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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秦晋间的少数民族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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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周末年，幽王失国，平王东迁。在广袤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出现

了大面积的政治统治“真空”。许多少数民族在其间迅速发展起来，与秦、晋两

大诸侯国发生了深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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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末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双重激化，迫使平王于前 770 年东迁成周，

西周败亡。许多少数民族内迁，在这个政治“真空”中发展壮大起来。由于东周

已经不能对宗周周围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秦、晋两国乘机通过战争兼并，征服

了中西部的许多小诸侯国与少数民族，开疆拓土，迅速勃兴。  

  一、春秋时期秦、晋间的少数民族发展分析  

  秦晋间的少数民族可谓林林总总，分布散乱。史载主要有条戎与奔戎 、茅

津之戎 、白狄 、骊戎、陆浑戎等等。为了研究方便，我们选取了与秦、晋两国

发生密切关系的几个少数民族如骊戎、白狄以及陆浑戎等作为研究与论述的对

象。  

  1、骊戎 史籍中对骊戎的所居之地，有两种说法，旧说骊戎在今陕西临潼附

近。另一说是在晋南地区，为“丽土之戎”。顾颉刚质疑旧说，在其所著的《浪

口村随笔》中，他认为“骊戎不在骊山”，因为晋伐骊戎在献公 5 年（前 672

年），但是晋国与骊戎之间尚有耿、魏、虞、虢等诸侯小国存在， “晋安得劳

师鄙远，越秦境而伐居于今临潼县(汉之新丰)之戎耶”？所以顾老先生认为，晋

献公所伐“骊戎”乃“丽土之戎”。然而，学者沈长云在其《骊戎考》一文中认

为骊戎和“丽土之戎”是不同的两个少数民族，并从骊戎与周王朝的交往历史和

骊戎的族属两个角度肯定了旧说，笔者然之，从其说。骊戎就其地理位置来说尤

为重要，它处于秦国东进的要道上，同时又地处秦国“腹地”——关中平原附近。

因而是秦、晋两国所必须征服的少数民族。晋献公千里越境而伐骊戎，欲将自己

的势力范围向西拓展，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2、陆浑戎 陆浑戎原居住于瓜州（甘肃敦煌）。前 637 年，晋惠公在韩原之

战中作了俘虏，归国时诱陆浑戎东迁伊川。陆浑戎的东迁，直接的受益国是秦国，

既去掉了强邻，又得以开疆拓土。但后来最为得益者是晋国。东迁的陆浑戎受到

晋国的安置，成为其附庸，并分为两支。一支居西称“姜氏之戎”，与晋国曾在

崤之战中合力打败秦国。不但秦、晋争霸中起到了同盟军的作用，而且客观上阻

碍了秦国向东发展。另一支居东，称“允姓之戎”，尝与周王室不断发生冲突，

有效的遏制了东周的复兴与强大，客观上消除了周王室对晋国的威胁。到了晋平

公时期晋国霸业衰落，陆浑戎便叛晋归楚。前 525 年，晋卿荀吴灭掉了陆浑之戎。  

  二、春秋时期少数民族与秦、晋之关系。  

  少数民族与秦晋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有两种主要形式——战争与和平。在这

两大交往形式中，战争式的整合是最为直接和有效的，它加速了少数民族华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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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为理想的方式是和平式整合，长期的和平交往、姻亲也使少数民族融入了华

