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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疆域之形成与州府建置沿革

— 兼斥克恰诺夫关于西夏疆
.

钱的谬论

吴 光 耀

一 西夏的兴起和境土的扩展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与汉人
、

吐蕃人
、

回鹤人
、

桃粗人等建立起来的王国
。

党项族是羌

族的一支
。

羌族是我国勤劳勇敢
、

历史悠久的古老 民族之一
,

自古以来就劳动
、

生息在我国

西部地区
,

史称
“

西羌
” 。

秦汉以来
,

羌族散居于青海
、

四川
、

甘肃等地
,

便与汉族交往
、

联系
。

魏
、

晋以后
,

西

羌微弱
,

党项始强
,

过着
“

不知稼椅
”

的游牧狩猎生活
。

唐初
,

鉴于
“

贵中华
、

践夷狄
”

的历史

教训
,

唐太宗实行
“

和亲
” 、 “

互贡
” 、 “

授官
”

的民族政策
,

缓和 了民族矛盾
,

加强了国内各民

族的联系
,

促进了民族融合
。

贞观九年
,

党项族拓拔部首领拓拔赤辞内附归唐
,

受唐廷封为

西戎 州都督
,

从此
“

职贡不绝
” 。

后为吐蕃所迫
,

徙居内地
。

唐末
,

平夏部首领拓拔思恭以参

加镇压黄巢起义有
“

功
” ,

受唐廷封为及国公
, “

赐姓李
” ,

拥有夏
、

绥
、

银
、

有
、

静五州
,

传

子及孙
,

世据其地
,

逐渐发展壮大
,

为后来建立 以本民族为主的政权奠定了基础
。

唐朝亡后
,

拓拔思谏即归附后梁
。

思谏卒
,

其孙李彝昌立
,

为其将高宗益所杀
,

军士拥

立葬昌的族父李仁福为留后
。

梁太祖授李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
,

后封为陇西郡王
。

后梁亡
,

后唐封李仁福为朔方王
。

仁福卒
,

其子彝超继任定准军节度使
。

彝超死
,

其弟彝殷为留后
。

.

后周时
,

太祖郭威晋封彝殷为西平王
。

宋初
,

赵匡撒采取解除落镇权力
,

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

于公元 98 2 年
,

定难军节度使
、

党项族拓拔部首领李继捧率族人进京献地
。

继捧族弟李继迁北奔地斤泽
,

抗宋自立
。

宋知夏

州尹宪率部夜袭地斤泽
,

焚烧四百余帐
,

掠获牛羊等万计①
。

继迁采取
“

联辽抗宋
”

的策略
,

进行斗争
,

联合了越来越多的党项族各部
,

声势逐渐扩大
。

公元 1 0 0 2 年
,

继迁攻陷灵州
,

并

开始向河西走廊发展
,

在玫凉州时战死
。

李继迁与宋廷的斗争
,

使宋朝统治者深感困扰
,

并

从中吸取了教训 , 同时
,

党项族人民在连年战乱中
,

也疲敝不堪
。

公元 1 0 0 4 年
,

继迁子李德

明继位后
,

为了稳定新建的政权
,

就改变了政策
,

与宋议和
。

北宋封他为西平王
,

承认他据

有夏
、

灵等六州
,

恢复互市等
。

而他又聚集力量
,

向西发展
,

相继 占据甘
、

凉两州
,

扭域扩

大到河西走廊的重要地区
。

公元 10 3 1年
,

德明死
,

其子李元昊立
,

继续向西扩展
,

取瓜
、

沙
、

肃诸州
,

全有河西走廊
。

公元 1 0 38 年
,

元昊称帝
,

国号大夏
,

制定官制
、

军制
、

法律
,

并创

制了西夏文
。



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
,

河西走廊的甘
、

凉
、

肃
、

瓜
、

沙等州都是既盛产粮食
,

又水

草丰美
, “

畜牧甲天下
”

的农牧两宜地带 , 而兴庆府
、

灵州等地位于黄河上游河套以西的肥沃

地区
,

有唐来
、

汉源等古渠和元昊等新渠
,

引黄河水
,

灌概广大农 田
, “

地饶五谷
,

尤宜 稻

麦
” ,

更成为西夏政权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
。

在当地汉族劳动人民的影响下
,

党项牧民转向定

居农耕的日趋增多
。

西夏社会便从原来单一的游牧经济
,

发展为半农半牧的经济
。

畜牧业在

西夏经济中仍居于重要地位
。

由于农
、

牧业的发展
,

促使手工业
、

商业兴盛起来
,

扩大了夏
、

宋之间贸易
,

以茶马
、

盐谷贸易最盛
。

尤其在公元 1 0 4 4 年
“

庆历和约
”

