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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原王朝统一与崛起时期的 

联盟安全经验与启示∗ 
 

孟维瞻 
 

【内容提要】 古代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国家，中原王朝的每次完全统一和成功崛起

往往是基于对联盟体系的有效管理。中国疆域之内的部族、疆域之外的政权或行为体，

均可能成为中原王朝每次崛起的强大阻力和安全威胁。为确立在东亚体系中的主导权

以及建立稳定而持久的朝贡体系，朝廷选择联合一部分盟友，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并

且与之合作击败那些威胁中原的游牧部落或其他行为体。羁縻关系和宗属关系的重要

作用之一是中原与边疆政权之间在安全上的相互支持。与今天美国的基于价值观一元

化的联盟体系不同，古代中原王朝的联盟政策是基于对道义原则的遵守，包括守信、

慎战、强恕。它一方面恪守对盟友的安全保护承诺，另一方面对破坏区域和平的政权

尽量不采用武力方式解决问题，而是怀柔远人、弘扬道义，公平公正地调节周边政权

之间的矛盾。在上述手段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朝廷会选择联合盟友消灭主要敌人。唐

朝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建立了最为成功的联盟体系，具体表现为它与北方

草原和朝鲜半岛各行为体之间确立了羁縻关系或宗属关系，保证了边疆的稳定和安

全。类似地，其他几个主要王朝在崛起时期，也是通过联盟保证政权安全和实现统一，

进而提升在体系中的地位，这大体上是一个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多数时期的规律。相

对于研究美国的联盟体系，研究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联盟体系的管理经验，对于今天

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样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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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问题研究中，与联盟问题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关注美国。美国建立了

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联盟体系，其盟友遍布全球。但美国的联盟体系、运行规律及其

安全经验，却不易被中国和其他国家效仿，因为美国与其核心盟友的关系，大多是

基于相近的亲缘关系、相同的种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战略利益。盎格鲁—撒克逊

殖民者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奠定了美国今天庞大的联盟体系的基础，而中国并没有复

制这种经验的可能性。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欧洲和中国的先秦时期有大量的合纵连横的案例，因此

成为联盟安全研究者偏爱的两个“富矿”。① 相关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二者与当代

国际体系之间的明显差异，近代的欧洲和先秦时期的中国更像是霍布斯安全文化主

导的两个体系，这与当今国际关系的主导安全规范差异很大。此外，这两个体系在

大多数时间为多极争霸体系，它们不同于以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为中心的当代东

亚国际体系，也不同于以相互依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国际体系。 

联盟安全的研究者或许可以更多地关注秦朝统一之后的以中原农耕王朝为中

心的东亚体系。从公元前 221 年到 1911 年，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东亚区

域呈现出以中原农耕王朝为中心的等级体系。历史上，中原与游牧族群的斗争，与

今天中国崛起过程中面对的外部环境形势有一定相似之处。已经有很多国内学者关

注到了这一时期的中央政府处理与中国疆域内外的不同族群和各类行为体的关系

的经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② 

 
  

                                                             
① 相关研究，例如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

观”的流变与转型》，《国际安全研究》2021 年第 6 期；漆海霞：《崛起信号、战略信誉与遏制

战争》，《国际政治科学》2020 年第 4 期；辛文、韩鹏杰：《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下的西周国家

安全思想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20 年第 6 期；刘伟：《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述论》，《国

际安全研究》2019 年第 5 期；徐进：《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分析》，《国际政治科

学》2012 年第 2 期。 
② 相关研究，例如李欣：《清代中国海疆经略对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的启示》，《国际安全

研究》2021 年第 6 期；魏志江、陶莎：《辽帝国的国家安全思想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19 年

第 5 期；曹玮、杨原：《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当

代亚太》2015 年第 5 期；周方银、李源晋：《实力、观念与不对称关系的稳定性：以明清时期的

中朝关系为例》，《当代亚太》2014 年第 4 期；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 年

第 2 期；杨倩如：《汉匈西域战略成败的原因：兼论大国的对外战略导向与战略信誉》，《国际政

治科学》2016 年第 3 期；吕振纲：《道义、合法性与国家实力：1592 至 1662 年东亚朝贡体系中

的权力转移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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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崛起 
 

探讨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成功崛起并总结其经验，对今天中国制定国家安全战略

有重要帮助。历史上很多时候，中原农耕王朝的力量并不在整个东亚体系之内居于

主导权① 地位，例如西汉初年、晋朝时期、唐朝初年、宋朝时期以及明朝初年。有

的中原王朝在与边疆族群的较量中失利，以至于被灭亡或者自身瓦解，如西晋、隋

朝、北宋。不是每一个中原王朝在建立之后都可以用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从弱到强的

转变并最终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强大国家。研究相关历史并总结经验对于今天的中

国更具现实启示意义。 

历史上，中原农耕王朝曾经多次从弱小走向强大，崛起成为东亚体系中实力最

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且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着政治主导权和文化繁荣。汉朝、唐朝、

明朝和清朝的发展和崛起显得更为成功，确立了典型的朝贡体系。② 有几个朝代由

于政策和战略的失误，存在的时间比较短，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崛起，不过接下来

的朝代在吸取它们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成功崛起。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

的时期，但是它的统治时间也较短。还有一些朝代没有真正统一中国，因此本文暂

不予关注，如宋朝、辽朝、金朝，它们都只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的一

部分。 

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常识，一个政权在崛起的过程中，往往会面对来

自其他政权的安全阻力。与之相同，在古代中原王朝崛起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

家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面对来自边疆割据势力和本国周边强大行为体的安全阻力，

这里主要指的是游牧部族。中原王朝能否成功崛起，除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也取决

于朝廷能否成功地破坏和击败强大部族针对自己的联盟，同时有效管理好以自身为

中心的联盟体系。历史上，并不是每个王朝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并不是每个王

朝最后都有机会获得东亚体系中的稳定而持久的主导地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实

现成功崛起的王朝均善于通过结盟来击溃主要对手，以减轻自身的负担；反之，有

的王朝不善于结盟，因此过快消耗了自身实力，导致了内部政治的不稳定，以致政

                                                             
① 英文的 hegemony 一词译为“霸权”并不妥，它其实并无贬义，只是强调某个行为体比其

他所有行为体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译为“主导权”更符合其原意。 
② 王赓武认为，历史上中国成功的崛起共有三次，即秦汉、隋唐、明清，今天的中国正在

经历第四次崛起。参见 Wang Gungwu, “The Fourth Rise of China: Cultural Implication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 No. 2, 2004, pp. 31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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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迅速垮台。①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等级制概念，非常适用于描述古代中原王朝与东亚邻近行为

体之间的关系。② 不过，历史上等级制的程度可能波动较大，中原王朝并不总是获

得主导地位。多数时候，中原的崛起会得到周边政权的承认，它们在文化上、政治

上会主动内附，最终与中原确立稳定的宗属关系甚至成为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但

也有一些政权不会自动承认中原的权威，而是企图挑战、阻止甚至取代其地位。例

如，漠北和草原的游牧部落可能会直接挑战中原王朝，而弱小的王国或者族群可能

寻求与其他行为体联合起来，对抗中原王朝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通过

正确使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才可以反击它们的图谋，成功实现崛起，并且维护多元一

体国家的团结与统一。此外，虽然朝鲜半岛诸政权与中国保持了一千多年的最为典

型的宗属关系，但实际上它与唐朝之后的每个统一王朝的宗属关系的建立过程都是

充满波折的。 

古代东亚体系和历史上其他区域相比，是否具有独特性？古代中原王朝的崛起

过程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相比，是否具有特殊性？很多中外学者之所以加入这场辩

论，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关乎世界秩序未来的变化方向。在美国学术界，韩裔

学者康灿雄（David C. Kang）撰写了数篇文章，论证古代东亚的特殊性，他的很多

观点引发了广泛讨论。笔者认为，一方面，对东亚的研究必须从讨论东亚的一些经

验特殊之处以及如何解释这些特殊之处开始，不应该将西方历史上的霸权争夺、尔

虞我诈以及种族屠戮的经验套用在对中国的解释和预测上；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

夸大东亚和中国相对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特殊之处，尤其是不应该忽视很多具有普

遍性的行为特征。 

事实上，东亚之所以与众不同，显然是因为统一的中国具有超大规模体量，使

得邻国最终无法成功挑战中国的地位而选择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而欧洲

却从来没有一个这样实力超群的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原王朝在其崛起

的每一个历史周期中未曾应对来自周边政权的挑战。当中原王朝尚未在区域体系中

取得明显优势时，敌对与战争而非和平与朝贡才是主题。至少从这个视角来说，中

原王朝崛起所面临的困难与历史上的其他大国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因此，与威斯特

                                                             
① 例如，秦朝不擅于联合盟友来对付匈奴，而是自身消耗大量资源；西晋不擅于利用五胡

之间的矛盾分而治之，以致迅速灭亡；隋朝为了对付高句丽导致自身统治成本过高。后来的唐朝

则吸取了经验教训，联合盟友共同击败高句丽。 
② 例如，David C. 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2004, p.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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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利亚体系下的欧洲和今天的美国相比，古代中原王朝在崛起过程中也需要管理复

