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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

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许殿才

【提 要 】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 , 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和巩固的过程

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天下归一的理想 , 是秦汉有为统治者创立和况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主要动机 维护统一反对分裂 , 是深入人心的牢固理念 。'国家与地方管理者往往在德润四方政治目标

感召下 , 采取适当的措施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 使民族团结更加巩固 。时于中央治统的认可 ,

对于先进文化的向往 , 是少数民族和地方政权向往和归附中央政权的主要思想出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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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一统政权初创时期的统治阶层来说 , 头脑

中牢牢扎根的天下归一理想 , 是他们创立和巩固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主要动机 建设大一统政权 , 巩固大一

统的统治秩序 , 是压在肩上的一种责任 。

秦始皇有平定天下的强烈欲望 , 实现统一 、维

护统一是他历史作为的核心内容 。当天下初定之时 ,

他基于 “六王咸伏其辜 , 天下大定 , 今名号不更 ,

无以称成功 , 传后世 ”的考虑而让群臣议帝王尊号,

确立起君主专制的统治制度 。在实行分封制还是实

行郡县制的讨论中 , 李斯要维护统一防止分裂的议

论深深打动了秦始皇 “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 , 皆

为郡县 , 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 , 甚足易制 。

天下无异意 , 则安宁之术也 。置诸侯不便 。”于是秦

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 , 确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

基本格局 。为了巩固统治 , 他不止一次地到全国各

地巡游 , 刻石记功 , 宣传自己的功业 “六合之内 ,

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 , 南尽北户 。东有东海 , 北过

大夏 。人迹所至 , 无不臣者 。功盖五帝 , 泽及牛马 。

莫不受德 , 各安其宇 ”。①正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统

一中国 、建立帝制是实现了先民长期的政治理想 , 秦
始皇才能对 自己的历史功绩做出超迈往古圣王的

评价 。

汉武帝时期对内大举进行思想文化与典章制度建

设 , 对外大力扩展统一国家的规模 , 大一统政权建设

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 。武帝所以迫切要求推行德教政

纲 , 全面改革朝章国制 , 巩固大一统政权 , 也正是基

于对传说中古昔圣王化行天下政绩的向往 。在要求贤

良对策讨论治国根本方针的诏书中 , 汉武帝表述了他

追踪先王的强烈愿望

“联闻昔在唐虞 , 画象而民不犯 , 日月所烛

莫不率傅 。周之成康 , 刑错不用 , 德及鸟兽 , 教

通四海。海外肃慎 , 北发渠搜 , 氏羌徕服 。 星辰

不李 , 日月不蚀 , 山陵不崩 , 川谷不塞 麟凤在

郊教 , 河洛出图书 。呜呼 , 何施而臻此与 今联

① 《史记 》卷 《秦始皇本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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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承宗庙 , 夙兴以求 , 夜寐以思 , 若涉渊水 , 未

