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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文化的世界性及中外比较

崔明德
内容提要　 和亲是中国、亚洲及欧洲历史上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具有世界性。

中国历史文献中对不同民族上层之间的联姻、亚洲历史上不同国家王室之间的联姻，大都
称之为“和亲”。中国、亚洲、欧洲的和亲，都想以亲情换安宁、以亲戚关系促成睦邻友好
关系，各国的和亲都能结成政治同盟和军事联盟。由于政治格局、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
异，各国在处理和亲公主殉葬的方式、通过和亲对土地觊觎及和亲文化影响力方面也有一
些差异。中国和亲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应始终保持健康发展的势头，为此
需加强如下工作：一是全面摸清和亲文化家底，二是努力做好和亲文化的基础研究，三是
积极推动中国和亲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　 和亲文化　 普遍性　 世界　 异同　 高质量发展

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上层之间的联姻，多数是中原王朝的公主出嫁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首
领及其子弟。中国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和亲至少有８４３次，其中西汉至元朝２３９次①，明朝时期少
数民族之间的联姻９次②，清朝满蒙之间的联姻５９５次③。国外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和亲有２次，分
别是越南陈朝安姿公主出嫁元朝镇南王脱?，明朝汉丽宝公主嫁给马六甲苏丹芒速沙（Ｓｕｌｔａｎ
Ｍａｎｓｕｒ ｓｈａｈ）。在这些和亲中，以昭君出塞和文成公主进藏最为典型。和亲文化是不同民族在和
亲过程以及与和亲相关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制度财富的总和，既是多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又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边疆地区的团结稳定、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巩固、中外文化交流及人类文明的提升，都能发挥其独特作用。

一、中国历史上的和亲现象
“和亲”概念出现较早，《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就有“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氏和

亲”的记载，《周礼·秋官·象胥》中有“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
亲之”的记载。不过《左传》中的“和亲”是指晋国的中行氏与范氏两个贵族家族联合对付栾氏所进
行的修好活动，并没有婚姻关系，《周礼》中的“和亲”是指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的修好活动，也没有
联姻关系。当然，先秦时期有很多出于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类似于汉朝以后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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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都没有冠以“和亲”之名，真正名实相副的和亲是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汉匈和亲开了中国和亲历
史的先河。汉匈和亲的起因是“平城之围”或称“白登之围”，提出和亲建议的是齐人刘敬，所以，刘
敬应是和亲政策的奠基人。

自汉匈和亲之后，两汉时期就有西汉与乌孙的和亲，焉耆与车师的和亲，乌孙与龟兹的和亲，莎
车与于阗的和亲，大月氏与康居的和亲等。两晋十六国时期，主要有焉耆与狯胡、龟兹的和亲，鄯善
与前凉的和亲，北燕、后秦与柔然的和亲等。南北朝时期，主要有北魏与匈奴的和亲，北魏、东魏、西
魏、北齐、北周与柔然的和亲，西魏、北周与突厥的和亲，东突厥与高昌的和亲，康国与安国的和亲，
西突厥与康国的和亲等。隋唐时期，主要有隋与高昌的和亲，隋朝、唐朝与突厥的和亲，唐与吐蕃、
吐谷浑、突厥、回纥、南诏的和亲，吐蕃、吐谷浑与党项的和亲，吐蕃与泥婆罗、苏毗、象雄、龟兹的和
亲，西突厥与康国、高昌、龟兹、焉耆、疏勒的和亲等。宋辽夏金时期，主要有辽与西夏、阻卜、阿萨兰
回鹘、吐蕃綠厮政权、高丽、大食的和亲，西辽与乃蛮的和亲，吐蕃与西夏、龟兹、甘州回鹘和亲等。
元明清时期，主要有蒙元与西夏及金的和亲，瓦剌与哈密的和亲，哈密与吐鲁番的和亲，元与高丽联
姻，满蒙之间的联姻。

此外，还有类似和亲性质的联姻在中国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在国外史书中留下了记载，
而且有的联姻在国外有很大的影响。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年）越南陈朝安姿公主
嫁给元军主将镇南王脱?就是一例。当时陈朝在蒙古军的攻打下，军队一度处于绝境。
１２８５年，陈圣宗（１２５８—１２７８年在位）被迫将其妹安姿公主嫁给脱?。据《大越史记全书》
记载，陈朝“遣人送安姿公主圣宗季妹于脱?，欲纾国难也。”①再如，在马来西亚古文献《马
来纪年》中，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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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两个儿子都被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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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和亲，有些是中国王朝与当今的外国之间的联姻。中国
古代各个时期都有这类联姻，如北魏时期的柔然与鷏哒联姻，唐朝时期吐蕃与尼婆罗联
姻②，辽圣宗时期辽与高丽③、大食联姻④，元朝与高丽多次联姻⑤。鷏哒人是古代生活在欧
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尼婆罗是当今的尼泊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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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和亲政权在现今其他国家的版图之内，例
如，与汉朝和亲的匈奴强盛时期，其疆域西跨阿尔泰山，北达贝加尔湖周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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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与隋唐和亲的突厥，
强盛时其版图“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⑥。与唐
朝和亲的回纥，其汗庭也在今蒙古国版图之内。这些都使和亲文化具有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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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亚洲历史上的和亲现象
按照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亚洲历史上也有一些和亲，有些在史书中就明确使用“和亲”概念。
中国南北朝的萧齐（４７９—５０２年）时期，狼牙修国和天竺上层之间就有联姻关系。据《梁书》记

