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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專名考

*施存龍，中國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名源問題是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問題。“中國”一詞的涵義，粗看似乎是常識問題，然而，

“中國”在不同歷史時期，有時即使在同一時期，在不同場合、不同對象中使用，其涵義也各有不同。

本文分為六部分：一是探討“中國”一詞由來，否定始於堯舜時說，考得最早見於距今三千年前

西周遺篇反映將商代稱為“中國”；二是舉各種文獻實例分析“中國”一名在先秦時期有五種不同涵

義的應用和演變；三是在指出秦代中國統一之後，着重論證從漢代開國初，就以“中國”稱全國領

土、人口、中央政權的情況；四是論證漢以後國家統一時期的唐、宋、元、明、清各代以“中國”稱

全國的史實；五是指出漢以後，處於割據、分裂時期對“中國”一詞的特殊應用，以及個別作者仍有

把“中國”當作中原、內地等舊概念使用的殘餘現象；六是附帶介紹中國古今別稱。 第三部分是全文

的重點。

尚未有國家，就不可能有“天子”、“天子”是周代

才出現的，舜充其量不過是黃河中游一帶部落聯盟

的領袖而已。既然尚不存在“天子”、“帝”，也就

無所謂“京都”，  不過是部落聯盟中心罷了。

據當代考古成就證明，中華民族祖先成立第一

個國家，是治水專家大禹兒子夏啟所建的夏王朝，

距今三千多年。（2）祇有到夏啟時有了國的實體，才

談得上有“國”，進而有“中國”的概念產生。

二、最早有“中國”觀念的是商代，最早記其名

的是西周文獻。

我們說“中國”觀念起源於商代，是以殷墟出土

甲骨文卜辭中“土”、“方”、“或”的演變，和東

南西北中五方觀念的關係研究而得的。

正如甲骨文專家葉玉森所說：“殷人稱國曰

方，如土方、馬方、羊方、井方、盈方、苦方等的

國名。卜辭言‘告方出’，即言某國出寇告於列祖

也。”卜辭中所謂“四土”、“四方”是與自認為自

己居於“中土”、“中方”的商直轄統治區對應而形

成的。如“四方受禾”的“四方”是對商的“大邑”

“中國”概念由來及其最早應用

一、“中國”之名并非堯舜時就有

從先秦遺存的古籍中，最早見有“中國”二字當

稱《孟子》的〈萬章〉篇。該篇講夏代以前的舜事蹟，

說堯不把帝位傳給兒子，而傳給賢能的舜，舜不肯

又讓給堯的兒子去當，而諸侯不擁護不賢能的堯之

子而擁戴舜，於是舜才從避位的外地回來，“之中

國，踐天子位焉。”（1）是否由此可以證明在舜時就

有“中國”名稱了呢？我認為絕不可能。因為堯舜祇

是傳說人物，即使實有其人，由於當時尚未出現國

家，祇是個大部落或部落聯盟而已。《孟子》是距堯

舜時代約二千年的後人根據傳說（當時尚未出現文

字記載）而寫的書，不免用二千年後的春秋戰國時

人的眼光和習用政治名詞“中國”、“天子”等套在

距其二千年前原始社會的傳說上，所以不足信。有

今人把這個“中國”解釋為京都，按《孟子》文意說

得過去，按史實卻講不通。道理很簡單，舜時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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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二冊頁 2310 ，釋“國”字，中華書局，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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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首都而言，到帝乙帝辛（即殷紂王）卜辭“四方受

年”則已進而對整個廣大的商統治區而言。而商甲

骨文中又出現“或”即“國”字趨於代替“土”和“方”。

反映在《尚書》的〈周書．康誥〉和青銅器上金文這

一脈絡更為明顯。前者以“東土”、“東國”並用，

而在青銅器銘文如宜侯 （ce，古同側）簋（gui）、

班簋等皆通用東或（ 、國）。《詩經．韓奕》均用

“國”。《詩經．蕩》便用“中國”稱商。《詩經》中

〈民勞〉、〈嵩高〉以“中國”對應“四方”

現在能考到的“中國”一名，最早見之於距今將

近三千年前後的周代文獻中。這些文獻稱被接管的

前代即商殷王國為“中國”。如“上古之書”《尚書》，

其中〈周書．梓材〉篇是西周武王滅亡殷商後輔政大

臣周公的政策性講話。他說：“皇天既付中國民越

厥疆土於先王”（3），意思是說上天既然把中國的臣

民和疆土託付給先王（周文王）。這裡的“中國”，

雖出於周公之口，但他所指的事情是說如何把接管

過來的殷商王朝的臣民和故土治理好。又如反映周

代民間呼聲記錄的詩歌《詩經》中的〈大雅．蕩〉，

是詩人借前人周文王斥責殷紂王的話，指責西周厲

王（前 849 - 842）無道：“女（汝） 恷（咆哮）於

中國”（你對全國飛揚跋扈），“內奰（bì、憤怒）於

中國”（全國人民積怒於胸）。（4）所以，儘管在遺存

的《商書》中找不見“中國”一詞，此兩句中的“中

國”，倖存於周代人的文獻中，周代人回溯記憶猶

新的前代即商代時，明指為商王朝，由此可以認

為，始記“中國”一詞的是西周，始被稱“中國”的

是商代。為甚麼西周會承認商國為中國，並認為自

己取替其統治地位後也代表中國呢？這與商王朝統

治中心設在中原即今河南省境，而西周統治中心設

在陝西中東部也還是黃河流域中游地區相關。

因此，我讚同范文瀾校長在《中國通史簡編》中

所說：“《尚書．梓材篇》、《詩．大雅．蕩篇》稱

商王國為中國。因為商王國在當時各小國中，政治

經濟文化都被公認為唯一的中心國。《詩．大雅．

民勞篇》稱宗周和遵守周禮（制度）的諸侯國為中

國。東周時期北方諸侯自稱中國，稱楚、吳、越等

南方國為蠻夷。楚、吳、越稱北方國為中國或上

國。秦佔有宗周舊地，卻被中國諸侯看作戎狄。中

國這一名稱，含有地區居中的意義，但更重要的意

義則是指傳統文化的所在地。”（5）

該書在講周代地理學時還說：“西周到戰國，中

國（西周初，中國是指黃河北商國，〈禹貢〉所謂冀

州）的疆域繼續在擴大，凡華夏文化到達的地方，都

稱為中國或海內，中國以外土地叫做四裔或海外。”（6）

所以，我不太同意中國社科院陳可畏先生所論

〈梓材〉和〈蕩〉所指的“中國”是指周天子直接統

治的王國。（7）

三、“中國”觀念的由來

廣東有位學者說：“先秦時期，包括我國華夏

民族在內的世界許多古老民族或文明古國，在建構

自己的文化系統時，也就是形成文化圈時，都不約

採自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 1冊頁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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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地把‘自我中心’定義為核心。中國、古巴比

