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 有 一 则 饶 有 趣 味 的 事

例 ， 唐先生曾对陈国灿抱怨 ：
“有人认为我是实证主义者，请

问我实证是为了什么？ ”
1981 年，唐先生被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评为首批博士生指导教

师。 1982 年，他招了 2 名硕士研

究生， 孙晓林和孙继民 。 1983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冻国栋。

孙晓林说， 唐先生授课风

格 与 他 对 学 生 论 文 的 要 求 一

致。 唐先生讲课不是拿着旧讲

稿照本宣科， 而是着重讲他最

新的研究专题。 给上一届学生

讲过或者已经写成文章发表过

的内容，绝不再重复讲。 孙晓林

至今记得， 在她的本科毕业论

文 “唐代西州水利灌溉系统 ”
上， 唐先生在审稿时把前几页

都划掉了， 批了 “唯陈言之务

去”几个字。
1984 年，唐先生招收了第

一名博士研究生牟发松。 1986
年， 吐鲁番文书整理及定稿工

作告一段落， 唐先生回到学校

继续从事原有的科研和教学 ，
冻 国 栋 开 始 兼 任 他 的 学 术 助

手。 那时唐先生的眼疾很重，冻
国栋除了协助他查阅资料 、誊

写文章、处理信件外，还给他读

报纸、杂志。 他记得唐先生每天

必看《新闻联播》，报纸常读《光

明日报》《人民日报》 的理论版

以及《参考消息》。 每期《历史研

究》寄来后，冻国栋就先给他念

所有的标题和作者， 他若感兴

趣再读全文。
1987 年，唐先生指导在职

博士生冻国栋。 就在那年，唐先

生开设了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概论”课。 听讲者除了他和牟发

松之外，校内外部分教师，如陈

仲安 、陈国灿 、朱雷 、李文澜等

都参加。 “这门课程的讲稿，就

是唐先生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三论 》（下简称 《三论 》）一书的

雏形。 ”
王素说， 唐先生一生深受

3 位学者影响：陈寅恪，主要在

方法论方面，当然也包括理论，
甚至包括文化史观；吕思勉，主

要是熟悉通史， 掌握和驾驭史

料的能力 ，包括实证 ；李剑农 ，
主要受其经济学思想的启发 ，
关注经济问题， 注重经济与政

治的逻辑关系 。 他 认 为 ，1993

年 3 月出版的《三论》可以说是

这些学术影响的集中体现。 在

书中 ，唐先生从 “客 ”这个劳动

者身份地位的变化着手， 着眼

于社会经济形态演变， 从而创

造性地提出了 “亚洲型封建社

会”概念。
冻国栋记得， 这部书原本

叫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概论》，
唐先生考虑到“没有通盘，不能

叫概论 ”，最后将书名改为 “三

论”。 在《三论》出版前，唐先生

删去了文中原有的数万字有关

佛、道二教的研究内容。 “他谦

称这部分自己的修养不够 ，不

宜放进去。 ”冻国栋说，唐先生

其实为此耗费大量精力， 读了

很多书， 包括反复阅读日本学

者的论著。 此前也发表了不少

为史学界、宗教界称道的道教、

太平教、 天师教和佛教弥勒信

仰相关的论文。 而且，冻国栋在

整理唐先生年谱的时候， 发现

唐先生早在 1951 年 就 已 经 在

研读佛教、道藏资料了。
冻国栋出国访学后， 何德

章从 1992 年 9 月起至 1994 年

