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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嬗变与民族融合 

——从耶律倍到耶律希亮的个案家族考察* 

 

王善军 

 

[摘要]辽宋夏金元时期，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甚为明显。蒙古国名相耶律楚材的家

族，从辽初耶律倍传承至元代的耶律希亮等人，明显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兼容性，成为具

有代表性的个案。在北方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的过程中，耶律氏家族整体有南迁的趋势，

并逐渐在中原地区定居生活。随着家族的迁徙，其婚姻关系呈现出族际广泛通婚的趋势。

如果单从血缘关系来看，元朝时期的耶律氏家族成员，其契丹族血统已在不断稀释中淡

化，多民族融合的成分已占主流地位。在社会交往方面，也较多地表现出与他民族成员

间的交际。其宗教信仰，则明显具有杂糅多种信仰的特点，并且具有渐趋以儒教为主的

倾向，家族的政治观念也因此向以忠孝为核心的价值观发展。历数百年之嬗变，耶律氏

家族的社会生活已在不断的民族交往中发生着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兼容性特征；其族群

认同意识的发展，也反映出元代契丹族的族群意识已逐渐淡化。 

[关键词]耶律倍；耶律楚材；耶律氏家族；民族融合 

 

 

辽宋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相互交往、相互融合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在

北方地区，民族融合尤为明显。许多在历史舞台上的活跃民族，如契丹、渤海、奚、党项、

女真、汉人（特别是辽、西夏、金统治区内的汉人）等，经过此时期的民族交往和融合，族

群认同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些新的民族群体，而原有族称甚至也逐渐消失在历史

的长河中。蒙古国名相耶律楚材的家族，从辽初耶律倍传承至元代的耶律希亮等人，作为演

变较为清晰的个案家族，特别是该家族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兼容性，成为具有代

表性的个案，值得深入剖析。因此，尽管学术界对这一家族的重要人物以及家族的某些侧面

多有研究
1
，但从其家族嬗变过程来探讨族际互动的基本状况，以说明此时期北方民族融合

的路径和过程，仍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侧重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该问题作一较为具体的剖

析，不妥之处，恳望方家教正。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认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1BZS022。 
1
 学术界对耶律楚材家族有所涉及的研究成果，数量颇多。关于耶律氏家族人物的成果主要有：舒焚《东

丹王耶律倍》（《湖北大学学报》1985 年第 2 期）、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附余录）》（《王国维集》第 4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穹庐集》，河北

教育出版社，2000 年）、罗贤佑《儒释思想影响与耶律楚材的心路历程》（《民族研究》1999 年第 3期）、刘

晓《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耶律希逸生平杂考》（《暨大史学》第 2辑，暨南大学

出版社，2003 年）等。关于耶律氏家族世系的成果主要有：赵振绩《耶律楚材族系考》（台北市文献委员

会《台北文献》第 40 期，1978 年）、刘晓《耶律铸夫妇墓志札记》（《暨南史学》第 3 辑，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澳大利亚]Igor de Rachewiltz（罗依果），A NOTE ON YELü ZHU 耶律铸 AND HIS FAMILY（郝

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等。关于耶律氏家族具体侧

面的成果主要有：向南《辽代医巫闾地区与契丹耶律倍家族的崛起》（《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 1 期）、

缪钺《耶律楚材父子与元遗山》（《重庆益世报》文史副刊第 34 期，1943 年 6 月 3日）、陈垣《耶律楚材父

子信仰之异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 1集，中华书局，1980 年）、孟广耀《苏东坡与耶律楚材家族的关

系》（《民族研究》1982 年第 3期）、刘晓《赵衍父子与耶律家族——兼论元代的卢龙赵氏》（《欧亚学刊》

第 6辑，中华书局，2007 年）等。本文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宋德金先生、四川大学教授粟品孝先生、

中山大学博士生高晶晶先生等提供资料，高晶晶还提供了部分初稿，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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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律氏家族的传承与迁徙 
 

辽代的耶律氏皇族，枝繁叶茂，子孙昌盛，衍及金元，亦不乏人。本文仅探讨从辽代耶

律倍至金代耶律履再到元代耶律希亮等人的一系。由于史料记载较为丰富，这一支系的世系

传承较为清晰，家族迁徙情况也基本有迹可寻，以下略作述说。 

（一）族系传承 

耶律倍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小字图欲（突欲）。史载其“幼聪敏好学”，尝“经

略燕地”。他是最早接触中原文明的契丹上层人物之一。天显元年，耶律倍随父出征，攻灭

曾号称“海东盛国”
1
的渤海王国，改其国名为东丹。耶律倍称人皇王，依天子冠服，节制

东丹，年号甘露，“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耶律阿保机死后，作为嫡长

子的耶律倍与乃弟德光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发生龃龉，因其母述律太后偏向德光而最终败北。

德光称帝后，他遭到猜忌。德光不但“以东平为南京，徙倍居之”，而且还派了许多卫士“阴

伺动静”。耶律倍有感于“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
2
的状况，遂浮海投奔后唐。 

耶律倍有子 5 人，其中长子阮于辽太宗死后继位，是为辽世宗。阮子贤于穆宗死后继位，

是为辽景宗。此后的辽代皇帝，均出自此一支系。耶律楚材的先祖娄国，为倍之次子。他于

天禄五年遥授武定军节度使。后值耶律察割叛乱，世宗遇害，娄国随耶律璟平定叛乱，亲手

杀了察割。耶律璟即位后，娄国被任命为南京留守、政事令。后因“穆宗沉湎，不恤政事”，

娄国遂“有觊觎之心”。而在平定察割叛乱中立功的耶律敌猎等人，因不受重用而与其党谋

立娄国。谋反事件失败后，辽穆宗将娄国“缢于可汗州西谷，诏有司择绝后之地而葬”
3
。

尽管辽穆宗希望叛乱者“绝后”，但辽代早期对皇族谋乱者多不株连子孙。因而，娄国的子

孙得以世代繁衍。 

耶律娄国之后人，尽管在辽代史书中难见记载，但后世碑铭资料却有相关支系的清晰记

载： 

 

娄国生将军国隐，将军生太师合鲁，合鲁生太师胡笃，胡笃生定远大将军内剌，

内剌生银青荣禄大夫、兴平军节度使德元。
4
 

 

这一世系记载，与有关耶律楚材身世的记载完全吻合。宋子贞撰写耶律楚材神道碑云：

“公讳楚材，字晋卿，姓耶律氏，辽东丹王突欲之八世孙。”
5
耶律楚材也在诗中称：“自怜

西域十年客，谁识东丹八叶孙。”
6
娄国之后的国隐、合鲁、胡笃、内剌 4 代，虽然有耶律楚

材诗中所称“四世皆太师，名德超今昔”
7
的家族荣耀，但由于史载有阙，事迹难考，“太师”

一职或有封赠而得者。
8
不过，作为皇族显贵中的一支，他们在辽朝具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和

仕宦条件。 

自耶律德元时期起，随着辽王朝的灭亡，该家族成员由皇族而沦为金朝臣民，姓氏亦改

称“移剌”（金亡后又改回耶律，本文为叙述方便，一律称耶律）。耶律楚材称“我祖建四节，

功勋冠黄閤”
9
，说明德元改仕金朝后尚属荣达。德元之弟聿鲁生子履

10
，德元“鞠以为子，

                                                              
1
《新唐书》卷 219《北狄•渤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182 页。 

2
《辽史》卷 72《宗室·义宗倍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210 页。 

3
《辽史》卷 112《逆臣·耶律娄国传》，第 1501 页。 

4
《元好问全集》卷 27《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上册第 651 页。 

5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23 页。 

6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3《过雲中和张伯坚韵》，第 60 页。 

7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12《为子铸作诗三十韵》，第 270 页。 

8
《元好问全集》卷 27《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云：“曾祖讳内剌，赠定远大将军。” 

