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篇  中國與東亞的交會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從東亞史看中國 「中國」一詞的涵義與變動 
歷史是孤立發展的嗎？ 

東亞的互動與交流 中國史的誕生與侷限 

 

Ｃ
人
民
成
為
歷
史
論
述
的
主
角
；
從
人
民
視
角
審
視
東
亞
歷
史 

 

Ｂ
凸
顯
歷
史
的
複
雜
度
及
變
遷
性 

 

Ａ
中
國
史
是
與
東
亞
周
邊
民
族
互
動
、
交
融
的
歷
程 

↓
東
亞
史
的
脈
絡
：
從
東
亞
格
局
觀
望
中
國
歷
史 

 

３
國
族
觀
念
：
許
多
人
認
知
過
去
歷
史
的
主
要
形
式
，
但
中
國
歷
史
為
一
脈
相
承
、
單
一
孤
立
的
發
展
著
嗎
？ 

 

↓
中
國
：
表
述
清
帝
國
與
代
表
數
千
年
歷
史
的
國
家
：
將
中
國
史
視
為
中
華
民
族
從
古
發
展
至
今
的
歷
史 

 

受
晚
清
以
後
西
力
衝
擊
影
響 

２
今
日
我
們
所
理
解
的
中
國
涵
義
： 

 

即
中
國
大
陸
、
日
本
、
臺
灣
、
朝
鮮
半
島
、
蒙
古
等
地 

１
東
亞
的
地
理
範
疇
：
亞
洲
東
部 

 
 

後
在
文
化
學
習
及
中
原
國
家
認
可
下
，
才
進
入
華
夏
國
家
之
列 

 

Ｂ
位
於
中
國
南
方
的
吳
、
楚
、
越
曾
被
視
為
「
荊
蠻
」，  

 

Ａ
非
種
族
之
分
，
而
是
國
家
控
制
與
禮
樂
教
化
是
否
所
及 

●
周
代
天
下
秩
序
觀
：  

 

↓
夷
夏
之
防
絕
非
固
定
、
僵
化
的
界
線 

３
中
國
意
指
文
化
、
地
理
界
線
，
所
包
含
的
範
圍
及
內
涵
是
會
變
動
的 

 

Ｃ
接
受
禮
樂
教
化
後
，
也
可
被
納
入
華
夏
範
圍 

 

Ｂ
視
四
周
族
群
為
文
化
落
後
之
蠻
夷
戎
狄 

 

Ａ
將
位
於
黃
河
中
下
游
的
各
諸
侯
國
，
統
稱
為
中
國
或
華
夏 

２
時
代
：
周
朝 

１
起
於
文
化
界
線 

 

Ｃ
兩
者
相
互
衝
突
、
融
合
，
牽
動
中
國
內
涵
的
演
變 

 

Ｂ
游
牧
部
族
在
中
原
建
立
王
朝
對
農
耕
民
族
的
影
響 

 

Ａ
北
方
游
牧
部
族
長
期
對
農
耕
民
族
的
威
脅 

３
政
治
衝
突
與
融
合 

 

Ｃ
思
想
文
化
上
持
續
與
中
國
文
化
互
動
交
流 

 

Ｂ
有
共
同
文
化
要
素
；
也
有
各
自
文
化
特
色 

 

Ａ
範
圍
：
中
國
、
日
本
、
朝
鮮
和
越
南
等
地 

２
東
亞
文
化
圈 

 

Ｃ
魏
晉
南
北
朝
時
期
的
族
群
大
遷
徙 

 

Ｂ
源
於
南
亞
的
佛
教
文
化 

 

Ａ
漢
代
以
後
，
盤
據
於
北
亞
的
游
牧
族
群 

１
唐
代
文
化
，
呈
現
不
同
於
以
往
的
文
化
特
色
和
族
群
風
貌 

 

例
如
： 

 

Ｃ
應
從
人
群
、
文
化
著
手
，
凸
顯
歷
史
多
元
視
角 

 

