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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时期的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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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女真各部和抗辽的斗争中，女真贵族锻炼和培育
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组织了一支敢打敢拼的军队，在宁江
州、出河店两次大战后，又以俘获的人口、装备充实了军力，实
力迅速发展，兵力聚增至万人。在与辽朝的两次较量中，使女
真人对辽朝政治的腐败，军事的无能，士气的低落，民心的涣
散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自信已经具备了与辽朝抗衡的
条件，组建女真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阿骨打建立金王朝

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阿骨打举兵反辽,进军宁江
州，越过辽界，重创辽军，射死辽将耶律谢十，取得了反辽斗争
的首战胜利。阿骨打使人以战胜告知国相撒改，并将所缴获
的耶律谢十的战马送给他。撒改十分高兴，立即派其子宗翰
和欢都的儿子完颜希尹来劝阿骨打称帝建国。阿骨打回复
说：“一战而胜，遂称大号，何示人浅也”，没有答应。

女真进军形势发展很快，十月攻克宁江州，十一月大败辽
军于出河店，继而攻下宾州（农安县东北小城子）、祥州（农安
东北万金塔古城）、咸州（辽宁开原）等城。女真军所向披靡，
势如破竹，基本上摧垮了辽军在与女真交界地区所设置的军
事防线。这时，阿骨打弟吴乞买和撒改等率众将领再次劝阿
骨打称帝，阿骨打又没有答应。

正当阿骨打举棋不定，对于急转直下的抗辽斗争形势以
及未来战局的发展缺乏认识，一时间还拿不出明确的决策的
时候，刚刚投附女真的渤海知识分子、铁州（吉林敦化）人杨
朴，根据他对辽朝和女真的过去与现在的了解，向阿骨打提出
了看法。

杨朴说：“匠者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必巧；师者人之模范，
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创兴师旅，当变家为国，图霸天下，谋万
乘之国，非千乘所能比也。诸部兵众皆归大王，今力可拔山填
海，而不能革故鼎新，愿大王册帝号，封诸番，传檄响应，千里
而定。东接海隅，南连大宋，西通西夏，北安远国之民，建万世
之镃基，兴帝王之社稷”。

杨朴分析清晰透彻，句句在理。阿离合懑、家奴和宗翰等
马上响应道：“今大功已建，若不称帝，无以系天下心。”阿骨打
看到众将态度一致，又很坚决，甚是高兴。于是以一句“吾将
思之，答应了众将称帝建国”的请求。

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初一，阿骨打率领女真贵族召
开即位大会，接受众将劝进，正式称皇帝。取“金不变不坏”，
金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之义，定国号大金，建元收国。阿离合
懑和宗干献上九具农耕，以示开土辟疆和养育人民之意，阿骨
打敬而受之。登基大典进行得简单、庄严而又隆重。阿骨打
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创建了中华民族史上统治了大半个
中国，历九帝，凡120年的声威赫赫的大金帝国。

大金国的建立，对于我国北方的开发建设和南北文化的
交流，对促进各兄弟民族的融合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对
中国封建制的延伸和发展，对我国北疆的拓展、确立、稳定和
繁荣，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女真军占领长春州

阿骨打称帝后，立即作出了向辽朝黄龙府进攻的战略决
策。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城）是女真通往辽朝腹心地区的必
由之地，是辽朝控制女真的军事重镇，是兵马都部署司和铁骊
军详隐司所在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进兵之前，阿骨打对
黄龙府周围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决定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首
先攻取黄龙府周围的城寨，以绝其外援，然后集中兵力攻打孤
立无援的黄龙府。

金收国元年（1115年）正月末，女真军队攻占达鲁古城
（吉林扶余城北古城子）及其附近城寨。七月讨平自辽水以
北，咸州以西暨诸奚部城邑后，开始向黄龙府进军。

九月丁卯朔，女真军攻克黄龙府。攻城时，女真将士英勇
作战，奋不顾身。娄室率本部兵强攻城东南隅，选壮士秉 苋
登梯，望其楼橹，乘风纵火。甚至“趋士力战，至大火靴伤足而
不知”。娄室军奋力将城东南角攻破，登上城楼，打开城门，

“诸军继进，敌遁不守”。阿骨打攻取黄龙府后，命娄室为万
户，镇守黄龙府。

当天祚帝闻知女真军攻陷黄龙府后，大惧，急率契丹、汉
军十万，号称七十万，以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章奴为副，大

举伐金。阿骨打率兵二万迎敌，“深沟高垒以待”。两军主力
还未对阵，辽将耶律章奴发动政变，天祚帝闻讯后撤。女真军
奋跃追击，在护步达岗（今黑龙江省五常、吉林省榆树一带）大
败辽军。“辽师败绩，死者相属百余里。获舆辇弈 幄兵械军
资，他宝物马牛不可胜计”。天祚帝仓惶逃跑，一日一夜走五
百里，退保长春州。