9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12《为子铸作诗三十韵》，第 270 页。 

10
 关于聿鲁与德元的关系，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 323 页）

记为“其弟”，《耶律铸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年，第 199 页）记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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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为之后”。后德元又有亲子震。耶律履仕金而显，成为家族此时期的关键人物。金朝统治

者对契丹族采取既拉拢又防范的政策。金朝初期，许多降金的契丹人参加了对宋战争，成为

女真人坚定的同盟者。金世宗有“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
1
之语。然而，随着正隆、大

定间的契丹大起义，“契丹部族大抵皆叛”
2
，女真与契丹的关系恶化，金世宗又有“契丹岂

肯与我一心也哉”
3
的感叹。而耶律履在金朝中期官拜尚书右丞，是为数不多的跻身金朝权

力中心的契丹人之一。 

耶律履有子 3 人，分别为辨才、善才、楚材。3 人均在金朝入仕为官。辨才“以门资试

护卫”，历仕冀州录事判官、顺天军节度副使、京兆府兵马使、中京兵马副都指挥使等职。

金元之交，改仕蒙古的耶律楚材“奉命理索”“昆季北归”后，辨才“留寓真定”而终。
4
善

才“弱冠以宰相子引见，补东上閤门祗候”，仕至中京副留守、同知归德府事，于耶律楚材

理索兄弟北归之时，“乞留死汴梁”，最后竟“自投于内东城濠中水而殁”
5
。兄弟之中，楚

材年龄与两位兄长相差较大（近 20 岁），入仕金朝数年后即因中都陷落而沦入蒙古占领区，

改仕蒙古国后其政治才能逐渐得到发挥。他虽然以学行有闻于成吉思汗，但真正使之在蒙古

军中立足的，还是因其通术数医卜之说。他曾说自己“待罪清台”，“徒旷蓍龟之任”，并在

诗中写到：“生遇干戈我不辰，十年甘分作俘臣。”
6
这说明他对此时的政治境遇并不满意。

窝阔台即汗位后，大军南下中原，楚材为中书令，主持汉地事务。此时期他得以施展政治抱

负——定制度、兴儒术、籍户口、统课税，“膏泽浃于天下”
7
，为经济的恢复和民族的融合

做出了突出贡献。晚年的耶律楚材在与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的政治斗争中颇为失意，“愤悒

以死”
8
。 

耶律楚材之后辈成员，借其余荫，仕宦者众多。在元代政治舞台上，该家族仍为颇有影

响的世家大族。辨才“子男一人，曰镛；男孙二人，曰志公奴、谢家奴”
9
，仕宦情况不详。

善才之子钧，曾“仕为尚书省译史”
10
，后“制授东平工匠长官”

11
。钧有子 3 人，即宁寿、

昌寿、德寿。宁寿即有尚，字伯强，仕至昭文馆大学士兼国子祭酒。
12
其“子男五人，长奉

训大夫、邓州知州兼管诸军奥鲁劝农事楷，次太常礼仪院奉礼郎朴，次朝散大夫、佥江南湖

北道肃政廉访司事权，……次陕西行中书省宣使栝，次将仕佐郎、广源库知事检”
13
。楚材

之子为铉与铸。铉“监开平仓”
14
。铸在楚材死后“嗣领中书省事”

15
，应为“亦用蒙古重少

子之俗”
16
，仕至中书左丞相、平章军国重事。铸之子共有 12 人，即希徵、希勃、道道、希

亮、希宽、希素、希周、希光、希逸、希援、希崇、希晟
17
。他们“布列台阁寺监，皆有能

                                                                                                                                                                                   
元弟聿鲁”，然元好问《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及《金史》卷 95《移剌履传》均记为“族弟”。按，德元

为内剌之子，史无异载。元好问虽云聿鲁为德元族弟，然所撰辨才、思忠（善才）墓志铭，又均以聿鲁为

内剌之子。既然德元、聿鲁均为内剌之子，则二人为兄弟关系无疑。 
1
《金史》卷 88《唐括安礼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965 页。 

2
《金史》卷 91《蒲察世傑传》，第 2021 页。 

3
《金史》卷 88《唐括安礼传》，第 1965 页。 

4
《元好问全集》卷 27《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 648 页。 

5
《元好问全集》卷 26《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 630 页。 

6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8《进征西庚午元历表》，第 185 页；卷 3《和移剌子春见寄五首》其二，

第 47 页。 
7
《河南通志》卷 48《祠祀•卫辉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537 册，第 23 页。 

8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 5《中书耶律文正王》，中华书局，1996 年，第 84 页。 

9
《元好问全集》卷 27《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 648 页。 

10
《元好问全集》卷 26《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 630 页。 

11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 7《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中华书局，1997 年，第 102 页。 

12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 7《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 104 页。 

13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 7《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 105 页。 

14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 333 页。 

15
《元史》卷 146《耶律楚材传附铸传》，中华书局，1976 年，第 3464 页。 

16
 王国维：《耶律文正年谱》，《王国维集》第 4册，第 353 页。 

17
《元史》卷 146《耶律楚材传附铸传》，第 3464 页；《耶律铸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 199 页。 



  4

官声”。
1
其中希亮官至知制诰监修国史。希亮“子男四人”，长子普化曾“为承直郎、生料

库使”
2
。 

耶律氏家族历辽金元三代，不断产生精英人物，虽经两次改朝换代，而家族得以延续发

展，未见明显衰败。这在此时期北方地区的世家大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家族迁徙 

耶律铸在《双溪醉隐集》诗注中曾云：“予家本辽上，后家医无（巫）闾。”
3
所谓“辽

上”，应指“辽水之上”，即契丹族的发祥地潢河流域。
4
所谓“医无闾”，则是指医巫闾山地

区。据考证，医巫闾地区曾经为耶律倍家族的领地
5
。史载耶律倍曾“市书至万卷，藏于医

巫闾绝顶之望海堂”
6
。耶律倍死于中原，太宗派其子阮（即世宗）将其改葬于医巫闾山，“以

人皇王爱医巫闾山水奇秀，因葬焉”
7
。此后耶律倍之长子世宗、四子隆先、世宗之子景宗

及耶律倍支系多人皆葬于医巫闾。《辽史》卷 37《地理志·头下军州》载：“闾州，罗古王

牧地，近医巫闾山。”罗古即娄国。至金元时期，至少可知耶律履及其子辨才、善才，皆“葬

于义州宏政县东南乡先茔之侧”
8
。耶律楚材的诗作也多次提到医巫闾——“闾山旧隐天涯

远，梦里思归梦亦难”
9
；“他年归去无相弃，同到闾山旧隐居”

