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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清太祖实录的编纂相同，清初辽金元三史满蒙翻译是清朝入关前的重大文化举措，反映清代的

历史认同、史鉴需求和文献流播情况。 根据三史译本的局部对勘发现，三史译本不仅以三史本纪为主体，还
从志、表、传编译了不少内容。 另外，三史译本各有三史以外的史源，《元史》译本甚至有取自蒙古文史书的内

容。 翻译三史时清朝尚处刚建立国家时期，而当时文士还能参酌不同史源，勘同蒙汉文献，表明清初的文献

流播和文化交流已经达到非常丰实紧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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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天聪九年（１６３５ 年），清太宗下令译写宋、辽、金、元四朝史事，于是大学士希福率领满、蒙古、汉文

士翻译辽、金、元三朝史，崇德元年（１６３６ 年）至四年（１６３９ 年）完成满文译稿，崇德四年（１６３９ 年）至五

年（１６４０ 年）完成蒙古文译稿，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缮呈上览。 其后，满文译本又有精抄与刊刻，在顺治

三年（１６４６ 年）发布刻本。
辽金元三史满蒙译本为各国学者所著录，有学者从学术角度深入探讨三史翻译各项问题。 如，

１９９５ 年，日本学者神田信夫发表论文介绍伦敦大学藏的两册《元史》满文译稿情况；［１］２６９－３０９２００４ 年，日
本学者井黒忍发表论文，分析满文《金史》的底本及其史料取舍问题；［２］１１２－１３０２００５ 年，中国学者承志发

表论文探讨三史翻译相关问题之后，［３］１３３－１５２２００７ 年，又发表论文，以《辽史》满文译稿第六册为例，对勘

原文，解析译本内容。［４］３０３－３４２笔者也曾发表数篇论文，研究三史翻译的相关问题。［５］７１－８０； ２８９－３１２

在辽金元三史翻译的相关研究中，文本比勘和史源分析是最为关键而最为繁重的研究任务。 由于

三史译本篇幅较长，版本较多，一时难以完成全面的文本解析，因而无法彻底澄清史源问题。 本文根据

局部比勘，分析三史译本的史料取舍，借以窥探清初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一面。
辽金元三史的汉、满、蒙三种文本各有版本传承，无法备齐全部版本，因此，本研究依托笔者所得版

本进行文本对勘。 在文本对勘中，三史汉文本用中华书局点校本，满文译本用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年）刻

本，蒙古文译本则用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抄本。 严格来讲，以上版本是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但其差异很

小，尚不影响文本对勘。 在论文结构上，本文先介绍三史翻译的史料取舍通则，其次举例揭示编译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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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最后分析三史翻译中的特殊史源。 在行文方法上，首先，摘引汉文原文，注明卷次篇目；其次，摘引

满文译文，注明刻本页码；最后，摘引蒙古文译文，同样注明抄本页码。 另外，部分汉字原文加标删除

线，标识史料取舍中的“舍”的部分，在满蒙译本里没有对应的文字。

二、辽金元三史满蒙翻译的史料取舍通例

清初辽金元三史满蒙译本以三史本纪为框架编译，以在位皇帝为基础分册，表面上类似三史本纪，
致使后世学者一度认为三史翻译就是三史本纪的翻译。 实际上，三史译本并不等于三史本纪，而是以

三史本纪为主，相宜摘取志、表、传，将其一体编译而成的。 其中，三史本纪固然是主体部分，但还有来

自其他章节的内容，因此，三史译本具有兼采纪、传、志、表的性质。 可以说，辽金元三史的本纪是各译

本的“骨架”，在这副骨架上附加很多来自其他部分的“血肉”。 清太宗颁谕：“今于大辽金宋大元四国

之勤于求治而国祚昌隆，或所行悖逆而基业废坠，用兵行师胜败方略，忠贤之佐理，奸佞之乱国，似此有

关政要者，据实编译，用备常观览。” ［６］ ４２７０－４２７１； １９０－１９１

清太宗谕文之“勤于求治而国祚昌隆，或所行悖逆而基业废坠”是针对四朝国君而言的，“用兵行师

胜败方略”是针对军事成败而言的，“忠贤之佐理，奸佞之乱国”是针对臣工而言的。 第一项可以从诸史

本纪里查得，而后两项则必须诉诸人物列传，甚至涉及志、表部分。 总之，清太宗敕译史书，并没有规定

专译诸史本纪，而是明确表示择译“有关政要者”。 清太宗的指示决定三史翻译的史料取舍原则，即有

关政治得失的内容统统加以编译，无用者，本纪也要删裁，有用者，列传也要采编。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 年）
的希福进书表称：

我先帝鉴古之心，永怀不释，特命臣等将辽、金、元三史，芟削繁冗，惟取其所行善恶得失及征战畋

猎之事，译以满语，缮写成书。 臣等敬奉纶音，将辽自高祖至西辽耶律大石末年，凡十四帝，共三百七

年。 金凡九帝，共二百十九年。 元凡十四帝，共一百六十二年。 祥录其有裨益者。［７］４８－４９

希福等人遵照清太宗旨意，译写三史“祥录其有裨益者”。 正由于这种史料取舍原则，三史译本不

仅以三史本纪为主，还包含了取自志、表、传的内容。 神田信夫考查英国伦敦大学所藏《元史》满文译稿

第六册，指出该册里除《元史·世祖本纪》之外，还有来自《元史·张弘范传》的内容。 承志分析《辽史》
满文译稿第六册，指出满文稿本对《辽史》本纪和传记进行编辑，因而和《辽史》原文并不完全一致。

本文取三史译本各第一册，对勘汉、满、蒙古三种文本，解析译本包含的纪、志、表、传内容。 现举译

本各第一册所涉及的三史卷次篇目。
辽史满蒙译本第一册（太祖部分）：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上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赞

辽史·卷六八·游幸表

辽史·卷六九·耶律安搏传

辽史·卷七一·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辽史·卷七二·义宗传

辽史·卷七三·萧敌鲁传

辽史·卷七三·耶律曷鲁传

辽史·卷七四·韩延徽

辽史·卷七七·突吕不传

新五代史·卷三·梁本纪第三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唐纪一·庄宗上·同光元年十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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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满蒙译本第一册（太祖部分）：
金史·卷一·世纪·金之先

金史·卷一·世纪·始祖

金史·卷一·世纪·景祖

金史·卷一·世纪·世祖

金史·卷一·世纪·肃宗

金史·卷一·世纪·穆宗

金史·卷一·世纪·康宗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金史·卷三·太宗本纪

金史·卷四四·兵志

金史·卷六五·始祖以下诸子

金史·卷五九·宗室表·世祖位下

金史·卷五九·宗室表·太祖位下

金史·卷六五·劾孙传

金史·卷六五·昂传

金史·卷六六·胡十门传

金史·卷六七·阿疏传

金史·卷七○·撒改传

金史·卷七○·习不失传

金史·卷七一·婆卢火传

金史·卷七一·斡鲁传

金史·卷七一·阇母传

金史·卷七三·宗雄传

金史·卷七三·希尹传

金史·卷七四·宗翰传

金史·卷七四·宗望传

金史·卷七六·宗干传

金史·卷七六·太宗诸子传

金史·卷七六·杲传

金史·卷七八·时立爱传

辽史·卷二九·天祚皇帝本纪第三

元史满蒙译本第一册（太祖部分）：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元史·卷一一九·博尔术传

元史·卷一一八·孛秃传

元史·卷一一七·别里古台传

元史·卷一二一·畏答儿传

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 附搠阿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

元史·卷一二○·札八儿火者传

元史·卷一一八·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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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

元史·卷一二○·察罕传

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

元史·卷一四九·速不台传

元史·卷一五○·石抹明安传

元史·卷一五三·王檝传

元史·卷一五○·石抹也先传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祥传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元史·卷二○八·高丽传

元史·卷二○二·丘处机传

元史·卷一五○·刘亨安传

元史·卷一四九·石天应传

元史·卷一二二·按扎儿传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

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

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

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

元史·卷一二二·昔里钤部传

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

上列辽金元三史章节并非是全文采编，只是节选相关文字，按其时间先后及事情关联，编入相应位

置。 人物列传有些内容只有一次节译，有些内容则反复多次节译。 《辽史》译本第一册，除了编译《太祖

本纪》之外，还反复节译《耶律曷鲁传》和《韩延徽传》的内容；《金史》译本第一册，除了编译《太祖本

纪》之外，还反复节译《宗翰传》和《宗望传》的内容；《元史》译本第一册，除了编译《太祖本纪》之外，还
反复节译《木华黎传》和《博尔术传》的内容。

另外，辽金元三史译本还涉及三史以外的其他史料，如，《辽史》译本涉及《五代会要》《新五代史》
和《资治通鉴》，《金史》译本涉及《辽史》，《元史》译本涉及蒙古史书。 这是三史译本的特殊史源，将在

后文做详解。

三、辽金元三史满蒙翻译的史料取舍示例

神田信夫、井黒忍、承志等学者都曾对勘三史译本的部分内容，分析译本的史料取舍情况。 笔者借

鉴其对勘方法，选取三史满文译本各第一册（太祖部分）和蒙古文译本各第一册（太祖部份），进行了

汉、满、蒙古文本的对勘，以此揭示三史译本第一册的史料取舍情况。 在此特选部分对勘成果，例示三

史译本的史料取舍。
《辽史》原文：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丙申，上亲征西部奚。 奚阻险，叛服不常，数招谕弗听。 是役所向

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 於是尽有奚之地。 东际海，南暨白檀，西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

版籍。 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 复略地蓟州。 夏四月壬申，遣人使梁。 五月，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
安端谋反。 安端妻粘睦姑知之，以告，得实。 上不忍加诛，乃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
出剌葛为迭剌部夷离，封粘睦姑为晋国夫人。 秋七月壬午朔，斜离底及诸蕃使来贡。 八月甲子，刘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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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号幽州，称燕。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上）
韩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 父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 延徽少英，燕帅刘仁恭奇之，召为

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叁军，同冯道祗候院，授幽州观察度支使。 後守光为帅，延徽来聘，太祖怒其不

屈，留之。 述律后谏曰“彼秉节弗挠，贤者也，奈何困辱之？”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叁军事。 （辽史·
卷七四·韩延徽传）

幽州刘守光遣韩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留之，使牧马。 后曰：“守节不屈，贤者也。 宜礼用之。”太

祖乃召延徽与语，大悦，以为谋主。 （辽史·卷七一·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居久之，慨然怀其乡里，赋诗见意，遂亡归唐。 已而与他将王缄有隙，惧及难，乃省亲幽州，匿故人

王德明舍。 德明问所适，延徽曰：“吾将复走契丹。”德明不以为然。 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
见我必喜。”初，延徽南奔，太祖梦白鹤自帐中出；比还，复入帐中。 诘旦，谓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

然。 （辽史·卷七四·韩延徽传）
既至，太祖问故。 延徽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 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 臣是以复来。”上大

悦，赐名曰匣列。“匣列”，辽言复来也。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叁决。 （辽史·卷七四·韩

延徽传）
乃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 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 以故逃亡者少。 （辽史·

