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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北周时期极其复杂的形势!使中央上层和地方官员更加深入思考历史和现实的民族关

系!形成了推诚布信"劝以耕稼"引导民风"以$廉简%治理$群蛮%"以清廉之政争取羌人"积极抚慰

及恩威并用等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西魏北周在与东魏北齐争斗

过程中增加了获胜的变数#西魏北周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实践具有四个特点&儒家思想是

主要思想来源!$和%是处理民族关系的核心理念!$抚%是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以及善于从多

方关系思考和处理民族关系#

关键词&西魏北周
"

民族关系
"

民族政策

作者崔明德!烟台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地址&烟台市!邮编
#D*""!

#

南北朝时期!西魏北周在与东魏北齐争斗过程中!由弱变强!最终消灭北齐!统一北方!为

隋唐大一统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西魏北周取得如此成就!既与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

交有关!又与其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实践有关"目前学界已对西魏北周的政治'

!经济'

"文

化'

#军事$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研究!但对其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实践重视不

够!研究成果较少!本文拟对此作一全面梳理和系统探讨"这一时期民族关系非常复杂!无论

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向背!还是西魏北周所辖地区少数民族的态度!都对西魏北周政权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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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对外争斗产生重要影响"受篇幅和文献记载匮乏所限!现在很难完全复原西魏北周时期

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实践的全貌!这里主要以西魏北周与所辖部分少数民族的关系!分析其

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实践及特点"

一'#推诚布信&

#推诚布信&即推崇诚意!广布信义!对少数民族以诚相待!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少数民族"

在西魏北周时期!辛昂'于翼和杨敷等人都以#推诚布信&方式妥善处理民族关系"

辛昂在西魏废帝时任龙州长史!领龙安郡事"龙州一带地处山谷!#旧俗生梗&"辛昂以

#推诚布信&方式处理各种关系!结果#威惠洽著!吏民畏而爱之&"任成都令时!辛昂鉴于#成都

一方之会!风俗舛杂&的复杂情况!#便与诸生祭文翁学堂&"辛昂对他们说)#子孝臣忠!师严友

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诸生及其家人都按照辛昂的#教诫&行事!于是#井邑肃然!咸从其

化&"北周时期!益州富庶丰足!是军国所用的主要来源"但因路途艰险!运输#每苦劫盗&"周

武帝诏令辛昂使于梁'益!#军民之务!皆委决焉&"辛昂#抚导荒梗!安置城镇!数年之中!颇得

宁静&"天和初!隆州刺史'司宪中大夫陆腾征讨信州#群蛮&!#历时未克&"周武帝派辛昂到

通'渠等诸州负责运送军粮"当时临'信'楚'合等诸州百姓!#亦多从逆&"辛昂#谕以祸福!赴

者如归&!下令#老弱负粮!壮夫拒战!咸愿为用!莫有怨者&!顺利完成了任务"回京途中!遇到

巴州万荣郡民众反叛!围攻郡城!杜绝山路"辛昂对其同伴说)#凶奴狂悖!一至于此8 若待上

闻!或淹旬月!孤城无援!必沦寇党"欲救近溺!宁暇远求越人"苟利百姓!专之可也"&于是在

开州和通州招募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辛昂#又令其众皆作中国歌!直趣贼垒&"叛

军以为辛昂后面会有大军援救!于是望风瓦解!#郡境获宁&"梁州总管'杞国公亮因辛昂#威信

布于宕渠&!遂上表推荐辛昂为渠州刺史!不久就转任通州刺史"辛昂在此#推诚布信!甚得夷

獠欢心&"

! 辛昂任期结束回到京城时!当地少数民族首领都跟随辛昂到京朝拜!觐见北周皇

帝"周武帝因辛昂#化洽夷落&

"很有成就!对其予以嘉奖!将其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

三司"

北周孝闵帝时!于翼出任渭州刺史"于翼兄于实以前曾担任过渭州刺史!而且在此州#颇

有惠政&"

# 于翼到任后!继续沿袭其兄的做法!一方面#推诚布信&!另一方面#事存宽简&!取

得了显著政绩"于是#夷夏感悦&!把于翼弟兄比作西汉以清廉著名的#大小冯君&"在任豫州

总管期间!霍州#蛮首&田元显的态度也反映了于翼的人格魅力及其处理民族关系的显著成效"

