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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魏国忠先生嘱我为《渤海国史》作序。
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情。
我建议他邀约孙进己先生为其作序。
他说，我们是要请孙先生作序的，但你也要写，不要推却了。
我写这个序，实是出于无奈，恐怕会有损于《渤海国史》的形象。
这真是一件令我为难的事情。
　　18年过去了。
《渤海史稿》一书的作者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推出了新著《渤海国史》。
我感到时间也真是一种力量。
在漫长的岁月里，作者们不辞辛苦，细心积累，又迅猛攻关，把渤海历史研究推向了全新的高度。
这是非常值得人们庆贺的。
　　首先，作者们突破了渤海国史研究和编写的体例，使渤海史的体系和结构更趋完备和合理，从《
渤海史稿》而走向了《渤海国史》。
全书内容分为渤海国的建立、渤海国的发展与壮大、地理疆域与人口、民族源流与主体民族、政权性
质和渤海与唐朝的关系、统治机构与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和宗教、渤海国与周边地区的关
系、渤海国的衰亡与东丹国的建立、渤海历史演变、历史的归属与历史地位等章节，并附有渤海文物
照片和纪年对照表等。
总之，《渤海国史》的内容更加全面、系统，结构更为合理，辅助材料相当丰富，全书达45万余言，
从而出现了渤海史研究上最规范、最完备的第一部渤海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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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渤海国是公元8至10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的地方民族政权。
《东北边疆研究:渤海国史》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这个被誉称为“东海盛国”的政权是靺鞨人的国家，全
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它的疆域、人口、民族、政治体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社会习俗以及对外关系
，并阐明了其在我国以及东北亚地区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澄清了渤海史研究中的许多疑点和迷惑，
并在渤海主体民族族属、渤海政权性质和渤海历史归属等重大争议问题的研究方面获得了学术上的突
破，为作者继《渤海史稿》之后的又一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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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国忠，1937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学士学位。
退休前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在四十年的科研与教学生涯中，先后主持并完成了省和国家级课题《黑龙江通史》等，发表了东北边
疆、地方和民族史方面的论文近百篇，著（含合著）有《渤海史稿》、《黑龙江古代简史》（二）、
《谜中王国探秘》等十部学术专著和调查报告。
　　朱国忱，1935年生，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家第二届考古班，1960年毕业于辽大历史系。
退休前为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长期从事黑龙江地区和渤海的历史与考古研究。
曾主持了渤海上京遗址以及齐国王墓葬的发掘工作，先后发表论文和考古简报、报告百余篇1984年与
魏国忠合著《渤海史稿》，后被日本翻译出版；其后又合著有《渤海故都》、《谜中王国探秘》和《
渤海遗迹》。
　　郝庆云，女，汉族，历史学博士，1963年生于哈尔滨市。
现任哈尔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主要从事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研究工作。
独立承担完成黑龙江省规划项目3项，著有《17至20世纪郝暂与那乃社会文化变迁比较研究》，在“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主办的《俄罗斯与太平洋区域研究
