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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的重要政治制度，也是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以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先生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较早地进行了研究，并使用了Tributary System（中文译
成朝贡制度、朝贡体系、朝贡体制），将之视为中国古代的外交观念、华夷礼仪秩序等等，并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果。
但是，目前国内外学界更多的是关注中外关系范畴的朝贡制度，对于历代中原王朝朝贡制度的阶段性
特征，以及国内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朝觐纳贡关系，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应该说，朝贡制度首先是针对国内边疆民族实施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行政管理制度，随着古代
中国的发展，所施行的范围逐渐扩大，进而发展成处理中外关系的一种模式。
历代中原王朝施政的重点是在国内，与对外关系相比较而言，国内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和稳定，更直
接关系到内地的安危和长治久安。
所以，对于中原王朝与国内边疆民族之间的朝觐纳贡制度本身以及对该制度下关系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更能够挖掘朝贡制度本身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朝贡制度”一词，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与本书所用的清代“朝觐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目前大多数学者，常常以“朝贡制度”涵盖先秦至明清时期的朝觐纳贡制度。
“朝贡”一词在汉代才正式出现，越往后使用越广泛，延至清代。
就制度模式来说，西周的朝觐制度就已经比较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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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的朝觐制度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集中体现，不仅反
映了清廷的愿望和权力，也反映了朝觐者政治地位与愿望，有着丰富鲜明的时代内含及历史意义。
     对清代朝觐制度的研究，一个重要目的是揭示何为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朝觐纳贡关系？
何为中外朝贡关系？
这是深入分析古代中国朝贡制度存在的性质以及历史作用的一个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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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朝一统之后，官修礼典始于汉代，但东汉的《汉礼》、西晋的《新礼》都未能传下来。
西晋始以“五礼”之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等，为框架来规范礼仪。
隋唐以降，元旦朝贺，百官大臣朝觐皇帝之礼归为嘉礼。
蛮夷戎狄来朝觐皇帝，为宾礼。
唐代《开元礼》将宾礼定位于接待宴请藩国君主和使臣之礼，包括“蕃国主来朝以束帛迎劳”，“遣
使戒蕃主见日”，“蕃主奉见”，“受蕃国使表及币”，“皇帝宴蕃国主”，“皇帝宴蕃国使”。
稍晚问世的《唐六典》记载：“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
①《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宾礼，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
②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继承唐代，将接待藩国朝觐者的礼仪归为宾礼。
《明集礼》之宾礼包括藩王和蕃使朝贡及遣使往蕃国两部分。
《明史》记载：“宾礼，以待藩国之君长与其使者”；并评论说：“按古之诸侯，各君其国，子其民
，待以客礼可也，不可与后世之臣下等。
”③指出，先秦时期的诸侯见天子之礼不能等同于秦汉以降的文武百官朝觐皇帝之礼，强调宾礼是客
礼，藩国使者不同于内地大臣，属于宾礼范畴。
所以，明代的宾礼包括“蕃王朝贡礼”、“遣使之蕃国以仪”、“蕃国遣使进表仪”。
《清通礼》之“宾礼”分为“外国朝贡”与“相见礼”（宋代完成了礼下庶人的转变，所以在宾礼之
后附有百官庶人相见的礼仪之礼）。
《清史稿·礼志十》也将“宾礼”分为“藩国通礼”、“山海诸国朝贡礼”、“敕封藩服礼”、“外
国公使觐见礼”；百官庶人相见礼等，都不包括内地官员朝觐皇帝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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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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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赵云田研究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邹爱莲研究员，认真评阅论文，并提出了许多指导性
的建议和批评，使本书增色不少。
2009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师从张皓教授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又获得了
一次学术深造机会，终身受益。
张皓教授及杨共乐教授、耿向东教授、李帆教授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了很大帮助，鼓励我克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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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襄助出版。
还有许多曾给予支持和帮助的老师和朋友，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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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朝觐制度研究》：华夷对举、交相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都追求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和直接管理。
根本原因在于，内地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边疆地区的统一和稳定，这是现实的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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