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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历史学系开学典礼

一生中有若干年在大学度过
文明对话，是值得珍视的机
吧，历史系的四年时光，你

正直的先生走了，精湛的

美国撤离喀布尔是新版的

朱雷先生讣告

献身学术 垂范千秋——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论和亲文化
作者：崔明德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2期  时间：2021.09.06

　　摘要：和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内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主要有“北方和亲文化

圈”、“西北和亲文化圈”和“西南和亲文化圈”。三个“和亲文化圈”在各个时期都有一定的交叉之处，中原王

朝是联结三大“和亲文化圈”的主线。在每个“和亲文化圈”内，不同时期的和亲文化会有部分重叠或完全重叠之

处，形成逐层积累的“和亲文化层”。和亲文化发掘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理清思路，又需要各方面共同努

力，推进和亲文化走向世界，丰富人类文明内涵。

　　和亲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边疆地区的稳定、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中外文化

交流及人类文明的提升，都会发挥其独特作用。21世纪以来，和亲文化研究日趋深入，建设成果比

较显著。本文拟就和亲文化的内涵及认知、三大“和亲文化圈”、厚重“和亲文化层”以及和亲文

化建设思路等问题，做一系统探讨。

　　一 和亲文化的内涵及认知

　　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上层之间的联姻，多数是中原王朝的公主出嫁边疆民族政权的首领

及其子弟。中国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和亲至少有360次，这在缓和双方关系、降低冲突、减少战争以

及加强交流、增进感情、促进民族交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类似和亲性质的联姻虽在中国

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在国外影响较大，如马来西亚古文献《马来纪年》中记载了明朝的汉丽宝

(Hang Lipo)公主带着500名中国官家小姐前往马六甲和亲，汉丽宝公主嫁给马六甲苏丹芒速沙

（Sultan Mansur shah）,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后来都被册封为汝南的酋长。明朝的一些官家小姐也

和当地人通婚，她们的后代都成了马六甲的子民，如今的很多马来西亚华人，都自称是汉丽宝的后

代，这说明和亲文化对不同政权、不同国家在增进感情、加深友谊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和亲文化是在和亲过程及相关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和亲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内

涵丰富，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等和亲故事家喻户晓，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昭君墓等与

和亲相关的建筑闻名遐迩，文成公主庙香火不断，朝拜者络绎不绝。王昭君纪念馆、汉家公主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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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文成公主纪念馆及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的相继建成，无不彰显着和亲文化的厚重底蕴及持久活

力。

　　尽管和亲文化现象早已存在，而且分布范围较广，但“和亲文化”概念则是20世纪末，学界首

次提出并系统阐述的一个概念。《中国古代和亲文化初探》一文提出了“和亲文化”的概念。《中

国古代和亲的文化影响》一文从多方面探讨和亲对边疆民族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影响，分析了和亲文

化影响的特点等问题。《和亲文化与婚姻文化比较研究》一文进一步阐释了“和亲文化”概念。郝

诚之以“和亲文化与民族旅游”为题，对翦伯赞的“和亲文化观”作了阐发。《中国古代和亲史》

和《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两部专著对和亲文化的形成、发展阶段、主要内容、碰撞现象、相互影响

等重要问题做了系统梳理。2009年，赵晓燕在《略论柔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一文中提出，柔然与

中原王朝“多次和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亲文化”。2011年，赵然、孙国学在《赤峰市蒙元文化与

草原旅游互动发展研究》一文中以“和亲文化”为题，对清朝的满蒙联姻基本情况做了梳理。2019

年，刘梦玮在《西汉时期和亲政策及其对当代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中对和亲文化的意义做了深入

分析和概括，认为“和亲文化的内涵就是友谊、和平、尊重、包容、互信、共赢发展”，和亲文化

增强了各民族对祖国的认同，和亲文化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亲文化将助力“一带一路”倡

议的推进，和亲文化“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

和谐发展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营养”。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在探讨和亲问题

时，或以“和亲文化”为关键词，如王田田和马冀的相关文章都把“和亲文化”作为关键词；或从

文化现象、文化符号、文化内涵、文化景观等视角阐释和亲问题，如刘妙评价汉元帝在民族关系等

方面的作为时，就“从研究和亲文化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他还认为，“从中华文化的源头上探

索远古和亲史，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和亲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认识”。李震把和亲视为“文

