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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入主中原 

金初国家制度 

中央：勃极烈辅政制 
勃极烈是女真社会中部落酋长，专用于中央辅政会议成员，
皆以宗室贵族担任，人数不定，有谙版（大）勃极烈、国

论（国家）勃极烈、阿买（第一）勃极烈等名目。  

地方：猛安谋克制 
猛安谋克亦是女真族原有的社会组织，金朝建立后将其
制度化，每300户编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猛安。战则
以之统军（或称百夫长、千夫长），平时则按其进行行

政管理。  



金之入主中原 

金、南宋绍兴和议（1141年）、隆兴和议（1164年）
以后，两国边界稳定在淮水、大散关一线 ，这导
致了金朝政治和经济重心自北向南的转移。越来
越多的女真人定居于中原地区，加速了金汉化的
过程。 

“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
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 
 
                       ——《金史》卷九六《梁襄传》 



金之入主中原 

辽朝始终坚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时代就已确立了汉地本位。  



金之入主中原 

金入主中原后的制度及社会变化 

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十月壬寅，命会宁府
（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子）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
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 
 
                               ——《金史》卷五《海陵纪》 

1149年，海陵王即位。他下令扩建燕京城，修筑
宫室，于1153年正式迁都于此，定名中都大兴府。
拆毁上京宫殿，将宗室贵族及其所属猛安谋克尽
行迁入内地，太祖、太宗陵寝一并迁至中都近郊。
此举标志金朝统治重心的内移，亦为北京建都之
始。  



金之入主中原 

金入主中原后的制度及社会变化 

金熙宗诛杀宗室，废除勃极烈会议，建立听命于皇
帝的汉式政务机构三省六部，贵族专政色彩大为减
弱。  

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罢中书、门下省，
止置尚书省”。 
                                 ——《金史》卷五五《百官志》 
 
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
之政。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金之入主中原 

章宗泰和元年（1201）“十二月，所修律成，凡十有
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十二曰
《断狱》。实《唐律》也，但加赎铜皆倍之，增徒至
四年、五年为七，削不宜于时者四十七条，增时用之
制百四十九条，因而略有所损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条，
余百二十六条皆从其旧。又加以分其一为二、分其一
为四者六条，凡五百六十三条，为三十卷，附注以明
其事，疏义以释其疑，名曰《泰和律义》”。 
 
                                  ——《金史》卷四五《刑志》 

金入主中原后的制度及社会变化 



金之入主中原 

金版图确定以后，有计划地把大量猛安、谋克从东北
移入中原、华北以及陕西、陇右之地，名为屯田军。 

金入主中原后的制度及社会变化 

金世宗大定年间铸 
“移改达葛河谋克印” 



金之入主中原 

《归潜志》卷六：“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
往往好文学，与士大夫游。如完颜斜烈兄弟、移剌
廷玉、温甫总领、夹谷德固、朮虎士、乌林达阿肃
孺辈作诗，多有可称。” 
 
《金史》卷九二《徒单克宁传》：“克宁曰：承平
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
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 

猛安谋克户入居中原既久，多习汉语，衣汉服，效仿
汉族生活、享乐习惯，本民族原有之尚武精神逐渐沦
丧，走向积弱。  



金之入主中原 

“往常我幔幕纱蹰在绣围里眠，到如今枕着一块半
头砖，土炕上土炕上弯着片破席荐”。 
“我也曾有那往日的家缘、旧日的庄田，如今折罚
的我无片瓦根椽、大针麻线”。 
“我无卖也那无典，无吃也那无穿，一年不如一
年”。 
                                                        ——杂剧《虎头牌》 

“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  
                                                   ——《金史》卷一○九《陈规传》 

因为猛安、谋克户不能适应生产方式的转变，惟酒是务，
竟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猛安谋克户贫困化以及相
关的积弱现象，成为金朝难以根除的一大痼疾。 



