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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要感謝雙親，因為他們對華文教育的執著與支持，讓我
能接受完整的華文教育，不然，今次的得獎名單應該找不到張曉~
三個字了。

最後，謹以此篇得獎作品紀念先祖母 鐘金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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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華夷觀念初探
一以洪武年間的對外政策為探討中心

一、前言

在中國史籍中早有對四方鄰國的稱呼，即北狄、西戒、東夷、南蠻，

統稱為四夷。自古以降，由於地理上的關係，使得古代中國向來以天朝自
居，把四鄰稱四夷，帶有濃厚的文化優越感。從以上的區隔觀之，華夷觀
念即已出現。因此，造成了中華民族的活動，從古開始便存著深刻的地域
觀念，而且相治各代，並深入腦海之中。 l

宋代亡於蒙元之後，中國進入了非漢族的統治，由此而產生出了地域、
人種的互異，使得華夷之別更易於道發出來，造成的結果即是民族主義的
出現。明太祖朱元璋原是一介布衣，但是他卻握住了此一有利的工具，即

l 關於中國天下秩序的概念，可參閱刑 A 田， ( 天下一家:中國人的夭下觀〉﹒{中國文化
新繪﹒根源第:永恆的豆流)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1 年) ，頁 425-478; L. S. Yang 

(楊聯陸)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in John k.Fairbank ed., me cmlna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pp.20-刃，中譯(從歷史看中國
的世界秩序) ，收錄氏著， (國史探微)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4 年 2 月再版) , 

頁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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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 J 使得他在元末的群雄之中脫穎而出。因此，明太祖在開國
之初，即有古代中國的天朝觀念，甚至嘗試以中國為軸心，透過招諭海外
諸國等舉動，以期重建國際秩序。誠如明太祖所頒布的詔書、論文、敕文
等，均可看出其「王者無外」為「天下共主」的傳統觀念，而強調的就是
「內夏外夷」的華夷之別。

然而，明太祖的華東觀念究竟如何產生?其對華夷之間，以及夷與夷
之間叉抱持著怎樣的看法呢?明太祖雖是中國歷代開國帝王中，最受學術
界所「青睞」之一 2但是對於上述問題的探討並不明顯，甚至還未及討論。
3因此，本文擬透過蝴民武年間的對外政策，以及明太祖歷年來所給於諸
蕃國和禮部大臣等的詔、諭和敕文等，嘗試對明太祖的華夷觀念作初步的
探討。選擇從對外政策的角度出發，是因為中國向來以天朝自居，把四鄰
稱為四夷，加上南海諸蕃國與明朝的來往可說是歷朝之冠，如〈明史〉中
敘述的南海諸蕃圈，是正史中最多的一部。由此觀之，要瞭解明太祖的華
夷觀念，從對外政策的角度切入應是最直接的研究途徑。

二、〈諭中原擻〉與明太祖反元政策的轉變

古代中國向來以天朝自居，把四鄰稱為四夷，因為在中國人心目中的
世界，始終是由中國與四夷所組成的。這可以從{史記〉、{漢書}及以
降的正史中看得出來。因為稍微完備的正史，除了敘述中國之外，皆加上

3 :2.iJ7;江只有)于可l立1)γr瑋研究之介紹) • (漢學研究通訊〉
以明太祖朱元璋"研究主題的相翩學街戚來，可1- NJ吳仁妥. (畫畫圖以來朱元璋研究述

:LiJ;21:ι:1:)，于JZλ215; 科 (近十年來(一九八九~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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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夷或外國列傳。更重要的一點，中國人一直自信華夏衣冠，是四夷羨慕

與學習的對象，無疑是帶有一種濃厚的文化的優越感。因此，造成了中華

民族的活動 ，從古開始便存著深刻的地域觀念，而且相治各代，自然也深

入腦海之中。

宋代亡於蒙元之後，中國進入了非漢族的統治，由此而產生出了地域、

人種的互異 ，使得元朝末年的社會，在主觀與客觀的條件之下，乃有利於

掀起民族主義革命的浪潮。明太祖朱元璋即利用了此有利的條件，把儒家

正統的華夷觀念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得他在元末的反元勢力當中能逐一的

壓倒群雄，驅逐元帝，開國立朝。

明太祖出身於貧苦的農家，元末時期在家破人亡之際，曾入皇覺寺為

僧，後來因為連年荒歉，寺院也無法維持下去，使他落得逃荒遊行 ，之後

加入紅軍，在書畫州郭子興磨下顯露頭角，最後脫穎而出壓倒群雄 ，驅逐鰱

子，建元洪武，國號大明。在其開創大業的過程中 ，明太祖的思想也隨著
其境遇變化而轉變。從他奠基於金陵，一直到登基後的言行，皆可以看出

他此一大的改變。 4

元朝末年，由於異族統治，朝政失綱，加上連年旱荒，使得社會混亂

不安，終至天下大亂。當時民眾所急切希求的事有二，其一為興復漢室，

其二為政治修明。 5隨著蜂起的群雄，都是以宋朝宗室後人偽託'或是以「彌

勒佛降生」天下安定的宗教宣傳來號召人心。紅巾軍的出現則是適時的滿

足了當時的要求者。因為紅巾的教義，除了是要興復漢族，重建宋朝之外 ，

4 關於明太祖此時的轉變﹒王學武有深入的研究﹒詳見王崇武. (富翁明太在且起兵及其政策之
轉變)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但刊) .第 10 本. 1941 年，頁 57-71 • 

