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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星图有两种，分别为甲本和
乙本。

敦煌星图甲本是世界上现存星图
中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此星图绘
制于唐中宗时期（公元705—710年），
除有名无星者外，图上实有星数1339
颗。此图是一长卷敦煌经卷的一部分，
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

此星图上的星点用黑色、橙黄色、
圆圈和外圆圈内橙黄点等多种形式标
注。黑点用以表示甘德星，其余形式通
用于石申和巫咸星。甘德星、石申和巫
咸星是中国较早的几家星表，与占星体
系紧密相关。敦煌星图甲本分赤道和
北极两部分，赤道部分采用了类似墨卡

托圆柱投影的画法，是一种横图，将沿
赤道的星按照十二次的顺序分段排列
为12个月的星图各一幅。每幅图下各
有太阳位置及昏旦中星的说明，基本沿
用《礼记·月令》的说法。图中十二次的
起迄度数和《晋书·天文志》所录陈卓的

大体一致，其中的分野说明文字与李淳
风《乙巳占》卷三分野第十五的说明文
字基本相同。北极部分的紫微垣是按
照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图的方法绘制的。

敦煌星图乙本现藏甘肃省敦煌县
文化馆，是在一残缺的长卷中的一幅紫

微垣及附近的星图，残破较严重。该图
以黑色星点代表甘德星，以赤色星点代
表石申、巫咸星。抄写年代当在晚唐到
五代时期。

中国古代科学发现之七——

敦 煌 星 图
●王广超

敦煌星图（局部）

“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
炼出来、展示出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工作指明了方
向。为什么今天还要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许多思想是
古今一脉的。这一点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可以看得
很清楚。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民本思想，比如“怀天心”“抱天心”
“顺天心”“承天心”“度天心”等。什么是“天心”？天心就是
民心，天之所想所欲即民之所想所欲。“民之所欲，天必从
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郭店楚简·缁衣》引子思的话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
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形象地阐述了君民之间
的紧密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
习近平同志在一些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
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研究传统民本思想，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我们
党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重要要求包括“廉洁正直”，相关记
载在出土文献中比比皆是。《睡虎地秦简·语书》记载，“良
吏”的表现是“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又廉洁敦慤而好佐
上”；“恶吏”的表现则是“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无以
佐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写道，“凡为吏之道，必精洁
正直”，认为吏有“五善”“五失”，“五善”之二为“清廉毋谤”，

“五失”之三为“居官善取”。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对
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标本
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可以看
出，古今社会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具有一贯性和延续
性，古代的优秀传统和合理规范可以为今天反腐倡廉建设
提供借鉴和参照。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理
念。在古代，山林水泽皆有专人管理，采获捕捞也要求有节
制。《荀子·王制》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
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
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再进一步
看，古人认为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小宇宙的运行
要与大宇宙的运行相合，否则就会“悖乱”，此即“天人合
一”。出土文献中也有很多古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资
料，如《睡虎地秦简·田律》律文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
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爇草为灰……”这正可与《荀子》
的记载相印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日益深入人心。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尊重
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理念，尊重自然规律，探寻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相统一的有效路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思想上的古今一脉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优秀传统
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
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这也对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提
出了新要求。比如，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既要做好扎实
的文本复原、字词考释、义理推阐等工作，又要与现实联系
起来，提炼其当代价值。从古今一脉的视角研究优秀传统
文化、展示其当代价值，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展现新的面貌、
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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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时期，是指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到至正二十八年
八月（1368年8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元王朝瓦解止。在此之
前，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到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
这一时期，一般称为蒙古汗国时期。

蒙古国的东道诸王

蒙古汗国建立以后，成吉思汗将蒙古国东部地区分封给四
个弟弟和五个投下，史称东道蒙古诸王。在东道诸王中有成吉
思汗的四个弟弟和五个战功卓著的勋臣。其四个弟弟分别为：
二弟哈萨尔，封地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呼伦湖一带和跨有
额尔古纳河流域，东侧包括海拉尔河各支流地区，与占有大兴
安岭地区的斡赤斤封地毗邻。三弟哈赤温早卒，其子按赤台承
袭王位，封地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部，即在内蒙古高原
正东部，大兴安岭西南端以西，北起克鲁伦河中下游至哈拉哈
河下游，南至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乌拉盖尔河流域。四弟斡赤斤
在四兄弟中受封最早，所得土地与民户最多，其权势地位居东
道诸王之首。初次封地在哈拉哈河至大兴安岭地区。以后在
斡赤斤家族极盛时期其自行扩占地区南界达黑龙江省汤旺河
流域，北已延伸至外兴安岭和整个松花江以北地区，包括嫩江
流域和今天的白城、松原地区。另有别勒古台，为同父异母弟，
其封地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方，巴颜乌拉山南麓。大体在
克鲁伦河中下游以北，至斡难河上游之间，东与哈萨尔家族封
地相连。

在东道诸王中，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烈思、忙兀、兀鲁五
部归附成吉思汗较早，“当开创之先，协赞大业，”声名显赫，功绩
卓著，成吉思汗因“命其子孙各因其名为氏，号五投下。”五投下因
战功得与成吉思汗子弟同时受封，封地多在辽阳行省西南部。

