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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華民國建國之初，即闡述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念，其中回乃

指維吾爾族之謂，為新疆最大之民族也。近代新疆變亂頻仍，究其因，除地處

邊陲外，與維吾爾人血緣屢受挑撥不無關連，故有探究之必要。以新疆之地理

位置，民族遷徙實為造成人種融合之主因。維吾爾人自承其祖為回紇人，與突

厥同源，同操突厥語。回紇人起於漠北，原屬蒙古種人，與今維吾爾人之伊朗

人種不同，與漢人經數千年之血緣未改，亦大異其趣。本篇論文由回紇人之歷

史發展與興替，統整自隋唐以來之相關資料，以大歷史之觀點，初步探究維吾

爾人之族源，以為日後探索與了解新疆歷史發展之參考。 

關鍵詞：突厥、回紇、維吾爾族、新疆省 

Abstract 

Republic of five nationalities(五族共和), named Han(漢), Manchu(滿), 

Mongolian(蒙), Hui(回), and Tibetan(藏), has been the main issu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11. Hui means Uighur(維吾爾族) who has lived in Xinjiang 

province(新疆省) for several hundred years. Recently, renegades supported by 

some imperialist countries(帝國主義國家) with excuses of nationalism about 

Uighur were frequently occurred.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origins of Uighur 

based on the large scale history view point to reduce the conflict among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ed the origins of Uighur based on 

development of Turks(突厥) and Uygurs(回紇) from Sui(隋朝) and Tang (唐朝) to 

Qing(清朝) Dynasties by integrating historical data.  We hope it is helpful to build 

a peaceful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urks, Uygurs, Uighur, Xin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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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華民國自創建之始，即倡議漢、滿、

蒙、回、藏五族共和，期以和平共處同享

繁榮。其中回族諸多不同之解釋，初以信

奉伊斯蘭教定居西北之中國人謂之(俗稱

為東干人，或謂漢回)。實則回族應指定居

新疆天山南北之維吾爾族(稱纏回，有貶抑

之意，現較少使用)。維吾爾族元朝時稱畏

吾，明朝時稱畏兀兒，清則因蒙古準噶爾

部叛亂佔據新疆北疆，稱為準部，而稱居

住南疆之維吾爾族為回部，沿用至今。1

清同治年間，浩罕軍官阿古柏入侵新疆，

席捲天山南北路，維吾爾人隨之進入北

疆，一躍成為新疆第一大民族。辛亥革命

成功，為求和諧提倡五族共和，遂納入五

族之列，名曰回族。 

新疆為民族之博物館，種族複雜，包

括維吾爾族、回族(即前述之東干人，於清

乾隆平定準部後逐步遷入)、漢族、蒙古

族、哈薩克族、烏茲別克族、柯爾克孜族、

塔吉克族、斯拉夫族等，2據中共西元 2000

年之統計，新疆計有 47個民族。3其中維

吾爾族、回族、漢族、蒙古族之主體在中

國，餘屬跨境民族，即一民族分別居住於

多國，接受多國之統轄，造成內政與外交

等諸項問題，形成動亂，使得新疆民生凋

敝，經濟不振。4
 

清光緒十年(西元 1884年)左宗棠擊滅

阿古柏政權規復新疆，收回伊犂，改制為

行省，設巡撫統轄各道，節制標營與滿營。

迨至辛亥革命思潮席捲全中國，新疆未能

免，動亂隨之而起，再加以帝俄、蘇聯 5

及英國印度 6之覬覦與鼓動，延續竟數十

年，期間歷經袁大化巡撫、楊增新省長、

金樹仁主席、盛世才督辦、吳忠信主席、

張治中主席等，猶未能止，直至中共入主，

於蘇聯之默許下暫息。7各次動亂，身為新

疆第一大民族之維吾爾族，均未置身事外。 

新疆之近代發展與民族複雜、地處邊

陲、經濟落後及帝國主義侵略等因素息息

相關，各民族每每受帝國主義之支助，而

脫離中國獨立，又每因國際局勢之變化，

而灰飛煙滅，民族間之問題與仇恨導引新

疆歷史之發展，維吾爾人占全疆人數百分

七十以上，自占主導地位。因此為了解新

疆之近代史，不得不由探討維吾爾族之族

源入手，方得以進窺全貌。 

對於維吾爾族族源之研究，首推林幹

之《突厥與回紇史》、林恩顯之《突厥研究》

及劉志霄之《維吾爾族歷史》等專著，均

著重於各民族與人種之歷史發展。而畢長

樸之《回紇與維吾爾》則對回紇與維吾爾

族就民族與人種之血緣發展，進行詳盡考

證，偏重於民族學。而新疆地處交通要津，

人種熙來攘往，而真正改變血緣者，莫過

於受戰爭影響而產生之民族遷徙。因此探

索維吾爾族之族源，須結合民族之更替，

就大歷史觀點方得窺其全貌。故本論文藉

由回紇之興替，初探維吾爾族之血源融

合，亦可從而瞭解新疆形勢之複雜。 

2. 新疆地形與民族 

新疆省古稱西域，位於我國西北隅，

北鄰蘇聯，西連中亞諸國，南接喀什米爾，

面積一百六十六萬餘平方公里，約我國疆

域(含外蒙)之七分之一，為我最大之行

省，亦為接壤國家最多之行省，是以情勢

較諸內地複雜而多變。 

新疆素有三山二盆之喻，阿爾泰山雄

踞東北，與蘇聯及外蒙為鄰；天山橫亙新

疆中部，將新疆分為北疆與南疆；南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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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崑崙山與西藏為界。三山間雜準噶爾