当时北周与南陈仍处于对峙状态!于翼出任豫州总管后!久围光州的陈将鲁天念#望风退散&"

而据险自守'从不宾服的霍州#蛮首&田元显!非常佩服于翼!主动送去人质!请求归附"陈将任

蛮奴集中兵力攻打田元显!田元显则#立栅拒战&!对北周#莫有异心&"于翼回到长安后!田元

显举兵反叛!#其得殊俗物情!皆此类也&"

$ 由此可以看出!地方官员的个人品行在民族关系

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人格魅力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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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孝闵帝时!杨敷被任命为蒙州刺史"在此之前!#蛮左&等大都接受北齐所授官职!而

且#数为乱逆&"杨敷到蒙州后!#推诚布信!随方慰抚&!#蛮左&等都感激不尽!#相率归附&"

!

杨敷不仅将其酋帅四十余人送到京师!而且还请求朝廷给他们任命职务!其级别与以前北齐所

授官职完全一致"#诸蛮&等见状!不仅对北周#愈更感悦!州境获宁&!

"而且对杨敷更加倚重"

周武帝保定中(

!D$-!D*

*!杨敷被征为司水中大夫"夷夏官民听到消息后!纷纷通过荆州总管

长孙俭上表挽留杨敷"但因朝廷正准备东征!对杨敷委以运输重任!所以没有答应他们的

要求"

二'劝以耕稼及引导民风

由于生存环境'宗教信仰'发展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少数民族与汉族在习俗方面存在着一

定的差异"西魏北周时期!郭彦'薛慎和韩褒等官员在其所辖范围内!对少数民族或#导之以

政&!或劝以耕稼!或引导习俗改革!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郭彦一生虽以军旅为主!曾跟随大将军宇文贵讨平岷州羌猷傍乞铁葱与郑五丑等人的侵

扰!也在跟随柱国于谨南伐江陵时立过战功!但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是由有效解决#蛮

左&问题而奠定"

北周孝闵帝即位后!郭彦出任沣州刺史"当时#蛮左生梗&!

#不仅不遵守朝廷的相关规

定!而且在缴纳赋税方面!很多人都不把政府命令当回事"这里的#蛮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聚散无恒!不营农业&"针对这些情况!郭彦先从引导#蛮夷&务农入手!苦口婆心地#劝以耕

稼&!严禁他们游猎!要求#民皆务本&!结果家家都有余粮"#蛮夷&弃猎从农之后!连一些#亡命

之徒&都愿意缴纳赋税'承担徭役"以前因为沣州缺少储备粮食!每次都靠荆州运送"自从郭

彦履职之后!沣州#仓庾充实!无复转输之劳&"郭彦秩满还朝时!#民吏号泣送彦二百余里&!

$

场面十分感人!这也说明郭彦劝以耕稼的做法确实符合#蛮左&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

保定四年(

!D*

*!纯州刺史樊舍突然去世!朝廷急需一位官员去稳定局面"考虑到此地既

东接陈朝边境!又#俗兼蛮左&!

%民族关系和外交关系都比较复杂!而且刚刚失去州将!#境内

骚然&!因此需要物色一位素质高'能压住阵脚的人物"最后!大家都因郭彦#威信著于东南&!

把目光集中到他的身上!周武帝便令郭彦#镇抚&"郭彦不负重托!到达纯州后!官员和普通百

姓都#畏而爱之&"

& 因此!唐朝史学家令狐德等人评价郭彦为#信著蛮陬&"

'

薛慎虽曾担任过车骑大将军一职!但并没有留下值得提起的战功!他之所以会在青史留

名!主要因为他的好学'侍读'学师及引导#诸蛮&#有同华俗&的举措"

周武帝即位后!薛慎出任湖州刺史"当时湖州界内的一些#蛮人&!平时都以#劫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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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 薛慎想让他们改掉这种恶习!便把所有酋帅召集在一起!宣示朝廷指令!商量一些事

