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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西历史文化研究丛书：河西通史》通过对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综合整理，在对河西历史进
行纵向考察的同时，更重视河西与周边地区的横向比较，即将河西置于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置于更为广阔的地域空间，尤其注重其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地区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进而凸现河西在政
治、经济、军事、中西交通、经贸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等方面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揭示河西历史
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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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汉武帝对匈奴政策的转变 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汉朝国力空前
强盛，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汉初以来匈奴强而汉弱的局面已发生重大变化。
《史记》卷三○《平准书》云：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
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这种人给家足、府库充裕、牛马遍野的局面与建国之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
无藏盖”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这种形势下，汉武帝自然不愿继续对匈奴卑辞厚币以事之。
他对匈奴的背约行为非常不满，更对高祖、吕后时期所遭受的窘困和屈辱耿耿于怀，急欲改变长期以
来汉匈之间“足反居上，首顾居下”的“倒悬”之势。
他在太初四年（前101年）的一封诏书中曾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
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由此不难看出汉武帝欲报仇雪耻的迫切心情。
卫青临终前，汉武帝有云：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
，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在汉武帝看来，他派兵征伐匈奴，是为了改变“四夷侵凌中国”的局面，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
他即位初期与匈奴“和亲”只是一种策略而已，其最终目的是要制服乃至消灭匈奴，为后世奠定“久
佚”之基。
故《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赞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
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
”汉哀帝时黄门郎扬雄论及汉武帝时也说：“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
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踰白龙堆而寇西边哉？
乃以制匈奴也。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召问公卿：“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
单于待命加嫂，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
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表面看来，汉武帝似乎是在征求公卿大臣们的意见，但他一开始就表明自己“欲举兵攻之”的态度
，实际上是要得到朝臣们的附和与支持。
正是在此基础上，始有“马邑之谋”。
自此以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人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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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河西历史文化研究丛书:河西通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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