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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581年—619年)享国时间虽不长，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大一统王
朝。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
面。隋朝开凿大运河，重开丝绸之路，开发西域，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
展。

恢复与西域的交往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路，汉朝为维护丝路通畅，设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事务。然而
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乱，西域渐次游离于中原政权的控制。

隋朝建立后，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强大的突厥，阻断了经河西走廊通西域的道路。
以今青海地区为中心，出现了吐谷浑政权，通过此地与西域的联系也被阻断。隋朝
在边疆政策和对外交往中逐步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主张友好交往和贸易往来。
隋朝有两次重要的外交活动。

一是派韦节、杜行满等人出使中亚各国。《隋书·西域传序》记载：“炀帝时，遣侍
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得码碯杯；王舍城，得佛经；
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

二是派人出使波斯。波斯在今伊朗一带，大约大业六年（610年）李昱到波斯，波
斯的使节随之而来。其时波斯的首都在泰西封，即今伊拉克境内巴格达东南32公里
处，滨底格里斯河左岸，当迪亚拉河河口，可知李昱的足迹已达两河流域。

反映隋代裴矩在河西走廊招商引资活动的画作。

为了加强对西域及各方使节和商人的招徕，隋朝在机构设置上加以改创，除设置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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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校尉外，还设立了四方馆，四方馆设“东夷使者、南蛮使者、西戎使者、北狄使
者”，分别“掌其方国及互市事”（《隋书·百官志》）。每个使者署在纲纪、监管
、互市等方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运转顺畅。这种贸易管理机构的出现是经济发
展的需求，也直接反映出当时贸易的昌盛。

分化突厥，征服吐谷浑，打通丝路交通

裴矩认为突厥强大，不是一下子能够消灭的，只能采取离间分化政策。东突厥沙钵
略可汗归附隋朝，试图借隋朝之力灭西突厥，但隋朝并不支持他们，两存之，使之
互相牵掣，从而减轻了对隋朝的压力。

东突厥都蓝可汗继位后，他的妻子大义公主为北周宇文氏之女，鼓动都蓝可汗出兵
攻隋，又暗中联合西突厥。裴矩建议炀帝遣人出使东突厥，揭发大义公主与侍从私
通一事，劝说都蓝可汗惩治大义公主。长孙晟出使东突厥，后大义公主被杀，从而
清除了东突厥内部的反隋势力，阻止了东、西突厥的联合。

隋代观风行殿复原图。

当时参加这一盛会的有北方游牧民族、西域和东北亚各政权和中亚各国。这次活动
的重要内容是“盛陈文物”，向“三十余国”展示隋朝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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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六年（610），朝廷邀请各番部落酋长、使节、胡商齐聚东都。东都有丰都、
大同、通远三个大市场，这三市的饮食店肆都设置帷帐，摆着丰盛的酒席，派掌管
番邦的官员带领胡商到此从事贸易。凡胡商所到之处，店肆都邀其入席，至酒醉饭
饱方离去。

张掖山丹军马场。

积极的外交活动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中亚、西亚，
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了西域；域外的良马、葡萄、珍宝、医药、香料等物产也
进入中原。中原地区的儒家思想、礼仪教化、典章制度等通过官方和民间的交流，
在西域广为传播，隋代中原文化为周边民族所仰望。

大业三年（607）东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见中原文物之盛，“见而慕之，请袭冠
带”。归国后他上表自称“至尊臣民，愿帅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资治通
鉴》卷180）。大业八年（612）高昌王麴伯雅迎娶华容公主，“观礼容于旧章，
慕威仪之盛典”，下令高昌国内改革风俗，“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
光前载”（《隋书·西域传》）。

隋朝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接纳外来文化，中国与印度、中亚佛教交流也日趋繁荣。
隋代高僧达摩笈多就曾于敦煌游历，彦琮也因记录达摩笈多游历西域的见闻著《大
隋西国传》。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天台宗、三论宗、律宗等宗派，大师辈出，著述
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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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朝时已经传入中国的古波斯祆教继续流传，隋在鸿胪寺中设“萨宝”（祆教的
祀官）。信奉祆教的胡人不但入住京城，也散处诸州，立有祆祠。西域音乐舞蹈也
在中原地区流行，隋朝设立礼乐时“华戎兼采”，宫廷的九部乐中就有龟兹、疏勒
、安国、天竺等乐舞；西域舞蹈在宫廷和民间也是盛极一时，到处传习……

隋朝经营西域，促进了中西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将自汉武帝后逐渐衰落的
丝路贸易推向又一个高峰。代之而起的唐王朝继承了隋朝开创的局面，推动中华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进一步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制作 胡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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