盆地與塔里木盆地，形成極為特殊之地形。 

北疆位阿爾泰山與天山之間，西與哈

薩克草原接壤，向為中國北方遊牧民族進

入中亞之通道，形勢重要且多事。西入新

疆易，東出新疆難，因而造成中央政府控

制新疆，遠比中亞及蘇聯困難，處境一如

外蒙。中央為準噶爾盆地包括古爾班通古

特沙漠及準噶爾草原，各城市散於四周，

沿山麓綠洲而建。 

境內屬典型大陸性氣候，降雨稀少，

所有河流係由阿爾泰山及天山雪水匯流而

成，著名之伊犂河與額爾濟斯河，貫穿其

間，居民大都以畜牧維生。 

南疆北以天山與北疆為界，南接喀喇

崑崙山、崑崙山脈與西藏及喀什米爾為

界，西南可越帕米爾高原入巴基斯坦、阿

富汗及塔吉克，西則鄰天山南脈與吉爾吉

斯接壤。各山環繞形成塔里木盆地，盆地

中央為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瑪干沙漠

(塔克拉瑪干意味「進去出不來」)，僅次

於撒哈拉大沙漠。 

天山、喀喇崑崙山雪水匯集多條河

流，諸如葉爾羌河、和闐河、塔里木河等。

每條河流出山處或於山麓形成綠洲，居民

於綠洲生活自成一格。漢時，每一綠洲組

成以城市為主之國家，昔稱西域三十六國

(或統稱西域諸國)，由於綠洲適於農耕，

幅員不足以遊牧，是故居民以定居農耕為

主，畜牧為輔。 

帕米爾高原，古稱葱嶺，按伊朗語謂

「世界屋脊」，位亞洲中樞，居高臨下，戰

略地位甚為重要，英、俄、日等國莫不染

指垂涎。8
 

新疆因其位居中國與中亞甚或歐洲間

之聯絡孔道，遊牧民族來往縱橫，政權迭

起，商旅穿梭其中，連綿未絕，是以自古

以來即為多民族聚居之處，人種與民族甚

為複雜。直至近代，新疆形成以維吾爾人

為主之多民族區域。 

就通道而言，由中原或漠南進入南

疆，則經絲路，路途相當困難與艱險，自

古以來，大量商旅往來此間，形成東西貿

易繁盛面貌。由漠北則經翻越阿爾泰山，

即可進入北疆，因此大規模之遷徙、軍事

行動等，大都由此進，此亦即北方遊牧民

族遭中原政權或其他遊牧民族擊敗，迭向

西進入北疆，或留當地建立政權，統治與

征服屬國；或借道經伊犂、塔爾巴哈台進

入中亞以至於震動歐洲；甚或國力雄厚，

東返新疆。 

自西進入南疆之民族，約有三路，一

路則由中亞越過帕米爾高原，先占領喀什

噶爾，再沿塔里木南北緣，進入西域諸國，

匯集至吐魯番及哈密。另一路則由塔城或

伊寧，向南翻越天山，進入塔里木盆北緣，

或南下喀什噶爾、或由阿克蘇東行。第三

條則反向而行，進入北疆之民族，向南進

佔吐魯番，再循塔里木北緣向西前進，直

至喀什米爾，翻越帕米爾高原，在向北經

由費爾干納盆地，進入中亞。 

新疆值此要道，以游牧民族之特質、

自然環境之特殊，造就新疆特殊之地位與

內涵。遊牧民族途經此處，往往藉婚姻，

改變民族之血統與體質。匈奴人、鮮卑人、

突厥人、契丹人等相繼進入新疆，其中突

厥人及其同種之回紇人，以其留居新疆時

間較長，佔據地域較廣，故影響至大，再

經由西方返還東方之回紇人、西征之蒙古

人等，與留居當地之回紇人與土著，結合

而為今之維吾爾人，民族融合於焉發生於

此，波瀾壯闊，終未能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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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吾爾族概說 

西元前三千年時，高加索民族開始向

外遷移，其中一支向東前進，進入哈薩克

大草原及北疆，具有白種人之外貌，是為

塞種人。另有一支則越過帕米爾高原，進

入南疆，於天山南路及喀喇崑崙山北路各

綠洲定居，形成西域諸國、樓蘭、精絕等，

甚或更深入河西走廊。9西元 1980年於樓

蘭古國乾涸小河邊古墓中，發現一具乾女

屍，鼻樑尖高，眼大窩深，距今 3800-4000

年之前，俗稱樓蘭美女，以其位樓蘭古國，

或稱小河美女，蓋葬於小河邊之謂。其體

質與白種人無異，可認定塞種人進入西

域，與綠洲國家確有關連無疑。10
 

元人蘇天爵編之國朝文類卷二十六內

載「高昌王世勳碑」11 

「考諸高昌王室家，蓋畏吾而之地，有

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呼刺，曰薛靈

哥」 

高昌者，今吐魯番之謂也，為末唐之際，

回紇人僕固俊所建，維吾爾族元朝時稱畏

吾，明朝時稱畏兀兒。12 和林山位今外蒙

杭愛山東北，回紇人之源起地，可證諸維

吾爾族與回紇屬同族也。 

十九世紀末，於漠北鄂爾渾河畔發現

之《闕特勤碑》及《苾伽可汗碑》，以突厥

文撰之 13
 

「九姓回紇者，吾之同族也」 

按特勤者，突厥之官制也，可汗子弟、親

族封為特勤。突厥與鐵勒同操突厥語，故

突厥屬鐵勒族系，與回紇同源也。以其頌

德之碑所記，當紀實不誣也。而維吾爾人

自承回紇，因此維吾爾族之族源當可推至

突厥。然突厥係屬蒙古種，與今維吾爾人

之伊朗種不同，何也？當論其詳。 

西元 1220 年昔長春真人丘處機應成

吉思汗所邀，遠赴蒙古，弟子李志常為之

撰寫西遊記一書，以記西行。其中記九月

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條謂 14
 

「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

有舊，率眾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 

此處畏午兒與回紇並列，暗謂畏午兒與回

紇非同類也，其理安在？蓋長春道人西遊

係於喀喇汗王朝滅亡之後，依據《宋史‧

于闐傳》15
 

「大中祥符二年(西元 1009年)，其國黑

韓王遣回鶻羅廝溫等以方物來貢」 

按「喀喇」突厥語謂黑色也，黑韓王者，

喀喇汗王朝可汗也。而喀喇汗王朝正為回

紇人西徙後於中亞所建之王朝，此證明至

遲於西元 1009年，回紇人已東返進入西域

或言至少已征服于闐國，統治者體型與當

地人有異所致。 

西域地區來去政權、人種繁多，造成

使用之語言非常複雜，包含歐洲語系、突

厥語、梵語、伊朗語等。據斯坦因所作之

考察，發現至少有十二種以上語言之古代

寫本。16 突厥汗國、回紇汗國及其衍生之

汗國均曾統治西域，故突厥語是西域最為

流行之語言，而語言為決定民族認同之最

重要之因素，今維吾爾族仍以突厥語為主

要之語言，因此其自承為回紇人之後裔。

當吐蕃統治西域之時，由於語言不通隔

閡、文化涵養不足，一旦回紇僕固俊於西

州(今吐魯番)建立西州回紇，以其操突厥

語之優勢，不免使吐蕃見疑各部族之忠

誠，而退出西域。亦因語言相通，西州回

紇迅即擴及天山南北，此語言對於國家統

一之貢獻者也。17
 

西域之宗教替換頻繁，包括祆教、摩

尼教、佛教、薩滿教等。至遲至西元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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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于闐已為一佛教國家，且為西域佛教

