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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州折氏族源与党项化的再思考

口刘翠萍

摘要：隋唐王朝对党项等弱小民族采取招抚、羁縻等民族政策，促使党项部落大量内附进而内迁

进入陕北地区，麟府丰三州聚集、安置了大量党项族众，北宋政府在此实行了以当地土豪或少数民族

首领为知州或蕃官的治理政策。折氏家族世袭府州刺史二百余年，凭借麟、府独特的军事战略位置，

参加了北宋王朝抗击契丹、消灭北汉、抵御西夏的较大的军事活动，捍卫了中原王朝西北部边疆。自

托其源自周文王之后的折掘氏源出北魏孝文皇帝一族，随北魏南迁，辗转至陕北一带。唐贞观中赐折

掘姓为折氏。移居麟府州时，折氏早已汉化成为汉族大姓。府州折氏与党项诸部长期杂居，逐渐党项

化，成为具有鲜卑血缘的党项诸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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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项族东迁进入陕北

党项族源于羌族，又称党项羌，由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

来，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的泛称。党项羌之名正式见于中国史籍，是在西魏、北周之

际【112-19。党项族内部以姓氏为部落，大姓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

氏、拓跋氏、颇超氏等八部，平夏部的拓跋氏最为强盛，成为后来西夏王朝的王族贵胄。

隋时，已有党项部落内附。唐贞观年间，有大量党项部落内附，唐于其地设数十个羁縻州

县予以安置，以归降的各部首领分任刺史，隶松州都督府，其中，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并赐

李姓。从贞观末开始，到唐永隆元年(680)，党项族的内迁达到高潮，直到安史之乱前。他们

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地陆续向内地迁徙，部分迁居到陇右北部诸州，更多的迁居到关内道庆、

灵、银、夏、胜等州，其中夏、银、胜三州辖境大部分在今陕北地区。唐设州郡、羁縻府州等

予以安置。唐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势力北上，相继占领陇右、河西，迫使原

居于此地的党项、吐谷浑东迁进入关内道，又迫使原居住在关内道诸州的党项、吐谷浑诸部的

居地发生变化。大规模的迁徙逐渐演变成吐蕃、党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联合向东的寇略。为

了阻断关内道北部的党项、吐谷浑与陇右吐蕃的联系，唐政府曾对党项、吐谷浑进行了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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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迁徙，结果，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绥州(今绥德)、延州

(今延安)等地又迁来不少党项部落。这样，内迁党项经过第二次大迁徙后，逐渐按地域形成四

个大的部落集团，其中三个集团的居地在今陕北地区：以党项野利部为主的六府部，居地在绥、

延等州；因赫连夏而得名的平夏部，居地在夏州；南山部居地在鄢延以北山地间o[2]159-164根据

《新五代史·党项传》记载：“唐德宗时，党项诸部相率内附，⋯⋯散处都宁、郐延、灵武、河

西、东至麟、府之间。”咸通末年，平夏部拓跋思恭趁中原地区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占据宥州

(陕西靖边东)，自称刺史。黄巢起义爆发后，拓跋思恭助唐有功，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封夏

国公，复赐李姓，拓跋氏从此占据夏、银、绥、宥四州，成为陕北地区最大的藩镇势力。在唐

末五代的乱局中，党项拓跋氏(夏州李氏)世袭定难军节度使，势力不断壮大。北宋时期，党

项部落散居陕北各地，据《宋史·党项传》记载：“灵、夏(今陕西横山)、绥(今陕西绥德)、

麟(今陕西神木)、府(今陕西府谷)、环、庆、丰州，镇戎、天德、振武军并其族帐。”

二、麟府丰三州的建置及党项族众的安置与治理

麟、府、丰三州地势险要，南邻黄河，北绕长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宋时期，麟、

府、丰三州是阻击西夏东进与契丹南侵的前沿阵地，这里是以党项为主的蕃汉杂居地区，民族

成分十分复杂。

麟州专为安置六胡州起义后降附唐的党项部落而设置，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二年。据欧阳

修等《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记载，“析胜州之连谷、银城置”，其境内居民主要是党项。

唐末，割据河东的沙陀人晋王李克用乘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之际南下进兵河曲地区，他拉拢当地

