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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塞尔柱人的迁徙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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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徐黎丽  冯  霞

  [摘要]  塞尔柱人自 10世纪中期开始向河中地区迁徙, 一个世纪后逐渐

迁徙于中亚、中东及西亚。本文认为塞尔柱人迁徙的原因有: 南部阿拉伯帝国的

阿拔斯王朝的分裂; 阿拔斯王朝后期突厥军事力量的兴起; 河中、呼罗珊及伊拉

克地带的富饶; 不断增长的人口; 塞尔柱人与乌古斯叶护之间的宗教及权力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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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塞尔柱人在不到 200年的时间里, 从中亚锡尔河北部的哈萨克草原逐渐迁入河中地

带, 然后以河中为基地, 通过扩张而迁徙, 使以塞尔柱为代表的突厥后裔逐渐进入呼罗

珊、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小亚细亚等广大地区。本文以几个标

志性的事件为界, 将其迁徙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塞尔柱人兴起到推翻加兹尼王朝和建立塞尔柱王朝 ( 985~ 1038)。在这

一阶段, 塞尔柱人征服并逐渐迁入河中及呼罗珊地区。



塞尔柱人并不是河中地带的原住民族, 他们原来的居住地在咸海附近地区。¹ 确切地

说, /他们于萨曼王朝兴盛时期曾居住在咸海附近的荒原和里海的东岸以及细浑河和阿姆

河的上游河谷地区。他们的居住地域介于笃信伊斯兰教的玛瓦鲁纳赫尔地区以及不信伊斯

兰教的属东突厥人的嘎尔洛格 (即哈洛赫) 族和郭兹族之间, 但又离他们相当遥远。0º

公元 10世纪中后期, 他们开始迁入河中地带。应该说这是他们迁徙的第一个阶段, 中外

许多史料印证了这一点。如 5草原帝国6 的作者勒尼#格鲁塞认为: /以塞尔柱人命名的

英雄, 塞尔柱是都合与外号为 -铁弓手. 者的儿子, 他是古斯部落中乞尼克族人的首领或

重要的成员。在 985年以前, 他和他的氏族离开大部分的古斯部落, 将他的营帐安置于锡

尔河下游右岸, 在今为别鲁斯克附近的毡的方面。0» 伊朗人阿宝斯 #艾克巴尔 #奥希梯
所巴也认为: /在萨曼王朝时, 除了居住在该王朝东部边界和东北部边界的那些土库曼人

之外, 土库曼人中的另一部分则居住在花剌子模湖 (即今咸海) 之北部、阿姆河和细浑河

两河的河口地区以及位于咸海至里海之间的平原地区。人们一般称此部分人为乌格兹人。

, ,在这里的乌格兹人中, 有一支部族因其头人塞尔柱克之名而被称为塞尔柱部族。0 ¼

这说明, 塞尔柱人是从河外的草原上迁徙来的。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也持这种观点, 如黄维

民认为: /突厥塞尔柱人是游牧于锡尔河北岸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乌古思部落联盟中的一支。

大约在公元 10世纪中期, 他们在其首领塞尔柱的统率下, 越过吉尔吉斯草原, 漂泊到了

河外地区。在布哈拉定居不久, 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在参与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 突

厥塞尔柱人遭到了失败, 从此臣服于阿富汗人的伽色尼王朝, 被称之为突厥塞尔柱人。0 ½

由此可见, 以上作者就塞尔柱人迁徙的方向和地区均持相同或相似意见, 即他们是从锡尔

河以北的吉尔吉斯草原地区迁入河中地带的。再根据以往中亚北部草原民族向南迁徙至河

中地带的惯例, 塞尔柱人应该在 10世纪下半期逐渐迁入河中地带。

塞尔柱人迁入河中地带后, 帮助萨曼王朝 /在乌浒河 (阿姆河) 外地艰苦地抵御了在

伊塞克湖地区与喀什噶尔的哈剌罕族突厥王朝。0 ¾ 这说明他们由于势力不够强大而不得

不臣服于萨曼王朝。他们的头人 /塞尔柱克很快便皈依了伊斯兰教。他把位于细浑河河岸

穆斯林聚居的江德城纳入本部族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去世之后, 他的后裔仍聚居于江德