中心，國內佛寺林立，直至喀喇汗王朝以

武力迫使當地人信奉伊斯蘭教，經過相當

時日，西域諸國均改信伊斯蘭教。然至西

遼屈出律再以武力逼迫當地人改宗佛教，

當地人曾激烈反抗，後賴蒙古人擊滅西

遼，仍維持當地人之宗教信仰至今，因此

伊斯蘭教為西域之唯一宗教，亦使得維吾

爾族藉由宗教而認同回紇人。18 基於語言

及宗教，雖維吾爾族人體型與回紇人有

異，仍自稱為回紇人之後也。 

4.回紇汗國之興起與潰散 

4.1 回紇之源起 

中國大漠南北為一廣大草原，適合遊

牧民族之生存。歷年眾多遊牧民族，隨中

原王朝之盛衰而更迭興替。戰國之前，夏

有葷粥、商有鬼方、周有玁狁、春秋有戎

狄，於北方構成威脅，時受侵擾。戰國七

雄時期，匈奴稱霸漠北至西域間，屢屢南

下牧馬。東胡則雄踞東北，而後分裂為鮮

卑與烏桓。有漢一朝與匈奴糾纏百年，終

致匈奴遠遁西走。所遺地域，烏桓進駐期

間，與東漢及曹魏時有往還。西元二世紀

中，鮮卑逐漸壯大，佔領匈奴故地，首領

檀石槐統一各部，南侵中原，其中拓跋部，

竟至西元四世紀南下入主中原，建立北魏

政權。後柔然勢起，西元五世紀初，建立

柔然汗國，領鮮卑故地，統轄漠北各族。

其後各族不堪剝削，紛紛叛離，中以突厥

為甚，西元 552年正式建立突厥帝國，轄

境遠達黑海，歐洲亦為之震動。 

回紇與突厥同屬鐵勒之氏族，鐵勒前

稱丁零及高車，西元前三世紀，即與匈奴

游牧於北海，受匈奴之統治與奴役，匈奴

西遁，鐵勒再受鮮卑管轄，鮮卑南移，柔

然興起，鐵勒仍受奴役，其中突厥一族，

被視為鍛奴，為柔然打造鐵器。及突厥兼

併鐵勒，擊滅柔然建汗，鐵勒所屬各族，

為突厥征服，回紇難以自外，徵兵、賦稅

與勞役亦無法免，紿突厥大量用兵，所謂

「自突厥有國，東征西討，皆資其用，以

制北荒」，19遊牧民族本不事生產，而難以

為繼，戰端於焉再起矣。 

隋煬帝大業元年(西元 605 年)，突厥

處羅可汗進擊鐵勒諸部，並坑殺渠豪數

百，鐵勒之袁紇部合僕固、同羅、拔野古

等部叛離突厥，自組軍事聯盟，謂之回紇，

舉袁紇首領藥羅葛氏時健為首，20 自號俟

斤(官名)。《新唐書‧回鶻傳》21
 

「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

韋紇。……大業中，……，韋紇乃并僕

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為俟斤，稱

回紇」 

資治通鑑卷二三三唐德宗貞元四年條 22
 

「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

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 

回鶻即回紇也(本文均謂回紇，以符本國史

說)。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 23
 

「藹得曷里祿沒弭施合密毗迦可汗遣

使，改為回鶻，義取迴旋輕捷如鶻也」 

鶻者，一名隼，體型較小之鷹也，性猛且

捷。 

4.2 回紇之興起 

唐太宗貞觀初年，時健死，子菩薩繼

立。東突厥頡利可汗率兵十萬討伐回紇，

遭菩薩擊破於馬鬃山(在今內蒙額濟納河

西)，聲震北方。貞觀二年(西元 628年)，

薛延陀建立政權，唐太宗冊立首領夷男為

珍珠毗伽可汗，回紇附之，菩薩自號活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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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發(官名)。貞觀四年(西元 630年)，東突

