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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在氏族制之前
,

到底
“

前
”

到何时为止呢 ? 不

够明确
。

特别是这二种称呼都没有能够反映出原始

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
.

群居公汪的
“

群
”

字
,

又容

易和
“

原始群
”

的
“

群
”

字相混淆
。

血缘家族的含

义是很明确的
.

是指婚姻集团按辈份来划分的最古

老
、

最原始的家族形式
.

但说这
一
宋族形式能在飨

人制造出第一 把石刀时就随之出现了
.

这样的推断

却又不合理
.

所以
,

究竞用哪一种新的称呼来表示

早期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
,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大 月 氏 历 史 述 略

冯 一 下

公元前 138 年
.

当张夸步出陇西
.

踏上通 往 西

域的漫漫征程时
.

他肩负着联络大月氏 (
z h 至音支 )

夹攻匈奴的使命
.

大月氏是怎样一个民族 ? 为什么

汉朝要联络他们?

大月氏是古羌族的一支
,

即月氏羌
,

原住敦煌
、

祁连间
.

王国维认为月氏就是战国时的禺氏
.

月氏

是有名的行国
,

月氏人长期过着游牧生活
,

搜长养

马
,

历史上有
“

中国人众
,

大秦宝众
,

月氏马众
”

之说
.

从秦到汉初
,

月氏力量相当强大
,

控弦之士

十余万
.

骑乘数十万匹
.

和东胡一起
.

构成对匈奴

东西两其的严重威胁
.

匈奴单于头曼曾以长子胃顿

质于月氏
.

那时
,

月氏人自己也因此
“

轻匈奴
” .

但当胃顿继任匈奴单于以后
,

形势迅速变化
。

冒顿

先破东胡
,

接着便派右贤王大破月氏
.

其时大约是

公元前 176 年 (汉文帝前元四年 ) 或稍早
.

两年后
,

冒顿死
,

其子继位
.

是为老上单于
.

这以后
,

匈奴

对月氏的攻势更加猛烈
,

月氏王被杀
,

他的头骨被老

上单于当作次器
.

大部分月氏人怀着对匈奴的深仇

大恨离开故土
.

向西逃去 ; 小部分留下来的电退避

到更偏远的山中
.

后来
,

西去的那一部分月氏人就

叫大月氏
.

留下的称为小月氏
。

正因为此
,

所以当

汉武帝了解到大月氏与匈奴的这种关系后
.

便决计

派人联络他们以夹攻匈奴
.

西迁的大月氏来到伊犁河流域
,

挤走原住那里

的塞人
.

成为这一带的主宰者
.

但好景不长
,

不久

即遭乌孙攻击
.

乌孙原来也居住在祁连
、

敦煌一带
,

因争夺牧场与大月氏发生尖锐矛盾
.

乌孙王难兑靡

为月氏所杀
,

其子昆莫与部众逃入匈奴控制的地区
.

昆莫长大成人后决心为父报仇
.

约在公元前 1 61 年
,

在匈奴支持下
,

昆莫领所统之部
,

远袭伊犁河流域
.

大月氏抵挡不住
,

除少量人留居原处外
,

大部人又

继续西迁
,

经大宛 (今苏联费尔干纳一带 )
.

来到

伪水 (今阿姆河 )之畔
,

在北岸建立王庭
.

迫使南

岸的大夏臣服
.

伪水流域土地肥饶
,

环境相对安宁
.

大月氏人便在这里定居下来
.

逐渐由游牧过渡到农

耕
.

在饱经流落离难之苦的大月氏人看来
.

这是一

个很不错的生活环境
.

所以
,

当公元前1 29 年
,

张布

历尽十年艰辛来到大月氏
,

劝其东返
.

与汉联合夹

攻匈奴时
.

已
“

无报胡之心
”

的大月氏人便婉言谢

绝了
.

从以上所述来看
.

大月氏一败于匈奴
.

二败于

乌孙
,

先迁伊犁河流域
.

再迁伪水流域
.

他们穿过

浩瀚的戈壁
.

翻过皑皑的雪山
.

行程数千里
.

而始

终维系着内部的团结
,

保持着一定的力量
.

大月氏

人的西迁是历史上的一次壮举
.

在他们之前
.

通过

西域西去东来的人是有的
,

但其规模难与大月氏相

比
.