后
,

夏
、

宋双方基本上

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
,

经济
、

文化交往更趋密切
,

西夏输往北宋的除传统的青
、

白盐和驼
、

马等畜产之外
,

还有毡毯
、

蜜
、

蜡等商品②
。

而北宋输往西夏的除增 帛罗绮
、

瓷器
、

漆器和

茶
、

谷等商品之外
,

还有大批的汉文经书
、

史书
、

医书和佛经等文化典籍③
。

党项族与汉族

之间频繁交往
, “

商贩如织
” ,

进一步吸取了汉族的先进技术和文化
,

从而加速了西夏社会进

化的过程
,

促进了西夏社会经济
、

文化的发展
,

对于开发祖国西北边疆都起了重要作用
。

二 西夏的疆域与所辖府州的沿革概述

祟宗赵乾顺继位后
,

西夏疆域广阔
,

处于极盛时期
,

统辖三十三府州
。

它的领域扩展到

包括今宁夏
、

甘肃大部
、

陕西北部
、

内蒙古西部
、

青海东北部等地
。

这一地 区原来就是我国

古代西北民族与汉族长期相处
、

逐步融合的区域之一
。

我国古代史学家很注意西北民族的发

展
,

搜集了大量的和珍贵的资料
,

在有关春秋
、

战国
、

秦汉诸朝的几部著名史书中
,

如 《史

记》
、

《汉书 》
、

《后汉书》等
,

皆有较详细的记录
,

可 以证实
。

据我国史籍记载
,

远在战国时
,

赵武灵王的势力 已达 阴山之南④
。

秦统一六国后
,

秦始 皇

派蒙恬率兵
,

取河南地
,

因河为塞
,

筑四十四县城⑤
。

西汉元朔二年 (公元前 127 年)
,

卫青率

兵进入陇西
,

取河南地
,

置朔方郡
,

筑朔方城⑥
。

仅在朔方郡设置了临戎
、

三封
、

沃梦
、

家

浑
、

临河等十个县⑦
。

据考察
,

三封
、

临戎
、

窥浑三县城在今乌兰布和沙漠北部 的遗 址 尚

存
,

明显可见⑧
。

汉武帝开拓河西
,

列置武威
、

张掖
、

酒泉
、

敦煌四郡⑨
,

驻兵屯田
,

派官

镇守
,

移民实边
,

垦荒辟土
,

引水溉田
。

仅举几例
,

可以说明
,

如汉元朔五年 (公 元 前 1 24

年 )
, “

徙贫民于关以西
,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

七十余万 口
”

L
。

又元鼎年间 (公元前 1 16 一 1 11

年 )
, “

上郡
、

朔方
、

西河
、

河西开田官
,

斥塞卒
,

六十万人戍田之
”

@
。

主要从事农 业 的 汉

族与主要从事游牧的我国匈奴
、

鲜卑
、

羌等民族和后来继起的吐蕃
、

回鹊等民族杂居一起
,

相互学习
,

友好往来
。

值得注意的是
,

汉族劳动人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农耕技术和铁制

农具等
,

开荒种植
,

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和人 口的繁盛
, “

北边自宣帝以来
,

数世不见烟火之

警
,

人民炽盛 牛马布野
”

@
。

河西之地也是土沃物繁
,

水草肥美
,

自古称
“

凉州之畜
,

为天

下饶
”

L
。

这些 自然都是西北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长期相处
、

共同劳动的结晶
。

十一世纪
,

李继迁等拥有兴
、

灵
、

甘
、

凉
、

肃等州
,

得到我国历朝在此垦殖的沃野
。

因

此
,

西夏在我国西北地区统治才能持续一百九十年之久
。

西夏府州的建制
,

仍沿袭秦
、

汉
、

隋
、

唐
、

宋等朝旧制
,

乃是
“

一脉相承
”

的
。

现就其所

统府州的今址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 和历代建置沿革
,

概述如

下
:

兴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春秋时羌戌地
。

秦属 4匕地娜
。

二汉因之
。

晋仍麟北地那
,

后属幼连夏
.

