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律仁先出身皇族，19岁入仕。在朝
40多年时间里，他6次为将，5次封王，深受
辽朝皇帝器重。辽兴宗曾赞曰：“唐有大亮

（即唐朝大将李大亮），我有仁先，古今二
人，彼此一时。”

据墓志记载，兴宗曾派耶律仁先为主
帅，统兵迎战 5 个部落。耶律仁先以守为
攻，巩固了边疆的安全。此外，墓志中还记
载，当时辽燕京属县香河县民李宜儿迷惑
百姓、自己称帝反抗朝廷之事。耶律仁先
奉兴宗之命平息了叛乱，兴宗赐诗：“自古
贤臣耳所闻，今来良佐眼亲见。”这事与《辽
史》记载相符合，证明了耶律仁先对维护国
家稳定作出了贡献。

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年），草原部落
阻卜又一次叛乱。道宗皇帝命耶律仁先为
西北路招讨使讨伐。耶律仁先墓志汉文篇
记载：“命王（即耶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
往讨之，斩首万余级，俘其酋长图没里、同
瓦等。”这段记载与《辽史》记载相互呼应。

《辽史·耶律仁先传》中还提到耶律仁先骁
勇善战，采取剿抚并用措施，“仁先逆袭，追
杀八十余里”，使辽代西北地区得到稳定。

齐伟说：“在平定内乱问题上，耶律仁
先可谓有勇有谋。”一个典型例子发生在辽

道宗时期。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 年）七
月十九日，道宗前往太子山秋猎，皇叔耶律
重元父子趁机起兵谋反，在滦河围攻道宗
行宫，史称“滦河之变”。据相关史料记载，
叛乱初起，道宗束手无策，一度想要逃离。
耶律仁先等大臣说服道宗做好迎敌准备，
急速组织平叛力量。他一边组织抵御，一
边派人向外求援。他与南、北院大臣同心
协力，率宿卫士卒数千人御敌，射杀了耶律
重元之子涅鲁古，乱了叛军阵脚。然后召
集距离行宫最近的萧塔剌率军应援……在
君臣合力反击下，叛乱以耶律重元自杀而
宣告结束。因平定叛乱有功，耶律仁先被
道宗尊称“尚父”，晋封“宋王”，并获得北院
枢密使职位。

值得一提的是，耶律仁先在兴宗时期
曾赴宋朝谈判。墓志提到：“重熙十一年

（1042 年）大兵南举，宋国遣奏乞固旧好，
命王（耶律仁先）使之。故太尉刘宋公为之
副。”说的是辽兴宗以强兵压境，命耶律仁
先和辽代著名汉人、翰林学士刘六符出使
宋朝。通过谈判，所争议的“十县之地”仍
归宋所有，宋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向辽

“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此后，宋
辽再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直至辽国灭亡。

维护辽朝边疆稳定的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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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契丹文墓志中，耶律仁先墓志
以刻有 5000 余个契丹小字成为迄今为止
发现契丹小字最多的墓志，也成为契丹文
研究的重要史料。契丹文专家、内蒙古大
学蒙古学学院院长、教授吴英喆认为，耶律
仁先墓志是当之无愧的国宝，有很高的历
史价值、文献价值、社会价值。

据吴英喆介绍，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
系，包括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是辽朝官方
使用的文字。据《辽史》记载，公元920年，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制契丹大字，随后太
祖之弟耶律迭刺创制了更容易学习的契丹
小字。契丹字从创立之初沿用到金朝，直
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金帝明令废
止契丹文字。依据目前研究结果，从字形
上，契丹文字脱胎于汉字，是以汉字的笔画
形体为基础，通过增损笔画创制的文字，是

表音文字。
“耶律仁先是辽代赫赫有名的重臣，参

与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5000余个契丹
小字墓志铭本身就反映了其地位之高。其
字数之多远超皇帝皇后的墓志铭，规格上
是否合规，又为何如此之多，也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吴英喆说，“同时，墓志起源
于汉文化，耶律仁先墓志本身就是民族融
合的证明。”

吴英喆说：“目前已知的契丹小字有5
万个左右，耶律仁先墓志上就有5000多个
小字。字数多，里面的新字形就会多，新组
合字也会比其他墓志多，这种独特性具有
重大价值。”吴英喆也指出，目前契丹小字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伴随未来更多的相
关史料的发现，我们也有可能辨识出契丹
文，读懂曾经的历史。

重要且独特的契丹文字研究史料叁

耶律仁先墓志：破解契丹文字的珍稀“密码本”

辽代皇族耶律仁先家族墓地位于朝阳
北票市小塔子乡莲花山，如今墓垣遗迹犹
在。这里出土的耶律仁先墓志志石与志盖
上分别刻着汉文和契丹小字（辽朝官方文
字），讲述耶律仁先的生平往事，部分事迹
反映了辽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弥补了史料
记载不详的缺憾。尤其墓志中有契丹小字
5000余个，对研究契丹文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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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塑造了一位
光彩照人的英雄——大侠萧峰。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主持发掘耶律仁先
墓时，对《辽史》、耶律仁先墓志及金庸《天
龙八部》中的相关章节进行了比对，认为耶
律仁先是萧峰原型。

