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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韓國歷史裡，韓中關係佔據很大的比重，而說到兩千多年
韓中雙方關係的歷史，則尤其需要將焦點放在朝貢關係（全海宗，
1973：10-11）。甚至可以說，必須了解朝貢關係的起始，才能
對韓國與中國兩國當代的關係加以評述。因此如何再現朝貢關
係，是對當代韓中關係提出主張的基礎。此何以對朝貢關係的研
究文獻進行整理，是充分掌握韓中關係所必須。
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為代表的西方歷史學者，1
研究朝貢制度時，似乎都以中國為中心，並且假定朝貢制度具有
客觀性，其意義可以有不同面向，但彼此之間可能有衝突。費正
清乃以朝貢制度說明中國對外關係，認為中國政治本以天子為中
心，以這個思想為基礎納入對外族關係的制度，便形成朝貢體系；
外族為了自中國獲得所需要的東西，也接受其思想與制度，便構
成了朝貢關係。（1987：37-42）中國學者研究東亞朝貢體系時，
同樣也是以中國中心的觀點（例如天朝禮治思想、華夷概念等）出發，認為在二十世紀之前，亞洲國
家向中國的朝貢，意味著承
認中國為宗主國。（梁伯華，1991：22）儼然朝貢制度是一個客
觀的存在，與這種中國中心主義相反的或不相干的朝貢制度，成
為不可以想像。
反觀韓國學者的研究，指涉的是同一種朝貢關係，但分析及
詮釋與前者不盡相同。他們認為雖然明清以降的朝貢制度確實一
度以中國為中心，但是至少早期並非如此，在其源起時的韓中朝
貢關係，是基於當代國際關係理論所謂現實主義思維而出發的對
等關係，尚非「天子思想」或者「華夷思想」的展現。本書比較
不同學者對於朝貢關係的論述，以提供對韓中關係更多元的參考
依據，除了藉以重新檢視韓中朝貢關係研究的意義，更進一步挑
戰中國研究中關於研究對象客觀性的預設。
隨著中國在全球的勢力日益強大，且中國崛起論已被廣泛認
同的情況下，當代的韓國學者中已有擔心，指中國方面正在透過
所謂東北工程，根據中國的政治與心理需要在改寫歷史。2
其次，
由於過去對朝貢關係研究向來是以中國立場為主，如果當代的研
究也如此以中國為中心，中國周邊國家的歷史主體性將會減低，
隨之韓國的歷史進程淪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在客觀上成為不具
自身獨立研究價值的課題。這不但嚴重影響到韓國的國族認同，
也將因為抹煞多元歷史進程而造成對中國認識的偏頗。第三，隨
著中國影響力的日漸提升，中國與周邊不同國家的摩擦日益頻繁，包括資源與領土的糾紛，為了因應
此問題，必須同時採取包
括韓國與中國各方在內的史觀，方能妥為掌握各方爭議之所依
據。以下所探究的來自韓國知識界的反省，因而對中國研究具有
廣泛的意義，厥為本書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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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综述韩国、日本、美国以及大陆、港台学者在朝贡关系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书中第六章“中
国有没有历史基体”最有趣。其中92页提到近代日本为推动欧化，将中国客观化，建立以中国整体进
行考察的研究者主体性，大正以后又导致中国从文化本体进一步沦为东亚客体。103页指出中、日、美
学者的研究，不是同一个朝贡关系的不同面向，而是不同历史脉络临时交集成的不同的朝贡关系，舞
台是同一个。日本学者重视日本的历史基体外在于中国的历史基体，而韩、越学者以自居朝贡关系内
来研究。不同的是，越南回避与中国的冲突记忆，强调二者重叠的历史，以人文中国的基础建立二者
良好关系，寄望对当代越南有用的改革知识，同时坚持自身主体性；韩国则唤起与和中国交往的不好
记忆，凸显自我以求安宁、独立。这些差别的指出，很有意思。p.s.沟口雄三著作还要看
2、泛東亞視角詮釋不錯，“東北亞三角”還是免了吧。韓人特有的自卑感若隱若現。92頁提到日本為
脫亞入歐將中國這一文明主體客觀化成一個國家，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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