10
；“湛然有幽居，祗在闾山

阴”
11
，等等。诗句中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强烈的家园归属感。 

金宣宗南迁，辨才、善才皆扈驾。楚材母杨太夫人和妻梁夫人随后亦南行，初居东平，

后寓嵩山。耶律楚材在思亲诗中云：“故园屈指八千里，老母行年六十余。何日挂冠辞富贵，

少林佳处卜新居。”
12
这是指寓居嵩山的情况。东平之所以成为楚材母、妻南迁的中继站，大

概是因为该处早已成为耶律氏家族的重要迁徙地。据《元史》卷 174《耶律有尚传》记载，

有尚“祖父在金世尝官于东平，因家焉”，可知善才时已家于东平。耶律楚材诗中曾说：“吾

兄继世禄，袭封食东平。”
13
“老母琴书老自娱，吾山侧近结蘧庐。”

14
吾山即鱼山，在东平之

北。耶律善才之子耶律钧先是“留居河朔”，后“东平严侯重其世望，请徙家焉”。耶律钧除

短暂随耶律有尚就养于京师，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东平。去世后，有尚“护柩还东平”，可

见耶律钧死后葬于东平。而耶律有尚归老后亦居东平，“自号汶南野老”，死后“葬须城县登

贤乡执政里之原”
15
。 

耶律氏家族的再一个重要聚居地是燕京。耶律履、楚材、铸、有尚、希亮等多人在京为

官，虽有楚材随成吉思汗的西征和铸随宪宗的征蜀等情况，但大部分时间仍生活在燕京。耶

律楚材死后，“葬于玉泉东壅（应为瓮）山之阳”
16
。耶律铸死后亦“葬于瓮山之阳，中书令

                                                              
1
《河南通志》卷 48《祠祀•卫辉府》第 537 册，第 24 页。 

2
 危素：《危太朴集》续集卷 2《耶律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

第 7册，第 508 页。 
3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 4《寓历亭》诗注，《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5 年，第 3 册，第 1918 页。 

4
 据宋人范镇《东斋记事》卷 5记载：“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

为夫妇。”（中华书局，1980 年，第 43 页） 
5
 向南：《辽代医巫闾地区与契丹耶律倍家族的崛起》，《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 1 期。 

6
《辽史》卷 72《宗室·义宗倍传》，第 1211 页。 

7
《辽史》卷 38《地理志二》，第 463 页。 

8
《元好问全集》卷 27《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 654 页。 

9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1《和薛伯通韵》，第 6页。 

10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3《和移剌子春见寄五首》其五，第 48 页。 

11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10《鼓琴》，第 220 页。 

12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6《思亲二首》其二，第 132～133 页。 

13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10《送姪了真行》，第 232 页。 

14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6《思亲二首》，第 132 页。 

15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 7《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 105、106 页；毕沅辑：《山左金石志》卷 22《耶

律文正公茔碑》，《石刻史料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年，第 1辑，第 19 册，第 14752 页。 
16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 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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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楚材——引者）之兆次”
1
。1998 年，北京市颐和园发现耶律铸夫妇合葬墓。该墓西北

紧邻颐和园内的耶律楚材祠，可知此处即为时称“瓮山之阳”的耶律氏家族墓地。
2
耶律铸

之子希亮，“薨于京师私第”，亦“葬昌平县玉泉之东瓮山之阳”
3
。下面将耶律氏家族墓葬

情况制为下表，以作总结。 

 

表 1.耶律氏家族墓葬情况表 

世代 姓名 安葬时间 安葬地点 

一 耶律倍 大同元年（947） 医巫闾山 

八 耶律履 明昌元年（1190） 义州宏政县东南乡 

耶律辨才 癸卯年（1243） 义州宏政县东南乡 

耶律善才  义州宏政县东南乡 

九 

耶律楚材 中统二年（1261） 玉泉东瓮山之阳 

耶律铸 至元二十二年（1285） 玉泉瓮山之阳 十 

耶律钧 大德八年（1304） 东平 

耶律有尚 至治元年（1321） 东平须城县登贤乡执政里 十一 

耶律希亮 泰定四年（1327） 昌平县玉泉之东瓮山之阳 

 

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而中原人民也大批被掠北上，民族迁徙频繁，人

口流动性大，各民族相互交往，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李锡厚先生指出，迁徙南下是辽宋

金时期北方民族和中原汉族融合的最为重要的途径
4
。耶律氏家族作为辽代皇族，远离了传

统的领地，整体有南迁的趋势，在中原地区定居生活，并逐渐安葬于此。 

 

二、耶律氏家族的婚姻与族际血缘关系的演变 
 

    婚姻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对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变有着重要影响。不同民族间

通婚，可以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缩小民族间的社会距离，是民族融合最直接的途径。 

有辽一代，“王族惟与后族通婚”
5
。皇族和后族较为固定的婚姻关系，构成了契丹贵族

联合专政的基石，也是家族利益得以长期维护的基础。耶律倍先后有两位萧氏正妻，后谥为

端顺和柔贞；又有二妃大氏、高氏，大氏出自渤海王族，高氏似应出自渤海右姓。浮海南渡

后，后唐明宗又“以庄宗后宫夏氏赐之”
6
。以汉人夏氏为妻，这在契丹皇族的婚姻史上属

于为数不多的特例。 

随着辽朝的灭亡，其家族的皇族身份迅即消失，耶律氏与萧氏较为固定通婚的格局被打

破。在辽以后的家族成员中，除耶律履始娶“辽贵族”萧氏外，尚未见其他成员娶萧氏的记

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家族的迁徙，耶律氏家族的婚姻呈现出广泛与汉族通婚的

趋势。耶律履“再娶郭氏，岞山世胄之孙；三娶杨氏，名士昙之女”
7
。辨才娶靖氏，善才

娶郭氏，楚材娶梁氏、苏氏，钧娶谢氏、李氏，所娶成员多出自于汉族之世家大族。她们多

具有较高的文化涵养，其中以楚材母杨氏和楚材妻苏氏为代表。楚材 3 岁而孤，母夫人杨氏

“诲育备至”
8
，楚材《思亲》诗中有“老母琴书老自娱，吾山侧近结蘧庐。鬓边尚结辟兵

                                                              
1
《耶律铸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 199 页。 

2
 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出土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9 年 1 月 31 日。 

3
 危素：《危太朴集》续集卷 2《耶律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 7册，第 505 页。 

4
 李锡厚：《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中州学刊》2005 年第 5期。 

5
《契丹国志》卷 23《族姓原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221 页。 

6
《契丹国志》卷 14《东丹王传》，第 151 页。 

7
《元好问全集》卷 27《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 654 页。 

8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 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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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筪内犹存教子书”之语。又言太夫人昔有诗云：“挑灯教子哦新句，冷淡生涯乐有余”
1
。

杨氏也凭借其较高的才学，曾在泰和末“教授禁中”
2
。苏氏为耶律铸生母，宋代著名文学

家苏轼四世孙威州刺史公弼之女。元好问为耶律铸所作祭文曾云：“维先夫人，系繇鼎族，

天作之配，嫔于我家，妇德有光，母仪克备。”
3
关于耶律氏家族与苏轼家族的关系，孟广耀

先生曾撰专文论证，可资参看。
4
 

金末元初，耶律楚材北上投靠成吉思汗，得其礼遇，得以在蒙古贵族圈立足，而耶律铸

则早年生长于蒙古王庭。故而耶律楚材、耶律铸一系与蒙古族联姻具有便利条件。同时，与

蒙古贵族联姻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耶律铸有 7 位夫人：粘合氏、也里可温真氏、赤帖吉

真氏、雪尼真氏、奇渥温真氏(2 人)、瓮吉剌真氏。粘合氏出身于“金源之巨族”
5
，为中书

左丞相粘合重山之女。楚材与粘合重山是关系密切的同僚，政事上“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