10 月唐先生过世期间，担任其

学术助手。 何德章说，唐先生晚

年 身 体 状 况 不 佳 ，3 位 至 亲 好

友 的 过 世 更 是 给 他 以 巨 大 打

击：1986 年 6 月， 挚友王仲荦

教授逝世 ；1990 年， 夫人王毓

瑾病逝；1993 年，挚友、邻居吴

于廑教授脑溢血过世。 但在生

命的最后几年中， 唐先生还在

不断地进行学术思考， 甚至撰

写论文， 即使在确知身患癌症

之后， 唐先生也要求他每天为

自己诵读魏晋隋唐方面的新文

章。 1993 年上半年，唐先生让

何德章通读了马克垚先生的新

作 《英国封建社会研究 》，应当

是希望借以加深对 “中国封建

社会前期的变化与发展” 这一

问题的理解。 1993 年年底，唐

先生还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

科学版）》发表了长达 2 万字的

《论南朝文学的北传》， 从汉代

传统述及宋代文风。 1994 年夏

天， 唐先生仍打算完成一篇论

文： 通过陆云与其兄陆机之间

的来往信件， 探讨二陆进入洛

阳后受北方玄学影响产生的文

学旨趣变化。 第一部分逐一讨

论这批来往信件写成的具体时

间、地点 ，三易其稿 ，在过世前

一个月基本定稿。

“唐先生是个特别通达的

人。 ”何德章说，唐先生的晚年

除了继续学术研究， 也会和大

家聊些学林掌故。 他印象最深

的，是唐先生品评过颇多人事，
“但对研究所里两位年轻同事，
他始终未曾言及，说希望我们三

人将来能团结，一起努力工作”。
唐刚卯告诉记者 ，1994 年

9 月，父亲病情恶化入院。 在父

亲最后一次住院时， 每天都有

学生前来值班，轮流照顾，武汉

大学和相关医院也多次研讨抢

救方案。 在父亲最后的时刻，床
前围满了学生。 10 月 14 日，唐
先生病逝于武昌梨园医院。 他

早前已自撰墓志铭， 并请启功

先生书写：“生于吴，没于楚。 勤

著述，终无补。 宜家室，同甘苦。
死则同穴夫与妇。 ”

陈国灿说， 墓志铭是唐先

生此生自愿公开的最后文字 。
先生离世前一两个月时曾对他

说 ：“我现在没有什么牵挂 ，该

出的书都出完了， 以后不要以

我的名义出版我的文章。 ”
对此，冻国栋表示，唐先生

辞世后仍有他的 “文存 ”和 “文

集” 出版， 可能违背了先师遗

愿。 “在是否要出书问题上，唐

门弟子意见不统一。 ”他感到，
在他们整理发表的一部分唐先

生的札记及讲义等未刊稿 ，还

有一些散见于报刊的旧作里 ，
有些是唐先生认为还不成熟 、
需要大改的，“先生生前是不可

能同意发表或结集出版的 ，现

在回想真有些对不住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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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邀 就 北 魏 孝 文 帝 改 革

做 一 笔 谈 ，初 觉 轻 松 ，真 写 起

来却颇感难以着笔。 孝文帝改

革 是 各 种 层 次 的 教 材 必 然 会

讲述到的历史内容 ，要谈出新

意，殊为难事。 思之再三，本文

拟结合个人以往研究心得 ，对

孝文帝一朝改革的发展过程 ，
做一些梳理 ，谈一些教材较 少

涉及的史事 ，间或提出自己可

能还不太成熟的想法 ，改革的

具体内容则不予过多地 涉及 。
希 望 能 对 读 者 诸 君 全 面 了 解

孝文帝改革有所帮助。
文题以 “孝文帝朝改 革 ”

