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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实行分封制到金王朝灭亡这一时
期，今天的白城及周边地区逐渐成为帖木格·斡赤斤及其后裔的
领地。这期间活动和管辖这一区域的主要有斡赤斤系蒙古诸王
及元朝晚期的勋臣泰宁王等。

帖木格·斡赤斤

帖木格·斡赤斤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四弟，是东道蒙古诸王
之首，是成吉思汗最关爱信任的弟弟。波斯人拉斯特在《史集》中
称：“成吉思汗爱他胜过其余诸弟，让他坐在诸兄之上。”1206年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和1225年西征归来后，对功臣诸王实行分
封时先后分封给斡赤斤及母亲诃额仑1万百姓和8000士兵，无
论是分得的百姓还是士兵以及分封的土地，都是其他三位兄长加
在一起所不及的。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对斡赤斤的关爱和信任。

斡赤斤不仅与长兄成吉思汗关系密切，还以智勇双全赢得成
吉思汗的重视并不断委以重任。

据史料记载，1204年，蒙古高原东部和中部均被成吉思汗征
服，只剩下西部地区的乃蛮部，而乃蛮部的文明程度及军事实力
为蒙古高原之最，根本不把日益强盛的成吉思汗放在眼里。面对
强大的乃蛮部，一些将领有畏惧情绪，并以“俺马正瘦，今将奈何”
为借口，不敢应战之际，斡赤斤挺身而出，驳斥众人：“何以马瘦为
辞，我马正肥，闻此等言语，宁坐而待之耶？”最终，成吉思汗力排
众议，采纳了斡赤斤的主战意见，决定迎击塔阳罕。这是一场势
均力敌的相互征服，胜者为王，关系其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在
这场战斗中，成吉思汗命斡赤斤统帅后军负责备骑。斡赤斤不仅
很好地组织了后军，而且其阵容以其不可侵犯的气势和军威使塔
阳罕大为惊恐，为赢得这场决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处死大萨满阔阔出，维护大汗的权威。蒙古人信仰萨满教，
成吉思汗作为一代君主，更懂得利用宗教信仰来笼络人们的思想
意识，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当他知道阔阔出是个目空一切、野
心勃勃的人物时，他把宗教领袖这一职务封给了巴林部的兀孙老
人。此事惹怒了大萨满阔阔出，他利用自己父兄的实力和自己的
影响，萌生了与成吉思汗分庭抗礼的念头。先后向成吉思汗的二
弟哈萨尔和四弟斡赤斤进行了挑衅，并夺走其部分属民。成吉思
汗把除掉阔阔出的权力交给了斡赤斤。斡赤斤用计杀死了阔阔
出，避免了一场宫廷政变。

1219年，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花拉子模等中亚地区时，将留
守漠北大营处理蒙古汗国军政大事的重要任务交给斡赤斤。同
时还委以节制辽东高丽等要事。

1226年3月，成吉思汗率大军讨伐西夏，又把镇守辽东之地
交给斡赤斤。从这时开始，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
（1287年），其五世孙乃颜叛乱为止的六十年间，斡赤斤家族一直
统辖辽东，始终是东道诸王中权力最显赫者。

斡赤斤系后王——塔察儿

塔察儿，又作塔察，蒙古孛儿只斤氏，帖木格·斡赤斤系第二
位宗王，是斡赤斤嫡孙，父只不干早卒。祖父斡赤斤死后，承袭其
祖父斡赤斤封爵为国王，称“塔察国王”。定宗贵由汗公元1248
年3月死后，在其后海迷失称制其间，塔察儿与东方诸王也古、移
相哥等赴克鲁伦河上游的曲雕阿兰大斡耳朵开会，拥戴蒙哥为大
汗。公元1257年，蒙哥汗率大军攻宋，自统右翼军，由塔察儿统
左路军。公元1259年7月，蒙哥汗死后，塔察儿于1260年又一次
带领东方诸王赴开平（即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拥戴蒙哥汗之弟忽必烈为大汗。中统三年七月（1262年），忽必

烈专门下诏，给塔察儿益都平州邑岁赋金帛，并以诸王白虎（塔察
儿叔父）、袭剌门（塔察儿庶侄、帖木迭儿子）所属民户、人匠、岁赋
一并转赐给塔察儿。这种特别恩宠，是忽必烈对塔察儿在关键时
刻曾全力支持忽必烈的回报。此时，塔察儿权势最重，以先后两
次“定策之功”位在诸王之上。“世祖（忽必烈）甚重之，凡召宗王议
事，塔察儿必与预焉。”塔察儿的领地在这一时期也扩展到最大范
围。塔察儿死后由其子阿术鲁继承王位。

