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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很漫长的时间里，国家
都由帝王统治。王朝实行“家天下”，就
是说一个人不管通过何种方式当上了开
国皇帝，建立了一个朝代，那么这个统治
国家的权力就都会在他家世世代代传袭
下去。在这个王朝存续的过程中，所有
的皇帝都是同姓，一般都是同宗同族的
亲戚。

皇帝可以坐拥天下财富，手中独揽
无上的权力，谁不想当呢？所以皇位其
实时时被人觊觎（jìyú）。皇帝过于弱
势的时候，身边就会有大臣图谋取而代
之，为了名声好听，这些大臣会强迫皇帝
发布一道圣旨，禅让皇位。比如东汉末
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自己登基为魏
文帝。在禅让仪式结束后，曹丕说了一
句话：“今天献帝与我之间的禅让，就好
像尧帝与舜帝的禅让一样。”

尧、舜、禹三帝生活的时代过于遥
远，算起来那时候还处于原始社会，他们
治理的应该是疆域不大的原始部落。尧

舜禅让的故事在史书上有记载，但因为
没有实证，就像三皇五帝一样被归入神
话传说之列。

尧帝和舜帝是历代文人敬仰的明
君，传说尧帝又称陶唐氏，是当时中原地
带的部落首领。之前的五帝时期，部落
首领的位置都是在家族内传承的，到了
尧帝当政，他在位七十多年，到了晚年，
他觉得自己的儿子丹朱不成器，部落如
果交到他的手中，百姓一定会遭难。所
以他就发下命令，请四方推举合适的候
选人，大家一致推举了舜。

舜的童年非常悲惨，他自幼丧母，被
后母和后母生的弟弟欺负，父亲也不

管。有几次后母和弟弟想要害死舜，都
被舜侥幸逃脱。舜成年后，不但没有记
恨后母和弟弟，还依然孝敬父母、友爱弟
兄，人们都称赞他。

尧帝听说了这些事迹，又特意到舜
耕种劳作的地方考察，发现这个年轻人
不仅宅心仁厚，还很聪明，受到人民的爱
戴。于是，尧对他的好感倍增，回来以
后，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
嫁给了舜，又因为自己年事已高，不久之
后就禅位了。

尧帝开创了禅位的先例，多年后舜
也效仿了这一义举，把皇位禅让给了更
有能力的禹。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

家喻户晓。禹的父亲叫鲧，曾经受尧帝
的命令治水，水患还未平就死了，大禹接
过了父亲的未竟之志，三过家门而不入，
最终成功治理了洪水。

古代生产力低下，面对大自然的力
量，人显得渺小又软弱。洪水泛滥，对人
们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若是不想
出办法治理，最终可能导致整个部落灭
亡。所以大禹治水功在千秋，他也受到
人们的钦佩和爱戴。舜年老之后，决定
效仿尧帝禅让的先例，把首领之位让给
了禹。

禹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王
位，建立了夏朝，首领也从众人推举变成
了父子传承。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禅让
的美行，也就此落下帷幕。

尧舜禅让的故事让后世津津乐道了
2000多年。统治权力为天下人共有，谁
有能力谁就当首领，这个模式很像今天的
选举制度，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登上领导位
置的，都是能力出众、被众人信服的人。

克己奉公：意思是指约束自己
的私欲，以公事为重。比喻一个人
对自己要求严格，一心为公。

《后汉书·祭遵传》：“遵为人廉

约小心，克己奉公。”后世史学家范
晔称赞祭遵“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
于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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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物进行分类是人们认识自然
的基础，它包括命名、描述、划分类
群，以及在类群间建立联系进而形成
分类体系等几项工作。可以说，人类
自从能够相互交流，就开始了分类的
实践。

分类对理解复杂多样的生物界来
说尤为重要，中国古代的生物学知识以
本草著作中的记录最为系统。自《神农
本草经》以降，在这类著作中就确立了
依药性不同将动植物划为上、中、下三
品的分类体系。

这一实用性的分类体系经过历代
发展，囊括的动植物种类达到了上千
种，对各个物种的描述也逐渐细化。但
是，各种著作中命名和编目排序方面的
问题也逐渐显现。

到了明代，名医李时珍在遍览前书
以及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1578
年编写成52卷的巨著《本草纲目》（刊
刻于1596年），将记录药物的种类增至
1800余种（包括1538种生物），并在正
文中建立了一种更为先进的分类体系。