倫、古印度，都曾稱‘中國’；古埃及人、阿拉伯

人、希臘人，甚至古代美洲三大古族（印加、瑪雅和

阿茲特克人），都表明自己是‘世界中心’，（⋯⋯）

所產生的效果是自我中心的錯幻。”不過，上述這

些自命為“中國”的文明古國，並沒有堅持下來，沒

有以此為本國的代稱。唯有我國以“中國”自稱三千

多年，並且後未成為歷史上我國全國的代稱，以及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

由於華夏族聚居於黃河中游，建國家於其地，

便自以為居天下的中心，把周圍地區視為“四方”或

“四夷”、“四海”，所以自稱為中國。

先秦時期“中國”一詞的多種涵義應用

一、在秦代以前，“中國”一詞並不專指一種概

念，而是應用於多義，這就需要我們區別對待，否

則難以理解或產生不應有的誤解。

“中國”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不同對象乃至不

同作者，有不同涵義的應用。

一是作京都用。何尊銘文記載周成王五年四月

誥命：“余其宅茲中國，自之義民。”意即要建都於

天下的中心以統治民眾。上述《孟子．萬章》所謂

“之中國”，孟子原意顯然是說“去京都”。因為他

說舜為讓位給堯兒子，而離開政治中心，避到外地

去，而這個外地仍在他們自己統治區內，並未遠走

高飛，  乃在廣義的“中國”之內。

二是西周時對周天子直接統治區的稱呼：如

《詩經．大雅．民勞》說：“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8）漢代毛享註釋為：“中

國，  京師也。”也就是指京都。筆者不完全同意，

認為今人程俊英解說較貼切：“中國，指西周王

朝直接統治的區域，即王畿，因四方都有諸侯，故

稱為中國。”（9）按王畿可以包括郊野，所以這裡所

說的“中國”，已超出京都的範圍，但尚不包括諸侯

國在內，因此並不能代表全國。

三是指包括某些諸侯國的東周國境。《四書．

中庸》稱按其標準去做，“是以聲名洋溢於中國，

施及蠻貊。”（10）今有人將此句譯析為“因此，聖人

名滿中原，並傳播到化外的蠻荒之地。”（11）我看未

必貼切。按中原通常指今河南省和相鄰的陝西中東

部、山西南部。而這裡教導如何當聖賢的人孔子本

　 宋版《尚書》載“中國”

（宋）蔡沈註《書經集傳》，世界書局影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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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不是中原人而是當時周疆土東北的魯國人，所

以不會僅指中原地區，而是指包括魯、齊等諸侯國

在內的“化內”，也就是他心目中的文明地區。《史

記．吳太伯世家》：“武王克殷，  封其后為二：其

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蠻夷。”（12）按虞國指今

山西平陸一帶，吳指今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地區。

虞並非周天子的直接統治區，而是諸侯國。可見這

個“中國”已包括某些親近的諸侯國。

《史記．吳太伯世家》又記：“夫差十四年，吳

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越春秋》佚

文：“吳越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掘江通淮。”北

魏酈道元《水經注．淮水》中說到吳越春秋時的歷史

說：“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

城（⋯⋯）”（13）沒有把江南的吳國算作中國之內。故

不能不理解為指中原中央及各分封國。

四是泛指中原地區或在該地區的中央政權。《詩

經》中〈小雅．六月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

中國微矣。”《莊子．田子方》：“吾聞中國之君子，

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14）《韓非子．孤憤》：“夫

越雖國富民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15）

《吳越春秋》記春秋時越王勾踐遷都琅邪後“自

越滅吳，中國皆畏之。”今人譯白為：“中原各國都

怕它。”（16）這裡的“中國”，也應理解為指中原各

國。因為，雖然勾踐是擁護中央政權周天子的：

“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

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

河以攻秦。”（17）但在當時的觀念，認為吳越是偏遠

之地，不算在“中國”之內。同時人穀梁赤所著《春

秋》三傳之一的《穀梁傳》中，說到“昭公不在乾侯，

中國不存公”，註曰：“中國，猶國中也。”（18）意

思是說，昭公出走了，不在國內。

二、秦代趨向將“中國”用於指全國

《史記．天官書》提到秦代觀念：“及秦併吞三

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

在東南，（⋯⋯）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

隴、蜀，尾沒於勃、碣。（⋯⋯）其後，秦遂以兵滅

六王， 併中國，外攘四夷。”（19）意思是：到秦併吞

六國時，黃河以南算是中國。中國的山川為東北走

向， 它的維脈，頭在今甘肅、四川，尾在勃海、碣石

一帶。秦國終於滅了六國，併吞周天子直轄區即所謂

“中國”，向外攘除夷狄。有必要指出，前者所說的

“中國山川”已指秦代統一時的全國領土，而後面所說

“併中國”則是回顧併吞其它諸侯國，專指公元前256

年秦昭王滅掉掛名的周天子赧的直轄領地。（20）這個

領地王畿此時已被擠在韓國的三川郡（黃河、濟水、

伊水之間）（21）即洛陽一小塊地方。

在《史記》中，對春秋時的“中國”，有時還往

往指中原各國。如〈越王勾踐〉中三處用“中國”一

詞：“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

室。”若把“中國”解釋成是指周天子，豈不與勾踐

“尊周室”矛盾了嗎？所以是指中原各國，如山西的

晉，山東的齊。又說越王“無強時，越興師北伐

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強。”此中“中國”也是指與

中原諸國爭雄。最後太史公說越王勾踐“北觀兵中

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意即既向北到中原各

諸侯國耀武揚威，又能尊崇周朝王室。

“中國”成為全國專稱應始於漢初

當代編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地理卷沒有列

“中國”一詞，《中國文化史詞典》也未列。《漢語

大詞典》列了，但祇介紹該詞的多種釋義，未涉及

起源和何時開始代指全國。

上世紀30年代編寫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列

有此詞並註釋其起源，卻很籠統含糊：“我國自稱

之名，上古之時，建國於黃河流域，其四方均蠻夷

戎狄，以己國在中，故稱中國，亦曰中華。”（22）沒

有說清楚“上古”何時，“建”的何國名？“黃河流

域”範圍很大，指建在其中何處，均未回答。

當代大型工具書《辭海》的“中國”條釋文稱：

“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始專指我國家全部領

土，不作他用。”未說具體依據和情況。（23）此提

法，恐不符史實。不錯， 19世紀中葉如道光時，林

則徐〈擬諭英吉利國王檄〉說：“大黃、茶葉、湖絲

等類，皆中國寶貴之產”、“中國所行於外國者，

無一非利人之物。”（24）這裡的“中國”無疑是代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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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國的全國。我不知道有的工具書所謂以“中

