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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出使西域的资料

参考资料一：

张骞出使西域，指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三年出陇西，
经匈奴，被俘，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回到。在归途中，张骞改
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
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状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之后汉所遣使者多称
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基本简介

在汉朝，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也就是这天新疆以及新疆以西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

汉武帝为了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次出使虽未到达目的，�但了解到西域各族的
政治、经济、地理、风俗等状况。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

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访问了西域许多地区。西域各族政权也派人随汉使到汉朝答谢。从此，汉朝同西
域的往来频繁，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农作物如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等相继传入内地。内地的铸铁、凿井等
技术也传到西域。汉朝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

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超多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
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
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
思考，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
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用心的作用。这条丝绸之路，至
今仍是中西交往的1条重要通道。

西域说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是和张骞的名字分不开的。

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
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罗马帝国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
至地中海沿岸一带。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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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百姓大都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西汉初年，有“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
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菇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
师，在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
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它们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

人口状况

人口不多，一般两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是八万人，小的只有一二千人。

生产状况

居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除生产谷物以外，有的地方如且末又盛产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饲草苜蓿。畜牧业有驴、马
、骆驼。此外，还有玉石、铜、铁等矿产，有的地方居民已懂得用铜铁铸造兵器。天山南北各国，虽然很小，但大
都有城郭。各国国王以下设有官职和占人口比重很大的军队。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匈奴贵族势力伸
展到西域，在焉耆等国设有幢仆都尉，向各国征收繁重的赋税，“赋税诸国，取畜给焉”，对这些小国进行奴役和
剥削。

相关原因

当时，正在伊犁河流域游牧的大月氏，是一个著名的“行国”，40万人。他们曾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被匈奴
一再打败后，刚迁到那里不久，并且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不愿意再次打仗了。匈奴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
因此，大月氏与匈奴是“世敌”。因此，张骞出使西域并没有完成本身任务。

汉朝日趋强盛后，计划用心地消除匈奴贵族对北方的威胁。武帝听到有关大月氏的传言，就想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关
联，又思考西行的必经道路——河西走廊还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于是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

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郎”，是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被
选授重任。

张骞简介

张骞，汉中城固人。他是一个意志力极强、办事灵活而又胸怀坦荡、善于待人处事的人。他出使中途即被匈奴截留
下来，在匈奴生活十多年，始终持续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硬叫他娶当地人作妻，已经生了儿子，也没有动
摇他必须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张骞最后找到机会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他们向西急行几十天，越过葱岭，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
由大宛说，又透过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张骞这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
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
，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大月氏的攻击。之后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到阿姆
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还由于那里土地肥沃，逐
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
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

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回来。这次出使，虽然没有到达原来的目的，但对
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带给了宝贵的资料。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状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
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用心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
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状况，张骞着重说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
矛盾的具体状况，推荐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方法。同时，张骞
也着重提出就应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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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
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齐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
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
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死去。他死后，汉同西域的关联进一步发展。元
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求和亲，武帝把江都公主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死后，汉又
以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者冯镣深知诗文事理，做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
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由于她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联。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
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
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西汉的封建制度，较之匈奴的奴隶制度要先进得多。因此
，新疆境内的各族人民都期望摆脱匈奴贵族的压迫，理解西汉的统治。西汉政府在那里设置常驻的官员，派去土卒
屯田，并设校尉统领，保护屯田，使汉族人民同新疆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出使经历

“闻道寻源使，从此天路回。牵猪去几许？宛马至今来。⋯⋯”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安史之乱中避难秦州（今甘肃
天水）时，写下的一首诗。诗中所歌颂的“寻源使”，就是西汉的张骞。在中国历史上，张骞通西域的故事，早巳
家喻户晓，并带上了某些神话色彩。民间传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开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黄河源头，会见
牛郎和织女，带回了天马。时逢战乱，国社动荡，人民流离，忧国忧民的诗人站在中西古道上，不禁想起这位“凿
空”西域，远播国威，造福后世的名臣。

