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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前期践行与反思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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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前期践行与反思改良

作者：袁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汉武帝借助董仲舒公羊学的理论要义，完成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理论构建，为其军事征伐赋予合理性解释

和正义色彩。不过，在其初步践行这一思想后，诸多现实问题纷至沓来，由此引发了守旧派的诸多质疑。对此，汉武帝深刻

反思后，依然坚持“有为”理念，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推动边疆战略手段的多元化以及对羁縻思想的理论化、制度化等一系

列措施，实现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及其实践的完善和改良，提升了其理论性与可行性，使之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边

疆思想理论成果。

汉武帝亲政后，一改汉初以来“黄老无为”的政治风气，西汉王朝自上而下表现出一种积极态势。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

学以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作为专制统治的理论依据，为汉武帝践行“有为”理念、建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提供了重

要的义理支撑。而一旦确立“大一统”观念，超越夷夏之限化育“四夷”的文化诉求也便应时而生，汉武帝“王者无外”边

疆思想的形成与实践便是其作为统治者给出的时代应答。

一、汉武帝“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形成及其前期践行和反思

汉武帝登基时，西汉王朝承文景之治余绪，物阜民丰、国力强盛，即将步入前所未有的黄金盛世，极大地推动了汉初以

来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发展，为儒家思想的昌盛乃至独尊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经文景两朝的不懈努力，至汉武帝时期西汉帝国的国家形态渐趋完备，刘汉“有限皇权”向“绝对皇权”的转化亦进

入到关键阶段。随着统治秩序的日益稳定，如何为皇权赋予合理性解释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为儒学昌盛提供

了历史契机。此外，汉武帝时代华夏族群在文化层面已经远远领先于“夷狄”群体，但在军事交聘层面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

态势，化解夷夏观念与边疆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亟待理论层面的突破，这成为儒学昌盛的又一强大动因。

汉武帝践极之初就对传统“无为”理念下的边疆经略方式深感不满，有改弦更张之意，适值东南边疆屡生事端，于是汉

武帝初步尝试运用军事手段予以解决。此番尝试可以视为汉代边疆治理实践向践行“有为”理念嬗变的先声。自此以后，对

匈战略成为西汉王朝国家决策中的重要议题。

自汉初以来儒家学派从未放弃回归学术舞台中央的努力，而在董仲舒把公羊学理论上达圣听、汉代边疆战略即将发生剧

烈变革之际，其终于迎来振兴的历史契机。此后，儒学获独尊地位，凌驾于诸学之上，属于儒家的时代就此开启。

公羊学的“君权神授”之说为皇权的合理性赋予神学解释，使困扰刘汉宗室数十年的皇权合理性问题得到解决。儒学的

兴盛推动了夷夏一统观念的成熟，化育“四夷”成为时人的文化诉求，为不同民族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空间。

这里，需要对公羊学思想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内在逻辑有一个清醒认知和客观判定。“大一统”观念是

先秦以降学术争鸣的重要理论成果，汉武帝以“大一统”作为其边疆思想的核心要义早在大举征讨匈奴之前，并非经由董仲

舒的引介荐举。董仲舒的贡献在于其利用公羊学理论为这一思想进行系统论证并提供理论支持。具体来说，董仲舒通过对传

统儒学以及阴阳学等思想资源的改造与整合，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王者无外”思想体系，把“四夷”之人纳入华夏文化的范

畴之内，而且认为华夏之人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吸纳“夷狄”融入华夏，从而为汉武帝“外事四夷”之举提供了坚实的思

想基础和清晰的理论逻辑。不过，董仲舒与汉武帝的边疆思想虽然都以创建充分彰显“大一统”观念、兼容华夷的王道盛世

为终极诉求，但在实践路径选择上两者存在根本的区别。

具体来说，董仲舒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不过，董仲舒提出了“善战”的理论，这是他对理想化战争形态的想象与表

述。汉武帝则通过对公羊学理论外衣的借用，把自己发动的征伐战争包装为先秦儒家之所谓“至仁”之伐“不仁”、公羊学

之所谓的“善战”。马邑之谋虽不成，却就此拉开了西汉帝国军事征伐匈奴的大幕。这也意味着“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前期

