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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之間：魏晉南北朝正史諸夷傳 
風俗與物力敘述的遠讀與細讀

劉苑如、陳雅琳、羅珮瑄 *

一、前　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亞洲世界處於一個多民族、多政權並立的時期 (multi-states 

period)─周邊各國不僅擁有各自管轄的土地、人民，以及法令，特別在南北朝以

後，中國與其周邊興起的大國，往往自認為是天下的中心，擁有各自的屬國，彼此

往來頻繁，形成所謂的「世界帝國」，意指由諸國構成的東亞世界 1。王柯首先從先

秦到近現代的發展，在大規模架構下指出，中國為多民族國家，採用了「多重型

天下」的結構形式，而非漢民族則採取「多元型天下模式」，同時儒學的「天下唯

德」思想以及文化主義傾向，都是理解「天下」到國家的重要元素 2。甘懷真則進一

本文為中研院數位人文研究計畫「魏晉南北朝周邊意象之數位人文研究（二）」(AS-ASCDC-110-201) 

研究成果。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寶貴意見。

*  劉苑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陳雅琳，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羅珮瑄，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 
尾形勇：《東アジアの世界帝國》（東京：講談社，1985年）；葭森健介：〈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

と中國の皇帝權〉，《德島大學總合科學部人間社會文化研究》第 20號（2012年），頁 35-50。

另有張宇譯：〈東亞世界的形成與中國皇權─以六朝時期為重點〉，《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

版），2010年第 4期，頁 70-85；韓昇：《東亞世界形成史論（增訂版）》（北京：中國方正出版

社，2015年）。
2 
王柯從中國的政治構造與文化制度的關係中，追溯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思想起源與繼承演變，在結

論部分歸納了十二個重點，本文擷取了三個與「天下國家」相關的論點，詳見王柯：《中國，從

「天下」到民族國家（增訂版）》（臺北：政大出版社，2019年），頁 263-275；另有《從「天下」

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為前書的簡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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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補充，「天下國家」應是階序性的諸國型態，其中又分為兩個體系：一是諸國分

為中國、四夷兩類，其中每一類都是複數的，而不同類別則有「性」之優劣；二

是各國地位則有天子之國、王國、侯國等階序差異 3。而在此變動的時代裏，究竟誰

是中國？誰是四夷？其實都是變動不拘的。特別在不同時代，中國本有不同的定

義，如一統的時代之外，曹魏的領地是中原，南朝時的領地則在江南，疆界也屢有

變化。即使出現「中國」一詞，所指稱的或許為當前，或許為前代 4。然為了行文方

便，除非要個別指稱，本文皆以「中國」稱呼當時的中原與江南政權。

姑且不論大一統、正統觀等歷史大論述，這樣的政治秩序的思想基礎，實關

涉到中國傳統的人性論和氣化論的解釋傳統。告子曰：「生之謂性。」5根據傅斯年

《性命古訓辨證》一書，透過對金文及先秦文獻的分析，認為「性」字的前身即是

「生」字。是以在先秦文獻中，「生」、「性」二字經常有互通的現象 6。此一解釋著重

在指涉生命所呈現出來的一切現象，都是受到天性的影響；即使受到孟子的攻擊，

提出更具有積極道德意義的性善論，仍成為儒家的主流。然這兩種人性論仍是以

複合的方式存在，如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則曰：「人之昜气性善也。」7顯然又

加入董仲舒氣化論的情性論 8，但又隨即補充了孟子性善論。而氣化論又將天、地、

人，乃至於物合為一體，藉由氣的流行，彼此得以交通感動。如《漢書‧地理志》

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

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9該論述的方式則是先肯定民眾都

有仁、義、禮、智、信五種常理之善性，然後用水土風氣來說明各地民性又為何有

版。
3 
甘懷真：〈從冊封體制看漢魏時期的國際關係〉，吳玉山編：《中國再起：一個歷史與國關的對

話》（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頁 87-88；〈從天下到地上：天下學說與東亞國際關

係的檢討〉，《臺大東亞文化研究》第 5期（2018年 4月），頁 289-317。
4 
此處感謝審查人提醒。

5 
見《孟子‧告子上》。〔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并撰音義：《孟子注疏解經》，收入〔清〕阮元

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頁 193a。
6 
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 9。

7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頁 506。

8 
王充《論衡‧本性》引董仲舒性情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

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者也；曰性惡者，是見其陰者也。」黃

暉：《論衡校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 139。
9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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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所謂繫乎水土之風氣，也即是地理的影響；而君上之情欲則是解釋民情的

好尚，也即是政治的治理。由此構成地理、政教合一的風俗觀，也成為中國正史地

理志中政治秩序的解釋框架，後世甚至發展出「國家元氣，全在風俗」10的政論。學

界也普遍認同中國傳統風俗與政治、教化息息相關 11。因此不可諱言，「風俗」並非

只是民間日常生活，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著當時為政者或士大夫的社會觀 12。

從現代觀點來說，風俗是人類基於日常生活中積久而成的社會風尚、習俗，包

含社會、物質、精神、言語等各方面相互影響、制約而成，也是一個社會群體在語

言、行為、心理上的集體習慣 13。而物產是體現地方風土的具體指標之一，同時也是

塑造地方意象的媒介之一。如同日本哲學家和辻哲郎《風土》所謂「我們是在『風

土』中發現自己，尋找相互連帶中的自己」14。茲此，風俗、物產至今仍是用以觀察

區域國家特色的重點項目。

在魏晉南北朝的正史中，其中《三國志》成書於西晉，《南齊書》、《宋書》完

成於南朝梁，《魏書》成書於北齊，其餘《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

《周書》等五部正史都是在唐太宗時期修成的，而《南史》、《北史》則是李延壽繼

其父李大師完成於高宗年間。大部分延續《史》、《漢》體例 15，在四夷傳的基本架

構下，立有諸夷傳，也即是為周邊少數民族所設立的專傳，除統治者、外交之外，

制度、風俗和物產亦為這類傳記中的重要內容。物產根著於風土，本身也可形成自

然景觀的一環，然而隨著當地的生活方式，建立具有地域／異域色彩的人—物關

係，從而定義地方，並藉由書寫又定義了中國。在前行魏晉南北朝諸夷傳的研究

中，多集中在歷史地理的考證和中國政權與諸國的交往 16；諸夷傳中的史觀、民族觀

10 
〔宋〕樓鑰：〈論風俗綱紀〉，《攻媿集》（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卷 25，頁 8b。

11 
如〔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頁 1-2；張亮采

編：《中國風俗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 1-6；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成

都：巴蜀書社，1995年），頁 11-183。
12 
岸本美緒：〈「風俗」與歷史觀〉，《新史學》第 13卷第 3期（2002年 9月），頁 7。

13 
張承宗、魏向東：《中國風俗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 2。

14 
和辻哲郎：《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 7。

15 
李百藥著《北齊書》，只有本紀、列傳，無志、表，列傳也沒有夷傳；同時散佚嚴重，今本多

據《北史》所補。而姚思廉著《陳書》也只有本紀和列傳，沒有志、表，列傳中的類傳只有「孝

行」、「儒林」和「文學」，沒有夷傳。
16 
如丁謙：《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附魚豢魏略西戎傳地理考證》，收入《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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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究 17，或兼及歷史書寫 18；或則觀察夷夏風俗互動與影響，從生活方式、風俗習

慣、醫藥衛生、天文曆算等層面 19，分析外來文化的「中國化」；或則針對周邊個別

民族或地域研究 20。而較少跨族群、跨時代做整體的觀察。文本首先經由細讀，發

現諸夷傳中常運用類比與有無敘述，形成他、我的意識，當史書中「有」的敘述往

往以物力、風俗類為主，且多為正面敘述；「無」的敘述以制度類為主，且多為負

面敘述，可見物力、風俗與制度的有無，可成為辨識諸國實力的主要依據。物力的

「有」可作為一個國族富饒與先進的體現指標，制度的「無」可作為一個國族落後

的體現指標。這種歷史筆法固然受到史觀的影響，但藉由比較基點的揭露，用中性

數值的還原，應可具體呈顯出諸國實際的自然、經濟和人文社會條件。

換言之，本文將以魏晉南北朝九部正史的諸國敘述為材料，建置與文本標記連

動的周邊敘述資料庫。透過權威詞與段落標記，一方面可以觀察不同史書對於周邊

世界的敘述焦點，藉此探討魏晉南北朝正史如何形塑周邊國族形象；一方面透過第

二層或第三層標記項目，尤其針對風俗、物力的項目分布，以及敘述語法中有無句

與類比句的模式，凸顯特定時期或特定區域所側重的現象，藉以分析中國與周邊、

內與外、華與夷、他者與自我之間如何流動平衡。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也是一種新的嘗試，兼顧遠讀 (distant reading)與細讀

(closing reading)這兩種不同的文本閱讀方法。所謂遠讀，指的是在數位人文與大數

（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金子修一：〈《宋書》夷蠻傳に關する覺書〉，《國學院雜誌》第
108卷第 3期（2007年 3月），頁 1-15。

17 
相關研究頗多，如余泰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認知和闡述系統〉，《西北民族論

叢》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 43-47。
18 
如戴燕：〈是東夷，也是南越─讀《魏志‧倭人傳》〉，《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
4期，頁 97-106。王萬雋探究蠻傳寫作焦點，轉移與蕭齊政權互動的關係，見〈讀《南齊書‧蠻

傳》─兼論「蠻傳」書寫的變遷〉，《早期中國史研究》第 9卷第 1期（2017年 6月），頁 63-

126。或如錢云考察漢至元正史中有關周邊、域外的敘事結構和世界秩序間的關係，見〈從「四

夷」到「外國」：正史周邊敘事的模式演變〉，《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 1期，頁
57-70。

19 
如余泰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諸國的社會生活〉，《西域研究》，2002年

第 1期，頁 56-65。
20 
相關研究甚多，如中國社會科學院 2006年出版的「東北邊疆研究叢書」，其中即有魏國忠：《渤

海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楊軍：《高句麗民族與國家的形成和演變》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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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的時代，運用不同的工具來處理文本，使其可以被檢索、運算與加值，從而快速

