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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 

    唐代“中国”一词大体用于追述前代和议论当朝。唐代“中国”有地域、文化、民族及政权的含义，可以用

来指代朝廷直接统治区域、中原为核心的地区或内地，是“天下”的核心或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天下”一词有

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指唐朝实际统治的范围即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唐朝“天下”的主要含

义。此“天下”与“军国”、“邦国”基本同义，但各有侧重。“军国”最郑重，一般用于中央最高决策机构首

脑的职掌范围；“邦国”更普通，主要用于官府和中央事务的层面；“天下”更广泛，一般用于中央和地方、官

吏和百姓两方面事务的层面。广义的“天下”则指以“中国”为核心，以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狭义“天下”)为

政治实体，包容其他国家的世界体系和政治秩序。关键词唐朝中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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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华民族”、“华夷秩序”、“中国”、“天下”等问题的讨论，由于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理论的提出，及他所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出版，近十几年来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些问题的讨论，

对于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笔者认为这个讨论还存在两个值得注意的现

象：一是“两头热中间凉”，即研究先秦时期和清朝晚期的相关文章比较多，而研究秦朝以后至明朝的相关文章

比较少。这个现象的出现比较好理解，因为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形成的发端时期，清朝是中华民族和中国

最后形成时期，二者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至关重要。二是贯穿整体的研究比较笼统，即从整体上研究中华民族和

中国形成特点的文章较多，而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研究的文章较少。这个现象也比较好理解，因为目前以研究文

章居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也是由单篇文章组成的)，而文章的篇幅即决定了不可能对每个历史时期

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两个现象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空间。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唐朝的“中

国”、“天下”进行探讨。限于篇幅，本文拟主要根据《全唐文》所载各个时期唐朝皇帝的有关诏令德音和唐朝

人所撰的政书《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以及新旧《唐书》的有关记载进行探讨。 

 

一、关于唐朝的“中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日，余

其宅兹中国。”这是西周武王时期的铭文，“中国”的概念应早于西周初年，可以追溯到商朝。《诗经》和《尚

书》中也有“中国”一词，如《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可以说，先秦至清代有关“中

国”的记载多如牛毛，唐代“中国”一词亦不绝于书。 

1．唐代“中国”一词的用法。 

    唐代“中国”一词的用法大体上可以分为用于前代(包括先秦)和当朝两类。 



第一类用法主要用于唐人引用前代的名人名言，议论前代的人、事，或追溯前代的典章制度沿革。《通典》这方

面的记载比较典型。如是书卷188((边防四·南蛮下》引西汉淮南王安上书日：“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

朔，非强不能服，威不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不足以烦中国也。”卷189((边防五·西戎一》条

称：“永嘉以后，吐谷浑兴焉，本辽东鲜卑，晋时数百户，西附于阴山。属晋乱，遂吞并诸羌，而有其地。至其

孙叶延，遂为强国。后魏末，其主夸吕自号可汗，建官多效中国。”这里引用前朝名人名言或议论评价前代人

事、追溯前代典章制度，都出现了“中国”二字，而且基本上都是沿袭前人“中国”的概念。 

    在第二类用法中，主要用于与四夷有关联的人、事，用于与四夷、四方(边鄙)或外来文化对举。如《全唐文

·太宗皇帝五·赎取陷没蕃内人口诏》称：“隋末丧乱，边疆多被抄掠。今铁勒并归朝化，如闻中国之人，先陷

在蕃内者，流涕南望，企踵思归。”就是以中国与铁勒对举。又如《全唐文·宪宗皇帝三·放免京畿积欠制》

载：“疆理宇内，必先于京师；惠绥四方，亦始于中国。”不仅以中国与四方对举，而且套用《诗经·大雅·民

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语言。再如《通典·职官二十二·秩品五·萨宝》载：“至天宝四年七月，敕：

‘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以中国与外来文化(波斯教)对举。 

    实际上，在第一类例子中，凡引用“中国”者，也都有“夷狄”(或匈奴、或高句丽、或吐谷浑、或西域、

或岭南蛮等等)的字样出现，也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对举。所以，从唐代“中国”一词的用法上看，可以说唐

