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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丝绸之路”战略与“东北亚大陆”秩序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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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先秦时期至西汉“丝绸之路”开辟前ꎬ“东北亚大陆”秩序经历了多次重

组ꎬ但是每次秩序重组之后不久便再次解体ꎮ 从这个角度看来ꎬ汉代“丝绸之路”战略体

系的形成是继先秦时期以来“东北亚”地区多次秩序重构失败之后的首次成功典范ꎬ即
利用经济手段为先导与“丝绸之路”体系内各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位的交流以

共同塑造“东北亚大陆”新秩序ꎮ 但是ꎬ汉帝国作为“丝绸之路”战略的发起国ꎬ在实施

该战略过程中机遇与风险始终是并存的ꎮ 在整个两汉时期ꎬ汉帝国与匈奴帝国在“东北

亚”地区一直在进行传统地缘政治的博弈ꎬ第三极政治力量也在试图影响该地区秩序ꎮ
因此ꎬ汉帝国在战略方式、外交手段、边疆治理模式和价值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史无前例

的创新ꎬ并在推行“丝绸之路”战略和重构“东北亚大陆”秩序时规避风险ꎬ同时也为后

世历朝历代所学习和借鉴ꎮ
〔关键词〕丝绸之路ꎻ政治秩序ꎻ“东北亚”ꎻ汉帝国

公元前 ２ 世纪西汉帝国时期ꎬ随着汉武帝数次大败匈奴并推行“丝绸之路”
战略之后ꎬ汉帝国崛起并开始重塑“东北亚大陆”秩序ꎬ该地区迎来了又一次的

秩序重构ꎮ 但是此次汉帝国并不是作为地区主导国来重塑地区秩序ꎬ而是汉帝

国与周边邻国在互惠共荣的框架下为了实现地区长期繁荣安定的历史责任而重

新构造“东北亚”地区新秩序ꎮ 根据历史记载ꎬ从先秦至西汉“丝绸之路”开辟之

前ꎬ“东北亚大陆”政治秩序经历了多次重构ꎬ先有犬戎灭西周ꎬ引起中原地区的

秩序重组ꎻ后有匈奴一统游牧各部ꎬ并与秦汉两帝国长期进行拉锯的动荡局面ꎮ
汉代“东北亚大陆”秩序之所以长期处于失序的状态ꎬ主要是因为汉帝国与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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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间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以及各种第三极政治力量的合力作用ꎮ 所以ꎬ西汉

时期“丝绸之路”战略的形成ꎬ既能够保障汉帝国国家安全和拓展其国际影响

力ꎬ也能够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在发展中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富强的愿望ꎬ
从而能够在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ꎬ与“丝路”沿线内各国共同

建构一个长期稳定的“东北亚大陆”秩序ꎮ

一、两汉时期“东北亚大陆”秩序的首次确立

从地理空间上看ꎬ欧亚大陆毗邻太平洋的东部地区ꎬ是传统意义上中华民族

的生存空间ꎬ华夏文明的起始和发展的脉络大体上也是限于这个地区ꎮ 从先秦

至西汉武帝时期的近两千年之间ꎬ华夏民族各个朝代的外交对象仅仅局限于

“东北亚大陆”地区ꎬ直至汉武帝时期将匈奴势力不断削弱并开辟了连接欧亚大

陆的丝绸之路之后ꎬ西汉帝国才真正开始建立了与中亚、西亚、欧洲和非洲的外

交通道ꎬ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第一次扩大到全世界ꎮ
在先秦到西汉武帝的时期内ꎬ“东北亚大陆”的秩序一直攸关华夏民族的兴

衰存亡ꎮ 华夏民族政权与各游牧民族集团的关系以及各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都

是“东北亚大陆”秩序博弈的结果ꎬ也是构建“东北亚”地区秩序的主要内容ꎮ 在

这近两千年的时间里ꎬ“东北亚”大陆秩序至少经历了五次重构:一是夏商周以

来周朝分封制的解体和春秋战国ꎻ二是秦帝国统一六国ꎻ三是秦帝国解体及西汉

帝国建立ꎻ四是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政治博弈ꎮ 与此同时ꎬ如匈奴、戎狄、
月氏和东胡等其它游牧民族集团之间也在经历着秩序重构ꎬ并在这个时代的末

