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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国民族构成与分布研究》

内容概要

《渤海国民族构成与分布研究》内容简介：粟末靺鞨主体部分在突地稽的率领下降隋内附。渤海国的
建立者大柞荣虽然出自粟末靺鞨，但渤海建国集团却以伯咄、安车骨等部靺鞨人为主，粟末、靺鞨所
占比重很小。渤海国前期境内主要存在三个民族：建立渤海国的靺鞨诸部、高句丽族和秽貊族。渤海
国“编户十余万”。估计其中靺鞨诸部大约占6万户，高句丽族大约占4．5万户。秽貊族大约占3万户
。在渤海立国后，建立渤海国的靺鞨诸部与渤海国统治下的高句丽遗民逐渐融合成为新的民族渤海族
。
自大钦茂迁都上京至大仁秀统治时期。渤海国北拓征服以黑水部为代表的北方靺鞨人部落。新形成的
渤海族与生活在肃慎系民族故地的靺鞨诸部文化上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这就决定了渤海国后征服的靺
鞨诸部无法融入新形成的渤海族，而只能成为渤海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靺鞨族。渤海国灭亡前，总
人口数已突破60万户。其中靺鞨人约十余万户，秽貊族也接近10万户，二者约占渤海国总人口数的三
分之一。其余约40万户、200万人是渤海族．约占渤海国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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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渤海族的族源问题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但多数学者毕竟承认，渤海族作为
一个民族共同体在渤海国灭亡以后一直存在，是辽金时期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直至元代，才被陶宗
仪的《南村辍耕录》称为“汉人八种”之一，①标志着其最后融人汉族之中。加之很少有学者对渤海
国内存在的其他民族进行研究，特别是对这些民族在渤海国灭亡以后的去向加以研究，给人留下的印
象是，似乎渤海国内仅有渤海族这一个民族。　　另一种讨论不但无助于解释这种误会，在某种程度
上还在加强着这种误会，这就是有关渤海国的主体民族问题的讨论。　　国内外学术界对渤海国的主
体民族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据孙进己总结，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渤海国的主体民族
是靺鞨族。中国学者大多持这种观点，较具代表性的学者有王承礼、朱国忱、魏国忠，此外，日本的
池内宏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二是认为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是高句丽人。主此说者大都为朝鲜学者、韩国
学者，也有部分日本学者赞成此说，较具代表性的学者有朴时亨、李龙范、卢泰敦等，以及日本学者
白鸟库吉。三是认为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是渤海族，主此说者为中国部分学者，较具代表性的学者有崔
绍熹、孙秀仁、干志耿、孙进己等人。②从研究渤海国民族构成与分布的角度讲，是应该首先弄清楚
渤海国内的主体民族是什么，应该说前辈学者很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是，由于在研究中对史
料的理解不同，几种观点争执不下，长期以来论战不休，始终未能突破这一研究中的“瓶颈”，向其
他领域深入，进而研究渤海国内的其他民族，结果反而加强了渤海国只有渤海族的误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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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P2027靺鞨诸部三分粟末西迁白山南移余三肃慎故地；P26渤海王室源自粟末靺鞨，建国集团三阶段
：粟末-西系-东系与高句丽，民种三分：土人靺鞨高句丽，黑水诸外部渐离异；P46渤海南境滨海攻唐
，渤罗瓜分濊貊；（P55）；早期国家的渤海族源再扩大：高句丽与靺鞨诸部，几无黑水；P98渤海语
是肃慎系语混入汉高秽语而有别于黑水诸部；主要族裔近乎农业经济为主；渤海之文化认同于民族主
体形成；P112黑水等靺鞨因隔离无力承接高渤繁荣遗产；渤海族群之外：靺鞨与濊貊
渤海民族构成谱系：CB靺鞨诸部区际移动，C6夫余遗民入高靺，C7唐羁縻诸族与融合，C8渤海核心
粟末凝聚，C9国家与共同体。参见结语。
2、作者对既有观点的梳理是系统的，把看似繁杂的各种声音整合在一条逻辑链上了，而且对史料的
解释与编辑也是富有见地的。不足之处在于构建新的观点时考虑不周，照顾不全，忽视了史料是否存
在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另外，参考文献比较老旧，日、韩方面的著作关注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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