化符号”，认为文成公主与蔡文姬、王昭君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符号系列”。齐扎

拉提出要“深入挖掘文成公主故事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使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成为文化发展的重大题材，为创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贡献力量。与王昭君相关的遗址遗迹、各

类活动、学术研究等，大都冠以“昭君和亲文化”之名。赵可新认为，历代创作的无数作品，“构

成了昭君和亲文化的核心内容”，王昭君形象“已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和亲文化的符号，不朽精

神的丰碑”。刘洁以“和亲文化景观”概念分析了昭君村、昭君墓和昭君庙的价值、功能和意义。

这些都说明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已认识到和亲文化的重要意义。

　　从历史文献、艺术作品、民间传说、遗址遗存、节庆活动以及相关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出

和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十点：一是和亲文化是不同民族在频繁接

触、激烈碰撞、不断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二是和亲文化具有丰厚底

蕴，包括与和亲有关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是和亲文化是由多民族文化汇聚而成的

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四是和亲文化在推进人类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五是和亲文化具有开

放性、交融性、创新性、多元性等特点；六是和亲文化在血统上都是混血的；七是和亲文化大都具

有宗教色彩；八是和亲文化既双向交流，又相互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都有影响；

九是和亲文化对各个民族具有一定的联结和黏合功能；十是挖掘和亲文化资源，阐释和亲文化的精

神内涵和价值理念，对增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文化交流、提升人类文明水平以及化解当前全球出

现的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都大有裨益。简单地说，和亲文化是和亲双方共同创造的物

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制度财富的总和，汇聚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和

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形成的一种新的独特文化。

　　“和亲文化”概念的出现及被公众认知，既是和亲文化深厚积淀的结果，又是和亲文化研究已

取得丰硕成果的结果，也是专家学者、文化和文艺工作者对和亲文化资源挖掘、阐发、提炼及艺术

创作的结果，还是广大民众大力传播的结果，更是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成果。

　　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是和亲文化积淀最深厚、载体最多样、遗产最

丰富的地区，“昭君文化”、“细君和亲文化”等概念及文成公主庙等，都彰显着和亲文化的丰厚

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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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君文化“是指古往今来与王昭君有关的一切文化现象”。这一概念出现较早，呼和浩特市从

1999年开始举办“昭君文化节”，2000年6月30日召开“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提

出了“昭君文化”的概念，后来出版《昭君文化》刊物，举办“昭君文化讲堂”和“昭君文化高层

论坛”。2004年，昭君文化研究会编著出版的《昭君文化研究丛书》和《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

“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昭君文化的理论，界定了‘昭君文化’的概念”。《昭君文化丛书》包

括马冀、杨笑寒著《昭君文化研究》，郝诚之编《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可永雪、余国钦编《历

代昭君文学作品集》，巴特尔编《昭君论文选》和李世馨编《昭君图册》。此外，侯广峰著《昭君

文化》、郝存柱主编的《昭君文化高层论坛文集》和《昭君文化研究和传播大事记》等论著以及已

发表的700余篇相关论文，都为弘扬昭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尤其是地处呼和浩特市南郊的

昭君博物院的昭君墓、昭君出塞陈列馆、昭君出塞5D影院、单于大帐等，使公众对昭君文化乃至和

亲文化都有了清晰的认识。特别是昭君出塞5D影院，以全媒体手段和情景演绎形式直观展现昭君出

塞故事，以真人舞台表演，为观众带来超乎寻常的感官体验，把观众带到2000多年前的历史场景之

中。湖北省兴山县是王昭君的故乡，这里世代流传着王昭君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兴山县人民政

府在宝坪村新建昭君纪念馆，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昭君出塞”史料辑览》《王昭君及其故里》

《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等图书资料。1988年5月，兴山县开始举办“昭君艺术节”。2005年成

立兴山县昭君文化研究会。2009年10月，开始举办“中国·兴山昭君文化论坛”，并将昭君出生地高

阳镇更名为“昭君镇”，积极打造昭君文化品牌。该县还通过编辑出版《民族团结使者——王昭

君》《昭君故里诗歌集》《昭君故里民歌精选》等宣传教育读本，开展“以弘扬昭君和亲文化、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征文、征歌（词、曲）、征对联等活动，大力弘扬昭君文化，且已取得

显著成效。尤其是“王昭君纪念馆”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命名为首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

地”（2006年），“王昭君传说”被收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2008年），都进一步促使昭

