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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渤海政权建立之初，恰是武周时期，唐朝对东北治理力度弱化，大祚荣啸聚靺鞨以及灭国的高

句丽等族众，在东牟山建立新政权，并致力于向南发展。但唐朝于开元五年在辽西重设营州和增立平卢军

使，迫使大武艺以降的渤海由原来的南向发展转变为向北进攻拂涅、铁利诸部，后又与黑水靺鞨发生战争。
但由于黑水靺鞨与唐朝联合，使得渤海国北进受阻，渤海不得不依靠突厥力量分别在西向和南向两个方向

与唐朝作战，不过很快突厥衰落，渤海主动与唐朝交好，恢复和平局面。大钦茂即位后则延续大武艺时期

的北进战略，这次向北征服了拂涅、越喜、铁利靺鞨部落。此外，大钦茂还将都城由显州迁至上京，都城迁

移标志渤海北进战略正式确立。此后渤海国的疆域拓展则主要集中于北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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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元年( 698 年) ，渤海在东牟山建国，在经历了百年时间的努力，终于由一个弱小政权发展为
“海东盛国”，在东亚历史上一度有重要影响。强盛时“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万”。① 在渤海国
的发展过程中，统治者会根据周边局势变动及自身实力消长，不断调整对外战略发展方向，逐渐寻得
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发展路径。统治者亦会采取各种措施辅助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执行。了解渤海国
不同时期对外战略发展方向，是我们继续从事渤海史其它领域研究的基础。

关于渤海国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韩国学者权五重曾提出“渤海国家形成过
程就是南部秽系靺鞨对北部地区挹娄系靺鞨的征服过程”②，强调渤海国重点在向北发展。随后日本
学者李成市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民族集团”的理论概念。③ 在中国亦有学者④支持该观点，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不过以上学者多是从靺鞨人自身发展视角论述问题，兼论渤海国的战略发展方向。
此外，中国关于渤海国对外战略发展方向研究还杂糅在渤海国疆域形成过程的论述之中⑤，多强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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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渤海疆域界限变化，缺乏对不同时期渤海战略方向的具体解读。杨军则认为渤海国在建立初

期主要精力向南，大武艺开始逐渐转而向北发展。① 综合观之，目前关于渤海国战略发展方向仍缺乏

细致深入的分析，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廓清和继续推进研究。为了使所讨论的渤海国战略方向问题思

路清晰，讨论问题更加精准，本文以渤海北向发展为主轴线索，侧重探讨渤海国北进战略确立的具体

过程，其中涉及北进战略确立之前其它战略发展方向的转换。

一、渤海国“北进”战略的背景分析

万岁通天元年( 696 年) ，李尽忠、孙万荣率契丹人发起反抗唐朝叛乱，杀死营州都督，但不久便被

唐朝平定。然而趁此机会又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打败了前来

追击的唐朝将领李楷固，建立政权，自号“震国”。睿宗先天二年( 713 年) 更名“渤海”，定都东牟山。
关于渤海国初都之地东牟山的位置，学界争论不断。清朝末年曹廷杰曾指出东牟山是位于今天

敦化市的敖东古城。② 其后，由于在敦化市六顶山古墓群发现了“贞惠公主墓碑”，据此，金毓黻、阎万

章、王承礼亦都赞成敖东古城即为渤海国初都之地③，不过后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渤海初都之

地为永胜遗址④、或永胜遗址和城山子山城二者同时为都城⑤，但上述古城遗址都位于今天敦化市辖

区附近。随着近些年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有考古资料显示永胜遗址和敖东古城更有可能是金代城

