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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寻找2000年前失落的华夏儿女⋯⋯公元2004年未，2500多名匈牙利公民向政府提出申清，要求政
府承认他们是“匈奴族”。
尽管这一要求后来被匈牙利国会人权、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驳回，但关于匈奴族是否在欧洲还有后
裔存在的话题再一次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1500多年前。
公元460年，最后一位匈奴政权的国王——北京国王沮渠安国在西域称王称霸16年后被西迁的柔然顺手
消灭，从此以后，这个曾经叱咤蒙古草原700多年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彻底消失了
。
他们到哪里去了？
真的是完会和汉民族融为一体了吗？
还是另外又找了一块乐土，正住欢乐逍遥呢？

　　《帝国传奇（彩图珍藏版）（套装共7册）》生动地介绍了他们在亚洲的奋斗史以及西行以后在
欧洲所向披靡的征战足迹，勾勒出横跨欧亚的匈奴帝国雄奇悲壮的全景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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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昊，1981年8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2004至2006年在吉林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研究生；现为吉林大
学历史系中国地方史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目前主要从事金朝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曾参与编写《东亚
史》等学术著作。
唐荣尧，上师赐名达玛西然。
资深媒体人、信奉并体践自由精神的写作者、多家人文地理类刊物主笔。
学文出身、新闻谋生，八小时之外置身探研人文史地。
先后求学于甘肃省城市学院、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香港公开大学等高等学
府。
迄今为止出版个人诗集《腾格里之南的幻象》，人文地理专著《山河深处》、《宁夏之书》、《青海
之书》、《人文黄河》、《人文内蒙古》等，史学专著《王朝湮灭一为西夏帝国叫魂》、《王族的背
影》、《中国回族》、《西夏史》等。
目前寓居贺兰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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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家的哥特人：罗马帝国的最后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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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西向天狼：游走中亚的匈奴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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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神鹿指路：突然出现在东欧平原上的骑马民族
一、第一个倒霉鬼：含羞自杀的东哥特王
二、西哥特人：匈奴帝国进攻罗马帝国的卓越“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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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卓越的心理战”志愿者”：最早描述匈奴形象的罗马学者们
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知识产权拥有人匈奴大王乌尔丁
三、罗马陷落西哥特人交出的出色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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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撒旦”降生：阿提拉的早年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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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神”出世：辉煌的布列达、阿提拉共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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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罗马：马尔斯之剑的第一个牺牲品
二、揭开阿提拉的另一副面孔：东罗马的使节之旅
