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1 國家的統治：1-3 東亞各國的統治權威與政策—1「日本」（上）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天皇制度的確立 大化革新與中央集權的強化 

小國林立

時期 
天皇制度的建立 

小國林立 

期間 

六世紀 

聖德太子 
七世紀 孝德天皇（大化革新／唐化運動） 

２
從
考
古
遺
址
與
《
三
國
志
‧
魏
書
‧
倭
人
傳
》
推
測 

１
古
代
缺
乏
文
字
記
載 

 
 

故
天
皇
具
有
神
性
，
用
以
加
強
統
治
的
合
理
性
。 

 

日
本
神
話
中
的
太
陽
神
，
在
神
道
教
信
仰
中
，
認
為
天
皇
為
天
照
大
神
的
後
裔
，  

●
補
充
：
天
照
大
神 

 
 

↓
展
現
政
教
合
一
的
特
色 

 

歷
代
天
皇
都
是
天
照
大
神
的
後
裔
，
也
是
神
道
教
的
最
高
祭
司 

２
特
色
：「
萬
世
一
系
」 

１
四
到
五
世
紀
組
成
聯
盟
，
首
領
「
天
皇
」（
約
正
式
用
於
推
古
天
皇
） 

２
西
元
三
世
紀
邪
馬
臺
國
女
王
卑
彌
呼
，
被
魏
明
帝
冊
封
為
親
魏
倭
王
。 

 
 

獲
東
漢
光
武
帝
頒
賜
漢
委(

倭)

奴
國
王
印
；  

１
西
元
五
七
年
奴
國
國
王
遣
使
至
中
國
朝
貢
，  

有
與
中
國
交
流
互
動
的
紀
錄
，
例
如
： 

 
 

 
 

 
 

 
 

 
 

 
 

是
佛
教
傳
入
日
本
時
，
早
期
興
建
的
佛
教
寺
院
。 

●
補
充
：
日
本
奈
良
法
隆
寺
，
相
傳
六
○
七
年
為
聖
德
太
子
所
建
， 

↓
藉
此
強
化
皇
權 

派
遣
留
學
生
、
使
節
團
前
往
隋
朝
學
習
中
央
集
權
式
官
僚
體
制
（
小
野
妹
子
） 

 
 

建
造
於
八
世
紀
初
，
仿
唐
式
建
築
，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木
造
建
築
之
一
。 

４
崇
奉
佛
教
，
興
建
佛
寺
，
具
中
國
風
，
例
如
：
奈
良
東
大
寺 

３
仿
長
安
建
平
城
京
、
平
安
京 

２
仿
造
漢
字
創
平
假
名
（
仿
自
漢
字
草
書
）、
片
假
名
（
由
漢
字
楷
書
偏
旁
而
來
） 

 
 

 
 

 
 

曆
法
、
節
令
、
習
俗
盡
量
仿
唐 

 
 

 

↓
八
一
八
年
，
天
皇
下
詔
改
變
禮
儀
，
並
命
「
男
女
衣
服
皆
依
唐
制
」
，  

 
 

（
５
）
引
進
唐
制
革
新
社
會
制
度
：
開
設
學
校
教
授
漢
學
，
培
養
人
才 

 
 

 
 

 
 

 
 

 
 

 
並
上
貢
地
方
土
產 

 
 

 
 

 
 

（
４
）
賦
稅
制
度
：
授
田
農
民
向
國
家
繳
交
穀
物
、
服
勞
役
，  

 
 

 
 

 
 

 
 

 
 

 

行
班
田
收
稅
法
，
政
府
對
人
民
計
口
授
田 

 
 

 

（
３
）
土
地
制
度
：
將
豪
族
土
地
及
部
民
收
歸
國
家
，  

 
 

（
２
）
官
僚
機
構
：
建
立
京
師
和
地
方
行
政
機
構
，
由
中
央
直
接
控
制 

 
 

 
 

 
 

仿
唐
中
央
官
制
（
八
省
百
官
）
，
地
方
設
國
、
郡
、
里 

 
 

