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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代中国在东亚崛起并持续两千年的强盛,具有不同于西方大国的特点,并强烈影

响着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和崛起方式。以往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国外特别是西方大国崛起

的经验而对古代中国有所忽视。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古代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和特点,以

期对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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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世界地缘政治的一个最大现实,就是中

国作为全球大国的重新崛起。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转

折。这一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 而且不久的将来很

快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 这一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

表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是中国和平

崛起的另一种解读,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对于中国的崛起,目前国际社会的态度可谓两极

分化: 欢迎者有之, 鼓吹 /中国威胁论 0者亦有之。鉴古

可以知今,为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性质和意

义, 我们有必要采取追根溯源的办法深入地研究古代中

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和特点。

一、中国地理空间的拓展和东亚朝

贡体系的形成

  中国自古雄居东亚,背靠世界最大的大陆 ) ) ) 欧亚

大陆, 濒临世界最大的海洋 ) ) ) 太平洋,很早就形成了

自己的陆疆和海疆。 /东渐于海, 西被于流沙 0是中华

先民对自己生活家园的共同认知。
¹
综观中国历史, 有

一个很突出的现象, 就是在中国古代没有一个以 /中

国 0为国号的王朝, /中国 0一词并非单纯的地域或文化

观念,也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其中长期形成的以 /中国 0

为 /天下 0中心, 且据之可以成为正统王朝的观念,对古

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空间扩张的时

间节律上,夏商周到战国, 地域从三河地区扩大到整个

核心区,历时两千多年,非常缓慢;秦疆域则迅速扩大到

边缘层,汉唐又进一步扩大到边疆区以外,用时不到一

千年;元明清 600多年通过疆域整合,边疆基本形成, 而

且迅速向海外扩展。这个过程既是一个国家疆域的稳

定过程,也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形成和拓展过程。

111 从黄河河曲到广阔内地:汉民族主要居

住区域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具体来讲,对中华民族形

成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黄河中游的三条支流 ) ) ) 山西的汾

河、河南的洛河、陕西的渭河,围成了三河地区。汾河谷地

是尧舜禹的故乡, 洛河平原是夏商王朝的所在,而渭河流

域则是最重要最辉煌的四个朝代周、秦、汉、唐的建都所在

地。为什么中华文明产生在黄河的支流而非主流上? 这

是因为文明的产生,需要自然环境提供不大不小的挑战和

刺激。汹涌暴烈、泛滥无常的黄河主流的挑战太大了, 人

类的童年承受不了, 而渭河、洛河、汾河水量适中, 温顺

和缓,土地肥沃,气候温和, 正适合中华民族的童年。考

古学证据显示我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目前已发现的旧



石器文化遗址有二百多处, 除新疆、海南、天津、上海以

外全国均有发现。¹ 原始社会的晚期, 由于进化途径与

进度上的差别,黄河中游和下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表

现出某种强势,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较强的集聚辐射作

用。在它的强势作用影响下, 周围的文化区不同程度地

产生向心内聚运动,从而导致中心 ) ) ) 外围结构的发生。

从夏朝的地缘国家取代原始血缘社会, 中国地理政治化

的进程开始。以后的夏商周三代均在黄河中游地带建立

统治中心, 范围逐渐扩大,并逐步形成从中心到外围的政

治控制能力和从外围到中心的梯度圈层分布。从春秋战

国到秦汉, 政治区域间的隙地消失,整体性疆界形成。这

一时期的 /华夷五方0格局,就是这一演变过程的结果。

中国古代文明发端于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交界的

三河地区, 夏商周时期的空间扩张主要在黄淮海平原范

围内,中心区域在今天中国的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地

缘政治体系的中心在中原, 边缘国家如秦、赵、楚、齐向外

开拓,最后由地处边缘的秦国逐鹿中原, 取得了对中心国

家的胜利, 实现了中国的统一。长城以内汉民族主要聚

居的区域即所谓的内地在汉朝四百年的统治中得到巩

固。所以说,今天汉民族居住的核心地区在秦汉时期已

经形成。

112 从内地到边疆:中华民族的融合和中国

疆域的形成

( 1)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内

展开的,有明显的自然边界。东南方向浩瀚的太平洋,西

