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館週記 126 
從「華夷圖」認識中國的鄰居 

 
    最近朝鮮半島的議題非常火熱，在廢核的國際新聞的轟炸之下，邀請各位

一起閱讀宋代一張地圖「華夷圖」，看看當時的中國與朝鮮半島的關係為何？更

進一步說說這張地圖值得一談的原因。 
請各位把眼光移向地圖的東北角。「沃沮、新羅、百濟、高麗平壤」；是不

是有點熟悉又不太熟悉呢？「平壤」是最近最熱門的地點，現在是北韓的首

都。「新羅、百濟、高麗」是中國漢魏晉南北朝分別統治朝鮮半島一隅的國家，

最後新羅與唐帝國結盟消滅百濟、高麗，統一半島約三百年時間。「沃沮」發跡

得比這三國都稍早，是居住在半島北邊的部落。 
這幾個不同時期的國家與中國的關係為何？「遼海之東，周封箕子於朝

鮮，漢置樂浪等四郡，高麗在遼東之東千里，東晉以後居壤，世受中國封爵，

稟正朔。」述明朝鮮半島三國時代（427-660）各國的統治疆域，及其與中國的

淵源。（圖一）這樣將不同時代的統治者並列在一張地圖當中，或許是一種另類

的政治地理學知識的資料庫。 

 
圖一：朝鮮半島解說文字 

除了政治地理概念之外，華夷圖也講述了特定地域的時間推演。地圖北邊

出現長城的標示，並輔以圖說：「古長城蓋戰國時趙築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



闊以備。胡燕亦築媯州之北至遼東，秦城起臨洮入高麗，漢繕塞桓因河為固。

後魏築馬邑六鎮，北隋築靈州懷遠河外。」概述長城修築的歷史。 
最後，這張地圖也補足了「禹跡圖」略過不畫的國界，畫出疆域界線，呈

現國防格局。同時，圖上標記五百多個地點，如行政區域、地名、山脈、河

流、湖泊等。 

 
圖二：長城解說文字 

根據圖中文字，「華夷圖」比「禹跡圖」晚了半年，成於阜昌七年（南宋紹

興六年，西元 1136 年）十月，內容據唐代賈耽（730-805）「海內華夷圖」所

繪。「海內華夷圖」已不見蹤跡，而由傳世的「華夷圖」保存了唐宋時期的地理

觀念與政治思想。如同「禹跡圖」，「華夷圖」也蘊含著當時的政治觀。「禹跡

圖」投射的是亙古不變，九州統一的理想世界；「華夷圖」則進一步強化了這樣

的理想，構築出以中原為中心（也正是地圖中心點），國家中央仍能掌控四方夷

邦的政治願景。（LCM+WRJ） 
 
豐碑拓片（三）──華夷圖 
http://museum.sinica.edu.tw/collection_detail.php?id=5&item=385#detail-wra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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