实践的开始。

在汉武帝“王者无外”边疆思想践行之后，种种意料之外的质疑与批判之声渐次出现，关于“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合理

性的质疑也蜂拥而起。新旧思想再次发生交锋。此次新旧两派之争与此前两次论战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两次论争皆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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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从“滇国三印”看西汉时期的西南边疆治理

下一篇： 清前期徽州乡村社会秩序中的土地登记

“外事四夷”之前，论辩双方均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而这一次论辩则发生在征伐四方的边疆战略初步实施之后，但现实成

果却与理论预期相差甚远，因而带有强烈的反思性质。一方面，战争成本巨大，而胜负形势未可知；另一方面，作为征伐四

方的预期成果，“夷狄”来附反而导致了更大的经济成本。现实困境与舆论喧嚣都在促使汉武帝对“王者无外”思想与实践

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回顾与反思。

二、“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完善与改良

锐意边疆之事的汉武帝意识到，欲真正实现边疆扩张与宇内一统，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如何保证国内局势稳

定，使“外事四夷”再无后顾之忧；其次，如何实现“有为”边疆战略的最佳效果，是否有必要丰富边疆策略；最后，当真

正实现“四夷”来朝的终极理想时，如何有效处理善后事宜，使夷夏之间彼此相安而不致矛盾丛生。汉武帝对“王者无外”

边疆思想与实践的完善和改良均围绕着以上三点进行。“推恩令”的实施把诸侯王对中央的潜在威胁化解于无形，对稳定内

部、巩固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汉武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适应强化“大一统”皇权的政治需要。与此同时，为加

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边郡建设进入快速发展轨道。

面对守旧派的激烈反应，汉武帝不得不再次深刻审视“王者无外”边疆思想实践路径的选择问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他要改变以军事征伐为主的初衷，而是在保持军事征伐为主的基础上增加柔性辅助手段，从而丰富了边疆战略体系，实现了

“外事四夷”形式的多元化。

元朔元年东夷薉君南闾等２８万人降汉事件使得汉武帝意识到，一旦真正实现夷夏一统、万方来朝，如何处理好归义

“蛮夷”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就在这一时期，羁縻思想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汉武帝边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传统的羁縻政策应包括三个层次：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通过贡赐、互市、和亲等多种形式保持一定的联

系；以夷治夷战略；土流并治或土官的流官化。这三个层次往往互为补充，相互依存，从而构成羁縻政策的完整系统。

汉武帝时期，“羁縻”思想始被理论化和制度化。结合汉武帝的宏大理想来看，上述三个层次中的第三个层次最为切合

武帝“外事四夷”的初衷。也可以说，汉武帝时期复置属国，使汉代羁縻思想得以兼备三个层次，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

系，影响着西汉中期的边疆治理实践。具体来说，羁縻思想第三个层次的构建，缘起于东夷薉君南闾降汉，完成于匈奴浑邪

王归降之时。除设置属国，汉武帝时期羁縻思想的前两个层次同样完成了理论化和制度化。

三、结语

经文景两朝的经营，西汉国力日盛，为汉武帝时期创建和实施“有为”边疆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学术思想的

复兴，更使儒学昌盛成为可能，为汉武帝建构“有为”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汉武帝的“王者无外”边疆思想，

以创建公羊学描述的王道社会为终极追求，在国家形态完备、汉民族族属意识强烈的情况下，表现出极大的感召力。在实践

中，汉武帝用公羊学的理论为军事征伐赋予合理性解释和正义色彩。以元光二年的马邑之谋为起点，西汉的边疆战略正式进

入到“有为”时代。不过，由于并无经验可以借鉴，这一思想一经实践即遭遇到诸多现实困境。“有为”边疆战略的合理

性、必要性以及实施途径均受到传统守旧势力的指责与质疑。对此，汉武帝通过对现实困境的剖析和既定方针的反思，在秉

持“大一统”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当时的边疆现实，对“王者无外”边疆思想进行全面的修正改良。汉武帝对“王

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完善改良实现了理论阐释与现实可操作性的完美互融，从而真正开启了西汉的边疆“大有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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