城。但是江德城中的穆斯林不堪忍受塞尔柱人的侵袭掳掠, 故此在塞尔柱克去世之后便将

他的子孙和部族赶出该城, 将他们逐往南部。萨曼王朝把这些人安置在布哈拉城东北方的

名为努勒的村落地区里。自此之后塞尔柱部族便日益得到发展, 声誉日隆。此外, 由于他

们皈依了伊斯兰教, 故此亦无人敢干扰他们。他们在反叛加兹尼王朝和建立起巨大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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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 他们的聚居地一直在布哈拉附近的努勒村落地区。0 ¹ 巴托尔德认为: /塞尔柱克及

其部众被迫南下来到萨曼王朝控制下的河中地区, 游牧于泽拉夫善河谷和布哈拉东北的努

腊塔山区。努腊塔山区既靠近绿洲又连接草原, 塞尔柱克的部众于 985 年来到这里。0º

由此可见, 他们来到河中地带后, 先居住在阿姆河河岸的江德城, 但由于穆斯林的驱逐,

他们又转而来到布哈拉城东北方的努勒村 (或努腊塔山区)。塞尔柱克死后, 塞尔柱人分

成两支。第一支由塞尔柱克之子穆萨和他的两个侄儿托格里尔、恰格尔统领, 游牧于河中

的努腊塔山区及其周围以及花剌子模边境, 在 1025年加兹尼王朝与哈喇汗王朝的战争中,

在加兹尼王朝进攻下向西南方撤离, 藏匿在阿姆河以北的河中地区, 当哈喇汗朝胜利后,

他们又回到泽拉夫善河谷和努腊塔山一带; 第二支为塞尔柱克儿子阿尔斯兰的旧部, 阿尔

斯兰于 1025年被俘之后, 其一部分部众约四千帐被加兹尼王朝遣散到阿姆河以南呼罗珊

北部的谢腊赫斯、阿比瓦尔德、法拉瓦 (此三地都位于今土库曼斯坦与伊朗接壤处) 等城

镇附近的草原上, 即呼罗珊地区。由于加兹尼王朝的严苛剥削, 塞尔柱人再次叛乱。叛乱

遭到加兹尼王朝的镇压, 大部分塞尔柱人逃往吉希斯坦和巴尔罕山区 (今土库曼斯坦西南

部) , 另有一部分逃到里海南岸, 分布于赖伊、伊斯法罕等地。» 这与 5伊朗通史6 的作

者阿宝斯的说法一致。他写道: /由于加兹尼王朝的军队尾随追赶他们, 故此他们便又前

往伊斯法罕, 有一部分则前往阿塞拜疆。即便如此, 仍有很多塞尔柱人, 尤其是米考伊尔

的后裔们留在霍拉桑 (此地即泽拉夫善河谷和努腊塔山一带)。0 ¼ 他们继续在加兹尼王朝

及哈剌罕王朝之间周旋, 最终把加兹尼王朝 (又称哥疾宁王朝) /驱逐到阿富汗境内, 而

将整个呼罗珊放弃于塞尔柱的后裔之手。0 ½ 公元 1038年 7月, 米考伊尔之子托格洛尔登

上了加兹尼王朝的御座, 自立为王。他将从内沙布尔至阿姆河河岸的地区以及玛瓦鲁纳赫

尔地区归其兄贾格里所有, 又将郭黑斯坦和居尔江归其表兄易卜拉欣#耶瑙尔所有, 然后

又将赫拉特、普向格、锡斯坦和古尔城交其堂兄阿布#阿里 #哈桑 #本 #穆萨#塞尔居克

统管。¾ 塞尔柱人的总领导权则归托格洛尔所有。塞尔柱王朝正式建立。自此, 塞尔柱人

成功地在呼罗珊及伊朗地区居住下来。如果从 10世纪中叶算起, 那么到 11世纪 30年代,

塞尔柱人经过了八十余年的时间, 首先立足于河中地区, 以后又立足于呼罗珊地区。

第二阶段, 从加兹尼王朝被消灭和塞尔柱王朝建立, 到勃勒凯亚洛格继位期间塞尔柱

政权分裂 ( 1038~ 1104)。在这一阶段, 塞尔柱人征服并逐渐迁入了叙利亚、伊拉克及小

亚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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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040年, 托格洛尔与加兹尼王朝的残部进行了决战, 加兹尼王朝的主力部队基

