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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十六国北朝关中侨置武都郡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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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前秦时关中氐人分布的武都是指侨置武都郡。侨置武都郡始于曹魏。曹
魏为与蜀汉争夺陇右，将武都氐人迁徙至关中，并先后在小槐里和美阳设置武都郡以

进行管理。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反映出此时关中武都氐聚居的地方未置武都郡。十

六国初期屠各刘氏和羯族石氏先后统治关中，将大量氐羌迁往关东，因此这一时期在

关中侨置武都郡缺乏现实基础。苻健立国关中后，在战略要地宝鸡附近侨置武都郡，

是其氐人本位政策的体现。北魏时侨置武都郡始领县级行政单位，统治范围扩大，标

志着氐人的关中化，同时它也是太武帝平定盖吴叛乱时分化关中南道氐人的重要战

略举措。西魏北周立国关中后受政区滥置影响，武都郡领县减少。隋开皇间侨置武

都郡在当权者废郡、保留州县的地方行政政策的影响下消失于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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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裂，战乱频仍，人民流徙，各政权为安置侨民或显示收复失地的决心，

往往在统治区侨置沦陷区的郡县，对此学界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东晋南

朝的侨州郡县，而对于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所侨置的郡县往往措意较少。笔者在研读史料的过

程中，发现前秦曾于关中侨置武都郡。本文主要以关中侨置武都郡为研究对象，对其在魏晋十六

国北朝时期的行政沿革以及设置动机进行初步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关陇氐族在数百年间与关

中地域以及胡族政治体的互动关系。

一、前秦“武都氐”与魏晋十六国侨置武都郡考辨

《晋书·苻坚载记上》记：“洛既平，坚以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

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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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宗，于诸君之意如何？’”①这条史料因包含前秦灭燕前（建元六年，３７０ 年）关中氐族分布情况
而为治十六国史者所详知。马长寿在《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中就分析到：“氐

族集中屯聚在三原、九嵕、汧、雍一带，在长安的西北偏，正当泾水以西南的汧水流域。”②此说不

误，但可以看到马先生在这里略去了“武都”一地。

不光是马长寿，廖幼华在其著作中引用此条史料时写道：“（关中氐人）直到石赵末年冉闵

屠胡，才在氐酋苻健率领下重回关中，并且散住在三原（今陕西三原）、九嵕（礼泉县）、武都、

汧（千阳、陇县）、雍（凤翔县南）地方。”③廖文还断定前秦时氐人居住地“应是在长安西北，由

泾水到汧水流域的三原、泾阳、礼泉、扶风，以及更西边的汧阳、陇县一带”，与马长寿的观点大

同小异。

综上，可见马长寿和廖幼华均对武都所在有所疑惑，他们应是考虑汉武都郡远在陇南，无法

与关中的三原、九嵕、汧、雍产生关联，所以才选择疑而不释。与马长寿、廖幼华一样，史念海也注

意到汉武都郡与其他几地在地理上的割裂，但不同的是他以为武都是武功之讹，“《晋书》卷一一

三《苻坚载记上》、《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纪二六》、《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五《前秦录》皆作武

都。武都在今甘肃省成县，距三原、九嵕、汧、雍皆过远，疑为武功之讹”④。

前秦灭燕前氐族在关中分布的上述地区中，三原、九嵕、汧、雍四地皆可考。三原县由汉池阳

县改置⑤，治今陕西淳化东；九嵕系山名，在今陕西礼泉北；汧为汉晋故县，治今陕西陇县南；雍为

汉晋故县，治今陕西凤翔。三原、九嵕、汧、雍四处均匀地分布于关中政治中心西北一带，从地形

来说，它们位于从陇山高地向关中平原过渡的中间地带，从战略上看，它们十分靠近关中西北的

两个门户⑥，具有屏卫长安政权的作用。

而除去三原、九嵕、汧、雍外，关中氐族还分布于武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１１１年）设置武都
郡，治所在武都道（县治在今甘肃省礼县南），是氐人的聚居地。⑦ 从地理位置来看，武都位于陇