知所济 。猜与伟与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

德 , 上参尧舜 , 下配三王 ”①

在另一篇诏书中 , 他指示要思考五百年来历史变

化的原因 , 对治国根本问题做出回答 , 所要达到的就

是 “伊欲风流而令行 , 刑轻而奸改 , 百姓和乐 , 政事

宣昭 , ……膏露降, 百谷登 , 德润四海 , 泽臻草木 ,

三光全 , 寒暑平 , 受天之佑 , 享鬼神之灵 , 德泽洋

溢 , 施爆方外 , 延及群生 ”的目的 。

大儒董仲舒在对策中论述德教是致治的关键

“圣王已没 , 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 , 此皆礼乐教化

之功也 。 ……古之王者明放此 , 是故南面而治天下 ,

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立大学以教赞国, 设摩序以化放

邑 , 渐民以仁 , 摩民以谊 , 节民以礼 , 故其刑罚甚轻

而禁不犯者 , 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在汉武帝认可了

他所条陈的 “大道之极 ” 和 “治乱之端 ”之后 , 董仲

舒提出了用儒家学说统一全国思想的建议 “ 《春秋 》

大一统者 , 天地之常经 , 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 ,

人异论 , 百家殊方 , 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 ,

法制数变 , 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 、

孔子之术者 , 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 , 然

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 民知所从矣 。',③他指出大

一统是宇宙的普遍法则 , 可是没有统一的思想与之

适应 , 统治者就无法保持一统局面 法令 、政策 、

制度经常改变 , 难以遵循 , 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

董仲舒对统一思想意义的论证是有力的 , 选择儒家

作为指导思想也是合适的 。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

“卓然罢默百家 , 表章六经 ”, 确立与大一统政权相

适应的儒家思想统治地位 。以思想统一统领政治与

民族统一 , “遂畴咨海内 , 举其俊茂 , 与之立功 。兴

太学 , 修郊祀 , 改正朔 , 定历数 , 协音律 , 作诗乐 ,

建封禅 , 礼百神 , 绍周后 , ”③ “兴造功业 , 制度遗

文 , 后世莫及 ”, 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繁盛景

象 , 起到了使多民族统一国家长治久安的效果 。此

举也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民族统一国家体制的基本

思想基础 。

在大一统政权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 维护

统一反对分裂 , 始终是深人人心的牢固理念 , 成为

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无形精神力量 。汉代历史上

不乏诸侯王或少数民族地方首领反叛的事件 , 但最

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分裂不得人心 , 应该是他们失

败的最主要原因。武帝时期 , 淮南王刘安阴谋造反 ,

伍被多次劝谏 。告诫刘安在天下大治之时 , 造反必

然导致 “宫中生荆棘 , 露霜衣也 ” 的悲惨结局 。刘

安胸有成竹地讲述出自己扼据险要以招天下之兵的

具体战略 , 伍被却告诉他 “臣见其祸 , 未见其福 ”。

伍被以历史上吴楚之乱为例 , 削切地说明吴虽然强

盛一时 , 又有地位尊崇等诸多优势 , 当其联合七国

势力进行反叛时 , 仍逃不脱灭亡的命运 “吴王赐号

为刘氏祭酒 , 受几杖而不朝 , 王四郡之众 , 地方数

千里 , 采山以为铜 , 煮海水以为盐 , 伐江陵之木以

为船 , 国富民众 , 行珍宝 , 赂诸侯 , 与七国合从 ,

举后而西 , 破大梁 , 败狐父 , 奔走而还 , 为越所禽 ,

死于丹徒 , 头足异处 , 身灭祀绝 , 为天下戮 。” 失败

的原因根本就在 “逆天违众而不见时也 。”⑤伍被流

泪劝谏未能让刘安放弃反叛图谋 , 但他所做的史实

分析是合于历史实际的 , 所讲述的道理是深刻而正

确的 。和班彪的 《王命论 》一样 , 伍被之论虽然当

时不一定被分裂割据者所接受 , 可历史教育作用是

不可抹煞的 。伍被之论也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统

一意识有多么强的现实力量 。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 , 领导者往往在德润四方 、

化及夷狄的政治目标感召下 , 扩展政权统治规模 , 采

取适当的措施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 , 使民族团

结更加巩固 , 多民族家庭得以容纳更多成员 。司马相

如的 《答蜀父老难 》是理解汉皇朝民族政策的一篇重

要文献 , 《史记 》和 《汉书 》的 《司马相如传 》都全

文予以采录 , 可见其受重视程度 。当蜀父老对汉武帝

耗费巨大财力物力开发西南夷不理解时 , 司马相如以

使臣的名义代天子立言 , 说明这是大一统政权不可推

托的重要责任

“贤君之践位也 , 岂特委琐握靛 , 拘文牵俗 ,

循诵习传 , 当世取说云尔哉 必将崇论阂议 , 创

业垂统 , 为万世规 。故驰鹜乎兼容并包 , 而勤思

乎参天贰地 。且 《诗 》 不云乎 普̀天之下 , 莫

非王土 率土之滨 , 莫非王臣 。' 是以六合之内,

八方之外 , 浸济衍溢 , 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

者 , 贤君耻之 。今封疆之内, 冠带之伦 , 咸获嘉

① 《汉书 》卷 《武帝纪

② 《汉书 》卷 《董仲舒传 》。

③ 《汉书 》卷 《武帝纪 》。

④ 《汉书 》 卷 《公孙弘卜式兄宽传 》。

⑤ 《汉书 》 卷 《蒯伍江息夫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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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 靡有阀遗矣 。而夷狄殊俗之国, 辽绝异党之