Ｂ
過
於
強
調
文
化
獨
特
性
、
民
族
共
同
性 

 

Ａ
忽
視
遊
牧
族
群
的
立
場
與
視
角 

３
以
「
中
國
通
史
」
角
度
看
中
國
的
問
題
所
在
： 

 
Ｃ
以
「
中
國
／
漢
族
」
中
心
的
角
度
敘
寫
中
國
史 

 

Ｂ
以
民
族
國
家
的
角
度
編
寫
歷
史 

 

Ａ
以
農
耕
族
群
為
主
來
看
待
歷
史
的
發
展 

２
中
國
通
史
有
其
便
利
性
，
但
易
淡
化
歷
史
的
複
雜
與
變
動
性 

 

敘
述
從
先
秦
至
民
初
，
歷
時
五
千
多
年
的
政
治
、
經
濟
及
文
化
發
展
。 

●
補
充
：
呂
思
勉
「
白
話
本
國
史
」
於
一
九
二
三
年
出
版
，
為
第
一
部
用
白
話
文
寫
成
的
「
中
國
通
史
」，  

 

Ｃ
產
生
中
國
通
史
的
書
寫
形
式 

 

Ｂ
中
國
成
為
數
千
年
歷
史
之
民
族
國
家
的
統
稱 

 

Ａ
出
現
用
中
國
表
述
清
朝
的
現
象 

１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後
，
各
種
論
述
討
論
清
朝
面
臨
西
方
各
國
挑
戰 

 



東亞國家的統治類型-1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東亞人群的主要生活型態 

農耕與遊牧 

農耕族群與農業國家的建立──以中國為例 

國家的形成與演變 
國家統治的正當性 

周的建國及其統治正當性 帝制國家的正當性 

 
 

Ｃ
東
南
沿
海
：
漁
撈
、
貿
易
↓
海
洋
國
家 

（
Ａ
Ｂ
兩
者
衝
突
與
融
合
的
過
程
影
響
歷
史
最
鉅
） 

 

Ｂ
北
亞
草
原
的
：
游
牧
↓
北
方
游
牧
族
群 

 

Ａ
東
南
部
：
農
耕
↓
南
方
農
耕
族
群 

 
 

受
地
形
、
氣
候
影
響
所
形
成
的
差
異
： 

２
人
們
在
東
亞
大
陸
的
生
活
方
式
，  

 
 

↓
文
化
相
互
作
用
，
形
成
多
元
發
展 

 

點
狀
發
展
↓
區
域
性
文
化 

●
補
充
：
東
亞
大
陸
新
石
器
時
代
多
元
發
展
（
下
圖
） 

 

 
 

↓
呈
現
東
亞
各
地
文
化
的
多
元
性 

 

石
器
形
制
、
陶
器
紋
飾
發
展
特
色
不
一 

１
東
亞
地
區
新
石
器
時
期
的
考
古
遺
址
： 

  

代
表
：
中
國
河
南
偃
師
二
里
頭
遺
址 

２
聚
落
走
向
國
家
的
一
致
性
發
展
：  

 
 

可
能
已
有
類
似
國
家
的
權
利
組
織
或
機
構 

 

↓
出
現
防
禦
型
壕
溝
和
城
牆
：  

 

↓
爭
奪
資
源
，
聚
落
間
的
衝
突
日
益
明
顯 

 

↓
人
口
漸
增
，
聚
落
規
模
擴
大 

 

居
住
於
今
長
城
以
南
，
形
成
定
居
式
生
活 

 

１
農
耕
族
群
： 

３
西
元
前
十
七
世
紀
殷
商
時
期
：
列
國
林
立
，
可
能
存
在
共
主
的
時
代 

 
 

 
 

所
以
也
有
學
者
對
此
抱
持
懷
疑
態
度
。 

 
 

 
 