载，狼牙修国王族中有一位贤者，颇受国人爱戴。国王听说后，把他囚禁起来，不料枷锁无故自己断
裂，国王以为他得到了神明庇佑，不敢害他，便把他驱逐出境，这位贤者“遂奔天竺”①，天竺国王把
长女许配给他。不久，狼牙王去世，大臣把这位贤者迎回国内，拥立他为国王。

众所周知，天竺是古印度。那么，与天竺和亲的狼牙修国在现今的什么地方呢？学术界普遍认
为，在马来半岛东西海岸，但具体位置则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狼牙修国位于马来半岛中
北部。②

隋唐时期，中南亚的真腊国曾与参半国和朱江国联姻，《北史》《隋书》《通典》和《太平御览》都
将这三个国家的联姻称为“和亲”。《隋书·真腊传》载：“其国与参半、朱江二国和亲，数与林邑、陀
桓二国战争。”③参半国在真腊西南千余里，“城临大海，土地下湿”④。真腊又名占腊，为中南半岛古
国，其境在今柬埔寨境内，是中国古代史书对中南半岛吉蔑王国的称呼。

那么，与真腊和亲的参半国在现今的什么地方呢？７世纪中叶，参半国是个疆域很广的国家。
黄盛璋认为，“参半应即古代中、老、泰三国边境出现之庸那迦（ＹＯＮＡＫＡ）”⑤。方国瑜认为：“参半
国既在文单之西北，则为今泰国北部地区，当即所谓‘金城国’也。”⑥陆峻岭、周绍泉认为，参半“应
在扶南西北，或以为在今泰国北部”⑦。段立生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参半国故地在今泰国东南部乌
隆府内、距府治６８公里的班菩地区。⑧ 泰国曼谷泰中学会副会长黎道纲认为，参半国“其故址是在
今泰国碧差坟府巴刹河下游的室贴古城”⑨。尽管学界对参半国的具体位置历来就有不同看法，迄
今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但参半国在今泰国则毫无疑问。

那么，与真腊和亲的朱江国又在现今的什么地方呢？按照中国史书的记载，朱江国是真腊的西
邻。《北史·真腊传》载：“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
车渠国，西有朱江国。”瑏瑠据专家考证，朱江国“在泰国中部”，当时的朱江国“是个独立国家。”瑏瑡

按照《隋书》的记载，赤土国与其三个邻国联姻。《隋书·南蛮传》载：“赤土国，扶南之别种
也。……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娑国，南诃罗旦国，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
塞……有三妻，并邻国王之女也。”瑏瑢

关于赤土国的方位，历来就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赤土国在暹罗（今之泰国），有的认为在马
来半岛，有的认为赤土国是跨有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之间。韩振华认为，赤土国在印度的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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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岛。①
在越南陈朝和后黎朝时期，越南曾与占城国、老挝的澜沧王国、柬埔寨、万象国等联姻。越南陈

朝逐步恢复国力之后，相继发动了侵略占城的战争，逼迫他们遣使朝贡。１３０５年，占城国王制
（耶僧伽跋摩三世，Ｊａｙａｓｉｍｈａｖａｒｍａｎ ＩＩＩ，？—１３０７年在位）想与陈朝和亲，以缓解来自越南的军事
压力。越南陈朝虽然同意和亲，但向占城提出了苛刻条件，让占城以割让乌、里二州作为聘礼。占
城王制答应了条件，１３０６年，陈英宗以其妹玄珍公主出嫁制昊。１３０７年，陈朝将乌、里二州更名
为顺州和化州（相当于越南的广治和承天地区）。② 据乔治·马伯乐（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ｓｐｅｒｏ）对占婆碑铭
的研究，占城国王制除了与越南陈朝和亲之外，还与爪哇国和亲，他还迎娶了爪哇国的公主达帕
西（Ｔａｐａｓｉ）为妃。③ 爪哇国为东南亚古国，其境主要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

越南与老挝历史上既有战争，也有和好。黎英宗曾于１５６４年和１５７１年两次与老挝的澜沧王
国联姻，借机建立起“唇齿之邦”的睦邻友好关系。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１５６４年，“哀牢国乍斗
使其臣来贡方物及雄象四只。帝使太师以养女归之，以结邻国之好。”④１５７１年，“哀牢国王乍斗献
雄象四只及宝物求婚，帝欲邻国和好，乃以帝妃前女封玉华公主嫁之。”⑤