史料记载，耶律仁先（1013-1072 年）
是辽代皇族，辽代中后期辽兴宗、辽道宗两
朝的名臣。他精通兵法，功勋卓著，被尊为
大辽国“尚父”“于越”。

“尚父”是皇帝尊礼大臣的称谓；“于
越”是辽朝的最高官名。从这两个词可以
看出耶律仁先的尊贵地位。

耶律耶先家族墓地位于朝阳北票市小
塔子乡莲花山，历史上曾被多次盗挖。
1983 年 5 月，省考古队对其进行抢救性发
掘，共探出14座墓葬。耶律仁先墓中出土
了既有契丹文又有汉文，且契丹小字最多
的墓志。

冯永谦告诉记者，耶律仁先家族墓园
规模庞大，墓园后部分半山处为墓葬，前部
分为建筑基址，这对辽代墓园制度与建筑
布局等研究是极为重要的资料。此外，在
墓葬排列顺序方面也有新发现。辽代墓葬
礼仪制度受汉文化影响，一般长辈的墓在
后边并处于高位，但耶律仁先之子耶律庆
嗣的墓在耶律仁先墓的右后方且在山坡上

的较高处，这种排列方式，在以往发掘的辽
墓中没有见到，对辽代墓葬的研究是十分
珍贵的材料。

“耶律仁先墓有明显的被盗痕迹，所剩
遗物很少，且较残碎。墓中原随葬物之多
之贵重，属于厚葬。这一点与《辽史·耶律
仁先传》记载的‘遗命家人薄葬’不相符。”
冯永谦说，“但最重要的是，墓中出土了耶
律仁先墓志。”

冯永谦回忆，耶律仁先墓志处于墓室
的前部。当时，他用手电筒当光源，看到墓
志盖上刻有汉字“大辽国尚父于越宋王墓
志铭”，证明墓主人为耶律仁先。

辽宁大学历史学部研究员齐伟告诉记
者，辽代的墓志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为
可贵的是，在墓志盖的下面刻有契丹小字
墓志铭，多达 5000 多字，这是迄今为止发
现辽代契丹小字最多的墓志。志文中出现
许多新的原字，非常难得，对推动契丹文研
究起到重要作用。”齐伟解释说，《辽史》是元
代人编纂的，粗疏简陋，许多重大史实语焉
不详。而辽代石刻的整理和研究一直都是
史学界关注的重点。

齐伟说：“耶律仁先墓志汉字篇清晰地
记载了耶律仁先一生的主要事迹，同时也
反映了发生在辽兴宗和辽道宗统治时期的
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可与《辽史》相印证。”

墓志盖内侧发现五千余契丹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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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文研究目前处于什么水平？
围绕契丹文字研究，我们特别采访了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院长、教授、契丹
文字专家吴英喆。自1996年硕士研究生
阶段，吴英喆就开始了契丹小字的研究。
在他看来，这是一门严谨的社会科学，也
是一次对话历史的时间旅行。

“契丹文是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同时
‘跨界’历史学、文献写、语言学、汉语音韵
学。”吴英喆说，“从研究方法论来说，我们
以演绎推论法开展相关研究，这是科学研
究的最根本、最基础的一个方法。例如一
个契丹字，我们先提出假设，然后放在具
体的客观语境里，去检验，去进一步论
证。全部对了，那么这个观点是对的；如

果80%对了，我要对早期的假设进行修
改，不断调整；如果说错了，那就需要重新
假设，重新检验，重新定义，重新定论。这
一切都需要研究者不停地去努力。作为
一门学科，契丹文的解读也在一代代人的
研究中不断充实并发展着。”

古文字犹如天书，契丹小字研究更像
是一场接力赛。2022年6月21日是契
丹文字出土100周年纪念日。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
凤翥回顾了我国契丹文研究历史。他介
绍说，上世纪30年代，专家已经用比较法
解读出一批契丹小字，此后契丹文研究一
直延续，有许多新字被解读出来，并不断
补正《辽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5

年9月“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成立，1985
年，专著《契丹小字研究》出版，把契丹文
字的解读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吴英喆承认，目前契丹小字研究处于
初级阶段。他回忆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
选手，可以接过契丹文研究前辈们的接力
棒。刚开始学习时，契丹文专家陈乃雄给
他整整讲了一年时间的《契丹小字研究》，
他受益匪浅。在学术交流上，他也获得了
清格尔泰、刘凤翥等导师的帮助。

从事了近30年的契丹文研究工作，
如今，吴英喆正带领年轻的契丹小字研
究者们继续着这份研究事业。吴英喆认
为，今天我们解读古文字更像是一场计
时赛，考验着研究者的综合能力。目前，

吴英喆团队通过建立契丹小字相关数据
库以提升字母组合规律研究工作。同
时，团队也在尝试建立一个研究系统，包
括字音、字形、大字小字对应关系以及词
源研究等几个方面，希望能探寻契丹小
字的语音语法规律，尽早实现契丹小字
字母的完全解读。他告诉记者：“语言研
究的内核是人文，契丹文是我们北方土
地上最接地气的文字文化，是我们了解
历史、了解这片土地最直接的方式。通
过文字我们可以与 1000 年前的古人
‘对话’，可以非常清晰地知道过去是什
么样，发生过什么事情。对于我们来说，
只有更加懂得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才
能更热爱这片土地。”

契丹小字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谭 硕

责
任
编
辑

周
仲
全

视
觉
设
计

隋
文
锋

检
校

冯

赤

马
松
波

制
图

隋
文
锋

本报记者 谭 硕 文并摄

耶律仁先墓志示意图

壹

贰

志盖

志石 刻有汉字
《耶律仁先墓志》

刻有契丹小字
《耶律仁先墓志》

牡丹花枝图案 兔首生肖图案 龙首生肖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