后魏为傅什 i肛该地
,

旋属灵州
。

后周为怀远邵
。

网初那废
,

仍属 灵州
。

大业初
,

属灵武娜
。

脚初属又州
。

天宝中
,

属灵武郡
。

宋 属灵州
。

天 峨四年
,

赵德明始城灵州之怀远镇
.

改饭兴州
,

后又升为兴庆 .ff
,

复称中兴府⑧
。

员州 治所在今
’

j
,

夏卜
.

!族 自治区灵武县西南

秦统一六国后
,

属北地郡轴地
。

西汉惠帝四年兰灵洲县
,

仍溯北地郡
。

北魏太延 二年皿

薄件律镇
,

因在河清之中
,

随水上
一

下
,

未尝陷没
,

故称为灵州
。

初在河北胡城
,

大统六年 于

果园复筑城
,

改为州
。

后周咒哭州总管府
。

市大业元年府废
,

后改为灵武郡
。

唐武德元年
,

改为灵州总管府
。

天宝元年
,

改为灵武郡
。

至德元年七月
,

肃宗即位于灵武
,

升为大都价府
.

乾元元年
,

复为灵州
。

宋咸平五年三月
,

继迁攻陷灵州
,

后改为西平府
,

又置翔庆军 0
。

静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境

汉属富平县地
。

后魏里弘静镇
,

徙关东 汉人 以充电田
,

俗称汉城
。

隋改置弘静县
。

店神
,

龙元年
,

改为安静县
。

至德元年
,

又改为保朴县
。

宋改县为镇
。

咸平四年九月
,

继迁攻占保

静镇
,

后改镇为静州L
。

定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南

城西南至灵州二百里
。

唐天宝中
,

以其地属朔方节度
,

后升为县
,

属灵州
。

贞元八年
.

吐蕃占灵州
,

诏河东振武救之
,

复遣神策军戍定远及怀远城
,

吐蕃乃退
。

景福二年
,

灵武节

度韩遵表为警州
。

宋初
,

里定州
。

咸平四年
,

陷入西夏
,

仍里定州@
。

顺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 自治区永宁县西南

汉置县
,

属北地郡地
,

后汉废
。

后 魏置灵武县
,

属灵州
。

后周改置建安县
。

后又置历城

郡治
。

隋开皇三年郡废
。

十八年
,

改建安为广闰县
。

仁寿元年
,

复改为灵武县
,

属灵州
。

按

明代嘉靖《宁夏新志》载
: “

汉故灵武县
,

唐镇名
。

南渡黄河至灵州五十里
,

北至怀远镇六十里
。

宋初
,

灵州都巡检主之
,

伪夏为顺州
。 ”

宋咸平中
,

镇入西夏L
。

怀州

在《宋史》中将怀州列为河西九州之一
,

临近黄河西岸
。

咸平中入西夏
,

置为州
。

其他待
·

考L
。

永州

在《宋史》中亦将永州列为河西九州之一
。

咸平四年九月
,

继迁攻占永州
。

其他待考L
。

威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东北

后周保定二年
,

移置会州于此
。

建德四年
,

改立鸣沙镇
。

隋开皇十九年
,

置环州及鸣沙
·

县
。

大业三年州废
,

县属灵武郡
。

唐武德四年
,

置西会州
,

鸣沙县隶属西会州
。

贞观六年
,

州废
,

改置环州
。

九年
,

复废环州
,

县属灵州
。

咸亨二年
,

又置安乐州
。

贞元三年
,

吐蕃陷

盐
、

夏诸州
,

后退屯鸣沙
,

改置长乐州
。

大中三年收复
,

改置威州
。

宋咸平中
,

地入西夏
,

仍为威州
,

后改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
。

据此
,

则韦
、

威二州
,

似非一地
。

可是
, 《 中国历史

_

地图集》第六册
,

36 一 37 图
, 《西夏》 中标出韦州即威州

,

未见注释
,

故今不取⑧
。

韦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 自治区同心县东北

韦州在兴州东南二百六十里
。

西夏设置韦州于此
。

熹枯七年
,

谅柞改韦州监军司为祥杨
军

。

元代州废
。

明代宏治十年
,

以其地为军事要地
,

增置韦州千户所@
。

西安州 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西



北宋元符二年
,

以南牟会新城建为西安州
。

东至天都碧二十六里
,

西至通会堡五十五里
,

南至宁安碧一百里
,

北至哆没宁堡三十五里
。

北宋靖康元年
,

西夏崇宗派兵攻 占其地
,

亦置

西安州。
。

夏州 治所在今映西靖边县北

据考察
,

古代统万城紧傍红柳河 (红柳河穿过毛乌素沙漠时
,

含有大量泥沙
,

水色浑浊
,

蒙古语称它为萨拉乌苏河
,

也就是
“

黄色
”

