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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 從分裂到統一 中國文化的影響 武家政治 地圖 

 
 

到
現
在
德
仁
天
皇
已
延
續
一
百
二
十
六
代
，
是
歷
史
上
國
祚
最
長
的
王
朝
。  

 

日
本
天
皇
相
傳
是
神
話
中
創
世
之
神
天
照
大
神
後
裔
，
從
第
一
代
神
武
天
皇
，  

●
補
充
：
萬
世
一
系 

 
 

力
圖
擺
脫
中
國
文
化
，
強
調
自
主
性
，
進
入
國
風
文
化
時
代 

３
西
元
十
世
紀
（
平
安
時
代
）：  

 
 

用
以
強
化
國
君
為
中
心
的
國
家
體
制
，
建
立
「
萬
世
一
系
」
的
神
話
史 

 

派
遣
隋
使
、
遣
唐
使
，
吸
收
中
國
政
制
、
律
令
、
儒
學
、
佛
教
等
文
化 

３
西
元
六
世
紀
（
飛
鳥
時
代
）：  

２
西
元
三
世
紀
（
大
和
王
權
時
期
）
：
大
和
國
統
一
日
本 

１
西
元
前
十
世
紀
：
日
本
進
入
到
農
業
社
會
。 

 

Ｂ
形
成
佛
教
文
化
中
心
的
飛
鳥
文
化 

 

Ａ
模
仿
中
國
制
度
、
建
立
中
央
集
權
官
僚
體
制 

４
西
元
六
、
七
世
紀
的
聖
德
太
子
：
派
遣
使
節
團
出
使
隋
朝
（
小
野
妹
子
） 

３
西
元
六
、
七
世
紀
：
確
立
天
皇
制
度 

２
西
元
三
世
紀
末
，「
大
和
國
」
統
一
各
小
國
，
以
「
大
王
」
為
中
心
統
治
地
方 

１
西
元
前
一
世
紀
，
間
接
由
朝
鮮
接
受
中
國
文
化
，
出
現
以
豪
族
為
主
的
小
國
家 

 

Ｃ
仿
長
安
建
平
城
京(

奈
良)
、
平
安
京(

京
都) 

 
 

平
假
名
（
早
期
多
為
女
性
使
用
，
又
稱
「
女
文
字
」。
男
性
用
漢
字
為
主
）
、 

 

Ｂ
仿
漢
字
創
片
假
名
（
為
學
習
漢
字
發
明
）、 

 

Ａ
頒
行
《
大
寶
律
令
》：
奠
定
日
本
做
為
中
央
集
權
國
家
法
治
基
礎 

２
廢
除
遣
唐
使
制
度
前
： 

 
 

 
 

 
 

 
 

 
 

 
 

且
女
子
、
奴
婢
也
可
授
田
，
死
後
則
由
政
府
收
回
。 

●
補
充
：
班
田
收
授
法─
─

凡
六
歲
以
上
男
子
，
每
六
年
一
班
授
給
「
口
分
田
」
，  

 

Ｃ
影
響
：
日
本
逐
漸
建
立
了
以
天
皇
為
首
的
中
央
集
權
國
家
。 

 
 

 
 

 
 

 

（
２
）
班
田
收
授
法
：
計
口
授
田 

→
 

頒
布
租
庸
調
稅
制 

 

Ｂ
集
權
手
段
：（
１
）
皇
室
、
豪
族
私
人
土
地
收
歸
中
央→

劃
定
全
國
行
政
區 

 

 

Ａ
背
景
：
日
本
豪
族
兼
併
土
地
情
形
嚴
重
，
且
實
力
足
以
和
皇
室
抗
衡
。 

１
西
元
七
世
紀
中
，
孝
德
天
皇
首
訂
年
號
大
化
：
展
開
大
化
革
新(

唐
化
運
動) 

 
 

實
施
封
建
制
度
，
穩
定
幕
府
統
治 

４
江
戶
幕
府
（
一
六
○
三
到
一
八
六
七
年
）：
德
川
家
康
所
創
， 

 
 

幕
府
後
期
威
信
低
落
，
導
致
群
雄
割
據
，
日
本
進
入
「
戰
國
時
代
」 

３
室
町
幕
府
（
一
三
三
六
到
一
五
七
三
年
）：
足
利
尊
氏
所
創 

２
鎌
倉
幕
府
（
一
一
九
二
到
一
三
三
三
年
）：
源
賴
朝
所
創
，
首
開
幕
府
政
治 

 
 

最
後
演
變
為
指
稱
以
大
將
軍
為
首
的
中
央
政
權
。 

●
補
充
：「
幕
府
」
原
指
大
將
軍
的
辦
公
處
所
或
府
邸
，  

 