成吉思汗的四个弟弟和五投下统称为东道诸王，蒙元时期，
蒙古诸王始终享有较大的自治权，诸王可以自行设置官属，任免
官吏；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拥有大量的军队，是国家依靠的
重要军事力量。蒙古汗国时期，以东道诸王监镇东北地区，这是成
吉思汗分封东道诸王时的本意，就是要他们成为蒙古汗国的屏
藩，加强对边陲地区的控制。但是随着东道诸王势力的不断增长
扩大，其中一部分人逐渐滋长了与中央之间的离心倾向。他们
不仅藐视地方官员，甚至连皇帝的使臣也不放在眼里。

辽阳行省与白城建置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深感东道诸王这种离心倾向对蒙
古汗国统一的威胁，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于1264年8
月设置辽阳行省，当时称北京行中书省，初设后仅存一年，于至
元二年（1265年）闰5月撤销。这次撤销的主要原因是元朝在全
国开展“省并州县二十余所”的政权设置调整的影响下进行的。

至元六年（1269年），又在东北地区设立东京等路行中书省。

至元十年（1270年）3月，改东京等路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行尚
书省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东北诸王的权力，但也不可避
免的遭到东北诸王的反对。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4月，改北京
行省为宣慰司，撤销了北京行省。第二次设立的北京行省存在了
8年，反映了中央皇权向地方蒙古诸王势力的妥协。

至元十六年（1279年）4月，南宋余部最后被消灭，元朝政
府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从而推进了地方政权建设。与此同
时，西北蒙古诸王屡叛，对元朝政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忽必
烈充分认识到，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要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
辖，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蒙古诸王的控制。不仅西北诸王屡叛，
东北也是一个诸王密集，政治上十分不安定的地区。其中特别
是东道诸王之首帖木格斡赤斤一系，“父子祖孙兄弟雄踞辽东，
早有轻朝廷之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北京宣慰使亦力
撒合奏报：“诸王乃颜镇辽东”“察其有异志，必反，密请备之”。
忽必烈于是以再建行省作为重要预防措施之一。至元二十三
年（1286年）2月，为控制东道诸王，第三次设立东京行省。东
京行省设立后，东道诸王反映强烈，“多不自安”，暗中加速了叛
乱准备。在西北诸王叛乱未平息，东道诸王又蠢蠢欲动的严峻
形势下，元朝政府为了扭转东西两翼同时遭到威胁的被动局
面，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7月，从成立到撤销不到半年后，
又第三次宣布撤销。

辽阳行省第三次撤销，元朝中央政府向东道诸王的再次妥
协，并未能平息和阻止蓄谋已久的叛乱。终于在至元二十四年
（1287年）4月，爆发了乃颜之乱。

乃颜是东道诸王之首帖木格斡赤斤的五世孙，著名的塔察
儿国王的孙子。参与叛乱的还有哈萨尔后王势都儿，合赤温后
王胜纳哈儿、哈丹秃鲁干（秃鲁干是蒙语，“头人”的意思）等。
由于元政府早有准备，加上忽必烈率军亲征，至元二十四年
（1287年）6月，于撒尔都鲁（今贝尔湖东南），不里古都伯塔哈
（今哈拉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失列门林（西
拉木伦河）之地。元军“三战三捷”，平定了这场元朝建立以来
规模最大的武装叛乱，并诛叛首乃颜。这次叛乱规模大、持续
时间长，几乎波及东北全境，双方投入兵力近20万，史料记载，
仅发生在今天白城周边归流河、洮儿河、嫩江一带的战斗就有
大小数十战。

乃颜叛乱之后，东道参与叛乱的诸王兀鲁思（领地）皆被废
除，所统军民被析分。但是，根据“黄金家族”“有福同享”的原
则，包括忽必烈在内的任何元朝皇帝都不能彻底剥夺蒙古诸王
兀鲁思的世袭统治。不久成宗继位后，其嫡系宗王逐渐恢复了
掌管本家族和封地内军民的权利。武宗即位后，推恩宗室，三
家诸王斡赤斤、哈萨尔、合赤温先后皆被授一字王封号，但地位
已降为完全从属于朝廷的列王，已不再具有昔日藩国之君的显
赫威权了。

在平息了乃颜叛乱之后，元政府已基本控制了东北地区形
势，忽必烈从长治久安出发，采取了果断措施，于至元二十四年

（1287年）十月，在东北地区第四次设置了行省机构——辽阳
等处行尚书省。

行省是元朝的地方机构，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凡地方
军、政、钱、粮无所不统领。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各自又按
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下等。路统于行省，设总管、同知等官
员。府一级不遍设，统属也不一样，或统于路，或统于行省，或
直属于中书省。府设府尹或知府等官员。州设州尹、知州。县
设县尹等。