地掌握趨勢；至於細讀，則是將文本的內容主旨、語言風格、敘述模式等視為有機

的整體，找出彼此之間的關聯。

二、變動的周邊

在魏晉南北朝九部正史當中，誠如前言所述，各自修成於西晉、南朝梁、北

齊和唐代，書寫的史觀不同，天下中心的地理位置也不盡相同。因此諸夷傳所代表

的周邊，其實並不等值。而本文所謂的周邊諸國，也不完全等同於諸夷傳所載的諸

國。因史書撰寫者的國族立場，往往會將敵對政治勢力納於諸夷傳中，藉此貶抑其

地位，如北魏政權在《南齊書》中被稱作「魏虜」，於《宋書》中被稱作「索虜」；

而從北魏立場出發的《魏書》，則將南方政權的晉元帝司馬睿以「僭晉」稱之，又

將宋武帝劉裕、宋文帝劉義符等人冠以「島夷」之名。考量到載記所記錄的十六國

統治者，以及南北朝政權皆是入主中原地區的實質統治者，與一般概念中的周邊國

家有明顯的不同，是以在統計魏晉南北朝九史所記錄的周邊國家時，便排除載記、

北魏和江南政權之內容。

從風土的角度來看，自然資源在三百年的歷史階段中變化較少，但各個時期居

留其間的斯土斯民，於日常生活中運用這些自然資源而構成風俗與物產，乃至於與

其他族群相互流通，形成他我的敘述，是本文所欲觀察的重點。以地理空間為論述

框架，將歷時性的族群按四方鋪列開來，除了因漢字同音假借或翻譯等因素所造成

的異名予以整合，視為同一族群之外，其他不同時期、不同史書、不同政權的國族

皆分列統計。表面上看似忽略了歷史變遷中族群之間的連續性，實則企圖透過標記

來凸顯敘述的模式，並從量化的統計圖表上呈現變動的趨勢。

由於時代的變遷、歷朝史官的書法、語言與翻譯的差異、族群的分合等種種因

素，為方便統計，本文參考了相關史料、考證與地圖，將指涉同一國族的異名，或

者地理位置相近，共享相同風俗者整合起來。惟同一民族所建立的不同政權，以及

同一地理空間上的不同民族，仍是分別計算。譬如西方的「嚈噠」，南朝與北朝分

別稱為「滑國」與「嚈噠」，實為同一國族，故整合為「嚈噠」；又如北方的「高

車」，乃是整合了高車、鐵勒、丁零三個不同時期對同一民族的稱呼；還有西方的

「吐谷渾」，因其統治區域在黃河以南，統治者曾被封為「河南王」，「河南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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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異名，可以合併等等。下圖為魏晉南北朝正史諸夷傳所載四方諸國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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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魏晉南北朝正史諸夷傳所載周邊諸國

首先從歷代史書對於四方諸國的紀錄來看，《三國志》集中於東方諸國，包括

鮮卑、三韓（約現今之大韓民國）、勿吉（約現今之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濱海

邊疆區）、夫餘（約現今之中國東北地區）、東沃沮（約現今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

共和國咸鏡南道）、倭（約現今之日本）、挹婁（約現今之中國東北地區）、高句

麗（約現今之中國東北地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大韓民國北部地區）、

濊（約現今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咸鏡南道、江原道〔北〕與大韓民國江原道

〔南〕）等。對於西方的氏羌諸族及西域諸國，以及孫吳境內的山越，蜀漢境內活躍

的南中諸族，都未立專傳 21。《晉書》的四夷傳中，北方有匈奴（約現今之蒙古國、

西伯利亞南部、中亞與中國北部地區），西方有大宛（約位於現今烏茲別克、塔吉

克、吉爾吉斯三國交界處的費爾干納盆地）、大秦（即羅馬帝國）、吐谷渾（約現

21 
《三國志》只有東夷傳的相關解釋頗多，或以受到曹魏與周邊民族戰爭，北方草原民族勢力已

衰，由烏丸、鮮卑等取而代之，見馬曉娟：〈「略如漢氏故事」─《三國志》的西域撰述〉，

《史學研究》，2014年第 2期，頁 13-17，以及李純蛟：《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頁 161；或受制於分裂國家史料不足的緣故，見劉范弟：〈《三國志》四夷傳偏缺原因試

探〉，《長沙水電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 3 期，頁 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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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國青海之海南藏族自治州）、康國（約現今之烏茲別克）、焉耆（約現今之中

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焉耆回族自治縣）和龜茲（約現今之中國新疆阿克蘇地區和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東方有三韓、夫餘、勿吉、倭和肅慎（約現今之中國東北

地區），南方則扶南（位於中南半島南部，約現今之柬埔寨）和林邑（位於中南

半島南部，約現今之越南南部），在大一統天下又回歸比較完整的四裔分布。《宋

書》的四夷傳，陳金城已有詳細考察 22。北有柔然（約現今之蒙古國），西有吐谷

渾與武興（約現今之中國甘肅），南邊是大宗，包括干陀利（約現今印尼之蘇門答

臘島一帶）、天竺迦毗黎（即迦毘羅衛城，大約在大雪山南麓，尼泊爾與印度的交

界處）、婆利（約現今印尼之爪哇島）、蘇摩黎、呵羅單（約現今印尼之爪哇島）

和蠻 23。《南齊書》的四夷傳則有所轉變，恢復了四夷的完整結構，北有柔然，西有

吐谷渾、宕昌（約現今中國甘肅南部），東有加羅（約現今之大韓民國）、倭和高

句麗，南有扶南、林邑和蠻。《梁書》北方維持柔然一國不變之外，西方的範圍擴

大，吐谷渾之外，加入于闐（約現今中國新疆之塔里木盆地南端）、且末（約現今

中國新疆之塔里木盆地東南端）、白題（約現今之烏茲別克）、宕昌（約現今中國

甘肅南部）、武興、波斯（約現今之伊朗）、高昌（約現今之新疆吐魯番市）、康

22 
陳金城：〈南朝四史「四夷傳」纂修原因之探討─兼論南朝與域外接觸的新視野〉，《空大人文

學報》第 19期（2010年 12月），頁 218-220。
23 
蠻的概念，一如「中國」般複雜。何光岳指出：蠻人原是中國古代活動於黃河流域的古老的部落

群體。後來被羌戎、東夷等聯盟集團所擊敗，而逐漸南遷於長江中下游，甚至遠遷至珠江流域和

印度支那半島，因此被稱為南蠻。但也有向北方、東北、西北遷徙者，被稱為北蠻。後來這部分

北蠻人雖曾成為匈奴、突厥和蒙古等民族的統治者，但因其廣大群眾多操阿爾泰—烏拉爾語系的

連綴語，而經濟生活則變為草原游牧性質，因而促使其風俗習慣諸方式大為改變，逐漸消失其蠻

人的傳統習慣，而僅僅存在著某些殘存的蠻人痕跡。還有一些人則遠遷至西藏等地。以後大多數

蠻人已加入了華夏族系列，而成為後來形成的漢族的一個成員。另外一些人，則分別融入於苗

瑤、舍、彝、白、侗、布依、土家、倫佬、松佬、毛難、壯、傣、水，以及突厥、蒙古、孟、

芒、興門、莽、門巴等族。見何光岳：〈蠻人的來源和遷徙〉，《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1988年第 5期，頁 1-16。魯西奇〈釋「蠻」〉一文，則從不居住於國家控制的城邑之中

或附近，不著戶籍、不服繇役和納稅等特徵，論證了南北朝時期蠻的主要共性，始刊於《文史》

2008年第 3輯，後收入氏著：《人群‧聚落‧地域社會：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廈門：廈門大學出

版社，2012年），頁 23-56；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一文，

強調長江中游的所謂蠻族，經歷了在「霑沐王化」與「依阻山險」之間的艱難選擇，其結果是越

來越多的土著族群被吸進華夏政權的政治秩序之中，見《歷史研究》，2009年第 2期，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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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渴槃陀（約現今中國新疆之喀什地區）、鄧至（約現今中國四川北部）、周古

柯（約現今中國新疆之喀什地區）、胡蜜丹（約現今之阿富汗）、嚈噠（約現今之

阿富汗），東方在高句麗、倭之外，又加入大漢（約現今俄羅斯之堪察加半島）、

文身（約現今俄羅斯千島群島之烏魯普島）、扶桑（約現今之日本）、百濟（約現

今之大韓民國）和新羅（約現今之大韓民國），南方除了扶南、林邑之外，又有

干陀利、中天竺（約現今之印度中部）、狼牙脩（約位於現今之馬來西亞與泰國之

間）和婆利、丹丹（約現今之馬來西亞）、盤盤（約現今之馬來西亞）。

《魏書》與《梁書》正好相反，南方只有獠與蠻，北方在柔然（約現今之蒙古

國）之外，又有地豆干（約現今中國之內蒙古與東北地區）、宇文部鮮卑、段部鮮

卑、室韋、契丹（約現今之蒙古國與中國東北地區）、高車（約現今蒙古國之布爾

干省）、庫莫奚（約今西拉木倫河、老哈河流域）和烏洛侯（約現今之中國東北地

區），西方在吐谷渾、于闐（約現今中國新疆之和田地區）、宕昌（約現今中國甘

肅）、波斯、嚈噠、高昌、康國、渴槃陀、鄧至（約現今中國四川北部）等九國之

外，還有乙弗勿敵（約現今中國青海）、大秦、五翕侯（約現今之阿富汗）、月氏

（約現今之中國甘肅西部與新疆東部）、朱居（約現今中國新疆之喀什地區）、波

路（約現今之巴基斯坦）、阿鈎羌（約現今之喀什米爾）、悅般（約現今之七河地

區）、烏孫（約現今之巴基斯坦）、烏萇（約現今之巴基斯坦）、乾陀（約現今之

巴基斯坦）、焉耆（約現今中國新疆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鉢和（約現今之阿

富汗）、賒彌（約現今之巴基斯坦）、龜茲、罽賓（約現今之巴基斯坦）等五十九

國，少了白題、武興二地，東方則是勿吉、豆莫婁（約現今中國之黑龍江省）、百

濟和高句麗。《周書‧異域傳》雖然維持四方，但國數又再次縮減，北方有突厥、

稽胡、庫莫奚，西方有吐谷渾、高昌、鄯善（約現今中國新疆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焉耆、龜茲、于闐、囐噠、粟特（約現今之烏茲別克）、安息（約現今之伊

朗）、波斯、白蘭（約現今中國青海省之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宕昌、鄧至，

東方有百濟、高句麗，南方有獠、蠻。《南史‧夷貊傳》上卷收入林邑國、扶南

國、中天竺國及師子國（約現今之斯里蘭卡）等；下卷收入高句麗、百濟、新羅、

倭國、扶桑國、河南王國（約現今中國青海省之海南藏族自治州）、宕昌國、鄧至

國、武興國、荊雍州蠻、豫州蠻（約現今中國之湖北省東部與安徽省西南部）、

高昌國、龜茲、于闐、波斯國、蠕蠕（約現今蒙古國之後杭愛省）。大致承襲《梁

書》為藍本，惟西方少于闐，東方少大漢，南方少干陀利，但增加了蠻。《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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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魏書》、《北齊書》、《周書》和《隋書》的基礎上，對於北朝的歷史、掌

故、風俗和人情都比較詳盡。東方有高句麗、百濟、新羅、豆莫婁、流求（約現

今之臺灣或琉球群島）、倭等，南方有蠻、獠、林邑、赤土（約現今之印尼）、真

臘（約現今柬埔寨之磅通省）、婆利等國，西方則有鄯善、于闐、高昌、焉耆、龜

茲、烏孫、疏勒（約現今中國新疆之喀什地區）、悅般、破洛那（約現今之烏茲別

克）、粟特、波斯、月氏、安息（約現今之伊朗）、條支（約現今之伊拉克）、大

秦等八十七國，北方則是柔然、契丹、宇文部鮮卑、段部鮮卑、高車、突厥、稽

胡、鐵勒、庫莫奚、烏洛侯等國。

圖二：魏晉南北朝周邊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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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間上來說，西方諸國在數量及名目上最為龐大複雜，早自西漢伊始，中

