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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講 

天下政體 

授課者：甘懷真老師 

一、 問題 

傳統中國的皇帝制度自稱天下，若將天下視為一種歷史上的「帝國」制度，其特

色為何？ 

二、 歷史學思考 

� 2.1 有人可以「為所欲為」嗎？ 

� 2.2 社會關係制約權力 

� 2.3 我當「志工爸爸」的經驗 

三、 鉅大的中國王權 

四、 王權的誕生 

� 4.1 天子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 

� 4.2 周範人物：周文王。儀刑文王。 

� 4.3 權力的誕生：時間 

五、 天下──中國政體的諸階段 

� 5.1 「中央之域」，作為天下的中心的普遍概念 

� 5.2 中原王朝之周王權以文字表現：《尚書》、《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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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周王權出現「天子（王者）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 

� 5.4 春秋戰國的大國君主為了宣稱繼周王為新王，稱自己的政權為中國。 

� 5.5 春秋戰國時期，在「尊王攘夷」理念下，原服屬於周王的北方諸國形成

聯盟，以霸者為實際君主，稱自己的集團為「中國」，相對於「夷狄」。而其所支

配的區域為「天下」。 

� 5.6 南方楚、吳、越的加入 

六、 天下政體的諸階段 

� 6.1 古代：秦始皇至南宋（西元前 3 世紀至後 12 世紀） 

� 6.2 「內向型」的帝國 

� 6.3 「近悅遠來」、「德化」、「慕化」。 

� 6.4 「化內」、「化外」 

� 6.5 朝貢：中國與域外政權發生禮儀的關係 

� 6.6 農業帝國的原理 

� 6.7 西元 57 年奴國使節到東漢首都洛陽朝見漢光武帝，接受冊封。 

� 6.8 近世：元代至清末（13 世紀至 19 世紀中期） 

� 6.9 「蒙古和平」：遠程貿易與「邊境」的出現 

� 6.10 明朝的重建舊政體：「恢復中華」。 

� 6.11 鄭和下西洋：以朝貢與冊封聯繫東亞海域上的「邊境」。 

� 6.12 海禁、鎖國、邊疆封禁 

� 6.13 近世「華夷秩序」：隔離政策 

� 6.14 十八世紀海禁解除，「向外型」帝國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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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台灣「番地」問題 

� 6.16 天下政體的諸階段 

� 6.17 近代：清末至今（19 世紀中期以後） 

� 6.18 天下政體的瓦解 

七、 天下政體的特色 

� 7.1 中國王權早熟、鉅大、綿延 

� 7.2 中國王者統治廣域。 

� 7.3 天子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 

� 7.4 秦代皇帝制度成立以後，內部是郡縣，外部是冊封與朝貢。 

� 7.5 天下之外是非人、異人？ 

� 7.6 內向型帝國 

八、 王權革命 

� 8.1 「從村落到國家」理論的批判 

九、 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區 

� 9.1 如距今六千多年前的長江下游南岸、杭州灣北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

與初期王權 

� 9.2 廣域的地域集團領袖的聯盟出現 

� 9.3 人工城市的誕生：都城 

� 9.4 村落—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 

� 9.5 村長、酋長、首長、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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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王權（皇權）的祕密？ 

� 10.1 農業 

� 10.2 禮物交換：朝貢 

� 10.3 漢字 

十一、 政治發生的一般理論 

� 11.1 合作 

� 11.2 分工 

� 11.3 交換 

� 11.4 政治機構的誕生 

� 11.5 制度經濟學 

十二、 愛與經濟 

� 12.1 政治不只是「力」，還有「理」 

� 12.2 人永恆要滿足物質與精神上的需要 

十三、 農業的發生與普及 

� 13.1 農業革命 

� 13.2 農村、農民 

� 13.3 為什麼要接受農業？ 

十四、 巫教的世界 

� 14.1 萬物有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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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真實與意義：人人需要神 

� 14.3 腦神經醫學、認知考古學 

十五、 絕地天通：禮與祭祀的發生 

� 15.1 宗教革命：由巫到禮，祭祀的誕生 

� 15.2 《尚書‧呂刑》 

� 15.3 禮是王權發生的關鍵，古人已云。 

� 15.4 禮作為禮物的理解。 

� 15.5 《國語‧楚語下》：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

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

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

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

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

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

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 15.6 天的成立：外部的神 

� 15.7 「官」的成立 

� 15.8 政治是本質是暴力收奪。但「第三領域」的創造。 

� 15.9 人（民）—官—神 

� 15.10 巫教 vs.禮制 

� 15.11 「民神雜糅」vs.「民神異業」 

� 15.12 民—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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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3 「理性化」的歷史軌跡 

� 15.14 農業的合理化 

� 15.15 新宗教創造了王權鉅大的財富 

十六、 站在天文觀測台上的王 

� 16.1 德國的「圓丘」（〈麥田上又見大圓圈〉，《科學人》2004-1） 

� 16.2 Nebra disk，琮、壁 

� 16.3 漢以後的郊祀祭天之禮 

� 16.4 北京圓丘 

十七、 文字的發明 

� 17.1 王權發明了文字（漢字） 

� 17.2 殷王朝與甲骨文 

� 17.3 神的語言、王的語言 

十八、 冊封與朝貢 

� 18.1 王者賜下名與禮物給下級首長 

� 18.2 下級首長參加王者的祭祀 

� 18.3 下級首長在祭祀時獻上貢品（收成的縠物） 

十九、 天下政體的特質 

� 19.1 天下的構成：天—天子—民。君民關係是主軸。 

� 19.2 天下概念是皇帝制度的要素，以至東亞王權的要素。 

� 19.3 天下是一個道德、生命的共同體。生命意義的來自於天，而藉由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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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結合而得以完成。故天下是一個文明的世界。 

� 19.4 「道德/生命」的天下 vs.「政治/文化」的國家（民族） 

� 19.5 天下的範疇：郡縣、冊封（藩屬）、朝貢、互市、絕域。 

� 19.6 世界帝國的概念：清楚的支配區域與模糊的邊界 

二十、 天下典範與典範的崩潰 

� 20.1 天子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 

� 20.2 天子治天下的合理性與不合理 

� 20.3 限定的天下，非 all under heaven 

� 20.4 天下之外？非人的世界。地圖上的邊界怪物 

� 20.5 世界像的傳入中國 

� 20.6 第五世紀的佛教、第十五世紀以後的「地理大發現」、第十七世以後傳

教士來華。 

� 20.7 鄭和下西洋 

� 20.8 萬國公法時代的來臨：從天下到一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