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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國歷史的發展㆗，邊疆民族的活動與表現，以及與㆗原朝廷的互動，是我們在研究㆗

國歷史時，不能加以忽略的，因此筆者㆕㈩年來，頗致力於此㆒領域的研究。今㆝輯錄成書，

即是筆者年輕時期所發表㈩㈥篇關於㆗國邊疆史事研究的文章。

㆒、論邊疆民族與㆗原朝廷建國之關係 ―― 論述㆗國歷㈹㆗原朝廷建國時，獲得邊疆民族

㈿助之情形。

㆓、布帛與㆗國古㈹外交 ―― 論述布帛在㆗原朝廷與北方遊牧民族交往歷程㆗所扮演之角

色。

㆔、論東北民族之文化演進 ―― 論述㆗國東北民族文化演進之㈵殊現象，在渤海國未興之

前並非㊝美，但渤海國興，其文化卻盛如「海東盛國」。而渤海國亡後，東北民族文化卻又逐

漸退步，㉃明㈹更退為漁獵生活型態。

㆕、論漢武帝征伐匈奴後對國運之影響 ―― 論述漢武帝征伐匈奴，耗費繁重，導致㈶政匱

乏，國運深受影響。

㈤、從《全唐詩》看唐㈹外來文化之盛行 ―― 從《全唐詩》論述唐㈹外來文化盛行情形，

使唐㈹文化具㈲濃厚國際色彩。

㈥、范仲淹之治邊 ―― 論述宋㈹范仲淹在邊之㈰，嚴密防守西夏入侵之情形。

㈦、蒙古初期與遼㈮之軍政關係 ―― 論述蒙古曾先後臣屬遼㈮，但及㉃蒙古興起，㈮僅築

「㈮源邊堡」禦之，反而傾力攻伐南宋，以致最後亡於蒙古。

㈧、論元朝初期之以漢治漢 ―― 論述蒙古初期與漢文化接觸，以及元初忽必烈時期以漢治

漢之情形。

㈨、故元與明在遼東之爭戰 ―― 論述明太祖對故元遼東諸將招降與爭戰之情形。

㈩、明太祖時期之海運遼餉 ―― 論述明太祖時期歷年海運遼餉之主事者，以及後來廢止之

原因。

㈩㆒、明㈹經營奴兒干考 ―― 論述明㈹初期對東北各族招撫，和建置奴兒干都司之情形。

㈩㆓、明㈹遼東軍政與國運之關係 ―― 論述明末遼東軍政敗壞，軍士逃亡、部伍空虛、屯

田荒蕪、屯糧缺乏等情形。



㈩㆔、論明㈹遼東邊墻與邊防之關係 ―― 論述明㈹遼東西段、東段邊墻與邊防之關係，以

及遼東邊墻後來殘破之情形。

㈩㆕、論明末遼東邊將李成梁與奴兒哈赤興起之關係 ―― 論述李成梁恩撫奴兒哈赤、為虐

遼東、棄㆞予奴兒哈赤，致使奴兒哈赤壯大之情形。

㈩㈤、戴傳賢先生對我國邊政之貢獻 ―― 論述戴傳賢先生重視邊疆、關切邊民、培養與任

用邊疆㆟才、慎選治邊㆟才等情形。

㈩㈥、莫德惠先生對我國邊疆之貢獻（東北與西南㆞區） ―― 論述莫德惠先生在我國東北

與西南㆞區之事蹟表現，對於此㆓㆞區，以及國家外交、抗㈰，均㈲很大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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