与夫分郡邑，定课赋，通漕运，足国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
6
，交谊上多有诗歌唱

颂。也里可温真氏应是色目人，因为也里可温一词是指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或其他教派的教徒

和教士。后 5 人则均为蒙古人。另据《元史》记载，耶律希亮被叛军哈剌不花所捉，“哈剌

不花与铸有婚姻之好”，因释希亮缚
7
。希亮娶扎喇真氏，郡王带孙之女。希逸娶贾氏，显贵

贾希剌后人。希图娶畏兀人安藏女。
8
希援“娶瓮吉剌氏”，为蒙古族。希崇“娶安氏”，似

应亦为畏兀人。
9
耶律钧妻谢氏、继室李氏，均应为汉族。耶律有尚妻杨氏为汉族，继室伯

德氏，从姓氏看应为奚族。
10
耶律楷妻为汉族名臣、翰林学士王恽之女孙。

11
耶律楚材还有一

个四代孙名养正，妻韩氏，“四川行省左丞涣之女也”
12
。为有助观察，今将耶律氏家族娶妻

情况，制为下表： 

 

表 2.耶律氏家族娶妻情况表 

世代 姓名 所娶妻（妾） 所娶妻（妾）出身 族属 

萧氏 后族 契丹 

萧氏 后族 契丹 

大氏 渤海王族 渤海 

高氏  似为渤海 

一 耶律倍 

夏氏 原为后唐庄宗宫人 汉 

萧氏 辽贵族 契丹 

郭氏 岞山世胄之孙 汉 

八 耶律履 

杨氏 名士昙之女 汉 

耶律辨才 靖氏  汉 

耶律善才 郭氏  汉 

梁氏  汉 

苏氏 苏轼四世孙威州刺史公弼之女 汉 

九 

耶律楚材 

阿钵国夫人   

                                                              
1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6《思亲用旧韵二首》其二，第 133 页。 

2
《元好问全集》卷 27《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 656 页。 

3
《元好问全集》卷 40《中书令耶律公祭先妣国夫人文》，下册第 103 页。 

4
 孟广耀：《苏东坡与耶律楚材家族的关系》，《民族研究》1982 年第 3期。 

5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 24《丞相耶律铸妻粘合氏封懿宁王夫人制》，第 394 页。 

6
《元史》卷 146《粘合重山传》，第 3466 页。 

7
《元史》卷 180《耶律希亮传》，第 4160 页。 

8
 程锯夫：《雪楼集》卷 9《秦国文静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202 册，第 105 页。 

9
《耶律铸夫人奇渥温氏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 200 页。 

10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 7《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 105 页。 

11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附录《王公神道碑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 24 册，第 15 页。 

12
 宋濂：《文宪集》卷 11《韩节妇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223 册，第 584 页。参见刘晓《耶律铸夫

妇墓志札记》，《暨南史学》第 3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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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氏 金进士庆阳总管遹祖之女 汉 耶律钧 

李氏  汉 

粘合氏 金源之巨族、中书左丞相粘合重山之女 女真 

也里可温真氏  色目 

赤帖吉真氏  蒙古 

雪尼真氏  蒙古 

奇 渥 温 真 氏 (2

人) 

蒙古郡主、斡真大王女孙、捏木儿图大王女 蒙古 

十 

耶律铸 

瓮吉剌真氏  蒙古 

杨氏 五十四处宣差坤珍之女 汉 耶律有尚 

伯德氏 济、兖、单三州都达鲁花赤山哥之女 似为奚 

札剌真氏 郡王爪秃之长女 蒙古 耶律希亮 

何氏 金徐州领军都统立之女孙 汉 

耶律希逸 贾氏 显贵贾希剌后人 蒙古化汉人 

耶律希图 安氏 翰林学士承旨安藏之女 畏兀 

耶律希援 瓮吉剌氏  蒙古 

十一 

耶律希崇 安氏  似为畏兀 

十二 耶律楷 王氏 翰林学士王恽之女孙 汉 

十三 耶律养正 韩氏 四川行省左丞涣之女 汉 

 

耶律氏家族的嫁女情况，也同样表现了多民族相互通婚的特点。史称耶律履“女三人，

嫁士族”
1
，耶律思忠（即善才）“女二人，嫁士族”

2
，耶律楚材“女孙五人，适贵族”

3
。

虽均未称所嫁婿之民族成分，但明确透露出耶律氏家族嫁女的对象较重视其社会阶层地位，

而并不在意其民族成分。耶律铸女昼锦嫁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左丞汪惟正，亦为名门之后，系

出旺古族。
4
耶律有尚“女一人，适奉训大夫、川州知州李孝恭”

5
，应为汉人。耶律希亮“女

四人：长适粘合囗师奴，次适佥河东山西肃政廉访司事乞奴，次适利用监卿梁完者笃，幼适

东昌路同知总管府事僧家奴”
6
。粘合囗师奴为女真人，其他 3 人民族成分不详。另外，汉

人张天祐之妻耶律氏，为耶律希亮之从祖妹，应即耶律钧之女。
7
汉人宋义，所娶妻耶律氏，

“元丞相楚材裔孙也”
8
，世代则不详。今亦将耶律氏家族嫁女情况制为一表，以助观察。 

 

表 3.耶律氏家族嫁女情况表 

世代 出嫁女房系 所嫁婿姓名 所嫁婿出身或身份 族属 

九 耶律履女三人  嫁士族  

十 耶律善才女二人  嫁士族  

耶律楚材女孙四人  适贵族  

耶律铸女昼锦 汪惟正 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左丞 旺古 

十一 

耶律钧之女 张天祐 资善大夫、同知行宣政院事 汉 

                                                              
1
《元好问全集》卷 27《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 654 页。 

2
《元好问全集》卷 26《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 630 页。 

3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 333 页。 

4
《元史》卷 155《汪惟正传》，第 3655 页。也有学者认为“巩昌汪氏不是汪古族的分支，而是汉化的吐蕃

酋豪，从元代的习惯可以说是汉人”（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83 页）。 
5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 7《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 105 页。 

6
 危素：《危太朴集》续集卷 2《耶律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 7册，第 508 页。 

7
 姚燧：《牧庵集》卷 20《资善大夫同知行宣政院事张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 5册，第 3 页。据

刘晓考证，张天祐之妻耶律氏应出自辨才或善才，但出自善才的可能性更大。（《耶律楚材评传》，第 30 页）

善才惟一子钧，故可能为钧之女。 
8
 岳正：《类博稿》卷 9《关西宋处士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246 册，第 4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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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有尚女 李孝恭 奉训大夫、川州知州 汉 

粘合囗师奴  女真 

乞奴 佥河东山西肃政廉访司事  

梁完者笃 利用监卿  

 

十二 耶律希亮女四人 

僧家奴 东昌路同知总管府事  

不详 耶律楚材裔孙 宋义 处士 汉 

 

从辽朝到金朝，民族间通婚范围不断扩大，通婚率也日益提高。而至元朝统一以后，民

族间社会交往进一步加剧，族际婚盛行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在耶律氏家族

的婚姻关系中，也得到了充分印证。如果单从血缘关系来看，元朝时期的耶律氏家族成员，

其契丹族血统已在不断稀释中淡化，体质特征应已不甚明显，多民族融合的成分已占主流地

位。 

 