蝦
夷
族
的
統
治
範
圍
，
進
而
求
助
地
方
豪
族
，
並
授
以
「
征
夷
大
將
軍
」
稱
號
。 

●
補
充
：
征
夷
大
將
軍─

源
自
八
至
九
世
紀
時
，
天
皇
為
鞏
固
和
擴
張
本
州
北
部 

 

Ｂ
權
力
核
心
：
征
夷
大
將
軍
組
織
幕
府(

天
皇
形
同
魁
儡) 

 

Ａ
西
元
九
世
紀
起
，
權
臣
把
持
國
政→

莊
園
經
濟
使
地
方
勢
力
大
增 

１
西
元
十
二
世
紀
：
日
本
進
入
幕
府
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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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朝鮮時代 古代朝鮮與中國關係 高麗王朝及其文化 朝鮮王朝及其文化 

 
 

 

同
時
也
彰
顯
朝
鮮
的
歷
史
並
不
是
源
自
於
中
國
所
形
成
發
展
而
來
。 

 
 

時
間
設
定
在
西
元
前
二
十
四
世
紀
，
目
的
即
是
在
提
升
朝
鮮
民
族
的
優
越
性
，  

 
 

檀
君
神
話
的
出
現
不
會
早
於
西
元
四
世
紀
。
高
麗
王
朝
之
所
以
要
將
檀
君
神
話 

２
按
此
說
法
，
檀
君
朝
鮮
才
是
東
亞
歷
史
上
第
一
個
國
家
。
根
據
現
今
學
者
的
研
究
， 

 
 

 
 

也
遠
比
中
國
史
籍
有
關
箕
子
的
歷
史
記
載
更
早
。 

 
 

 

檀
君
開
國
時
間
不
但
比
中
國
神
話
傳
說
中
的
堯
舜
時
代
還
要
古
老
，  

 
  

認
為
朝
鮮
半
島
最
早
的
國
家
是
形
成
於
西
元
前
二
十
四
世
紀
的
檀
君
，  

１
成
書
於
十
三
世
紀
高
麗
王
朝
的
「
三
國
遺
事
」
中
，
記
載
著
古
朝
鮮
始
祖
檀
君
的
神
話
， 

 
 

 
 

如
唐
朝
時
對
屬
地
領
袖
封
賜
「
都
督
」
等
地
方
官
職
，
但
內
部
事
務
自
治
，
且
可
世
襲
繼
承
。  

 
 

外
族
或
外
國
君
長
只
要
接
受
冊
封
，
臣
服
中
國
，
即
可
保
有
高
度
自
治
權
。 

●
補
充
：
羈
縻
：
傳
統
中
國
王
朝
和
周
邊
部
族
或
國
家
的
外
交
互
動
方
式
之
一
，  

 
 

 
 

 

Ｂ
唐
朝
於
北
朝
鮮
設
置
安
東
都
護
府(

羈
縻
府
州)  

 

３
七
世
紀
：
Ａ
新
羅
統
一
朝
鮮
半
島→

仿
唐
制
君
子
國 

２
四
世
紀
，
三
國
時
代
：
高
句
麗
、
百
濟
、
新
羅 

１
漢
武
帝
：
征
服
衛
氏
朝
鮮
，
設
置
四
郡
（
樂
浪
郡
：
成
為
朝
鮮
與
漢
朝
交
通
孔
道
） 

 
 

 
 

 
 

Ｂ
豪
族
、
儒
士
透
過
蔭
敘
或
科
舉→

壟
斷
官
職
形
成
門
閥 

  

３
儒
教
治
國
：
Ａ
舉
辦
科
舉
，
設
立
國
子
監 

 
 

 
 

 
 

Ｂ
刻
《
大
藏
經
》(

海
印
寺
存
有
最
古
老
漢
文
版
本) 

 

尊
佛
政
策
：
Ａ
訂
《
訓
要
十
條
》→

佛
教
成
為
國
教 

 

２
推
廣
佛
教
（
背
景
：
深
信
建
國
憑
藉
佛
力
） 

１
十
世
紀
：
新
羅
分
裂→

高
麗
王
朝
統
一
朝
鮮
半
島 

 
 

（
如
下
圖
所
示
） 

●
補
充
：
朝
鮮
王
朝
如
何
透
過
科
舉
來
選
才
？ 

 
 

創
造
，
又
稱
「
訓
民
正
音
」 

。 

●
補
充
：「
諺
文
」
為
教
導
百
姓
正
確
讀
音
而 

 
 