经过黄龙府，护步达岗之役，辽军精锐几乎丧失殆尽。从
此，辽军一蹶不振，辽朝统治者再也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了。

收国二年（1116年）五月，金军攻占辽东京城后，取得了
在东北地区的军事优势，接着便利用这一优势及辽朝内部矛
盾和辽宋关系，不失时机地向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
镇）及其辽国腹心地区进军，将统治区域扩大至辽西及整个东
北地区。

金向辽上京进军是分北、南两路进行的。北路通过夺取
长春州（吉林白城市洮北区德顺乡城四家子古城）、泰州（黑龙
江省泰来塔子城）等州城，向上京进攻；南路则由东京道方面
向西、西南推进。

天辅元年（1117年）正月，宗干（金太祖阿骨打庶长子）从
辽朝降人口中获悉，辽上京道长春州和泰州方面守备空虚，无
有任何准备，便及时奏明太祖，并建议尽快出兵，阿骨打立即
命斜也（完颜杲）率领万人攻取长春州；派宗雄（太祖侄）宗干、
娄室率领一支队伍攻打泰州。

金兵攻占长春州和泰州后，把被降服的部众迁往金上京
一带地区。迁徙战俘和投归者，是金建国初期充实女真内地
和防止敌对势力联合的主要意图和作法。《金史》载，“每收城
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至此，辽国的大门被彻底打开，这
时的长春州已成为金军灭辽的一个后勤补给基地。

辽王朝的灭亡

女真军占领辽长春州后，从九月开始，准备向辽西和辽上
京用兵。十二月，金军向辽西辽军大举进攻。在攻占显州后，
显州旁近州郡，即：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当时，

天祚帝驻跸中京，闻耶律淳兵败，“昼夜忧惧，潜令内库三局官，
打包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骏马二千匹，夜入飞龙院喂养为备，”
准备逃跑。并私下对左右曰：“若女真必来，吾有日行三百五十
里马若干，又与宋朝为弟兄，西夏舅甥，皆可以归，亦不失一生
富贵”。当他听到金军未马上来攻已经撤退时，又马上说：“威
德可加，彼何能为”？其胆怯无能，虚荣无耻的嘴脸暴露无遗。

天辅三年（1119年）六月，辽天祚帝遣太傅萧习泥烈奉册
玺来，册封阿骨打为“东怀皇帝”，以期换得喘息的机会，被阿
骨打拒绝。阿骨打对群臣说：“辽人屡败，遗使求成，惟饰虚
辞，以为缓师之计，当议进讨”。

天辅四年（1120年）四月，阿骨打亲自率军伐辽，以宗雄
为先锋，自咸州分三路向辽朝都城上京进发。五月，阿骨打至
上京城下，诏谕城中军民归降。城内辽人恃御备储蓄为固守
计。阿骨打亟命攻城，亲自督战。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从早
晨一直打到中午，终于将城攻破。辽上京留守挞不也被迫献
城，率众出降。阿骨打进入上京城，乘马过五銮宣政等殿、置
酒于延和楼。辽上京既下，天祚帝逃往西京（今山西大同），辽
朝疆土已被金兵占领过半。

阿骨打攻克辽上京后，在上京附近龙冈，召见了跟随金军
攻打上京城的宋朝使臣赵良嗣，金宋双方根据各自的利益商
议夹攻辽国事。经初步商定，金负责攻取辽中京大定府（今内
蒙古宁城县大宁镇），宋负责攻取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辽灭
后，燕云地区归宋，宋将输辽岁币转给金。事定之后，双方各
派回使互致国书。阿骨打也因为“地远时暑，军马罢乏，若深
入敌境，粮匮乏绝，恐有后艰”。而暂时班师回朝。

对于辽上京根本之地都丧失了的辽朝来说，这种南北都受
到夹攻的形势，十分严峻。只要金宋双方基本履行协议，就必
然造成对辽朝的致命威胁。然而，这时候的辽朝统治集团内部
还在搞内讧、闹分裂，从而更进一步地加剧了这种严峻形势的
形成。天辅五年（1121年）辽军副都统耶律余睹等降金。耶律
余睹降金，使金朝进一步得知辽朝国内的空虚情况，使阿骨打
进攻中京不但有了向导，而且可以更加有恃无恐，无所顾及了。

同年七月，阿骨打诏谕 咸州都统司，令其治军备战，以俟
师期。十二月，便以忽鲁勃极烈杲（斜也）为内外诸军都统，以
昱、宗翰、宗望、宗磐为副都统，以耶律余睹为先锋和向导，从
容展开兵力，长驱直入，向辽中京进发。阿骨打下诏说：“辽政

