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唐鸿胪沿革!执掌与民族交往!

张冠梓

鸿胪作为中国古代负责民族交往事务的国家机构!源远流长!影响重大%自汉至唐!鸿胪对外
主要负责民族来朝礼仪!对内事务较多%不同时期!鸿胪机构设置繁简不一!职官品级逐渐下降!

职能逐渐减少!甚至有时被省%这些变化都是依据现实需求产生!包括国力削弱"对外事务减少"

加强中央集权等%经南北朝至隋唐!鸿胪渐由卿变寺!位居尚书曹"三省之后!唐时对外只负责来
使的接待和生活等事!职权大多被分%总体上!鸿胪的沿革经历了从综合性"不确定性到相对单一
和专业化的演变!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民族关系格局和民族政策%鸿胪作为外交礼仪机构!自始至
终体现出中国古代的礼治传统和价值追求!体现着中国自古以来追求天下一统又和而不同的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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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国家组织中"处理民族事务的机构沿革相继"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汉!唐两朝
是统一时间较长!影响较大!国际声望较高的朝代"对汉唐时期民族政策变迁的考察"是中国古
代政治史和民族史动态研究的重要部分#而这一时期的主要民族事务机构,,,鸿胪"则是透
视民族政策演变的重要窗口#作为掌治边疆民族和外交事务的机构"鸿胪的官署!职掌!职官"

以及下属机构!属官!编制等"各朝代情况不尽相同"但其对处理民族和涉外事务"体现!维护和
保障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始终起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目前"学界对鸿胪的研究"除了在民族
和外交政策研究中提及"

!也有各朝代鸿胪寺的研究"

"而对鸿胪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嬗变的研
究很少#基于此"有必要对汉唐时期鸿胪的析置!兴革进行动态!系统!全面的梳理"对鸿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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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政府机构中扮演的角色进行总体评判和检视#这对进一步阐释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民族
政策!中外关系方面的礼治传统!民族观念!社会治理!天下观念等"颇具意义#

一!汉唐鸿胪兴革
鸿胪性质的国家机构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国家政权组成部分的民族

管理机构萌芽于商代#*诗+云'$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
不来王"曰商是常#%

!据*竹书纪年+"成汤十九年!武丁三十四年两次$氐!羌来宾%"

"当时应已
有负责边疆民族事务的官员#据*尚书4洪范+"殷周之际中央政府设置了$宾%"郑玄认为'宾
是$掌诸侯朝觐之官%"王肃云'$宾掌宾客之官也#%

#周代设有大行人和象胥二职"负责对诸侯
和其他民族的交往#

$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力量日益衰弱"$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

%

$中
国不振旅"蛮夷入伐%"

&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的关系急剧变化#然而"此时不少诸侯国仍设置
了$行人%以主外交活动"有的还设有$封人%掌管边疆事务#

$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秦朝在中央政府设立公卿"典客是九卿之一"$掌
诸归义蛮夷%#

' 此时"$行人%一职仍存"负责礼宾事务#万尧绪!陆文洋指出'$典客一称在汉
代仅存于景帝中六年之前"主要负责接待诸侯王和归义蛮夷"而后来大鸿胪所掌宾礼在汉初则
主要由大行负责#景帝中六年"大行更名为行人"成为新更名的大行令的属官"两者的职能才
趋于统一#%

(据*二年律令4秩律+"秦及汉初"典客位次在御史大夫!廷尉!内史之后"

)地位仅
次于执掌司法和财政的主官#

秦汉间"汉王置典客官"韩信在被推举为大将军之前就曾任$连敖典客%#

*+, 汉初仍有典
客"同样职权重大#这与汉初郡国并行的形势密不可分"为了压制同姓和异姓诸侯王"突出了
典客的地位#因此"汉初重大历史事件中"多有典客参与"如典客刘揭在平定$诸吕之乱%中夺
赵王吕禄印"

*+S并参与请立文帝)

*+T典客冯敬参与弹劾淮南王刘长谋反#

*+U 景帝时"经过七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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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太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尉"卫将军"卫尉"汉中大夫
令"汉郎中!奉常"秩各二千石%#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0二四七号墓1'释文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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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郦
兄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史记+卷

,

*吕太后本纪+(#

$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将军臣武!御史大夫臣苍!宗正臣郢!朱虚侯臣章!东牟侯臣兴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
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顷王后!琅邪王!列侯!吏二千石议"大王高皇帝子"宜为嗣#愿大
王即天子位#/%&*汉书+卷

&

*文帝纪+(

$丞相臣张仓!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
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99/%&*史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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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诸侯王威胁已弱"中六年&前
#&&

("改典客为大行"表明更加注重礼仪职能#武帝时"经过
$推恩令%和$酎金夺爵%等一系列政策"$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

!地位进一步下
降"大行的诸侯相关职能减弱#故太初元年&前

#"&

(改大行令为大鸿胪"

"属官行人为大行令#

应劭曰'$郊庙行礼赞九宾"鸿声胪传之也#%

#

*史记索隐+'$鸿胪者"掌九宾之仪也#%

$礼仪职
能更加凸显#王莽建立新朝后推行$新政%"将大鸿胪更名为$典乐%#

%

*尚书4虞书4舜典+

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

&是掌管朝廷音乐事务的官职#王莽依古改制"以典乐代
替大鸿胪"可以反映出此时鸿胪职能的礼乐化#东汉光武即位后"基本沿前汉旧制"大鸿胪之
称得以恢复"职掌也略同#仍以大鸿胪主礼九宾"兼理对外事务#只是机构有裁并"属官亦有
精简#此外"东汉九卿之长均加$卿%字"分别隶属于三公"大鸿胪属于司徒#*文献通考4职官
考九+云'$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并司徒所部#%是此时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

对于鸿胪而言"无论是作为官署和职官的名称还是职掌等"魏晋南北朝都是一个剧烈变化
的时期#*文献通考4职官考十+言大鸿胪$魏及晋初皆有之#自东晋至于宋!齐"有事则权置
兼官"毕则省%#黎虎认为$这是偏安政权外交事务减少的反映%#

