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陀與晚唐政局 

摘  要 

李克用的祖先來自於處月部族的朱邪部落，其祖父朱邪執宜隨著沙陀於憲

宗時期舉族內徙；晚唐時人所稱的沙陀，其實是包括沙陀、朱邪等部落組成的團

體。朱邪執宜起初為沙陀陰山府兵馬使，文宗時被提拔為陰山府都督，在代北將

沙陀編組為三部落，奠定了朱邪部落在沙陀的領導地位，亦成為影響晚唐政局的

重要力量。 

僖宗年間，李克用之父朱邪赤心率沙陀軍助平龐勛之亂後，受賜姓名為李

國昌，封為振武節度使，沙陀軍則被併入唐之大同軍。此舉造成大同軍亂事件，

進而演變為沙陀與唐朝的衝突，李國昌及其子克用乃率族人亡命境外。不久，因

黃巢之亂，李克用受詔入關協助朝廷收復長安，晉封為河東節度使。 

李克用接掌河東鎮時，沙陀已經入唐75年。因晚唐部份權臣刻意強調李克

用的沙陀身份，使得時人與後人對李克用產生不利的評價與印象。但李克用仍堅

持忠於李唐皇室，直至朱溫滅唐，建立後梁，乃囑其子李存勗滅梁興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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