的意思
,

)床北岸
,

西南距今巴图湾大队约十公里处
。

俗称
“

白城子
” ,

至今遗址尚存
。

秦为上郡地
。

汉元朔二年
,

始置朔方郡
。

后汉末废
。

东晋义熙九年
,

赫连勃勃于朔水之

北
,

黑水之南
,

营起都城
,

称为
“

统万城
” 。

至子昌
,

为魏太武帝所灭
,

置统万镇
。

孝文帝太

和十一年
,

改置夏州及化政郡
。

西魏改郡为宏化
。

隋废郡
,

仍置夏州
。

大业三年
,

改为朔方

郡
。

唐贞观二年
,

讨平梁师都
,

改为夏州都督府
。

天宝元年
,

改为朔方郡
。

乾元元年
,

复为

夏州
。

广明初
,

踢号定难军
,

授党项族拓拔部首领拓拔思恭
,

遂世据其地
。

后受唐廷封为夏

国公
。

北宋咸平六年春
,

地入西夏
,

仍置夏州⑧
。

银州 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西

秦属上郡地
。

汉为固阴县地
。

北周保定二年
,

于县置银城防
。

三年
,

改置银州
。

隋大业

初
,

州废
,

县属绥州
。

唐贞观二年
,

平梁师都
,

置银州
。

天宝元年
,

改为银川郡
。

乾元元年
,

改为银州
。

五代以来为西夏所有
。

宋太平兴国中
,

收复银州
。

至道初
,

地入西夏
,

仍置银

洲L
。

石州 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北

城位于夏州东南
,

隋末
,

梁师都置
。

唐武德初
,

延州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于此
。

北宋时

西夏派兵戍守于此
。

元丰四年
,

宋将种愕攻克米脂
,

进攻银
、

石
、

夏州
,

破石堡城
,

进至夏

州
。

石州位于夏州之东
,

银州之西
。

后地归西夏
,

升为石州@
。

肴州 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西

城在夏州西二百二十里
。

唐调露初
,

以突厥内迁人户置鲁
、

丽
、

含等六州于灵
、

夏南境
。

开元二十六年
,

自江淮放回迁户
,

因于盐
、

夏间置有州
。

天宝元年
,

改为宁朔郡
。

至德二年
,

又改为怀德郡都督府
。

乾元元年
,

复为有州
。

北宋至道初
,

地没入西夏
。

元丰中
,

宋帅吕惠

卿收复有州
,

不久又为西夏所陷
,

仍置肴州
,

设嘉宁军司L
。

洪州 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南

唐洪门镇
,

属夏州辖地
。

唐贞元四年
,

刑部尚书兼那州刺史张献甫上疏请复盐州及洪门

镇等
,

朝廷从之
。

北宋雍熙中
,

废夏州
,

仍设洪门镇
。

咸平中
,

镇入西夏
,

升为洪州L
。

龙州 治所在今映西靖边县东南

原为蕃寨
。

寨旁有欲流
,

名藏底河
,

为夏
、

宋必争之地
。

西夏则临河筑城
。

政和中
,

知

庆州姚古克其城
,

建威德军
,

旋复为寨
。

至道中
,

石堡镇陷于西夏
。

元昊时
,

升为龙州L
。

绥州 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

战国时属魏
,

后属秦
,

置上郡
。

两汉因之
。

晋废
。

后魏仍置上郡
。

西魏置绥州
,

兼立安

宁郡
。

隋初郡废
,

后改为上州
,

旋废州
,

置雕阴郡
。

唐天宝元年
,

改为上郡
。

乾元元年
,

复

为绥州
。

宋元丰七年
,

以延州米脂
、

义合
、

浮图
、

怀宁
、

顺安
、

绥平六城碧隶属绥德城
。

元

特二年
,

改为军
。

至道初
,

地入西夏
,

仍置绥州L
。

盐州 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境



梁属北地郡
。

两汉因之
。

竹亦属 化地郡
` .

