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歷史時期：秦漢 

課題二：兩漢的政治發展與中外文化交流 

第四章：兩漢通西域與中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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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騫出使西域 

1.1 第一次出使西域 

- 西漢初期，匈奴多次侵擾中國北方邊境。 

- 位於現今武威一帶的大月氏被匈奴攻擊，因而西遷。 

- 公元前 138 年（建元三年），漢武帝意圖與大月氏結盟以夾擊匈奴，便派張騫出使西域。 

- 張騫在祁連山被匈奴王所俘，十多年後才逃脫，輾轉到達大月氏。 

- 當其時大月氏王已無意與匈奴為敵，張騫無功而回。 

 

1.2 第二次出使西域 

- 公元前 119 年（元狩四年），漢武帝命張騫出使與烏孫結盟，但烏孫不敢與匈奴為敵，張騫仍得到友好接待。 

- 張騫分派副使到大宛、康居等國，聯絡西域諸國。 

- 張騫開闢了西域的交通管道，司馬遷稱之為「鑿空之舉」。 

 

 

 

 

 

 

 

 

 

 

 

 

 

 



【F1P2T2_張騫出使西域路線圖】 

 



二、班超出使西域 

- 王莽期間，匈奴強大，西域之交通被阻隔。 

- 東漢初年，西域諸國要求派都護至西域，漢以國力未復而拒絕。 

- 公元 73 年（明帝，永平十六年），班超隨竇固出擊匈奴，竇固派他出使西域以牽制匈奴。 

- 班超先到鄯善，將匈奴使者斬首及殺其隨從百餘人，鄯善歸順漢室。 

- 班超又擊退龜茲、助疏勒復國，漢朝聲威一時大振。 

- 西域各國又重新歸附中國，於是復設西域都護府羈縻各國。 

- 漢章帝繼位後，焉耆殺死漢之西域都護陳睦，章帝恐班超孤立無援而下令召班超回國。 

- 疏勒等國擔心匈奴報復，哀求班超留下，班超遂留下。 

- 班超會合西域諸國兵力，先後擊敗姑墨、于闐、莎車諸國。 

- 公元 90 年（和帝，永元二年），班超配合竇憲對匈奴的攻勢，擊敗了大月氏；翌年，又降服了龜茲等國，並受命為西域都護。 

- 公元 94 年，焉耆歸漢。至此，北道完全打通，西域五十餘國，全部內附。 

- 公元 97 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經安息、條支(今伊拉克)等地，到達波斯灣後便回國。甘英成為當時中國西行最遠的

人。 

- 公元 102 年，班超奉詔回京後一個月病故。 

 

 

 

 

 

 

 

 

 

 

 



【F1P2T2_班超出使西域路線圖】 

 
 



三、中外文化交流 

3.1 絲綢之路 

- 絲綢之路由西漢張騫開闢，再由東漢班超發展。 

- 絲綢之路以洛陽為起點，出玉門關後分南北兩路，經中亞、西亞，遠至歐洲。 

- 班超使「絲路」重開；又派甘英出使大秦，雖未能抵達，然已打通西域至波斯灣之陸路通道。 

 

3.2 中外交流 

- 中國之絲綢、漆器、鐵器等大量遠銷西方；西域之馬匹、寶石、香料、胡瓜、葡萄等亦輸入中國，令中西貿易得以拓展。 

- 羅馬、波斯、印度及西域等地之音樂、雕刻、建築、繪畫等藝術相繼東傳，影響中國藝術發展。 

- 佛教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東漢時，西域僧人等相繼東來，翻譯佛經，加速佛教之傳播。 

- 西方之藝術、雜技傳入中國，佛教僧侶往來日多，促進佛教在中國之傳播。 

- 中國的穿井、印刷等技術傳入西域。 

- 班超出使西域後，中外貿易頻繁，絲織品貿易更為西方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