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学术 » 学术资讯

【讲座报道】朱玉麒：从燕然山到大成殿——西北边疆平定的纪功碑 
——故宫研究院学术讲坛第八十二讲

时间：2021-04-28

　　2021年4月21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先生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会议室作题为“从燕然山到大成殿——西北边疆平定的纪

功碑”的讲座。讲座由研究室主任王子林主持。此次讲座由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研究室承办。故宫博物院相关部门研究

人员及院外听众聆听了此次讲座。

 

朱玉麒教授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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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林主任主持

　　朱玉麒，江苏宜兴人。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西域文史》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

料调查与研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唐代典籍和西域文献、清史与清代新疆问题、中外关系史研究。出版有《徐松

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等专著，古籍整理著作《西域水道记》获200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新疆图志》

获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2019年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在讲座中，朱老师首先谈到边塞纪功碑的渊源，指出战争的宣传是从纪功碑开始的。战争的胜利通过石刻的方式来庆祝纪念，在世界不同文明中都有表现。

这种表现方式，与人们对金石坚固品质的敬仰相关，期望功勋寄托于不朽的石刻而永远流传。汉文化的石刻表现方式偏好文字的表述，并逐渐形成有固定形制的

碑石，这便是古代石刻功能分类中最早出现的类别——纪功碑。 

　　最早立功边塞的纪功碑为东汉窦宪抗击匈奴而“勒铭燕然”，事在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与匈奴交战，大破之，登燕然山。朝廷刻石勒功，纪汉威

德，令班固作铭文。此铭文被记录在《后汉书》中，流传后世，形成了中国古代纪念战争功绩勒铭的传统。燕然山今名杭爱山，在外蒙古西部，庞大的山体使燕

然山刻石淹没已久，成为文学史上的神话。2017年，才由内蒙古大学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联合考察组发现刻石并确认为班固所撰《燕然山铭》。近年来学者对

《燕然山铭》刻石作了摹拓、释文和研究。《燕然山铭》的发现对研究汉代历史和纪功碑的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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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然山铭

　　朱玉麒教授继而谈到汉代西域纪功碑。汉代西域最早的纪功碑是东汉永元五年（93）碑，通称《任尚碑》，距离燕然勒石仅四年。据《后汉书》载，任尚自

永元三年以来多次参与抗击匈奴。此碑于1957年在巴里坤（蒲类海）被发现。《任尚碑》在刻石纪功形式的发扬光大上作出了贡献，它不仅印证了窦宪勒铭燕然

的事实性，也将燕然刻石纪功约定俗成为边塞战争胜利的必然程式。

　　另一块汉代纪功碑是东汉永和二年（137）碑即《裴岑碑》，于康熙年间在巴里坤石人子乡石人子村被发现。雍正十三年（1735）移至今巴里坤县城，今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此碑非常完整，有可能受到《任尚碑》的影响。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专门记载过此碑。此碑在书法史上名气很大，得到清代书法

家的推崇和临摹。西安碑林、济宁学宫均有摹刻本。

　　此外还有东汉永和五年（140）碑，即《沙南侯碑》。此碑由清人在天山南麓的哈密境内发现。因为对模糊字迹的确认有误，先后有《沙南侯碑》《沙海侯

碑》《伊吾司马碑》等别称，该碑因体积巨大，至今仍在被称作“焕彩沟”的原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刻石双勾本。

　　汉代以后，对于西域的经营最有贡献的是唐代。汉代纪功碑的传统在唐代也得以延续。关于唐代西域纪功碑，朱玉麒教授指出第一块是贞观十四年（640）

《姜行本碑》《侯君集碑》。二碑记录了唐太宗时期西征高昌的事迹。《姜行本纪功碑》记载于徐松《西域水道记》，原位于巴里坤松树塘附近，清雍正十一年

（1733）运至天山庙，1950年代运至乌鲁木齐，现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另一块《姜行本碑》在《沙南侯碑》石上，印证了两《唐书》记载“其处

有班超纪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颂、陈国威德而去。”

　　平定吐鲁番后，唐军队继续西进，贞观二十二年（648）平定龟兹，刻《阿史那社尔纪功碑》。龙朔元年（661）有《唐西域记圣德碑》。此碑载于赵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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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录》。调露元年（679）裴行俭平定西突厥，刻《碎叶纪功碑》。开元三年（715）在费尔干纳盆地驱逐吐蕃的势力，刻《拔汗那纪功碑》。这些碑都在

史书上有所记载。而包括《侯君集纪功碑》在内的这些碑，目前尚未被考古发现印证。这些碑的存在表明唐代继承了汉代纪功碑的形式，并更加规范化。

　　接下来，朱玉麒教授介绍了汉唐西域纪功碑与战争形势。汉代西域的争夺战表现为汉王朝以敦煌为大本营与盘踞在蒲类海一带的北匈奴之间的交锋，因此，

汉代西域纪功碑必然大量出现在东部天山沿线，并且更多以库舍图岭为南北主要通道的天山地区。唐代西域纪功碑则随着唐王朝的西进而形成以伊州为中心向西

辐射，一直到葱岭以西。汉唐西域纪功碑揭示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经营以及民族间的交融，意义甚大，并影响到以后西域纪功碑的出现。