第十六章 兄弟反目：倾兵席卷法兰西
一、由挚友到仇敌：调转枪口的阿提拉
二、“匈奴人在这里被香槟吞噬”：二流军事家阿提拉导演的卡泰隆尼战役
第十七章 条条大路通罗马：阿提拉野性的最后一搏
一、上帝之光：说退匈奴大军的罗马教皇
二、英雄气短：死在新娘臂弯里的阿提拉
尾声 阿提拉的子孙们
帝国传奇（彩图珍藏版）：契丹帝国
帝国传奇（彩图珍藏版）：鲜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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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传奇（彩图珍藏版）：西夏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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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天狼西来：六千里外的不速之客青藏高原，羌人的天堂，破坏甚至摧毁这座天堂的，是一支来
自六千多里外的天狼部队——鲜卑。
位于大兴安岭腹地的鄂伦春旗境内的嘎仙洞，是鲜卑先民最早走进历史视野的地方。
从嘎仙洞走出的鲜卑人，在秦汉时期的文献中就有记载。
在零星而模糊的记载中，那些游牧在今天辽宁东部西喇木伦河以北的少数民族，被称为“鲜卑”，属
于当时的“中国”之外的东胡。
匈奴强大时，一度臣服于匈奴人，匈奴人被击败后，这个原本不起眼的部落迅速地在蒙古草原上亮出
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他们收留了数十万的匈奴人后，很快成为北方草原上最强大的游牧力量之一。
魏晋时期，鲜卑分为宇文部、慕容部、拓跋部、秃发部和乞伏部等若干部。
影响最大的是拓跋部，在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的北朝，除北齐外，北魏、东魏和西魏都是拓跋鲜
卑建立的政权。
鲜卑部落流行一种叫“马斗”的比赛项目。
每年的马斗是鲜卑部落的盛会，是一场带有比赛和娱乐双重性质的鲜卑人的大集会。
公元284年，鲜卑人的马斗成了慕容部酋长涉归的两个儿子公开较量的舞台：16岁的嫡子慕容□出身高
贵，是可汗之位的合法继承者；庶长子吐谷浑则统领着1 700户部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在部落
中享有盛名。
那天的马斗参观人数是历年之最，慕容涉归亲自带领自己的随从、亲信及宠爱的女人，来到人山人海
的马斗场。
从小过惯了娇宠生活但心高气傲的慕容□一心想挤走对自己汗位有威胁的吐谷浑，当吐谷浑远路赶来
参加比赛时，慕容□差人在前一夜给吐谷浑的马槽偷偷投了泻药。
第二天的马斗场上，在草原上纵横驰骋多年的吐谷浑怎么也没料到，这匹陪伴自己攻下一个又一个草
原部落的心爱战马，会如此“掉链子”。
就在他羞愧难当时，慕容□骑着战马走过来高声说： “这难道就是草原上有名的吐谷浑么？
骑着这样的马怎么能作战呢？
我为有这样的兄长感到羞愧！
”糊涂的慕容涉归对比赛结果没有丝毫怀疑，反而对身边宠爱的女人和亲信说：“呵呵，你们平时都
说慕容□不能撑起鲜卑的大业，今天的马斗连吐谷浑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受到嘲弄的吐谷浑一气之下带领部众，决定另起炉灶，连夜带领人马开始了西迁之路。
这场引起鲜卑部落严重分裂的马斗由此画上了一个伤心的句号。
吐谷浑带领部众向西部那广袤但陌生的地域进发，原来他统领的1 700多户部落人马大多选择了追随这
位草原上的雄鹰，而且，越来越多的鲜卑人、匈奴人后裔、突厥人也慕名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跑来跟随
他迁徙。
通过一包泻药爬上可汗宝座的慕容□感到了很大的威胁，于是派遣使者到草原上的很多部落，一通胡
萝卜加大棒，迫使这些部落不敢收留吐谷浑。
那个艰难的秋天，吐谷浑所到草原上的每寸土地仿佛都不属于他，吐谷浑每到一个部落，要么是遭到
毫无余地的拒绝，要么是主人在接待他们后便委婉谢绝他们久留。
他坚信总有一处草原能让他驻足。
每个夕阳下，看着落下的残阳，他越发相信最美的一道斜阳之下，最美的一处草原将是属于他的。
严冬季节，吐谷浑策马来到黄河边，看着那一片冰冻的洁白，他的眼光越过黄河朝南望去，黄河以北
的狼山、阴山脚下没有哪一方部落能容忍自己，那么，黄河以南的地方呢？
他派人踩着厚厚的黄河冰面走向那片陌生的土地，很快，他派去的人回话：黄河南边的那片草原上生
活的是鲜卑人中的一支——拓跋鲜卑部落，他们最早和慕容鲜卑部落有过领地纠纷，交战失利且被慕
容鲜卑屡屡欺凌后，才远徙到河套平原的。
听说吐谷浑是被慕容鲜卑的慕容□排挤而出的，愿意接纳吐谷浑。
就这样，吐谷浑带领他的追随者在河套地区驻足下来，在这里开始了近二十年的游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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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跋部在接受吐谷浑的人马后，势力大增。
但随着吐谷浑力量的强大，拓跋鲜卑内部也开始对他产生各种猜疑，有人甚至主张铲除吐谷浑。
吐谷浑只好再次选择流徙，他的才能和英名不仅使他原来带领的鲜卑人继续跟随他，就连拓跋鲜卑中
的不少人也跟随他，他们跟随他继续朝着夕阳落下的地方而去。
这也是后来的吐谷浑政权中有大量拓跋氏的原因。
吐谷浑定居河套近二十年的事实，为1000多年后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羌叙说自己的族源，增添了一份
似乎可靠的依据，所以西夏开国皇帝嵬名元吴登基第二年就派人到开封，他的使者给宋朝的表中说道