土豪折嗣祚，将其收入帐下，“凡力所不能制者，悉命统之。而能辑睦招聚，横捍西北二虏，封

上柱国，以其地为府谷镇”∞J，隶属麟州，不久，折嗣祚被任命为麟州刺史。后唐庄宗时，“以

代北诸郡屡为边患”，晋王升府谷为县。次年，招折嗣伦之子折从阮从回鹘归，以府谷县建府

州，“以扼蕃界”，并以折从阮为府州刺史。这是折氏节镇府州之始。后来由于契丹侵扰，石敬

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从阮也以其地归附契丹，不久因契丹“欲尽徙河西之民实辽东，州人

大恐，从阮因保险拒之”。【41后晋开运四年，刘知远建立后汉，从阮归附，府州被升为永安军，

以从阮为永安军节度使，行府州刺史，检校太尉，并从振武军分出胜州，加上沿河五镇隶属。

宋代因之，后改为靖康军，赐名荣河郡，改保成军，置麟府路军司马等。金人占领后不久，被

西夏攻取。其间，折氏始终是该地的统治者，延续达二百多年。可见，府州的设置一开始是因

为折氏的威望，统治者企图利用折氏的影响力；维护其在当地的统治，再加上府州独特的地理

位置，便由镇升为县、州、军。

丰州本为河西藏才族的聚居地，宋开宝二年(969)归附宋，其辖境包括今内蒙古河套东南

一部分和陕西省府谷县以北，由王承美及其子孙世袭州政。庆历元年(1041)，宋夏交恶，元昊

攻下丰州。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嘉{；占七年，以府州萝泊川掌地复建为州”，从此，丰

州侨居府州之境。

麟州杨氏只袭封三代，丰州为西夏所陷，宋侨置其州于府州境内，王氏不再世袭。府州折

氏世袭州政二百多年，其影响力及于麟、府、丰三州。

聚居陕北的党项部落有生户、熟户之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H J“接连汉界、

人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遏寇略者谓之生户。”【6J卷149他们大都以畜牧为生，多羊、

马、骆驼，也有以农耕为主的熟户。在西夏王朝建立之前，他们是五代北方政权统治下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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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叛服无常。如麟、府两州地，自唐末以来即为党项聚居之地，后唐建立之初，先后向后唐朝

贡。这时，契丹的势力已经深入到河套南北，征服了该地的党项诸族；任后唐府州刺史的折从

阮曾攻占契丹的胜州，并向后唐告捷。后晋建立后，府州折氏一度为契丹所统治；后因不愿迁

徙辽东，降后晋并进攻契丹胜州、朔州。947年，契丹灭后晋，折从阮又转降于后汉。为牵制和

防御契丹和北汉的进攻，宋太祖许府州折氏“尔后子孙遂为知府州事，得用其部曲，食其租

人’’[7]10。

对于麟府丰三州，宋实行了一套有别于内地州县的治理政策：任用当地土豪或少数民族酋

领为知州或蕃官，加以羁縻，使其互相牵制，巩固边防，安定秩序。其原因正如欧阳修所言：

“所谓土豪者，其材勇独出一方，威名足以畏敌，又能谙敌情伪，凡于战守，不至乖谋，委以一

州，则当视其州如家，系已休戚，其战自勇，其守自坚，又既是土人，与其风俗情接，众亦喜

附之，可使自招集蕃汉之民，是外能捍贼而自守，内可缉民实边省费减兵，无所不便，不比于

命吏而往，凡事仰给于朝廷，利害百倍也。”【8J卷149到北宋时期，麟、府、丰三州成为党项聚居

区。人口争夺也成为宋夏战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宋军与李继迁交战，折御卿助战，赵宝忠被擒。

折御卿收降银、夏等州蕃、汉户八千族帐，得马牛羊万计。1071年，折继祖大败夏人，深入敌

帐，降部落八百户。1067年，折继世事先得知嵬名山内附，以步骑万余人军于怀宁寨，入晋祠

谷，趋银川(今陕西省横山县东党岔)，分嵬名山之众万五千户居于大理河，夏人来攻，被击

退。宋夏战争给边地生活的蕃汉族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为躲避战乱纷纷逃离家园，据史

书记载，自西夏犯边，河西之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东迁，很多人滞留在雄勇津渡口附件，折继

闵谕慰安辑，使还旧业，得三千余户，于府州城北筑三堡以居之。迁入陕北的党项部落与中央

王朝的关系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完全归附中央王朝；一类叛服无常，且不时骚扰边境汉族地

