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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邦来朝》

内容概要

李云泉的《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可以说是在国内唯一一本与西方学者的中国朝贡制度研究相
对应的专著。作者从通史角度来考察朝贡体制，不仅考察了不同时期朝贡制度的发展，而且对各个时
期朝贡机构以及礼仪变化都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论述。更为严格地说，作者所考察的不仅仅是朝贡
制度本身，而是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加以考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奠定
了宝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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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云泉，山东莱州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东亚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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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第一章 朝贡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
一、早期有关朝贡制度的传说和记载
二、五服制反映的周代朝贡制度
三、朝贡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四、先秦朝贡制度的主要特征
第二节 汉唐朝贡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一、汉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的初创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朝贡制度
三、唐代朝贡制度的发展
第三节 宋元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的演变
一、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贸易
二、宋代的朝贡制度
三、元代朝贡制度的特征
第二章 明代的朝贡制度
第一节 明代朝贡关系的拓展与朝贡国的分类
一、明初外交政策与朝贡关系的拓展
二、明代的朝贡国及其分类
第二节 朝贡的一般程序和规定
一、贡期、贡道与朝贡规模
二、表文与勘合
第三节 贡物、回赐与册封
一、贡物
二、回赐与封赏
第四节 明代朝贡事务的管理机构
一、礼部主客司及其管理职能
二、会同馆的隶属及其接待职能
三、四夷馆与鸿胪寺
四、行人司与明朝奉使官员的选任
五、市舶司和边境地方政府
第三章 清代前期的朝贡制度
第一节 清初朝贡关系的建立及其嬗变
第二节 朝贡国及其贡道、贡期和朝贡规模
第三节 贡物、封赏与朝贡贸易
一、朝贡文书与贡物
二、清朝对朝贡国的封赏
三、朝贡贸易
第四节 清代前期朝贡事务的管理机构
一、主客司
二、会同四译馆
三、中央和地方关涉机构
第四章 朝贡制度的理论基础与礼仪原则
第一节 华夏中心意识与大一统理念
第二节 华夏礼义与夏夷文野之分
第三节 宾礼与朝贡制度
一、宾礼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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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的朝贡礼仪
三、清代的朝贡礼仪
第五章 朝贡制度与早期中西关系
第一节 明清之际中国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官方交往
一、朝贡大门外的不速之客
二、清前期来华的荷兰、葡萄牙使节
第二节 中俄交往中体制的冲突与变通
一、俄罗斯馆的设立与俄商在京贸易
二、中俄礼仪冲突与变通
第三节 马戛尔尼使华的象征意义
一、礼仪问题
二、“贡物”的背后
三、表文与敕谕
第六章 朝贡制度的衰亡与近代外交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朝贡关系的瓦解
一、朝鲜、琉球、越南
二、暹罗、缅甸、南掌
第二节 对外关系体制的变化与近代外交机构的设立
一、外事管理体制的初步变化
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
第三节 公使驻京问题与觐礼之争
一、公使驻京问题
二、觐礼之争与1873年的西礼觐见
结语 朝贡制度的特征与功能
主要参考书目
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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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2004年版的基础上“改正了一些明显的打印错误和不准确的用词，统一了体例格式，并适当增加
了域外史料”，但“本书反映的是十年前的认知水平”，“限于体例和时间，修订时除借鉴学界最新
研究成果更正了个别提法外，主要内容和观点皆维持原貌。”（《修订版后记》）看了《第三章 清代
前期的朝贡制度》，内容主要依据《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清实录》《清史稿》《明清史料
》以及费正清、邓嗣禹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全海宗论著等。内容简明，特别是制度说明很
清晰，可顺藤摸瓜，很方便。
2、总体来讲，题目开的太大，大多数东西都只能泛泛而谈，没有什么独特的观点与思想，要是用来
了解基本的朝贡体系，又不如人大的那三本，也就是个科普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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