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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渤海国时期，东北亚国际关系既简单又复杂，既稳定又变化，政治与经济、战争与和平交织在一

起，东北亚政治地图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从宏观上研究渤海国与东北亚国际关系问题，特别是渤海国在东

北亚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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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公元７世纪 末—１０世 纪 初 的 东 北 亚 政 治 地

图，很容易得出这 样 的 结 论：渤 海 国 时 期 的 东 北 亚 国

际关系既简单又复杂，既稳定又变化，政治与经济、战

争与和平交织在一起，东北亚政治地图处于不断变动

之中。历史发展到２１世纪初，从宏观上观察、思考渤

海国时期错综复杂的东北亚国际关系问题、民族关系

问题，以及渤海国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问

题，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

一、从宏观上观察、思考渤海国与东北 亚 国 际

关系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及国际学术界基本上是从微观上

或者中观 上 观 察、思 考 渤 海 国 与 东 北 亚 国 际 关 系 问

题，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研究渤海国与东北

亚国际关系问题 就 应 将 其 置 于 宏 观 视 角 下。如 若 不

从宏观角度而仅从微观角度或者中观角度观察、思考

渤海国与东北亚国际关系问题，就很难正确认识渤海

国时期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总格局，也很难解释中国唐

代乃至五代时期中国东北地方民族政权间的关系，以

及这些中国东北地 方 民 族 政 权 同 日 本 等 国 家 间 的 关

系。宏观东北亚国 际 关 系 学 将 东 北 亚 国 际 关 系 视 为

一个整体、一个大系统，在这个整体内有许多个体；在

这个大系统内有 许 多 小 系 统。这 些 个 体 与 小 系 统 间

的关系，可以说是东北亚国家之间乃至民族之间的关

系。当然，从系统论角度看问题，在上述个体、小系统

内，又有一些更小的个体、更小的系统存在，如渤海国

与日本的关系就属于这种情况。

首先必须在渤 海 国 与 东 北 亚 国 际 关 系 研 究 理 论

与方法论方面有一个基本共识，否则，不同的研究者，

用不同的理论和 方 法，从 不 同 的 角 度 观 察、思 考 同 一

个问题，往往 会 得 出 不 同、甚 至 相 反 的 结 论。仅 举 两

例：

例 一，故 意 抬 高 渤 海 国 这 个 地 方 民 族 政 权 的 地

位，将中国唐代乃至五代时期中国东北地方民族政权

渤海国［１］，说成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２］。

例二，荒谬地将中国唐代乃至五代时期的属国渤

海国说成是日本国的属国［３］。

渤海国时期，尚未形成当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

或者外交史学［４］，但这不等于不存在当时意义上的国

际关系或者外交。当 时 是 一 种 中 世 纪 东 方 式 的 国 际

关系，其特点是：封闭 中 有 开 放，一 区（域）两 制（封 建

制、奴隶制）乃至 三 制（加 上 原 始 公 社 制）。这 些 处 于

不同社会发展阶 段 的 国 家、民 族 地 区，在 较 长 的 时 间

内有战争，但基本上是和平共处，友好交往，共同促进

了东北亚区域社 会 经 济、政 治 和 文 化 的 发 展，其 影 响

是深远的。

例如：我国渤海人开拓的“日本道”在东北亚区域

又增加了一条水上“丝绸之路”，这对当时环日本海地

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至

今，东北亚６个国 家 对 联 合 开 发 图 门 江 三 角 洲，日 本

的“里日本海”地区十分热心，不能不说是有其长期经

济、文化合作和历史渊源的。国际、国内学术界有“东

北亚经济圈”、“东北 亚 文 化 圈”等 提 法，还 有“环 东 北

亚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等提法，这些提法将东

北亚区域或东北亚的 一 些“次 区 域”经 济 发 展 提 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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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议事日程。今日东北亚区域或东北亚的一些“次

区域”的发展正是它们历史发展的结果。从宏观上研

究渤海国时期的东北亚国际关系，对研究今日东北亚

国际关系等诸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渤海国时期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总格局

