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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識︰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系列講次(11) 

 

講題: 從天下到亞洲共同體  
 

第11回One Asia基金會國際講座由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甘懷真教授擔
任主講人。甘教授是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曾經擔任台灣大學東亞
文明研究中心執行長、台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科技部歷史學門共同召
集人等職務。甘教授研究的專門領域為中國古代史、東亞政治史、皇帝
制度與儒教。此次講座的重點摘要如下: 

甘教授首先說明本次演講的主要課題是探討何謂傳統的天下概念，
以及這個天下觀念能為亞洲的未來帶來什麼作用。甘教授語帶詼諧地說
自己是個推銷員，今天就是來推銷「天下」課題的重要性。甘教授引用
了狄更斯著名的小說《雙城計》開場白中「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
的時代。」一詞，說明時代的進步同時也會引起社會或世界的動盪。近
代以後，西方的民主制度創造出新的民族國家，然而社會的對立卻越發
激烈。甘教授認為造成社會分裂對抗、催化矛盾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強迫
「認同」。甘教授指出現代人會透過流行妝髮等所謂的交換符號來獲取他
人或社會的認同，並從中確認自己存在的意義。個人的認同擴大到極致
就是民族的認同、國家的認同。因為個人在近代國家成立以後被賦予了
新的身分-國民(Nation)，民族的認同、國家的認同即是造成今日世界紛
擾不安的原因。 

甘教授進一步提出，要解決世界面臨的困境，應該要思考西方制度
的另類可能。也就是有必要重新回顧並思索亞洲前近代的制度，從其中
找到建構新秩序的原理，而「天下(TIANXIA)」的觀念就是關鍵詞。天
下概念起源於中國古代的西周前期，在漢代成為皇帝制度的核心思想。
日本在第五世紀起即以天下稱自己的政權與治理的領域，第八世紀的律
令制時代更是全面接受了唐制的天下觀。傳統的天下指的是天所支配的
人間，是一種「領域」的概念。天下由各個自立自主的政治單位所共同
形成，是前近代東亞地區的自稱；這樣的天下觀念不需要血緣、語言、
宗教、文化的統一，也不必追求認同的一體性。 

然而中國與日本的傳統天下制度，在十九世紀中期因為西方列強侵
略而告終。事實上，西方帝國主義所建構的全球性政治制度不斷地突顯
認同問題，結果造成民族與民族、國與國之間的嚴重對立，甚至因此爆
發大規模戰爭。有鑑於此，近年來學者開始反觀中國歷史的脈絡，探討
中國歷史上的諸現象，期待能在前近代東亞既有的天下制度中尋找新的
政治原理，來保障未來亞洲的繁榮與安全。這也是天下研究成為近年來
人文社會科學界研究重點的背景。 

甘教授最後肯定西方的制度創造出新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
但為了解決現今世界的紛爭，各國不應該特別放大及強調民族主義，而
是要在天下觀念中重新思考，如何回到前近代的脈絡裡，建構天下中以
人民為主體的制度。亞洲地區如果可以創出東亞人民皆為天下之民的一
體性，並且在共同性中亦能接受彼此相異之處；換言之，東亞人民在天



下觀念中不僅能有「認同」感，更重要的是能夠有包容彼此文化的「認
異」胸襟，如此一來才可能從傳統的天下觀念中建構新的亞洲共同體，
再造亞洲安定、和平與繁榮的未來。 

 
(網頁連結: https://oneasia.pccu.edu.tw/faculty.php) 

(撰稿:林孟蓉・日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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