期形成了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政治集团ꎻ五是西汉帝国在将匈奴势力逐出

西域之后所构建的“丝绸之路”战略ꎬ而且“丝路”战略改进了之前多次重构的缺

陷ꎮ
华夏地区自先秦到西汉帝国以来历经五次政权周而复始的更替和匈奴帝国

一统各游牧政权都是对当时“东北亚大陆”秩序的重构ꎬ是在政治力量的作用下

发生ꎬ均属于政治性重构ꎮ 一方面ꎬ该时期内华夏王朝内部政治间架结构的不间

断解体和重组ꎬ使得中原王朝的战略重心局限在黄河等流域地区ꎮ 这主要是因

为中原政权的更替和内乱使得它无暇拓展其战略空间ꎮ 另一方面ꎬ从“东北亚”
地区政治对比看来ꎬ多个政治力量在该地区展开博弈ꎬ各政权的地缘战略利益在

此激烈交锋ꎮ 除了黄河流域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结构不断遭到重塑之外ꎬ作为

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ꎬ黄河以北及以西的多个游牧民族政权始终是那个时代塑

造“东北亚”秩序的另一种重要力量ꎮ “东北亚”地区各个政治力量重塑域内秩

序的过程始终从先秦时期一直贯穿至两汉帝国时期ꎬ与秩序重塑相关的历史事

件主要发生在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之间ꎮ 从公元前 ８４２ 年西戎入侵周

王朝和公元前 ８２４ 年周宣王命人攻打西戎、公元前 ７７１ 年犬戎灭西周政权、公元

前 ７６６ 年秦襄公讨伐西戎、公元前 ６７２ 年晋献公攻伐骊戎、公元前 ６６３ 年齐桓公

援救燕国反击山戎、公元前 ６６１ 年齐桓公援救邢国再击山戎、公元前 ３１５ 年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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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伐取义渠二十五城、公元前 ３００ 年赵武灵王夺取楼烦与林胡领地并设置雁门

郡和云中郡、公元前 ２８３ 年燕国将军秦开夺取东胡数千里领土、公元前 ２８２ 年赵

惠文王大败东胡、公元前 ２７２ 年秦昭王灭义渠、公元前 ２４４ 年赵国将军李牧歼灭

匈奴骑兵十万余人ꎬ以及后世最为熟悉的秦汉大破匈奴的历史记载ꎬ都反映出塑

造当时“东北亚”地区政治秩序的重构均是由政治力量所推动ꎮ 然而ꎬ在丝绸之

路开辟之前ꎬ由于这是一种零和博弈ꎬ这种秩序重构总体而言并未推动“东北

亚”政治秩序积极向前发展ꎮ
华夏王朝是当时“东北亚大陆”上重要的政治实体ꎬ华夏民族的生存发展无

疑严重受到“东北亚”秩序碎片化的消极影响ꎮ 在政治失序的“东北亚”时代ꎬ华
夏王朝及各诸侯国便开始用经济的手段来帮助重构地区秩序ꎮ 早在公元前 ６ 世

纪ꎬ在与游牧民族长期密切的接触中ꎬ中原人士便十分熟知胡族人的经济行为模

式ꎬ比如公元前 ５６８ 年ꎬ晋国大臣魏绎提出一个针对戎狄的和平政策ꎬ他指出该

政策必将对晋国有百利而无一害ꎬ特别是以下两点与贸易和扩展相关:第一ꎬ戎
狄部族的特性是逐水草而居ꎬ并无长期固定居住区域ꎬ所以他们更倾向于获得财

物而非土地ꎮ 这样便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ꎬ购买戎狄的土地供中原百姓耕种ꎻ第
二ꎬ随着和平的到来ꎬ可以缓解边境的紧张局势ꎬ边境上的居民也可以正常从事

