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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中的张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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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骞是中国古代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探险家与外交家，两次出使西域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为古代丝绸

之路的开拓作出了重大贡献。张骞在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中的形象存在着差异，因此文章旨在探索张骞在历史叙事中所

表现出的坚忍于事、爱国忠君、智慧有远见的形象，以及文学叙事中的尽职尽责，忠勇正直，尚气节、有品行，具有仁爱心与

感恩心及孝顺的形象，并进一步分析重塑张骞形象的成就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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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 ? —前 114) ，汉中成固( 今陕西城固)

人。历任郎、大行，受封为博望侯，他是中外历史上

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奉命

两次出使西域，联络了当时西域 53 国，加强了西北

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对中外政治、经济、文

化、科学技术的交流与传播作出重大贡献，故成为

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睁

眼看世界的人”。“一使胜千军，两出惠万年”，这

是后人对他的评价。然而张骞的形象在历史叙事

与文学叙事中存在着细微的差异，本文旨在探究张

骞在两种叙事中的不同形象及重塑张骞形象的成

就与不足。

一、历史叙事中的张骞形象

《史记》载:“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

天子问匈奴降者……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

西。”［1］1675两次出使西域，深受西域各国人民的喜

爱。
张骞是一个具有坚忍不拔意志的形象。《史

记》载:“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

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1］1675《汉书》亦

载:“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

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

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2］1010 颜师古注“强力”即

坚忍于事。唐代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

了西域的情况:“山谷秋雪，春夏合冻。虽有消泮，

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凑犯

行人。”［3］30法显在《佛国记》一书中也说: “岭冬夏

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凡度七

百余处。”［4］119张骞若没有坚强的意志是不可能克

服飞沙走石、风雪冰雹、缺水断粮、匈奴围追堵截等

种种困难的。正如王儒卿在《陕西乡贤事略》评价

道:“是骞之出也……跋涉于冰天雪碛之中，困顿

于酪食撬衣之俗，往往数日或数十日不得食。……
噫! 此非坚忍磊落不屈不挠之慨，其孰能排万难，

犯万险，以卒达其所志者耶。”［4］120在西域恶劣的环

境中跋涉、生存、出生入死、历尽艰难而雄心不减，

被扣押匈奴十余年始终秉持汉节，足见张骞坚强的

心志，坚忍于事的品格。
张骞是一个“爱国忠君”的形象。他对汉王

朝、汉天子忠心耿耿。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

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

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

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 吾欲使越，汉肯

听我乎?’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

失。”［1］1675被困匈奴时，匈奴单于为监视张骞、泯灭

张骞的思汉之心，赐予张骞一个匈奴女子，并生有

一子。但忠贞的张骞始终不忘肩负的使命，查访考

察西域各国民情风俗、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文化

概貌，不忘报汉之心。
匈奴有“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

穷庐”的规定，即如果汉使不去节就不以礼相待，

不安排住所。为迫使张骞变节投降，匈奴不以礼相

待，而是百般地折磨凌辱他，但倔强的张骞均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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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之，并没有背叛国家和人民。第一次出使西域

后，“他 却 雄 心 未 厌，又 想 冒 险 西 行，再 去 一

试”［5］384。“张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

处，军得以不乏，乃封为博望侯。其明年，骞为卫

尉，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

军失亡多; 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1］1681。“失

期”“当斩”，但其报国之怀仍萦绕在心。
张骞是智慧超群，有远见的外交家。居匈奴时

他留心查访西域风土人情，回国后向汉武帝汇报西

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信息。“骞身所至者大宛、
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

子言之。”［1］1677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
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
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
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
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
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
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
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
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
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
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
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
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
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
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
数百城，地方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
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
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1］1677