描
述
。
但
由
於
遺
址
中
沒
有
發
現
文
字
等
直
接
證
據
，
遺
址
的
地
層
年
代
與
商
相
當
，  

●
補
充
：
有
學
者
主
張
二
里
頭
文
化
就
是
夏
文
化
，
因
為
遺
址
位
置
和
所
屬
時
代
都
接
近
古
史
記
載
中
對
夏
的 

 
 

 
 

故
推
論
此
時
可
能
已
出
現
早
期
國
家
的
雛
形
。 

●
補
充
：
二
里
頭
遺
址
建
築
布
局
嚴
謹
、
主
次
分
明
，
而
出
土
文
物
有
些
也
和
權
力
象
徵
、
身
分
等
級
有
關
， 

 

反
映
聚
落
規
模
的
擴
大
；
聚
落
外
圍
還
有
壕
溝
圍
繞
，
象
徵
聚
落
間
衝
突
頻
繁
，
築
壕
溝
以
防
禦
。 

 

 

居
住
區
有
五
組
建
築
群
，
每
群
以
一
個
大
型
房
屋
為
中
心
，
周
圍
有
數
十
座
中
小
型
房
屋
，  

 

姜
寨
遺
址
位
於
陝
西
臨
潼
，
距
今
約
七
千
年
前
，
主
要
由
居
住
區
、
陶
窯
區
和
墓
葬
區
組
成
。 

●
補
充
：
姜
寨
遺
址 

 

Ｃ
禮
樂
儀
式
及
器
物
：
周
人
規
範
禮
樂
儀
式
及
器
物
為
貴
族
階
級
壟
斷
，
平
民
以
下
的
人
不
得
享
有
。 

 

Ｂ
宗
法
原
則
（
大
宗
：
嫡
子
，
母
國
繼
承
人
、
小
宗
：
庶
子
，
分
封
另
立
新
國
） 

 

Ａ
軍
事
征
伐
，
分
封
殖
民 

３
西
周
實
施
封
建
制
度
：
周
王
擁
有
政
治
與
宗
教
雙
重
領
袖
的
身
分
，
得
自
於
天
命
，
透
過
以
下
方
式
統
治 

 

Ｂ
封
建
、
宗
法
制
度
：
用
以
維
繫
政
權 

 

Ａ
天
命
靡
常
：
以
德
為
政
權
統
治
基
礎
，
得
保
有
天
命 

２
建
立
統
治
正
當
性
： 

１
西
元
前
十
一
世
紀
末
，
周
人
滅
商
，
成
為
華
北
地
區
共
主 

 

內
容
包
括
：
開
墾
荒
地
，
獎
勵
耕
織
、
頒
布
法
律
，
整
編
社
會
、
建
立
郡
縣
、
按
軍
功
受
爵 

●
補
充
：
各
國
透
過
變
法
以
實
踐
富
國
強
兵
，
以
前
四
世
紀
中
葉
商
鞅
在
秦
孝
公
時
推
行
的
變
法
最
具
代
表
性
。 

 

↓
加
強
地
方
控
制
↓
中
央
集
權
，
富
國
強
兵
↓
秦
王
政
統
一
各
國
，
建
立
帝
制 

●
封
建
制
度
崩
潰
，
周
王
室
衰
微
↓
列
國
交
相
侵
伐
↓
土
地
不
分
封
，
派
遣
官
吏
管
理 

 



４正統論的挑戰 

３正統性的相關論述 

 Ｂ漢武帝尊崇儒術：儒家成為歷代王權統治正當性的由來之一 

 Ａ強調正名：確立君尊臣卑的社會階級，建立統治秩序 

２儒家思想強化倫常秩序： 

 Ｃ五德相生說，五行相生，強調失德者讓位於有德者 

  ↓秦王政，宣稱水德取代周的火德 

 Ｂ鄒衍提出五德終始說：五德配五行，朝德若衰，另一德代之，作為統治正當性依據 

 Ａ周人滅商已有「敬德」觀念↑天命隨「德」而轉變 

１「天命」與「德」為正統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