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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安边政策与治理模式述论

———以处理与东突厥、薛延陀政权关系为例

冯雨晴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贞观年间,为解决北疆边患,唐太宗实行了新的安边政策和治理模式.第一,打破传统边防观

念,不筑长城,以攻为守,化域外为辖地,改变了唐朝北疆的民族分布格局.第二,废止册立可汗,改置羁縻府

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对北方游牧民族实行羁縻统治,改变了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的性质.第三,创
设燕然都护府,以都护府管辖羁縻府州,改变了前代王朝的边疆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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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王朝建立后,如何处理与游牧民族政权的

关系,维护边疆安定,是各朝代都面临的问题,唐王

朝也不例外.突厥与薛延陀是唐前期强大的北方

民族,先后建立了游牧政权,对唐朝构成严重威胁.
为此,唐太宗实施新的安边政策和治理模式,不筑

长城,以攻为守,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政权后,设置

羁縻府州与燕然都护府加以管理,成功解决了唐朝

前期的北疆边患.
学术界有关唐太宗安边政策的研究成果虽然

较多①,但多着眼于有唐一代,且重点在羁縻府州

与都护府制度,缺乏与秦、汉及隋朝北疆政策的纵

向比较研究视野,对唐太宗安边政策上的创新性重

视不够.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唐太

宗安边政策及其治理模式与前代的显著不同予以

讨论.

一、不筑长城,化塞外为辖地

唐朝建立,正值突厥势力强盛.东突厥政权连

年发兵,侵扰唐朝北部边地,成为唐北方边境的主

要威胁.唐太宗登基后,东突厥颉利可汗一度进兵

至唐都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之北.虽然最后双方

议和,但更使李世民认识到解决突厥侵逼问题的急

迫和必要.采取何种安边政策摆在了唐朝君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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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代表性的论著有: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论述了唐对东突厥的战争及战后安

置;李鸿宾«唐初弃修长城之检讨»(«民族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
期)详细探讨了唐初不筑长城的原由,强调唐的战略攻势与太

宗兼并游牧社会之意图;穆渭生«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指出了唐朝不筑长城的几点原由,
其一是唐太宗“以攻为守”的边防策略;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

究»(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系统地研究了羁縻府州制度的

各个方面;樊文礼«唐代羁縻府州的类别划分及其与藩属国的

区别»(«唐史论丛»第８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指
出了唐代羁縻府州与藩属国的区别,认为两者有较大不同;李
大龙«都护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探讨了自

西汉都护至唐代都护府的制度发展,全面详实.



前.贞观二年(６２８)九月,唐朝君臣针对突厥给北

方边郡造成的巨大压力举行廷议,一部分朝臣提出

“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１](卷１９３P．６１６９),建议加筑

修缮前代长城,以兵民戍边之策来应对.
依据地形险要修筑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加强对北方边疆地区统治的主

要措施之一.«新唐书突厥传»云:“«易»称:‘王
侯设险,以固其国.’筑长城,修障塞,所以设险也.
赵简 子 起 长 城 备 胡,燕、秦 亦 筑 长 城 限 中

外.”[２](卷２１５«突厥传上»P．６０２３)战国时期北方秦、赵、燕三

国均曾筑长城、置郡县以防御北方民族.秦、西汉

与隋朝都是定都关中的大一统王朝,为保卫北疆、
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也都曾修筑长城.秦始皇

统一六国后,“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

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
袤万余里”[３](卷８８«蒙恬列传»PP．２５６５~２５６６).修筑长城后,秦
朝占据阴山以南地带,并将大军屯于上郡(今陕西

省榆林市),防御效果显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士亦不敢弯弓而报怨”[３](卷６«秦始皇本纪»P．２８０).西汉武

帝取得河南地之战胜利后,“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

恬所为塞,因河为固”[３](卷１１０«匈奴列传»P．２９０６),“边郡烽

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４](卷９４«匈奴传»P．３７８４).
隋朝也修筑长城,防御突厥.隋文帝开皇初,发丁

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距绥州,南出

勃岭,绵亘七百里.[５](卷９００«外臣部备御第三»P．１１６３１)大业三

年(６０７),隋炀帝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据榆林,
东 至 紫 河.[５](卷９００«外臣部备御第三»P．１１６３２) 大 业 四 年