为 名 ，而 不 是 “孝 文 帝 改 革 ”，
是 因 为 孝 文 帝 一 朝 前 后 改 革

的 主 持 人 、改 革 的 背 景 、改 革

的目标 ， 都有很大的差异 ，简

单地称之为孝文帝改革 ，有违

历史真相。

北 魏 孝 文 朝 的 改 革 ， 既

是 北 魏 创 立 以 来 长 期

发展的结果 ，也是特定政治文

化背景下的产物。
公 元 467 年 八 月 ，孝 文 帝

拓跋宏诞生于平城。 其父北魏

献 文 帝 拓 跋 弘 当 时 虚 岁 14
岁 ，其母姓李 ，为中原汉人 ，大

概已有 20 多岁。 两年后，拓跋

宏被立为皇太子 ，却给她的生

母李氏带来了杀身之祸。 北魏

创 立 者 拓 跋 珪 为 了 避 免 太 子

母亲的家族干预朝政 ，定下过

规 矩 ： 皇 位 继 承 人 选 一 旦 确

定 ，则 处 死 其 生 母 ，当 时 称 之

为“子贵母死”。
皇 太 后 冯 氏 亲 自 担 负 起

抚养孝文帝的责任。 冯氏并不

是孝文帝血缘意义上的祖母 。
孝 文 帝 的 亲 祖 母 与 其 生 母 同

姓 ，也因 “子贵母死 ”制度被处

死 。 冯氏也是中原人 ，祖籍长

乐信都 （今河北冀州市 ），她的

祖 先 任 职 于 鲜 卑 慕 容 部 建 立

的政权。 冯氏的祖父冯跋夺得

政权 ，成为十六国北燕政权的

皇帝 。 北燕被北魏消灭后 ，冯

氏人物有的逃亡 ，有的出仕北

魏。 冯氏幼小时因故以罪犯家

属的身份充入后宫为奴婢。 冯

氏 的 姑 姑 在 北 魏 第 三 代 皇 帝

拓跋焘的后宫中颇有地位 ，对

她加以提携、教育，15 岁时，冯

氏成为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 。
《魏书 》 中有关于冯氏与文成

帝感情深厚的描述 ，但记载并

没有显示她曾经生儿育女。
465 年，文成帝 26 岁时去

世 ，12 岁 的 皇 太 子 拓 跋 弘 继

位 ，冯 氏 被 尊 为 皇 太 后 ，时 年

24 岁。 鲜卑贵族、车骑大将军

乙浑假传圣旨 ， 诛杀朝臣 ，自

封为丞相 ，图谋篡权 。 次年二

月 ，冯 氏 “密 定 大 策 ，诛 浑 ，遂

临朝听政”（卷 13《文成文明太

后冯氏传》）。 这是冯氏第一次

执掌朝政 。 显然 ，冯氏能够扭

转乾坤 ，是因为她身为后宫之

主多年 ，在宫中形成了自己强

大的影响力 ，在朝廷中也拥有

强有力的支持者。 冯氏此次执

掌大政的一二年中 ，有两件值

得特别注意的举措。
其一 ， 推广儒学教育 ，在

各 郡 设 置 博 士 、助 教 ，根 据 各

郡大小 ，招收学生 40—80 人 。
地方政府按朝廷规定 ，全面兴

办学校 ，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

次 ，对于北魏这个当时仍以鲜

卑武人为主体的政权来说 ，更

是难能可贵 。 其二 ，利用南朝

北魏孝文帝朝的改革
何德章

冯氏被尊为皇太后，时年 24 岁。 作为汉族女性，冯氏更喜欢中原文化，对鲜卑武人粗鄙无文不存好

感，她“粗学书计”，并非天生的改革者，但她长期以“女主”执政，北魏政治格局因而发生巨大变化，
使改革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去世，人亡而政不息。 孝文帝正式成为改革的

主导者，时年 23 岁。 孝文帝是冯氏改革的参与者与推进者，也是冯氏改革最重要的成就。

唐长孺先生

1981 年 审 阅 学

生毕业论文 （初

稿）的批语

李文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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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政权的内争 ，遣慕容白曜

