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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謂東亞與東亞世界論 

何謂東亞？具體就是亞洲的東部，而「亞洲」是一個歐洲學術的概

念，稱呼他者為亞洲。蠻多人不喜歡這個詞彙，因為將太多不同的群體都

包含進來。而「東亞」這個詞被汙名化，起因於日本侵略時以大東亞作為

藉口。有一派認為，「東亞」是一個大中國主義，認為中國曾支配比中國更

大的地區，也就是東亞。另有一派認為，「東亞」這個詞彙是在解構中國。

還有一派認為，研究中國就應該從一個更大的「東亞」來看，才能更好理

解中國。 
亞洲可分為東亞、北亞、中亞和南亞。甘老師所定義的東亞包含中國

本部的內地十八省、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越南。西嶋定生談論了「東亞

世界論」，認為東亞包含了中日韓三國，在此有兩個重點：其一是一元的政

治秩序，這三國都有皇帝制度、郡縣制和冊封制；其二是共同文化要素，

包含漢字、儒教、律令和佛教。共同文化來自於文化交流傳播，而在此需

要注意的是，當地的行動者以怎樣的策略來採取外來文化，文化傳播會被

他者以不同的策略和詮釋來重新使用，可以說必定會呈現新的樣貌。文化

傳播是一個文化現象，而非物理現象，所以要看重接受者的立場。 
 

二、 天下秩序說與四夷屬國制度 

關於高明士的天下秩序學說，他認為東亞世界像是一個同心圓，中國

在東亞世界的中心，以內臣制度（郡縣制）治理、外臣制度（冊封跟朝貢

制度）管理更外層，最外面是不臣。這種同心圓的天下秩序說被甘老師否

定，認為這是民族國家史觀的翻版，是認為中國的主體民族是漢民族，然

後將他的民族向外擴展，這樣的想法是有問題的。我們相信東亞是一個多

元的社會，彼此互相整合而形成，國與國之間有自立性也會互相交流，而

非是以中國為中心向外擴張。 
關於四夷屬國制度，過去的屬國觀念認為，中國通過郡縣控制域內的

州，域外則透過冊封或朝貢來將其變為屬國。這種四夷屬國的說法是在 19 
世紀以後建構起來的，用以證明中國也曾經光榮過。不過，在此需要注意

中韓關係的建構，他們之間是特殊關係，而非是一般冊封、朝貢的關係。

漢朝訂下四夷屬國制度，是時間的累積，因為四夷跟郡縣的人更密切的交

往。以漢委奴國王的金印事件為例，漢委奴國在中國史料中被稱為伊都

國，金印乃是東漢光武的所賜。當光武帝再次統一中國後，他要求邊郡的

郡太守，要讓他們的屬國之使節來洛陽朝貢，以顯示東漢是萬國來朝，因

此樂浪郡的太守就要求委奴國派使節過來，於是光武帝封委奴國為「漢委

奴國王」，並授予金印。金印在此代表的是中國皇帝特許伊都國或伊都國聯

盟有貿易特許權。這件事也表示了屬國其實不是中國的屬國，而是地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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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的屬國。但不可將此事件視為中日兩國首次建立外交關係，兩國之間早