区。对于归顺中央政权的党项部落，从隋唐、五代到宋，中原王朝在地广人稀的北部边境地带

予以安置，封建王朝一方面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大量的堡寨以加强防御；另一方面，采用羁

縻政策，对边地的党项豪酋委以重任，利用游牧民族骁勇善战的特点抵御北部边境外其他游牧

民族的寇略，以夷制夷。自唐末以来，聚居陕北的党项族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以拓跋氏

(叛服无常者)与折氏(世笃忠贞者)为领袖的两大势力集团，正如陆宁先生所言，他们由化外

部落走向边地的羁縻府州，再由边地进入唐王朝的内郡，成为唐政府军马的主要供应地，加上

军备走私，财富迅速积聚，几个大的部落集团逐渐形成。在唐末五代乱局中，中原王朝向藩镇

包括少数民族藩镇借兵勤王，加速了党项割据势力的形成。占据四州之地的拓跋李氏和以麟、

府、丰三州为基地的府州折氏均兴起于唐末乱世。党项藩镇的发展倚靠拓跋氏家族与折氏家族，

经历了兴盛期和蜕变期两个发展阶段，走上了独立发展与忠贞勤王的不同道路p J。

三、府州折氏的兴起及其文治武功

折氏家族在府州的兴起应从折宗本算起，从其孙折从阮镇府州开始到折可求降金，折氏家

族世袭府州刺史二百余年，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凭借麟、府独特的军事战略位置，麟、

府--'N成为抗击契丹和西夏的前哨阵地，从而造就了折氏家族的卓越功勋。折氏家族成员参加

了历代封建王朝抗击契丹、消灭北汉、抵御西夏较大的军事活动，在这些军事活动中，他们大

多充当了先锋与统率的作用。折御卿之后，折氏家族五代人和党项建立的西夏政权角逐百余年，

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在他们所经历的重大战役中，除了抗击敌人的军事入侵外，还有护送军粮、

军服等军需物资的遭遇战，为兴建城郭、堡寨等军事设施而屯兵应战。他们在抵御少数民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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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的军事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折御卿带病临敌、死于军中，折

海超、折惟信战死疆场，折惟昌带病冒风沙护送军粮病逝于军中，年仅37岁。折氏镇守府州期

间，不仅战功卓著，而且为政清廉，团结部众，得到了蕃汉人民的支持和政府的重视和褒奖。

折氏抗击契丹从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开始，契丹打算将燕云十六州下属的河

西之民全部迁徙到辽东，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府州刺史折从阮“保险拒之”，阻止了此次迁

徙。后晋少帝开运元年(944)，折氏与契丹绝交，此后，折氏与契丹有多次交锋，折从阮拔契

丹十余寨，收复胜州，奉诏谕降野鸡第七门族首领李万全及树夥等二十一族。982年，折御卿在

新泽寨破辽兵。995年折御卿大败辽军于子河汊，斩首五千级。1004年，折惟昌攻契丹朔州界，

破狼水寨，解除了辽军对于岢岚军的包围。折氏在消灭北汉的战斗中立下了不少战功。951年北

汉建立，次年，防御史折德康击败来犯府州的北汉军，并攻拔北汉岢岚军；957年，折德愿在沙

谷寨击败北汉军五百余人；宋初，折德康破沙谷寨，斩五百级，三年后，折德戾再破来犯府州

城的北汉军数千人，生擒其将领杨磷。999年，李继迁进犯麟州，不克，进犯府州，折惟昌合宋

军击败李继迁军。1038年，元昊称帝，建立西夏。从1040年开始，西夏向宋朝边境发动了大规

模的进攻，揭开了宋夏战争的序幕。从此开始到北宋灭亡，陕北横山一线成为宋夏战争的主要

战场之一。1040年春，折继闵奉诏出兵牵制元昊侵宋泾原之兵，继闵兵人夏境，破野寨二十余

所，斩数百级。同年夏，复击并塞贼屯，斩获千计。同年秋，大破西夏来收割粮食的贼寇，并

出塞，斩三百余级。此后，虏骑远遁，民得以收割庄稼，兵民粮食充足。同年七月，元吴兵围

麟州，不克，去围府州，折继闵清野，据险守城，积极抗战，府州被围困七日后，元昊退兵。

不久与夏军在中堠寨、柏子寨、建宁寨多次战斗中，大获全胜。折继闵十余年间，大小三十余

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使夏人无窥伺意。折克行在边三十年，多次打败西夏兵，战功卓著；

