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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國家與天可汗：唐代中國概念的再考察」側記 

主辦單位：臺大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 

主講：甘懷真老師（臺大歷史學系教授） 

主持：徐興慶老師（臺大日文系教授） 

時間、地點：2015/9/23，臺大文學院會議室 

記錄者：彰化藝術高中歷史科教師顏汝庭 

 

前言 

本次計畫是個五年的東亞計畫，是由甘老師主持，整合歷史、中文、日文三

個系的老師。在計畫的尾聲，由甘老師試著從東亞史的立場與方法，考察歷史上

的中華帝國。主要的問題是，歷史上的中國作為帝國的形態到底是什麼？什麼是

歷史上的中國？尤其是現在的臺灣，有人認為歷史上的中國是虛構的，但以同樣

標準來看，也就沒有前近代的國別史，歷史就沒有辦法研究。甘老師認為中國史

研究，首先是將中國作為一個可以觀察的實體，雖不完全贊成當中的理論。 

 

一、 關於歷史中國概念的若干省思 

中國在時間上是不斷地延續，從周開始算三千年，在東亞這塊大陸、島嶼、

半島上，明明有反覆出現的帝國或政權，但中國史仍將其視為一個國家。也明明

有複數的政權於同一個時間上在東亞出現，我們卻認為是一個國家的分裂。用以

解釋時間上的延續是朝代理論，空間上的統一則是靠正統理論。 

另一個重要的理論，即固有領土與歷史疆域。在歷史地圖的繪製上，目前是

以譚其驤的《中國歷史地圖》最為重要，但當中仍有問題。如唐代的歷史地圖竟

然包含庫頁島！這是絕無可能的事情。要劃定什麼是中國的歷史疆域，是件很麻

煩的事。圖中黃色的就是唐朝支配的區域，麻煩的是內蒙、蒙古與西藏，在唐朝

根本認為是外國。「外國」對中國歷史主義來說是一個敏感的辭彙，所以要用各

種方法去解釋。方法是讓歷史的中國塗上不同顏色，如突厥、吐番。譚其驤是用

大約 1900 年清帝國的歷史疆域作基準，在這個時間，新疆、西藏和蒙古都是清

帝國的，故都被劃定為固有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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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國制度及其歧路 

甘老師選擇唐朝，是因為沒有人會懷疑唐朝是中國的正統王朝。現在爭論最

大的應該是清是不是中國，有很多理由說清不是，但清自己說自己是中國。就像

鄭成功是不是明鄭？他自己也說自己是明，當然也可以用各種理由說他是騙人

的，是虛假的。在不同地域發展的政權，為什麼自己宣告是中國的延續，以下追

溯這個發展。 

甘老師認為就是有「中國」制度。「中國」概念的出現，可以引《史記》：「昔

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

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其中「天

下之中」就是中國的概念，這是一個歷史記憶，據今四千年前，有幾個大的王權

開始組成一個聯盟，這就是「中國」概念的開始。之後商和周，在取得霸權之後，

他們都宣告自己是延續這個政權。西周開始以洛陽作為一個聖地和中心，建立起

一個「中國」制度。當時中國有複數的政權並立，政權之間也不見的有關係，但

中國史會說這是一個大的政權，核心的政權在中原成立。 

戰國時代新的局勢出現，一方面戰國群雄的大國並立，另一方面這些大國開

始建立一套制度，認為有一個新王會取代周王，成為天下的共主。所以諸子百家

的學說都在創造一套理論，宣揚自己的國君會是新王。發展出所謂的「天子受天

命，居中國治天下」的理念。甘老師認為在清末以前，中國都不能算是一個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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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的國名，而應該說中國是一個制度，只不過很多時候被借用為國名。像是現

