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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东亚，在地理上，指中国本土以及朝鲜半岛、日本，以及10世纪独立以后的越南。
10世纪独立以前的越南，属于中国内地的州郡，所以归为中国本土部分。
所谓古代，并非严格的时代区分定义，而是为行文说明方便所赋予的时代性，原则上指中国的秦汉至
隋唐时期，东亚的朝鲜三国以及统一新罗时期，与倭国建国以后到10世纪前半叶为止，但实际上为说
明清楚起见，在断限前后的时代也常触及，甚至叙述到近代，敬请读者谅察，谬误之处，在所难免，
亦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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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从汉代初步成型，至隋唐而完备的天下秩序，
以及在此秩序影响下形成的东亚文化圈。
此文化圈存在了一千多年，不仅对东亚各国影响深远，而且对处理今天的国际关系也深具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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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明士，1940年生，台湾台中清水人。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毕业，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
现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

    著有：《东亚传统教育与法文化》（2007）、《中国中古政治的探索》（2007）、《中国中古的教
育与学礼》（2005）、《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2004）、《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2003）等书
。
   
　　编有：《中国法制史丛书》十册（2005—2007）、《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册（2005）
、《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二册（2005）、《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律为中心》
（2003）、《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1999）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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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秦朝的天下秩序，看来有三个层次，即内郡、外（边）郡、外郡之外徼。
前二者属于内臣，后者属于外臣。
内郡之地设郡守；外郡之地设郡守，间亦设君长；外郡之外徼，亦立君长。
于是君长制，成为边郡及四夷臣服者之通制。
如前所述，云梦秦简之《法律答问》已有“臣邦君长”之语；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传》）。
《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载秦统一天下后，于闽越地设置闽中郡时，并日：“秦已并天下，皆
废为君长。
”此事固然直接指闽越王与越东海王，但解为天下的诸侯王亦无不可。
秦朝的外臣圈，实是建立君长制，并无封王。
鱼豢的《魏略》称箕否为朝鲜王，当不合秦之外臣制，至多只能说是箕否自称，或复用朝鲜侯。
或许由于此故，陈寿《魏志》不载箕否称王事，而只日“（秦末时）朝鲜侯准（否子）僭号称王”。
盖侯爵，秦代有其制（见琅邪石刻），但其爵卑于列侯，且无封邑（见“索隐”）。
因此，所谓“朝鲜侯”者，恐系袭用战国以来箕氏之爵位，而非秦制。
论秦制，似仍宜称君、长。
汉惠帝时，辽东太守（名不知）与卫满相“约”，规定“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史记
》卷一一五《朝鲜列传》），似可为旁证。
《汉书·武帝本纪》“元朔元年秋”条所见的“葳（涉）君”（《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传》亦同
），即诸蛮夷君长之一。
总之，燕国在周代的封建秩序解体之后，以外臣原理臣服了真番、朝鲜，独自结成一个小天下，此时
恐怕只维持形式上的君臣关系，并无封建的父子关系。
秦灭燕，亦臣服了真番、朝鲜。
真番、朝鲜，在秦朝的天下秩序里，是为辽东郡的外徼，属于外臣地区。
秦朝与外臣的结合原理是君臣关系，也就是天子与君长的统属关系。
秦朝驾驭外臣的具体办法，便是在外徼地区设置鄣塞，而不是封建的封贡原理。
易言之，在传统的德、礼、政、刑四要素的天下秩序里，秦朝不过是实施政、刑及王化之德而已。
天子与君长的结合，是政之原理的运用，鄣塞是刑之原理的运用；“泽及牛马”（琅邪石刻），则为
王化之德的原理的运用。
其天下秩序只有单线的上下关系，即郡县制的延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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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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