本被消灭, 整个呼罗珊地区落入塞尔柱人之手。¹ 随之他相继征服了戈尔甘、塔巴列斯

坦、赖伊、花剌子模、哈马丹、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伊斯法罕。公元 1055年, 哈里发

嘎义木把托格洛尔迎入巴格达城内, 并任命其为 /东方和西方的统治者0º, 其表兄易卜

拉欣#耶瑙尔在伊朗的西部镇压了伊拉克地区的库尔德人和郭兹人, 还占领了美索不达米

亚地区以及亚美尼亚, 其影响直至东罗马帝国的亚洲边界, 还击败了罗马人。

托格洛尔于公元 1063年去世后, 塞尔柱王朝的王权几经周折, 转至其兄贾格里之子

阿尔布#阿尔斯朗 ( 1063~ 1072) 手中。 /在九年半的时间里, 经过拓疆以及在瓦齐尔

) ) ) 赫加 #奈扎姆 #莫尔克的策略影响下, 他把塞尔柱王朝政权的疆土扩展至细浑河和地

中海边。0» 公元 1054年, 他又征服了格鲁吉亚和阿布豪兹 (亚美尼亚以北的黑海沿岸) ,

又通过联姻使其内部的统治更加巩固, 然后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作战, 准备占领埃及, 但

由于拜占庭大军进入小亚细亚而北上。塞尔柱人领导的军队先后征服了卡尔斯、马拉提

斯、锡尔斯、开塞利、尼克萨尔、科尼亚、阿穆里牙及霍纳兹。¼ 公元 1070年, 他先征

服了阿勒颇城, 然后在马劳兹吉尔德城与东罗马皇帝的军队进行了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

东罗马帝国皇帝被俘, 双方签署了 50年的和约。公元 1072年, 阿尔布 #阿尔斯朗被刺去

世, 其子马立克肖继承其位 ( 1072~ 1092)。他在位期间, 首先消灭了反对他登极的力量,

然后相继征服了安塔基亚、阿勒颇及玛瓦鲁纳赫尔等地。/塞尔柱王朝在他统治期内, 在

疆域范围上最为辽阔, 当时自中国边境直到地中海, 北自咸海和钦察荒漠直到也门以远之

地均以马立克肖的名义来进行礼拜和祈祷, 东罗马帝国和笃信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以及阿布

豪兹的王公们都来向他朝贡。0 ½ 这说明塞尔柱王朝在马立克肖统治时期进一步扩大, 包

括塞尔柱人在内的突厥人不断迁徙进入中亚、中东及西亚地区。

马立克肖去世后, 其长子勃勒凯亚洛格 ( 1092~ 1104) 几经周折继承了王位。/他除

了贾布尔地区、伊斯法罕和阿拉伯伊拉克等地之外, 对其他广大的塞尔柱王朝地区并没有

直接控制过。而其他区域虽然在名义上也属苏尔坦国王的统辖, 但是实际上却是独立的。0
¾ 对此格鲁塞也记载道: /巴儿基牙鲁克 (即勃勒凯亚洛格) 与他的兄弟们分到了波斯算

端国, 都都失 (巴儿基牙鲁克的叔父) 的儿子们分到阿勒颇与大马士革二个王国, 速来蛮

(征服小亚细亚地区的将领) 的儿子克泽尔 #阿思兰分到小亚细亚算端国。0¿ 塞尔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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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分裂。正如巴托尔德所说: /古斯人 (乌古思人) 或土库曼人驰奔于从中国突厥斯坦