杂的联盟安全体系。 

很多学者正在关注东亚和中国的特殊性，而本文更希望研究那些被忽视的贯

穿于古今中外的普遍性。制衡与反制衡可能永远是国家间关系的重要主题，西方

和东方、历史与当下均是如此。古代中原王朝的每次崛起都会导致它与周边行为

体之间关系的循环变化。在它取得主导地位前，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

的制衡逻辑支配这些行为体的行为；① 但在它取得主导地位后，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更适合于解释中国与它们之间的互动。② 而东亚和中

国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在于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的巨大体量，另一方面在

于中国擅于通过自己的道德和文化体系软化周边行为体对自己的敌意，有助于以中

国为中心的等级关系的合法化。但我们不能只讨论道德和文化而忽略更为重要的安

全和战略因素。 

 

二  古代中原王朝的联盟安全——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我们研究中原王朝的内外安全战略，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选取有利于我们

发现中国历史一以贯之的普遍规律的案例，以便于更好地对今天有所启示。康灿雄

认为，历史上，凡是中国强大的时期，东亚局势均处于稳定状态，而中国的弱小则

会导致其他国家试图控制该地区。③ 他甚至预言，古代东亚长期持续和平的历史表

明，“未来的东亚秩序很可能是非常和平的，中国的崛起将有利于亚洲的稳定与和

平”。④ 必须指出的是，康灿雄所关注的中国并非从弱小走向强大的时期，而是中

国已经成为区域体系内实力最强的行为体的时期。这与今天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

在崛起周期中的位置并不一致。今天及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

的国家。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79. 
② Robert Gilpin,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1988, pp. 591-613. 
③ David C. Kang,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 4, 2010, p. 620. 
④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9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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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中原王朝在处于崛起阶段时，和其他部族或行为体的关系不一定是完全和

平的，只有当它崛起成为无可争议的强大国家之后才会维持稳定的和平关系。边疆

族群和周边行为体可能会在制衡与追随中原王朝之间作选择，当制衡不成功时，它

们选择追随并且与朝廷进行反复博弈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今天，中国周边的国家

一方面与中国保持经济和文化关系，另一方面也寻求美国这样的外部大国的安全保

护。这种微妙的策略被许多学者称作“对冲”。① 不过，我们又很难将西方国际关

系理论的任何概念和框架套用到古代的中国。 

此外，我们应该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原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考察和比较，而不

是把研究局限于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或者局限于中原王朝与一部分行为体之间的

关系。例如，一些学者只考察了 15 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然后得出了古代东亚并

没有持续的联盟和制衡现象的结论。② 但这种观点仅仅涵盖了明清时期，而忽略了

中国历史上早期的统一时期。③ 更重要的是，它忽略了每个朝代建立之初的历史，

每当那时，中原王朝的崛起均遭受中国疆域内外的部族和行为体的阻力。此外，持

上述观点的学者只是试图涵盖中国中原王朝与朝鲜、日本之间的关系，观点本身并

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即使在明清时期，朝鲜和日本也并不总是与中国保持友好关

系。我们不能忽视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如果一个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这些事实，

那么它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好的理论。 

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应避免“选择偏见”。我们不应该为了自身的研究而

带着导向性只选择有利于某个理论框架的历史事实。有的学者试图论证古代东亚是

和平的，因此只选择了那些与中原农耕王朝未开战的行为体作为案例。同样地，也

有学者试图把古代中国塑造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或者进攻性的政治帝国，因此只选择

研究中原王朝在某个特殊时期与某个特殊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在其他时

期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④ 

                                                             
① Evan S.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 Pacific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2005, pp. 145-167; Rosemary Foot,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2006, pp. 77-94.  

② David C. Kang,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 4, 2010, p. 593. 

③ 同样，有的学者只是研究了宋朝，而没有研究其他的朝代。虽然观点与康灿雄完全相反，

但它也是不全面的。例如，Wang Yuan-k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例如，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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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笔者提出四个假设，构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假设 1：当中原王朝刚刚统一并由弱小走向强大时，大漠及草原的游牧族群、

东北地区的割据政权、朝鲜半岛上的王国可能会首先选择与中原对抗或者与之进行

利益博弈，不一定立即确定稳定的等级关系。 

绝大多数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文献都将朝贡关系看作是古代东亚体系的固有

特征或者既定事实。但是，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力量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有时是强中

心，有时是弱中心，有的时候东亚体系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权力中心。因此，中原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时候并不是典型的、明确的等级制关系。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崛

起时期，而不是鼎盛时期。 

朝鲜半岛政权被认为是中国最为典型的藩属，但是中国历代王朝很少能在不付

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即与之确立稳定的、等级制的宗属关系。例如，唐朝时期，新

罗在尚未统一朝鲜半岛之前，曾经与唐朝结盟。但它统一半岛之后，因为领土问题

和战后秩序问题，曾经与唐朝发生长达 6 年的战争，最终唐朝接受新罗的领土要

求。在元朝将高丽王朝纳入其等级制体系的过程中，高丽王朝曾经予以抵制。明朝

建立之后的最初 20 年，和高丽王朝的关系并不完全友好。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

之后，它与明朝经过了数年博弈才建立了稳定的“事大”与“字小”的等级制关系。

后金和清朝则是通过两次战争才与朝鲜王朝确立等级制关系，将近 100 年之后朝鲜

才基本上认同清朝的政治主导地位。宋朝从未针对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施加强制

性力量。但是宋朝和辽朝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宋朝并不曾统一整个中国，而且高丽王

朝并不与宋朝接壤。① 10 世纪上半期，辽和高丽相继建立政权，高丽面临来自辽的

军事威胁。宋朝建立之后，高丽希望通过与宋朝的政治关系制约来自辽的威胁。② 
                                                             

①  高丽王朝和前文提到的高句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权。高句丽的存在时间是公元前 37
年至 668 年，高丽的存在时间是 918 年至 1392 年。高句丽的主体民族是中国东北的扶余人和濊

貊人，它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高丽的主体民族是新罗和百济人，它是朝鲜半岛历史的一部分。

详见张春海：《高丽政权的自称抉择、记忆筛选与中国认同》，《安徽史学》2018 年第 1 期，第 78-
87 页。关于高句丽归属问题的权威研究文献，详见杨春吉、耿铁华主编：《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年版；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马大正：《中

国学者的高句丽归属研究评析》，《东北史地》2004 年第 1 期，第 5-11 页：孙玉良、孙文范：《高

句丽向朝鲜半岛扩张始末》，《东北史地》2004 年第 1 期，第 12-16 页；武玉环：《渤海与高句丽

族属及归属问题探析》，《史学集刊》2004 年第 2 期，第 79-83 页。 
② 李云泉、齐廉允：《宋朝高丽观中的战略安全意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7 年第 5 期，第 130-134 页；许学权：《高丽对北宋、辽的朝贡政策探析》，《西安社会科

学》2011 年第 1 期，第 100-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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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主要考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和自身的安全，并非都是出于文化上对宋朝的羡

慕，文化只是次要原因。不过，10 世纪末、11 世纪初，辽对高丽发动三次战争，

迫使高丽不再与宋朝保持实质性的政治等级关系。 

假设 2：中原王朝的崛起是一个等级权威提升的过程，它实现崛起的方式不仅

仅是直接的武力征伐，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联盟体系来分化瓦解对手的制衡，以及

塑造各个族群和周边政权对中原的政治认同。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东亚体系的中心地位是给定的。① 但是，历史上并不是中

国的每一个王朝最终都成功地获得了在东亚的主导权。有的王朝在与游牧部落或者

其他农耕割据政权的较量中失败了，付出沉重代价甚至导致自身的崩溃。历史上，

中原在回击游牧部族的进攻或者应对来自其他行为体的安全威胁的过程中，很少采

用纯粹的武力征伐的方式。成功的战略总是包括：联合盟友反击对手、在对手内部

寻找盟友以及支持对朝廷友好的政治力量获得权力。这些战略的恰当使用，决定了

这个统一王朝能否最终实现崛起并提升其在东亚体系中的等级权威（参见表 1）。 

 

