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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坂恒明博士系列学术活动综述 

 

姑茹玛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专职研究员、日本国早稻田大学非常勤讲师赤坂恒明博士应邀来内蒙古大学驻地研究

三周时间（9月 5日—9 月 26 日）。期间，做三次学术讲座，并为研究生讲授大蒙古国时期四大汗国历史和波斯文

蒙古史史料方面的课程。讲座和课程全部用日本语讲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蒙古史研究所朝克图副研究员、蒙古

学研究中心讷木和吉日嘎拉博士、日本国早稻田大学研究生蒙古勒呼进行同声翻译，朝克图副研究员全程出席并对

相关史事作阐释和说明。论文将赤坂博士的系列学术活动分两部分，进行一综述。 

关键词： 赤坂恒明博士；驻地研究；学术讲座；研究生课程；综述 

中图分类号码:K247                     文献标识码：A 

 

 

一、学术讲座部分 

（一）“关于乌帖迷失·哈只的《成吉思之书》” 

9 月 7 日下午 3：00 时，在蒙古学院二楼大会议室举行。 

报告中赤坂博士从《成吉思之书》的抄本、刊行本、内容、史料价值等方面作详尽的讲解。 

《成吉思之书》是用阿拉伯文字写成的察合台突厥文史料，成书于 16 世纪。作者是成吉思汗长

子术赤第五子昔班后裔—基瓦汗国国王的臣民乌帖迷失·哈只。该书现有两种手抄本流传，在哈萨

克斯坦、土耳其、日本都有刊行。 

主要内容有序言、成吉思汗的故事、额真（Ejen）汗的故事、昔班汗的故事、别儿哥汗的故事、

蒙哥帖木儿汗的故事、脱脱汗的故事、月即别汗的故事、叙述月即别汗信奉伊斯兰教之理由、札尼

别汗的故事、别尔迪别克汗的故事等。 

该书的史料价值方面，有的学者称“与其说历史，倒不如说成是一种传说或故事”，史料价值

不高。但是不少学者称该书在蒙古帝国方面的内容可以当作史料来使用。赤坂博士认为其内容缺乏

可信度，要批判地加以利用。总之，利用该书时尽量进行史料鉴别，选择性地使用。日本国史学家

川口琢司、長峰博之都撰文对其作过研究。 

讲座由蒙古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照日格图教授主持，中心主任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向赤坂博士赠送

了纪念品。日本国早稻田大学研究生蒙古勒呼作现场翻译。来自我中心、蒙学院、师范大学的老师

和研究生、本科生百余人前来听讲。 

（二）“关于波斯文和蒙古文合壁的世系书《五族谱》” 

9 月 13 日下午 3：00 时，在蒙古学院二楼大会议室举行。 

《五族谱》是伊利汗国时期用波斯文写成的有关当时五大民族世系谱的书籍。流传至今的唯一

抄本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布喀布萨来（Topkapı-Sarayı Müzesi Kütüphanesi）图书馆。对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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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有两种说法：一是《史集》作者拉施特，持此说的是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脱欢教授。二是另有

其人，日本国本田实信、杉山正明等持此说。 

《五族谱》的内容由序言、阿拉伯部分、以色列部分、蒙古部分（用波斯文和蒙古文撰写）、

西欧部分、中国部分等组成。其中“蒙古部分”的内容起自朵奔巴颜和阿兰豁阿，止于伊利汗完者

秃，记录了 27 位汗的世系。其中，将贵由汗的后裔写入窝阔台部分中，有记录阿里不哥的世系。与

此同时，将各分支的大多数人名用畏吾体蒙古文标注，但其畏吾体蒙古文并非直接用蒙古语记录，

而是从阿拉伯文中转写，从而讹误较多。 

《五族谱》是四卷本拉施特《史集》之第三卷“世系谱”的基础上增补而写成的，但作者并不

是拉施特，而是参加《史集》编写工作，但对历史不太熟悉的人所撰写的一部史书。赤坂博士从人

物的重复、误记伊利汗国史事等方面对此进行了考证和阐明。 

该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蒙古部分的人名附有畏吾体蒙古文，尽管它是从阿拉伯文字转写而来，

仍有很高的价值，为研究 13 世纪畏吾体蒙古文提供了很多珍贵的信息。该书中还记录了不少《史集》

中没有记载的世系方面的内容，如海山可汗的即位等。另外，其蒙古部分对复元《史集》第一卷“蒙

古史部分”的内容具有较高价值的一个参考资料。  

（三）“在土耳其、高加索和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后裔” 