他在命名时采用的优先法系统就
与当今的命名法规原则一致；全书所分
的十六部，则按照从无机到有机、从低
等至高等的次序排列，反映出一种进化
的思想；在每一部中，又按生物的自然
属性进一步划分。

《本草纲目》在问世百年之后经传
教士的译介传入西方，并产生了较大影
响。李时珍以“从类而分，以族相邻”为
主导思想建立的独特分类体系也被称
为林奈之前最好的分类系统。

泰宁卫是明朝初期建立在白城及周边地区的军政合一的政权机构，是洮儿河、绰
尔河、嫩江、乌裕尔河流域这一广大地区的兀良哈三卫之一。兀良哈三卫是由元朝时
期东道诸王中帖木格斡赤斤后裔和其属部所建立的朵颜、福余、泰宁三卫，统称为兀
良哈三卫或朵颜三卫。兀良哈三卫是明代中前期与蒙古高原上的鞑靼、瓦剌两部并
称，在北元时期即明代中前期最活跃的蒙古部落。

泰宁卫建立的背景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6月，纳哈出率部归降明朝后，纳哈出的部下，帖木格斡赤
斤的后裔辽王阿扎失里没有随纳哈出一起投降，而是率所部继续与明军对抗，并在明
军班师途中组织军队“设伏于途”，明军殿后的3000骑兵“猝为所乘”，全军覆没。纳哈
出归降后，阿扎失里率所部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次军事行动引起了明朝政府对东
北地区的极度关注。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在纳哈出归降后，当时明朝政府命令蓝玉

“纳哈出悉众来归，金山之北可以无虞”。“然胡虏余孽未尽殄灭，终为边患，宜因无时率
师进讨。”于是，冯胜率主力班师，蓝玉则率军继续征剿辽王阿札失里的部众，但收效甚
微，并于同年10月蓝玉向朝廷奏报：“天气向寒，胡人敛迹，大军久屯塞上徒费馈饷。
今量人马戍守大宁、会州等处，大军分回蓟州近城屯驻，侯有边报，然后进军。”至此，北
征结束。阿扎失里部众继续在今天的白城、兴安盟及齐齐哈尔地区一带驻牧。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4月，明朝发兵15万，在蓝玉的统率下，深入蒙古腹地，
旨在一举剿灭北元政权。当得知北元大汗脱古思帖木尔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东北
80余里哈拉哈河畔的斡尔朵（营地）时，率军突袭了北元大汗的营地。这次突袭使北
元大汗在军事经济方面损失惨重，被明军俘获军士男女近10万人，驼牛马羊20万匹
（头、只）。这次战役使北元大汗直接指挥的军队，直接拥有的财富丧失殆尽，给以后
北元政局变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北元大汗脱古思帖木尔突围后，在北走哈拉和林即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山西北
角途中，被其部下派兵袭击杀害。

脱古思帖木尔被杀后，蒙古草原大乱。这次北元大汗在军事上的失败，使大兴安
岭以东的蒙古诸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辽王阿扎失里、会宾王帖木尔等在深感恢
复元朝无望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11月遣使降附明
朝。今城四家子古城西南20公里，洮儿河右岸，洮南市二龙乡兴义村哈森查干屯东
西侧的两处明代遗址极有可能成为阿扎失里受降地。

辽王阿扎失里率部归附明朝后，明朝政府为了加强对今天的白城及周边的内蒙
古兴安盟地区、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等广大地区的管辖，在故元建置的基础上，于洪
武二十二年（1389年）5月，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阿扎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
帖木尔为指挥同知；海撒舅答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
并诏令三卫“各领所部，以安畜牧”。

卫所是明朝建立后实行的兵卫制度，几个府为一个防区，设卫。卫以下设千户
所、百户所。兵数大抵以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20人为百户所。百户所有
总旗二，各辖50人，小旗十，各辖10人。兵士称军世袭当兵，另编军籍，卫的主官为指
挥使，所的主官为千户、百户。各卫所分别属于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统由中央
的五军都督府统辖。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隶属于永乐七年（1409年）设立的奴尔
干都司管辖。东北作为边陲疆土和多民族聚居地，明朝在东北的管理体制采取因地
因势而置，因民因俗而治，其卫所也与内地的卫所不同，卫所多采取与州县或部族部
落相结合。兀良哈三卫就是与所属部落相结合的设置。