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明
确提出了灭亡辽朝的口号。

这时，辽守中京将士，闻知金兵将至，纷纷焚烧粮草，准备
逃跑。金都统杲知辽人无斗志，便抛去辎重，轻装前进。天辅
六年（1122年）正月，金军攻克高、黑、回纥三城，进至中京。
辽兵皆不战而溃，遂克中京。“获马一千二百、牛五百、驼一百
七十、羊四万七千、车三百五十辆”。接着，金军又攻占泽州、
北安州、天祚帝出居庸关，逃鸳鸯泺。

由于耶律余睹降金，为金军前锋，引金兵攻陷辽城州郡，
不测而至。天祚帝闻之大惊，知不能敌，率卫兵逃入夹山。在
这年的四月，金军攻占了辽西京大同府，十二月，又攻占辽南
京析津府。金元会三年（1125年）二月，天祚帝被金将完颜类
室擒俘。至此，辽朝灭亡。

金朝初期建在白城的长春州

金军占领长春州以后,继续沿用辽代建置,仍然把这里作
为州级政权建置,即金朝的长春州。当金军占领长春州以后，
将这里的契丹人、汉人迁移至金内地上京一带，以防止其反
叛。为巩固这一新占领地区，从金天辅二年（1118年），开始
向长春州、泰州一带移民。在今天白城2.6万平方公里范围
内有333处辽金时期遗址，其中洮北区50处、镇赉县32处、
洮南市56处、通榆县56处、大安市139处，遍布全市各地。
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如镇赉沿江镇出土的铜犁范，以及其他
地方出土的农具，如犁、铧、锄、镰、锹。生活用具有六耳铁锅、
蒸煮器。陶瓷器有坛、罐、碗、瓶、铜镜。兵器有扎枪、刀、铁斧
等。此外在城四家子古城还出土了刻有“泰州主薄记”文字的
铜镜、铜风铃、铜佛牌、玉罗汉、文字刻砖等等。

关于金代长春州节度使机构的设置，由于没有更多的资
料可查，加之建置时间短，又因为当时正处于战争期间，机构
人员配备等都不健全，因此，可以推测这期间长春州地方长官
一职应由某一地位较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其内设机构也应该
是金朝初期实行的军政合一的权力机构。

金朝中期建在白城的长春县

金天会五年(1127年),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朝军队攻
陷北宋,为了巩固和永久占领新开拓的中原地区的广大疆土,
金朝统治者采取了一方面将新占领区的汉族人口强制性地向
东北内地迁移,另一方面将居住在金内地的大批女真人向新
占据的地区迁移。女真人大规模迁移始于金天会十一年
（1133年）至天德三年（1152年）。《大金国志·卷八》对此记
载：“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
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
起。”此次移民，将白山黑水间的大批女真人迁入中原，进而达
到控制其占据区内人民的军事目的。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记载：“几乎所有的女真人便移到了中土，而在东北发源地剩
下的，只有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的家庭”。

这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对长春州也不例外。有关专家学
者研究，金代上京路迁移的猛安谋克户约占当时上京路户数
的60%，由于长春州人口大量向中原地区迁移，其州级政权
作用基本削弱，据《金史·地理志上》记载：“长春 辽长春州韶
阳军，天德二年降为县，隶肈州，承安三年来属。有挞鲁古河、
鸭子河。有别里不泉。”这里记载了金海陵天德二年（1150
年），将长春州降为长春县，隶属肈州。

2007年6月,洮北区徳顺乡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金代文
字刻砖记载,泰州长春县户百姓刘玮在（泰和）元年（1201年）
壬（九）月卅日（三十日）存入寅字号窖成黄粟（小米）二佰五十
（石）。此刻砖印证了城四家子古城的真实属性，就是金代“承
安三年（1198年）复置长春县的泰州。”复置于长春县的泰州
就是辽金史研究中所提的新泰州。金肈州在《金史·地理志
上》记载：“肈州，下。防御使。旧出河店也。天会八年（1130
年），以太主兵胜辽，肈基王绩于此，遂建为州。天眷元年
（1138年）十月，置防御使，隶会宁府。海陵时，嘗为济州支
郡。承安三年（1198年），复以为太祖神武隆兴之地，升为节
镇，军名武兴。五年，置漕运司，以提举兼州事。后废军。贞
祐二年（1214年）复升为武兴军节镇，置招讨司，以使兼州
事。户五千三百七十五。县一：始兴倚，与州同时置。有鸭子
河、黑龙江。”

金肇州据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研究学者认为，位于今天
的前郭县八郎乡的塔虎城就是金天会八年所建肇州。