时势英雄得展宏图

张骞，西汉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生年及早期经历不详。汉武帝刘彻即位时，张骞已在朝廷担任名为“郎
”的侍从官。据史书记载，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即具有坚韧不拔、心胸开阔，并能以信义待人的优良品质
。这正是张骞之因此能战胜各种难以想像的危难，获取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如同历史上一切伟大人物一样
，要演导出威武雄壮的戏剧，还得具有必须的历史条件和舞台。这就是平常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张骞出使西域

西汉建国时，北方即面临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个民族，最初以“獯鬻”、“猃狁”、“俨狁”、“荤粥
”、“恭奴”等名称见于典籍，后统称为“匈奴”，春秋战国以后，匈奴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各部分别构成奴
隶制小国，其国王称“单于”。楚汉战争时期，冒顿单于乘机扩张势力，相继征服周围的部落，灭东胡、破月氏，
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奴隶主政权和强大的军事机器。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率领
强悍的骑兵，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晋阳（今山
西太原）。刘邦亲领三十二万大军迎战，企图一举击溃匈奴主力。结果，刘邦反被冒顿围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
），七日不得食，只得采用陈平的“奇计”，暗中遣人纳贿于冒顿的阏氏夫人，始得解围。从此，刘邦再不敢用兵
于北方。之后的惠帝、吕后，和文景二帝，思考到物力、财力的不足，对匈奴也都只好采取“和亲”、馈赠及消极
防御的政策。但匈奴贵族，仍寇边不已。文帝时代，匈奴骑兵甚至深入甘泉，进逼长安，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
全。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建元元年（前140年）即位时，年仅十六岁。此时，汉王朝已
建立六十余年，历经汉初几代皇帝，奉行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个性是“文景之治”，政治的统一和中
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进入了繁荣时代，国力已相当充沛。据史书记载，政府方面，是
“鄙都庾廪尽满，而府库余财”，甚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
外，腐败不可食”。在民间，是“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以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
而不得与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汉武帝正是凭借这种雄厚的物力财力，及时地把反击匈奴的侵扰，从根本上解
除来自北方威胁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也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使一代英才俊杰，得以施展宏图，建功立业。

汉武帝即位不久，从来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连一带曾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中国古书上称“禺氏
”。秦汉之际，月氏的势力强大起来，攻占邻国乌孙的土地，同匈奴发生冲突。汉初，多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败，
国势日衰。至老上单于时，被匈奴彻底征服。老上单于杀掉月氏国王，还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拿去做成酒器。月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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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国难以后，被迫西迁。在现今新疆西北伊犁一带，赶走原来的“塞人”，重新建立了国家。但他们不忘故
土，时刻准备对匈奴复仇，并很想有人相助，共击匈奴。汉武帝根据这一状况，遂决定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
。于是下令选拔人才，出使西域。汉代的所谓“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讲，包括我国新疆天山南北及
葱岭（即帕米尔）以西的中亚、西亚、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甚至达东欧、南欧。狭义地讲，则仅指敦煌、祁
连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即新疆地区。天山北路，是天然的优良的牧场，当时已为匈奴所有，属匈奴右部，
归右贤王和右将军管辖。西北部伊犁河一带原住着一支“塞人”，后被迁来的月氏人所驱逐。而大月氏后又为乌孙
赶走。