农业生产ꎮ 从以上第一点可以看出ꎬ在春秋时期的经济贸易行为已经成为中原

王朝处理周边胡族部落关系的政治工具ꎮ〔１〕 而且同时进一步证明ꎬ中原王朝在

与游牧民族集团博弈时ꎬ不仅采取军事手段ꎬ而且也使用简单的经济手段ꎬ经济

手段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够起到更加有效和彻底的作用ꎮ 很显然ꎬ在春秋时期

胡汉的经济来往与两方在边境的冲突是相互作用的ꎮ 这种早期的经济行为并不

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合作ꎬ双方之间的关系始终在零和博弈的范畴里停

滞不前ꎮ 因此ꎬ用经济手段重新塑造“东北亚”地区的秩序必须注入新的动因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直至西汉武帝将匈奴驱逐出西域之后所形成的“丝绸之路”战
略在当时便具有全新的价值ꎬ在对“东北亚”秩序的重塑方面ꎬ发挥着前所未有

的积极作用ꎮ
采取经济手段重新塑造“东北亚”地区的秩序ꎬ唯一目的便是通过区域经济

合作共同促进该区域乃至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和繁荣ꎮ 其主要的路径有:
一是利益嵌入制ꎬ即在多边经济合作中由一国主导将自身的利益嵌入其它合作

国的利益之中ꎬ利益以及责任共同体因而得以成形ꎮ 二是市场对接式ꎬ将绝大多

数国家的市场与某一个国家的市场通过经贸合作对接在一起ꎬ同时也将绝大多

数国家的市场机制和某一国的市场机制在实际合作中进行相互作用ꎬ从而可以

最终打造出同质性的一体化市场ꎬ维持这个统一的大市场的良好运行将肯定成

为相关各国的共同责任ꎮ 以经济手段重塑“东北亚大陆”秩序便也包含在西汉

帝国“丝绸之路”的战略规划中ꎬ在“丝路”规划中市场对接和利益嵌入这两种方

式并非相对单一ꎬ而是在服从同一个战略规划下相互补充的手法ꎮ 一方面ꎬ西汉

帝国推行“丝绸之路”便自然成为了“丝路”战略的主导者ꎬ而且丝路沿线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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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将会得到来自中原内地的支持ꎬ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将与中原王朝之间

形成一个兼具责任和利益的共同体ꎮ 另一方面ꎬ丝路沿线各国的国家机制和社

会秩序并不会因为“丝绸之路”战略而受到干预ꎬ西汉帝国将通过最主要的经贸

往来ꎬ初步建立起连接“东北亚”各方的战略利益纽带ꎬ并最终实现那个时代的

“互联互通”和相对统一的市场ꎮ 如此ꎬ西汉帝国便与丝路沿线国家形成了具有

共同责任和利益的联盟ꎮ 从历史文字记载看来ꎬ“丝绸之路”战略史无前例地塑

造了一个全新的“东北亚大陆”秩序ꎬ它摒弃了此前胡汉族群之间零和博弈的既

往规则ꎬ改以和平共处和共存共赢的理念作为“丝路精神”ꎮ 所以ꎬ西汉帝国“丝
绸之路”战略首次成功整合了“东北亚”零散的政治秩序ꎬ并使之朝向互利共赢

的方向发展ꎮ

二、两汉时期“东北亚大陆”秩序确立的风险与机遇

虽然西汉帝国“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采用了政治与经济手段来重构“东北

亚大陆”秩序ꎬ但是这种摒弃“零和博弈”的战略毕竟是在“东北亚大陆”首次采

用ꎬ战略实施的风险与机遇依然是并存的ꎮ
从机遇方面看来ꎬ首先ꎬ“丝绸之路”开启之前的“东北亚”秩序的多次重构

最终都走向了解体ꎬ总体而言失序的状况始终存在ꎬ然而这也为采用其它性质的

方式重构该地区秩序创造了成功的可能ꎮ “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基

于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争夺西域控制权的过程中ꎬ对于西域各国的认知不断加

深的基础上ꎮ 在“丝绸之路”战略实施后ꎬ西汉帝国通过“丝绸之路”并采用利益

嵌入的方式将其影响力逐渐扩大到西域各国之中ꎮ 由于匈奴帝国在国家治理结

构上仍属于奴隶制国家ꎬ农业手工业落后ꎬ只有畜牧业发达ꎬ经济结构单一ꎬ经济

发展极易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ꎮ 再加上西域地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而且农业手