原地區漢民族便與其接觸，見《史記‧大宛列傳》；《後漢書》有〈西域傳〉，記載

漢武帝時有交通往來，該地區本有三十六個國族，後來逐漸分化為五十多個，這是

最早關於「西域三十六國」的明確記錄。降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地方的國族分

化更為複雜，以《北史》為例，其中記載的西域諸國已達八十六個，可見該時期西

方國族的變動分合頗為劇烈。在這複雜多變的西域諸國裏，有一些古老且歷時不衰

的國族，像是龜茲、罽賓、大宛、吐谷渾、波斯、高昌、于闐、車師、安息、鄯善

等國，另外也有許多旁附的小國，例如渠莎（約現今中國新疆之喀什地區）、且彌

（約現今中國新疆之昌吉回族自治州）、姑默（約現今中國新疆之阿克蘇地區）、溫

宿（約現今中國新疆之阿克蘇地區）、尉頭（約現今中國新疆之克孜勒蘇柯爾克孜

自治州）、伏盧尼（又作拂懍，波斯國西北）、色知顯（北魏名悉萬斤，今撒馬爾

罕西北）等國，多數距離中土遙遠並且常依附著龜茲等大國而生存。綜言之，魏晉

南北朝正史周邊民族傳記的設立，之所以屢有變化，往往與資料多寡、政權性質、

行文設計等諸多因素有關。彼此之間又有所延續性和創新性。特別是《晉書》、

《梁書》、《周書》三部正史都是在唐太宗時期修成的，《南史》、《北史》則是李延

壽繼其父李大師完成於高宗年間，因此基本上還是展現了天下國家的思維模式。

三、周邊敘述與語法標記

本文採取數位人文研究方法中的文本標記技術 (mark up)，針對魏晉南北朝正

史諸夷傳文本進行權威詞與段落標記，並建立一魏晉南北朝周邊敘述資料庫 24。具體

操作上，魏晉南北朝周邊敘述資料庫是在現代標點符號斷句之後的數位文本上，以

一個逗號或句號所切割出來的句子為單位，針對其語言表現、意義指涉、敘述型態

進行段落標記，標記項目第一層包含九類，即風俗、物力（物產、技藝）、地理、

24 
數位工具方面，本文主要運用中央研究院數位人文研究平臺與MaxQDA軟體進行文本標記，數

位人文研究平臺提供包含中研院漢籍文獻資料庫、Kanripo、Ctext等文獻資源，而MaxQDA支

援重複標記、標籤的分類管理、標籤的統計與視覺化等功能，並且能將標記資料匯出成 XML格

式，加入數位人文研究平臺，開放提供給學界運用。本文著重探討魏晉南北朝正史諸夷傳裏文本

標記的內容與分類，對於技術上這些文本標記如何更進一步與其他資料庫關聯，或者提供演算法

與機器學習的比對資料，將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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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制度、外交、統治者、總論、敘述語法，第二層包含風俗十九類、物力（物

產、技藝）十五類、地理十三類、族群四類、制度九類、外交十七類、統治者七

類、總論二類、敘述語法四類等。

風俗
物力

（物產、技藝）
地理 族群 制度

•綜述（風俗）
•飲食
•服飾（一般 /禮儀）
•居所
•喪葬
•婚嫁
•審美
•醫療 /生育
•壽考
•文教
•宗教 /祭祀 /佛教
•語言文字
•專名 /別名
•倫理 /禮儀
•方術
•節俗
•禁忌
•民風
•娛樂

•綜述（物力）
•農產
•農業
•畜產
•礦產
•水產
•林產
•紡織業
•釀造業
•兵器工業
•製造業
•野生動物 /怪物
•寶物
•財力
•工藝

•方位
•地形
•疆域
•邊界
•交通
•氣候
•都城
•據點
•建築
•水文
•山脈
•風土
•天文

•體貌
•特性
•部落 /種族
•戶口

•刑法
•階級
•貨幣 /貿易
•政制
•軍事 /演武
•賦稅
•繇役
•曆法
•行政規劃

外交 統治者 總論 敘述語法

•征戰
•地方關係
•朝貢
•冊封
•通商 /求商
•通使
•斷交
•歸順 /投奔
•結姻 /求姻
•和盟 /求和
•求地
•求人
•求物
•求封
•謀略
•賞賜
•入侍

•起源傳說
•統治者
•政權更替
•王居
•服飾
•威儀
•葬儀

•序言
•論贊

•類比—同
•類比—異
•存在—有
•存在—無

表一：魏晉南北朝周邊敘述資料庫標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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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而言，標記的分類呈現正史對諸國敘述所側重的焦點，包含具體的人、

事、時、地、物等，然而其中「敘述語法」一項較為特殊，它並非著眼於文本的內

容，而是著眼於敘述模式。魏晉南北朝正史諸夷傳的書寫，時常透過類比與有無句

型，形塑出文本「他者」的知識建構，是以在風俗與物力等標記外，本文在資料

庫中加入敘述語法標記，透過觀察「存在—有」、「存在—無」、「類比—異」、「類

比—同」，開啟對此議題的觀察。所謂「存在—有」，也就是如吐谷渾「屈真川有鹽

池」25；「存在—無」則如蠕蠕「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為記」26；

至於「類比—異」，而比較的形成，又往往與地緣、血緣有密切關係，如用夫餘類

比高句麗曰「其性氣衣服有異」27；「類比—同」者，如用康居類比大宛曰：「風俗及

人貌、衣服略同大宛。」28目前關於史書外國傳的敘述語法標記統計如下表：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魏書 周書 南史 北史 總計

存在—有 26 23 2 9 47 62 26 20 42 257
存在—無 18 15 4 5 23 17 12 19 40 153
類比—異 10 1 0 0 7 7 1 5 14 45
類比—同 14 11 0 4 27 24 24 22 68 194
總計 68 50 6 18 104 110 63 66 164 649

表二：敘述語法標記數量

在九部史書中，共有六四九個敘述語法標記，其中以《梁書》、《魏書》和

《北史》最多，《宋書》最少。甚至在《宋書》之中根本沒有出現類比句型，《南齊

書》則是缺少比較差異類型的敘述語法。然要補充說明的是，由於同一國家在不同

史書的記載，有時會出現別名，於統計時必須合併統計，方能得到準確數據，即以

「高句麗」為例，要將「高句麗」、「高句驪」、「高麗」分別篩選出來，再以史書中

25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 96，頁 2373，「鮮卑吐谷渾」。

26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 103，頁 2290，「蠕蠕」。《北史》的〈蠕

蠕傳〉承此，見〔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 98，頁 3250。
27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東夷傳〉，《三國志‧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卷 30，頁 843，「高句麗」；《梁書‧諸夷》的「高句驪」（頁 801）、《南史‧夷貊傳》的「高句

麗」（頁 1970）承此。
28 
〔唐〕房玄齡等撰：〈四夷傳〉，《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 97，頁 2544，「康居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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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相互比較的「百濟國」、「夫餘國」等為參照對象，觀察其在《三國志》、《梁

書》、《魏書》、《周書》、《南史》和《北史》中的異同狀況。根據統計，類比對象

最多的，無疑為中原華夏 (58+5)29，其次為高句麗 (15+3)、突厥 (10+1)、胡 (5+6)、

宕昌 (7)、林邑 (7)、匈奴 (6)、吐谷渾 (5)⋯⋯。類比最基本的目的，乃是用已知說

明未知，比如匈奴，是中原諸國從先秦開始即時常接觸的北方游牧部落 30，而被史家

用以說明逐漸出現於歷史舞臺的夫餘（約現今中國之黑龍江省）、小月氏、高車、

突厥等地的風俗，包括婚嫁、游牧、語言或鬼神信仰 31。更多時候類比是用以比較優

劣，彰顯其競爭力與影響力，特別是用中原華夏作為類比對象時，範圍包括馬韓、

辰韓、夫餘、倭、扶桑、高句麗、百濟、新羅、焉耆、大秦、稽胡、扶南、林邑、

婆利、不知名島、高昌、于闐、武興、吐谷渾、波斯、牟知、女國等，其中如形容

夫餘「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32，又說高昌：「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

小異而大同。」33

華夏暫且不論，根據樞紐分析結果，高句麗則是最多被類比的對象，而史書描

述高句麗時，又最常以「夫餘國」作為比較對象。在《三國志》、《梁書》和《南

史》中都有做同異比較，同者為語言，異者主要為服飾，其次為民風、族群特性和

禮儀。另外，「百濟國」亦最常以「高句麗」作為比較對象，同者主要為服飾，還

有飲食和語言，異者則為禮儀。整體而言，服飾、語言和禮儀是「高句麗」主要的

比較項目。

在「敘述語法標記—存在有無」一類標記中，亦能觀察出其敘事的偏重層面。

透過以下兩圖（圖三、四），可以注意到後期史書中的「存在—有敘述」以物力類

內容為主，而「存在—無敘述」則以制度類內容為主。

29 
類比同和類比異的統計數字，用加號連結，故類比—同者為 58，類比—異為 5。以下同此，不再

一一說明。
30 
匈奴最早見於史載，應是《史記‧秦本紀》：「惠文君⋯⋯七年 (318 B.C.)，樂池相秦。韓、趙、

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

萬二千。」
31 
分見陳壽撰，裴松之注：〈東夷傳〉，《三國志‧魏書》，卷 30，頁 841，「夫餘」；魏收：〈西域

傳〉，《魏書》，卷 102，頁 2277，「小月氏國」、卷 103，頁 2307，「高車」；李延壽：〈西域傳〉，

《北史》，卷 97，頁 3229，「小月氏」；卷 98，頁 3207，「高車」；卷 99，頁 3289，「突厥」。
32 
房玄齡等撰：〈東夷傳〉，《晉書》，卷 97，頁 2532，「夫餘國」。

33 
〔唐〕令狐德棻等撰：〈異域下〉，《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卷 50，頁 915，「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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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存在—有」標記統計圖

圖四：「存在—無」標記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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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敘述語法標記—存在有無」一類，可以從中反映出古代文化的批判視

野。故在以上標記內容額外加上正、負、中性的屬性判斷後，進一步觀察在實際標

記背後所反映出來的文化意識。其中所謂「正向」屬性判斷，係指史書在記錄外國

風物時是以肯定方式敘述該國與中土同有此物、此風，所反映者為共通於中土文化

本位的價值判斷。例如：《三國志》記述挹婁，謂其「有五穀、牛、馬、麻布」34；

《晉書》記載龜茲「俗有城郭」35；《梁書》則說高昌國「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36