卷七四·韩延徽传）
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 （辽史·卷七四·

韩延徽传）
《辽史》满文译本：
［１０ｂ］ ｔａｉｚｕ ｉ ｓｕｎｊａｃｉ ａｎｉｙａ， ｗａｒｇｉ ｓｉ ｓｉ ｇｕｒｕｎ ｋａｍｎｉ ｈａｆｉｒｈūｎ ｂｅ ｊａｆａｆｉ ｄａｈａｒａｌａｍｅ ｇｅｌｉ ｕｂａšａｍｅ ｏｊｏｒｏ

ｊａｋａｄｅ， ｕｄｕｄｕ ｊｅｒｇ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ｔａｋūｒａｆｉ ｅｌｂｉｍｅ ｇｉｓｕｒｅｃｉ ｄｏｎｊｉｒａｋū ｏｆｉ， ｔａｉｚｕ ｈａｎ ｉｎｉ ｂｅｙｅ ｄａｉｌａｍｅ ｇｅｎｅｆｉ， ｗａｒｇｉ ｓｉ
ｓｉ ｇｕｒｕｎ ｂｅ ｂａｈａｆｉ， ｕｔｈａｉ ｃｏｏｈａ ｄｅｎｄｅｆｉ， ｄｅｒｇｉ ｓｉ ｓｉ ｇｕｒｕｎ ｂｅ ｄａｉｌａｍｅ ｇｅｌｉ ｎｅｃｉｎ ｏｂｕｈａ． ｔｅｒｅｃｉ ｓｉ ｓｉ ｇｕｒｕｎ ｉ
ｂａｂｅ ｇｅｍｕ ｂａｈａｆｉ， ｗｅｓｉｈｕｎ ｍｅｄｅｒｉ ｄｅ ｉｓｉｔａｌａ ｊｕｌｅｓｉ ｂｅ ｔａｎ ｉ ｂａｄｅ ｉｓｉｔａｌａ， ｗａｓｉｈūｎ ｓｕｎｇ ｍｏｏ ｂａｂｅ ｔｕｌｅｎｔｅ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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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ｍｅｂｓü， ｔｅｒｅ üｇｅｎ⁃ｄüｒ ｔａｉｚｕ ｑａγａｎ ｈａｎ ｙａｎ ｈūｉ⁃ｙｉ ａｂｃｕ ｉｒｅｇüｌｊü， ｔｅｇüｎü ｓａｙｉｎ üｇｅｓ⁃ｉ ｓｏｎｕｓｕγａｄ ｓａｙｉｓｉｙａｊｕ，
ｓａｎ ｊｉｙｕｎ ｓｙ ｃｏｌａｔｕ ｔüｓｉｍｅｌ ｂｏｌγａｌｕγ⁃ａ （ｓａｎ ｊｉｙｕｎ ｓｙ， ｓｙｓｙ⁃ｙｉｎ ｄｅｄ ｔüｓｉｍｅｌ， ｃｅｒｉｇ⁃üｎ üｉｌｅ⁃ｙｉ ｍｅｄｅｍü） ． ｅｇüｒｉ ｂｏｌｕγｓａｎ⁃ｕ ｑｏｙｉｎ⁃ａ， ｈａｎ
ｙａｎ ｈūｉ γａｊａｒ⁃ｉｙａｎ ｓａｎａｊｕ ｔａｎｇ ｕｌｕｓ⁃ｔｕｒ ｕｒｂａｊｕ ｏｄｂａｉ． ｊｉｙａｎｇｊｉｙｕｎ ｗａｎｇ ｓｉｙａｎ⁃ｄｕｒ öｓｉｙｅｔü⁃ｙｉｎ ［２４］ ｔｕｌａｄａ，
ｔｅｄｅｎ⁃ｅｃｅ ａｙｕγａｄ， ｉｏ ｊｅｏ ｑｏｔａｎ⁃ｄｕ ｅｃｉｇｅ ｅｋｅ⁃ｄüｒ⁃ｉｙｅｎ ｊｏｌγａｓｕγａｉ ｋｅｍｅｊü ｅｌ⁃ｅ， ｑａγｕｃｉｎ ｎöｋöｒ ｗａｎｇ ｄｅ ｍｉｎｇ⁃
üｎ ｇｅｒ⁃ｔüｒ ｋüｒｂｅｓü， ｗａｎｇ ｄｅ ｍｉｎｇ üｇüｌｅｒ⁃üｎ， ｃｉ ｅｄüｇｅ ｑａｍｉγ⁃ａ ｏｄｕｍｕ． ｈａｎ ｙａｎ ｈūｉ üｇüｌｅｒ⁃üｎ， ｂｉ ｅｄüｇｅ ｍöｎ
ｋü ｃｉｄａｎ ｕｌｕｓ⁃ｔｕｒ ｏｄｑｕ ｂüｉ ｋｅｍｅｂｅ． ｗａｎｇ ｄｅ ｍｉｎｇ üｇüｌｅｒ⁃üｎ， ｃｉ ｔｅｎｄｅ ｏｄｑｕ ｂｕｓｕ ｂüü⁃ｊ⁃ｅ． ｈａｎ ｙａｎ ｈūｉ
ｉｎｉｙｅｇｅｄ üｇüｌｅｒ⁃üｎ， ｔａｉｚｕ ｑａγａｎ ｎａｍａｙｉ ｑｏｙａｒ γａｒ⁃ｔｕｒ⁃ｉｙａｎ ａｄａｌｉ ｓｅｄｋｉｍ ｂüｌüｇｅ， ｅｄüｇｅ ｎａｍａｙｉ üｊｅｂｅｓü ｍａγａｄ
ｂａｙａｓｕｍｕｉ⁃ｊ⁃ｅ． ｎｉｇｅｎ ｓöｎｉ， ｔａｉｚｕ ｑａγａｎ⁃ｕ ｊｅｇüｄüｎ⁃ｄüｒ ｉｎｕ ｃａγａｎ ｔｕγｕｒｕγｕｎ ｍｏｎｇγｏｌ ｇｅｒ⁃ｔｅｃｅ γａｒｕγａｄ ｊｉｃｉ
ｑｏｙｉｎａγｓｉ ｏｒｕｊｕ ｊｅｇüｄüｌｅｂｅｉ． üｒ ｃａｙｉγｓａｎ⁃ｕ ｑｏｙｉｎ⁃ａ， ｔａｉｚｕ ｑａγａｎ ｄｅｒｇｅｄｅｋｉ ｔüｓｉｍｅｄ⁃ｔüｒ⁃ｉｙｅｎ ｊａｒｌａγ ｂｏｌｕｒ⁃ｕｎ，
ｅｎｅ ｓöｎｉ ｊｅｇüｄüｎ⁃ｄüｒ ｍｉｎｕ ｃａγａｎ ｔｕγｕｒｕγｕｎ ｇｅｒ⁃ｔｅｃｅ ｍｉｎｕ γａｒｕγａｄ ｊｉｃｉ ｑｏｙｉｎａγｓｉ ｏｒｕｌｕγ⁃ａ， ｅｄüｇｅ ｈａｎ ｙａｎ
ｈūｉ ｍａγａｄ ｉｒｅｍüｉ⁃ｊ⁃ｅ ｋｅｍｅｎ ｊａｒｌａγ ｂｏｌｕγｓａｎ⁃ｕ ｑｏｙｉｎ⁃ａ， ｄａｒｕｉ⁃ｄｕｒ ｈａｎ ｙａｎ ｈūｉ ｉｒｅｌüｇｅ． ｔａｉｚｕ ｑａγａｎ ［２５］
ｕｒｂａγｓａｎ ｓｉｌｔａγａｎ⁃ｉ ａｓｑａｂａｓｕ， ｈａｎ ｙａｎ ｈūｉ üｇüｌｅｒ⁃üｎ， ｂｉ ｅｃｉｇｅ ｅｋｅ⁃ｙüｇｅｎ ｕｍａｒｔａｂａｓｕ ａｃｉ üｇｅｉ， ｑａγａｎ ｅｊｅｎ⁃ｅｃｅｇｅｎ
ｂｕｒｕγｕ ｓａｎａγｓａｎ üｇｅｉ． ｂｉ ｕｒｂａｊｕ ｏｄｂａｓｕ ｂｅｒ ｑａγａｎ⁃ｙｕγａｎ ｓａｎａｊｕ ｉｒｅｌüｇｅ． ｔａｉｚｕ ｑａγａｎ ｙｅｋｅｔｅ ｂａｙａｓｕγａｄ ｈａｎ ｙａｎ
ｈūｉ⁃ｙｉ ｓｉｙａｌｉｙｅ ｋｅｍｅｎ ｎｅｒｅｙｉｄｃü ｂüｒ⁃üｎ， ｓｕｎｇ ｗｅｎ ｇｕｗａｎ ｙａｍｕｎ⁃ｉ ｄａ ｈｉｙｏｏｓｙ ｂｏｌγａｊｕ， ｄｏｔｕγａｄｕ γａｄａγａｄｕ üｉｌｅ⁃ｙｉ
ｍｅｄｅｇüｌｂｅｉ （ｓｉｙａｌｉｙｅ，ｄ ａｉｌｏｙｏｏ⁃ｙｉｎ üｇｅｎ⁃ｄüｒ ｑｏｙｉｎａγｓｉ ｂａｓａ ｉｒｅｂｅ ｋｅｋｅｋü ｂüｉ） ． ｈａｎ ｙａｎ ｈūｉ ｔａｉｚｕ ｑａγａｎ⁃ｄｕｒ ａｙｉｌａｄｑａｊｕ， ｑｏｔａ ｂａｌγａｄ ｂａｒｉｑ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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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ｄａｌｄｕ ｋｉｋü⁃ｙｉ ｅｇüｓｋｅｊü， γａｊａｒ⁃ｉ ｑｕｂｉｙａγａｄ， ｋｉｔａｄ ｕｌｕｓ⁃ｕｎ ｏｒｕγｓａｎ ｉｒｇｅｄ⁃ｉ ｓａγｕｌγａｊｕ ｂüｒ⁃üｎ， ｅｒ⁃ｅ ｅｍ⁃ｅ⁃ｙｉｎ
ｙｏｓｕｎ⁃ｉ ｔｏγｔａγａγａｄ， ｔａｒｉｙａｎ⁃ｕ üｉｌｅ⁃ｙｉ ｓｕｒγａｊｕ， ｕｌｕｓ ｉｇｅｎ⁃ｉ ｑａｙｉｒａｌａｎ ｔｅｊｉｇｅｇｓｅｎ⁃ü ｔｕｌａ ｕｒｂａｑｕ ｂｏｓｑｕ üｇｅｉ
ｂüｌüｇｅ． ｔａｉｚｕ ｑａγａｎ ｔｕｌγｕｒ⁃ｉｙａｒ ｔöｒö ｙｏｓｕｎ⁃ｉ ｂａｙｉγｕｌｊｕ， ａｌｉｂａ ｑｏｔａ ｂａｌγａｄ⁃ｉ ｂａｒｉγｃｉ， ｏｒｄｏ ｙａｍｕｎ⁃ｉ
ｂａｙｉγｕｌｕγｃｉ， ｑａγａｎ ｋｉｇｅｄ ｔüｓｉｍｅｄ⁃ｉ ｊöｂ ｓｉｄｕｒγｕ ｂｏｌγａγｃｉ， ｎｅｒ⁃ｅ ｙａｂｕｄａｌ⁃ｉ ｔｏγｔａγａγｃｉ， ｊａｓａγ ｃａγａｊａ⁃ｙｉ öｂｅｒ⁃ｅ
［２６］ öｂｅｒ⁃ｅ ｉｌγａγｃｉ， ｔｅｒｅ ｂüｇüｄｅ⁃ｙｉ ｈａｎ ｙａｎ ｈūｉ⁃ｙｉｎ ｅｇüｓｇｅｇｓｅｎ ｂüü．

