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3 近代以前中國與東亞的人群移動：3-1 變動中的中國社會：1.漢唐時期的絲路貿易與文化交流-1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漢代——陸路絲路的開通 唐代——世界帝國，海陸往來暢通 

漢、匈爭奪西域控制權 東西商貿與文化交流 天可汗體系建立及與西域諸國的交流 

 
 

 

因
匈
奴
介
入
與
國
內
政
情
丕
變
時
置
時
撤 

 
 

設
都
護
府
監
控
諸
屬
國
的
軍
事
外
交
，  

２
西
元
前
六
十
年
（
西
漢
末
）
：  

 
 

↓
與
西
域
進
一
步
交
流
（
烏
孫
和
親
） 

 

Ｂ
第
二
次
：
聯
合
烏
孫
「
斷
匈
奴
右
臂
」 

 
 

↓
大
月
氏
無
意
合
作
，
開
通
與
西
域
的
交
流 

 

Ａ
第
一
次
：
欲
聯
合
大
月
氏
、
西
域
諸
國
，
打
擊
匈
奴 

 

 
 

↓
對
西
域
情
形
更
加
了
解 

 
 

↓
漢
武
帝
時
派
張
騫
前
往
西
域
２
次 

 

１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
西
域
為
匈
奴
控
制 

 

   

【
圖
示
】 

 

經
甘
肅
、
新
疆
到
中
亞
、
西
亞
，
並
聯
結
到
地
中
海
各
國
。 

２
路
線
大
致
以
長
安
為
起
點
，  

１
以
絲
綢
為
主
，
故
被
稱
為
絲
路 

 

↓
僧
人
玄
奘
赴
天
竺
取
經
、
天
竺
醫
學
、
數
學 

３
唐
朝
傳
至
西
域
的
文
物
：
陶
瓷
、
絲
織
品
、
造
紙
術 

 
 

景
教
、
摩
尼
教
、
祆
教
、
伊
斯
蘭
教
等 

２
西
域
傳
入
中
國
的
文
物
：
葡
萄
酒
、
胡
餅
、
胡
服
、 

  

有
徵
集
各
汗
國
軍
隊
、
冊
立
分
封
諸
可
汗
與
其
繼
嗣
之
權 

 

天
可
汗
主
要
責
任
為
穩
定
區
域
和
平
， 

 

「
天
可
汗
」
指
西
域
諸
國
中
可
汗
之
中
的
可
汗
。 

 

「
可
汗
」
為
汗
國
君
長
的
稱
呼
，  

●
名
詞
解
釋
：「
天
可
汗
」 

１
六
三
○
年
唐
太
宗
征
服
東
突
厥
後
被
尊
為
天
可
汗 

 

Ｂ
唐
朝
：
交
流
密
切
，
形
成
世
界
型
帝
國 

 

 

Ａ
北
周
、
隋
朝
：
設
官
管
理
在
中
國
的
西
域
人 

●
補
充
：
與
西
域
往
來
頻
繁
的
影
響 

 
 

並
口
述
西
行
見
聞
，
由
弟
子
記
錄
為
《
大
唐
西
域
記
》。 

 
玄
奘
在
長
安
慈
恩
寺
建
大
雁
塔
藏
經
，
致
力
譯
經
，  

 
 

帶
回
六
五
七
部
佛
經
。 

 

途
經
西
域
高
昌
等
國
，
至
天
竺
學
習
十
多
年
後
回
長
安
，  

 

唐
太
宗
時
，
各
家
佛
法
解
釋
不
一
，
玄
奘
私
自
西
行
求
法 

●
補
充
：
玄
奘
西
天
取
經   

↓
唐
武
宗
於
八
四
五
年
廢
佛
，
同
時
也
禁
止
外
來
宗
教 

 
 

七
世
紀
中
由
海
路
和
陸
路
絲
路
傳
入 

４
伊
斯
蘭
教
：
創
於
七
世
紀
的
阿
拉
伯
（
穆
罕
默
德
） 

 
 

武
后
時
傳
入
，
中
唐
時
因
回
紇
人
信
仰
，
准
許
傳
教 

 

以
祆
教
為
基
礎
，
加
上
佛
教
、
基
督
教
哲
理
；  

３
摩
尼
教
：
六
世
紀
波
斯
人
創
立
，  

 

創
於
五
世
紀
的
波
斯
，
唐
太
宗
時
獲
准
傳
教 

２
景
教
：
基
督
教
分
支
聶
斯
托
里
教
派
，  

 