折可适战功累累。府州折氏自从折从阮于936年拒辽，到折可适1110年卒，一百七十余年，捍

卫中原王朝西北部边疆，七代相传，前仆后继，忠贞不渝。折氏在麟府等州蕃汉军民中有很高

的威望，英勇善战，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免遭敌人的蹂躏，而且多为宋军侧翼，担任粮草运输，

为抗击契丹的南侵与西夏的东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四、府州折氏的族属

关于府州折氏的族属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折氏源出党项或鲜卑两种不同的观点。依据

文献资料的记载，老一辈史学者大多认为府州折氏族属源出党项。检索学者的论文论著，得出

该结论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府州折氏居地为党项族聚居区，且折氏是党项族众的首领。

因此，折氏当为党项族无疑，正如汤开建先生所言，“要统治麟州的党项部落，非党项族人莫

属”，他进而推论麟州杨氏也是党项族¨0|。韩荫晟先生依据《太平寰宇记》“府州本河西蕃界府

谷镇”，认为蕃界即蕃族居住的地区，而代为镇将的折大山、折嗣伦是土人，当然就是蕃族人。

麟州本为安置党项设置，折嗣伦若非党项族人，是很难胜任麟州刺史的⋯J。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府州折氏源自鲜卑，以周伟洲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府州折氏原出于代

北，“出自河西折掘姓”。此说有一定的可靠性，因为与拓跋鲜卑同起于代北的鲜卑部落中，确

有鲜卑的折掘部，一作叠掘，后迁于河西。十六国时，有“鲜卑叠掘河内率户五千，自魏降乾

归”。此后，有部分鲜卑叠掘部迁至今青海湟水一带定居，南凉秃发傅檀王后即折掘氏；南凉政

权的右卫将军折掘奇镇镇守石驴山。此后再未见有关鲜卑折掘氏的记载，直到唐安史之乱前后，

吐蕃势力北上，四川西北、甘南及青海一带党项纷纷内迁，鲜卑折掘氏也随之迁徙，最后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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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麟、府二州一带，改姓折氏【l引。

引发府州折氏是否为党项的争论和资料几乎都是后来面世的折氏家族墓碑碑铭，如1976年

出土于府谷县的《折克行神道碑》，碑文记载：“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五世祖从阮，唐末

为府州刺史。”¨列2012年出土于府谷的《折克禧墓志铭》云：“维折屈氏，世奠西土。”[141《全

唐文》卷九百九十三及《金石萃编》卷一百一十七所录《刺史折嗣祚碑》云：“祖讳华，云中

人也，永西伯之苗裔，大魏之后，宇文之别绪，⋯⋯魏孝文皇帝廿七代之孙也。⋯⋯唐之芳叶，

爰因忠烈，为唐庙讳，陇西氏焉。”《折惟正墓志铭》云：“公讳惟正，字可法。其始，先有唐贞

观中赐姓折氏，自唐季历五代，凡三十世，继立嗣侯，绵绵弗绝。”[】51折氏族谱研究会发现了清

代乾隆二十八年纂修的《折氏宗谱》，折旺礼先生据此记述，力证府州折氏族源鲜卑。

对于上述新出现的资料，反应最强烈的当数韩荫晟先生，他认为，据现存资料，折氏世系

可考者凡十二代，克字辈是第九代，其前八代、后三代均姓折，独此第九代克行一人“出折掘

姓”，宁堪置信?是知“折掘”之“掘”字，若非衍文，必毛友猎奇之作。王昶考证可谓附会之

杰作。折氏只是一族，不可能同时是这四族的共同后代。他认为，中国古代碑铭、墓志存在通

病，首先为死者寻求一个功勋卓著、名垂千古的祖宗，其次是据其“隐恶扬善”的“行状”，摘

优而录¨引。笔者以为，以是否为党项族聚居区首领来推断府州折氏源出党项族，其证据不够充

分。诚然，从隋唐、五代到宋，中原王朝对于内迁的党项部落不仅设置羁縻府州予以安置，而

且大多以其酋领为首领进行治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党项族聚居区，所有首领都是党项等少数

民族。“宋仁宗以后，在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所辖区内，尚保有多个汉族姓氏，且多是上层统