到埃及与拜占庭帝国边界间的所有国家的领土上, 他们中有一部分以强盗的形式各行其

欲, 有一部分则听命于他们的王公们 (塞尔柱人) 的领导。0 ¹ 由此可见, 由于塞尔柱政

权的分裂, 塞尔柱人逐渐归属于不同的政权, 他们逐渐成为当地居民的一部分。

第三阶段, 塞尔柱帝国分裂为三个小王朝, 塞尔柱人和其他迁入塞尔柱帝国中的突厥

人渐融入阿位伯人、波斯人及小亚细亚人当中。

分裂后的塞尔柱帝国中的三个王朝的命运是不同的。其中叙利亚的塞尔柱王国 ( 1094

~ 1117) 逐渐阿拉伯化; 波斯的塞尔柱王国 ( 1117~ 1194) 也日益伊朗化, 但它作为塞尔

柱帝国的正统王朝, 在中亚一直存在到另一个突厥王朝 ) ) ) 花剌子模国兴起; 只有位于小

亚细亚的塞尔柱王国 ( 1084~ 1130) 则 /延续了整个两个世纪而成为特别延长的事业, 因

为从它那里析出来了历史上的土耳其0。º随着塞尔柱帝国的分裂, 生活在塞尔柱帝国内

部的塞尔柱人和其他突厥人仍在不同王朝中生活。与前两个阶段相比, 塞尔柱人再没有进

行大规模的迁徙, 而是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在一起。

在波斯的塞尔柱王国内部, 勃勒凯亚洛格虽为国王, 但 /其弟吉亚苏丁#穆罕默德统治

着赛菲特鲁德以北的伊朗地区, 而其另一位兄弟赛贾尔则统领东部伊朗以及玛瓦鲁纳赫尔地

区。穆罕默德和赛贾尔两人在各自统领地区内自认为是绝对的国王, 而不把勃勒凯亚洛格的

尊严威望放在眼里。这种情况实际上宣告了塞尔柱王朝的辽阔政权业已分崩离析, 不再存有

像托格洛尔、阿布尔#阿尔斯朗和马立克肖时代曾有过的那种大一统的天下了。0» 勃勒凯

亚洛格因病去世, 继位者为苏尔坦#吉亚苏丁#穆罕默德 ( 1104~ 1117) 的第三个儿子。他

在位期间, 镇压了伊斯玛仪教派, 又于 / 1115年出兵前去驱赶欧洲的十字军0。¼ 他去世后,

苏尔坦 #赛贾尔 (苏尔坦#吉亚苏丁#穆罕默德兄弟, 1117~ 1157) 继位。他相继收复玛瓦

鲁纳赫尔、加兹尼、花剌子模等地。有史记载: /他除两次战事以外, 在其他诸战斗中均获

胜, 自克什噶尔至地中海边, 由钦察草原至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麦地那和麦加这两座圣城的辽

阔疆域里均以他的名字来进行礼拜和祈祷。他自 1117年登基称王之后直至去世之前, 所有

花剌子模、加兹尼的君王以及在伽塔旺一战之前的克什噶尔王公和玛瓦鲁纳赫尔的王公都是

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 并且一直向他的宫廷进贡。他在加兹尼、玛瓦鲁纳赫尔、古尔和花剌

子模所取得的征服胜利均不是任何塞尔柱王朝的君主所能比拟的。虽然他在西部没有新的征

服, 但是他在东部和东北部却使塞尔柱王朝的政权得到新的扩展。随着加兹尼、古尔和细浑

河 (锡尔河) 的上游先后被并入塞尔柱王朝的领土, 该王朝在这部分地域大大地推进了。0 ½

但在他去世后, 伊拉克的塞尔柱王朝也逐渐走向衰退的道路。公元 1194年, 花剌子模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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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了伊拉克的塞尔柱王朝。随着波斯塞尔柱王朝的灭亡, 在此生活的塞尔柱人和其他突厥人

逐渐融入波斯人、阿拉伯人当中, 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

在叙利亚的塞尔柱王朝则在阿尔布#阿尔斯兰 ( 1063~ 1072) 统治时期奠定了基础。

阿尔布#阿尔斯兰 /在向西方扩张时, 其势力首先扩展到叙利亚和小亚地区。公元 1070

年, 阿尔斯兰攻取米尔达斯王朝的首府阿勒颇, 并南下巴勒斯坦, 进占腊马拉、耶路撒冷

直至阿什克伦。公元 1071年, 阿尔斯兰在曼齐卡特大败拜占庭军队, 俘虏拜占庭皇帝,

为突厥人和穆斯林在小亚地区开启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程。然而塞尔柱人在叙利亚的统

治并不稳固, 阿拉伯人、塞尔柱人、土库曼人以及法蒂玛人的残余势力竞相角逐于叙利

亚, 叙利亚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库曼人将军阿特西兹在公元 1075年从法蒂玛人手中