厥覆亡。期間菩薩死，子吐迷度繼位。貞

觀十九年(西元 645 年)，薛延陀南侵唐朝

敗，內部動亂。貞觀二十年(西元 646年)，

吐迷度乘薛延陀內亂，配合唐軍擊滅薛延

陀，領其地，自稱汗。同年，吐迷度遣使

赴唐，稱「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願

歸命天子，請置唐官」，24「請回紇以南置

郵遞，通管北方」。25太宗親幸靈州，接受

回紇歸附。貞觀二十一年(西元 647 年)，

唐於各部設六府，26 並置燕然都護府管

轄，其中以回紇部為翰海都督府，冊命吐

迷度為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各部族酋

長或受命都督、刺史等，或進京服官達數

千人之譜。此時，大漠南北均受唐之號令。 

綜覽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央王朝之關

係。回紇為唯一未與中原王朝發生大規模

戰爭之北方遊牧民族；回紇為唯一自始即

接受中原王朝冊封之北方遊牧民族；回紇

為唯一協助中原王朝重建勢力之北方遊牧

民族，在中原與異族爭鬥之歷史中，獨樹

一幟，堪稱異類。 

依北方遊牧民族型態，係以部落為主

體，並以該部落掌握實權之姓氏為名，而

其他姓氏者，或為權臣、或為典兵、或為

親族、甚或為奴隸，合之謂氏族。當該部

落因人口、牲畜、勝兵 27等逐漸增加，與

其他部落聯姻，且聯合同族之氏族組成同

盟，而形成由多氏族構成之聯盟組織，開

始對外使用武力搶奪資源，進而兼併、征

服與奴役其他部落，組成以該氏族為中心

之強大民族與帝國，舉該氏族領袖為可

汗，統領帝國。故帝國之結構大致分為貴

族氏族群、部族國家、帝國等三個階層；
28 貴族氏族由可汗氏族及其姻親氏族組

成，部族國家則由貴族氏族群及有人種關

係之部族構成，再加上自動歸順、武力併

吞之氏族，組織帝國。因此回紇之貴族式

族包括袁紇首領藥羅葛氏等族，部族國家

則有僕固、同羅、拔野古等部；而帝國之

組成含突厥、薛延陀、葛羅祿等受其降伏

或自行歸附之部族，亦為行將受剝削之部

族。 

回紇願臣服於唐，其因安在，目前未

有定論，推測當基於政權之穩定考量。時

唐之力量遠及北漠，已設州府管理，太宗

並為北方各族尊為天可汗，聲勢震天。回

紇初得政權，必為他族覬覦，故藉太宗之

威德，內壓部族，外抗強敵。再則，回紇

與唐共滅薛延陀，唐之軍政已然再度控制

突厥舊地，而不得不然也。此一君臣關係，

竟至回紇潰散，仍得以延續，實有助於西

域及北地之安定也。 

就唐而言，北方民族入寇邊關，何也？

奴隸、財帛及糧草耳。回紇歸附，自可免

對北方之大量用兵，有利國家之穩定與發

展，而採羈縻政策接受歸附，並以和親攏

絡之。依北方遊牧民族之體制，可汗夫人

─可敦位高權重，又常再譙其子或伯叔，

影響力可達數代之久，與中原王朝互通聲

息，有助於對北方之統治。 

貞觀二十二年(西元 648 年)，吐迷度

遭侄烏紇襲殺，回紇為之動亂，唐迅即助

以平亂，立吐迷度子婆閏為左驍衛大將

軍，襲瀚海都督，29 此為唐首次介入回紇

之內亂，不啻為日後乞援回紇平定安史之

亂之借鏡。大周武則天時期，東突厥復叛，

號為後突厥或第二帝國，重返大漠。玄宗

開元三年(西元 715 年)，東突厥擊敗回紇

再度奴役回紇。開元十九年(西元 731年)，

後突厥大亂，玄宗天寶三年(西元 744年)，

回紇首領骨力裴羅攻佔突厥故地，建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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紇汗國，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唐正

式冊封為懷仁可汗，是為建國之始也。30

天寶四年(西元 745 年)，懷仁可汗攻殺後

突厥白眉可汗，後突厥亡，控地東極室韋

(今額爾古納河一帶)，西至金山(今阿爾泰

山)盡領漠北匈奴故地。 

4.3 與唐之軍事聯盟 

自唐助婆閏平定內亂，軍事聯盟隱然

成形，因此，回紇屢屢接受唐之徵召，出

師參與軍事行動。唐高宗永徽二年(西元

651年)，唐與婆閏合兵，大破西突厥沙鉢

羅賀魯，收復北庭。高宗顯慶元年（西元

656 年），唐領回紇兵再敗賀魯於天山北

路。顯慶二年（西元 657年），追至十姓地

區(今中亞巴爾喀什湖及新疆西北部)，執

賀魯，西突厥亡。高宗龍朔元年（西元 661

年），婆閏率兵隨唐軍征伐高麗。31唐安史

之亂起，回紇更派軍協助唐軍收復兩京，

至回紇被擊滅止前，軍事合作未嘗稍減。

睽諸唐與回紇間之關係，自始維持內附狀

態，其間縱有嫌隙釁端，戰爭終能免，其

理無二，認清形勢，各取所需耳。 

回紇與唐之軍事合作，以平定安史之

亂為最，亦為北方王朝與中原政權間少有

之案例。玄宗天寶四年(西元 745 年)，懷

仁可汗卒，子磨延啜繼立，汗號葛勒可汗。

天寶十四年（西元 755年），安史之亂起，

兩京陷落，玄宗避亂入蜀，遜位太子。翌

年，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求援于

回紇，與回紇約，「克城之日，土地、士庶

歸唐，金帛、子女歸紇」。32肅宗至德二年

(西元 757年)，葛勒可汗助唐收復西京(長

安)。肅宗乾元二年(西元 759年)，葛勒可

汗卒，次子移地健繼立，汗號登里可汗，

又稱牟羽可汗。肅宗寶應元年(西元 762

年)，肅宗崩，代宗李豫繼位，再次調用回

紇兵。登里可汗親率大軍來援，協助唐收

復東京(洛陽)。代宗廣德元年(西元 763

年)，安史之亂弭平。安史亂平，唐朝國力

大衰，與回紇之交往，由唐初之鎮嚇，代

之以和親與餽贈，雖仍維持親善，然勒索、

恃功、縱兵、掠搶等不絕於縷，態勢已逆

轉矣。 

4.4 汗國潰散 

登里可汗克復東京歸國，於牙帳前立

石為記，「唐使來，當使知我前後功」。33

輕唐之心既起，侵唐之舉難免。代宗崩，

德宗繼位，年號建中。元年(西元 780年)，

登里可汗欲藉代宗喪南下擄掠，宰相頓莫

賀達干期以為不可，力諫曰 34
 

「唐，大國也，且無負於我。吾前年侵

太原，獲羊馬數萬，可謂大捷矣，以道

途艱阻，比及國，傷耗殆盡。今若舉而

不捷，將安歸乎？」 

不從，遂襲殺登里及煽動南侵之胡人，自

立為汗，遣使入唐修好。德宗冊封為武義

成功可汗。德宗貞元三年(西元 787 年)，

頓莫賀請婚，德宗為牽制吐蕃計，允婚。

頓莫賀遂與吐蕃絕交。貞元四年(西元 788

年)，德宗以咸安公主下嫁頓莫賀，並加號

頓莫賀為天親可汗。35 唐與回紇關係愈益

親密，兩國之交端繫一人耳。同年冬，頓

莫賀上表德宗，請改回紇為回鶻。 

貞元五年(西元 789年)，天親可汗卒，

子多邏斯繼立，唐冊封為忠貞可汗。忠貞

在位不足一年，貞元六年(西元 790 年)，

忠貞可汗因變死，36 次相立忠貞之子阿啜

為汗，唐冊封為奉誠可汗。 

安史之亂後，唐國力大衰，吐蕃趁勢

而起，進佔河西切斷東西交通，並對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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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攻擊，威脅安西及北庭都護府。時唐