率 军 夺 取 青 、齐 ，进 占 今 山 东

半岛。 自拓跋焘于 439 年统一

北方以来 ，北魏虽然一直对南

方构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但在

黄 河 以 南 的 统 治 并 不 十 分 巩

固。 夺取青、齐二州，使北魏将

南 方 的 防 线 从 黄 河 一 线 推 进

到淮河流域 ，洛阳一带不再有

腹背受敌之虞 ，这为后来孝 文

帝 迁 都 洛 阳 ，南 向 发 展 ，创 造

了条件。

《 魏书·文成文明太后冯氏

传 》说 ：“及 高 祖 生 ，太 后

躬亲抚养 。 是后罢令 ，不听政

事。 ”高祖是孝文帝的庙号。 一

些 学 者 将 这 一 记 载 理 解 为 冯

太后为了亲自养育孝文帝 ，遂

不再过问朝政 ，进而怀疑孝 文

帝是冯氏的私生子 ，冯氏放弃

权力 ，很可能是因为分娩而有

不便。 但按 《魏书 》记载 ，冯太

后 与 孝 文 帝 之 间 关 系 曾 一 度

相当紧张 ，冯氏曾经打算废黜

他 ，要说冯氏与孝文帝是母 子

关系 ，根据确实不足 。 持此说

者以今度古 ，认为孝文帝出生

时 ，献 文 帝 虚 岁 14，孝 文 帝 不

太可能是其亲生。 但无论从当

时习俗还是生理角度看 ，都不

成问题 。 草原习俗 ，男子能骑

马弯弓 ，即视为战士 。 受此影

响，北魏均田令规定男子年 15
岁便可占有田产 ，北周时法令

规 定 ，男 子 15 岁 、女 子 13 岁

必须结婚 ，更早结婚自然不在

禁止之列。 据《魏书》卷 22《元

恂传 》， 孝文帝在长子元恂只

有十三四岁时 ，便纳名门之女

为元恂左右孺子 ，而且希望元

恂 “食 后 还 内 ，晡 时 复 出 ”，不

要没日没夜地读书。 孝文帝本

意 当 然 还 是 希 望 尽 快 有 个 孙

子 ，崔 光 等 人 却 以 孔 子 “血 气

未定 ，戒之在色 ”一语劝阻 ，反

对元恂 “舍书御内 ”。 这也说

明 ，当时鲜卑族男子十三四岁

过两性生活为正常行为。 献文

帝虚岁 14 时 ， 与正当盛年的

李氏生下孝文帝 ，并非不可能

之事。 其实，献文帝出生时，其

父文成帝也只有 14 岁。
冯 太 后 第 一 次 执 政 ， “是

后罢令 ”。 “是后 ” 究在何时 ，
《魏书》并无明确交待。 如果生

育之说不可信 ，则冯氏放弃对

朝政的掌控 ，应该是献文帝逐

渐长成 ，在拥护自己的朝臣 支

持下 ，不断逼迫的结果 。 冯氏

正当盛年 ，喜欢上 “美容貌 ，有

才 艺 ” 的 都 官 尚 书 赵 郡 人 李

弈 ， 这原本不是什么大问题 ，
但 李 氏 兄 弟 及 亲 属 依 仗 冯 太

后 对 李 弈 的 宠 爱 ， “ 关 乱 公

私 ”， 引起献文帝的强烈不满

（《魏 书 》卷 36《李 顺 传 附 李 敷

传》）。 皇兴四年（470）冬，献文

帝将他们诛杀。 此事反映出冯

氏与献文帝之间的激烈矛盾 。
次年八月 ， 年仅 17 岁的献文

帝 突 然 将 皇 位 传 给 年 仅 5 岁

的 皇 太 子 拓 跋 宏 ，以 “太 上 皇

帝 ”的身份自处 。 北魏历史进

入孝文帝朝。
关于献文帝退位的原由 ，

《魏 书 》卷 6 《显 祖 纪 》称 因 其

“雅薄时务 ， 常有遗世之心 ”；
退位之后 ，“徙御崇光宫 ，采椽

不斫 ，土阶而已 。 国之大事咸

以闻 ”。 似乎真的过上了不问

世事的隐居生活 ，唐朝人怀疑

献 文 帝 是 在 皇 太 后 冯 氏 的 逼

迫下退位的 ，后人遂据以为信

史 ， 但献文帝内禅于其子 ，完

全 有 可 能 是 为 进 一 步 削 弱 冯

氏权力而做出的努力 。 从 《魏

书 》的 记 录 可 知 ，退 位 后 的 献

文 帝 ，既 没 有 放 弃 、也 没 有 丧

失实际的权力。 “太上皇帝”仍

然掌握着 “万机大政 ”，还曾两

次统率大军前往漠北 ，征讨柔

然 ，其 宠 臣 李  “参 决 军 国 大

议，兼典选举 ，权倾内外 ，百僚

莫 不 曲 节 以 事 之 ” （《魏 书 》卷

46《李传 》）。 献文帝年纪轻

轻便传位于皇太子 ，自然有助

于巩固孝文帝的地位 ，而他以

“太上皇帝 ”自居 ，冯氏皇太后

的身份便显得极为尴尬。 从孝

文 帝 继 位 到 “太 上 皇 帝 ”拓 跋

弘 去 世 五 六 年 间 ，我 们 在 《魏

书 》中确实也找不到关于冯氏