表 1  中国历代王朝确立在东亚的主导权的尝试与结果 

中国历代王朝 
草原部族臣服中原之前 

中原采取的战略 

实质性的等级关系确立之前 

中原对朝鲜半岛采取的战略 
结果 

秦朝 进攻和防御 / 未成功 

汉朝 军事远征与分化对手 战争 成功 

西晋 防御 / 未成功 

隋朝 分化对手 / 不完全成功 

唐朝 军事远征、联盟和分化 政治调解和塑造政治认同 成功 

北宋 进攻与签订和约 
缺乏实质性政治关系 

的封贡 
两极体系 

辽朝 / 战争 两极体系 

金朝 / 威压并用 两极体系 

元朝 / 征服 
不稳定的等

级体系 

明朝 军事远征、分化对手 军事冲突和政治塑造 成功 

清朝 联盟和军事远征 军事远征和政治塑造 成功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例如，Brantly Womack, “Asymmetry and China’s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1, 2012, pp.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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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各朝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北方的草原游牧部落在被击溃之前，很少会

真正臣服于中原朝廷；朝鲜半岛诸政权是否与中国确立稳定的、等级制的宗属关系，

或者取决于它的地缘政治需要，或者取决于它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也可能取决于

中原王朝对它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当然，中国历代王朝也可能主动地塑造朝鲜半

岛内部的政治形势，以确立宗属关系并保证其稳定发展。 

假设 3：羁縻制度和宗属关系的普遍确立是中原王朝的等级权威提升的重要标

志，安全联盟是其重要内容。中原王朝的崛起就是其等级权威提升的过程，即更多

的部族与中原王朝确立羁縻制度以及更多的周边政权与中国确立宗属关系的过程。

朝贡、封贡、羁縻和宗属，是反映古代中原王朝与其他族群及周边政权关系的四个

概念，也反映了等级程度的差异。 

朝贡关系的指涉范围非常广泛，包含了后面三种关系。凡是曾经向中国进贡礼

品或者派遣使者访问的行为体，都可以被称作是与中国存在朝贡关系，双方并不一

定有非常密切的往来，也不一定有实质性的政治关系。①  朝贡关系并不意味着双

方存在等级关系，弱者可以向强者朝贡，强者也可以向弱者朝贡。 

封贡关系指的是双方有一定政治往来，并且中原王朝给周边政权的领导者授予

某种封号或者爵号。但是，封贡并不意味着双方有较高的等级关系，不意味着这个

政权真正承认中原王朝的权威，很多时候朝廷授予封号只是为了安抚这些政权。② 

例如，隋唐两朝曾经册封高句丽国王，但是双方实际上是对立关系。前面提到的高

丽和宋朝的关系，也只是等级程度较低的封贡关系。明朝曾经册封蒙古诸部，但事

实上明朝与它们大多时间处于交战状态。清朝皇帝曾经册封准噶尔汗国首领，但双

方基本上处于交战关系。 

羁縻是中原王朝处理与疆域内外的各个部族之间关系的一种政策，在不同历史

时期它的内涵有所变化。朝廷在边疆地区设立羁縻州，册封其首领为官吏，对这个

地区进行一定的政治控制，同时给予其自治的空间。羁縻关系是朝廷拓展统治范围

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等级程度较高的关系，但是这些部族仍可能会发动叛乱。例如，

唐朝时期，朝廷一般派遣官员协助治理被羁縻的族群。百济灭亡之后，唐朝设立熊

                                                             
① 类似观点，参见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

《南洋问题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8 页；程尼娜：《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

《安徽史学》2015 年第 4 期，第 44-49 页。 
② 类似地，魏志江区分了“礼仪性的朝贡关系”和“典型而实质性的朝贡关系”。详见魏志

江：《关于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兼与韩国全海宗教授商榷》，《东北史地》2007
年第 1 期，第 47-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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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都督府，册封百济末代太子扶余隆为都督，归安东都护府管辖。类似的机构还有

呼延都督府、瀚海都督府、黑水都督府、忽汗州都督府，等等。清朝时期，朝廷和

被羁縻的对象是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的关系，例如蒙古和硕特部。要注意的是，羁

縻关系不一定是中国内部的关系，① 因为古代中国的疆域是不断变化的。羁縻关系

促进了中国辽阔疆域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逐渐巩固，也推动了中华文化的扩

展与辐射。 

宗属关系是等级程度最高的双边关系，礼仪的制度化最为完善。宗属关系和封

贡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属国必须自愿忠诚于宗主国，并且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

宗主国。与羁縻关系不同，宗主国拥有稳定的合法性权威，并且内化于属国的政治

体系之中。从逻辑上看，属国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宗主国，宗主国也不会接受属国

还有其他宗主国，否则就不是宗属关系。② 同时，宗主国对属国提供一定的军事

保护，防止其遭受外敌入侵。要注意的是，属国不同于藩部，前者地处中国疆域

之外，后者地处中国疆域之内。③ 清朝区分了“内属外藩”和“境外外藩”，前

者是中国的内属之地，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朝廷，后者位于国境之外，在政治上

是尊卑关系。④ 本文所说的宗属关系指的是中国与属国或者与境外外藩的关系。⑤ 

假设 4：古代中原王朝的联盟安全体系基于一定的道义原则，即守信、慎战

与强恕。 

前三个假设主要讨论的是古代中原王朝的安全政策与当代西方国家之间的普

遍性，而第四个假设讨论的是中国的特殊性，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多数王朝

处理对外关系的道义原则，包括守信、慎战与强恕，至少后两者是西方国家一般不

具备的。这一套道义原则是百家思想综合的产物，包括孔子的“慎战”、孟子的“义

兵”和墨子的“非攻”。从我们稍后对唐朝成功崛起的历史分析中可以看出，战争

是建立内外政治秩序的最后选择，联盟本身是为了通过政治手段避免战争或者阻止

                                                             
① 程尼娜：《羁縻与外交：中国古代王朝内外两种朝贡体系》，《史学集刊》2014 年第 4 期，

第 20-28 页。 
② 历史上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例如高丽曾经在北宋和辽之间保持平衡，明朝初年高丽试图

在明朝与北元之间保持平衡，但主要依附于北元。 
③  陈志刚：《对封贡体系内属国与藩部界定标准的探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9 年第 6 期，第 120-122 页。 
④ 张双智：《清朝外藩体制内的朝觐年班与朝贡制度》，《清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106-

115 页。 
⑤ 羁縻关系和宗属关系，有时并不容易区分，例如唐朝曾经在新罗设置鸡林州都督府。本

文讨论的不是朝贡关系的生成，而是政治等级程度较高的羁縻关系和宗属关系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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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发动战争，而不是像美国的联盟那样以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维护霸权秩序为目

的。守信有多重含义，不仅包括履行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也包括对挑衅者的坚决回

击；强恕即“勉力于恕道”，也就是宽仁之道、推己及人、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

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道义原则来规范自身，而不是要求其他部族和政权接受自己的

价值观，不会以推广价值观作为维护安全的手段。 

 

三  实证分析：唐朝基于道义的联盟安全体系 
 

唐朝是中国古代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它结束了中国的分裂局面并逐渐发展壮

大，最终成为一个强盛的多民族王朝，建立了一个稳定而持久的东亚安全体系。唐

朝的成功崛起对于今天的中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唐朝初期确立以中原为中心的东北亚秩序 

唐朝的疆域涵盖了长城南北的广阔土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农耕文明和游牧

文明进行有效统治。位于北方草原的东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西北方向上的西突

厥汗国和高昌国，最终都从割据政权成为唐朝多元一体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

北方向，不仅有高句丽这个地方割据政权，也有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和新罗。唐朝朝

廷在消灭东突厥和高句丽这两个最主要的威胁之后，确立了在北方和西北的主导权，

并且对高句丽主要故地进行有效的直接统治。 

1.  唐太宗和唐高宗经略北方草原——王霸兼用 

在唐朝统一中国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突厥部族的力量比华夏政权更为强大。

长期以来突厥的主要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防止中原出现一个统一的政权。南北

朝的最后一个阶段，经常被称为“后三国时代”，即中国北方的北周、北齐与南

方的陈朝相对峙的时期。该时期也是突厥崛起的时期，552 年，突厥统一漠北。

此时，北周和北齐两个政权长年战争，面对统一而强盛的突厥，它们只能降尊临

卑，争相倾尽府库贿赂突厥，并以“和亲”方式忍辱拉拢突厥。其结果是，突厥

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将北周、北齐称作自己的“两儿”。577 年，北周灭亡北齐，