等例，皆體現以中土本位看視他國文化水準高下的價值判斷。相對地，所謂「負

向」屬性判斷，是以否定方式陳述該國不如中土具有如此風物，像是《晉書》記載

馬韓為「俗少綱紀，無跪拜之禮」；《梁書》謂新羅為「無文字，刻木為信」等，仍

是以中國自身文化為準，而對外國他者進行優劣判斷。至於「中性」屬性判斷，則

是史書在敘述上並未涉及正、負向的價值判定，僅是客觀陳述、記錄他國所擁有的

風物。故在「敘述語法標記—存在有無」一類上加以正向、負向、中性三種屬性判

斷後，則能更清楚地看出史書記載背後所蘊含的文化視角，復佐以數位工具進行統

計、分析、比較，進而能得具更完整的觀察。

就整體來說，最常使用「存在—有」與「存在—無」敘述語法的國家集中在

東方諸國中的倭 (16/13)、高句麗 (14/14)、扶桑 (13/10)、百濟 (13/5)、三韓 (9/9)、

夫餘 (8/2)；其次則是西方諸國中的吐谷渾 (17/8)、波斯 (16/1)、高昌 (15/0)、焉耆

(11/4)、宕昌 (2/9)。若進一步觀察其中的正負屬性與標記類別，則能發現其中以正

向敘述的物力類 (75)為最多，其次則是負向敘述的制度類 (47)與風俗類 (46)。

若說風俗、物力、地理與制度的有無成為史書編撰者評價一個國家的主要依

據，物力、地理的「有」可作為一個國家富饒與先進的判斷基準，風俗、制度的

「無」可作為一個國家落後的判斷基準。由此可以引發進一步質性研究，反省究竟

用華夏價值來評斷他國是否合適公允。

34 
陳壽撰，裴松之注：〈東夷傳〉，《三國志‧魏書》，卷 30，頁 847，「挹婁」。

35 
房玄齡等撰：〈四夷傳〉，《晉書》，卷 97，頁 2543，「龜茲」。

36 
〔唐〕姚思廉等撰：〈諸夷〉，《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 54，頁 811，「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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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敘述語法正負向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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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風俗與知薄厚

在天下國家的體制下，膺受天命、主宰禮制的皇帝，必須擔負起普及邊境地區

禮制、改變當地民眾風俗的重要職責，因此越是能夠代表天下中心的正史撰述，往

往對各地區的風俗禮制越投以高度關注 37。而正史諸夷傳對周邊世界的婚姻、葬儀、

服飾、居所等風俗詳細記載，即是此一觀念實踐的證明。

所謂風俗，可分為兩個層次，由自然條件不同而形成的習尚為「風」，由社會

環境不同而形成的習尚為「俗」。透過人類具體日常生活實踐，風俗不外表現在生

老病死、婚喪嫁娶、日用所需、遊藝競技和信仰禁忌等內容。然隨著人類社會的發

展，必須因亂制禮，甚至設法節制，使得禮法與風俗開始有所重疊，同時上層與下

層的好尚與規約，常有模糊交融之處。本研究透過文本分析，訂定十九個風俗項

目，分別為：文字、文教、方術、民風、宗教／祭祀／佛教、居所、服飾（一般服

飾／禮儀服飾）、綜述（風俗）、倫理／禮儀、娛樂、婚嫁、專名／別名、喪葬、

飲食、禁忌、節俗、壽考、語言、醫療／生育等，經過標記，配合諸國族名稱，製

作出以下風俗圖。就整體趨勢而言，東方諸國的風俗敘述較為頻繁，西方諸國範圍

最廣，被關注的國族相對為多，再其次為南方諸國，北方整體比例為最少。由此可

推知，東方諸國與中國應有長期往來的經驗，以及悠久的史學書寫傳統，是故能對

該區的風俗保留較多的材料，以及更為深入的認知。西方諸國居次，且占有最寬廣

的範圍，顯示該區種族比較複雜，對諸國風俗認知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別。至於南

方諸國，隨著三國以後的開拓、佛教傳播，以及海上絲路開通，越來越多新的國家

逐漸進入史傳視野。相對來說，北方的關注較少。

以數量來說，依序是服飾群（一般服飾、禮儀服飾，184）、宗教祭祀 (147)、

居所 (121)、民風 (114)、佛教 (87)、語言 (83)、婚嫁 (72)、喪葬 (70)、飲食

(69)⋯⋯。其中服飾、居所、婚嫁、喪葬，不僅是一種文化創造、禮制規範，也都

是與物質條件、社會生產力相關，最可見其國力，也是本節論述重點。

37 
葭森健介：〈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と中國の皇帝權〉，頁 41；張宇譯：〈東亞世界的形成與中國皇

權─以六朝時期為重點〉，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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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風俗標記數量熱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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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為一個民族最明顯的特徵，有其歷史性、自發性、地域性、傳承性和變

異性，既是物質工藝的直接實踐，也是審美的精神寄託 38。透過服飾的裝飾，也往

往可推斷出穿戴者的社會、經濟、宗教地位或婚姻狀態。特別是《論語‧堯曰》曾

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正

衣冠，乃是威儀／禮的表現。故將衣冠帶劍、好讓不爭之邦，稱之為君子國 39。而

《後漢書‧東夷傳》亦曾曰：「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

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40雖然引用的是《山海經》中傳說中的國

家，但不變的是，將衣冠服飾及風俗作為周邊邦國禮樂文明的首要指標，是以本資

料庫又將其分為一般服飾與禮儀服飾（包括朝廷和祭典服飾）。根據統計顯示：高

句麗 (12)、百濟 (12)、吐谷渾 (10)、林邑 (9)、室韋 (7)、波斯 (6)等國最受關注。

在東方各國的服飾記載相對為多，其中又以高句麗為最，然各有特色。相關記

載如《周書》「高麗」：「丈夫衣同袖衫、大口袴、白韋帶、黃革履。其冠曰骨蘇，

多以紫羅為之，雜以金銀為飾。⋯⋯土田塉薄，居處節儉，尚容止。」41一般民眾 

的服飾，在色彩上以白、黃、紫和金銀為裝飾，繽紛而對比強烈，表現出較高的審

美意味，可見其好容止的民性。

在北方諸國，則以辮髮（或言索髮）、皮衣、小口袖袴和珠飾為特色，以失韋

國（即室韋）為代表，《魏書》曰：「丈夫索髮。⋯⋯。女婦束髮，作叉手髻。⋯⋯

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俗愛赤珠，為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為貴，女不得

此，乃至不嫁。」42其他柔然、烏洛侯、地豆干、高車、突厥等，則是同中有異。

在西方眾多國家中，條件各有不同，差異極大，或同華夏，或略同於河南（吐

谷渾），或從胡法。其中以吐谷渾最值得注意，如《魏書》「吐谷渾」曰：「夸呂

（可汗）椎髻毦珠，以皂為帽，坐金師子牀。號其妻為『恪尊』，衣織成裙，披錦

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冪為冠，亦以

38 
參見華梅：《服飾民俗學》（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4年）。

39 
〔晉〕張華：〈外國〉，《博物志》（臺北：明文書局，1984年），卷 2，頁 21。

40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東夷傳〉，《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 85，

頁 2807。〔宋〕歐陽修：〈東夷傳〉，《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 220，頁 6205，

「新羅」則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
41 
令狐德棻等撰：〈異域上〉，《周書》，卷 49，頁 885，「高麗」。

42 
魏收：《魏書》，卷 100，頁 2221，「失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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繒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為貴。」43《梁書》「河南王國」則曰：「著小袖

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披髮為辮。」前者著冠袍類於華夏；後者縮口袍袴

則保留了鮮卑風格。另外，波斯則是胡風的代表，如《魏書》「波斯國」曰：「（王） 

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

帽，貫頭衫，兩厢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

為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44以剪髮貫頭衫為主要特

色。

在南方因處濕熱地帶，多裸上身，以干漫繞腰，如《梁書》「扶南國」：「吳

時⋯⋯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

乃截錦為之，貧者乃用布。」45林邑、婆利、狼牙脩等皆然，唯赤土以朝霞朝雲雜色

布為衣 46。

凡此名列前茅的國族，即使非衣冠之國，也代表已經具有相當財富和影響力的

國家，詳見下節物產的分析。這裏要強調的則是周邊諸國的冠帶文化 47。《晉書‧四

夷傳》曾言「襲冠帶以辨諸華」48，特別在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等國，很早即受

到中國朝堂政治文化的影響，藉由服制來表現官制的等級。《三國志》「高句麗」即

載：「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臺、使者、皁衣、先人，尊

卑各有等級。⋯⋯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

餘，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49《梁書》也記述了官員的朝服官帽：「其公會衣服，

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50

在這裏不僅列述高句麗的官制，也出現了「公會衣服」和官帽的記載。而《魏書》

則載曰：「其官名有謁奢、太奢、大兄、小兄之號。頭著折風，其形如弁，旁插

鳥羽， 貴賤有差。」51《周書》亦載曰：「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鳥羽於其上，以顯異

43 
同前註，卷 89，頁 2240，「吐谷渾」。

44 
同前註，卷 102，頁 2271，「波斯國」。

45 
姚思廉等撰：〈諸夷〉，《梁書》，卷 54，頁 789，「扶南國」。

46 
李延壽：〈四夷中〉，《北史》，卷 95，頁 3160，「赤土」。

47 
參見宋成有：〈百濟冠帶文化論〉，《北大史學》，2014年第 1期，頁 190-218。

48 
房玄齡等撰：〈四夷傳〉，《晉書》，卷 97，頁 2531。

49 
陳壽撰，裴松之注：〈東夷傳〉，《三國志‧魏書》，卷 30，頁 844，「高句麗」。

50 
姚思廉等撰：〈東夷〉，《梁書》，卷 54，頁 802，「高句驪」。

51 
魏收：《魏書》，卷 100，頁 2215，「高句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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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52由此可見高句麗稍後的官制有所變化，但是貴賤有別的服制依然存在，主要

表現在冠的差異。而《南齊書》還記載了一則高麗使者冠弁的軼事，由於「冠折風

一梁」的浮誇打扮，受到中書郎王融的嘲笑，說：「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使者

則鄭重其事地回答：「此即古弁之遺像也。」53

至於百濟，在《周書》中已有詳細官品和相應的冠帶的記載，其曰：

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

扞率五品；柰率六品。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

皂帶；固德九品，赤帶；（李）〔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

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

帶。54

六品以上，方可冠飾銀華，七品至十六品則以衣帶區分為六種顏色，分別是：紫、

皂、赤、青、黃（十一至十二品）、白（十三至十六品）。《北史》敘述大抵承此。

而《南史》敘述較簡，曰：「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

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55這裏卻談到「言語」與「服章」的關聯

性。事實上，當時周邊諸國語言分歧，一如服飾般多樣性，但文字上大致可分為無

文字、胡書、婆羅文和華夏文幾個不同文化圈，而百濟言語可「參」諸夏，主要意

指文字相通，故更易受到華夏的影響。

倘若再經過「禮儀服飾」與「文教」多重選項的樞紐分析，可以發現百濟、高

昌、高句麗三地最為顯著，北方、南方諸國則不與其中。首先，在《梁書》、《南

史》記載，百濟曾向劉宋朝貢時求書，包括《易林》、《式占》，蕭梁時求《涅槃》

等經義、《毛詩》博士並工匠畫師等 56，可見其與南朝關係密切，方可允許書籍、工

技的傳播。《北史》則進一步曰：

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

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蓍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鼓