' 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晋
及南朝的大鸿胪"对外事务固然是其主要职能之一"但内部的礼仪事务也归其执掌#*晋书4

职官志+载'$大鸿胪"统大行!典客!园池!华林园!钩盾等令"又有青宫列丞!邺玄武苑丞#%从其
属官看"只有典客是主要掌管涉外事务的"大行侧重礼仪#*通典4职官典七4太常卿+载'$汉
大鸿胪有理礼郎四十六人#晋理礼郎四人"属大行令#%园池等令掌园林!宫殿!苑囿等#即使
外交事务减少"也不至于将大鸿胪省并#况且"江左各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并存始终"与南
方少数民族的交往也并未断绝"

(不能认为外交活动与之前相比是骤减的"是不重要的#并
且"这也无法解释为何梁武帝时又恢复了鸿胪卿#所以"东晋南朝大鸿胪$有事则权置兼官"毕
则省%的原因"应主要是国力的衰弱"偏安一隅"加之门阀大族兴盛"中央无力维持宫廷苑囿和
庞大的礼仪活动#鸿胪在统治者心中的受重视程度逐渐减轻#并且"鸿胪的外交事务部分被
客曹取代"也是鸿胪地位下降的原因#汉成帝时尚书置客曹"$主外国夷狄事%"

)东汉光武时
分为南北主客二曹"魏晋南朝沿置#随着尚书机构的加强和完善"客曹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原
大鸿胪的职责"导致鸿胪地位下降#至梁武帝天监七年&

%"(

("$诏复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

又增太府!太舟"仍先为十二卿"及置朱衣直
"

将军官%#

*+, 其中"直
"

将军是为保护皇帝安全
而设立的禁卫官职"

*+S太府卿专管皇室的库储出纳"宗正!太仆!大匠都是为皇帝服务的机构"

这些官职都是皇权的象征#鸿胪与这些官职一同设立"是梁武帝欲加强皇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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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北方诸国官制情况史记缺失"无法断定是否设立了鸿胪#可知的是"前赵刘
聪时有$兼大鸿胪李弘%#

! 前秦苻坚曾设大鸿胪"*晋书4苻坚载记上+'$大鸿胪韩胤领护赤
沙中郎将"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拓跋焘延和二年&

&''

($诏兼大鸿胪卿崔赜持节拜征虏将
军杨难当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封南秦王%#北魏建国之前已有大鸿胪卿一职"应是受到前
秦影响#至北魏立国"延续了大鸿胪的设置"同时"存在主客尚书"太和十五年&

&,#

(又置主客
少卿#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列曹尚书中的客曹也参与民族事务"

"

$主
护驾羌胡朝贺事%#

# 东晋时不设客曹尚书"民族事务由祠部尚书掌管#大鸿胪与尚书主客曹
的职权划分不甚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鸿胪的地位是逐渐下降的#据*魏书4官氏志+"太
和二十三年后大鸿胪从第二品上降为第三品#魏晋南北朝时期"接待宾客!管理民族事务之职
移归尚书省主客曹"大鸿胪渐成专司朝会礼仪的机构"且不常置#

北魏大鸿胪"北周改称宾部"北齐改为鸿胪寺#

$ 这一变革对后世影响颇大"并一直沿置#

值得注意的是"北周开始设立的礼部在以后的历史中"对鸿胪寺的职掌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礼部由西汉时尚书的客曹发展而来"隋代为尚书省六部之一"称祠部#唐代改为礼部"为历代
沿置#自此"礼部和鸿胪寺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也很微妙和复杂#隋文帝时"沿袭汉魏传统"

设置诸寺作为朝廷事务机构"以具体执行诏令决策"包括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
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十一寺#其中"鸿胪寺$掌蕃客朝会%"负责国家宾客的接待及道教的
管理#同时"祠部尚书统祠部!主客!虞曹"其中"祠部掌祠部医药"死丧赠赐等事)主客掌诸蕃
杂客等事#

% 祠部尚书很大程度上分负了之前大鸿胪和鸿胪卿的职责#开皇三年&

%('

("将鸿
胪寺省并太常"十二年复旧#唐代鸿胪寺$掌宾客及凶仪之事%"

&参与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具
体负责国家宾客的接待及道教的管理#唐代的鸿胪寺是九寺之一"

'因皇位更迭"政局持续变
动"名称有过几次改变#高宗龙朔二年&

--!

(为同文寺"

(咸亨元年&

-$"

(复为鸿胪寺"

)武后光
宅元年&

-(&

(称帝"迁都洛阳"改易官名朝服"鸿胪寺为司宾寺#中宗神龙元年&

$"%

("太子李显
发动兵变"逼迫武则天退位"复辟唐朝"司宾寺复为鸿胪寺#唐代鸿胪寺名称的变化完全是政
治的需要#*旧唐书4职官志二+载礼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礼仪!祭飨!贡举之政令#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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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曹系西汉成帝初设官署"置尚书四人"分四曹办事"客曹为其一"主少数民族及外国事#光武帝时亦曾设置"主管
护驾朝贺等事#后又分为南北两主客曹#魏与晋初沿置#晋太康中省"分南北左右四主客#唐宋时"主客隶属礼部"负责聘
使!宴设!赐予等事#

*晋书+卷
!&

*职官志+#

*旧唐书+卷
&&

*职官志三+#从北齐开始"九卿各机构均改名为$寺%"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
正!大司农!少府谓之九寺#长官都称为寺卿#需要说明的是"寺本属于官署名称"而佛教庙宇也称寺"这也与九卿官署名称
具有一定的关系#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

(

言'$东汉以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与省台并称"鸿胪其一也#本以待四夷宾
客"故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佛经至"舍于鸿庐#今洛中白马寺"摩腾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汉鸿胪旧地#摩腾初来"以白马负
经"既死"尸不坏"因留寺中"后遂以为浮屠之居"因名.白马/#今僧居概称寺"盖本此也#%&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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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官志三+#