兀良哈三卫虽然也称之为“卫”，但是兀良哈三卫的性质及其与明朝中央政府的
关系却和其他卫迥然相异。兀良哈是元代蒙古部族的后裔，但在元顺帝溃走漠北之
际，兀良哈三卫却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在蒙古部落势力衰弱，分崩瓦解之后，这种
独立性变得更加凸显。从明朝对待蒙古和兀良哈三卫态度的差别看，兀良哈三卫这
种相对独立性显然是得到了明朝的认可和尊重，其用意旨在离间蒙古本部与兀良哈

三卫之间的关系。
兀良哈三卫在政治上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但蒙古本部与兀良哈三卫部族

相同的语言及历史上的亲缘关系，使得明王朝在利用兀良哈三卫防御蒙古的同时，既
要以怀柔手段加以安抚，也不得不留有戒心。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在《三卫志》中写
道：“故迫则驱入虏，信则坠其计，善处之则以为间，虽藩篱失，而耳目犹在也。”基于上
述原因，明朝于兀良哈设立带有羁縻性质的三个卫，既不派兵进驻屯守，也不干涉其
内部事物，只要兀良哈三卫保持与蒙古的距离，充当明军的前哨和耳目，并及时朝贡，
就能保证与明朝的友好关系和商贸往来，并得到丰厚的赏赐。三卫长官也由本族首
领担任，明朝中央政府加以任命。

兀良哈三卫初设之时，以泰宁卫为首，其首领辽王阿扎失里系成吉思汗四弟帖木
格斡赤斤后裔子孙，家族地位显赫，实力雄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三卫唯泰宁
卫马首是瞻。后来，朵颜卫实力迅速壮大，跃居三卫之首。因此，明朝往往把三卫笼
而统之地称为朵颜三卫或兀良哈三卫。

泰宁卫因元之泰宁府（延祐二年1315年置）、泰宁路（延祐四年1317年置）而得
名，其治所在今天的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城四家子古城。延祐七年（1320年），元朝于
泰宁路置台州（即泰州）等处怯怜口千户所，至正三年（1323年）,又以泰宁路所属泰宁
县封买奴为泰宁王。元朝末期白城一带仍为辽王阿扎失里部驻牧中心。

朵颜卫自称“五两案”，即兀良哈之异译。兀良哈原为部族之名,指蒙古北方的林
木中百姓,朵颜卫为兀良哈南迁的一部分。朵颜卫居地，据其指挥同知脱鲁忽察洪武
二十二年（1389年）自述：“俺兀良罕百姓，自从国土的主人洪福成吉思汗的时分以来，
住在额客多延温都儿，搠木连等地。”蒙语“额客”是母亲的意思，“温都儿”是丘陵的意
思，“多延”即朵颜。额客温都儿意为母亲朵颜山，又称朵颜鸦山，黑岭鸦山，山在搠木
连，今天的嫩江中游西侧支流绰尔河北岸，为大兴安岭南麓一部分。元延祐三年
（1316年）元朝曾于此设“朵因（颜）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明朝时即为兀良哈之地。
又朵颜卫所属哈剌孩卫，哈剌孩位于哈拉哈河流域，则朵颜卫势力西北可达捕鱼儿海
（贝尔湖）东南地区。其指挥同知系成吉思汗麾下勇将之一，者勒蔑的后裔。

福余卫自称“我着”，为兀者之异译，女真语为丛林之意，蒙古语为森林。东北古
代山林中一些民族，多以兀者自称，意即林中人。福余一名当于汉代的扶余府，唐代
之浮渝王府、金之蒲与路同源于乌裕尔河（今嫩江中游东侧支流）。元至治元年（1321
年）后置“灰赤儿等处怯怜口千户所”即设于乌裕尔河流域，福余卫当在同地。

在兀良哈三卫中，福余卫位置较北，朵颜卫居中，泰宁卫处两卫西南，区域大体在
南至洮儿河中下游，北至贝尔湖东南，绰尔河及乌裕尔河流域。

泰宁卫治所的城市作用

泰宁卫的治所仍沿用元朝时期辽王所统辖的泰宁路治所，今天的城四家子古城
内。这座古城历经辽、金、元几个朝代，但其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并没有因朝代的更迭
而失去，只不过是作用的大小而已。如辽代中晚期是辽朝东北路的政治、经济、军事
中心。金代撤州设县后，作用就小一些，金朝晚期又在此设泰州，其作用特别是军事
作用就大一些。元朝这里不仅是斡赤斤家族封地内最大的城市，而且还是元代的泰
宁路治所所在地，是元朝通往蒙古草原上的最大驿站。经过元朝晚期纳哈出的维修
加固，使这座古城更加坚固雄伟壮观，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当年的恢弘气势。