从上引《辽史》原文中标注的删除线和卷次篇目可知，《辽史》满蒙译本对《辽史》原文进行史料取

舍，以《太祖本纪》为基础编译，舍弃其文字，从人物列传中搬用大量内容。
与辽、元二史不同，《金史》开头部分不是《太祖本纪》，而是《世纪》，即皇室先世的历史。 《金史》满

蒙译本按照《金史》原文结构，译述《金史》卷一《世纪》，但也从《金史》其他章节采编文字，补入相应位

置。 现取《金史》世祖部分，对勘满蒙译本，以揭示译本的史料取舍。
《金史》原文：
第二子袭节度使，是为世祖，讳劾里钵。 生女直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 景祖九子，元配唐括氏生

劾者，次世祖，次劾孙，次肃宗，次穆宗。 （金史·卷一·世纪·世祖）
景祖昭肃皇后生韩国公劾者，次世祖，次沂国公劾孙，次肃宗，次穆宗。 次室注思灰，契丹人，生代

国公劾真保。 次室温迪痕氏，名敌本，生虞国公麻颇、隋国公阿离合懑、郑国公谩都诃。 劾者、阿离合懑

别有传。 （金史·卷六五·始祖以下诸子）
《金史》满文译本：
ｊｉｙｅ ｄｕｓｙ ｈａｆａｎ ｂｅ ｊａｃｉｎ ｊｕｉ ｈｅｌｉｂｕ ｓｉｒａｈａ． ｕｇｕｎａｉ ｄｅ ｕｙｕｎ ｊｕｉ ｂａｎｊｉｈａ． ａｍｂａ ｊｕｉ ｈｅｊｅ， ｊａｃｉｎ ｈｅｌｉｂｕ， ｉｌａｃｉ

ｈｅｓｕｎ，ｄｕｉｃｉ ｐｏｌａｓｕ， ｓｕｎｊａｃｉ ｉｎｇｇ’ｏ， ｎｉｎｇｇｕｃｉ ｈｅｊｉｎｂｏｏ， ｎａｄａｃｉ ｍａｐｏｏ， ｊａｋūｃｉ ａｌｉｈｏｍａｎ， ｕｙｕｃｉ ｍａｎｄｕｈｏ．
《金史》蒙古文译本：
ｊｉｙｅｄｕｓｙ ｃｏｌａ⁃ｙｉ ｉｎｕ ｄｅｄ ｋöｂｅｇüｎ ｈｅｌｉｂｕ ｊａｌγａｍｊｉｌａｂａｉ． ｕｇｕｎａｉ⁃ｄüｒ ｙｉｓüｎ ｋöｂｅｇüｎ ｂüｌüｇｅ． ｙｅｋｅ ｋöｂｅｇüｎ

ｉｎｕ ｈｅｊｅ， ｎöｇüｇｅ ｋöｂｅｇüｎ ｉｎｕ ｈｅｌｉｂｕ， γｕｒｂａｄｕγａｒ ｉｎｕ ｈｅｓｕｎ， ｄöｒｂｅｄüｇｅｒ ｉｎｕ ｐｏｌａｓｕ， ｔａｂｕｄｕγａｒ ｉｎｕ ｉｎｇｇ’ｏ，
ｊｉｒγｕｄｕγａｒ ｉｎｕ ｈｅｊｉｎｂｏｏ， ｄｏｌｏｄｕγａｒ ｉｎｕ ｍａｐｏｏ， ｎａｉｍａｄｕγａｒ ｉｎｕ ａｌｉｈｏｍａｎ， ｙｉｓüｄüｇｅｒ ｉｎｕ ｍａｎｄｕｈｏ ｂüｉ．

从上引《金史》原文中标注的删除线和卷次篇目可知，《金史》满蒙译本对《金史》原文进行史料取

舍，以《金史·世祖》为基础编译，舍弃部分文字，从《金史》卷六五《始祖以下诸子》搬用相关内容。
《元史》原文：
六年辛未春，帝居怯绿连河。 西域哈剌鲁部主阿昔兰罕来降，畏吾兒国主亦都护来觐。 （元史·卷

一·太祖本纪）
二月，帝自将南伐，败金将定薛于野狐岭，取大水泺、丰利等县。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乃遣札八兒使金，金不为礼而归。 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铁锢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 （元史·卷一

二○·札八兒火者）
二月，帝自将南伐，败金将定薛于野狐岭，取大水泺、丰利等县。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金将定薛拥重兵守野狐岭，帝遣察罕觇虚实，还言彼马足轻动，不足畏也。 （元史·卷一二○·察

罕）
木华黎曰：“彼众我寡，弗致死力战，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帝麾诸军并进，大

败金兵，追至浍河，僵尸百里。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
二月，帝自将南伐，败金将定薛于野狐岭，取大水泺、丰利等县。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秋七月，命遮别攻乌沙堡及乌月营，拔之。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金人以独吉思忠、仆散揆行中书省，领兵筑乌沙堡，会太师木华黎军忽至，败其兵三十余万，思忠等

走，宝玉举军降。 木华黎引见太祖，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 西南诸蕃勇悍可

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又言：“建国之初，宜颁新令。”帝从之。 于是颁条画五章，如出军不

得妄杀；刑狱惟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军户，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军，汉人有田四顷、人三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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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一军；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户与军户同；民匠限地一顷；僧道无益于国、有损于民者悉行禁

止之类：皆宝玉所陈也。 （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
八月，帝及金师战于宣平之会河川，败之。 九月，拔德兴府。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太祖遂进师，距关百里不能前，召札八兒问计。 对曰：“从此而北，黑树林中有间道，骑行可一人，臣

向尝过之。 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兒轻骑前导。 日暮入谷，黎明，诸军已在平地，
疾趋南口，金鼓之声若自天下，金人犹睡未知也。 比惊起，已莫能支吾，锋镝所及，流血被野。 关既破，
中都大震。 （元史·卷一二○·札八兒火者）

九月，拔德兴府，居庸关守将遁去。 遮别遂入关，抵中都（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冬十月，袭金群牧监，驱其马而还。 耶律阿海降，入见帝于行在所。 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分徇

云内、东胜、武、朔等州，下之。 是冬，驻跸金之北境。 刘伯林、夹谷长哥等来降。 （元史·卷一·太祖本

纪）
《元史》满文译本：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ｉ ｎｉｎｇｇｕｃｉ ａｎｉｙａ， šａｈūｎ ｈｏｎｉｎ， ｎｉｙｅｎｇｎｉｙｅｒｉ，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ｃｉｙｅｉ ｌｕ ｌｉｙａｎ ｇｅｂｕｎｇｇｅ

ｂｉｒａ ｄｅ ｔｅｆｉ ｂｉｓｉｒｅｄｅ， ｗａｒｇｉ ｊｅｃｅｎ ｉ ｈａｌａｌｕ ａｉｍａｎ ｉ ｅｊｅｎ ａｓｉｌａｎ ｈａｎ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ｄｅ ｄａｈａｍｅ ｊｉｈｅ． ｗｅｉ ｕ ｅｌ
ｇｕｒｕｎ ｉ ｅｊｅｎ ｇｅｌｉ ｊｉｈｅ．

ｊｕｗｅ ｂｉｙａ ｄｅ，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ｉｎｉ ｚａ ｂａ ｅｌ ｇｅｂｕｎｇｇｅ ａｍｂａｎ ｂｅ ａｉｓｉｎ ｇｕｒｕｎ ｄｅ ｔａｋūｒａｆｉ， ａｉｓｉｎ ｇｕｒｕｎ
ｄｏｒｏｌａｈａｋū． ｚａ ｂａ ｅｌ ａｍａｓｉ ｂｅｄｅｒｅｈｅ． ａｉｓｉｎ ｇｕｒｕｎ 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ｊｉｏｉ ｙｕｎｇ ｇｕｗａｎ ｆｕｒｄａｎ ｉ ａｋｄｕｎ ｄｅ ｅｒｔｕｆｉ ｆｕｒｄａｎ ｉ
ｄｕｋａ ｂｅ ｓａｌｅｉ ａｋｄｕｌａｆｉ ｎｉｎｇｇｉｙａ ［３４ａ］ ｓｅｌｅ ｂｅ ｔａｎｇｇū ｂａ ｆｕｎｃｅｍｅ ｓｅｇｔｅｆｉ ｓｉｎｄａｈａ．

ｔｅｒｅｃｉ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ｃｏｏｈａ ｇａｉｆｉ ｊｕｌｅｒｇｉ ａｉｓｉｎ ｇｕｒｕｎ ｂｅ ｄａｉｌａｍｅ ｇｅｎｅｒｅｄｅ， ａｉｓｉｎ ｉ ｊｉｙａｎｇｊｉｙｕｎ ｄｉｎｇ
ｓｉｏｗｅｉ ａｍｂａ ｃｏｏｈａ ｂｅ ｇａｉｆｉ ｙｅｉ ｈū ｌｉｎｇ ｄａｂａｇａｎ ｉ ａｍａｌａ ｆａｉｄａｈａｂｉ．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ｉｎｉ ｓａｈａｎ ｇｅｂｕｎｇｇｅ ａｍｂａｎ
ｂｅ ｂａｔａｉ ｍｅｊｉｇｅ ｂｅ ｔｕｗａｎａ ｓｅｍｅ ｕｎｇｇｉｈｅ． ｓａｈａｎ ｔｕｗａｎａｍｅ ｇｅｎｅｆｉ ａｍａｓｉ ｂｅｄｅｒｅｆｉ ａｌａｍｅ， ｂａｔａｉ ｍｏｒｉｎ ｉ ｆａｔｈａ
ｗｅｉｈｕｋｅｎ ａššａｍｂｉ． ｍｕｓｅ ｏｌｈｏｒｏ ｂａ ａｋū．

ｍｕｈūｌｉ ｇｅｂｕｎｇｇｅ ａｍｂａｎ ｈｅｎｄｕｍｅ， ｂａｔａｉ ｃｏｏｈａ ｇｅｒｅｎ， ｍｕｓｅｉ ｃｏｏｈａ ｋｏｍｓｏ， ｍｕｓｅ ｂｕｃｅｔｅｉ ｈūｓｕｔｕｌｅｍｅ
ａｆａｒａｋū ｏｃｉ， ｊａ ｉ ｇｉｄａｃｉ ｏｊｏｒａｋū ｓｅｆｉ， ｕｔｈａｉ ｂａｔｕｒｕ ｃｏｏｈａ ｂｅ ｇａｉｆｉ ａｍｂａ ｊｉｌｇａｎ ｉ ｓｅｒｅｍｅ ｂａｔａｉ ｆａｉｄａｎ ｄｅ ｄｏｓｉｋａ．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ｇｅｌｉ ｇｅｒｅｎ ｃｏｏｈａ ｂｅ ｇａｉｆｉ ｓａｓａ ｄｏｓｉｆｉ ａｆａｆｉ ａｉｓｉｎ ｉ ｃｏｏｈａ ｂｅ ｇｉｄａｆｉ ｔａｎｇｇū ｂａｉ ｄｕｂｅｄｅ
ｉｓｉｔａｌａ ｂｏšｏｈｏ．

