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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辽代文学及文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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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契丹族建立的辽国长期占据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与北宋对峙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在文化

发展上同中原文化相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8）契丹族文人成为辽代文学的主体；（!）契丹

族祖先崇尚武功，无暇文事，但建国后的第二、第三代开始注重文化的发展，并最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辽代女作家表现突出。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文化政策的实施，辽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本民族文

化，如：制定本民族文字，兴办州学、国子学，复兴科举制，以本民族文字翻译汉文书籍以及崇儒尊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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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契丹族所建。从时间上来看，公元 %8: 年耶律阿保机立国至公元

88!@ 年天祚帝为金所俘，历时 !"% 年；从疆域来看，其国“东至于海，西至金沙，暨于流沙，北至 朐

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8］（(+#;<）；从其境内属国来看，“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8］（(+#!%）。但这样一

个盛极一时、疆域辽阔、属国众多的游牧民族所建王国的文学发展状况，在文学史上却备受冷落。

事实上，北宋自宋太祖 %:" 年陈桥兵变到 88!9 年徽、钦二帝被金所掳，基本上与辽相伴始终，在时

间上处于同一历史平台。宋辽虽然互相对峙，但处于南北多种民族文化碰撞、交流和融会的重要时

期。要研究 8" 世纪至 88 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不能忽略与北宋同时并存且又互相影响与交融的

北方辽、金等国的民族文化。

辽代文献流传下来极少，这同其实行保守的文化政策有关。据《梦溪笔谈》记载，“契丹书禁甚

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8!9）。又《辽史·道宗纪》载：“禁民私刊印文字”［8］（(+!:#）。但辽代文学湮

没无闻更重要的原因是后人缺少重视和发掘。如周春曾感叹：“辽自唐季基于朔方，虽地处北鄙，文

墨非其所尚，然享年二百，圣、兴、道三宗，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有国乐、雅乐、大乐、散乐、铙歌、横吹

乐。东丹王倍聚书万卷，平王隆先著有《阆苑集》。文学之臣若萧韩家奴、耶律昭、刘晖、耶律孟简，

皆淹通风雅，特以诗传者罕。故无人焉为之援述绪言申译遗句耳。”［;］（(+!）他甚至说：“倘五京人物

有如元遗山之徒出于其间，而博雅如耶律文正先时而生，则辽之文章词藻当必灿然可观。”［;］（(+8）本

文即主要从辽代文学特征及其与文化制度的关系这一角度作一论述，以期更全面地认识辽代文学。

一

《辽史》无《艺文志》，著录辽一代著述的有清倪灿撰、卢文弨补《补辽金元艺文志》［#］，清金门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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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三史艺文志》［!］，缪荃孙《辽艺文志》［!］，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清黄任恒《补辽史艺文

志》［!］，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厉鹗《辽史拾遗》［#］，元脱脱所撰《辽史》［$］，陈述辑《全辽文》［%］及

周春《辽诗话》等，从中大致可以了解辽代文学的总体面貌。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七“辽族多

好文学条”勾勒了契丹皇族爱好文学的盛况。可惜以契丹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作品历来缺少搜集整

理，见于上述记载的也只是以汉文为载体的部分。因此，笔者在此根据这些材料总结出辽代契丹族

文学的如下特征：

（$）代表辽代文学成就的为非汉族文人，他们占辽代作家中的大多数，构成了辽代文学的主体。

其中以耶律和萧二姓的契丹族文人为主，也有少数赐姓耶律的汉族文人，此外还有极少数其他族文

人。从其著作所涉及门类来看，历史、文学、医学、天文学均有涉猎。契丹族立国之前并无文字，刻

木为契，且用武得国，崇尚武力，可谓是文化蛮荒之地。然而不长时间内涌现众多文人且多有文集，

不仅有汉文创作，亦用契丹文作出了相当成熟的诗文，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以现今所存的一首辽

代寺公大师用契丹文创制的诗歌《醉义歌》（元初为耶律楚材译成汉文）为例，即可说明契丹之文学

水平。耶律楚材在序中写道：“辽朝寺公大师，贤而能文，《醉义歌》乃寺公之绝唱也。其先人文献公

尝译之。先人早逝，予恨不得一见，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

公，期岁颇习，不揆狂斐，乃译是歌，庶几形容其万一云。”［%］（’()#!）从这首汉译诗歌来看，内容、形式

成熟，且“旨趣高远，不类世间语，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有辽一代，像这样的作品应该并