址。⑥ 尤其是近年在和龙市龙海墓葬发现了渤海第三代文王孝懿皇后的墓葬⑦，又有观点倾向于渤

海前期的政治中心可能位于和龙古城一带。⑧ 但在敦化市六顶山古墓群发现的“贞惠公主墓碑”文字

中明确记录贞惠公主“陪葬于珍陵之西原”⑨，并且“目前无法从理论上完全否定作为陪葬的贞惠公

主墓与王陵不在同一墓地或六顶山墓地无王陵的传统认识”。瑏瑠 因此，笔者认为渤海国初都之地仍应

在今天的敦化市一带。
在战乱中建立的渤海国，首要任务是如何以初都之地为基点，积极向周边地区扩大统治领域，同时

寻求更多同盟或支持者，以巩固自己的新政权。当时在渤海国南部地域多曾为高句丽势力影响范围，总

章元年( 668 年) 高句丽被唐朝灭亡，唐在原高句丽故地设置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遗民和靺鞨之众。
但安东都护府的设置并没能使这一地区形势稳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高句丽遗民联合靺鞨人

叛乱不断，“总章二年，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大长钳牟岑率众反，……凡四年乃平……凤仪二年
( 677 年) ……藏与靺鞨谋反。”瑏瑡虽然叛乱被平定，但由于战争的迫害，加之唐王朝不断将高句丽遗民

迁往中原，留居安东者多为“弱窶”。瑏瑢 第二，此时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在不断的“纳高丽叛众，略百

济地守之”，并且在上元二年( 675 年) 又与唐朝发生战争，虽然“三战，虏( 新罗) 皆北”瑏瑣，但唐朝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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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三年( 676 年) 二月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郡故城，仪凤二年又移至新城。唐朝逐渐放弃鸭绿江上
游、第二松花江流域等地区，此时安东都护府管控集中在辽东至平壤一线。①

渤海建国后抓住这一有利契机，迅速南进，所以有史料记“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
烬，稍稍归之”。② 但此时渤海国向南发展并未与新罗相接，南部界限大致在“鸭绿江中游及秃鲁山、
狼林山脉以北一带”。③

渤海国向南除向第二松花江及鸭绿江上游进展外，亦有向东南沿海兰江和布尔哈通河顺流而下
过延吉地区直至大海，较为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为渤海在建国初期向东南方向拓展提供了可能性。
而以延吉、珲春为中心的延边地区曾是白山靺鞨的势力范围④，后白山靺鞨役属于高句丽，随着高句
丽的灭亡，白山靺鞨遗众亦多入唐，这使得渤海国进入该地区面临的阻力较小。开元十五年( 727 年)

渤海国遣使出访日本，自都城出发，“翻越牡丹岭东段，沿海兰江顺流而下到和龙市的西古城一带，过
温特赫部城，然后至渤海到日本陆路线的终点克拉斯基诺古城”⑤，此交通路线的形成说明渤海国当
时势力向东南已经扩展到大海，而此成就的取得不仅仅在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时期，大祚荣建国后就
应开始向东南方向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史料并未明确记载，但渤海建国初期，其在西部疆域也有较快发展。大祚荣在
营州叛乱后出逃，面临唐朝将领李楷固的追击，渡天门岭，“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
天门岭位于辽河以西的城子山处⑥，此处所整合高丽和靺鞨应为“原来占据扶余故地的伯咄、安车骨
和粟末靺鞨，这也成为渤海国集团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⑦ 伯咄和安车骨分布范围大致在渤海初都
之地以西⑧，后来渤海国在此设置扶余和鄚颉二府。因此，渤海在建国之前势力范围即已向西渗透到
伯咄、安车骨地区。

渤海国在积极向周边扩张势力范围的同时，也主动向实力更强的政权派遣使者，愿为臣属。当时
渤海国西邻为契丹，但在营州之乱后，契丹不能自立而依附于突厥，使得突厥不断强大。渤海国亦向
突厥请“吐屯”官以求庇护，也正是在突厥的庇护下，唐朝无法通过突厥辖境征讨渤海，渤海国才有时
间稳固新政权。在唐朝方面中宗执政后，改变原来武力进攻渤海政策，派遣使者张行岌招抚渤海，但
由于契丹和突厥在交通上的阻拦，使者未能到渤海国。至睿宗先天二年，唐朝又派遣崔忻由海路至渤
海国，“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面对唐朝
的遣使册封，渤海国欣然接受，“自是每岁遣使朝贡”，这使得渤海国对外发展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综合本部分所论，渤海建国初期曾向南、东南以及向西方向发展，而其重点的发展方向是向南，渤
海国通过收归“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以及积极主动加强同突厥和唐朝的联系，使得渤海国新政权得
到了巩固，这为渤海国下一步主动战略方向选择打下坚实基础。