就是说大宛东北约二千里，有一个叫乌孙的游

牧国。与匈奴同俗，“控弦之士”数万。附属于匈

奴。
大宛西北约二千里，有一个叫做康居的游牧

国。“控弦之士”八九万人，南部附属于大月氏，东

部附属于匈奴。
奄蔡国是位于康居西北约二千里的一个游牧

民族，与康居同俗，“控弦之士”十余万人，该国临

北海。
大月氏是位于大宛西约二三千里的游牧民族。

在妫水北。该国南部为大夏，西部是安息，北部是

康居。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
安息在大月氏西约数千里，是一个强盛的农业

兼商业国。出产稻麦和葡萄酒。城邑大小数百，地

方数千里。在市场上使用金属货币，钱币上的国王

头像，因国王的变换而变换，该国还有属于自己的

文字。这一系列情报意义非凡，功在千秋，为汉武

帝发动对西域各国的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此外，张骞具有战略眼光，积极争取与西域各

国联盟，发展友好关系。如《汉书·张骞李广利

传》记载:“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
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

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 少北，则为

匈奴所得; 从蜀，宜劲，又无寇。”［2］1011“天子欣然，

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出

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2］1011

按照张骞的建议，汉廷大张旗鼓地在西南夷发起地

界西接大夏的行动。另外又根据乌孙的实际情况，

提出汉廷与乌孙建立同盟关系的途径及意义，“今

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

物，诚以此时而厚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地，汉遣公

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
既 连 乌 孙，自 其 西 大 夏 之 属 皆 可 招 来 而 为 外

臣”［2］1012。
在《史记》中司马迁同情被掠夺的少数民族与

汉族劳动人民，否定汉武帝的武力扩张，不赞同张

骞之举，把他列入了“生事之臣”的行列。书中只

是用“互见”法记载了张骞的生平事迹，所以形象

简略缺乏深度。《汉书》则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张骞

的生平和事迹，强化和丰富了张骞勇敢坚毅、忠君

爱国、有智慧有远见的形象。而《前汉通俗演义》
较《汉书》更加突出了张骞“精明强干”［5］383 的品

质。
因此历史上的张骞是一个“有着坚韧不拔性

格，坚强的意志，必胜的信念，不屈不挠的人”［6］118 ;

出使西域被匈奴俘虏却仍能“持汉节不失”，面对

匈奴的无礼与虐待并不投降变节，失期当斩却还记

得报国，因此他还是一个“爱国忠君”的形象; 被困

匈奴没有泯灭报汉之心，而是搜集资料，记录西域

情况，为汉朝连接西域各国积极准备，因而张骞又

是一个“有智慧、有远见的杰出外交家”［7］50。

二、文学叙事中的张骞形象

江应梁主编、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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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田继周著、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秦

