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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共有五个部分，既对亚洲整体政治的概貌进行概括与分析，又分别对各个次区域的政治发展状
况逐一加以研讨，从而形成一个层次分明、逻辑缜密的框架结构。
 绪论主要是界定亚洲的地理范围，强调这一地区在政治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论证研究亚洲政
治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一部分为亚洲政治综论，侧重对地区政治的整体研究。
第二部分“东北亚政治概论”、第三部分“东南亚政治概论”和第四部分“南亚政治概论”重点研讨
亚洲各个次区域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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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亚洲政治综论第二章 二战前亚洲政治发展概况第一节　亚洲的古代国家与政治制度一　东北
亚古代国家除了蒙古之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中国最早的国家大约产生在5000年前，是亚洲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
据中国《汉书》记载，日本最早的国家约产生在公元2世纪甚至更早。
公元239年和243年，曾派遣使节到中国的邪马台国已是初期奴隶制国家。
到公元5世纪中叶，日本已经建立了统一国家。
“朝鲜”一词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出现在中国史书中。
据《三国志》记载，公元前4世纪，古朝鲜统治者曾企图“逆击燕”。
当时古朝鲜的统治者称为“王”，有自己的官僚机构和数目可观的军事力量。
据此推定，约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古朝鲜已建立了国家机构。
古代日本和朝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受中国的影响。
公元8，世纪左右，由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构成的东亚文化圈已经基本形成。
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和佛教构成东亚文化圈的基本文化元素。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系以中国王朝的政治性结构为媒体。
与中国具有文化同构性的国家，均与中国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从属关系，其具体表现为册封体制：从
属国向中国王朝朝贡，中国王朝则授以官爵，建立册封关系。
册封体制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存在差异。
如唐王朝对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等国，实行朝贡一册封制，但对日本则采用朝贡不册封的办法
。
唐代时期的日本，在文化方面积极地吸收中国文化，而在政治方面采取事大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双重
国策。
因此，在以唐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日本是不受册封而又行朝贡的“化外慕礼的外臣”。
东北亚古代社会存在较高的协调力和组织力。
这种能力根源于这一地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厚的历史传统。
东北亚主要民族长期生活在高度密集型的社会中，积累了丰富的群体生活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
政治与社会生活方面的高超技巧。
古代日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点。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天皇制长期得以延续。
公元592年，日本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即位，由圣德太子摄政。
为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圣德太子于公元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以整顿官制、选拔人才，
改变了氏姓世袭制度。
公元604年颁十七条宪法以确立天皇的专制权威。
此后，尽管皇室在许多时候并不掌握实权，但天皇制直到今天依旧得以维持。
存在公武两元结构是日本古代政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日本自10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律令体制的崩溃，中央朝廷统治力减弱，地方形势动荡，庄园主之间
的纷争日益激烈。
他们为维持庄园秩序，保护自身利益，防止他人侵犯，开始组织私人武装，是为武士的起源。
有些中央贵族招纳大批武士为警卫，地方官则集结大批武士形成武士团。
其中平氏和源氏势力最大。
1167年，平氏首领平清盛任太政大臣，武士开始掌握实权。
同时，天皇依旧保留名誉上的最高地位。
此后，日本经历了镰仓幕府（1185—1333）、室町幕府（1336—1573），到德川幕府（1603—1876）时
期，形成了所谓的“幕藩体制”：幕府将军分封领地给各藩大名，大名再分封土地或授俸禄于武士，
德川幕府对各藩加以控制。
幕藩体制是一种严格的封建等级身份制度，其等级顺序为天皇一将军一各藩大名一武士一农工商一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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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秽多、非人）。
“士农工商”既是一种从高到低排列的阶层秩序，更是一种界限严明的阶级划分。
各个阶级之间相互排斥，没有社会流动。
政治领域为武士阶级所独占，而这一阶级又基本上脱离了经济领域。
朝鲜半岛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完全照搬中国模式。
1392年，李成桂建立了新王朝，翌年宣布国号为朝鲜，不久由开京迁都至汉阳（今首尔），史称李氏
朝鲜。
李朝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以国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并确立了儒家学说在治国方略中的指导地位
，形成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
但李朝的朝鲜只有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地主阶级，即以功臣、贵戚等贵族为核心的文武官吏构成的“
两班”子弟才拥有考试资格。
李朝中期，两班中靠科举成为官僚的“士林派”与功臣贵族组成的“勋旧派”为争夺官爵，党争迭起
，彼此诛戮。
所谓“士祸”就是这种争斗的反映。
16世纪后半叶以后，士林派完全掌握权力，此后不仅“两班”的内容有所改变，范围也广为扩大。
李朝后期两班渐趋衰落，1894年甲午改革宣布废除两班特权，但无实效，两班继续存在至李朝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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