地 , 舟舆不通 , 人迹罕至 , 政教未加 , 流风犹

微 。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 , 外之则邪行横作 ,

放栽其上 。君臣易位 , 尊卑失序 , 父兄不辜, 幼

孤为奴 , 系累号泣, 内向而怨 , 日 盖̀闻中国

有至仁焉 , 德洋而恩普 , 物靡不得其所 , 今独易

为遗己 ' 。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 。整夫为之垂

涕 , 况乎上圣 , 又恶能已 故北出师以讨强胡 ,

南驰使 以消劲越 。四面风德 , 二方之君鳞集仰

流 , 愿得受号者以亿计 。故乃关沫 、若 , 徽群

柯, 镂零 山, 梁孙原 。创道德之奎 垂仁义之

统 。将博恩广施 , 远抚长驾 , 使疏巡不闭, 阻深

暗昧得耀乎光明, 以僵甲兵于此 而息诛伐于

彼 。遐迩一体 , 中外提福 , 不亦康乎 夫拯民于

沉溺 , 奉至尊之休德 , 反衰世之陵迟 , 继周氏之

绝业 , 斯乃天子之急务也 。”①

“太守巴郡张翁 , 政化清平 , 得夷人和 。在郡十七年 ,

卒 , 夷人爱慕 , 如丧父母 ”。后来其子张湍继任太守

“夷人欢喜 , 奉迎道路 。曰 郎̀君仪貌类我府君 。”,

当张湍因处事不当引起当地民众不满 , 而有人想反叛

时 , “诸夷香老相晓语曰 当̀为先府君故 。' 遂以得

安 。”⑥可见历史文化认同下的德化工作有多么强大的

威力 。

正是基于这样高度的认识, 大汉政府才威德并

施 , 大力扩展统治所及的范围 。对于少数民族慕义而

归附之举积极地加以回应 , 在多民族国家建设方面取

得了很高的历史成就 。

任职边疆的地方官员 , 往往也因能准确理解边地

政府职责, 主动承担起宜导威德重任 , 而取得增强中

央政权核心凝聚力的效果 。在范哗 《后汉书 》 中, 我

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 东汉建武之初 , “辽东

太守祭肚威苗北方 , 声行海表, 于是涉 、貂 、供 、韩

万里朝献 故章 、和已后 , 使聘流通 。”② “西部都尉

广汉郑纯为政清絮, 化行夷貂 , 君长感慕 , 皆献土

珍 , 颂德美 。”③对于汉廷德化四夷的功效 , 范哗的总

结也是很精当的 “若乃文约之所沾溉 , 风声之所周

流 , 几将 日所出入处也 。 ……虽服叛难常 , 威泽时

旷 , 及其化行 , 则缓耳雕脚之伦, 兽居鸟语之类, 莫

不举种尽落, 回面而请吏 , 陵海越障, 累译以内

属焉 。”④

边扭官员以夏变夷 , 德化四裔的行为也取得了

让少数民族心悦诚服而倾心归化的效果 。任延东汉

初为九真太守 , “九真俗以射猎为业 , 不知牛耕 , 民

常告朵交阻 , 每致困乏 。延乃令铸作田器 , 教之垦

辟 , 田畴岁岁开广 , 百姓充给 。又骆越之民无嫁娶

礼法 , 各因淫好 , 无适对匹 , 不识父子之性 , 夫妇

之道 。延乃移书属县 , 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 , 女年

十五至四十 , 皆以年齿相配 。 ……其产子者 , 始知

种姓 。咸曰 使̀我有是子者 , 任君也 。' 多名子为

任̀ ' 。于是傲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 。”⑤越街郡

历史文化认同是联结多民族的共同纽带 , 为多

民族统一事业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对于中央治

统的认可 , 对于先进文化的向往 , 是少数民族和地

方政权慕义归化 , 向往和归附中央政权的主要思想

出发点 。

在汉文帝与南越王赵佗的往来书信中, 我们可以

看到赵佗对称帝而与汉抗衡行为的一再解释 , 透露出

内心深处的空虚与不安 。而文中表白的对汉的向往 ,

却不难让人体会出其中的真诚

“老夫身定百邑之地 , 东西南北数千万里 ,

带甲百万有余 , 然北面而臣汉事汉 , 何也 不

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 , 于今抱孙

焉。然夙兴夜寐 , 寝不安席 , 食不甘味 , 目不

视廉曼之色 , 耳不听钟鼓之音者 以不得辛

汉也。”⑦

司马迁对于西域诸国因仰慕汉政权的强大 庶而

主动加强联系的事实 , 有很生动的描述 “乌孙使既

见汉人众富厚 , 归报其国, 其国乃益重汉 。其后岁

余, 鸯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 , 放是西