國”稱全國始於 19世紀中葉的提法，是否據此而得

出的，不過，不論是否以林則徐文章為據，此種論

斷是不符合史實的，而所謂起於民國說，也一樣。

因為早在 17世紀清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與

俄國所訂兩國《尼布楚界約》，前言第一句“中國大

皇帝欽差分界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議政大臣索額

圖”；條款正文第一條“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亦

為兩國之界：河以南諸地盡屬中國，河以北諸地盡

屬俄國”；第四條“現在俄民之在中國，或華民之在

俄國者”；在滿文本漢譯和俄文本漢譯中亦稱“中

國”，但“華民”則分別譯作“中國之人”和“中國

人民”。（25）清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簽訂的中俄《布

連奇界約》中第一句即稱“中國政府為劃定疆界

事”；約中劃國界稱：“北自恰克圖河流之俄國卡倫

房屋，南迄鄂爾懷圖山頂之中國卡倫鄂博（⋯⋯）作

為兩國通商地方。”（26）可見17世紀的清代已稱全國

領土為中國、全國人民為“中國人”，包括滿族在

內。

我們還可以從清前期皇帝的諭令中，獲得證明清

前期在最高統治者心目中，已用“中國”來指全中國

領土。如雍正五年（1727）就宗教問題諭內閣九卿

說：“凡中國、外國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

（⋯⋯）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

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

（載〈上諭內閣〉第十四冊，雍正五年四月，清刊本）

當代另一重編的工具書《辭源》“中國”條註釋

說“後成為我國專稱”，除引述本文前引的《中庸》

那句話作證外，又引《漢書．陸賈傳》稱中國為西漢

全國一段話。這就是說，稱中國為全國始於《四書》

或《禮記》的《中庸》，至遲在西漢初已流行。（27）

我以為這一釋文接近史實，但還不夠確切。因該書

還把吳國即長江下游今江蘇地區當蠻夷地。筆者考

得，《漢書》陸賈這段話並非最早出於《漢書》，而

是最早出於《史記》。按《漢書》是東漢班固繼承其

父班彪的書稿續編，於漢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

未完成全書而去世，由其妹等續完。而司馬遷完成

《史記》要比之早一百八十多年。（28）

《史記．陸賈傳》寫道：“及高祖時，中國初定，

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

王。”（29）另據《史記．南越尉佗傳》介紹，  南越王

趙佗原是秦始皇時恒山郡（漢初改稱真定國，分封諸

侯國之一。在今石家莊市）人，派他到南海郡龍川縣

《禮記》載“中國”

（宋、元）陳澔註《禮記集說》卷三〈王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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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廣東省龍川縣）當縣令。秦亡， 佗即併吞桂林郡、

象郡等地，自立為南越王。（30）劉邦建漢帝國後，於漢

高祖十一年派陸賈勸他歸漢國。陸對趙說：“足下中國

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欲以

區區之越（按：通“粵”字，指今兩廣）與天子抗衡為

敵國，禍且及身矣。”接着對趙佗講全國政治形勢云：

“皇帝〔施按：指漢高祖劉邦〕（⋯⋯）繼五帝三王之

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

剖判，未始有也。”（31）該傳所叙述是西漢開國事，陸

賈是漢高祖時的政論家，外交家。

由以上《史記》兩篇記叙漢初

政事文獻可以看出，漢高祖重新統

一全國後，已把全國領土統稱為

“中國”了。如果僅指中原一區之

地，還談得上“中國之人以億計”

嗎？

在《史記》短短一篇〈南越尉

佗〉中，用了三個“中國人”、兩

個“中國”，可見從當時與大漢帝

國持獨立態度的南越人口 中，所

謂“中國人”就是指漢帝國境內的

人；從南越國人角度講南越國與漢

帝國關繫時所稱的“中國”就是指

漢帝國政權。

在《史記》更短的一篇〈東越

傳〉中所出現的兩個“中國”名詞，

一個是漢朝中央官員在回答皇帝咨

詢時稱“越人相（互）攻擊（⋯⋯）

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也表明以

“中國”一詞自稱漢國家中央政

府。另一個是司馬遷介紹今浙江省

南部的當時東甌屬國統治者向漢朝

內附移民時所說：“東甌請舉國

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

間。”（32）既認為移民到長江與淮

河之間的地區也是移民到“中

國”，可見漢初的“中國”概念，

已不再僅指中原地區了，它已包括

長江流域。有人舉此為例證來說明

這個“中國”是指中原，我以為值

得商榷。傳統的中原地理概念是指

黃河中游地區。長江淮河之間的地

　 （宋）朱煮《詩經集傳》卷六〈大雅．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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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反映隋代用“中國”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中《隋記》頁 5635

