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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将军马超：祖母是羌
人，后人迁居亚美尼亚

三国时期的马超，是蜀汉的开国名
臣，他武艺高强、相貌俊美，而且很讲
信义，小说《三国演义》中，赋予他锦
马超的美称。而后世的传奇小说和戏曲
评书，更是让马超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人物。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
如果按照汉代的标准来判断，马超至少
有四分之一的外国血统。

在史书《三国志》的记载中，马超
的身世并不复杂，他是扶风茂陵

（今陕西兴平） 人，
父亲马腾曾被朝廷封
为 征 西 将 军 和 卫 尉

（掌管京城各门守
卫的官，属于九
卿之一），他本人
则因功勋被封为

都亭侯。曹
操 做 了

汉丞相后，马超屡次起兵反曹，他的智
勇双全让曹操深感畏惧。在与曹操的对
决中，马超败北，后来投奔了刘备，成
为刘备的得力助手，最终死在了蜀汉。

马超据记载是东汉名将陇西太守马
援的后人。不过，马家到了马超的爷爷
马平这一代，家世已经衰微。马平娶了
一位羌族的女子，生了马腾。马腾“长
八尺余，身体洪大，面鼻雄异，而性贤
厚，人多敬之”。按照今天的标准，马
腾是一位标准的大帅哥，他的优良基因
毫无疑问传给了儿子马超。

按照遗传学的算法，马超有四分之
一的羌族血统。羌族是我国西部一个古
老的民族，汉代时，羌人活跃在今天的
陕、甘、青、宁、川一带。这一带，当
时也是西汉的边界地区，羌人时常与西
汉发生战争。马超的祖先马援，就曾多
次率兵与羌人作战。当然，后来经过漫
长的历史进程，分散各地的羌人走上了
不同的发展道路，有些已经和汉族及其
他民族融合了。而据几年前的一则新闻
报道，作为羌人后代的马超，其家族中
有一支族人可能迁至亚美尼亚，并繁衍
生息至今。

隋炀帝杨广：母亲独孤
伽罗有匈奴血统

隋炀帝杨广是史上名声较坏的皇帝
之一，不过，杨广在成为隋炀帝之前，
也是一位大好青年。而他少年时代的优
秀，和他的母亲独孤伽罗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

隋炀帝的父亲杨坚，是北周的随国
公。北周是鲜卑人建立起来的政权，鲜
卑族是我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自西
晋起，中原内乱频繁，鲜卑趁机进入中
原，先后建立起若干政权，北周就是其
中一个。杨坚的父亲是北周的开国大臣
杨忠。杨忠死后，杨坚袭父爵，并娶鲜
卑族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伽罗为妻。独
孤信原是匈奴的后裔，生活在浩瀚的草
原与大漠的北面，先后在少数民族建立
起来的政权北魏、西魏、北周为官。当
时的独孤家族，已经相当汉化，但不可
否认，以当时正统的观念来看，他们依
旧是胡人，是“外国人”。

公元 581 年，杨坚夺了北周静帝的
皇位，然后定国号为大隋。随国公也就
成了隋文帝。隋文帝能夺得皇位，很大
程度上，仰仗了独孤家族的力量。他的
独孤夫人是一位奇女子，史书描述她既
有鲜卑女子的英气妩媚、大胆真率，又
有汉家女儿的优雅聪慧、柔情体贴。独
孤皇后终身深度参政，是隋文帝政治系
统的核心人物。在她的积极参与和协助
下，隋北御突厥、南平陈朝，完成了一
统华夏的大业。

独孤皇后的基因如此优秀，她的混
血儿子杨广自然不差。小时候的杨广帅
气又聪明，13岁就被封为晋王。独孤皇

后还千挑万选，为儿子选了南朝梁国的
公主做妃子，这位妃子也就是后来隋炀
帝的萧皇后。在独孤皇后和萧妃的打造
下，贪玩任性的杨广收敛了脾气，变得
深明大义，并最终凭借实力平定江南，
登顶皇位。

唐太宗李世民：有胡人
血统，一副“老外”长相

李世民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他
对内发展经济、安定人民，开创了贞观
之治。这位了不起的皇帝，身上有着四
分之三的胡人血统。

李世民的曾祖父叫李虎，曾帮助鲜
卑人宇文泰建立北周，并被赐姓大野，
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李虎的儿子李昞
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后来又娶了大将军
独孤信的一个女儿。李昞和独孤夫人生
了个儿子，叫李渊。李渊一直称自己是
汉代飞将军李广的后人，不过这点始终
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但他的母亲有匈
奴和鲜卑的血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李渊七岁的时候，父亲李昞去世。
李渊继承了父亲的唐国公爵位，后来又
娶了窦毅的女儿。窦毅的先祖也是西北
的少数民族。窦家的女儿嫁给李渊后，
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的四个儿
子分别是：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
三字李元霸、四子李元吉。很显然，李
世民的身上，有来自祖母和母亲的血
统。如果我们穿越回唐朝，看到的李世
民应该是这个样子：眉毛浓厚上扬，胡
须上翘，头发、鬓毛都是黄色，胸毛十
分发达。