汉民族史》及蔡东藩著、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前

汉通俗演义》以及《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或多

或少地记载了张骞生平事迹而对其形象却少有研

究。从魏晋开始，唐、宋、元、明、清以戏剧或小说的

形式来宣传张骞，如元代戏剧家王伯成的杂剧《张

骞泛浮槎》，明代小说家瞿佑的传奇小说《剪灯新

话·鉴湖夜泛记》、柳白屿的《乘槎记》，清代戏剧

家舒位编写的杂剧《博望访星》、李文瀚的杂剧《银

汉槎》。有关张骞的戏剧作品几乎都是描写他乘

槎上天的传说，而未涉及到这位著名历史人物通西

域的主要功绩及其形象的研究。
李文瀚的《银汉槎》以张骞乘槎为题材，加入

与当时社会河患赈救事件有关的内容，暗含社会现

实的批评，借历史故事和传统，以吐作者胸中的块

垒。此类作品大都将张骞神化，表现一定的人生理

想，而对张骞形象缺乏深刻的研究与论述。到了近

现代人们才开始关注张骞，创作出形式多样的文艺

作品，如故事传说、小说、歌剧、影视等，从不同角度

表现张骞。本文以周国汉的《张骞大传》、飞红霞

的《大 汉 博 望 侯 张 骞》、童 马 的《通 使 西 域 第 一

人———旷世奇才张骞》为中心解读文学叙事中的

张骞形象。
英国的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历史是过去和现

在之间的不断对话”，历史总需要有不断的新的解

释，于是文学叙事对历史叙事进行了新的解释与填

充。历史上的张骞宽大信人、坚忍于事、忠于国家、
有智慧有远见。后人据此不断重塑张骞，使其形象

愈加丰富生动。
周国汉的长篇历史小说《张骞大传》塑造了于

国忠心耿耿、不辱使命，于友重“兄弟情义”，于父

母至极孝顺的张骞形象。
于国，被囚禁的张骞不甘成为俘虏，面对胡妻

的疑问，他说:“我们现在不逃走，可是从现在起必

须为逃走做准备，在这个村庄我们种植麦子、放牧

牛羊，还要种植苎麻养蚕织丝绸，纺织葛布麻布，自

食其力。”［8］162经过几年的努力，夫妻二人创办了张

记绸缎庄和天虫布店，建立了“天虫一条街”［8］195，

将卖丝绸和布所得换取汗血宝马，让最信任的西域

朋友乌鲁巴图转送给汉朝皇帝，保持与汉朝的联

系。身在异地，却心系祖国。
于友，张骞重视如“兄弟情义”般的友谊。西

使时西域大部分国家已被匈奴占领，为降低风险，

顺利完成使命，与甘父分两队前进。后因恶劣的自

然环境，加之部下冯效堂的背叛而深陷敌境。被

缚匈奴不 顾 自 身 安 危，托 西 域 朋 友 乌 鲁 巴 图 多

方寻找甘父等人。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张骞任甘

父为副使，寻求巴蜀通往身毒的通途，甘父一行

又是十多年，张骞日夜思念，并将自己的书斋定

名 为“思 远 斋”，“思，想 也，远，远 方 也”［8］410。
即思念远 方 的 甘 父。在 西 域 结 识 了 沙 森 拜、阿

色路、康居 眩 人 波 力 斯、龟 兹 眩 人 乌 尔 特、大 食

眩人伊思努、身毒眩人戴维加尼等西域朋友，并

建立了深 厚 的 友 谊，返 回 汉 朝 时 真 诚 邀 请 西 域

的朋友到汉朝学习汉文化，并传播西域文明，这

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日本学

者羽田亨说: “西域各地皆发现有属于汉文明的

各种重要资料。”［9］38这便是最好的例证。
于父母，自古忠孝难两全，张骞出使西域尽忠

未尽孝。为尽人子之道，张骞返回故里，“侍奉老

母，依制为父守庐二十七个月不仕朝廷，不出故里，

以补不孝之大愆”［8］332。
飞红霞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汉博望侯张骞》①

刻画了张骞的智慧谋略，尽职尽责，忠心不贰; 讴歌

了张骞的忠勇正直，尚气节，有品行; 赞颂了张骞的

仁爱与感恩之心。塑造了忠勇正直，具有战略眼

光，具有仁爱之心的张骞形象。
行军途中张骞向卫青介绍匈奴的情况，“匈奴

右贤王是一介武夫，常常刚愎自用，自作聪明。主

帅须卜尔应是匈奴的贵族子弟，生性狂妄自大，骄

横凶残，也是一介武夫，有一点马上功夫，行军打仗

一窍不通。但有一个叫呼衍耶的老骨都侯，此人年

老资深，颇懂巫术战法，很有辅相之才，只是右贤王

认为他谨慎过度，不肯听从”［10］3。在配合卫青袭

击匈奴右贤王时又出谋划策，“我以为匈奴人强悍

骄大，并不把我十万铁骑放在眼里，他们屯兵于乌

多尔河畔，是想与我军主力决战，一战就想把我军

击溃，而我军不能和敌人硬拼，硬拼即使是打败了

敌人，自己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所以我想绕开

敌军主力，袭击居延城”。“我军绕开敌军主力，奇

袭敌后空虚的居延城，到时须卜而应定会率乌多尔

河主力前去救援，他到居延城马不停蹄也要半日，

待他赶到居延之时，已是人困马乏，不堪一击，我军

可以埋伏截杀，定能杀他个片甲不留。”［10］5

为迷惑驻守乌多尔河的驻军，张骞又道: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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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把战鼓留下，每天命人击鼓几遍，敌军以为