5 王學式. (富翁明 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轉變 )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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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教義則為「彌勒佛降生」說。 6這都是當時陷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農民所
歡迎的。

明太祖自加入郭子興的部下之後，也成為紅巾軍的一員，並且也是自
蓮教的信徒之一。然而，他自從至正 16 年( 1356 年) 3 月渡江佔領南京以
後，對於紅巾之態度遠而轉變，與當時的一般反元領袖作風迴異。甚至在
十多年後建立明朝之時，他亦崇敬孔子，大倡儒學。 7到底是何因素促成明
太祖有此改變呢?據王崇武分析所得，明太祖之所以要改變其作風，主要
是因為紅巾所帶來的政治意識不深，猶如一愚民集團，而此是不為知識份
子所親附的。 8由於知識份子屬當時社會的中堅份子，可謂舉足輕重的一
群，明太祖為了延攬他們，遂而改變了其態度。

在蒙古人的統治之下，元朝儒生的地位低賤，其實這也是蒙古人刻意
的壓制，為的是防止漢人的造反作亂，使得不少經天緯地的儒生沒有發揮
的機會。反而是明太祖的上述舉動，則剛好提供了他們發揮的機會。因此，
在明太祖的求訪賢才和禮賢下士之下，不少儒生投效了明太祖，著名大儒
如李善長、馮國勝、劉基、宋濟等，皆紛紛來歸，為明太祖效命。這些供
明太祖顧問的儒生，可說是明太祖創建大業的寶貴資本。比較起來，其他
一起逐鹿中原的群雄與明太祖，實有天壤之別了。

‘ 主崇式. (為明太毛且越兵及其政策之轉變) .頁 ω ﹒

7 #朱鴻林的研究指出，明太祖自渡江以後，其u.尊孔，與時俱增，至於太祖尊孔實出於其
個人對孔子貢獻的認氓，以泛深信孔子之教有益治圈。詳閱朱高4林. (明太祖的孔子崇拜) • 

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樂于Ij}.第 70 本第 2 分. 1999 年 6 月，頁 483-524 • 
王崇武. (前明太祖起兵且是其政策之轉變 ) .頁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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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渡江之後，大肆的反對紅巾，並認為紅巾是一個愚民集團。 9演
變的結果是明太祖與紅巾分道揚鏢，對於紅巾的舊習漸有脫除。雖然這可

說是明太祖舊有信仰的改變，但是他對民族口號的倡導卻始終沒有改變。

這可以從吳元年 ( 1367 年) 10 月，明太祖諭齊、魯、河、洛、燕、前、秦、

晉之人擻(亦稱為〈諭中原擻) ) 10中看出: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幸中

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祥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四海內外，罔不臣服，以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
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
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拭君，天曆以弟耽兄，至

於弟接兄妻，子蒸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之倫，潰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

者，天下之根本。禮儀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
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制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
相專權，憲台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
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

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
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

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網陳紀，救

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
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挾，雖有數

9 玉帶武. ( 宮會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轉變) .頁 62-67 • 

10 此機文又~4 ( 商會中原被) .據錢穆的說法...乃宋*所作﹒詳閱錢穆﹒(續明初開國拷
區 2專文，但) • (明代政治〉明史富翁叢之四(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68 年 8 月初版) .頁

26-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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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志中國祖宗之娃，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
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
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准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
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
東運滄海，南接閩越，湖湘漢河，兩准徐昂，皆入版圖，奄
及南方，畫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
自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
自安，方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
慮民人未知，反為我餘，事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
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
字，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
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腫腥，生民擾擾，故
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
國之恥，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連同生
于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從這一篇詞冒激昂的擻文中，明顯看出明太祖對元朝政權的批判，反
對元朝，強調元朝是夷狄、胡虜的政權，並且訪西當古人當年之所以能入
主中國，完全是天授其機緣，而非人力所致。;迫于更重要的是指出中國
與夷狄之間的差異是存在的。因此 r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
中國」是倫理，也是民族的觀點。由此觀之，這擻艾強調北伐是名正言順
的，目的是號召北方的漢人民族能響應來歸。另一方面，為了緩和蒙古人
與色目人的反抗心里，擻文中也聲明，只要他們「能知禮義，願為臣民 J

l I 7)?是Zit:1:TZ?TMi忘記(台北:中央研究院屋史語言研究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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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對待他們亦「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換而言之，這或許是明太祖

為了能逐步瓦解蒙古人的抗阻力量，而下的另一番苦心。

男一方面，此篇擻艾的出現，不但使得明太祖原本領導的「農民革命 J ' 