ｔｅｒｅｃｉ ｕｔｈａｉ ｄａ ｓｕｉ ｌｉ， ［３４ｂ］ ｆｕｎｇ ｓｉｙａｎ， ｌｉ ｓｉｙａｎ ｉｌａｎ ｈｏｔｏｎ ｂｅ ｇａｉｈａ．
ａｉｓｉｎ ｇｕｒｕｎ ｇｅｌｉ ｄｕ ｊｉ ｓｙ ｚｕｎｇ， ｐｕ ｓａｎ ｇｕｉ ｇｅｂｕｎｇｇｅ ｊｕｗｅ ａｍｂａｎ ｄｅ ｃｏｏｈａ ｂｕｆｉ ｕ ｓａ ｐｕ ｈｏｔｏｎ ｂｅ ｓａｈａｒａ

ｄｅ， ｍｏｎｇｇｏｉ ｍｕｈūｌｉ， ｊｅｂｅ ｇｅｂｕｎｇｇｅ ｊｕｗｅ ａｍｂａｎ ｃｏｏｈａ ｇａｉｆｉ ｇｅｎｅｆｉ ｈｏｌｋｏｎ ｄｅ ａｆａｒａ ｊａｋａｄｅ， ｄｕ ｊｉ ｓｙ ｚｕｎｇ ｎｉ
ｃｏｏｈａ ｇｉｄａｂｕｆｉ ｂｕｒｌａｈａ． ｇ’ｏｏ ｂｏｏ ｉｏｉ ｇｅｂｕｎｇｇｅ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ｃｏｏｈａ ｇａｉｆｉ ｍｕｈūｌｉ ｄｅ ｄａｈａｍｅ ｊｉｈｅ ｍａｎｇｇｉ， ｍｕｈūｌｉ，
ｇ’ｏｏ ｂｏｏ ｉｏｉ ｂｅ ｇａｍａｍｅ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ｄｅ ａｃａｎａｈａ．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ｇ’ｏｏ ｂｏｏ ｉｏｉ ｄｅ ｚｕｎｇ ｙｕｗａｎ ｉ ｂａｂｅ
ｇａｉｊａｒａ ａｒｇａ ｆｏｎｊｉｒｅ ｊａｋａｄｅ， ｇ’ｏｏ ｂｏｏ ｉｏｉ ｊａｂｕｍｅ， ｚｕｎｇ ｙｕｗａｎ ｉ ｂａｉ ｈūｓｕｎ ａｍｂｕｌａ ｅｔｕｈｕｎ， ｏｉｈｏｒｉ ｏｃｉ ｏｊｏｒａｋū．
ｗａｒｇｉ ｊｕｌｅｒｇｉ ｇｅｒｅｎ ｇｕｒｕｎ 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ｍａｎｇｇａ ｂａｔｕｒｕ， ｔｅｒｅｂｅ ｎｅｎｅｍｅ ｄａｉｌａｍｅ ｇａｉｆｉ ｂａｉｔａｌａｃｉ ａｃａｍｂｉ． ｊａｉ ａｍａｌａ
ａｉｓｉｎ ｇｕｒｕｎ ｂｅ ｋｉｃｅｃｉ ｕｒｕｎａｋū ｍｕｊｉｌｅｎ ｄｅ ａｃａｂｕｍｂｉ ｋａｉ． ｇｅｌｉ ｈｅｎｄｕｍｅ， ｇｕｒｕｎ ｂｅ ｔｕｋｔａｎ ｉｌｉｂｕｒｅｄｅ ［３５ａ］ ｉｃｅ
ｆａｆｕｎ ｂｅ ｓｅｌｇｉｙｅｃｉ ａｃａｍｂｉ．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ｔｅｒｅ ｇｉｓｕｎ ｂｅ ｇａｉｆｉ ｕｔｈａｉ ｓｕｎｊａ ｈａｃｉｎ ｉ ｆａｆｕｎ ｂｅ ｓｅｌｇｉｙｅｍｅ， ｃｏｏｈａ
ｔｕｃｉｋｅ ｄｅ ｂａｌａ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ｂｅ ｕｍｅ ｗａｒａ； ｄａｍｕ ｕｊｅｎ ｗｅｉｌｅｎｇｇｅ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ｂｅ ｗａｍｂｉ， ｔｅｒｅｃｉ ｇūｗａ ｂｕｙａｒａｈａ ｗｅｉｌｅ ｂｅ
ａｃａｒａ ｂｅ ｔｕｗａｍｅ ｉｃｉｈｉｙａｍｂｉ； ｃｏｏｈａ ｏｂｕｒｅｎｇｇｅ， ｍｏｎｇｇｏｓｏ ｏｃｉ ｈａｈａ ｔｏｍｅ ｕｋｓｉｎ ｅｔｕ， ｎｉｋａｓａ ｏｈｏｄｅ， ｉｌａｎ ｈａｈａ
ｄｕｉｎ ｃｉｎｇ ｕｓｉｎ ｂｉｓｉｒｅ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ｅｍｕ ｕｋｓｉｎ ｅｔｕ； ｔｏｆｏｈｏｎ ｓｅ ｃｉ ｗｅｓｉｈｕｎ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ｂｅ ｈａｈａｉ ｔｏｎ ｄｅ ｄａｂｕｍｂｉ， ｎｉｎｊｕ
ｓｅ ｃｉ ｗｅｓｉｈｕｎ ｄａｂｕｒａｋū； ｈūｗａšａｎ， ｄｏｏｓｙ ｇｕｒｕｎ ｄｅ ｔｕｓａ ａｋū， ｉｒｇｅｎ ｂｅ ｎｕｎｇｎｅｍｂｉ， ｇｅｍｕ ｆａｆｕｌａｆｉ ｎａｋａｂｕ ｓｅｈｅ．
ｔｅｒｅ ｇｅｍｕ ｇ’ｏｏ ｂｏｏ ｉｏｉ ａｌａｈａ ｇｉｓｕｎ．

ｊａｋūｎ ｂｉｙａ ｄｅ，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ａｉｓｉｎ ｉ ｃｏｏｈａ ｂｅ ｈｉｏｗａｎ ｐｉｎｇ ｎｉ ｇｏｌｏｉ ｈūｉ ｈｏ ｃｕｗａｎ ｉ ｂａｄｅ ｇｉｄａｈａ．
ｕｙｕｎ ｂｉｙａ ｄｅ，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ｄｅ ｓｉｎｇ ｆｕ ｈｅｃｅｎ ｂｅ ａｆａｍｅ ［３５ｂ］ ｇａｉｆｉ， ｊｉｏｉ ｙｕｎｇ ｇｕｗａｎ ｆｕｒｄａｎ ｄｅ ｉｓｉｎａ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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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ｒｄａｎ ｄｅ ｔａｎｇｇū ｂａｉ ｄｕｂｅｃｉ ｄｏｓｉｃｉ ｏｊｏｒａｋū ｏｆｉ，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ｓｉ ｈａｎ， ｚａ ｂａ ｅｌ ｂｅ ｈūｌａｆｉ ａｒｇａ ｆｏｎｊｉｒｅ ｊａｋａｄｅ， ｚａ ｂａ ｅｌ
ｊａｂｕｍｅ， ｅｒｅ ｂａｃｉ ａｍａｓｉ ｓａｈａｈūｎ ｂｕｊａｎ ｉ ｄｏｌｏ ｅｍｕ ｎａｒｈūｎ ｊｕｇūｎ ｂｉ， ｍｏｒｉｎｇｇａ ｙａｂｕｍｂｉｈｅｄｅ ｄａｍｕ ｅｍｕ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ｙａｂｕｃｉ ｏｍｂｉ， ｂｉ ｓｅｉｂｅｎｉ ｋｅｍｕｎｉ ｄｕｌｅｍｅ ｙａｂｕｍｂｉｈｅ， ｔｅ ｃｏｏｈａ ｇａｉｆｉ ｊｉｌｇａｎ ｔｕｃｉｂｕｒａｋū ｇｅｎｅｈｅｄｅ， ｅｍｕ ｄｏｂｏｒｉ
ｕｔｈａｉ ｆｕｒｄａｎ ｄｕｋａ ｄｅ ｉｓｉｎａｍｂｉ． ｔｅｒｅｃｉ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ｚａ ｂａ ｅｌ ｂｅ ｊｕｌｅｒｉ ｊｕｇūｎ ｎｏｒｉｂｕｍｅ šｕｎ ｙａｍｊｉｍｅ ｈｏｌｏ ｄｅ
ｄｏｓｉｆｉ ｇｅｎｅｈｅｉ ｇｅｒｅｋｅ ｍａｎｇｇｉ ｇｅｒｅｎ ｃｏｏｈａ ｎｅｃｉｎ ｂｉｈａｎ ｄｅ ｉｓｉｎａｆｉ ｊｕｌｅｒｇｉ ａｎｇｇａｉ ｂａｒｕ ｄｏｓｉｋａ． ｃａｎ ｔｕｎｇｋｅｎ ｉ ｊｉｌｇａｎ
ａｂｋａ ｃｉ ｗａｓｉｋａ ｇｅｓｅ． ａｉｓｉｎ ｉ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ｈｏｎｏ ａｍｈａｆｉ ｓａｒｋū， ｇａｉｔａｉ ｉｓｉｎａｒａ ｊａｋａｄｅ ｇｅｌｅｈｅｉ ｉｌｉｃａｆｉ ａｌｉｍｅ ｍｕｔｅｈｅｋū，
ｆｕｒｄａｎ ｇａｉｂｕｆｉ ［３６ａ］ ｆｕｒｄａｎ ｔｕｗａｋｉｙａｈａ ｊｉｙａｎｇｊｉｙｕｎ ｕｋａｍｅ ｇｅｎｅｈｅ． ｍｏｎｇｇｏｉ ｊｅｂｅ ｇｅｂｕｎｇｇｅ ａｍｂａｎ ｕｔｈａｉ ｄｏｓｉｆｉ，
ｚｕｎｇ ｄｕ ｈｅｃｅｎ ｄｅ ｉｌｉｎａｈａ （ｚｕｎｇ ｄｕ， ｄｕｌｉｍｂａｉ ｄｕ ｓｅｒｅ ｇｉｓｕｎ． ｈａｎ ｎｉｙａｌｍａｉ ｔｅｒｅ ｈｅｃｅｎ． ｔｅ ｂｅｊｉｎｇ ｉｎｕ） ．

