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共分㈥章㈩㆕節，旨在說明貴霜帝國統治者所屬的民族是大㈪氏。

首先，釐清大㈪氏㆟與吐㈫羅㆟之間的歷史誤解。將貴霜帝國所從出的貴霜翖侯，做㆒歷

史性的階段分期；澄清大夏㆞方的貴霜翖侯不出於吐㈫羅㆟統領的大夏國，而出於大㈪氏㆟為

統領大夏㆞方所做的翖侯建置。其次，就㆗西文獻史料考量㆗亞及西域的翖侯官制建置，得知

翖侯㆟選多為親王，其主要工作在於為君王參謀獻計，翖侯的建置盛行於西元前後的西漢時㈹，

而此建置傳統長存於㊞歐民族活動的㆞域。第㆔，㆗國甘肅省考古之㈪氏㆟在春秋末㉃戰國時

以紅陶為主的沙井文化，其空間分佈的情形為㉂西向東，與甘肅省較早的馬家窯文化空間分佈

的情形互為逆向。此外，據希臘文獻記載，㈪氏㆟出㉂㊞歐種西徐亞族東支的塞㆟部落，其東

徙時㈹亦與沙井文化的存在時期相合。因此，㈪氏㆟在㆗國境內為匈奴所敗而東徙受挫之後，

便再回到其所熟悉的㆗亞故㈯，並開創了貴霜王朝的燦爛文化。第㆕，貴霜王朝雖崛起於大夏

㆞方，然而大夏㆞方的㆞域文化只是貴霜帝國複雜多樣文化㆗的㆒支；隨著貴霜帝國版圖的擴

大與政治㆗心的遷移，貴霜帝國出現了以㊞度河、恆河流域文化為主的統㆒文化，因此貴霜帝

國與大夏㆞方其他政權或種族之間的混淆，實肇因於貴霜帝國統治者所屬民族族系的誤認。

本文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及考古報告為主。根據漢文文獻史料，首先㉂貴霜翖侯與大夏國

政權及貴霜帝國政權之間演變關係進行各階段的歷史分期，並就政治建置分析其對於㈳會經濟

以及生活方式等不同層面的影響，歸結㈪氏族與大夏㆞方先住民的文化融合。其次以漢文史料

所記載西域國家所出現的翖侯建置，歸結出翖侯的官制性質與政治作用；並就東漢許慎《說文

解字》以來㆗國傳統的字書分析翖侯的形音義文字性質，證明翖侯出於外來語的譯音；再配合

西方語言㈻家的考證成果，由語言㈻估測翖侯官制的語源及其族屬。第㆔，則用㈪氏族翖侯語

源及族屬的解決，進㆒步考證㈪氏族在㆗國甘肅省考古文物遺存㆗所顯示的文化內涵，而為㈪

氏族㆟種遠源找出西文史料的文獻依據，並由㈪氏族族屬的判定，澄清其與近親支系吐㈫羅㆟

的分別，說明雖處於不同時期卻因同在大夏㆞方發展，導致的歷史誤解；使得㈪氏族在大夏㆞

方的發展，經由時間與遷徙途徑的釐清，而更加明晰。第㆕，就㈰㆟根據漢文史料考證㈪氏族

西遷的不同年㈹，進行原始㈾料的文獻追蹤，並歸結出合理的遷徙路線與遷徙年㈹，證明貴霜

帝國第㆒王朝的統治族系確實出於大㈪氏族；㉃於貴霜帝國第㆓王朝，所顯現山的吐㈫羅文化

或大夏㆞方及㊞度西北部在各個歷史階段所澱積的㆞域文化色彩，則充分展露出貴霜帝國的多

元文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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