君文化在国内外产生了更为深入持久的影响力。2018年，湖北省宜昌市成立了昭君文化促进会，三

峡大学成立了昭君文化研究中心，进一步加大了昭君文化的研究力度。

　　西汉时期出嫁乌孙的细君公主是中原王朝与西域和亲的代表性人物，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细君公主死后，汉朝又把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江苏省援建的位于新疆伊宁市以细君公主、解忧公

主远嫁乌孙为主线的汉家公主纪念馆的正式开馆（2005年6月），细君公主墓的确定及竖立碑纪念

（200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举办细君和亲文化研讨会、修建细君公主墓园等措施，

进一步丰富了和亲文化的内涵。

　　唐太宗时期入藏的文成公主为唐朝与吐蕃经济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为青藏地区的文明进

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文成公主相关的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文成公主庙以及《文成公主》

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纪念馆（2013年在青海玉树文成公主庙东侧山坡上开始兴建文成公主纪念

馆，2016年8月揭牌）、文成公主宫（2015年青海西宁市湟中县扎麻隆凤凰山文成公主宫竣工）

等，无不展现了和亲文化的魅力，使文成公主成为中国和亲文化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明

珠。

　　随着一系列和亲文化建设项目的实施，人们对和亲文化概念的认识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国古

代和亲文化馆”的创建，使人们对和亲文化的认知，从模糊到清晰，从抽象到具体。2017年，在内

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大庆之际，呼和浩特市依据《中国古代和亲史》《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兴建

“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该馆是目前国内外唯一以和亲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分先秦时期、

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大辽时期、蒙元时期及满蒙联姻等七个展区，建筑面积

5000平方米，通过大量文献、图片以及场景、雕塑、地图、多媒体等形式，全面展示了和亲文化的

丰富内涵、鲜明特色、发展脉络和现实意义，使源远流长的和亲文化成为民众能够感知的文化。

　　总之，和亲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昭君文化、细君和亲文化等都是和亲文化的组成部分，各类

历史文献、遗址遗存、民间传说、艺术作品等，无不彰显着和亲文化的丰厚底蕴，各级研究会的成

立、多种纪念馆的建成、丰硕的研究成果、相关戏剧的持续上演、各类影视作品的推出等，既不断

丰富和亲文化的内涵，又使和亲文化走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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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大“和亲文化圈”及厚重的“和亲文化层”

　　“和亲文化圈”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类型具有内在联系的结合体，其内涵和外延

均以和亲文化为基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主要有三大“和亲文化圈”。

　　（一）“北方和亲文化圈”

　　在“北方和亲文化圈”内，从政权来看，主要有西汉、匈奴、北燕、后秦、柔然、北魏、东

魏、北齐、西魏、北周、隋、唐、辽、西夏、金、元、清等，这些政权或由汉族建立，或由边疆民

族建立。在这一“和亲文化圈”，和亲双方多数在这一圈内，如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北魏与匈奴的

和亲；北燕、后秦、北魏、西魏、东魏、北齐与柔然的和亲；西魏、北周、隋朝、唐朝与突厥的和

亲；唐朝与回纥的和亲；辽与西夏的和亲；蒙元与西夏及金的和亲；清朝持续不断多层次的满蒙联

姻等。

　　还有部分和亲，只是和亲的一方在这一圈内，如匈奴与乌孙、康居及乌禅幕的和亲，柔然与嚈

哒的和亲，辽与阻卜、阿萨兰回鹘、吐蕃唃厮啰政权、高丽、大食的和亲，元与吐蕃的联姻等。

　　（二）“西北和亲文化圈”

　　这一和亲文化圈内的政权主要是正史西域传中所记载的政权，和亲双方多数在这一圈内，如西

汉时期焉耆与车师的和亲，焉耆王之女出嫁车师王；乌孙与龟兹的和亲，乌孙王翁归靡和解忧公主

之女弟史出嫁龟兹王绛宾。东汉时期焉耆与车师的和亲，焉耆公主出嫁车师王；莎车与于阗的和

亲，莎车公主出嫁于阗王广德；大月氏与康居的和亲。西晋时期狯胡与焉耆的和亲，狯胡国王之女

出嫁焉耆王龙安。东晋时期，鄯善与前凉的和亲，鄯善国王之女出嫁前凉国君张骏；龟兹与焉耆的

和亲，龟兹国王之女出嫁焉耆王鸠尸卑那。南北朝时期康国与安国的和亲，康国国王之女出嫁安国

国王设力；西突厥与康国的和亲，西突厥达度可汗之女出嫁康国国王世失毕。隋朝时期西突厥与康

国的和亲，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之女出嫁康国国王屈术支；高昌与西突厥的和亲，高昌王麴伯雅之女