二、大武艺时期渤海国的“北进”探索

开元八年( 720 年) 大武艺继位，开始进一步探索强国之路。有关大武艺对外扩张，史料记载“子
武艺立，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⑨，而大武艺对外“斥大土宇”最主要的表现是向北进攻黑水
靺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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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靺鞨位于“居骨之西北”，7 世纪大致分布在今天黑龙江省肇州、肇东、肇源地区一带。① 唐
初高句丽灭亡，黑水靺鞨实力并没有受损，反而有向南发展之势。后黑水靺鞨与唐发生战争，唐将领
李多祚“讨黑水靺鞨，诱其渠长，置酒高会，因醉斩之，击破其众”。② 黑水靺鞨的惨败致使其“部落主
力被迫回撤到那河下游的今三江平原一带”。③ 因此，渤海国得以在敦化地区建立政权，但黑水靺鞨
的实力仍不容小视。大祚荣立国之初，实力弱小，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绝不会北上与黑水靺鞨为敌。

但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继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开元十四年( 726 年) ，黑水靺鞨遣使来朝，诏
以其地为黑水州，仍置长史，遣使镇押”。黑水靺鞨朝拜唐朝让大武艺极为不满，大武艺认为“黑水始
假道于我与唐通，异时请吐屯于突厥，皆先告我，今请唐官不吾告，是必与唐腹背攻我也”。于是大武
艺“遣第门艺及舅任雅相发兵击黑水”。④ 对于上述史料如仅从文字表意可理解为: 黑水靺鞨欲主动
联合唐朝进攻渤海国，而渤海国为避免腹背受敌，被迫向北进攻黑水靺鞨。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此事件的背景，会发现有另一番景象。

大武艺继位后渤海国力增强，对外“斥大土宇”，其结果是使“东北诸夷畏臣之”，“东北诸夷”除
黑水靺鞨外，还包括拂涅、铁利、越喜、虞娄等靺鞨部落。实际上渤海国此时北部疆域并不与黑水靺鞨
相邻，中间隔有拂涅、虞娄、铁利、越喜等靺鞨部落。在唐朝开元年间( 713—741 年) 此四部落的大致
分布区域为: 拂涅部分布于牡丹江流域一带; ⑤铁利在拂涅部的西北，分布于今天的依兰县以北或以
西地区; ⑥越喜部分布于兴凯湖以北的密山市一带; ⑦虞娄则在越喜以东至滨海地区。黑水靺鞨的主
要力量应在此四个靺鞨部落分布位置以北。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虽然在渤海建国前，黑水靺鞨受唐
朝打击势力逐渐向东北移动，但在渤海建国初期，黑水靺鞨对上述四个靺鞨部落仍应有较大影响力。
渤海国北进征讨黑水靺鞨，“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必然要经过拂涅、铁利等靺鞨部落所辖地。然
而渤海在征讨黑水靺鞨过程中却未见史料提及这些靺鞨部落，并且在时间上是开元十四年黑水靺鞨
遣使朝唐，而同一年大武艺派兵已在黑水靺鞨辖境与之开战。⑧ 这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大武艺在继位
之初至征讨黑水靺鞨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北邻的拂涅、铁利等靺鞨部落发起进攻。虽然此时并没有完
全征服这些靺鞨部落，但至少可以使他们“畏臣之”，可以顺利通过他们的辖境进攻黑水靺鞨。因此
我们便会对上述黑水靺鞨联合唐朝的史料有新的认识: 黑水靺鞨并非主动与唐朝联合攻打渤海国，应
是黑水靺鞨在面临渤海国不断北进攻击拂涅、铁利等靺鞨部落时，自身感受到了危机，因此加强与唐
朝联系，向唐朝求援。大武艺则以黑水靺鞨请唐官不先告知为借口，立即向北进攻黑水靺鞨。

