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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是中國北邊的遊牧民族，在秦漢時期對中
原有很大威脅。為解除威脅，漢高祖開啟了漢
匈和親之路，希望能不戰而臣之。本文將以高
勒毛都2號墓地論述匈奴的民族特性及墓葬文
化，繼而抽取M1墓的三組文物：銅鏡殘片、玉
璧及漢式馬飾展現漢匈交流的痕跡，最後附上
史書論證漢匈的和親關係。

匈奴墓散佈在今蒙古、山西、陝西、青海等 
地1，而本文抽取的高勒毛都2號墓地，是位於
蒙古國後杭愛省高勒毛都2的一處大型的匈奴墓
葬群。其為「地表有長方形或梯形土台，帶墓
道的墓地稱甲字形積石墓」3，墓主應該是匈
奴政權的上層或核心人物。一般的貴族墓葬地
表只有近圓形石頭堆，無墓道，且規模較小，
被稱為「圓形積石陪葬墓」與「獨立圓形積石
墓」4。這三種墓型均見於高勒毛都2號墓地5。

勒毛都2號墓地高

馬利清：〈包頭張龍圪旦一號墓的族屬及部分南匈奴墓葬辨析〉，《鄭州大
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06期，頁137
周立剛：〈高勒毛都2號墓地調查記〉（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高勒毛都2號墓地調查記（一）〉，網址︰https://www.hnswwkgyjy.cn/
NewsView.php?News_ID=964，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3日
潘玲、薩仁畢力格：〈匈奴大型墓葬概述〉，《草原文物》，2015年02期，
頁100-109
同上註
河 南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 〈 高 勒 毛 都 2 號 墓 地 調 查 記 （ 一 ） 〉 ， 網
址︰https://www.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964

1

2

3

4

5

甚麼是高勒毛都2號墓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勒毛都2號墓地調查記（一）〉，網址︰https://www.hnswwkgyjy.cn/NewsView.
php?News_ID=964
同上註
同上註
位於蒙古國中央省色楞格河畔的諾彥烏拉山的一處匈奴墓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勒毛都2號墓地調查記（一）〉，網址︰https://www.hnswwkgyjy.cn/NewsView.
php?News_ID=964
同上註，周指出諾音烏拉墓地面積最大，各類墓葬總數約212座，其中確認的甲字形墓29座；高勒毛都1號墓地2014年最
新調查結果顯示墓葬總數483座，214座為甲字形墓；2號墓地最新調查結果墓葬總數為571座，其中甲字形墓104座。雖
然2號墓地的面積在三者中最小，但是墓葬總數最多，分佈密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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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勒毛都2號墓地中葬墓大小差異非常明顯。目前發掘出面積最小陪葬墓
的直徑為2米，而最大者為M1墓直徑達19.5米6。較小的陪葬墓，多位於 
「弧形鏈南端」，較大的則是位於北部7。隨葬品的豐富程度與陪葬墓的
面積成正比，或折射墓主的地位8。

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調查，目前在蒙古國境內發現了八座包含了甲字
形積石墓的墓地，高勒毛都2號墓與諾音烏拉墓9及高勒毛都1號墓為最大
的三處10。在三者中，高勒毛都2號墓地的墓葬總數為最多，最新調查統計
有571座，甲字形墓佔了104座，其分佈密度乃三者中最高11。