夺回大马士革。两年后, 阿尔斯兰的儿子突突什夺取大马士革, 处死阿特西兹, 继而在大

马士革建立起独立的塞尔柱苏丹国, 突突什成为叙利亚塞尔柱王朝真正的奠基人。突突什

在公元 1084年从拜占庭人手中夺回安条克, 公元 1094年占领阿勒颇, 并将势力扩展到埃

德萨、摩苏尔等城市。此外, 他还领有呼罗珊等原有领地。翌年, 突突什战死疆场。他的

两个儿子列德旺和杜嘎格分别成为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埃米尔。不久两位埃米尔发生内

战, 杜嘎格被迫承认列德旺的宗主权。0 ¹ 后来面对十字军东征和埃及法蒂玛王朝的进攻,

列德旺和杜嘎格分别镇守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公元 1117年列德旺后代屈服于抵抗十字军

的英雄、土库曼人艾尔 #加齐, 大马士革的杜嘎格后代世袭大马士革的统治权直至公元

1154年被另一个塞尔柱人伊马杜丁 #赞吉建立的赞吉王朝所灭亡。如果从公元 1070年塞

尔柱国王阿尔斯兰进入阿勒颇算起, 那么到公元 1154年赞吉王朝推翻塞尔柱人在叙利亚

的统治为止, 塞尔柱人在叙利亚驻足的时间长达八十余年。

位于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王朝继续存在,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穆
斯林在历史上第一次深入到小亚细亚, 在那里建立了先以尼西亚、后以科尼亚为首府的

-鲁姆塞尔柱王国. , 这个王国在众多塞尔柱小国中寿命最长, 影响最大。从此在拜占庭帝

国的土地上获得了永久性的立足地; 一直延续到 1300年, 才被它的近亲奥斯曼土耳其所

取代。0º 在这里, 塞尔柱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正如英国史学家阿诺德 #汤因比所说:

/塞尔柱帝国在小亚细亚 (拉姆) 的分支比幼发拉比河以东的帝国的主体具有更顽强的耐

力。塞尔柱人的拉姆王国经受住了第一次十字军的风暴; 1176年, 它挫败了东罗马帝国

为时已晚的重新征服该地的努力; 它在 1243年战败于蒙古人之后仍幸免于灭亡, 尽管它

不得不服从蒙古人的宗主权。拉姆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定居的说突厥语的社会, 它的文

明是伊朗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拉姆的苏丹设法将塞尔柱人带来的土库曼游牧部落驱赶到伊

斯兰教世界与东罗马帝国的边界, 并将 13世纪从蒙古逃来的游牧部落也迁移至此。0»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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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罗姆塞尔柱苏丹国在小亚细亚建立, 大批突厥人随之而来,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 突厥

人与原来生活在这里的民族逐渐融合在一起。

二

为什么塞尔柱人要从它们祖祖辈辈熟悉的咸海及里海以北的草原上迁入定居中亚、中

东及西亚地区呢?

第一, 南部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的分裂, 西方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及东方中国处于

分裂状态的有利条件, 为塞尔柱人进入中亚、中东及西亚地区提供了政治、军事上的可能

性。阿拉伯帝国发展到阿拔斯王朝 ( 749~ 1258) 后期, 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上均呈

现出衰落之势, 于是帝国各地的军事力量逐渐取代阿拔斯王朝, 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领

袖。这些领袖人物割据一方, 阿拔斯王朝被许多小王朝分解, 这就为塞尔柱人进入河中地

带提供了便利的先决条件。众所周知, 在塞尔柱人迁入河中地区之前, 阿拉伯帝国后期的

阿拔斯王朝亚洲部分出现了许多小的王朝, 如塔希尔王朝 ( 820~ 872) /辖有巴格达以东
广大土地, 中心势力在呼罗珊, 木鹿为其首府。0 ¹ 萨法尔王朝 ( 867~ 903) 曾据有锡吉

斯坦全境, 萨曼王朝 ( 874~ 999) 强大时其版图曾 /北达咸海, 南至伊朗东南, 东抵阿姆

河、锡尔河上游, 西迄里海0。º后来从萨曼王朝中分化出来的加兹尼王朝 ( 961~ 1186)