这是突厥最担心的事情。为遏制北周，突厥立即扶植了北齐王室的一员做傀儡

皇帝，打着为北齐复国的旗号，进攻北周；北周被迫以“和亲”来平息突厥的进

攻。581 年，隋朝取代北周，并积极备战，以统一江南。这更加引发了突厥的恐

慌，它立即从东北、正北和西北三个方向对隋朝进行大规模进攻。突厥还同时扶

植北周、北齐残余力量，支持其进攻隋朝。但这次隋文帝不是采取贿赂政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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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突厥内部可汗割据、彼此猜忌的弱点，采用长孙晟提出的“远交而近攻，

离强而合弱”① 的离间之计，使得突厥在 583 年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这就完

全扭转了中原与草原之间的战略态势，最终使草原诸雄先后对隋朝朝廷表示臣

服。在北方边疆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隋朝开启了统一全国的进程，最终于 589 年

灭掉南方陈朝。 

隋朝末年，起义和反叛此起彼伏，东突厥竭力支持各地的反隋力量，试图成为

支配中原的霸主。当时，几乎所有的地主和农民起义领袖，都纷纷向东突厥称臣纳贡，

以寻求支持。东突厥并未直接出兵进攻隋朝，而是在幕后指挥中原各割据势力，扮演

仲裁者的角色。东突厥对各种政治势力进行“册”或“封”，最著名的有东突厥册刘武

周为“定杨可汗”，册郭子和为“平杨可汗”，② 还封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前后共册

封二十多人。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后来建立唐朝的李渊，也曾经向东突厥称臣。起兵

之前，唐俭向李渊指出，“若外啸豪杰，北招戎狄”，则可以建立“汤武之业”。③ 谋臣

刘文静也力劝李渊“与突厥连和”。④ 值得思考的是，隋朝灭亡后，东突厥迅速调

整策略，从反隋改为复辟隋朝，试图扶植一个傀儡政权，继续维持其仲裁者的地位。 

617 年，李渊刚刚起兵反隋的时候，东突厥给予大力军事援助和支持。始毕可

汗甚至派遣骑兵帮助李渊夺取长安，并消灭了部分割据势力。然而，随着唐朝逐渐

消灭割据势力并且即将统一中原，东突厥与唐朝的矛盾迅速增加。处罗可汗意识到

自己的霸主地位即将受到威胁，曾经制订直接进攻唐朝的计划，并实施离间之计，

但尚未执行就去世了。继承汗位的颉利可汗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与唐朝对抗，阻

止其统一和崛起。622 年，东突厥分兵三路，颉利亲率 15 万骑兵进攻唐朝，但却突

然退兵。624 年，颉利再次进攻唐朝，甚至逼近长安。李世民巧施离间计，使得颉

利叔侄互相猜疑，遂退兵。625 年和 626 年，颉利企图再次进攻唐朝，但计划失败。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从 629 年开始扭转战局，主动出兵进攻东突厥。630 年，颉

利被俘，东突厥灭亡。 

唐朝之所以能够消灭东突厥，军事实力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唐太宗在政治

                                                             
①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五十一），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331 页。 
② 这里的“杨”就是隋朝皇帝的姓氏，意思是要“平定杨隋”。 
③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十九），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759 页。 
④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十八），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7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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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采取了联盟策略。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

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① 西突厥疆

域曾到达里海，甚至曾经打败波斯。统叶护可汗试图消灭东突厥，重新统一大漠与

草原。当时西突厥与唐朝的统治区域并不相接，但在打击东突厥的问题上，双方利

益高度一致，这是 620 年双方建立军事同盟的基础。西突厥进攻东突厥的动机和意

愿要强于唐朝，这个联盟更多的是西突厥有求于唐朝，西突厥奉唐朝为上国。621

年，统叶护可汗遣使朝贡，受到唐朝极高的礼遇，唐朝同意和亲。正是有了这个联

盟，才使得东突厥不敢轻举妄动。唐朝以此为契机全力进取关东，打败了王世充、

窦建德的割据势力。622 年，颉利可汗率大军进攻唐朝，唐军难以抵御。令人不解

的是，尽管东突厥大军势不可当，但却突然遣使求和。有学者研究了这段历史，认

为很有可能是唐朝要求西突厥履行盟约并进攻东突厥的结果。② 这个联盟的意义是

重大的，使得东突厥在进攻唐朝时存在后顾之忧，有效阻止了其直接进攻唐朝。此

外，628 年，唐朝遣使与曾经臣附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建立联盟，以南北夹击东突厥。

唐朝还得到了与颉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的支持。唐朝对东突厥的反攻，是建立

在这些联盟基础之上的。 

此外，唐朝并不仅仅与西突厥联盟，还在漠北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发

动漠北除东突厥以外的几乎所有部落共同削弱东突厥。唐初漠北草原上有九个散居

的部落，统称“漠北九姓”或“九姓铁勒”，以回纥为首。它们一直受到突厥的压

迫。唐朝初年，东突厥在进攻唐朝的过程中越来越衰落，漠北九姓发动大规模的暴

动，其中回纥部是反抗东突厥的主力。“贞观初，菩萨与薛延陀侵突厥北边，突厥

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十万骑讨之，菩萨领骑五千与战，破之于马鬣山，因逐北至

于天山，又进击，大破之，俘其部众，回纥由是大振。”③ 此外，曾经被东突厥奴

役和压迫的奚、契丹等部落也转而支持唐朝。东突厥灭亡后，西突厥违反与唐朝之

间的盟约，试图与唐朝争夺对漠北和西域地区的主导权。西突厥不仅想强迫漠北九

姓臣服于自己，还试图将唐朝的势力从西域排挤出去，双方为争夺西域诸国展开拉

锯战。639 年，西突厥的乙毗咄陆可汗企图迫使高昌放弃与唐朝的宗属关系而归顺

自己，以便控制河西走廊。在西突厥的胁迫下，高昌向唐朝挑衅。为保护丝绸之路

                                                             
①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下），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181 页。 
② 张兴胜：《论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1996 年第 3 期，第 75 页。 
③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196

页。这里的“菩萨”，指药罗葛·菩萨，是唐初回纥部落的一位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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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唐朝决定反击，派遣吏部尚书候君集灭亡高昌。这样，唐朝与西突厥正式

决裂，唐朝再次在漠北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动员铁勒各部和之前归顺唐朝

的部分东突厥部落共同打击西突厥。同时，唐朝进行军事和外交努力，成功拉拢龟

兹、于阗、疏勒和焉耆等国内附唐朝，安置安西四镇。唐朝对付西突厥主要采取的

是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策略。在唐朝的政治攻势下，不仅漠北和西域的

部落纷纷支持唐朝，西突厥内部也发生了分裂。648 年，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内属

于唐，唐朝派他去招抚尚未服从的其他西突厥部落。唐高宗继位后，贺鲁反叛唐朝。

655 年开始，唐朝大将苏定方大败贺鲁，最终将其俘获。至此，西突厥灭亡。唐朝

终于解决了这个长期困扰自己的被游牧部落威胁的问题。 

可以看出，东突厥对唐朝的威胁直接关系到唐朝的存亡。唐朝打击东突厥主要

采用的是军事手段，但如果没有西突厥的支持，很有可能 622 年东突厥的那次进攻

会兵临长安城下。正是与西突厥的联盟缓解了唐朝的军事压力。比较而言，西突厥

对唐朝的威胁并不那么直接，唐朝打击西突厥主要采用的是政治手段，动员漠北各

个部落反抗西突厥，并争夺和保护西域诸国。唐代太宗和高宗两朝对北方草原的经

略体现了极高的战略谋划与政治智慧，是“王霸兼用”的出色实践者。 

2.  唐朝在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道义担当 

古代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诸政权长期保持典型的朝贡关系或宗属关系。朝贡关

系与宗属关系有所不同，后者是更为高级的双边关系，朝鲜半岛诸政权对中原王朝

的“事大”关系是经过反复博弈而生成的，历代王朝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代

价，承担一定责任。隋朝及唐朝初年，位于中国东北的割据政权高句丽是唐朝的重

要安全威胁之一，它的势力一度扩展到朝鲜半岛，后来唐朝与朝鲜半岛的新罗结盟，

灭亡了高句丽，进而对东北地区进行有效统治。在南北朝末期，高句丽曾试图阻止中

原出现一个统一的政权。与东突厥一样，高句丽非常愿意中原维持分裂状态。因此，

北齐灭亡后，高句丽平原王高汤曾试图援助北齐的残余势力高保宁。隋朝建立后，高

句丽担忧自己可能遭到进攻，于是一直试图联合东突厥、契丹、靺鞨以及陈朝的残余

势力建立一个对抗隋朝的同盟。隋炀帝曾警告高句丽，“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

土”。① 但隋炀帝三次攻打高句丽婴阳王，结果都失败了，甚至导致隋朝灭亡。 

很多人认为，唐太宗延续了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政策，其征伐和灭亡高句丽的

战略目标是一贯的。但事实上，唐初在对待高句丽的问题上一直非常审慎，并没

                                                             
①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一），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56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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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一定要灭亡高句丽的明确战略。有人认为，唐朝征讨高句丽是要收复辽东