三、耶律氏家族生活习俗的演变 
 

在辽金元时期的多民族交往过程中，不同民族间的生活习俗影响甚为明显。耶律氏家

族在生活习俗方面的表现，突出的特点是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 

首先看物质生活方面。契丹族作为游牧民族，在建立辽政权之前，物质生活习俗有其

鲜明的特点。在辽王朝的发展过程中，契丹人特别是贵族阶层接受外族物质文明越来越多。

饮食、衣饰品种日益丰富，工艺则日趋多样化，饮食器具更是显现出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特点。

这些在辽墓壁画及出土文物中均有充分的反映。耶律氏家族能够长期在东丹国及中原地区生

活，应该在衣食方面较多受到农耕民族的影响。耶律楚材在中都曾“执菜根蘸油盐，饭脱粟”
1
，这是极为俭朴的农耕民族的饮食内容。耶律伯明被人描述为“翩然来自旧京华，历数山

河不谓遐。往事已空惟重黍，元（玄）谈未了更浇茶”
2
。耶律铸曾赋其“别业”云：“双溪

别墅，实曰方湖。……我灌我园，我溉我蔬。蔬食为肉，安步为舆。”
3
食黍饮茶，以“蔬食

为肉”，明显地说明耶律氏家族饮食习惯的转变。 

耶律氏家族在居住和交通方面，则更为明显地表现出由游牧向城居的过渡。娄国牧地

在闾州，已非草原腹地，当时该地区普遍有建城居住的倾向。金元时期，其后人则完全接受

定居。耶律楚材自注其诗“三十年前旅永安，凤箫楼上倚阑干”云“先叔故居之楼名”
4
。

耶律有尚“既归老，屏居别墅，……表所居曰寓斋”
5
。当然，耶律氏家族成员的骑射习俗

也没有完全消失。耶律辨才曾与“皆天下之选”的 700 余人比试射艺，结果“中第三”
6
。

耶律铸也是“尤工骑射”
7
。因此，当他们在北方草原地区生活时，仍能适应游牧民族习俗。

耶律楚材曾称“癸巳扈从冬狩，独予诵书于穹庐中”
8
。耶律希亮“藏祖考画像，四时穹庐

中陈列致奠”。他“有二马，白黑异色，黑者尤骁健”
9
。不过，家族总的迁徙趋势是由北向

南，特别是迁居长城以南之后，已与中原汉人的生活方式十分接近。 

                                                              
1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行秀《序一》，第 1页。 

2
 牟巘：《牟氏陵阳集》卷 5《和汴教耶律伯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88 册，第 40 页。伯明，似应为

耶律镛之字。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 70《为耶律伯明醵金疏》曾云：“伯明秀造，漆水东丹之后，

右丞文献之孙。”（第 18 册，第 3页）刘晓推测为耶律钧（《耶律楚材评传》，第 29 页）。但从其与牟巘交往

的情况看，年龄稍轻的耶律镛可能性更大。 
3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 1《方湖别业赋》，《辽海丛书》，第 3册，第 1887 页。 

4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10《寄妹夫人》，第 231 页。 

5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 7《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 105 页。 

6
《元好问全集》卷 27《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 648 页。 

7
《元史》卷 146《耶律楚材传附铸传》，第 3464 页。 

8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10《扈从东狩》，第 214 页。 

9
 危素：《危太朴集》续集卷 2《耶律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 7册，第 508、5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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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耶律氏家族在物质生活方面逐渐表现出家族互助的特点。耶律履为德元

养子，后德元又生亲子震。及德元死，耶律履“悉推家资予之。及震卒，妻子贫，无以为资，

复收养之”。“族人有负债而宦游不返者”，耶律履“代为输息十年，既又无以偿，遂代偿之”。

他还曾“奉使江左，得金直千万，皆散之亲旧，旬月而尽”
1
。耶律楚材“当国日久，得禄

分其亲族，未尝私以官”
2
，自己临终“唯名琴数张，金石遗文数百卷而已”

3
。耶律履父子

的这些做法，与长期为人称道的中原汉族贤士大夫无异。 

其次看精神生活方面。这方面包括的内容甚广，宗教信仰的问题将在下节进行专门探讨，

故此处不予涉及。 

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而民族的融合往往表现为对其他民族语言和文字的

掌握和运用，同时民族的消亡也往往伴随着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消失。辽朝的开国皇帝耶律

阿保机，“善汉语”
4
，而耶律倍“工辽、汉文章”

5
，对汉语和汉字已有很深的了解。耶律履、

耶律楚材、耶律铸、耶律希亮、耶律希逸等人，“四世皆有文集”
6
。清人周春说：“耶律氏、

萧氏及渤海大氏，其后嗣繁衍入金元登显仕者，指不胜屈。就其政事、文学著称，莫如东丹

房。”
7
耶律氏家族的汉语言文学创作，成就非凡，突出“反映了异质文化交融带给中国古代

文学的生机”
8
。耶律楚材等人常年跟随蒙古军队征战，通蒙古语。耶律铸“能通诸国语，

精敏绝伦”
9
。 

有趣的是，契丹文字的消失在耶律氏家族史上有着明确的线索。辽朝虽然灭亡，但契丹

文字在金朝前期尚得以与女真、汉字并行。承袭人曾学女真、契丹、汉字其一者，即许承袭。

金朝中叶，女真与契丹的民族矛盾激化，金章宗废止契丹字，契丹文字逐渐消亡。耶律履“素

善契丹大小字，译经润文，旨辞达而理得”。世宗曾“诏以小字译《唐史》，成，则别以女直

字传之”，他不但“在选中”，而且“独主其事”
10
。可见，他应精通契丹文、女真文和汉文。

耶律楚材在《醉义歌序》中云： 

 

辽朝寺公大师者，……有《醉义歌》，……昔先人文献公尝译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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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由此可知，在中原地区，契丹文字已无人传习，耶律楚材不得不习之于西域。王国维说

他“殆可谓通契丹文字最后之一人也”
12
，当可成立。 

姓名是家族和个人最为明显的文化符号。耶律倍浮海奔唐后，先是被赐姓东丹，名之慕

华，而后被改赐姓李，名之赞华。同时，他“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

以拟白居易字乐天也”
13
。这明显是倾慕汉名的意思。自耶律履以后，耶律氏家族命名的汉

化倾向更为明显。如耶律楚材，字晋卿，取《左传》“楚虽有材，晋实用之”之语。楚材下

一辈——钧、镛、铉、铸等，取名均从“金”字；耶律铸之子希徵、希勃、希亮、希宽、希

                                                              
1
《元好问全集》卷 27《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 655 页。 

2
《元史》卷 146《耶律楚材传》，第 3463 页。 

3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 334 页。 

4
《旧五代史》卷 137《外国列传第一》，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831 页。 

5
《辽史》卷 72《宗室·义宗倍传》，第 1211 页。 

6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上，《知不足斋丛书》，中华书局，1999 年，第 8册，第 426 页。 

7
 周春：《增订辽诗话》卷下《耶律履》，《全辽诗话》，长沙：岳麓书社，1992 年，第 174 页。 

8
 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民族文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9
《耶律铸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 199 页。 

10
《元好问全集》卷 27《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 651 页。 

11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8《醉义歌》，第 171 页。 

12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王国维集》第 4册，第 356 页。 

13
 厉鹗：《辽史拾遗》卷 19 引《尧山堂外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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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希周、希光、希逸、希援、希崇、希晟，从“希”字；耶律有尚之子楷、朴、权、栝、