不少见，“想见契丹一代以其国语撰造者，亦多斐然之作”［%］（’()#!）。

契丹从没有文字的文化原始状态，发展到产生众多文集且可以用本民族语言熟练地创造出“旨

义精美”［%］（’()#!）的传世作品，表明契丹族文人高超的文化学习能力和创新水平。

（+）契丹皇族祖先以武力得到了中国北方地区的统治权，但还无暇文治，与北宋和议以后，才逐

渐注重文化的发展。他们对汉文化虽然表现出钦慕和提倡的态度，但缺少汉学修养。随着辽宋和

平局面的进一步维持，出现了一批汉学修养较深的契丹族后代，这些契丹士大夫甚至可以和汉族文

人一竞高低。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像耶律楚材这样的文坛豪杰就是凭借其本民族的文学素质，又

在先辈一代代汉学教养的积淀下孕育出来的。这也证明了北方游牧民族接受了汉族文化以后，经

过几代的努力完全可以领衔文坛，创造出新的文化潮流。

首先，从契丹皇族来看，耶律阿保机一生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但建国后也懂得发展文化及仿效

汉制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性。他对中原儒学极为尊崇，“神册三年（,$&）五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

观”［$］（’($)），把儒学、佛学、道学并行提出，为此后辽代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神册五年（,+*）春正

月，始制契丹大字。”［$］（’($#）这是另一件对契丹文化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文字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

件，文字的创制在契丹历史上可谓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它使得契丹的文学、文化得以传承。再看耶

律阿保机的后代：耶律倍为太祖长子，爱好儒学，在这一点上他同太祖有相同认识。据《辽史》记载：

“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倍曰：‘孔子大圣，万世

所尊，宜先。’”［$］（’($+*,）耶律倍可以作成熟的五言诗，也可以绘出精妙的水墨画；他仰慕汉学，名号仿

效白居易，最后泛海投奔后唐。耶律倍子耶律隆绪亦能诗善画，他亲自以契丹文字翻译了白居易的

《讽谏集》。耶律隆绪长子耶律宗真、耶律洪基，均是精通汉学的儒家文人，辽道宗耶律洪基还有文

集《清宁集》行世。辽国内其他族帐的后代也走着相同的道路，前一代用铁骑硝烟换来了辽阔江山，

但维护统治需要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族统治体系来支持，马上英雄的子嗣们也迅速地转换了角色，开

始学习他们并不擅长的文治。令人惊奇的是，经过不长时间的发展，他们均作出了可观业绩。以出

自仲父房、季父房的后代为例：耶律资忠出自仲父房，著有文集《西亭集》，其兄耶律国留著的《免

赋》、《寤寐赋》，为世所称；耶律庶成出自季父房，是辽代著名文学家，《辽史》有传，他擅长辽、汉文

字，有诗文行于世；其弟耶律庶箴及子耶律蒲鲁，亦均为能诗善文的饱学之士。其次，契丹姻族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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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亦有很多汉学修养较深之人，如萧柳和萧孝穆，二人均为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分别著有文

集《岁寒集》和《宝老集》。

总之，辽代文人中契丹文人是成就较为突出的一群，从他们的身份上、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上、

共同的创作倾向上来说已经具有了群体的特征，其突出的表现成为研究辽代文学不可忽略的一个

重要现象。

（!）从保存下来的辽代诗文来看，最值得注意的是契丹女作家，如萧观音、萧瑟瑟、耶律常哥等。

萧观音，道宗宣懿皇后。“钦哀皇后弟枢密使惠之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全辽

文》录其作品有《伏虎林应制》、《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诗》、《谏猎疏》、《回心院》"& 首及《怀古诗》

与《绝命词》。前三首为应制诗，同马背上民族所特有的豪迈襟怀相一致，展现出风气刚劲的一面，

有不同于深受礼教束缚的中原女子的英姿飒爽的气概。最受人称道的是《回心院》"& 首及《绝命

词》，这些作品作于后期，格调悲凉。《回心院》表现的是不得宠幸的委曲幽婉的弃妇情怀，词中熟练

运用典故，表现出汉学修养较深的特点。《绝命词》则是萧观音被迫自尽前的作品，为自陈心迹之

作。作者采用楚辞骚体的写法，表现出呼号惨痛的情绪状态。其中有对奸邪的斥责和自我的剖陈，

“蒙秽恶兮宫闱，将剖心兮自陈”；有对遭受迫害的痛苦，“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有对天地

不公的怨恨，“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也有催人泪下之凄婉，怨天责地之悲愤，还有听天由

命之无奈，是一首感情充沛、情真意切的诗。

萧瑟瑟，《全辽文》中录其诗两首：《讽谏歌》和《咏史》。史载萧瑟瑟为“国舅大父房之女⋯⋯善歌

诗”［"］（#$"%&(）。《讽谏歌》为谏天祚帝所作。《辽史》记载：“女直乱作，日见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