(６０８), 又 修 筑 了 自 榆 谷 向 东 的 长

城.[５](卷９００«外臣部备御第三»P．１１６３３)

正是借鉴前代做法,朝臣们提出修筑长城、屯
兵防御突厥的建议.对此,唐太宗明确表示反对:
“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

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

修障塞乎!”[１](卷１９３P．６１６９)他认为突厥自然灾害频仍、
社会动乱,政权面临危机,因而可以通过武力解决

东突厥威胁.应当说,唐太宗准确把握了当时东突

厥政权内外交困、势力衰弱的实际情况.其时,突
厥颉利可汗重用唐人赵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

俗,政令烦苛,国人始不悦.颉利又好信任诸胡而

疏突厥,胡人贪冒,多反复,兵革岁动;会大雪,深数

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颉利用度不

给,重 敛 诸 部,由 是 内 外 离 怨,诸 部 多 叛,兵 浸

弱”[１](卷１９２PP．６１４９~６１５０).颉利可汗信任唐人赵德言和

西域胡人,疏远同族人,改变游牧社会一些旧有制

度习俗,采取苛税重赋,又连年发动战争,劳民伤

财,加之遭遇严重的雪灾,致使内外离心,内部动

乱,属部纷纷脱离,实力大为削弱.这客观上给了

唐太宗解决突厥问题的一个绝佳机遇.唐朝抓住

时机,连续出兵攻击东突厥.贞观三年八月,唐太

宗以颉利可汗背信援助梁师都为由,命兵部尚书李

靖为行军总管讨伐东突厥.[６](卷１９４«突厥传上»P．５１５９)十一

月,又兵分四路,“众合十余万,皆受李勣节度,分道

出击突厥”[１](卷１９３P．６１７８).贞观四年(６３０)春正月,唐
军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蜈蚣坝)大胜突

厥.二月,“(李)靖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
杂畜数十万,杀隋义成公主,擒其子迭罗施.颉利

帅万余人欲度碛,李世勣军于碛口,颉利至,不得

度,其大酋长皆帅众降,世勣虏五万余口而还.斥

地自阴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１](卷１９３PP．６１８４~６１８５).
三月“庚辰,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帅众奄至沙揼罗(即
苏尼失,牙直灵州西北)营,俘颉利送京师,苏尼失

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１](卷１９３P．６１８６).唐朝的连

续用兵,使东突厥损失大量人口财富,遭到沉重打

击,贞观四年三月,颉利可汗最终也被俘获解送至

唐都长安.至此,东突厥政权灭亡.
东突厥政权灭亡后,漠北代之而起的是薛延陀

汗国.薛延陀是铁勒的一支,曾依附于东突厥.贞

观二年,唐太宗曾拜其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
夷男遣使入贡.[１](卷１９３P．６１７３)东突厥政权灭亡后,薛
延陀称雄于漠北,真珠毗伽可汗向唐请求和亲,希
望以此扩大自身影响,成为漠北之主.[１](卷１９７P．６３１３)

针对薛延陀的和亲请求,唐太宗召集朝臣讨论对

策.房玄龄提出:“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臣以为和

亲便.”[１](卷１９６P．６２９３)褚遂良也赞同和亲,认为“龙沙

以北,部落无算,中国诛之,终不能尽”[１](卷１９７P．６３１４).
房、储等朝臣们的意见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原王朝和

亲羁縻的边防观和安边政策.但唐太宗认为只有

在中原王朝强盛的前提下,和亲才可以保障北境安

宁,而“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１](卷１９７P．６３１４),因
此,和亲不是安边的长久之法.他反对和亲,主张

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来自薛延陀的威胁,巩固边疆.
显然,唐太宗的安边主张和策略是对秦汉以来以守

为主,筑长城防御、联和亲羁縻的传统边防观和安

边策略的突破.
策略既定,只等时机.贞观十九年(６４５),薛延

陀引兵寇河南,唐太宗派遣大军合兵出击,大败薛

延陀.[１](卷１９８P．６３４５)贞观二十年(６４６),唐太宗又派军

“分道并进,以击薛延陀”[１](卷１９８P．６３５０),取得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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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延陀“寻去可汗之号,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之