天山南麓，因北阻天山，南障昆仑，气候个性干燥，仅少数水草地宜于种植，缺少牧场，汉初构成三十六国，多以
农业为生，兼营牧畜，有城廓庐舍，故称“城廓诸国”。从其地理分布来看，由甘肃出玉门、阳关南行，傍昆仑山
北麓向西，经且未（今且未县）、于阗（今于田县），至莎车（今莎车县），为南道诸国。出玉门、阳关后北行，
由姑师（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经焉耆（今焉耆县）、轮台（今轮台县）、龟兹（今库车县），至疏勒，为
北道诸国。南北道之间，横亘着一望无际的塔里木沙漠。这些国家包括氐、羌、突厥、匈奴、塞人等各种民族，人
口总计约三十余万。张骞通西域前，天山南路诸国也已被匈奴所征服，并设“僮仆都尉”，常驻焉耆，往来诸国征
收粮食、羊马。南路诸国实际已成匈奴侵略势力的一个重要补给线；三十多万各族人民遭受着匈奴贵族的压迫和剥
削。葱岭以西，当时有大宛、乌孙、大月氏、康居、大夏诸国。由于距匈奴较远，尚未直接沦为匈奴的属国。但在
张骞出使之前，东方的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对它们都还没有什么影响。故匈奴成了唯一有影响的强大力量，它们或多
或少也间接地受制于匈奴。

从整个形势来看，联合大月氏，沟通西域，在葱岭东西打破匈奴的控制局面，建立起汉朝的威信和影响，确实是孤
立和削弱匈奴，配合军事行动，最后彻底战胜匈奴的一个具有方法好处的重大步骤。当汉武帝下达诏令后，满怀抱
负的年轻的张骞，挺身应募，毅然挑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勇敢地走上了征途。

凿空西域影响深远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氏的
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他们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
控制。正当张骞一行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匈奴的右部诸王立即把张骞等人
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
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这就是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无论如
何也不容许汉使透过匈奴人地区，去出使月氏。就像汉朝不会让匈奴使者穿过汉区，到南方的越国去一样。张骞一
行被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
孩子。但均未到达目的。

他“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在莽莽的蒙古草原上忍饥挨饿，即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我的神圣使命
，就像上文所述，持汉节不失。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张骞等人在匈奴一向留居了十年之久。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敌人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一天，张骞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
逃出了匈奴王庭。

这种逃亡是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幸运的是，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习并
领悟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因而他们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

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
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大概了解到这一状
况。他们经车师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
，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路上经过了数十日的跋涉。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
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资准备又不足。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善射的堂邑
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性命。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我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期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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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汉朝，必须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
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十分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满口答应
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把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康居
王又遣人把他们送至大月氏。

不料，这时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串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
改变了态度。当张骞向他们提出推荐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加之，他们又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
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
在此期间，张骞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动身返
国。

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控制区，改变了行军路线。计划透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匈奴人的阻留。于是重越葱岭后
，他们不走来时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北道”，而改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
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进入羌人地区。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
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年）初，军臣单于死了，其弟左谷蠡王自立为单于，进攻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于单失败逃汉。张
骞便趁匈奴内乱之机，带着自我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长安。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武帝建元二年（
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共历十三年。出发时是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
。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高昂！

张骞这次远征，仅就预定出使西域的任务而论，是没有完成。正因他未能到达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
的。如从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成功。自春秋以来，戎狄杂居泾渭之北。至秦始
皇北却戎狄，筑长城，以护中原，但其西界但是临洮，玉门之外的广阔的西域，尚为我国政治文化势力所未及。张
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自此，不仅仅现今我国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
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后人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
路”。张骞的“凿空”之功，是应充分肯定的。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既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第一次对广阔的西
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仅亲自访问了位处新疆的各小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
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
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状况。回长安后，张骞把其
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
等，都作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资料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保存下来。这是我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
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重的资料。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十分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

