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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她是一位献身民族友好事业的奇女子；她是一位民族友好的使者；她在中华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交
和结好”的一章；她的出塞和亲是民族友好联姻成功的典型。
本书是《画说汉唐文明丛书》中的一册，以通俗流畅的白话文向我们讲述了这位民族关系史上的奇女
子。
    二千多年前，在西汉长安有一位生在南国的宫女，毅然离开当时的国都长安，经过长途跋涉，来到
塞北大漠，开始了她新的人生旅程。
她就是王昭君，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
她谱写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不同凡响的一章，她的故事——昭君出塞、和亲，被传为千古佳话。
那么她为何要出塞、和亲?在茫茫大漠里遇到了怎样的未来?怎么样的命运?请您打开此书，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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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可永雪，1930年生，河北省安平县人。
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班。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著作有《（史记）文学成就论说》、《走进（史记）人物长廊一（史记）人物论》、《历代昭君
文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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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一、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背景　（一）匈奴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二）匈奴和汉朝之间的关系演变　（三）汉匈关系由战争向和平，由敌对向友好的转化　（四）
昭君出塞和亲的局面是怎样导致的二、昭君出塞和亲的动机和效果　（一）一次自请求行的“特例”
　（二）促成昭君自请求行的环境与条件　（三）昭君出塞路线和到了匈奴之后　（四）昭君出塞和
亲所作历史贡献三、昭君故里——兴山、宝坪　（一）昭君出生地——兴山县宝坪村　（二）屈子昭
君原同乡——都为秭归人　（三）昭君与香溪的不解之缘四、昭君墓的今昔　（一）青冢之称的由来
　（二）昭君墓的今昔　（三）昭君墓——民族大团结的象征五、历代歌咏昭君的文学艺术作品　（
一）诗词里的昭君　　（1）汉、晋时期作品　　（2）唐、宋时期作品　　（3）元、明、清及近、现
、当代作品　（二）变文里的昭君　（三）戏曲里的昭君　（四）小说里的昭君　（五）音乐、歌舞
、绘画中的昭君　（六）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度“昭君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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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面对匈奴咄咄逼人不时侵掠的态势，汉朝所采取的，是克制隐忍，极力维系和亲关系的政策。
老上单于(冒顿子)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并且“与通互市”，“增厚其赂”，
数次书信使节往还，“与匈奴约为兄弟”。
景帝时，“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
    汉朝所以对匈奴采取这样的政策，是与汉初所制定和执行的休养生息的总方针相一致的，并且是由
这个总方针所决定的。
因为汉初承秦末的凋敝和楚汉战乱的破坏之后，国力衰弱，亟须休养生息，无力大规模用兵；何况当
时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对付异姓王叛乱和同姓王叛乱这样的内部问题。
    这种和亲政策看来确乎有着某种委曲求全以至赎买的性质。
然而它却换来了整体的和平和边境的相对安定，换来了国力的恢复和生产的迅速发展，换来了史家所
称道的“文景之治”。
应当说，这样的政策是现实的、明智的。
    武帝时期，改忍让政策为大力反击，深入穷追。
    发展到武帝，汉朝社会经过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经过几代人的锐意经营，已经从秦末汉初的衰敝
动荡中挺立起来，达到了政治上空前统一，经济上空前繁荣，文化上空前发展和国力上的空前强盛。
以如此的实力为后盾，或者说为这样空前的实力所孕育、所支撑，作为这一盛世精神的体现者，汉武
帝恰恰禀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雄才大略。
    这种雄才大略的表现之一就是决定对匈奴大举用兵。
武帝即位之初就立志北伐，并且根本改变隐忍挨打和赶走了事的防御战略，采取强力反击、长驱直入
、穷追不舍的方针。
元光二年(前133)，伏兵三十万于马邑(今山西朔县)诱单于，目的是想消灭匈奴主力。
可惜因为计谋泄漏没能成功。
元光六年(前129)，汉兵自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今河北蔚县)、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雁
门(今山西右玉西北)四道并出，击匈奴于长城下。
元朔二年(前127)，汉将卫青取河套以南，置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
元朔五年(前124)，派卫青率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得右贤王人众一
万五千人。
元朔六年(前123)卫青率六将军十万余骑，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一万九千余级。
    元狩二年(前121)，武帝命霍去病领兵远征，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省永昌县西山丹县东南)
千余里，得首虏八千余级，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
又过居延海，攻祁连山，围歼匈奴，得首虏三万余级，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
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众四万余人归汉。
汉在两王故地先后设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从此河西走廊至罗布泊一带无匈奴，匈奴与西羌
的联系被断绝。
    元狩四年(前119)，根据匈奴居大漠以北，以为汉兵打不到那里的心理，武帝发动十万骑兵，加上自
带衣粮和马匹随军出征的十四万人，再加步兵及转运者数十万，由卫青、霍去病率领，分两路穷追，
约定越过大沙漠攻打匈奴。
西路卫青从定襄出发，在漠北与匈奴大战，汉军展开左右两翼包围匈奴单于，单于自料打不过汉军，
率残部向西北溃走，汉军追至实颜山赵信城(约在今蒙古杭爱山以南)而还。
一路上俘虏斩首共一万九千人。
东路霍去病从代郡出发，出塞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获胜，得首虏七万余，至狼居胥山(今蒙古
乌兰巴托以东)，临瀚海(或今贝加尔湖)而还。
这次战役之后，匈奴主力向西北远徙，大漠以南不再有匈奴的王廷。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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