后为 . 连 X 所据
。

后姚皿人兴郡
。

西魏改为五

原郡
,

兼世 西安州
,

旋改为盐州
。

隋初
,

郡废
。

火业初
,

又 改为盐川郡
。

店武撼初
.

盆州及

五原县都寄 治灵州
。

必丈观元年
,

州
、

县份废
。

二年
.

赵 l’.l l】城撇盐州
。

天宝元年
.

改为五原

郡
。

乾元元年
,

翅改为盐州
。

I〔代时
.

仍 t 盐州
` ,

北宋咸平后
,

为西夏所据
,

仍为盐州。
。

门州 治所在今陕 西神木县境

唐天宝初
,

工忠婀赛请 以胜州的连爷
、

银 城两县提职州
,

后改为新秦郡 北宋乾德 互年
,

升为建宁军 节度
。

端拱 元年
,

改镇西军泊新秦县
。

南宋时
,

没入西夏
,

复皿麟州@
。

丰州 治所在今内架古河女东北部

战国时属赵
。

秦 4tI 九原郡
。

汉为五原郡辖地
。

后汉因之
。

后为娜连叉所据
。

后魏延和二

年
,

里五原镇
,

旋改为怀朔
.

为六镶之一
。

孝吕中
,

改镇为朔州
,

其后荒废
,

以朔州寄治并

州境内
。

隋开皇五年
,

始工丰州
。

大业初
,

又改为五原郡
。

膺贞观四年
,

显丰州 都杆府
。

!
·

一年州废
,

地入灵州
。

二十三年
,

复 l 丰州
。

天宝元年
,

改为九原郡
。

乾元元年
,

复为丰州
。

五代时
,

后唐为天德军
。

后晋初
,

为契丹所据
,

为应天军
,

旋改 t 丰州
。

北宋庆历元年
,

元

吴攻占其地
,

仍咒丰州。
。

府州 治所在今陕西府谷县境

城西南距麟州约一百二十里
,

东南临近黄河
。

隋为胜州榆林县地
。

唐为岚州之府谷镇
。

五代晋王存肠于天枯七年
,

升为府谷县
。

八年
,

建为府州
。

北宋时
,

仍置永安军
,

兼里麟府

路军马司于此
。

崇宁初
,

改为靖康军
。

政和五年
,

赐郡名日荣河
。

元代仍为府州
。

南宋绍兴

中
,

地没入西夏。
。

胜州 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

隋开皇二十年
,

始置胜州
。

大业三年
,

改为榆林郡
。

唐武德中
,

复置胜州
。

天宝元年
,

复为榆林郡
。

乾元元年
,

又改置胜州
。

宋因之
。

咸平中
,

西夏据有其地
,

仍置胜州 9
。

会州 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县

秦属陇西郡辖地
。

汉属金城
、

安定两郡地
。

西魏置会州
。

后周废
。

隋大业初
,

属平凉郡
。

唐武德二年
,

置西会州
。

天宝元年
,

改为会宁郡
。

乾元元年
,

复改置会州
。

北宋天圣后
,

为

西夏所有
。

元符二年收复
,

仍置会州
。

南宋淳熙中
,

其地为西夏所据有
,

仍置会州
,

后又置

西寿保泰军 司@
。

兰州 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

秦属陇西郡辖地
。

汉属金城郡
。

后汉
、

魏晋因之
。

后魏仍属金城郡
。

后周因之
。

隋开皇

初
,

置兰州总管府
。

大业初
,

府废
。

唐武德二年
,

置兰州
。

天宝元年
,

改为金城郡
。

乾元元

年
,

复改为兰州
。

北宋元丰四年
,

置兰州
。

同年
,

宋将击败西夏入寇
,

收鼻兰州
。

南宋时
,

西夏再取兰州 O
。

凉州 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

汉武帝元狩二年置武威郡
。

后汉因之
。

后魏仍置武威郡
,

兼置凉州
。

后周置总管府
。

大

业初
,

府废
。

唐武德二年
,

置凉州总管府
。

咸亨元年
,

为大都督府
。

天宝元年
,

改为武威郡
。

乾元元年
,

复置凉州
。

宋初
,

为凉州府
。

天圣六年
,

西夏用兵攻占凉州
,

后改为西凉府。
。

甘川 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西北

汉武帝太初元年始置张掖郡
。

昭帝以后
,

与酒泉
、

武威
、

敦煌
、

金城
,

并称为河西五郡
。

后汉因之
。

魏晋仍置张掖郡
。

永嘉以后
,

为张塞所据
,

称为前凉
。

吕光取其地
,

为后凉
。

沮
_



渠蒙逊建都于此
,

称为北凉
。

后魏属凉州
。

西魏又置西凉州
,

旋改为甘州
。

后周复置张掖郡
。

隋初郡废
。

大业中
,

改甘州为张掖郡
。

唐武德二年
,

复置甘州
。

天宝初
,

改为张掖郡
。

宋明

道元年
,

西夏据有其地
,

后改为镇夷郡
,

又立宣化府
,

设置甘肃军司于删丹L
。

肃州 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

