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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裴矩是隋代的著名政治家和地理学家。他主要以“询译”的方式收集了大量西域各国信息，撰

写了《西域图记》，为隋朝经营西域奠定了坚实基础。裴矩凭借对西域的了解，在招商引蕃、打击吐谷浑、

分化突厥等隋朝的西域策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丝路重启、边患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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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i Ju was a famous politician and geologist in the Sui Dynasty. He collected a lot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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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译”出自清末徐继畬的《瀛寰志略》自序。

1844 年，徐继畬出任福建布政使，负责涉外事务，因

而结交了来华传教士雅裨理、高民以及英国驻厦门、

福州两地的领事馆人员，如英国驻福州领事馆领事李

太郭。通过这些人，徐继畬开始询问和了解世界地理

知识，继而收集了大量的中外资料，于 1848 年撰写

完成了 10 卷本的《瀛寰志略》。其自序云：“道光

癸卯年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

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

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1]可见，“询

译”是徐继畬获取世界地理知识的一种方法，意为

“询问翻译”。也就是说，徐继畬按图询问，然后记

下雅裨理所说的译名或译文。尽管“询译”一词为徐

继畬所创，但作为一种获取外部信息的方法，尤其

是域外信息，在中国古代地理志书中早已有之。隋

代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便是一例。 
裴矩（548-627），字弘大，出身于河东裴氏，

乃北魏荆州刺史裴佗之孙，北齐太子舍人裴讷之子。

他历仕北齐、北周、隋、唐四朝，是著名的政治家、

外交家、战略家和地理学家。在隋一朝（581-618），

作者简介：莫玉梅（1976—），女，广西桂林人，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犹太史、翻译史研究；王瑞娟（1998—），女，山东泰安人，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2023 级翻译硕士研究生。 

https://ssr.oajrc.org/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6117317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921770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09195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45804&ss_c=ssc.citiao.link


莫玉梅，王瑞娟                                                        《西域图记》中的“询译”与隋代的西域策略 

