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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顾名思义，历史就是过去的一切。
看上去仿佛身后飞雪，已经从昨日的历史时空中悄然逝去，但实际上它并未真正消失，在某种意义上
讲，它仍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有人说，过去的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恰似古松内部的一道“年轮”，经过千百年的日积月
累，无数的“年轮”才构成我们人类的历史。
不过以时人的观点看来，构成历史大树的这些“年轮”，既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很多的不合时宜，甚
至是糟粕和顽疾，以至人们常常对它加以非难和抨击。
今天，对这些构成历史“年轮”的各类典章制度、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尽管人们所持观点各异，但
却无法否认一点：即无论它们是进步还是落后，无论它们象征着美好还是丑陋，正是这逝去的一切，
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本身。
其中，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至深且远的宗藩体制，亦概莫能外。
如就康乾盛世下的宗藩体系而言，它虽代表的是帝制时期天下一统的“以小事大”、“以藩屏周”的
社会格局，但它却是那一时代清廷处理内外关系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制度不仅长期维系了清代东亚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且也为中国疆域的
最终形成和今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岳武这部书就较好地反映了上述观点，他选择康乾盛世下清廷与藩部、属国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
思想主旨正反映了上述命题，即过去的并非全是落伍的，封建的并非全是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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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第一章对中国古代宗藩体制产生、演变及结构等方面作了精当的概述和考证，以便读者从体制层
面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宗藩体制发展的脉络和清代承袭这一体制的时代背景。
第二章重点论证了康乾盛世时期宗藩体制的确立和完善。
不仅从理论层面论述了清廷同蒙古、西藏等藩部之间的关系，考证了清廷同朝鲜、琉球、安南等属国
宗藩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同时还论证了遭遇世界变局中的清廷对传统宗藩体制的调整。
第三章从微观的视角，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对康乾盛世下清廷与内外蒙古、西藏等藩部关系，进行了
细致的考察。
重点突出清廷治藩政策的变化，即由传统的羁縻方式转变为有效的军政治理，从而在列强打开中国大
门之前，有效地强化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第四章在细密梳理清代中前期中朝、中越宗藩关系的同时，进一步考证了康乾盛世时期中、日、琉三
方关系，并对近代日本吞并琉球一案做出新的诠释。
第五章系作者对康乾盛世时期的宗藩关系，作出全面的总结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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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宗藩体制的产生及演变一、中国古代宗藩体制的产生（一）宗法社会的诱导正是由于
宗藩体制是由中国古代氏族、部落内部的宗法体制由内向外演变而成的一种体制，因此，宗藩体制得
以发生的直接诱因应该是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
中国远古社会，无论是氏族组织、部落组织还是方国体系，为了团结本体系成员，加强对本团体的组
织、管理，以增强同自然和其他团体的竞争能力，必须形成一个有秩序、有组织的整体。
在此基础上，以血缘、血亲等天然成分为纽带的血缘关系很容易发展出氏族、部落内部的宗法体制。
按照血缘关系上的远近亲疏来形成本集团内部的组织秩序则是天然的法则，因此宗法社会的出现也是
社会组织暗合自然法则的结果。
因为在远古社会，人类除了按血缘关系来排列社会关系外，没有其它更为合适的代替模式。
正是由于远古人类是按照自然法则来规范远古人类社会内部的秩序，那么按照血缘关系的自然法则制
定出一套秩序来协调社会内部的关系就很自然。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血缘的远近亲疏、辈分高低、经验多少固然是宗法社会得以形成的前提，
但却不足以给宗法社会的稳定提供足够的基础。
因此当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尤其是发展到奴隶制国家阶段后，随着氏族、
部落向国家的转变，对更多的关系进行规范，迫使人们除了对血缘的仰慕外，还需要用一个更高的信
仰来强化社会秩序。
因此，所谓的“天”与“天子”也就应运而生，成为国家这一更大集团强化社会秩序的必要信念。
商朝的统治者将自己作为天的代言人，就很鲜明地证明了此旨趣。
纣王将亡时，仍称自己为“我生不由命在天乎”。
①中国的远古统治者们正是利用天与神的权威性象征，“将人间的法律、规则也视为‘天’的产物”
，②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宗法社会、奴隶制国家的秩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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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四年的艰苦学习与写作，我终于完成了该书稿。
现在轮到写后记了，但我心中却没有一丝宽慰的感觉。
我想主要是因为它离我所设想的样子还有较大距离，但基于多种因素，在此我又只能草草收尾。
虽然该书稿未能达到理想的样子，但我仍想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感受和我对一向以来给予我帮助和关怀
的人们的谢意。
四年前，当我负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时，我有幸成为该所中的一员。
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是我感觉最累的三年，也是我感觉颇为充实的三年。
在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我充分利用时间完成了该书稿的绝大部分的写作。
该书稿的完成过程更是充满艰辛，尤其是资料的搜集，费时费力，却永远不能满足需要；书稿框架的
设计，一改再改，但至今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2007年博士毕业后，我有幸成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的一员，在这个曾经是我母校而现在又是我
工作地点的地方，我继续了该书稿的修改和完善。
面临书稿的收尾虽然我仍感失落，但庆幸的是，在我撰写该书稿的过程中我却得到了诸位老师、同学
、朋友、亲人的大力帮助。
是他们的帮助，使我克服困难，终于完成了该书稿的撰写。
值此之际，我向他们表达我的深深谢意：感谢我的博导何瑜教授，从该书稿的选题、框架的设计、内
容的撰写、初稿的修改直至定稿的整个过程，无不凝聚着他的大量心血。
感谢曾为人大同窗的高新伟、吴四伍、吕文利、周剑云、赵文亮、刘永华、陈开晟、占勇、沈琦、徐
振伟诸博士，与他们在学习方面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并充分感受到友谊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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