兀良哈三卫设置后，明朝皇帝为了有效地管辖和笼络这些新归附的蒙古王公贵
族及东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在元代驿站的基础上，又开辟了一些其他驿路，以确
保“使命往来”及时。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旸先生主编的《明清
东北亚水陆丝绸之路与虾夷锦研究》一书记载，明朝为了确保“使命往来”，转输奴儿
干各卫缴纳的“岁贡”和朝廷赏赐“布帛”诸物，在奴儿干都司辖境内主要建立了6条交
通线。其中“海西西陆路”草原古丝道的最大集散地之一，就是泰宁卫。

“海西西陆路”,“海西”一词始于元朝主要是指居住在东海以西而得名。“海西西陆

路”主要是指东北地区以西的草原地区。这条路主要是从元朝时建在今黑龙江肇东市
四站镇的八里城旧遗址的肇州出发西行，经洮儿河、台州（泰州）等站，进入呼伦贝尔草
原，直达终点站即兀良河站。这是明初通往兀良哈三卫的路线。这条路线的驿站有：肇
州、龙头山、哈剌场、洮儿河、台州（泰州）、尚山、札里麻、寒寒寨、哈塔山、兀良河。

“海西西陆路”始发站是肇州站，位于黑龙江省肇东市四站南八里城。为元朝时
平定乃颜叛乱后，在乃颜故地所建，明时继续沿用。龙头山、哈剌场站地址待考。洮
儿河站，在洮儿河下游，今月亮泡水库一带。台州站，台州即泰州，辽代叫长春州，金
朝末期在这里复设泰州。今在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城四家子古城。兀良河站，据日
本学者箭内亘考证在今“满州里附近”。近年有学者认为在兴安盟境内的乌兰河。笔
者认为“海西西陆路”基本经过福余、泰宁、朵颜等卫地区。

据杨旸先生研究，泰宁卫是明朝早期、中期“绢、帛、丝、纱、罗”“表里”等重要云集
地。现摘录如下：

泰宁卫也是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5月与福余卫、朵颜卫同时设立的，初置于洮
南附近。

泰宁卫从洪武年间建立时起，中经永乐朝，“绢、布”等物一直是不断地由内地运
往该卫地的。到了宣德朝更发展起来了。宣德六年（1431年）8月，泰宁卫牧人安忽
因贡赏制度由内地获得“绢、布”等物。同年12月，又得大批“表里等物”。

宣德七年（1432年）12月，泰宁卫猛可帖木尔、逞吉儿等人由内地获得“彩布、绢、
帛”运带到塞北。宣德八年（1433年）2月，泰宁卫可赤哈等人由内地获得“彩布、绢、
布及金绢袭衣”。同年5月,泰宁卫扳不来等人又由内地获得“绢、帛、布，11月,泰宁
卫脱火赤等人由内地获得”绢、帛、布及纻丝袭衣等物，这些丝织品由内地经草原丝绸
之路运往泰宁卫地。

正统三年（1438年）3月，泰宁卫脱火赤进关,将内地“绢、布”转带至泰宁卫地。
正统七年（1442年）5月，泰宁卫脱脱伯等又将关内地“纻丝袭衣、彩缎、表里诸物”转
带自卫地。景泰三年（1452年）6月，泰宁卫头人进关，获得“金织袭衣，彩缎、绢、布等
物”天顺三年（1459年）7月，泰宁卫伯咬哈进关，将内地“彩布、表里、纻丝、袭衣等物”
转带至关外。