9 月 20 日下午 3：00 时，在蒙古学院二楼大会议室举行。蒙古学研究中心讷木和吉日嘎拉博士

进行翻译。 

此次报告主要阐述西迁的成吉思汗后裔，主要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的情况。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中能考证出姓名的儿子共 14 人，其中第五子昔班、第十三子脱哈帖木儿

二人后裔较突出。术赤子孙共同的特点是语言上突厥化、信仰方面伊斯兰化，并在中亚及俄罗斯南

部地区建立了诸多汗国。赤坂博士介绍了其中的几个。 

1.在土耳其的成吉思汗后裔 

术赤第十三子脱哈帖木儿后裔哈只格赉在黑海北岸建立了克里木汗国。汗国存续时期，尤其是

汗国灭亡后，许多克里木汗国的王族迁到土耳其居住。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对该汗国的历史研究非常

活跃，成果颇多。 

2.在高加索的成吉思汗后裔 

分布在高加索的成吉思汗后裔有以下几支： 

一是库班诺盖人贵族“速勒坦”（sultan）。一部分诺盖人分布在高加索西北部草原、库班河

流域，为克里木汗国的一部分。诺盖人原先在钦察草原西部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扶持术赤后裔称汗。

土尔扈特西迁至该地区后，诺盖人的势力削弱，逃到库班河流域的大部分人被克里木汗国统辖。库

班诺盖人“速勒坦”（sultan）都是克里木汗国的王族。 

二是切尔客斯（阿迪格）人贵族“哈努克”（khanuk）、“速勒坦”（sultan）。切尔客斯（阿

迪格）人居住在高加索西北地区，与克里木人有姻亲关系。 

三是巴勒喀尔人贵族“山岳公爵”（taubii）。巴勒喀尔人属钦察——突厥系部族，分布在高

加索西北部。 

四是达格斯坦的拉克（Lak）人贵族“沙木哈勒”（shamkhal）。拉克人居住在高加索东北地区

的非游牧民族，也不属于突厥系，不知为何把自己称之为成吉思汗后裔，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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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支，第一支是真正的成吉思汗后裔，第二支是同化了的分支，与成吉思汗后裔有姻亲关

系，三和四可能是传说，对此问题研究成果较少，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3.在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后裔 

术赤第五子昔班后裔伊巴克建立了土门汗国。伊巴克之孙库楚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西伯利亚汗

国。如今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西伯利亚塔塔尔人当是该汗国之后人。库楚木后裔的一部分成为沙俄贵

族失必儿斯基公爵（сибирский князь）；一部分是为土尔扈特部、巴什基儿人、诺盖人拥立，跟沙

俄对抗。 

赤坂博士同时还介绍了研究上述史事的世界知名学者和其研究成果，并列出昔班、脱哈帖木儿

的世系谱。 

二、课程部分 

课程部分主要针对研究生，内容集中在大蒙古国时期四大汗国历史方面。时间为每周一、五下

午 3 点到 5点。 

（一）“察合台汗国” 

赤坂博士首先介绍成吉思汗初封儿子和兄弟们的情况，左右各 12，000 户（根据日本国杉山正

明的考证）。从 1206 年大蒙古国成立以后，兄弟和儿子们的封地才始称“兀鲁思”。 

1.“察合台兀鲁思” 

（1）察合台兀鲁思的游牧地原来在阿尔泰西南地区，后来扩大到伊犁方面。通常将该兀鲁思与

窝阔台兀鲁思可以合二为一。 

（2）蒙哥登基后，杀害了不少窝阔台后裔和察合台后裔，察合台系随之衰微。此时的汗国不能

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汗国”，应称之为“兀鲁思”。 

（3）蒙哥去世，在忽必烈、阿里不哥争斗时期，察合台兀鲁思逐渐复兴。出现几位著名人物：

阿毕世喀、阿鲁忽（察合台幼子拜答里的儿子）、八剌克等。赤坂博士简单介绍了上述三人的主要

活动和其后裔冠有的“王号”。如，其后裔中出现的王号有：豳王、宁肃王、西宁王、肃王、威武

西宁王、柳城王、威远王等，并拥有各自的世袭领地。 

2.汗国的建立 

阿里不哥的幼子篾里帖木儿脱离了“海都王国”，归服了元朝。1306 年，都哇合并了“海都王

国”之窝阔台诸兀鲁思，建立了察合台汗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察合台汗国”。都哇子宽撤去世后