創
教
者
：
瑣
羅
亞
斯
德
，
又
稱
為
拜
火
教
（
善
惡
二
元
） 

１
祆
教
：
創
於
前
六
世
紀
的
波
斯
，
六
世
紀
初
傳
入
中
國 

 

●
補
充
：
外
來
宗
教
的
傳
入 

 
 



CH3 近代以前中國與東亞的人群移動：3-1 變動中的中國社會：1.漢唐時期的絲路貿易與文化交流-2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唐代——世界帝國，海陸往來暢通 

海上絲路的拓展 東亞文化圈的形成：各國形成共通文化要素 

２
廣
州
設
市
舶
司
處
理
對
外
事
務
【
下
圖
】 

 

也
拓
展
至
馬
來
半
島
、
天
竺
和
波
斯
灣
等
地 

１
陸
上
絲
路
外
，  

 
 

 

實
際
上
仍
有
各
自
發
展
的
文
化
特
色
。 

 
 

但
文
化
圈
內
的
各
國
，  

 
 

的
其
他
文
化
圈
相
互
區
別
，
如
伊
斯
蘭
世
界
等 

 

指
各
國
文
化
具
有
一
些
共
通
要
素
，
可
與
歷
史
上 

●
名
詞
解
釋
：
文
化
圈 

 

如
日
本
佛
教
融
入
神
道
教
信
仰
、
與
政
治
關
係
密
切 

３
傳
布
至
各
國
後
發
展
出
各
自
的
特
色
與
內
涵 

 
 

但
日
本
、
朝
鮮
的
貴
族
勢
力
強
大 

 

如
科
舉
制
度
以
集
權
中
央
，  

２
國
家
藉
此
加
強
中
央
集
權
， 

 

Ｅ
科
學
：
參
考
唐
朝
的
醫
學
、
算
學
、
天
文
、
曆
法 

 

Ｄ
律
令
：
建
構
國
家
體
制
，
加
強
中
央
集
權 

 
 

對
日
本
佛
教
的
發
展
，
貢
獻
很
大
。 

 
 

建
立
嚴
格
的
戒
律
制
度
，  

 

歷
經
險
阻
才
抵
達
日
本
。
其
在
日
本
弘
揚
佛
教
，  

 

唐
代
僧
人
，
受
邀
赴
日
傳
戒
，
因
氣
候
不
佳
，  

●
補
充
：
鑑
真
法
師 

 

Ｃ
佛
教
：
形
成
中
國
化
佛
教
，
有
助
加
強
中
央
集
權 

 

Ｂ
儒
學
：
以
儒
學
進
行
教
化
，
並
訂
為
考
試
標
準 

 

Ａ
漢
字
：
主
要
以
漢
字
溝
通
，
但
有
創
造
自
己
文
字 

１
共
通
的
文
化
要
素 

 

 

      【圖示】 

大唐 

突厥 

日本 

朝鮮 

回紇 

吐蕃 

南詔 

大食 

天竺 



CH3 近代以前中國與東亞的人群移動：3-1 變動中的中國社會：2 戰爭與人口南移及江南經濟興起-1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三次戰亂後的大遷徙 人口南移帶動江南經濟發展 

西晉‧永嘉之禍 
唐代 北宋 

靖康之難 

經濟中心南移

與修建大運河 
江南經濟的躍升 

安史之亂前 安史之亂後 

 

西
晉
封
建
↓
八
王
之
亂
↓
五
胡
亂
華
↓
永
嘉
之
禍 

●
補
充
： 

時
代
脈
絡 

 
 

↓
農
業
產
量
增
加 

 

Ｂ
為
江
南
帶
來
勞
動
力
與
生
產
技
術 
 

Ａ
游
牧
族
群
建
國 

↓ 

北
方
人
口
南
遷 

２
西
晉
永
嘉
之
亂
： 

 

人
口
北
方
多
於
南
方 

１
漢
朝
以
前
的
發
展
以
黃
河
、
淮
河
為
中
心
，  

    

【
圖
示
】
隋
朝
運
河 

 

運
河
貫
通
南
北
交
通
，
南
北
經
濟
地
位
移
轉
中 

隋
、
唐
中
期
前
： 

３
十
一
世
紀
末
（
宋
神
宗
）
南
方
人
口
正
式
超
越
北
方 

２
唐
末
五
代
：
戰
亂+

黃
河
下
游
潰
堤 

↓ 

人
口
南
遷 

 
 

 
 

 
 