北”[１](卷１９８P．６３５０).薛延陀政权灭亡,唐朝尽有漠北

之地.
唐太宗为何不效仿前朝修筑长城以防御东突

厥? 学界讨论过这一问题.李鸿宾认为主要原因

在于唐朝并不甘心维持南北对峙,想要采取战略攻

势,达到兼并游牧社会的意图.[７]穆渭生总结了五

点原因,其一为在国防战略思想上,唐前期的边防

策略是“以攻为守”的进取态势.[８](PP．１２２~１２５)的确,
修长城的本质是被动的防御,而唐太宗的战略属于

主动的进攻,其不筑长城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无论秦始皇还是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实力都要强

于游牧民族,然而中原大军虽将匈奴赶出了河南之

地,但他们的安边政策仍是防御,即修筑长城,守住

阴山防线.«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了主父

偃的一段话:“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

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

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

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
心匈奴,非长策也.”[３](卷１１２«平津侯主父列传»P．２９５４)此话反

映了中原王朝的传统边防观,即认为匈奴等游牧民

族迁徙不定,军事征服不仅难以进行,而且“得其地

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弊端大于所

得,并非安边良策.长久以来,中原王朝一直沿袭

这一观念,将修筑长城作为安边的首选策略,秦、汉
王朝乃至隋朝都无不如此.正如西汉孝文帝遗书

匈奴时所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

单 于; 长 城 以 内, 冠 带 之 室, 朕 亦 制

之.’”[３](卷１１０«匈奴列传»P．２９０２)以长城为界,南北分治,这
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关系的基本写照.

唐太宗不筑长城,通过“扫清沙漠”实施“以攻

为守”的边防策略,武力击溃东突厥和薛延陀政权,
设治漠北,化塞外为辖地,从根本上解决了边防困

境.这不仅是对中原王朝传统边防观的颠覆,也是

对前代王朝安边政策的超越.

二、废止册立可汗,改置羁縻府州

东突厥政权灭亡后,“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
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１](卷１９３P．６１８７).如何

安置突厥降户,唐太宗下令朝臣讨论方案.大臣们

的意见主要有三种.其一,主张将突厥降户全部迁

徙内地,分散安置,逐步变成编户齐民,“宜悉徙之

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

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１](卷１９３P．６１８７).这

是多数大臣的意见.其二,建议将突厥降户安置在

黄河以北的塞外地区,通过分封等羁縻手段加以管

理.如中书侍郎颜师古言:“突厥、铁勒皆上古所不

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
领其部落,则永永无患矣.”[１](卷１９３P．６１８７)秘书监魏徵

也 认 为:“宜 纵 之 使 还 故 土,不 可 留 之 中

国.”[１](卷１９３P．６１８８)其三,将突厥降户安置在传统的塞

下地区,因俗而治.这是中书令温彦博的主张.他

指出:“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

也,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
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策之善者

也.”[１](卷１９３P．６１８８)

唐太宗最终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并结合众人

主张,“于朔方之地,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

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
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９](卷１９７«突厥上»P．５４１５).突厥

“其余酋长至者,皆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

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

家”[１](卷１９３P．６１８９).这些新置都督府的都督均由唐朝

廷任命的突厥降部首领充任.据«通典»载,贞观四

年,授突利“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食实封七百

户,以其下兵众置顺州都督府,仍拜为顺州都督,遣
率部落还蕃”[９](卷１９７«突厥上»P．５４１２).同年,以阿史那思

摩“拜右武侯大将军,寻以为北开州都督,使统颉利

旧众”[９](卷１９７«突厥上»P．５４１２).«资治通鉴»亦有相关记

载.①

唐太宗之所以不循旧例,废止册立突厥首领为

可汗,实行羁縻府州制度,以突厥首领为朝廷命官,
正是借鉴了前朝经验.唐太宗任命突利为顺州都

督后说:“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惩启民前事故

也.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非
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１](卷１９３P．６１８９)对

于归附的游牧部落首领,西汉、隋朝均采取沿用游

牧社会对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进行册封,设置藩属

国,依游牧故俗进行羁縻的政策.西汉接纳匈奴降

部,册立呼韩邪为单于,确立双方宗主与藩属关系,
并以呼韩邪部防御北匈奴侵扰.隋朝册立归附的

突厥染干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将其部落迁

至 河 南 之 地, 启 民 可 汗 以 藩 属 自

居.[１０](卷４９«北狄传»P．１８７３)藩属关系下中原王朝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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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１９３载,贞观四年(６３０)五月,唐太宗以突利为顺

州都督,以阿史那思摩为北开州都督.