探索新路开发西南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所获得的关于中原外部世界的丰富知识，在以后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对匈奴战
争中，发挥了用心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以前，汉代的君臣还根本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张骞在大夏时，忽然看到了四川的土
产，邛竹杖和蜀布。他感到十分诧异，追问它们的来源。大夏人告诉他，是大夏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而身毒国位
于大夏的东南方。回国后，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状况。并推断，大夏位居中国的西南，距长安一万二千里，身
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从身毒到长安的距离不会比大夏到长安的距离远。而四川在长安西南，身毒有蜀的产物，这
证明身毒离蜀不会太远。据此，张骞向汉武帝推荐，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1条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
线，以避开透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张骞的推断，从大的方位来看是正确的，但距离远近的估计则与实际状况
不合。当然，在近二千年前张骞到达这样的认识水平，是难能可贵的。汉武帝基于沟通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
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扩大自我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推荐，并命张骞去犍为郡（今
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事。

自远古以来，我国西南部，包括此刻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为众多的少数民族所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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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称为“西南夷”。战国末年楚将军庄乔入滇立国，但不久即重新阻隔。汉武帝初年，曾先后遣唐蒙、司马相如
“开发”“西南夷”，置犍为郡，并使邛都。（今西昌一带）、榨（今汉源一带）、冉琥（今茂县）诸部内附。后
因全力对付匈奴，停止了对西南的经营。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同中原王朝基本上仍处于隔绝状态。通道西南当时是
十分艰难的。

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派出四支探索队伍，分别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出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
前进。最后的目的地都是身毒。四路使者各行约一、二千里，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昆明（云南大
理一带）少数民族地区，未能继续前进，先后回到。

张骞所领导的由西南探辟新路线的活动，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对西南的开发是有很大贡献的。张骞派出的使
者，已深入到当年庄乔所建的滇国。滇国又名滇越，因遇有战事将士们坐在大象上作战，故又叫“乘象国”。使臣
们了解到，在此以前，蜀的商人已经常带着货物去滇越贸易。同时还知道住在昆明一带的少数民族“无君长”，“
善寇盗”。正是由于昆明人的．坚决阻挠，使得汉朝的使臣不得不停止前进。在此以前，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对
汉朝的状况几乎都不了解。难怪汉使者会见滇王时，滇王竟然好奇地问：“汉朝同咱们滇国比较，是哪一国大呢？
”使者到夜郎时，夜郎侯同样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成为后世“夜郎自大”典故的由来。透过汉使者的解释和说
，他们才了解到汉朝的强大。汉王朝从此也更注意加强同滇国、夜郎及其它部落的联系。至元鼎元年（前111年），
汉王朝正式设置胖柯、越侥、沈黎、汶山、武都等五郡，以后又置益州、交趾等郡，基本上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开
拓。

抗击匈奴从军封侯

在张骞通使西域回到长安后，汉朝抗击匈奴侵扰的战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探险西南的前一年，张骞曾直接
参加了对匈奴的战争。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和四月，大将军卫青，两次出兵进攻匈奴。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
从大将军出击漠北。当时，汉朝军队行进于千里塞外，在茫茫黄沙和无际草原中，给养相当困难。张骞发挥他熟悉
匈奴军队特点，具有沙漠行军经验和丰富地理知识的优势，为汉朝军队作向导，指点行军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案。
由于他“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事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颜师古在《
汉书》注中认为，“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这是汉武帝对张骞博闻多见，才广识远的恰当肯定。

元狩二年（前121年），张骞又奉命与“飞将军”李广，率军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地区），进击匈奴。李广率四
千骑作先头部队，张骞将万骑殿后。结果李广孤军冒进，陷入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的重围。李广率领部下苦战一昼
夜，张骞兼程赶到，匈奴始解围而去。此战虽杀伤众多敌人，但李广所率士兵大部分牺牲，张骞的部队亦因过分疲
劳，未能追击。朝廷论罪，李广功过两抵，张骞却以“后期”罪贬为庶人。从此，张骞离开了军队生活。但张骞所
开始的事业并未结束。不久，他又第二次踏上了通使西域的征途。此后，班超是继张骞之后的著名的第二个出使西
域人。

深远影响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
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细亚的1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
之路”。“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由于我国历代封建
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因此张骞出使西域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
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
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十分
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之后汉的使
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礼貌的.发展贡献甚大。

