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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要要要要 

本文認為，儒學的天下觀在前近代一度成為中，日韓三國對世界秩序的想像．但是，把

國際關係建立在儒家倫理之上並沒有帶來和諧．在某種意義上，一百多年前的甲午中日戰爭

就是東亞三國具有不同中心的天下觀造成．天下觀帶來衝突的歷史表明，任何一種道德秩序

一定預設了中心，今日世界的國際關係是不可能建立天下觀之上的． 

 

 

 

ⅠⅠⅠⅠ. 天下觀和等級秩序天下觀和等級秩序天下觀和等級秩序天下觀和等級秩序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

互相競爭的世界秩序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和批

判．鑒於二十世紀民族主義及國家主權的無約

束性曾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一些人認為，今

天應該用基於仁愛和道德的天下秩序代替國際

法支配的民族國家秩序．儒學主張的天下觀又

引起人們重視．最近，天下觀的提倡和研究者

不乏其人，特別是在曾以儒學作為共同政治文

化的東亞． 

現代社會的國際秩序可以建立在天下觀之

上嗎？這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政治哲學的探

討，二是歷史研究．現代國際社會由主權獨立

的民族國家組成，一般說來，擁有主權的獨立

個體要組成的秩序，只能依賴法律和契約，基

於道德仁愛的天下觀是不能形成國際秩序的．

本文的目的是把該命題放到歷史上去，證明儒

學的天下觀沒法帶來東亞的和諧與和平．事實

上，只要具有長程歷史眼光，就可以發現基於

道德的天下秩序無法脫離是以某一國為中心的

引力場，它會導致國興國之間嚴重的衝突．一

個多世紀前爆發的甲午中日戰爭就是明顯例

子． 

為了探討天下觀和東亞社會之間的國際關

係，首先必須明確天下觀是甚麼．「天下」一

詞在中文文獻中使用很早．周代將周天子統治

的範圍稱爲天下，春秋戰國時期，孔孟賦於「天

下」以道德含義 2．自儒學成為中國文化大傳

統以來，世界便被視為應是儒家道德秩序的實

現，這就是天下觀．儒學將道德建立在血緣的

親琉遠近之上，從「親親」推出「尊尊」，形

成了等級制的家庭倫理．將天下視為一家就是

將等級制道德放大到國與國關係之中．這樣，

「天下」作為等級制道德的實現，其本質必定

只能是一種等級秩序． 

首先，將宗族的親疏關係映射到國與國關

係中去，產生了宗法上的擬血緣制關係．它潛

含著親疏遠近的等級制，國與國不可能是平等

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擬血緣制關

係是以父子關係為基本前提，然後延伸至舅甥

（翁婿），叔姪，甚至兄弟關係等，四鄰諸國

與中國之關係就有親疏之別．」這樣天下觀隱

含著將儒學發源地作為世界中心，將世界各國

分成不同親疏遠近的道德等級．在該等級制結

構中，「對於外臣而較親近中國地區，是運用

中國本土的郡縣制，官僚制原理來貫徹．其具

體的行事，便是朝貢與冊封；但對外臣而較疏

遠的地區，不適用郡縣制，官僚制原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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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見朝貢而無冊封」3．也就是說，天下由「內

臣地區」，「外臣地區」，「暫不臣地區」同

心圓等級結構組成．所謂天下觀是把世界看作

以某一個中心所構築的同心圓政治秩序． 

表面上看，天下觀強調道德與和諧，因道

德原則具有普世，外夷只要學習儒家道德，亦

能納入「天下」這一沒有邊界的共同體，成為

華夏的一部分．這裡，國與國之間似乎是平等

的，加上在道德上人種，語言等區別不具本質

意義，天下觀不應存在等級差別．但是我們不

要忘記，道德水平從來存在著高低之別，外夷

之所以別於華夏，這是因為沒有接受教化，在

道德上是低於華夏的．換言之，天下觀中的等

級不僅由親疏規定，還由其接受儒家倫理程度

(或自認為道德水平高低)帶來． 

在天下觀中，各國道德高下取決於接受教

化程度．在儒學發源地中國看來，別國道德水

平水高低由它離中央王國這一道德中心之遠近

而定．換言之，中國是實現儒家道德倫理的禮

儀之邦，它處於道德的最高等級，因而是世界

的中心．外國則根據道德水平高低和接受儒家

道德的多少分成夷和藩，處在天朝帝國的周

圍．在這幅圖畫中，世界是以華夏為中心的，

不是由平等民族國家組成的集合．故天下觀亦

被稱為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處於中

國周邊的各國只是中國教化對象．同樣，東亞

各國只要接受儒學作為政治文化，用天下觀來

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都可以把自己視為

道德水平比別國高，是世界的中心．這樣一來，

同樣是天下觀，必定有不同中心，蘊含著各中

心之間的衝突． 

 