　　最后，朱玉麒教授讲到清代西域的平定与告成天下。清代通过康雍乾三朝的平定，西域基本形成了今天疆域的雏形。清代平定西域最重要的碑是两块，一是

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北疆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现存于新疆昭苏县格登山，二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南疆的《平定回部勒铭伊西库尔

淖尔碑》，现存碑座。二碑代表了清代西部疆域的平定。

 

位于新疆昭苏县格登山的清平定准噶尔勒铭碑

　　清代平定西域的纪功碑不仅勒于边疆，同时也出现在全国各地。遍布全国的四大平定御碑有：雍正三年（1725）《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乾隆十四年

（1749）《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其中，平定准噶尔立碑过程显

示出清代纪功碑制度的重大变化，即纪功碑不再第一时间立在战争之地，而是立于文庙，所谓“勒石太学”。赵翼《檐曝杂记》中有记载，故宫博物院亦藏有乾

隆书平定准噶尔碑文草稿。今国子监共有七座告成碑，享有一碑一亭的高规制。此后方“勒石战地”。各地文庙也不断发现平定碑。据统计全国约有16个省份有

平定碑。清代西北边疆平定的礼仪继承汉唐以来的制度，而其创制在于释奠孔庙，告成太学。并颁发御制碑文，各地兴建造碑，告成天下。全国各地文庙立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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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意义是形成了清代各地文庙重要的标志和格局，使得新疆塞防也成为读书人耳濡目染的日常关注，帝王一家之私事成为天下一统之共识。

 

国子监碑亭

　　王子林主任总结说，今天很荣幸邀请朱玉麒老师为大家讲述纪功碑的历史和意义。一座碑就是一段历史，是对战争功勋的歌颂，也是对边疆安定的信心昭

示。通过纪功碑，朱老师为我们勾画出了历代对西北的经营，以及民族之间的交融，意义重大。特别是从太学到地方文庙立纪功碑，不仅是告成天下，也是为了

延续道统，亦如《尚书》所言“告成阙功”、明末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于中国疆域与民族的构成，当代中国概念的奠定，朱老师的讲座十分

必要，给予我们深刻启示。

　　朱玉麒教授的讲座结合文献与实地考察，通过大量史料和图像，从五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对“西北边疆平定的纪功碑”作了深入的解读。不仅梳理了汉唐

至清代纪功碑的铭刻背景、存世情况以及制度变迁，同时也展现了自汉唐以来平定西域、民族融合的宏大历史。讲座内容丰富，逻辑清晰，展示了大量一手资料

和新的研究结论，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讲座结束后，听众就乾隆平定西北边疆御制诗的意义、纪功的载体形式等问题纷纷向朱老师请教，现场氛

围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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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听众提问

　　此次讲座为2021北大故宫系列学术讲座的第二讲。接下来，故宫研究院将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继续携手，陆续邀请北大专家学者围绕艺术史、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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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代文学等领域展开演讲，将北大学术带进故宫，实现学科领域间的互鉴互通，让我们持续期待。

文：段莹  拍摄图：王莹  初审：许冰彬  终审：王子林 

图书馆 视听馆 故宫旗舰店 全景故宫 v故宫

网站访问量 1 4 2 2 9 7 2 4 0

   网站地图   相关链接   影像授权   隐私政策   版权声明   在线咨询   联系我们   关于我们   调查问卷  
  网站维护：故宫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   联系方式：gugong@dpm.org.cn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165号   京ICP备05067311号-1 

© 2001- 现在 故宫博物院   网站建设： 北京分形科技 

浏览建议

火狐 谷歌 360浏览器 最佳分辨率（1366 * 768）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s://www.dpm.org.cn/librarys.html
https://www.dpm.org.cn/auditions.html
https://palacemuseum.tmall.com/shop/view_shop.htm?spm=a220m.1000862.1000730.2.IS2lQC&user_number_id=2893966855&rn=68d7e1a1bf5ba21acef0322cb010ecf7
http://webapp.vizen.cn/gugong_app_pc/index.html
http://v.dpm.org.cn/
https://www.dpm.org.cn/sitemap.html
https://www.dpm.org.cn/bottom/friend
https://www.dpm.org.cn/bottom/apply_image
https://www.dpm.org.cn/bottom/privacy/252
https://www.dpm.org.cn/bottom/privacy/236341.html
https://www.dpm.org.cn/bottom/ask
https://www.dpm.org.cn/singles_detail/252829.html
https://www.dpm.org.cn/bottom/aboutus.html
https://www.dpm.org.cn/questionnaire/detail/1.html
mailto:gugong@dpm.org.cn
http://www.fractal-technology.com/
http://www.fractal-technology.com/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11010102004165
https://beian.miit.gov.cn/#/Integrated/index
javascript:;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A259806FC2A45840E05310291AAC4BBA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A259806FC2A45840E05310291AAC4B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