参考资料二：

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

大探险家、大外交家张骞在汉武帝初年做郎中时，匈奴中有人投降了汉朝，他们说敦煌（在今甘肃敦煌西）和天山
当中有个月氏（ｒùｚｈī）国，恨匈奴，想报仇。汉武帝想跟月氏联合起来切断匈奴跟西域各国的联系。他下诏
征求精明强干的人去联络月氏，张骞应征了。有个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叫堂邑父，还有一百多个勇士都愿意跟着张骞
一块儿去找月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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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１３８年，汉武帝派张骞为使者，带着一百多人从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南）出发。陇西外面就是匈奴地
界。张骞他们走了几天，最后给匈奴兵围住，做了俘虏，只好住在那边，一住就是十多年。别人都分散了，只有堂
邑父跟张骞在一齐。日子久了，他们说话、做事，跟匈奴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匈奴人对他们的看管也放松了。

有一天，张骞和堂邑父带着干粮，趁着别人不留心时，骑上两匹快马逃了。他们要到月氏去，又不知道月氏在哪儿
，只往西走。他们跑了几十天，逃出了匈奴地界，闯进了一个叫大宛（在今中亚细亚）的国家。

大宛在月氏北边，是出产快马、葡萄和苜蓿（ｍùｓù）的地方。大宛是匈奴的邻国，懂得匈奴话，张骞和堂邑父
都能说匈奴话。大宛人向国王报告，大宛王早就听到过在很远的东方有个中国，地方很富庶，吃的、穿的、住的讲
究得没法说，金银财宝、绸缎布帛多得用也用不完，这会儿听到汉朝的使者到了，连忙欢迎。

张骞见了大宛王，要求国王派人送他们去月氏。大宛王就派人送张骞他们到了月氏。张骞见了月氏王，说汉朝愿意
跟月氏联合起来共同去打匈奴。

但是，月氏王不想这样。原来月氏老王被匈奴杀了以后，月氏人立他的儿子为王。新王率领着全部人马和牲畜往西
逃，一向到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月氏人打败了大夏，就建立了一个大月氏国，月氏王不想再去跟匈奴作战，
只是很有礼貌地招待汉朝使者。

张骞和堂邑父在月氏住了一年多，没法叫月氏王去打匈奴，只好离开了月氏回国，经过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
咸海之间）和大宛，到了匈奴地界，又给匈奴逮住了。他们只好又在那边过了一年多。匈奴的太子和单于争夺王位
，国内大乱。张骞同堂邑父就逃回来了。汉武帝见了十三年未见的张骞，拜他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还想再到西域去。他向汉武帝说：“我在大夏看见邛（ｑｉóｎｇ）山（在今四川）出产的竹杖和蜀地（今四
川成都）出产的细布。大夏人说是买卖人从身毒（ｊｕāｎｄǔ）——天竺（今印度）买来的。大夏在长安西边一
万二千里。大夏人从身毒买到蜀地的东西，可见身毒离蜀地不远。咱们要是从蜀地出发，走西南那条道儿，经过身
毒到大夏，就不必经过匈奴了。”

汉武帝听了，打算用礼物和道义去跟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匈奴。他再一次派张骞为使者，从蜀地出发，带着礼物
去结交身毒。这次，张骞把人马分成四队，从四个地点出发，走了两千里地，有的给当地的部族打回来，有的给杀
害了。往南走的一队人马绕过昆明，到了滇国（今云南南部）。滇国的国王原来是楚国人，很客气地招待使者，愿
意帮忙使者找道儿去身毒，但昆明人不让过，张骞只好回到长安。汉武帝认为这次在南方结交了一个从没听到过的
国家，也很满意。