金朝晚期建在白城的（新）泰州

金章宗统治时期，由于契丹农牧民的起义，使长春县及金
山县一带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这时游牧于今内蒙古
自治区兴安盟索伦以北山只昆、合底忻弘吉剌、阻卜等游牧民
族不断袭扰金国的北部边疆地区，“连岁扰边，”伺机南下。为
了平定边患，巩固东北路边疆，金廷从明昌六年（1195年）正
月，至承安二年（1197年）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征讨。其
中，承安二年（1197年）的一次征讨就直接驻军泰州，从泰州
发兵。《金史·宗浩传》：“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便
宜行事。朝廷发上京等路军万人以戍。”据考证，宗浩率军沿
洮儿河经索伦、阿尔山北进，出击兴安岭西，经过几次大规模
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致使广吉剌部归降，合底忻与婆
速火、山只昆败亡，基本达到了这次北伐的目的。为了削弱降
附的广吉剌部的力量，将其中以纳仁汗为首的豁罗剌思部即
郭尔罗斯部迁至金国内地，嫩江两岸及长春县、金山县一带。
这是白城这一区域最早迁入的蒙古族居民，他们的后代一直
延续至今。这次征讨以后，为了加强这一区域防御力量，又把
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撤销的泰州又于承安三年（1198
年）重新在长春县设置，这就是东北史研究中的新泰州。对此
《金史地理志》有明确记载：“泰州……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
罢之。承安三年复置于长春县，以旧泰州为金山县……户三
千五百四。”泰州复设的第二年，又把东北路副招讨使设置于
金山，《金史·宗浩传》记载：“明年（承安四年1199年）拜枢密
史。初朝廷置东北路招讨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敌人，比出
兵追袭，敌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居要害，设副招
讨使二员，分置左右，由是敌不敢犯。”金山，即辽代金山县，金
时亦称大兴安岭为金山，今内蒙古兴安盟乌兰哈达苏木公主
陵嘎查（现有古城遗址两处），为金边境要塞之地。东北路二
副招讨使移镇于金山，扼守冲要，使金朝东北路防务得到了暂

时的巩固。但是，好景不长，由于金朝统治者昏庸无道，很快
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建立了蒙
古国，对金朝从北部构成了直接威胁，金朝内部矛盾重重。

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仕金为“北边千户”的契丹贵
族耶律留哥从边地赶至隆安（农安），带领部分契丹边卒，召集
聚居在那里的契丹人发动了反抗金朝统治的斗争。耶律留哥
带领起义军攻城下邑，克府开仓，夺取武器，分发财物、粮食。
契丹人纷纷响应。队伍迅速扩大，数月间发展到数十万人。
列营百里，威震辽东大地。据《元史·耶律留哥传》记载：

“（1212年）春，太祖命按陈那衍、浑都古行军至辽，遇之，问所
从来，”留哥对曰：“我契丹军也，往附大国，道阻马疲，故逗留
于此”。按陈曰：“我奉旨讨女真，适与尔会，庸非天乎？然尔
欲效顺，何以为信？”留哥乃率所部会按陈于金山，刑白马、白
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按陈曰：“吾还奏，当以征辽之责属
尔”。这里，耶律留哥与按陈相会的金山，即应为辽泰州所辖
的金山县（今兴安盟乌兰哈达公主陵古城）。这条路线也是耶
律留哥“往附大国”即投靠蒙古国的必由之路。这里《元史耶
律留哥传》所记载的与按陈相遇一事，就是《蒙古秘史·253
卷》里所记载的成吉思汗二第哈萨尔和其四第按陈即斡赤金
于1213年占领金泰州征服这一带部族的过程。此时镇守东
北路重镇（新）泰州的招讨使术虎高琪已奉调率三千地方武装
乣军驰援中都，屯驻在中都通玄门外。此时的泰州已基本没
有了防御力量，而被蒙古军队所占领。

崇庆二年（1213年）蒙古军又协助耶律留哥打败了金朝
征讨的军队。此后，浦鲜万奴等相继起义叛金，东北地区形成
了割据势力，金军在起义军面前屡战屡败，束手无策，致使蒙
古军队长驱直入，几进几出。金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已经处
于濒临崩溃的境地。不得不紧缩防务，集中兵力防守金上京，
而放弃对泰州一带的管辖与防御，至此，泰州一带以全部为蒙
古军占领。此后，遂成为成吉思汗四弟帖木格斡赤斤的封地。

公元1229年，窝阔台即位，蒙古汗国重新开始了对东北
地区东部的军事征服进程。公元1231年，蒙古军迫使高丽降
服，使得蒙古军得以全力对付金国和东夏。

金天兴二年（1233年）正月，汴京（今河南开封）守将崔立
发动政变，投降蒙古。翌年年初，金哀宗自杀于蔡州（今河南
上蔡），至此，金政权灭亡。 （十九）

Ｂ 白城记忆

金代石函。

金代墓前的文官石人像。

刻有金泰州的铜镜。

↓刻有金泰州的铜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