宜!并要求首领每月都来参加一次!如果有的需要汇报工作!可以不设时限"薛慎每次会见他

们!都会#殷勤劝诫&!还给他们备下酒席!与他们开怀畅谈"薛慎的劝诫很快就见到了成效!一

年之间!湖州#翕然从化&!大家都无比欢欣!相互转告说)#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从此之

后!#襁负而至者!千有余户&"当地有一种习俗!结婚之后!就开始与父母分开居住"熟读儒家

经典的薛慎!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对太守和县令说)#牧守令长是化民者也!岂有其子娶妻!便

与父母离析"非唯氓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薛慎便#亲自诱导!示以孝慈&!并派守令各自负

责所部的教化工作"这些工作很有作用!有些家庭已经#别居数年&!现在重新回到父母身边!

履行赡养义务.一些与父母分居时间较短的夫妇!也都带着水果食品#归奉父母&"

" 薛慎对他

们的#从善之速&非常感动!如实上报朝廷"周武帝也大力支持!下诏#蠲其赋役&"这样!湖州

蛮中兴起了尽心赡养父母的热潮!于是#风化大行!有同华俗&"

#

当然!移风易俗并非易事!一任官员在几年之内未必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有时出现反弹现

象也很正常!需要后任持续发力"薛慎离任后!岐州刺史乐逊继任湖州刺史"乐逊与薛慎有许

多共同之处!他既系统学习过+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左氏春秋,等!是饱学之

士!又曾担任过宇文泰诸子的教师和太学助教!#以经术教授!甚有训导之方&"

$ 天和五年

(

!+"

年*!乐逊出任湖州刺史!继续沿着薛慎的思路!引导#蛮夷&按照儒家思想和行为准则进

行一些改革"史载#民多蛮左!未习儒风&"

%

#蛮左!即蛮夷&"

& 乐逊到达湖州后!除了#劝励

生徒&外!还对他们进行考核!这些措施很有成效!#数年之间!化洽州境&"与薛慎一样!乐逊也

非常注重对#蛮夷&在孝道方面的教化"当地#蛮人&习俗是!生了儿子!长大之后大都与父母别

居"乐逊#每加劝导!多革前弊"在任数载!频被褒锡&"

'

综上可见!薛慎与乐逊处理民族关系的思路和方式一脉相承!均有成效!说明对少数民族

#华俗&的教化是中央和地方都在倡导的一种风气!也赢得了民心"

韩褒改革羌胡之俗的思路与举措!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韩褒祖孙三代都有在边疆地

区任职经历!其祖父韩
)

曾任平凉郡守!其父韩演曾任恒州刺史"

大统十二年(

!*D

*!韩褒由北雍州刺史调任西凉州刺史"当地羌胡有#轻贫弱!尚豪富&的

习俗!#豪富之家!侵渔百姓!同于仆隶&!结果#贫者日削!豪者益富&"

(韩褒决心改革!其思路

和基本做法是)第一!招募贫穷百姓!充实到军队中!优待其家庭!免除其徭役赋税"第二!将富

人的财物调拨出来!用于赈济穷人"第三!凡是西域的商货到达凉州!首先满足穷人的需求!让

贫者先买"通过这些举措!达到了#贫富渐均!户口殷实&的预期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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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廉简&治理

清廉自古就是官员立身处世的根本!也是社会对官员的基本要求!更是百姓对官员评价的

主要标准"历史上凡是受人敬佩'名垂千古的官员都是清正廉洁之士!凡是被人唾骂的都是一

些贪婪之徒"清廉官员大都能为所辖之地带来和谐稳定!贪婪之徒往往会激化矛盾!招致民众

反抗!引起社会动荡"西魏北周时期的一些封疆大吏多数都能洁身自好!把清廉作为处理好民

族关系的法宝!以清廉和公正赢得人心!得到少数民族官员和百姓的信任和爱戴!使当地民族

关系始终处于和谐状态"其中!泉仲遵以#廉简&治理#群蛮&'韦調以清廉得到#蕃夷&敬重'刘

以清廉之政争取羌人最为典型"

泉仲遵虽然#出自巴夷&!但因受儒家思想和父亲泉企#志尚廉慎&

!的影响!在任何地方做

官!都#以清白见称&"

