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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与回纥史》

内容概要

由于突厥最早来源于丁零，而丁零在魏晋南北朝时称为高车（敕勒），敕勒在隋唐时称为铁勒，而突
厥、回纥、薛延陀都是属于铁勒的分支。丁零、高车既与突厥有民族渊源关系，而回纥、薛延陀的历
史又与突厥的历史错综复杂，关系密切，故本书把丁零、高车、回纥、薛延陀各族的历史也略为涉及
，以便把突厥族的历史面貌描绘得更为分明。
本书为继拙著《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1979年再版）之后，第二本关于中国古代
北方民族的著作，故撰写体例大体上与前书同。
突厥史一如匈奴史，是一门所谓“世界性”的学问，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都有人在专门研究它，并
成为世界突厥学的一个内容。但在传统上，外国突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大多侧重于突厥语言、文字，
因此对于突厥史，特别是六至八世纪活跃在我国历史舞台上的突厥族的历史，远远不如研究突厥语文
那样兴盛，研究成果也不如突厥语文方面那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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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与回纥史》

作者简介

林幹，生于1916年，广东新会人。内蒙古大学教授。曾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中国民主
同盟中央委员、内蒙古第二届民盟副主委、第五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曾兼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
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名誉院长、内蒙古地方志
学会副会长、内蒙古老教授协会理事。
林幹早年在大学攻读法律，1957年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61年调内蒙古支边。作者五十年
来致力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教学与研究，皓首穷经著春秋，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专著十九
部。这些论著解决了国内外学者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又因所论多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民族史研究
领域的一些空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其著作资料详尽，论述精湛，观点独特，在
国内外史学界享誉甚高，有的还被译成蒙古文、维吾尔文、韩文出版，如今九十高龄仍笔耕不辍。《
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光日日报》、《中国日报》（英文版）、《嘹望》（海外版）、
新华通讯社对外新闻和对外英语、法语广播、中央电视台、内蒙古电视台对其学术成就多有报道和专
访。其三部代表作《匈奴通史》、《东胡史》、《突厥史》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三大系统的巨大“学
术工程”全部完成，并荣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五届“中国图书奖”
二等奖，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四届北方卜五省市（自治区）十
七家出版社“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中国占代北方民族史新论》和《内蒙古民族团结史》荣获中
宣部1993年度、1996年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2000年荣获“老教授科
学与技术工作优秀奖”。
1990年林幹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荣誉证书，同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
做出突出贡献，发给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作者应特邀赴布达佩斯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关于
匈奴西迁和匈牙利族源问题的考证及观点”的演讲，受到与会各国学者的关注，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较
大反响。作者已被列入《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系列词典》及由国际蒙古学协会、土耳其突厥文化语
言和历史研究委员会国际关系部主编的《国际蒙古学家传略》、《世界突厥学家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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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与回纥史》

书籍目录

总序
修订版前言
前言
上篇　突厥与回纥的民族面貌社会面貌和文化面貌
第一章　突厥的族源
一、丁零
二、高车（敕勒）
第二章　突厥族的兴起及其社会制度
一、突厥的发源地及阿史那士门的建国
二、突厥人的经济生活
三、突厥的奴隶制
四、突厥政权的组织和官制
五、突厥政权的政治职能及各族人民的反奴役斗争
第三章 突厥的盛衰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一、木杆、佗钵时期的突厥及其与周、齐的关系
二、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及沙钵略可汗归附于隋
三、都蓝、启民时期的突厥：突厥统一于隋
四、始毕、处罗时期的突厥：隋炀帝对突厥的错误政策；隋末地方势力勾结突厥统治者
五、颉利大举侵唐及东突厥政权的覆亡
六、唐朝对东突厥人的安置和优待
第四章 后突厥
一、突厥贵族的分裂活动及后突厥割据政权的建立
二、后突厥的奴隶制
三、后突厥政权的覆亡
第五章 西突厥
一、始祖室点密及达头可汗对东西突厥的短期统一
二、西突厥的强大及其分裂
三、西突厥政权的覆亡
四、政权覆亡后的西突厥——突骑施的兴起及阿史那氏的绝统
五、西突厥的奴隶制
六、西突厥的部族构成及各部的分布
⋯⋯
第六章 唐朝在东西突厥等地区设置的府、州、镇
第七章 突厥的文化和习俗
中篇 继突厥而起的突劂同族——回鹘（回纥）
第八章 回鹘概貌
第九章 元明清时期的畏吾——畏兀儿
第十章 突厥与回纥首领世系
下篇 古突厥文碑铭
第十一章 突厥汗国时期古突厥文碑铭译文
第十二章 回纥汗国时期古突厥文碑铭译文
附篇 突厥与回纥论文选
附录一
附录二 林幹主要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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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与回纥史》