/向印度北方平原扩张, , ,占领旁遮普, 最后统治了印度北方的广大山区和辽阔的平

原。0» 布韦希王朝 ( 945~ 1055) 则在短短的数年中将上下伊拉克及伊朗西部地区征服并

统治, /他们剥夺了哈里发的军政大权, 却保留了他的宗教权力, 承认哈里发为全世界穆

斯林的精神领袖0 ¼ , 使哈里发成为实际上的傀儡。在埃及则先后出现了土伦王朝 ( 868

~ 905)、伊赫希德王朝 ( 935~ 969) 及法蒂玛王朝 ( 909~ 1171) , 这几个王朝不仅统治了

埃及, 而且还将叙利亚、麦加、麦地那、巴勒斯坦等地纳入自己的版图内。广大西亚地区

则处于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 但在塞尔柱人进入中亚、中东及西亚地区之前, 拜占庭帝

国的马其顿王朝于公元 1056年灭亡, 在此之后的 24年中 ( 1057~ 1081) , 国内处于混乱

状态, 先后有五个皇帝继位, 政权则掌握在得到教会支持的宦官和地方官手中; 在军事

上, 则由于土地所有制遭到破坏, 导致军区制的瓦解和雇用兵制的解体。除此之外, 拜占

庭帝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也相当险恶。/在北方, 由于拜占庭政府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加

重捐税, 并将实物租改为货币租而引起保加利亚人民的起义。暴动群众占领了第拉希和几

乎整个柯波儿军区, 拜占庭受到严重威胁。此外, 多瑙河一线, 一支来自中亚的西突厥

人, 即佩齐内格人, 已经到达南俄罗斯草原。拜占庭以很大的代价向他们赎买和平, 同时

允许他们留居巴尔干半岛以北地区。这就在拜占庭北部边境上潜伏下危机。在南方, 拜占

庭帝国企图保住它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土。10世纪初期, 阿拉伯人占领了西西里岛, 拜占

庭帝国一直在为收复该岛与阿拉伯人作战, 但未有成效。0 ¼ 除此之外, 位于亚洲东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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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处于宋与辽、金、夏及蒙古对峙时期, 无暇西顾。因此, 从宏观的国际环境来看,

中亚、中东及西亚均处于名副其实的分裂状态, 欧亚大陆均没有出现强有力的统一政权;

从微观环境来看, 和塞尔柱人距离最近的河中地带则处于萨曼王朝、哈喇汗朝、加兹尼王

朝等混战的状态, 无论哪一个王朝均无暇顾及锡尔河以北的草原地带。最终, /萨曼王朝

在 9~ 10世纪将自己的疆域向北扩大到河中地区之后, 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对这些新拓展

进来的边远地区实行有效控制。0 ¹ 这就给长期居住于锡尔河中下游地区的属于西突厥乌

古思人的一支 ) ) ) 塞尔柱克人一个进入河中地带的天赐良机。他们趁萨曼王朝因与哈喇汗

朝开战而雇用塞尔柱人防卫北方边境的机会, 逐渐进入河中地带。

第二, 阿拔斯王朝后期突厥军事力量进入中亚、中东地区, 为塞尔柱人进入这些地区

奠定了便利的种族基础。早在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阿台绥姆执政时期 ( 833~ 842) , /突

厥人开始崭露头角, 受到重用, 进而排挤和打击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控制哈里发。他们不

仅在首都气焰嚣张, 而且在地方上横行无忌。突厥将军要求哈里发分封给他们更多的土

地, 他们派遣代理人到农村里盘剥农民, 收取重税, 自己却住在巴格达和萨马腊等大城市

享乐。0º 这说明突厥人以军事见长而受到哈里发的重用。但随着他们进入阿拔斯王朝,

他们的生活已从游牧改为定居农业, 城市是他们喜欢居住的地方。穆阿台绥姆死后, 先后

有 14位阿拔斯哈里发当政, 但他们均是突厥人的傀儡。如瓦西格 ( 842~ 847) 因突厥人

当权而抑郁而死; 穆台瓦克里 ( 847~ 861) 想摆脱突厥人的控制而被杀; 孟台绥尔 ( 861

~ 862) 因触犯突厥人而被毒死; 木斯台因 ( 862~ 866) 则先被突厥人放逐到麦地那城,

然后被杀死; 木耳台兹 ( 866~ 869) 也因不听突厥人命令而被杀; 木赫台迪 ( 869~ 870)