角、箜篌、箏竽、箎笛之樂，……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為歲首。

52 
令狐德棻等撰：〈異域上〉，《周書》，卷 49，頁 885，「高麗」。

53 
〔梁〕蕭子顯：〈東夷〉，《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 58，頁 1010，「高句麗」。

54 
令狐德棻等撰：〈異域上〉，《周書》，卷 49，頁 886，「百濟」。

55 
李延壽撰：〈夷貊下〉，《南史》，卷 79，頁 1973，「百濟」。

56 
同前註，頁 1972、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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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百濟文化的多樣性，既保有田獵射騎的民族性，也多方受到華夏文化的影

響，包括治術、歷史、曆法、醫藥、筮術、相術、雅樂，同時已達文學的能力，特

別是《毛詩》關乎辭令，最能凸顯彬彬君子風範。另一方面，百濟也是對倭國重要

的文化輸出國，本文不及詳述 57。

在此文化圈中，高句麗也不容忽視，《南齊書》載其「知讀五經」58；《周書》、

《北史》則進一步指出，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等，兼及經

史 59，較偏於國家治術的吸收，不及諸般技藝，這或與「其人性凶急」60的民風有關。

言下之意則代表，其與中原國家是處於比較緊張的關係。

在西方諸國中，高昌是比較特殊的國度，位居車師之故地，南接河南，東連

敦煌，西次龜茲，北隣敕勒，具有重要通道的地位。根據《梁書》記載：「官有四

鎮將軍及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

議、校尉、主簿。」與中國類似，但未如百濟、高句麗一般，有固定的官吏服制相

應，《周書》解釋道：「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平章錄記，

事訖即除。⋯⋯官人雖有列位，竝無曹府。」61然而具有與中國略同的文字優勢， 

《梁書》曰：「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62《周書》、《北史》則指出：「其有《毛

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63由

此可見部分僑居域外的漢人依舊接受經學教育。

57 
在九史諸夷傳中，這部分的記載闕如，但不表示沒有相關事實，詳見王勇：〈六朝文化東漸與書

籍之路開啟〉，《廣東外語大學學報》第 21卷第 1期（2010年 1月），頁 5-9；另可參宋成有：

〈百濟冠帶文化論〉，頁 190-218；金浩慶：〈漢晉時期書籍的普及與東亞社會〉，《南都學壇》第
39卷第 4期（2019年 7月），頁 1-12。

58 
蕭子顯：〈東夷〉，《南齊書》，卷 58，頁 1010，「高句麗」。

59 
令狐德棻等撰：〈異域上〉，《周書》，卷 49，頁 885，「高麗」；李延壽撰：〈四夷上〉，《北史》，

卷 94，頁 3115，「高句麗」。
60 
陳壽撰，裴松之注：〈東夷傳〉，《三國志‧魏書》，卷 30，頁 843，「高句麗」。

61 
令狐德棻等撰：〈異域下〉，《周書》，卷 50，頁 915，「高昌」。

62 
姚思廉等撰：〈諸夷〉，《梁書》，卷 54，頁 811，「高昌國」。

63 
令狐德棻等撰：〈異域上〉，《周書》，卷 49，頁 885，「高麗」；李延壽撰：〈四夷上〉，《北史》，

卷 94，頁 3115，「高句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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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四方諸國服飾、居所標記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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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服飾為周邊諸國最明顯、普遍的特徵，從上面服飾 —居所圖表，黃色代表

服飾，藍色代表居所，則可發現居所的記載幾乎可與其分庭抗禮；儘管敘述可能比

較簡短，居所對於四方各國都是賴以生存、保護安全的重要庇護，特別在北方、東

方諸國，益發重要。蓋因北地苦寒，居民冬日則居住在保暖性佳的洞穴以避冬，穴

居方式除了入山尋找自然洞穴外，亦有穿地為室的半穴居作法；及至夏日，因北邊

民族多以畜牧為業，此時則依牛羊放牧軌跡移動，居所也改為機動性較強的穹廬氈

帳。西方諸國因氣候乾燥，居民多半居住在盆地地形邊緣、仰賴高山融雪形成的綠

洲之上，藉此取得生活用水與發展農業。若以畜牧為業者，因其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形式，則採用便於遷移的廬帳為屋，以氈屋為居所。東方諸國整體來說，已知建築

屋宇為居所，又隨著氣候條件差異產生建築樣式的變化，地理位置較靠近東北，氣

候較為嚴寒者，則採用穿地鑿穴為土室，並於土室上方搭建草屋的半穴居模式為住

所，以達到較佳的保暖效果；地理位置偏南，氣候較為溫暖者，則築土為牆，以木

板搭建用於生活的處所。此外，東方國家中亦有出現都市化程度較高的都城建築，

城中除了規模化的宮室建築外，亦有專門用以祭祀鬼神的祠堂。南方諸國因氣候炎

熱、多雨潮濕，林木繁多、多蟲蛇蚊蚋，居民多半採用如同樓閣般的干闌式建築為

居住場所，藉此達到避濕、通風、防蚊蟲的效果。一般較為人所知的干欄式建築為

以木竹結構搭建高臺，並於高臺上搭建用以生活起居的屋宇。除此之外，尚有依樹

積木為巢，如同樹屋一般的干欄式建築，此種巢居結構的干欄式建築，可以視為落

地興築高臺的干欄式建築之前身 64。

至於婚姻和死亡，都是重要的生命節點，關乎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埃利亞德

(Mircea Eliade, 1907-1986)將其視為一種再生的象徵 65；法國人類學家根納普 (Arnold 

van Gennep, 1873-1957)將其視為個人生命轉折儀式，與出生、成年等儀式共同合稱

為過渡儀式 66。因此，儘管周邊諸國婚嫁、喪葬的風俗各異，往往被賦予不同政治、

道德和宗教的意義，但本文更強調其在人類風俗文化中的普遍性。換言之，在九史

64 
參見李穆文：《鬼斧神工的古代建築》（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6年）。

65 
參見埃利亞德 (Mircea Eliade)著，楊儒賓譯：《宇宙與歷史：永恆回歸的神話》（臺北：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2000年）。
66 
參見根納普 (Arnold van Gennep)著，張舉文譯：《過渡禮儀：門與門檻、待客、收養、懷孕與分

娩、誕生、童年、青春期、成人、聖職受任、加冕、訂婚與結婚、喪葬、歲時等禮儀之系統研

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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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邊敘述中，或許加入了漢文化的價值判斷。本文則認為，這些婚、喪禮俗都是

為適應特殊群體，因應其歷史、地理、宗教的背景而形成的方式。因此在統計時都

將其視為等值敘述，方能對當時的周邊諸國做跨文化比較。

圖八：四方諸國喪葬類型

在周邊喪葬敘述中，以葬法為大宗，兼及喪期和喪禮等內容；其中葬法可分為

天葬、火葬、土葬、水葬，亦有兼用不同葬法的二次葬。在北方諸國以天葬為主，

室韋、庫莫奚、高車皆然；契丹、突厥則採二次葬，前者先天葬再火葬，或者先火

葬再土葬。西方諸國土葬為主，如高昌、稽胡、嚈噠、鐵勒等；然亦有火葬後再土

葬的二次葬，如康國、龜茲。東方諸國幾乎全部為土葬，只有勿吉在秋冬時，以屍

捕貂，流求南境有食屍之俗，肅慎還維持天葬，為比較原始的死者處理；高句麗、

東沃沮則是先假葬，而後土葬。南方諸國則是以火葬為主，如林邑、赤土，但扶

南、真臘則有同一國境內兼具四種葬法的多元現象，獠則是土葬。而喪期則從無、

喪迄、七日、一月到三年不等。

至於在周邊風俗的婚嫁敘述中，包括媒合、婚聘、迎娶、家庭結構等內容。

在西方諸國，高昌、焉耆婚姻、喪葬與華夏同；而龜茲又與焉耆同；武興婚姻備六

禮，實際上與華夏同。另一方面，吐谷渾、宕昌、康國、附國、稽胡為收繼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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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可以其繼母、世叔母及嫂（姊妹）〔弟婦〕等為妻 67。

吐火羅、嚈噠則是兄弟共一妻的共妻婚。

在北方諸國的婚嫁習俗，還遺留搶奪婚遺風，如室韋與靺鞨同俗，二家既已許

婚，還要盜婦而去，然後送牛馬為聘，一如高車以牛馬納聘為榮 68。同時亦有婿就女

家的習俗，也就是送新婦回娘家，待有孕，方相許隨還舍，一如鐵勒 69。然亦有與突

厥收繼婚不同者，認為婦人不可再嫁，因為死人之妻難以共居 70，則是受到鬼神信仰

的影響。

在東方諸國中，百濟、扶桑婚娶之禮略同華俗，新羅「新婦之夕，女先拜舅

姑，次即拜大兄、夫」，濊「同姓不婚」，也與華夏類似。然高句麗則比較類似北

方婚俗，任男女相

悅結合，豬酒為

聘，有婿就女家和

收繼婚的遺跡。夫

餘亦為收繼婚。倭

則一夫多妻，流求

以酒、珠貝為聘。

在南方諸國，

林邑、扶南、真

臘婚俗相似。貴女

賤男，同姓可婚，

婚禮上請婆羅門祝

福。另外，則是成

婚後，要與父親分

財別居。

從右方的圖表 

顯示，黃色代表喪 

67 
詳參董家遵：《中國收繼婚之史的研究》（廣州：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1950年）。

68 
魏收：《魏書》，卷 103，頁 2307，「高車」。

69 
李延壽撰：《北史》，卷 99，頁 3304，「鐵勒」。

70 
李延壽撰：〈四夷上〉，同前註，卷 94，頁 3130，「室韋」。

圖九：四方諸國婚嫁、喪葬風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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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藍色代表婚嫁，而周邊諸國大都視喪葬甚於婚嫁，何以死比生可以獲得更多的

關注？婚嫁固然涉及兩姓之好、建立親屬關係、繁衍後代等婚姻圈層面，以及取得

勞力權利、維護家族產業等經濟層面，在任何族群裏都是重要的文化建制，卻非全

然不可變者。然喪葬更關乎他界，影響死者靈魂如何順利地回歸冥界，確保不致引

起任何災難，更重要的是，能夠福佑子孫，也能兼具表達親屬族人對死者情感的心

理因素。然而其中關涉更多不可知者，反而更必須遵循傳統。茲此，越是繁複的喪

葬禮俗，越有助於穩定生者與死者的關係；越能遵循傳統，越可減少不確定的因

素。而突厥結合二次葬與男女媒合的婚俗則是鮮活的例證。《周書》「突厥」載曰：

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繞帳

走馬七匝，一詣帳門，以刀 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

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

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瘞之。葬之日，親屬

設祭，及走馬 面，如初死之儀。葬訖，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

生所殺人數。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挂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

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娉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