检，从“木”字。这一命名方法，乃是典型的汉族字辈命名法。《嘉靖开州志》曾提到“元

刘德裕，本辽东丹阳王耶律之胄，尝历州郡，多异政。至元中为州尹，廉平公正，化行俗美，

百姓为之立碑”
1
。刘德裕之姓名，甚至已与汉人无别。当然，家族成员的命名还同时存在

“双轨”现象，其小字多有继承本民族传统命名法者，如志公奴、谢家奴等。值得一提的是，

耶律楚材、耶律希亮还被赐以蒙古名——吾图撒合里、秃忽思，这也是多民族融合的有力见

证。 

耶律氏家族在人生礼仪、节日习俗、人伦关系等方面，也逐渐吸收契丹族以外民族尤其

是汉族的做法。耶律钧与其兄弟曾作《传家誓训》，其主要意图是：“自东丹王以来，生长中

国，素习华风。父子夫妇纲常严正，累世弗变。不当效近世习俗，渎乱彝伦。”
2
耶律铸之女

昼锦嫁入旺古族汪氏之后，“淑德宜家，义方教子，阃政为乡党仪范”
3
。耶律希亮“性至孝，

困厄遐方，家赀散亡已尽，仅藏祖考画像，四时就穹庐陈列致奠，尽诚尽敬。朔漠之人，咸

相聚来观，叹曰：‘此中土之礼也。’”
4
耶律钧去世后，其子有尚“护柩还东平，丧葬合礼，

闾里范之”
5
。有尚所遵行的丧葬礼仪，不但已完全是汉式的，而且即使在中原地区，也被

人们奉为模范。耶律铸也曾说：“祖宗以来，皆以礼薄葬。”
6
可见，耶律氏家族在丧葬方面

注重的是儒家一再强调的礼。耶律铸之妻奇渥温氏，亦能“治家处身之道，一用汉人之法”。
7
耶律希亮侍从定宗幼子大名王火忽时，火忽“遗以耳环，其二珠大如榛，实价直千金，欲

穿其耳使带之”，希亮辞以“不敢因是以伤父母之遗体也”
8
。这显然是因接受了儒家“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9
观念的影响而改变生活习俗使之然也。 

 

四、耶律氏家族的宗教信仰与政治观念的演变 

 

宗教信仰不但对家族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而且从世界观、人生观等深层次上

影响着民族群体的认同和人们的政治观念。耶律氏家族的宗教信仰，明显具有杂糅多种信仰

的特点，并且具有渐趋以儒教为主的倾向，家族的政治观念也因此向以忠孝为核心的价值观

发展。 

（一）儒教 

陈垣先生曾指出：“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
10
耶律氏家族是最早

接触儒学的契丹家族之一。辽太祖曾就祭祀“有大功德者”问题征求侍臣意见，结果“皆以

佛对”。惟耶律倍言：“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自此“建孔子庙”。
11
同时，尊孔崇儒

亦成为家族信仰上的一大特色。耶律履“通六经、百家之书，尤邃于《易》、《太玄》”。金章

宗称其为“醕儒”，元好问称其为“通儒”
12
。即便是笃信佛教的耶律楚材，也被认为“迹释

                                                              
1
 孙巨鲸修、王崇庆篡：《嘉靖开州志》卷 5《官师志》，《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4 年，

第 16 页。 
2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 7《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 104～105 页。 

3
《大元中书左丞谥贞肃汪公贞善夫人耶律氏之墓志》。见赵一兵《元代巩昌汪世显家族墓葬出土墓志校释

五则》，《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期。 
4
《元史》卷 180《耶律希亮传》，第 4162 页。 

5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 7《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 104 页。 

6
《耶律铸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 199 页。 

7
《耶律铸夫人奇渥温氏墓志》，《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 200 页。 

8
《元史》卷 180《耶律希亮传》，第 4160 页。 

9
《孝经·开宗明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2545 页。 

10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8页。 

11
《辽史》卷 72《宗室·义宗倍传》，第 1209 页。 

12
《元好问全集》卷 27《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 650～6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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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心儒，名释而实儒”
1
，他对“六经诸子之书，百家众流之学，莫不该贯”

2
。自小在漠北

生活的耶律铸，曾言“臣先世皆读儒书”
3
。至耶律有尚，“其学邃于性理，而尤以诚为本”

4
。其子耶律权则能“光嗣家学”

5
。由此可见，家族之“世事华学”

6
，诚非虚言。 

耶律氏家族尊崇儒教，对儒教的传播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王明荪先生《论辽代帝

后之汉学》一文曾论及辽代的情况。
7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蒙元时代，儒士相对受到轻视，

民间后来甚至产生了“九儒十丐”之谣。在这种情况下，耶律氏家族仍不遗余力地推动儒教

的传播和发展。早在癸巳年（1233 年），耶律楚材即“致书于诸道士大夫之居官守者，各使

营葺宣父之故宫”
8
。他还曾向窝阔台提议“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

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他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儒生，另一方面使儒者为国家

所用，并通过科举的形式传播儒学、选拔人才。然而，在对儒生选拔与任用的过程中，也同

样暴露出一些贪赃问题。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即为害群之马，二人双双以赃抵罪。

窝阔台因此责问耶律楚材说：“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楚材回

答：“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

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
9
正是他的这份执着与坚

定，有力地推动了儒教的传播与发展。 

（二）佛教 

辽代的佛教非常盛行，不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均崇佛成风，故有“辽以释废”
10
之说。耶律倍虽崇尚儒学，但其生活在辽朝境内的后人，对佛教崇奉自不待言。辽朝灭亡

亦未能改变家族对佛教的信奉。耶律履自号忌言居士
11
，与僧人多有交往，曾撰有《天竺三

藏吽哈啰悉利幢记》一文
12
，即说明耶律氏家族的崇佛传统是得以延续的。耶律楚材有一位

年长于他的侄女，名舜婉，“禅理颇究”，“不食荤于笄年，欲为尼于高嵩”
13
。他还有一位法

号为了真的侄女，“孀居二十年，礼佛读《传灯》”
14
。可见她们均是虔诚的佛教徒。 

耶律楚材本人自幼喜爱佛学，曾自言：“予幼而喜佛，盖天性也。壮而涉猎佛书，稍有

所得，颇自矜大。”
15
后笃信禅宗，初拜澄公和尚为师，澄公以“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

子”，而推荐著名禅师万松行秀：“有万松老人者，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辨才无碍，君可

见之。”
16
自此耶律楚材跟随万松参禅，号湛然居士。于是“大会其心，精究入神，尽弃宿学，

冒寒暑、无昼夜者三年，尽得其道”
17
。耶律楚材的直系后人，笃信佛教者亦不乏其人。现

存于北京市香山的碧雲寺，即“自元耶律楚材之裔名阿利吉者，舍宅开山，净业始构”。
18
 

                                                              
1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芳郭无名人《后序》，第 14 页。 

2
《河南通志》卷 48《祠祀•卫辉府》，第 537 册，第 23 页。 

3
《元史》卷 180《耶律希亮传》，第 4159 页。 

4
《元史》卷 174《耶律有尚传》，第 4064 页。 

5
 陶安：《陶学士文集》卷 12《伊洛渊源录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225 册，第 724 页。 

6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 7《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铭》，第 102 页。 

7
 王明荪：《论辽代帝后之汉学》，《辽金史论集》第 10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8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8《燕京大觉禅寺创建经藏记》，第 199 页。 