的游牧政权的制约是十分有限的.唐太宗不再册

立东突厥首领为可汗,而是设置羁縻府州,任命突

厥首领为都督、刺史,改变了隋朝以来东突厥的藩

属国性质和地位,使突厥都督等各级贵族成为朝廷

命官,普通部众则是唐朝治下的臣民,均“宜善守中

国法”,尽各项义务.樊文礼曾深入比较了唐代的

羁縻府州与藩属国,指出二者在制度上有明显区

别:第一,羁縻府州按规定要负担一定赋税,而藩属

国没有赋税;第二,羁縻府州有义务服从唐朝廷调

发,藩属国则没有此义务;第三,羁縻府州“皆边州

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而藩属国则不是;第
四,唐朝对羁縻府州都督的任命与对藩属国国王、
可汗的册封性质不同.[５](PP．８３~９２)羁縻府州与藩属

国的诸多区别,显示了唐太宗废止册立可汗、改置

羁縻府州这一安边政策的突出创新性.
自贞观四年唐太宗创制并成功实践羁縻府州

后,该制度成为唐朝在周边民族活动区广泛推广沿

用的重要制度.«新唐书»卷４３«地理志七»总结

道:“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
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

督、刺史,皆得世袭”.边疆羁縻府州数量众多,“突
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
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

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
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

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

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

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三大凡府

州八百五十六”[２](卷４３«地理志七下»PP．１１１９~１１２０).可见,唐
太宗废止册立可汗、以羁縻府州取代藩属国的安边

政策,根本上改变了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的性

质,巩固了北部边疆.

三、创设燕然都护府,创新边疆治理模式

贞观二十一年,唐朝消灭薛延陀政权后,在漠

北铁勒诸部居地设置羁縻府州,“以回纥部为瀚海

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

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
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

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为寘颜州;各以其

酋长为都督、刺史”[１](卷１９８PP．６３５７~６３５８).共设六府、七
州,府设都督,州置刺史.因这些羁縻府州距离唐

朝本土很远,朝廷机构不便统辖,唐太宗遂就近创

设了燕然都护府予以管理.«新唐书回鹘传»载:
“(太宗)即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六都督、七
州 皆 隶 属, 以 李 素 立 为 燕 然 都

护.”[２](卷２１７«回鹘传上»P．６１１２)

“都护”与“都护府”,已见于前代.最早西汉曾

设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
以 骑 都 尉、 谏 大 夫 使 护 西 域 三 十 六

国”[４](卷１９«百官公卿表»P．７３８).唐太宗也曾在西域设置都

护府,贞观十四年(６４０)八月讨平高昌后,九月“乙
卯,置 安 西 都 护 府 于 交 河 城,留 兵 镇

之”[１](卷１９５P．６２６９).与西汉西域都护和贞观十四年所

设安西都护府相比,贞观二十一年设置的燕然都护

府有其创新之处.
首先,在都督府、刺史州上设置都护府,以燕然

都护府管理六都督府、七刺史州为唐太宗开创之

举.西汉西域都护之下不设羁縻府州.贞观十四

年设置的安西都护府负责管理西域之地,但当时其

下并没有设置羁縻府州.安西都护府管理羁縻府

州是到后来高宗时才开始的.显庆二年(６５７),唐
朝夺得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地,以“其所役属诸胡

国,皆 置 州 府,西 尽 于 波 斯,并 隶 安 西 都 护

府”[１１](卷７３«安西都护府»P．１５６７).«新唐书地理志»亦载:
“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龙朔元年(６６１),以陇州

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
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

为州县波斯都督府,以波斯国疾陵城置,右隶

安西都护府.”[２](卷４３«地理志七下»PP．１１３５~１１３６)高宗设羁縻

府州,并隶安西都护府,才形成安西都护府管辖羁

縻府州的制度,在时间上比贞观二十一年所设燕然

都护府管理六府七州晚了１０年,实际上是唐太宗

以都护府管理都督府、刺史州制度的延续.
其次,燕然都护府的职能偏向行政,而西汉西

域都护与唐安西都护府的职能偏向军事.据«汉
书»载,西汉西域都护的职权很大,“都护督察乌孙、
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
击,击之”[４](卷９６«西域传上»P．３８７４).而西域都护陈汤可以