死者，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71

由於突厥為隨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維生的遊牧民族，平時各有牧場和獵場，不可

逾越，喪禮不僅舉行追悼的儀式，還可當作男女媒合求愛的場合。其中因後輩還能

娶其父兄、叔伯的寡婦為妻，而被重視倫常關係的漢人視為被髮左衽、寡廉恥、無

禮義的草原民族 72。但從其喪禮之隆重與哀戚，其實不下華夏民族。在喪葬儀式中，

喪家子孫、親屬首先要各宰羊馬祭祀死者，七次舉哀，並以刀𠢐面，以致血淚俱

流。接著進行二次葬，首先將死者生前馬匹物品，連同屍體一起焚燒，是為第一次

的火葬；然後收其骨灰，再待時而瘞埋，並喪儀如初，是為第二次的土葬。另外，

死者葬所也有講究，不但要根據其一生殺人數目，立石為標誌，還要將祭祀羊馬頭

掛在石頭之上，不無炫耀之意。由此可見突厥人對死者的尊重，不僅要在喪禮上供

應死者豐富的祭品，還要將其生前隨身財產隨其神魂進入另一個世界。另一方面，

在此界則要透過兩次血淚俱流的喪禮，以及葬所立石等方式，加深生者對死者的

記憶，不忘其遺澤和英勇，也確保生死兩界的和諧。至於突厥男女在草木黃落的秋

71 
見令狐德棻等撰：〈異域下〉，《周書》，卷 50，頁 910，「突厥」。

7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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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或華葉榮茂的春天的二次葬場合，舉行盛會以媒合，則既符合游牧生活的自然

節奏，也有再生的神聖象徵；而寡婦轉嫁家族子弟的收繼婚，乃是西、北周邊民族

普遍婚俗，從其社會結構和經濟來說，這可視為部族社會掠奪婚姻遺留下來的財產

嗣承方式，有助於維持後嗣的數量和財產的完整性。

另外，再觀察一組南方國家的例子─林邑。從《南齊書》開始，一直到《晉

書》、《梁書》、《北史》和《南史》，都有其喪葬和婚嫁風俗的記載。該國雖然仍

在秦時曾納入中國的郡縣，漢末則獨立為王國，一直到晉建興中，才由商賈教林邑

王上國制度，但從喪葬、婚嫁制度看來，還是維持了相當地方性的習俗。首先，在

喪葬方面，《南齊書》「林邑國」記載：

居喪剪髮，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為葬。遠界有靈鷲鳥，知人將死，集其家食

死人肉盡，飛去，乃取骨燒灰投海中水葬。73

相較於西北諸國所採用火葬，林邑的火葬不盡相同。從靈鷲鳥食死人肉盡，才取骨

燒灰，再投灰海中。清楚顯示林邑人並不重視今生的屍體，寧可為了來生而捨身，

應受到婆羅門教信仰的影響 74。但這並不表示林邑人不重視倫理親情，他們還是會為

父母居喪，並以剪髮表現哀思。《北史》「林邑國」有更詳細的記載，其曰：

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

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甖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

甖，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哭至水次，盡哀而止，

歸則不哭。每七日，燃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百日、三年，皆如之。75

這裏分述王、官、庶人不同階級喪禮的差別，儘管有喪期、骨函材質的不同，但基

本形式和精神內涵並無改變。而哀思的表達也是比較自然，盡哀則止，沒有一定的

時間限制。

在婚嫁風俗方面，更可見其民族特色。諸史敘述或有詳略，以《梁書》的敘述

較完整，其曰：

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

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以為成禮。……其寡婦孤居，散髮至

73 
蕭子顯：〈南夷〉，《南齊書》，卷 58，頁 1013，「林邑國」；《晉書》卷九十七〈四夷傳〉「林邑

國」亦有類似記載，惟作「居喪翦鬢」（頁 2545）。
74 
參見王士祿：〈婆羅門教在古代東南亞的傳播〉，《東南亞》，1988 年第 1 期，頁 21-27。

75 
李延壽：〈四夷中〉，《北史》，頁 3158，「林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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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76

《北史》又曰：

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

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77

綜合兩段敘述，從林邑賤男貴女，嫁娶由女求男，以及不受同姓限制的風氣，凡此

皆顯示中南半島母系社會的遺存。然婚禮有媒、有聘，亦有擇日、婚宴，類同於漢

人風俗。比較特殊的是，由婆羅門祝福即成禮，同時一旦喪夫，雖不用殉夫，寡婦

卻要終身孤居散髮，皆習染婆羅門的色彩。可見，婚喪禮等生命禮俗融會了地方

性、華夏風，也深受婆羅門的影響。

綜言之，九史受到天下國家正風俗的寫作意圖影響，一方面保存了豐富的周

邊諸國的民族形象，展現華夏文化圈的廣度；另一方面難免有時還是用華夏觀點批

評其「俗無禮義」、「淫縱」、「人性凶急」等負面描述。但本文試圖透過中性的服

飾、居所、喪葬和婚嫁的計量統計和質性分析，可由頻率的高低凸顯這些國族出現

在這個時期歷史舞臺的多寡。究其原因，就是這些國族能在特定自然條件下，因地

制宜，存異隨俗，延續其國祚。如藉由婚嫁繁衍子孫，擴大社會關係；用喪葬聯繫

生者與死者，再次凝聚親屬及親情，不僅整齊了世間秩序，也完善了鬼神世界，達

到觀風俗，知「薄厚」的目的；只是薄厚不僅是風俗道德的高低，也涉及一國賴以

生存的基礎。

五、生民之本，分財布利

面對殊方異國，往往奇風異俗或者怪異變態之物特別占據敘述者的目光，形成

想像的異域，或表現出獵奇之姿，或帶有漢族中心主義的教化心態，甚至禮失求諸

野的意識形態 78。然而觀察魏晉南北朝正史諸夷傳對於異域之物的描述，具有多重層

76 
姚思廉等撰：〈諸夷〉，《梁書》，卷 54，頁 786，「林邑國」。

77 
李延壽：〈四夷中〉，《北史》，卷 95，頁 3158，「林邑國」。

78 
中古時期出現許多以「異物志」為名的著作，諸如漢代楊孚《異物志》、孫吳的萬震《南州異物

志》、朱應《扶南異物志》、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蜀漢的譙周《巴蜀異物志》等，相關研

究參見劉苑如：〈題名、輯佚與復原─《玄中記》的異世界構想〉，《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1

期（2007年 9月），頁 29-74；王晶波：〈從地理博物雜記到志怪傳奇─《異物志》的生成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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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既有前述的各種立場，也有奠基於朝貢貿易與日常生活所形成的物品交流與產

業經濟 79。本節在四方國族的空間架構下，首先分析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與四方族群

在「物力」標記項目中往來互動所側重的焦點，對於異域物產、技藝與產業建立其

博物知識，同時也觀察有無與類比的敘述模式，如何體現各國國力與外交關係。附

帶說明，本節為理解物力標記下各產業與工藝的具體內容，故又將當中所提及的各

種物產區分出來，加以計算與繪製圖表。

就整體而言，周邊民族擁有的農業物產，往往是正史作者最先關注到的部

分，其中又以糧食作物最為重要，無論是合稱五穀、九穀，或個別物種，皆不出

稻、黍、稷、麥、菽、麻這六種作物範圍。此外，蠶桑亦是僅次於糧食作物的重

要農產。可知五穀與蠶桑所代表的農業文明，是中國判斷周邊國族之文明程度的

重要指標，亦是判斷其所在土地豐饒與否的關鍵。除了採用正面敘述─即「有某

某」─的方式外，亦有負面敘述的模式，如常見「無良田」80、「無五穀」81、「不識五

過程及其與古小說的關係〉，《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4卷第 4期（1997年 7月），頁
60-64；王青：〈客觀知識與文化偏見─以嶺南地志對物產與風俗的不同態度為例〉，《福州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 6期，頁 73-77。
79 
學界已有許多區域或個案研究，東北亞區域的日本與朝鮮研究雖然豐富，但論及貿易往來的時

代都稍晚，涉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朝貢有赤羽奈津子：〈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朝貢〉，《研究論集》

（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第 14號（2019年 6月），頁 21-34；仁藤敦史：〈卑彌呼の王權と朝貢
─公孫氏政權と魏王朝〉，《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 151號（2009年 3月），頁 343-
355；渡邊誠：〈日本古代の朝鮮觀と三韓征伐傳說：朝貢‧敵國‧盟約〉，《文化交流史比較プロ
ジェクト研究センター報告書》第 6號（2009年 3月），頁 1-28等。海南方面有成仕偉：《海南
歷史上的貿易物產研究》（海口：海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蔣國維：〈古代交趾
物產略考〉，《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 2期，頁 42-47等。西域方面有殷
晴：《絲綢之路經濟史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年）；趙向群：〈北魏太武帝時期的
西域經濟戰略〉，《文史哲》，2002年第 3期，頁 135-138；白須淨真：〈吐蕃支配期の東西交通：
關隴朝貢道の途絶と西域朝貢使〉，《東洋史苑》第 6號（1973年 3月），頁 20-36等。北方區域
則有張爽：〈論 5-6世紀柔然遊牧帝國與歐亞絲路貿易的關係〉，《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20

年第 2期，頁 1-13等。
80 
如《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記錄「倭」：「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乖船南北巿糴。」

（頁 854）；又言「高句麗」：「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頁 843）。或是《晉書‧東

夷傳》記錄「倭人」：「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頁

2535）。
81 
魏收：《魏書》，卷 100，頁 2222，「地豆于」：「地豆于國，在失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

皮為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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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82、「土無所出」83一類，用以宣判此地不屬於農業文明。

其次則是畜產，畜產中又以馬匹最為重要，馬匹在北方、西方與東方國家的論

述中，皆是畜產項目中出現頻率最高者。除了自然環境上，南方物種本來就不產馬

匹之外，無論平原山野，馬匹都是作為重要交通運輸用途，甚至決定征戰的力量。

如言及北方地豆干境內「出名馬」84；西方石國境內「多良馬」85、康居國「出好馬」86、

大宛「多善馬，馬汗血」87，更有大秦的「白馬朱鬣」88、波斯的「龍駒馬」89；位於東

方的夫餘「其國善養牲，出名馬」90、濊國則有三尺高的「果下馬」91；又於《魏書》

詳細記載吐谷渾一地培育良馬品種之方，「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

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為龍種，必多駿

異」92。此外，牛、羊、駱駝與豬這四種動物，是數量僅次於馬匹的畜產。馬、牛、

羊、豬實屬六畜範圍，早在《爾雅‧釋畜》便已論及六畜囊括了馬、牛、羊、彘、

犬、雞 93，而《周禮‧天官‧膳夫》又將這六種動物稱為「六牲」與「六膳」94。

82 
同前註，卷 101，頁 2241，「吐谷渾」：「乙弗勿敵國，俗風與吐谷渾同，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
子。」

83 
同前註，「吐谷渾」：「北又有阿蘭國，⋯⋯土無所出，大養羣畜。」

84 
李延壽：〈四夷上〉，《北史》，卷 94，頁 3131，「地豆干」：「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
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唯食肉酪。」