领土。① 这种观点认为，平定高句丽这个地方割据政权，是唐朝建立之后实现国家

统一的重要一步。这是因为，辽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战国时的燕国已

经在这里设郡，秦汉承袭不变。此外，高句丽的主体民族扶余人、濊貊人均发源于

中国东北。不过，唐朝初年专注于发展经济，并没有将灭亡高句丽作为要务，在民

族问题上倾向于采取温和与团结的政策。在唐太宗看来，只要高句丽这个边缘的“夷

狄”政权安分守己，对中原皇帝表示尊敬，至少不直接挑衅，他就可以“独爱之如

一”，没有征讨它的必要。后来唐太宗在讨伐高句丽的诏书中，也并没有以领土问

题作为理由。② 还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唐太宗的目的是要一雪前朝之耻，依据

是唐太宗所说的“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③ 但是

这句话是否是唐朝攻打高句丽的真实动机则值得怀疑。因为隋朝与唐朝是前后两个

不同的政权，隋朝的国耻不会影响唐朝政权的合法性，而且当时的普遍认知是，隋

炀帝攻打高句丽的战略是错误的，它使得隋朝过度消耗国力以致灭亡，唐朝没有必

要重蹈覆辙。事实上，唐朝建立后，高句丽和中原的关系本来完全有机会和平发展。

荣留王高建武继承高句丽王位，正好是在唐朝建立的前一年。历史记载，他对唐朝

奉行臣服进贡政策，并且请唐颁历。唐高祖则表示愿意与之恢复关系，承认现状。

唐高祖册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并且赐书表示两国应该和解：“今

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

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④ 唐高祖对荣留王的恭顺态度非常满

意，甚至直接说：“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

臣，以自尊大。”⑤ 意思是说，只要高句丽保证不再损害中原的安全，唐朝不在意

是否与它保持君臣名分。唐太宗即位后，用了三年时间于 630 年将东突厥灭亡，在

                                                             
① 邸富生：《隋唐时期收复辽东的战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 年第 3 期，第 12-

14 页。 
② 韩昇：《白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28 页。 
③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6217-

6218 页。 
④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321 页。 
⑤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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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唐朝与高句丽关系比较密切，此后，高句丽感到紧张并且停止了朝贡。① 

尽管如此，直到贞观十六年（642 年）之前，双方基本没有发生冲突。 

642 年，高句丽内部发生重大事变，高句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② 杀死荣留王，

之后立傀儡王，自己独揽全国军政大权。这成为高句丽与唐朝关系紧张的导火索。

唐太宗对泉盖苏文弑君的行为非常愤怒，他谴责说：“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

其弑君虐下，败之甚易也。”③ 不过，这还不能被认为是唐太宗攻打高句丽的原因。

唐太宗一直在深刻反省隋炀帝黩武亡国的原因，深知讨伐高句丽事关重大，当时唐

朝经济尚未完全从隋末战乱中恢复，征讨并非易事。因此，他仅仅是以谴责为主，

并没有下决心介入高句丽内部政治。此外，泉盖苏文尽管野蛮镇压国内反对者，但

在表面上对唐朝还是比较恭顺的，没有直接威胁到唐朝安全。其中一个事例是，643

年，唐太宗否决了有的大臣提出的对高句丽增加军事压力的建议。④ 

真正导致唐朝下决心攻打高句丽的原因是唐朝希望维护自己在东北亚的权威

与战略信誉。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全心全意支持唐朝，因此唐朝必须保护新罗的安全，

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与信誉。半岛上的另外一个政权百济，也一直非常尊敬唐朝，但

唐朝与百济的关系并不像和新罗那样亲密。百济过去曾经与新罗联合攻打高句丽，

但后来新罗趁机攻占了百济的土地，使得双方世仇难解。长期以来，唐朝一直以一

种公正的姿态来处理三方之间的纷争，尽量不偏袒任何一方，一开始很有效果，但

后来，三方征战越来越激烈，高句丽成功拉拢了百济，双方共同反对新罗，甚至，

泉盖苏文政变后的一个重要外交转向，就是迅速联合日本以共同对付新罗，这引

发了唐朝的不安。⑤ 显然高句丽是想与百济、日本联盟，消灭与唐朝关系密切的

新罗。⑥ 新罗是唐朝的重要盟友，如果它被高句丽消灭，那么将会严重破坏唐朝主

导的东北亚秩序；如果唐朝坐视新罗被消灭，将会大大损害唐朝的战略信誉与形象，

那样不仅损害唐朝在半岛的利益，还会使得唐朝威信扫地，进而影响与其他政权的

                                                             
① 韩昇：《白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25 页。 
② 泉盖苏文原名渊盖苏文，《新唐书》为避唐高祖李渊名讳，而称之为泉盖苏文。 
③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322 页。 
④ 韩昇：《白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26-27 页。 
⑤ 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9 页。 
⑥ 李德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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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因此，唐朝必须为新罗提供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没有选择，必须考

虑武力解决问题。然而，即使在这样紧要的关头，唐太宗依然非常谨慎，不愿意直

接出兵。他先是调停，之后又打算令契丹、靺鞨协助骚扰高句丽，以缓解新罗的压

力。① 在这两项策略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他才于 645 年决定直接出兵，以“朕故

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② 

尽管唐太宗亲征高句丽的结果并不成功，但也不能认为它就是失败的。第一，

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的教训，没有穷兵黩武，而是制订长期计划逐渐蚕食高句丽。

通过这次战争，唐朝毕竟收复了大片土地，为唐高宗时代灭亡这个割据政权做了

准备。第二，这次战争最终导致唐朝改变了对百济的态度。长期以来，唐朝对新

罗与百济之间的矛盾采取公正的调停态度，即使百济经常违背唐朝皇帝的圣谕坚

持骚扰新罗，唐朝也并没有将百济视为敌人。但唐太宗攻打高句丽没有达到预期

目标，使得百济更加放肆地进攻新罗。它认为唐朝没有能力对它作出任何惩罚，

因此义慈王大举攻打新罗，占领四十余城，最终导致本来不愿意进攻百济的唐朝

不得不对百济断然采取行动。唐太宗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制订了一个新的计划：

先灭亡百济，然后开辟攻打高句丽的南线战场。唐高宗即位后，开始执行两线攻

打高句丽的计划。652 年以后，百济完全拒绝接受唐朝的调停，对新罗展开大规

模的攻击，并在三年后与高句丽合作进攻新罗。时隔十年，唐朝再次进攻辽东。

唐朝第二次攻打高句丽的直接原因和目的依然是要保护新罗，但当时唐朝并未作

好进攻的准备。660 年，百济义慈王投降，唐朝可以从水陆两个方向攻打高句丽，

灭亡它仅仅是时间问题。666 年，唐朝趁泉盖苏文三个儿子发生内讧之机，命令

李勣③ 率领军队攻打高句丽。668 年，高句丽王宣布投降，这个有着将近七百年

历史的割据政权最终灭亡。 

唐朝为新罗提供安全保障，并且坚守自己的承诺，完整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义务。

其结果是，唐朝有了更高的国际信誉，其影响已经大大超出朝鲜半岛的范围。倭国

                                                             
① 李德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29 页。 
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第 6190 页。 
③ 李勣，原名徐世勣。唐高祖赐姓李，因此称李世勣。后为避唐太宗名讳，改称李勣。有

著名历史学者指出，李勣率领的军队在攻打高句丽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虽然新罗为攻打高

句丽贡献了自己的士兵，但是这些士兵是由唐朝官员刘仁愿统领的。新罗自己的军队并未发挥太

大作用，因此不存在唐朝与新罗的“联军”。李大龙：《唐罗“联军”灭亡高句丽考辨》，《通化师

范学院学报》2016 年第 9 期，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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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① 曾经干预朝鲜半岛事务，支持百济和高句丽攻打新罗。660 年，百济灭亡