工业发达ꎬ因此匈奴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这一机构便可以更加方便于从西域

各国掠夺人口和财物供其使用ꎬ因此西域各国便长期成为匈奴的奴隶属国ꎮ 正

是因为如此ꎬ西汉帝国在颠覆匈奴在西域建立的榨取型政治体系后ꎬ重新建立起

了广纳型的治理体系ꎬ促使西域各国在认可西汉帝国在西域管辖权的同时ꎬ能够

获得更多来自西汉帝国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贸易的机会ꎬ双方逐渐形成一个利

益共同体ꎮ “丝绸之路”这种史无前例的战略模式ꎬ成为西汉帝国重新建构“东
北亚大陆”的优势ꎮ

其次ꎬ西汉帝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繁荣的经济文化状况ꎬ成为吸引西域及其

它各洲国家与西汉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诱因ꎮ 西汉帝国繁荣昌盛的主要原因源

于相对于匈奴先进的生产关系和高祖至武帝以来多位帝王的英明睿智ꎮ 在经过

西汉初期奉行多年的休养生息国策之后ꎬ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工商业方面都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进步ꎮ 在农业方面ꎬ西汉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ꎬ使得农业发展进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ꎮ 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ꎬ整个汉代时期的铁制农具不断得

到发展ꎬ能够对土地进行深耕翻作的牛耕也得到广泛应用ꎮ〔２〕 灌溉系统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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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汉代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ꎬ当时北方的灌溉便是主要依靠水井ꎬ水井的大量挖

掘便很有可能借助铁制工具的使用ꎮ〔３〕并且汉代时期政府派遣专人指导民众使

用新式农具和耕作方法的政策ꎬ加强了新式农具及新耕作方法的推广ꎮ 汉代时

期循吏的主要工作便是将上述的新式工具和方法推广到丝路沿线相对落后的边

境地区ꎬ因此直接有助于西汉帝国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拓展ꎮ〔４〕 所以ꎬ西汉帝国

所取得的全面发展成果对于“东北亚”诸多游牧国家起到了示范效应ꎬ如果说

“丝绸之路”战略推行之前华夏王朝只是着眼于自身的安全和发展ꎬ而客观上造

成了对邻国的推动效应ꎮ 那么在“丝绸之路”战略实施之后ꎬ主动将内部发展效

应向外输出便成为了西汉帝国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丝路”战略的长远措施ꎮ
再次ꎬ“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不仅更加具有诱因去学习西汉帝国先进的生产

方式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ꎬ而且也更倾向于认同西汉帝国重新构造“东北亚大

陆”秩序的措施ꎮ 从西域诸国的视角看来ꎬ西汉帝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

面的领先对于西域各国产生了“溢出”效应ꎬ因此他们也期待能够学习和获得西

汉帝国发展的先进经验ꎮ 正是这种“溢出”效应的扩散和渗透ꎬ从匈奴“榨取型”
奴隶制度到西汉“广纳型”治理模式的转变ꎬ实际上是西域各国对于西汉帝国治

理西域合法性的认可ꎬ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在经历匈奴帝国多年奴役之后对

于西汉帝国治理西域的期待ꎮ 所以在“丝绸之路”开启之后ꎬ西域诸国逐渐认可

“丝绸之路”的战略模式ꎬ同时急切希望通过与“丝路”进行对接ꎬ学习和引进西

汉帝国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ꎬ从而希望能够更快实现强国富民ꎬ比如龟兹王绛

宾便将其在西汉所学得的礼法制度应用在龟兹国内ꎮ 在上述情形产生和酝酿的

背景下ꎬ“丝绸之路”战略在西域的推广便会产生积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者

是“皮格马利翁”效应以重新建构“东北亚大陆”的秩序ꎮ
从风险方面来看ꎬ首先ꎬ西汉帝国是“丝绸之路”战略的主导者和推动者ꎮ

在此之前ꎬ匈奴帝国是“东北亚”地区自战国末期以来地区秩序的制定者和主导

者ꎮ 而西汉帝国在不断将匈奴势力向西驱逐之时ꎬ便已然成为了匈奴在“东北

亚”地区最大的威胁ꎮ 特别在西汉帝国初期ꎬ帝国历经长期内战导致国力衰弱

和人口骤减ꎮ 而匈奴借秦末中原内战之际复取河南地ꎬ且同时东败东胡并西降

月氏及其零散族群ꎬ一举统一大漠南北ꎮ 至此ꎬ在东起辽东以及西至陇西的整个

中原北境线形成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ꎬ坐拥精兵三十万ꎮ〔５〕 不但国力力压西汉