" 大统十三年!泉仲遵在随开府杨忠与南梁交战中屡立战功!升任三荆

二广南雍平信江随二郢淅等十三州诸军事!行荆州刺史"西魏在上津设置南洛州后!泉仲遵出

任南洛州刺史"泉仲遵在此#留情抚接!百姓安之!流民归附者!相继而至&"起初!#蛮帅&杜清

和自称巴州刺史!以州归附西魏"朝廷#因其所据授之&!仍隶属于东梁州都督"杜清和因泉仲

遵#善于抚御&!主动要求归属泉仲遵"朝廷在讨论决策时!有些人#以山川非便&

#为由!否定

了杜清和的请求!最终没有同意他的意见"杜清和对此极其不满!便联络安康酋帅黄众宝等人

举兵反魏!联军围攻东梁州"王雄讨平杜清和后!西魏改巴州为洵州!隶属于泉仲遵"以前的

东梁州刺史刘孟良是个贪官!在任期间贪婪无比!激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慨!#人多背叛&"而泉

仲遵#以廉简处之&!结果#群蛮帅服&"

$

韦調在西魏恭帝三年(

!!D

*出任瓜州刺史"瓜州在中西陆路交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丝

绸之路的商贾重镇"瓜州直接通往西域!#蕃夷往来&非常频繁!前后刺史大都接受他们的#赂

遗&!积聚了丰厚财富"但遇到少数民族侵扰边境时!他们又不能抵御"韦調和他们截然相反!

他#雅性清俭!兼有武略&!凡是#蕃夷赠遗&!他#一无所受&"#蕃夷&既敬畏他的清廉操守!又惧

怕他的武略!所以都#不敢为寇&!于是在瓜州出现了#公私安静!夷夏怀之&

%的喜人局面"北

周孝闵帝即位后!韦調任期届满准备回到京城!瓜州官员和百姓对他恋恋不舍!男女老幼都来

为他送行!韦調很受感动!#留连十数日方得出境&"

& 韦調死后!周明帝给予#惠&的谥号!以表

彰其以清廉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

刘本为萧梁人!曾追随宜丰侯萧循和梁武陵王萧纪在徐州'梁州'雍州和益州等地任职"

西魏大军抵达南郑时!投降西魏!被提拔为黄门侍郎'仪同三司"周明帝即位初期!刘任内史

中大夫!负责皇帝的诏令文告"刘由于#在职清白简亮&!被贪官视为异类!被庸官视为#不合

于时&!结果被降职为同和郡守"对刘来说!#左迁&倒是一件幸事"由于他#善于抚御&!结果

还未到任期结束!就有五百余家#生羌降附&"以前的一些郡守大多经营商业!积累财富!只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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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秋毫无所取&"为了融入当地!与羌人打成一片!刘的妻子儿女都随从#羌俗!食麦衣

皮!始终不改&"刘的为人光明磊落和处事公正无私!得到了羌人的普遍赞誉和充分信任!其

声誉远播到其他地方!就连洮阳'洪和二个郡的羌人也经常#越境诣讼理焉"其德化为他界

所归仰如此&"柱国蔡公广当时镇守陇右!对刘的#善政&大加赞赏"到他迁镇陕州时!想把

刘带走!羌人对刘很依恋!其中有七百人愿意跟着刘到陕州!对此!#闻者莫不叹异&"

!

此外!#世为郡右族&

"的王子直!于西魏废帝元年(

!!$

*被任命为使持节'大都督!行瓜州

事"王子直本来就有节俭的习惯!到了瓜州后!#务以德政化人!西土悦附&"

#

#世为西州著

姓&的皇甫!在北周孝闵帝时出任陇右总管府长史!他#小心奉法!安贫守志!常以清白自处!

当时号为善人&"

$ 周武帝建德三年(

!+*

*!皇甫任随州刺史"他#政存简惠!百姓安之&"

%

这些都说明以清廉处理好民族关系是一些官员的价值追求和稳定统治的有效手段"

四'积极慰抚

西魏北周时期!一些地方官员在所辖之地以#慰抚&思维和方式处理民族关系!取得了显著

效果"其中杨詄#慰抚&稽胡'梁昕#抚以仁惠&'阎庆#留心抚纳&及尉迟运#垂情抚纳&最为

典型"

杨詄字显进!正平高凉人"西魏建立后!出任车骑将军"当时稽胡#恃险不宾!屡行抄窃&!