章节摘录

　　高车族内早已出现私有财产，故“其畜产自有记识（即标志），虽阑纵（放牧）在野，终无妄取
”。此外，婚姻须以牛羊作聘礼，死后还用许多生前的用品作为陪葬物。这些现象，都是以财产的私
有为前提才能发生的。　　高车的社会经济是游牧经济，“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盛产马牛羊
等牲畜，没有农业。故其向北魏的朝贡物品，多是弓箭、貂皮、骆驼、马、龙马之类。手工业除制皮
、毛织等外，造车业很著名。他们所造的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正因为这样，当时南方人才
称他们为“高车”。　　被拓跋焘南迁至漠南的高车人，在初也是“乘高车，逐水草”，过着游牧的
生活。由于漠南接近中原地区，受到汉族文化的直接影响，故经过“数年之后，渐知粮食”，逐渐懂
得了农耕。　　高车人口众多，畜牧业繁盛。从北魏登国四年及五年（389及390年）道武帝拓跋珪在
鹿浑海袭破高车时所获生口及马牛羊合二十余万，神[鹿加]二年（429年）太武帝拓跋焘收降东部高车
数十万落、俘获马牛羊百余万头，及上文阿伏至罗及其从弟穷奇所领的高车部众亦有十余万落来看，
姑以每落（落即户）五口计算，则高车之众，包括先后被俘、被降在内，当不下二百万人。　　四世
纪末叶，游牧在鹿浑海西北百余里的高车人日益强大起来，“常与蠕蠕（即柔然）为敌，亦每侵盗于
魏”，成为柔然和北魏的威胁。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曾多次发兵攻打他们，并亲率大军渡弱洛水（今土
拉河）至鹿浑海，击败高车；接着又征讨游牧于狼山（在今内蒙古河套西北）的另一支高车人，把他
们打败。拓跋珪还指挥了自[马交]髯水（在今内蒙古集宁市西北，驳音剥）西北分三路进攻高车的大
战役，攻破高车各部三十余部；同时卫王仪又领兵从西北绝漠（横渡沙漠）一千里，攻破逃散的高车
七部。在北魏王朝这一系列的沉重打击下，“高车大惧，诸部震骇”。很多部落首领相继率领部众归
附北魏。如敕力犍率领九百余落高车人“内附”，北魏封他为扬威将军，置司马、参军，并“赐谷二
万斛”（音胡，十斗为一斛）。接着，幡豆建又率领三十余落高车人“内附”，北魏也封他为威远将
军，置司马、参军，并“赐衣服，岁给廪食”。这样，在拓跋珪时期（386～408年），游牧于鹿浑海
、狼山、驳髯水等地的高车部落，以及敕力犍、幡豆建等部，都归附于北魏，成为北魏王朝统治下的
属部。　　从四世纪末开始在大漠南北兴起的柔然族，其首领社仑，由于遭到北魏的多次打击，便收
集残部，往“广漠之北”迁徙。社仑是柔然族新兴的奴隶主贵族势力的政治代表，为了掠夺奴隶和财
富，向北侵入高车之地。游牧在“广漠之北”的高车族斛律部帅倍侯利，乘社仑“兵贫马少”的时机
，集中全部落的力量反击柔然，取得了胜利，并将社仑的部众“分其庐室，妻其妇女”。但因“昧利
”麻痹，“不顾后患”，因而给社仑以可乘之机。社仑召集逃散的部众一千人，趁斛律部尚在“安息
寝卧”的清晨，掩杀高车，倍侯利的部众十之七八被杀害，逃脱的仅剩十之二三，斛律部大败。倍侯
利投奔北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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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与回纥史》