北国始通聆汉矣 ”。汉武帝 “令外国客通观仓库府藏

之积 , 见汉之广大 , 倾骇之 ', ⑧他所说的 “西极远

蛮, 引领内乡 ”, 也准确地传达了西域诸国向往汉廷

的心情 。

从 《汉书 》有关记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西域诸国

① 《史记 》卷 《司马相如传 》

② 《后汉书》 卷 《东夷传 》

③ 《后汉书 》 卷 《南蛮西南夷传 》。

④ 《后汉书》 卷 《南蛮西南爽传论赞》。

⑤ 《后汉书 》 卷 《循吏传 》。

⑥ 《后汉书》 卷 《南蛮西南夹传》。

⑦ 《汉书 》卷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⑧ 《史记 》卷 《大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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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呼韩邪单于朝汉 , 后咸尊汉矣 ” 的大量史实 。龟

兹王绛宾本来与汉有隙 , 可是娶了受汉文化熏陶的乌

孙公主女儿后 , 改变了对汉的态度 , “愿与公主女俱

人朝 。元康元年 , 遂来朝贺 。王及夫人皆赐印缓 。夫

人号称公主 , 赐以车旗骑鼓 , 歌吹数十人 , 绮绣杂增

琦珍凡数千万 。留且一年 , 厚赠送之 。后数来朝贺 ,

乐汉衣服制度 , 归其国, 治宫室 , 作激道周卫 , 出入

传呼 , 撞钟鼓 , 如汉家仪 。 ……绛宾死 , 其子垂德自

谓汉家外孙 , 成 、哀时往来尤数 , 汉遇之亦甚亲

密 ”。①这是接受汉礼仪文化改造而密切与中央朝廷联

系的典型例证 。原楼兰王死 , 汉 “乃立尉屠首为王 ,

更名其国为都善 , 为刻印章 , 赐以宫女为夫人 , 备

车骑轴重 , 承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 , 祖而遣之 。

王自请天子曰 身̀在汉久 , 今归 , 单弱 , 而前王有

子在 , 恐为所杀 。国中有伊循城 , 其地肥美 , 愿汉

遣一将屯田积谷 , 令臣得依其威重 。' 于是汉遣司马

一人 、吏士四十人 , 田伊循以填抚之 ”。②这是倚重大
汉威德而求得自立的事例 。历观西域与汉皇朝交往历

史 , 我们不由得赞叹班固驾驭历史语言的功力 一句

“思汉威德 , 咸乐内属 ”, ③明确指出民族历史发展的

趋向 。

东汉永平年间 , 益州刺史朱辅 “宣示汉德 , 威怀

远夷 ”, 使得 “自汉山以西 , 前世所不至 , 正朔所未

加 。白狼 、架木 、唐敢等百余国, 户三十余万 , 口六

百万以上 , 举种奉贡 , 称为臣仆 ”。归化的白狼王特

别作诗三章表达仰慕汉德 , 愿永远归依的心曲。其中

的第二首 《远夷慕德歌 》说 “蛮夷所处 , 日人之部 。

慕义向化 , 归日出主 。圣德深恩 , 与人富厚 。冬多霜

雪 , 夏多和雨 。寒温时适 , 部人多有 。涉危历险 , 不

远万里 。去俗归德 , 心归慈母 。',④这是愿意加入中华

民族大家庭的少数民族共同心声的真情流露 , 也是历

史文化认同民族凝聚作用的真实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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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卷 下 《西域传下 》。

《汉书 》卷 上 《西域传上 》。

《汉书 》卷 下 《西域传赞 》。

《后汉书》卷 《南蛮西南夷列传 》。白狼王所作诗歌的第

一首名 《远夷乐德歌 》 文为 “大汉是治 , 与天合意。吏
译平端, 不从我来 。闻风向化 , 所见奇异。多赐增布 , 甘

美酒食。昌乐肉飞 , 屈申悉备 。蛮夷贫薄, 无所报嗣。愿

主长寿, 子孙昌炽 。” 第三首名 《远夷怀德歌 》, 文为 “荒

服之外, 土地烧埔。食肉衣皮 , 不见盐谷 。吏译传风, 大

汉安乐。携负归仁 , 触冒险陕 高山岐峻 缘崖播石。木

薄发家 百宿到洛 。父子同赐 , 怀抱匹帛。传告种人, 长

愿臣仆。”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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