ｔｕｗｅｒｉ ｊｕｗａｎ ｂｉｙａ ｄｅ， ｊｅｂｅ ｇｅｌｉ ａｉｓｉｎ ｇｕｒｕｎ ｉ ｍｏｒｉｎ ｕｊｉｒｅ ｂａｄｅ ａｆａｎｊｉｆｉ ａｄｕｎ ｉ ｍｏｒｉｎ ｂｅ ｄａｌｉｍｅ ｇａｊｉｍｅ
ａｍａｓｉ ｂｅｄｅｒｅｈｅ．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ｉ ｊｕｉ ｊｕｃｉ， ｃａｈａｄａｉ， ūｇｕｄｅｉ ｃｏｏｈａ ｄｅｎｄｅｆｉ ａｉｓｉｎ ｉ ｙūｎ ｎｅｉ ｇｏｌｏ ｄｅ ｔａｂｃｉｎ
ｄｏｓｉｆｉ ｄｕｎｇ ｓｉｎｇ， ｕ， ｓｏ ｉ ｊｅｒｇｉ ｊｅｏ ｂｅ ａｆａｍｅ ｇａｉｈａ． ｔｅｒｅ ｔｕｗｅｒｉ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ｈａｎ ａｉｓｉｎ ｉ ａｍａｒｇｉ ｊａｓｅ ｄｅ ｔｅｆｉ
ｂｉｓｉｒｅｄｅ， ｌｉｏ ｂｅ ｌｉｎ， ｃａｎｇ ｇ’ｏ ｄａｈａｍｅ ｊｉｈｅ．

《元史》蒙文译本：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ｑａγａｎ⁃ｕ ｊｉｒγｕｄｕγａｒ ｏｎ， ｃａγａγｃｉｎ ｑｏｎｉｎ ｊｉｌ⁃üｎ ｑａｂｕｒ⁃ａ，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ｑａγａｎ ｋｅｒüｌｅｎ ｍöｒｅｎ⁃ｄüｒ

ｓａγｕｎ ｂüｋüｉ⁃ｄüｒ， üｒüｎ⁃ｅ⁃ｔｕ ｋｉｊａγａｒ⁃ｕｎ ｈａｌａｌｕ ａｙｉｍａγ⁃ｕｎ ｅｊｅｎ ａｓｉｌａｎ ｎｅｒｅｔü ｑａγａｎ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ｑａγａｎ⁃ｄｕｒ
［３５ａ］ ｏｒｕｊｕ öｇｇüｌüｇｅ． ｗｅｉ ｕ ｕｌｕｓ⁃ｕｎ ｅｊｅｎ ｂａｓ⁃ａ ｋü ｏｒｕｊｕ ｉｒｅｂｅ．

ｑａｂｕｒ⁃ｕｎ ｄｕｍｄａｄｕ ｓａｒａ⁃ｄｕｒ，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ｑａγａｎ ｊａｍｂａ ｅｌ ｎｅｒｅｔü ｔüｓｉｍｅｌ⁃ｉｙｅｎ ａｌｔａｎ ｕｌｕｓ⁃ｔｕｒ ｉｌｅｇｅｇｓｅｎ⁃ｄüｒ，
ａｌｔａｎ ｕｌｕｓ ｅｓ⁃ｅ ｋüｎｄüｌｅｂｅｉ． ｔｅｄüｉ ｊａｍｂａ ｅｌ ｑａｒｉｊｕ ｉｒｅｌüｇｅ． ａｌｔａｎ ｕｌｕｓ ｊｉｏｉ ｙｕｎｇ ｇｕｗａｎ ｎｅｒｅｔü ｋｅｒｅｍ⁃ｉｙｅｎ ｂｅｒｋｅ⁃
ｄüｒ ｉｔｅｇｅｊü， ｋｅｒｅｍ⁃ｉｙｅｎ ｑａγａｌγ⁃ａ⁃ｙｉ ｔｅｍüｒ⁃ｉｙｅｒ ｂａｔｕｌａγａｄ， ｓｉｒｇü ｔｅｍüｒ⁃ｉ ｊａγｕｎ ｉｌｅｇü γａｊａｒ⁃ａ ｂüｒｉｔｅｌｅ ｔａｌｂｉｂａｉ．

ｔｅｄüｉ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ｑａγａｎ ｃｅｒｉｇ⁃ｉｙｅｒ ｅｍüｎｅｔü ａｌｔａｎ ｕｌｕｓ⁃ｉ ｄａｙｉｌａｒ⁃ａ ｏｄｑｕｉ⁃ｄｕｒ， ａｌｔａｎ⁃ｕ ｄｉｎｇ ｓｉｏｗｅｉ ｎｅｒｅｔü
ｊｉｙａｎｇｊｉｙüｎ ｙｅｋｅ ｃｅｒｉｇ⁃ｉｙｅｎ ａｂｃｕ ｙｅ ｈū ｌｉｎｇ ｎｅｒｅｔü ｄａｂａγａｎ⁃ｕ ｑｏｙｉｔｕ ｅｔｅｇｅｄ ｂａｙｉｌａｎ ａｊｕγｕ．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ｑａγａｎ
ｓａｈａｎ ｎｅｒｅｔü ｔüｓｉｍｅｌ⁃ｉｙｅｎ ｄａｙｉｓｕｎ⁃ｕ ｃｉｎｅｇｅｎ⁃ｉ ｓｉｎｊｉｌｅ ｇｅｊü ｉｌｅｇｅｇｓｅｎ⁃ｄüｒ， ｓａｈａｎ üｊｅｒ⁃ｅ ｏｄｕγａｄ ｉｒｅｊü üｇüｌｅｒ⁃
üｎ， ｄａｙｉｓｕｎ⁃ｕ ｋöｌ ｉｎｕ ｋöｎｇｇｅｎ⁃ｅ ｋöｄｅｌüｍüｉ， ［ ３５ｂ］ ａｙｕγｄａｑｕｉ ｂｕｓｕ ｋｅｍｅｋüｉ ｄüｒ， ｍｏｈｕｌｉ üｇüｌｅｒ⁃üｎ，
ｄａｙｉｓｕｎ⁃ｕ ｃｅｒｉｇ ｏｌａｎ， ｍａｎｕ ｃｅｒｉｇ ｃüｋｅｎ， ｂｉｄａ ａｍｉｂａｎ üｒｅｊü ｅｓ⁃ｅ ｑａｄｑｕｌｄｕｂａｓｕ ｅｌ⁃ｅ ｑｏｙｉｎ⁃ａ ｄｏｒｕｙｉｔａγｕｌｑｕｉ⁃ａ
ｂｅｒｋｅ ｂüｉ ｋｅｍｅｇｅｄ， ｂａγａｔｕｒ ｃｅｒｉｇ⁃üｄ⁃ｉ ａｂｕｎ ｙｅｋｅ ｄａγｕｂａｒ ｑａｓｇｉｒｃｕ ｄａｙｉｓｕｎ⁃ｕ ｄｏｔｕｒ⁃ａ ｏｒｕｂａｉ． ｔａｉｚｕ ｂａｓａ ｏｌａｎ
ｃｅｒｉｇ⁃ｉｙｅｒｅｎ ｏｒｕｊｕ ｑａｄｑｕｌｄｕγａｄ ａｌｔａｎ⁃ｕ ｃｅｒｉｇ⁃ｉ ｄａｒｕｊｕ， ｊａγｕｎ ｂａｒ⁃ａ⁃ｙｉｎ γａｊａｒ⁃ｔｕｒ ｋüｒｔｅｌ⁃ｅ ｃａｂｃｉγａｄ， ｔｅｄüｉ ｄａ
ｓｕｉ ｌｉ， ｆｕｎｇ ｓｉｙａｎ， ｌｉ ｓｉｙａｎ ｎｅｒｅｔü γｕｒｂａｎ ｑｏｔａ⁃ｙｉ ａｂｕｌｕγａ．

ａｌｔａｎ ｕｌｕｓ ｂａｓ⁃ａ ｋü ｄｕｊｉ ｓｙｚｕｎｇ， ｐūｓａｎ ｇｕｉ ｎｅｒｅｔü ｑｏｙａｒ ｔüｓｉｍｅｌ⁃ｄｅｇｅｎ ｃｅｒｉｇ öｇｃü， ｕ ｓａ ｐｕ ｑｏｔａ⁃ｙｉ
ｂａｒｉγｕｌｑｕｉ⁃ｄｕｒ， ｍｏｎｇγｏｌ⁃ｕｎ ｍｏｈｕｌｉ， ｊｅｂｅ ｎｅｒｅｔü ｑｏｙａｒ ｔüｓｉｍｅｌ ｃｅｒｉｇ⁃ｉｙｅｒ ｏｄｃｕ ｇｅｎｅｄｔｅ ｑａｄｑｕｌｄｕγｓａｎ⁃ｄｕｒ，
ｄｕｊｉ ｓｙｚｕｎｇ⁃ｕｎ ｃｅｒｉｇ ｄａｒｕγｄａγａｄ ｄｕｔａγａｌｕγ⁃ａ． ｇ’ ｏｏ ｂｏｏ ｉｏｉ ｎｅｒｅｔü ｔüｓｉｍｅｌ ［３６ａ］ ｃｅｒｉｇ⁃ｉｙｅｒｅｎ ｍｏｈｕｌｉ⁃ｄｕｒ
ｏｒｕｊｕ ｉｒｅｇｓｅｎ⁃ｄüｒ， ｍｏｈｕｌｉ ｔｅｇüｎｉ ａｂｕｎ ｉｒｅｊü ｔａｉｚｕ⁃ｄｕｒ ｊｏｌγａγｕｌｂａｉ．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ｑａγａｎ ｚｕｎｇ ｙｕｗａｎ⁃ｕ γａｊａｒ⁃ｉ
ａｂｑｕ ａｒγ⁃ａ⁃ｙｉ ｇ’ｏｏ ｂｏｏ ｉｏｉ⁃ｅｃｅ ａｓａγｕｂａｓｕ， ｇ’ｏｏ ｂｏｏ ｉｏｉ ａｙｉｌａｄｑａｒ⁃ｕｎ， ｚｕｎｇ ｙｕｗａｎ⁃ｉ γａｊａｒ⁃ｄａｋｉｎ⁃ｉ ｋüｃüｎ ｍａｓｉ
ｙｅｋｅ， ｋｉｌｂａｒｓｉｙａｊｕ üｌü ｂｕｌｑｕ ｂüｉ． ｅｍüｎ⁃ｅ， üｒüｎ⁃ｅ⁃ｄｅｋｉ ｏｌａｎ ｕｌｕｓ ｂａγａｔｕｄ ｂüｉ， ｔｅｇüｎｉ ｕｒｉｄａ ｄａｙｉｌａｊｕ ａｂｑｕ
ｋｅｒｅｇ， ｔｅｇüｎü ｑｏｙｉｎ⁃ａ ａｌｔａｎ ｕｌｕｓ⁃ｉ ｋｉｃｉｙｅｎ ｄａｙｉｌａｂａｓｕ ｊｏｒｉγ ｍａｎｕ ｂüｔüｍüｉ⁃ｊ⁃ｅ． ｕｌｕｓ⁃ｉ ｔｕγｔａｍ ｂａｙｉγｕｌｑｕｉ⁃ｄｕｒ
ｓｉｎ⁃ｅ ｊａｓａγ⁃ｉ ｔｕｎｇｑａγｌａｂａｓｕ ｊｏｋｉｑｕ ｂｏｌａｉ ｋｅｍｅｎ üｇüｌｅｇｓｅｎ⁃ｄüｒ， ｔａｉｚｕ ｔｅｇüｎ⁃ｉ ｊöｂｓｉｙｅｇｅｄ， ｔｅｄüｉ ｔａｂｕｎ ｊüｉｌ
ｊａｓａγ⁃ｉ ｔｕｎｇｑａγｌａｒ⁃ｕｎ， ｄａｙｉｓｕｎ⁃ｄｕｒ öｔｅｌｅ ｋüｍüｎ⁃ｉ ｂｕｕ ａｌａ； ｙｅｒü ｙｅｋｅ ｇｅｍ⁃ｔü ｋüｍüｎ⁃ｉ ａｌａｑｕ ｂüｉ， ｔｅｇüｎ⁃ｅｃｅ
ｂｕｓｕ üｃüｋｅｎ ｇｅｍ⁃ｔｅｎ⁃ｉ ｉｌγａｌ⁃ｉ ｉｎｕ ｓｉｎｊｉｌｅｊü ｊａｓａｑｕ ｂüｉ； ｍｏｎｇγｏｌ⁃ｉ ｋüｍüｎ ｂüｒｉ ｑｕｙａγ ｅｍüｓｇｅｊü， ｋｉｔａｄ⁃ｉ ［３６ｂ］
ｄöｒｂｅｎ ｃｉｎｇ ｔａｒｉｙ⁃ａ⁃ｔｕ γｕｒｂａｎ ｋüｍüｎ ｄüｒ ｎｉｇｅｎ ｑｕｙａγ ｅｍüｓｇｅｊü ｃｅｒｉｇ⁃ｔüｒ ｔｏγｏｃａ （ ｎｉｇｅｎ ｃｉｎｇ⁃ｄüｒ ｑｏｒｉｎ ｅｄüｒ⁃
üｎ ｔａｒｉｙ⁃ａ ｂüｉ）； ｙｅｒü ａｒｂａｎ ｔａｂｕｎ ｎａｓｕｔｕ⁃ａｃａ ｄｅｇｅｇｓｉ ｊｉｒａｎ ｎａｓｕｔｕ⁃ａｃａ ｄｏｒｕγｓｉ ｃｅｒｉｇ⁃ｔüｒ ｔｏγａｃａｑｕ ｂüｉ； ｔｏｙｉｄ
ｂｏｍｂｏ⁃ｎａｒ ｕｌｕｓ⁃ｔｕｒ ｔｕｓａ üｇｅｉ ｂｏｌａｉ， ｂａｙｉｌγａｄｑｕｎ ｇｅｊü ｊａｓａγ ｔｕｎｇｑａγｌａｂａｉ． ｅｎｅ üｇｅ ｇ’ｏｏ ｂｏｏ ｉｏｉ⁃ｙｉｎ üｇüｌｅｇｓｅｎ
ａｊｕｑｕｉ．