治者。”以麟州杨氏为例，目前，关于麟州杨氏的族源，李华瑞先生进行过详细的考证，他认

为，“五代后期土豪杨氏的族属，很难确定他们是否为单一的汉族或党项族”，由于资料不足，

目前，“存在两种猜测：一是如宋人墓志铭中附会而来的‘出宏农’杨氏，二是麟州杨氏大致与

当时居住在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样是借用汉族姓氏为自己部落的姓氏。”但“杨氏在五代宋初

时期能世代统治以党项部族为主的麟州，其生活习性与党项人已别无二致，换言之，他们可能

是具有汉族血缘的党项人。”【17 o而肯定麟州杨氏源出党项恐怕只是杨开建先生的一家之言。

关于折氏源出鲜卑之折掘部，后迁于河西，又迁于麟、府之迁徙路径，现有资料也很难让

人信服，且有太多推测的成分。依据文献资料记载，早在十六国时期，陕西境内就有鲜卑族杂

居。鲜卑族的大量迁徙当与北魏拓跋氏的攻城略地及统--JL方同步。太武帝始光四年(427)，

北魏攻破夏国都城统万城，灭夏国而据有其地，此后，鲜卑族人大量进人陕北定居，源出北魏

孝文帝族裔的折氏此后辗转迁居府州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关于“西伯之苗裔”，即周文王的后代的记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族裔在追溯其先祖时，常

常有意与汉族著名的历史人物挂钩，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许多确为少数民族出身的宰

相三公，在追溯其先祖时，往往有意伪托其源为汉族，如窦氏原为鲜卑，与汉族联姻，世系表

称窦氏“出自姒姓”，并与汉代丞相窦婴的谱系连接起来¨8j147。与此相类，折氏将其祖先追溯为

周文王之后并不足为奇。

关于“宇文之别绪”的记述，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常常对有功的少数民族赐姓，如赐姓

夏州党项拓跋氏为李。北魏之后的西魏和北周仍然是鲜卑人建立的王朝。北周王朝以宇文为氏，

其先出于辽西，然其后迁徙到武川(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西)，故《周书·文帝纪》称宇文泰

为代郡武川人。北周代北魏后，对折氏赐姓宇文，也有可能。高建国先生对折氏改姓进行过详

细的考订，他根据《折惟正墓志铭》“唐贞观中赐姓折氏”的记载，结合文献资料认为，折氏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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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曾于贞观四年唐朝大破突厥的战斗中随军立功，朝廷因而赐折掘姓为折氏¨9|。

综上所述，折氏本折掘氏，“祖讳华，云中人也，永西伯之苗裔，大魏之后，宇文之别绪，

⋯⋯魏孝文皇帝廿七代之孙也。⋯⋯唐之芳叶，爰因忠烈，为唐庙讳，陇西氏焉”。可否解释

为：自托其源自周文王之后的折掘氏源出北魏孝文皇帝一族，随北魏南迁至代北，再迁至陕北

一带，北周代北魏后，赐姓宇文；唐贞观中赐折掘姓为折氏。到隋唐时，较早迁人的戎狄大多

融人汉族，他们的姓氏大都改为汉姓，生活习惯、心理素质与汉族渐趋一致。人们也不再将他

们视为少数族裔。如代北鲜卑，或以原来复姓，或改为汉姓，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人中原，

与汉人杂处、通婚，到隋唐时无论从其郡望、血统及文化习俗等方面来看，大多与汉族没有多

大区别，史籍也再不称其为戎狄了。折氏此时也已汉化，到党项移居麟府州之地时，折氏早已

汉化成为汉族大姓。与麟州杨氏一样，在秦汉以降特别是魏晋以来陕北地区成为鲜卑、党项等

民族聚居地，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在此背景下，府州折氏因其与党项诸部长期杂居，共同生活，

逐渐党项化，成为具有鲜卑血缘的党项诸部之一。另据《乾隆府谷县志》记载：“折国公所统各

寨主俱请御制，镌戴碑首，亦足见折氏自唐武德至后唐庄宗，代任府州三外，世守府州二百余

年，固本才武轶群，忠贞世笃，亦由仁智抚蕃，和以得众，获彝助，心力居多。”【201可见，早在

唐初，折氏已经是大姓，崛起于府州。据史籍记载，1040年十二月，藏才族与夏人自相鱼肉。

因为藏才族与夏人都是党项族，故称其之间自相鱼肉。府州折氏与西夏对抗几百年，从未有文

献记载其相互攻伐，是否可以反证夏人与折氏并非同一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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