斡赤斤系后王——阿术鲁

阿术鲁是继承塔察儿王位的斡赤斤后裔子孙。关于阿术鲁的
身世，根据史料记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波斯人拉施特《史
集》中记载，阿术鲁是塔察儿之子。另一种是《元史·宗室世系表》记
载为塔察儿叔叔的长子，是塔察儿的堂兄弟。因他继承了塔察儿的
王位，所以在后来的史料中，大都把阿术鲁列为塔察儿之子。阿术鲁
死后，由塔察儿之孙，即斡赤斤五世孙乃颜继承了王位。

斡赤斤系后王——乃颜

乃颜为塔察儿之孙，斡赤斤五世孙。阿术鲁死后，乃颜继承
王位，同时也继承了斡赤斤家族的全部封地和一切特权。忽必烈
执政初期，西北路诸王相继叛乱，使忽必烈感到以诸王兼治地方
这种体制带来的诸多弊端，因而在东北这些诸王比较集中的地
区，应逐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辖。开始设立地方行省，从
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间，先后三次
设立行省，但都因东道诸王的反对而撤销。元朝中央政府的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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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爆发了由乃颜发动的武装叛乱，乃颜叛乱两个月
后被擒，后按照处死蒙古贵族的习俗，处死了乃颜。但叛乱一直
持续到至元二十八年六月（1291年）方告平息。

斡赤斤系后王——脱脱

脱脱，塔察儿长子乃蛮带孙。乃蛮带所继承的斡赤斤份地，
在辽东一带。他不但没有参与他的兄弟失儿不海及其子乃颜发
起的反元叛乱，并且率部加入了元朝平定哈丹秃鲁干的战争。因
此乃蛮带的一支并未因乃颜之乱而受到削弱，反而取代了乃颜而
成为塔察儿后裔中最有影响的宗王。祖父乃蛮带掌管斡赤斤家
支的时期，脱脱已经成为相当活跃的人物。乃蛮带死后，脱脱袭
王，统领其部后，曾谋求恢复其先人享有的权势，特别是想收回乃
颜时代被剥夺的那部分属民与军队。大德十一年（1307年）初，
乘武宗海山刚刚登上帝位，大肆封赏，安抚众王之际，对于原来忽
必烈命令收归国家“版隶”的被乃颜“系虏之人”，脱脱强行“遣人
拘括”重新划为自己的属民。同年七月，在元政府的干预下，脱脱
才被迫把“已拘之人悉还其主”。脱脱的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充
分表明他对处理乃颜的不满，反映了他试图重新扩展实力的野
心。而元朝廷也暂对脱脱奈何不得，只能极力笼络。元仁宗爱育
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于延祐二年（1315年）二月，“改辽阳省泰州
为泰宁府”。延祐三年（1316年）赐封诸王脱脱为辽王。从此，辽
王封爵成为斡赤斤家族的最高冠称。延祐四年（1317年）又“升
泰宁府为泰宁路，仍置泰宁县”。这几次由州升府，又由府升为路
的行政机构的调整，显然是与脱脱的封王有关。这是城四家子古
城历史上最高的行政机构设置。此时的辽王脱脱以“位冠宗室”
的地位，肆行威福，并不甘心父辈的惨败，意欲追回往日的盛况。
元泰定末年（1326年）秋七月，“辽王脱脱请复太母月也伦（斡诃

伦）宫守兵及女直屯户，不允。”很明显，元朝廷对其仍没放松戒
备。而心有异志的辽王脱脱终于在泰定帝末年（1328年），与左
丞相倒剌沙、梁王王禅等结党害政。他们趁泰定帝驾崩，把持朝
政，“逾月不立君，朝野疑惧。”后虽立君，但新帝年幼，被脱脱死党
挟制，不能自主。哈萨尔后裔齐王月鲁帖木尔和东路蒙古军元帅
不花帖木儿等率军讨伐，辽王脱脱被齐王月鲁帖木尔所杀。从
此，斡赤斤家族一蹶不振，不但没能恢复往日的盛况，反而将原封
地遗失殆尽。

斡赤斤系后王——辽王牙纳失里

辽王脱脱被镇压以后，天历元年（1328年）十二月，江南行台
御史上书文宗皇帝图帖睦尔奏折指出：“辽王脱脱，自其祖父以来
屡为叛逆，盖因所封地大物博，今宜削王号，处其子孙远方，而析
原封分地。”图帖睦尔不置可否，而命“中书与勋旧大臣议之。”最
后没有结果。天历二年八月“诏封（脱脱后裔）牙纳失里为辽王，
以脱脱故印给之。”辽王王号及其封地又延续了下去。