宇文泰以杨詄兼任黄门侍郎!前往#慰抚&"

& 杨詄#颇有权略!能得边情!诱化酋渠!多来款

附&!

'甚至还有一些稽胡跟随杨詄到长安朝拜"由于杨詄#慰抚&稽胡取得显著成效!更受宇

文泰的信任和器重"宇文泰因杨詄很有谋略!#堪委边任&!便委派其行建州事"尽管建州远在

敌境三百余里!但由于杨詄#威恩夙著&!因此!他所经之处!#多并赢粮附之&"当到达建州时!

其众已达万人!轻易击败东魏刺史车折于洛及行台斛律俱步所率二万骑兵!#由是威名

大振&"

(

梁昕世为关中著姓"大统十二年!出任河南郡守!镇守大坞"不久!又移镇阎韩"梁昕在

此#式遏边垒!甚著诚信&"

) 随后!梁昕调任东荆州刺史"荆州为古九州之一!#境域之内!含

带蛮'譙!土地辽落!称为殷旷"江左大镇!莫过荆'扬&"

*+, 史载#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

然也&"

*+- 梁昕治理荆州的思路很明确!也很简单!即#抚以仁惠&!但效果非常突出!#蛮夷悦

之!流民归附者!相继而至&"

*+.

阎庆在周闵帝即位后!出任河州刺史"河州地处河外!#地接戎夷&"阎庆具有#善于绥抚&

+"$

西魏北周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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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能!对戎夷#留心抚纳!颇称简惠&"

! 后来!阎庆先后转任云州刺史和宁州刺史!继续沿袭

#留心抚纳&的作风!#不苛察&!

"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普遍赞誉"

尉迟运出身名门!保定四年出任陇州刺史"这一职位对尉迟运来说具有很大挑战性!一方

面尉迟运之前主要是带兵打仗!如今要做治民之官!需要角色转换.另一方面!这里#地带'

渭!民俗难治&!

#是历任官员颇感头疼之地!如陆腾任陇州刺史时!州民李广嗣和李武等人就

#凭据岩险!以为堡壁!招集不逞之徒!攻劫郡县!历政不能治&"

$ 此外!陇州所辖地域及其周

围历来就有氐羌等少数民族!如代戎(即北戎*在战国时期被击灭后!#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

'陇&"

% 再如!氐自#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

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

受中国封拜&"

& 有些少数民族比较活跃!给地方政权制造了麻烦!有的甚至会造成严重威胁!

如永和五年(

$*"

*且冻羌#寇武都&!

'焚烧位于陇州源县西的陇关"永嘉六年(

,$#

*!南安赤

亭羌姚弋仲东徙陇州境内的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

( 如何有效地治理好陇州!尉迟

运的前任刺史陆腾主要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尉迟运则与陆腾不同!他完全采取安抚政策!收

到了非常理想的效果"史书记载其#垂情抚纳!甚得时誉&!

)这也为其在周武帝中后期#职兼

文武!甚见委任&

*+,奠定了基础"

五'恩威并用

恩威并用即用恩惠和兵威两种手段处理民族关系!其中元定#威恩兼济&!阳雄#威惠相

济&!赵文表平恶抚善及宇文宪对稽胡剪其魁首'余加抚慰的做法最具代表性"

元定出身显贵!其祖父比?曾任安西将军'务州刺史!其父道龙曾任征虏将军'巨鹿郡守"

周明帝初!元定出任岷州刺史"元定到任后!#威恩兼济!甚得羌豪之情&"以前#生羌据险不宾

者!至是!并出山谷!从征赋焉&"元定的举措得到了羌人的高度认同!元定回到京城后!#羌豪

等咸恋慕之&"

*+- 可见#威恩兼济&方式既能处理好民族关系!又能使元定得到所辖地区少数民

族对他的爱戴"

阳雄世代都是豪族!他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才能及政绩!主要是任洵州刺史和平州刺史

时显示出来的"西魏恭帝时期!萧梁将领侯方儿'潘纯
*

侵扰江陵!

