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1 國家的統治：1-1 國家的建立與統治權威的由來-1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概

論 

農業國家的建立——以中國為例 

從聚落到國家 周的建國及其統治政策 帝制國家統治權威的由來 

北
亞
草
原
的
游
牧
形
態
↓
↑
東
南
部
的
農
耕
形
態
（
這
兩
者
的
衝
突
與
融
合
的
過
程
影
響
歷
史
最
鉅
） 

受
到
東
亞
大
陸
各
地
不
同
的
地
形
、
氣
候
影
響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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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
以
也
有
學
者
對
此
抱
持
懷
疑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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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表
：
中
國
河
南
偃
師
二
里
頭
的
宮
殿
遺
址 

 

中
國
於
西
元
前
十
七
世
紀
為
列
國
林
立
，
可
能
存
在
共
主
的
時
代 

２
國
家
：
東
亞
各
地
建
立
國
家
的
時
程
不
相
同
。 

１
聚
落
：（
出
現
原
因
）
糧
食
供
應
增
加
↓
人
口
增
加
、
出
現
防
禦
型
壕
溝
、
城
牆 

●
圖
示
：
宗
法
制
度 

 
 

 
 

 
 

 
 

 
 

 
 

●
周
公
東
征
後
的
分
封
圖 

 
 

 
 

 

Ａ
封
建
親
戚
，
以
藩
屏
周
、 

Ｂ
行
宗
法
，
明
親
疏
、 

Ｃ
定
禮
樂
，
別
尊
卑 

２
封
建
制
度
、
宗
法
精
神
：
用
以
維
繫
政
權
（
大
宗
：
嫡
子
，
母
國
繼
承
人
、
小
宗
：
庶
子
，
分
封
另
立
新
國
） 

 

「
天
命
」
意
指
上
天
的
意
志
，
周
人
將
「
天
」
視
為
政
治
權
力
的
神
聖
來
源
。 

１
天
命
靡
常
：
以
德
為
政
權
統
治
基
礎
，
須
敬
德
以
保
有
天
命 

       

Ｄ
詔
書
：
起
頭
是
「
奉
天
承
運
」，
表
示
皇
帝
命
令
是
奉
「
天
命
」
指
引
，
最
後
蓋
上
皇
帝
印
，
彰
顯
其
正
統
性 

 
 

 
 

 

「
黼
」
代
表
絕
對
、
「
黻
」
代
表
君
臣
和
衷
共
濟
、
「
藻
」
代
表
高
潔
、「
雉
」
代
表
文
采
等 

 
 

例
如
：
「
山
」
代
表
穩
重
、「
龍
」
代
表
靈
活
、「
粉
米
」
代
表
濟
養
人
民
、
「
日
月
」
代
表
普
照
大
地 

 

Ｃ
龍
袍
：
皇
帝
禮
服
上
的
紋
飾
帶
有
政
治
意
涵
，
體
現
了
君
王
對
天
地
、
祖
先
的
尊
崇
與
對
臣
民
的
責
任 

 
Ｂ
玉
璽
：
傳
國
璽
為
秦
始
皇
帝
所
造
，
以
此
為
皇
帝
印
信
，
後
世
佚
失
。
清
代
帝
王
玉
璽
刻
有
漢
文
與
滿
文
。 

 
 

北
京
天
壇
為
明
清
皇
帝
祭
天
的
場
所
，
由
祈
穀
豐
收
的
祈
年
殿
（
寶
塔
）、
祭
天
的
園
丘
（
環
狀
台
）
等
組
成 

 

 

Ａ
天
壇
：
古
代
帝
王
自
稱
「
天
子
」
，
意
指
皇
位
乃
承
天
命
而
來
，
因
此
重
視
祭
祀
天
地
的
活
動
。 

３
建
築
器
物
：
傳
國
璽
刻
印
取
得
、
奉
天
承
運 

２
儒
家
思
想
：
漢
朝
董
仲
舒
尊
崇
儒
術
、
強
化
倫
常
秩
序 

      

●
圖
示
：
五
得
終
始
說 

 

↓
鄒
衍
：
「
五
德
從
所
不
勝
，
虞
土
、
夏
木
、
殷
金
、
周
火
。
」 

１
五
德
終
始
說
：
戰
國
鄒
衍
提
出
，
以
天
命
與
德
作
為
統
治
權
威
來
源 

 

秦
王
政
不
滿
意
，
將
泰
皇
改
為
皇
帝
，
自
稱
始
皇
帝
，
後
代
稱
二
世
、
三
世
直
到
萬
世
。 

 

丞
相
王
綰
認
為
古
有
天
皇
、
地
皇
、
泰
皇
，
以
泰
皇
最
尊
，
建
議
採
用
泰
皇
維
號
，
自
稱
朕
，
臣
則
稱
皇
陛
下 

 

秦
滅
六
國
，
秦
王
政
認
為
自
己
「
德
兼
三
皇
，
功
過
五
帝
」
。 

●
又
過
了
八
世
紀
後
，
封
建
制
度
逐
漸
崩
潰
↓
秦
朝
「
皇
帝
」
的
創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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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政權與游牧政權的碰撞 