方相當於今江蘇、安徽之間，並不是中原，故不足

為證。東越人所說的“中國”是指內地，自認為自己

是處於中國的邊遠，這或者是一種自卑之辭。

在《史記》之後編寫的，記錄漢武帝始元六年時

討論當時內外政策朝政會議的桓寬〈鹽鐵論〉，首篇

說：“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

中國之士。”“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

第二篇又說：“富國非一道，（⋯⋯）汝、漢之金，

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

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同書〈通有〉中云“今

以求蠻駱之物以眩中國”（33）。這些話

中的“中國”，對應的“匈奴”並非漢

版圖內領土，而是敵對鄰國，所以有

指全國之意。而〈繇役〉篇則更明顯是

指全國：“今中國為一統，而方內不

安。”“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34）

不過，有時卻用來指內地。〈誅秦〉篇

記大夫桑弘羊辯辭說：“中國與邊境

猶肢體與腹心也。（⋯⋯）侵暴中國，

中國疾之。”（35）〈地廣〉篇中論及：“故

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捍

也。”故他主張：“散中國肥饒之餘以

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漢國邊境

當然屬漢領土的一部分，這裡把“中

國”與邊境對應論事， 顯然意指內地。

西漢中期，曾與漢成帝當廷對話

的楊雄〈交州箴〉稱：“大漢受命，中

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36）

把比廣東更遠的交州（在今越南北方）

包括在“中國”的概念內。

由上面歷史文獻考證，我們可以肯

定，至遲在公元前 206年漢高祖時，已

把全國國土和人口稱為中國了。

東漢時，繼續主流以“中國”指全

國。如《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在

介紹大秦國時稱：“其人民皆長大平

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以“中

國”代稱整體中國人。

漢以後歷代統一國家均沿用中國代稱

一、隋代統一南北朝後，用“中國”泛指全國。

如北宋司馬光奉敕編集的《資治通鑑》，在〈隋記〉

四，煬帝大業三年記載，說到太常卿高熲對隋煬帝

一意孤行、不接受他諫言而發表對國家的憂慮：

“熲又以帝遇啟民〔施按：當時北方附歸中央皇朝的

少數民族政權啟民可汗〕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

‘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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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在講到掌管張掖邊境貿易的吏部侍郎裴矩，投

煬帝所好，在他鼓勵下，“引致諸胡，啗之以利，

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

迎送，穈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

在《隋記》五，大業五年，在介紹煬帝在邊境向集合

的外國大擺闊氣時記載：“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

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

樂，歌舞喧譟，帝復令（⋯⋯）周亙數十里，以示中

國之盛。”

二、唐代以中國代稱全國已屬普遍現象

五代所寫的《舊唐書．王方慶傳》云：“廣州地

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37）

“昆侖”本是地名，這裡代指該地人民名，泛指今中

南半島、馬來半島的人。此句指他們乘船到廣州港

貿易，與他們交易的是中國南方的港口城市，即使

不在廣州銷售，也不過到揚州等地脫手。那些商人

罕有進西安交易的機會。所以這裡的“中國”顯然泛

指整個大唐帝國國土。

宋歐陽修編著的《新唐書．陳子昂傳》中， 述

陳在向朝廷議政時，連用了七個“中國”。其中，勸

朝廷不要固守糧食供應不上的長安，應遷都供應方

便之地說：“天子以四海為家，舜葬蒼梧，禹葬會

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這個“中

國”是指舜、禹當時直屬統治區的中國，限於中

原。當他論及隋朝亂用民力招致困難時說：“隋煬

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中國之難起。”這

個“中國”則是指隋全國政權動搖，他建議執政者去

禍根修仁德“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

譯至矣。”這個“中國”指唐朝全國。當他向當局陳

言施加武力於邊疆外回訖族的危害時說：“國家能制

十姓者，繇九姓強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

吏。”這個“中國”指全國中央政府。在陳言疆外不

同少數民族間矛盾對唐帝國的利害關係時說：“夷、

狄相攻，中國之福。”“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

抗，有如勃起。”這裡兩個“中國”也指全國。祇有

他在提醒當局要重視保住四川，不要圖羌時所言

“蜀為（⋯⋯）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

可濟中國”（38），其中“中國”似有狹指中央政權駐

地之意，因為此句意謂從四川調運糧食，由長江出來可

以接濟京城，而四川（蜀）本是唐帝國全國的一部分。

這種應用是極個別現象，不能代表一般。

唐代著名大臣韓愈〈上佛骨表〉奏章稱：“夫佛

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傳入中國，上古未嘗

有也。”（39）指的是全國，並非像陳可畏先生所理解

的是指“天子直接統治的王國”，因為唐代並無皇帝

直統區和諸侯國之分。有趣的是《唐大和上東征傳》

記載跟隨鑑真和尚東渡日本的唐僧祥彥在起初回答鑑

真時說：“人身難得，中國難生。”（40）可見唐時普通

和尚也已稱大唐帝國全國為中國了。

南宋朱彧《萍洲可談》還追溯漢唐說：“漢威令

於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為漢。唐威令於東南，故蠻

夷呼中國為唐。”

明萬曆時，何喬遠在《閩書》中追述回教在唐朝

的傳播史說：“穆罕默德聖人門徒有大賢四人，唐

武德中來朝，遂傳中國：一賢傳廣州；二賢傳楊

州；三賢、四賢傳泉州。”這裡把廣州、楊州、泉

州全不屬中原的東南三地稱中國， 又可見唐代是以

中國稱全國。

三、宋代以“中國”稱大宋帝國，隨處可見。

《宋史．高麗傳》稱該國“風俗頗類中國，燃燈

如中國上元節。”記元豐時陳睦從明州乘船到高麗

時，“言尊順中國如天云”，當寫到宋朝派朝衍、孟

健出使高麗回來匯報情況，尚書右丞朱勝非曰：

“彼鄰金人，與中國隔海，利害甚明。”述及貨幣

時：“地產銅不知鑄錢，中國所予錢，藏之府庫。”

述及高麗音樂時：“賜樂乃分左右二部，左曰唐

樂，  中國之音也。”（41）又如，宋人王禹偁《小畜

集》：“占城（今越南北部）、大食（今阿拉伯）之

民，歲航海而來，賈於中國者多矣，有父子同載至

福州。”（42）外國船抵福州港就稱到中國，則此“中

國”無疑指全國。程師孟詠廣州詩：“千門日照珍珠

市，萬瓦煙生（⋯⋯）山海是為中國藏，梯航猶見外

夷情。”（43）把華南的廣州港包括在“中國”之內，

表明詩作者的地理觀是把宋全國視為中國。程在北

宋不是尋常人，而是一個在地方和中央任要官的人

物，歷任江西轉運使，先後任福州、廣州、越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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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首長知州，在朝中光祿大夫任上去世。因此，他