85 
李延壽：〈西域〉，同前註，卷 97，頁 3235，「石國」：「有粟、麥，多良馬。」

86 
房玄齡等撰：〈四夷傳〉，《晉書》，卷 97，頁 2544，「康居國」：「地和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
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87 
同前註，頁 2543，「大宛國」：「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

88 
魏收：〈西域傳〉，《魏書》，卷 102，頁 2275-2276，「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璆
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

89 
李延壽：〈夷貊下〉，《南史》，卷 79，頁 1986，「波斯國」：「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
駒馬。」

90 
陳壽撰，裴松之注：〈東夷傳〉，《三國志‧魏書》，卷 30，頁 841，「夫餘國」：「其國善養牲，出
名馬、赤玉、貂狖、美珠，珠大者如酸棗。」

91 
同前註，頁 849，「濊國」：「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 ，漢桓時獻之。」

92 
魏收：《魏書》，卷 101，頁 2240，「吐谷渾」。

93 
《爾雅注疏‧釋畜》：「馬八尺為駥，牛七尺為犉，羊六尺為羬，彘五尺為䝈，狗四尺為獒，雞三

尺為鶤，六畜。」見〔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卷 10，收入阮元審定，盧宣旬
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頁 195。

94 
《周禮注疏‧天官‧膳夫》：「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見〔漢〕鄭玄注，〔唐〕賈公

彥疏：《周禮注疏》，收入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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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工藝」的標記，從圖十二圓餅圖的比例來看，明

顯東方與西方所占比例相當，同時也是數量最多的。工藝的內容以樂器為主，兼有

弄珠、投壺、握槊等體育項目，東方諸國的樂器種類有瑟、鼓角、箜篌、箏竽、箎

笛、五弦、琴、笛、篳篥、橫吹、簫等；西方諸國的樂器種類則有鼓簧、長角、琵

琶、橫吹、擊缶、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等。無論是樂器或者體育，基本上都

在《周禮》所謂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的範疇當中，顯然是儒家文明的象

徵。所謂「五弦」或「五弦箜篌」，現存最早的實物可能是日本奈良正倉院北倉國

寶螺鈿紫檀五弦琵琶，琵琶周身以紫檀鑲嵌螺鈿玳瑁團花紋樣，面板鑲嵌騎駝胡樂

人物圖，其間裝飾飛鳥、芭蕉，十分華麗。這是聖武天皇 (701-756)的收藏，於中

國唐代伴隨遣唐使而傳入日本；另外西域敦煌莫高窟一七二窟主室南壁觀無量壽經

變壁畫，則分別繪有五弦與四弦琵琶 95。兩個例子的年代雖然都較晚，卻可間接印證

東西兩方諸國在禮樂典章的文明程度。

95 
趙維平：〈絲綢之路上的琵琶樂器史〉，《中國音樂學》，2003年第 4期，頁 34-48；〈中國及亞洲

音樂研究中不容忽視的一角─日本的音樂資料及其研究成果〉，《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

2008年第 2期，頁 95-101。外村中：〈正倉院琵琶源流攷〉，《人文學報》第 103號（2013年），

頁 1-43。

圖十：四方諸國「物力」標記中的產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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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四方諸國「物力」標記中的產業分布

圖十二：四方諸國工藝標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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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四方諸國「物力—畜產」標記中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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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進一步細究東西兩方各自的物力情況，東方倭國與西方波斯是最被關注的

國族；在產業類型上，則東方的兵器工業與西方的農、畜、礦產敘述最多。中國對

於倭國的紀錄早在兩《漢書》便已得見，並且存在使者往來與朝貢關係，諸如《漢

書‧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96《後漢書‧東

夷列傳》：「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

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97《三國

志》亦繼承了前代對於東夷的關注。而魏晉南北朝正史諸夷傳中，《三國志》、《晉

書》、《北史》記錄了倭國的兵器工業，《梁書》、《南史》則更為關注其他農、林、

畜牧、礦產等自然物產。此一現象固然與中國處於分裂狀態有關，北方政權與倭國

實質接觸，具有更多軍事競爭關係，而南朝偏安江南，相對威脅較少；但另一方

面，也跟倭國自身國家型態與政治局勢有關。漢晉時期的日本列島仍未進入歷史時

期，據考古資料顯示，當時中國稱之為倭人、倭奴的族群實有百餘國，仍是屬於部

落的型態。直到四世紀上半葉邪馬台國滅亡、大和政權形成，日本社會的政治中心

才開始穩固下來。日本古史有一段「失落的環節」，四世紀的東夷倭國究竟是什麼

情況，無論在中國正史或者東北亞其他國家的歷史文獻中都沒有資料 98。

至於西方波斯，早在公元前希臘時期便已出現，其後迭經整併數個小地區而

逐漸發展成歷史中眾所熟知的波斯帝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波斯的前身條支國已蔚

為大國，不僅宮城數十里、擁有數十萬居民，其地位處西域交通要塞且出產豐富資

源，讓波斯一躍而成中國特別重視的西方大國。除了物產資源的豐碩與貿易外，魏

晉南北朝正史諸夷傳也對於波斯的風土民情多有著墨，包含波斯國王的儀仗和傳嗣

習俗、波斯國的男女服飾，同時也詳細記載了波斯國在官司刑罰、軍事武備和各種

節慶禮俗。

96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 28下，頁 1658。

97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卷 85，頁 2821。

98 
吉村武彥著，劉小珊、陳訪澤譯：《日本社會的誕生（岩波日本史‧第一卷）》（北京：新星出版

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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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諸國農、畜、礦產紀錄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礦產，以金、銀、銅、鐵、

朱砂、錫、玉等為最大宗，並擴及對一些特有資源、寶物的記錄。由於礦產中的

金、銀本屬高價礦石資源，其他如銅、鐵、錫、朱砂等物，則可鍛造各種民生器具

乃至武器。如《晉書》記載大秦國「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

駭雞犀及火浣布」，《北史》登錄龜茲國「饒銅、鐵、鉛、麖皮、氍毹、鐃沙、鹽

綠、雌黃」，又謂附國「山出金、銀、銅」等。西域寶物與寶珠不只是朝貢貿易的

重要貨物，更具有佛教上的宗教象徵意義。一直延續到唐代小說裏，仍然可以頻繁

看到來自西域諸國的胡商與番僧，帶來奇特的珍寶與法術 99。

99 
康韻梅：〈異物／法術─唐代小說中的西域圖像〉，《清華中文學報》第 6期（2011年 12月），

頁 155-208；簡佩琦：〈唐五代小說「寶珠」故事之研究〉，《嶺東學報》第 31期（2012年 6

月），頁 229-255；李豔茹：〈唐人小說中的摩尼寶珠〉，《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007年第 2期，頁 21-24。

圖十四：西方諸國產業內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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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物力」標記中所見東方諸國

圖十五：東方諸國產業內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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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物力」標記中所見西方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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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東、西方，南方諸國物產的敘述充斥著異物與異獸，這自然與南方溫暖的

風土孕育多元的物種有關。如在農產中，便出現其他地區未見的檳榔、甘蔗、安石

榴、椰子等物，扶南國、干陀利國特產檳榔正是在這個時期傳入中原地區，《南方

草木狀》詳細記錄了檳榔的形態、味道，醫家也發掘出檳榔的藥用功能，同時被佛

教僧人所接受 100。此外，又敘及與中原相異的釀酒方式，南方諸國除了採收甘蔗釀

酒外，亦有採收酒樹花汁釀酒之方 101。林產中各式香料，直到明清時期都是南洋貿

易的重要商品，其中以沉香最為珍貴，此外還有竹棧香、婆律香、蘇合香等。至於

有關動物的記載，陸地上

有犀、象、孔雀、鰐、五

色鸚鵡這類斑斕奇異的生

物，水域則有古貝、瑇瑁

等貴重珍寶 102。

而物產紀錄最為豐

富的外國，當屬中天竺。

關於中天竺的紀錄，見

於《梁書》與《南史》，

不僅物產多元，人民生活

富裕，篇幅也相當長，顯

然偏安江南的南朝政權，

在地緣上與中天竺地區往

來特別頻繁之故。同時，

中天竺也位處海南交通之

要道，是海洋貿易的樞

紐。《梁書》稱「其西與

100 
林富士：〈檳榔與佛教─以漢文文獻為主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8

本第 3分（2017年 9月），頁 453-519。
101 
李延壽：〈夷貊上〉，《南史》，卷 78，頁 1951，「扶南國」：「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

甕中，數日成酒。」
102 
有關南海貿易可參見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增訂本）》（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

年），頁 348-373。

圖十八：南方諸國產業內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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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甚至來自大秦的蘇合香，都必須轉手中天竺

商人才能進入中國，有些不肖商人「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輾轉來達中國，不大

香也」103，使得賣到中國的蘇合香，品質都降了一等。

作為交通要道，不僅在商品貿易上得以獲得豐富的資源，同時帶來富裕的經

濟，支撐當地的宗教信仰。《梁書》記載三國時吳國的康泰（生卒年不詳，約活動

於三世紀中）出使海南，輾轉聽說關於中天竺的傳聞：

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厖，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

繞于渠緌，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

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

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為在天地之中

也。104

這段文字描述了一個佛

國淨土，充滿著華麗的

建築與珍寶，瀰漫著佛

音與香氣，《南史》上

承《梁書》，更增添許

多篇幅敘述中天竺地區

諸國與南朝政權的朝貢

貿易，以及佛教傳入中

國及其所帶來的影響。

在專門記載外國風俗的

〈夷貊傳〉裏插入大篇

幅文字，敘述中國如何

接受外來佛教，是一件

相當突兀的事，但這也

側面反映出，南朝政權

與中天竺諸國的外交關

103 
姚思廉等撰：〈諸夷〉，《梁書》，卷 54，頁 798，「中天竺國」。

104 
同前註。

圖十九：「物力」標記中所見南方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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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上，佛教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興國」，左右一國的國力。

另一值得注意的南方大國是扶南國，《北史》則有真臘，當代學者認為扶南大

約建立於一世紀左右，主要的統治區域在今日柬埔寨，最強盛的時候還包含今日越

南南部和泰國的一部分，勢力甚至遠達馬來半島。六世紀末，扶南的屬國真臘興

起，從而取代扶南 105。由於兩國所在地理位置接近，在物產上可以合併觀察之，其

豐富的程度並不下於中天竺。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出使南海，歷經諸國

而達扶南，在扶南遇天竺使臣陳宋，具問天竺土俗。回國後，朱應寫下了《扶南異

物志》一卷，《隋書‧經籍志》、兩唐志皆有著錄，而康泰則著有《吳時外國傳》

（一作《吳時外國志》或《扶南記》、《扶南傳》），《水經注》、《藝文類聚》、《太平

廣記》等皆有引用，今

俱亡佚。

整體而言，北方

諸國以畜產與兵器工業

二者最為重要，雖有提

及農產，也僅觸及麥、

穀、穄、粟、烏頭寥寥

幾項，其中以烏頭最具

特色，乃是製作毒藥

後，敷於箭矢，加強兵

器效能。具有優異效能

的兵器，則是提供射獵

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礎，

《北史》稱室偉「饒麞

鹿，射獵為務，食肉衣

皮」106，又稱其「皆捕貂

為業，冠以狐貂」107，《周

105 
何平：〈扶南主體民族的族屬與現代高棉民族的形成〉，《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第 45卷第 1期（2009年 2月），頁 99-103。
106 
李延壽：〈四夷上〉，《北史》，卷 94，頁 3130，「室韋」。