唐代鸿胪寺与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司农寺!太府寺齐名"为九寺之一#

唐高宗龙朔二年"改官名#其中"改太常寺为奉常寺"光禄寺为司宰寺"卫尉寺为司卫寺"宗正寺为司宗寺"太仆寺
为司驭寺"大理寺为详刑寺"鸿胪寺为同文寺"司农寺为司稼寺"太府寺为外府寺#*新唐书+卷

&(

*百官志三+$鸿胪寺%原注
也有记载'$龙朔二年"改鸿胪寺曰同文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宾寺#%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依照*唐会要+卷

--

所记"鸿胪
寺龙朔三年改为司宾寺"而依照*旧唐书+则谓改为同文寺#当下学界多采*旧唐书+说#

唐高宗咸亨元年诏"龙朔二年所改百官之名仍复其旧#



属有四'一曰礼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同样与鸿胪有很多重合#

从鸿胪及其属官的品秩看"秦汉至隋唐"鸿胪的地位也是逐渐下降的#秦代典客!汉代大
鸿胪均为二千石高官"均配有担任秘书职责的丞一人"秩比千石#东汉时复置大鸿胪"设卿一
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大鸿胪长官为卿"下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员#陈承梁制"置
鸿胪卿"品第三#北魏时"大鸿胪卿仍为六卿之一"第二品上#大鸿胪少卿为大鸿胪卿副职"前
*职员令+中定其品秩为正三品上"但后被主客少卿替代#大鸿胪丞"前*职员令+中列卿丞之
职"秩为从五品中"后*职员令+中则为七品下#

! 至唐代"鸿胪长官已脱离了九卿的身份"鸿胪
寺卿仅从三品)少卿二人"为从四品上#其他吏员有丞二人"从六品上)主簿一人"从七品上)录
事二人"从九品上#

二!汉唐鸿胪职掌的演变
如前述"鸿胪职责的渊源最早可追朔到商"与商的宾!周的大小行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

设置的$行人%"职责有继承关系#商朝的$宾%具体职责语焉不详#相比之下"周的大小行人及
其属官的分工记载就清楚一些了#根据*周礼+记载"周朝管理周边民族事务的机构及官员!职
掌等要较前代详细!规范许多#而且"这些记载也得到了金文的印证#大致是"在$秋官司寇%

下"设$大行人%$小行人%#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储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
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周礼4秋官+又载"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
人%"

"他们当皆是大夫爵位#小行人职位次于大行人"当是大行人的副职"责任自然也有所不
同#

# 大行人掌接待诸侯及诸侯上卿之礼"小行人掌接待诸侯使者之礼"并奉使前往四方诸
侯#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设$大行%负责礼仪宾客"大行属官有$谒者%负责接待宾客!$主
客%负责宾客礼仪#在这些宾客中"有诸侯国的使者"也包括少数民族首领#

秦朝仍有大行"负责礼宾事务"为礼官#同时"秦朝以强势的姿态不断开拓边疆"征服周边
民族"叶高华认为因此对众多$归义蛮夷%的管理有了需求"创设了典客#

$ 然而"除典客外"还
有典属邦"$掌蛮夷降者%#赵云田认为"典客所掌$蛮夷%为$归义%者"具有友好往来的性质)而
典属邦所掌$蛮夷%是$降者%"亦即归附的少数民族或部落#

% 归义者"*史记4惠景间侯者年
表+称'$外国归义"封者九十有余#%*史记4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了七名匈奴归义封侯者#

可见"秦汉时归义$蛮夷%是指脱离原来族群而为秦效力者#$蛮夷%降者才是被秦武力逼迫后
的投降者"归典属邦管辖"与归义$蛮夷%有别#

需要说明的是"九卿中设有郎中令"郎中令的属官有谒者"也负责接待宾客"但二者的职掌
和地位是有明显区别的#典客属卿"负责接待诸侯及少数民族首领等贵客#这些贵客到京师"

参加各种祭祀典礼"其一举一动都有人大声引导"以免失礼#而谒者虽然$掌宾赞受事%"

&即
行礼时当司仪和通报"但负责的基本是一般客人#$秦汉时凡诸侯王

#

列侯和属国君长"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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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君主或使臣"都被视为皇帝的宾客"与此有关的事务多由大鸿胪掌管#%

!鸿胪"无论从名
称的意义以及有关其职掌的具体记载看"都是如此#

从官署设置看"秦汉间经历了由简入繁"又归于简的过程#秦代典客仅有令!丞"武帝更名
大鸿胪后"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其中大行令前身为大行!行人"负责宾
客接待及礼仪"奏列侯之谥!诔!策)译官主掌翻译"帮助大鸿胪处理语言翻译工作)别火"*汉仪
注+载'$别火!狱令官"主治改火之事#%安作璋!熊铁基认为在当时少府水衡有太官令御羞令之
类的属官管饮食"此处曰别火"是别开火食的意思"当是所谓$蛮夷%的饮食习惯不同"因而需要
另外开火#

"

*太平御览4职官部+引韦昭*辩释名+曰'$鸿胪本故典客"掌宾礼#鸿"大也"胪"陈序也#

欲以大礼陈序宾客也#%各种解释比较一致地说鸿胪掌宾礼#实际上"大鸿胪的职责远不止此"

高叶华指出"秦汉典客!大行令!大鸿胪的职责包括'诸侯王!列侯受封或其子息嗣位"以及因他
们有罪而夺爵削地"都由大鸿胪经手处置#诸侯王进京朝见皇帝"大鸿胪典掌礼仪)诸侯王死
亡"大鸿胪遣使吊唁"并草制诔策和谥号#臣属于汉的少数民族君长"在接受汉的封号或朝觐
皇帝时"以及外国使臣来贡献等属于礼仪方面的事务都由大鸿胪来承办#郡国派属吏到京师
上计"大鸿胪要为他们安排馆舍#