不经 朝 廷,“矫 制 ”发 兵 击 杀 匈 奴 郅 支 单

于[４](卷７０«陈汤传»PP．３０１０~３０１３),可见西汉的西域都护兼有

军政职能,且军事职能更强.贞观十四年所设安西

都护府的职能与西汉都护职能类似,设置时,便“岁
调千兵,谪罪人以戍”[２](卷２２１«西域传»P．６２２２),也是偏向

军事职能.吴玉贵称唐朝在军事势力实际到达的

地区实行都护统治,并由安西都护府派遣戍兵驻

守[１２],薛宗正亦称安西都护府为军府[１３](P．４５),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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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安西都护府的军事职能.事实上,安西都护

府设置之时,唐与西突厥激烈争夺西域,安西都护

府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贞观二十一年的

燕然都护府则为管理羁縻府州而置,当时漠北环境

相对平和,这也决定燕然都护府的职能偏向行政而

非军事.其主要职能,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
唐太宗“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以导宾

贡”[６](卷１９５«回纥传»P．５１９６).“以导宾贡”,指的是导引经

“参天可汗道”来往内地的游牧民族使臣及进献物

品,显然这是行政职能而不是军事职能.«资治通

鉴»亦载:“(太宗)置燕然都护府,统瀚海等六都督、
皋兰等七州,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之.素立

抚以恩信,夷落怀之,共率马牛为献;素立唯受其酒

一杯,余悉还之.”[１](卷１９８P．６３５９)李素立安抚诸部,维
系唐朝统治,行使的也主要是行政职能.

燕然都护府设置后第三年,即贞观二十三年

(６４９),太宗死,高宗即位.高宗时期,以都护府管

理羁縻府州的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一,北疆都护府数量增多.根据史料记载及

学者研究,永徽元年(６５０)增置瀚海都护府①,“领
狼 山、云 中、桑 乾 三 都 督,苏 农 等 一 十 四

州”[１](卷１９９P．６３８５).这一时期,北疆燕然、瀚海二都护

府不断调整.龙朔三年(６６３)二月,燕然都护府徙

至回纥,更名瀚海 都 护 府[１](卷２０１P．６４４７),总 章 二 年

(６６９)又改名安北都护府[１](卷２０１P．６４７４).原永徽元年

(６５０)所置瀚海都护府于龙朔三年二月徙云中,更
名云中都护府[１](卷２０１P．６４４７),麟德元年(６６４)正月改

名单于大都护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土城子古城)[１](卷２０１P．６４５３).安北都护府与单于都护

府成为唐朝管理北疆的主要机构[６](P．１２７),二者辖境

以碛为界,碛北州府隶属安北,碛南隶单于.
第二,北疆都护府辖境扩大.贞观二十一年的

燕然都护府只管辖漠北偏远的羁縻府州,至高宗时

期,漠南羁縻府州也开始归于都护府管辖.永徽元

年九月,唐高宗以新置瀚海都护府(即后来的单于

都护府)管辖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十一

州.[１](卷１９９P．６３８５)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府皆是以突

厥降户所置的漠南羁縻府州.
第三,早期的燕然都护府偏重行政管理职能,

军事职能不强;后随着一些游牧部落反唐叛乱的出

现,北疆都护府军事职能增强.贞观二十二年

(６４８)时,燕然副都护元礼臣诛杀反叛的回纥首领

还需要依靠计谋.至高宗时期,这一情况发生了改

变.调露元年(６７９)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

德温傅、奉职二部叛乱,唐高宗“遣鸿胪卿单于大都

护府长史萧嗣业、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

将军李景嘉等将兵讨之”[１](卷２０２P．６５０７).辖境内发生

叛乱,高宗令单于都护府讨伐,可见单于都护府行

使军事职能已为常事.

总之,自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创设燕然都护

府管理羁縻府州后,都护府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
北疆都护府数量增多,辖境扩大,军事职能增强.
高宗时期,唐太宗开创的以都护府管理羁縻府州制

度全面成熟,改变了之前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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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岑仲勉与樊文礼皆认为,“永徽元年置单于、瀚海二都督府”中
的“单于”应为“瀚海”,“瀚海”为“燕然”,参见樊文礼«唐代单

于都护府考论»,载«民族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