頓時變成了「民族革命J '並且對當時的知識份子，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它不只使得北方的儒生士大夫放心(因為不再是被毀滅的對象) ，而且也

博得儒者的擁護，因為擻文中所傳達的思想，比起紅巾初起時所宣傳的彌

勒佛，或明王出世的空幻理想、世界更為切實與具體。這不但能吸引儒生士

大夫的同情，而且也更能廣泛的獲得那些苦於社會動盪的小民百姓的支持

與擁護。至此，明太祖的陣營遂有了鮮明的、其體的和積極的革命口號，

即民族主義。 12

蕭公權亦認為此篇擻文「實為二千年中創見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

國最先表現之民族國家觀念 J 並對於擻文中「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
人以安之矣」一語，認為實乃與民族主權之意相近。 13吳哈則認為此一篇

擻文，實乃明太祖幕僚裡儒生系統的傑作，內容裡代表著幾千年來儒家的

正統思想。更重要者，即該篇橄文內容包含了兩個重要中心思想，即(一)

民族革命，特別強調中國應由中國人自己來治理(二)復興道統，亦即

舊有的文化的思想的系統之恢復。 14

王崇武對於擻文中反對元朝的看法，則認為純是由民族與倫理的觀點

作出發，對於紅巾，仍把他們斥為「妖人 J 這是取紅巾其中之一半的教

義，即民族思想，不過卻遺棄其另一半彌勒佛降生等迷信的思想。因為這

12 吳啥. (朱元璋大傳)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1991 年) .頁 130.

Il 1前公裕. (中國政治思想史)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1 年 10 月) .頁 572 • 

l ' 吳吟. (朱元璋大傳) .頁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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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方能博得儒生們的支持，而且也有異於一般河、洛、閥、峽等依附元朝
的自私自利者。的當然，此舉亦明確的表現出其華夷之別的民族主義思想。

由上觀之'蒙元以異族入主中原'歧視漢人，政治貪污腐化，對中華
文化叉著意的摧毀， ];)致社會混亂，民不聊生。因此，在元明之際，明太
祖此項民族革命的口號，確實重振了大漠的聲威。尤其在遼金元相繼動亂
J;計後，對當時的漢人民族精神與職、的恢復而言無疑起了重大

總而言之，這一字儒家正統的華夷觀念，經過明太祖與其幕僚中儒生
的輔助下，把它發揮侍淋漓盡致，再加上保持傳統文化的政綱，終於使明
太祖達成了大一統的帝業。這也是明太祖反元政策轉變的成果。

三、明朝洪武年間的對外政策及其反映的天朝觀念

西元 1368 年，明太祖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國號大明，創立新王朝。
雖然強敵如陳友諒、張士誠等早已被消滅，但是北邊蒙古的壓力未滅，加
上龐大的軍事費用，以及鑒於元代遠征爪哇失敗的教訓等等，明太祖在洪
武年間，一直採取消極的對外政策。 16因此，明太祖對海外諸國的基本態
度是稽古定制，取決於音日的傳統，即相信天命所歸，認為中國乃天下共

:王崇武， (論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轉變) ，頁 68 0 

。"於此一問題，已有學者的詳盡探討，在此不欲贅述。詳見張奕莓， (明帝國與南海Jl.t略) , 

校錄氏著{泉南亞史研究為無) (台北:學生，局， 1976 年 12 月初級) ，頁 1-111 ;會永
私立立話:守法對iilJZ戶發展捕文集}第一無(台北:中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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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強調內夏外夷的華夷差別。 17洪武初年，明太祖即不斷派遣使臣四出

頒詔海外蕃國，表明新朝的立國方針。誠如洪武 4 年的文告中曰:

「海外蠻夷之圈，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

者，不可輒自輿兵。...彼不為中國患者，朕絕不伐之。」 IS

文告中，不準備在海外用兵的政策表露無遺。雖然中國不以武力征討

為手段，但是諸蕃國也應講求睦鄰之道，應該以誠敬來事明朝。而朝貢即

是最能表明「事上之誠」的方式。因此，明朝初年比以前的任何朝代，更

徹底的推行朝貢體制和貢船貿易。 19

所謂朝貢體制，就是以中國為天下的中心，而四夷或諸蕃國的君長，

在天下秩序中是天子的外臣，須守臣禮，朝貢觀見，聽命於天子;而天子

即給與諸蕃屬國的君長封號、賞賜與保護，並使其享有互市的恩典。 20由

此觀之，朝貢不只是一種天下秩序的維護，而且也是一種國際貿易的活動。

反之，若不願向中國行朝貢之禮以示臣服的諸蕃圈，則失去此項的貿易機

會。然而，此種朝貢關係常常只是一種形式而己，因為凡向中國進行朝貢

17 萬明， (富翁傳統文化與明初對外政策 > ' (史學，但刊) C 長春) '1993 年，第 1 期，頁

61 0 

18 [明]夏原吉、胡廣等， (明太毛且，即錄) ，卷六十八，頁 4 CP.1277-1278) 。

N 有關明代朝貢貿易的制度與實施情況的討槍，可參閱[日]內田直作著，王懷中擇， (明代

的朝貨貿易制度> '收錄於包遵彭主綺{明代國際貿易〉明史翁畫之九(台北:學生書局，

1968 年) ，頁 61 ﹒70 ;邱炫煜， (明代前期南海豬圈的朝貫貿易> ' (中國海洋發展史曲曲

文，但}第五，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1993 年) ，頁 111 ﹒ 143 '等
著作﹒

