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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太 宗 李 世 民
开 创 了 中 国 历 史 上 著
名 的 贞 观 之 治 ， 其 推
行 开 明 友 善 的 民 族 政
策 ， 促 进 了 各 民 族 间
的 融 合 与 交 流 。 唐 太
宗 为 何 被 尊 称 为 “ 天
可 汗 ” ？ 其 主 导 参 与
的 “ 灵 州 会 盟 ” 有 何
历 史 意 义 ？ 唐 太 宗 的
民 族 观 念 为 后 世 带 来
何 种 启 示 ？ 近 日 ， 宁
夏 大 学 民 族 与 历 史 学
院 副 教 授 、 历 史 系 主
任 王 朝 海 接 受 中 新
社 “ 东 西 问 ” 专 访 ，
对此作答。

现 将 访 谈 实 录 摘
要如下：

中 新 社 记 者 ： 唐
太 宗 时 期 如 何 维 护 边
疆 稳 定 ， 在 处 理 民 族
关 系 中 ， 施 行 了 哪 些
政策和制度？

王 朝 海 ： 在 中
国 历 史 上 ， 唐 太 宗 是
一 位 非 常 有 作 为 的 皇
帝 ， 在 他 统 治 期 间 ，
被 称 作 “ 贞 观 之 治 ”
。 尤 其 是 唐 太 宗 在 维
护 边 疆 稳 定 ， 处 理 民
族 关 系 方 面 成 绩 斐
然 。 唐 太 宗 所 推 行 的
一 系 列 民 族 政 策 ， 大
致 可 归 纳 为 以 下 几 个
方面。

其 一 ， 和 亲 政
策 。 唐 太 宗 沿 袭 汉 魏
六 朝 以 来 的 和 亲 政
策 ， 并 加 以 发 展 和 创
新 ， 积 极 与 少 数 民 族
首 领 和 供 职 朝 廷 的 少
数 民 族 上 层 联 姻 。 历
次 和 亲 中 ， 最 为 典
型 、 影 响 最 深 远 的 当
数 文 成 公 主 入 藏 嫁 给
吐 蕃 首 领 松 赞 干 布 ，
这 次 和 亲 成 为 汉 藏 人

民 友 谊 和 团 结 的 象
征 。 直 到 今 天 ， 其 历
史作用仍不可低估。

其 二 ， 团 结 政
策 。 唐 太 宗 特 别 留 意
民 族 和 好 、 民 族 团
结 。 这 一 点 集 中 体 现
在 内 徙 东 突 厥 人 和 设
置 羁 縻 府 州 两 项 措 施
上 。 唐 太 宗 在 平 定 东
突 厥 后 ， 采 纳 中 书 令
温 彦 博 的 建 议 ， 将 约
十 万 户 突 厥 人 移 入 中
原 ， 保 全 其 部 落 ， 帮
助 他 们 发 展 农 业 生
产 ， 并 从 中 挑 选 百 余
人 担 任 京 官 武 职 。 从
而 稳 定 了 人 心 ， 团 结
了 突 厥 部 族 。 唐 太 宗
又 创 设 羁 縻 府 州 ， 用
本 民 族 的 首 领 管 理 民
族 内 部 事 务 ， 较 好 地
处 理 了 未 入 中 原 的 突
厥余部的管理问题。

其 三 ， 德 化 政
策 。 唐 太 宗 出 身 封 建
豪 门 贵 族 家 庭 ， 受 儒
家 正 统 思 想 文 化 影
响 ， 格 外 注 重 道 德 感
化 的 作 用 ， 对 于 少 数
民 族 首 领 ， 他 在 政 治
上 授 以 官 职 ， 经 济 上
赐 之 以 禄 。 如 他 封 阿
史 那 思 摩 为 北 开 州 都
督 ， 封 颉 利 可 汗 为 右
卫 大 将 军 等 。 尤 需 指
出 的 是 ， 唐 太 宗 对 于
其 他 少 数 民 族 人 民 也
同 样 采 取 恩 怀 与 德 化
之策。

中 新 社 记 者 ： 贞
观二十年(公元646年)
， 唐 太 宗 出 巡 灵 州 ，
与 诸 部 落 首 领 会 盟 ，
史 称 “ 灵 州 会 盟 ” 。
作 为 中 国 历 史 上 民 族
融 合 的 重 要 事 件 ， “
灵 州 会 盟 ” 有 何 历 史
意义？

王 朝 海 ： 唐 太 宗
灵 州 之 行 是 在 特 定 的
历 史 背 景 下 ， 顺 应 时
代 潮 流 ， 采 取 开 明 进
步 的 民 族 政 策 处 理 边
疆 民 族 问 题 的 一 次 成
功 实 践 。 重 要 的 历 史
意义有四点：

首 先 ， 唐 太 宗 通
过 灵 州 之 行 和 在 漠 北
建 立 羁 縻 府 州 ， 及 时
妥 善 地 解 决 了 漠 北 地
区 尖 锐 复 杂 的 民 族 问
题 ， 使 动 荡 不 安 的 社
会 秩 序 趋 于 缓 和 ， 大
漠 南 北 的 民 族 矛 盾 得
到 缓 解 。 以 灵 州 之 行
为 转 折 点 ， 特 别 是 经
过 长 安 建 制 ， 唐 太 宗
完 成 对 漠 北 羁 縻 府 州
的 行 政 建 置 ， 这 一 地
区 的 政 治 形 势 发 生 了
根 本 改 变 ， 即 由 战 乱
走 向 和 平 ， 由 无 序 变
为 有 序 ， 各 族 各 部 之
间 化 干 戈 为 玉 帛 ， 民
族 关 系 开 始 步 入 和 睦
相 处 、 友 好 往 来 的 健
康发展轨道。

其 次 ， 唐 太 宗 灵
州 之 行 和 漠 北 羁 縻 府
州 的 建 立 ， 在 政 治 上
产 生 了 强 大 的 凝 聚 力
与 亲 和 作 用 ， 吸 引 周
边 众 多 民 族 参 加 到 缔
造 统 一 的 多 民 族 国 家
的 行 列 中 来 ， 增 强 了
各 少 数 民 族 对 唐 朝 的
向心力和认同感。

再 次 ， 唐 太 宗 通
过 灵 州 之 行 和 在 漠 北
建 立 羁 縻 府 州 ， 第 一
次 把 封 建 国 家 郡 县 制
度 推 行 到 漠 北 地 区 ，
从 而 加 强 了 唐 朝 中 央
政 府 对 边 陲 北 疆 的 统
辖 ， 进 一 步 确 立 和 加
强 了 对 漠 北 地 区 的 国
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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