大月氏人用自己的双脚在辽阔的中亚大地上留

下一行脚印
.

踏出了联系东西的道路
.

影响十分深

远
.

第一
,

它使匈奴等族对中亚的情况有了新的了

解
.

《史记
·

大宛列传》说
:

匈奴降汉者
, “

皆言

匈奴破月氏
,

以其头为饮器
.

月氏遁逃
,

而常怨仇

匈奴
. ”

可见匈奴对大月氏人
“

遁逃
”

西迁的情况

是相当了解的
.

第二
,

通过对大月氏人的间接了解
.

汉朝对于西域有了新认识
.

在这个前提下
,

才有张

鸯出使
.

第三
,

大月氏西迁路线是敦煌
、

祁连间—
伊犁河流域—大宛—

阿姆河流域
.

张赛第一异

出使路线是陇西—匈奴—大宛—
康居
—

阿

姆何流域
。

第二次出使路线是敦煌—康居—乌

孙
,

随员远至大宛
、

康居
、

大月氏
、

安息
、

身毒等

地
.

可见张窍所走路线与大月氏西迁路线大体一致
,

第甚至可以说
,

张商是追寻大月氏人的脚迹而去
.

四
,

大月氏是否以及是怎样把中国的丝调输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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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史无明文记载
.

但细检史籍
,

多少也可以得到

琳丝马迹
.

《史记
·

大宛列 传》
“

正 义
”

引万 展

《南州志 》说
.

大月氏人
“

被服鲜好
.

天竺 不 及

也
” .

而要使
“

被服解好
” ,

当时最好的衣料就只

有丝绸锦绣了
.

总之
,

在评价张每的历史功绩时
.

也应肯定大月氏人的贡献
。

在伪水流域立国的大月氏
,

地处 中亚 腹 心
.

“

其南则大夏
,

西则安息
.

北则康居
” .

丝绸之路

正式开辟以后
,

大月氏对于维护丝路扬通的重要性

就不言而喻了
.

汉代丝绸之路在今新面境内有南北

两道
.

南道西出阳关
,

沿南山 (今昆仑山 ) 北趁
,

经于闻
、

莎车
、

、

越葱岭
.

到大月氏
.

再到安息
.

北

道出玉门关
.

沿北山 (今天山 ) 南趁西行
.

至疏勒

(今新王喀什 )越葱岭
,

到大宛后
,

西北可达康居
、

奄蔡
,

西南折则与南道汇合人大月氏
.

这就是说
,

无论是南道还是北道
.

大月氏都扼据要径
。

中国的

丝绸经南北两道运至大月氏后
,

往西可达安息
、

大

秦 ; 往南可达大厦
、

身毒 ; 往北可达康居
、

奄蔡
.

如果说
,

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 、

软煌是 门户
,

那

么大月氏就是葱岭以西最重要的中继站
.

两汉之际
. “

丝绸之路
”

往来不杨
.

大月氏和

西域许多国家都有恢复与汉联系的强烈愿望
.

班超

于建初三年 ( 78 年 )上书请兵时曾说
: “

今拘弥
、

莎车
、

疏勒
、

月氏
、

乌孙
、

康居复愿为附
.

欲共并

力破龟兹
.

平通汉道
. ”

( 《汉书
·

班超传》 ) 因此

班超在西域活动的初期曾得大月氏帮助
.

81 年
.

班

超攻莎车
.

莎车得到疏勒
、

康居援助
,

固守乌即城
,

汉兵战不利
.

班超想起大月氏与康居的亲姻关系
.

便遣使去见大月氏王
,

要他劝康居罢兵
.

结果班超

顺利攻下乌即城
.

大月氏还助汉击车师
。

87 年
,

大

月氏向汉贡奉狮子等物
.

以表示友好
.

大月氏贵族十分熟悉葱岭以东的情况
,

一度也

想控制这一地区
.

公元90 年
.

大月氏王以向汉求姗

遭到拒绝为借口
.

派副王谢率兵七万
.

越过葱岭;

进攻班超
.

当时班超人马甚少
,

部众惊恐
.

但这位

杰出的军事家十分冷静
.

他对士兵说
:

大月氏兵将

虽多
,

但数千里途葱岭而来
,

运抽困难
,

给养无法

补充
,

只要收谷坚守
.

大月氏经受不住饥饿
.

必败

无疑
.

果然
,

大月氏兵进攻不能得手
.