綜上所述，高勒毛都2號墓地應為貴族墓，我們可以將此視為認識匈奴的
民族特性、貴族生活的一手材料。由於高勒毛都2號墓的墓葬總數非常龐
大，本文將抽取M1墓作簡介。

高勒毛都2號墓地有何特別之處？

高勒毛都2號墓地有何重要性？

高勒毛都墓地分佈
（重繪圖，圖片來源﹕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考古學報》，2009年第1期，
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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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考古學報》，2009年第1期，頁70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大眾考古》，2019年09期，頁52-56
周立剛：〈高勒毛都2號墓地印象（二）〉載於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網址：http://www.hnswwkgyjy.cn/NewsView.
php?News_ID=557，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3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勒毛都2號墓地調查記（一）〉，網址︰https://www.hnswwkgyjy.cn/NewsView.
php?News_ID=964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頁52-5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勒毛都2號墓地調查記（一）〉指出墓最小者總長度爲8米，墓室邊長5米，墓道長3米，網
址︰https://www.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964
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78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頁52-56
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78
周立剛：〈高勒毛都2號墓地印象（二）〉載於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網址：http://www.hnswwkgyjy.cn/NewsView.
php?News_ID=557，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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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墓與漢墓在形制上有很大的差別。匈奴墓葬的表層沒有密封土，墓道
是純粹以石塊堆積而成，M1墓由石塊向上堆疊12層，在地面用石塊砌出
明顯的甲字形，部分石垣至今可見，最大殘堆高達1.6米12。「M1墓有28
座圓形積石陪葬墓，東側有27座圓形積石墓組成北向的弧形列隊，列隊與
主墓之間有一個規模最大的圓形積石墓」13。

年代：西漢晚期到東漢早期14

墓主：有學者認為M1墓主為13至16歲的男子15，另有蒙古學者推斷此乃匈
　　　奴王，即單于（音：善於）16，惟至今為止沒有定論是哪位單于。

大小：墓室邊長46米，墓道長37米，總長83米，是所發現同類墓葬中最 
　　　大17。28個呈弧形的陪葬墓分佈在主墓側面，「佈局經仔細規劃， 
　　　應與主墓同時形成，即墓主與陪葬者是同時下葬」，有可能是一種 
　　　殉葬儀式18。墓主與殉葬個體的關係暫時不明19，不排除是墓主 
　　　生前的近臣或親屬20。

狀態：放置人骨的棺室被盜擾，但相鄰兩個放置財寶珍貴器物的棺室，反 
　　　而保存完好，似是要報復墓主而非偷竊行為21。

從何得知M1墓是匈奴墓？

M1墓的具體情況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頁52-56
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79
同上註
于燕：〈漢代連弧紋銘文鏡〉，《尋根》，2017年06期，頁90-98
同上註
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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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墓位於北是甲字形大墓，當中有二十八個圓形墓並伴有豐富的陪葬
品，規模上是同類墓中最大。儘管該墓的墓主尚未成年且身份不明，但上
文曾提到甲字形墓的墓主身分較圓形墓的擁有者更高，有學者推論這些圓
形墓乃陪葬墓，種種證據都彰顯墓主身份不凡。即使他並非匈奴單于，也
應為上層人物，與單于關係非凡。

M1墓出土文物豐富，有漢式馬車一輛、馬具、銅鏡殘片、若干漢式漆
器、金屬容器、一塊玉璧22。下文將以重點介紹銅鏡殘片、玉璧及漢式馬
飾三組文物，印證墓主身份之高。

大小：復原直徑27.4厘米23

款式：雲雷連弧紋鏡24

造型：圓形，內區有連弧紋裝飾25。一般雲雷連弧紋鏡的外區有銘文26 

　　　，M1墓的銅鏡的復原圖並未見銘文。

時間：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之間27

M1墓的墓葬形式反映了甚麼？

M1墓的文物與歷史意義

1.銅鏡殘片

勒毛都2號墓地M1墓與文物高

銅鏡殘片
（重繪圖，圖片來源﹕潘玲、薩仁畢力格：〈匈奴大型墓葬概述〉，《草原文物》，2015年02期，頁
1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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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79
同上註
馬利清：〈匈奴墓葬出土銅鏡及毀鏡習俗源流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09期，頁77引
〔俄〕I.V.菲利波娃（著），鄭文（譯）：〈銅鏡在匈奴宗教儀式中的作用〉，《文博》，2007年02期，頁87、93
同上註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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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銅鏡殘片如何反映歷史？