甜 參閱封Hl 田， (天下一家:中國人的天下觀> '頁 425-478 ; [日]演下武志善，朱俗貴、It
陽菲祿， (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困) C 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 1999 年) ，頁 33-抖﹒



136 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龔論文集 第四期

的海外諸蕃圈，乃保有其獨立的平位，只是在名義上尊中國為天朝，奉中
國為宗主而已。就明朝的立場而盲，這種帶有儒家理想主義成分的四夷朝
Z; 于奉明朝為天下共主的政治考量，遠比於貿易活動的經濟考量來得重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的對外政策，除了推行朝貢貿易之外，厲行海禁
也是早期的政策之一。明初海禁政策的出現，是基於新朝初建，國基尚未
穩固，加上自元末以來，治海地區餒寇、海盜猖擻，因此，為了維護治海
地區的治安及鞏固政權起見，遂採取了「片飯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22飲
而，此政策卻大大限制了明朝與海外諸國的來往交通，進而也使弋宋 ; 

來發達的民間海外貿易大受打擊，甚至有衰退之勢。 23在厲行海主之71
朝貢貿易則成為當時中國與海外諸蕃團來往交通的唯一渠道。由此而言，
海外諸蕃國若要與中國有經濟來往，就唯有靠朝貢貿易了。此舉不單促進
朝貢貿易的發達，並且也達到明朝欲成為天下共主的理想。

事實上，明太祖於洪武元年 (1368 年)就派遣使臣出訪安南和高麗等
泣需品吾土他已驅逐蒙古人並建立了合法的新皇朝誠如

21 邱炫煜亦認為朝責貿易的實施，多少帶有儒家埋怨主通成分，主要是設計一套四夷朝責，
奉明 A每天下共主的對外政策，因此市，由司的抽分別例，以及稅岐多寡，在明且是自良複似乎是
;fztf:?l?…. {明帝國卅糊糊峭的演變} (台北:做出版社

咒)而f:1:;啥?JET-iTT ………
楊周械、陳文平. {明史新綺}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頁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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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

中國莫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

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遠，信不好通。朕肇基江左，掃

群雄，定華夏，臣民推載，己主中國，建國號目大明，改元

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字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速通相安

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椎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遠未聞，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24

文告中，明白表示中國已易主，且改朝換代，現願與各國通好。接著

在次年，亦派遣使節到其他諸蕃國，做同樣的宣告。例如賜給爪哇國王的

璽書就寫道:

「中國正統，胡人竊據百有餘年。綱常既攘，冠履倒置，朕

是以起兵討兵。垂三十年，海內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國，

恐遐遁未聞，故專使報王知之。使者已行，聞王國人捏只某

丁，前奉使于元，還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其久

離爪哇，必深懷念，今復遣人送還。頒去大統曆一本，王其
知正朔所在，必能春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于生理，王亦

永保祿位，福及子孫，其勉圖毋怠。」 25

從以上兩篇文告觀之，明太祖強調的，就是要諸蕃國承認中國為寰宇

的中心，以及他繼承帝位的合法性。經過多次的派遣使者向諸蕃國宣告新

朝建立之後，明顯看出各國紛紛遣使入貢。 26明廷為了懷柔遠人，不情對

2' [明]夏原吉、胡』費等. (明太毛且，即錄) .卷三十七，頁 22-23 (P.0750-0751) • 

2l [明]夏原吉、胡廣等. (明太毛且實錄) .卷三十九，頁 2-3 (P.0786-0787) • 

26 邱炫煜. (明帝國與南海槍聲國關餘的演變) .頁 123 、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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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國以比貢物高出幾倍的價值給予賞賜。至於一些沒有貢物的使者，也Jj
懷柔政策為考量，同樣給予賞賜，並對於進貢使者到訪期間，一律優厚一
待，有時在朝貢結束後，甚至還有專門遣使護送外國進貢使者回國。 27明
朝此種「厚往薄來」的措施，使朝貢繁數，甚至曾一度應接不暇。為了解
決此項問題，明朝遂有限制貢期與貢數的規定。例如距離較近的高麗，由
於朝貢的次數頻繁，明太祖遂對中書省臣下令道:

「因高麗貢獻煩數，故遺延安答里往諭此意，今一歲之間貢
獻數至，既困弊其民，而使涉海，道路艱難，如洪師範歸國，
蹈覆溺之患，幸有得兔者，能歸言其故，不然?豈不致疑。
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
于，蕃邦達國，則惟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
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
可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令
所產之布十匹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論之。」 28