南，距离三原、九嵕、汧、雍一带甚远，马先生考察关中氐人分布时略去“武都”一地，极有可能是

考虑到这一点。

需要注意的是，马长寿在《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略去武都郡，但在《氐与

羌》一书中又说“此武都，《苻坚载记》和《通鉴》皆夹叙于三原、九嵕和雍、汧之间，其非秦州的武

都郡甚明”。并根据三国时曹魏先后于关中小槐里（今陕西武功东北）、美阳（今陕西武功西北）

侨置武都郡的事实，推断“苻坚时之武都是关中始平郡之一县名或一护军名，其治所不在小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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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美阳城”①。

《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出版时间较《氐与羌》晚一年，但实际完稿时间要早于

《氐与羌》。马长寿在 １９６５年夏天已完成《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写作，而《氐与羌》
则是他 １９７１年去世时未竟之遗著。② 因此，或可言马长寿在《氐与羌》一书中的观点代表了他对
前秦武都郡最后的看法。

关于曹魏侨置武都郡事，陈健梅在《魏蜀对峙中关陇的政区建置与军事方略》一文有详细的

考察，她先根据《三国志·魏书·杨阜传》及《华阳国志·汉中志》所记相关史料，提出建安二十

四年（２１９年）刘备以汉中为基础，进迫陇右，曹操以武都孤远，徙氐于京兆、扶风、天水，徙郡小槐
里，但又发现《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武州条说魏文帝曾徙武都于美阳。陈文采取《二十五史补

编》中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七》的看法，认为武都郡先后于建安中徙于小槐里，至魏文帝时

再迁徙到美阳。③ 此说与马长寿先生观点一样。马长寿虽然在《氐与羌》中注意到曹魏时于关中

侨置武都郡的事实，但他认为前秦苻坚时侨置武都郡是“关中始平郡之一县名或一护军名，其治

所不在小槐里，即在美阳城”则是值得商榷的。

《太平寰宇记》载：“三交故城，在（宝鸡）县西四十六里。《耆旧传》：‘司马懿与诸葛武侯相

拒于此，因筑此城。’《十六国春秋》：‘苻健于此置武都郡。’”④这段史料提供了前秦侨置武都郡

的线索。

《元和郡县图志》载三交城在宝鸡县西十六里，与《太平寰宇记》所载有异。《读史方舆纪要》

则载三交城“在（宝鸡）县西三十里”，也提到了“苻秦尝置武都郡于此”⑤。唐代至明代宝鸡县均

治今陕西宝鸡市，这样，三交故城的所在就有三种说法，即宝鸡县西四十六里、十六里、三十里，未

详孰是，但大约可以确认是在宝鸡县以西。由之可以判断，前秦苻健时（３５１—３５５ 年），在今陕西
宝鸡以西的三交故城侨置武都郡。

通过对魏晋十六国时关中侨置武都郡的考察，可以确知《晋书·苻坚载记上》中前秦灭燕前

关中氐族分布的“武都”具体位置所在。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几地连接起来，可以发现它

们恰好构成了从陇山高地向关中平原过渡的弧形带上，具有屏卫长安政权的重要作用。现在的

问题是，前秦是将魏文帝时侨置于美阳的武都郡西迁到三交故城，还是将位于陇右的武都侨置到

关中？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魏文帝以后至前秦立国关中前这一段时间，侨置于关中的武都

郡是否重新迁回到陇右。

《晋书·地理志》“秦州”下有“武都郡”，下辖数县⑥，其辖境当与汉武都郡相近。西晋末年

氐人齐万年叛乱于关中，朝臣江统作《徙戎论》中提及治理策略：“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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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梅：《魏蜀对峙中关陇的政区建置与军事方略》，《文史》２００９ 年第 ３ 辑。《魏书·地形志》武功郡条下记“莫西
（县），太和十一年分好畤置，有梁山、武都城”，此武都城应该就是曹魏时侨置武都所在遗址，但未能确知是位于美阳

的遗址，还是位于小槐里的遗址（《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中华书局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２８５４页）。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三〇《关西道六·凤翔府》，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６４２页。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五《陕西四·凤翔府》，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２６４２页。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第 ４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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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①，但朝廷并未采纳江统的建议。《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晋惠帝元康九