在我們稱「共和國」，但不會說「共和國」是國名。 

這套理論同時有五行說和分野說的配合。將政權或王朝的交替說成是在「中

國」制度之下，根據五行學說的輪替。好像朝代交替是政黨輪替，不會說政黨輪

替是國家的改變。分野說是講述分野是天上的星星，天上不同的星對應不同的土

地，天上的星因為神秘的要素改變，地上政權也會跟著改變。 

甘老師認為東亞最少可以分成塞北、華北和華南。從西元前第五世紀以來，

塞北出現很大的變化，因鐵工具的發展，使得這個地域可以開發，包括華北農業

人群的北上，和遊牧人群的南下，這裡很快就有農業與游牧業的競爭與並存。華

北大國，如燕、趙、秦國也紛紛往塞北拓展，套用杜正勝的說法，是一種「武裝

殖民」，接著就是郡縣化。中國史常預設大家都想當農民，但甘老師就認為是錯

的，甚至認為長城根本是阻止農民逃到北方當游牧民，不是阻擋北方游牧民南

下！這些大國因為控制塞北，在華北的鬥爭中異軍突起。所以當時有兩個趨勢，

一個是這些華北大國進入塞北，建立起他們的殖民地，有很多經濟利益，另一個

則是他們建構中國理論。 

中國歷史的一個歧路是由秦統一中國，可以說是個意外。西元前 240 年，應

該沒人想到會是秦國統一中國。秦國是典型的中國邊陲，華北大國甚至不認為他

是中國。因此，秦始皇政權是一個「塞北+華北型」的政權，首都是位在邊陲的

咸陽。他又宣告繼承戰國時代的中國理論，故展現了兩面性，既是塞北性質濃厚

的政權，又是中國政權。之後的劉邦政權一開始建都在洛陽，是受到戰國時代中

國理論影響，後遷都到咸陽。這同樣有兩面性，一面要繼承秦始皇政權，有濃厚

的非中國性，另一方面又要守住戰國時代的中國理論，天子要居中國。 

《漢書》：「漢宣帝做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

教，用周政乎！』」甘老師認為霸道可理解為連結這些塞北的軍事力量，王道則

是西元前第四世紀，這些儒者們建構的中國理論。這句話是說漢朝政權本具備霸

道和王道，但面對儒教運動，要改變漢朝的性質。最後成為儒教國家，周政脫穎

而出。東漢兩百年可說是最中國的政權，將首都設在洛陽，展現在中國的理論。

此外，東漢政權是個內縮型的政權，宣告放棄塞北許多地方，不向外擴張行政區

域，這叫做「省邊郡」；將域外的人群安置在內地，叫做「內附」。域外的政權也

不用改成邊郡，只要朝貢即可。 

漢魏革命是個關鍵的事情，因曹丕在篡位時有好幾個選擇，如可以像當幕府

大將軍，建立一個虛位給漢帝。但曹丕想繼承漢的皇帝制度，這是一個重要的宣

告，是讓中國這個制度延續的重大歷史事件。此外是魏晉革命，將這個制度鞏固。

因司馬家在推翻魏以後，也說要繼承這套中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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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後，塞北與華北發生重大的變化，胡人大量進入華北，華北也有很多

人進入塞北，可說華北胡化和塞北漢化。胡人和漢人當然是個有效的概念，但此

概念是東漢的天下理論建構起來的。東漢天下的理論視東漢郡縣區域內的人都是

「中國人」，後來會用華人，比較少用漢人，另把東漢郡縣外的人視為胡人。用

漢人比較多的場合都是在邊境和域外看到。因為不會有人在漢朝境內說是漢人，

只有離開漢朝，才會說是漢人。但胡人和漢人是帝國的理論，與基層社會的實際

是不同的，很多人遷移到內地，透過通婚很快就融合了。多數人都用帝國的理論，

預設兩種不同的人群。但對人民的實感來說，他永遠遇到都是不同的人，胡漢不

見得有那麼大的區別。 

在華北被認為是胡人的人，已住在當地兩百年，可說跟當地社會融合，但天

下理論還是視他們為胡人。這些人逐漸成為地域社會的領導者。在五胡亂華以

後，建立起他們的政權，就是十六國型政權的出現。十六國的領導人可用祖先世

系說他們是胡人，但他們如何利用天下理論建立他們的政權就成為難題。其中可

用的理論是中國理論，但他們實際上是「塞北+華北型政權」。另外，華北人也有

到華南，建立華南型政權，成為華南地域社會的領導人。加上南北對立的歷史來

看，就是「塞北+華北型」政權 v.s.「華南型」政權。 

 

三、 塞北型國家：以代國為主 

「代地」政權可上溯西元前第五世紀的代國，從《史記》多次提及，常與其

他大國並稱，可推測戰國時代的代國是個大國。秦漢以後都在這裡設立郡縣，如

代郡和雁門郡。另外，在西元前 200 年，這個地方還發生平城之圍，是匈奴與漢

朝的戰爭，當時漢軍的大本營在太原，平城作為兩個帝國爭奪代地的樞紐地。後

來漢朝贏了，把匈奴人移入華北。匈奴雖輸掉離開，漢朝也沒能力控制這裡，接

著是鮮卑控制這塊區域。 

鮮卑從大興安嶺而來，進入代地。甘老師建議把鮮卑當作一個政權的聯合

體，而不是民族。就像在周朝可以說齊、鄭、晉等國合組成一個聯盟，他們都是

周，但不能說他們都是周人。所以拓跋人就是拓跋人，不是鮮卑人。也可以說從

鮮卑來的一群人到了山西北部開始殖民，與當地人互動，建立一個新的人群單位

──拓跋。 

我們對北魏前史的一個印象是拓跋建立「代國」，但甘老師認為是錯的，是

受到《資治通鑑》的影響。《資治通鑑》認為拓跋首領接受西晉冊封，並有一個

領地。到了 386 年，拓跋珪在現在的大同重建。但我們現在只知道西晉冊封猗盧

為「代郡公」和「代王」，這個「代王」是「代郡的國王」，是一種五等爵，是封

給國內的官員，而不是封給國外的。可以說西晉把拓跋當作一個內部的政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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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承認拓跋是個獨立國家。且代是西晉的郡國，不可能把自己的郡國封給別人當