斥。妃作歌讽谏。”［"］（#$"%&(）这首诗表现出契丹女性颇具见识和勇气的一面：她满怀激情地劝慰天祚帝不

必为国事衰微哀伤，只要选取贤臣卧薪尝胆，一定可以肃清叛乱。另一首《咏史》亦表达了她对国事的担

忧，直接昭显重小人远贤臣的恶果。两首诗写得直露而愤激，怪不得天祚帝要“见而衔之”了。

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契丹女性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她们都被诬陷致死。另一位女作家耶律常

哥的记载见于《辽史》：“太师适鲁之妹⋯⋯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

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她亦被耶律乙辛诬陷，不过幸运的是，“按无

迹，获免”。《全辽文》录其《述时政文》一篇。此文论治国之策，陈述利害，简洁明快，流畅优美。

现今学界对契丹族女作家均有较高评价，认为“她们作品数量较多，体裁较为丰富”［+］（#$’!）；从

内容来看，亦表现出“高远的胸襟与强烈的政治意识”［+］（#$’!）；从风格上来看，又“体现出北方游牧民

族女性的豪放”［+］（#$’!）。辽亡后，契丹族文学传统并未中断。辽之后裔仕金并在文学上取得成就的

虽不多，但在元代，契丹文学则是构成当时多民族文学汇聚的源流之一。

二

文学发展和文化政策往往是密切相关的。辽代从刻木纪事的较低文化水平发展到粲然可观的

局面，从惟尚武功发展到接受中原儒学，“ 崇儒之美”［"］（#$"))’），进而获得文学上的独立创新，这

种在短时间内跨越式的发展，同辽代实施的文化政策有很大关系，主要体现以下一些方面：

（"）制定本民族文字。“神册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契丹大字是在耶律阿保

机的倡导下，由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以及一些汉族文人参照汉字创制而成的，为表意方块字。

同时还有一种契丹小字。《辽史·皇子表》载：“回鹘史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

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契丹小字是阿保

机之弟耶律迭剌参照汉字及契丹大字的字形并借用汉字的笔画创制的，属拼音文字。辽代立国初

期，便创制了大、小两种文字，为文化的迅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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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州学、国子学，培养并教育本民族子弟。契丹族统治者认识到培养本民族子弟的重要

性，大量借鉴和吸收中原汉族的办学经验，创办了为数众多、体制较为完善的教学机构。辽太祖时，

即在上京置国子监，设国子学；及太宗在南京设太学，亦称南京学；道宗清宁五年（"#$%），又于上京、

东京、西京、中京同时设学，与南京学合称“五京学”；此外，“诸道州县皆设学”，终于形成辽代府有府

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的全盛局面。统和十三年（%%$）九月，辽圣宗“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多，特赐水

硙庄一区”［"］（&’"()）。

辽代重视对契丹族子弟的教育，公开表示要实现“设学养士”，这一广泛办学的政策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涌现出许多有杰出才华的士人。如《辽史》记载：“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

经史，通辽、汉文字”［"］（&’"(($）；耶律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耶

律良“读书医巫闾山”［"］（&’"*%+），等等，都是辽代大力推行学校教育的成果。

辽代所推行的学校体制基本上仿制唐朝。据《辽史拾遗》载：“契丹初兴，惟尚武艺。燕赵间学

校，俱仍唐旧，间罹兵祸，十存二三。取用文士，多由是奋。”［,］（&’***）燕赵地区残留的学校、取士制

度，辽并没有废除，相反还按照这种体制，大规模地开始培养本民族人才。学校以儒家经典和汉人

史书为教材。因为契丹族文人不必参加科举考试，他们接受教育就少了汉族士子读书习文的功利

性和限制性，有助于契丹文人在各个领域均能有所成就。

（*）科举制度的复兴对契丹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辽代科举仅适用于汉人，这是“以国

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策的结果。汉人通过科举考试得以做官，朝廷并以此选拔

汉人官员；契丹族则通过世选参与政权。为了维护契丹族尚武习战的民族特性，辽代甚至以法

令禁止本族青年参加科举。但是，随着形势变化，这条禁令逐渐失去了约束力。首先是契丹族

青年有好的受教育环境，经过多年的文化攻习，具备了与汉族文人一竞高低的能力；其次，在和

平环境中，用武参战的机会大大减少，国家需要能“治天下”的人才。以耶律蒲鲁为例，他本为

乌衍突厥部节度使耶律庶箴之子，不需参加科考即可晋身，但“重熙中，举进士第，主文以国制

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耶律蒲鲁的行为反映

了契丹族文人要求借科举来表现才能和得到赏识的愿望。为汉族人所设的科举已为他们所认

同，通过科举实现自身价值成为他们选择的途径，耶律蒲鲁的行为代表了一部分契丹青年的愿

望。辽兴宗耶律宗真看过耶律蒲鲁的诗后，大为嘉赏。据《辽史》记载：“帝顾左右曰：‘文才如

此，必不能武事。’蒲鲁奏曰：‘臣自蒙义方，兼习骑射，在流辈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会从

