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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是以汉唐王朝为中心建立起王朝与周边各族、各国之间分上下等级的政治体制。
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的涵盖范围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是郡县以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边地郡县统
辖管理，包括大小规模不等的诸民族政权和原始氏族部落，主要是古代中国王朝统辖的东北边疆地区
，本书称之为“内圈”。第二是处于古代中国王朝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他们以朝贡的形式与中国进行
贸易与文化交流，主要是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本书称之为“外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分之间
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尤其是两部分邻近的民族与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出现“外圈”民族或国
家转为“内圈”，也出现过“内圈”民族或国家转为“外圈”的现象，其中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汉
唐时期中国王朝经历了从统一走向分裂，并从分裂再次走向统一的巨变，东北亚封贡并没有因为中国
王朝的分裂而废止，而是经历了由一元体制转变为多元体制、二元体制，又再次恢复一元体制的变化
过程。从汉到唐，东北亚封贡体制始终是这一区域重要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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