代的“中国”是一个与“四夷”(四方)相对的概念，唐代仍然沿袭了传统的“中国”与“蛮夷戎狄”“五方之

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的观念。 

2．唐代“中国”一词的含义。 

    学术界对于古代“中国”概念的含义研究颇多，为我们理解唐人的“中国”观念提供了借鉴和基础，但有一

些说法则可以进一步讨论。学术界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地域概念、一个文化概念，有京师、中原、民

族、文化等含义。如冯友兰指出，“中国”一词在古代文化意义最甚，民族意义最少，国体意义尚无。[1]翁独

健先生认为：“古代‘中国’之称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2]杜荣坤先生指出：“‘中国’一词⋯⋯初含有

‘京师’、‘帝都’、‘国中’、‘王畿’等意。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逐渐扩大，成为地

域的名称⋯⋯秦统一六国，华夏族与四周所谓戎狄蛮夷诸族逐渐融合，形成以华夏族(汉代以后渐称汉族)为主体

的统一多民族集权国家，‘中国’一词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3]陈连开先生认为：“中国一词⋯⋯
大体是殷周指天子所居王城；到春秋战国，指中原诸侯国和实行华夏文化礼仪的诸侯国，既是地域概念，又是文

化概念。到秦汉以后，往往指王朝直接管辖区，而以王朝的边疆为‘裔’。”[4]这些认识虽然不是具体针对唐

朝“中国”概念而言，但也包含唐朝“中国”一词的含义。 

    “中国”一词在唐代具有地域、文化、民族等含义，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比如《新唐书·南诏传上》载：

“俗以寅为正，四时大抵与中国小差。”《旧唐书·吐蕃传上》载：“国多霆、电、风、雹，积雪，盛夏如中国

春时，山谷常冰。”这里的“中国”都指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都是地域概念。比如《通典·边防五·西戎一》

载：“氐者，西戎之别种⋯⋯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国之姓。其衣服尚青，俗能织布。善

田种，畜羊豕牛马驴骡。婚姻备六礼。知书疏，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这里所说与氐错居的“中

国”，当然指民族，也就是汉族，而“中国语”则指汉语，“中国”既是民族的概念，又是文化的概念。比如

《旧唐书·陆贽传》称：“戎狄之所长，乃中国之所短⋯⋯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

这里的“中国”也有文化的含义，而且“夷狄”与“中国”的区分，本来就是以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血缘为界

限的。 

    笔者想强调的是，唐代“中国”还有政权的概念，指“朝廷”或“中央政府”。比如《旧唐书·宗楚客传》

载，唐朝宰相宗楚客因受西突厥阿史那忠节的重赂，发兵攻突骑施首领娑葛，监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称：“今娑

葛反叛，边鄙不宁，由此贼臣，取怨中国。”这里的“中国”既不是地域概念，也不是文化概念，而是政治权力

机构的概念，指朝廷或中央政府。因为突骑施臣属于唐朝，此处称突骑施首领娑葛为“贼臣”，即承认他是唐朝

的臣子，他所怨恨的“中国”，当然是发兵攻伐他的朝廷或中央政府。 

    “中国”一词的地域范围，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最初的“京师”、“帝都”、“国中”、“王畿”之意或

逐渐消亡，或发展扩大，也是没有疑问的。学者一般认为，“中国”一词逐渐发展扩大泛指以中原为核心的地

区，或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大体不错。在唐代，“中国”还可以指称“内地”。

唐代皇帝的诏令和赦文中往往有“内地”的用法。如《全唐文·武宗皇帝二·平潞州德音》载：“于戏!朕以四

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获，常所歉然。(阙)不宁每劳轸虑，今逆党已戮，内地无虞，偃戢干戈，谋从此

始。”同书卷83(宣宗皇帝三·洗雪南山平夏德音》载：“平夏南山，虽云有异，源流风俗，本实不殊。我国家



累圣以来，许居内地，久奉声教，亦立功劳，朝廷抚绥，常布恩信。”都采用了“内地”的说法。最能说明问题

的是斯坦因S．1344号《开元户部格残卷》。此格称：“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人蕃，仍令

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搦，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5]我们知道，唐代

的法令有律、令、格、式四种，“格”是其中之一。令、格、式早已亡佚，唯律保存下来。而这一件“格”，是

20世纪初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十分珍贵。这件《开元户部格残卷》，将“内地”与“蕃(地)”对举，同唐朝以