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泰宁卫指挥使治所已从位于洮北区德顺乡的城四家子古
城南迁至西拉木伦河流。尽管这里仍是泰宁卫的游牧地，但随着卫指挥使的迁移，其
治所所在地的城市功能也随着政权中心的转移而失去城市作用，并逐渐成为废弃的
城市，而沦为废墟。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内地与兀良哈三卫“市易”以及朝廷“宣赐”其卫的丝织品，不
完全经由“丝关”开原一带，也有运至广宁卫（辽宁省北镇县），再转带到东北诸卫地。
这在《明实录》中有记载：“永乐、宣德间，工布及山东布政司造运青红蓝布、绢、纻丝袭
衣于广宁等库收贮，市易马驼及赏赐野人，”甚至因这些物品贮藏量大，经久支用不
尽，至有溃烂损坏“，于是到了正统年间朝廷命发辽东广宁等库收贮故衣就于彼易上
仓，以足军用。足见永乐、宣德年间内地运往东北”布、绢、纻丝袭衣“实是数量不少，
使得广阔草原显得生机盎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嘉靖年间乃至万历年间，后来因
朝廷腐败，封疆残破，这条草原丝绸之路才逐渐荒寂下去，直到清初又发展起来。

以上引用杨旸先生对泰宁卫在明朝永乐、宣德年间发挥着接收朝廷赏赐与关内
贸易的中心城市作用，其实还远不止这些，虽然各历史时期城市的功能不同，但泰宁
卫指挥使司所在地，作为白城及周边草原上的政治、经济中心作用以及组织贡赋，解
决草原上牧民生计等等的城市作用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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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建在白城的泰宁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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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泰宁卫治所——城四家子古城遗址

明朝时期的白城——

Ｂ 白城记忆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不论是中华文明还
是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传承和延续，无一不是仰赖于
一批又一批兴学育才者发乎内心的自觉和身体力行
地推动。

近日，笔者读《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书中讲述
了包括朱熹、林则徐、严复、陈嘉庚等历史文化名人的
故事。其中有一卷为《陈嘉庚》，读后颇有感触。书中
记述，陈嘉庚白手起家经商，一贯主张“国家之富强，全
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在稍有积蓄后便
开始兴办教育，一生在国内外创办和资助的学校达
118所，用于教育事业的投入超过1亿美元。尤为难得
的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导
致企业经营每况愈下的困难时期，陈嘉庚毅然变卖家
人居住的三栋别墅，全部用于厦门大学的办学经费。
陈嘉庚先生“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兴学决心和社会
责任心感召了不少有识之士纷纷解囊，厦门大学和集
美学校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

事实上，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并不断发
扬光大，就在于总有一些像陈嘉庚先生这样兴学育才
的热心奉献者，播撒文明火种，推动社会进步。试想一
下：没有仓颉造字，人类的始祖如何能够走出茹毛饮血
的丛林生活？没有孔子兴办私学，中华文明又如何得
以传承壮大？没有毛泽东推出夜校这种适合中国农民
的教育方式，广大农民如何摆脱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
的窘境……在重视兴学育才这方面上，东西方的理念
可以说不谋而合、殊途同归。西方很多哲人如苏格拉
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对教育事业十分重视，苏
格拉底本人甚至创造了苏格拉底式问答教学方法。事
实上，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

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传承和延续，无一不是仰赖于一批又一批兴学育才者发乎内
心的自觉和身体力行地推动。

兴学育才，众力共襄。小到个人修为、家庭学习氛围的营造、单位学习风气
的养成、对有志向学者的激励，大到兴办文教设施、推动一个区域文教事业的发
展，每个人都能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善事。韩愈曾在广东潮州任刺史，虽
然只有短短七八个月，却大力兴办教育，后世人兴建韩山书院来纪念他。苏轼在
花甲之年被贬到海南儋州，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讲学不辍，培养出海南历史上第一
个举人，为海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王阳明谪守贵州龙场驿，自身安危未
卜，却先后在贵州龙冈书院和文明书院讲学，开启贵州向学之风。曾国藩身患牛
皮癣疾，纵使时常痛苦得“几无生人之乐”，却仍然把“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作为
要务，等等。这些人，无一不是将国家教育的大事视为自己的身边事。著名教育
家杨昌济在弥留之际，仍然强撑病体向其好友、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信
举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也验证了杨老临终的判断。从唐宋
文人讲学兴办教育，到明清贤臣为国选贤任能；从陈嘉庚捐资助学兴办教育，到
杨昌济临终向好友推荐人才……这些先贤兴学育才的热情和奉献精神，穿越历
史时空，激励、鞭策后来者。

多一些自觉致力于兴学育才者，传承人类文明火种的火炬手就会越来越多，
人类文明的星空就会愈加璀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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