活动的记录。 献文诛杀冯氏宠

幸的李弈等因李告发 ，李

因此而受宠于献文 ，冯氏对李

自然会切齿痛恨 ，但直到 献

文帝“暴崩 ”之后 ，冯氏再次执

政之太和元年 （477）才将李

诛除。 如果冯氏有能力逼迫献

文 帝 退 位 ， 何 至 于 放 任 李 

“权倾内外 ” 如此之久 ？ 冯氏

“罢令 ”结束第一次执政 ，应当

就 在 献 文 帝 传 位 于 孝 文 帝 而

称太上皇帝之时。

承 明 元 年 （476） 六 月 ，
“太 上 皇 帝 ”拓 跋 弘 去

世 ，今 本 《魏 书 》沿 自 北 魏 国

史 ，对 于 献 文 帝 死 因 ，讳 莫 如

深。 唐朝人揣度献文帝之死为

“暴崩 ”， 是冯氏行 “酖毒 ”所

致。 《魏书 》卷 7 上 《孝文帝纪

上 》当月两条记录倒是颇值得

注 意 ： “六 月 甲 子 ， 诏 中 外 戒

严 ，分 京 师 见 兵 为 三 等 ，第 一

军 出 ，遣 第 一 兵 ，二 等 兵 亦 如

之。 辛未，太上皇帝崩。 ”两条

记录 ， 既可视为单独记事 ，也

可视为相互联系的事件。
平城内外突然戒严 ，显然

是有大事发生。 京城内现有军

队被分为三个等级 ，或许是按

精锐程度 。 迅速派出精锐 ，第

二 、三 批 军 队 络 绎 派 出 ，显 出

事态严重。 “京城见军”是由谁

控制的？ 他们被派往哪里？ “京

城见军 ”以外的军队又是谁控

制的？ 驻扎何处？ 所有这些疑

问 ，在 《魏 书 》中 都 得 不 到 答

案 ， 似 也 无 人 给 出 合 理 的 解

释 。 个人阅读此节 ，总有这样

一 种 强 烈 的 感 觉 ：此 时 “太 上

皇 帝 ”正 按 惯 例 率 军 “巡 幸 阴

山 ”， 而隐忍已久的冯氏利用

其 掌 控 的 部 队 发 动 政 变 ， “京

城见军 ”紧急行动的目标是在

阴山一带活动的 “太上皇帝 ”
拓跋弘。 此年六月甲子为初六

日，辛未为十三日 ，“阴山去平

城六百里”（《南齐书》卷 57《魏

虏 传 》）， 鲜 卑 骑 兵 为 主 的 部

队 ，六七日间一个来回当不是

问 题 。 戒 严 与 军 队 的 突 然 行

动 ，应该都与献文帝死亡有直

接的关系 ，至于最后是毒杀还

是其他方法 ，无关紧要 。 历史

记录缺失或语焉不详 ，有时需

要合理的推测与想象 ，好在此

文并非正经八百的史学论文 ，
且借此机会放纵一把。

“太上皇帝 ”死去 ，皇太后

冯 氏 被 尊 为 太 皇 太 后 ， “临 朝

称制 ”。 从此直至其于太和十

四 年 去 世 ，十 四 五 年 间 ，冯 氏

牢牢地控制着朝政 ，改革时代

终于来临。

冯 氏 更 喜 欢 中 原 文 化 ，
对 鲜 卑 武 人 粗 鄙 无 文

不 存 好 感 ，她 “粗 学 书 计 ”，并

非天生的改革者 ，但她长期以

“女主 ”执政 ，北魏政治格局因

而发生巨大变化 ，使改革既有

必要，也有可能。
北 魏 此 前 数 代 鲜 卑 族 皇

帝 ，喜 好 马 背 上 的 生 活 ，不 断

率 领 军 队 四 处 征 讨 ， 劫 掠 财

物、牲畜与人口 ，赏赐 、笼络随

驾征讨的军士与臣僚 ，若非特

殊 原 因 ， 每 年 都 要 率 领 军 队

“巡幸阴山 ”，实际上是到草原

上劫掠 、射猎一番 。 即使是重

视中原 、颇有 “君人之度 ”的文

成 帝 ，也 以 弯 弧 发 矢 、射 高 及

远而闻名 ，群臣树碑称颂其神

勇 ，残碑至今犹存 。 鲜卑武人

及附属拓跋鲜卑的部落酋长 ，
是统治阶层的核心 ，对中原的

管理，主要依靠武力威慑。
冯氏执政 ，任用汉族 文 士

的同时 ，信任身边的宦官及一

批 被 称 为 “恩 倖 ”的 私 宠 。 宦

官、恩倖得封王 、侯 ，充任朝廷

各部门主官 ， 担任地方大员 。
当然 ，冯氏对这些人也能严加

管束 ，他们也能忠实地执行冯

氏的政策法令。 冯氏的一些私

宠 ，甚至是孝文朝改革的中流

砥柱 ，如孝文朝改革所依仗的

重臣李冲。 这打破了鲜卑贵族

独享政权的局面 ，为冯氏推行

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条件。
作为汉族女性 ，冯氏 以 宫

廷作为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 。
太 和 五 年 （481）春 ，冯 氏 携 孝