我军进攻，自不敢离开半步!”［10］5“明日杨将军可

将战马后系上草团，让士卒骑马在山岭之间疾驰，

荡起尘土越多越好，且慢慢向乌多尔河靠近，敌军

便会以为我大军正在来到，但不要太近，太近容易

被敌军识破，然后将军可使士卒骑马沿乌多尔河岸

的山陵凹处疾驰，且在沿岸弄些烟雾，造成我大军

已在河岸驻扎的阵势，待晚上，为防匈奴军偷袭，识

破我军计谋，可夜间击鼓震慑敌军，疲惫敌军，待第

三日天亮，可悄然回撤!”［10］5由于张骞“知水草处，

使军得以不乏”。他的出谋划策使得战争很快就

取得了胜利。卫青向皇上赞他: “首功张骞，悉匈

奴，智勇双全，出奇谋袭居延，迷惑并歼敌主力，无

他则无这次大胜矣!”“张骞谋略可胜孙武”。
张骞还是一位尚气节、有品行形象。管家张成

说:“我家侯爷使西域十三载，在匈奴就生活十年

之久，单于为了让他变节投降匈奴，就赐婚于他，他

不但不变气节，还用品行打动了我家夫人。我家夫

人原本是单于派去监视他的，后来夫妻同心，逃出

匈奴。”［10］66“在匈奴时曾生过一子，但是单于为了

防止他们逃跑，便把孩子收养作为人质，夫人随侯

爷来到汉朝后就再也没有了孩子的音讯。”［10］19 张

骞为了国家利益甘愿将亲子当做人质，可见其高风

亮节。受封后的张骞仍能保持高尚的人格，前往封

地时为了不打扰他人遂没有通知任何朋友，司马谈

得知“子文今日离京，无人相送，也无道别之苦，足

见贤弟之正直，与朝中趋势趋利之流不同，”［9］43

“在朝中立身军功，从不结党营私，从不趋炎附势，

忠勇正直，无人能比”，“子文为人忠厚守信，与人

为善，论及品行我之不如”［10］43。
张骞体恤下属，关爱百姓，具有仁爱心。行军

途中，张骞就卫青对自己没有值班卫士的疑惑，解

释道:“我无睡意，不需要卫士值班，就打发他们去

睡了。”前往封地的路上被乞丐围上，乞丐喊着:

“张骞北伐出奇谋，功劳大，被封侯。皇上送个花

车头，轮毂之上没膏油，咯噔咯噔往前走，看见屁股

看不见头。”［10］31 张骞示意管家张成向穷人散钱，

去，……回到长安后张骞与妻子商议拜望甘父的家

人，当看到甘父的牌位，往日患难与共的情形再次

浮现于心头，张骞伫立着，自言自语道: “君乘车，

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 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