由此可知，大武艺应是在继位之后逐渐转变建国初期向南发展的战略，将更多的精力转入北向进
攻。大武艺战略发展方向调整的原因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渤海西部突厥衰落，唐朝在柳
城( 今朝阳市) 重设营州，这使得渤海大为忌惮。突厥曾在默啜可汗( 695—715 年) 的领导下不断地
强大，但随着默啜可汗“即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⑨，后默啜可汗又被杀，政权内部出现争夺可汗之
位的斗争，致使突厥从鼎盛逐渐走向衰落。瑏瑠 此时已有“靺鞨、奚、霫大欲降唐”瑏瑡，唐趁此机会在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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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于柳城重建契丹叛乱时失陷的营州①，又于同一年在“营州置平卢军使”，七年又升为“平卢节度
使”。② 唐朝重新控制了从中原通往东北的重要交通口营州，使得唐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力得以加强。
但这使渤海国大为忌惮，渤海在建国初期之所以能快速南下发展，其外部环境主要得益于突厥阻碍了
唐朝过营州征讨渤海，而如今突厥衰落，唐重设营州，渤海必然不敢再肆无忌惮的南下扩展疆域。

三、渤海“北进”受阻

关于渤海国此次北进攻打黑水靺鞨过程史料不载，不过从开元二十一年( 733 年) ，渤海与唐朝战
争时，黑水靺鞨与室韦一同来援助唐朝与渤海国作战，可知渤海国在此次与黑水靺鞨的战争中恐怕收
获不大。在今天牡丹江市郊北部山区，牡丹江河流的左岸有一道边墙，边墙修建目的是渤海国阻挡黑
水靺鞨南下③，而此边墙修建的时间恰恰应该是开元十四年渤海国征讨黑水靺鞨受阻之后所修。④
边墙的修建一方面说明渤海国此次征讨黑水靺鞨取得成效不大，并且由原来向北的战略攻势逐渐转
为守势; 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渤海国北部疆域范围已由敦化地区，向北发展至牡丹江中游一带。那么
又是什么使得大武艺在北进中受阻、处于守势呢?

在渤海国北进攻打黑水靺鞨时，渤海王大武艺遣派大门艺发兵攻击黑水靺鞨，而“门艺曾充质子
至京师，开元初还国”，与唐朝关系密切。大门艺在领兵至黑水靺鞨境域时，仍极力劝谏大武艺不要
攻打黑水靺鞨，这彻底激怒了大武艺，大武艺欲杀大门艺，后二者“战国中”⑤，门艺败，向南投奔唐朝。
但此事件并没有就此终止，“武艺使使暴门艺罪恶，请诛之”，大武艺执念必杀门艺，唐朝则力保大门
艺。为此唐与渤海国进行了反复的交涉，但最终没能如大武艺所愿。而这又激化了渤海国与唐朝的
矛盾。终于渤海国在开元二十年和开元二十一年向南和西方向两次出兵攻打唐朝的登州( 今山东省
蓬莱市) 和马都山( 今河北省青龙县西北) 。

但要知道大门艺逃亡唐朝在开元十四年，大武艺发动对唐朝的战争是在开元二十年，二者相隔六
年，大武艺在进攻登州和马都山之前，实际上对外发展方向已由原来的北向发展逐渐转变为西向和南
向双线拓展。这主要从三方面可以证明。其一，渤海国向西进攻唐朝的马都山要经过安东都护府所
辖的辽东半岛北部一带，虽然此时渤海国还不太可能向西占领辽东半岛地区，但至少可说明渤海国势
力逐渐在向西拓展，渤海军队可顺利至马都山。其二，在渤海跨海进攻登州之后，唐朝曾“使太仆卿
金思兰使新罗，督兵攻其( 渤海) 南”，新罗也随即出兵，但由于“会大雪，雪袤丈，士冻死过半，无功而
还”，后“新罗于浿江( 大同江) 置戍，即当渤海冲要”。⑥ 新罗因协助唐朝进攻渤海有功，唐朝便在此
时承认新罗在大同江以南的统治。⑦ 北部则多是渤海国的势力范围，至少可以认为“在大武艺时期渤
海国继续向南已经占领了浿江北部的清川江大部分地区”。⑧ 这样就阻断了安东都护府与朝鲜半岛
在陆路的联系。其三，《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显州，天宝中，( 渤海) 王所都”，说明显州在天宝年间
( 742—756 年) 的中期以前就已经是渤海国的王都。笔者认为渤海国迁都中京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武
艺在与北部的黑水靺鞨战争处于守势之后，为了进一步的向南部拓展和经营南部疆域，才将都城迁至
显州( 今和龙市西古城) 。