的用語基本上是代表官方的。南宋人編的宋代《輿

地紀勝》：“番禺控引海外，諸國賈胡歲具大舶，賚

奇貨，涉巨浸，以輸中國。”把海外國家水運到番

禺即今廣州，就認為是運到中國，可見此“中國”代

表全中國。北宋的曾鞏，曾在元豐元年出任明州知

州，執政期間聽到高麗商人崔舉來明州時在海上遇

風暴翻船，漂流到泉州獲救後，是徒步押解到明州

的。他為此給神宗皇帝寫了一份奏摺中說：“竊以海

外蠻夷（⋯⋯）漂溺流轉，遠失鄉土，得自托於中

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他在

另一份建議拒收外國人送禮給地方官的奏狀中也說：

“中國之貴，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44）兩奏中

所稱的“中國”都無疑是指北宋全國。

《宋史．岳飛傳》引述岳飛上疏中言論：“金人

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

國。”（45）把金國統治者利用其在江南代理人打中原

稱為“中國攻中國”，可見他也是以中國代表宋統區

全國的。

《宋史．河渠志》開頭就說：“黃河自昔為中國

患，《河渠書》述之詳矣。”後面講到黃河流經：“東

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河入中國，行太行西，

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前一個“中國”指歷史中

國，而後兩個“中國”，則指大宋帝國的自稱，因當

時黃河上源在“吐番諸部”東北部，即今青海省，自

蘭州進入西夏（今內蒙），然後折入宋境北部（今

陝、晉、豫三省）。在宋人轄境觀念中，認為西夏

東部統治區、華北各路被遼、金侵佔區，本乃大宋

國土，所以認為是黃河進入中國；而對處於分散混

亂的以今西藏為主包括今四川西北、青海的“吐蕃

諸部”視作非大宋帝國直統區。

四、元代亦稱元帝國領土為中國。如元至正十

年（1350）張翥為汪大淵《禹夷志略》寫序，第一句

話稱“中國之外，四海維之”。元末人寫海商出國，

稱“凡東西諸夷去中國亡慮數十萬里”，福建航海者

“至彼者，如東西家然”。（46）《元史．鐵木兒塔識

傳》：“有日本僧告其國遣人刺探國事者。鐵木兒塔

識曰：‘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為？設果有之，正

可令睹中國之盛歸告其主， 使之向化。”（47）這位大

元帝國當權人之一的鐵木兒在表明對待日本國情報人

員來偵察元朝國情態度時，就以“中國”一詞代稱整

個國家。

五、明代從始至終以“中國”指全國。

最有代表性的是開國皇帝朱元璋於洪武四年

（1371）在南京奉天門召集群臣鄭重宣言中說：“海

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

患者，不可輒自興兵。”（《明太祖實錄》卷六八，洪

武四年九月辛末。）在彙編他的言論錄《皇明祖訓》

中稱：“彼即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

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皇明祖訓，

祖訓首章》。）洪武元年（1368）十三月，朱元璋給

高麗國王的璽書中說：“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

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

元洪武。（⋯⋯）昔我中國之君⋯⋯蓋慕中國之

風⋯⋯”（《明太祖實錄》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

月。）（48）明太祖這一篇對內部高級幹部講話，一篇

留作子孫遺訓，一篇作對外國書，不但把他新成立

的大明帝國全國，而且把以前歷代政府都稱為“中

國”。他建都於遠離中原的長江南岸的應天府為南

京，故無指中原之嫌。

洪武以後各朝，在一般人員中用“中國”概稱大明

全國也見普及。如永樂朝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在其名

著《瀛涯勝覽》稱古里國“去中國十萬餘里”。（49）宣

德五年隨鄭和下西洋的鞏珍在他《西洋番國志．占

城國》裡連用五個“中國”：“其狀與中國雜戲中粧

粉者所戴冠同”，“氣候常煖，如中國四五月時”，

“波羅蜜⋯⋯子，大如中國刀豆子”，當地人“所喜

中國青瓷”，“赴中國進貢”。同書〈爪哇國〉篇用

“中國”達九個，如“中國銅錢通使”，“中國廣東

及漳州人多逃於此”，“蘇兒把牙⋯⋯也有中國

人”，“升．名曰姑剌，該中國一升八合”等等。（50）

正德朝《明武宗實錄》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記錄：

“海外佛郎機，前此未通中國。”嘉靖朝嚴從簡《殊

域周咨錄》寫：“別有番國佛郎機者，前代不通中

國”，“其火藥製法與中國異”“佛郎機銃大，中國

人用之。”（51）親臨過澳門的葉權，在嘉靖四十四年



194

博

物

誌

﹃
中
國
﹄
專
名
考

文 化 雜 誌 2007

〈賢博篇〉寫：“舍船而屋居岸上，夷性變詐⋯⋯知

中國長短。”他們用“中國”叙述發生在珠江口東筦

縣和澳門的事，與中原無關，表明這些官員行文皆

以“中國”代稱整個大明國的領土和政權。萬曆朝人羅

懋登《西洋記》自序中也寫“夷且為中國梗”等。（52）

明朝全國政權滅亡後，南明殘餘勢力與歐洲人

辦外交，仍不忘用“中國”代表固有領土。例如南明

永歷十二年（1661）三月，鄭成功率兵向被荷蘭人盤

踞的臺灣地區進軍，先泊澎湖列島，後克臺灣本島

赤嵌城。荷人退保另一港口熱蘭遮。鄭又大敗荷

軍，於四月二十六明向荷殖民主義者發出勸降書

稱：“臺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而貴國所踞。今

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53）永歷十六年，寧波著

名學者朱舜水流亡日本。他批評大國主義說：“世

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

逼窄，作此三家村語。”（54）可見明亡後的外流遺民

仍以“中國”概指歷代傳統祖國。

六、清代雖以東北少數民族統治全國，國號

“大清國”，且立統治中心於非中原地區的京師（北

京），但也以中國自居，繼續簡稱中國。清初康熙

二十八年與俄國簽訂的《尼布楚界約》就處處用“中

國”，開篇就是“中國大皇帝欽差”。約中稱：“河

以南諸地，盡屬中國”，“黑龍江大小諸川，應歸中

國管轄”，“俄民之中國”。又如雍正五年《中俄恰

克圖界約》，內稱“中國大臣”、“中國蒙古卡倫鄂

博”等。（53）

清末，李鴻章給慈禧太后奏狀中稱：“中國欲

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他建議朝廷派北京

部隊到江蘇省沿海學製外國武器，在〈京營弁兵到

蘇學製外洋火器摺〉中說：“蘇松太道〔施按：指蘇

州府、松江府、太倉州行政區，道衙門駐上海，故

實際是指上海〕丁日昌之局〔指丁日昌領導的機械

廠〕皆不僱洋人，但選中國工匠，倣照外洋做法。”