文帝巡视河北 ，这是她唯一一

次远离京城 。 行进途中 ，僧人

法秀在京城谋反 ，不少官员牵

涉其中 ，结果巡视活动匆匆结

束 。 冯氏执政后 ，皇帝率众劫

掠 、赏赐这种草原首领维系部

众效忠的统治方式 ，难以继续

维持。 仿照秦汉以来中原政权

的 传 统 作 法 ，按 时 、定 额 给 官

员发放俸禄，势在必然。
俸 禄 从 来 都 是 中 国 古 代

中 央 集 权 体 制 下 各 政 权 最 为

主要的财政开支 ，要推行俸禄

制度 ，就必须有稳定的财政收

入 。 冯氏当政时 ，北魏的地方

管理体制虽不断成熟 ，但仍存

在很大的问题。 不少地方只能

通过镇 、戍 ，维持军事性控制 ，
即便设置州 、郡 、县的地区 ，基

层行政组织阙如 ，不少民户依

附于豪强大族 ，官府允许豪强

管理受其庇护的百姓 ，代收代

缴租税 ，实质上是北魏统治者

所 熟 悉 的 草 原 部 落 统 辖 方 式

在中原地区翻版。 在冯氏执政

后的新的政治形势下 ，全面实

行州 、郡 、县行政 ，健全基层行

政组织 ，实现官府对民户的掌

控 ， 保证稳定的赋税收入 ，便

提上了议事日程。 冯氏发起的

改革活动 ，与其说是北魏前期

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如说

是 冯 氏 执 政 后 北 魏 政 治 形 势

变化使然。
冯氏第二次执政不久 ，便

开始营造改革的气氛 。 “太后

以 高 祖 富 于 春 秋 ，乃 作 《劝 戒

歌 》三 百 余 章 ，又 作 《皇 诰 》十

八篇，文多不载 。 ”（《魏书·文

成 文 明 皇 后 冯 氏 传 》） 《 劝 戒

歌 》《皇诰 》， 是冯氏代孝文帝

行使皇帝权力所颁布的文告 ，
并非全是冯氏亲自撰写。 这两

个文件 ， 因文字较多 ，《魏书 》
未 加 采 录 ，今 已 不 存 ，但 通 过

《魏书 》 中相关记载的综合分

析 ，我们还是可以做出这样的

判断 ：《劝戒歌 》是以浅显易懂

的诗歌形式 ，主要向鲜卑族官

员灌输中原文化精神 ，并被谱

成曲调演唱 ，在太和五年即已

颁布给群臣 ；《皇诰 》则是以更

典雅的文体 ，阐述变革制度的

主张 ，早在太和二年就基本成

形。 汉族官员高允、高闾、李冲

等人都曾参与 《皇诰 》的制订 ，
原 本 叫 “太 皇 太 后 十 八 条 之

令 ”，太 和 九 年 （485）正 月 ，以

孝 文 帝 的 名 义 在 朝 堂 之 上 郑

重 地 颁 发 给 群 臣 ， 于 是 称 作

《皇诰 》。 《皇诰 》 正式颁布前

后 ，各项改革措施紧锣密鼓地

推出。
太 和 八 年 （484 ） ，颁 布 俸

禄 制 ， 官 员 按 季 领 取 任 职 报

酬 ；次年 ，颁布均田法令 ，确认

耕地的所有权 ，限制私有耕地

的买卖 ，规范空荒土地的使用

与 占 有 ；太 和 十 年 二 月 ，开 始

在各地设党 、里 、邻三长 ，民户

五 户 置 一 邻 长 ，五 邻 置 一 里

左为陶马，北朝明器 ，河北省景县封

氏墓群出土。 北朝军队中有大量骑兵。 从

北魏政权开始， 就十分注重马匹的获取，
主要从征伐北方草原部落的战争中得到。

右为鸟纹青铜牌饰， 北魏早期制品，
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出土。 东汉初年开

始，由于匈奴衰落，原本生活于大兴安岭

北部的森林、草原交错地带的拓跋鲜卑逐

渐迁移至内蒙古草原阴山以南，并深受当

地草原文化的影响。 动物纹牌饰便是具有

典型草原文化特征的装饰品。

（下转 10 版） 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