》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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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第一章 靺鞨国的建立第一节 高丽灭亡后东北地区的形势一、靺鞨诸部的奔散与重新组合二
、契丹、室韦诸部的发展第二节 营州之乱与靺鞨“东奔”一、契丹叛乱与营州陷落二、当地靺鞨卷入
叛乱-三、大祚荣的“东奔”四、“东奔”队伍的构成五、“东奔”队伍的领导集团第三节 靺鞨国的
建立一、“天门岭”东大败唐军二、东牟山树壁自固三、大祚荣建立靺鞨国第二章 渤海国的发展与强
大第一节 高王的“创业”一、整顿内政与创立根基二、“通于突厥”与结交新罗三、接受“招慰”和
册封第二节 武王的武功一、斥大土宇征服邻部二、北攻黑水靺鞨与门艺投唐三、与唐朝廷的失和四、
东联日本“亲仁结援”五、进攻登州与行刺门艺六、同唐朝廷恢复和解第三节 文王的“文治”一、偃
武修文锐意改革二、事唐恭谨全面唐化三、中原大乱严守中立四、三迁其都与两次改元五、扩大同日
本的交流六、晋封“国王”与五京之建第四节 王室的动荡与宣王的中兴一、宫廷政变与成王还都二、
康王之世“朝维依旧”三、定、僖、简诸王的短期统治四、宣王仁秀入继大统五、南定新罗与北略诸
部六、开置郡邑与对外交流七、加强同唐朝的联系第五节 “海东盛国”的到来一、大彝震增置军政机
构二、与唐关系更加亲睦和好三、同幽州的聘问四、继续与日本交流五、发展经济与“拟建宫阙”六
、虔晃与玄锡之世及对日交聘七、“海东盛国”时代的到来第三章 辖域、区划和人口第一节 地理环
境与自然形势第二节 辖域四至一、靺鞨国时辖域二、渤海前期辖域三、渤海后期辖域第三节 行政区
划第四节 所属诸部第五节 人口状况一、“靺鞨国”时期人口二、渤海前期人口三、全盛时期人口第
四章 民族源流与主体民族第一节 渤海靺鞨先世一、肃慎和挹娄二、勿吉与靺鞨第二节 粟末靺鞨的演
变和发展一、粟末靺鞨的由来与演变二、隋时粟末抹鞠同高丽的斗争和迁徙三、唐初营州地区的琳鞠
人第三节 民族构成与主体民族一、渤海王国的民族构成二、主体民族第四节 “高丽别种”辨及其他
一、“高丽别种”不是高句丽人二、“土人”与“士人”之辨第五章 渤海政权的性质及其同唐朝的关
系第一节 接受册封与称藩于唐一、历世诸王接受唐朝册封二、确立臣属和藩封的地位三、恪守藩礼履
行义务第二节 接受押领与隶属于唐一、忽汗州都督府的建置二、接受边州长官的管领与节度三、唐朝
“长史”的派驻和监领第三节 亲睦和好车书一家一、政治上的相互依赖二、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影响第
六章 统治机构与政治制度第一节 中枢统治机构一、三省、六部、十二司二、诸台、寺、院、监、局
、署第二节 地方建制与部落体制⋯⋯第七章 社会经济与社会制度第八章 渤海文化第九章 渤海同周邻
的关系第十章 渤海的灭亡与东丹的建立第十一章 渤海国的历史归属和历史地位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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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及“品官”之谓，则又可以断言，渤海的“秩”级有时也以品级的面貌而出现。
当然，在这样的制度下，不同等级的官员不仅在政治地位与物质待遇方面皆“以品第高下为差”而存
在着严格的区别和限制；而且连他们各自的着装、佩饰的样式和质料、颜色及数量等等，也都因为秩
级的不同而严格区别，以至于单从外表直观就可以一眼看出某个官员的品阶和地位。
无须赘述，这一切也都来自于对唐制的模仿。
据载，渤海的官员、使者及王族成员等等入唐后，除依例被唐廷授以不同的“官告”（委任状）后，
还往往得到“紫袍、金带、鱼袋”、“绯袍、银带”之类服饰的赏赐，因之，此类章服佩饰也就被获
得者们带回了渤海地区。
地下考古资料也确实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渤海中京遗址附近出土的做工精美的金质带饰，就是唐廷赐给渤海贵族所使用的
“金带”佩饰；而俄罗斯滨海边区游击队区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的鱼形青铜信符，“符长5.6厘米
，宽1.8厘米，厚0.5厘米。
一面呈椭圆形凸起，上面镌刻有眼、鳃裂、鳞、鳍和尾巴。
在鱼头的下方及鱼符的腹部，刻有被垂直切开的两个汉字——‘合同’的左半部。
符的背面是平的，在鱼头部偏下一点的位置上也刻有一个几乎同鱼身宽度相近的汉字——‘同’。
这一汉字之下，鱼的右半部刻有5个纵列的汉字是题铭——‘左骁卫将军’，左半部也有汉字——‘
聂利计，，，①，也被认为“是唐或五代中原王朝授给来人贡的人‘聂利计，‘左骁卫将军’而颁发
的随身鱼符中的右符”②，都为渤海人之服用内地章服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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