#

这些仍不足以概括大鸿胪的职能#大鸿胪在汉代主要是身份的标识"尚未如隋唐时成为
完全专门化的官署"因此大鸿胪作为九卿之一"负责的事务非常庞杂#除了上述职能"我们认
为"在从大行人!典客!大行令进而更名为大鸿胪的过程中"还履行了如下职责'

其一"掌管郡邸狱中所治的郡国上计者#*汉旧仪+'$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属大鸿
胪#%*汉书4百官公卿表上+称'$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胪#%西汉时"大鸿胪
下专设郡邸长丞管理各郡国设在京师的邸舍#所以"各地来的郡国官员!上计之吏"在西汉一
般是由大鸿胪的属官郡邸长丞负责接待和安排#东汉时省去郡邸长丞"只令大行令属下的郎
治理郡邸#

其二"除了为上计吏安排住所"还负责协助其$观国之光%!

$参加朝会大礼等#作为围绕
官吏履职期间是否称职!如何升降奖惩而设计的考核机制"上计和考课对于汉朝中央和地方都
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大鸿胪对上计人员的安排不能怠慢#如*后汉书4礼仪志中+注引蔡质*汉
仪+'$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
属郡计吏"皆陛觐"庭燎#宗室诸刘亲会"万人以上"立西面#位既定"上寿#群计吏中庭北面
立"太官上食"赐群臣酒食"西入东出#%这当是郡国计吏$观国之光%的内容之一#

其三"为征迎诸侯王"在朝廷决定以某诸侯王为帝后"使大鸿胪召之#如*汉书4哀帝纪+

载'$明年"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征定陶王"立为皇太子#%*汉书4平帝纪+载'$&元寿二
年(秋七月"遣车骑将军王舜!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中山王#%*汉书4武五子传4昌邑哀王刘?
传+载'$制诏昌邑王'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乘七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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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元十年"大匠应顺上言'.百郡计吏"观国之光"而舍逆旅"崎岖私馆"直装衣物"敝朽暴露"朝会邈远"事不肃给#

昔霸国盟主耳"舍诸侯于隶人"子产以为大讥#况今四海之大"而百无乎-/和帝嘉纳其言"即创业焉#%&*后汉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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诣长安邸#%

同样"若诸侯王犯罪"也以大鸿胪召之#如*汉书4济北贞王刘勃传+载'$十二年"宽坐与
父式王后光!姬孝儿奸"悖人伦"又祠祭祝诅上"有司请诛#上遣大鸿胪利召王"王以刃自刭死#

国除为北安县"属泰山郡#%

其四"大鸿胪负责参与处理诸侯王!列侯!外戚犯罪案件#如*汉书4文三王传4梁怀王刘
揖传+载'$哀帝建平中"立复杀人#天子遣廷尉赏!大鸿胪由持节即讯#%*汉书4景十三王传4

广川惠王刘越传+载'$天子遣大鸿胪!丞相长史!御史丞!廷尉正杂治钜鹿诏狱"奏请逮捕去及
后昭信#%*汉书4外戚传下4孝元冯昭仪传+载'$数十日无所得"更使中谒者令史立与丞相长
史!大鸿胪丞杂治&冯太后(#%*后汉书4赵典传+载'$州郡及大鸿胪并执处其罪"而公卿百寮嘉
典之义"表请以租自赎"诏书许之#%

其五"带兵镇压叛乱"对象既包括边疆民族"也包括内地贵族和地方势力#如*汉书4昭帝
纪+'始元四年$冬"遣大鸿胪田广明击益州%#元凤元年$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额侯
韩增!大鸿胪广明将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汉书4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载'$&商丘成(以
大鸿胪击卫太子"力战"亡它意"侯"二千一百二十户#%*后汉书4献帝纪+载'$&初平元年(大鸿
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安集关东"后将军袁术!河内太
守王匡各执而杀之"唯韩融获免#%

其六"郊迎诸侯王!外戚!大臣"以示荣宠#如*后汉书4邓骘传+载'$军到河南"使大鸿胪
亲迎"中常侍赍牛酒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后汉书4窦宪传+载'$会宪及邓叠班师还京
师"诏使大鸿胪持节郊迎"赐军吏各有差#%*后汉书4光武十王传4东平宪王苍传+载'$帝以苍
冒涉寒露"遣谒者赐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鸿胪窦固持节郊迎#%*后汉书4段

$

传+载'

$三年春"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诏遣大鸿胪持节慰劳
于镐#%

其七"会陵!皇帝葬礼"大鸿胪负责设九宾之礼#*后汉书4礼仪志上+载'$东都之仪"百
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

随立寝殿前#%*后汉书4礼仪志下+载'$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殿下#%

可见"两汉大鸿胪的职责庞杂"大致都在民族!诸侯!外戚的礼仪事务范围内"但也存在这
一范围外的事务#如果说领兵作战可以视为临时性差使"负责郡邸狱与安排上计官吏参与礼
仪则是常规职能#东汉罕见大鸿胪参与处理外戚犯罪"却多见郊迎外戚"也反映了东汉政治中
外戚强权的特点#

三国!晋至南北朝"基本沿置大鸿胪"掌与汉同"但其权力和地位明显降低#如上所述"这
一时期原由大鸿胪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职责"改由新设立的尚书省中有关机构参与管理#南
朝梁!北朝齐分别确立尚书省"其中的祠部设主客曹"$掌诸蕃杂客等事%"这一状况在隋唐得到
了延续#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鸿胪的外交职能"黎虎已做总结指出为'接待来使"礼宾司仪"

封拜册命"馆饩来使"侨民管理"翻译#

! 此外"大鸿胪履行的职责还有'

其一"改朝换代"新主受命的典礼有大鸿胪参与#*晋书4礼志下+记其部分流程为'