ⅡⅡⅡⅡ. 前近代前近代前近代前近代「「「「天下天下天下天下」」」」的三個中心的三個中心的三個中心的三個中心 

 

自漢代以後，儒學的天下觀就是中國對世

界秩序的看法．中國當然自認為是天下的中

心，即中國實行郡縣制的地區屬於天下觀第一

個同心圓．朝鮮是受中央王朝冊封的，屬第二

個同心圓．日本在唐代是朝貢國，屬第三個同

心圓，但元朝以後就不朝貢了，處於第三個同

心圓之外．當日本和朝鮮接受儒學後，也形成

了自己的天下觀．該天下觀雖然同樣作為儒學

對世界秩序的想像，但卻有著不同的中心．歷

史證明，天下觀自從成為東亞共同世界想像那

一天起，就存在多個中心，而不是和諧的． 

    在宋明理學産生之前，日本和朝鮮雖然十

分注重引進儒學，但由于佛教的競爭，儒學一

直沒有在這兩國扎根成爲不可動搖的官方意識

形態．只是當宋明理學（特別是程朱理學）出

現，意味著儒學已可以消化佛教，儒學才終于

壓倒佛教成爲東亞的政治哲學．也就是說，在

宋明理學成熟之前，天下觀只是中國對世界秩

序的看法，而到明代之後，由于宋明理學成爲

東亞的政治哲學，天下觀在某種程度上被日本

和朝鮮所認同．為了說明天下觀本質上是多中

心的，讓我們來分析一下日本和朝鮮接受程朱

理學後，他們所理解的天下秩序． 

    日本對「天下」的認識源自中國，但一開

始就和中國不同．早在公元五世記，日本已接

受「天下」一詞．當時日本脫離了中國冊封體

系，故將天下理解為天皇统治的範圍，即只限

定在日本列島 4．十六世紀後，程朱理學傳到

日本，儒學得以戰勝佛教成為官方意識形態；

日本終於形成了基於儒學的天下觀．這時，日

本的天下意識越出日本本土，開始指向東亞．

表面上看，中國為儒教發源地，當之無愧是天

下中心，但日本卻不這樣認為．在程朱理學中，

改朝換代受到質疑，日本一直以天皇萬世一系

而自傲．日本的朱子學者甚至批判孟子，視其

著作為假，湯武革命更是大逆不道．這樣一來，

日本一直以來就以自己比中國更接近儒家道德

精神自居．江戶時代日本的天下觀雖同樣以儒

家道德實現作為其範圍，但道德中心不是中國

而是日本．這一切十分典型地反映在日本大儒

山鹿素行的思想上．山鹿素行為了反佛接受了

朱子學．他四十歲開始提倡古學，但到五十歲

時就主張必須將日本視為道德中心，成為提倡

「日本主義」的先驅．山鹿素行之所以認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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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才是天下之中心，這是因為中國易姓三十