游牧政權的建立與漢匈衝突 游牧政權的統治策略及轉變 
游牧政權對 

農耕政權的挑戰 推舉制 國家建立 漢匈衝突 
１  

二元統治 

２  

採漢制與合作 

３ 

因地制宜 

圖
案
以
草
原
常
見
動
物
為
主
題
，
有
游
牧
族
群
風
格
。 

●
補
充
：
匈
奴
喜
歡
用
黃
金
裝
飾
，  

３
自
然
崇
拜
：
巫
師
具
有
神
聖
地
位 

２
部
落
會
議
推
選
領
袖 

１
部
落
社
會 

↓ 

部
落
聯
盟 

 

↓
形
成
中
央
集
權
與
官
僚
統
治
的
國
家 

２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時
向
外
擴
張 

１
冒
頓
單
于
建
立
國
家 

●
補
充
：
東
漢
對
匈
奴
持
續
用
兵
，
匈
奴
分
裂
，
南
匈
奴
內
附
中
國
，
北
匈
奴
往
西
遷
徙
。 

 

３
東
漢
：
南
匈
奴
遷
漢
地 

２
漢
武
帝
：
向
外
擴
張
（
著
名
將
領
：
衛
青
、
霍
去
病
）
↓
花
費
過
鉅 

↓
漢
武
帝
晚
年
頒
布
罪
己
詔 

 
 

遂
封
宗
室
女
為
公
主
，
嫁
匈
奴
單
于
。
從
高
祖
到
漢
武
帝
初
年
一
共
嫁
了
五
位
宗
室
女
兒
的
假
公
主
。 

 
 

在
「
婁
敬
」
建
議
下
，
漢
高
祖
希
望
透
過
政
治
聯
姻
維
持
雙
方
和
平
關
係
。
但
呂
后
不
捨
女
兒
， 

●
補
充
：
和
親
匈
奴 

 
 

後
來
用
陳
平
之
計
，
賄
絡
匈
奴
皇
后
說
服
單
于
，
讓
漢
軍
撤
離
脫
困
，
劉
邦
才
得
以
平
安
回
到
長
安
。 

 
 

親
征
匈
奴
。
但
匈
奴
隱
藏
實
力
，
劉
邦
大
意
輕
敵
，
到
達
平
城
後
便
中
埋
伏
，
受
困
白
登
山
七
日
。 

 

冒
頓
單
于
在
統
一
匈
奴
各
部
後
，
實
力
日
強
。
西
元
前
二
○
○
年
，
劉
邦
在
弭
平
國
內
叛
亂
後
便
率
軍 

●
補
充
：
白
登
之
圍
（
平
城
之
圍
） 

１
西
漢
初
：
採
和
親
、
貿
易
維
持
和
平 

 
 

此
後
歷
代
修
整
增
建
。
長
城
是
一
條
地
理
界
線
，
也
成
為
古
代
東
亞
世
界
裡
分
別
族
群
的
界
線
。 

 

戰
國
時
代
起
，
農
業
族
群
開
始
修
築
長
城
，
以
防
禦
北
方
游
牧
族
群
的
南
下
侵
擾
，  

●
補
充
：
長
城
成
為
農
業
與
游
牧
族
群
的
地
理
、
文
化
界
線 

 
 

 

但
也
透
過
種
族
差
別
待
遇
與
蒙
古
至
上
主
義
，
以
維
護
其
在
中
國
的
統
治
地
位 

 

Ｃ
元
：
以
蒙
古
制
度
治
理
蒙
古
人
，
以
漢
人
制
度
治
理
漢
人 

 

Ｂ
金
：「
謀
克
猛
安
」
統
治
女
真
游
牧
部
落
、
「
州
縣
制
」
以
漢
制
管
理
漢
人 

 

Ａ
遼
：「
北
面
官
」
統
治
契
丹
游
牧
部
落
、
「
南
面
官
」
以
漢
制
管
理
漢
人
（
設
置
州
縣
） 

３
五
胡
十
六
國
：
二
元
政
治
（
漢
人
區
域
以
漢
制
治
理
，
胡
人
地
區
以
胡
制
治
之
）
，
例
如
： 

 
 

結
果
引
發
「
八
王
之
亂
」。
原
居
中
國
北
境
附
近
的
北
亞
族
群
，
藉
此
機
會
向
中
國
境
內
遷
徙
並
建
國
。 

 

西
晉
立
國
後
，
大
封
宗
室
及
撤
除
州
郡
武
力
，
使
兵
權
集
中
於
宗
室
手
中
，
諸
王
勢
力
漸
強
，  

●
補
充
：
八
王
之
亂
↓
五
胡
亂
華  

２
西
晉
：
游
牧
族
群
利
用
八
王
之
亂
，
向
中
國
移
徙
並
建
國 

 
 

１
東
漢
：
不
少
北
亞
族
群
移
徙
漢
地 

 

↓
延
續
至
隋
唐
，
成
為
開
創
大
一
統
帝
國
盛
世
的
重
要
基
石 

２
西
魏
宇
文
泰
：
制
定
府
兵
制
、
培
養
關
隴
集
團 

 
 

