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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八講 

東亞的冊封體系：中國作為世界帝國 

授課者：甘懷真老師 

一、 問題 

� 8.1 傳統東亞世界有「國際」嗎？ 

� 8.2 如何理解「天下秩序」，及其反省。 

二、 歷史學思考 

� 2.1 事實與詮釋。一個事實，多個詮釋。 

� 2.2 多元複雜的事實。勿將簡單的結論作推論的前題。 

三、 秦始皇政權的疆域 

四、 先秦政治發展的趨勢 

� 4.1 豪族的「武裝殖民」 

� 4.2 「國家」的成立 

� 4.3 「併天下」 

� 4.4 天下一家 

五、 漢代行「郡縣制」 

� 5.1 郡、國二元體制，但未認真對待封建制的續存。 

� 5.2 伴隨考古文物考證，重新認識郡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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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縣國 

六、 蠻夷屬國 

� 6.1 漢代邊郡。邊郡參考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 

� 6.2 東北與西南的蠻夷 

� 6.3 遼東、樂浪、玄菟，其下有蠻夷屬國。 

� 6.4 高句麗縣。屬玄菟郡。是一個縣國，或侯國。 

� 6.5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 

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簿。後稍驕恣，不復

詣郡，……王莽……州郡縣歸咎于句麗侯騊，……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當此時為

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

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

（句麗王）伯固降，屬遼東。熹平中，伯固乞屬玄菟。 

七、 外臣 

� 7.1 從君臣關係的角度思考何謂內臣、外臣 

八、 國際的出現？ 

� 8.1 爵制：天子、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國君的地位。 

� 8.2 非領土概念的「國」的領域觀。 

� 8.3 《三國史記‧新羅本紀〉四曰： 

� 8.4 （智證麻立干）四年冬十月，群臣上言。始祖創業已來，國名未定。…

臣等以為，…則其（新羅）國號宜矣。又觀自古有國家者，皆稱帝稱王。自我始

祖立國，至今二十二世，但稱方言，未正尊號。今群臣一意，謹上號新羅國王。 

� 8.5 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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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親魏倭王事件 

� 9.1  239 年，曹魏冊封邪馬臺國女王為親魏倭王。 

� 9.2 域外「大國」的成立。倭種之人之國。 

十、 冊封的形式 

� 10.1 謎之第四世紀 

� 10.2 倭五王 

� 10.3  438 年，倭王珍遣使向宋文帝朝貢，《宋書》記載如下： 

� 10.4 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

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

虜、冠軍、輔國將軍號，詔並聽。 

� 10.5 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前燕慕容儁於西元 355 年冊封高麗王釗「營州諸軍

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樂浪公、高麗王。」  

� 10.6 隋冊封「百濟王」，並有「上開府儀同三司、帶方郡公」等官銜。而「高

麗王」，並帶有「大將軍、遼東郡公」等官銜。 

十一、 冊封的需要 

� 11.1 東亞的國家體系中的地位與自我認同 

� 11.2 「百濟武寧王誌石」（約 523 年）有「寧東大將軍百濟斯麻王」 

十二、 天下秩序說及其檢討 

� 12.1 以唐代為典範的天下秩序說 

� 12.2 世界帝國？一元秩序？ 

� 12.3 「內臣—外臣—暫不臣」的支配結構完全不見於法制文獻中。—非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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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 12.4 此天下秩序不是客觀的結構。 

� 12.5 無禮國書事件 

� 12.6  607 年隋煬帝 

� 12.7 《隋書‧東夷傳》 

� 12.8 日本推古天皇 

� 12.9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 12.10 不悅；蠻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 12.11 須明樂美御德、スメラミコト（ sumeramikoto) 

� 12.12 禮的秩序，不是法的秩序。 

� 12.13 為什麼隋煬帝不打日本？ 

� 12.14 「五服」（《禹貢》）、「九服」（《周禮》）的學說中。 

� 12.15 王畿：方千里。  

� 12.16 侯服：王畿外方五百里。  

� 12.17 甸服：侯服外方五百里。  

� 12.18 男服：甸服外方五百里。  

� 12.19 采服：男服外方五百里。  

� 12.20 衛服：采服外方五百里。  

� 12.21 蠻服：衛服外方五百里。  

� 12.22 夷服：蠻服外方五百里。  

� 12.23 鎮服：夷服外方五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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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 藩服：鎮服外方五百里。 

十三、 近代中韓關係 

� 13.1 「外向型」帝國的想像 

� 13.2  1873 年時清朝總理衙門對日本外交官柳原前光提及中國對朝鮮的立

場，認為朝鮮是中國之「屬國」，但「內政教令」與「和戰權利」，則中國「皆無

與關」，故是「自主之邦」。  

� 13.3 朝貢與冊封關係是「屬國」與「自主之邦」。 

� 13.4 十九世紀後的「萬國公法」的世界體系：從天下到萬國 

� 13.5 中國開始主張自己是朝鮮的宗主國，一如當時歐洲列強之有殖民地。 

� 13.6  1885 年清廷任命袁世凱為駐韓辦事大臣(原稱駐韓總理交涉通商事宜

大臣），為代表性事件，象徵中國是韓國的宗主國。 

� 13.7 開皇十年隋文帝致高句麗王書：（《隋書‧高麗傳》） 

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

使人，歲常朝貢，雖稱籓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朕於蒼生，

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恆自猜疑，…

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籓臣之節，

奉朝正之典，自化爾籓，勿忤他國，…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

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

勞別遣才彥也？…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

朕前後誡敕，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昏狂驕傲，不從朕言。

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

遐邇乂安，人神胥悅。…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

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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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天朝外交？平等外交 

� 14.1 費正清學說 

� 14.2 什麼叫「平等外交」？ 

� 14.3 近代以來的所謂國家體系的制度發源自 1648 年的西發里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這個條約（或和約）確定了國家（state)的原則，就同時確立了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如主權、領土等原理。這些原則也就發展出「萬國公法」。 

� 14.4 從「國」體系出發的再思考 

� 14.5 中國（文化）自覺優秀，以天朝自居。這是近代論述。 

� 14.6 以民族國家結構去想像傳統國際關係。將「中國」視為一個 nation，

並認為是一體的。 

� 14.7 宋遼開始平等外交？陶晉生 

十五、 澶淵之盟 

� 15.1  1004 年 

� 15.2 約為兄弟之國，互稱南北朝；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

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傳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 

� 15.3 不要忘了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經驗 

� 15.4 中國天子一直自認是唯一的天子？ 

十六、 明帝國與清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