出嫁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长子呾度设。唐朝时期西突厥与龟兹、焉耆、疏勒的和亲，西突厥阿史那氏

出嫁龟兹王布失毕，焉耆国王之女出嫁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之弟，突厥可汗之女出嫁疏勒国王。西辽

时期西辽与乃蛮的和亲，西辽菊尔罕之女出嫁乃蛮屈出律。明朝时期瓦剌与哈密的和亲，瓦剌脱欢

之女弩温答失里出嫁哈密王；哈密与吐鲁番的和亲，哈密王罕慎之女出嫁吐鲁番马黑麻等。

　　此外，还有一些和亲只有一方在这一圈内，如汉与乌孙的和亲，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出嫁乌孙

王；康居与匈奴的和亲，康居王之女出嫁匈奴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之女出嫁康居王。南北朝时期，

东突厥与高昌的和亲，东突厥可汗之女出嫁高昌王麴宝茂祖孙三代。隋朝时期，隋与高昌、突厥的

和亲，隋朝华容公主出嫁高昌王麴伯雅，信义公主出嫁西突厥处罗可汗。唐朝时期，吐谷浑与党项

的和亲，吐谷浑王伏允之女出嫁党项酋长拓跋赤辞；突厥与坚昆、突骑施的和亲，突厥可汗之女出

嫁坚昆酋豪，突厥可汗之女出嫁突骑施首领苏禄等。蒙元与高昌的和亲，如蒙古巴巴哈儿公主出嫁

高昌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曾孙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元太宗孙女不鲁罕公主出嫁高昌亦都护火

赤哈儿的斤，蒙古八卜叉公主和蒙古兀剌真公主（或称鲁真公主）出嫁高昌，作高昌亦都护纽林的

斤继室，蒙古朵尔只思蛮公主出嫁高昌王贴木儿补化，蒙古阿哈也先忽都公主出嫁高昌亦都护贴木

儿补化之子不答失里等。

　　（三）“西南和亲文化圈”

　　这一和亲文化圈内的政权包括吐蕃、南诏、泥婆罗（尼泊尔）、吐谷浑、苏毗、象雄（羊

同）、小勃律等政权，和亲双方多数在这一圈内。如隋唐时期，吐蕃曾与吐谷浑和亲，吐蕃公主赞

蒙墀邦出嫁吐谷浑王慕容忠。吐蕃又与南诏和亲，南诏公主出嫁吐蕃赤德祖赞赞普。吐蕃也与小勃

律和亲，吐蕃公主出嫁小勃律国王苏失利之。吐蕃还与康国（撒马尔罕）和亲，康国公主出嫁吐蕃

赤德祖赞赞普。吐蕃还与泥婆罗、苏毗、象雄、龟兹等政权和亲。尤其是松赞干布和赤德祖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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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吐蕃呈现出多方位和亲的特色，松赞干布曾与唐朝、泥婆罗、象雄、党项等政权和亲，赤德祖

赞赞普与唐朝、南诏及康国和亲。这些和亲，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西南和亲文化圈”。

　　此外，还有部分和亲只有一方在这一圈内，如唐与吐蕃和亲，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

布，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吐蕃与党项和亲，党项公主木雅妃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

辽与吐蕃和亲，辽朝公主出嫁吐蕃首领之子董毡；西夏与吐蕃和亲，共有五次之多。两宋时期，吐

蕃与辽、西夏、龟兹、甘州回鹘和亲，辽朝公主出嫁吐蕃首领之子董毡，西夏梁太后之女出嫁吐蕃

首领董毡之子欺丁磨毡苏南蔺逋叱，龟兹公主出嫁吐蕃首领溪赊罗撒之父，甘州回鹘之女出嫁吐蕃

首领董毡之子欺丁磨毡苏南蔺逋叱。元朝时期，元朝皇帝之妹出嫁吐蕃白兰王贡噶勒贝迥乃坚赞贝

桑布等。

　　全面梳理和亲文化相关资料，深入分析三大和亲文化圈内在结构，可以清晰地看出如下几个问

题：

　　其一，和亲文化绚丽多姿，以“昭君文化”为标志的汉匈和亲文化既是中国和亲文化的重要源

头，又是“北方和亲文化圈”中的主干文化。如此定位，主要基于如下几方面因素：一是汉与匈奴

和亲开启了名实相符和亲的先河。此前，虽已出现了“和亲”这一概念，但“和亲”是指修好活

动，并没有姻亲关系。先秦时期虽然也有一些联姻关系，但并没有使用“和亲”的概念。所以，名

实相符的和亲是汉与匈奴的和亲。二是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和亲发生在昭君出塞所生活的区域，即主

