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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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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汉唐时期是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发展的起步阶段 ,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 ,“诸国辐辏 ”的朝贡体系 ,尽

管此期中国对南海诸国的印象有虚有实 ,还不清晰 ,但双方的贸易、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形成了“互利互惠 ”的

贸易关系和文化多元的“生活圈 ”,奠定了后世双方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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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多数史家皆认为 ,自宋代 ( 960～

1279)始 ,中国的海外贸易及与南海诸国的关系出

现了重大的变化 ,尤其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之后 ,

海上交通呈现出新的高峰。但指南针尚未普遍应

用于航海之前 ,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是怎样的

呢 ? 学界对此有很多断代的认识 ,本文试图在前人

的基础上对宋代以前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作一

梳理。

本文研究的时限是汉唐时期 ,即从公元前 2世

纪至公元 10世纪 ,其间共历西汉、东汉、三国、西

晋、东晋、宋、齐、梁、陈、隋、唐十一朝。以汉代为上

限是因为自秦始皇统一岭南 ,中国与南海的关系才

走上历史前台 ,秦朝在统一岭南三年之后即灭亡 ,

因此 ,与南海诸国实质性的交往自汉代始。

本文所说“南海诸国 ”,以分布于今日南海周

边的东南亚早期国家为主 ,以经由南海而来与中国

互动交流的印度洋国家亦略有涉及。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 ,今日越南北部一带在汉唐时期属于中国的

郡县 ,不在“南海诸国 ”之列。

有关汉唐时期南海诸国的史料 :以正史

为中心

中国历代正史共有二十四史 ,其中记载唐代及

唐代以前历史且涉及南海诸国的共有十三史 ,即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南史 》《隋书 》《旧唐书 》

《新唐书 》。

正史多立有外国传 ,传统上称为《夷蛮传 》,专

门记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周边国家和民族。

司马迁《史记 》编有《匈奴列传 》,开创了正史记载

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先例。其后 ,班固《汉书 》仿司

马迁编撰了《匈奴传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西域

传》,其中《汉书 ·地理志 》粤地条保留了珍贵的南

海航程纪录 ,为南海诸国早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大

量宝贵资料。

范晔《后汉书 》继承《汉书 》的体例 ,有关四夷

的传记有《东夷列传 》《南蛮西南夷列传 》《西羌传 》

《西域传 》《南匈奴列传 》《乌桓鲜卑列传 》。其中

《南蛮西南夷列传 》编撰了《南蛮传 》,使得《后汉

书 》成为第一部列有《南蛮传 》的正史。

陈寿《三国志 》虽未专列《四夷传 》,但在《三国

志 ·魏书 》中仍列有乌丸、鲜卑、东夷诸国传 ,只可

惜限于义例 ,没有在《三国志 ·吴书 》中编撰南蛮

诸国的专传。及至沈约修《宋书 》①,专设《夷蛮传 》

记载四方蛮夷。此后《南蛮传 》成为正史列传中不

可或缺的部分 (《陈书 》例外 ) ,历代《南蛮传 》所列

国家数目有增有减 ,内容多记各国风土人情。《宋

书》记载的南海诸国有林邑、扶南、诃罗陁、诃罗单、

媻皇、媻达、阇婆达等国。《宋书 》保存了许多珍贵

的原始文献 ,如南海诸国的朝贡表文 (相当于国

书 )、刘宋皇帝的回应诏书。更特别的是 ,《宋书 》

还记载了许多佛教史料 ,存录有《白黑论 》全文、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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侣小传。