：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
”意思是说，我元吴是具有帝王血统的，我的祖先早在东晋时期，就创立了后魏的根基。
后魏即北魏。
312年，吐谷浑带领他的部众渡黄河，越贺兰山，穿过了鄂尔多斯草原、河套地区、黄土高原、河湟谷
地、青海湖，越过河西鲜卑和陇西鲜卑的地界，行程2 000多公里，终于踏进了青藏高原。
在这里，吐谷浑面对的不仅是一片高海拔地区的雪山和草场，更是无弋爱剑的后裔们掌控的大小150个
羌人部落。
一方要进入这块天高云淡、水清草茂的天堂，一方要捍卫祖先留下的这方草场的独立和完整，战争无
法避免地摆在了鲜卑人和羌人面前。
吐谷浑部在辽东时就已经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沿途又不断吸纳先进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和武器，
这使得他们就像一把犀利的楔子，极力想插进羌人的地界。
羌人对这支远路而来的疲惫之师并不在乎，尽管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抵抗，但鲜卑人依靠吐谷浑杰出的
军事指挥才能，一步步地攻破了羌人的地盘，逐步向青海湖一带推进。
这把楔子终于成功地楔进羌人生活的地界，在青海湖一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公元317年，吐谷浑在完成大迁徙后，以72岁的高龄辞世，他带领到青藏高原的这支鲜卑人自此被史籍
称为“吐谷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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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个帝国，有段传奇    如果我的才情和青春是一盏蜡烛，那么，接到本书写作任务的那天，就是一支
点燃在蜡尖的火苗，我看见写作行进途中自己生命的燃烧。
这是一本焚燃我生命的书！
    2008年，中国内地所有的省城、二线城市甚至县级新华书店都摆出了诸如《匈奴帝国传奇》、《契
丹帝国传奇》等北方游牧部族建立的、对中原王朝而言是异族政权的“西向天狼”系列丛书，《西夏
帝国传奇》的书写者在哪里呢？
这本书什么时候才能出版呢？
我和许多读者带着这样的疑问，在等待着！
    2010年4月底，成都的全国书展上，我有幸见到了“西向天狼”丛书的责任编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
社的刘微老师。
4月的蓉城是美丽的，那场淅淅沥沥的细雨中飘荡着我们的谈话，短暂而美好的谈话终结处，是一个
意向性合作的落地：刘微老师委托我来完成这本书！
从蓉城归来后，因为《青海之书》的最后写作及修改，只能看着《西夏帝国传奇》像个影子飘在键盘
上空，终是无法动笔。
    2000年初，我落居贺兰山下昔日西夏王朝的旧都，一个个夕阳下的张望，一个个月夜深处的研读后
，这个王朝的神秘越来越吸引我走近。
    我自此开始持续10年间在中国大地上的行走，主要方向是为了寻找中国大地上的西夏后裔，为此，
我在没有任何赞助的条件下，只身上路，将足迹置放在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河南、北
京、河北、云南、四川、广西、安徽、浙江、陕西、宁夏等18个省份，完成了《神的过错》、《王朝
湮灭》、《王族的背影》、《西夏史》等专著。
    著名作家、  “宁夏三棵树”之一的李金鸥曾经笑说我是800年一遇的一个人，他指的大概是西夏未
亡国前至今的800多年间我对西夏文化的如此痴迷者吧。
如今，看着那副陪伴我10年风餐露宿的背囊日渐衰老在我的注目里，当我几个月不出门时，它就像一
个备受冷落的老朋友，满面灰尘地待在角落里，默默地提醒着我：该动身时，就要身负使命而走。
想起诸多媒体赠与我“中国第一行走记者”的赞誉，我只有一次次将自己放在那条孤寂的路上，为了
一个前定。
    2008年秋天，寻找西夏宗教之源的漫长追寻，使我走到了青海和西藏交界的澜沧江上游的藏地，和
上师丹求达瓦仁波切从玉树结古镇出发，绕道西藏昌都，寻找西夏亡国后从西夏去的大批工匠修建的
昂欠王朝的根蚌寺遗址。
站在那片似曾相识的废墟上，上师轻声问我：  “不觉得这里熟悉么？
是否感觉来过这里？
”那一声问询中，我的内心被震惊了，我猛然惊觉——恍然自己到过那里。
上师的话语随之飘荡在耳际：这是前定，这里有着命定的功课。
    800多年前，藏地高僧热巴受西夏国王邀请前往西夏传教，并被国王敬奉为帝师。
780多年前，热巴再次回到藏地深处，在澜沧江边修建觉扎古寺以及他的弟子修建根蚌寺时，他们是否
知晓隔着那么长的岁月之河，我驭风而行，走进40多座海拔4 000米以上的雪山和4 000里之途隔着的那
方神秘？
站在那里我东望西夏，亲身体悟：几百年的轮回中，人的生命显得那么轻！
    那一刻，让我立时也想起自己在2004年4月末为了探寻西夏后裔和生活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夏尔巴的关
系，孤身背着帐篷和睡袋，穿越喜马拉雅山抵达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地方，千方百计地出了海关抵达
雪布岗。
在那个满树长满杜鹃花和玫瑰的村子里，97岁的白玛活佛见到我就说：这是佛的旨意。
    我一直讨厌将自己出于个人爱好和兴趣去探寻西夏的举止看成什么使命、任务、课题，但一次次传