但
邊
防
將
士
維
持
鮮
卑
文
化
，
而
且
升
遷
待
遇
不
及
在
洛
陽
的
族
人
，
引
發
六
鎮
之
亂
。 

 

北
魏
孝
文
帝
遷
都
洛
陽
，
實
施
漢
化
措
施
，
包
括
禁
胡
服
、
斷
北
語
、
胡
漢
通
婚
和
改
姓
氏
等
，  

１
北
魏
孝
文
帝
：
施
行
漢
化
政
策 

●
為
強
化
統
治
權
，
採
用
漢
制
或
與
漢
人
合
作
、
通
婚
，
例
如
： 

２
中
國
本
部
：
皇
帝
稱
號
、
儒
家
典
章
制
度 

１
滿
洲
、
蒙
古
：「
諸
汗
之
汗
」 

●
不
同
地
區
有
不
同
做
法
，
以
清
朝
為
例 

３
南
宋
Ｖ
Ｓ
金
：
紹
興
和
議
後
，
向
金
稱
臣
納
貢 

２
北
宋
Ｖ
Ｓ
契
丹
：
澶
淵
之
盟
、
互
稱
皇
帝
，
約
為
兄
弟
之
邦
↓
象
徵
「
天
有
二
日
」
的
時
代
來
臨 

１
宋
以
前
：
天
無
二
日
，
民
無
二
王
（
出
自
《
孟
子
》
顯
示
君
主
至
尊
無
上
的
地
位
） 

漢朝與匈奴的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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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南遷與魏晉南北朝的政權更迭 

隋
唐
帝
國
↓
五
代
十
國
↓
兩
宋 

宋遼金元的和戰 

●補充：府兵制 

 在全國設置折衝府，從折衝府中挑選財力、體格符合標準者 

 成為府兵，任務為宿衛、戍邊、征伐。採取兵農合一制，平時

務農，有戰事時則出征，由朝廷臨時任命將領。隋唐因襲府兵制。 

↓
首
次
非
漢
族
統
治
全
中
國
的
北
亞
王
朝 

 
 

一
二
七
九
年
滅
南
宋
，
忽
必
烈
即
位
，
國
號
大
元 

 

Ｅ
宋
蒙
交
戰
↓ 

 
Ｄ
雙
方
合
作
：
宋
蒙
攻
金
，
金
亡 

 
Ｃ
南
宋
剛
開
始
保
守
中
立
，
聯
金
滅
遼
的
教
訓
與
伐
金
失
利 

 

Ｂ
蒙
古
大
軍
攻
西
夏
、
金
，
並
展
開
三
次
西
征 

 

↓
十
三
世
紀
初
，
鐵
木
真
統
一
蒙
古
，
後
被
推
為
成
吉
思
汗 

 

Ａ
蒙
古
諸
部
分
立
，
多
臣
服
於
金 

５
蒙
古
的
崛
起
：
興
起
於
十
二
世
紀
末 

 
 

兩
國
東
以
淮
河
、
西
以
大
散
關
為
界 

 
 

 

宋
向
金
稱
臣
納
貢
，
金
冊
封
高
宗
為
帝
， 

 

一
一
四
一
年
，
訂
立
紹
興
和
議
，
內
容
： 

４
南
宋
與
金
的
和
戰
：
宋
求
和
，
解
除
主
戰
派
兵
權 

 

↓
靖
康
之
難
（
金
兵
擄
走
徽
宗
、
欽
宗
↓
北
宋
亡
） 

 

Ｃ
合
作
後
，
金
輕
視
宋
，
金
兵
兩
次
南
侵
，
攻
陷
汴
京 

 

↓
宋
見
女
真
勢
力
漸
強
，
聯
金
滅
遼 

 

Ｂ
金
國
開
國
者
：
完
顏
阿
骨
打
（
女
真
族
，
國
號
「
大
金
」
） 

 

Ａ
金
興
起
時
間
：
北
宋
末
年
，
遼
衰
之
時 

３
北
宋
聯
金
滅
遼
： 

 

Ｃ
意
義
：
中
原
與
周
邊
部
族
首
次
建
立
對
等
關
係 

 

（
３
）
兩
國
不
越
界
，
不
建
防
禦
工
程
，
以
示
友
好 

 

（
２
）
宋
年
輸
歲
幣
（
絹
、
銀
）
予
遼
、 

 
 

 
 

 

（
１
） 

兩
國
為
兄
弟
之
邦
（
宋
兄
遼
弟
） 

 

Ｂ
內
容
：  

 

Ａ
遼
兵
南
侵
，
逼
近
汴
京
↓
宋
真
宗
親
征
，
勝
利
，
議
和 

２
澶
淵
之
盟
： 

 
 

↓
中
國
東
北
邊
防
洞
開
，
北
宋
京
師
受
威
脅 

 

Ｂ
援
石
敬
瑭
建
後
晉
，
得
燕
雲
十
六
州 

 

Ａ
稱
帝
：
耶
律
阿
保
機
，
國
號
：
契
丹
（
後
改
為
「
大
遼
」
）

１
遼
的
崛
起
：
興
起
於
唐
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