南和西面的青藏高原、中亚荒原和北方的蒙古高原成为

了古代中国人不可逾越的障碍。四周天然的地理限隔,

形成了一个连续统一的地缘环境, 也使中国古代疆域成

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安全的空间。

根据地理环境和历史作用的显著不同, 这片广阔的

地理区域可以划分为内地、边疆和海外。当时的边疆线

以明代长城为走向, 经山海关、燕山、张家口、大同, 绕过

毛乌素沙地南端, 在兰州折向西南,经岷山、阿坝州和雅

安市东界到红河, 又由红河向东经十万大山至海。这一

线以东以南的内地是中国历史的 /核心地区 0,该区域汉

族占主体, 在中国历史上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一线以北

以西,蒙古高原、新疆地区、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组成了

中国历史的边疆。该区域地域广阔, 气候干旱,在经济上

基本属于游牧经济地带,是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的天堂。

中国重要的少数民族, 如满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

回族和历史上的匈奴人、鲜卑人、羌人、突厥人、契丹人、

女真人等都主要活跃在这个地方。再往外, 通过古代先

人艰难拓展的三条丝绸之路,即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东南

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茶马古道到达日本、朝鲜、琉球、东

南亚、南亚、中亚乃阿拉伯、东非、欧洲, 这就是海外了。

这不仅是地理的分界线, 也是民族和文化的分界线。三

个地带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 /天下 0。

( 2)在疆域拓展和中原汉族区与民族边疆区的相互

整合方面, 各朝代均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从秦汉到明清,

经过两千多年的空间扩张,外部达于自然边疆,内部结构

相互融合,逐步形成核心 ) ) ) 边缘的圈层梯度分布。明
清时期是古代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时期。 5明史 #地理

志一6载: /计明初封略, 东起朝鲜, 西据吐番,南包安南,

北据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

里。05清史稿#地理志一 6所载: /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

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

崖山º, 莫不稽颡内乡, 诚系本朝。于皇铄哉! 汉、唐以

来未之有也。0
( 3)在汉民族形成以来的 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时

期中, 中原王朝最大最主要的安全威胁,是来自陆上北方

游牧、狩猎民族的南侵。如秦汉之匈奴、唐之突厥, 宋之

契丹、女真,明之瓦剌、满洲,清之准噶尔, 他们与中原王

朝展开长期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争夺对 /核心地域 0的

政治、军事控制,造成一种有规律的、周期性的中原战乱。

几乎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 都将原 /核心地域 0的人口、

生产方式、文化、政治集团驱赶至大陆的 /边缘地带 0, 形
成新的文化融合、民族融合和政权再造。中原王朝由黄

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和岭南的珠江流域推进,除了运用武

力平定各地割据势力外,更多地采用人口迁徙、经济开

发、文化交流等手段, 长江、珠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最

终超过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流域,使中华民族的活动

空间不断拓展。

113 从中国到周边:中华文明的传播和东亚

朝贡体系的形成
中国文明是一种独特的古代文明,其主要特征是通

过文化的影响在东亚建立了一种朝贡体系。正如英国外

交家亚当 #沃森认为: /中华帝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 而

且是一种拥有宗藩结构的文明。0»亚洲大陆黄河、长江
流域孕育的中华文明,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渐渐辐射

到东北亚、中亚、东南亚以及更遥远的地方。历朝都有不

少的属国或藩邦, 如清朝的主要属国有: 琉球、高丽、蒙

古、越南、缅甸等, 它们形成了与中国的藩属朝贡关系。

这种 /核心 0地域对 /边陲 0地域的文化式支配, 直到在西

方商业殖民者入侵东亚之后,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宗藩朝贡制度作为古代中国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

制度,其建立的前提是政治上的臣属。从理论上讲,它是在

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理念的支配下,中国内部封建身份等

级制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起源于先秦时代的朝贡制度不

仅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途径,也是对外贸易和中国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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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 5简明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 原始社会遗址
图说6,中国地图学社, 1991年版,第 3- 4页。