汗国出现混乱，都哇另一子怯别拥立兄也先不花称汗。也先不花与元朝驻阿尔泰地区的将领脱火赤

开战。1313-1314 年，也先不花、怯别等率军侵入元朝疆域，败退。脱火赤展开反攻，侵入察合台

汗国领地，从而隶属察合台汗国的畏兀儿斯坦投服了元朝。1316-1376 年脱火赤叛乱后畏吾儿斯坦

又隶属察合台汗国。1316 年，元朝的周王 Qošila 避元仁宗的迫害西行至察合台汗国的领地。 

怯别（1318-1326 在位）：居在萨马尔罕附近，半游牧半定居。他进行了货币改革，并确定了

征税区。 

答儿马失里：改信伊斯兰教，《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称，作者曾和答儿马失里用突厥语交谈。

答儿马失里后被其甥布赞杀害。 

3.汗国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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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合台汗国的分裂方面，目前学界认为是“西部定居为主的伊斯兰派”（称“蒙兀儿人”）和

“东部游牧为主的反伊斯兰派”（称“察合台人”）是导致汗国分裂的主要因素。但是赤坂博士反

对此说，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4.蒙兀里斯坦汗国（或称东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汗国”分裂后，建立蒙兀里斯坦汗国于 1347-1348 年，是为蒙古系朵黑剌特氏拥立察

合台后裔所建立的汗国。最后，察合台后裔凌驾朵黑剌特氏，掌握了政权，在伊犁河流域扩大自己

的势力。蒙兀里斯坦汗国分裂后，成立了叶儿羌汗国。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随着伊斯兰神秘主义

教团和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强大，汗国灭亡。但该汗国的王族受到清廷的保护，直到 19 世纪初其后裔

仍见于史乘。 

（二）“窝阔台诸兀鲁思” 

成吉思汗初封时，窝阔台分得了 4，000 户。窝阔台继承了大蒙古国的可汗位之后，不存在真正

意义上的“窝阔台汗国/兀鲁思”，应为“窝阔台诸兀鲁思”，在日本国史学界尤为推崇此说。因为，

窝阔台称汗后，将其子孙分封到各地统治，如阔端在今甘肃凉州地方，从拖雷的诸千户中强取一部

分给他。如此，窝阔台子孙建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互不统属，成为“诸兀鲁思”。 

1.窝阔台诸兀鲁思 

（1）阔端的兀鲁思 

窝阔台称汗后，将拖雷的诸千户中割让一部分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首次违背了成吉思汗的“分

封制”。阔端拥有西夏国的旧领地。他的主要活动是信奉藏传佛教。贵由汗去世后，阔端的后裔支

持了拖雷家族，后归服元朝。赤坂博士推测：阔端及其后裔均没有汗号，拥有“阿哈（蒙古语 aq-a）”

称号。当时蒙古人将地位高（尊贵）的人称之谓“阿哈”，可见阔端在窝阔台诸子中的地位和影响。 

（2）合失兀鲁思 

曾有窝阔台将合失指定为继承者的说法。合失早逝，其子海都继承，建立“海都王国”，将在

下文中单独讲述。 

（3）篾里兀鲁思 

他是窝阔台的幼子，统辖窝阔台初封时期的阿尔泰地区。曾归属“海都之国”、察合台汗国，

最终归元朝，发展为元朝西北边境上的一大势力集团，其后裔以“阳翟王”著称。 

2.窝阔台家族的复兴——“海都王国” 

（1）王国的建立 

1274 年察合台后裔都哇等归属海都。忽必烈派四子那木罕率军征中亚地区。1276 发生“昔里吉

叛乱”，随那木罕从军的蒙哥、阿里不哥后裔叛乱，那木罕军队解体，阿里不哥和蒙哥的部分后裔

归海都，海都王国巩固。海都尽管建立了强大的王国，但并没有汗号，而称其为“海都阿哈”。 

（2）“海都之乱” 

忽必烈去世后，阿里不哥部分后裔离开“海都王国”，归属了元朝。1298-1299 年，斡耳答兀

鲁思的领主巴颜向元朝遣使臣，提议共同征讨海都和都哇。1301 年，忽必烈曾孙海山出兵海都王国，

海都、都哇联军兵败，海都受傷去世。其长子察八儿继承父位，1304 年察八儿、都哇统统归服了元

朝，所谓“海都之乱”平息。后来，都哇排除察八儿，“海都王国”也从此瓦解。 

3.帖木儿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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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帖木儿王国之傀儡汗 