太常导皇帝升御坐!钟鼓止!百官起"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掌礼郎赞%皇帝延王登&"大鸿胪跪赞%藩王
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报%王悉登&"谒者引上殿!当御坐"皇帝兴!王再拜"皇帝坐!复再拜"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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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璧御坐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掌礼郎赞%皇帝延太尉等&"于是公'特进'匈奴南单于'

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鸿胪跪赞%太尉'中二千石等奉
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皇帝延公等登&"

是知"典礼的主要参与者有太常!掌礼郎!大鸿胪!谒者"其中前三者都有$赞%的工作"谒者
负责引领#太常!掌礼郎负责以$赞%引导皇帝"而大鸿胪负责说明藩王!大臣等的贡献#此外"

*宋书4礼志一+还记载了拜皇后!三公"冠皇太子"拜蕃王时大鸿胪参与的礼仪"大鸿胪同样负
责引领群臣#

其二"两晋!南齐!北魏大鸿胪皆持节监护丧事"这一点与汉代不同#

! 如高阳元王皀$十
年薨"诏遣兼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 此外"西晋时外戚重臣亡故"也
见大鸿胪监护丧事#如贾充女儿分别嫁司马炎弟司马攸及次子司马衷"与司马氏结为姻亲"自
身又为朝廷重臣#及贾充死"$大鸿胪护丧事%#

# 东晋咸和五年&

''"

(始兴郡公王导薨"$帝举
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之礼"一依汉博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

$ 南齐豫
章文献王嶷薨"$敛以衮冕之服"温明皉器"命服一具"衣一袭"丧事一依汉东平王故事"大鸿胪
持节护丧事"大官朝夕送奠%#

% 北魏时更是多次监护丧事"如神龟二年&

%#,

(任城王澄传薨"

亦大鸿胪监护丧事#

& 此外"北魏高祖时冯诞卒"$诏侍臣一人兼大鸿胪"送柩至京%#

'

其三"西晋大鸿胪受命送诸侯王至国"与汉代同#*晋书4山涛传+载'$及武帝受禅"以涛
守大鸿胪"护送陈留王诣邺#%

其四"两晋!陈大鸿胪削列侯爵土"同样与汉代相同#如西晋时刘暾奏'$右长史!杨丘亭侯
刘肇"便辟善柔"苟于阿顺#请大鸿胪削爵土#%

(关内侯庾纯自劾'$请台免臣官"廷尉结罪"大
鸿胪削爵土#%

)东晋时"卞壶奏'$请以见事免组!晔!弘官"大鸿胪削爵土"廷尉结罪#%陈时"御
史中丞宗元饶奏'$臣等参议"以见事免景历所居官"下鸿胪削爵土#%

*+,

其五"两晋!北魏大鸿胪即墓赐策#齐王礒在八王之乱中被杀"光熙初"追册礒"$使使持
节!大鸿胪即墓赐策"祠以太牢%#

*+S 咸和九年长沙郡公陶侃薨"$今遣兼鸿胪追赠大司马"假蜜
章"祠以太牢%#永兴三年&

&#"

(张衮病逝"$后世祖追录旧勋"遣大鸿胪即墓"策赠太保"谥曰文
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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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见谒者监护丧事&*后汉书+卷
#"

下*皇后纪下4灵思何皇后纪+(和侍御史持节监护丧事&*后汉书+卷
$(

*宦者传4孙程传+("不见大鸿胪监护#*晋书+卷
!&

*职官志+载'$光禄大夫假银章青绶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将军下"诸卿
上#汉时所置无定员"多以为拜假赠之使"及监护丧事#%汉代多以光禄大夫监护丧事#

*晋书+卷
'$

*高阳元王皀传+#

*晋书+卷
&"

*贾充传+#

*晋书+卷
-%

*王导传+#此外"晋还见御史持节监护丧事&*晋书+卷
-(

*纪瞻传+(和谒者监护丧事&*晋书+卷
,(

*桓
温传+(#

*南齐书+卷
!!

*豫章文献王传+#海陵王丧事同样由大鸿胪监护&*南齐书+卷
%

*本纪第五4海陵王+(#

*魏书+卷
#,

中*景穆十二王传中4任城王澄传+#此外"杨津!胡国珍!崔光!张佑等死后皆由大鸿胪监护丧事#见
*魏书+卷

%(

*杨津传+!卷
('

下*外戚传下4胡国珍传+!卷
-$

*崔光传+!卷
,&

*阉官传4张佑传+#北魏还见黄门郎监护丧事
&*魏书+卷

#,

下*南安王桢传+(和侍御史监护丧事&*魏书+卷
#"

下*赵郡王干传+(#

*魏书+卷
('

上*外戚传上4冯诞传+#

*晋书+卷
&%

*刘暾传+#

*晋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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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纯传+#

*陈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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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两晋!前赵!前燕!北魏大鸿胪为列侯!大臣授官#永嘉之乱"广武侯刘琨坚守晋阳九
载"晋愍帝即位"$帝遣兼大鸿胪赵廉持节拜琨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

! 东晋时愍
帝遣大鸿胪辛攀拜张轨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凉州刺史张茂降前赵"刘曜使大鸿胪田崧
署张茂使持节!假黄铖!侍中等头衔#东晋豫州刺史袁真以寿阳降前燕慕容?"被大鸿胪温统
署为使持节!散骑常侍等#北魏多见大鸿胪策拜"如太武帝拓跋焘$诏兼鸿胪卿李继"持节假冯
崇车骑大将军!辽西王"承制听置尚书已下%#

"

此外"前赵刘聪时"还见大鸿胪负责册封贵妃#*晋书+卷
#"!