李世民本人，后来也娶了一位鲜卑
族的女子——长孙氏。长孙氏的祖先姓
拓跋，是鲜卑族人，之所以改姓长孙，
是因为他们家族功劳很大，又是宗室的
长房。长孙氏有个著名的哥哥，就是后
来参与策划玄武门事变的长孙无忌。

公元 618 年，李渊废隋恭帝，建立
唐朝。此后，经过七年的战争，先后经
历六次大战役，唐朝逐渐巩固了政权。
公元 626 年，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
死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及二人
诸子，随后被立为太子。不久，唐高祖
李渊退位，李世民即位。

李白身世糊涂账：按
辈分他要喊唐玄宗大侄子

唐玄宗天宝元年 （742年），42岁的
大诗人李白来到了长安。读了李白的

《蜀道难》 以后，爱才的贺知章赞叹不
已，并将李白隆重推荐给了唐玄宗。唐
玄宗很欣赏李白，也很给贺知章面子，
安排李白进翰林院供职。从此，李白以
诗仙的形象进入中国历史，并且光芒越
来越灿烂。

毫无争议，李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
伟大的诗人之一。但千百年来，他的身

世却一直是个谜，学术界至今没有争论
清楚。

李白身世最原始的记载有两个。一
是唐朝当涂县令李阳冰的记载，他根据
李身前的嘱托，将李白作品汇编成十卷
本的 《草堂集》，并写了序。序言中
称，李白是陇西成纪 （甘肃秦安） 人，
是十六国时西凉建立者李暠的九世孙。
有关李白身世的另一个记载，来自他的
儿子伯禽。伯禽有一份手书先世谱牒残
纸，其中也称祖籍是陇西成纪。

陇西李氏是李氏中最显赫的一支，
西汉名将李广就是出自陇西李氏。后世
的不少李姓都自称出自陇西，西凉王李
暠就自称是李广的十六世孙。而唐高祖
李渊，则自称是李暠的六世孙。照此推
算，李白见唐玄宗时，要喊他一声大侄
子。不过，据史学家考证，李渊可能并
不是李广的后人，他之所以这样说，纯
粹是为了给自家脸上贴金。而李白，有
学者认为他其实是正宗的胡人。

李白的父亲，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平
民，他的名字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唐人
称他为李客。李白的出生地被普遍接受
的说法是西域的碎叶城，也就是今天的
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碎叶是唐朝安息四
镇的辖区，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
一，回纥、突厥等少数民族角逐在此。
而李白本人也精通突厥文，他的诗歌
中，也时时有西域风情显现。

再说回来，飞将军李广有个亲孙子
叫李陵，公元前99年，李陵奉汉武帝之
命出征匈奴，后因寡不敌众兵败。李陵
在西域娶了妻子，他的后人也自然而然
成了西域人。

门神尉迟恭：这位黑
脸汉子可能是鲜卑人

过去，春节时家家户户常贴门神祈
福。门神的原型就是唐初的大将尉迟
恭。仔细考证起来，尉迟氏其实出自北
魏的鲜卑部族。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王
桐龄，在他的 《中国民族史》 一书中，
就明确将尉迟恭列为鲜卑族，并认为，
按照今天的观念来看，尉迟恭其实是满
蒙混血。

不过，关于尉迟恭的身世，还有另
一种说法。西魏时期，出身鲜卑的宇文
泰恢复鲜卑古制，并且恢复鲜卑旧姓，
命令朝廷的汉族部将资历高的人袭鲜卑
三十六姓，次者袭鲜卑九十九姓，他们
的士兵也改从主将的胡姓。有学者认
为，尉迟恭的先祖很可能便是这批被赐
予鲜卑姓氏的汉人之一。

其实，不管尉迟恭是什么人，他的
形象早已深入每个中国人的心。就像李
白一样，他们的身世究竟怎样已经不重
要。他们不仅属于他们的时代，属于某
个不确定的地方，更属于整个华夏民
族，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据《现代快报》

马超、杨广、李世民、李白、元稹、尉迟恭……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这些古代名人都有“外国血统”

去年4月，南京《现代快报》刊登了一篇《郑和祖先是西域国
王，祖辈迁移到云南，还当过当地“一把手”》的报道。报道揭秘
了民族英雄郑和的神秘身世——他是西域国王的第九代后裔。
实际上，如果我们多加留意，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名人
都有着“外国血统”。比如，有着胡人血统的唐太宗李世民，就长
得高鼻深目，一副十足的“外国人”相貌。和李世民同时代的大
诗人李白、大诗人元稹、大将尉迟恭；往前，隋炀帝杨广、三国时
期的马超，按照当时的地理概念，都是正宗的混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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