金之入主中原 

金入主中原后的制度及社会变化 

金之初起，天下莫强焉。盖王气所钟，人皆鸷悍，完颜氏父
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
以少击众，十数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而猛安谋
克移入中原，初则习于晏安，继则困于饥乏，……及蒙古兵
一起，金兵遇之，每战辄败，……望风奔溃，与辽天祚、宋
靖康时之奔降，如出一辙。……其始也以数千人取天下而有
余，其后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  
                            ——《廿二史札记》卷二八《金用兵先后强弱不同》 

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嘉定和议”后，宋、
金两国都日益衰落，无力再发动战争，和议后的
状况维持了下去，坐等蒙古铁骑的来临了。 



金之入主中原 

刘浦江  著 

《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
性问题》 
 
《辽朝国号考释》  
 
《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
的覆亡 》 



元朝汉化的迟滞与早衰 

蒙古部的祖先是中国境内室韦的一支，室韦与鲜卑、契丹同为东胡
之裔。在唐代被称为“蒙兀室韦”，居住于今额尔古纳河流域，有
了初步的畜牧业。辽代，鞑靼成为北方诸游牧部族的泛称。此时的
蒙古只是鞑靼之一部。草原上的部落集团，处于频繁的混战中。 



三、元朝汉化的迟滞与早衰 

大蒙古国（1206－1259） 

有星的天空旋转， 
诸部落在混战， 
没有人进入自己的卧室， 
都去相互抢劫。 
有草皮的大地翻转， 
诸部落纷战， 
没有人睡进自己的被窝， 
都去相互攻杀。 
 
——《蒙古秘史》第254节 

余大钧    译注 



元朝汉化的迟滞与早衰 
成
吉
思
汗 

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
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
其面横阔而上下促，有颧
骨，眼无上纹，发须绝少，
形状颇丑。鞑主忒没真者，
其身魁伟而广颡长髯，人
物雄壮，所以异也。……
其人英勇果决，有度量，
能容众，敬天地，重信义。 
 
      ——南宋 赵珙《蒙鞑备录》 



元朝汉化的迟滞与早衰 

    蒙古本来只是12世纪后
期漠北草原上诸多部落
的一部。1206年，其首
领成吉思汗统一草原，
建立大蒙古国。 
 

   作为蒙古民族的缔造者，
成吉思汗在蒙古人心目
中享有崇高地位。他的
后代被称为“黄金家
族”。 

余大钧    著 



元朝汉化的迟滞与早衰 

创立国家制度 

1. 建立千户、百户制度 
把全体草原牧民按千、百、十户的方式进行编
制，组成95个千户，由贵族世袭统领。他们既
是军事组织，也是基本行政单位。 

在千户编制过程中，被征服部落被拆散，编入
不同的千户。这使得草原上原来的氏族逐渐分
解，逐步形成了统一的蒙古民族。这是漠北草
原历史上一个阶段性变化，也使草原游牧国家
的政治制度得以发展到新阶段。 



元朝汉化的迟滞与早衰 

创立国家制度 

2. 创建怯薛护卫军 
“怯薛”，蒙古语“轮值”之意。由贵族子弟
充当大汗身边的护卫亲军。怯薛作为大汗的近
臣，参与军政事务的策划、管理，在很大程度
上承担了蒙古早期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 

火儿赤 佩弓矢环卫者 怯里马赤 译史 
云都赤 带刀环卫者 博儿赤 司厨者 
扎里赤 圣旨书写者 答剌赤 典酒者 
必阇赤 书记 莫伦赤 掌马匹者 



元朝汉化的迟滞与早衰 

创立国家制度 

郎官制度盖为政制浅演之民族所必经之一级，
如后世金人以世胄或士人为内侍，又如元之四
怯薛制等，皆略相似。 
                                                  ——钱穆《国史大纲》 

2. 创建怯薛护卫军 
怯薛是担任可汗的护卫，建立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常备军，
同时构成整个蒙古国军的核心。 
怯薛又掌管王室的家事工作。 
怯薛也是蒙古帝国最初的中央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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