“中国”与“四夷”、“四方”、“蕃夷”对举相同，可见“内地”与“中国”是等同的。 

我们将“格”文内容与《唐律疏议》相关条文进行比较，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件“格”文规定诸蕃商胡只能到

内地贸易，不能到蕃夷之地贸易，违者将遭到边州关津镇戍的捉搦。《唐律疏议》也规定化内华人不能越度关塞

与化外人私相交易，违者将根据交易的数额判二年半徒刑至流刑不等。该书卷8《卫禁》载：“诸越度缘边关塞

者，徒二年。共化外人私相交易，若取与者，一尺徒二年半，三疋加一等，十五疋加役流。”二者所不同的只是

主语及具体惩罚措施。[6]唐律的主语“化内华人”虽然未明说，但“【疏】议日：缘边关塞，以隔华、夷。其

有越度此关塞者，得徒二年”。这里的“华、夷”即点明主语是与“夷”相对的“华”。与律文“化外蕃人”相

对的应是“化内华人”。我们知道，唐代的“华”与“夷”等于“中国”与“蕃夷”，[7]“化内华人”等于

“中国人”。“化内”又等于“内地”。 

    这条律文还明确提出了化内之“国”(即中国)的概念及化内、化外之间的“国境”问题。其疏议在解释律文

下半部分对华人与蕃夷交易兵器和婚姻方面的处罚规定时有：“越度缘边关塞，将禁兵器私与化外人者，绞。共

为婚姻者，流二千里。其化外人越度人境，与化内交易，得罪并与化内人越度、交易同，仍奏听敕。出入国境，

非公使者不合，故但云‘越度’，不言‘私度’⋯⋯因使者，谓因公使入蕃，蕃人因使人国。私有交易者，谓市

买博易，各计赃，准盗论，罪止流三千里⋯⋯又准主客式：‘蕃客入朝，于在路不得与客交杂，亦不得令客与人

言语。州、县官人若无事，亦不得与客相见。’即是国内官人、百姓，不得与客交关。私作婚姻，同上法。”这

里所谓“蕃人因使入国”之“国”、“国内官人、百姓”之“国”，皆指与“蕃国”相对的“中国”；所谓“出

入国境”的“国境”即指“中国”与“蕃国”交界的“国境”。这里“国”(“中国”)与“蕃国”对举，同《开

元户部格残卷》的“内地”与“蕃地”对举，亦可见唐朝的“中国”还有“内地”的含义，可以“内地”来指代

“中国”。唐朝以“内地”与“蕃地”相对举，与现代以“内地”与“边疆”相对举的方法类似。 

    有学者认为，“中国”或“中华”一词在统一的时候指全国：“作为地域名称，‘中华’与‘中国’相

同”，“‘中华’作为地理名称，大抵也是指郡县地区，以与边陲相对。统一时指全国，分裂时指中原。”[8]

但唐朝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唐朝的“中国”、“中华”并不指全国。“中国”这个名词真正指全国是在清朝。

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界约》称“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中国”第一

次作为国体概念出现在外交公文上。不过这个界约并无汉文本。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中

国”一词出现在汉文本上。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成为中华民国的简称，“中国”正式成为国家的代名词。

清朝的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纠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夏，中国之人也”的注，称：“案：京师为首，诸

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人也。”这是清朝民间认同“中国”一词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名称的代表。可以作

为对比的是唐人类似的比喻。圣历二年(699)，鸾台侍郎、平章事狄仁杰上表称：“臣闻先王疆理天下，皆是封

域之内⋯⋯人有四支者，所以捍头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卫中国也⋯⋯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国，恐非通典。”[9]

这里狄仁杰将唐朝统治的范围(天下)比作整体的人，而将中国比作人的头目，将四方(四夷)比作人的四肢。“中

国”在这里只是唐朝统辖范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四方(四夷)组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