5清史稿 6中表述的中国版图实际上是中国大陆版图,

是指除我国领海外的中国大陆概念。具体的说,这里的中国版

图是包括了整个陆地领土以及附近两个拥有大陆的岛 (台湾岛

和海南岛 ),但不包括中国领海,也不包括属于中国领海之领土

的南海诸岛。

周启鹏等: 5国外外交学 6,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7页。



化向外传播的媒介。明清时期,朝贡制度臻于完善,并以此

为手段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 /华夷秩序 0。

在政治上,朝贡制度除了维护封贡双方各自的利益外,

它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进行安全防御的一种手段。古代中原

王朝一直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对此历朝除武力对抗

外,主要采取 /怀柔0和 /羁糜 0的办法。朝贡制度的实施,是

贯彻这一政策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四夷外国的封爵、赏赐以

及朝贡贸易等形式,使其获利并感恩戴德,以减少边衅,和平

相处。

在经济上,朝贡制度充当了贸易的工具,在一定历史时

期内,朝贡是贸易合法化的标志。费正清认为: /对于中国的

统治者而言,朝贡的道德价值是最重要的;对于蛮夷来说,最

重要的是贸易的物质价值。0¹

在文化方面,朝贡关系加强了双方之间的文化关系,

朝贡制度是 /用夏变夷 0的途径。在对外关系领域,中国

统治者主张 /修文德以来之 0, 靠的是自己的文化优势。

从历史上看,在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国有所选择地汲

取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朝贡制度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二、古代中国崛起的特点和原因

大国崛起往往与地缘政治密切有关, 而一国的地理

环境、经济方式和思想文化等也是影响到该国崛起的主

要因素。与西方大国相比, 中国古代崛起的主要特点可

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211 重陆权、轻海权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地缘政治是不涉及海洋

的。古代中国除了南宋到明朝前期两百多年的时间,并

不注重海洋地缘政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大运河中

风帆往来、络绎不绝, 遗憾的是在我国东部的近海上,却

没有出现南来北往的航船。面对一张古代中国地图,会

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整个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城镇十