（
１
）
定
年
號
（
大
化
）
，
引
進
律
令
制
（
大
寶
律
令
參
考
唐
代
律
令
）
，  

 

Ｂ
內
容
：  

 

Ａ
目
的
：
學
習
皇
帝
制
度
，
形
成
以
天
皇
為
首
的
中
央
集
權
國
家 

１
派
遣
唐
使
學
習
官
制
、
土
地
賦
稅
制
，
史
稱
「
大
化
革
新
」
（
六
四
五
年
） 

 
 

想
要
建
立
以
天
皇
為
中
心
的
中
央
集
權
制
國
家
。 

 

六
四
五
年
孝
德
天
皇
即
位
，
為
剷
除
豪
族
勢
力
，
學
習
唐
帝
國
政
制
，  

●
背
景
：
聖
德
太
子
過
世
後
，
豪
族
專
擅
，
掌
握
政
權
。 

七
五
二
年
，
擔
任
遣
唐
副
史
再
次
來
唐
。 

 
 

 

曆
書
、
兵
書
、
音
樂
等
書
籍
器
物
。 

 
 

七
三
五
年
返
日
時
，
攜
帶
了
《
唐
禮
》、 

 
 

 

就
曾
在
七
一
七
年
來
唐
學
習
， 

 
 

例
如
：
日
本
學
者
吉
備
真
備
，  

 
 

派
遣
留
學
生
和
留
學
僧
，
學
習
中
國
文
化
。 

 

隋
代
已
有
遣
隋
使
，
唐
代
時
遣
使
十
九
次
，  

●
補
充
：
遣
唐
使 

 
 

故
日
後
京
都
被
簡
稱
為
「
洛
」 

 

之
後
因
西
半
部
沒
落
，
東
半
部
較
繁
榮
，   

 

 

沒
有
城
牆
，
左
京
仿
洛
陽
，
右
京
仿
長
安
。 

●
補
充
：
平
安
京 

 



CH1 國家的統治：1-3 東亞各國的統治權威與政策—2「日本」（下）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幕府政治與天皇勢衰 

９－１１世紀 １２世紀 １３－１５世紀 地圖 

 

↓
天
皇
為
首
的
中
央
集
權
制
瓦
解 

 

↓
十
世
紀
均
田
制
被
破
壞
↓
建
立
私
人
武
力
（
莊
園
制
度
、
地
方
武
士
集
團
） 

●
豪
族
：
掌
握
國
家
實
權
出
任
中
央
官
員 

２
地
方
割
據
，
天
皇
權
力
削
弱 

１
地
方
豪
強
興
起
，
兼
併
土
地
，
建
立
私
人
武
力 

３
血
統
論
被
視
為
統
治
重
要
依
據 

２
幕
府
掌
握
實
權
，
天
皇
僅
具
象
徵
地
位 

 

之
後
的
室
町
幕
府
足
利
家
、
江
戶
幕
府
德
川
家
也
都
自
稱
是
清
和
源
氏
的
一
支 

 

 

開
啟
幕
府
政
治
，
其
與
皇
室
的
血
緣
關
係
可
上
溯
至
清
和
天
皇
，
為
其
後
裔
。  

●
補
充
：
源
賴
朝 

１
源
賴
朝
「
征
夷
大
將
軍
」(

鎌
倉
幕
府) 

 

↓
幕
府
將
軍
授
予
武
士
土
地
↓
藉
由
武
士
控
制
地
方 

 

↓
實
質
統
治
權
握
在
幕
府
將
軍
手
上
↓
天
皇
成
為
傀
儡 

 

↓
源
賴
朝
自
封
征
夷
大
將
軍
，
建
立
鎌
倉
幕
府 

（
維
持
高
度
集
權
的
統
治
） 

 

幕
府
將
軍 

↑│
│
│
│
│
│

 
各
地
諸
侯
（
家
族
成
員
留
在
江
戶
為
質
） 

 
 

 
 

 
 

（
定
期
謁
見
將
軍
） 

 
 

 

５
十
七
世
紀
初
，
德
川
家
康
開
啟
江
戶
幕
府 

↓ 

建
立
「
幕
藩
體
制
」 

 
 