完整的整体。“中国”不指“全国”，不指唐朝统治的整个范围是显而易见的。狄仁杰的这个比喻与王绍兰的比

喻有明显差别，这个差别反映了“中国”概念在唐朝与在清朝的差别。 

    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中国一词的狭义用法是指‘万国之中心’、‘天

下之中心’而言。”“中国一词的广义用法，则是指整个国家的领土而言，这是当时(夏商周时期)更为普遍的一

种用法。”最后结论说：“综上所述，从国家形成以后，我国古代的国家主权观念、领土观念也随之形成和发展

起来，自古以来都把‘中国’作为国家通用的名称，对‘中国’的概念作广义的解释，将其与‘天下’、‘四

海’视为同等概念，互相通用。”[10]笔者认为上引文有三点不符合唐朝的实际。第一点，唐代“中国”一词并

不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唐代的“中国”并不指整个国家的领土而言。第二点，唐代的“中国”概念并不等

于“天下”和“四海”。第三点，唐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关于第一点，在上面已经进行了讨

论，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3．唐朝“中国”之“中”的含义。 



    关于“中国”之“中”的含义，学者们有很多解释。一般认为是天下之中，“四海”之中。陈玉屏先生认

为，“中国”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11]但唐人对这个问题有自

己的解释。《通典·边防一·边防序》载：“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下引李淳风

云：“谈天者八家，其七家，甘氏、石氏、浑天之类。以度数推之，则华夏居天地之中也。又历代史，倭国一名

日本，在中国直东；扶桑国复在倭国之东，约去中国三万里，盖近于日出处。贞观中，骨利干国献马，使云，其

国在京师西北二万余里，夜短昼长，从天色暝时煮羊胛，才熟而东方已曙，盖近于日入处。今崖州直南水行便风

十余日到赤土国，其国到五月，亭午物影却在南，一日三食，饭皆旋炊，不然，逡巡过时，即便臭败。热气特

甚，盖去日较近。其地渐远转寒，盖去日稍远。则洛阳告成县土圭居覆载之中明矣。唯释氏一家论天地日月，怪

诞不可知也。”这里所谓“华夏居天地之中也”，即明确指出中国之“中”乃“天地之中”之意。《通典》的根

据有二：一是根据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的说法，利用浑天仪、测影仪测算出来的；一是根据历代史书所记中

国及东南西北国家与太阳的相对位置推算出来的。李淳风《旧唐书》有传，所载与杜佑《通典》所说略同。李淳

风复原了失传了千年的浑天仪，并测出“中国”在天地之中，而且洛阳告成县在天地之正中的位置。李淳风这个

结论乃至测量的手段都与西周时相同。据说西周时，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土圭测量日影，在夏至午时，八

尺之表与周围均没有日影，认为这就是大地的中心。[12]如果说《通典》所根据的李淳风的结论没有超过前人，

那么杜佑所根据的中国同直东倭国、扶桑国，西北骨利干国、直南赤土国与太阳方位的比较，则较前人有了一些

新的内容。不过，中国人真正认识世界，却是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万国全图》传人明朝之后。 

4．唐代“中国’的同义词。 

    张景贤先生说，“自古以来都把‘中国’作为国家通用的名称，对‘中国’的概念作广义的解释，将其与

‘天下’、‘四海’视为同等概念，互相通用”。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在唐代，“四海”、“天下”与

“中国”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或同义词，唐代与“中国”相同的概念是“中夏”、“华夏”、“中华”、“函

夏”等等。 

    如《全唐文·太宗皇帝一·备北寇诏》载：“自隋氏季年，中夏丧乱，黔黎凋尽，州城空虚。突厥因之，侵

犯疆场，乘闲幸衅，深入长驱，寇暴滋盛，莫能御制。”同书卷24“玄宗皇帝五”“命金宪英袭封新罗王制”：

“故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兼持节宁海军使新罗王金承庆弟宪英，奕叶怀仁，率心尝礼。大贤

风教，条理尤明；中夏轨仪，衣冠素袭。”这里的“中夏”与“中国”同义。[13] 

    又如《唐律疏议·名例》载：“平赃及平功庸”疏日：“又问：在蕃有犯，断在中华。或边州犯赃，当处无

估，平赃定罪，从何取中?答日：外蕃既是殊俗，不可牒彼平估”云云。将“中华”与“外蕃”对举。“附录”

《唐律释文》卷第三“名例”解释说：“中华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

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将“中华”解释为“中国”，可见“中华”亦等于“中国”。[14] 