年（２９９年）②。江统的《徙戎论》反映出此时关中武都氐聚居的地方未置武都郡，美阳属于扶风，
所以这个时候的武都氐很可能居于扶风。而“著阴平、武都”之界也明确说明，此时武都郡就是

汉代武都郡故址。曹魏侨置武都郡是分裂时期的权宜之计，据理而言，至迟至西晋统一后，晋政

权统治了武都郡故地，就不再有侨置的基础和必要。因此，西晋此时极有可能已废除了曹魏侨置

于关中的武都郡。

永嘉之乱后，西晋亡于屠各。关中先后属于屠各汉赵政权和羯族后赵政权。关于前赵政权

末期武都存在情况，史籍载“关中扰乱，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招（石）勒，勒遣

石生率洛阳之众以赴之。（刘曜子）胤及刘遵率众数万，自上邽将攻石生于长安，陇东、武都、安

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诸郡戎夏皆起兵应胤”③，汉故武都郡地与陇东、始平接壤，与此处其他

诸郡相毗连，而此处诸郡未能明确叙述顺序，故此处“武都”应亦就陇南武都郡原址而言。此外，

后赵时期，因政权立国根基在关东的河北，为消除关中豪族的叛乱，曾多次将关陇氐羌迁往关东，

所以这一时期在关中侨置武都郡也无现实基础。

后赵末年，前秦苻氏率领氐羌西返，立国关中，苻氏亦为氐族，似不太可能将同族人迁回陇南

武都。前秦在三交故城侨置武都郡，应该是出于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三交故城所在的汧渭交

汇处，是关中西北的一个重要门户，扼守关陇要道和大散关。前秦实行氐人本位政策，对氐人有

更多的依赖和凭借，因而也就不像曹魏时为防止蜀汉争夺氐人，而将氐人安置于非战略要地美阳

或小槐里。

后秦时侨置武都郡应该也还存在。《晋书·姚兴载记》载：“安南强熙、镇远杨多叛，推窦冲

为盟主，所在扰乱。（姚）兴率诸将讨之，军次武功，多兄子良国杀多而降。冲弟彰武与冲离贰，

冲奔强熙。熙闻兴将至，率户二千奔秦州。窦冲走汧川，汧川氐仇高执送之。冲从弟统率其众降

于兴。”④此条史料反映出后秦时关中还有汧氐，这说明前秦并没有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五

地的氐全部迁往关东。《姚兴载记》又载：“武都氐屠飞、啖铁等杀陇东太守姚回，略三千余家，据

方山以叛。兴遣姚绍等讨之，斩飞、铁。遣狄伯支迎流人曹会、牛寿万余户于汉中。”⑤陇东位于

关中，此武都氐极有可能就是前秦时武都氐。

二、北魏西魏北周侨置武都郡的关中化

北魏打败大夏，据有关中后，在史书中还能见及侨置武都郡的记载。

《太平寰宇记》载：

虢县，（凤翔府治天兴县）南四十里。旧四乡，今六乡。古虢国之地，即周文王弟虢叔所

是，曰西虢。按《礼记注》云：“虢，或谓郭，在武都南一百里，有虢叔城是也。”又按《地理志》

①

②

③

④

⑤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第 １５３２页。
《资治通鉴》卷八三《晋纪》“元康九年”条，中华书局 １９５６年版，第 ２６２３—２６２８页。
《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第 ２７０１页。
《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第 ２９７６页。
《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第 ２９７８—２９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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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虢，汉并于雍。”今虢县，后魏立为武都郡。①

根据上述记载，北魏在虢县设立武都郡，虢县在宋凤翔府治天兴县南四十里。而天兴县“本

秦雍县，秦国都也。汉县，属右扶风”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北魏与南朝长期争夺仇池杨氏，此