（
４
）
晚
年
對
朝
鮮
兩
次
出
兵 

 
 

（
３
）
實
施
農
兵
分
離
的
政
策 

 
 

（
２
）
持
續
織
田
氏
對
西
、
葡
的
貿
易
策
略 

 
 

（
１
）
加
強
集
權
，
強
化
對
武
士
的
控
制 

 

Ｂ
一
五
九
一
年
，
豐
臣
秀
吉
統
一
全
國 

 
 

一
五
八
二
年
時
兵
敗
自
盡
。
（
本
能
寺
之
變
） 

 

Ａ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
一
五
七
三
年
）
，
織
田
信
長
推
翻
室
町
幕
府 

 

進
入
「
下
克
上
」
的
戰
國
時
代
，
武
士
間
競
爭
激
烈
，
各
自
稱
霸 

４
戰
國
時
代
：
十
五
世
紀
中
葉
後
，
室
町
幕
府
勢
衰
，
地
方
大
名
勢
力
興
起
，  

３
室
町
幕
府
：
透
過
武
士
控
制
全
國
，
武
士
權
力
較
過
去
更
大 

２
十
四
世
紀
時
天
皇
聯
合
足
利
尊
氏
取
得
政
權 

 

 

元
軍
兩
次
征
日
，
戰
後
幕
府
無
法
封
賞 

↓ 

引
起
武
士
不
滿 

１
十
三
世
紀
末
源
氏
家
族
勢
力
衰
弱 

鎌倉幕府 

1192-1333 年 

源賴朝 

 幕府將軍 

(土地)↓↑(效忠) 

   武士 

●13 世紀末 

遇到蒙古兩次入侵 

室町幕府 

1336-1573 年 

足利尊氏 

地方武士權力大 

→戰國時代 

●1402 年足利義滿

接受明成祖冊封為

「日本國王」 

江戶幕府 

1603-1867 年 

德川家康 

 
1. 幕藩體制：集權 

2. 崇奉朱子學，強

調倫常綱紀，建

立社會上下秩序 

 



CH1 國家的統治：1-3 東亞各國的統治權威與政策—3「朝鮮」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建立帝制國家 （王氏）高麗王朝 

持續穩固中央集權 
（李氏）朝鮮王朝的貴族政治 

三國時代 統一新羅 

３
君
主
自
命
為
天
帝
之
子
或
其
代
理
人
，
也
運
用
陰
陽
五
行
思
想 

２
高
句
麗
、
新
羅
、
百
濟
三
國
時
代
↓
建
立
中
央
集
權 

１
漢
武
帝
設
郡
，
四
世
紀
脫
離
中
國
王
朝
控
制 

●
中
央
集
權
國
家
體
制 

 
 

建
立
以
王
權
為
核
心
的
中
央
集
權
體
制 

２
八
世
紀
中
葉
後
，
貴
族
勢
力
強
大
，
無
法 

 
 

引
進
中
國
曆
法
、
醫
書
等 

 
 

參
考
漢
字
創
造
新
羅
文
字 

 
 

盛
行
中
國
式
佛
教 

 

Ｂ
宗
教
文
化
： 

 
 

以
熟
讀
儒
家
經
典
為
選
才
任
官
標
準 

 
 

引
進
唐
代
官
制
及
律
令 

 

Ａ
政
治
制
度
： 

 

建
立
中
央
集
權
國
家
，
佛
教
受
貴
族
支
持 

  

１
七
世
紀
新
羅
統
一
朝
鮮
半
島 

●
唐
化
運
動
與
律
令
體
制 

 
 

計
約
五
十
多
萬
個
漢
字
，
雕
刻
在
八
萬
多
塊
木
板
上
。 

 

王
建
崇
奉
佛
教
，
使
佛
教
勢
力
轉
盛
。
十
一
世
紀
起
，
王
朝
雕
造
《
大
藏
經
》 

●
補
充
：
高
麗
《
大
藏
經
》 

３
科
舉
取
士
以
壓
制
貴
族
↓
後
為
貴
族
弟
子
壟
斷 

 
 