之后西域一带有许多国家看到匈奴被汉朝打败，就不愿意再向匈奴进贡、纳税。汉武帝趁这个机会，再派张骞去通
西域。张骞说：“匈奴西边有个乌孙国（在今新疆）。皇上不妨先结交乌孙王，跟他和亲。乌孙以西的国家，像大
宛、康居、大夏、月氏，就容易结交了。”

汉武帝派张骞为使者，拿着汉朝的使节，带着三百个勇士，每人两匹马，还有牛、羊一万多头，黄金、钱币、绸缎
、布帛等价值几千万的礼物动身了。

到了乌孙，乌孙王出来迎接。张骞把一份很厚的礼物送给他，对他说：“要是大王能够搬到东边来，皇上愿意把那
边的土地封给大王，还把公主嫁给大王做夫人，两国结为亲戚，共同对付匈奴。这对咱们两国都有好处。”

乌孙王请张骞暂时休息几天，自我召集大臣们商议商议。乌孙王和大臣们都害怕匈奴，商议了好几天，决定不下来
。张骞就打发他的副手们拿着使节，带着礼物，分别去联络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古代波斯）、身毒
、于阗（ｔｉáｎ）（今新疆和田一带）等国家。乌孙王还派了几个翻译帮忙他们。许多使者去了好些日子还没回
来，乌孙王就打发张骞先回去，他借着送张骞回去，派了几十个人到长安去探看一下。

张骞带着乌孙的使者来见汉武帝。汉武帝见了他们已经很高兴了，又瞧见乌孙王送给他的几十匹高头大马，喜欢得
了不得，格外优待乌孙的使者。

过了一年，张骞害病死了。又过了几年，张骞派出去的那些副手们都带着各国的使者陆续回来了。汉武帝十分高兴
，他知道了西域有三十六国，他们害怕匈奴，只好把自我的奴隶和财富交给匈奴。这会儿汉朝跟这些国家交好，他
们不必纳税，都很乐意地跟汉朝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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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孙王不愿意搬到东边来，汉武帝就在那边设立了两个郡，一个叫酒泉郡（今甘肃酒泉），一个叫武威郡（治所在
今甘肃民勤东北）一年到头有官员和兵士守卫着，不让匈奴南侵。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西域三十六国都知道张骞心眼好，够兄弟姐妹。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汉朝和西域的友
好关联就建立起来了。汉朝从西域那边得到了高头大马、葡萄、苜蓿、胡桃、蚕豆、石榴等几十种物产；西域各国
从中国得到了丝和丝织品，学习并领悟了耕种、打井和炼铁，发展了生产。张骞走通西域的这条路促进了中外文化
交流，之后人们就叫它“丝绸之路”。

参考资料三：

张骞，汉中城固人。他是一个意志力极强、办事灵活而又胸怀坦荡、善于待人处事的人。他出使中途即被匈奴截留
下来，在匈奴生活十多年，始终持续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硬叫他娶当地人作妻，已经生了儿子，也没有动
摇他必须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张骞最后找到机会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他们向西急行几十天，越过葱岭，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
由大宛说，又透过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张骞这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
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
，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大月氏的攻击。之后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到阿姆
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还由于那里土地肥沃，逐
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
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

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回来。这次出使，虽然没有到达原来的目的，但对
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带给了宝贵的资料。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状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
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用心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
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状况，张骞着重说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
矛盾的具体状况，推荐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方法。同时，张骞
也着重提出就应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
，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
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齐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
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
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死去。他死后，汉同西域的关联进一步发展。元
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求和亲，武帝把江都公主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死后，汉又
以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者冯镣深知诗文事理，做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
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由于她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联。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
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
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西汉的封建制度，较之匈奴的奴隶制度要先进得多。因此
，新疆境内的各族人民都期望摆脱匈奴贵族的压迫，理解西汉的统治。西汉政府在那里设置常驻的官员，派去士卒
屯田，并设校尉统领，保护屯田，使汉族人民同新疆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更多 参考资料 请访问 https://xiaorob.com/fanwen/can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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