元朝时期东北隶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管辖。辽阳行省共设
“路七、府一、属州十二、属县十”。早在蒙古国太宗十三年
（1241年）和元朝初期已将位于今天洮北区的城四家子古城作
为泰州和泰宁路治所记录在册。《元史·吾也而传》记载“（窝阔
台）十三年（1241年），遣其子綧从吾也而来朝。帝大悦，厚加
赐予，俾充北京东京广宁盖州平州泰州开元府七路征行兵马都
元帅，佩虎符”。这里的泰州路，即为蒙元时期设在城四家子古
城的泰州。只是因为当时属于东道诸王之首斡赤斤家族封地，
而没有设置政权机构。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二月，“改辽阳
行省泰州为泰宁府”。延祐四年（1317年）二月“升泰宁府为泰
宁路，仍置泰宁县”，四月仍“以太宁路隶辽阳省”，太宁即泰
宁。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十二月，“以泰宁县五千户封买奴
为泰宁王”。其治所在今城四家子古城。

元朝时期除在白城设有政权机构外，还设有“驿站”，蒙古
语称“站赤”。驿站制度是蒙元政府的神经与血液网络，对维护
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窝阔台即位，下令在全境遍建驿站。统
领全国驿站最初为诸站都统领使，后属兵部，至元十三年
（1277年）改组为独立的通政院。据《元史》所载辽阳行省有陆
站105处。辽阳行省的驿道可划分为二十三条。途径白城的
驿道是：西祥州（今农安县东北）至吉答（黑龙江省龙江县附近）
线。此驿道各站的规模较大，仅次于西、南各线。另一特点是
车辆多，可能与松辽平原地势平坦利于车辆行驶有关。途径白
城的驿道所设站赤有：二龙山古城、新荒古城、金善屯古城、古
城屯古城、城四家子古城（泰州站）、后少力古城（吾拉毛州站）、
大乌兰吐古城、十家子古城、蒙古屯古城、土城子古城等。其中
最大的是泰州城站，有交通工具：马42、牛42、狗42。至元七
年（1270年），在泰州城站设头目二名，统一管理。至元二十八
年（1291年），设站官两员、设百户一名。至元四十八年（1311
年）又在站赤设提供一员，司吏一名。

在站赤设有“堂、室、庖”，供乘传者食宿。使臣宿于站中，
由站户每日定量供给米、面、酒、肉以及油盐、柴炭等物，路过而
不宿于站赤者减半供给。

在镇赉县沿江镇雁鸭岗子发现的皇庆元年（1312年）中书
礼部造的铜印“吾剌毛州站印”，便是西祥州至吉答线途径镇赉
县境内后少力古城的一个站赤之印。后少力古城即吾拉毛州
站所在地。从吾拉毛州沿嫩江此行经大乌兰吐古城，十家子古
城一直到达吉答。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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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赏析
刘禹锡一生仕途坎坷，“王叔文变法”失败后初

次被贬，其后二十三年间多在南方流连任职，用他诗
句中的话来说就是“二十三年弃置身”。在这连续的
贬谪中，刘禹锡并未沉沦、绝望，而是从苦闷的生活
中寻找着生活的诗情。南方民歌风行，刘禹锡自愿
做一个采风者，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并模仿其风格进
行创作，大都朴素自然、清新可人，著名的有《竹枝
词》《杨柳枝词》《浪淘沙》《堤上行》等。

诗歌创作的背景已不可确考，但从文本看，似
乎是诗人途经黄河，远望“黄河之水天上来”而生
发的诗意。诗人汲取民歌的营养，诗歌充满了浪
漫的想象和刚健、明朗的风格。诗歌前两句写景，
黄河九曲回环，携着泥沙万里奔涌，大风掀簸，波
浪滔天，浩浩汤汤，苍苍茫茫，若从天涯奔来眼
前。当时并没有空中俯瞰的条件，万里黄河万里
沙的情景自然并非亲眼所见，是作者驰聘想象，虚
实相生，才有这般气势雄浑的景象。

后两句则由实到虚，开始做浪漫的想象。传说
黄河与天是相通的，《博物志》记载，汉武帝曾指令张
骞穷溯河源。张骞乘槎而去，一个月后来到一处地
方，见城郭如官府，室内有一女子织布，一男子牵牛
饮于河。原来竟是牵牛织女家。诗人化用这个典
故，想象自己迎风破浪，溯流而上，直到天上的银河，
去牵牛织女家访问一番。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虽遇
挫折，却愈挫愈勇、不甘沉沦的坚强意志。

（雨果）

后少力古城出土的龙纹瓦当。

浪 淘 沙
●［唐］刘禹锡

形容夫妻之间恩爱互敬。
《后汉书·梁鸿传》：“ （梁鸿） 遂至

吴……每归，妻 （孟光） 为具食……举
案齐眉。”

东汉年间，高士梁鸿与妻子孟光辗转至
吴地（现苏州、无锡一带）隐居，生活虽然清

苦，但他们还帮助当地百姓兴修水利、疏浚
古溪，夫唱妇随，彼此相敬如宾。

“举案齐眉”这个成语也成了夫妻恩爱、
相亲相敬的代名词，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
独具风华的一抹浪漫亮色。

阎贺/图 鸿宣/文

举 案 齐 眉

蒙元时期的白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