抄掠又一无

所得
,

粮食将尽
.

军心动摇
。

无法
.

只得派出一队

人马去向龟兹借粮
.

班超早已料到这一着
,

设伏遨

击
,

大获全胜
。

大月氏副王谢大惊
,

遣使请罪
,

恳求

习狂超让他们擞走
.

班超同意了他的请求
.

大月氏全国

展动
,

从此便彻底放弃了东进计划
,

岁岁向汉贡奉
,

大月氏东进受阻
,

南进却相当顺利
.

早在公元前 12 5年左右
.

大月氏人已越过伪水
,

直接占领大夏
.

他们分大夏为休密
、

双靡
、

贵霜
、

肿 (X l音希 ) 顿
、

高附五部
,

每部由食侯统率
.

大

约公元一世纪上半叶
.

贵霜部强大起来
,

贵霜翁侯

丘就却攻灭其余四部
,

自立为王
,

建立起贵霜王国
,

汉人沿旧习称其为大月氏国
.

丘就却八十余岁而卒
,

其子阎青珍继位后大举南进
.

进入印度河 流 域
,

“

复灭天竺
.

置将一人监领之
.

月氏自此之后
,

最

为富强
” .

( 《后汉书
·

西域传 》)一世纪末
、

二世纪

初
.

贵霜王迹腻色边率领大月氏军进一步征服恒河

流域
。

大月氏迅速南进的原因
,

除了主观因素外
.

客观上
,

大夏兵弱畏战
,

天竺
“

修浮图
,

不杀伐
,

遂以成俗
” ,

而且别城数百
.

特国数十
.

处于分裂

状态
.

强弱悬殊
,

都不是大月氏的对手
.

贵霜王国从公元一世纪建立到五世纪灭亡
,

前

后存在数百年
.

强盛时占有北起中亚花刺子模
,

南至

印度文迪亚山的广大地区
.

这时
.

他们频繁地与中

国
、

罗马帝国贸易
,

继续发挥其丝绸之路中转站的

作用
.

此外
,

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他们还作出了一

个重大贡献
.

那就是把佛教传入中国
。

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在印度半岛创立
,

4

两汉之

际传入中国
.

大月氏人是把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

中介人
.

《三国志
·

魏志
·

东夷传 》注引 《魏略
·

西戎传 》说
: “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 (公元前 2 年 夕

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 ”

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明确记载
.

《魏书
、

释
-

老志 》几乎照录
.

不过景庐作秦景宪
.

另据 《四十

二章经序 》
、

《理惑论 》记载
,

东汉明帝 (公元 5乡

年— 75 年在位 )夜梦身有金色
,

项有日光的神人

以后
.

曾派使者张鸯
、

羽林中郎将秦景
、

博士弟子

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
,

写取佛经四十二章
.

回

国后藏于石室之中
.

从此以后
.

佛教便在中国广为

传播
.

据任继愈考证
,

《四十二章 》
、

《理惑论 》

成书于东汉末年
,

上面所述明帝派人到大月氏写取

佛经一事
,

除人名及细节难以征考以外
.

是可信的
.

这就进一步肯定在佛教传入中国过程中大月氏人所

起的作用
。

从东汉后期起
,

不少大月氏僧人先后来

中国
,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支娄加娥 (支截 )
。

他
.

于东汉桓帝
、

灵帝时来华
,

长住洛阳
,

会汉语
,

先

后译出佛经十四部二十七卷
.

包括著名的 《般若道

行经 》
、

《般舟三昧经 》
、

《首挎三严味经 》等
.



支截是著名的早期佛经汉译大师之 一
,

他最早把大

乘般若学说传入中国内地
。

对后世佛教的发展有深

远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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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五世纪贵霜王国为峡哒人所灭
.

此后
.

大

月氏人的活动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

沈葆祯家世若干史实考辨

J
、

杨 彦 杰

《随笔 》第十七期
,

刊载署名安然的一篇文章

—
《名臣之女—林敬纫 》

.

介绍林则徐女儿
、

沈葆祯之妻林敬纫的若干事迹
.

其中关于沈葆祯家

世的记述
,

多有商榷之处
.

现引证史料
.

就其大者
·

作一考辨
.

请识者批评指正
.

是不符史实的
.

林则徐是沈葆祯的舅父
.