斡赤斤系后王——辽王阿扎失里

阿扎失里是继牙纳失里后的斡赤斤家族在元朝时期最后一
位王，按《中国东北史斡赤斤后裔世系表》记载应为脱脱的孙子，
牙纳失里的儿子。阿扎失里任辽王期间一直率所部在今天的白
城一带驻牧。

元朝晚期的泰宁王

泰宁王买奴，是元朝晚期受封在今天白城地区的一个非斡赤
斤系的一个王。据《中国东北史》第三卷载：“买奴为成吉思汗之
父也速该的幼弟——答阿里台斡赤斤的五世孙。”

至元三年（1323年）八月，为了破坏英宗新政，丞相铁术迭儿
的义子铁失，与晋王也孙铁木儿的心腹倒剌沙密谋，勾结其他几
个蒙古诸王与勋贵，发动宫廷政变，杀英宗于卧所，立晋王也孙铁
木儿，是为泰宁帝。泰宁帝本来是这场政变的幕后指挥者之一，
成功后为了洗清表白自己，一方面对原政变参加者大加诛戮，一
方面又大加封赏在这场政变中唯一一个能够“自拔逆党，尽忠朝
廷”的蒙古王族之后——买奴。当时买奴一是不参加政变，二是
逃往晋王也孙铁木儿所在的怯绿连河驻地，表示效忠晋王，“愿效
死力”。因此，也孙铁木儿一登上皇帝宝座，立即于同年十二月

“以泰宁县五千户封买奴为泰宁王”。《元史》卷29“泰定帝纪”又
载：“泰定元年（1324年）三月，泰宁王买奴卒，以其子亦怜其朵儿
赤嗣”；《元史》卷108“诸王表”泰宁王之下作：“买奴，至治二年
封，泰定二年（1325年）徙封靖王。”前往“镇益都”。（这时改封的
靖王是买奴之子）。至顺二年（1331年）给银币，后至元二年
（1342年）复改封益王，其另一子浑都帖木儿后亦袭益王。

从1213年哈萨尔率蒙古军队占领白城这一地区，到1368年
元朝皇帝退出元大都这近150多年时间里，今天的白城一带一直
是帖木格·斡赤斤后裔的封地。斡赤斤不仅延续了辽金时期的故
城，而且在此基础上，使城市又有了新的发展。乃颜叛乱平定后，
元朝开始在这里设置直接隶属于辽阳行省的政权机构，随着斡赤
斤后王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其行政机构和权力也不断扩大，由
州升至府，又由府升至路，可以说，这在白城古代历史上是最高的
政权机构设置。元朝统一中原后，这里的交通、农牧业经济、教
育、文化不断发展，使元朝时期泰宁路（城四家子古城）成为东北
草原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 （二十三）

斡 赤 斤 系 蒙 古 诸 王
●宋德辉

Ｂ 白城记忆

明朝泰宁卫指挥使阿扎失里。

元世祖忽必烈。

蒙古帝国时期的东道之首帖木格·斡赤斤。

闻鸡起舞：比喻有志报国的人及时奋起。

据《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是个胸怀坦荡、

抱负远大的人。他和好友刘琨志同道合，意气相

投，每天一听到鸡鸣声就起身练剑，从不间断。

最终，祖逖和刘琨都成为国之栋梁，实现了建功

立业的伟大抱负。

王新伟 田伟/图文

本草学是研究药物名称、性
质、效能、产地、采集时间、入药部
位和主治病症的一门传统学科，是
中国传统医学中药物学和方剂学
的基础。

《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
早的本草学专著，又称《神农本
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托名神
农氏撰。其成书年代约在东汉初
期，书中载药365种，分上品、中品
和下品三品，记述药物的名称、性
味、主治、产地、别名等，尤其是提
出的君臣佐使、四气五味、七情和
合、阴阳配合等药学理论，奠定了
中医药物学的基础理论。南朝梁陶

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载药730
多种，分玉石、草、木、虫兽、果、菜、
米食、有名无实等类，在分类学上
较《神农本草经》有了巨大的进步。
唐高宗显庆二年至四年（公元
657—659年）苏敬等人奉敕编修
的《新修本草》，也称《唐本草》，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学著
作，也是世界医学史上第一部国家
颁布的药典，全书54卷，载药844
种，首次增加了药图和图经的内
容，成为后世本草学编撰的模本。
唐末五代李珣所撰《海药本草》6
卷，载药124种，是我国古代第一
部专门介绍和研究海外传入中国