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三是“北方和亲文化圈”中的汉与匈奴和亲、隋唐与突厥和亲、唐与回

纥和亲以及满蒙联姻持续性最强。四是昭君文化积淀最深厚，和亲文化载体最丰富。所以，昭君文

化在“北方和亲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二，和亲文化圈的诸多方面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和亲文化圈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

概念,不仅中心与边缘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而且和亲文化的内涵和类型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三大和亲文化圈都有这种情况。就“北方和亲文化圈”而言，其中心与边缘都随中原王朝和少数民

族政权地盘以及都城、单于（可汗）庭（汗庭）所在地的变化而变化，如西汉、北魏、西魏、北

周、东魏、北齐、隋、唐、辽、夏、金、元及清朝的都城并不完全在一处，匈奴、柔然、突厥等政

权的地盘和单于（可汗）庭所在地也有差异，所以不同时期的“北方和亲文化圈”的中心与边缘都

不完全一致。“西北和亲文化圈”也有类似情况，其中西辽与乃蛮的和亲以及瓦剌与哈密的和亲，

扩大了“西北和亲文化圈”。“西南和亲文化圈”虽在不同时期也有一定变化，但相对来说，其中

心与边缘的变化不太突出。

　　其三，三个和亲文化圈在各个时期都有一定的交叉。虽然有的政权所处的地理位置并非核心甚

至处于边缘地带，但在文化圈里则处于重要地位，起着重要作用甚至核心作用。如在“北方和亲文

化圈”里，就少数民族政权来说，匈奴无疑处于重要地位、起着重要作用，匈奴曾与乌孙、车师、

康居、乌禅幕和亲，与“西北和亲文化圈”有所交叉。再如“西南和亲文化圈”里，就少数民族政

权来说，吐蕃处于重要地位、起着重要作用，吐蕃曾与突骑施、辽、西夏、龟兹、甘州回鹘等政权

和亲，与“北方和亲文化圈”和“西北和亲文化圈”有交叉。又如柔然与嚈哒和亲以及辽与阻卜、

阿萨兰回鹘、吐蕃唃厮啰政权、大食和亲，使“北方和亲文化圈”、“西北和亲文化圈”和“西南

和亲文化圈”都有一定的交叉。

　　其四，中原王朝是联结三大和亲文化圈的主线。从历代文献所载和亲实例来看，主要有中原王

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割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

姻等多种类型。三大和亲文化圈内都有多种类型的和亲，但任何一种类型的和亲，无论是作用还是

影响，都无法与中原王朝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相比。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和亲，

不仅影响广泛，而且能把几大和亲圈联结起来。如西汉与匈奴、乌孙和亲，隋与吐谷浑、高昌、突

厥和亲，都把“北方和亲文化圈”、“西北和亲文化圈”联结起来。唐与突厥、回纥、于阗、吐谷

浑、吐蕃等政权和亲，把“北方和亲文化圈”、“西北和亲文化圈”、“西南和亲文化圈”联结起

来。中原王朝之所以会成为联结三大和亲文化圈的主线，一是相对发达的文明，二是大一统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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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三是综合实力较强，四是国君和大臣都高度重视，五是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的认

同。

　　（四）厚重的“和亲文化层”

　　和亲文化是各个时期不断发展和持续完善的一种新的独特文化，其内涵和类型都随着时代变化

而变化。在每个“和亲文化圈”内，不同时期的和亲文化会有部分重叠或完全重叠之处,形成逐层积

累的“和亲文化层”。如“北方和亲文化圈”内的“和亲文化层”就比较厚重，层次比较分明：西

汉时期的汉匈和亲文化；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与匈奴、柔然的和亲文化，北燕、西魏、东魏、北