越南阮氏政权（广南国）与柬埔寨的联姻，在越南和亲历史上最为显眼。１６１７年，阮福源
（１６１３—１６３５年在位）次女阮氏玉万嫁给柬埔寨国王吉·哲塔二世（Ｃｈｅｙ Ｃｈｅｔｔｈａ ＩＩ，１６１８—１６２７年
在位）。这次和亲的主要动机，从越南来说，是希望通过和亲永远控制柬埔寨；从柬埔寨来说，是想
通过和亲建立起长期友好关系。此外，也有通过和亲建立起同盟关系以制衡暹罗之考虑。阮福源
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借助和亲公主的后代，使柬埔寨永远臣服越南。出于政治目的，阮福源又
与占城国和亲，将他的另一个女儿阮氏玉嫁给了占城王波罗美（Ｐｏ Ｒｏｍｅ，１６２７—１６５１年在位）⑥。

越南与万象国有多次联姻。按照《大越史记续编》的记载，双方在１７０６年的联姻，万象国更加
主动，想借与越南和亲增强自己的实力。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记载，１７０６年，万象国王朝福（即
赛塔提拉二世，Ｓｅｔｔｈａｔｈｉｒａｔｈ ＩＩ，１７０７—１７３５年在位）“请奉贡延寿礼，三年一进，停免岁贡。寻遣使
以方物来献，请给兵器。且求通姻以藉国宠威外侮……（郑根）后以郑氏尊女名为‘郡主’嫁之。”⑦
１７１８年，越南与万象再次联姻，后黎皇室“以宗室女名为‘郡主’，嫁哀牢朝福。”⑧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现今朝鲜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的联姻也被称为“和亲”，如《旧唐书·百
济传》就把百济王义慈与高丽之间的联姻称为“与高丽和亲通好”，把唐令前百济太子扶余隆回百
济与新罗首领联姻称为“遣还本国，共新罗和亲”。不仅唐朝君臣把百济与新罗的联姻称为“和
亲”，就是百济国王和新罗国王都把他们之间的联姻视之为“和亲”。据《旧唐书·百济传》记载，麟
德二年（６６５年）八月，百济太子扶余隆赶赴熊津城，与新罗国王法敏结盟，唐朝所草拟的盟文中宣
称：“往者百济先王，迷于逆顺，不敦邻好，不睦亲姻。……立前百济太子司稼正卿扶余隆为熊津都
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罗，长为与国，各除宿憾，结好和亲。恭承诏命，永为藩服。仍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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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右威卫将军鲁城县公刘仁愿亲临劝谕，具宣成旨，约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①此盟文虽为唐朝
主导，但在草拟过程中必会与百济和新罗做过沟通，且对盟文的具体内容，百济和新罗都事先有所
了解，这就说明百济、新罗和唐朝三国都认同这次联姻是和亲。

综上所述，各国王室之间的通婚在亚洲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南亚和东北亚许多国家之间都
有和亲现象。

三、欧洲历史上的“和亲”现象
欧洲历史上各国王室之间的联姻现象也比较普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其称之为“政治婚

姻”。这种联姻的主要动机是结交同盟，如东哥特国王（４９３—５２６年）狄奥多里克为了加强与其他“
蛮族”王国的睦邻关系，对付东罗马帝国，在“来到意大利后不久，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
附近的两位国王：一个嫁给了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另一个嫁给了勃艮第国王希格蒙德。”②为了巩
固自己的地位，他又把自己的妹妹阿马拉弗里达送到非洲，嫁给汪达尔国王特拉萨蒙德；把侄女阿
马拉贝尔伽嫁给图林根国王赫尔米尼弗里德。③ 在法兰克、勃艮第、西哥特、汪达尔等支持下，东哥
特国多次击退蛮族的入侵，得到了许多王国的臣服。

在中世纪政治婚姻史上，一些女皇、女王也纷纷登上政治联姻的舞台，如加洛林帝国皇帝查理
（７６８—８１４年在位）与拜占庭女皇艾琳（即伊琳娜）结婚；１３８５年，波兰女王雅德维佳与立陶宛大公
盖洛成婚；１４６９年，比利牛斯半岛的阿拉冈王子斐迪南与卡斯提王位女继承人伊萨白拉成婚④。

在欧洲政治婚姻史上，俄罗斯最善于运用政治联姻这一外交手段。从１０４３年到１３世纪，俄罗
斯与波兰王室之间就有１５次联姻⑤，俄罗斯与邻国大都有联姻关系。留里克王朝的弗拉基米尔执
政时期（９８０—１０１５年），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联姻，娶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二世的妹妹希腊公主安
娜为妻。伊凡三世（１４６２—１５０５年）执政时期，莫斯科公国与其他国家多次联姻。１４７２年，伊凡三
世迎娶拜占庭帝位的女继承人索菲娅·巴列奥罗格为妻。１４８０年，伊凡三世大败蒙古鞑靼人后，
又让儿子小伊凡与邻国摩尔多瓦大公的女儿叶琳娜结婚。１４９２年，亚历山大继任立陶宛首领后，
伊凡又把女儿叶琳娜嫁给亚历山大。伊凡四世（１５３３—１５８４年）在位时，曾把侄女叶卡捷琳娜·弗
拉基米罗芙娜嫁给立窝尼亚的国君马格努斯。⑥