9
《元史》卷 146《耶律楚材传》，第 3462 页。 

10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 10《宣慰张公》，第 206 页。 

11
《元好问全集》卷 27《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 655 页。《中州集》卷 9《右相文献公耶律履》作

“忘言居士”。 
12
 张金吾：《金文最》卷 110，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587 页。 

13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13《祭侄女淑卿文》，第 295～296 页。  

14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10《送侄了真行》，第 232 页。  

15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12《琴道喻五十韵以勉忘忧进士并序》，第 256 页。 

16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8《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第 191 页。 

17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行秀《序一》，第 1页。 

18
《碧雲寺碑》，《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70 册，第

117 页。明人徐善《冷然志》曰：“香山寺址，辽中丞阿里吉所舍。”（《辽史拾遗》卷 14 引，第 280 页）阿

利吉即阿里吉，言其为辽人，显然时代有误。他应为元朝人，约为楚材曾孙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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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教 

辽王朝甫建，耶律阿保机即“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
1
。因此，辽代契丹贵族崇奉

道教亦甚为普遍。皇族成员耶律隆裕，“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
2
。辽金时期，耶律氏家

族信仰道教当有传统。至耶律楚材，虽仍尊尚道家，但却排斥当时的道教，认为“全真、大

道、混元、太乙、三张左道之术，老氏之邪也”
3
。在红极一时的道教教主丘处机去世不久，

他就列举了丘处机十大罪状
4
，公开向全真教发难，开蒙元佛道之争的先河。不过，其子耶

律铸则偏爱道教，诗文中多仙风道骨。陈垣先生在《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一文中，曾

指出耶律铸对道教的偏爱及其与耶律楚材在宗教旨趣方面的差异。在耶律铸看来，佛道之间

并没有冲突。他在《独醉园赋》中“自谓莲社上流，又为独醉痴仙”，又作诗云：“是佛尽居

安乐国，无仙不住没愁乡。听教共献天花供，更管清明分外香。”
5
在乙卯年（1255 年）和林

举行的佛道辩论中，他还曾周旋其中，试图调和。在其创作的诗文中，时而以道者自居，时

而以居士自命，出入于释道之间。 

（四）其他宗教 

北方游牧民族多信仰萨满教，相信天地、日月、雷电、山川等万物皆有神灵，萨满（巫

觋）与神相通。同时，在契丹民族发展过程中，又受各种外来宗教的影响，信仰日益庞杂。
6
在耶律氏家族的信仰中，也同样以各种形式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辽朝时曾有名耶律纯者，

撰有《星命总括》一书，流传至今，惜其出身无从稽考。史称耶律履“至于阴阳、方技之说，

历象、推步之术，无不洞究”
7
。耶律楚材“凡星历、医卜、杂算、内算、音律、儒释、异

国之书，无不通究”
8
。成吉思汗西征，“每征讨，必命楚材卜”

9
。他还著有《五皇秘语》、

《先知大数》等书。这些情况，都说明耶律氏家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原始宗教既能坚持信奉，

又能很好地加以改造和利用。 

（五）宗教信仰趋向 

耶律氏家族的宗教信仰虽然庞杂，但明显的趋向是向多教合一、以儒教为核心方面发展。

以耶律楚材为例，他虽苦心参禅，但其宗教思想实为三教合一。他认为“三圣人教，皆有益

于世者”。具体来讲，就是三教皆有助于民化：“以能仁，不杀、不欺、不盗、不淫，因果之

诫化其心，以老氏慈俭自然之道化其迹，以吾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教化其身，使三

圣人之道若权衡然行之于世，则民之归化，将若草之靡风，水之走下矣。”
10
相比而言，楚材

尤重儒、释二教。他认为“穷理尽性莫尚佛法，济世安民无如孔教”
11
。因而当万松行秀告

诉他“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时，他“亟称之”
12
。此后，更“常谓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

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
13
。然而观其一生，他时时以天下为己任，无论是言

论上还是行动上，体现最多的还是儒家思想。王国维曾对他评论说： 

 

                                                              
1
《辽史》卷 1《太祖纪上》，第 13 页。 

2
《契丹国志》卷 14《诸王·齐国王隆裕传》，第 153 页。 

3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8《西游录序》，第 187 页。 

4
 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下，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5～16 页。 

5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 6《答客问》，《辽海丛书》，第 3册，第 1942 页。 

6
 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认为，摩尼教在契丹人思想观

念中具有一定的影响。 
7
《元好问全集》卷 27《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上册第 651 页。 

8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 334 页。 

9
《元史》卷 146《耶律楚材传》，第 3456 页。 

10
 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下，第 13、19 页。 

11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 6《寄用之侍郎》，第 130 页。 

12
 郭元釪：《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 61《万松老人》引《绿水亭杂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445

册，第 786 页。 
13
 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下，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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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于禅学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佐蒙古安天下者，皆儒术也。公对儒者，则唱“以

儒治国，以佛治心”之说。而《寄万松老人书》则又自谓此语为行权。然予谓致万松一

书，亦未始非公之行权也。公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

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绝未见有此种气象。古所谓“墨名而儒行”者，公之谓欤！
1
 

 

可以说，耶律楚材思想的本质不是崇佛而是宗儒。对此，后人曾有过精彩的评论：“迹

释而心儒，名释而实儒，言释而行儒，术释而治儒。”
2
 

（六）政治观念 

契丹族建国初期，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军事民主制的影响，特别是由此形成的家族世选

制度，使皇族成员多具有家族共天下的政治观念。耶律倍虽受儒家观念影响，但却不能改变

当时的主流观念。其以嫡长子身份而“让国”，虽出于被迫，但世选观念亦起了重要作用。

耶律娄国谋反，觊觎皇位，也同样是因为他自认为具有世选可汗的资格。这种观念至辽朝中

后期已明显弱化。辽金易代之后，耶律氏家族在失去皇族身份的情况下，政治观念受儒家忠

君思想影响日益明显。尽管金代契丹人反叛事件不断发生，但耶律氏家族成员却都能“委质”

事金。耶律履及其他家族成员不仅为政有声，更能表现出对金朝的忠贞。及蒙古军南下，楚

材奉旨索理家眷，辨才“涕泣请留死汴京”
3
，而善才则“自投于内东城濠中水而没”

4
。即

便楚材在成吉思汗说“辽与金为世雠，吾与汝已报之矣”时，回答也是：“臣父祖已（衍文）

以来皆尝北面事之，既为臣子，岂敢复怀贰心，雠君父耶！”
5
其家族的忠君思想已超越了狭

隘的民族界限。耶律氏家族的忠君思想，是与其孝亲思想相结合的。耶律钧“奉先惟孝”
6
，

时人称为“孝继忠传自一家”
7
。 

从耶律倍“让国”，到娄国谋反，再到善才死国，说明耶律氏家族的政治观念已从早期

的军事民主制下家族世选的观念向君主专制制度下无条件忠君观念的转变。可见，忠君孝亲

的政治伦理观，已逐渐在耶律氏家族中扎根。 

 

五、耶律氏家族的社会交际与族群观念的演变 

 

人的社会属性来自于他同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互动。族际间的社会交往必然会对交往

者的情感归属、行为规范、价值体系甚至民族观念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耶律氏家族成员在