齐与柔然的和亲文化；隋唐时期的隋唐王朝与突厥的和亲文化，唐朝与回纥的和亲文化；宋辽夏金

时期的辽与西夏的和亲文化；元明清时期的蒙元与西夏、金的和亲文化等。不仅各个时期的和亲文

化存在部分重叠或完全重叠，而且各个和亲文化的层次比较分明，每个层次的和亲文化的内涵都比

较丰富。“西北和亲文化圈”也是如此，如西汉时期与东汉时期的焉耆与车师的和亲，就完全重

叠；南北朝和隋朝时期西突厥与康国的和亲，也完全重叠。当然，多数只是部分重叠，如西汉时期

乌孙与龟兹的和亲，东晋时期焉耆与龟兹的和亲，唐朝时期西突厥与龟兹的和亲等。

　　由于和亲文化汇聚了多种文化元素，所以每个“和亲文化圈”内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农耕文

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以及儒学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又有不

同文化的认同与吸收，也有不同文化的协调与适应，更有不同文化的交汇与交融。

　　三 加强“和亲文化”发掘建设的建议

　　和亲文化发掘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理清思路，又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这里主要从如

下几个方面谈些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建立灵活高效的工作协调机制

　　和亲文化涉及科学研究、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场馆建设、旅游观光等方方面面，三大和亲文

化圈涉及当下北方、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多个省区市，这就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建立灵活

高效的工作协调机制。一是组建由相关部委、和亲文化相关省区市的职能部门及专家学者组成的战

略规划小组，负责和亲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明确和亲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促进相关

省区市的协同合作，统筹推进和亲文化的研究、开发、保护和利用工作。与“和亲文化”相关的省

区市也要做好各自和亲文化建设的规划。二是组建“和亲文化发展联盟”，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或文化旅游部门指导与协调，相关省区市政府主导，促进多方通力合作。三是建立“和亲文化圈”

联席会议制度、信息沟通制度。四是在中央及和亲文化相关省区市财政支持下，设立“和亲文化发

展基金”，统筹解决和亲文化建设中的资金问题。五是组织“和亲文化高层论坛”，定期研讨和亲

文化建设及发展繁荣问题。六是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加大和亲文化的研究阐释力度，建设一批以和

亲历史名人及遗址、遗存为主的和亲文化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等。七是鼓励文艺创作，从和亲

文化宝库中获取灵感，努力推出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提升和亲文化影

响力。

　　大致说来，内蒙古自治区在“北方和亲文化圈”中占有较大比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西北

和亲文化圈”中占有很大比例，西藏自治区在“西南和亲文化圈”中占有很大比例。在这三大“和

亲文化圈”里，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多种文化交织，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等特色比较突出。

和亲文化相关省区市在规划设计时，一方面应突出自己的特色，打造和亲文化品牌；另一方面应处

理好内容与形式、开发与保护、整体与部分、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使和亲文化发挥最佳效应。

　　（二）深化和亲文化研究，为和亲文化建设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

　　和亲文化的研究阐释，是和亲文化建设的根基。和亲及和亲文化研究虽然一直颇受专家学者重

视，且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也不可否认，当前的研究中也存在碎片化、随意化、污名化、炒冷饭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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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曲解历史等倾向。有的研究问题越来越小、范围越来越窄，有的对和亲历史、和亲文化随意戏

说，有的对和亲及和亲人物随意评价。如有的学者认为，“汉代民族‘和亲’的主旨是实现和

平”，“和亲”之“亲”,“并不包含婚姻的意思”。有的认为，无论是汉室虚弱还是国力强大时，

“和亲女性们都一样别无选择地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侍奉异族，以某种‘性贿赂’和权力牺牲品的

角色，在中华民族对外交流的历史中定格”。国外更是有人肆意曲解和亲历史，如在土耳其“一提

到历史上的汉匈和亲，很多土耳其人认为和亲的公主及其随从是汉朝派来的‘间谍’”，“承担了

收集情报的任务，为破坏甚至颠覆匈奴政权做准备”。这些观点虽然不是主流，但会造成史学理论

的混乱，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需要认真回应。针对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深化

和亲文化研究：一是全面发掘整理散见于正史、实录、档案、方志、碑刻、文集、笔记等历史文献

中的相关和亲文化资料。二是系统调查和收集流传在民间的相关口述资料。三是对相关文献资料进

行细致考证、认真甄别、科学分类。四是开展和亲文化的综合研究。目前，有的专家学者只注重个

案和细节，缺乏宏观研究，有的地方挖掘和亲文化只关注本地的和亲文化，缺乏对和亲文化的整体

考虑和系统研究。这些都不利于和亲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只有开展整体研究、综合研究及系统研