《南齐书 ·东南夷传 》与《晋书 ·四夷 ·南蛮

传 》都仅记林邑、扶南两国史事 ,但内容上不尽相

同 ,具有互补性。

《梁书·诸夷传 》有海南诸传 ,后《南史 》有关

南海诸国史事多因之 ,记载有林邑、扶南、盤盤、丹

丹、干陁利、狼牙脩、婆利国、中天竺、师子国等国。

各类记载 ,资料丰富 ,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梁朝与南

海诸国朝贡贸易的历史图像。

《陈书》虽无《南蛮传 》,但在本纪和列传中保

存了关于南海诸国的不少史料。《南史 》有《夷貊

传 》,主要是综合《宋史 》《南齐书 》《梁书 》等书之

《南蛮传 》,史料价值不大。

《隋书·南蛮传 》关于南海诸国的史料尤其值

得关注。隋炀帝派刘方讨伐林邑、遣常骏出使赤

土、真腊崛起、婆利入贡等重要史事 ,《隋书 ·南蛮

传 》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其中“真腊 ”是首次出现于

中国正史。真腊的前身是扶南 ,汉唐时期的正史从

侧面记录了这个王朝近七百年的历史。

最后是《旧唐书 ·南蛮传 》与《新唐书 ·南蛮

传》,两书所记载的南海诸国不尽相同 ,合计有林邑

(环王 )、婆利、盤盤、扶南、真腊、陀洹国、河陵、堕

和罗、堕婆登国、瞻博、室利佛逝、名蔑、单单、骠等

国。唐代 ,南海诸国不仅纷纷前来朝贡 ;还有很多

国家前来互市贸易 ,特别是骠国远道前来献乐 ,别

具文化交流意义 ,这些史料在两唐书中都有比较详

实的记载。

由于古代南海诸国缺乏文字史料 ,中国正史记

载年代清楚 ,且具有连贯性 ,是研究南海诸国 ,尤其

是东南亚地区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从中心到边缘 :汉唐时期“诸国辐辏 ”的

朝贡体系

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说过 :“如果不谈奴隶 ,不

谈附属性经济 ,欧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样 ,如果不

谈其国内的未开发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 ,中国也是

不可理解的。”[ 1 ] ( P117)布罗代尔所说的就是周边民

族及国家与中国的附属性朝贡体系。

“朝贡”一词首见于《汉书 》记载西域诸国时所

用“修奉朝贡 ,各以其职 ”[ 2 ] (卷 100下《叙传下 》, P4286)
一语 ,

《后汉书 》中已多次使用 ,到了唐代 ,“朝贡 ”已频频

见于各种典籍 ,后来的历代正史中 ,“朝贡 ”几乎成

了中外官方交往的同义词。基于华夏文化中心意

识和大一统的理念 ,中国古代的君臣往往将一切对

外关系描述成“来朝 ”、“来贡 ”的臣属关系。

按亲疏程度 ,朝贡可分为实质性的朝贡关系

(多有册封文书及书面规定 )、礼仪性的朝贡关系

和名义性的朝贡关系。南海诸国多半属于名义性

的朝贡或礼仪性的朝贡。

古代中国以天朝自居 ,将四周未开化的少数民

族和国外的藩属皆视为蛮夷之邦 ,从而构成一个从

中心到边缘的民族文化体系和国际关系体系。南

海诸国被列为南蛮之一 ,与东夷、北狄、西戎一起环

拱中国 ,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 ,建立彼此的关系 ,自

然而然地将华夏文化远播于周边少数民族及国家 ,

形成“由近及远 ”、“诸国辐辏 ”的局面。

汉唐时期 ,中国与南海诸国基本维持和平共处

的格局 ,在与南海诸国的交往中 ,对与中国保持实

质性或礼仪性朝贡关系的国家 ,只要他们不公开藐

视中国 ,按既定制度称臣纳贡 ,或者不朝贡也无妨 ,

中国一般不干涉其内政 ;对与中国保持名义性朝贡

关系的国家 ,各国是否朝贡完全是一种自愿行为。

中国能与南海诸国维持和平局面 ,与中国传统

的德治思想密切相关 ,德治思想应用与外交就成了

怀柔 远 人 的 政 策。孔 子 曰 “近 者 悦 , 远 者

来 ”[ 3 ] (《子路篇第十三》, P139)
,又曰“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

来之。既来之 ,则安之 ”[ 3 ] (《季氏篇第十六 》, P172)
,对待异

民族理想的方式是通过道德感化使他们心悦诚服

地来朝贡。在古代中国 ,“四夷来朝 ”被看成是德

之远播与感化的结果 ,也是太平盛世的一个重要标

志 ,如唐代贞观、开元之际为中国著名的鼎盛时期 ,

“来朝贡者多也 ”[ 4 ] (卷 197《南蛮、西南蛮传 》, P5286)
。

虚与实 :汉唐时期对南海诸国的地理印象

由于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发展缓

慢 ,加之保存的文献资料有限 ,中国对南海诸国地

理的认识多介于“虚拟想象 ”和“历史真实 ”之间。

诚然 ,古代南海是我国海上交通的重要区域 ,

但历史上的南海诸国所指的范围并不固定 ,而是在

不断变动的。其范围的核心指向是南海海域 ,但其

交流的对象包括所有经南海而来的国家 ,主要是今

东南亚地区的早期王国 ,有时也包括印度洋沿岸

国家。

依距离的远近 ,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呈现出

亲疏不同的等级。首先 ,中南半岛沿岸国家如林

邑、扶南 (后来的真腊 )及其属国与中国关系最为

密切 ,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全方位、

多层次交流。其次 ,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

岛、婆罗洲 (加里曼丹岛 )一带的古国与中国有着

颇为频繁的贸易往来。再次 ,印度洋沿岸国家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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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师子国 (斯里兰卡 )僧侣、商人 ,甚至大秦 (伊