戰
後
依
賴
長
江
、
漢
水
轉
輸
東
南
財
賦 

 

Ｄ
後
續
：
未
波
及
東
南
，  

 
 

↓
安
史
之
亂
是
唐
代
國
勢
盛
衰
的
分
水
嶺 

 
 

 
 

 
(

３)

為
酬
庸
有
功
者
形
成
藩
鎮
割
據 

  
 

 
 

（
２
）
引
起
邊
疆
民
族
侵
擾 

 

Ｃ
結
果
：
（
１
）
唐
帝
國
元
氣
大
傷 

Ｂ
人
物
：
安
祿
山
、
史
思
明 

 
 

 
 

 

（
２
）
地
方
節
度
使
權
力
日
益
坐
大 

 

Ａ
背
景
：（
１
）
玄
宗
晚
年
承
平
已
久
，
朝
政
漸
衰
敗 

１
唐
中
葉
‧
安
史
之
亂
（
七
五
五
年
）
： 

２
南
宋
經
濟
富
裕
超
過
北
宋 

１
戰
亂 

＋ 

不
願
受
金
人
統
治 

↓ 

人
口
南
遷 

 
 

 
 

大
運
河
成
為
帝
國
經
濟
大
動
脈
（
漕
運
） 

２
明
清
：
不
斷
增
修
及
維
繕 

 
 

 
 

官
方
重
新
疏
浚
、
開
鑿
大
運
河 

１
元
代
：
原
運
河
阻
塞 

↓ 

仰
賴
海
上
運
輸 

 

（
連
接
南
北
的
運
河
益
形
重
要
） 

●
經
濟
重
心
移
向
東
南 

↓ 

政
治
經
濟
重
心
分
開 

 
 

例
如
江
西
景
德
鎮
以
瓷
器
聞
名
、
廣
東
佛
山
以
鐵
器
著
稱
，
興
起
了
所
謂
的
「
專
業
市
鎮
」
。 

 
 

走
向
區
域
性
、
專
業
化
的
手
工
業
生
產
，  

●
宋
代
以
後
，
商
業
貿
易
日
趨
繁
榮
，
商
品
交
易
活
躍
，
促
使
各
地
區
依
自
然
條
件
與
地
理
環
境
的
不
同
， 

●
棉
布
推
廣
的
原
因
：
製
作
程
序
簡
單
、
兼
具
蠶
桑
絲
麻
的
優
點
、
可
織
布
也
可
直
接
製
衣
↓
大
眾
化 

 
 

↓
人
們
轉
而
從
事
手
工
業
，
專
業
市
鎮
興
起
↓
各
地
商
品
互
相
交
流
，
形
成
全
國
性
商
業
網
絡 

 
Ｃ
明
代
：
棉
布
取
代
麻
布 

↓ 

需
求
量
大
增
，
棉
織
業
大
興 

 
Ａ
宋
元
時
期
：
棉
花
引
進
中
國 

 

Ｂ
元
代
：
江
南
地
區
發
展
棉
紡
織
技
術 

●
從
糧
食
輸
出
區
轉
變
成
為
需
要
向
湖
北
、
湖
南
買
入
米
糧
↓
湖
廣
熟
，
天
下
足 

２
明
清
：
棉
織
手
工
業
興
起 

 
 

以
及
與
湖
爭
地
的
圩
田(

圍
田)

，
以
增
加
耕
地
面
積
。（
新
技
術
：
秧
馬
、
龍
骨
踏
車
、
圍
田
／
圩
田
） 

●
南
宋
以
後
，
江
南
人
口
不
斷
增
加
，
耕
地
面
積
相
對
不
足
，
於
是
出
現
開
發
山
坡
的
梯
田
，  

 

Ｃ
南
宋
時
土
地
利
用
率
越
來
越
高 

↓ 

蘇
常
熟
，
天
下
足 

 

Ａ
南
移
人
口
帶
來
人
力
、
技
術
、
生
產
工
具 

 
 

 

Ｂ
江
南
自
然
條
件+

水
利
建
設 

１
唐
宋
：
農
業
生
產
力
提
升 

   



CH3 近代以前中國與東亞的人群移動：3-1 變動中的中國社會：3 政策考量與人群移動——以明清為例                              朝淦老師親自整理講授 

戰後移填人口 
充實國防要地人口 

清代東北——從封禁到解禁 清治臺灣——從限制移民到鼓勵移民 

 
 

 

河
流
阻
隔
有
關
。 

 
 