*+.阳雄随尚书右仆射豆卢

宁将他们赶跑"随后!即被任命为洵州刺史"此地#俗杂躴'渝!民多轻猾&"阳雄的做法很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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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是#威惠相济&!结果取得了#夷夏安之&

!的显著成效"后来荆州#蛮帅&文子荣窃据荆州

的汶阳郡!自称仁州刺史!

"又攻陷了南郡的当阳'临沮等数县"开府贺若敦等出兵讨平后!西

魏在其地设置平州!任命阳雄为平州刺史"当时因遭敌寇侵袭'社会动乱!#户多逃散&!阳雄想

方设法进行#慰抚!民并安辑&"阳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路与处理外交关系的思路基本一致"

阳雄履职之地有的地处边境和对敌前线!他始终把#保境息民&放在首位!即使#接待敌人&!他

也#必推诚仗信&"

# 北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就对其他非常敬重!写信对他大加赞美!由此可以

看出他的影响力之大"

赵文表在西魏恭帝时期!因随开府田弘出征山南和平定南巴州及信州!对#蛮夷&等南方少

数民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周武帝天和二年(

!D+

*到天和三年!赵文表在赴突厥处理和亲事

宜时!对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有了进一步了解!对完善其处理民族关系的思路很有益处"

天和三年!赵文表出任梁州总管府长史"梁州所管的恒棱方圆数百里!全是#夷'獠所

居&

$之地!他们凭借地形险要'设施坚固!时常怀有不轨之心"赵文表率领官兵前往征讨!驻

扎在巴州"赵文表计划率众径直进军!但一些军官认为!#此獠旅拒日久!部众甚强"讨之者皆

四面攻之!以分其势"今若大军直进!不遣奇兵!恐并力于我!未可制胜&"赵文表根据历史经

验教训'地形和#夷獠&特点!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方式和策略)#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须别为进趣"

若四面遣兵!则獠降走路绝!理当相率以死拒战"如从一道!则吾得示威恩!分遣使人以理晓

谕"为恶者讨之!归善者抚之"善恶既分!易为经略"事有变通!奈何欲遵前辙也"&赵文表认

为!要想使夷'僚降服!既要给他们一条出路!又要#以理晓谕&.既要明确政策界限!又要注重变

通"只要坚持#平叛抚善&原则!就会轻易达到预期目标"赵文表将他的这一想法通知到全部

官兵"当时有些僚人参与了征讨夷'僚的军事行动!由于他们大都与恒棱僚相识!就把赵文表

的意图如实告诉了他们"正当恒棱僚聚在一起讨论且犹豫不决时!赵文表所率大军已到他们

的地界"赵文表令大军驻扎在大蓬山下!对他们#示以祸福&!他们都很知趣!#遂相率来降&"

赵文表都一一#慰抚&!仍然#征其税租&!

%他们当中没有敢拒绝的"后来!赵文表被任命为蓬

州刺史!由于他#政尚仁恕&!

&又#大得獠和&!

'结果#夷'獠怀之&"

(

宇文宪是宇文泰和柔然女人达步干氏的儿子"在出任益州刺史期间!#尤长于抚御&的宇

文宪#留心政术!辞讼辐凑!听受不疲"蜀人怀之!共立碑颂德&"

) 在对待稽胡问题上!宇文宪

的处理方式是#剪其魁首!余加慰抚&"建德五年!北周在晋州击败北齐军队!齐人只顾逃命!把

甲仗四处丢弃"稽胡乘机抢劫这些武器!据为己有"于是!他们拥戴原稽胡领袖刘蠡升的孙子

刘没铎为首领!号称圣武皇帝!年号石平"如何征服稽胡/ 有些大臣主张#穷其巢穴&"宇文宪

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稽胡#种类既多!又山谷阻绝!王师一举!未可尽除&"怎样才能

