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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新疆通史》基础项目“新疆历史农牧业地理研究”（ＸＪＴＳＢ０４３）；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课题“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１３ＡＺＤ０３３）。

作者简介：陈跃（１９８０—），男，江苏徐州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

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有四篇文章，作者分别来自陕西、广西、云南三省。陈跃博士的文章《汉匈关系视野下

的汉朝经略焉耆》选题新颖，分析深入，对两汉与匈奴关系及经略焉耆进行了细微详尽的考察。陈亚男则对

清末边疆地区壮族土司社会的个案进行研究，文章见微知著，以小见大，通过对清末广西《万承诉状》的研究

来分析清末广西壮族土司社会的情况。杜小英的文章选题新颖，对抗战时期云南抗日军人家属的优待工作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韦健锋博士发表在本期的文章是有关中、印、缅三国关系的研究，文章运用大量公

开的资料，公正、客观地对三国关系进行了评析，指出了中国与印、缅两国在合作与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和

不足。

汉匈关系视野下的汉朝经略焉耆

陈　跃１，２

（１．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８；２．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１００００５）

摘要：西域是汉朝与匈奴斗争的西部战线，焉耆则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汉朝与匈奴在西域对抗的前沿。

得焉耆者，得西域；失焉耆者，失西域。焉耆的向背是汉朝与匈奴经营西域战略胜负的重要风向标。匈奴控

制焉耆，汉朝在西域的稳定战略即受到严重威胁；反之，汉朝征服焉耆则标志着汉朝西域经营战略的完成。

汉匈关系的发展影响着汉朝与焉耆的关系发展，同样，后者的演变也反映了汉匈双方在西域的角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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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朝周边民族关系中，以匈奴对汉朝的危害
最大，所谓“八蛮之寇，莫甚北虏”。［１］卷８８，２９１１汉文帝

时，匈奴出兵称霸西域，焉耆为其统治西域之中心。

为断匈奴右臂，汉武帝遣张骞出使大月氏，以开通中

原与西域的官方联系。继东部、中部战线之后，西域

成为汉匈战争的西部战线。在西域争夺战中，焉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