107 
同前註。

圖二十：北方諸國產業內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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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稱突厥「以畜牧射獵為務」108，《魏書》稱宇文部鮮卑「秋收烏頭為毒藥，以射

禽獸」109。

對於北方諸國物力的紀錄，幾乎集中於《魏書》與《北史》，其他正史如《三

國志》，有一條關於鮮卑的物產，記錄南方政權的《宋書》、《南齊書》、《南史》，

僅有四條關於柔然物產的紀錄，《周書》則偏重於突厥與稽胡，而《魏書》與《北

史》的諸國紀錄中，又以室韋最為重要。當代學者對於室韋的研究頗為豐富，大

多集中討論室韋與蒙古的源流、族群問題，張久和則更為全面地討論北朝至唐末

五代室韋人的日常生活 110。室韋的歷史最早僅能追溯至北朝，所依賴的正是中原的

歷史紀錄，從物產標記

可知，早期室韋的生活

方式主要是畜產、原始

農業、漁獵和手工業，

《魏書》記錄東魏武定二

年 (544)四月開始與中國

有所往來，「曾遣使張焉

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

定末，貢使相尋」111，《北

史》接著描述室韋分裂

五部，而為南室韋、北

室韋、缽室韋、深末怛

室韋、大室韋等的歷史

發展，至唐代則與中國

形成穩固的朝貢關係，

以貢馬為主 112。

108 
令狐德棻等撰：〈異域下〉，《周書》，卷 50，頁 909，「突厥」。

109 
魏收：《魏書》，卷 103，頁 2304，「匈奴宇文莫槐」。

110 
張久和：《原蒙古人的歷史：室韋—達怛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111 
魏收：《魏書》，卷 100，頁 2221，「失韋」。

112 
《唐會要》卷九十六〈室韋〉：「開成元年十二月，室韋大都督阿朱等來朝，進馬五十匹。」（頁

9）。

圖二十一：「物力」標記中所見北方諸國



•   88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三十一卷 •第三期 「魏晉南北朝周邊形象」專輯

《漢書‧食貨志》所謂「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

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

本。⋯⋯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113基於這種富而後教的政治思 

想，魏晉南北朝正史諸夷傳對於四方諸國的認識，往往首先建立在農殖林獵、釀造

紡織、工業製造等等食貨敘述之上。對於自然風物乃至於民生產業的關注，並不完

全等同於後來的類書圖譜或方志書寫裏的博物知識，而是與風俗民情結合，決定了

一個外國民族的基本性格，從而成為一國國力強弱的表徵。

六、結　論

本文運用文本標記技術，建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部正史諸夷傳的周邊敘述資

料庫，並針對風俗與物力兩個標記項目進行遠讀與細讀，藉以比較分析魏晉南北朝

時期四方諸國相對的國力。整體來說，綜觀風俗與物力標記數量的比較蝴蝶圖，既

可以看出中國政權對於四方諸夷所關注的焦點為何，也意味著中國對於這些周邊國

族認識與往來的程度。有些國族是以豐富的物產紀錄而特別突出，有些國族則形成

複雜的風俗制度，當風俗與物產紀錄的數量相當、比重均衡，無論中國政權採取正

面或負面敘述，整體來說，往往都是國力較為強盛的周邊國族。但整體而言，風俗

113 
班固撰，顏師古注：〈食貨志〉，《漢書》，卷 24上，頁 1117。

01 三國志

1%

03 宋書

3%

04 南齊書

1%

06 魏書

30%

07周書

7%
08南史

1%

09北史

57%

01 三國志

03 宋書

04 南齊書

06 魏書

07周書

08南史

09北史

圖二十二：北方諸國物力標記在各正史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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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項目的總數 (1267) 遠高於物力標記項目 (677)，儘管周邊物力常是吸引中原與

江南政權遠走異地的重要動力，但更呼應了中國正史以天下中心自任的撰述立場，

也就是膺受天命、主宰禮制的皇帝，必須擔負起普及邊境地區禮制、改變當地民眾

風俗的重要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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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 魏晉南北朝四方國族風俗物產蝴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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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間方面觀察四方區域的整體趨勢，無論是風俗或物力標記項目，西方區域

均居於四方之首。西方區域國族既多而複雜，標記數量較多原是合理。魏晉南北朝

時期由於南北政權對峙，北方政權也與西域國家爭戰，絲路交通受到阻礙，朝貢貿

易往來有時需繞道河南，居於交通要衝的吐谷渾因而頗受關注。有些國族雖然在正

史的官方記載不多，但是民間仍有往來，成為一股潛流，至隋唐一統之後，西方諸

國與中國的交流形成全面的影響。相較之下，自秦漢時期以來便已有頻繁互動的東

方諸國，無論在物力標記或風俗標記的數量上均居於第二，並顯示出相當均衡對稱

的狀態；即使就個別國族來看，仍有程度上的差異，但總體趨勢顯示出，魏晉南北

朝時期的正統政權對東方諸國政權具有較為全面的理解。至於南、北方諸國的標記

數量明顯較少，理解也較為簡略。就四方諸國個別的情況而言，風俗與物力標記數

量合計最多，可以視為當時最被中國政權關注的周邊國族為東方的倭國、西方的吐

谷渾、南方的扶南與北方的突厥，這四個也同樣被認為是當時國力較強的國族；但

還有一些在標記數量上雖然不是最多，但由於風俗與物力標記數量相對均衡，也可

以視為國力較強的周邊國族，包含東方的高句麗、西方的波斯與高昌、南方的林邑

與天竺諸國、北方的高車與室韋。

圖二十四：魏晉南北朝四方諸國風俗、物力標記數量比較

而時間方面，若是以九部正史所形成的歷史斷代來進行分組遠讀，綜合前文

的細讀，若以《宋書》、《南齊書》、《梁書》、《南史》四部代表南方視角，《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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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魏書》、《北史》代表北方視角，其中最為明顯的差異正在於，對於西方

周邊國族的關注。而難以分類的《晉書》，從四方風俗與物力標記數量的趨勢來

看，或許與周邊國族的關係上更類似於南方視角的諸史。另一種觀察是從分裂視角

的《三國志》、《宋書》、《南齊書》、《梁書》、《魏書》諸史，與統一視角的《晉

書》、《北史》、《南史》諸史來看；或者以成書時間分類的魏晉南北朝視角，如

《三國志》、《宋書》、《南齊書》、《魏書》，以及唐朝視角的《晉書》、《梁書》、

《北史》、《南史》，也都可以看到同樣的趨勢。該如何較為全面地理解這個現象，

必須從文本細讀去尋索。前文分析四方風俗，尤其關注服飾、居所、喪葬和婚嫁的

計量統計和質性分析，揭露正史在寫作意圖與敘述語法上，雖不能完全免於華夏觀

點，但也凸顯了四方國族在特定自然條件下如何延續國祚與生存的策略；在分析四

方物力上，更是從具體的地方風物與產業型態，勾勒出這個時期的周邊國族如何引

起正統政權的注意，尤其是西方諸國豐饒的物資，而這些物資能否流通的關鍵，取

決於雙方政權的互動關係。

張廣達認為，隋唐盛世中原文明的特徵之一，是與周邊地區─尤其是西域

─保持著密切關係，這種密切關係在大一統王朝的局面下，博采外來文化的長

處，而形成珍奇異物、宗教傳播、域外藝術等全面地被介紹到中土，甚至外族人士

得以晉身政權核心，將風俗民情也帶入上層階級，而影響著漢人族群 114。魏晉南北

朝分裂時代固然難以企及這種國際化程度，卻也可以從正史對於四方諸國的描述中

看到這種傾向，而此間影響著搬有運無的交通途徑，亦受四方政權的遷徙與擴張的

影響。以西北地區的柔然汗國為例，其崛起在於對西域諸國與絲路通道的控制，與

北魏政權長期處於戰爭的緊張狀態，而與南朝雖然時有使者往來與貿易活動，卻因

為太延五年 (439)北魏滅北涼控制了河西道，而必須繞道吐谷渾經由河南道到達南

方的益州與建康 115，同時這樣的朝貢往來也多是戰略上的博弈，而非重在經濟 116，是

以，南方視角的史書對於西方與北方諸國的認識相對單薄。

而東亞文化圈─尤其是東北亞地區─則因往來歷史悠久，雖各部史書詳略

114 
張廣達：〈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文本、圖象與文化流傳》（桂林：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1-22。
115 
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路交通〉，《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

2011年），頁 170-171。
116 
參見前引張爽〈論 5-6世紀柔然遊牧帝國與歐亞絲路貿易的關係〉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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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但相較於西域，魏晉南北朝時代對於東方諸國的興趣，更在於文化層面，特

別是在語言、文字與制度方面的影響。另一方面，三至六世紀的朝鮮半島、日本列

島乃至遠東，尚未完全進入歷史時期，由於文獻的缺乏，使得探究這個時期周邊諸

國內部具體的情況究竟為何，成為困難的課題，並且必然得仰賴考古文物的發掘與

解讀。然而即便如此，從正史諸夷傳對於周邊國族記載的興趣與焦點的比例上來

看，仍然可以發現中原與江南政權自身的變動，也間接影響東方諸國政權成立的過

程。譬如與北魏政權處於緊張關係的柔然，與朝鮮半島的高句麗互動十分密切，甚

至當五五二年柔然被突厥擊潰之後，其中一支便可能是逃竄至高句麗 117。

放到更大的歷史書寫脈絡中來看，古代中國對於異族文化的好奇觀察與文化

衝擊，其中更隱現內／外、華／夷之爾疆我界的劃分，以及漢族中心對於周邊民

族「反首衣皮，餐膻飲湩」、「風俗險詖，性靈馳突」禮儀失落的恐懼。如同葛兆

光指出，中國古代應該有不少對於異族人的準確知識，但在觀念世界中，人們往往

習慣於史書、行記、職貢圖與神話傳說等古典文獻所澱積出歷史記憶的想像，雜揉

成虛實交錯的異域印象，在中國知識世界建構出「想像的異國」(imagine of foreign 

countries)118。然而本文認為，結合了文本標記的遠讀與風俗物力的細讀，經由數據

的統計和視覺化，以及敘述語法的挖掘，大致皆能印證魏晉南北朝正史裏互為參照

體系的諸夷書寫，特別經由風俗中婚嫁、喪葬儀式和服飾象徵，以及豐饒的物產的

數據證明，有效節制華夏的主觀判斷，勾勒出客觀的知識，從而解構「絕域多怪

物」的偏見，呈現多元變動的周邊世界。

117 
馮立君：〈高句麗與柔然的交通與聯繫─以大統十二年陽原王遣使之記載為中心〉，《社會科學

戰線》，2016年第 8期，頁 92-104。
118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 66-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