    再如《通典·边防一·边防序》载：“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是“中国”又称

“华夏”。 

    还如《全唐文·玄宗皇帝二十·册于阗王尉迟伏师文》载：“践义立身，资忠成性，禀崆峒之气，威武右

称；慕函夏之风，款诚必尽。”此“慕函夏之风”可以训为“慕中华之风”，是“函夏”等于“中华”，又等于

“中国”。 

    总之，唐代“中国”一词为天地之中之国之义，同义词有“中夏”、“华夏”、“中华”、“函夏”等等。

“中国”不代表唐朝实际统治的全部领域，而仅代表唐朝统治的核心地区。那么，什么词语代表唐朝当时统治的

实际领域呢?这就是“天下”。 

 

二、关于唐朝的“天下” 

    关于“天下”一词史书中记载很多，学者们的讨论也很多。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时甚至针锋相对。如

田继周先生说：“当时‘天下’这个概念的含义，也不像我们今日理解的那样广泛，大体上指的是我国当时的领

域。今天，我们讲到中国时，往往以‘五湖四海’来形容它或代表它。‘四海’之称在先秦时代已普遍使用了。

当时‘四海’和‘天下’的范围，虽然不能说就是我国今日的范围，但却包括了当时的‘九州岛’之域。”[15]

但近年来陈玉屏先生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此种意见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按此种意见的见解，先民心

目中的‘天下’、‘四海’的具体范围不论做何种描述，都是一个有限范围。笔者认为这个先民所言的‘溥天之

下’的范围，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要服’、‘荒服’的蛮、夷、戎、狄，直至地处蛮、夷、戎、狄之外的藩

国，不论距离多远，理论上亦均为‘王臣’。先民们的大一统意识讲求‘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礼记·曾子



问》)，不能设想他们从理论上承认在他们所处领域之外还有一个天地、一个至尊、一个太阳。至于天子的实际

控制与影响范围有多大，对‘王土’和‘王臣’的实际控制程度有多强，那是另外一回事，并不妨碍上述理论的

成立。先民正是循此理念来思考问题，来认识天下国家的。”[16]那么，“天下”究竟是“大体上指的是我国当

时的领域”，还是“在理论上是无限的”，或者二者并存，皆有合理成分?我们来看唐人的“天下”就能明白何

者为是。 

1．唐朝的“天下”。 

    笔者认为，唐朝的“天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毕奥南先生指出：“先秦‘天下’有广狭二义，广义指所知

世界，狭义指王朝及诸夏统治区域范围。”[17]这个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唐代的“天下”有借鉴作用。笔者认为，

唐朝的广义“天下”应指当时与唐朝有交往的整个世界，狭义应指唐朝的实际统治范围。唐朝本身是一个开放性

的世界帝国，唐朝的所谓“蕃国”，多数是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政权，少数是独立于唐朝的外

国，这些蕃国都包括在唐朝的“天下”之中，就这一点而言，唐人的“天下”应该具有广义的世界意义。据《唐

六典·礼部》记载，唐朝“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

蕃”。这70余蕃包括“三姓葛逻禄，处蜜，处月，三姓咽蔑，坚昆，拔悉蜜，突蹶，奚，契丹，渤海，室韦，龟

兹国，疏勒国，于阗国，焉耆国，突骑施，吐火罗，米国，火寻国，骨咄国，诃毗施国，曹国，拔汗那，康国，

安国，石国，日本，大食，吐蕃”等等，其中日本、大食、吐蕃、东天竺、西天竺、南天竺、北天竺、中天竺等

就是独立于唐朝之外的国家。因此，唐朝的广义“天下”应指当时与唐朝有关联的世界。不过笔者认为，唐代的

“天下”主要是狭义的概念，这个“天下”主要指唐朝实际统治的范围，这个“天下”具有王朝国家的性质，具

体指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 

    下面笔者主要从《唐六典》的记载来考察唐朝官方赋予“天下”一词的含义。由于《唐六典》是一部唐朝官

修的政书，由当朝宰相张说、张九龄、李林甫等人主持监修，于唐朝开元二十六年(738)完成，因此，此书完全

可以代表唐朝官方的观点。而《旧唐书·百官志》所载此方面的内容和措辞与《唐六典》基本相同，从而亦可以

证明《唐六典》所具有的代表性。 

    《唐六典》主要记载的是唐朝职官的建置和职掌。我们分析考察唐朝中央机构官吏的职掌范围，就能明确唐

代“天下”的主要用法和“天下”一词的主要含义。唐朝管理国家事务的中央机构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一台(御史台)、九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