处侨置武都郡乃是在前秦基础上的建置。上文说前秦武都郡在宝鸡以西三交故城，而宝鸡在凤

翔府治天兴县西南九十里。以此观之，北魏时又将侨置的武都郡从三交故城移到了宝鸡以东、雍

城以南的虢县，但总体来看还是在汧渭交汇处。

《魏书·地形志下》记载了北魏时侨武都郡设置时间以及领县情况：“武都郡，太延年置。领县

三。平阳，真君六年置，有新谷、五丈原、郿坞。南由，高车。”③北魏平阳县系由汉晋郿县改置，治今陕西

眉县西北④；南由县系由汉晋汧县分置，治今陕西宝鸡市北⑤；高车县沿革及治所不详。北魏侨

武都郡始置于太延年间（４３５—４４０ 年），早于郡治平阳县的设置时间（太平真君六年，４４５ 年），
侨武都郡初置时，郡治可能在虢县。⑥ 又，《读史方舆纪要》载：“陇州，（凤翔府）府西一百八十

里……周岐、陇地。秦为内史地。汉属右扶风。魏晋属扶风郡。后魏属武都郡”，此陇州治今

陕西陇县，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汧城。⑦ 若其所言不误，则北魏侨武都郡领域可能较之前稍有

扩大。

《魏书·地形志下》岐州条下除了武都郡还有平秦郡，平秦郡设置于太延二年（４３６ 年）。⑧

从郡名内涵以及设置时间上看，平秦郡是北魏平定关中后进行的行政设置，由此推测侨置武都郡

也是北魏为了更好地管理关中所设。

由上可知，与魏晋十六国时期相比，北魏除设置武都郡外，还在武都郡下设置了具体的县级

行政单位。北魏时期武都郡的上述变化，意味着武都郡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侨置，而是开始变成

关中正式行政区划的一部分，这一转变可以说是魏晋十六国两百多年以来武都氐人逐渐扎根关

中，从侨寓身份转向帝国编户，逐渐关中化的历史结果。

如果再联系武都郡属县平阳县的设置时间公元 ４４５ 年，就会发现这时北魏正面临着自神 !
四年（４３１年）征服关陇后第一次大危机———盖吴起义，盖吴起义从太平真君六年六月延续到太
平真君七年（４４６年）八月，在此稍前，太平真君六年三月，还有杏城郝温的短暂叛乱。根据戴卫
红对盖吴起义范围和北魏镇压路线的考察⑨，太平真君六年十一月，盖吴兵分四路，进攻关中的

西部和东南部，其中一路由“部落酋帅白广平率领，向西掠至泾州新平郡，进军汧、陇，安定郡的

氐、羌酋帅皆聚众应之，杀汧城守将”，第二路由盖吴率领进攻李润堡，第三路由盖吴分兵掠夺临

晋以东，第四路遣兵掠夺长安。太武帝在同月兵分三路大军讨伐，但依然没有缓解盖吴起义对长

安的威胁。第二年太武帝御驾亲征，从南北夹击盖吴，不到三个月时间，北路诸军大破盖吴于杏

城，太武帝则平定关中南部盩厔、陈仓、散关、雍城、汧等地的反叛。戴文指出太武帝“从盖吴势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三〇《关西道六·凤翔府》，第 ６４４页。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三〇《关西道六·凤翔府》，第 ６３４页。
《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第 ２８５３—２８５４页。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五《陕西四·凤翔府》，第 ２６４７页。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五《陕西四·凤翔府》，第 ２６５４页。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五《陕西四·凤翔府》，第 ２６３７页。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７册《元·明时期》明“陕西一”图，第 ５９—６０页。
《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第 ２８５３页。
戴卫红：《盖吴起义与关中地方行政体制变革》，《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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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的南道打击了与盖吴合谋的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反抗”，笔者以为这恰好是太武帝高明的地

方。武都郡属县平阳县原是郿县，恰好位于南部叛乱带上，笔者推断北魏在太平真君六年设置平

阳县与盖吴起义有密切关联，是为了分化关中南部汧、雍一带氐人，减少平定的阻力，同样，武都

郡属县南由县、陇州的设置极有可能与这次关中叛乱有关。

据戴文的研究，盖吴起义后北魏对关中地区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太平真君七年将关中北