ｎａｍｕｒ⁃ｕｎ ｄｕｍｄａｄｕ ｓａｒａ⁃ｄｕｒ，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ｑａγａｎ， ｈｉｏｗａｎ ｐｉｎｇ γａｊａｒ⁃ｕｎ ｈūｉ ｈū γｏｏｌ⁃ｕｎ ｋöｇｅｒｇｅ⁃ｄüｒ
·２６·



ａｌｔａｎ⁃ｕ ｃｅｒｉｇ⁃ｉ ｄａｒｕγａｄ， ｎａｍｕｒ⁃ｕｎ ｓｅｇüｌ ｓａｒａ⁃ｄｕｒ ｄｅｓｉｎｇ ｆｕ ｑｏｔａ⁃ｙｉ ｑａｄｑｕｌｄｕｊｕ ａｂｕｎ， ｊｉｏｉ ｙｕｎｇ ｇｕｗａｎ ｋｅｒｅｍ⁃
ｄüｒ ｋüｒüｇｅｄ， ｋｅｒｅｍ⁃ｉｙｅｒ ｏｒｕｊｕ üｌü ｂｏｌｑｕ⁃ｙｉｎ ｔｕｌａｄａ， ｔａｉｚｕ ｚａｂａ ｅｌ⁃ｅｃｅ ａｓａγｕｂａｓｕ， ｚａｂａ ｅｌ üｇüｌｅｒ⁃üｎ， ｅｎｄｅ⁃
ｅｃｅ ｑｏｙｉｎａγｓｉ ｑａｒａｎｇγｕｉ ｏｙｉｎ ｄｏｔｕγｕｒ γａγｃａ ｍｏｒｉｔｕ ｋüｍüｎ ｙａｂｕｊｕ ｂｏｌｑｕ ｎｉｇｅｎ ｎａｒｉｎ ｊａｍ ｂüｉ ｂüｌüｇｅ． ｕｒｉｄａ ｂｉ
ｔｅｒｅ ｊａｍ⁃ｉｙａｒ üｒｇüｌｊｉ ｙａｂｕｌｕγ⁃ａ． ｅｄüｇｅ ｃｅｒｉｇ⁃ｉｙｅｒ ｄａγｕｎ ［ ３７ａ］ γａｒｕｌ üｇｅｉ ｎｉｇｅｎ ｓöｎｉ ｄüｌｉｂｅｓü ｋｅｒｅｍ⁃üｎ
ｑａγａｌγ⁃ａ⁃ｄｕｒ ｋüｒｋü ｂüｉ ｋｅｍｅｎ üｇüｌｅｇｓｅｎ⁃ｄüｒ， ｔａｉｚｕ üｄｅｓｉ ｂｏｌｑｕｉ⁃ｌｕγ⁃ａ， ｅｍüｎｅｂｅｎ ｚａ ｂａ ｅｌ⁃ｂｅｒ γａｊａｒｃｉｌａγｕｌｊｕ
ｑａｂｃｉｌ⁃ｉｙａｒ ｏｄｕγｓａγａｒ üｒ ｃａｙｉγｕｌｕγａｄ ｓａｃａ ｏｌａｎ ｃｅｒｉｇ⁃ｉｙｅｒ ｔａｌａ⁃ｄｕｒ ｋüｒｃü， ｅｍüｎｅｔü ｓüｂｅ⁃ｂｅｒ ｏｒｕｂａｉ． ｃａｎｇ
ｋｅｇüｒｇｅ⁃ｙｉｎ ｄａγｕｎ ｏγｔａｒγｕｉ⁃ａｃａ ｂａγｕγｓａｎ ｍｅｔü ｂöｇｅｔｅｌｅ， ａｌｔａｎ ｕｌｕｓ⁃ｕｎ ｉｒｇｅｎ⁃ｂｅｒ ｕｍｔａｊｕ ｅｓｅ ｕｑａｂａｉ． ｇｅｎｅｄｔｅ
ｋüｒｃü ｉｒｅｇüｌüｇｅｄ， ａｙｕｊｕ ｂｕｓａｎｉγａｄ， ｅｓｅｒｇüｃｅｎ ｅｓｅ ｃｉｄａｌｕγ⁃ａ． ｋｅｒｅｍ ｓａｋｉγｓａｎ ｊｉｙａｎｇｊｉｙüｎ ｋｅｒｅｍ⁃ｉｙｅｎ ａｂｔａγａｄ
ｄｕｔａγａｊｕ ｏｄｂａｉ． ｍｏｎｇγｏｌ⁃ｕｎ ｊｅｂｅ ｎｅｒｅｔü ｔüｓｉｍｅｌ ｋｅｒｅｍ⁃ｉｙｅｒ ｏｒｕγａｄ ｓａｃａ ｚｕｎｇｄｕ ｑｏｔａｎ⁃ｄｕｒ ｋüｒｃü ｂａｙｉｌｕγ⁃ａ．

ｅｂüｌ⁃üｎ ｔｅｒｉｇüｎ ｓａｒａ⁃ｄｕｒ， ｊｅｂｅ ａｌｔａｎ⁃ｕ ａｄｕγｕｎ⁃ｉ ｂｅｌｃｉｙｅｒ⁃ｅｃｅ ｄａγｕｌｉｊｕ ａｂｕｎ ｑａｒｉｊｕ ｏｄｂａｉ．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ｑａγａｎ⁃ｕ ｙｅｋｅ ｋöｂｅｇüｎ ｊüｃｉ， ｃａｇａｄａｉ， öｇｅｄｅｉ γｕｒｂａγｕｌａ ｃｅｒｉｇ⁃ｉｙｅｎ ｑａγａｓｌａｊｕ ａｌｔａｎ⁃ｕ ｙūｎ Ｎｅｉ⁃ｙｉｎ ｍｕｊｉ⁃ｂａｒ
ａγｕｌγ⁃ａ ［３７ｂ］ ｏｒｕγａｄ， ｄｕｎｇ ｓｉｎｇ， ｕｓｕ⁃ｙｉｎ ｊｅｒｇｅ⁃ｙｉｎ ｑｏｔａｓ⁃ｉ ｑａｄｑｕｌｄｕｊｕ ａｂｕｂａｉ． ｍöｎ ｔｅｒｅ ｅｂüｌ⁃ｅ， ｔａｉｚｕ
ｃｉｎｇｇｉｓ ｑａγａｎ ａｌｔａｎ ｕｌｕｓ⁃ｕｎ ｑｏｙｉｔｕ ｋｅｒｅｍ⁃ｄüｒ ｓａγｕｔａｌａ， ｌｉｏ ｂｅ ｌｉｎ， ｃａｎｇ ｇ’ｏ ｏｒｕｊｕ ｉｒｅｌüｇｅ．

从上引《元史》原文中标注的删除线和卷次篇目可知，《元史》满蒙译本对《元史》原文进行史料取

舍，以《元史·太祖本纪》为基础编译，舍弃部分文字，从《元史》人物列传搬用大量内容。
《金史》译本太祖部分也有来自《金史》卷四四《兵志》的内容。 《元史》蒙文译本卷末编译《元史》

卷九八《兵志》的内容。 此外，三史满蒙译本对汉语地名、官职加众多注释，其中，很多注释来自三史的

《地理志》和《百官志》。 三史满蒙译本的另一个史料来源是三史《游幸表》《宗室世系表》和《诸王表》，
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四、辽金元三史满蒙翻译的史料取舍特例

辽金元三史满蒙译本分别编译三史相关内容，但在个别地方取用三史以外的史书。 三史译本的外

部史源各有不同，《辽史》译本涉及《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金史》译本涉及《辽史》，《元史》译本则

涉及蒙古史书。
第一，《辽史》译本取自《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的内容。
《辽史》《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原文：
（天赞）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
二月，如平州。 甲子，以平州为卢龙军，置节度使。
三月戊寅，军于箭山，讨叛奚胡损，获之，射以鬼箭。 诛其党三百人，沉之狗河。 置奚堕瑰部，以勃

鲁恩权总其事。
夏四月己酉，梁遣使来聘，吴越王遣使来贡。 癸丑，命尧骨攻幽州，迭剌部夷离觌烈徇山西地。 庚

申，尧骨军幽州东，节度使符存审遣人出战，败之，擒其将裴信父子。
闰月庚辰，尧骨抵镇州。 壬午，拨曲阳。 丙戌，下北平。 是月，晋王李存勖即皇帝位，国号唐。
五月戊午，尧骨师还。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己卯，唐兵灭梁。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
戊寅，或告唐军已过曹州，尘埃涨天，……梁主谓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难降首，不可俟彼刀