就已經有了很複雜的關係。 
 

三、 從帶方郡到大燕國 

帶方郡乃是西元 204-313 年，中原王朝在朝鮮半島中西部設置的據

點，統轄由樂浪郡南部分割出的數縣、濊族、南方的韓族諸國，以及東南

海上的倭國。而帶方郡是公孫氏政權的領土，到了三國時期，東北的公孫

氏政權以遼東為核心地建立燕國，包含遼東半島、滿州南部、朝鮮半島、

日本列島，以及長江的下游，是一個海港式聯盟，可說是大渤海灣國家，

而這個國家在西元 238 年被曹魏所滅。早先，帶方郡在今天的伊都國，靠

近福岡，設立了總督府來控制地方，也聯繫到北邊奈良的卑彌呼女王國。

第二世紀後期漢朝衰弱，但燕國卻是積極向外擴張，且要建立起自己的屬

國，只可惜後來被曹魏滅亡，使得大燕國的擴張計畫中止，而曹魏也並沒

有打算擴張，所以這個計劃就中止了。 
 

四、 親魏倭王事件與朝鮮半島的歷史 

西元 238 年，帶方郡的公孫氏覆亡，奈良的卑彌乎女王派使節來向曹

魏朝貢，並要求新的冊封，這就是親魏倭王事件。當時的倭不被認為是

國，但是卑彌乎女王是一個政權，所以稱這位親近魏國的王叫做「親魏倭

王」。 
關於朝鮮半島的歷史發展，《三國志‧魏書‧東夷傳》提到的馬韓、辰

韓和弁韓其實並非是韓國的三個政權。韓國民族主義者認為朝鮮半島的南

部有個歷史上的古國叫做「辰國」，後來又分作馬韓、辰韓和弁韓，再變成

三國的高句麗、百濟跟新羅，以此來說明韓國本來是一體的。然而，這樣

的歷史觀是錯的，實際上史書記錄的馬韓、辰韓和弁韓是中國統治者在這

個地方進行屬國運動的時候，將人群編組出來的。這樣的記錄應當也是帶

方郡的紀錄，是公孫氏政權通過帶方郡，在韓人之地建立這些國。 
《魏略》中說明朝鮮西北部的人群移居到南方成為辰韓的情況。在西

元前第二世紀，其集團人數高達萬人，領袖「朝鮮相歷谿卿」是衛氏朝鮮

的統治階級，因衛氏內鬥而移出。所謂「東之辰國」應是從平壤或附近向

東南進入黃海南道、京畿道，而此地正是「辰國」，可以推測此辰韓是朝鮮

系移民所建立的政團聯盟。而後廉斯鑡背叛辰韓投靠樂浪郡，反應辰韓內

鬥。廉斯鑡與戶來（漢人）相遇，戶來是樂浪郡人，說著朝鮮方言，由於

北燕和朝鮮是同一方言區，都是衛氏朝鮮的官方共同語，其後樂浪郡也以

此為共同語。再來樂浪郡和辰韓發生戰爭，廉斯鑡跟戶來共赴樂浪郡，是

廉斯鑡想透過戶來證明辰韓掠奪樂浪郡人口，而樂浪郡也以此罪名來征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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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韓，於是派水軍進入辰韓。廉斯鑡代表樂浪郡威脅辰韓賠償 500 人的損

失，不然樂浪郡就派萬兵攻打，而後辰韓賠償 15000 人以及弁韓的布 
1500 匹。由此可見邊郡政權與境外政權間的規範，可稱為封建協議，即各

方政權（中國邊郡、外來政權）原則同意境外之人民可移入自己的勢力範

圍，只要是荒地就可以。若是掠奪其他政團的人口則不被允許，辰韓的罪

咎在於掠奪樂浪郡人口。最終，這事件的結局是廉斯鑡成為邊郡屬國，廉

斯鑡投降樂浪郡，即是將其所領導的「邑落」作為樂浪郡的屬國。中國也

授外夷之爵給廉斯鑡，此爵是「邑君」。 
直到東漢安帝延光四年，廉斯統治者仍受中國的政治禮遇，仍因有爵

衛而可以免除賦役。從廉斯鑡之例可見辰韓政團中有投靠樂浪郡的，此外

也有外移至半島東南之慶尚北道者。辰韓政團轉移至域外的原因有辰韓多

被併為樂浪郡或其後成立的帶方郡之屬國。另一方面，韓濊政團在半島西

岸的中部強大了，所以辰韓的一些政團移至慶尚北道。第三世紀後期，曹

魏滅了公孫氏，中國周邊大國崛起，朝鮮出現高句麗、百濟跟新羅，而日

本也出現了大和政權。 
 

五、 倭五王求冊封與無禮國書事件 

第五世紀，有倭五王向中國要求冊封，分別是西元 421 年，倭王讚、

倭王珍、倭王濟、倭王興，以及 478 年的倭王武。這五王的政權應是朝鮮

半島渡海而來的騎馬軍團。他們統一了日本列島的東部，也來向中國朝貢

來要求冊封，且自稱倭國，是想跟先前跟中國有關係的親魏倭王搭上線，

他們想成為中國的四夷屬國。在稻荷山出土的鐵劍銘，讓我們可以了解第

五世紀倭人的稱號與姓。隋朝與日本交流最有名的例子是，倭國遣使朝

貢，自稱為「日出處天子」，這讓隋煬帝不悅，而退掉國書，被稱為「無禮

國書事件」，而這也是一個佛教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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