后，倭国也试图在百济扶植一个政权，与唐朝扶植的政权相对抗。但有学者研究指

出，当时唐朝无意进攻日本，甚至可能希望争取日本，并向日本传递和平的信号，

只是日本担心失去在半岛南部的利益，同时唐朝在南北两线进展缓慢，使得日本认

为有插手的机会。② 663 年，以唐朝与新罗联军为一方，以倭国和百济亲倭分子的

联军为另一方，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海战。唐朝大将刘仁轨以少

胜多，全歼兵力、船只数倍于自己的倭国水军。这是东北亚历史上的第一次几乎所

有政治行为体均卷入其中的战争。唐朝打败倭国、保护盟友，其结果是，倭国不仅

没有继续与唐朝作对，双方关系反而更为友好，两国政治文化关系逐渐进入高峰。 

（二）唐朝以开发包容态度维持新的政治秩序 

灭亡东、西突厥和高句丽，标志着唐朝基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文明

型国家。但如何维持新的内外政治秩序，新的秩序以什么原则为基础，曾经长期困

扰唐朝统治者。唐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两突厥灭亡后如何处理突厥遗民问题，

在高句丽这个割据政权灭亡之后如何统治其故地，以及如何公正处理朝鲜半岛上的

新罗国与百济遗民之间的关系。唐朝须保证勇猛凶悍的突厥人诚心拥护朝廷的统治

秩序且不再成为边患，保证高句丽没有能力再次分裂出去，以及推动新罗国和百济

遗民之间的和解并实现半岛的稳定。如果这个秩序缺乏包容性，那么极有可能会留

下后患。与内政政策相一致，唐朝对待外族遗民采用了儒道结合的政策。儒家强调

“以夏变夷”，道家则强调民族平等，即唐太宗宣称的对华夷“爱之如一”。总的看

来，唐太宗时期和唐高宗前期维护东北亚秩序的努力是成功的。 

1. 妥善解决突厥遗民问题并吸纳突厥人才 

唐朝打败了东突厥之后，如何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以及安置数量庞大的突

厥人，保证其以后不再成为唐朝的边患，这是摆在唐太宗君臣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朝臣有如下三种意见：第一种是多数人的意见，即强

制迁徙：“北狄自古为中国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

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③ 不过，这种办法很

有可能会有后患，即使突厥人被强制迁徙到中原，其他游牧民族也可能会填补真空，

                                                             
① 7 世纪及其之前，中国史书将日本称作倭国。8 世纪初开始，中国史书将其改称日本。 
② 韩昇：《白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59-61 页。 
③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60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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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骚扰唐朝边境。第二种是分而治之，即“分立酋长，领其部落”，“今宜因其离

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使其权弱势

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籓臣，永保边塞。”① 但这种办法，存在一定难度，当时唐

朝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执行。第三种，被唐太宗采纳的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效

仿汉朝对匈奴的羁縻政策。温彦博出使突厥时曾经被扣押，对突厥人的生活习性有很

深刻的了解。唐太宗支持温彦博的建议，并综合了其余意见。具体办法是，“分突利

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

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② 就这样，唐朝妥善安置了 20 万突厥人，没有对其

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迁徙。对于曾经坚决与唐朝作对的颉利可汗，唐朝也是赐以田宅，

并授右卫大将军。这种开放包容的政策大体上是成功的，尽管在执行过程中，还是

有部分突厥人不满，以致后来突厥再次复国，即所谓后突厥。但整体上看，这项政

策在当时是最合适的。 

西突厥灭亡后，唐朝也没有采取压迫政策，而是尊重西突厥两厢分治的历史传统，

设立了昆陵都护府、濛池都护府。唐朝任命早已投降唐朝的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

赐爵名兴昔亡可汗；任命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赐爵名继往绝可汗。这两个机构都

是安西大都护府的下级机构，是典型的羁縻政策，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维护了国家

的持久稳定与统一。 

2. 公正调解新罗百济矛盾 

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过程中，唐朝遇到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新罗和百济的

宿怨。唐高祖年间，唐朝的基本政策是不干预和消极调停，到唐太宗时期变得积极

起来。新罗曾经在与百济联合对付高句丽的过程中，趁百济不备侵占其大片土地，

并杀死了来新罗讨还土地的百济国王，因此双方的积怨很难化解。早在 7 世纪 30

年代的善德女王时期，新罗就已经和唐朝成为政治同盟。而唐朝与百济的关系，则

不如与新罗那样亲密。历史上，百济一直同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政权保持友好关系，

受中国江南文化影响比较深，和北朝政权联系不多。唐朝建立后，百济与唐朝的关

系基本是友好的，唐高祖曾经调停新罗与百济的冲突，百济也表示服从。百济从来

没有将唐朝看作敌人，它所谋求的利益仅仅限于半岛。更重要的是，百济与高句丽

                                                             
①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6075-

6076 页。 
②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60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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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世仇，所以唐朝也曾经争取百济，希望百济协助唐朝制约高句丽。① 对于唐朝来

说，让新罗与百济维持和平的关系有利于唐朝利益，这样可以共同对付高句丽。然

而，由于双方宿怨太深，百济迫切要收复土地以报仇，因此经常对唐朝表里不一，

暗中继续谋划进攻新罗，这使得唐朝非常为难。642 年，后来成为新罗武烈王的金

春秋来到唐朝，将新罗与唐朝的政治同盟升级为军事同盟，双方约定了彼此的责任

义务关系。唐高宗即位后，新罗全面采取唐朝的政治制度。它进行内政改革的目的

是为了更加获得唐朝的信任，这一点非常明显。 

不过，即使在新罗全面支持唐朝而百济拒绝接受唐朝停战要求的情况下，唐朝

也没有完全偏袒新罗，没有采取双重标准。唐太宗和唐高宗非常理解百济的立场，

并不是立即惩罚百济，而是给了其足够多的机会，不断进行劝说。唐朝一直坚持采

取公平的态度来处理两国的矛盾。即使在 646 年、652 年百济两度中断对唐朝的朝

贡之后，唐朝也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惩罚。真正使得唐朝改变对百济态度的，是

百济接受了高句丽的联盟要求，支持高句丽南下进攻新罗。显然，新罗是唐朝忠实

的盟友，唐朝不能坐视新罗被消灭。这样，唐朝被迫下决心灭亡百济。尽管唐太宗

晚年曾经制订过先灭亡百济、再灭亡高句丽的计划，但这毕竟不合义理，有损于唐

朝的国际威望，因此唐太宗一直没有执行。可见，唐朝一直坚持公平的原则处理其

他小国之间的分歧，这是典型的王道外交的表现，而非霸道。 

即使在灭亡百济后，唐朝依然以一种公平的政策来对待百济遗民。唐朝从来没

有直接占领百济的计划，与百济也无仇怨，所以唐朝希望建立一个羁縻政权，让百

济人自治。更准确地说，是扶植一个亲唐政权，使得百济的国祚能够延续。唐朝选

中了原百济太子扶余隆，并任命他为熊津都督府都督。而新罗当然不想看到百济复

国，它希望吞并百济的土地，以占领朝鲜半岛的绝大部分土地。唐朝的做法是要求

新罗文武王和百济的扶余隆进行会盟，希望新罗和百济实现和解，继续共同协作攻

打高句丽。新罗迟迟不愿意按照唐朝的要求去做，因此当唐朝看出新罗有领土野心

时，就对新罗施加压力，要求文武王与百济会盟，使得双方约定以后维持领土现状、

永远不得相互侵略。当然，后来这个政策并不成功，因为它不能有效阻止新罗染指

百济故地。唐朝灭亡高句丽后不久，新罗就使用武力完全占领了百济故地，并且控

制了高句丽在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唐朝默认既成事实，双方实现妥协。但是，唐朝

始终坚持公正处理战后秩序，这个原则从未改变。 
                                                             

① 韩昇：《白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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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纥成为唐朝在西北方向上的关键战略支持者 

公平正义是唐朝主导的秩序的最基本原则，但只坚持这个原则远远不够。这是

因为，唐朝可以一视同仁地以公平的政策对待疆域之内的所有族群和疆域之外的所

有政权，但这并不能保证它们都全心全意支持和服从唐朝，有的部落或政权总是要

试图扩大自己的利益，边疆总是会出现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威胁唐朝的安全，甚至各