社会交往方面的实践活动，对家族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比较明显的。 

耶律氏家族的社会交际，除与本民族成员的交际外，较多地表现出与他民族成员间的

交际。这种交际，首先表现在与姻亲之间的交际。姻亲作为与家族具有姻缘关系的社会群体，

自古就是人们交往最为密切的群体之一。耶律氏家族的姻亲，包含了多种民族成分的人们，

如渤海、女真、蒙古、畏兀，特别是汉人。具体情况前文已述，此不再赘。 

耶律氏家族成员与同僚之间的交际，更具有多民族间交往的特征。耶律倍在浮海适后唐

前，交往同僚即有奚人、汉人、渤海人等。适后唐后，主要同中原汉人进行交往。辽朝作为

多民族统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耶律倍的后人逐渐与辽统治区内各主要民族的臣僚广泛交

                                                              
1
 王国维：《耶律文正年谱余记》，《王国维集》第 4册，第 356 页。 

2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芳郭无名人《后序》，第 14 页。 

3
《元好问全集》卷 27《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 648 页。 

4
《元好问全集》卷 26《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上册第 630 页。 

5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附录，第 324 页。 

6
 姚燧：《牧庵集》卷 2《耶律祭酒考赠涞（漆）水郡庄慎公制》，第 1册，第 4页。 

7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 23《庆耶律秘监九秩之寿》，第 7册，第 14 页。耶律秘监，刘晓认为可能

为耶律钧（《耶律楚材评传》，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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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进入金朝，耶律氏家族成员与女真人既有君臣关系，又有广泛的同僚关系。而女真统治

下民族融合的加深，更使他们与各民族同僚间交往频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耶律氏家族与

元好问的交往。元好问“系出拓跋魏”
1
，但已与中原汉人无异。他自称与耶律思忠（善才）

“有一日之雅”
2
，耶律镛“尝从予学”

3
，并曾为耶律履、耶律辨才、耶律善才等人撰写神

道碑或墓志铭。他还曾上书向耶律楚材推荐儒士，寄希望于借楚材之力，“使脱指使之辱，

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以便他日“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
4
。元好问与楚

材之子铸更为友善，二人多有诗文交往。 

耶律氏家族成员与师生、同门及友人之间的交际，同样具有多民族间交往的特征。耶

律氏家族重视教育，多择名儒为师。同时，家族成员中产生了不少名师，培养了大批门生。

耶律楚材“乐得贤才而教育之”
5
。耶律铸“既成童，从学于九山李先生子微”

6
，后又师从

“自为燕蓟一派”
7
的赵著、吕鲲。耶律希亮曾师从前金进士赵衍，他后来“闲居京师，四

方之士多从之游”
8
。耶律有尚曾师从汉族名儒许衡，在许氏弟子中，“卓居辈行之先”

9
，因

而最得赏识。后来他出任国子助教，“而诸生多昔时同门者，皆帖帖敬服”
10
。这些“诸生”，

多为所谓“胄子”，主要是蒙古等民族贵族的子弟。 

族际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对族群认同观念产生的影响往往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的

特征。这在辽金元时期的契丹族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契丹族因与奚族“异种同类”
11
，

特别是奚族最早为其征服，两者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两者最早具有一定认同倾向。金朝统治

时期，契丹、奚及原辽统治区的汉人等则具有一定的认同倾向。元朝统治时期，契丹则与原

金朝统治区内的主要民族具有一定的认同倾向。清代史家赵翼曾总结说：“金、元取中原后，

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

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
12
“汉人”范围的不断扩大，虽有一定的政治原因，但

显然是以族群认同观念为基础的。 

辽朝后期，经过民族间的互动特别是民族文化的融合，即已产生了契丹等民族与汉族

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意识。辽道宗在汉人侍臣避讲“夷狄之有君”时说：“上世獯鬻猃

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
13
至辽末更有“契丹、汉

人久为一家”
14
的说法。耶律铸曾对宪宗蒙哥说：“臣先世皆读儒书，儒生俱在中土，愿携诸

子，至燕受业。”
15
而耶律钧更是“尝同昆季作《传家誓训》，以教子孙。大概以谓：自东丹

王以来，生长中国，素习华风，父子夫妇纲常严正，累世勿变。不当效近世习俗，渎乱彝伦。”
16
从耶律氏家族成员的言行可以看出，生活在民族杂居地区的契丹族成员，已逐渐具有与不

断吸收新鲜血液的汉族相互认同的趋势。 

耶律氏家族长期与各民族的交往，使其成员多具有开阔的民族胸怀，而甚少民族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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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窝阔台汗时期，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当即

反驳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

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针对窝阔台汗“令于西京宣德徙万余户”充劳役之事，他上奏说：

“先帝遗诏，山后民质朴，无异国人，缓急可用，不宜轻动。”
1
他还曾上奏窝阔台说：“诸

路民户今已疫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鹘、河西人等与所在居民一体应输赋役。”
2
这些言论，

均表明耶律楚材甚少民族偏见。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胸怀下，耶律楚材才能在易代鼎革之际“摆

脱华夷困惑和进行新的调适中”，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
3
，并提出了“华夷混一非多日”

4
的理

想社会蓝图。 

 

六、结语 

 

耶律氏家族在辽金元时期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反映了不同民族间交往、互动及融合是

一个历史渐进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在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变

过程中，政治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民族间社会生活的融合，也是促进民族融合不

可或缺的因素。历数百年之嬗变，耶律氏家族成员身体中已流淌着多民族的混合血液，社会

生活已在不断的民族交往中发生着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兼容性特征。仍然能够表明其契丹族

身份的，仅有姓氏符号等个别因素而已。 

耶律氏家族作为契丹族家族个案，其族群认同意识的发展，也反映元代契丹族的本民

族意识已逐渐淡化。如所周知，元代的“汉人”称谓，不仅仅指北方汉族，也包括契丹、女

真等族，而明代规定“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5
以后，契丹族作为一

个族称，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北方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得以不断壮大的一些族称，

无论是汉，还是蒙古等，其成分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正如南宋人蔡戡在论及金代女真族的

变化时所说：“遗种所存，盖亦无几。后来生于中原者，父虽虏种，母实华人，……骄纵懦

弱，习与性成，非复昔日女真也。”
6
 可见，新的民族群体，或形成新的族称，或仍延续原

有族称，但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变化，却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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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Investigation From Yeh-lü Bei to Yeh-lü Xi-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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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iao Song Xia Jin and Yuan Dynasties, the national amalgamation of 

the Northern areas was obvious. Family of Yeh-lü Ch’u-ts’ai, Mongolia famous P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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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 developed from Yeh-lü Bei of early Liao dynasty to Yeh-lü Xi-liang of Yuan 

dynasty, showed obviously the compatibility of national culture, which made it the 

typical case of this investig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massive northern 

nationalities’ entering into central plains, the whole Yeh-lü family showed the 

trend of migrating to the south and eventually settl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intermarriage appeared widely in this fa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lood relation only, the Yeh-lü family’s lineages of Khitan had been 

diluted in Yuan dynasty, and the element of national amalgamation had become the 

mainstream at that time. In terms of social interaction, there were mo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mber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hen. It was obvious that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were also characterized by the hybridity of multi-faith, 

and increasingly showed the tendency toward Confucianism. Thus, the political 

concept of the family had been developing to the core values of the teachings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During the centuries of evolution, Yeh-lü family's social 

life has been constantly changing in National association, showing a clear feature 

of compatibilit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ense of ethnic identity reflected the fact 

that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Khitan tribe in the Yuan Dynasty had been 

gradually diluted. 

 

Key words: Yeh-lü Bei  Yeh-lü Ch’u-ts’ai  Yeh-lü family  national 

amalga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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