逢为君下……患难出西域共度十三载，大漠风沙

烈，生死勿相忘。”［10］35又可见张骞的感恩之情。
在新疆作家童马的《通使西域第一人———旷

世奇才张骞》①中亦可见张骞的小心谨慎、机敏睿

智。匈奴妻子达莱玛评价张骞: “才貌双全，品行

端正，铁骨铮铮，不屈服，不投降，性格坚强，人品高

尚，很是敬佩他。”［11］3此书着重突出了张骞的智谋

与处事的小心谨慎。返回汉朝的途中始终有匈奴

兵追击和迫害，他告诉同伴谨慎行事，防止上当，并

能识破敌人的诡计，缜密谨慎地想出制敌之策，做

到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可见其小心谨慎，有勇有

谋以及那不枯竭的智慧。此 外 途 中 能 够 克 服 种

种极端恶劣的天气，摆脱匈奴追杀，张骞的坚毅

品格可见 一 斑。每 当 遇 到 危 险 时，张 骞 首 先 想

到的是同伴的安危，“急他 人 之 所 急，想 他 人 之

所想”。返回汉朝 后 孝 顺 父 母，礼 待 妻 子，又 为

其赢得一段佳话。
关于张骞的民间传说，带了些神话色彩。如张

骞奉汉武帝之命，开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黄河

源头，会见牛郎和织女，带回了天马，远播国威，造

福后世。这些传说将张骞神化为凿空西域、开通西

南、扶弱除暴、乐善好施的神人。有一则秦腔讲述

张骞在金銮殿上，据理力争推进和亲政策，它表现

了张骞先进的民族思想，促进民族团结的战略眼光

及其机智勇敢进行庭辩的不屈人格。汉中市城固

县原公镇农民尚志龙，自费自编自导自演的乡土电

影《张骞回汉中》表现了张骞无私奉献、开拓进取、
艰苦奋斗的精神。广龙导演拍摄、由成龙父子主演

的大型历史剧《汉使张骞》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

壮观景象，突出了张骞的聪明才智、远见谋略，赞扬

了张骞的不屈不挠的人格。
总之，文学作品中的张骞是一个有智谋、尽职

尽责、忠贞不贰的形象; 是一个忠勇正直、有气节、
有品行的形象; 是一个具有仁爱之心及感恩之心，

重义气、讲情义，对父母孝顺的形象。文学叙事弥

补了历史叙事的缺陷，使张骞成为一个“圆形”的

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富。

三、当代重塑张骞形象的成就与不足

张骞被誉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外交家、探险家，

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同西方开展友好

交往的使者。司马迁称其出使西域为“凿空”。张

骞的凿空开创了汉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物资和文

化交流［4］118，为我国汉代昌盛和后世的对外开放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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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学者范文澜说: “张骞生

还，带来了有关远西诸国的新消息……从而促成了

东西文化交流，他的生还，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值得

纪念的大喜事。”［13］86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也说: “张

骞之凿空，即彼之西域远征，在中国历史上实为破

天 荒 之 快 事。…… 以 此 拟 发 现 新 大 陆 之 事

件。”［14］44

随着汉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关注“汉人”，关注张骞，重塑丰富张骞形象，究其

原因是这位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的人物，代表

了我们这个长期被儒家文化熏染的民族需要更加

强化的品质———勇敢、忠诚、负责、坚定、强壮、守

诺、无畏。尤其是他一生所表现的敢于用生命担当

的责任心，义无反顾的探索精神，与众不同的谋略

智慧，一流的外交策划能力，对国家的忠诚，对事业

的热爱，贫困不能移和富贵不能淫的意志，两千多

年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随着对张骞形象的研究，出现了形式多样的文

艺作品，其中小说有周国汉的《张骞大传》、飞红霞

的《大汉博望侯张骞》、李生熠的《张骞》、李生熠与

王祥玉合著的《踏出丝绸彩带的使者》、童马的有

声小说《通使西域第一人———旷世奇才张骞》等;

影视作品《少年张骞》《张骞回汉中》; 歌剧《张骞》
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全面地再现了张骞的英勇

事迹，赋予了张骞形象更多的时代内容，使其形象

带有时代气息。如飞红霞的《大汉博望侯张骞》本

着“明德、亲民、至善”的思想，完善张骞形象，书中

“赏金造桥”“免税减赋”“法政为民”“侯府垦荒”
等事件无一例外地写出了“平民侯爷”关心百姓、
爱民如子、体恤下属的品质，在这些品质的背后蕴

含了“人文关怀”“社会关怀”等时代内容与精神。
“人桥为渡”“百姓帮工”“六张烙饼”不仅体现了

百姓对侯爷的敬仰与深情，更能表现张骞的“亲民

思想”，他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平民化”的人物。
重塑张骞形象的成就之一是张骞由“神人”变