亨利六世与康斯坦丝公主结婚更能凸显政治色彩。德意志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为了从意大利
得到更多的好处，便于１１８６年强迫其１９岁的儿子亨利六世娶了西西里王国３４岁的女继承人康斯
坦丝公主。１１９４年，亨利六世以女婿身份继承了西西里王位。⑦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与意大利、英国上层之间都有联姻，这些联姻将中国的冰酥在欧洲传
播开来。元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学会了制作冰酥的技术。１２９５年，马可·波罗将此
技术带回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国王将公主嫁给法国王室，这位公主将厨师带到法
国，厨师将意大利宫廷里制作冰酥的方法传给了当地人。后来，法国公主嫁给英王查理一世，冰酥
的制作技术又传到了英国。１７６９年，冰酥被英国人定名为冰激凌收入《牛津大辞典》。１７７７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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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凌在美国各地报刊刊登广告，继而在欧美逐渐流行起来。①
１６世纪后半期，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三次婚姻是中世纪欧洲王室联姻的典型，对１６

世纪下半期的欧洲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为其儿子向玛丽求婚，
因遭拒绝，亨利向苏格兰发动了战争。为了与英格兰抗衡，苏格兰让玛丽与法国太子弗朗西斯联
姻。１５６０年，弗朗西斯二世去世。１５６１年，玛丽回国，开始主政。１５６５年，玛丽下嫁英国达恩利勋
爵。１５６７年，玛丽又嫁给了苏格兰博斯韦尔伯爵。②

哈布斯堡家族的政治联姻尤其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多国的联姻，是欧洲政治联姻史上的
经典案例，对欧洲政治、军事、外交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哈布斯堡家族有句著名的标语口
号，“让别的国家去打仗，你，幸福的奥地利，结婚去吧！战神马尔斯给别人的东西，爱神维纳斯会
赐予你”③。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心目中，和亲所得到的东西丝毫不亚于战争所得到的东西。由此可
见，哈布斯堡家族对和亲的迷恋程度。
１２７８年，鲁道夫一世夺取奥地利领土，奠定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基础。鲁道夫一世

将五个女儿分别许配给巴伐利亚公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伯爵、法国国王、波希米亚国王。１４３８
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伯特二世迎娶查理四世孙女为妻，通过联姻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１４７７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腓特烈三世为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迎娶勃艮第公爵的独生女儿玛丽。
玛丽去世后，马克西米利安又在１４９３年娶米兰公爵侄女为妻。１４９３年，马克西米利安登上神圣罗
马帝国皇位后，既为儿子腓力迎娶西班牙大公主约翰娜，又将女儿玛格丽特嫁给西班牙王子胡安。
１５１５年，马克西米利安将孙女玛丽嫁给匈牙利与波希米亚的王位继承人路易，又安排孙子斐迪南
迎娶波西米亚公主安娜。１５１９年，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查理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号称查
理五世（１５１９—１５５６年在位）。查理除与葡萄牙公主结婚外，还安排自己众多弟妹及子嗣与欧洲各
国联姻，形成庞大的联姻网络。④ 在１８世纪中叶玛丽娅·特蕾莎女王执政四十年间，她为自己的
１６个子女安排了婚姻大事，让他们远嫁各国皇族。其中小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嫁给法国国王路
易十六作王后，“玛丽娅的子女们几乎联姻了整个欧洲”⑤。１８１０年，法国与奥地利联姻，拿破仑与
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结婚，更是轰动欧洲的大事。１８５４年，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
一世迎娶表妹、巴伐利亚女大公伊丽莎白为妻，伊丽莎白成为奥地利皇后和匈牙利王后。总之，几
个世纪以来，哈布斯堡家族的王子王孙们都“精于广结秦晋之好。近代奥地利皇后玛丽·苔莱丝
几乎联姻了整个欧洲”，有的皇帝甚至享有“欧洲之父”⑥之称。

四、中国、亚洲及欧洲和亲之比较
以上所述虽然并非世界历史上的全部和亲，但据此也能看出和亲是普遍现象，具有世界性，中

国、亚洲、欧洲的和亲文化既有许多相同的方面，也有一些差异。在相同的方面，主要有如下两点：
一是以亲情换安宁、以亲戚关系促成睦邻友好关系是所有和亲的初衷。历史上的所有和亲都