上台后不甘心当突厥人的傀儡而揭竿而起, 但因势力不足而战死; 后继的两位哈里发穆阿

台米德 ( 870~ 892)、穆阿台迪德 ( 892~ 902) 一度摆脱了突厥人的控制, 还都巴格达,

但穆阿台迪德死后, 其子穆克台菲统治时期 ( 902~ 908) , 突厥将军再次卷土重来, 控制

了帝国军政大权; 穆克台菲死后, 相继继位的五位哈里发或为突厥将军杀死, 或为其所

害, 突厥将军则上升为 /总埃米尔0 (总长官) , 直到希布韦人最终进入巴格达。»由此可

见, 在阿拔斯王朝末期一百多年的时间内, 突厥将军成为阿拔斯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他们

掌握的军队是由突厥人组成的军队。这说明突厥人因军事能力而被重用, 进入以巴格达为

中心的阿拉伯世界, 他们的首领成为阿拔斯王朝的突厥将军, 则为大量突厥人进入河中、

呼罗珊及伊拉克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资料证明突厥人在突厥将军控制

阿拔斯王朝时进入河中、呼罗珊及伊拉克地区, 但阿拔斯王朝末期出现的许多小王朝均为

突厥人建立的事实证明, 就在这一时间大批突厥人进入这些地区, 如加兹尼王朝、哈喇汗

朝, 甚至远在埃及建立的土伦王朝也是由突厥人建立的, 在塞尔柱人之后建立的花剌子模

王朝也是由突厥后裔建立的。而这些小王朝的建立, 又为以后锡尔河以北的突厥各部进入

河中地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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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富饶的河中、呼罗珊及伊拉克地带能够为塞尔柱人提供生活保障。阿姆河与锡

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谁拥有这一地区, 就拥有东西贸易、军事、外

交及定居生活的便利。如乌马里在 14世纪初到达察合台汗国时, 曾看到河中和天山南北

地区经济发展的盛况。他描写道: 这里 /有着永不枯竭的源泉、潺潺流水的江河、广阔而
茂盛的草原、肥沃和富饶的土地。0 ¹ 呼罗珊地区及伊拉克地区本来就是古代两河流域文

明的发祥地和波斯文明的所在地, 后又经过阿拉伯帝国的不断发展, 这里已经成为阿拉伯

世界的中心。这说明这些地区的繁荣是塞尔柱人想进入这一地区的原因。

第四, 不断增长的人口促使塞尔柱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居住地。9~ 11世纪, 正是乌古

斯人口不断增多的时期。有资料显示, 早 /在 9~ 10世纪时期, 他们 (塞尔柱人) 加入了

乌古思联盟, 服从乌古思首领叶护的领导。0º 这说明当时的乌古斯人口已经增长到足以

建立部落联盟的地步。/与此同时, 乌古斯人内部分化出富裕的、有权势的贵族, 在这些

贵族的周围聚集起一批不事生产而专以战争为业的武装侍从; 其他的多数氏族成员虽享有

人身自由, 但只拥有少量牲畜, 他们既是牧民, 又是军士。乌古斯人的首领称叶护, 叶护

政权的政治中心在锡尔河下游, 那里有座城市有养吉干, 是叶护的驻冬之所。, ,在叶护

的辖区内尚存在许多自称酋长的势力, 他们有各自的仓, 有各自的武装。叶护在辖区内建

立了定期贡赋制度, 并向各地派出自己的征税官。对于拒纳贡赋的酋长则实行讨伐。0»

正因为人口不断增长, 才会出现社会等级, 才会出现贫富分化。可以说古代所有的政治及

社会制度无疑受到人口的制约, 人口几乎成为国家及民族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制度建

立及发展的原动力。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 居住在锡尔河中下游的以塞尔柱克为首的一个