為牽制吐蕃，允婚天親可汗。然自天親可

汗弒登里可汗，內亂隱因已生，致令國力

逐漸衰頹，各部族亦逐漸叛離。貞元六年

(西元 790 年)，沙陀部、白服突厥、葛羅

祿部等往投吐蕃，吐蕃聯合各部攻佔北庭

(今吉木薩爾縣)，回紇大相率兵西征往

救，內部空虛，致忠貞可汗遇難。國內亂

起，西征失利返還。奉誠可汗立，大相再

率回、唐聯軍，進攻吐蕃，企圖規復北庭，

大敗而回，自此絲路斷絕，西州(治所於今

吐魯番東南)孤立。葛羅祿趁機攻取回紇之

浮圖川(今吉木薩爾東南)，汗庭震動，被

迫東移。37
 

貞元十一年(西元 795 年)，奉誠可汗

卒，無子，眾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受德

宗冊封為懷信可汗。骨咄祿本非汗姓藥羅

葛氏，汗姓自此絕統矣。貞元十六年(西元

800年)，懷信可汗擊敗吐蕃，奪回北庭，
38 距吐蕃攻佔之日已十年矣。順宗永貞元

年(西元 805年)，懷信可汗卒，其嗣繼任，

冊立為騰里可汗。騰里可汗除鞏固北庭

外，再度擊敗吐蕃，將勢力擴展至龜茲。《九

姓回紇可汗碑》載曰 39
 

「吐蕃大軍圍攻龜茲，天可汗領兵救

援，吐蕃落荒，奔入于術(今焉耆縣西)」  

憲宗元和三年(西元 808 年)，騰里可

汗死，唐冊其嗣為保義可汗，回紇勢力復

盛，向西擊敗吐蕃。穆宗長慶元年(西元

821年)，保義可汗卒，其嗣繼，受唐冊命

為崇德可汗，繼續對吐蕃用兵，吐蕃為阻

唐對回紇之和親，一度進襲清塞堡(今寧夏

境內)，遭回紇擊退。崇德可汗卒，傳昭禮

可汗、彰信可汗均因內亂遭弒，至廅馺可

汗，爭汗內亂洶湧，部族叛離頻傳。 

文宗太和六年(西元 832 年)，昭禮可

汗為部下所弒，從子胡特勤繼立，唐冊封

為彰信可汗，至開成四年(西元 839 年)，

宰相掘羅勿荐公引沙陀兵(時已叛離回紇)

入侵，可汗兵敗自殺，眾人舉荐公以為廅

馺可汗。時發生瘟疫，又連降大雪，人畜

死傷無數，經濟崩潰，社會失序，國家大

亂。唐未及冊封廅馺可汗，即已生變。開

成五年(西元 840 年)，回紇別將句錄莫賀

引黠戛斯兵十萬攻廅馺可汗。按黠戛斯

者，游牧於回紇北方葉尼塞河上游之民族

也，屬鐵勒之一支，漢時稱堅昆，南北朝

時稱結骨或紇骨，至唐始稱其名。《新唐

書‧黠戛斯條》載此族「赤髮，皙面，綠

瞳」，為日耳曼民族體質。40嘗自謂為漢將

李陵之後，與唐天子同姓，而乞和於唐 41。

黠戛斯大破可汗，可汗被殺，回紇眾奔逃

四散，回紇亡，退出漠北。自天寶三年(西

元 744年)，骨力裴羅建立汗國起，至開成

五年(西元 840年)，廅馺可汗被殺亡國止，

凡 97年，歷傳十三位可汗。自此回紇族眾

遠走他域，進入流亡時代。當其再次東顧，

局勢已大變矣。 

5.回紇之西徙與再起 

5.1 回紇西徙 

唐文宗開成五年(西元 840 年)，回紇

汗國廅馺可汗被殺，各部潰散逃亡。除降

附黠戛斯及南下歸附唐者外，回紇十五部

以龐特勤為首西遷，相繼至葛羅祿、吐蕃

及安西，經與當地回紇人結合，逐漸形成

回紇三大政權曰喀喇汗王朝、西州回紇及

河西回紇。《舊唐書‧迴紇傳》載 42
 

「有迴鶻相馺職者，擁外甥龐特勤及男

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

羅祿，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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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葛羅祿時為七河地區 (即東自天山以

北，西至楚河，南至依塞克湖，北至巴爾

克什湖一帶，於今哈薩克境內)最有勢力之

部族；吐蕃控制河西走廊一帶；安西意指

安西都護府，府治於龜茲(今新疆庫車)。 

影響維吾爾族之回紇人，以喀喇汗王

朝及西州回紇為甚，故討論重點將著重此

二政權。 

5.2 西州回紇 

龐特勤率十五部，沿陰山北麓向西至

居延海，再北依阿爾泰山進入新疆天山北

路。時部分回紇南下河西走廊，是為河西

回紇。另部分留於北庭(今天山北路，府治

庭州，今吉木薩爾縣境)。餘隨龐特勤西

行，經伊州(治所即今哈密)、納職(今鄯善

西南)，越天山至焉耆、龜茲(今庫車)等地。

《新唐書‧突厥傳下》載曰 43
 

「及其破滅，有特庬勒居焉耆城，稱葉

護，餘部保金莎嶺，眾至二十萬」 

唐大中二年(西元 848 年)，龐特勤稱汗，

有磧西諸城，意即領有塔克拉瑪干沙漠以

西之地。大中十年(西元 856 年)，唐冊封

其為懷建可汗，惜受阻於亂兵，敕令未及

於焉耆，龐特勤已率眾越蔥嶺(今帕米爾高

原)入中亞矣。44此一冊封，無疑對日後之

西州回紇頗具鼓舞之義，亦顯見唐與回紇

間之關係。 

吐蕃者，源於遠古時代西藏高原之民

族也，為藏族之祖先。七世紀初，吐蕃首

領松贊干布統一西藏諸部，建立政權，定

都邏些(今拉薩)。唐太宗貞觀十五年(西元

641年)，以宗女文成公主下嫁松贊干布，

開啟唐對吐蕃之和親政策。天寶十四年（西

元 755年），安史之亂起，吐蕃乘勢攻佔河

西與隴右，同時，南下進入塔里木盆地。

唐德宗貞元六年(西元 790 年)，吐蕃聯合

葛羅祿及白服突厥擊敗唐軍，佔領北庭、

伊州(府治今哈密)等地，西州、安西四鎮(龜

茲、焉耆、于闐、疏勒)相繼淪陷，吐蕃控

制河西走廊及西域，切斷絲路，唐退出西

域，終唐之世，未能得返。貞元十六年(西

元 800年)，方由回紇懷信可汗擊敗吐蕃，

奪回北庭。然吐蕃仍控制河西及塔里木盆

地。45
 

前謂部分回紇留於北庭，於天山北路

駐牧，經二十餘年之發展，已粗具規模，

並與河西之歸義軍取得聯繫。46 唐懿宗咸

通七年(西元 866 年)，回紇領袖僕固俊於

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潮之支持下，擊敗吐

蕃，奪回北庭，攻佔西州、輪台等地，天

山以南之西州，盡歸所有。一般咸以西元

866 年為西州回紇(或稱高昌回紇)建立之

時，47 距遭擊散已近三十年。僕固俊攻佔

西州後，上表請求冊命，唐封為左驍衛大

將軍，可見唐朝雖陷於藩鎮割據，回紇仍

以冊命為尊、為聚眾之信。唐末，五代初(西

元十世紀初)，西州回紇擊敗歸義軍，方得

獨立自主，遂向塔里木盆地擴張。 

龐特勤率眾西遷，而後兵分三路，建

立三個不同之政權。各家文獻記載，均由

龐特勤率領。《新唐書‧回鶻傳下》曰 48
 

「諸部潰，其相馺職與庬特勒十五部奔

葛邏祿，殘眾入吐蕃、安西」 

謂龐特勤奔葛羅祿。繼曰 49
 

「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自給，稍歸

庬特勒。是時特勒已自稱可汗，居甘州，

有磧西諸城」 

謂逃散諸數帳，均投龐特勤。然謂龐特勤

居甘州稱汗，實謬矣。甘州即今張掖，距

磧西諸城，何止千里之遙，就居甘州抑或

有磧西諸城，當以為誤記，然確認仍由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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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勤領之。《舊唐書‧迴紇傳》曰 50
 

