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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歷史上的「中國」是國名嗎？ 

授課者：甘懷真老師 

一、 問題 

中國一詞在歷史上是標示皇帝制度政體的國名嗎？ 

二、 先驗的中國觀 

� 2.1 民族主義的預設，時間上的連續體。 

� 2.2 理所當然的國名 

三、 經典研究 

� 3.1 王爾敏〈「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收入《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台北，華世出版社，1978。  

� 3.2 明白的民族主義史學觀點：背景的前景化 

� 3.3 「（中國）實為中華民族生長發展中一種自然的自我意識。『中國』稱謂

與中華民族同具永久生命，而為中國人整體性之基本表徵。」 

� 3.4 「可知在秦漢統一之前，『中國』一詞所共喻之定義已十分明確。那就

是要在指稱諸夏之列邦，並包括其所活動之全部域。」 

� 3.5 「以『中國』表一定領域者，古籍文字所載，實早在周初。」 

� 3.6 「以中國表同一血緣同一文化族類所居之領域者，當不至晚過春秋時

代，…是以『中國』之名稱，在秦漢統一前，實早已代表地球上之一定之界域，

為同血緣同文化之諸夏民族所居，其族類與文化之統一觀念，並同時自然的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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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顯示出來。」 

� 3.7 《尚書‧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第一次出現

「中國」一詞的紀錄，非常珍貴。其意是周王自謂「皇天」將「民」交給「中國」，

因此要進行祭典。即使這段話的解讀有爭議，但可觀察到「皇天」、「中國」與「民」

概念的連結。這是王文引文與斷句法，目前多認為最後一句是「于先王肆」。 

� 3.8 計字法的問題。該文受重視的原因之一，是採取這種看似科學的方法。

我們探討一個概念要置於概念叢中。我們所重視的概念叢：天子居中國受天命治

天下 

四、 口語中的中央之域 

� 4.1 中國概念是普遍現象，不是中國所獨有。只是它早期所出現的口語階段，

目前無法考察。 

� 4.2 參考良渚文化的瑤山遺址 

� 4.3 參考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遺址 

五、 漢字的「中國」出現 

� 5.1 甲骨文有中商 

� 5.2 何尊：余其宅茲中國。但中國亦釋為中域。以中域為是。 

� 5.3 成王開始營建宅於成周，舉揚武王，得到來自天的胙肉。成王誥宗小子

於京室。誥曰：「昔時你們之父能輔弼文王。文王受大令。武王既克大邑商，則

廷告於天，曰：『我將宅此中域，從這裏來治理民。』嗚呼！你們這些小子雖然

無識（天命），應看到你們之父考公氏敬於天，通曉命令，敬事奉上。」惟王之

恭德裕容於天，訓我不敏。王結束誥，何受賜貝三十朋，作為何父考公氏的寶尊

彝。於成王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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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洛陽是中國國名的發源地 

� 6.1 《尚書‧康誥》有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 6.2 民族主義的鄉愁！ 

七、 「中」 

� 7.1 「中」：一是指測日影的旗子，二是指通天之柱，包括宇宙山（如崑崙

山）、宇宙木等。這是一種「天梯」，是聯結天地或聖俗的宇宙軸（Axis Mundi）。 

� 7.2 《周禮‧司徒》有這種說法：「地中，天地之所合也。」 

� 7.3 祭天之所：祭祀王 

� 7.4 郊祀禮 

八、 中國概念的成立 

� 8.1 周王所統治為一「天下」 

九、 霸者政治 

� 9.1 霸者政治 

� 9.2 春秋三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 

� 9.3 「尊王攘夷」的歷史脈絡下誕生了新的中國觀。即「王、中國、霸者」

成為一組概念，尊王而為霸者，其政權即中國。 

� 9.4 中國—夷狄 

十、 中國概念的成立 

� 10.1 檢討《公羊傳》。幾個範例如下。 

� 10.2 僖公二十一年條：「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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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昭公二十五年條：「有鸛鵒來巢，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

禽也，宜穴又巢也。」  

� 10.4 《穀梁傳》 

� 10.5 宣公十五年條：「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滅國有

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  

� 10.6《韓非子‧存韓》曰：「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

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 

� 10.7 秦始皇「併天下」（平勢隆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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