朗 )、大食 (阿拉伯 )商人与中国间断性的贸易和宗

教文化交流。值得注意的是 ,汉唐时期 ,在“南海 ”

的东部海域 ,从菲律宾群岛到印度尼西亚群岛之

间 ,尚未成为中国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线 ,这说明 ,此

时这一区域的原始部落尚未兴起强大的国家 ,无法

与中国发展实质性的贸易 ,更无法进行官方的交

流 ,因而未被纳入朝贡体系国家 ,中国典籍也未很

少加以记载。

从中国一方来说 ,汉唐时期 ,中国各代王朝很

少派遣使者出使南海诸国 ,或许因为航海技术的局

限 ,无法适应恶劣的海上天气 ,直到宋代 ,随着海外

贸易的发展 ,出现了许多航海地记、笔记 ,“西南

海 ”、“东南海 ”等词汇才逐渐出现 ,以后又衍生出

“东洋 ”、“西洋 ”等区划 ,对“南海 ”东部流域的吕

宋、苏禄等古老部落邦国的记录才渐增多 ,认识也

从虚拟想象逐渐地真实化。

中国王朝对南海诸国认识不够积极既有国策

的原因 ,也有文化的原因。从国策来说 ,汉唐时期 ,

中国历代王朝的外患威胁主要来自北方 ,来自海上

的威胁尚未像明清时期那样紧迫 ,所以多“重陆轻

海 ”、“重北轻南 ”,对南方不像对北方那样刻意经

营。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 ,交趾 (越南北部 )纳

入中国版图 ,其间交趾所指范围虽时有变化 ,但中

国南方的领土范围一直未有大的变化 ,直到五代十

国 ,交趾 (安南 )走向独立 ,南方领土才有实质意义

的改变。从文化上说 ,由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衍生

的“怀柔远人 ”的政策 ,希冀的是“四夷来朝 ”的局

面 ,所以在南海诸国对中国王朝不构成任何威胁 ,

且又主动亲近中国王朝的形势下 ,中国王朝多是通

过自身强大的经济文化磁力吸引南海诸国朝贡于

中国 ,而不是主动出击 ,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修文

德以来之 ”。

从“厚往薄来 ”到“互利互惠 ”:汉唐时

期与南海诸国的海上贸易

在唐代以前 ,中国与南海诸国的贸易基本上是

“厚往薄来 ”,随着朝贡国家的增多 ,逐渐向“互利

互惠 ”发展。朝贡制度包括朝贡国一称臣纳贡和宗

主国册封赏赐 ,是以宗主国为主体的双向交往制度 ,

如果没有利益上的互惠互利 ,朝贡制度是很以维

系的。

在贡封双方的交往中 ,各自的利益点并不完全

相同。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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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 P139) 。当然 ,

汉唐时期 ,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 ,可以说是同期

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 ,因此 ,也不乏专为“慕名 ”、

“慕义 ”而来的远人 ,如南海周边的越南以及东海

周边的朝鲜、日本 ,但更多的却是为“慕利 ”而来。

在“慕义 ”的幌子下 ,朝贡国的真实动机多是追求

物质利益 ,此点 ,中国王朝也是心知肚明。《文献通

考 》就清楚地指出 :“岛夷朝贡 ,不过利于互市赐

予 ,岂真慕义而来 ?”[ 6 ] (卷 331《四裔考八 》)