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中国和亲、亚洲和亲、欧洲和亲概无例外，王昭君被封为“宁胡阏氏”（“言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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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国以安宁也。”①）、出嫁回纥的唐肃宗的次女被封为“宁国公主”都生动地诠释了和亲的动机
与目的。刘敬是中国和亲政策的第一个倡议者，他倡导和亲的初心是以亲情换取睦邻友好关系，他
的基本认识，是女婿和外孙肯定不会侵扰岳父和外公。在刘敬看来，西汉初期，匈奴兵强马壮，而西
汉“士卒疲于兵”，对匈奴“未可以武服也”。冒顿单于“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最好办法就
是与匈奴和亲，和亲公主“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单于在世，“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
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惭臣也”。汉高祖也坚信和亲的这一功效，所以，积极
采纳了刘敬的建议，“使刘敬往结和亲”②，开启了中国和亲之先河。

唐太宗对和亲功能的认识与刘敬、刘邦几乎完全一致。薛延陀首领夷男曾两次向唐朝求婚。
对是否同意和亲，唐太宗开始拿不定主意，便向大臣们询问对策。司空房玄龄认为：“今大乱之后，
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③唐太宗看得更长远，他认为：“北狄风
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④遂同意和亲，准备将新兴公主嫁给夷
男。很显然，唐太宗也是希望以亲情换取北部边境的安宁，他相信外孙断然不会侵扰中国。唐宪宗
时期的礼部尚书李绛则认为，“和亲则烽燧不惊，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积粟以固军”⑤，唐朝应当
积极与回纥和亲。

越南阮氏政权（广南国）与柬埔寨联姻也是建立在以亲情换取睦邻友好关系的认识基础上。
阮福源在和大臣讨论与柬埔寨联姻时曾说：“如若我们尊贵的女儿能成为柬埔寨王子的妻子，并且
未来她能有一名子嗣登上王位，那毫无疑问，这名王子将因为与我们拥有相同的血统而臣服于我
们。”⑥阮福源说得很直白，就是希望通过公主以及公主后代的影响，使柬埔寨永远臣服越南。这与
刘敬向刘邦所提和亲建议的初衷如出一辙。柬埔寨国王巴龙列谢四世对和亲的意图也讲得很清
楚：“我有一名尊贵的王子尚未婚配，而安南国王您拥有一位‘五美兼备’的尊贵公主，其声名也远
播至我国。有鉴于此，我希望她能成为我儿子的妻子，以延续高棉王国尊贵的血脉。而我们两大尊
贵的王国也将继续因这一友好关系而联结在一起。”⑦

关于欧洲王室之间的联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一段很经典的话：“对
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
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⑧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上层之间的联姻
完全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家族的利益，从本质上说，与中国和亲的初衷基本吻合。

二是各国的和亲都能结成政治同盟和军事联盟。中国历史上汉与乌孙的和亲，西魏东魏与柔
然的和亲，辽夏之间的和亲，满蒙之间的联姻，都是为了建立政治同盟和军事同盟。亚洲历史上越
南与其他国家的和亲也有结交同盟的愿望。欧洲历史上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将自己的女儿、妹
妹和侄女分别嫁给西哥特国王、勃艮第国王、汪达尔国王、图林根国王，他本人迎娶法兰克国王的妹
妹为妻，主要是借助联姻与这些国家建立起牢固的同盟关系，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奥地利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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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堡王朝更是把结交同盟作为联姻的优先选项。这些联姻都使双方甚至多方结成了同盟。
当然，由于历史背景、政治格局、文化传统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和亲文化与亚洲、欧

洲和亲文化肯定会有一些差异，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处理和亲公主殉葬的方式不同。和亲公主丈夫去世后，有的随俗嫁给其子弟，有的回

到“母国”，有的被要求殉葬。从目前发现的文献记载来看，虽然被要求殉葬的很少，但处理的方式
则不相同，唐朝宁国公主靠据理力争摆脱了殉葬厄运，越南玄珍公主靠母国营救才摆脱了殉葬厄
运。乾元元年（７５８年），唐朝宁国公主出嫁回纥毗伽阙可汗，次年（７５９年）四月可汗去世。当时
回纥衙官、都督等人都逼迫宁国公主为可汗殉葬，宁国公主坚决不答应，她说：“我中国法，婿死，即
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今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若今依本国法，何须万里结婚。”①由于宁国
公主据理力争，最终她并没有为可汗殉葬。宁国公主在回纥因无生育子女，不久就回到长安，过着
独居生活。而越南在玄珍公主被要求殉葬时，则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１３０６年，陈英宗将其妹玄
珍公主嫁给占城王制。１３０７年，制去世。当时占城国有一种习俗，国王死后，后妃须跳入火坛
自焚殉葬。陈英宗担心玄珍公主殉葬，便派大臣陈克终等人到占城营救公主。陈克终以先到海滨
招魂、让其灵魂回到越南为由，将公主弄到海边，然后设法把公主抢到事先准备好的船上。在回安
南的途中，玄珍公主与陈克终私通，成为一大丑闻。而且，玄珍公主不愿殉葬之事被占城视为国耻。