分稀少。今天中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大多是鸦片战争以

后在西方列强租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 却没有成为一个海

洋大国? 其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

其一是地理因素。中国是一个黄河中游发展起来

的民族,北边是横跨两千公里以戈壁和沙漠群为主的蒙

古高原,在中国史书上称为 /大漠 0, 又称 /瀚海 0。西边

是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青藏高原, 西北仅有丝绸之路一线

相连,东南是浩瀚的太平洋, 在古代条件下根本无法逾

越。在航海技术和海洋知识十分有限的古代,海洋对交通

的隔绝作用大于联络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岸地理形态

不同于环形的地中海形态。由于同周边海洋国家距离遥远

和古代航海技术简陋, 加之文明发展的不对称,中国无法同

周边海洋地区建立起规模巨大的对等交流。大海如同

高山一样成了古代中国隔绝外部世界的天然屏障。

其二是经济原因。中国人是一个定居的农耕民族,

在古代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中国的经济是一种自给自

足的农业经济。这种经济形式需要消耗的资源十分有

限,除了缴税也没有太多的剩余, 不存在发展对外贸易

的动因,因此中国古代的中西方贸易长期以来中国是出

超。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中国也从来没有产生经略海洋的

冲动,因为陆地的资源已经足够开发。1893年英国使节巴夏礼

来到中国要求通商,乾隆皇帝对英国人说: /天朝物产丰盈、无

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0º

其三是文化原因。中国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农

业和土地基础上产生的文明, 是一种守成的文明, 防御

的文明,和平的文明。长期主导中国古代政治的儒家思

想安土重迁, 重和谐不尚武力,对海外扩张以及发展海

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没有太大兴趣。万里长城是中国文

化的典型代表。

其四是政治原因。中国古代统治者长期以来重陆

轻海。明朝时期尽管出现过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 但

其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扬威海外。统治者不思进取并

无控制海洋的雄心, 相反,却严令禁止出海,特别是明清

时期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其五是安全原因。中国的战略安全重心在大陆, 从

而导致重陆轻海。纵观中国的历史,对中国有重大威胁

的因素,几乎都来自于塞北强大的游牧民族。为了对付

来自北方的威胁, 中国历代统治者, 从修万里长城到对

北方的游牧民族发动大规模的征战,都把大量的资源用

于北方的防御和维持北方的安定上,政治中心因此也一

直位于内陆。这当然限制了国家对富饶的沿海地区的

开发和利用, 也不利于全社会海洋取向的培养和发育。

212 守和平、重防御
中国尽管也有过国力极为强盛的朝代,但始终缺乏对

外扩张的强大动力。当大陆空间扩张到一定程度时,中国

的统治王朝就失去了进一步拓展的动力, 尤其缺乏向海外

扩张的动力。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相比,这一特点尤其

明显。东西方文化杰出的交流使者利玛窦曾明确地指出

过中国这种和平防御的国家性格: /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

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

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

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

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

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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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欧洲人。0¹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地缘政策的典型代表,最

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特点。在 1405) 1433年的 20多年间,

中国明朝的郑和七次率船队远航,船队规模之大, 人数之

多,武器装备之精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船队途经东

南亚、西亚、东非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其所到之处, 皆可武

力占领,不会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但郑和的船队每到一

处,均是尊重别国之宗教和文化,赠送礼物,建立友好外交

关系,或者确立一种册封和朝贡关系。这与 60年之后西

方航海家远航到这些地区和其他非欧洲地区的所作所为

相比,可谓天壤之别。1492年西方的航海家哥伦布的 4次

远航 ( 1492) 1504年 ), 达 #伽马的两次远航 ( 1497) 1503

年 ),以及后来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期的麦哲伦及库

克等人的环球航行,所到之处, 就是占领、杀戮和掠夺。为

什么如此? 这其中可以探索出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两

种文化的差异所致。º 西方崇尚力,中国崇尚礼;西方讲竞

争征服,中国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西方追求规模数

量,中国人讲 /过犹不及0;西方重视探求自然,目的是为了

征服自然,而中国文化关注人伦,目的是为了构建和谐的

社会。»

213 先融合、后统一
在世界文明史上出现过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

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大不列颠帝国、俄罗斯帝国、美

利坚帝国等,都是极富侵略和扩张性的帝国, 先后把众多

的国家和民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中华帝国在历史

上虽也有过短暂的扩张时期,但基本上是靠不断开发周边

地区,与周边地区不断进行经济、文化和民族的融合后实

现政治、军事的统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古代中国疆域形成有一个先融合后统一的过程。作

为一个疆域辽阔的历史文明古国,中国周边一直存在着一

些民族和国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分三步:

第一步通常是从各族经济文化的联系开始,这种联系有官

方的,也有民间的,有见于史载的,也有不见于史载的。民

间的联系往往早于官方,且不见于史载。在不断的摩擦、

交流中,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观念深入人心。第

二步是伴随着各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密切, 在政治上形

成一定的依附关系,从而正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

分。这种政治上的依附,通常是自愿形成, 而不是征服的

结果。第三步各民族的统治者为了私利发动征服战争,把

各族的地方自治政权, 变成直接统治的州县政权, 对边疆

地区实施更为具体的管理方式。明清时期, /改土归流0政

策在边疆地区广泛推行,这有效加速了边疆地区统治方式

的内地化趋势,为边疆、内地的 /一体化 0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开发、融合和统一是渐进的、长期的、和

平的,我们不能仅把第三步才看作是加入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的直接途径。

214 立足一角,逐鹿中原
东亚是中国历史展开的舞台。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独

立,自成一统。秦汉相继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并为确保

帝国的安全而进行了积极的拓边, 帝国的疆域基本上达到

这片地域的天然极限。统一的观念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

而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相当重要的

一部分。即使是在天下纷乱之际,逐鹿的群雄也大多怀着

重新统一天下的抱负。

逐鹿虽在中原, 真正能参与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

中原,而趋于四角。历史上, 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

的势力,大都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有一到两个

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 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