成了“平民侯爷”。古代文学的许多作品大都将张

骞神化成凿空西域、开通西南、扶弱除暴、乐善好施

的神人，但是在《大汉博望侯张骞》中却处处表现

出张骞“平民侯爷”的一面。他不再是高大得让人

膜拜的人物，而是处处与民同心，时刻关心百姓，体

恤下属，救助“贫穷弱势群体”的形象。在前往封

地的路上，向贫穷的人们施舍钱财; 看到村民没有

钱财修建桥，就把皇上赏赐的钱财全部奉献出来;

面对民不聊生的现实，不但减免了穷困人们的税

收，而且还鼓励人们开荒种田。张骞的作为是今人

无法在史书中看见的，相比历史形象，又具有了凡

人的高尚品质与美好情怀，体现出了“侯爷”平民

化的一面。总之通过历代作家的加工与创作，张骞

同时具备了“神人”与“凡人”特性与品质，不再是

简单的片面的“神人”。
其二是张骞形象更加饱满，成为圆形立体化的

人物。各种文艺作品从不同方面表现和丰富了张

骞的美好品质，不同程度地突出了张骞出使西域所

表现出的矢志不渝之忠心，不屈不挠之意志，勇于

开拓之精神，以及对事业的尽职尽责，对百姓下属

的关爱，对亲人的尊敬孝顺的形象，并细腻地刻画

出生活中细心谨慎、积极乐观的张骞。由此文学中

的张骞不再仅仅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有智慧有远

见的形象，其忠勇正直、尚气节的品行，坚毅宽厚的

品质，缜密谨慎的行事原则，积极向上面对困苦的

态度及其散发出的人格魅力，也得到不同程度的表

现。这些美好品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为人

们所敬仰。
作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的历史功绩是卓

越的，但他并不具有像诸葛孔明一样的影响力与知

名度，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原因之一是记载

张骞的事迹不够系统与集中。张骞事迹散见于司

马迁《史记》中的《卫将军骠骑列传》《大宛列传》
《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篇。
在《汉书》中班固将张骞与李广利合传，写成《张骞

李广利传》。在《前汉通俗演义》中也只见于第六

十九回《勘叛案重兴达狱，立战功还挈同胞》［5］381

与第七十二回《通西域复灭南夷，进神马兼迎宝

鼎》［5］398，其后历代的文人多取乘槎和支机石的传

说，或以戏剧或以小说的形式来宣传张骞，但此类

作品大都将张骞神化，表现一定的人生理想，对张

骞形象缺乏深刻的研究与论述。因此到目前还没

有出现一部比较权威的作品来系统集中地研究张

骞，这是造成张骞形象缺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是张骞的历史贡献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

形象的影响力。张骞的历史贡献是瞩目的，因而后

人多关注其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所作出的非凡

业绩，如集中于张骞外交能力、爱国气节、政治影响

及出使西域的目的、动机、贡献、意义等方面的研

究，却很少关注他的形象。此外，研究张骞形象的

文艺作品与研究诸葛亮的作品相比亦是凤毛麟角，

所以致使张骞形象干瘪片面。
总之，张骞的形象在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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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性是值得后人研究的，当前在重塑其形象的过

程中既有成就也有不足，前人在研究中留下了给我

们填补空白的机会，相信随着汉文化的发展，张骞

的形象将会引起越来越多作家的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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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hang Qian I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Literary Narrative

HAN Zhan-hong
( College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Zhang Qian is one of the excellent political activities，explorers and diplomats in ancient China，who had explored
other west countries twice． These two expeditions greatly expand the horizons of Chinese people，and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for the ancient Silk Ｒoad． However，there exist differences in the image of Zhang Qian between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literature
narrative．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the character of perseverance，wisdom，patriot in the historical image，as well as the strate-
gy，benevolence and gratitude in the literature narration． What’s more，the paper further probes into the achievement and shortcom-
ing of remodeling image of Zhang Qian．

Key words: image of Zhang Qian; historical narrative; literature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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