第二，通过和亲对土地觊觎的差异。公元４４９年，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奴首领阿提拉要求
迎娶西罗马帝国皇帝瓦连提尼安三世的妹妹荷诺利亚公主，“希望将西罗马一半领土作为嫁妆”②。
阿提拉被拒绝后，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西罗马的战争。１４７７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腓特烈三世为
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迎娶勃艮第公爵的独生女儿玛丽。这次联姻使哈布斯堡王朝得到了包括尼
德兰在内的勃艮第领土。哈布斯堡王朝“通过联姻政策向西班牙输出国王，向包括世仇法国在内
的许多欧洲国家选送王妃，并以之控制乃至吞噬中欧小国如匈牙利然”③。

亚洲历史上也有借助联姻索取土地的案例，如占城国王制在越南陈朝的军事压力下，希望与
陈朝和亲。越南虽然同意和亲，但逼迫占城割让乌、里二州作为聘礼。占城王制迫于压力，只好
满足了越南的要求④。非洲历史上的政治联姻也有借此割让土地的案例，如埃及第２１王朝的法老
西阿墨恩（前９７９一前９５９年在位）将女儿嫁给以色列国王所罗门，“把其在亚洲的属地格泽尔作为
嫁妆送给了以色列。”⑤

中国历史上的和亲，尽管背景和动机不尽相同，但都在稳定地区局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加强
经济文化交流及密切双方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献中虽有借和亲要求对方割让土地的个
别案例，但并没有实现，这迥异于其他国家借联姻兼并对方领土的诉求。贞观二十年（６４６年）六
月，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派使者到唐朝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
五国以为聘礼”⑥。史书中虽然没有记载西突厥对此要求的明确态度，但双方最终并没有和亲，唐
太宗的割地要求自然没能实现。

第三，和亲文化的影响有一定差异。中国历史上的和亲公主因在推动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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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关系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大都在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有些一直得到了人们的敬仰和
纪念。后人对和亲公主纪念的方式很多，其中为其建立庙宇、墓葬、塑像、纪念馆，创作文学作品、美
术作品、民间传说，以和亲人物命名乡镇村庄及定期祭拜等，最有影响、最具持久性。庙宇如青海玉
树的文成公主庙、西藏拉萨的大昭寺、小昭寺等；墓葬如分布于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
等地的昭君墓，新疆的细君公主墓园，河北的茹茹公主墓等；塑像如内蒙古的和亲铜像、分布多地的
王昭君雕塑、新疆和江苏的细君公主雕像、云南巍山嵯耶王庙里的安化公主塑像、西藏布达拉宫法
王洞文成公主像、西藏比如县怒江江畔的和亲浮雕等；纪念馆如内蒙古的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湖
北的王昭君纪念馆、新疆的汉家公主纪念馆、青海的文成公主纪念馆等；文学作品如唐诗宋词中对
和亲的吟咏，影视及歌舞作品如王昭君电视剧、汉家公主歌舞剧、王昭君歌舞剧、文成公主实景剧、
金城公主舞台剧等；民间传说如王昭君传说、文成公主传说、金城公主传说等；美术作品如唐朝的
《步辇图》、清朝的《昭君出塞》剪纸等；以和亲人物命名乡镇村庄如湖北省兴山县的昭君镇、昭君村
等，这些都体现出和亲文化的持久影响力。尤其是人们将王昭君视之为“和平女神”，将昭君出塞
作为“和亲友好”的象征（１９９９年联合国主持的世界妇女大会将王昭君塑像指定为会议纪念品），
将文成公主尊为度母（度母一般指多罗菩萨，全称圣救度佛母，是普度众生的观世音菩萨之化身），
对嫁到吐蕃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至今“奉之如佛”①等，无不彰显着和亲文化的厚重底蕴及持久
活力。

越南出嫁占城王制的玄珍公主，尽管留下了丑闻，但其被逼远嫁、为国牺牲的不幸命运，得到
了一些人的同情，因此越南人为其建庙，现今玄珍公主庙已成为旅游景点，每年举办庙会祭祀玄珍
公主。胡志明市、岘港市伍行山郡、坚江省坚良县都有一条街道被命名为玄珍公主街以此纪念她。
越南出嫁柬埔寨的阮氏玉万公主的墓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在皇城顺化的郊外，村民对这位公主的
祭祀一直延续至今。虽然越南的玄珍公主庙常有游客参观，每年都有村民到玉万公主墓祭祀，但总
体来看，这两个文化遗存影响都不大，与中国和亲公主被当地民众视为“人间天使”，与王昭君和文
成公主的“神”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