*刘聪载记+载'$聪大悦"使
其兼大鸿胪李弘拜殷二女为左右贵嫔"位在昭仪上#%北魏孝明帝遣大鸿胪刘永持策拜高丽王
安#前秦苻坚时还遣大鸿胪帅军征战"$坚遣鸿胪郝稚征处士王嘉于到兽山%#

# 北魏拓跋焘
时$诏大鸿胪卿杜超假节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行征南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镇邺"为诸
军节度%#

$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鸿胪的职能是逐渐弱化的#*晋书4职官志+云'大鸿胪$统
大行!典客!园池!华林园!钩盾等令"又有青宫列丞!邺玄武苑丞#%至*宋书4百官志上+仅说'

$大鸿胪"掌赞导拜授诸王#%*南齐书4百官志+则云'$鸿胪掌导护赞拜#%且后两者都$有事权
置兼官"毕乃省%#即使如上文所述"大鸿胪的事务不仅于外交"但相比于两汉"职权还是大大
减少了"尤其是失去了民族事务和外交功能#这是因为"分裂时期"中原王朝无力统御和影响
周边民族"民族间展现的更多是冲突"大鸿胪在礼仪方面的功能弱化#这一趋势随着大一统的
重新建立而改观"*隋书4百官志中+称北齐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统典客!典寺!司
仪等署令!丞%#无论职能还是统属"都表明鸿胪寺职能扩大#机构中$置卿!少卿!丞各一人#

各有功曹!五官!主簿!录事等员%#此时机构的职能化!专业化已非常明显#

% 伴随着尚书职
能的完善和地位提高"鸿胪与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司农!太府一并转为寺#

& 但
是"职能也被其他部门分配殆尽"地位从$九卿%变为了尚书省之下的职能机构"并最终定型#

隋唐时期"延北齐制"大鸿胪的官号为鸿胪卿"所主衙署也命名为鸿胪寺#隋$鸿胪寺统典
客!司仪!崇玄三署#各置令#典客署又有掌客"司仪有掌仪等员%#

' 唐代与之相似"但不见
崇玄署#据*旧唐书4职官志三+记载"鸿胪卿的职责为'

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凡二王后及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
否"若诸蕃人酋渠有封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为众所推者
补充!申尚书祠部"皇帝太子为五服之亲及大臣发哀临吊!则赞相焉"凡诏葬大臣!一品则卿护其丧事!二品
则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仪!以示礼制"

而典客令$掌二王后之版籍及四夷归化在蕃者之名数#丞为之贰#凡朝贡!宴享!送迎"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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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传+#

*魏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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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祖太武帝纪+#此外"还见$诏兼大鸿胪卿崔赜"持节拜征虏将军杨难当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

封南秦王%&*魏书+卷
&

上*世祖太武帝纪+()宣武帝遣大使!鸿胪少卿睦延吉持节就拜元英为中山王&*魏书+卷
#,

中*景穆
十二王传下4中山王英传+()$世祖遣兼鸿胪持节策拜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魏书+卷

,,

*卢水胡万年!祖
传+(#

*晋书+卷
##&

*苻坚载记下+#

*北史+卷
!

*世祖太武帝纪+#

楼劲'*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7百官志8体例与汉唐行政体制变迁研究+"*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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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官志中+"北齐尚书省主客曹$掌诸蕃杂客等事%"$鸿胪寺"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尚书省职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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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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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焉#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皆馆供之#如疾病死丧"量事给之#还蕃"

则佐其辞谢之节%#司仪令$掌凶礼之仪式及丧葬之具#丞为之贰#凡京官职事三品已上!散
官二品已上!京官四品已上"如遭丧薨卒"量品赠祭葬"皆供给之%#

这些职责基本承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鸿胪除领兵外的职能"尤其加重了署理蕃客的职
责"但这一职责又为典客令主管"鸿胪卿仅负责名数!朝贡!宴享!送迎!疾病死丧等事#这一时
期"随着三省六部制的设立"民族事务的管理机构有了较大的调整#唐朝管理边疆民族的机构
则更加细化"三省对民族事务均有涉及#一是尚书省中礼部所辖的礼部司和主客司#礼部司
主要负责$宾礼%及$出蕃册授%"主客司掌$诸蕃朝见之事%#

! 二是门下省#民族使者朝见"门
下省侍中要$承诏劳问%#三是中书省#民族使者来朝"中书省侍郎要$受其表疏而奏之"献贽
币"则受以付有司%#

" 若民族使者纳贡"中书省通事舍人要$受而进之%#中书省所属蕃书译
语等员要负责有关翻译事宜#少府监的互市监"$掌蕃国交易之事%#

# 这些官署不同程度上
分担了传统大鸿胪的职能"所以此时鸿胪寺对外职能涉及较少"且都是礼仪性和生活性事
务#

$ 作为大一统的多民族王朝"唐代对外国和少数民族事务自然是无比重视"但是"因官僚
体制的发展"鸿胪寺的此方面职能在不断弱化#

三!鸿胪沿革的特点及其体现的民族交往
就官称而言"从汉武帝设置大鸿胪到光绪三十四&

#,"(

(年裁革鸿胪寺"鸿胪贯穿古代官僚
制度的始终#通观历朝历代鸿胪的名称!机构和职掌"鸿胪不可或缺"其名称有所改易!机构有
所撤并"但基本上保持了继承关系"其间调整损益可知!有同有异"显示了中国古代民族交往机
构的变化特点和趋势"体现了历代边疆民族和对外交往政策的变化"表明了我国古代民族交往
的传统与基调#

第一"鸿胪的职掌经历了从综合性!不确定性到相对单一和专业化的演变#中国自古就是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历史上中国$内%和$外%"许倬云有一段精到的描述'$.中心/不断
因为扩张而改变其范围"于是.边陲/的存在"也不断有相应的变化#旧日的.边陲/"可能融入
.中心/"而于周边"又有原本遥远的地区"成为新的.边陲/#%