奇般的经历中，遇到的人和事，不由得使我常常觉得这些经历，是自己为西夏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亦如这本书，它不是贩卖一种常识或争得个人的荣誉，它是在为那个创造了灿烂文化的、谜一般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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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发言，为一个在二十四史中缺席和哑声的、中华历史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王朝说话。
    站在2010年秋天的腹地，我身后是10年零碎地堆在记忆角落的岁月，是黄土、沟壑、高原、雪山、
草场组构出的地理图景，也是塞北、西域、江南、边关、塞上抟造出的人文画卷。
在这些岁月、图景和画卷中，我的努力仅仅是为了逼近这个王朝的神秘内核或精彩传奇，这些逼近显
得多么浅薄甚至乏力——我只有更加努力。
    精彩的王朝落魄地谢幕于仓促之中，谢幕于铁血和强力之下，也谢幕于来不及祭奠的神性之上，但
谢幕时那仓皇的面孔定格出的惶恐眼神，那些凄惨地将逃亡写于遁隐之中的背影，吸引着我在21世纪
初缓缓出场。
一个青灯之下细读的苍白面孔，一个抬头张望后无助的眼神，一个思考日久后衰弱的大脑，一个身负
行囊徒步在有关这个王朝的各个角落途中的身影。
这些就是我在这个传奇王朝的书写后，再次以传奇的方式去寻找那些传奇后裔的原因，——诚如我在
《西夏史》中写道的：“充满未知的探寻有时比解开谜底的结论更有意味。
这不是我为自己10年间横跨中国18个省区探寻西夏后裔一地模糊的背影后没有确切答案的辩解，只是
对自己艰苦的行踪有一个简单的交代。
”    西夏帝国充满传奇，对我而言，对这个王朝的书写和走进也充满了传奇。
西夏让我挣脱了学府和学科的约束，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踏上了一条游牧西夏之路，竖埋着自
己在这条路上的碑石或路标。
在完成工作的基础上，那些丈量王朝的脚步后，是艰辛和努力，是没有任何经济外援下孤身上路且坚
守10年的拮据与困窘：有为了进入高原藏地而切除的胆囊；有零下27度走进腾格里沙漠的冬日苍凉，
也有夏日炎炎中穿行在黄土高原上的酷热；有行进高原遇见狼时在酷冷中的相峙，也有在川西高原的
羌族寨落中几乎被毁容的古寨探秘；有为寻找党项羌的另一个族源鲜卑人而穿越大兴安岭的孤独，也
有为探寻西夏宗教之源而几次前往澜沧江上游青海藏区的坎坷；有为找寻杭州飞来峰造像和西夏造像
关系而自费前往留下的屈辱，也有准备到越南探秘西夏军裔葬身之地却只能隔着一水淼远而无法走进
的遗憾⋯⋯一个经济时代里，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坚守和出场注定是孤单的，一个人对西夏发起的战
争和无法收场的行进，注定是充满传奇色彩的。
    我要感谢我在西夏探寻途中所有给予我帮助的朋友，感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领导的策划和刘微老
师的编辑工作，感谢《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图制作者高飞先生、西夏影视城、内蒙古鄂尔多斯
成吉思汗陵园等的图片支持，更是感谢那些为西夏研究作出努力和贡献的西夏学前辈，本书的完成同
样离不开他们的研究成果之助。
同样，我要感谢那些阻挠我行进在西夏之路上的人，他们的伤害同样培育了我的力量。
最后感谢的是我的爱人杜兆红女士，十多年如一日地支持着我，在一个功利的年代，一个正义、知识
、良知和尊严都不应该被忽视的年代里，默默地支持我，让我在西夏之路的探寻和写作中，维护着我
的尊严，体现着我的价值！
    2010年10月中旬贺兰山下    西夏旧都银川载水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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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西夏帝国传奇》是一部带有演义手法论述西夏历史的通俗读物。
作者查阅了不少有关资料，并深入西夏故地考察，他是在用心灵触摸西夏，用脚步丈量西夏。
作者以史学家以外的眼光审视着这个大起大落的“神秘”王国，他切入的角度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
，也许会为探寻西夏带来新的思路。
    ——西夏学者 史金波    涉足西夏无疑是一场精神与学术上的双重探险，西夏不仅仅体现为一种历史
概念，其帝国内部的戈壁、草场、雪山、盆地、平原等地理单元，以及王朝后裔神秘的足迹，在时下
中国十多个省份里神秘分布，更是呈现出一种历史和地理合围出的大坐标。
在这个角度而言，这本书何尝不是一幅历史与地理的双重画卷？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执行总编：单之蔷    《西夏帝国传奇》以粗砺而富张力的文字复活了一
个神秘王国。
大开大合的情节直接把人带到了广袤的西域大漠。
作者触及的不是西夏浅表的历史，而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符码和心脏。
这，正是一个帝国的迷人之处，也是本书魅力所在。
    ——《文明》杂志社 社长、总编：娄晓琪    党项，一个脱离母体，执著向东发展的羌系族群；西夏
，一个以铁马弯刀雄峙中原，而后又失落的帝国。
《西夏帝国传奇》，以雄阔的视野、细腻的笔触，再现了党项羌从萌芽、发展、立国、鼎盛，到因抛
弃本体文化而沉沦的千载历程。
本书的另一大亮点是，作者在十余年实地考察基础上，对这个族群在亡国后的神秘行踪做了细致、翔
实的探究，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凤凰周刊》杂志 执行主编：师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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