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第 1學期    One Asia基金會國際講座 

「亞洲共同體：宏觀歷史・文化聚焦──以 11-12世紀的兩個國際盟約為例」 

 

第 6回我們邀請到本校史學系韓桂華系主任為我們講授，講授的主題為「亞洲

共同體：宏觀歷史・文化聚焦──以 11-12世紀的兩個國際盟約為例」。韓主任

授課內容的摘要如下： 

    時至 21 世紀的今日，商貿繁興，科技發達，電子網路運用無遠弗屆，國與

國已不足為限，進而盛行跨越國界，尋求區域組織多國聯盟的締結與持續發展。

現今可見西歐(歐盟)、北美一體化合作形成，拉美、非洲地區合作組織興起，亞

洲地區亦不落人後，東南亞、東亞、南亞均有共同經濟組織。至 2009年而有「東

亞共同體」，乃至「亞洲共同體」的倡說，以中、日、韓三國結合東協十國，外

加印度、澳洲、紐西蘭。亞洲共同體，以區域聯盟組成經濟、文化的共同體。區

域內多國、多民族、多元文化，如何趨同存異，維持長久?成為各共同體必須面

對與化解的問題。 

    由宏觀歷史來看，亞洲共同體，目標遠大，理想崇高，若能實踐，無異是區

域之幸，人類之福。共同體以經濟協商與合作為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內在文化

的聚焦與提煉。唯有具備共同文化意涵與有共識的核心價值，才是區域共同體能

夠深化與維持長久之道。 

    茲以 10到 12世紀中國史上的宋國先後與北邊敵國遼、金所締結的「澶淵

之盟」與「紹興和議」為例。試著剖析盟約前後，兩國關係與情勢之發展，亦

即由戰到和，以及維持長久和平的原因與影響，並歸結出在「禮義、誠信、和

平、繁榮」的形式與內涵條件具足下，達成美好願景的實例。 

    最後，宏觀今日的亞洲共同體，相信多元文化與信仰，不是障礙，而是助

力，聚焦、沉澱、提煉出文化精粹，發揚人性之美善，區域安定繁榮乃至世界

大同是可期待的。 

 

    韓主任的專長為宋史和經濟史，因此對 10-12世紀的這兩個「和平條約」有

精闢的見解和獨到的剖析。宋朝在歷史上給人的印象就是在軍事國力上是最弱的

朝代，但在文化上卻是最輝煌的時代。在周遭強敵環視，虎視眈眈的時代，弱國

為了生存發展有時必須借助國際外交的手段，與強國簽訂互不侵犯的合約，化干

戈為玉帛，創造雙贏的局面。或許在當時被認為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但以

宏觀歷史的角度來看，它可能換來了數百年的和平，讓百姓免於戰爭之苦。10-

12世紀宋朝與北方敵國的遼和金所分別締結的「澶淵之盟」與「紹興和議」就是



很好的例子。 

    不論當時也好，後世也罷，對這兩個「和平條約」的褒貶不一。一般來說，

普遍對「澶淵之盟」抱著正面的看法。「澶淵之盟」締結後，宋遼之間大致維持

近 120年的和平。其間，在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交流不斷。雙方因此創造了經濟

和文化的高峰。但是後來因為金的勢力崛起，聯合宋(北宋)滅了遼，而宋也終究

難逃被金所滅。以現代的話來說，金聯合次要的敵人(宋)來打擊主要敵人(遼)後，

再來打擊次要敵人(宋)。有名的「靖康之難」就是在此時發生的。北宋滅亡後，

康王趙構即位於應天府(河南商丘)，改元建炎，即宋高宗。金人為了消滅高宗，

又再度南侵。高宗被金追趕一路逃到長江以南又逃到海上。最後因為金人不善水

戰而保住半壁江山，雙方締結了「紹興和議」。「紹興和議」有兩次和議，但內容

都是宋對金稱臣，此舉有如宋朝滅亡。後來雖在之後的合約修訂中「易君臣之稱，

為叔姪之國，宋主稱金主為叔父，兩國文書，改表詔為國書」以現代文來說就是

宋和金從附屬國的關係修正為國與國的對等關係。「紹興和議」雖然是不平等的

條約，但雙方也因此獲得了和平，而造就了經濟和文化上的交流。最後因為蒙古

的崛起，宋朝(南宋)又重蹈覆轍，雖然和蒙古聯合滅了金，但自己也難逃被蒙古

滅亡的命運。 

    這兩個和平條約的共通之處就是換得了和平共處的時間，進而發展雙方經濟

和文化的交流。特別是文化的交流使得文化(游牧文化和中原漢文化)產生融合，

並相互「涵化」（accultration）。簡單地說:就是北方民族的漢化和漢族的胡化。

上述宋在軍事上雖屬於弱國，但在文化上卻是強國。不論在文學及藝術上在中國

歷史上都是相當興盛的。所以不論遼也好，金也好，都大力推行漢化。尤其是「金

代的多位皇帝從小就接受漢文化教育，執政之時也都大力推行漢化政策。而且金

代漢化之徹底，雖與南宋對峙，但從不自稱北朝，在金國君臣看來，金國就是中

國的「正統」所在。這種「居天下之正統」的思想，正是漢人傳統政權轉換時的

核心思想要素。金人可說是「青出於藍」，反過來將宋朝的地位擺在藩屬位置(擷

自韓主任課堂 PPT)」。由此可以看出金人的漢化不是僅止於表面的服飾裝扮，而

是整個思維的改變。也讓我們看到文化交流的影響力。 

    誠如韓主任在結語中所提及:「在盟約模式基調下，(雙方得以)保持外交、

經濟與文化、習俗各方面的交流往來不斷」。「儘管盟約訂立，對雙方而言有對等，



或不對等的評價，但是因此而獲得長期的社會穩定與區域和平，則是獲得當代與

後世一致的好評」。比起戰爭，人民更渴望的是和平。唯有在和平的環境下，經

濟和文化才得以交流與進展。相對地，在經濟和文化交流與進展的基礎上，和平

才得以保持。 

    「歷史的作用在於「可為今鑑」，放眼當今世局，如何求得世界和平，「宏觀

歷史，文化聚焦」，是值得借鑑與深思的課題」。在我們訴求亞洲共同體的同時，

如何建立共識是一件重要的課題。在前兩次的課程中，我們瞭解到跨越「語言壁

壘」的重要性。聽了韓主任的演講後我們又學到了如果要跨越「文化的壁壘」，

藉由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構築一個大家都可以認同的文化底蘊。在這個基礎上，彼

此認同，消除彼此內心的「壁壘」是非常重要的。此次的演講可謂獲益良多。(撰

稿:陳順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