乌古斯部落便以充当萨曼王朝护卫的职责进入河中地带, 随之大量的突厥人也进入河中地

带, 并给新生的塞尔柱王朝增加了人口问题。以后, 随着塞尔柱王朝在巴格达的胜利, 大

批突厥人再次涌入塞尔柱王朝统治下的河中、呼罗珊及伊拉克地区。这些地区无法承受如

此多人口的生活, 于是新一轮迁徙以军事扩张为主要特征而展开。有资料显示, /吐格利

尔的表弟伊纳尔鼓励他的部民们说: -我的土地不能满足你们需要了, 对于你们来说, 最

现实的办法就是进攻罗马, 去获取战利品, 我会紧跟你们和支持你们。. 0 ¼ 由此可见, 解

决众多的从河外地区迁入的突厥人的生计问题, 仍是寒尔柱人在建立王朝之后急待解决的

问题, 也是包括塞尔柱人在内的突厥人继续迁徙的主要原因。

第五, 塞尔柱人与乌古斯叶护之间的宗教及权力矛盾是塞尔柱人迁入河中地带的直接

原因。/据穆斯林史学家伊本#阿尔#阿西尔在 5全史6 中所记述的传说, 塞尔柱克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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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名叫杜卡克, 杜卡克可能就是乌古思部落联盟中乞黑部落的首领。0 ¹ /早在塞尔柱克青

少年时代, 其父杜卡克就倾向于伊斯兰教。正是因为宗教信仰问题, 杜卡克与乌古思叶护

发生了分歧。,,杜卡克与叶护之间的宗教分歧一度使他们互相械斗, 但后来又和解了,

杜卡克仍留在叶护手下效命。也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塞尔柱克长大后也信仰了伊斯兰

教, 但叶护还是重用了这位年轻人, 让他当了 -苏巴什 (军事首领) . 。0º /在掌兵期间,

塞尔柱克的权力增大, 威望提高, 引起了叶护的嫉妒和不信任。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宗教上

的分歧, 塞尔柱克已经有些伊斯兰教的倾向, 而叶护仍保守着萨满教。到 10世纪中期,

塞尔柱克与叶护已公开对立, 于 950年率领他的部族渡过锡尔河, 在河下游南岸的毡的城

郊扎营, 随塞尔柱一起来的还有乌古思族的其他部落。0»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 居住在

锡尔河中下游的塞尔柱人与河中的穆斯林各个王朝互为邻居, 河中地带又是他们久已向往

的文明地区, 受伊斯兰教影响很深。但是不是从杜卡克时代起塞尔柱人就信仰了伊斯兰

教, 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因为有些史料显示出, 直到塞尔柱克率领塞尔柱人和其他突厥

人进入河中地带后, 为了在穆斯林包围中生存和发展, 便皈依了伊斯兰教。我们认为不管

怎样说, 与其他突厥人相比, 塞尔柱人由于深受河中文明影响, 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更为深

刻。这是他们与叶护产生矛盾和萨曼王朝能够容纳他们的精神原因。

从塞尔柱的迁徙过程可以看出, 迁徙总是与扩张相伴随, 塞尔柱人兵锋所至, 也就是

塞尔柱人和其他突厥人迁徙所至。大批突厥人 (包括塞尔柱人) 进入这些地区并生活了一

百多年后, 逐渐融入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小亚细亚人中间, 塞尔柱人的名称为土耳其人、

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名称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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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医药机构, 它们并不在太医院的管辖范围之内, 而同时又是元朝医政体系的构成部

分。这部分医药机构的存在, 一定程度上切割了太医院的权限, 好处是弱化了太医院的垄

断性, 而垄断必然会带来腐败。问题是, 这样也造成医药管理体制的纷杂多头, 会带来不

必要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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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nd Medical Institute of Yuan Dynasty

Ma M ingda Wu X iang lan
Abstract: It w as as earlier as in the reign of Wo Kuotai that the gr eat Mongolian Khans of

Yuan Dynasty had alr eady established the Grand M edical Institute, and made it the re2
sponsible depar tment fo r the administ rat ion of medical af fairs in the empir e. A fter the

Yuan Shizu Emper or, sustained refo rms w ere int roduced into the Gr and M edical Inst itute.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w o rthy sy stem to be studied in the histor y of Chinese medical

poli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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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ourse on the Immigration of the Seljuks and Its Reason

X u lili Feng X ia
Abstract: T he Seljuks w er 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w estern Turkish t ribes, they came

from the w est of Xier r iv er and m igrated to the zone of Xier and A mu river in the m iddle of

10th century. Af ter a century, the Seljuks g radually mig rated to the central A sia, the

middle east and w est Asia.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r easons behind

their migr at ion are: the div ision of the Abbassid A rab dynasty ; the coming into the central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of the Turkish army; the richness of the areas of Khorasan and Iraq;

cont inurous increasement of populat ion; internal fighting among different Seljuk groups.

Key words: T he Seljuks, immig rat ion, reason cont inue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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