研究渤海国时期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总格局，对从

整体上把握当时东北亚国际关系十分有益，因为国际

关系以及 民 族、地 区 间 的 关 系 均 受 这 个 总 格 局 的 制

约。

笔者认为，渤海国时期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总格局

是一极为主、多极为辅的格局。

所谓“极”就 是 矛 盾、中 心。渤 海 国 时 期，东 北 亚

国际关系的总格局 基 本 上 是 唐 代 乃 至 五 代 中 国 这 一

极。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强，在东北

亚，在世界东方是 一 个 强 国，比 当 时 东 方 各 国 的 实 力

都强大，可以说是 一 个 超 级 大 国，引 领 着 东 方 世 界 经

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潮流，是东方世界的经济、政治

和文化中心，周边 国 家 和 民 族 地 区 社 会 经 济、政 治 和

文化发展均受其影响。在古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

基本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我们很容易列 出 在 古 代 东 北 亚 国 际 关 系 史 上 中

国所处中 心 地 位 的 一 些 史 实：日 本 学 习 中 国 唐 代 经

济、政治和文化的运动，向唐王朝派遣使臣和留学生；

新罗、渤海使臣在唐 都 长 安 的“争 长 事 件”；中 国 东 北

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归属。

渤海国时期，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总格局除上述一

极为主外，尚有多极为辅，有多个较小的中心，这些极

或中心不仅有日本这样的独立国家，还有新罗这样的

中国唐代的属国；有 某 个 时 期 脱 离 过 中 国 中 原 王 朝，

但基本上是归属于中国中原王朝的中国东北方、北方

地方民 族 政 权 契 丹、奚、室 韦、突 厥；还 有 像 黑 水 靺 鞨

这样其南部领土曾经归属过渤海国的地方民族政权，

以及长期同中国中原王朝保持属国、属州关系的渤海

国。

上述国家、民族 和 地 区 从 宏 观 上 看，它 们 都 是 东

北亚国际关系总格局上较小的中心，在东北亚国际关

系上处于不同的地位：日本与中国中原王朝处于平等

的地位；新罗处于 中 国 中 原 王 朝 属 国 的 地 位；渤 海 国

不仅是唐朝的属国，还是属州；契丹、奚、室韦、突厥在

归属于中国中原王朝后，基本上也是属国、属州，黑水

靺鞨亦如此。

由上，我们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总格局就有了一

个整体认 识。东 北 亚 国 际 关 系 犹 如 一 盘 棋，棋 子 再

多，也各有各的位置。

三、渤海国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上的地位

（一）渤海国在中、日关系史上的地位

对中、日关系史问题，中、外学者论著较多。关于

渤海国在中、日关 系 史 上 的 地 位 问 题，笔 者 在 有 关 论

著［５－６］中，均 强 调 了 其“中 介”、“桥 梁”地 位。渤 海 国

在中、日关系史中的“中介”、“桥梁”地位，是由渤海国

在唐及五代时期中国的地位决定的，即渤海国是当时

中国的一个“国中之 国”，又 是 当 时 中 国 的 一 个“国 中

之州”［５－６］，这种特殊的地位 使 渤 海 国 在 中、日 关 系 中

具有“中介”、“桥梁”的特殊地位，此其一。另一方面，

渤海国在 中、日 关 系 史 中 又 不 完 全 处 于“中 介”、“桥

梁”的地位。渤海 国 是 当 时 中 国 的 一 个“国 中 之 国”，

其地理位置处于 中 国 东 北 边 陲，隔 海 与 日 本 相 邻，与

日本的外交关系 具 有 较 大 的 独 立 性。这 是 一 种 在 中

国中原王朝外交政策许可范围内的外交独立性，对增

进中、日关系有益。渤海国与日本关系也有不稳定因

素，这个问题发 生 在 日 本 方 面，由 于 日 本 在９—１０世

纪对外采取“锁国”政策所致［７－８］。

在唐代后期、五 代 初 期，渤 海 国 与 日 本 关 系 对 保

持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起着积极作用。“安史之乱”