有
意
日
後
遷
移
首
都
以
削
弱
貴
族
勢
力
。 

 

●
補
充
：
王
建
藉
由
地
德
說
，
規
劃
修
建
高
句
麗
的
國
都
平
壤
，  

２
《
訓
要
十
條
》
：
佛
祖
保
佑
和
地
德 

１
十
世
紀
再
次
分
裂
，
後
由
高
麗
王
朝
統
一 

 
 

控
制
大
量
土
地
和
人
口
。 

 

並
且
在
地
方
上 

 
 

強
化
了
兩
班
制
度
，  

 

透
過
科
舉
、
聯
姻
和
蔭
位
等
方
式 

 
 

為
維
護
身
分
地
位
與
利
益
，  

 
 

朝
鮮
時
期
兩
班
貴
族 

 

十
世
紀
後
形
成
，
指
文
官
和
武
官 

●
補
充
：
兩
班
制
度 

２
貴
族
社
會
：
兩
班
貴
族
政
治 

１
中
央
集
權
政
策 

 
 

↓
一
八
九
七
年
改
稱
「
大
韓
帝
國
」
↓
一
九
一
○
年
遭
日
本
併
吞 

８
一
八
九
五
年
甲
午
戰
爭
後
自
立 

 

↓
一
六
三
七
年
，
朝
鮮
高
祖
投
降
（
丁
丑
下
城
）
↓
朝
鮮
成
為
清
朝
的
藩
屬
國 

 

一
六
三
六
年
，
皇
太
極
建
立
「
清
朝
」
，
並
出
兵
要
求
朝
鮮
稱
臣
（
丙
丁
戰
爭
） 

７
朝
鮮
Ｖ
Ｓ
清
朝 

 

曾
協
助
明
朝
攻
打
「
金
」，
一
六
二
七
年
丁
卯
戰
爭
敗
給
「
金
」，
結
為
「
兄
弟
之
盟
」 

６
朝
鮮
Ｖ
Ｓ
金
：  

 

冊
封
為
「
名
義
上
」
的
君
臣
關
係
，
宗
主
國
與
冊
封
國
之
間
並
非
絕
對
的
緊
密
相
連
。 

 

視
其
為
藩
國
，
是
一
種
以
中
國
為
核
心
的
國
際
關
係
。 

 

意
指
中
國
皇
帝
對
某
一
族
群
或
周
邊
諸
國
的
君
王
給
予
王
、
侯
等
爵
位
， 

 

●
補
充
：
朝
貢
體
系
中
的
「
冊
封
」 

 

一
五
九
二
、
一
五
九
七
年
，
豐
臣
秀
吉
兩
次
藉
攻
打
朝
鮮
，
進
逼
明
朝
↓
遭
擊
退 

 
一
三
九
二
年
，
明
朝
與
朝
鮮
建
立
藩
屬
關
係 

５
朝
鮮
Ｖ
Ｓ
明
朝 

 

世
宗
邀
集
學
者
發
明
朝
鮮
文
字
，
是
為
《
訓
民
正
音
》，
又
「
諺
文
」。 

 

為
了
使
一
般
人
民
能
更
便
利
使
用
文
字
傳
達
訊
息
，  

●
補
充
：《
訓
民
正
音
》 

４
世
宗
：《
訓
民
正
音
》
、
發
明
朝
鮮
文
字
↓
有
助
文
化
普
及
平
民 

３
崇
奉
儒
家
文
化
，
以
漢
字
為
官
方
語
言 

  



CH1 國家的統治：1-3 東亞各國的統治權威與政策—4「越南」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早期與中國的關係 建立獨立國家 地圖 受中國文化影響深刻 

４
漢
朝
到
唐
朝
，
越
南
北
部
都
屬
於
中
國
領
地
，
並
設
郡
治
理 

 
 

本
土
政
權
的
開
始
，
後
為
漢
武
帝
所
滅
，
派
官
直
接
管
轄
。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
趙
佗
建
南
越
國
，
雖
向
漢
稱
臣
，
但
被
視
為
是
越
人
建
立 