帝国一筹ꎬ而且经常入侵劫掠西汉帝国边境城镇甚至威胁帝国首都ꎮ 在汉武帝

继位后ꎬ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ꎬ逐渐采取积极的进攻性策略代替消极的防御性

策略ꎮ 西汉帝国在经过“文景之治”的长期休养生息后ꎬ国力逐步恢复ꎬ再加上

此前和亲政策收效甚微ꎬ这些因素的叠加累积加剧了当时“东北亚大陆”的战争

风险ꎮ 此后ꎬ伴随着西汉帝国针对匈奴帝国在河南、河西和漠北这三次决定性战

役的胜利ꎬ西汉帝国先后在河西地区设置“河西四郡”ꎬ即武威、酒泉、张掖和敦

煌ꎬ以此在地理上打通了西汉帝国通往西域的道路ꎬ并一举将匈奴势力逐往漠

北ꎮ 之后西汉帝国所推行的“丝绸之路”战略ꎬ设置西域都护府和戍己校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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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取代匈奴的“僮仆都尉”ꎬ便是颠覆匈奴在西域的“榨取型”制度和巩固

西汉帝国胜利成果的重要举措ꎮ 尽管如此ꎬ匈奴帝国从未放弃重返西域的机会ꎬ
并经常采取军事行动意图夺回西域的控制权ꎬ这是“丝绸之路”战略在实施过程

中所遭遇的战略性风险ꎮ
其次ꎬ“东北亚大陆”地区西汉与匈奴两帝国之间在传统地缘政治方面的角

力依然延续ꎮ 尽管匈奴帝国在河南、河西和漠北这三次战役中损失惨重ꎬ而且在

西汉帝国入主西域之后ꎬ西域各国大多将工作重心放在本国经济和文化的学习

与建设上ꎬ但是匈奴与西汉帝国之间传统的博弈并未彻底结束ꎮ 因为“东北亚

大陆”地缘政治的惯性ꎬ西域各国始终未能彻底摆脱匈奴对他们的影响ꎮ 同时ꎬ
匈奴帝国的继任者们在此之后还在依靠历史的惯性继续影响西域各国ꎮ 公元

４７ － ４８ 年ꎬ匈奴帝国分裂为南北匈奴两个部分ꎬ匈奴八个部落拥立比为单于ꎬ并
向东汉帝国表示归顺ꎬ史称“南匈奴”ꎮ 在汉光武帝在位期间ꎬ东汉帝国忙于内

部事务ꎬ根本无暇顾及西域的治理ꎮ 甚至有许多西域国家积极要求臣服于东汉

帝国也遭到了光武帝的拒绝ꎬ西汉曾经在西域建立的质子制度和西域都护府等

管理机构也一度不再存在ꎮ 东汉最初在西域“不介入”的政策ꎬ给予了北匈奴重

占西域的政治和军事条件ꎮ 例如在公元 １ 世纪 ５０ 年代ꎬ五个北匈奴将军率领一

支由西域十五国组成的联军袭击了于阗ꎬ迫使于阗国王投降北匈奴并遣子为人

质和承诺每年向其缴纳赋税ꎮ 在掌握了西域国家一定的人力物力资源之后ꎬ北
匈奴数次袭击东汉帝国北部边境ꎬ河西四郡地区情势始终危在旦夕ꎬ四郡被迫在

白天关闭主要城市的城门以防北匈奴破城ꎮ 即便匈奴实力与西汉初年相比已经

大为削弱ꎬ但是匈奴帝国始终不甘心退出“东北亚大陆”ꎬ与汉帝国在“东北亚大

陆”的传统政治博弈贯穿了整个两汉时期ꎬ这是“丝绸之路”战略在实施过程中

所遭遇的政治性风险ꎮ
再次ꎬ“东北亚大陆”上的次级政治力量在汉匈争夺的过程中不断壮大ꎮ

“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覆盖了几乎整个西域地区ꎬ除匈奴帝国之外的某些西域

国家也试图改变“丝绸之路”的战略影响并意图参与重新构造“东北亚大陆”的
秩序ꎮ 将这些西域国家纳入“丝绸之路”战略也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完成的目标ꎮ
一般而言ꎬ这些国家深受如匈奴这样势力较强的游牧国家兴衰的影响ꎬ以本国利