至此，明朝開始對貢期有了規定，誠如文告中所指，明太祖諭令高麗
等遵三年一大聘，或比年一來的一小聘等。另一方面，明太祖也要求中書
省，對於占城、安南諸蕃圈，凡來朝者都明白告知此意。然而，安南並沒
有遵守規定，入貢仍然頻數，明太祖復重申前令，於洪武 9 年 (1376 年)
5 月，再次向中書省下達詔令曰:

「諸夷限山隔海，若朝貢無節，實勞遭人，非所以接輯之也。
去歲安南來朝貢之期，已諭以古禮，或世見，今乃復遣使至，

27 楊周械、祿文平， (明史新結}﹒頁 104 0 

28 [明]夏原吉、胡月費等， (明太4且..錄) ，卷七十六，頁 2-4 (P.14∞-14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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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無謂也。其更以朕意諭之，蕃夷外國當守常制，三年一貢，

無更頻數，來朝使臣亦椎三五人而止。奉貢之物不必過厚，

存其誠敬而已。」 29

詔文中明白表示，諸蕃夷外國來朝奉貢的物品不必過於豐厚，只要求

各國獻上「誠敬」之意即可。不過，這種期限與規定的發展結果，卻是變

成一種「理想化」的制度而已。原因是出自各朝貢國內部的因素，再加上

外在環境的影響，使得呈現出來的是多元與複雜的面貌，以致成效不大。"

在明朝這種「厚往薄來」的政策之下，海外諸藩國前來朝貢的次數逐

漸增加起來。 31針對此一現象，表面上可說是對中國表示臣服，事實上大

多是為了經濟的利益而來朝貢。對於此舉，明廷亦早有所識。因此，對於

諸蕃國最好的懲戒就是「卻其貢 J 0 32就明太祖不對外用兵的政策觀之，

「卻其貢」可說是一個可行的政策，既然在政治上不想以武力來懲罰蕃邦，

那以「卻其貢」的經濟利害關係作為懲罰，應是一個不錯的對策。況且此

舉非但可以展示明朝決決大國的風範'亦不失其天朝的威望。

事實上，天下秩序的規範是靠禮來維持之。就明太祖所要求蕃國對中

國的基本態度要以「事大」之禮，以及中國對蕃邦必得先「待之以誠」的

態度來觀之，明顯發現，此即禮的一種表現。明朝初創，對於制度的創建，

皆遵古禮而行之，而朝貢禮儀的制定，亦可說是蕃國對於中國以示臣服的

l'J [明]夏原吉、胡廣等， (明太祖實錄) ，卷一0六，頁 1 (P.1763) • 

E 邱炫煜﹒{明帝國與南海畫畫.國關餘的演變) ，頁 120.

31 鍾小式， (洪試年間明朝與東南亞的使者往來> ' (海交史研究) ，第 2 期， 2C即年，頁

48 • 
II 邱炫煌， (明帝國與南海t普普國關餘的演變) ，頁 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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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表現。因為就朝貢禮儀的內容觀之，確實使中國表現出誤決天朝的
風範。據〈大明會典〉裡有關蕃王來朝的禮儀，有著如下的記載:

「皇帝具禮服御與以出，大樂鼓吹振作，陸座，樂止，捲簾'
鳴鞭。報時花，蕃王及其從官各就拜位，執事者以方物案置
蕃王拜位前。贊拜，樂作，蕃王及其從官皆四拜，樂止，引
班導蕃王陸殿，宣方物，官取方物狀從行。俱由西睦，樂作，
從殿西門入，內贊接引著王至御前。樂止，贊拜，蕃王再拜
跪稱茲遇某節，欽詣皇帝陸下稱賀。致詞花。宣方物官跪於
御前西宣狀，承制官跪，承制詣蕃王前立，宣制花，贊拜，

蕃王俯伏，興，再拜，蕃王及宣方物狀官俱由西門出。樂作，
復位，樂止，贊拜。樂作，蕃王及其從官皆四拜，樂止，禮
畢，鳴鞭。」 33

上述禮儀，規定來朝入貢的蕃王，皆要向中國的皇帝行跪拜之禮。試
問獨據一方的蕃圓圓王，竟然要向中國皇帝行跪拜之禮，其顯示的意義是
多麼的重大。這不僅表示蕃國國王對中國表示臣服，也進一步說明中國天
朝地位受到肯定。

男一方面，明朝洪武年間的對外政策當中，尚有一項是頗特別的，即
明太祖冊定安南和高麗之山川神號，並規定與中國的山川之神同時祭肥。
此項規定是明太祖在洪武 2 年( 1369 年) ，對中書省及禮官下達之旨意:

II [明]李東間，、命時行等， (大明會典〉卷五+八，禮吾~十六 'i 國種(台北:新文豐出版
公司， 1976 年) ，頁 l∞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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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安南、高麗皆臣附，其國內山川，宜與中國一體致祭。」
34 

經過禮部考察的結果，計「安南之山二十有一......其江有六......其水

有六」而「高麗山有三......水有四 」 35 。洪武 3 年( 1370 年)正月，明太

祖遂遺使往安南、高麗 、古城，把其國山川。並且所至諸國，皆勒石勤紀

其事。其略曰:

「朕賴天地祖宗眷佑，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稜以及嶽鎮海潰
之祭，不敢不恭。適者，占城、安南、高麗遣使奉表稱臣，

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莖
祭，雖無不通，然未聞有遣使致祭于其境者;今思與普天之
下共享昇平之治，故具牲幣，遣使往祭于神，神既散格，必

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

靖安，庶昭一視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 36

從表面上觀之，雖然說此僅僅是象徵性的，即為了各國國君的長壽安

康及其國土能風調雨順、永享太平而制訂的，但是對這些山川名稱的冊定

與祭肥，也在在表現出君臨天下的天朝皇帝，對這些地方負其責任，而這

些都是以前從未有宣告過的。

總而言之，上述一切，都著重在強調中國皇朝以往的傳統觀念與禮節，

亦明白點出明朝洪武年間對外政策的特點，即恢復了適當的禮儀，例如朝

貢方物、頒賜答贈、冊封外國君主，甚至冊定與祭把他國山川，以及頒發

14 [明]夏原吉、胡績等， (明太祖't錄}﹒卷四十七，頁 5 (P.的38) • 

II [明]夏原吉、胡績等， (明太祖't錄) ，卷四十七，頁 5 (P.ω38) • 

沁 [明]夏原吉、胡廣等， (明太4且實錄}﹒卷四十八，頁 4-5 (P.0954-ω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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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大統曆等等。事實上，以上種種，亦可說是明太祖所代表之天朝大
國的態度。當時，作為天下領導中心的中國，其所要求蕃邦小國是「誠敬
以事大J 再配合小國倚賴強權的心理，而中國所要提供的，就是一個穩
計國際關係，以便能達到「與遠適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J 的承

四、明太祖華夷觀念試析

從上述的討論觀之，明朝洪武年間對外政策的實行，確實使來朝入貢
的四夷蕃國漸多。這不只展示出明帝國袂袂天朝的威望，而且也使到以中
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得到肯定。明太祖甚至以此而頗感自慰，例如洪武 7
年( 1374 年) ，明太m.且與中書省臣談及此事時，即認為「蠻夷在前代多負
險阻，不受朝命，今無間遠遍，皆入朝奉貢。」 37言下之意，對於自元朝
以來，中國與諸蕃園的關係能得以改善而頗感滿意。

明太祖華夷觀念的開始，可以從他高倡民族主義時討論起。誠如其〈諭
中原擻〉所提「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的觀念，所強調的，即中國應該由中國人來統治，
並認為天下秩序的維護，應戶中國人所治理的中國來擔當方為正確。事實
上，明太祖此種天下中心的論調，亦可從洪武 2 年( 1369 年)給高麗國王
的話文中看出，其文曰:

「咨爾高麗國王王頓，世守朝鮮，紹前王之令緒，倦尊華夏，
為東土之名藩。當四方之既平，嘗專使而往報。 &p陳表貢，

37 [明]夏原吉、胡慶等， (明太祖實錄) ，~八十七，頁 2 (P.15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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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悉衷誠，良由素習於文風，斯克勤修於臣職，允宜嘉尚，

是用褒崇。今遣使齋印，仍封為高麗國王。儀制服用，許從

本俗。於戲，保民社而肇封式，遵典禮，傳子孫於永世，作

鎮邊障。」 38

文中明顯指出「夷狄居外以奉中國」的論調，強調四夷、蕃國乃「作

鎮邊陸J '以別於「居內以制夷狄」的中國。另一方面，在洪武 3 年( 1370 

年)諭日本國王良懷的詔文也寫到:

「朕闊，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粵自

古昔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成由斯道。椎彼元君，

本漠北胡夷，竊主中國，今已百年，污壞葬倫，綱常失序，

由是英俊起兵與胡相較幾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

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群雄，復前代之疆字，即皇帝位

已三年矣。......朕為中國主，此皆天造地設華夷之分。」 39

從(諭中原擻〉的發佈開始，至上述兩篇洪武初年的詔文觀之，明太

祖對華夷的界分，實為清晰。這不單道出華夷之別，同時亦表現出其華尊

夷卑的思想。另一方面，由於明初朝貢體制的發展，不但造成「萬國來朝」、

「四夷威服」的形象 ，也充分表現出明朝成為天下共主的威望。

從另一角度觀之，明太祖早年的華夷觀念，亦可說是拘限在狹隘的民

族主義上。因為他要革命推翻的政權，是一個由異族所統治的政權，為了

要達成此項目的，只好以不擇手段的方式以求成功。因此，明太祖「華夷

有別」的觀念，亦可說是一種政治現實的表現 。然而，明太祖此種心態，

l8 [明]夏原吉、胡廣等， (明太4且，即錄) ，~四十四，頁 5-6 (P.0866-0867) 0 

39 [明]夏原吉、胡績等， (明太極實錄) ，卷五十，頁 7 (P.的87-ω88 )。



144 陳百年先生學街論文輿論文集 第四期 明太祖華夷觀念初探 145 

在其目的逐步完成時，卻有漸漸改善的跡象。例如洪武元年 (1368 年) , 

河南行省平章楊璟主張對廣西、兩江、黃特地，以武力解決之'並提出
，蠻夷之人，性習頑績，散則為民，聚則為盜，難以文冶'當臨之以兵，
彼始畏服」 40的意見時，明太祖則明顯表達其不贊成的看法，並認為:

「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
?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 J 

詔文中所示，歷來中國對蕃夷的態度是不分遠近的 r凡日月所照」

之處皆「一視同仁」的對待;換言之，明太祖所治的天下，理當亦不會例

外 。 然而，細看明太祖歷年來所給於諸蕃國或禮部大臣等的詔、論和敕文

等，似乎是持有不同的看法。以下即針對此一問題稍加探討。

明太祖對於諸蕃國的態度，明顯異於其他蕃國者，首推高麗和安南兩

國最真代表性。誠如明太祖於洪武 5 年( 1372 年)曾對中書省臣說:

「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

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
以所產之布十疋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 43

除此之外，洪武 7 年 (1374 年) ，明太祖亦對中書禮部下達了類似的

詔文:

「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蕃異，是以命依三年

一聘之禮，彼若欲每世一見，亦從其意。」“

由以上兩篇詔文觀之，明太祖認為高麗異於「他蕃 J 主要是因為高

麗離中國稍近，所以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使得高麗「人知經史，文物禮

樂略似中國」。若再以早年 〈諭中原擻〉的內容觀之，明太祖對高麗國有

異於其他蕃國，似乎是一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
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的表現。依此推斷，明太祖此舉，

由上，似乎找到了明太祖往後對待四夷或蕃圍的基本態度，即「待之
以誠」也。因為四夷也是人，只是「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陣 自 ，
以致「性習頑擴」 。 因此 r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
必能使之感化過來 。 更重要的一點，是文中似乎道出了中國的皇帝，是貴
為天下共主之時，應撫治萬民，播聲教於四方，使王者無外，進而合天下
為一家的理想。

明太祖的華夷觀念除了表現出其 「華尊夷卑 J 以及中國的「天朝」
觀念之外，其實細看之下，明太祖對蕃夷之間的態度，亦有不同的看法 :
當然，就明太祖的稽古定制和取決音日傳統的觀念而言 ，其對蕃夷的基本
態度應是一視同仁的 。 例如洪武元年 (1368 年)遣知府易濟頒詔於安南的
詔書所曰:

「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
中國莫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 42

: [明]夏原吉、械等， (明太祖寶劍，卷三十四，頁 8 (P.0613) • 

[明]夏)，f，吉、胡廣等， (明太祖實錄) ，卷三十四，頁 8 (P.0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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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說是一種政策上的活用。因為若其他蕃夷之國的人，都能像高麗國人
那樣，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那他們則必能被育化。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高麗是主動的要來中國學習詩書禮樂。例如洪武

5 年( 1372 年) ，高麗遣蜜直向知洪師範、鄭夢周等，奉表進貢方物之外，
並且請准許派遣子弟入太學，其表文曰:

「秉#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
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不椎知君臣父
子之倫，亦且仰聲明文物之盛。伏堂皇仁察臣向化之誠，使
互鄉之童得齒虞庫之胃，不勝慶幸。」的

表文中展現出了高麗對中國文化已仰慕多時，並希望透過派遣子弟入
太學，從教育的方式以便能徹底吸收中國文化。明太祖對於此舉乃深表贊
成，認為是美事一樁，並下令中書省謹慎處理此事。 46就明太祖對高麗此
舉而言，若與南海諸蕃國(安南除外〉比較之，在態度上明顯與眾不同。
究其因，應該是高麗華化的程度高，所以能運用文化為工具，以增進彼此
之間的關係。至於南海諸蕃國中，除了安南之外，明朝若要和他們增進彼
此之間的關係，似乎只能以「待之以誠意」的態度，再加上「厚往薄來自
的政策方能奏效。事實上，明太祖對於南海諸蕃國欲學習中國文化是持每
迎態度的。這可從明太祖在洪武 4 年( 1371 年) ，命中書省轉達占城國王
的咨文中看出端倪，文中有曰:

「所請兵器於王何惜，但以占城、安南互相爭奪，而朝廷獨
與古城，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器、樂人，

' l {明酬吉、胡肘. (明太祖寶劍，卷七十三，頁 3 (P酬﹒
呵[明]夏原吉、胡廣字. (明太祖實錄) • ~學七十三，頁 3 (P.13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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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聲律雖無中外之殊，而語言則有華夷之分，難以發遣。若
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選擇數人赴京習之。」

47 

當時的明朝為了使占城與安南的戰爭能停止，除了對於占城所要求賜

與的兵器加以婉拒之外，對於所要求的樂器與樂人等，亦以「語言則有華
夷之分」的原因，所以也「難以發遣」。不過，卻歡迎「有能習中國華言，

可教以音律者」到中國學習。由此觀之，明太祖對於南海諸蕃國欲學習中

國文化的請求，絕不會拒他們於千里之外。這或許可說是明太祖為了以後，

可藉由中國文化對「蠻夷之人」的薰陶，進而能「諭之以道理J 以使之

「從化」的男一種政略考量。

在南海諸蕃國當中，安南是歷史上接受中國文化影響至深的國家。因

此，明太祖對於安南的態度，亦明顯有異於其他南海諸蕃圈。這可從明太
祖命中書回安南公文中看出，文中明太祖認為:

「安南僻在西南，本非華夏，風殊俗異，未免有之，若全以
為夷，則夷難同比，終是文章之國，可以禮導，若不明定儀
式，使知遵守，難便責人，中國外夷，若立有道，彼此歡心，

民之幸也，何在繁文。」 48

由上觀之，安南在明太祖的心中，雖然不是華夏，但是卻與夷有所不

同，因為安南「終是文章之國 J 所以對之可以講究禮制。誠如明太祖為
了使占城免遭安南的繼續侵略，因而在洪武 12 年 (1379 年) ，正值安南

的 [明]夏原吉、胡廣等. (明太祖'l錄) .卷六十七，頁 5 (P.1261) 0 

材 [明]朱元祿. <命中書回安南公文) • (明太祖御，且文，但) .卷第八﹒敕(台北:學生 .. 

局. 1965 年) .頁 253-2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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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煒遣使來貢之時，明太祖鑒於安南華化甚深，欲以春秋大義來開導之，
詔艾曰:

r ......安南與占城念爭構兵十年，是非彼此所不知。其怨未
消，共偉未解，將如之何爾?如聽朕命息兵養民，天鑒在上，
後必有無窮之福若否，朕命而必為之，又恐如春秋之國自
取滅亡也。古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者?
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有不為也，爾如鑒春秋之失而毋蹈往
轍，豈不美乎!宜悉朕意，毋有所忽。」 49

非常遺憾，明太祖此舉卻遭到挫敗。因為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安南園，
並未因為明太祖與他闡發春秋大義而收兵停戰。事實上，明太祖終其一生，
亦無法調停安南與占城之間的紛爭，此乃明太祖的一大憾事也。 5。

從上述觀之，明太祖對於高麗與安南的基本觀念和態度，實與其他南
海諸蕃國有所區別。雖然高麗和安南兩國「本非華夏 J 但是卻受中華文
化影響至深，以致「文物禮樂略似中國 J ' r若全以為夷，則夷難同比 1 。
因此，明太祖認為他們實「與他蕃異 J 並可以對之講究禮制，進而對i強
彼此之間的關係。此外，亦可藉由此舉，而帶動其他諸蕃國與明朝建立良
好關係。由此觀之，明太祖對蕃夷之間的區分，乃是從文化的角度出發，
並把蕃夷之間分為華化與非華化，認為華化的蕃夷可以與他們講究禮制，
而非華化的蕃夷，只好靠著「厚往薄來」與「待之以誠」的態度，以期改
善彼此之間的關係。

'9 [明]夏原吉、械等， (明太祖實錄) .卷一百二+八，頁 5 (P.2加0) • 

~ ~最奕善. (明帝國南海外交使節考) .收錄氏著{東南亞史研究槍鎮}﹒頁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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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就本文的討論而言，明太祖華夷觀念所表現出來的，不只是「華尊夷

卑」或「華夷有別」的思想，進而也道出明太祖那種「中國之於蠻夷在制

取之」 51的傳統天下秩序的觀念，認為中國是天下中心的「天朝」。因此，
為了維持天下的秩序，四夷的君長必須守臣禮，朝貢朝觀，聽命於天子，
並能受到天子的封號、賞賜、保護，甚至享有互市的恩典等。

然而，以另一角度觀之，明太祖的華夷觀念，實質上與他的政冶考量，
有著極重要的聯繫。這可從明太祖渡江之後，高倡民族主義開始，一直到

他建立明朝，平定北漠，對外遣使，以及對於蕃夷之間有不同的態度與觀
念等，皆可看出其華夷觀念與政冶考量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誠如〈諭中

原擻〉就指出元朝是夷狄、胡虜的政權，並強調中國應該由中國人來統治，

而且天下秩序的維護，應由中國人治理的中國來擔當方為正確。因為這樣
才能達到「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的倫理與民族的觀點。

至於對外遣使以及對於蕃夷之間有著不同的態度與觀念，其實是為了要改
善中國自元朝以來，與諸蕃國之間的關係'並希望先透過「與他蕃異」的
高麗和安南兩國講究禮制，以便可以加強彼此之間的關係'進而藉由此舉

而帶動其他諸蕃國與明朝建立良好的關係。以上實是對明太祖的華夷觀念

與政治考量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作了最佳的詮釋。

11 [明]朱元E章. (皇明實申0((明實錄}附錄之五)卷六.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校印本. 1967 年) .頁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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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明太祖的華夷觀念，不單使他能在元末群雄中脫穎而出，
建立明朝，同時，亦維持了洪武一朝與海外諸蕃國的友好關係。從中在在

表現出明太祖「與遠適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理想與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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