「在外猶數帳，散藏諸山深林，盜劫諸

蕃，皆西向傾心望安西龐勒之到，龐勒

已自稱可汗，有磧西諸城，其後嗣君弱

臣強，居甘州，無復昔時之盛」 

此謂亦復如此，然均居甘州。錯置如此，

何也？投歸龐特勤當無爭議，以其為回紇

之首也。既為首且受唐冊封，雖未及時受

敕命，領袖群倫當為共見，以其名為號召，

撫輯流亡，世之常也。 

僕固俊受封，西州回紇政權建成之

際，龐特勤當已越蔥嶺，其所建之汗國，

莫知所以。按西域諸國，俱是綠洲國家，

地狹人稀，向由王室管轄，外來強權征服

其國，未族滅王室改其管理體系，僅派駐

監國或都督，監管國政及徵召兵賦，以其

地不適於游牧，未敢久留也。以龜茲為例，

終唐之世，白姓龜茲王室，歷三百餘年未

曾更動，51 龐特勤進駐龜茲，應可證明未

予更換國王，對龜茲如此，對其他諸國亦

應如此。龐特勤建汗，因故遠離西域，所

遺空間，在未有強權進駐之前，綠洲諸國

當維持由原王室統治，所遺回紇人，即轉

牧為農，融入當地生活。西州回紇建汗於

焉西進，既以龐特勤為名，綠洲諸國對其

應不致有過激之行動，或攻取，或歸附，

或融合，北宋初期(西元十世紀後期)，西

州回紇已擴展至龜茲，已包含龐特勤稱汗

時之疆域。東起河西，西迄蔥嶺，南達于

闐，北抵天山，據塔里木盆地北端，並與

由龐特勤建立之喀喇汗王朝接觸。時距僕

固俊重建回紇已逾百年矣。 

唐末藩鎮割據，戰亂頻仍，西州與中

原間隔河西，通道常為之斷絕，西州回紇

與中原之聯繫受阻，難通聲息，五代期間

猶未能復。嗣後，契丹人統一北方，是為

遼國；宋太祖黃袍加身，統一中原，宋與

遼為中國兩大政權，相互對峙，時有征戰。

西州回紇始於太祖建隆三年(西元 962 年)

入朝獻貢，宋太平興國六年(西元 984年)，

太宗遣使赴西州回紇，恢復交往，52 中原

亦能得知其國情也。 

西州回紇除與中原保持聯繫，與遼國

關係匪淺，自五代之初，即入貢於遼。遼

稱之為「和州回紇」。遼天贊三年(西元 924

年)，遼征服西州回紇，西州回紇被納入屬

國，獨立如故，朝貢如常，應賦服召。 

西州回紇與遼保持密切關係，直至遼

滅於金方生變。宋徽宗宣和六年(西元 1124

年)，金國興起，遼敗象已露，遼宗室耶律

大石率契丹眾出走西遷，次年遼亡於金。

宋高宗建炎四年(西元 1130年)，耶律大石

於葉密立(今新疆額敏)稱汗，假道高昌入

塔里木盆地，此時，西州回紇逐漸步入衰

弱，遂表願質子以為附庸。耶律大石進入

塔里木盆地，敗於喀喇汗王朝，返葉密立。

西元 1132年，耶律大石稱帝，沿漢制稱天

祚皇帝，建元延慶，史稱西遼。53 稱帝建

元之年，耶律大石再入高昌，西州回紇俯

首稱臣，保留王號。宋朝重文治，輕武功，

國力自始孱弱不振，又受異族遼、金、西

夏之侵擾，國勢益衰，以致偏安江南，對

西域無力關注，任憑各族自滅，西州回紇

自不能免。 

西元 1209年，西州回紇不堪西遼之盤

剝，歸順蒙古成吉思汗，並隨蒙古西征與

滅西夏。成吉思汗以其歸順之故，恩遇有

加，與所封汗國同。西元 1275年，遭叛察

哈台汗國之都哇擊滅，餘部遷河西，受元

治理，高昌領地由察哈台汗國兼併。西州

回紇自僕固俊西元 866年大敗吐蕃，攻佔

西州，至西元 1275年被擊滅，凡 3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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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突厥人種經由民族移動，而有所