曾在馬禮遜學堂學習的近代第一個美國留學生容

閎，在自述中說他於 1863年 11月到安慶見曾國藩

時，“請於中國設一西式機器廠。⋯⋯”（56）

以上可見，從清初到清末，從朝廷外交文件到

內部政務和學者論事，均通用“中國”。

當我國處於分裂割據時期

“中國”涵義的特殊使用和復舊

一、“中國”往往被割據勢力或殘餘政權自詡為

代表全國傳統政權的代表。當晉以後我國分裂為南

北朝時，北朝自稱為“中國”。如後魏人楊衒之《洛

陽伽藍記》稱在洛陽城內，“（⋯⋯）自葱嶺以西至

於秦（⋯⋯）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

宅者。”他們把南朝貶稱為“島夷”。而在江南建都

的南朝也自稱“中國”，貶稱北朝為“索虜”、“魏

虜”。（57）彼此不承認對方為“中國”。當宋、遼對

峙時，雙方也都自稱“中國”。侵佔北宋北部半壁江

山的金國朝廷自稱“中國”，可從已遷都在河南開封

的皇帝金海陵的嫡母徒單太后的言論中獲證。她

　 明代稱“中國”：《宋史．岳飛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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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

止之。”（《金史．后妃傳》）這種可笑情況，當代從

大陸敗走臺灣的殘餘勢力仍有變相的重演，如宣稱

“中華民國在臺灣”，又主張有“兩個中國”，說甚

麼“臺灣是一個中國，大陸是一個中國”云云，這都

是分裂祖國統一的謬論。過去，有的偽政權如汪偽

自稱中國，  則不僅可笑而且可恥了。

二、國家分裂時期出現返指中原政權現象

當東漢分立三國，“中國”指中原地區即今河南

省一帶。如《三國志．諸葛亮傳》 述諸葛亮勸孫權

執行納劉備而抗曹操政策時說：“若能以吳越之眾

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58）同書〈孫策傳〉記

孫策臨死前說：“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

之固，足以觀成敗。”這裡都把吳越即今江浙兩省

之地不包括在“中國”之內，顯然這個“中國”僅指

曹操把持的漢獻帝當傀儡的中原地區。

《三國志．吳志．周瑜傳》記周諭分析曹操兵

力，說曹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

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蒿草， 驅中國士眾遠涉江

湖之間，不習水土。”（59）這裡兩個“中國”均指中

原。《晉書．宣帝紀》回顧三國史事說：“孟達於是

連吳固蜀，潛圖中國。”這個“中國”明顯指立國於

黃河中下游的三國之一魏國而言。（60）同〈紀〉又

說：“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吳。”（61）這

裡的“中國”則指中原地區的人。

晉以後分裂為南北朝時，“中國”又被用來指中

原地區。如南朝宋時，劉義慶《世說新語．語言》中

說：“江右地促，不如中國。”（62）按“江右”即江

東，指長江下游以東地區。在全國統一時期，長江

下游當然是包括在廣義的中國之內。但這裡的“中

國”顯然指北朝所據的中原地區，意思是說長江下

游以東地區不如中原地區寬廣。

唐亡分裂為五代十國時，也出現同類情況，

“中國”一詞又從指全國變成僅指中原政權。如割據

兩浙的吳越王錢繆受梁代封。《舊五代史》稱：“吳

越錢繆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

易務，與民貿易。”（63）《十國春秋．補遺》：“梁

時，江淮道梗，吳越泛海通中國，於是沿海置博易

務，聽南北貿易。”（64）這裡，用“中國”來代稱對

錢繆具有宗主地位的居於中原地區的梁朝廷。吳越

國歸宋後，宋朝皇帝回憶往事時也仍如此認為。如

宋神宗給發運使薛向手詔中道：“東南利國之大，

舶商亦居其一焉。若錢（指錢繆）、劉（南漢國主劉

鋹）者，內足自富，外足抗中國者。”這裡的“中國”

顯指中原政權。當然我們不必諱言，在統一時期也

有個別情況下仍使用“中國”來指中原地區的，如

《漢書、地理志》載：“粵地（⋯⋯）今之蒼梧、鬱

林、合浦（⋯⋯）皆粵界也。（⋯⋯）處近海，多犀、

象、 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

者多取富矣。”按班固兄妹編寫《漢書》時，南越

（粵）上述各郡都早已納入漢帝國版圖，也就是漢全

國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所以，這裡的“中國”，

顯然仍狹指中原地區的商人。但此情況祇可說明其

為支流，乃先秦時不同用法的殘遺，主流則是從漢

代起之歷代都沿用“中國”代表各代所統治的全國國

土或全國合法政權。

對“中國”一詞，除最簡單地理解和當作中華人

民共和國代詞外，在必須斟酌的場合下，如何理解

得更好，使用得更貼切，筆者以為范文瀾先生在

《中國通史簡編》另一段話值得我們參考。他認為

“中國”當作祖國：“中國這一名稱，早在西周初

年，已經用以稱呼華夏族所居住的地區。從歷史記

載看來，秦以前，華夏族稱它的祖國為中國（如《左

傳》成公七年，季文子說‘中國不振旅’，中國是華

夏各國的總稱）；秦以後，中國擴大為當時國境內

各族所共稱的祖國。所以中國這一名詞的涵義就是

祖國，朝代則是統治階級在各個不同時期所建立的

國家的稱號。中國為各族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所

共有，但以大多數居民即勞動人民為主體，朝代則

為某一族主要是漢族統治階級所獨有，以君主（王

或皇帝）和他們的朝廷（政府）為首領，朝代有興有

亡，一個替代一個，中國本身則總是存在着並且發

展着。”“國家建立在祖國的土地和被壓迫階級上

面。代表國家的君主和他的朝廷，在表面上似乎是

站在社會之上。（⋯⋯）在這種情況下，祖國、國

家、君主三者常混為同一的事物，（⋯⋯）區別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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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不過，由於兩大階級性質的不同，在表現愛國

思想的具體行動中，自然要顯出它們不同的愛國表

現。”他接着還分析衰朽朝代和殘暴君王時的忠君

愛國、農民起義的愛國、從統治階級分離出來的參

加起義者的愛國，以及在反抗外族侵略中統治者和

被統治者的愛國行動，如何享有愛國主義稱譽，等

等，也值得我們參考。（65）

中國國號和別稱

一、一代國號與歷代統稱乃是不同概念。我國

歷代皇朝均未用“中國”作為正式國號，而是各有國

號。如漢代正式國號為“漢”或“大漢”，唐代正式

國號為“唐”和“大唐”。外國人稱那時的中國人為

“漢人”和“唐人”而罕見稱“中國人”。其後多代

稱大宋、大遼、大金、大元、大明、大清， 也都不

稱中國。有人說“真正以‘中國’作為正式國名的簡

稱，  那是從辛亥革命後開始的。”我看不全面吧。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成立的國號為“中華民國”，未