汉武帝太初元年
,

始置酒泉郡
。

城下有金泉
,

其味如酒
,

因以为名
。

后汉
、

魏晋因之
。

西凉李篙迁都于此
,

后魏亦为酒泉郡
。

隋初
,

郡废
,

始置肃州
。

大业初州废
,

以其地属张掖

郡
。

唐复置肃州
。

天宝初
,

改为酒泉郡
。

宋景佑三年
,

元昊攻占肃州
,

后改为蕃和郡颐
。

瓜州 抬所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南

汉属敦煌郡辖地
。

东汉
、

魏晋时
,

其地亦属敦煌郡
。

晋惠帝元康五年
,

置晋昌郡
。

后废
。

后魏改置常乐郡
,

后周因之
。

隋开皇初郡废
,

改为常乐县
,

属敦煌郡
。

唐武德五年
,

置瓜州
,

仍立总管府
。

贞观中
,

复为都督府
。

天宝元年
,

复改为晋 昌郡
。

乾元元年
,

复改为瓜州
。

北

宋景枯三年
,

地没入西夏
。

后置西平军司@
。

沙州 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县西

汉武帝后元年分酒泉郡
,

立敦煌郡
。

一说武帝元鼎六年
,

置敦煌郡
。

这二种说法
,

以元

鼎六年说为可信
。

两汉
、

魏晋时
,

中原与西域的往来
,

以此为必经之路
。

后魏改置瓜州
,

并

治敦煌郡
。

后周因之
。

隋开皇初郡废
。

大业中置敦煌郡
。

唐武德二年
,

置瓜州
。

天宝元年
,

改

为敦煌郡
。

乾元元年
,

复改为沙州
。

北宋景枯三年
、

元昊兴兵攻占其地
,

后仍立沙州L
。

西宁州 治所在今青海西宁市

古为西羌所居之地
,

称为涅中
。

汉属金城郡
。

后汉因之
。

建安中
,

分置西平郡
。

晋仍置

西平郡
。

东晋末
,

其地为秃发乌孙所据
,

称西平王
,

后利鹿孤复都于此
,

称为南凉
。

后魏置

都州
。

后周又置乐都郡
。

隋初郡废
,

仍为都州
。

大业中
,

改州为西平郡
。

唐初复改为都州
。

天宝元年
,

改为西平郡
。

乾元初
,

又改为都州
。

上元二年
,

没入吐蕃
。

大中间收复
,

旋为吐

著所据
,

称为青唐城
。

北宋元符二年收复
,

仍立都州
,

兼置陇右节度使
。

后又没入吐蕃
。

崇

宁三年
,

复收其地
,

改为西宁州
,

又置宾德军
。

宋朝南渡后荒弃
。

南宋绍兴六年
,

没入西夏
,

亦置西宁州L
。

乐州 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

汉为金城郡辖地
。

东晋末
,

后凉 吕光置乐都郡
。

晋隆安三年
,

秃发乌孙 自西平徙治乐都
。

义熙六年
,

秃发褥檀自姑减还乐都
。

后魏初郡废
,

置都州
。

唐代
,

其地属都州
,

后陷入吐蕃
,

称为邀川城
。

北宋元符二年收复
,

建为徨州
。

崇宁三年
,

置倚郭县
,

五年罢
。

大观三年
,

加

向德军节度
。

宣和元年
,

改为乐州
。

南宋绍兴六年
,

西夏祟宗取其地
,

亦置乐州 9
。

廓州 治所在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西

古为西羌所居
。

汉末
,

其地隶属西平郡辖地
。

前凉以其地置惶河郡
。

后魏亦为徨河郡
,

属都州
。

后周改置浇河郡
,

兼置廓州
。

隋初郡废
,

仍置廓州
。

大业中
,

改州为浇河郡
。

唐代
,

复改置廓州
。

开元二十六年
,

又置宁塞军于城内
。

天宝初
,

改为宁塞郡
。

乾元初
,

复改为廓

州
。

北宋元符二年
,

以廓州为宁塞城
。

崇宁三年弃之
,

是年又收复
,

仍置廓州
。

南宋绍兴七

年
,

西夏崇宗占有其地
,

亦置廓州。
。

积石州 治所在今青海贵德县境

城东距廓州一百八十里
,

南至盖龙枪八十里
,

西临大涧
,

北枕黄河
。

吐谷浑曾经 占据其

地
。

唐贞观八年
,

击败吐谷浑
,

收复其地
。

十三年
,

置靖边镇
。

仪凤二年
,

改为积石军
。

宋



时
,

游名澳份城
。

, 6符加J
,

为! I t: 公浪巴沮所据
。

大观 抓年
,

减征扑叮以城内附归宋
,

即以 J (地建 !

积石军
。

金亦谈积石州
。

南宋绍兴七年
,

西夏渗京据有其地
,

仍 t 积石州
,

后更名析安城弓
。

三 西复 J欠区沿
.

爷的史 实
,

驳 斥了克恰诺 夫的谬论

上述历史事实己经说明
,

自古以来
,

我国羌族 (包括党项族 ) 的活功地以都属 于中国 i)I {七

王朝的辖境之内
。

中l闷历朝中央政府行使国家权力
,

设官建政
、

分兵镇守
、

征收斌税
,

而地

方政权的郡
、

州
、

府
、

县的废 t 沿革
,

历朝因袭
,