1370 年 6-7 月，蒙古巴鲁喇思氏帖木儿拥立窝阔台后裔在中亚地区建立。汗位由窝阔台后裔承

袭，而汗国的实权由巴鲁喇思氏帖木儿掌管。1403 年之后没有再立汗，帖木儿独占王国的大权。帖

木儿去世后，其孙哈力勒继承祖父，拥立帖木儿嫡曾孙为汗，从此开辟了异姓贵族称汗的先例。帖

木儿第三子沙鲁克统治时期，在乌鲁兀别克统治的萨马尔罕，复活了成吉思汗后裔傀儡汗。但除撒

秃外，其它称汗者的名字不详。 

（2）帖木儿的活动 

一是保护伊斯兰教；二是在首都萨马尔罕大兴建筑；三是削弱“察合台人”异密的势力；四是

对外远征——远征钦察草原、西亚和印度等。 

（3）帖木儿去世后王国的情况 

继承王位方面发生斗争，沙鲁克继承王位。他去世后又出现混乱，王国一分为二。从钦察草原、

乌孜别克南下，成为两个帖木儿王国。帖木儿家族的王子巴布尔从中亚迁到印度，在莫卧儿王国继

续其势力。 

（四）“钦察汗国”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及其后裔所管理的兀鲁思。 

1.术赤兀鲁思内部构成情况的各种说法 

（1）东部的白帐汗国：术赤长子斡耳答的兀鲁思 

中部的青帐汗国：术赤五子昔班的兀鲁思 

 西部的金帐汗国：术赤次子拔都的兀鲁思 

（2）东部的白帐汗国：术赤长子斡耳答的兀鲁思 

西部的青帐汗国：术赤次子拔都的兀鲁思 

（3）东部的青帐汗国：术赤长子斡耳答的兀鲁思 

 西部的金帐汗国：术赤次子拔都的兀鲁思 

（4）赤坂个人的主张： 

左翼：术赤长子斡耳答的兀鲁思 

中央：术赤次子拔都的兀鲁思 

   右翼：术赤六子唐兀特的兀鲁思 

所谓“青帐”、“金帐”这种用语不是同一时期的语言。“白帐”当时只指“斡耳朵”，没有

国家的含义。因此，不应用此类词汇来分类。 

2.有关“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概念 

二者作为同一个概念来用，为蒙古人在俄罗斯建立的“国家。钦察汗国因控制钦察草原而得名。

但是俄罗斯不是术赤兀鲁思的主要领域。 

（1）“金帐汗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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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纪 40 年代，拔都西征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来城建立该汗国。但赤坂博士反对此说，他

认为：拔都是术赤的继任者，不是术赤汗国的第一代君主。“金帐汗国史”只指术赤兀鲁思当中毗

邻俄罗斯的那部分的历史，并非指全部“术赤兀鲁思史”。 

（2）参加西征的术赤家族的贵族们 

1）参加拔都西征的有：唐兀特、拔都、斡耳答； 

2）参加旭烈兀西征的有：土塔儿、巴喇哈、忽里。 

（3）术赤兀鲁思的解体和“金帐汗国的灭亡” 

术赤兀鲁思解体：多数人认为是在西部成立“塔塔尔三个汗国”，即阿斯特拉罕汗国、喀山汗

国和克里木汗国。东部建立了所谓“游牧乌孜别克国家”。 

“金帐汗国”于 1502 年灭亡。但赤坂博士指出此说的疑点，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4.关于乌孜别克 

“乌孜别克”一词来自术赤家族的国王“月即别汗”，为 14 世纪中叶到 16 世纪初，伊斯兰化

之后的术赤兀鲁思的总称。包括昔班尼、哈萨克和忙古特（钦察草原西部之术赤兀鲁思部分）。后

来，后二者不再冠以“乌孜别克”名称。俄国革命之后，从三个集团中创立出“乌孜别克人”，这

一部分包含：一是原来的乌孜别克人；二是半游牧半定居突厥人；三是定居人，即“萨儿特人”。 

成吉思汗长子、次子、三子的兀鲁思方面，赤坂博士介绍了相关文献和成果，并绘制了三个家

族的世系图。 

 

Summary of the Series lectures about the Four Khanates in Mongol World 
Empire Time and the Persian Historicals 

 
Guruma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Inner Mongolia，Hohhot， 010021） 
 

 
Abstract: In the Sep. 2011, Mr. Dr. Akasaka Tsuneaki has had series academic lectures about Mongol World 

Empire i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The academic lectures introduced the Chagatai Turkic historical "the book of 

Genghis“, which was written in 16th century, and the Persian historical “Genealogy ", which was written in Il 

Khanate time and was the Persian historical about the five ethnic groups at that time. He also explained the 

situation about the descendants of Genghis Khan who had moved westward at that time. The Graduate students’ 

courses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the four khanates of the Mongol empir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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