天下。周、秦、西汉、隋 (隋因袭的原因可追溯到西魏和北

周 )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其根基在关中,扩

展在两翼,决战在中原。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

下的先例。蒙元从塞北开始东征西伐。明朝和国民政府

据江南而北伐中原一统天下。清朝则先经营东北, 适时入

关平定天下。共产党打天下也是循着先定西北, 再争东

北,决战中原的轨迹。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果东西南北部在相当

时间内形成对峙形势,分裂局面将存在很长时间。总的来

说,西部对东部具有地缘优势、北部对南部具有地缘优势。

由于关中平原和关东的黄淮海平原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

祥地,形成了山东和关中两大基本经济区,政治、军事冲突

在地域上呈现出东西对立的特点。关中地区、西南地区位

于中国大陆地形的第二阶梯, 地形都易守难攻,只要把守

住边缘的战略要点,退可守,进可攻,对中原地区和江南地

区则具有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 中原、江南地区就会在战

略上受到关中、西南地区的逼视。南北分裂是中国历史分

裂的常态。南北的分界西起大散关,经过秦岭、大巴山、汉

水、桐柏山、大别山区到淮河流域。这条中国地缘政治的

分界线基本上与自然地理的南北方分界线重合。北部地

区对南部地区的地缘优势在早期是建立在人口和经济优

势之上的。但是随着南部的开发和人口的增多,北部地区

只保留了最重要的优势: 军事优势。历史上政治中心、军

事中心一直停留在北部地区,统一的中央王朝一般首先在

北方建立。历次中国内战,北方政权一直具有对南方政权

的优势。五千年历史上只有两个特例:朱元璋北伐和国民

政府的二次北伐。除了这两次北伐,南方发起的北伐都以

失败告终。而两次特例是都建立在相同的特殊性上,一是

北伐所要推翻的政权晚元和北洋政府都处于内忧外患中,

实力衰弱,已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二是时间不长, 政治中

心又回到了北方。可见,北方对南方仍具有地缘优势。

(下转 8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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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nanc ia l cr isis intensif ied and spread w orldw ide, the depth of affection also expands step

by step and ex tends from the bank ing sector to the real economy. Ch ina. s economy has inev itab ly been

affected and challenged. Them ain impact is like ly to lead to a nega tive grow th of exports, because Chi2

na. s economy h ighly depends on fore ign trade and the dependence ratio o f trade has been as h igh as 70

percen.t There are six transm ission mechan isms that financ ia l crisis impacts on Ch ina. s expo rts, inclu2
ding demand, exchange rate, trade po licy, price, trade finance and trade chai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affection, China should carry out some coun termeasures to cope w ith the financ 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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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束语

通过对中国古代崛起的历史进程和特点的分析,我

们不难发现,中国地缘空间的扩展、宗藩朝贡体系的形成

及其运转, 主要是凭借文化、贸易等和平方式, 特别是中

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强调王道和霸道的区

别,以德治天下,实现世界大同及和谐世界, 从而在东亚

形成了两千多年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如英国历史学

家汤因比指出的, 中国古代的经验对于当代世界仍具有

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看到中国历史上这种地缘思想和实践的积极意

义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它的消极作用,比如中国中心论,

长期以来中国有着狂妄自大、唯我独尊、天朝大国的心

态,一旦失败又自暴自弃,不能以平等态度对待邻邦, 缺

少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外交观念; 对外交往只求来朝, 不

求实惠,甚至反而给予恩惠等。

中国是一个绵延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中国的现在是

由中国的过去发展而来的。中国古代有着与西方不同

的丰富的地缘政治思想和经验,强烈地影响着古代乃至

当代中国的崛起方式和对外交往,其中好的传统我们应

当继承和发扬, 一些消极的东西应当避免和摒弃, 或许

这正是今天的中国人在实现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应当记

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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