次，朝鮮兩度亡國，四度易姓；只有日本天皇

萬世一系，故唯日本「才確實可稱為中國之地」
5． 

    朝鮮一直是中國的冊封國，和中國的關係

比日本近．而且朝鮮接受的程朱理學比日本更

接近中國儒學的正宗．朝鮮士大夫堅决反對日

本儒者提出的如果孔子和孟子帶兵來打日本該

怎麽辦的問題，他們堅持理學的普世性，反對

將儒學「民族主義化」．對朝鮮儒者來說，儒

化的中國明朝天下是塊聖土，他們甚至不惜犧

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衛它 6．正如一位韓國學者

所說：「韓國的理學雖來自中國，但它却比中

國的理學更爲周密，更爲正統．在中國，反對

朱子之學的明代陽明學派和泰州學派及清代的

漢學從未允許朱熹的體系像它在韓國那樣擁有

這種文化上的壟斷權」7．那麼，朝鮮的天下觀

是否和中國一樣，始終把中國視為天下的中心

呢？否！雖然在明代，朝鮮一度承認中國為天

下中心，自稱小華；表面上是接受了以中國為

中心的天下觀．但清兵入關給朝鮮以中國為中

心的天下觀致命的一擊，朝鮮士大夫認爲中國

已亡，滿清統治爲夷狄，當然亦不可能是天下

的中心．這時，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就轉化

為朝鮮為儒學正統的天下觀．在中國士大夫心

目中，清取代明只是改朝換代，不影響中國是

天下的中心．而對朝鮮而言，朝鮮成為儒家道

德當然載體必定意味著它成為天下中心． 

    由此可見，在前現代東亞三國雖都接受天

下觀，把世界秩序視為儒學的道德秩序，但卻

都把自己視為天下的中心．三個中心必定蘊含

著國與國的衝突．因為天下觀不重視別國主權

和國際法，這樣只要全球化衝擊的來臨，人類

成為一地球村，它們相遇時立即產生了爆炸．

我們發現，在某種意義上講，1894年發生的甲

午戰争正是中，日，韓三種不同的天下觀把全

球化納入自身視野的結果． 

 

ⅢⅢⅢⅢ．．．．甲午戰爭爆發的甲午戰爭爆發的甲午戰爭爆發的甲午戰爭爆發的思想原因思想原因思想原因思想原因 

 

今日一談起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學者立即

將其定位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它是日本走向

軍國主義的第一步．這種說法雖然正確，但不

能解釋為何戰火是在朝鮮點燃的．韓國學者從

中國和日本在十九世紀未不尊重朝鮮主權來說

明甲午戰爭的原因，但不能解釋朝鮮為何要把

中，日兩國軍隊引入本國．其實，背後的思想

基礎正是東亞三國不同的天下觀． 

    為甚麼朝鮮積極主動地擔任了點燃中日大

戰的導火線角色？長期來，歷史學家對朝鮮十

九世紀下半葉看來互相矛盾的自殺性行為感到

不解．一方面韓廷和西方及日本簽訂一系列條

約，將自己置身於民族國家争雄的條約體系

中．另一方面將日本勢力引入朝鮮半島，促使

改革；與此同時又利用中國對其歷史上的冊

封，要求中國干預其內政以維系朝貢關係．這

一系列互相矛盾的政策結果是引火燒身，使得

朝鮮半島成為中，日，俄衝突的聚焦點，加快

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的進程．我們發現，這

一系列看來互相矛盾的決策均出於朝鮮獨特的

天下觀． 

    如前所述，朝鮮的天下觀本是一種忠於理

學以「中華道」獨一無二繼承者自居的思想．

自從朝鮮認為中國已被夷狄佔領自己是天下中

心後，該天下觀一方面使得程朱理學成為朝鮮

民族認同符號，另一方面產生了對中國朝貢關

係工具性運用以追求自身獨立自主的意識．換

言之，國際法和朝貢關係同時成為争取朝鮮獨

立的工具．正是在這一思想背景下 1876年朝鮮

和日本簽訂《江華條約》，釜山，元山和仁川

相繼開埠，該條約以承認朝鮮為自主之國來否

定中國的宗主權．朝鮮政府於 1881年派遣六十

二名官員赴日兩個月考察日本，這些人回國

後，有十二人出任政府要職，推進朝鮮近代化
8．當統治階層中出現親日派的「開化黨」時，

這就加劇了與以韓王之父大院君爲主的保守派

鬥爭．和開化派針鋒相對，保守派利用中國的

朝貢關係來抵御不斷壯大的日本勢力．18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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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大院君鼓動兵變，日本决定派兵朝鮮問罪，

韓廷立即要求中國也以宗主國撫綏藩國的慣

例，出兵代韓戡亂．由此可見，朝鮮以自己為

中心的天下觀產生了對國際法和朝貢關係的工

具性運用．188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與李鴻章

訂定了《天津條約》，約中規定，朝鮮一旦發

生變亂，雙方在行文知照之後，均可出兵朝鮮．

甲午戰爭的禍根亦自此種下 9． 

    至於中國出兵朝鮮，無疑是出於捍衛東亞

殘存的朝貢關係，其指導思想是經世致用對中

國天下觀的改進．這一點當時人人皆知．甲午

戰敗後，有很多人在追究戰爭責任時指出這是

因過份干預朝鮮內政引起．張佩綸認為袁世凱

為誘發戰爭的「罪魁禍首」，責斥說：「雖曰

中朝，而一味鋪張苛刻．視朝鮮如奴，並視日

本如蟻，怨毒巳深，冥然罔覺」10．張佩綸用

「如奴」，「如蟻」來形容袁世凱對朝日兩國

的飛揚拔扈，雖為斥責之詞，但也離實際情況

不遠．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為了保衛在東亞

殘存的天下秩序(周邊對中央王朝的朝貢關

係)，對朝鮮國內事務進行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干予，其結果和日本發生面對面的衝突．正是