●
補
充
：
南
越
國 

 

３
秦
代
：
設
郡
治
理
↓
中
國
為
文
化
的
提
供
者
也
是
壓
迫
者 

２
中
國
文
獻
常
以
「
百
越
」
來
形
容
長
江
以
南
邊
陲
地
區
的
上
百
個
越
族
部
落 

 

出
土
銅
鼓
等
青
銅
製
品
，
並
已
有
稻
米
栽
培
及
飼
養
家
畜
的
聚
落
生
活
型
態
。 

●
補
充
：
東
山
文
化(

鐵
器
時
代
，
繁
盛
期
約
西
元
前
七
百
年
到
西
元
前
後)

，  

１
史
前
時
代
：
已
有
人
類
生
存
遺
跡
，
代
表
：
越
南
北
部
的
東
山
文
化 

４
十
九
世
紀
：
阮
朝
自
詡
為
中
國
文
化
正
統
，
視
清
為
外
族 

 

一
四
三
一
年
，
明
朝
冊
封
黎
利
為
安
南
國
王
↓
明
朝
與
越
南
建
立
藩
屬
關
係 

 

一
四
二
八
年
，
黎
利
建
立
「
後
黎
朝
」（
受
印
度
影
響
，
國
君
有
懲
罰
神
祇
權
） 

 

一
四
二
七
年
，
明
朝
宣
布
退
兵
，
越
南
獲
得
獨
立 

 

一
四
一
八
年
，
黎
利
發
動
抗
明
朝
起
事
，
又
稱
「
藍
山
起
事
」 

 

一
四
○
七
年
，
明
朝
佔
領
越
南
，
設
官
治
理
。 

●
補
充
：
越
南
與
明
朝
的
關
係 

３
十
五
世
紀
：
黎
利
擊
退
明
朝
建
立
王
朝
（
後
黎
朝
），
自
視
與
中
原
並
駕
齊
驅 

 
 

並
藉
由
「
內
禪
」
形
成
父
子
共
治
的
上
皇
現
象 

 

為
穩
定
政
局
，
施
行
「
同
姓
內
婚
」
，  

●
補
充
：
十
三
世
紀
的
陳
朝 

 
 

並
仿
中
國
宗
藩
制
度
，
建
立
以
「
越
南
」
為
中
心
的
「
亞
宗
藩
體
系
」 

 

對
外
征
戰
頻
繁
下
，
征
服
不
少
周
邊
民
族
、
國
家
， 

●
補
充
：
十
一
世
紀
的
李
朝 

 

↓
接
受
宋
朝
冊
封
下
，
成
為
中
國
藩
屬
國 

２
十
世
紀
中
，
吳
、
丁
、
前
黎
三
朝
，
皆
仿
中
國
制
度
，
向
宋
朝
請
封 

 

↓
結
束
中
國
近
千
年
的
統
治 

１
十
世
紀
初
，
中
國
正
值
五
代
十
國
紛
亂
之
際
，
擊
退
中
國
守
軍
，
建
立
吳
朝 

 

 
 

 
 

 
 

也
發
展
出
本
土
化
特
點
，
為
世
界
上
最
晚
廢
除
科
舉
的
國
家
。 

●
補
充
：
越
南
的
科
舉
，
方
式
與
目
的
與
中
國
相
似
， 

４
十
一
世
紀
採
科
舉
制
度
，
一
九
一
九
年
遭
法
國
殖
民
政
府
廢
止 

３
參
與
中
國
科
舉
考
試
，
在
中
國
任
官 

２
設
立
學
校
，
以
漢
語
為
官
方
語
言 

 

中
國
化
佛
教
傳
入
越
南
北
部
，
成
為
當
地
主
要
信
仰
。 

●
補
充
：
越
南
的
佛
教
信
仰 

 

約
十
三
世
紀
後
，
越
南
在
漢
字
的
基
礎
上
創
造
字
喃
，
發
展
本
土
語
言
文
化
。 

●
補
充
：
越
南
文
字
（
字
喃
） 

１
長
期
為
中
國
領
土
，
受
中
國
文
化
影
響
深
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