种叛乱此起彼伏。历史事实表明，唐朝尽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能力依然有限，一

旦同时面临来自不同方向的威胁，它可能会捉襟见肘。例如，670—676 年，唐朝与东

边的新罗和西边的吐蕃同时爆发了战争，这导致唐朝被迫转移部分兵力到西线，因此

不得不顾全大局并对新罗的要求作出让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朝采取的政策是：

寻找那些对自己友好的、有一定物质实力的部族或政权，让它们协助唐朝维护秩序，

制约那些对唐朝不友好的部落或政权。 

东突厥灭亡后，草原上各游牧部落依然很多，问题非常复杂，并且不可能一劳永

逸地解决。唐朝为了有效地减轻自己的军事负担，选择了某些与唐朝关系较好的部落

作为战略支持者，以分担自身的压力，对草原各部进行更好的管理。为此，唐朝选择

了回纥作为其关键战略支持者，回纥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作出了贡献。 

唐朝首先在消灭薛延陀汗国的问题上得到了回纥的支持。如前所述，在消灭东

突厥的过程中，唐朝曾与薛延陀结盟。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想获取更多的利益，

对唐朝处理东突厥的政策不满，因此与唐朝关系渐生裂痕。后来薛延陀攻打突厥人，

唐朝表示谴责。双方矛盾最终不可调和，薛延陀全面采取反唐政策，唐太宗决定武

力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回纥为唐朝提供了重要帮助。回纥本来是依附于薛延陀

的一个部落，唐朝派遣使臣策动回纥反对薛延陀，并且成功说服了回纥首领药罗

葛·吐迷度。回纥很快同意起兵协助唐朝，南北夹击大败薛延陀。回纥还说服了仆固、

同罗等实力也很强大的部落对唐朝表示支持。① 在漠北九姓的联合打击下，646 年，

薛延陀灭亡。之后，唐太宗在回纥生活的地区设立瀚海都督府，并册吐迷度为瀚海都

督。这样，唐朝的统治范围覆盖了回纥地区。消灭薛延陀之后，唐太宗在生命中的最

后一年决定铲除反唐的乙注车鼻可汗政权。唐高宗即位后，650 年，联合回纥、仆固和

同罗三部落，消灭了这个漠北地区与唐朝作对的最后一个政权。这样，唐朝的疆域在

高宗时期达到其最大范围。回纥第三次协助唐朝维持在西北方向的秩序，是平定阿史

那贺鲁的叛乱。651 年，已经降唐并且被唐朝封为瑶池都督的阿史那贺鲁发动反唐叛

                                                             
① 薛宗正：《回纥的初兴及其同突厥、唐朝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2 年第 1 期，第

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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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回纥首领药罗葛·婆闰亲率五大万军，协助唐朝征讨贺鲁，而当时唐朝仅出兵两

万，足见回纥的作用之大。到了 7 世纪 70 年代，回纥不仅成为漠北九姓中最受唐朝支

持的一部，而且成为维系唐朝在漠北主权和直接控制力的关键。 

（三）盛唐时期对北方草原和东北疆域政治影响力的恢复 

武周时期的对外政策出现了很多失误，导致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的翻盘。682

年，东突厥颉利可汗的近亲阿史那骨笃禄反叛唐朝，并宣布重建突厥政权，史称后

突厥。之后，两都护府逐渐形同虚设。唐中宗即位后，北疆草原地区已基本脱离了

朝廷的有效管辖。696年，契丹的两位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因遭到唐朝将领的羞辱，

挑起反对武周的叛乱。这次事件酿成了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间接导致了粟末靺鞨

的崛起。698 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在今天的吉林敦化自立为“震国王”，即渤海

国的前身。 

唐玄宗执政后，在政治上着手对武周进行拨乱反正，同时弥合唐中宗时期的政

治分裂，消除政治动荡。开元年间，君明臣贤，内政安定。在安全政策上，唐玄宗

努力恢复朝廷的战略信誉，在北方草原以回纥为关键战略支持者，在东北方向则以

新罗为关键战略支持者。 

1. 回纥帮助唐朝恢复对北方草原的政治控制力 

默啜可汗时代，后突厥在漠北站稳脚跟，他把回纥视为主要对手。漠北九姓中，

仆固、同罗等部被后突厥收买，而回纥则继续坚定地支持唐朝，并为唐朝多次北伐

攻打后突厥提供大力支持。回纥对唐朝的忠诚是经得住考验的，因此唐朝一直对回

纥备加关爱，其首领始终世袭瀚海都督。不过，在整个 8 世纪前叶，后突厥在漠北

兴盛，而回纥始终备受压制。直到 8 世纪中叶后突厥衰落后，回纥才再次兴起。 

744 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打败了后突厥主力，宣布建立回纥汗国。很快，唐

玄宗封他为怀仁可汗。745 年，骨力裴罗灭亡后突厥政权，回纥控制漠北及草原。

回纥承认自己是唐朝下辖的地方政权，并且与朝廷保持良好关系。它对唐朝最大的

帮助，就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出兵协助唐朝收复长安、平定河北，最终结束内乱。玄

宗、肃宗、代宗一直对此感激不尽。唐玄宗说：“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

难，必得其用，汝其勉之。”① 唐肃宗赞扬回纥太子：“功济艰难，义存邦国，万里

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② 回纥之所以坚定支持唐朝，首先是经

                                                             
① 刘昫：《旧唐书》（卷十），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40 页。 
②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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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方面的原因。唐朝给予回纥的经济援助不计其数，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回纥士

兵不仅洗劫了长安，而且趁机通过绢马贸易对唐朝进行勒索。正如白居易在《阴山

道》诗中所描述：“……每至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谁知黠虏启贪心，

明年马多来一倍。”但是，经济因素更多体现的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对回纥的报答，

却不能解释为何从 7 世纪中叶到 9 世纪初相当长的时间里史书上没有唐朝和回纥

之间发生战争的记载。回纥不仅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游牧政权那样试图侵犯中原，

反而成为维护多民族国家团结稳定的关键帮手。这说明比经济因素更重要的是双方

长期以来在政治和安全上的相互信任。 

2. 唐朝在东北方向上寻找新的战略支持者 

百济和高句丽灭亡后，唐朝的秩序设想本来是：在百济建立羁縻政权，设立熊

津都督府，由亲唐的百济末代太子扶余隆担任都督；对于高句丽故地，唐朝希望效

仿汉朝的统治方式，因此设立安东都护府。然而新罗却不支持唐朝的战后秩序构想，

而是希望统治整个百济故地以及占领高句丽在半岛的土地。高句丽灭亡两年后的

670 年，唐朝和新罗就爆发了战争。但最终由于受到西北局势恶化的影响，唐朝无

力击退新罗的进攻。新罗在取得大片土地后，主动向唐朝“谢罪”，因此得到了唐

朝的原谅。唐朝默认了新罗对大同江以南土地的控制权，将安东都护府搬到辽东。

这样，唐朝与新罗的疆域最终被划定，双方重新确立宗属关系。 

698 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在高句丽故地建立了“震国”，它选择臣服后突

厥，并与新罗交好，逐渐占据了今天中国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大祚荣附属后突

厥，后突厥一度要求渤海国向其缴纳赋税，并且派出吐屯① 监领渤海。705 年，“神

龙政变”之后，唐中宗试图北伐后突厥，扩大在东北的影响力，并派使臣对大祚荣

招安，不过大祚荣依然与后突厥保持臣属关系。有中国历史学者认为，粟末靺鞨对

唐朝的态度，取决于唐与后突厥之间的力量消长，后突厥是妨碍其附唐的最大因素。

而唐朝应对后突厥的关键在于争取奚和契丹两蕃的支持。② 唐玄宗时期，后突厥的

势力开始衰落，两蕃内附，后突厥势力逐渐退出东北，大祚荣不得不转向拥护唐朝。

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渤海”成为其国号。渤海国从

割据政权成为唐朝下辖的地方羁縻政权。 

大祚荣死后，其长子大武艺继位，是为渤海武王。大武艺开始进行武力扩张，

                                                             
① 突厥的官职名称，相当于监察官。 
② 王义康：《唐代经营东北与突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第 67-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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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挑战朝廷。722 年，曾经臣服于后突厥的黑水靺鞨宣布依附唐朝。726 年，唐

玄宗设立黑水都督府，大武艺认为这是唐朝要和黑水靺鞨夹攻自己，于是派其弟大

门艺征讨黑水靺鞨。大门艺对此表示反对，最后不得不来到唐朝避难。大武艺指责

朝廷包庇大门艺，并担心自己会遭到进攻。727 年，大武艺试图与日本结盟以攻打

新罗，并且策划联合契丹进攻唐朝，732 年，渤海国水陆同时进攻唐朝辽东和山东

地区。唐朝得到了新罗、室韦和黑水靺鞨的支持，它们协助唐朝进攻渤海国，这是

东北亚历史上的第二次几乎所有政治行为体均卷入其中的战争。最后，大武艺被迫

屈服，承诺不再对抗唐朝，双方关系终于恢复。之后将近二百年里，渤海国一直是

唐朝的臣属，唐朝的实际影响力在东北方向得到大大拓展。 

 