銅鏡的精粗、尺寸之別，「能體現所有者的社會地位，其所有者應是身份
顯要之人，很可能即單于本人」28。M1墓發現的銅鏡為殘破狀態，但這有
可能並非意外或盜擾所致，反而是匈奴人故意為之。除了M1墓，其他蒙
古匈奴墓也出土不少破碎的漢式銅鏡，學者由此推論匈奴流行在墓葬儀式
之後將銅鏡打碎，並把碎片納入墓葬之中29，此舉動意義未明，「有可能
蘊含著某種特殊的宗教意義，是在宗教儀式上使用的法器」30，銅鏡殘片
能助我們了解匈奴葬禮習俗。

漢墓一般注重陪葬品的完整性，而銅鏡作為照容的器物更應該完整保藏，
才能發揮作用。然而匈奴卻將銅鏡打碎，此點與漢文化明顯不同，且不論
銅鏡是否M1墓主生前所用的器物，或只是作為墓儀用具，均與器物原本
的功用存在差異。

另一方面，M1墓的銅鏡殘片乃漢式設計。從此可以推測當時漢匈之間已
有交流，該銅鏡極可能是漢廷所贈之物31。

2.玉璧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頁52-56
圓型璧的基礎上，於其外緣鏤雕出輔助的裝飾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頁52-56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指出山東青州馬家塚子墓出土的玉璧為「白玉質，兩面內外緣及中部各處圈突棱，將璧面紋飾分內外兩區，內
區飾谷紋，外區減地浮雕盤繞過的龍紋，璧上端出輪廓局部透雕兩個相對的螭龍形飾」，與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墓玉璧
非常相似
「宜子孫」為吉祥用語，意為「子子孫孫宜室宜家」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頁52-56，指出山東青州馬家塚子墓出
土的玉璧為「白玉質，兩面內外緣及中部各處圈突棱，將璧面紋飾分內外兩區，內區飾谷紋，外區減地浮雕盤繞過的龍
紋，璧上端出輪廓局部透雕兩個相對的螭龍形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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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位置：棺壁32

玉質、顏色：青玉出廓璧33，有土黃、深褐兩種沁色34。

大小：玉璧外徑18.5厘米，內徑3.4厘米，通高22.8厘米35。

造型：主紋分兩部分，外區為龍紋，大致呈M字形，龍頭到尾部紋理如波 
　　　浪狀起伏36。

玉璧如何幫助我們了解歷史？

學者認為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墓的玉璧是「典型的漢文化器物」37，其造
型與山東青州馬家塚子墓出土的玉璧十分相似38，兩者均為龍形出廓璧，
但後者透雕「宜子孫」39三字，而M1墓的玉璧則無任何文字。這表示M1
墓的玉璧應是來自中原40。

3.馬車配件

玉璧
（重繪圖，圖片來源︰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 
《大眾考古》，2019年09期，頁52）

馬器裝飾示意圖
（重繪圖，圖片來源：周立剛：
〈探索匈奴文化：蒙古國高勒毛
都2號墓地紀行〉，《大眾考古》
，2017年10月，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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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81
武高明、包蘇那嘎：〈從出土文物探索漢匈和親與草原絲綢之路關係〉，《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
年02期，頁37-43
同上註
周立剛：〈高勒毛都2號墓地印象（一）〉指出角獸裝飾是匈奴的神獸，匈奴遇見有角的動物會放生，網址︰http://m.
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555，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6日
額爾敦：〈蒙古國高樂茂杜二號遺址M1出土的匈奴麒麟紋飾研究〉，《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
03期，頁25-29
周立剛：〈高勒毛都2號墓地印象（一）〉，網址：http://m.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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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位置：中層深9.5-10米的墓道中41