%以夏商周为例"中国可以分为四
个部分'一是$天子%直接管辖的地区"称为$王畿%&又称$国畿%$邦畿%()一是与$王畿%属于同
一民族即夏族的诸侯国"他们不管与天子是同姓还是异姓国"都对天子有一定的臣属关系)一
是与天子有一定臣属关系的四方民族"即夷!蛮!戎!狄的国家和部落)一是与天子无任何臣属
关系的四方民族的邦国和部落#各个部分的存在"与天子!王畿的距离远近!关系亲疏不同"就
形成和规定了所谓$五服%制度#

& 后来疆域不断扩大"边疆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或变化#这
种变化"几乎在每个朝代均有出现"也体现在鸿胪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清代纪昀在*钦定历代
职官表+中针对周秦汉魏之际行人!鸿胪等制的变迁"提出如下意见'$鸿胪一官"自*唐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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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初学记+诸书"皆以为出于*周礼+之大行人#然古今立制各殊"详考其实"汉魏以后之
鸿胪"与周大行人之职"已有不同#而今之鸿胪"则与汉魏以后之鸿胪"尤迥不相合也#%纪昀认
为周代大行人是$兼柔远人!怀诸侯二者而有之%"而秦汉以降"罢分封行郡县"邦交之事不再复
行"鸿胪之职亦不过在诸侯王封拜时"进行礼仪性的引导#后代鸿胪的主要职掌就是$蛮夷%的
朝贡觐献事宜"这只是周代大行人职责的一方面"其他并不能一一吻合#

!

但上述刊发也并非全面#实际上"秦汉时期"鸿胪既职掌民族事务"又职掌外交事务#诸
侯王!列侯和属国君长"外国君主或使臣"作为皇帝的宾客"相关事务多由大鸿胪负责#魏晋南
北朝鸿胪寺的职能与汉代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外交方面的接待和礼仪等事务工作"但是也发生
了一些变化#主要是有更多的外交事务被尚书主客曹分担"如接待来使的工作"虽然鸿胪寺还
有一定职责"但重要的接待工作却是由主客郎承担"尤其到了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是由主客郎
出面负责接待"形成主客郎活跃于外交舞台的情形#虽然鸿胪寺的主客令也有时出面接待来
使"如北魏时的主客令李安世就曾有过出色的表现"但就整个接待工作来看"尚书主客曹已把
重要的接待工作分割而去"其余的接待事务则仍归鸿胪寺#至北齐时"置鸿胪寺"延及隋唐"鸿
胪最终成为专职机构#鸿胪寺的官员不再像汉代大鸿胪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鸿胪卿那样带兵
作战"也不再管理列侯和诸王封地"专业化更为明显#

第二"鸿胪的职责兼具因循延续和突破变革的特点#鸿胪作为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的机
构"虽因时代!统治民族不同而各有特点"但保持着因循的脉络#不管是大鸿胪还是后来的鸿
胪寺"像多数其他官制一样"是前后沿袭!先后继承的#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

$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
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果回顾一下鸿胪的变迁历程"商有宾"周有大行人"秦称典客"

西汉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改称大鸿胪"东汉!魏!晋沿置"北齐改置鸿胪寺"隋!唐!宋!辽沿置"

明复之"清沿置"能看到周承商制!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等带有继承性!连续性!规律
性的过程#同时"对于历史上时有所见的官名改称现象"应当承认其内涵并非只是简单的名称
改易#改称之所以发生"说明不同的官名具有各自独特的含义"而取舍之间会显现统治者对不
同官名的认知和意图#

" 秦视归义民族为客"故置典客#武帝欲宣扬皇权的至高无上"故改名
大鸿胪"期待万邦来朝#此后鸿胪名称未有变化"为历代沿用#但是"秦汉至明清"大鸿胪职掌
屡有变化#魏晋及北魏"大鸿胪在掌一般殿廷礼仪的同时"仅负责夺爵削地!监护丧事!授官等
事务"其余权力分归尚书省#梁!陈称鸿胪卿"掌赞导一般殿廷礼仪而不负责封爵事务#唐!宋
鸿胪卿恢复礼宾事务"兼主皇室!大臣之凶仪#总体上"汉唐时期"鸿胪由九卿变为寺"地位逐
渐降低"礼宾事务也损益变化"逐渐减少"体现着国家政策重心和对外事务的变化#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国家减少了对民族交往事务的关心#鸿胪的对外交往事务分予三省中其他部门"体
现出相关民族事务已经成为国家中央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鸿胪虽然职能减轻"至
唐朝仅负责民族来使的接待和生活等"但始终存在"也反映了历代王朝对其他民族的尊重#

第三"鸿胪的存在自始至终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礼治传统和价值追求#中国自古就是礼仪
大国"$礼%对历代统治者至关重要#*礼记4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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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文化以绵延流长!博大深厚和独树一帜而被称道"那么其最深厚而鲜明的特
色在于注重礼治#礼乐文明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中国礼乐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深刻影响了
古代天下秩序的建构和维系#$五礼%之一的$宾礼%"早在先秦时期就是诸侯朝见天子和诸侯
国之间交往的礼仪"后逐步发展成为接待外宾的一整套复杂的礼节和仪式#*史记4礼书+载'

$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秦官典客!汉官大行和大鸿胪均是$掌九宾
之仪%的官员#北魏始置礼部"隋朝以后为中央行政机构六部之一"掌管五礼之仪制及学校贡
举之法#自唐宋开始"宾礼和其他重要礼仪一起实现了礼典化"主要由礼部统筹负责#施行宾
礼的过程有庄重!严密的一套程序安排#

" 从设置礼部始"鸿胪就与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二者在职能上有替代和交叉#鸿胪是秦汉时代九卿系统的官职"隋唐政治机构改革"特别是设
立六部后"原来的九卿并没有完全废除"有的作为旧制度的残余留存下来"大部分权力已经被
六部代替"权限大幅缩减"变成闲职"有的朝代则将其归到各部管理#鸿胪寺在礼仪方面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小"但并没有被省除"在唐朝$其朝贡之仪"享宴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
于鸿胪之职焉%#