精彩短评

1、突厥与回纥，神秘而遥远
2、总觉得差点什么，收获不大
3、本书不错，很有针对性，专业水平。尊重历史，学习历史
4、一本了解现今维吾尔族历史起源的必备手册
5、突厥史方面的书
6、学术型书籍，专业历史迷必备，很专业，很用心。
7、5分！很满意！
8、和想的差不多，还是想要一版一印的
9、恩 很专业的一本书  内容很翔实  对学习帮助很大
10、印刷质量不错，看此书可以很好的了解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脉络。可以与另外两本匈奴
和突厥对照着看，可以更好的了解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影响。不错的书。
11、质量没问题，内容还没看。简单翻了一下，有看头
12、着是林先生的书。写的很好，纸张还行。
13、就是把林干的原来《突厥史》和《回纥史》合二为一，权当资料收藏了
14、看不过来了买了很多书
15、写的蛮清楚的，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了解突厥历史文化的一部很好的阅读资料。但是我觉得没什么
自己的东西，但部分都是照搬史书之类。且有的观点是否真实还存在争议。
16、林幹的书都不错
17、不同于当下流行的小说体，这本书比较有教科书性质，专业性强。
18、介绍得很详细，对了解突厥与回纥的历史很有帮助呢！
19、林先生还是颇有功底，可惜所处时代不好，必须套用马克思主义，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20、很不多，很详细
21、此书是研究边疆史非常重要的资料，突厥与回纥又是今天西北各少数民族的祖先，弄清楚这些民
族之间的关系与历史对于维护中华民族民族特点有着重大意义。
22、还没有仔细看。。。感觉书的结构等不是很适合于阅读。
23、书不错，就是简单了点，没有展开，其实这段历史非常丰富、精彩的
24、资料较丰富，条分缕析，梳理了突厥与回纥纷乱的历史，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有价值
。
25、很好，内容不错，质量也不错
26、林先生的书固然好，但读起来并非易事。这本书学术功底深厚。
27、标签里的“林斡”是来逗乐的么，“幹”字很难？
28、没有突破性的发现，但基本真实记录了突厥民族的发展历程，可以作为历史爱好者的读物。
29、感觉和理想中的差点
30、书是正版的，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着玩玩
31、喜欢这段历史的人推荐买哈
32、很好啊，值得一看
33、比价感兴趣，应该不错吧！
34、书刚收到，还没看，不过因为是看了觉得需要才买的，应该很值。
35、史学功底不错，入门可以
36、了解我国历史上各强悍民族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是必须的，恰好看到这本突厥史，慨然拿下，
果然不错，内容专业、严谨，读起来也不费劲，林先生的这个中古北方民族史丛书系列真是不错
37、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是必读的，突厥回纥是有着历史作为的民族，用自己的方式来影响的时间
历史的进程，很好值得看
38、吹尽黄沙始见金！
39、这个书非常水
40、老书重刊印
41、确实是一本很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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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与回纥史》

42、比较有参考价值的一本参考书
43、突厥史用来入门的
44、感觉比较有教科书的感觉啊，能写成通俗一点就好了
45、了解真实的历史，还要看上一代大师之作，北方少数民族历史，其源流，兴起与衰亡是一面镜子
。所谓汉族，我认为就是一个杂交民族，我们的血中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基因。
46、一本详实的史书。
47、突厥与回纥史现有史料资料不多，值得收藏
48、这本书是教材性质的，介绍比较详尽
49、封面有点破损，
50、很不错的一部研究民族史的书，尤其是突厥回鹘的碑文资料很全。
51、这本书在各种突厥研究著作里相对比较浅显，特点是他突出了回鹘与突厥的对等关系，破灭了泛
突厥分子把回鹘也算作突厥历史的企图。突厥亡而回鹘兴，史道昭昭，何费唇舌？
52、民族发展史，如果在历史书中没有解决的地方或许会让感觉到糊涂，不妨看下这本书，从中你会
找到突厥的发展演变以及后来的民族融合与各系的分化，了解了解民族历史会让人豁然开朗好多
53、介于专业史书与业余爱好者之间，但是像我这样的过于业余的，读起来还是有些晦涩。总的来说
，还是比较满意，作者用朴素的手法，勾勒出了当时的历史原貌
54、书很好，有很高的可读性
55、这一套书都不错，这一本还没来得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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