猎，三矢中三兔，帝奇之，转通进。”［"］（&’"*$"）这部分契丹族青年表现出身份的两重性：他们一方

面是武士，保持了契丹民族尚武的特色和优势，同时又是文人，经国之策和诗词歌赋皆为其擅

事。此后，契丹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的禁令就废除了。从兼通契丹字、汉字的皇族后代耶律大

石登天庆五年（"""$）进士即可推测，这一法令业已废止。从禁止参与科举到允许应试，这是个

提升本民族文化水平的过程，也为后来金、元两代科举制的兴立奠定了基础。

面对科举制的实施，原来置身事外的契丹文人并没有淡然处之，这不仅和科举制本身符合

社会文化需要有关，更与辽代统治者对这一制度的大力扶植并把它作为笼络汉人的主要工具

有关。整理一下科举制度在辽代的发展情况，不难理解契丹族文人要求参与科举的强烈呼声。

如《契 丹 国 志》载：“太 祖 龙 兴 朔 漠 之 区，倥 偬 干 戈，未 有 科 目。数 世 后，承 平 日 久，始 有 开

辟。”［"#］（&’")$）事实上，燕赵地区的科举从未废止。此类记录见于《辽史》也不在少数：辽景宗保

宁八年（%),）十二月，诏复南京礼部贡院；辽圣宗统和六年（%++），诏开贡举，圣宗即位 (% 年间，

放进士 !, 次，最高一次达 $) 人；辽兴宗统治 ", 年内，取士次数较少，但每次均在 $# 人以上，

兴宗几乎每次都御试进士，这可能与他颇为精通和喜好汉文学有关；辽道宗期间，科举超越往

昔规模，人数突破一百的就有四次；辽末天祚帝在位 !( 年，虽处于内忧外困时期，但也有两次

$)第 * 期 胡淑慧：略论辽代文学及文化制度



人数在一百以上。

由此可见，随着统治需要，科举考试的规模不断扩大，受重视的程度不断提高。这不仅吸引了

一大批汉族文人仕辽，也刺激了契丹族人学习文化、参加科举的欲望。

（!）以契丹文字翻译大量汉文书籍。创制了契丹大、小字后，翻译汉文书籍大规模展开。据史

书记载：耶律倍“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耶律学古“颖悟好学，工译鞮及诗”［"］（#$"&’&）；

萧韩家奴“又诏译诸书，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初，契丹

医人鲜知切脉审药，上命庶成（耶律庶成）译方脉书行之”［"］（#$"&!)）；辽圣宗耶律隆绪“亲以契丹字译

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

由于认识到发扬本民族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对本民族青年进行文化教育的迫

切性和必要性，辽代统治者及一批有学识的契丹文人翻译了大量汉文书籍，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

展，形成了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为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营造了种种便利条件。

（(）崇儒尊教，推动了汉文学术宗教的振兴。为了加强统治，辽朝统治者不仅尊崇儒教，对道释

二教也并加扶持，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

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

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辽史》中相关的记载还有很多：

神册三年（)"+）五月，（太祖）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

四年（)")）秋八月，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

清宁元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

咸雍十年（"’*!）冬十月，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

大安二年（"’+,）春正月，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

四年（"’++）夏四月，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

四年五月，命燕国王延禧写《尚书五子之歌》。［"］

五年（"’+)）三月，诏析津、大定二府精选举人以闻，仍诏谕学者，当穷经明道。［"］（#$%)+）

又道宗咸雍三年（"’,*）冬十一月，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

四年（"’,+）二月，颁行《御制华严经赞》。［"］（#$%,*）

八年（"’*%）三月，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

八年秋七月，以御书《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

大康元年（"’*(）三月，命皇太子写佛书。［"］（#$%*,）

四年（"’*,）秋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

九年（"’+"）十一月，诏僧善知雠校高丽所进佛经，颁行之。［"］（#$%+)）

辽代三教并行，除儒学外，佛教的发展也令人吃惊，辽道宗“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足可见佛教

之大行其道。通过对佛经的翻译、颁行和研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辽代文化的整体发展。

综上所述，辽代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彬彬之盛的局面，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契丹族文人

的崛起，他们以杰出的表现而成为当之无愧的辽代文学的主体，不仅成为辽代文学、文化的核心人

物，对后来同样由游牧民族所建的金元王朝的非汉族文人领衔文坛也起到了很好的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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