益决定外交政策ꎮ 一方面ꎬ其它某个游牧民族的兴盛将会导致他们脱离汉帝国

的势力范围ꎬ同时某个游牧民族的衰落将再次导致他们回到“丝绸之路”的战略

之中ꎮ 如乌桓在匈奴帝国的实力足以在“东北亚大陆”草原上建立和维持一个

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时ꎬ两次成为匈奴的附庸国ꎻ但当匈奴历经分裂衰落

时ꎬ乌桓便再次臣服于汉帝国ꎮ 另一方面ꎬ在东汉帝国时期ꎬ鲜卑利用北匈奴衰

落之际趁机扩张ꎬ几乎脱离“丝绸之路”战略ꎮ 鲜卑部族尽管在军事实力方面不

可小觑ꎬ但在经济方面无法自给自足ꎬ对东汉帝国的掠夺行为成为了这一时期鲜

卑族群的常态ꎬ尤其是在公元 １５６ － １７８ 年之间ꎬ在檀石槐的带领下ꎬ鲜卑几乎每

年都对东汉帝国北部与东北部的边境城市进行劫掠ꎮ〔６〕 严格意义上理解ꎬ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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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与“丝绸之路”战略中的任何一国间的隶属关系都属于多边关系ꎬ而非单边

或双边外交关系ꎮ 这种外交关系的循环性只有在“丝绸之路”战略进一步削弱

之时才能起到作用ꎬ同时它也是影响“东北亚大陆”秩序最为明显的次级政治变

量和威胁“丝绸之路”体系的第三极安全风险ꎮ

三、两汉时期“东北亚大陆”秩序重构的风险防范

汉帝国发起和推动的“丝绸之路”战略ꎬ主观上便是与西域各国共同分享汉

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机遇与成果ꎬ与西域各国共同建立和维护责任

和命运共同体ꎮ 但是ꎬ匈奴帝国长期在西域维持一个“榨取型”的政治体系ꎬ只
是将西域各国作为其获取财富的奴役对象ꎬ并不关心西域各国的生产力发展ꎬ因
此他们对于汉帝国“丝绸之路”体系的认知还或多或少地存在“制度化”障碍ꎮ
所以汉帝国“丝路”战略体系的性质在实施初始往往被认为是另一种“榨取型”
体系的延续ꎮ 这种认知障碍的存在ꎬ便需要汉帝国在推动“丝路”战略时进行风

险防范ꎮ
首先ꎬ争取将匈奴纳入“丝绸之路”战略之中ꎮ 一方面ꎬ在整个两汉时期ꎬ北

方的匈奴帝国始终是汉帝国最大的威胁ꎮ 虽然早在公元前 １９８ 年ꎬ西汉帝国以

“和亲”的名义与匈奴签订了第一个和平协定ꎬ〔７〕 而且直到公元前 １３３ 年ꎬ“和
亲”政策一直是西汉帝国处理对匈奴关系一项基本国策ꎬ但是和亲具体细节并

非一成不变ꎮ 西汉帝国直到武帝初年ꎬ每年根据不断变动的和亲协定ꎬ向匈奴奉

送的丝绸、粮食和现金等物品额度逐年猛增ꎬ被迫开放的边境贸易额也朝向有利

于匈奴的方向发展ꎮ〔８〕在和亲政策下ꎬ西汉帝国与匈奴的所谓经济往来ꎬ在本质

上诚如一种单向的经济奴役ꎬ每年西汉帝国奉送的物品与匈奴的“回赠”实际是

严重失衡的ꎮ 匈奴只是偶尔向西汉皇帝赠送几批马或骆驼ꎬ仅作为两国关系

“友好”的象征ꎮ 匈奴在和亲政策下已经完全主导了两国之间的关系ꎬ西汉帝国

每年奉送给匈奴的财物使其扮演着附庸国的角色ꎮ 因此ꎬ西汉帝国所关注的唯

一事务便是如何结束和亲关系ꎬ并把匈奴纳入“丝绸之路”战略中ꎮ 但是ꎬ匈奴

只有在经济方面严重依赖汉帝国援助和军事实力大幅度衰弱的时候才有可能进

入“丝路”战略ꎮ 即便是在武帝时期匈奴在军事上遭到严重损失的时候ꎬ匈奴也

在企图重新恢复之前的和亲关系ꎮ 另一方面ꎬ在汉宣帝时期(公元前 ７３ － 前 ４９
年)最终发生了将匈奴纳入“丝绸之路”战略的事件ꎮ 公元前 ６０ 年后ꎬ匈奴分裂