改變，馴至回紇潰散，其中一支由僕固俊

率領建立西州回紇，勢力伸入塔里木盆地

北緣，同樣未改綠洲諸國之統治階層，回

紇人漸習於定居生活，則與當地人結合，

再加以有部分回紇人生活於塔里木盆地已

久，故西州回紇之血統與體型改變，當為

必然。 

5.3 喀喇汗王朝 

唐大中二年(西元 848 年)，龐特勤居

焉耆稱汗，受唐冊封為懷建可汗，敕命未

及，龐特勤或因綠洲難以遊獵，或因與中

亞民族早有聯繫，或其他原因，舉眾越蔥

嶺，進入七河地區，時葛羅祿游牧於此，

已近百年。 

葛羅祿者，本屬鐵勒之一支也，由三

部落組成，號稱三姓葛羅祿，遊牧於伊吾

以西，焉耆以北，傍白山(今天山)。時加

入回紇聯盟以抗突厥，事成，編為回紇外

九部之一。唐德宗貞元六年(西元 790年)，

葛羅祿不滿回紇之統治，聯合吐蕃襲取北

庭，並伺機攻取回紇之浮圖川，回紇為之

震動。《新唐書‧回紇傳》曰 54
 

「至德後，葛邏祿寖盛，與回紇爭彊，

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

城」 

葛羅祿終脫離回紇，徙居現地遊牧。 

龐特勤之至此，原因已難查明。九世

紀末、十世紀初，龐特勤結合葛羅祿於此

建立喀喇汗王朝，立國過程目前缺乏史料

已難知曉。龐特勤建國，據信汗號為毗伽

闕‧卡迪爾汗，55都巴拉沙袞(今中亞托克

瑪克城東南布拉納)附近之喀喇斡耳朵。 

卡迪爾汗領有七河地，咸信未忘情於

中國，遂向東擴張，先後佔領伊犂河谷及

喀什噶爾，56與西州回紇接觸。 

卡迪爾汗卒，實施兩王制，長子巴茲

爾為大汗，汗號阿廝蘭汗，都巴拉沙袞；

次子奧古爾恰克為小汗，稱博格拉汗，都

怛邏斯(今中亞江布爾城)。兩王分庭抗

禮，重蹈東西突厥之覆轍，為日後分裂埋

下伏筆。 

喀喇汗王朝建國之初，即與信奉伊斯

蘭教之薩曼王朝對峙。西元 893年，薩曼

王朝攻破都城怛邏斯，將基督教大寺院改

為清真寺，奧古爾恰克率眾走喀什噶爾，

繼續與薩曼王朝奮戰。薩圖克為奧古爾恰

克之侄、巴茲爾之次子，為第一個信奉伊

斯蘭教之王室成員，其因有謂受薩曼王朝

之影響，另謂為奪取政權，藉伊斯蘭教接

受薩曼王朝之援助，以圖奧古爾恰克之

位，究係何因，殊難定論，然喀喇汗王朝

之伊斯蘭化於焉開始。57
 

薩圖克於薩曼王朝之支援下打敗奧古

爾恰克，佔領喀什噶爾，稱博格拉汗，並

奪回怛邏斯。西元 942-943 年間 58，佔領

巴拉沙袞。另為推行伊斯蘭化，開始對信

奉佛教之于闐李氏王朝及西州回紇，進行

「聖戰」。 

西元 955年，薩圖克死，效卡迪爾汗，

長子穆薩稱汗，都喀什噶爾，次子蘇萊曼，

都巴拉沙袞。西元 960年，十二萬帳突厥

人接受伊斯蘭教，穆薩宣布伊斯蘭教為國

教，是為第一個突厥語之伊斯蘭王朝，59

亦為伊斯蘭教東進之里程碑，對東方諸國

之聖戰，已為國策而難以迴旋矣。 

西元 998年，穆薩死，子阿里繼，形

成兩股勢力，以阿里為首之阿里系，是為

長支；另一則以蘇萊曼之子哈桑為首之阿

桑系，稱之幼支，相互爭戰。對東方，阿

里持續對于闐發動聖戰，但遭于闐奮勇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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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西元 996年，喀什噶爾一度遭于闐攻

陷，歷時五個月，方擊敗于闐奪回喀什噶

爾。西元 998年，阿里於今新疆英吉沙(喀

什噶爾南)陣亡，阿里侄玉素甫繼立，汗號

玉素甫‧卡迪爾，惟喀什噶爾再度淪亡。 

吐蕃自僕固俊建立西州回紇政權，退

至塔里木盆地西及南緣，與西藏比鄰，而

西州回紇一時未予殲滅，隔沙漠相對，于

闐受其統治。喀喇汗王朝卡迪爾汗向東進

軍，進入塔里木盆地西及南緣，打敗吐蕃，

佔領喀什噶爾，吐蕃為之解體，正式退出

西域之爭奪。于闐擺脫吐蕃之控制，由尉

遲氏重掌政權。60西元 912年，時唐已亡，

尉遲遜跋伐繼位，以李為姓，自認為唐氏

宗裔，故曰于闐李氏王朝。終李氏王朝一

世，中原政權更迭之時，未嘗稍減對中原

仰慕之心於萬一，自唐、五代、宋，進貢

方物如常；61
衣冠一如唐制，殿皆東向，

仿中原建制。 

玉素甫繼位，召募伊斯蘭雇傭軍，西

元 999年，收復喀什噶爾，並持續向于闐

攻擊，攻佔于闐城。西元 1006年，玉素甫

征服于闐，62 伊斯蘭教取代佛教成為于闐

之國教，象徵佛教之國度，易為伊斯蘭，

對西域之宗教影響甚大，不旋踵，伊斯蘭

教席捲西域。 

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闐，不僅代表塔里

木盆地南緣之伊斯蘭化，亦說明回紇人重

返西域，塔里木盆地南緣之回紇化。約自

唐大中二年(西元 848 年)，龐特勤西移至

中亞，至西元 1006年重返，歷經近百六十

年，宗教已由佛教轉為伊斯蘭教，而血統

已由蒙古型人種換為伊朗型人種。于闐陷

於喀喇汗王朝，統治者是為喀喇汗王朝官

員，已可稱之為具伊朗體質之回紇人，是

故宋與元均謂之為畏午兒人，以為與回紇

人之區別，始有西遊記所記之畏午兒與回

紇並列之舉。63
 

于闐諸城於畏午兒人之統治下，伊斯

蘭教化必然強力推行，推行並非一蹴即

成，因而出現「率眾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

之異狀。 

西元 1032 年，玉素甫卒，喀喇汗王

朝正式分裂為東、西喀喇汗王朝。東喀喇

汗王朝仍仿二王制，分以巴拉沙袞及喀什

噶爾為政治中心。領地包括楚河流域、伊

犂河谷、于闐及費爾干那東部。西喀喇汗

王朝都撒馬爾罕，疆域含河中地區(今中亞

撒馬爾罕一帶，於錫爾河與阿姆河間)及費

爾干那西部。64
 

東喀喇汗王朝政治中心分立兩地，內

訌不已。數傳至博格拉汗哈桑，時值西元

1074年，在位期間，內訌漸息，遊牧民族

轉為農業定居。65西元 1130年，東喀喇汗

王朝初敗耶律大石，西元 1132年，耶律大

石於葉密立稱帝，是為西遼。續向西擴展，

與東喀喇汗王朝接觸，東喀喇汗王朝以內

訌國力漸衰，願歸屬西遼。西元 1134年，

西遼攻占巴拉沙袞，將七河地區納入版

圖，東喀喇汗王朝保留塔里木盆地南緣及

喀什噶爾，並淪為西遼附庸，由於西遼並

無特殊之信仰，東喀喇汗王朝仍以信奉伊

斯蘭教為主。西元 1211年，西遼政權為乃

蠻王子屈出律劫奪，66 將東喀喇汗王朝穆

罕默德汗徙至喀什噶爾時遇刺，東喀喇汗

王朝亡。西喀喇汗王朝亦於西元 1212年，

為花剌子模所滅。及至西州回紇遭兼併，

回紇汗國及其衍生政權，正式退出歷史舞

台。 

喀喇汗王朝承自回紇，傳由龐特勤建

國，至西元 1211年東喀喇汗王朝亡；西元

1212年西喀喇汗王朝亡，凡近三百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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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過程，回紇人融入中亞人種之血統，體