结  语 
 

除了唐朝，在其他几个主要的王朝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历史事实，进而

总结出纵贯中国历史多数时期的普遍规律。历代王朝在统一和崛起阶段的安全战略

非常值得关注，它不同于以往研究朝贡关系的文献大多将中国的超强实力作为给定

的背景。① 历史上，中原王朝在每次统一和崛起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游牧族群和

周边政权的挑战，它们彼此结盟，企图阻止中国的完全统一，制衡和对抗中原王朝

的崛起。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循环，在每一个周期中，中原王朝并非仅仅采用武力

征伐的方式来击败对手，而是主要通过建立联盟体系来分化瓦解对手，以及塑造各

个族群和周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即软硬实力兼用。 

汉朝初建之时，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南越国曾试图联合制衡汉朝的崛起。② 在

制定反击匈奴的战略之前，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凿空”西域，目的是联合大月氏和

乌孙，以东西夹击匈奴。汉宣帝时期，乌孙感恩汉朝的诚意，在军事上为汉朝进攻

匈奴提供支援，重创匈奴主力。最终乌孙“内附”汉朝，确立宗属关系，西域地区

被纳入汉朝的统治范围。此外，西汉末年到东汉，内附中原的南匈奴一直是协助中

原王朝抵御北匈奴的重要盟友。 

明朝初年的战略是拉拢和诱降一部分蒙古贵族和部落，集中全力打击北元残

                                                             
①  John King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 No. 2, 1942, pp. 129-149;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Brantly Womack, “Asymmetry and 
China’s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1, 2012, pp. 37-54. 

② 周永卫：《匈奴与南越关系考》，《史学月刊》2009 年第 3 期，第 122-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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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势力。明朝在建立之后的最初 20 年里，与逃往漠北的北元政权争夺对高丽政

权的宗主权，最终确立了明朝在朝鲜半岛的政治秩序，朝鲜半岛对中国的“事大”

政策维持了近五百年。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列出了 15 个“不征之国”，目的

是广交朋友，避免树敌。北元分裂之后，明成祖对蒙古进行 5 次亲征，利用鞑靼、

瓦剌两大部落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支持弱者，抑制强者，以维持明朝的主导

地位。 

类似地，清朝在逐步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也遭遇到来自周边行为体的制衡，但

最终与周边 20 个行为体确立了稳定的宗属关系。清朝初年，日本一些受到丰臣秀

吉侵略理念影响的人企图干涉中国内政。沙俄帝国试图侵略中国，准噶尔汗国试图

征服中国，二者相互利用。它们还与西藏的分裂主义者勾结。清朝朝廷则与蒙古和

硕特汗国合作，采取“以蒙治藏”的羁縻政策，并且得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爱国力

量的支持。① 在平息一系列叛乱之后，清朝逐渐加强了对青海和西藏的直接控制，

设置驻藏大臣。此外，在 18 世纪 50 年代，乾隆皇帝派兵灭亡准噶尔汗国，之后设

置伊犁将军。以前遭受准噶尔奴役的各部落臣服清朝，清朝疆域达到其最为广袤的

时期。 

以往的研究很少关注古代中原王朝曾经被制衡，也很少关注中原王朝如何通过

联盟瓦解制衡。有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区域是当时已知世界的唯一中

心；即使中原衰落和分裂之后，它很快会再次成为中心。② 然而，他们均忽略了中

原与游牧部落长期对抗的历史，忽视了中原王朝在崛起阶段的战略行为不同于崛起

成功之后的行为。更确切地说，在与游牧族群的权力斗争中，中原农耕文明并不总是

取得胜利，多数时间它面临着重大的生死攸关的安全威胁，中原作为“中心”的地位

也不总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汉朝建立之后用了 80 年时间才击败匈奴主力，基

本实现崛起，之后又用了 60 年时间才最终将西域大片土地纳入直接统治；唐朝建立

40 年之后才击败东、西突厥，但突厥后来一度复国；明朝用了 30 多年迫使北元分裂，

但后来也先和达延汗两次统一蒙古并雄踞漠北；清朝入关之后，用了 110 年的时间才

                                                             
① 牛海桢、李晓英：《简论清朝初年对青海蒙古的政策》，《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2 期，第 113-117 页；张植华：《略论噶尔丹——关于噶尔丹与西藏僧俗统治者以及同

沙俄关系的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Z2 期，第 114-127 页。 
② Brantly Womack, “Asymmetry and China’s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1, 2012, pp.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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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统一草原和新疆并进行有效的治理。① 

古代中原王朝的崛起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地区的国家的崛起，有不少相似之处。

中原王朝崛起的过程，是有越来越多的族群和政权与其建立等级制的宗属关系的过

程。② 历史上，不是每一个族群或政权都自愿、自动地与中原王朝建立宗属关系，

某些周边政权要在与中原进行讨价还价和利益交换之后才会确立实质上的政治关

系和等级制的宗属关系。③ 战争手段的成本是巨大的，而且成果并不显著，朝廷为

了让更多的周边政权支持自己，须为这些部族或政权提供一定的安全保护，以树立

良好的信誉。在周边政权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原王朝会尽量公平地调解它们之间的

冲突；在击溃对手的威胁之后，中原王朝会尽力妥善安排遗民。中原王朝虽然有较

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仍然强调对其他族群的道德感化，通过坚持道义原则保持

它们对朝廷的认同，以维护合法性权威。 

研究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崛起阶段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更有启示意义，因

为今天的中国处于崛起阶段且面临着来自其他力量的较大安全阻力。以欧文·拉铁

摩尔（Owen Lattimore）为代表的“内亚史观”与以欧立德（Mark C. Elliott）为代

表的“新清史”不能正确理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关系的历史全貌。所谓的农

耕—游牧二元竞争关系，其实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因为每一次中原王朝统一和崛起

之后，游牧社会一般最终会融入前者的统治之中。在古代中原地区实现统一和崛起

的时期，朝鲜半岛的国家、中国东北的割据势力、草原上的部分部落、西域和新疆

地区的部分城邦以及位于岭南的王国，凭借自己的特殊经济形态和战争工具优势，

很有可能针对中原农耕地区采取制衡政策。中原王朝须先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之

后才有可能进行反击。在这一期间，联盟政策对于中原农耕王朝缓解外部威胁、换

取战略时间具有重要意义。一部分部族和周边政权愿意与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关系，

                                                             
① 葛剑雄认为，古代中国完全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很多朝代初期和末期都不能算严

格意义上的统一时期。详见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第 217-219 页。 
② 等级制并非古代中国或古代东亚的独有特征。邝云峰对中美两种“朝贡体系”进行了有

趣的比较分析，指出美国要求其盟友承认其主导地位并且效仿其政治思想和形式，这与古代中国

的朝贡体系本质上是相同的。参见 Yuen Foong Khong, “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 No. 1, 2003, p. 40。有学者指出，衡量等级制程度的两个指

标是主导国实力优势地位及其合法性权威。参见刘若楠：《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世

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12 期，第 118-136 页。 
③ 古代东亚并非总是等级制体系，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实力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

“中心”，有时中国是分裂的，有时是“弱中心”，甚至中国之外还存在更强大的行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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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双方确立安全上的责任义务关系。中原王朝完全崛起之后，很多部族会成为多

元一体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强调古代中国朝贡体系的特殊性，但是就崛起时期的中国而

言，它的战略行为和历史上其他地区和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普遍性。美国提升其等

级权威并实现崛起的标志是，与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建立联盟；古代中原王朝将权力

转化为权威的标志是，与越来越多的周边政权提升关系水平，即从朝贡关系到封贡

关系，最终到宗属关系。疆域之内的部族和疆域之外的政权要在与中原进行博弈

之后才有可能与之确立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附属关系；朝廷为它们提供一定的安全

保护，才能树立良好的信誉，这是宗属关系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关键。体系中的主

导国家只有坚持某种道德原则，才能保持盟友或者属国对自己的认同，维护自身

的合法性权威。一旦不遵守道德原则，即使它有强大的实力，维持等级体系的成

本也会大大上升。 

不过，中国并非没有特殊性。古代中原王朝尊重周边政权的道德体系，这显然

不同于热衷于搞“十字军东征”的西方国家。朝廷也尊重边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以渐进方式实现民族融合。朝廷对各部族和政权采取的各种政策，包括册封、征伐

和妥协，都是以维护自身安全为最高原则和目的。但中国从来不输出意识形态，不

要求其他行为体以接受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作为保证其安全的条件。儒家倡导“内圣

外王”，“修己”以“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朝鲜半岛、日本都是主动学

习中国的先进文化，而中国则尊重它们的自主选择。尊重其他国家的价值选择其实

是政治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中的最高道德，也是中国最明智的政策。古代中原王朝

的联盟原则，可以概括为守信、慎战与强恕，其中后两者是美国的基于自由主义一

元化的联盟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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