- 157 - 

他以军功受封闻喜县公，历任给事郎、吏部侍郎、内

史侍郎、黄门侍郎等职，并先后加封银青光禄大夫

和右光禄大夫。他的主要贡献在于重启丝路，经营

西域，打击吐谷浑，分化突厥。 
《西域图记》是裴矩撰写的地理学名著，主要

记录了西域各国的民俗地理信息，是研究隋唐时期

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惜在南宋亡佚。《隋书》《北

史》《旧唐书》《新唐书》皆记载了裴矩撰书一事，

记述文字大致相同。《隋书》《北史》和《旧唐书》

中的“裴矩传”记载相同，皆言（矩）“撰《西域图

记》三卷，入朝奏之”。《新唐书·裴矩传》中的记

载稍有不同，云（矩）“撰写《西域图记》三篇，合

四十四国，凡裂三道”。今人已无法见到《西域图记》

全文，但其序在《隋书》和《北史》中完整地保留下

来，《新唐书》则留下了这篇序的内容要点，这已足

以使裴矩及其《西域图记》名留青史。 
根据史书得知，《西域图记》详细地描述了西域

四十四个国家的“国俗山川险易”。这些国家分布在

当时联通中西方的丝绸之路上，各有其用。《新唐

书·裴矩传》如是记载：“北道起伊吾，径蒲类、铁

勒、突厥可汗廷，乱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

耆、龟兹、疏勒，逾葱岭，汗、苏对沙那、康、曹、

何、大小安、穆诸国，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阗、

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岭，涉护密、吐火罗、挹怛、

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皆竟西海。诸国亦自有空

道交通。”《隋书·裴矩传》和《北史·裴矩传》中

的整序记录三道如下：“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

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

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

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汗、

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

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

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

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

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

所往，诸处得达。”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三道”，

被首次如此明确且详细地描述出来。裴矩在序言中

还提到，“今者所编，皆馀千户，利尽西海，多产珍

异。其山居之属，非有国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

载。”[2]这说明《西域图记》序所记各国有异于前史

所载。据研究，这些国名也与前来朝贡隋朝的番国

不一致，数量也不一致[3]。 
从裴矩的政治生涯来看，他没有作为外交使臣

出访过其他国家。也就是说，至撰写《西域图记》时，

裴矩本人并未去过这些西域国家，那么他是如何获

悉其民俗地理信息的？这要从他在隋代的仕宦经历

谈起，尤其是隋炀帝统治时期。 
604 年，隋炀帝杨广即位，605 年为大业元年。

《隋书·裴矩传》记载：“炀帝即位，营建东都，矩

职修府省，九旬而就。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

国互市。帝令矩掌其事。”《旧唐书·裴矩传》亦记

载：“大业初，西域诸蕃款张掖塞与中国互市，炀帝

遣矩监其事。”这两则记载表明，裴矩在隋炀帝统治

初年被委派到张掖监管互市，出任“互市监”。然而，

裴矩初始掌管张掖互市的具体年份尚存争议，多数

学者定为 607 年，但著名西域史学家余太山经过严

谨考证后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根据《隋书》《资治通

鉴》《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推断裴

矩在 606 年 1-7 月之间完成了《西域图记》的撰写[4]。

《西域图记》显然是裴矩在监管张掖互市之后完成

的，要不然他无法获取关于西域诸国的信息。这也

说明裴矩至少在 606 年上半年已经担任了张掖互市

的“互市监”。实际上，根据《隋书·裴矩传》记载，

607 年，隋炀帝将要出巡河西地区，命令裴矩去往敦

煌。这一事件发生在裴矩入朝献上《西域图记》和再

次受命去往张掖“引致西蕃”之后。由此可见，裴矩

监管张掖互市并撰写《西域图记》确实应该是在 606
年。 

隋炀帝见到《西域图记》后“大悦”，“赐物五

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座，亲问西方之事”[5]。裴矩因

此功被擢升为民部侍郎，不久又升为黄门侍郎。最

重要的是，隋炀帝将通西域、经略四夷之事全权托

付给裴矩。那么，隋炀帝为何如此看重裴矩，如此想

了解西域？隋朝初年，西北方的吐谷浑和北方的突

厥经常袭扰边界，是隋王朝的心腹大患。据《隋书·西

域传》及《隋书·突厥传》记载，吐谷浑和突厥在隋

文帝统治时期多次寇边[6]。作为一个自认为有着雄

才大略的统治者，隋炀帝非常渴望解除边患。正如

《隋书·西域传》所评价的，“炀帝规摹宏侈，掩吞

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

出玉门关”[7]。 
吐谷浑治地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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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河套地区与河西走廊相邻，因此位于河西走廊

中部的张掖成为隋王朝的边境重镇。随着边贸的发

展，这里也成为了河西地区的经贸交流中心，吸引

了众多西域商人到此交易。作为张掖互市监，裴矩

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西域商人，了解到“西域风俗及

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西域图记》序

曰：“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

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

横所亘，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

国之事罔不遍知。复有幽荒远地，卒访难晓，不可凭

虚，是以致阙[8]。”《隋书·裴矩传》和《北史·裴

矩传》记此事为“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

险易”，《新唐书·裴矩传》记为裴矩“访诸商胡国

俗、山川险易”。这些记载表明，裴矩主要通过两种

方式来获取西域各国信息：一是询问西域商人，二

是收集各种书籍。在这个过程中，他求真务实，遇到

有疑问的地方，不惜多问多听，虚心纳言。因此，裴

矩显然是通过“询译”的方式来收集各种信息，然后

根据所得撰写了《西域图记》。 
裴矩为何费时耗力地撰写《西域图记》？《旧唐

书·裴矩传》记载：“矩知帝方勤远略，欲吞并夷狄。”