道改护军为县，继而调整了太武帝讨伐叛乱南道的郡县，比如鄠县从始平郡归入京兆郡，扶风郡

并入始平郡，盩厔县并入武功县等。以上调整关中行政区划的事实，可证明武都郡的扩大和属县

的设置都与盖吴起义存在密切关联。

关于西魏北周时侨置武都郡沿革，王仲荦在《北周地理志》中综合诸地理志以及出土墓志记

载有详细的考察。侨置武都郡在西魏、北周时一直延续，至隋开皇（５８１—６００ 年）初年废除。西
魏时，武都郡治洛邑县，即原虢县。洛邑本位于同州，因西魏大统十三年（５４７ 年）时寄寓在虢县，
所以将虢县改名为洛邑，并继续作为郡治。北周天和（５６６—５７２ 年）中，于洛邑侨置朔州，但很快
废除了。除了洛邑外，武都郡还领有陈仓县。陈仓县，前后秦时名为苑川，西魏大统十六年（５５０
年）移苑川入汉陈仓故城，重新改名为陈仓，在今宝鸡市东。北周天和三年（５６８ 年）于陈仓侨置
显州，建德三年（５７４年）州废，陈仓县亦废。① 总之，西魏北周至隋开皇以前，关中仍然保留有武
都郡建置，其属县有虢县（洛邑）和陈仓，还偶有侨置一州，变动比较频繁。相比北魏时，西魏北

周时武都郡领县减少，管理范围也大大缩小，应该是这一时期州郡政区的滥置造成的。北朝时

期，南北政权争夺陇右仇池杨氏，杨氏所在地即武都原来的地方，因此西魏北周还有侨置武都的

必要。至隋朝初年，武都氐在关中已经过近三百年的时间，早已融入当地族群中，侨置武都郡也

就在隋废郡、设州县的制度调整的浪潮中消失于历史舞台。

小　 　 结

三国时期，魏国在与蜀汉相争中，为防止其拉拢武都氐，进而控制陇右、威胁关中，故将武

都氐大量迁往关中，并先后在关中小槐里和美阳二地侨置武都郡以安抚氐人。西晋末年，江

统作《徙戎论》，请求将扶风、始平、京兆之氐遣回武都，说明西晋此时极有可能已废除了曹魏

侨置于关中的武都郡。十六国前期，屠各和羯族先后统治关中，并将大量氐族迁往关东，这一

时期关中缺乏侨置武都郡的现实基础。后赵政权崩溃后，苻氏率领关中氐羌掀起返乡大潮，

立国关中。为了更好地管理氐人，前秦苻健时便重新将侨置武都郡从美阳迁往今宝鸡以西的

三交故城。从地理位置来看，前秦有利用武都氐防御来自陇右和汉中军事威胁的战略考量，

这种安排与曹魏侨置的初衷已大有不同。综合前秦时关中氐人分布的“三原、九嵕、武都、汧、

雍”几地，可以发现它们正好居于关中西部从陇山到关中平原的弧形带上，具有屏卫长安政权

的作用。

北魏据有关中后，继承了前秦侨置武都郡的措施，除了将侨置地点从今宝鸡以西迁到宝鸡以

东外，还在武都郡下设置四个县级行政单位，并且扩大了武都郡的管辖范围。这一转变，反映了

①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一《关中》，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年版，第 ４０—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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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十六国两百多年以来，武都氐人不断关中化的历史事实。平阳县设置于北魏平定关陇叛乱

危机———盖吴起义时，根据太武帝的进军路线以及盖吴起义后北魏调整关中行政区划的事实，本

文认为武都郡其他属县的设置亦与这次叛乱有关，乃是北魏为了分化关中南部叛乱带的氐人而

采取的行动。也许正是因为属县设置于战乱时期，因而高车县的具体地理位置难以确知。西魏

北周时，侨置武都郡属县从四少为二，这主要与当时关中州郡政区的滥置有关。属县变动频繁，

还偶有侨置州或县，则与这一时期关中政权需要与关东的东魏北齐进行军事对抗有关。隋代开

皇年间撤销关中武都郡建置，这既是因为关中氐人早已本土化，也与当权者实行废郡、实行州县

二级地方行政制度的政策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