有效解决稽胡问题呢/ 他的应对策略是!应当区别对待!即#剪其魁首!余加慰抚&"这样可以

有效瓦解稽胡!争取到绝大多数稽胡的支持"宇文宪的想法得到了周武帝的赞同!被任命为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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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元帅"建德六年!宇文宪督行军总管赵王宇文招'谯王宇文俭'滕王宇文荄等出征"到达马

邑时!他们#分道俱进&"刘没铎先遣其党天柱防守于河东!又遣其大帅穆支据守河西!计划#分

守险要!掎角宪军&"

! 按照宇文宪的命令!谯王俭攻天柱!滕王荄击穆支!都将他们击破!斩首

万余级"宇文招又擒获刘没铎!将其斩杀!其余部众全部投降!于是#胡寇平&"

"

六'西魏北周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特点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西魏北周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实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儒家思想是主要思想来源"西魏北周时期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及实践!都是

在其思想支配下进行的"尽管他们的民族成份'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接受教育程度'任职地域

等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思想都来源于儒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如宇文泰'宇文邕和宇文
+

祖孙三代的和亲政策!厍狄峙#建和戎之功&!

#王庆到吐谷浑#论和好之事&等!

$都与#礼之以

和为贵&

%思想一脉相承"再如!汾州刺史韩褒认为!如果侮辱俘虏!就会进一步增加仇恨!因

此!他要求#所获贼众&!#一切放还!以德报怨&!

&这与孔子的#以德报德&思想完全一致"又

如!儒家强调德治的教化作用!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

'中外府司马达奚萛对#历世羁縻!莫能制御&的山氐!#导之以政&!使#氐人感悦!并

从赋税&"

( 达奚萛的思想显然来自儒家思想"诚信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孔子就对诚信十分推

崇!认为#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 不少地方官员主张以诚信对待少数民族!如通

州刺史辛昂#推诚布信!甚得夷獠欢心&.

*+,蒙州刺史杨敷#推诚布信!随方慰抚&.

*+-秦州刺史独

孤信在陇右多年!#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昭邻国&.

*+.平州刺史阳雄不仅对当地民

众进行#慰抚!民并安辑&!而且在#接待敌人&时!也#必推诚仗信&"

*+/ 韦孝宽在+上武帝疏陈平

齐三策,中所提出的#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人和众!通商惠工!蓄锐养威!观衅而动&

*+0观点!

与儒家思想观点非常吻合"由此可见!西魏北周多数大臣的思想都与儒家思想有一定的关联"

其二!#和&是处理民族关系的核心理念"#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既有和谐'和睦'融

洽之意!如+左传0隐公四年,载)#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孟子0公孙丑下,载)#天时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0天论篇,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又有和平'讲和'和解之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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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三年(前
#"*

*!#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

汉&"

! 同年!#汉王使郦食其说齐王田广!罢守兵与汉和&"

" 西魏北周民族关系极其复杂!处

理方式多种多样!但只有#和&的理念及行动上下呼应!贯穿始终!影响很广!主要体现在五个方

面)一是与柔然'突厥和亲"西魏与柔然有二次和亲!一次是西魏将化政公主出嫁柔然首领阿

那
)

之弟塔寒!另一次是西魏文帝娶阿那
)

的女儿为皇后"

# 关于西魏北周与突厥的三次和

亲!前面已经述及!此不赘述"二是大统十六年魏文帝#恐蠕蠕乘虚寇掠&!乃遣大臣杨荐到柔

然#更论和好!以安慰之&"

$ 三是成州刺史赵昶积极调解氐首杨法深与杨崇集'杨陈?之间的

矛盾!推动他们#和解&"鉴于氐首杨法深#举众内附&#职贡不绝&!