狀態：零件由車體的木質結構上被特意拆卸42

材質：金屬43

造型：有學者認為馬車配件上的圖案是以雪豹、羚羊等動物為原型的「獨 
　　　角獸」44，但亦有學者認為是麒麟，或為匈奴人的圖騰45。

大小：最大的圓形金器直徑13厘米，長條形金器長度約近30厘米46。

《史記‧匈奴列傳》指出匈奴有「逐水草遷徙」的生活模式
《史記‧匈奴列傳》：「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毋弓，盡為甲騎」
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86
武高明、包蘇那嘎：〈從出土文物探索漢匈和親與草原絲綢之路關係〉，頁37-43
同上註，可參考下文有關「西漢的和親歷史」列表（頁62-63）
同上註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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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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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馬飾反映了甚麼？

匈奴是中國北邊的遊牧民族，因水源、風沙等自然因素致使該民族不得不
時常更換居住地47，所以對牛馬等動物極度依賴。在生活需求的習慣驅使
下，匈奴無論老少均擅騎射48，所以在匈奴墓中發現馬具、馬車和馬飾是
理所當然的事。儘管圖案是何種動物尚未有定論，但此神獸應為引導亡靈
至冥界的媒介49。不尋常之處在於M1墓中的馬車車體的裝飾及零件為漢式
設計50，該馬車應為漢人製造，並非匈奴的產物。那麼匈奴是如何得到這
輛馬車呢？

史書記載了多次漢廷贈送車輛於匈奴的記錄51，故該馬車可能為「禮儀性
的饋贈物」52。除了饋贈之外，漢匈因和親而互通關市53，匈奴也時常侵犯
漢村落。但以馬具的精美程度，不太可能是交易或掠奪得來。

M1出土的三件文物：銅鏡殘片、玉璧及馬飾均為漢式，揭示了漢與
匈奴兩民族之間存在交流。而根據學者的判斷，該墓建設時間應為西
漢末年至東漢之間，由此推論，上文提及的文物可能是和親的禮物，
下文將引史書解釋和親的具體內容，並對此加以輔證。

小結

A型麒麟（當盧）（重繪圖，圖片來源﹕額爾敦：〈蒙古國高樂茂杜二號遺址M1出土的匈奴麒麟紋飾研
究〉，《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03期，頁25-29）

雄麒麟 雌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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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匈奴列傳》及《漢書‧匈奴傳》
《史記‧匈奴列傳》：「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
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
宋超：《制度、名物與史事沿革系列——和親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1
同上註，頁2指出早在先秦時期，典籍中有「和戎」字眼，反映諸侯國之間已有聯姻
《史記‧匈奴列傳》
有學者認為宋並無和親，見於劉興成、薛平拴：〈東漢、宋、明三代無「和親」說質疑〉，《陜西師範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04期，頁162-167
蔣萍：〈西漢細君公主和親事蹟考〉，《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3年第17期引崔明德：〈中國古代民族關係研究二
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02期
紀庸：《漢代對匈奴的防禦戰爭》（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頁11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史書顯示漢匈主要存在戰爭及和親這兩種關係54。戰爭顧名思義是武力衝
突，秦漢之際，匈奴屢次干擾邊境。西漢初期，漢廷屢次驅逐，後來便有
了和親政策55。

甚麼是和親？
和親是政治通婚，泛指民族之間因經濟、軍事等目的，以聯姻輔以其他條
件維護雙方關係的行為56。雖然先秦已有類似的措施57，但正式確立該制
度是西漢時期。高祖劉邦派漢公主與匈奴聯姻58，並贈送絲綢、錢幣等禮
物。作為交換條件，匈奴不得干擾邊疆，掠奪漢村落的村民及財物。

和親制度不但在西漢實施，其後的東漢、唐等朝代也延續下來59，以政治
聯姻的手法與邊疆民族結好，盡量減少戰爭的爆發。

漢匈為甚麼會推行和親政策？
為甚麼漢廷要與匈奴和親，而匈奴又接受這個約定呢？無論中西，古代的
婚姻是合二姓之好，而並非浪漫關係。和親雖說是「避戰言和，保持長久
的和好」60，但無論是漢還是匈奴，和親都離不開實效主義，旨於保持雙
方關係的平衡。