欧洲王室之间的联姻，影响最大的是嫁给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伊丽莎白·阿马
利亚·欧根妮，她在世界的影响既得益于她光彩照人的美貌、优雅的举止、儿子与女友的殉情自杀、
孤身旅行的坎坷人生经历及她的绯闻，又得益于她的奥地利皇后兼匈牙利王后的尊贵身份与地位，
更得益于电影《茜茜公主》上映的极大传播力。

五、余 论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和亲文化均在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民族感情、构建中华

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促进和亲文化
高质量发展。对此，我在《论和亲文化》②、《和亲文化的分布范围、建设成果及发展繁荣问题》③等
论文以及接受访谈④时已做过阐述，这里重点强调如下三点：

（一）全面摸清和亲文化家底，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丰富文化资源
我国的和亲文化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许多省区市都有丰厚的载体。在华北地区，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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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的和亲文化家底比较清楚，无论是王昭君的文化遗址遗存，还是清朝出嫁公主的文化遗址遗
存，多数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或清单，呼和浩特市昭君博物院中的王昭君墓、和亲铜马像、“青冢”
牌坊、嫱云浮雕、王昭君汉白玉雕像、“谒昭君墓”石刻碑、昭君故里以及昭君题材年画、绢画、广告
画、瓷器、唱片等３００余件相关文物，生动体现了内蒙古自治区厚重的和亲文化底蕴，尤其是“中国
古代和亲文化馆”集中展现了中国各个时期的和亲历史文化，是中国和亲文化的缩影。呼和浩特
市的恪靖公主府，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荣宪公主修建的“荟福寺”，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查
干沐伦苏木的固伦淑慧公主墓、位于赤峰市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十家村的和硕端静公主陵园以及
收藏于赤峰市松山区大庙乡公主陵村的和硕温恪公主墓志、和硕温恪公主陵前石狮等，都是内蒙古
自治区丰富和亲文化的具体展示。当然，在内蒙古还对蒙元时期的和亲文化的挖掘整理不够重视，
还存在一些短板。北京、河北、山西等省市，都有一些与和亲相关的文化遗存，但都缺乏收集、整理
和研究。在西北地区，陕西省的和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如咸阳市的阿史那氏与北周武帝合葬的孝
陵、供奉于西安广仁寺的文成公主像等，但并没有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甘肃省历史上也有一些和
亲，尤其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仅河西走廊就有不少和亲，但目前也没有对这里的和亲文化资源进
行普查和研究。历史上青海省也有一些和亲，如隋唐与吐谷浑的和亲等。目前，对唐朝文成公主、
金城公主与吐蕃和亲途经青海留下的一些传说和遗址遗存，如日月山、倒淌河、龙羊峡和柏海（鄂
陵湖和扎陵湖）的传说以及文成公主庙等，都有基本数据和比较完整的资料，但对隋唐王朝与吐谷
浑和亲形成的和亲文化的挖掘重视不够，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宁夏回族自治区历史上也有
和亲，如西夏与辽就有三次和亲，留下了一些和亲文化遗址遗存，如契丹兴平公主墓等。另外，有的
和亲公主如唐朝弘化公主在今吴忠市同心县韦州镇生活很长时间，一些和亲途经宁夏，也应当留有
文化遗存。但目前这些都没有基本数据。新疆自治区历史上有很多和亲，不仅有汉与乌孙等中原
王朝与西域政权的和亲，而且西域不同政权之间的和亲也比较频繁，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源非常丰
富，但目前对这些资源缺乏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除了新疆伊犁的细君公主墓园和汉家公主纪念馆
之外，其他一些和亲文化资源还不太清楚。新疆新源县流传着很多关于细君公主的故事，但一直没
有系统收集整理。在西南地区，西藏自治区的和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仅布达拉宫中就有很多承载
和亲文化的珍贵文物，如法王洞文成公主像、壁画《文成公主进藏图》等；大昭寺、小昭寺和八廓街
的和亲文化也很丰富。但对其他一些地方的和亲文化重视不够，宣传推介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如
西藏山南昌珠寺、雍布拉康和拉萨的文成公主雕像，那曲市比如县怒江江畔文成公主广场上的和亲
浮雕等，就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其他一些地方的和亲文化，有的还缺乏基本数据。此外，关于文成
公主、金城公主的传说，目前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不够理想。云南也有一些和亲，如唐朝安化长公
主出嫁南诏王隆舜，元朝梁王之女阿盖公主出嫁大理总管段功，越南陈朝安姿公主嫁给元军主将镇
南王脱?等，目前对云南的和亲文化家底也不清楚。此外，云南和四川都有一些关于文成公主、金
城公主的传说，目前并没有全面收集、整理和研究。在中南地区，湖北省的和亲文化非常丰厚，这里
的和亲文化主要是昭君出塞形成的，应当说湖北的和亲文化家底也是比较清楚的，昭君村、昭君纪
念馆、昭君传说、昭君塑像、昭君题材文艺作品等，都有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但是，对新世纪以来
以昭君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状况，未必就十分清楚。湖北一直以打造昭君文化品牌为己任，目
前有哪些以昭君命名的产品？恐怕并不十分清楚。在华东地区，江苏、山东等省虽然也有一些和亲
文化资源，但都对收集和整理工作重视程度不高。在东南地区，我国台湾省的苗栗县新莲寺供奉王
昭君已有２００余年的历史，积淀了较深的和亲文化，需要深入挖掘和整理。此外，涉及与外国联姻
上的一些和亲文化资源，还有待于继续深入挖掘和整理，如在马来西亚关于汉丽宝（Ｈａｎｇ Ｌｉｐｏ）公
主的一些文化遗存研究上。这些年，中国的研究团队一直在做和亲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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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已有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将会陆续公开发表。
（二）努力做好和亲文化的基础研究，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梳理和亲文化学术史可以看出，虽然已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研究的碎片化、