为五部分互相展开内战ꎬ自身实力遭到极大削弱ꎬ于是在公元前 ５４ 年分裂为南

北匈奴两大部分ꎮ 南匈奴在内战中不断失利被迫在公元前 ５４ 年向西汉帝国臣

服ꎬ在经过南匈奴内部激烈的争论之后ꎬ呼韩邪单于才最终决定接受西汉帝国的

条款ꎮ〔９〕公元前 ５３ 年和前 ５１ 年ꎬ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分别遣子入汉充当人质并亲

自面见西汉帝国皇帝表示效忠ꎮ 南匈奴臣服于西汉帝国是汉代“东北亚”秩序

重构的一个里程碑式外交事件ꎬ西汉帝国在西域的政治影响力达到顶峰以及南

匈奴被正式纳入“丝绸之路”的体系之中ꎮ 此后ꎬ西汉帝国开始恢复赠送南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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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礼物ꎬ但是“礼物”是在互惠的基础上赠送的ꎬ并且只有在单于提出要求或

觐见西汉皇帝的条件下产生ꎬ这与西汉初年的“和亲”体系已经完全不同ꎮ 而在

王莽统治末期至光武帝时期ꎬ匈奴对东汉帝国的关系又几乎重演了“和亲—分

裂—臣服”的过程ꎮ 因此ꎬ随着“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和它对“东北亚”地区秩

序重新建构的作用ꎬ在“丝路”战略的框架内消除汉匈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便显得

尤为重要ꎮ 汉匈关系能否良性发展ꎬ并不能仅仅依靠汉帝国在不平等“和亲”体
系下的退让来实现ꎬ和亲体系下的汉匈关系便是恶性循环的双边关系ꎮ 只有把

汉匈关系纳入“合作共赢和互利互惠”的价值理念之中ꎬ汉匈关系才能真正进入

良性发展的全新外交关系之中ꎮ
其次ꎬ营造多边外交坏境ꎬ构建“丝绸之路”外交模式ꎮ 在“丝绸之路”战略

中ꎬ汉匈之间的关系能够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ꎬ不仅取决于汉匈之间在政治和

经济上的共识与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ꎬ而且也取决于汉帝国与匈奴之外各国能

否形成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构建同质性的价值理念ꎮ 以羌和乌桓两族为代表ꎬ这
两部族实际长期被夹在在汉匈这两个“东北亚”地区最大的政治集团中生存ꎮ
羌人一部在公元前 ２００ 年左右时ꎬ被迫臣服于实力达到巅峰的匈奴ꎬ汉武帝夺取