既然如此 ,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在对外交往

中固守朝贡制度呢 ? 原因有二 :一是基于现实利益

的考虑 ,二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现实利益来说 ,通过封赏和朝贡贸易 ,朝贡

国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而中国不仅得到朝贡国

对自己宗主地位的承认 ,更重要的是 ,通过与边境

少数民族和邻国建立稳定的朝贡关系 ,中国获得了

安定的周边环境 ,从而达到“守在四夷 ”的政治目

的 ,这是古代中国最大的利益所在。

当然 ,整个汉唐时期 ,在不同的阶段 ,双方的利

益点也在不断地变化。唐代以前 ,南海诸国进献的

贡物对中国王朝的财政基本无足轻重 ,但到了唐代

中后期 ,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 ,贸易税成为政府财

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为管理与南海诸国的贸

易 ,唐朝在广州专门设立了市舶机构 ,专司抽税 ,除

进贡给皇室的用品外 ,其余各类用品都要纳税 ,数

量相当可观。同时 ,随着南海诸国文明的进步 ,他

们也不再单纯地追求物质利益 ,而是同样注重科学

文化的吸收 ,正如严中平所言 ,“在亚洲 ,中国便成

为友邻后进国家仰慕学习的对象 ,他们在政治上乐

于自居中国藩属地位 ,以便在经济上取得中国的物

质利益和科学文化上向中国学习 ”[ 7 ] ( P180) 。所以 ,

到唐朝中后期 ,中国与南海诸国的贸易已经从早期

“厚往薄来 ”的模式发展到了“互利互惠 ”的新

模式。

从文化影响来说 ,中国历来崇尚节俭 ,强调重

义轻利 ,不鼓励大量进口奢侈品。汉唐时期 ,中国

本身物产丰富 ,南海诸国的出口商品 ,如宝石、香料

等 ,对中国来说基本属于奢侈品 ,所以 ,历代君王都

不主张大规模进口 ,而朝贡制度一方面可以维系双

方的贸易 ,另一方面刚好可以限制双方的贸易。到

明清时期 ,朝贡体系对贸易的限制作用日益成为中

国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 ,从而成为中国

不能从内部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原因之一。

多元文化“生活圈 ”:汉唐时期与南海诸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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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文化交流

由于中华文化主张内省 ,汉唐时期的历代统治

者对文化传播并不积极主动 ,而是“修文德以来

之”,因此 ,中华文化多以间接的方式传播于世界各

地。唐朝规定 :“蕃客入朝 ,并引向国子监 ,令观礼

教。”[ 8 ] (卷 34, P6下 )
通过履行朝贡礼仪、遣使册封、颁正

朔、赐历书等形式 ,中华礼乐文明潜移默化地影响

周边国家和民族。当然 ,文化具有极强的民族性 ,

一个民族是否接受另一个民族文化的感染甚至同

化取决于前者对后者的认同程度。十世纪末 ,高丽

王国的一位大臣曾建议本国朝廷 :“华夏之制 ,不可

不遵 ,然四方习俗 ,各随土性 ,似难尽变。其礼乐诗

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 ,宜法中华 ,以革卑陋 ;其余

车马衣服制度 ,可因土风 ,使奢俭得中 ,不必苟

同。”[ 9 ] (卷 93《崔承老传 》)
此话虽说的是古代朝鲜对待中

华文化的看法 ,但其他周边国家 ,如日本、琉球以及

本文所涉及的越南也基本持相似的态度。这反映

了越南等周边国家对中华文化是有选择的吸收 ,是

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

从而在东亚 (包括南海诸国 )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

的多元文化“生活圈 ”。

这种多元性的文化“生活圈 ”首先体现在宗教

文化交流方面。汉唐时期 ,中国与南海诸国之间的

文化互动最为盛行的是佛教的传播和交流。在此

时期的中国典籍中 ,除了记载了为数众多的佛教国

家之外 ,还保存了非常丰富的佛教史料。双方透过

商人、僧侣、使臣的往来 ,在南海及其周边交织成了

各族文化交流的网络 ,其意义非同凡想。

其次 ,这种多元性也体现在艺术文化的交流方

面。汉唐时期 ,中国与南海诸国在音乐、舞蹈等方

面有着长期的想互影响 ,其中可以“骠国献乐 ”为

代表。骠国是今日缅甸北部的一个古老王国。《旧

唐书 ·骠国传 》载 :

(骠国 )古未尝通中国。贞元中 ,其

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 ,心慕之。十八年 ,

乃遣其北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 ,又献其

国乐凡十曲 ,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

演释氏经论之词意。寻以悉利移为试太

仆卿。[ 4 ] (卷 197《骠国传 》, P5286)

“贞元 ”为唐德宗年号 ,贞元十八年即公元 802

年。这次献乐不仅规模庞大 ,而且内容相当丰富。

从乐曲来说 ,《旧唐书 》记载的是十曲 ,《新唐书 》则

载有十二曲 ,并有详细的曲名 [ 10 ] (卷 222下《骠国传 》, P6314)
,

当为十二曲 ; 从乐器来说 , 有“工 器 二 十 有

二 ”[ 10 ] (卷 222下《骠国传 》, P6312)
;其他还有很多表演服饰和

舞姿。这次献乐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 ,对当时中

国的乐坛、舞坛产业了一定的影响 ,很多文人对此

有 专 门 记 载 , 如 唐 次 《骠 国 献 乐

颂 》[ 10 ] (卷 222下《骠国传 》, P6314) 。

实际上 ,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其他艺术文化

交流 ,在中国正统典籍的记载中都是最为薄弱的 ,

古人记录的重点都是以朝贡关系为主 ,这说明 ,双

方实际的艺术文化交流会比我们从史料中所见的

广泛深刻得多。总之 ,汉唐时期 ,中国与南海诸国

的关系 ,无论是当时人的体验 ,还是我们今天的认

识 ,总体上是模糊的 ,有虚有实 ,但基本轮廓是可以

明确的 ,即在政治上讲求和平共处、经济上讲求互

利互惠、文化上讲求多元发展。以史为鉴 ,汉唐时

期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模式或许对今天中国与

东盟国家一体化不无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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