%又与其种人杨崇集'杨陈

?#各拥其众!递相攻讨&的现状!赵昶从民族关系和西魏稳定大局出发!派遣使者做#和解&工

作!最终使他们都纷纷表示#从命&"

& 四是大都督王庆在保定二年出使吐谷浑!#与其分疆!仍

论和好之事"浑主悦服!遣所亲随庆贡献&"

' 五是厍狄峙的#和戎&之术使#屡为边患&的柔然

#不复为寇&!得到了宇文泰的赞赏)#昔魏绛和戎!见称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他在任都

督益潼等三十一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时!继续沿袭#和戎&思路!崇尚清静无为!#甚为夷獠所

安&"

( 以上这些标志性事件!突出反映了#和&的理念在西魏北周时期处理民族关系中的重要

作用"

其三!#抚&是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以#抚&的方式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智慧古已有

之!如东汉和帝在永元十三年(

$"$

*的诏书中就提出#抚接夷狄!以人为本&

)的主张"西魏北

周高层!很多人都主张要对少数民族#抚慰&!如宇文泰就在平定梁'益之后!下令对所在地区的

僚予以#抚慰&!结果#其与华民杂居者!亦颇从赋役&"

*+, 侯景撤离荆州后!宇文泰令大都督独

孤信为大使!#慰抚三荆&"

*+- 许多地方官员也喜欢以#抚&处理民族关系!争取人心!如史宁为

东义州刺史时就#留心抚慰&.刘为同和郡守时#善于抚慰&.贺兰祥为荆州刺史时对远近#蛮

夷&#随机抚纳&!

*+.

#颇有惠政&!使汉南原逃亡百姓#襁负而至者日有千数"远近蛮夷!莫不款

附&"即使向吐谷浑用兵!贺兰祥也是为了实现他的#抚安西土&

*+/战略目标.阎庆为河州刺史

时#留心抚纳&

*+0

'#善于绥抚&.

*+1泉仲遵为南洛州刺史时#留情抚接&.

*+2武州刺史'车骑大将军赵

昶对所#虏获氐'羌!抚而使之&!#不烦国家士马&就#能威服氐'羌&

*+3等.梁州总管府长史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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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即使在征讨恒眣僚时!还坚持#归善者抚之&的原则"

!

那么!#慰抚&内容有哪些呢/ 从相关记载来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信义&和#诚

信&!如长孙俭任秦州长史时!对西夏州的许和就#以信义招之!和乃举州归附&.辛昂任渠州和

通州刺史时以诚信慰抚!#甚得夷獠欢心&"

" 二是#仁惠&!如东荆州刺史梁昕对#蛮夷&#抚以

仁惠&"

# 三是#廉简&!如南洛州刺史泉仲遵以廉简治理#群蛮&!瓜州刺史韦調以#清廉&得到

蕃夷敬重!同和郡守刘以清廉之政争取羌人等"从各地具体实践来看!以#抚&处理民族关系

的成效非常显著!如车骑将军辛昂在梁益#抚导梗化!安置城镇!数年之中!颇得宁静&.

$东荆

州刺史梁昕#抚以仁惠!蛮夷悦之!流民归者相继而至&.

%勋州刺史韦孝宽#善于抚御!能得人

心&.

&陇州刺史尉迟运#垂情抚纳!甚得时誉&

'等"

其四!善于从多方关系思考和处理民族关系"西魏北周时期!民族关系始终呈现复杂性'

多样性状态!南朝与北朝处于对立状态!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处于争斗状态!不同少数民族政

权之间有时也处于矛盾状态!这些都会使中央上层和地方官员在思考和处理民族关系时统筹

考虑各种关系"如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争斗时!往往会考虑柔然'突厥'梁'陈等政权的动向和

态度!出兵吐谷浑时总会考虑突厥和北齐的动向及态度!与梁'陈交往时!也会考虑北齐'吐谷

浑及氐羌的动向"如大统二年西魏派镇南将军'丞相府从事中郎韩褒出镇浙郦!就是考虑了

#梁人北寇商洛!东魏复侵樊邓&

(的因素.选派黄门侍郎厍狄峙出使柔然!就综合考虑#时与东

魏争衡!蠕蠕乘虚!屡为边患&

)等因素.西魏配合突厥出兵吐谷浑!肯定会考虑#吐谷浑通使于

齐&

*+,的情况.大臣于翼鉴于北周在边境修筑防御工事'增加戍兵而北齐和陈朝#亦增修守御&

的实际情况!遂向周武帝提出#解边严!减戎防!继好息民!敬待来者&

*+-的建议!被周武帝完全

采纳"可见!西魏北周君臣和地方官员都比较善于从多方关系思考和处理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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