后来他又

把仲女林敬纫嫁与葆祯为妻
.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亲

上加亲
.

(二 ) 关于沈廷枫何时去世

(一 ) 关于林则徐家与沈家的关系

安然同志的文章 ( 以下简称
“

安文
”

) 记云
:

“

林则徐有一堂姐嫁侯官沈氏
” ,

这是林
、

沈两家

结亲之始
。

这里说的
“

侯官沈氏
” .

指的是林则徐

同乡的沈葆祯家 ; 这里说的
“

堂姐
” .

即指沈葆祯

的母亲
。

其实
.

嫁给沈家的并非林则徐的
“

堂姐
” .

而

是他的亲妹妹
.

沈葆祯撰 《先母林太夫人事略 》云
: “

先母林

氏
,

外祖肠谷公第六女也
”

(《先母林太夫人事略》

现藏福建省图书馆 )
. “

肠谷
”

是林则徐父亲林宾

日的号
.

沈葆祯的母亲系林则徐父亲的第六女儿
.

《福建通志
·

列女传 》亦云
: “

林氏
.

侯官人
.

父

宾 日
.

生两男八女
,

氏序六
”

( 《福建通志 》卷四

十五
.

《列女传
·

母仪 》 ) ; 这条史料再次证实沈

葆祯的母亲
.

确系林宾 日的六女
.

事实上
.

林宾 日

共有三个儿子
、

八个女儿
.

由于长子早疡
.

故于此

只云
“
两男八女

” .

林则徐生于乾隆五十年 ( 1 7 8 5

年 )
,

嫁给沈家的妹妹生于乾隆 五 十 九 年 ( 1 7 9 4

年 )
.

比林则徐还要小九岁
.

林则徐胞妹嫁与沈家
,

是林则徐充当红娘的
.

《福建通志
·

儒行 》沈廷枫条载
: “

廷枫既冠
.

受

经于吴兰孙之门
,

推祭酒
.

里绅林则徐见其文日
,

·

仁义之人
.

其言蔼如也
。

以妹许字焉
”

(同上书 )
.

几沈廷枫即是沈葆祯的父亲
.

由于廷枫年轻时善于作

文
,

则徐爱慕其才
.

亲自把妹妹许配予他
.

由此可见
,

说嫁给沈家的是林则徐的
“

堂姐
”

安文云
.

林家女嫁沈家之后
. “

丈夫早逝
.

生

下四个儿子
.

家道清贫
” .

事实土
.

沈廷枫比他的

妻子还要迟五年才去世
.

《清史稿 》沈葆祯传载
:
同治四年

. “

丁母优

命治丧百 日
.

假满仍回任
.

坚请终制
.

乃允之
” .

这里讲沈葆祯的母亲去世于 1 86 5年
.

又载
:
同治九

年
“

丁父优
,

仍 请 终 制
,

暂解 事
,

服 阅始 出
”

( 《清史稿 》列传二百 )
.

这里讲的是葆祯的父亲

去世于 1 8 7 0年
.

显然并无林氏嫁到沈家后
, “

丈夫

早逝
”

的事
.

沈葆祯于同治元年 ( 1 8 6 3年 ) 捉任江西巡抚
.

由于母亲逝世才奏请回家守制
.

服丧期间
.

正值左

宗棠倡办福建船政
.

急需管理人才
.

经左推荐
.

葆

祯于服阔后出任总理福建船政大臣
,

造船颇有成效
,

成为近代中国史上的闻名人物
.

沈葆祯亲撰的 《先

考丹林公行述 》一文亦载
: “

先考生于乾隆丁未九

月二十八日丑时 ; 终于同治庚午九月十二 日卯时
.

历春秋八十有四
”

( 《先考丹林公行述 》
.

现藏福

建省图书馆 )
.

同治庚午即是同治九年
.

也就是公

元 1 8 7 0年
.

与 《清史稿 》的记载相吻合
.

(三 〕 关于沈葆祯的排行

安文提到沈葆祯有兄弟四人
,

林敬 纫 称 他 为
“

四表哥
” .

说明排行第四
.

要弄清沈葆祯的排行
,

同时必须弄清他有几个

兄弟
.

有关沈葆祯传
,

我们在 《清史稿 》
、

《清史

列传 》
、

《福建通志 》等书中均可查到
.

沈氏的同

时代人李元度还著有 《沈文肃公事略 》一文
,

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