夏民族，丰富了华夏文化。  

  1、战争 史籍关于少数民族与秦、晋的战争记载是非常多的。平王东迁以后，

秦国为了争夺广袤的关中土地，也与西戎展开了殊死搏斗，显示出了强烈的攻势，

并迫使部分戎人迁出陕西（如陆浑戎）。与秦国不同的是，晋国对少数民族采取

攻守兼备的政策（例如对白狄）。前 652 年，“狄伐晋，晋里克帅师败狄于采桑；

夏，狄伐晋，报采桑之役也。 ”前 644 年，“秋，戎侵晋，取狐厨及昆都，因

晋败也 。”前 627 年，狄伐晋，及箕，同年八月，晋军反击，“败狄于箕，郗

缺获白狄子。 骊姬之乱前夕，骊姬曾向晋献公献计说：“曲沃，君之宗也，蒲

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 ” 蒲和二屈都是抵御白狄的前沿阵地，晋献

公听从了骊姬的建议，派重耳与夷吾防御白狄。这并不是因为晋国无力对白狄战

争，而是晋国的目光在于想灭掉环绕四周的十几个华夏族诸侯国。同时，在晋国

发展初期，晋国主要的政治矛盾在于内部的夺权斗争。武公曲沃代翼后，大宗的

势力仍旧很强大，因而其对于少数民族采取多样政策。  

  2、联盟 在少数民族与秦晋两国的交往中，往往会形成一种不稳定的联盟。

少数民族是脆弱的，只有联合起来，才会在秦晋的夹缝中生存。晋成公六年（前

601 年），“白狄及晋平。夏，会晋伐秦。”  前 582 年，又与秦伐晋，“秦人、

白狄伐晋” 。陆浑戎在伊川发展起来以后，与晋国结成了同盟并在崤之战中打

败秦国。但后来晋国霸业衰落，陆浑戎便投向了楚国的怀抱。秦、晋与少数民族

的联盟是为了自己能够在争霸战争中处于有利位置的权宜之计，而少数民族可能

因为利益原因或者秦、晋某一国胁迫，不得已而与秦、晋进行短暂的联盟。  

  3、姻亲 姻亲往往是战争与联盟的政治副产物，但是，姻亲是有利于改善秦

晋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的。这里典型的例子便是晋献公，献公先后娶少数民族的女

子大戎狐姬和小戎子，生庶子重耳和夷吾。后晋献公五年（前 672 年），献公征

骊戎，“获骊姬以归，立以为夫人，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另一例是晋文公

重耳，重耳本为献公与大戎狐姬。前 655 年，重耳因内乱逃亡，进入陕西的白狄

部落里居住了十二年。又纳了季隗为室。“季隗，墙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

获之，纳诸文公。”前 578 年吕相说：“白狄与晋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

也。 ”  

  三、秦晋间的少数民族对于秦、晋历史进程的影响  

  1、少数民族的存在，使秦、晋两国之间有着广袤的军事缓冲区。一段时期

内避免了秦晋两国的直接冲突，为各自的独立发展和开疆扩土创造了有利条件。

《左传》记载：“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 晋献公对于骊戎的征讨，是

向西的一次领土扩张和试探。而骊戎夹在秦、晋两国之间，两个诸侯国并没有直

接接触，发生军事冲突。晋国也有条件对于周围的诸侯国进行征伐。前 661 年，

晋献公灭霍。前 655 年，假虞伐虢，灭掉了虢国，回程当中又灭掉了虞国。晋献

公向西、向南拓展了领土，占据崤函之险，为晋国的霸业创造了地缘上的优势。  

  2、少数民族的存在，在秦、晋争霸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秦国要向东进军，

必须首先平定居住在秦、晋之间的少数民族。前 659 年，秦穆公亲自率领大军伐

“茅津之戎”。巩固了同晋国斗争的前沿阵地。前 638 年，秦穆公又将居于秦、

晋之间的陆浑戎迁往伊川（今河南西部）。秦国在陆浑戎东迁后获得了大片领土

同时又去掉了强邻。前 627 年，秦国试图越过晋国偷袭郑国，在中原地区建立争

霸的“桥头堡”。阴谋败露后回师崤山，遭到了晋戎联军的埋伏而被歼灭。“晋

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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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晋踣之。” 描述了晋国与陆浑戎联合起来消灭秦军的情形。崤之战的失败，

使秦国东进争霸中原的计划受到了阻碍。由于晋国的强大使得其无力向东发展，

于是秦穆公转向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成为西方霸主。 

3、少数民族的存在，丰富了少数民族与秦晋的社会生活。一方面，少数民族在进入华夏族

所居住的区域后，原来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陆浑戎东迁以后，和晋的交往便频繁

起来，陆浑戎君长戎子驹支说，陆浑戎迁来时，“饮食衣服不与华同，絷币不通，语言不达”， 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陆浑戎的风俗习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与范宣子对话完毕后，还赋诗

——《清蝇》，开始学习华夏文化。另一方面，由于晋国长期处在“戎狄之民实环之 ”的外部

环境下，宗法血缘观念比较淡漠，因而少数民族的许多人才在晋国中担任重要官职，如狐毛、

狐偃。二人辅佐晋文公，成为晋国重臣，协助晋文公称霸诸侯。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丰富了

晋国与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  
  综上所述，秦晋间的少数民族，在春秋初期发展起来，与秦晋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军事上，他们之间时战时和；政治上，或联盟或姻亲；文化上，或冲突或融合。秦晋间少数

民族的存在，丰富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对秦国和晋国两大诸侯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  
 
【注释】  
  在今山西夏县、绛县、平陆、永济间的中条山中。  
②茅津之戎居住在陕西和山西平陆县附近。  
③春秋早期，白狄主要散落在今陕西、山西、河北境内  
④《左传•僖公八年》   
⑤《左传•僖公十六年》  
⑥《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⑦《国语•晋语一》  
⑧《左传•宣公八年》  
⑨《左传•成公九年》  
⑩《国语•晋语一》  
  《左传•成公十三年》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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