有
學
者
認
為
可
能
和
山
西
左
右
兩
側
山
脈
、 

 

元
末
大
亂
，
山
西
地
區
並
未
受
到
影
響
， 

●
圖
片
說
明
： 

 
 

其
中
又
以
湖
廣
（
湖
北
、
湖
南
） 

移
入
人
口
最
多
。 

 
 

如
陝
西
、
江
西
、
江
蘇
、
浙
江
、
兩
廣
等
， 

 

移
徙
四
川
的
人
民
來
自
中
國
各
地
，  

●
補
充
說
明
：「
湖
廣
填
四
川
」 

 
 

 

因
地
廣
糧
多
反
而
吸
引
人
民
遷
入 

 

Ｃ
清
初
政
治
、
社
會
穩
定
， 

 

Ｂ
明
清
官
方
皆
有
移
民
政
策 

 

Ａ
元
末 

＋ 

明
末
戰
亂 

２
移
民
四
川
： 

 
 

↓
發
放
耕
牛
、
農
具
、
種
子
、
減
免
稅
賦 

 

Ｂ
明
代
將
山
西
農
民
遷
至
華
北 

 

Ａ
元
代
晚
期
戰
亂 

＋ 

飢
荒 

１
移
民
華
北
： 

 
 

以
南
的
濱
海
地
區
與
庫
頁
島
劃
歸
俄
國
。 

 
 

逼
迫
清
廷
再
將
烏
蘇
里
江
以
東
、 

 
 

俄
國
又
以
調
停
英
法
退
兵
為
由
，  

 

到
了
一
八
六
○
年
第
二
次
英
法
聯
軍
時
，  

 
 

占
領
外
興
安
嶺
以
南
、
黑
龍
江
以
北
的
土
地
，  

 

一
八
五
八
年
俄
國
趁
英
法
聯
軍
之
際
，  

●
圖
片
說
明
： 

↓
滿
漢
生
活
、
習
慣
相
互
影
響 

↓
帶
動
當
地
農
耕
、
礦
產
、
商
貿
快
速
發
展 

 

Ｃ
開
禁
放
墾
，
以
充
實
邊
防
、
安
頓
流
民
、
增
加
稅
收 

 

Ｂ
華
北
人
多
地
少
、
天
災
層
出
不
窮 

 

Ａ
俄
國
伺
機
進
占
東
北 

２
英
法
聯
軍
時
： 

 

Ｂ
飢
荒
時
災
民
出
關
求
食
，
難
以
禁
絕 

 

Ａ
考
量
東
北
為
「
龍
興
之
地
」
實
施
封
禁 

１
一
六
六
八
年
： 

↓
清
廷
海
防
與
塞
防
並
重 

 
 

Ｃ
海
防
本
有
軍
費
，
不
應
將
塞
防
經
費
移
於
海
防 

 

Ｄ
國
家
領
土
不
可
輕
易
放
棄 

 

Ａ
守
新
疆
則
保
蒙
古
，
保
蒙
古
則
衛
京
師 

 

Ｂ
俄
國
已
在
新
疆
推
進
，
但
西
方
列
強
尚
未
直
接
入
侵 

２
塞
防
論
（
左
宗
棠
主
張
兩
者
並
重
） 

 
 

Ｄ
新
疆
周
圍
都
強
鄰
，
難
長
期
固
守 

 

Ｅ
只
是
暫
緩
收
復
新
疆
，
並
非
放
棄 

 

Ａ
北
京
距
海
岸
近 

 

Ｂ
財
政
拮
据
，
新
疆
無
勝
算 

 

Ｃ
新
疆
土
地
貧
瘠 

１
海
防
論
（
李
鴻
章
）： 

●
補
充
：
海
防
與
塞
防
之
爭 

 

↓
一
八
一
一
年
臺
灣
人
口
約
有
一 

百
九
十
多
萬
人
，
到
了
一
八
九
三 

年
增
加
到
二
百
五
十
多
萬
人
。 

３
一
八
七
五
年
：
沈
葆
楨│

│

廢
除
渡
臺
禁
令
，
獎
勵
移
民 

２
一
八
七
四
年
：
牡
丹
社
事
件│

│

清
廷
認
知
臺
灣
在
海
防
上
的
重
要
性 

 

Ｂ
限
制
移
民
條
件
，
防
止
臺
灣
成
為
反
清
基
地
↓
許
多
民
眾
偷
渡 

 

Ａ
為
國
防
因
素
將
臺
灣
納
入
版
圖 

１
一
六
八
三
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