1.政治考慮
漢室基於政治考量，採用和親的方式，將敵人變為親家，令敵對關係消
弭：公主是單于妻子，變相漢王與單于是翁婿關係，婿不會攻打翁，而翁
的地位凌駕於婿；公主日後生子，其子因為有匈奴血統，順理成章成為匈
奴的繼承人。另一方面，繼承人也有漢人血統，是漢皇的外孫，不會對外
公兵刃相見。如此代代繁衍下去，人種逐漸同化，匈奴的上層人員便會
有漢人血統。在理想的圖則下，漢與匈奴成為一家人，最終「不戰而臣 
之」61。

匈和親漢

《史記‧匈奴列傳》司馬遷對匈奴有此評價：「茍利所在，不知禮義……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
宋超：《制度、名物與史事沿革系列——和親史話》，頁2
張燕：〈漢、唐和親政策再思考〉，《教育教學論壇》，2013年04期，頁175-177
同上註
同上註引林恩顯：《中國古代和親研究》（黑龍江：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頁97-98
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頁52-53
閻明恕：《中國古代和親史》（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頁133
文帝後元四年，軍臣單于新立，文帝提出和親一事，不過後因軍臣單于侵略邊境，並無和親。見《漢書‧匈奴傳上》：
「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
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史記‧孝景本紀》：「景帝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
宋超：《制度、名物與史事沿革系列——和親史話》，頁2
衛青在龍城之戰（公元前129年），打開漢匈戰爭的勝利首戰、霍去病在漠北之戰（公元前119年），封狼居胥，自此匈
奴退回漠北
漢武帝在公元前138年令使者張騫出使西域，目的是探索塞外合適夥伴對抗匈奴，但張被匈奴扣押，遲遲未歸。張騫在公
元前115年自烏孫還，十年後，經其搭橋，開展了漢烏和親，細君公主遠嫁烏孫王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無疑，漢室對和親的想法是出於漢人至上的原則，從根本上認定中原文化
程度凌駕匈奴。然而，匈奴沒有儒家的家庭倫理概念，並無父慈子孝，權
力是以暴力獲取62，所以出現「和而不親」63的反差，是漢室始料不及的。

對匈奴而言，和親有助單于鞏固地位。匈奴崇尚武力，內部鬥爭以武力解
決，被漢承認，等於無外患。即使不謹守協議，漢廷也無可奈何。就算是
戰鬥稍有頹勢，匈奴料定漢軍不會深入巢穴，便會北退。可見，和親的約
定使匈奴處於進可攻，退可守的不敗之境。

2.經濟考慮
學者認為和親對漢室來說是最優考慮，把公主外嫁並輔以禮物其實是以金
錢購買和平，其花費遠少於軍事投入64。和親雖難以達到絕對和平，但可
以改善雙方關係，在短時間內匈奴安順，漢朝便可藉此休養國力65。

匈奴不事農業，依賴畜牧為生，所以糧食等資源長期短缺。侵犯邊境村莊
掠奪是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徑，但同時有巨大風險——與漢軍交戰，勢必
會造成傷亡。與漢和親可避免戰爭，同時能向漢廷提出條件，得到賞賜、
嫁妝等補償66。

西漢的和親歷史
《史記》和《漢書》均有對西漢和親政策的記載，該政策始於高祖九年，
下至於元帝時期67，但凡新政權交替、漢皇即位、新單于立，或是爆發大
規模的亂邊行為，就會以和親政策平息矛盾68，可見和親是西漢初期對邊
族的主要策略。

西漢時期，漢匈共有八次和親記錄69，可見匈奴對漢室威脅之大，誠需安
撫。武帝時期是個轉折點，他深信匈奴是個潛在禍端，無論給予多少禮
物，也不會達到最終和平。一直與其和親只是「和而不親」70，致使匈奴
坐大，越來越貪心，與父輩目的背道而馳。所以其即位之初便開始以攻伐
71和不同方式72打擊匈奴，自元封六年，接連兩次和親對象都是烏孫。

cheungtinwai
鉛筆

cheungtinwai
鉛筆

cheungtinwai
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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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匈奴傳上》：「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漢書‧匈奴傳上》：「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
《史記‧匈奴列傳》：「約為昆弟以和親」
《漢書‧匈奴傳上》：「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
《史記‧匈奴列傳》：「故詔吏遺單于秫糱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
《史記‧匈奴列傳》：「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
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73