随意化、污名化、炒冷饭甚至曲解历史等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喜欢研究细枝末节问题，对和
亲历史文化随意戏说，对和亲事件及和亲人物随意评价，对和亲动机恶意曲解，对和亲公主随意贬
低，对一些共识随意否定，故意忽略他人研究成果，搞所谓的“创新”等。和亲文化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和亲文化的基础研究，如果没有坚实的研究基础尤其是和亲文化的理论研究，文化建设就会盲
目动工，缺乏科学性，就很难高质量发展。因此，需要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下足功夫，做好功课，出精
品力作，出标志性成果，为和亲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做好和亲文化的基础研究，需要把
和亲文化放在中华文化、亚洲文化和世界文化框架中去考察，用世界视野来研究中国和亲文化。因
为和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和亲文化放在中华文化框架中去考察是非常自然
的事情。把和亲文化放在亚洲文化框架中去考察，主要基于三点：一是中国与亚洲相毗邻，而且相
互之间有一些联姻，文化交流非常频繁；二是亚洲各国在当时基本同处于中华文化圈内；三是对和
亲的认识基本一致。

把和亲文化放在世界文化框架中去考察，一是中国和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和亲的性质基
本一致，二是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频繁，三是和亲文化所蕴含的“和合”思想以及所彰显的“和平、
和睦、和谐”等文化内涵，对于解决当今世界上出现的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引导人类
走向大同世界，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和亲文化研究的范围很广，内容很多，近期主要应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深化及创新：１）
和亲文化的相关概念，如和亲、满蒙联姻、族际通婚、民族通婚等概念及其相互联系与区别；２）和亲
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丰富内涵及时代价值；３）和亲历史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及人
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４）和亲文化对中华文化及世界文化的贡献；５）和亲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发展的作用；６）和亲文化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７）和亲文化与各
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８）和亲文化与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９）和亲文化与各民族情感的相互亲
近；１０）和亲文化符号。

（三）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推动中国和亲文化走向世界
和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理念又在当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理应走向世界。目前内蒙古、西藏等自治
区虽在和亲文化走向世界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以王昭君、文成公主为代表的和亲人物形
象、和亲故事、和亲作品等和亲文化以及和亲文化研究，已在一些国家产生一定反响和引起部分民
众的兴趣，但总体而言，中国和亲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还不尽如人意，走向世界的步伐太小，很多工
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深化。中国和亲文化走向世界的方式多种多样，当前主要应在三个方面集
中发力：

第一，深入挖掘和亲文化中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内涵，对和亲文化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诠
释，赋予新的内涵，推动和亲文化在核心价值层面走出去。比如和亲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和平、
和睦、和谐”理念、“同为一家”理念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更容易产生共鸣，更有助于使
和亲文化走向世界。和亲文化中的以情止戈方式，更容易沟通和消除隔阂，因为共情是人类的共同
特征，世界上无论多么复杂问题和矛盾，只要从情感出发，人们基本都能够理解，都能够解决和
化解。

第二，集中展示中国和亲文化成果。和亲文化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历史跨度很长，体现和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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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载体很多。推动和亲文化走出去，应当整合各地和亲文化资源，把各地的和亲文化品牌集中展
示出来，以增强和亲文化的整体感，扩大和亲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第三，运用灵活多样的传播方式。在和亲文化传播方面，各地都下了不少功夫，但因过于刻板，
收效并不理想。其实，和亲文化走出去并不难，首先要精选和亲文化故事，出版外文版和亲文化书
籍。其次要走出去，通过到国外讲学、访学、参加会议等方式讲好和亲故事；组团到国外举办和亲文
化展。再次要请进来，定期举办国际会议，邀请国外同行参会及实地考察，使他们比较全面地了解
和亲文化的精髓。最后要推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在世界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
之地。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要用“世界语言”讲好和亲文化故事。

总之，加强交流与合作，尤其要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如国内外文博系统、文旅系统、高
校、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国内外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等。这些交流与合作都会加快中国
和亲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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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明德，教授，烟台大学民族研究所，烟台，２６４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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