太府)、五监(国子、少府、军器、将作、都水)，等等。由于篇幅所限，仅举三省为例。据《唐六典》记载，中

书省首长中书令“掌军国之政令⋯⋯人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

次长中书侍郎掌贰令之职，“凡邦国之庶务，朝廷之大政，皆参议焉”。门下省首长侍中掌“出纳帝命，缉熙皇

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而总

焉”。尚书省首长尚书令“掌总领百官，仪形端揆。凡都省掌举诸司之纲纪与其百僚之程序，以正邦理，以宣邦

教”。是三省的首长和次长所掌范围为“军国”或“邦国”(简称“邦”)。[18]尚书省作为三省中的执行机构，

下领六部二十四司。据同书记载，这六部二十四司中，吏部尚书、侍郎“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

令”，其下四司，吏部郎中“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品、命”；司封郎中、员外郎“掌邦之封爵”；司勋郎

中、员外郎“掌邦国官人之勋级”；考功郎中、员外郎“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户部尚书、侍郎“掌天下户

口井田之政令”，其下四司，户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州县户口之事”；度支郎中、员外郎“掌支度国用、租

赋少多之数”；金部郎中、员外郎“掌库藏出纳之节，金宝财货之用”；仓部郎中、员外郎“掌国之仓庚，受纳

租税，出给禄廪之事”。礼部尚书、侍郎掌“天下礼仪、祠祭、燕飨、贡举之政令”，其下四司，礼部郎中“掌

考天下文吏之班、秩、品、命”；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道佛之

事”；膳部郎中、员外郎“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数”；主客郎中、员外郎“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

兵部尚书、侍郎“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其下四司，兵部郎中“掌考武官之勋禄品命”；职方郎中、员

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侯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驾部郎中、员外郎

“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维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库部郎

中、员外郎“掌邦国军州之戎器、仪仗”。刑部尚书、侍郎“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句覆、关禁之政令”，其下四

司，刑部郎中、员外郎“掌贰尚书，举其典宪而辨其轻重”；都官郎中、员外郎“掌配没隶，簿俘囚”；比部郎

中、员外郎“掌句诸司百寮俸料、公廨、赃赎”；司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

政”。工部尚书、侍郎“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其下四司，工部郎中、员外郎“掌经营兴造之众

务”；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泽之事，而辨其时禁”；



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从以上引文可见，三省长官及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长官的职掌

范围皆为“军国”、“邦国”或“天下”，而以“天下”为多。[19] 

从上列三省官员职掌“天下”的范围来看，这个“天下”都是非常具体的。如户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州县

户口之事”，《唐六典》在其下载，“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

五，而羁縻之州盖八百焉”，“凡天下之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口四千六百二十八万五千一百六十一”。说

明这个“十道”(开元二十一年即733年改为十五道)，就是当时唐朝统治之下的“天下”的地理范围，这个“三

百一十五州府、八百羁縻府州”，就是当时唐朝统治之下的“天下”的州府总数；[20]这个“八百一万八千七百

一十户，四千六百二十八万五千一百六十一口”，就是当时唐朝统治之下的“天下”的户口(当然还有未被政府

控制的户口)。又如《唐六典》载“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这个数字就是祠部当时所掌“天下”道观

的总数。再如同书载兵部尚书、侍郎“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其下接载“凡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

这个数字就是当时兵部所掌“天下”军府的总数。再如同书在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之下接

载：“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这个数字就是当时屯田司所掌“天下”屯田的总数。又如同书

在驾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传、驿”等之下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

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这个数字就是当时驾部所掌“天下”驿站的总数。又如，

同书在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之下载“凡天下水泉三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有九”，这个

数字就是当时水部所掌“天下”水泉的总数，等等。总之，这里的“天下”都是具体的，都是狭义的“天下”，

都是指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实际统治的范围，这个实际统治范围就是“十道”(开元二十一年即733年改为“十