究，才能繁荣和亲文化研究事业。五是破除学科壁垒，推动学科融合和创新。和亲文化是多种文化

汇聚而成的一种文化，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学科都很难独自解决和亲文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

多学科合作及支持，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突破，切实解决好相关问题。六是要用国际视野和世

界眼光研究和亲文化。和亲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专家学者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

与世界同行合作与对话，将和亲文化推向世界学术平台。其实国外也有不少专家学者研究和亲及和

亲文化，为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只要和亲文化研究能够深入持续下去，那么和亲文化建设

就有了坚实的学术支撑和理论支撑。

　　（三）实施“和亲文化资源普查工程”，建立和亲文化资源数据库

　　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历史上至少有360次和亲。据文献记载和专家学者考证，在先秦时期，华

夏与“夷狄”的联姻至少有17次。汉唐时期见诸史书记载的就有112次和亲。辽夏金时期，辽夏之

间、夏与吐蕃之间都有和亲关系。蒙古兴起后，积极与夏、金及高昌和亲，元与高丽也有联姻关

系。清朝的满蒙联姻更具特色，自努尔哈赤、皇太极直至清末，满蒙双方上层的联姻，大约持续了

300年时间。这些都彰显了和亲文化的深厚底蕴。

　　在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下，目前已对和亲文化资源有了大致了解，但多为王昭君与匈

奴呼韩邪单于、解忧公主与乌孙王翁归靡、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赤

德祖赞等和亲人物，而对其他大批和亲人物重视不够。其实，乌孙王翁归靡和解忧公主之女弟史与

龟兹王绛宾，北燕乐浪公主与柔然首领斛律，北魏西海公主与柔然首领吴提，东魏兰陵公主与柔然

首领阿那瓌，北魏武威公主与北凉主沮渠牧犍，北魏华阴公主、护泽公主与柔然闾大肥，西魏长乐

公主与突厥土门可汗，柔然邻和公主与北齐武成帝，北周千金公主与突厥佗钵可汗，隋朝义成公主

与突厥首领染干，隋朝信义公主与西突厥处罗可汗，唐朝弘化公主与吐谷浑王诺曷钵，唐朝宁国公

主、小宁国公主与回纥英武威远可汗，崇徽公主与回纥登里可汗，咸安公主与回纥武义成功可汗、

忠贞可汗、奉诚可汗及怀信可汗，太和公主与回纥崇德可汗，辽义成公主与西夏首领李继迁，辽可

劳公主与大食国王，辽兴平公主与西夏首领李元昊，辽成安公主与西夏首领李乾顺，西夏察合公主

与成吉思汗等，都在和亲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另外，人们对西藏的布达拉宫、青海的文成公主庙和

内蒙古的昭君墓等比较熟悉，但对其他大量与和亲文化相关的遗址、遗存等文化遗产了解不多。其

实，与和亲文化相关的遗址、遗存还有很多，如青海的倒淌河、日月山及新疆的细君公主墓等，都

在和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只是很多遗址、遗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深入挖掘、整理及介绍而

已。如内蒙古自治区是昭君墓传说的中心区，除此，“在安徽、山西、甘肃甚至是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等地，也流传着青冢的故事和传说”。据地方志记载，仅河北省保定市就有二处昭君墓，一处在

定兴县，一处在高碑店市。清光绪年间刻《定兴县志》载：“青冢旧志云，昭君墓在塞外，墓草独

青，故曰青冢，今县境东南有青冢村，相传是其葬处。”定兴即今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又《新城

县志》载：“青冢，汉明妃墓也。吾乡紫泉有大小青冢之村，不知始于何时。杜诗云：‘一去紫台

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是青冢宜在塞北极边之地。及检《山西通志》，今在归化城南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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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黑河之侧，按归化城汉五原郡，距塞北绝远，岂其时王歙辈实导之而遂克返葬，于是与至吾

邑。青冢之名，则固歧而又歧者。”此处所记新城即今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高碑店市。就连山东也