由此可知，正是大武艺统治后期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向西和南拓展疆域，才导致对北部黑水靺鞨部
落战争由攻势转为守势。而渤海国此次向西与唐朝战争原因，除由于唐朝不肯放还大门艺外，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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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渤海国西部突厥毗伽可汗即位，突厥势力再度强盛①，渤海国更多地依赖突厥才敢于向西与唐朝
作战。

虽然登州之战和马都山之战渤海国取得了胜利，但开元二十二年，“突厥毗伽可汗，为其大臣梅
录啜所毒”，后身亡。之后突厥又陷入不断的内斗之中，很快衰落。渤海国亦在此时觉醒，认识到唐
王朝的强大不可撼动，因此，当突厥向渤海国派遣使者，要求渤海国一同“打两蕃”之时，渤海国不但
没有听从突厥的命令，反而遣使将此事告知唐朝。显然此时渤海国对外又转向依靠唐朝，而唐朝也顺
势接纳渤海国，原谅了渤海国早年与唐战争所犯下的错误，望渤海国能“永保此诚”。渤海国西向和
南向拓展战略就此终止。

四、大钦茂时期渤海国“北进”战略确立

开元二十五年( 737 年) 大武艺去世，大钦茂继位。其在位期间，积极向唐朝派遣使者，学习唐朝
先进文化，与唐朝再无军事冲突。从其谥号“文王”来看，与先王大武艺对外“斥大土宇”应有所不同，

史书中也没有明确记载文王大钦茂对外扩张，但实际上大钦茂并没有停止向外拓展疆域。
王承礼曾主要依据《册府元龟》记载，整理出了拂涅、越喜、铁利、虞娄、黑水靺鞨向唐朝贡表，分

析此表会发现，自开元二十九年起，至渤海国灭亡，这其中除贞元十八年( 802 年) 有越喜、虞娄遣使朝
唐，和开成六年( 841 年) 拂涅、铁利遣使朝唐，其余年再也不见渤海国北部的拂涅、虞娄、铁利、越喜四
个靺鞨部落向唐朝遣使朝贡，而在开元二十九年之前，拂涅朝唐 18 次、越喜朝唐 11 次、铁利朝唐 14
次。② 开元二十九年成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在这前后拂涅、铁利、越喜经历过重大变化。另外，《新
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貂鼠、白兔皮; 铁利，开元中
六来; 越喜，七来，贞元中一来; 虞娄，贞观间再来，贞元一来。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
矣。”③此段史料记载渤海国北部拂涅、越喜、铁利朝唐多在开元年间和天宝年间，并且明确指出当渤
海国强盛时，这些靺鞨部落皆役属于渤海国，不再朝唐。由此，笔者认为大致在 8 世纪中期，渤海国北
部的拂涅、铁利、越喜役属于渤海国，渤海国垄断了三个靺鞨部落向唐朝朝贡获取利益的权力，并且在
天宝五年( 746 年) 渤海及铁利共 1100 余人出访日本④，后来渤海国又出现了“押靺鞨使”一官职，这
都体现出渤海国对北部靺鞨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值得注意的是虞娄在《册府元龟》中记载仅贞元十
八年( 802 年) 一次朝唐，并且虞娄与渤海国距离较远，所以 8 世纪中期渤海国应没有征服虞娄部。而
至 8 世纪中期，渤海国向北拓展能取得如此成就，也正是由于大钦茂继承了大武艺初期北进战略，继
续北向发展的缘故。