和巩固河西地区的一个直接原因便是切断羌人和匈奴的联系ꎬ而后可能是由于

经济的诱因ꎬ羌人一个部落在公元前 ９８ 年ꎬ携带礼物前往拜见汉帝国皇帝以表

示效忠ꎬ并从汉帝国获得大量礼物〔１０〕ꎬ从此羌人在整个西汉时期便开始直接与

汉人贸易往来ꎻ乌桓与汉帝国的关系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ꎬ西汉初年乌桓被匈

奴征服ꎬ在汉武帝击败匈奴之后便将乌桓纳入“丝绸之路”体系中〔１１〕ꎬ但是在东

汉初年匈奴再次将乌桓纳为其同盟国〔１２〕ꎬ之后光武帝在公元 ４９ 年彻底将乌桓

纳入“丝绸之路”体系中ꎬ乌桓得到东汉帝国大量的礼物且整个部族得到妥善安

置ꎬ东汉帝国设立“护乌桓校尉”机构以管理乌桓和鲜卑的事务ꎬ乌桓与汉帝国

的良好关系得以一直延续到公元 ２ 世纪ꎮ〔１３〕 在“丝绸之路”战略下ꎬ汉帝国以帝

国礼物的名义对于匈奴在内的其它周边国家进行经济援助ꎬ而且向他们开放边

境城市以进行贸易ꎬ设立一系列机构对上述事务进行管理ꎮ 这样的多边外交环

境的产生ꎬ便是为了使多边环境成为“和平、平等、开放、不结盟和多层次架构”
的外交环境ꎬ汉帝国创造这样的多边外交环境便是为了使它成为支持帝国构建

新型周边外交关系的战略依托ꎮ
再次ꎬ推广“丝绸之路”战略理念ꎬ建构具有共同价值理念的命运和责任共

同体ꎮ 国家间合作的价值理念决定了合作的方式方法ꎮ 汉帝国在构筑“丝绸之

路”战略之时ꎬ不能实行单边主义独自实施计划ꎬ必须要借助“丝路”战略合作国

的共同参与ꎮ 在这个过程之中ꎬ需要汉帝国与重要的战略利益契合国之间建立

长期稳固的盟友关系ꎮ “战略利益契合国”之间除了具有共同的利益契合点之

外ꎬ还具备相互依存的关系ꎮ 不仅“契合国”之间互相依存ꎬ而且其它“丝路”战
略内的国家推行“丝绸之路”战略时ꎬ必须恪守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和尊重不同

文化信仰的“丝绸之路”理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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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ꎬ开拓和创新了国际关系道义ꎮ “丝绸之路”战略的出现ꎬ与中国传统

的政治文化和哲理不可分割ꎬ在两汉时期形成制度化ꎮ 第一ꎬ“丝路”战略本身

便是汉帝国在不诉诸武力应对外族威胁时ꎬ一种合理的外交选择ꎮ 第二ꎬ“丝
路”战略为“东北亚”和整个亚洲大陆塑造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经济秩序ꎮ 它既非

后世西方国家的殖民市场或帝国ꎬ也非霸权ꎬ因为汉帝国从未干涉过战略合作国

的内政ꎬ而且也从未以宗教名义向他国发动战争ꎮ 第三ꎬ和平的外交政策是“丝
路”战略的表现ꎬ是战争与和平兼有的政策ꎬ但是和平远多于战争ꎮ 与后世国际

关系史相比ꎬ从未出现过像汉帝国一般如此明确表示ꎬ对邻国“不会攻伐”和“和
平相处”的政策ꎮ 而且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最值得称道的是这套制度所信奉的

互相尊重和平等来往ꎬ儒家思想的主导才是这种理想主义形成的思想源头ꎮ 第

四ꎬ在经济方面ꎬ“丝路”战略成为汉帝国对外贸易的替代性安排ꎮ 礼仪和贡品

是“丝路”战略的核心ꎬ而非谈判ꎬ贡品延伸出种类繁多的经济和商业利益ꎮ 贡

品本身即是品牌ꎬ提升商品的市场地位无需多言ꎮ 西域各国受惠于“丝路”战略

之下来自汉帝国的粮食和生活用品ꎬ而且“丝路”体系也促进了他国生产力的发

展ꎬ带来了文化交流融合ꎬ这是西方殖民体系和国际体系所无法达到的高度ꎮ 第

五ꎬ“丝路”战略同样不允许汉帝国对周边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榨取ꎬ它反而提

供大量的贸易机会让利于邻国ꎬ但这并未形成一套制度ꎮ 汉帝国的商业金融机

构属于民间行业ꎬ与“丝路”战略形成一种非制度的从属关系ꎮ “丝路”战略的核

心并无国际法作为基础ꎬ更不具备权力政治和权力平衡的机制ꎬ它所维系的是汉

帝国的价值体系和政治文化ꎬ它从未对外展示武力ꎬ也不主张帝国主义的扩张ꎬ
在整个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具有特殊地位ꎬ被后世历代政权所继承发扬ꎬ并一直延

续到 ２１ 世纪ꎮ “丝路”战略为汉帝国及其邻国创造了政治安定和经济繁荣的局

面ꎬ可以说“丝路”战略在国际关系史上的地位几乎等同于汉萨同盟或威斯特伐

利亚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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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丝绸之路”战略与“东北亚大陆”秩序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