有二处昭君墓，一处在山东省东明县，清乾隆年间所修《东明县志》载：“青冢在县北十八里，柿

子园迤南，冢上各有青草，故名俗传为昭君墓。”另一处在山东省单县。明嘉靖年间所修《山东通

志》卷22载：“青冢在单县南八里，相传为王昭君墓。”由此可见昭君故事分布范围之广、影响之

大。

　　发展繁荣和亲文化，首先要摸清和亲文化的底数。应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联合三大和亲文化

圈相关省区市，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文博单位为主要依托，邀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对和亲

文化的历史、人物、遗址、遗存、故事、传说、文学作品等和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和深入挖

掘，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规范、准确的和亲文化资源数据库，使其成为服务于各地和亲文化建设

的平台。

　　（四）讲好和亲故事，促进公众对和亲文化的广泛认知

　　和亲文化内容丰富，积淀深厚，生动体现和亲文化的故事很多，反映和亲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

很多，已有的《王昭君》《昭君出塞》《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等多部同名或同一题材的戏剧、

影视剧、实景剧等都有效地传播了和亲文化，一些与和亲文化相关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摄

影、文学等作品，都扩大了和亲文化的影响。但毋庸讳言，目前还存在各地对和亲文化重视程度不

一，建设力度参差不齐，对和亲文化挖掘不够深入、不够细致，用“世界语言”讲好和亲文化故事

的方式不够多样等问题。弘扬和亲文化，要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和亲文化故事，让大众了

解、支持和亲文化，积极参与和亲文化建设。

　　（五）加强交流与合作，积极推进和亲文化建设

　　从学术层面来看，和亲文化涉及多学科，从地域来看，涉及国内外许多地方，从建设内容来

看，涉及场馆建设、文艺创作、推介普及等方方面面，需要在如下几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一是

“和亲文化圈”内的交流与合作；二是三大“和亲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三是高校科研机构

与实际工作部门的交流与合作；四是不同学科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五是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

这些交流与合作，会促进和亲文化绽放异彩。

　　（六）推进和亲文化走向世界，丰富人类文明内涵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和亲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一方面，和亲文化主要是在中

国大地产生和积淀的独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和亲文化形成的厚重历史

和丰富内涵，和亲文化与丝绸之路的密切联系，以及和亲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使和亲文化成为世

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当今世界发挥积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由于有的和亲是与当今的其他国家联姻，和亲文化本身就是世界的。中国古代各个时期

都有这类联姻，如北魏时期柔然与嚈哒联姻，唐朝时期吐蕃与泥婆罗联姻，元朝从元世祖到元惠宗

与高丽的多次联姻。嚈哒人是古代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泥婆罗是今之尼泊尔，大食是中古

时期阿拉伯人建立的帝国，高丽是朝鲜半岛古国之一，这些都是当今的外国。

　　其二，有些和亲政权在今其他国家的版图之内，使和亲文化具有世界性。与汉朝和亲的匈奴曾

被称为“百蛮大国”，强盛时其疆域西跨阿尔泰山，北达贝加尔湖周边，一段时间内其单于庭在今

蒙古国版图之内。与安国、西突厥和亲的康国是古代中亚政权，在西汉时称康居国，位于锡尔河至

阿姆河之间，后在匈奴欺压下，向西迁徙，是昭武九姓中最强政权。与隋唐王朝和亲的突厥，强盛

时其版图“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西南包括中亚阿姆河以南

的吐火罗。这些都使和亲文化具有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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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和亲文化与丝绸之路紧密相连。跨越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联结着东西方文明，促进了

人类文明的交流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亲与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青藏高原丝绸之路都紧

密相连，和亲文化自然与世界文化、人类文明连在一起。

　　其四，在和亲历史上有影响的匈奴西迁欧洲等，把和亲文化带到西方，对世界文化产生重要影

响，使和亲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其五，和亲文化的价值理念有助于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和亲文化所蕴含的“和合”思

想以及彰显的“和平、和睦、和谐”等文化内涵，对于解决当今全球出现的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

矛盾和冲突，减少贸易摩擦和利益之争，引导人类走向大同世界，都有一定的价值。因此，和亲文

化理应成为联通世界的文化纽带。十余年前，就有学者主张“将昭君作为东方人类的和平女神与西

方世界的自由女神呼应和对话”，呼吁“把昭君和平文化品牌推向世界”。郝诚之“把昭君誉为东

方‘和平女神’，与西方的‘自由女神’相媲美”，这种看法很有见地。可以预见，和亲文化不仅

会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而且会成为解决人类困境、引导人类走向大同世界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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