延续至今
。

西 X 的班域版图和行政区域份

位 J
“
我国西北重要地区的河套

、

映北
、

河西走脚地带
,

历来都是 以汉族为首的中国各族人民

相互依存
、

相互学习
、

共同劳动
、

逐步融合的地区
,

这是十分清楚的
。

羌族 (包括党项族 )也

早就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一道
,

在长期密切的政治
、

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
,

互相影响
,

逐步融合
,

对于共 同发展
、

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

苏联 E
·

N
·

克恰诺夫于 1 9 5 8 年在苏联地理学会东方委员会议上
,

提出的《苏联国家列

宁图书馆藏汉文西及唐古特地图册手稿》一文中
,

却歪曲历史
,

散布谬论
,

胡诌什么
“

唐古特

人被称为党项族
” , “

臣服于中国
”

甸
,

竟然把西 X
、

党项族说成为外国
、

外族
,

藉 以挑拨我

国的民族关系
,

以达其分割我国领土
,

破坏我国统一的妄想
。

这的确令人愤慨 ! 这些伪造历

史者不择手段地把历史的研究
,

也当成推行扩张政策的工具
,

绝不是偶然的
。

历史真相不容歪曲
,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
。

请看今 日之中国
,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
“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
”

。
。

可 以断定
,

伪造历史者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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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3 页 ) 所以资产阶级的法学家说
,

人权是宪法的核心
,

三权分立是宪法的原

则
,

法制是宪法的意义
。

从宪法的一般特征来看
,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概括
。

所以
,

资产阶

级民主制的建立
,

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
“

全面民主化
” ,

是资产阶级法制和宪法产生的直接的

政治原因
。

正是由于宪法具有这种严肃的政治意义
,

所以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宪运动都经过一

场十分复杂
、

激烈的阶级斗争
,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概括为
“

归根
一

结底不过就是一个建立立宪制度的过程
” 。 ⑧

《探讨》一文一方面把古代关于国家根本问题的法规和近代资产阶级宪法说成 是 一 个 东

西
,

一方面又说二者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和对立是
“

否定的连续性
” 。

既然近代宪法是对古

代
“

宪法
”

的否定
,

那怎么还能认为二者是一个东西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存

在着连续性
,

但能否因此就说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东西呢 ? 如果象《探讨》一

文那样硬是把古代关于国家根本间题的法规叫做
“

宪法
” ,

那么就会只有
“

词义学
”

上的意义
,

概念上的混乱
,

模糊了宪法的历史特征
。

总结余文
,

我们认为宪法与其他一般的法律规范不同
,

它并不是与国家同时产生的
。

毛

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 “

讲到宪法
,

资产阶级是先行的
。

英国也好
,

法国也好
,

美国也好
,

资产

阶级都有过革命的时期
,

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来的
。 ”

⑦这就是关于宪法起源的

正确结论
。

(本文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宪法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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