锯。 吾不能自裁，卿可断吾首。”麟泣曰：“臣为陛下挥剑死唐军则可矣，不敢奉此诏。”梁主曰：“卿欲卖

我邪？”麟欲自刭，梁主持之曰：“与卿俱死！” 麟遂弑梁主，因自杀。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唐纪一

·庄宗上·同光元年十月） ［８］８８９９

友瑱在位十三年，年三十六。 （新五代史·卷三·梁本纪第三徐无党注）
戊寅，皇帝崩。 梁亡。 （新五代史·卷三·梁本纪第三徐无党注） ［９］２９

·３６·



《辽史》满文译本：
ｔｉｙａｎ ｚａｎ ｉ ｊａｉ ａｎｉｙａ， ａｎｉｙａ ｂｉｙａ ｄｅ， ａｍｂａ ｙｕｗａｎｓｕｗａｉ ｙｏｏ ｇｕ， ｐｉｎｇ ｊｅｏ ｈｅｃｅｎ ｂｅ ａｆａｍｅ ｇａｉｆｉ， ｔｓｙｔｓｙ

ｈａｆａｎ ｊｏｏ ｓｙ ｗｅｎ， ｆｅｊｅｒｇｉ ｊｉｙａｎｇｊｉｙūｎ ｊａｎｇ ｔｓｕｎｇ ｂｅ ｊａｆａｈａ．
ｊｕｗｅ ｂｉｙａ ｄｅ， ｔａｉｚｕ ｈａｎ， ｐｉｎｇ ｊｅｏ ｈｅｃｅｎ ｄｅ ｇｅｎｅｆｉ， ｐｉｎｇ ｊｅｏ ｂｅ ｈａｌａｆｉ， ｌｕ ｌｕｎｇ ｊｉｙūｎ ｓｅｍｅ ｇｅｂｕｌｅｆｉ，

ｊｉｙｅｄｕｓｙ ｈａｆａｎ ｓｉｎｄａｈａ．
ｄｕｉｎ ｂｉｙａ ｄｅ， ｔａｉｚｕ ｈａｎ ｉｎｉ ｊｕｉ ｙｏｏ ｇｕ ｄｅ ｃｏｏｈａ ｂｕｆｉ ｉｏ ｊｅｏ ｂａｂｅ ｄａｉｌａ ｓｅｍｅ ｕｎｇｇｉｈｅ ｍａｎｇｇｉ， ｙｏｏ ｇｕ ｃｏｏｈａ

ｂｅ ｇａｍａｍｅ， ｉｏ ｊｅｏ ｈｅｃｅｎ ｉ ｄｅｒｇｉ ｄｅ ｉｓｉｎａｆｉ ｉｎｇ ｉｌｉｈａ ［３０ａ］ ｂｉｃｉ， ｉｏ ｊｅｏ ｈｅｃｅｎ ｉ ｊｉｙｅｄｕｓｙ ｈａｆａｎ ｆｕ ｔｓｕｎ ｓｉｎ ｉｎｉ
ｃｏｏｈａ ｂｅ ｔｕｃｉｂｕｆｉ ａｆａｎｊｉｈａ ｍａｎｇｇｉ， ｙｏｏ ｇｕ， ｉｏ ｊｅｏ ｉ ｃｏｏｈａ ｂｅ ｇｉｄａｆｉ ｔｅｒｅｉ ｊｉｙａｎｇｊｉｙūｎ ｐｉ ｓｉｎ ｉ ａｍａ ｊｕｉ ｂｅ ｊａｆａｆｉ，
ｔｅｒｅｉ ｃｏｏｈａ ｂｅ ｇａｊｉｍｅ， ｊｅｎ ｊｅｏ ｂａｄｅ ｊｉｆｉ， ｃｉｏｉ ｙａｎｇ， ｂｅ ｐｉｎｇ ｅｒｅ ｊｕｗｅ ｈｅｃｅｎ ｂｅ ｇｅｌｉ ａｆａｍｅ ｇａｉｆｉ ｃｏｏｈａ ｂｅｄｅｒｅｈｅ．

ｄｕｉｎ ｂｉｙａ ｄｅ， ｔａｎｇ ｇｕｒｕｎ ｉ ｌｉ ｔｓｕｎ ｓｉｏｉ， ｂｉｙａｎ ｌｉｙａｎｇ ｈｅｃｅｎ ｄｅ ｈａｎ ｉ ｓｏｏｒｉｎ ｄｅ ｔｅｆｉ， ｇｕｒｕｎ ｉ ｇｅｂｕ ｂｅ ｔａｎｇ
ｓｅｍｅ ｇｅｂｕｌｅｈｅ．

ｊｕｗａｎ ｂｉｙａ ｄｅ， ｔａｎｇ ｇｕｒｕｎ， ｌｉｙａｎｇ ｇｕｒｕｎ ｂｅ ｄａｉｌａｍｅ， ｌｉｙａｎｇ ｇｕｒｕｎ ｉ ｅｊｅｎ ｉｏ ｊｅｎ， ｔａｎｇ ｇｕｒｕｎ ｉ ｃｏｏｈａ ｄｅ
ｈａｆｉｒａｂｕｆｉ， ｉｎｉ ｈūｗａｎｇ ｆｕ ｌｉｎ ｇｅｂｕｎｇｇｅ ａｍｂａｎ ｉｎｉ ｅｊｅｎ ｉｏ ｊｅｎ ｂｅ ｗａｆｉ ｉ ｇｅｌｉ ｄａｈａｍｅ ｂｕｃｅｈｅ． ｉｏ ｊｅｎ ｓｏｏｒｉｎ ｄｅ
ｊｕｗａｎ ｉｌａｎ ａｎｉｙａ ｔｅｈｅ， ｇūｓｉｎ ｎｉｎｇｇｕｎ ｓｅ ｂｉｈｅ． ｌｉｙａｎｇ ｇｕｒｕｎ ｔｅｒｅｃｉ ｕｍｅｓｉ ｇｕｋｕｈｅ．

《辽史》蒙文译本：
ｔｉｙａｎ ｚａｎ⁃ｕ ｎöｇüｇｅ ｏｎ， ｑａｂｕｒ⁃ｕｎ ｔｅｒｇüｎ ｓａｒａ⁃ｄｕｒ， ｙｏｏ ｇｕ ｎｅｒｅｔü ｙｅｋｅ ｙｕｗａｎｓｕｗａｉ ｐｉｎｇ ｊｅｏ ｑｏｔａ⁃ｙｉ

ｑａｄｑｕｌｄｕｎ ａｂｕｌｕγ⁃ａ． ｔｓｙｓｙ ｃｏｌａｔｕ ｊｏｏ ｓｙ ｗｅｎ， ｊａｎｇ ｔｓｕｎｇ ｎｅｒｅｔü ｄｅｄ ｊｉｙａｎｇｊｉｙｕｎ ｑｏｙａｒ⁃ｉ ｂａｒｉｂａｉ．
ｑａｂｕｒ⁃ｕｎ ｄｕｍｄａｄｕ ［５５］ ｓａｒａ⁃ｄｕｒ， ｔａｉｚｕ ｑａγａｎ ｐｉｎｇ ｊｅｏ ｑｏｔａ⁃ｄｕｒ ｏｄｕγａｄ， ｐｉｎｇ ｊｅｏ ｑｏｔａｎ⁃ｕ ｎｅｒ⁃ｅ⁃ｙｉ

ｕｌａｒｉｊｕ， ｌｕｌｕｎｇ ｊｉｙｕｎ ｋｅｍｅｎ ｎｅｒｅｙｉｄüｇｅｄ， ｊｉｙｅｄｕｓｙ ｔüｓｉｍｅｌ ｂｏｌγａｂａｉ．
ｊｕｎ⁃ｕ ｔｅｒｉｇüｎ ｓａｒａ⁃ｄｕｒ， ｔａｉｚｕ ｑａγａｎ， ｙｏｏ ｇｕ ｎｅｒｅｔü ｋöｂｅｇüｎ⁃ｄｅｇｅｎ ｃｅｒｉｇ öｇｃü ｉｏ ｊｅｏ γａｊａｒ⁃ｔｕｒ ｄａｙｉｌａｄｑｕｎ

ｇｅｊü ｉｌｅｇｅｇｓｅｎ⁃ｄüｒ， ｙｏｏ ｇｕ ｃｅｒｉｇ⁃ｉｙｅｒ ｏｄｕｎ， ｉｏ ｊｅｏ ｑｏｔａｎ⁃ｕ ｊｅｇüｎ ｅｔｅｇｅｄ⁃ｔüｒ ｋüｒüｇｅｄ ｋüｒｉｙｅｌｅｎ ｂａγｕｂａｓｕ， ｉｏ
ｊｅｏ ｑｏｔａ⁃ｙｉｎ ｆｕ ｔｓｕｎ ｓｉｎ ｎｅｒｅｔü ｊｉｙｅｄｕｓｙ ｔüｓｉｍｅｌ öｂｅｒ⁃üｎ ｃｅｒｉｇ⁃üｄ⁃ｉｙｅｎ γａｒγａｊｕ ｑａｄｑｕｌｄｕｒ⁃ａ ｉｒｅｇｓｅｎ⁃ｄüｒ， ｙｏｏ
ｇｕ， ｉｏ ｊｅｏ⁃ｙｉｎ ｃｅｒｉｇ⁃ｉ ｄａｒｕγａｄ， ｐｉｓｉｎ ｎｅｒｅｔü ｊｉｙａｎｇｊｉｙｕｎ ｅｃｉｇｅ ｋöｂｅｇüｎ ｑｏｙａｒ⁃ｉ ｂａｒｉｊｕ ｂüｒ⁃üｎ， ｔｅｇüｎü ｃｅｒｉｇ⁃ｉ
ａｂｃｕ ｊｅｎ ｊｅｏ γａｊａｒ⁃ａ ｉｒｅｇｅｄ， ｃｉｏｉ ｙａｎｇ， ｂｅｐｉｎｇ ｅｎｅ ｑｏｙａｒ ｑｏｔａ⁃ｙｉ ｂａｓ⁃ａ ｋü ｑａｄｑｕｌｄｕｌｊｕ ａｂｕγａｄ ｃｅｒｉｇ ｑａｒｉｂａｉ．

ｊｕｎ⁃ｕ ｔｅｒｉｇüｎ ｓａｒａ⁃ｄｕｒ， ｔａｎｇ ｕｌｕｓ⁃ｕｎ ｌｉｔｓūｎ ｓｉｏｉ， ｂｉｙａｎ ｌｉｙａｎｇ ｑｏｔａｎ⁃ｄｕｒ ｑａγａｎ⁃ｕ ｓａγｕｒｉｎ⁃ｄｕｒ ｓａγｕｊｕ ｅｌ⁃ｅ，
ｕｌｕｓ⁃ｕｎ ｎｅｒ⁃ｅ⁃ｙｉ ｔａｎｇ ｋｅｍｅｎ ｎｅｒｅｙｉｄｂｅｉ．