在干預朝鮮內政中，二十三歲的袁世凱初露鋒

芒，誘擒大院君，紮營三軍府，並為朝鮮代練

新軍．1884年，親日派金玉均，朴泳孝勾結日

人，發動甲申政變．袁世凱又斷然決定帶兵入

宮，拯救韓王，恢復李熙政權．此後，袁與主

張「聯俄制日」的李鴻章內外呼應，積極强化

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袁在朝鮮的地位，儼然

如「監國大臣」，控制朝鮮的內政與外交 11；

「韓人稱之為袁總理」12．在袁世凱主持韓政

十餘年中，「朝鮮事無钜細，凡與所謂宗主權

有關係者，袁氏無不積極加以干涉」13．史家

在討論袁世凱干預朝鮮內政時曾有這樣的評

論：「此次派兵乃自元朝以後中國幹預韓政最

積極的表現，同時可說是中國改變對韓政策的

轉捩點，此後，中國的朝鮮政策乃驟轉積極」
14．問題的關鍵在於：為什麽十九世紀後半葉，

中國會發生自元朝以來從未有過的對朝鮮半島

之干預？只要我們放寬歷史視野，可以看到從

元朝到晚清，正好是宋明理學的天下觀形成以

及經世致用對其強化．也就是說，甲午戰争的

爆發當然不能僅僅歸咎於袁世凱的個性和少年

氣盛，也不是李鴻章的失誤．它是經世致用的

天下觀將全球化納入自身視野的結果． 

    日本侵略朝鮮和中國亦是出於以日本為中

心的天下觀嗎？表面上看，日本近代的「征韓」

出於明治後獨特的日本民族主義．然而，深入

分析表明，日本近代民族主義將日本視為亞洲

中心，力圖領導亞洲反對西方，其思維模式正

是日本式的天下觀．必須注意，以日本為東亞

中心的日本式天下觀一直理藏在江户時代日本

政治思想的深處．一旦西方衝擊來臨，主張理

性與儒家道德二元分裂的徂徠學迅速演變成日

本現代思想的框架，成為引進西方現代政治經

濟制度的正當性基礎．日本對世界秩序的看

法，是基於徂徠學的進一步發展．徂徠學本暗

含日本比中國更接近聖人之道，即日本是東方

價值的真正體現．泊園徂徠學與日本國家主義

教育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 15．換言之，日本是

用自己的天下觀來代替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

秩序，獨特的大東亞觀念開始膨脹．特別當日

本强調東方抵抗西方時，日本就成爲大東亞的

中心．由此可見，在日本前近代變型的天下觀

中，已醞釀後來日本侵華侵朝，建立所謂大東

亞共榮圈的思想基礎了． 

    日本的「征韓」觀念，「是由『神功皇后

征伐三韓』的傳統與儒教中的華夷思想的傳統

混合而成」，後來則把從萬國公法中獲得概念，

加以現代包裝，說「雖言征伐，亦非胡亂征之，

欲遵世界之公理」16，即是日本大東亞意識典

型表現．其內容有二，一為將朝鮮變為日本附

屬，二是破除中國在東亞建立的朝貢關係代之

以日本為中心．故随着征韓付之於行動同時是

全面挑戰東亞殘存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秩

序．1874年春，日本出兵台灣．這是明治時期

日本第一次發動對外戰爭．在戰後談判問題

上，日本政府立場强硬，申令不得有「絲毫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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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訓令要旨是「應利用此蕃機會，切斷琉

