的两个阶段。此前直至远古时代，此后截至清末，呈现着完全不同的政治

特点。

西北地理环境复杂，崇山坡岭，大漠戈壁，激流险河将这里分割成一个

个梧对独立、封闭的区域。在战乱中极有利于军事防御，加上当时的交通工

具主要是牲畜，对道路条件的要求不高，理部曾经孕育出许多强势的政治集

团。从传说中伏疆、炎、黄及一大批古先英雄的发迹，到周、秦、汉、唐强盛皇

朝的立国;从礼乐祀典、国家体制的创立，到农牧开发、农战强自、因俗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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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策略的提出，都说明古代前期西北地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活力

和作用。汉唐等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在西北建都，提高了西北在全

国的重要性，西广袤的西北大地，勇健的西北人员，也在历史上长久地起着

屏护中京的作窍。

封建社会后期，西北的政治、经济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商品经济迅速地发震，匮人的商业活动越来越多，对道

路交通的要求明显比前代更高了。出高路远在一定条件下是军事防御的优

势，然币对于畜品流遥来说则有极大的不便。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海上交

通的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必然地要从地理环境相对黯塞，交通不

便，人口稀少，民族关系复杂的西北转移出去，落脚到经济条件更好的地区，

从而使西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急速地边缘化，转变成了相对落后的地区。

从民族区域分布的情况看，历史上，华夏一汉族统治阶级依凭人口众

多、文化较高、国力军力相对优越等条件，占据了自然条件较好、开发较旱的

中原地区，商将少数民族挤压到边远荒凉的周边，使其长期地处于经济、文

化的劣势地位。少数民族大多数从事应变能力跪弱的游牧业经济，一遇灾

荒，除了转移游牧区，就是向内地进行掠夺，否知无以为生。我国古代的边

疆民族问题，往往由此雨生。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周边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

政权越来越多，进攻姓也越来越强，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又往往衰朽腐败，

处量无方，面对少数民族的人掠，倍于和疲于应付，边疆民族问题也就越来

越严重。唐末、五代直到清辑后期，西北的经济、政治问题很多，其中最主要

的还是民族矛盾的加剧，这一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西北所有问题的取

向。

综上，西北古代政治史，从其在中菌政治整体中的地位作用看，经历了

一个亩地险人强，屏护中原，引领全国政治生活，到民族冲突不断，社会生产

滞后，政治作用不断弱铭、边缘化的演变过程，其间起关键作爵的是民族闰

题，这一特点及其演变，又影踏着封建社会后期西北乃至全国的政治形势。

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凝噩了的历史，但学者对它的研究却应是多层蛋、多

拥重点和充满活力的。本书研究中国西北吉代政治史，希国从无数纷繁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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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的史料中，选取能反映西北古代政治发展线索、总体面稼和特点的材料，

棋复历史的概貌，重构其发展轮廓，雨时，发据具有时代租学术价值的亮点。

在研究方法上，以文献手口考古资料分析法为主，辅之以统计法、比较法、逻辑

推理法等，可称为综合的方法。作者想在理清西北政治史发展脉络的基础

上，重点从棋止叛乱分裂、维护绕一、稳定大局、创新管理措蓝、缸进经济开

发、兴办教育、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等方面总结经验，影成系统雨切合实际的

认识，为西北地方行政管理租经济、文化开发提供必要的参考系。作者自知

眼高手链，志大才蔬，做得很不理想，敬祈读者多加批评!



第一章先秦时黯吕祀的政治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西北的政治

中医的西北是中华文化的发挥地之一。从距今七八十万年前的蓝田猿

人，历经le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直到文费的初曙亮起以后，西北先民在这

一时间的隧道里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存。进入文明社会，活动于西北的坛、

羌以及周人、秦人等古先部族，都与中原内地最早出现的文明民族比肩而

立，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最初篇章。

第一节西题以前的西北及国族的兴起

一、西理以前的西北

西北地域辽阔。先秦时期，陇山东西政治文明的发育程度差别很大。

当茜北东部关中平原己经沐浴在夏、商文畴的F日光之下时，陇由西边西北中

西部广大地区见于记载的人们共同体，如昆、羌、周人、秦人等还都与更多的

戎族一起海留在远古蛮荒时代。在这些人们共同体中，商人和秦人的社会

发震水平高于底羌，民羌又高于其他戎族。由此可见，即使在陇山西部地

区，各部族的发展程度也是不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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