74

75

76

77

78

匈奴受衛青、霍去病兩名大將追擊，只得退回漠北，之後一連串內鬥導致
勢力大減，只好對漢俯首稱臣。直到宣、元時期，漢匈才重新和親。

西漢一朝和親細節詳見下表：

年份 對象 公主 使者 禮物 其他

高祖 九年 匈奴冒
頓單于 宗室女 劉敬73

每年給予
棉、帛、
酒、米74

約為兄弟75

惠帝 三年 匈奴冒
頓單于 宗室女

文帝

四年 匈奴頭
曼單于 不詳

郎中
係虖 

（音：
呼）淺

駱駝一匹，
戰馬兩匹，

駟馬車八
匹76

六年
匈奴老
上稽粥

單于
宗室女 係虖淺

約定數量的
種子、金、
帛、絲綢、

駱駝77

漢與匈奴約
為兄弟，另

加豐厚禮
物：繡袷綺
衣、繡袷長
襦、錦袷袍
各一件，金
製的髮飾一
件，黃金裝
飾的衣帶一
件，黃金帶
鉤一件，繡
花綢十匹，

錦緞三十
匹，赤綈和
綠繒各四十

匹78

《漢書‧景帝紀》：「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漢書‧景帝紀》：「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史記‧匈奴列傳》只是交代有和親的約定，並給予匈奴優厚的待遇：「明和親約束，厚遇」
昆莫之外孫
解憂公主侍女。《漢書‧西域傳下》：「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
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
《漢書‧匈奴傳下》：「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
《漢書‧匈奴傳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

79

80

81

82

83

84

85

年份 對象 公主 使者 禮物 其他

景帝

元年 匈奴軍
臣單于

御史大
夫青翟79 與約和親 通關市

五年 匈奴 公主名
不詳80

武帝

武帝
即位
之初

匈奴 不詳81 通關市、
厚遇

元封
六年

烏孫王
昆莫

江都公
主劉細

君

太初
四年

烏孫岑
娶82

解憂公
主

宣帝 神爵
二年

烏孫右
大將 馮嫽83

元帝 竟寧
元年

匈奴呼
韓邪單

于

後宮良
家子王
嬙（昭
君）84

第一個匈奴
單于到漢廷
覲見，賞賜

更多錦、
帛、絮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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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西漢時期，除了武帝兩次與烏孫和親，其餘的和親對象均為匈奴。以
和親與匈奴結好，能反映匈奴在西漢時期勢力的鼎盛；反過來說，和親的
歷史也從側面反映匈奴的勢力，漢高祖至景帝時期為匈奴勢力巔峰，但武
帝開始，漢匈和親次數明顯減少，即代表匈奴勢力急速衰退。元帝授予呼
韓邪單于的禮物非常豐盛，但是派去和親的並非公主，而是宮女，這點不
但能折射出匈奴勢力的轉變，同時亦見漢廷態度的不同。

西漢的和親政策反映了甚麼？

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墓是西漢末年至東漢時期的匈奴貴族墓。當中的
三件文物：銅鏡殘片、玉璧及馬飾都是漢式設計，證明了漢匈之間在
此時期有物質交流。而馬車作和親禮物的記錄已納入史書中，因此高
勒毛都2號墓地M1墓的陪葬品有可能是和親禮品。

和親乃漢高祖訂立與匈奴結好的政策，透過締結姻親將「公主」嫁予
匈奴，每年送上糧食及財物，換取短暫和平。但這個政策在武帝時期
出現變化，應付匈奴的手段從和親變成了征伐。直到宣、元時期，漢
匈重新和親，但此時匈奴的勢力已大不如前，須歸附於漢廷。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