五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陇右道、岭南道。这“十

道”又分为“三百一十五州府，八百羁縻府州”。 

    上述“天下”又略等于“邦国”。《唐六典》中职方郎中、员外郎的职掌为“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

烽侯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可见这里将“天下”与“邦国”互换而其意基本不变。又

如驾部郎中、员外郎的职掌为“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维畜之簿籍，辨其

出入阑逸之政令”，这里亦将“天下”与“邦国”交替使用而其意大致不变。再如记述御史台的职掌，“御史大

夫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中丞为之贰。凡天下之人有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诘之”，亦以“邦国”与“天

下”互相说明，交替使用。这个“邦国”又略等于“军国”。如前所引，中书省首长中书令“掌军国之政令”，

中书侍郎“凡邦国之庶务，朝廷之大政，皆参议焉”，门下省首长侍中“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而总焉”，尚

书省首长尚书令“以正邦理，以宣邦教”，三省的首长、次长所掌范围或称“军国”或称“邦国”(简称

“邦”)，而我们知道，三省首长、次长所管皆为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所管范围并无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中

书省和门下省为决策机构，尚书省为执行机构，由此可见，“邦国”与“军国”的范围亦略同。 

那么，既然“军国”、“邦国”、“天下”三种称呼的意思略同，唐朝为什么要分别称之，其用意究竟何在呢?

细细品味《唐六典》、《旧唐书·百官志》等书的措辞，笔者发现，唐朝官方“天下”、“邦国”、“军国”的

用法还有一定的差别。这个差别主要体现在，“军国”是最郑重的用法，主要用于中书省和门下省长官的职掌，

这大略与中书省、门下省为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其首长职掌出纳王命，地位最崇重，而古代国家最重要的事莫

过于祀与戎有关；而“邦国”是更普通的用法，从《唐六典》等记载来看，中书省首长中书令所掌称“军国”，

次长中书侍郎所掌称“邦国”，中书侍郎较中书令地位略低，可见“邦国”比“军国”的称呼亦略低。而从“邦

国”与“天下”的比较来看，“邦国”更侧重于管理官府官吏的事务和中央事务等层面，如尚书省中，凡掌涉官

府官吏的职掌(如都省、司封、司勋、驾部、库部郎中和员外郎的职掌)，及管理中央事务的九卿的职掌范围，皆

称为“邦国”。“天下”是更广泛的用法，“天下”更侧重于管理地方和百姓的层面(同时也包含管理官吏的层

面)，如尚书省中，一般掌涉中央和地方、官吏与百姓两方面事务的官员所掌范围即称为“天下”。如尚书省

中，吏部、户部、度支、礼部、祠部、兵部、职方、刑部、比部、司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这些部门的

官员掌涉中央和地方、官吏与百姓两方面的事务，其所掌的范围即称“天下”。由此可见，“军国”、“邦国”

和“天下”这三种称呼的意思或范围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又各有侧重。这三者的用法，并不是史官信手写来或随

便称之的，而是大有深意的。 

    笔者认为，唐朝之所以以“天下”作为其所统治范围的名称，应该主要是沿袭传统的观念。从先秦开始，中

国即有以“天下”指代统治疆域的传统习惯。中国是一个特别注重传统的国家，唐朝自认为是中国正统王朝的延

续，当然要采用传统的习惯称法。另外，唐朝对蕃国的概念界定不清，将两种不同性质的蕃国(唐朝统治下的地

方政权和与唐朝并立的外国政权)混淆在一起，也应是唐朝以“天下”指代所统治范围的重要原因。 



    总之，唐朝的“天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而以狭义为主。只承认其中一种是不正确的，只看到它的广

义一面或者夸大这一面尤其不符合唐朝的历史。有学者说：“按照纯粹理论上的定位，天下席国根本上就不是一

个国家，尤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或者说是一个世界社会，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天

下是个关于‘世界’而不是‘国家’的概念。”[21]这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研究中国古代史，得出的结论难免偏

颇。 

2．唐人“天下”的同义词。 

    唐代“天下”的同义词除了上举的“军国”、“邦国”、“邦”、“国”等以外，还有“四海”、“海内”