見法定簡稱中國。不過中國一詞趨向正式作簡稱使

用則是有的。如1919年11月民國政府與美國太平洋

拓業公司借款合同中寫“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

‘中國政府’）”。（66）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般

有以“中國”作為正式國名簡稱的共識。“中國大使

館”、“國籍中國”、“中國政府”等等中的“中國”，

均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唯有與台灣當局內政糾紛

中的“中國”自當別論，我們不承認“兩個中國”，

卻允許“中國”可各自解釋。

二、中國的別稱、代稱

代表全部領土的中國名稱還有不少別稱。大約

是戰國人假托夏禹的名義編寫的《禹貢》曾把全國劃

分為九個州，所以後世相沿稱中國為“九州”。南宋

愛國詩人陸游〈示兒〉詩中寫“但悲不見九州同”，

為宋朝未能把南北統一而遺憾。清代愛國詩人龔自

珍也有詩句“九州生氣恃風雷”（67），均以“九州”代

稱祖國。還有一個別稱是“赤縣神州”。它是戰國地

理學家騶衍提出的。《史記．孟子、荀卿傳》：“以

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南朝《世說新語》寫東晉時幾

個南遷建康即今南京的士人，在新亭遊宴，相視涕

淚。丞相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光復神

州。”當代毛澤東詩詞也樂於用之，如大家熟知的

“長夜難明赤縣天”，“六億神州盡舜堯”。（68）除

赤縣，神州，還有中華、中夏、華夏等等也往往代

指中國。如晉代桓溫〈請還都洛陽疏〉：“自強胡陵

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句中“中華”即代指中

國。又如近代梁啟超〈愛國歌﹚：“泱泱哉，我中

華，最大洲中最大國。”（69）更明顯以“中華”稱中國。

春秋戰國時還有一種地理觀念，以為中國四周

有海洋圍繞，因而又把中國國境內稱為“海內”，

如孔子學生子夏勸人友好的名言“四海之內皆兄弟

也”（70），就是說全中國的人都是同胞手足。《戰國

策．秦一》把制服全國稱做“制海內”，把中國境外

稱為“海外”（71）。唐代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

有“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名句（72），可見古人

常以“海內”代指全中國。

外國人對中國也往往用別稱，最常見的有“支

那”、“絲國”，還有“契丹”等。為何稱支那？說

法不一。有以為古印度、希獵、羅馬等國稱我國為

China、 Thin、 Sinae都是秦國的“秦”字對音；有

以為古印度、波斯人稱我國為 Cina、 Cini 等國，

意為“產絲之國”，並非“秦”的音譯。漢以後傳入

中國的佛經把中國譯作“支那”，“至那”和“脂那”

等。公元一世紀末，埃及國亞歷山大港無名商人

《厄立特里亞航行記》稱中國為 Thinai，音譯即“脂

那國”，也就是“支那”。（73）日本人從唐代到清代

往往習稱中國為“唐國”，但近現代日本人改稱中國

為支那，暗含玄機，把侵略中國部隊寫作“支那派

遣軍”，把設立在北京宛平縣城“七七”事變中日談

判地標誌為“日支事變”等，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稱

我國為賽里斯國（Serice），意即“絲國”；稱中國

都城為賽拉（Sera），意即絲城，當因我國古代出產

絲綢運銷到歐洲之故。（74）

歐洲人把中國稱為 China， 該詞原意是瓷器（75），

轉而引申為產瓷器的國家。中國為瓷器的發源地，

原產國，明初傳至歐洲時，貴如黃金，以此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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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以 China 稱中國，在當時互相尚不夠瞭解

的情況下，以代表性產品稱產地名，是可以理解

的，我們也可視其為一種意譯的別稱吧。

元代歐洲人又往往稱元代時期的中國為“契

丹”（Cathay、 Catayo）。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馬可

．波羅在他的《遊記》中，就是把中國當時北部即

黃河以北稱為“契丹”省的。（76）當時黃河流向與

今不同，是經過今江蘇、徐州、邳縣、淮安入海

的（77），所以包括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

東、遼寧、河南北部、江蘇北部。而黃河以南，尤

其是長江以南稱為“蠻子省”。儘管中國人自己對

“契丹”一詞是指從北魏居住在遼河流域的少數民

族而言（唐末建立遼國， 1125年被金國所滅）（78），

而且元代行政區域也無“契丹省”之名。（79）但該

書問世後，歐洲人便以“契丹”稱中國了。俄國人

和前蘇聯稱中國為 kNTáN，就是“契丹”音譯。（80）

這是他們當時不夠瞭解中國的歷史局限所致的反

饋。在葡萄牙國王杜亞特的藏書室中，有兩部拉

丁文《馬可．波羅遊記》抄本。 1502年，該《遊記》

在葡京里斯本以葡文出版，該書前言就寫：“想往

東方的全部願望，都是來自想要前去中國。航向

遙遠的印度洋，撥旺了對那片叫做中國（S y n e

S e r i c a）的未知世界的嚮往，那就是要尋訪契丹

（Catayo）。”（81）哥倫布從西班牙西航，目標就是

找“契丹”，當他抵達後來稱為“南美洲”的地方，

就以為是到了“契丹”，把今古巴島國當作中國福

建泉州一帶了。（82）

“國”字起源及其涵義演變

探索“中國”來源應該聯繫到“國”字的起源及

其涵義的演變。

一、甲骨文“國”字涵義

商代甲骨文中有 字，專家們認定就是“國”

字，會意字。其涵義今人有兩種解釋：一是據其構

造從戈從口，認為是以武力保衛人口。（83）二是據其

構造從戈從口（城），認為是以戈守衛城池。（84）不

論哪一種解釋，共同涵義都具有武力捍衛一定範圍

的群體，已經含有政權的意思。這種觀念的誕生應

在史前，即最早成立國家的夏。

不過，收集在《尚書》中的幾篇〈商書〉，未見

有“國”和“中國”的字詞，有的祇是“邦”“都”之

類。如《尚書》中的〈商書．說命中〉有“建邦設都”