球兩屬之根源，打開朝鮮自新之門戶．此乃朝

廷微意之深秘大計也」17．副島種臣是代表日

本出使清朝談判的特命全權大使，他故意「拒

絕行三跪九叩頭禮儀」，有意挑戰中華帝國的

華夷秩序；他的顧問李仙德，則曾獻策變台灣

爲日本的殖民地，在同行前往中國的船上就賦

詩說入侵台灣是「保護海南新建蕃」18．這裡，

「新建蕃」一語正道破日本用民族主義包裝的

天下觀是要擴張領土的本質．從明治末年到大

正初年，「日本國的天職」，「新日本的使命」，

成為日本政治精英的口頭禪． 

    由此可見，從 1870年代中日琉球之爭和日

本征韓論出臺，再到 1890年代末的甲午戰争，

都出於同樣的邏輯，這就是具有「天下觀」道

德內涵的大東亞意識．因此，作爲近代日本非

戰論者而聞名的思想家內村鑒三(1861-1930)，

才會在甲午中日交戰之時就寫〈徵諸世界歷史

論日，支關係〉一文，稱日本軍事侵略行動為

「義戰」19．擔任甲午戰爭外交指導的陸奧宗

光(1844-1897)，在 1895年出版《蹇蹇錄》一書

中也說，戰爭是由「西歐之新文明與東亞之舊

文明間之衝突」引起的．請注意，新文明和舊

文明之戰之所以可冠為「義戰」，其道德根據

絕不是現代民族國家和國際法，而正是日本的

天下觀—大東亞意識．其準確解讀是：對中國

和韓國而言，日本自稱代表更爲先進的現代；

而對西方，日本則以代表東方價值自居，並要

代領東亞抗爭． 

 

ⅣⅣⅣⅣ．．．．長程歷史視野的意義長程歷史視野的意義長程歷史視野的意義長程歷史視野的意義 

 

甲午戰爭以後，這種以現代民族主義為包

裝的基於日本儒學的日本式天下觀進一步膨

脹，把日本推向侵略亞洲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軍

國主義道路．而朝鮮的天下觀中以自己為儒學

唯一傳承的精神融入韓國民族認同中，成為民

族解放的動力．甲午戰敗使中國人意識到儒學

的經世致用不能抵御西方現代衝擊，中國開始

了波瀾壯闊的社會現代轉型．隨著儒學受到質

疑，中國放棄天下觀，走上建立現代民族國家

和革命之路． 

    表面上看，儒學作為東亞社會前現代的政

治文化，在二十世紀東亞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

已退出歷史舞台．三種天下觀導致東亞三國的

嚴重衝突，主要是十九世紀未的事情．但是，

如果我們以百年為視野考察東亞國際秩序，就

會發現儒學的深層結構一直支配著東亞社會的

現代轉形，使其和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不

盡相同．如前所說，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思想

基礎是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主義，它來自於日

本天下觀對其民族主義的塑造．其實，進而言

之，日本之所在明治時代能順利學習西方政

治，經濟制度，成為東亞最早的現代民族國家，

和日本儒學的獨特結構有關．早在江戶時代日

本儒學已實現政治理性和儒家倫理的互相分

離，徂徠學就是其代表．正是徂徠學的基本結

構規定了日本近代民族主義的性質，這就是一

方面學習西方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強

調天皇以及日本儒學作為民族認同符號，其後

果必定是把日本當作亞洲之中心，主張領導具

有共同儒學傳統之東亞對抗西方侵略． 

    中國儒學不具有倫理和政治理性二元分離

之結構，故學習西方現代政治，經濟制度比日

本困難．雖然在清王朝統治的最後十年，中國

亦接受了將儒家倫理興政治理性二元分離的中

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模仿日本建立現代民

族國家，但嚴峻的社會整合危機由此引發．最

後新文化運動否定中西二分二元論，建立了馬

列主義和三民主義兩種革命意識形態．中國不

得不通過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建立黨國完成社

會再整合．無論是國民黨三民主義意識形態還

是毛澤東思想，其深層思維模式都是道德一元

論，和中國傳統儒學同構；用革命意識形態實

現社會整合存在著傳統王朝更替的影子．革命

意識形態的道德內容雖和儒學不同，但把世界

秩序想像為道德秩序卻和儒學的天下觀一致．

正因為如此，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共產黨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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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視為世界革命中心，進而毛澤東提出三個

世界的理論，其本質均出於新道德載體應是世

界中心的理念．劉青峰稱之為新華夏中心主

義．新華夏中心主義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行其

道，要等毛澤東思想解體才衰落． 

    在此意義上，天下觀在今天的出現絕不是

偶然的．它說明儒學的深層結構一直在支配著

很多人的思想．特別每當民族國家競争激烈國

際法又不足於解決民族國家之間利益争紛之

時，將國際秩序立足於道德價值之上的各種議

論就會出現．這裡，或許有着善良的愿望，或

許也存在對全球化國際新秩序的追求．然而我

們必須意識到，在價值多元的現代社會，對何

為善存在着多元理解．為了充份尊重個體的權

利和不同個體的平等，人類不能僅僅依靠道德

建立合理的全球秩序．對全球現代秩序的再思

考過程中，傳統當然也是一種可利用的資源．

但是，當代人在利用這種思想資源時，為了它

具有建設性，必須切記它在歷史上帶來的問

題．這時，以百年為單位的長程歷史視野是不

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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