和“区宇”(区寓)、“区夏”等等。 

    关于“四海”。有学者指出，根据《尔雅·释地篇》所谓“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则四

海类似四夷”，先秦的“四海与其说确指地理方位，不如讲只是代表先秦时期人们对周边部族分布区域的笼统指

称”。[22]这是有道理的。不过，“四海”的概念后来有所发展和变化，不再单指四夷或周边，而是指包括周边

四夷在内的整个“天下”。唐人的“四海”用法即如此。如《全唐文·高祖皇帝一·遣淮安王神通安抚山东》

载：“隋德下衰，政荒民散。九州幅裂，四海瓜分。元元无辜，困豺狼之吻。”这里所说的“四海瓜分”就是指

隋朝整个天下的瓦解。同书同卷《每州置宗师诏》载：“朕受终揖让，君临四海，普天之下，同加惠泽。”这里

的“君临四海”，指的也是唐朝皇帝统治的整个天下。 

    关于“海内”。如《全唐文·高祖皇帝一·改元大赦诏》载：“大业末年，纲维废弛，三光改耀，九服移

心。既戡定时难，辑和庶绩，一匡海内，再造黎元。隋氏以天禄永终，历数攸在，敬禅厥位，授于朕躬⋯⋯可大

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这里将“海内”与“天下”相提并论，可见可以互相指代。又如，《旧唐

书·令狐德菜传附邓世隆传》载：“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旧唐书·礼仪二》

载：“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议其制。”同书载：“上(太宗)日：‘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

创业之难。”’这里的“定海内”与“平定天下”、“取天下”是同一个意思，“海内”等于“天下”。 

    关于“区夏”、“区宇”和“区寓”。如《全唐文·高祖皇帝一·秦王太尉陕东行台制》载：“尚书令雍州

牧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廓清区夏，忠孝克彰⋯⋯今区宇方缉，巩洛犹芜，镇俗治戎，允资望实。”这

里的“区夏”、“区宇”都是指唐朝逐鹿中原取得的天下。“区宇”又作“区寓”。如《全唐文·宣宗皇帝三·

洗雪南山平夏德音》：“朕君临区寓，深念黎元，凡日含生，皆同赤子。”这里的“君临区寓”与前所引“每州

置宗师诏”中的“君临四海”意思相同，可见都是“天下”的同义词。 

 

三、关于唐朝“中国”与“天下”的关系 

    前面笔者已经指出，唐朝的“中国”仅代表唐朝统治的核心地区，不代表唐朝实际统治的全部领域；而狭义

的“天下”则代表唐朝实际统治的领域，具有王朝国家的性质。唐朝的“中国”是“天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这里再就“中国”国家的性质略论之。 

    关于古代“中国”国家的含义，学者们有许多讨论。如杜荣坤指出：“历史上‘中国’一词是地域或文化类

型及政治地位的区分，而不是整个历史疆域和政治管辖范围的概念、国家政权的正式名称。”[23]张璇如认为：

“关于‘中国’的概念，历史上是某一个地域名称，不是国称，作为国家的概念，是近代的事。以往有些学者，

把它认为国称，或囿于《禹贡》九州岛之说，把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疆域是不对的。”[24]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

很正确。但也有一些观点不正确，如近年来有学者说：“唐代关于‘中国’称谓，在原有的意义上大为扩展，其

中包含有当今主权国家的基本涵义。”[25]这个观点夸大了唐朝“中国”一词的范围和含义。近代国家的概念有

三个基本要素：人民、领土和主权。笔者认为这三个基本要素也可以用来衡量古代中国。以此衡量唐代的“中

国”，显然，此时的“中国”，人民仅指汉族，不包括唐朝统治下的其他四夷之民，更不包括历史上属于今中国

的其他民族；领土仅指中原内地，不包括四方边疆之地；主权亦元完整的国家主权。所以，此时的“中国”不代

表统一多民族的王朝国家，更不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它只是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狭

义的“天下”则基本上具备了这三个要素，它具有较完整的领土、主权和人民，是唐朝统治范围的代名词，是一

个王朝国家或政治实体；而广义的“天下”则是唐朝建立的一个以“中国”为核心、以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狭义

“天下”为政治实体的包容其他国家在内的世界体系和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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