随着渤海国不断北进，使得北部疆域扩大，渤海国又发生一件大事，即“天宝末，钦茂徙上京”，大
钦茂将都城由显州向北迁移至上京( 牡丹江市宁安县渤海镇) ，在此之后除贞元元年至贞元十年
( 785—795 年) 移至东京八连城外，其它时间都城都在上京。

关于渤海国迁都上京的原因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渤海国迁都上京主要是为
避免安禄山等人发起安史之乱祸患带来的不利影响; ⑤第二种观点认为渤海国迁都上京是为巩固其
北部疆域统治; ⑥第三种观点认为上述两种情况兼而有之⑦，并且强调上京周边地区地理条件更加优
越。⑧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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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清楚渤海国迁都上京前以显州为都城时的区位条件。《太平御览》记:“五经要义曰，

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①都城
最早的作用是王朝或政权以之来统治或控制全国的疆土。② 统治者择都的首选位置通常会在全国疆
土的中心。天宝中期以前，渤海国都于显州，即今和龙市西古城，其大致位于渤海国的中部区域，以此
为都城在政治上可以很好地控制周边地区，并且当外敌来犯时，位于中心亦不易于为外敌直接攻破。
此外，以显州为都城，周边还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如“栅城之豉，显州之布，位城之铁，卢城之稻”。而
且从目前所发现的考古遗迹观察，渤海国遗迹最主要分布于西古城的周边地区③，说明此地在渤海国
应有大量的人口聚集。渤海国迁都上京后，虽然显州政治中心功能相对弱化，但经济作用应仍然重
大。因此，如果认为渤海迁都上京是为了寻求更优越的地理条件显然是不合适的，渤海放弃如此优越
的都城位置，迁都上京应有更深层的原因。

而认为渤海迁都上京是为了避免安史之乱祸患影响的观点亦是不充分的，理由有二: 其一，天宝
十四年( 755 年) 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叛乱，有学者依据日本史料记载安禄山“疑是不能计西，还更掠于
海东”④，认为安禄山势力如果失败可能会逃掠于日本，这也会威胁渤海国统治，因此向北迁都上京。
但这只是一种猜测，这种猜测使得渤海国迁都更像是一场“逃亡”。而分析当时形势，安史之乱初期
安禄山迅速向西攻占了洛阳和长安，气势正盛⑤，更无向东部进攻日本或向渤海国败逃之状。渤海国
绝不可能仅据此揣测就放弃原有的都城而逃奔它处。并且如真面临安禄山来讨伐的危险，临时逃奔
迁都，待威胁过后，理应迁回原地，但后来事实并非如此。其二，从渤海国迁都时间来看，文献记载
“天宝末，钦茂迁都上京”，有学者已经指出天宝末年并非一定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史之乱爆发于天
宝十四年十一月，至次年七月改元至德，渤海国要在这么短时间完成迁都上京的可能性是非常小
的。⑥ 所以“天宝末年”更有可能是安禄山发动叛乱之前的几年，这样渤海国向北迁都上京就与安史
之乱无关。有可能是在天宝初年渤海国就已开始谋划并精心准备迁都，天宝末年达成。

王权或都城选择往往与其实现某些策略相联系。⑦渤海国大致在 8 世纪中期征服了拂涅、铁利、
越喜诸靺鞨部落，随之放弃了原来多方面条件优越的显州都城，向北迁都，其原因应是出于其主观意
愿，以便进一步征服和控制北部的诸靺鞨部落。渤海国借助迁都以服务于北进发展战略。

渤海国迁都上京龙泉府标志着渤海国北进战略的确立，同时也意味着渤海国统治者已有意愿将
北向发展作为长久的战略发展方向。这从渤海政权后来的发展态势可以看出。第一，贞元元年至贞
元十年渤海国都城由上京迁至东京( 珲春市八连城) ，关于渤海国迁都东京原因有多种观点，酒寄雅
志认为渤海迁都东京龙原府的原因是为了进一步向北拓展疆域，并加强对北部靺鞨的控制⑧，笔者赞
同此说。大钦茂迁都上京后，北进主要是从牡丹江流域向东拓展⑨，但在牡丹江流域东部有老爷岭和
太平岭两道南北走向的山岭瑏瑠，阻断了渤海国向东进展的道路，而迁都东京龙原府后，向北就可容易
地到达率宾府地区，再向北可到兴凯湖东岸一带。另外，在东京向北拓展地域还包括今天的俄罗斯滨
海边疆区在内，据初步统计，目前该地区已经发现渤海遗存 180 处瑏瑡，而渤海国对这些地区的占领主
要是在迁都东京龙原府之后。第二，渤海国十世王大仁秀( 818—830 年) 继位后，“颇能讨伐海北诸