之句。今人江灝註：“邦，指王國或邦國。王國，

天子建立的國家。邦國，諸侯的封國。都，天子建

立的帝都和諸侯建立的國都。”（85）又如〈商書．微

子〉篇中，朝中大官父師對商朝王子微子說“天毒降

災荒殷邦”（86），〈武臣〉篇中有“大邦畏其力，

小邦懷其德”，還不見稱“殷國”而稱“殷邦”。

商朝的統治區，一小部分歸商王直接統治，大

部分則屬商王分封的區城，稱“方國”。按當時觀

念，商是位於東南西北四方之中的國土。因此商朝

實際上會有中央之國的地理觀念。到了西周，“國”

不斷在《周書》出現，〈泰誓〉有“流毒下國”（87），

〈洪範〉中有“凶於而國”（88），〈旅獒〉中有“伯叔

之國”、“珍禽奇獸不育於國”等等。（89）

二、“國”的不同概念應用演變

漢代《說文．口部》本義是邦國：“國，邦也。

從口，  從或。”（90）最初演變，  祇是當作都城，如

說“三十一年還舊國”，意即指某年回到老都城。泛

指地區，如說“峽口大漠南，橫絕界中國”。後演變

為國家（家，先秦是指大夫統治的地區），如說“國

家以民為本”。茲將先秦至唐代“國”的不同應用歸

納如下：成書於戰國末期的《周禮》，其首篇〈天官〉

的首句：“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91），

兩個“國”字都指國都，也就是指天子的王城。又如

漢代人附在《周禮》之後以代替佚失的《周禮》原篇

〈冬官〉的《考工記》（清人考定）稱：“匠人營國，

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92）意即工匠營

造都城，城圍長九里，每面三個門；以王宮為中

心，築縱向道路和橫向道路各九條。戰國時，《韓

非子．有度》稱：“燕襄王以河為界，以薊為國。”

“河”指今北京琉璃河，“薊”指今北京市區廣安門

一帶的薊城，原是薊國的都城。此時，燕國已併吞

薊國，並遷都至薊城。以薊為國即指以薊城為首

都。直到唐代，在文學作品中仍有用“國”字代稱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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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如皮日休諷刺丞相李德裕要江南官員把無錫

的二泉水運往宋城長安烹茶：“丞相常思煮茗時，

郡侯催發祇嫌遲；吳關去國三千里，莫笑楊妃愛荔

枝。”“國”指的是長安城。“國”也作周天子分封

的諸侯國。如公元前 1045 年，周武王封召公奭領

地，今北京及河北省某些地方就稱為燕國。（93）秦統

一其它六個諸侯國後，原分封諸侯國撤消，祇有中

央統一號令的秦國。西漢初，漢高祖又分封一些功

臣為諸侯，其封地又稱國（94），如北京一帶有廣陽

國，河北境內有中山國，山東有膠東國、魯國等

等，與朝廷直屬的行政區郡，如涿郡、漁陽郡等并

存（95），所以史稱郡國制。

後來在漢文化圈中的日本國也有同樣應用，其

外交文書上寫“日本國”“日出國”中的“國”均代

表全國，同時也把縣級行政區稱國。日本人寫的

《唐大和上東征傳》

寫作者隨同鑑真東

渡日本實況，提到

遺唐使大伴古麻呂

的回國航路就寫到

“第二舟着薩摩國

阿多郡”。所謂薩

摩國不過是日本國

中一個小地方，即

今日本鹿兒島川邊

郡。同書還提到

“三日，至河內

國”，即今日本大

阪市；提到“勅施

備前國”，即今日

本岡山縣。（96）又

第四次日本國遣唐

使所謂回到肥前

國，也不過是日

本國境內一個小

國，即今日本平

戶島和五島列島

地區。（9 7）另據

《阿育王志》（寺在今寧波市鄞州區）載，宋代日本僧

重源將周防國木材運到明州港助修該山阿育王寺舍

利殿，周防國即今日本山口縣（98），當時也是日本國

中相當於一個縣級下屬的“國”。

三是當作政府或中央政府用。《周禮．春官．

崇伯》中說“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意即以國家規

定的喪禮，親臨執行禁令。（99）又如《周禮．春官．

詛咒》中所說的：“以 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

信”（100），前面的“國”指周天子所在的王國政府，

後面的“邦國”指諸侯國的政府，說的是中央政府要

對地方政府先樹立信用的榜樣。《周禮．考工記》也

作政府解：“國有六職，百官與居一焉。”（101）意思

就是：政府有六種職責分工，百工是其中之一。不

過同書對“國”也有作它義應用，〈司巫〉：“若國

大旱，則帥巫而舞雩。”（102）其中“國”則表示“領

　 　 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

△

發給高麗國的外交文件



199 文 化 雜 誌 2007

﹃
中
國
﹄
專
名
考

博

物

誌

土”，說的是國境內如果發生嚴重旱災，巫師的首

領就要進行舞蹈祭神以祈雨。

詩詞中有的“國”往往無行政區劃涵義，如唐王

維〈相思〉詩句“紅豆生南國”（103）。今人陳毅〈梅

嶺三章〉詩中有句云：“南國烽煙正十年，此頭須向

國門懸。”（104）前一“國”字如王維那樣泛指南方，

並無實體行政區。而後一“國”字則顯然泛指城垣，

“國門”不見得指首都的城門，當時國民黨政府首都在

南京城，在江西被俘不見得要押解到南京處死，以免

途中被劫獄，更不能當作國家海陸邊疆的門戶解釋。

以上是我國對“國”字的不同應用，對外國也存

在概念的不同運用。如《宋史》把高麗全國稱作國，

又把首都也稱為“國”，對同一國字作兩解用。

我國古人對境外一個政權統治下的一塊領土單

位，往往概稱其為“國”。如中國漢代初，日本尚未

形成統一國家，僅知今九州島一帶為“倭人國”。《漢

書．地理志》稱：“東浪海〔施按：指今北黃海、朝鮮

海峽〕中有倭人，分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105）

《三國志．倭人傳》還說那裡“今使譯使通者三十餘

國”（106），大概是對一個相對獨立的部落就視作一個國

家。直到明代鄭和下西洋，所謂歷經西洋三十多國，也

是很小的國，如僅僅一個不大的蘇門答臘島，就計它有

舊港、蘇門答臘、黎代、阿魯、南渤里、那姑兒（花面

國）等六國；僅僅一處印度半島南部，就計它有小葛蘭

（今奎隆）、甘巴里、阿撥拉丹、加異勒、柯枝（今科

欽）、古里（今卡利卡特）等六個國家。（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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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四年朱元璋在首都南京對國內大臣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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