質與前大異，此之為宋、元使用畏午兒之

故，以為與西州回紇之別耳。維吾爾人溯

其源於斯也。 

6.維吾爾族之成形 

6.1 伊斯蘭教之傳播 

喀喇汗王朝信奉伊斯蘭教，承繼阿拉

伯人藉武力傳教之方式，向東攻伐于闐李

氏王朝。西元 1006年，喀喇汗王朝玉素甫

征服于闐，並延續對北宋之親善。對內派

官員統治諸國，故曰「其王畏午兒」，並進

行伊斯蘭化，此一運動為以回紇人為首之

回教化，亦即「回紇化之回教化」。伊斯蘭

教傳至中原，因而稱之為「回教」，教徒謂

之「回回」。回回之名於宋時已存在，當知

早於五代及宋初即已進行，67
恐非征服于

闐之時方始，而當於此時以武為恃，達於

頂峰也。 

歷經武力推行，何時完成，殊難定論，

然就後續可窺一二。西元 1211年東喀喇汗

王朝滅亡，而由屈出律長西遼，推行佛教

遭受強大反抗，以致亡國被殺，可見伊斯

蘭教已然大備於西域諸國矣。 

西遼對宗教本較開明與寬鬆，滅東喀

喇汗王朝之時，未對伊斯蘭教或其他宗

教，採揚抑之手段。乃蠻王子屈出律篡奪

西遼王位，以其篤信佛教，乃強力打擊伊

斯蘭教，倡興佛教。此一舉措招致不滿與

反抗，遂引蒙古人進襲。蒙古成吉思汗以

滅乃蠻而走脫屈出律為恥，遂應西域諸國

之請，西征之蒙古軍由楚河南下。西元

1218 年，一舉滅亡西遼與擊殺屈出律。68

高昌回西州回紇已於西元 1209 年歸順蒙

古，塔里木盆地南北緣，即今新疆南疆，

均由蒙古人統治，對宗教採放任，伊斯蘭

教乃於南疆自由發展，而其他宗教幾近絕

跡，且伊斯蘭教禁止與非教徒通婚，因而

加速與當地土著雜婚之進程。 

6.2 民族之融合 

早期高加索人向東遷徙，越過帕米爾

高原，進入南疆，續向東行，到達樓蘭、

精絕等地，稱之為塞種人。其人與西方體

質無異，由出土之樓蘭美女乾屍，其確為

白種人體質，證明塞種人確已進入西域，

甚且河西走廊或中原。經由哈薩克草原進

入蒙古草原之塞種人，於漠北之北，所發

掘之人種化石，俱是白種人，69 當可證明

其足跡遠達漠北。後因蒙古種人興起，受

壓迫而遠離大漠南北，不知所之。蒙古種

人占據大漠，復受中原王朝之壓迫，向西

遷徙，最遠到達黑海。70 然由墓葬方向可

知，其對東方未能忘懷。71 由於阿爾泰山

發掘之古物，亦證明其已東回。72 向北進

入大漠，形成突厥等民族，仍保有蒙古種

人之體質。73 向南則進入南疆，或與塞種

人聯姻，而形成南疆之土著。 

東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闐，進入塔里木

盆地，伊斯蘭教盛行，再經察哈台汗國、

葉爾羌汗國及準噶爾汗國之統治，伊斯蘭

教未再受侵擾，而為當地之唯一宗教。清

高宗乾隆十六年(西元 1751年)，準噶爾汗

國遭擊滅，西域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名曰

新疆。 

東西遷徙無時無之，其影響也輕微。

當回紇人遭擊散，形成數十萬人以上之大

規模遷徙，其影響既深且鉅。回紇西徙，

其中一路，滯留北疆進行游牧，而逐漸進

入西州，號曰西州回紇(高昌回紇)。其後

聲勢逐漸強盛，僕固俊主政，受唐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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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吐蕃，重建回紇帝國，並經百年經營，

深入南疆遠達塔里木盆地北緣之庫車，與

當地土著之交流，產生進一步之融合，其

體質應仍以蒙古種人為主。西徙另一路，

由龐特勤率領經南疆進入中亞建立喀喇汗

王朝，與中亞人交，體質已逐漸轉為伊朗

型。俟其東回，帶有伊朗體型之血統及伊

斯蘭教，進入塔里木盆地，與回紇人及土

著融合，形成體質上之再改變，故有回紇、

畏午兒之別也，亦有回回之稱謂也。此時

受伊斯蘭教義之影響與束縛，對於其他宗

教與民族開始排斥，人種遂已大致定型，

而與現今維吾爾族人類似。 

融合本是緩慢與漸進之過程，何維吾

爾族之速也？語言與宗教當居首功。同操

突厥語，自可推近雙方之距離，此吐蕃未

能改變南疆，而迅速退出、西州回紇迅即

於塔里木北緣建立政權之理也。 

南疆西域之宗教，因東西方人士過往

頻仍，而相當複雜與多元。佛教傳入東土，

逐漸成為西域居民共同信仰，于闐甚至為

佛教之中心，玄奘取經亦經由此進，諸國

以國師相待，尊崇備至。自喀喇汗王朝挾

其武力東顧，而以聖戰之名，擊滅于闐李

氏王朝，改宗伊斯蘭教，西域佛寺、佛經

俱遭毀壞，遂成當地之唯一信仰，雖屈出

律欲以武力傳播佛教而不可得，反遭其

噬。而後之察哈台等汗國對宗教未加限

制，伊斯蘭教得以發展至今。教內各族融

和加速，他教則遭屏棄於外，期間居民之

體質變化，深受回紇及東返之回紇人影

響，完成居民之回紇化與伊斯蘭化。因而

構成中華民族之五族之一，共存共榮，斯

為大也。 

 

7. 結論 

新疆維吾爾族人於阿古柏叛亂前，大

都聚居於南疆各綠洲國家或城市，從事農

業定居生活。阿古柏叛亂，受裹脅進入北

疆，始有維吾爾人大批北移，其體質之定

型，端在南疆。 

維吾爾人自承其祖先為回紇人，自有

其語言、宗教與統治之因果，然依其體型

屬伊朗人，與回紇人之蒙古種不同，由遊

牧民族及歷史之演進，實不足怪也。新疆

地處東西交通孔道，民族來去如過江之

鯽，但受戰爭影響之大規模遷徙，回紇西

行與喀喇汗王朝東返，造就今維吾爾人之

體型。 

唐時，新疆于闐正式納入版圖，設毗

沙都督府。清乾隆擊滅準噶爾汗國收回天

山南北，本非新增之疆域，以乾隆好大喜

功，故名之曰新疆，彰其拓疆之功也。維

吾爾族久居新疆，明其血緣之演變，當瞭

解新疆之歷史回顧與發展，而有助於對新

疆歷史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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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帕米爾高原柯爾克孜族稱之為「極寒之域」，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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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米爾。援引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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