以后，唐王朝中央 政 权 实 力 减 弱，某 些 地 方 民 族 政 权

与中央政权的离 心 力 增 强，东 北 亚 局 势 开 始 动 荡、分

化。在这种形势 下，中、日 关 系 是 东 北 亚 局 势 稳 定 的

一个重要因素。而在中、日关系中起积极作用的渤海

国与日本关系，以 及 渤 海 国 与 中 原 王 朝 的 关 系，又 起

着重要作用。

（二）渤海国与新罗的关系

由于历史原因，唐、新 联 军 于 公 元６６８年 灭 亡 高

丽以后，唐、新关系总体上是好的。唐、新间这种宗主

国与附属 国 的 关 系，在 一 定 时 期 对 东 北 亚 局 势 的 稳

定，尤其是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有明显作用。

随着形势的变化，当公元６９８年渤海国（时称“震

国”）建立后，渤、新 关 系 逐 渐 紧 张。最 后，渤、新 这 两

个唐朝的属国在泥河（即龙兴江，朝鲜称金野江）一线

形成对峙。渤、新关系比较紧张，突出反映在渤、新这

两国的使臣在长 安 的“争 长 事 件”上。渤 海 在 泥 河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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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设南海 府，其 五 京 之 一 的 南 京 亦 在 南 海 府。尽 管

渤、新关系紧张，但因有唐王朝的制约、调节，渤、新关

系在唐帝国内一 般 可 维 持 在 相 持 状 态，有 一 个 阶 段，

泥河、浿水一 线 基 本 无 战 事。此 外，渤 海 国 东 南 部 的

鸭绿、南海两府居 民 当 多 为 高 丽 遗 民 之 后 裔，这 在 一

定程度上起到了渤、新关系间的缓冲作用。

渤、新关系也 有 一 个 变 化 过 程。渤 海 建 立 之 初，

新罗王曾封震国王大祚荣为“第五品大阿食之秩。”大

武艺时期，渤海国“斥大土宇”，与新罗矛盾加剧。“安

史之 乱”时，渤 海 国 和 日 本 曾 相 约 于７６２年 共 同 进 攻

新罗，未成事实。８世纪 末９世 纪 初，渤、新 关 系 一 度

缓和。渤海国“新罗 道”的 开 辟 可 为 一 证。到 大 仁 秀

“南定新罗”，迫使新 罗 取 守 势，沿 浿 江（今 大 同 江）修

筑长城。进入１０世纪，契丹强大，渤海曾联合新罗抗

契丹，新罗却帮助 契 丹 兵 围 渤 海 上 京 城，在 契 丹 灭 亡

渤海时助一臂之力。可见，渤、新关系紧张由来已久，

大敌当前，已难和解，新罗宁肯帮远方契丹，也不肯帮

近邻渤海。

（三）渤海国与黑水靺鞨的关系

渤海国与黑水靺鞨、契丹、奚、室韦、突厥等，先后

纳入唐帝 国 版 图，这 些 中 国 北 方 地 区 的 地 方 民 族 政

权，一般讲都是唐朝的“国中之州”，所不同的是，渤海

至唐亡仍臣属于中原王朝，而契丹族则在唐亡后建立

了契丹国（后称“辽”）。渤 海 国 与 黑 水 靺 鞨 等 的 关 系

系属于中华民族 内 部 民 族 间、地 区 间 的 关 系，无 论 是

和平还是战争，均属于中国内部事务。由于渤海国与

黑水靺鞨 等 的 关 系 影 响 着 东 北 亚 区 域 社 会 经 济、政

治、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研究渤海与黑水

靺鞨等的关系很有必要。

历史上的渤海国和黑水靺鞨等有共同的疆域，直

到１９世纪中期才发生了巨大变化———沙俄侵占的中

国东北的领土中，有 当 年 渤 海 国 的 安 边、定 理 等 府 的

版图和黑水靺鞨的版图。

历史经 验 值 得 注 意。历 史 发 展 到 今 天，依 据 中

俄、中朝双 边 国 际 条 约 划 定 的 中 俄、中 朝 边 界，是 中

俄、中朝和平友好的边界。东北亚和平与发展是个大

局。作为有关国 家 的 学 者，要 尊 重 历 史，维 护 今 天 东

北亚和平与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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