这句话的意思是，裴矩清楚隋炀帝有经略西域、开疆

拓土的野心，所以急帝之所急，“依其本国（西域各

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

为《西域图记》......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9]。裴矩

在《西域图记》序中指出如今丝路断绝的原因：“突

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10]。

后来，隋炀帝对大臣宇文述和牛弘称赞裴矩的志诚之

心，说“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发，矩辄先闻，

非悉心奉国，畴能是邪？”[11]事实上，隋炀帝对西域

的兴趣早已表现出来。即位之初，他就派遣侍御史

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各国。使节们“至罽

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

狮子皮、火鼠毛而还”[12]。韦节回来后还撰写了《西

蕃记》。此外，他在朝中设立了西戎使者的职位，负

责联络西域各国，收集相关情事[13]。隋炀帝得到《西

域图记》后，经略西域的雄心勃发，采取各种措施来

达到目的。裴矩在这些措施的提出和实施中功不可

没。 
首先，招商引蕃，展示国威。606 年，在裴矩升

任黄门侍郎后，“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

十余国。”[14]607 年，隋炀帝北巡至恒山，这十几个

国家都派出了使者来助祭。《北史·西域传》记载：

“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

这表明裴矩不只是在张掖负责招商引蕃，应该还有

武威。607 年，隋炀帝命令裴矩前往敦煌主事，为其

西巡做准备。为此，裴矩派遣使者去劝说高昌王麹

伯雅和伊吾王吐屯设等，以厚利引诱他们派遣使者

出使隋王朝。结果，当隋炀帝在 609 年来到张掖、

登临焉支山时，“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

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

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

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15]。这一次集会成

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国际贸易盛

会，也是一次政治盛会。隋朝的强盛国力借此得到了

充分的展示，隋朝的势力逐渐渗入西域。正是在这次

盛会上，“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16]。

随后，隋炀帝派将军薛世雄驻扎伊吾，并命令裴矩一

同前往，共同经略此地。裴矩到后，晓谕西域各国：

“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17]伊吾逐

渐成为丝绸之路上新的贸易中心，推动了隋朝与西域

各国的联系。到隋炀帝统治中期，前来朝贡的国家达

到三十多个，需要设置西域校尉来迎接招待。 
其次，联结铁勒，打击吐谷浑。吐谷浑既是人名，

也是国名。其创建者吐谷浑出身辽西鲜卑族，与其

弟若洛廆关系不好。于是，吐谷浑“西度陇，止于甘

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山，数千里之地，其后

遂以吐谷浑为国氏焉”[18]。这已然算得上一西域大

国。据《隋书·吐谷浑传》记载，从 581 年到 589 年，

吐谷浑一直是隋王朝的边患；589 年隋灭陈后，其主

吕夸大惧遁逃，不敢寇边[19]。591 年，吕夸去世，其

子伏即位，遣使上表称藩。597 年，吐谷浑发生内乱，

伏被杀，其弟伏允被立为主，依然朝贡，但与隋的关

系并不好。607 年，铁勒寇边。隋炀帝派将军冯孝慈

西出敦煌迎战，却为铁勒所败。不久，“铁勒寻遣使

谢罪，请降；帝使裴矩抚慰之”[20]。608 年，裴矩说

服铁勒去攻打吐谷浑。“铁勒许诺，即勒兵袭吐谷

浑，大败之。伏允东走，保西平境。”[21] 609 年初，

隋炀帝派杨雄、宇文述领兵出西平迎战，吐谷浑军

畏战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头、赤水两城，斩三

千余级，获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虏男女四千口而还。

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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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22]

此一战，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伊吾王吐屯设献地，隋

王朝疆域显然拓宽了不少，使隋王朝在西域的影响

力和威慑力得到了加强。 
最后，刚柔并济，分化突厥。隋代对突厥的政策

因时而变，既有雷霆手段，也有抚慰怀柔。581 年，

突厥发生内乱，呈现五可汗分立局面。582 年，突厥

出兵 40 万南下寇边。583 年，隋文帝兵分八路，反

击突厥并大败之，沙钵略可汗逃回漠北。此战后，突

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以阿尔泰山为界。584 年，东

突厥沙钵略可汗遣使上表，向隋称臣，并率部众由

漠北迁往白道川住牧。587 年，沙钵略病逝，其弟处

罗侯即位，称为叶护可汗，继续朝贡于隋。次年，叶

护可汗在西征中中箭而亡，沙钵略之子雍虞闾即位，

是为都蓝可汗。593 年，统治突厥北方的突利可汗

（沙钵略另一子）秘密遣使求婚。隋文帝派裴矩传

话给来使，要求突利可汗想办法杀掉有复国之思的

都蓝可汗妻子，即前北周千金公主、隋大义公主宇

文芳。突利可汗果然寻机借都蓝可汗之手，杀掉了

大义公主。597 年，突利可汗再次遣使，求得安义公

主为妻。此时隋文帝正欲分化突厥，特地厚待突利

可汗，引得都蓝可汗大怒，不再朝贡于隋，并开始袭

扰边界。598-599 年，隋文帝两度派兵出击，直至都

蓝可汗为部将所杀。599 年，突利可汗被隋封为启民

可汗，再次婚配宗室女义成公主，此后更加交好于

隋。609 年，启民可汗去世，其子咄吉世继位，是为

始毕可汗。等始毕可汗部众渐盛后，裴矩向隋炀帝

献策分化其部众。做法是将宗室女嫁给始毕可汗的

弟弟叱吉设，并封他为南面可汗。叱吉设不敢接受，

但此举挑起了始毕可汗的怨气。裴矩又献计说：“突

厥本淳，易可离间，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

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

之。”[23]史蜀胡悉果然被裴矩设计诱杀，始毕可汗

得知实情后，不再入朝。 
西突厥由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统领，此人在 581

年曾被沙钵略可汗封为阿波可汗。因与沙钵略有隙，

其治下的西突厥与东突厥日益分离，逐渐强大起来。

其疆域“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以及西

域各国均归附[24]。隋炀帝统治初年，西突厥处罗可

汗无力治下，内乱不已，且与铁勒多次作战。当裴矩

主事敦煌时，得知西突厥内乱，以及处罗可汗思念

母亲向氏[25]等情，于是上报朝廷。隋炀帝派使臣崔

君肃前往西突厥，面见处罗可汗，以利弊劝说使之

称臣于隋。610 年，隋炀帝将要西狩，遣使告知处罗

可汗与他会于大斗拔谷。处罗可汗借故推辞，隋炀

帝大怒。突厥一部落首领射匮恰好此时遣使求婚，

于是裴矩献计分化西突厥。裴矩说：“处罗不朝，恃

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

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

闻其失职，附隶于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

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26]

隋炀帝采纳此计，派裴矩告谕射匮使者。等使者返

回悉数告知射匮，“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

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

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27]。高昌王麹伯雅

将此事上报朝廷，隋炀帝下令裴矩处理。裴矩亲自

带着处罗可汗之母向氏，火速赶到玉门关，并叫向

氏去见处罗可汗，终于说服他入朝觐见。自此，西突

厥再次臣服于隋，隋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力加强。 
综上所述，裴矩称得上隋朝经略西域的大功臣。

他积极主动地以“询译”方式获取西域各国的一手

资料，撰写《西域图记》，以便统治者知悉相关情事。

凭借其对西域各国的了解，他不遗余力地献计，推

动实施隋朝的西域策略，终使丝路再次畅通，边患

得以解决。裴矩以其忠君、廉政成为一代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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