ｅｂüｌ⁃üｎ ｔｅｒｉｇüｎ ［５６］ ｓａｒａ⁃ｄｕｒ， ｔａｎｇ ｕｌｕｓ， ｌｉｙａｎｇ ｕｌｕｓ⁃ｉ ｄａｙｉｌａｊｕ， ｌｉｙａｎｇ ｕｌｕｓ⁃ｕｎ ｅｊｅｎ ｉｏ ｊｅｎ， ｔａｎｇ ｕｌｕｓ⁃ｕｎ
ｃｅｒｉｇ⁃ｔüｒ ｔüｒｉｇｄｅｊü， ｈūｗａｎｇ ｆｕｌｉｎ ｎｅｒｅｔü ｔüｓｉｍｅｌ öｂｅｒ⁃üｎ ｅｊｅｎ⁃ｉｙｅｎ ｉｏ ｊｅｎ⁃ｉ ａｌａγａｄ öｂｅｒ⁃ｉｙｅｎ üｋüｂｅｉ． ｉｏ ｊｅｎ
ｓａγｕｒｉｎ⁃ｄｕｒ ｎｅｙｉｔｅ ａｒｂａｎ γｕｒｂａｎ ｊｉｌ ｓａγｕｊｕｑｕｉ， γｕｃｉｎ ｊｉｒγｕγａｎ ｎａｓｕｔｕ ｂüｌüｇｅ． ｌｉｙａｎｇ ｕｌｕｓ ｔｅｄüｉ ｅｃüｓ ｂｏｌｕｌｕγ⁃ａ．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天赞二年（ ９２３ 年）条只有“唐兵灭梁”四个字，然而，满蒙译本对应

处记录梁末帝的死因、在位年数、年寿等一系列内容：“唐攻梁。 梁主友瑱为唐兵所逼，皇甫麟杀

其主友瑱，自又殉之。 友瑱在位十三年，年三十六。 至此梁亡。”这些文字不见于《辽史》 ，来自其

他史书。
关于梁末帝死因，查《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唐纪一庄宗上》同光元年（９２３ 年）十月条载：“戊寅，

或告唐军已过曹州，尘埃涨天，……梁主谓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难降首，不可俟彼刀锯。 吾不能

自裁，卿可断吾首’。 麟泣曰：‘臣为陛下挥剑死唐军则可矣，不敢奉此诏。’梁主曰：‘卿欲卖我邪？’麟
欲自刭，梁主持之曰：‘与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杀。”满蒙译本的文义与《资治通鉴》所载“麟遂弑

梁主，因自杀”一致。 另据清初史料，早在天聪初年清廷已有《资治通鉴》，尝令达海翻译。 由此可以推

断，《辽史》译本关于梁末帝死因部分取自《资治通鉴》。
关于梁末帝在位年数和年寿，《辽史》同样没有记载，但其在位年数，由《辽史》《新五代史》《资治通

鉴》及《五代会要》等书中所载可推算即位年份，由《新五代史》所载可推算其出生年份。 另外，《五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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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卷一《帝号》明确记载友瑱年三十六，①《新五代史》徐无党注文亦有“年三十六”等字样。 由此可知，
《辽史》译本参考《新五代史》或《五代会要》。

关于“至此梁亡”等字样，查《新五代史》就可发现，该书卷三《梁本纪》有“戊寅，皇帝崩，梁亡”等记

载。 本文认为，《辽史》译本所见“由此梁亡”等来自《新五代史》。
第二，《金史》满蒙译本天辅六年（１１２２ 年）部分有一段文字直接译自《辽史》卷二九《天祚皇帝本

纪三》保大二年（９４４ 年）条“及金兵临关，厓石自崩，戍卒多压死，不战而溃。 德妃出古北口，趋天德

军”，其中只省略了“古北口”三字。
关于金兵攻取居庸关一事，《辽史》泛言“金兵”，并未提及金太祖。 查《金史》相关记载，当时攻取

居庸关的是银术哥，因此，《辽史》所言“金兵”应该是银术哥率领的金兵。 然而，满蒙译本作“太祖临居

庸关”。 厓石自崩压死士兵一事见于《辽史》卷二九《天祚皇帝本纪》（三）保大二年（９４４ 年）十一月条。
在当时的金人看来，这是兆示辽亡的天谴，理应特书大书，但《金史》没有提及此事。 也有可能厓石自崩

压死士兵在先，金兵杀到关前在后，金兵并不知道曾有厓石自崩一事，因而没有留下相关记载。 清廷翻

译《金史》时发现《辽史》录此堪称天意的怪象，于是将其从《辽史》中摘出，编入《金史》译本，并且改原

文中的“金兵临关”为“太祖临居庸关”，以突出金太祖及厓石自崩的天意使然。
第三，《元史》译本不仅以《元史》史料为主，还参考利用蒙古史书，表现出更宽广的史料考察视野。

《元史》译本参考利用蒙古史书，主要表现在太祖部分的地名、人名的译写上。

元朝秘史 黄金史 ／黄金史纲 元史 满蒙译本 蒙古源流

ｔüｎｇｇｅｌｉｇ γｏｒｕｑａｎ ｔüｎｇｇｅｌｉｇ γｏｒｕｑａｎ 统急里忽鲁
ｔｕｎｇ ｊｉ ｌｉ ｈū ｌｕ

ｔüｎｇｇｅｌｉｇ γｏｒｕｑａｎ

ｍｅｎｅｎ ｔｕｄｕｎ ｍａｑ⁃ａ ｔｕｄｕｎ 咩撚笃敦

ｍａｈａ ｄｕｄａｎ
ｍａｑ⁃ａ ｄｕｄａｎ
ｍａｈａ ｄｕｄａｎ

ｔｕｍｂｉｎａｉ ｔｕｍａｂｉｎａｉ 敦必乃 ｄｕｍｂｉｈａｉ ｔｕｍｂｉｑａｉ ｓｅｃｅｎ

ｑｕγｕｒｃｉｎ ｑｕγｕγｃｉｎ 忽兒真
ｋūｗａｋｃｉｎ
ｑｕγｕγｃｉｎ

ｑｏｒｉｊｉｎ ｑｏｒｉｊｉｎ 火里真
ｈｏ ｌｉ ｊｅｎ
ｑｏｒｉｊｉｎ

ｔüｎｇｇｅｌｉｇ γｏｒｕｑａｎ 是蒙古史书里传承的河流名称，《元史》译作“统急里忽鲁”，清初翻译时，满文译

本译写汉字字音，但蒙文译本使用蒙古文献固有的 ｔüｎｇｇｅｌｉｇ γｏｒｕｑａｎ。 若不参考蒙古文献，单凭“统急

里忽鲁”等汉字，几乎不可能复原 ｔüｎｇｇｅｌｉｇ γｏｒｕｑａｎ。 同样“火里真”的满文译本译写汉字字音，蒙古文

译本使用蒙古文献上的写法。 这表明，《元史》译者对蒙古文献非常了解，并在翻译过程中实施名词

勘同。
“咩撚笃敦”一名，《元朝秘史》作“篾年·土敦”，亦邻真先生复原 ＭＡＮＡＮ ＴＯＤＯＮ （ｍｅｎｅｎ ｔｕｄｕｎ），

与《元史》一致，是准确的识读。 《黄金史》和《黄金史纲》同作 ＭＡＱ⁃Ａ ＴＯＤＯＮ （ｍａｑ⁃ａ ｔｕｄｕｎ），亦邻真先

生指出：“罗布桑丹津《黄金史》误作 ＭＡＱ⁃Ａ， 可见原作 ＭＡＮＡＮ”，［１０］２７早期蒙古文献“篾年”一词的写

法为 ＭＡＮＡＮ（ｍｅｎｅｎ）， 由于 ＮＡ， ＱＡ 字形相近，后世学者误识为 ＭＡＱＡ（ｍａｑａ）， 进而讹作 ＭＡＱ⁃Ａ
（ｍａｑ⁃ａ），满蒙译本译作 ｍａｈａ 和 ｍａｑ⁃ａ， 采用后期蒙古文献的错误识读。

·５６·
① 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帝号。



“敦必乃”，《元朝秘史》作“屯必乃”，亦邻真先生复原 ＴＯＭＢＩＮＡＩ （ ｔｕｍｂｉｎａｉ），［１０］２８《黄金史纲》作
ｔｕｍａｂｉｎａｉ，均为正确的识读。 但部分后期蒙古文献讹作 ｔｕｍｂｉｑａｉ，如，《蒙古源流》把 ｎａｉ 误识为 ｑａｉ，而
《元史》满蒙译本译写与《蒙古源流》一致。 《蒙古源流》成书晚于《元史》译本。 可以断定，《元史》译本

和《蒙古源流》参考同一部不知名的蒙古文献或同一文献传承系统。
“忽兒真”，《元朝秘史》作“忽兀舌儿臣”，即 ＱＯＱＯＲＣ̌ＩＮ（ｑｕγｕｒｃｉｎ）。 后因蒙古文 Ｑ、Ｒ 二字形似致

混，讹作 ＱＯＱＯＱＣ̌ＩＮ（ｑｕγｕγｃｉｎ），《黄金史》即其一例。 《元史》作“忽儿真”，是遗漏“兀”（ＱＯ）字，疑其

史源已经讹误在先。 《元史》译本的译写跟 ＱＯＱＯＱＣ̌ＩＮ（ｑｕγｕγｃｉｎ）的后世讹误有关。 当时的蒙古文献

可能普遍讹作 ＱＯＱＯＱＣ̌ＩＮ（ｑｕγｕγｃｉｎ），以致译者不顾《元史》字音，坚信 ＱＯＱＯＱＣ̌ＩＮ（ｑｕγｕγｃｉｎ）为正确

写法。
以上证明，《元史》译本确曾参考蒙古史书。 “咩撚笃敦”“敦必乃”和“忽兒真”三个人名的翻译不

仅参考利用蒙古史书，而且罔顾汉字字音，坚持采用蒙古史书上的错误识读。 可见，蒙古文献在《元史》
翻译中的重要影响。 另外，在名词译写上，译者不顾《元史》汉字字音，坚持以后期蒙古文献的错误识读

为是，表明那些错误识读在当时已是主流认识。 这对认识蒙古文献的流变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结语

与清太祖实录的编纂相同，辽金元三史满蒙翻译是清朝入关前的重大文化举措，反映清初统治者

的历史认同和以史为鉴的政治需求。 三史翻译得以完成，不仅有赖于清太宗的坚持，还有赖于各项客

观条件的成熟，包括满文的改革完善、清廷典籍收藏的逐渐丰富、文化人才的培养选用，以及统治集团

历史观和政治思想的变化等。
辽金元三史满蒙译本是翻译成果，在三史原文仍然存世的今天，对研究该三朝历史不具备史料价值。

然而，作为清廷的文化举措，以及清初文士的创作活动，三史翻译对清初历史研究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三史翻译的底本选择、翻译语言的选择，以及史料的取用等都能反映清廷上层的思想认识和清廷文士的文

献素养，其中，史料取用直接展示翻译人员的历史知识、文献知识和清初关外典籍流播的情况。
三史翻译在以三史为主体的基础上，旁及其他史书，甚至参考利用蒙古文献，这对尚处刚建国阶段

的清廷而言实属不易。 三史译本的史料取舍反映的是历史细节。 经过分析发现，当年执笔译写三史的

文士们甄别对比不同史料，参酌勘同蒙汉史书，拥有宽广的历史视野和厚实的文献功底。 这表明，清初

关外的文献流播和文化交流已经达到相当紧密丰实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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