也
控
制
地
方
的
土
地
和
人
口
，
更
是
儒
學
文
化
的
傳
承
者
。 

 

只
有
國
內
的
少
數
貴
族
成
員
有
資
格
擔
任
，
除
可
在
中
央
任
官
，  

 

泛
指
朝
廷
的
官
僚
階
層
。 

●
補
充
：
兩
班
：
指
「
文
班
」
和
「
武
班
」，  

 

Ｂ
兩
班
制(

文
、
武
班)

：
高
級
官
僚
，
由
中
人(
基
層
官
員)

協
助 

 

 

Ａ
儒
學
取
士
：
置
成
均
館(

中
央)

、
鄉
校(

地
方) 

 
 

完
備
國
家
體
制
、
研
究
音
韻
、
普
及
佛
教
及
知
識 

２
朝
鮮
世
宗
創
諺
文(

今
韓
文)

：  

 
 
→

 

李
成
桂
建
朝
鮮
王
朝(

首
都
漢
陽) 

１
十
四
世
紀
：
高
麗
受
倭
寇
之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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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說
時
代
：「
文
郎
」
、「
甌
雒
」
時
期 

中國統治時期 獨立後的越南與中國的關係 

 
 

又
稱
「
百
越
」
。
其
中
，
位
於
廣
東
、
廣
西
及
越
南
北
部
者
，
通
稱
為
「
南
越
」。 

 

 

今
日
中
國
東
南
部
以
至
越
南
北
部
一
帶
，
原
是
越
族
居
住
地
，
因
族
屬
眾
多
， 

●
補
充
：
南
越 

４
唐
代
：
置
安
南
都
護
府 

３
漢
武
帝
：
征
服
南
越
重
新
收
歸
版
圖
，
置
郡
縣 

２
漢
初
：
南
越
自
立
政
權 

１
秦
始
皇
：
征
服
南
越
、
甌
雒
國
，
置
郡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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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
越
南
實
處
於
分
裂
狀
態
。 

 

但
鄭
、
阮
分
據
越
南
中
、
南
部
，
彼
此
攻
伐
甚
烈
，
使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鄭
氏
及
阮
氏
兩
大
家
族
則
合
力
對
抗
莫
朝
，
並
擁
立
後
黎
君
主
。 

十
五
世
紀
後
黎
朝
成
立
，
十
六
世
紀
遭
武
臣
莫
氏
篡
位
，
於
越
北
成
立
莫
朝
。 

●
補
充
：
十
五
至
十
八
世
紀
的
越
南
情
勢
： 

●
補
充
：「
字
喃
」，
借
用
漢
字
，
並
以
中
國
「
六
書
」
的
方
式
造
字
。 

 
 
→

雖
欲
獨
立
，
但
仍
接
受
中
國
冊
封
的
朝
貢
制
度 

 
 

（
４
）
大
興
儒
學
，
舉
辦
科
舉
考
試 

 
 

（
３
）
仿
清
朝
律
法
編
纂
《
嘉
隆
法
典
》 

 
 

（
２
）
恢
復
與
中
國
的
宗
藩
關
係
，
以
「
越
南
國
王
」
之
名
接
受
清
朝
冊
封 

 
 

（
１
）
阮
福
映
結
束
越
南
長
期
分
裂
的
局
面
，
建
立
阮
朝 

 

Ｃ
十
九
世
紀
阮
朝
： 

 
 

（
２
）
編
纂
成
《
大
越
史
記
全
書
》 

 
 

（
１
）
接
受
明
朝
冊
封
，
重
啟
科
舉
制
度
，
修
建
孔
廟
、
擴
建
學
校 

 

Ｂ
十
五
世
紀
黎
朝
： 

 
 

仿
中
國
漢
字
創
造
「
字
喃
」 (

越
南
文
字)

，
編
修
《
大
越
史
記
》 

 

 

Ａ
十
三
世
紀
陳
朝
： 

２
強
調
文
化
主
體
性 

 
 

（
２
）
改
國
號
大
越(

中
國
稱
安
南) 

 
 

（
１
）
仿
照
中
國
中
央
政
制
、
科
舉
考
試
進
行
政
府
組
織
和
文
官
體
制
的
改
革 

 

Ｂ
十
一
世
紀
李
朝
：
聖
宗
改
國
號
大
越 

 
 
→

越
南
各
朝
大
多
接
受
中
國
王
朝
的
冊
封
，
建
立
宗
藩
關
係 

 

Ａ
十
世
紀
丁
朝
：
丁
桓
以
「
大
瞿
越
國
」
為
國
號 

１
越
南
脫
離
中
國
統
治
，
先
後
建
立
多
個
政
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