# 鸿胪寺仍在典礼仪式中发挥着重要的礼仪作用"体现了唐王朝对民族关系
的重视#这些仪式又是古代中国民族治理体系中重要的礼仪环节"总体上"鸿胪之设是维护君
主权威!彰显大国地位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古代礼治的践行者#

第四"鸿胪的设置体现着自古以来既追求天下一统!华戎同轨"又主张和而不同!因俗而
治#历史地看"起源于先秦的$五服%$九服%的$藩属%概念"在边疆治理上一方面追求一统"另
一方面又不盲目追求与内地的$同质%化#在理念上遵从$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

$的自内向
外思想"$修己%以$慕化%"在自身经济!文化建设与对外交流之间建立联系"不完全依仗武功"

而是以文化进取"开拓和治理疆域#因此"虽然$华夷之辨%长期存在"但自先秦时期就开始以
文化作为认同标准"促成了$华夷一家%思想形成#而鸿胪就是贯彻这一理念的先锋"一方面"

其承担的礼仪职能本就是为朝贡体系服务的"若是中央政府一味武力征伐和同化"或是断绝交
往"鸿胪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另一方面"鸿胪官员常以国家代表的身份"负担起联络感情
的重任#唐先天二年&

$#'

("鸿胪卿崔忻以敕持节身份到都城代表朝廷册封大祚荣"开启
了$海东盛国%的历史#渤海国二百余年"全面接受盛唐影响"经济文化得以快速发展#崔忻在
完成册封使命!归途经过旅顺时"在黄金山北麓凿井两口"并在井边巨石上刻文#这就是著名
的鸿胪井刻石"堪称$中国册封使臣纪行碑%"具有珍贵无比的史料!文物!文献价值#

% 鸿胪的
存废!变革与否"完全是由中央政府决定"其执行的任务也完全体现政府的旨意#鸿胪的设置
及变迁无疑直接服从于$大一统%这一中国民族与边疆治理的根本政治诉求与核心价值"自然
成为维护我国历代疆域完整的制度保障和文化驱动力的制度要素#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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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历朝历代对朝贡国家的贡期!贡道!贡物!朝贡规模等都有明确规定"均详细地记录在案#这些成文的礼仪规
范"一方面记录在历朝历代的根本典章之中"如*唐会要+*宋会要+*元经世大典+*明会典+和*清会典+)另一方面记录在独立
的礼仪典章之中"如*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和*大清通礼+#其他东亚国家也会据此制定本国的
礼典"并对如何实行宾礼进一步予以规范"如朝鲜王朝的*国朝五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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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4唐纪九+#

围绕刻石题铭解释!鸿胪卿崔忻!渤海国史实考证!日寇掳掠!中方追讨等问题有大量研究成果"参见王禹浪!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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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对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是$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
宜%"

!设立了祠部和鸿胪卿等相应的管理机构和官员#

值得一提的是"因俗而治也是我国古代边疆民族治理的重要原则#最初"$因俗而治%只是
周朝统治者对周边民族实行的政策#以后历朝历代"无论是汉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建
立的政权"几乎都实行这一政策"设立有关机构和官员"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秦朝中央机
构设$典属国%"在地方机构中设$道%"管理归附的边疆少数民族#汉朝以中央机构中的$大鸿
胪%和$客曹尚书%"地方机构中的$属国%$都护%等"管理边疆少数民族#西汉在边疆虽设郡"但
$以其故俗治%#

" 唐朝以中央机构尚书省中的$礼部%!地方机构$都护府%所辖的羁縻府州管
理周边少数民族#唐代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羁縻府州"延及元代并被明清的土司制度继承#

四!结语
鸿胪作为国家机构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是适应国家需求而产生和延续的"职能也适

应需求而变革#汉唐时期"民族事务机构始终延续"但名称!建制!职能等不断变化"这些变化
都是依据国家需求而产生#具体而言"秦时典客虽地位较高"但仅管理归义民族事务"职官设
置简单#汉初郡国并行"王国!侯国一些事务归典客管理"因此典客职权重大#七国之乱后"诸
侯王威胁减弱"故改典客为大行"更注重礼仪职能#武帝时"诸侯威胁彻底消除"改大行令为大
鸿胪"进一步凸显了礼仪职能"且机构扩大"体现出君主对民族事务的重视#王莽重儒"以典乐
代替大鸿胪"期冀鸿胪发挥礼乐职能#东汉时为加强中央集权"设立尚书台"大鸿胪机构精简"

且长官隶属于司徒#但是"大鸿胪的事务并未减少"甚至偏重于服务外戚"是东汉政治特点的
反映#三国!魏晋南北朝"基本沿置大鸿胪"但权力和地位明显降低#原由大鸿胪管理的少数
民族事务"改由新设立的尚书省有关机构参与管理#加之分裂时期国力的限制"对外交往"尤
其是礼仪事务减少"鸿胪偏重于对内事务#鸿胪存在的必要降低"东晋以后不常设"有事则使
大臣兼领#因此"至北齐改鸿胪为寺"隋唐沿之"地位已不如秦汉#并且"鸿胪寺成为专门负责
民族朝见者接待等诸项事务的部门"以往的大多职责已被其他部门分担#

通过对汉唐鸿胪沿革和职能变迁的研究"可以认识到"鸿胪的职掌经历了从综合性!不确
定性到相对单一和专业化的演变#鸿胪的职责兼具因循延续和突破变革的特点"体现了不同
时期的民族关系格局!民族政策#鸿胪的存在自始至终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礼治传统和价值追
求#鸿胪作为外交礼仪机构"践行着中国历代王朝礼待万邦的姿态"承担着引领外族参与中华
礼仪的职责#鸿胪的设置体现着中国自古以来既追求天下一统又和而不同的理念"甚至鸿胪
官员常以国家代表的身份"负担起联络民族感情的重任#

(责任编辑贾益)

,$

汉唐鸿胪沿革!执掌与民族交往
"

!

"

*魏书+卷
##"

*食货志+#

*史记+卷
'"

*平准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