药物的著作。北宋元丰五年（1082
年）民间医学家唐慎微所撰《经史
证类备急本草》，开本草附列医方
的先河，收录单方3000余个。明万
历六年（1578年）李时珍所撰《本
草纲目》，是中国古代本草学发展
的集大成著作，被誉为“东方药物
巨典”和“最伟大的本草学著作”。
全书分 16 部，60 类，收录药物
1892种，药方11096个，药图1160
幅，在药物分类、释名集解、药性气
味、主治发明及随证用药等方面取
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后传播到朝
鲜、日本和欧洲等地，被达尔文誉
为“百科全书”，有多种译本面世。

近现代以来，本草学在内容和
体例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
是编撰了大量新的本草学著作，如
1931年赵燏黄编著《中国新本草
图志》，1939年裴鉴编著《中国药
用植物志》，1996年中国文化研
究会编辑出版《中国本草全书》
等。1999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
持编纂的《中华本草》，共34卷，共
收载药物8980味，是迄今为止所
收药物种类最多的一部本草专
著；二是本草学分类进一步细
化，出现了许多专门的本草学著
作，如《海洋本草》《动物本草》《香
药本草》等。

本草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及成
就，不仅丰富了传统药物学的内容，
而且对于研究农学、植物学、动物
学、矿物学、微生物学和化学等提供
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中国古代科学发现之八——

本 草 学
●韩毅

成语故事

公生明，偏生暗，端悫（què）
生通，诈伪生塞。（《荀子·不苟》）

公则一，私则万殊。（《河南程
氏遗书》）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说过
这样一句话：“公生明，偏生暗，端
悫生通，诈伪生塞。”意思是，出于
公心，人就能明白地审察真伪是
非；私心作怪，就会难辨美丑利害；
弄虚作假，就会到处碰壁。

在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思
想家程颐说道：“公则一，私则万
殊。”意思是保持公正的心就能做
到处事公平，有私心就会导致处事
不公，影响人的判断，产生偏颇。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美男子
叫邹忌，是齐国的相国。一天早
上，他穿戴好衣帽，照了一下镜子，
问他的妻子：“我和城北徐公比，谁
更美？”他的妻子说：“您非常美，徐
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城北的徐

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邹忌不
相信自己比徐公美，又问他的小
妾：“我和徐公相比，谁更美呢？”妾
说：“徐公哪儿能比得上您呢？”第
二天，有客人来拜访他，邹忌又问：

“我和徐公比，谁更美呢？”客人说：
“徐公不如您美。”又一天，徐公来
了，邹忌仔细地看着他，认为自己
不如徐公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更是觉得自己与徐公相差甚远。
经过思考后，邹忌认为妻子是偏爱
他，小妾是害怕他，客人是有求于
他，所以他们都出于私心而没有讲
真话。邹忌把这个故事讲给齐国

国君听，使国君明白了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的道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常常会被三种人所蒙蔽，
这三种人是“私”者（偏爱你的人）、

“畏”者（害怕你的人）、“求”者（有求
于你的人）。这些人都是有“私”心的
人。偏爱你的人常带着个人感情色
彩，根本不可能看出你的缺点或不
足，即使看出来了，也不忍心指出
来，总是与你保持高度一致。害怕你
的人，不敢指出你的缺点或不足，担
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害，所以不敢讲
实话，干脆人云亦云，随声附和。有

求于你的人，更不会指出你的缺点
或不足，他们只会溜须拍马，阿谀奉
承，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际上，每
一种人内心皆有“私”，所以才会说
假话蒙蔽别人。

还有一个小故事，说宋国有一
个富贵人家，因为下大雨，院子的墙
坍塌了。他年幼的儿子说：“如果不
赶紧修筑它，一定会有盗贼进来
的。”住在他们家隔壁的一位老人也
这么说。这天晚上富贵人家果然丢
失了大量财物，这家人很赞赏儿子
聪明，却怀疑偷盗者是隔壁那个老
人干的。其实，邻居老人和富人儿子
的意见是一样的，但却得到完全不
同的评价，这就是心有偏私所以产
生偏见。

因此，我们要想正确地认识或
者判断事物，首先要抛开自己的私
欲、私心、私情，这样才能得出公正
的答案。

心底无私天地宽
●玉堂

闻鸡起舞

蒙元时期的白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