24

安徽史学 2019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瑏瑠
瑏瑡

《太平御览》卷 156《州郡部二》，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759 页。
⑦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214、223 页。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 页。
［日］菅原道真:《續日本紀》卷 21，起天平寶字二年八月盡十二月，經濟雜誌出版社 1897 年版，第 362 页。
《新唐书》卷 225《安禄山传》，第 6416—6420 页。
⑨杨军:《渤海民族构成与分布研究》，第 122、125 页。
［日］酒寄雅志著、马一虹译:《渤海的都城和统治领域》，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北方文物杂

志社 2006 年版，第 58—71 页。
臧淑英主编:《黑龙江地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4 页。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编著:《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渤海文物集粹》，文物出版社 2013 年版，序言。



部，开大境宇”，在此时期渤海国继续向北推进完成了对黑水靺鞨的征服。① 十二世王大彝震时期渤
海已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② 渤海国在北部地区以挹娄( 虞娄) 故地为定理府、安边府; 率宾
故地为率宾府; 拂涅故地为东平府; 铁利故地为铁利府; 越喜故地为安远府、怀远府。府、州的设置体
现渤海国对北部靺鞨部落实行了有效的管辖。

综上可见，渤海国对外战略方向的选择，往往受到周边政治势力的强弱以及地区形势变化的影
响。渤海立国后，北部有强劲的黑水靺鞨，南部主要为唐朝安东都护府管辖下的靺鞨和高句丽遗众，

西部与契丹和唐朝疆域相邻。渤海国首先南下收归靺鞨和高句丽遗众，但这一战略方向与同样对高
句丽故地虎视眈眈且不断进行蚕食的新罗发生冲突③，进而对渤海南进战略形成巨大阻滞，而唐朝也
不希望渤海向南发展的过于强大，因为高句丽恃强难以节制的殷鉴尚且不远，故而渤海国不得不转而
向北拓展。但显而易见的是，与渤海国北部的苦寒与蛮荒相比，南部有更加优越的地理和人文条件。
因此，在大武艺统治后期渤海国又依靠突厥尝试向西和向南与唐朝战争，然而伴随着突厥的衰落，渤
海再也不敢与唐朝为敌，向西和向南拓展的尝试就此终止。大钦茂继位后选择向北发展，征服了拂
涅、铁利、越喜诸靺鞨部落，迁都上京标志渤海国北进战略确立，这也是渤海国所面临处境的必然
结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与朝鲜韩国古史体系冲突研究”( 17VGB005 ) 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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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thward Strategy of Bohai Ki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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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Bohai Kindom，under the regime of Wu zhou，the control toward the
northeast area by Tang dynasty was weakening，and Da Zuo rong，by gathering the Mohe and the defeated Gao gou li，estab-
lished a new regime in Dong Mou Mountain and expanded to the south． However Tang dynasty rebuilt Ying Zhou and estab-
lished Army Messenger of Ping lu in Kai yuan fifth years，Bohai Kindom was forced to change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at-
acked Fu nie，Tie li and Hei shui Mo he． Due to the combination of Hei shui and Tang dynasty，Bohai Kindom was blocked and
had to rely on Turkic to fight against Tang dynasty in the west and south，but Turkic declined，Bohai Kindom took the initiative
to make peace with Tang dynasty． Da Qin mao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continued the northward strategy and conquered Fu nie，

Yue xi and Tie li． In addition，Da Qin mao also moved the capital from Xian zhou to Shang jing． The transfer of capital marks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thward strategy． Since then，the expansion of Bohai kindom has focused on the expansion to
the north．

Key words: Bohai Kindom; northward; strategy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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