成獨立國家。如鄭成功被封「延平郡王」，也是五等爵，並沒有一塊領地。對拓

跋政權來說，在拓跋珪以前對「代王」稱號基本上是無視的。拓跋政權是在西晉

政權透過徙戎的政策，要求它內附，但拓跋政權利用侵略的方式移入。 

另外，代人是中國中古史一個重要的學說，有學者認為代人是胡人，但代人

就是代人。代人有從鮮卑、中亞、北亞和華北來的，很多漢人都成為代人，而且

他們普遍都有雙語能力。 

 

四、 北魏型帝國即其遺緒 

386 年正月拓跋珪即位為代王，他使用代為國號，要讓自己成為十六國型的

政權。十六國型的政權是會取一個中國式的國名，從國名可判斷自認為是中國。

386 年之前，拓跋珪自認為是塞外政權，不想要與塞內往來。但當拓跋政權逐漸

建立，進入到東亞的國際局勢當中，就要證明自己國家的地位比他國要高。判斷

標準是天子任命爵位的高低，這是東亞模式。在東亞要被承認為一個國家，就要

接受中國天子的冊封。跟現在要成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要進入聯合國有點類似。 

拓跋珪與後燕往來，拿出很早就被封為代王的說法，證明國格很高。建國以

後也採用代國的稱號，但四個月後改名魏國，是更明確的大國。拓跋政權開始中

國化，接受一個中國式的國號，把國家的性質從「塞外型」轉變至「塞外+華北」

十六國型政權。更重要是北魏孝文帝的漢化，將此政權更進一步地中國化，具體

行動是從平城到洛陽，宣告要建立一個「塞北+華北+華南」的政權，故攻打華

南。但沒多久就爆發六鎮之亂，可以說是塞北勢力的反撲結束北魏政權。 

之後北周出現周禮的制度，宇文泰政權提出周禮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針對胡

人國家與中國制度的接軌而來。之後統一中國是 581 年的楊堅，他推翻北周的周

禮制度，重新宣告「易周世官儀，依漢、魏之舊」。可說走回漢天下的這條路，

這是歷史重大的抉擇。他要回到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路線，繼承漢天下。 

 

五、 唐作為拓跋國家 

「拓跋國家」是這幾年很多人強調唐代作為內亞政權，和唐的非中國性，這

牽涉到要如何重新看待唐代作為東亞世界中的一個世界帝國。 

唐朝繼承隋文帝政策，是繼承中國政權，以及有雙都制度，洛陽和長安，重

新建構天下中國的制度。但唐朝與內亞諸族、諸政團也有密切關係，如唐太宗昭

陵的十四酋長像，這絕不是唐太宗個人的愛好，是當時唐帝國的性質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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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特勤碑（732 年）的碑文中，存在著 Tabgach 一詞，原本的翻譯都將其翻

成「唐朝」。但現在很多從事內亞研究的學者都認為這應該是「拓跋」。對於北亞

人來說，他們看到的唐朝就是北魏的延續，這當然可以指責他們歷史知識的錯

誤，中國已經改朝換代，但對他們而言，唐朝

是北魏以來一系列的發展。 

 

六、 作為雙聯王權的天可汗制度 

「天可汗」是現在很多人在歌頌中華帝國

是很偉大的一個理論，但很多的資料來自詩歌

和贊，是不足以為信的資料，不可直接引用。 

「天可汗」學說很有名的是尊號說，一般

都認為這是一個尊號，在皇帝之上還有一個尊

號。可是要這個尊號要做什麼？若說尊號可以

支配四域，中國早就宣告自己可以支配，漢朝

就已宣告。據甘老師的研究，唐太宗時期的天可汗應該不是尊號，而是實際的名

號，是實際用語。 

唐朝的天可汗理論是雙聯的王權，唐太宗在皇帝與天子之外，還需要加上天

可汗的原因在於唐朝政權出自塞北，與塞北和中亞有聯繫，要控制這些諸蕃君長

時，需利用天可汗的原理。唐朝建立之初，天子與皇帝的稱號是不足以支配這些

區域。可以說，中華帝國到唐朝時新多出很多領域，包括北亞、中亞等，所以建

立一個新的「可汗」來控制。之後唐朝就是把這些地方攻佔下來，變成郡縣，造

成唐朝初年最大規模的向外侵略，因此有羈縻府州的成立。唐朝要把原本只能用

天可汗控制的區域，完全轉變成可以用皇帝控制的區域，再次讓它中國化。甘老

師因此認為，「天可汗」的實質意義在唐高宗以後就轉變了，雖然唐中葉後還不

斷地出現「天可汗」，但已變成實質上的尊號。 

闕特勤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