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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地图是依据什么观念绘制的？
思索这个问题，促成了我的前一本书《谁在地球的另一边——从古代海图看世界》。
但还有一个问题仍缠绕着我：古代中国是怎样将自己设定为“天下之中”的？
对古代中国天下观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它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的探讨，促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人类自从有了方位感，就有了空间的人为设定。
这种定位留下的历史痕迹，依然可在历史悠久的汉字中找到。
所以，这本书首先从古汉字入手，研究古人的方位认知。
比如，东、西、南、北、中。
而此中的排列与说法，更是“中”在方位里的核心地位的传统表达。
这个“中”似乎属于方位，但又像是纯粹的观念，它好像不实际存在，而是由“东西南北”诸方位围
绕而成的观念。
而另一方面，“中”又像是一种观察“东西南北”的视点，是本体、是自我；“东西南北”是视线所
及，是外在的处境。
那么，是先有存在，还是先有意识，是先有“中”，还是先有“东西南北”，可以留给玄学接着探讨
。
　　《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舜帝告诫大禹说：人心是危险难测的，道心是幽微难明的，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恳切地秉行中
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
这里的“中”字，已将中庸哲学最初的意思含在里面：不偏谓中，不易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立而不依，无过而无不及。
此时的“中”，已由确立方位提升到处世立场，进入了价值观的层面。
　　接着本书由字而词，在方位词中继续寻找先人的空间定位与地域分割。
比如。
甲骨文中提到的“方国”，《禹贡》中提到的“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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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是花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谁在地球的另一边——从古
代海图看世界》的姊妹篇；关注的仍是古人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最初的全球化进程，与前一本书不同的
是，它不是讲外国的故事，而是讲中国的故事。
    作者通过解析古汉字中的方位字词、古代的天经地义、早期的方国形成、后来的天下一统，以及交
通穿越与军事防线⋯⋯讲述古代中国天下观的文化来源；通过“王在世界之中”到“西方传教士入华
”的历史演进，描绘中国与世界的主动与被动的接触，分析封建王朝在历史关口“关门大吉”式的应
对，和后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体用”攻略；展现了由于对自身的错误认识和对世界的错误判
断，中国被一步步拖入挨打、割地、赔款的可悲境地的历史脉络。
    本书从人文地理的角度，以文化随笔的形式，在普及知识的过程中融入文化上的反思，实为一部别
样的古代中国的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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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高速发展的“高速路”　通西域，为招兵买马而开的丝绸之路　　海上探索，丝绸仅是个美丽的
开头　唐宋市舶司，开放口岸的伟大开端第七章  蒙元扩张东学东来　蒙元帝国的陆海扩张与国际视
野　开发海道北运漕粮　“官本船”创建海上商贸新模式　敢为天下先的澉浦杨氏远洋贸易　汪大渊
：“中国的马可·波罗”　先于西学东来的“东学东来”第八章  恩威四方西学东进　误读多年的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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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送来第一部中文版《世界地理》　西文善本的中国传奇　大明王朝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第九章  
帝国日落师夷之长　闭关锁国的“鸵鸟”策略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通译班底与西学东来　
大清王朝为何拒绝和惧怕西学　走出国门与认知世界的观念之痛　面朝大海，一曲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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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方国天下华贵夷贱　　大中华概念的形成　　如果说，西周何尊的铭文最早出现的“中
国”二字，是选一个中央的位置建都立国；那么，最早进入史书中的“中国”二字，讲的则是执政中
国的任务与目标：“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
”——《尚书·梓材》中的这段话，没有具体说中国的位置。
但既是周公之言，所指当是关中、河洛地区，用现在的行政地理来论，即陕西河南一带。
　　周人的地盘不大，但“中国”这种说法却被后世普遍接受。
春秋战国，列强分立，但都不排斥“中国”之说，如齐、楚这样的“边缘”大国，都在历史演进中接
受或自觉使用了“中国概念”。
　　《管子·轻重乙》记述了管仲为齐国相时，曾说了一套治国与称王称霸的理论：“请在国家四方
建立‘壤列’制度，天子在中央，统治地方千里，大诸侯国的土地三百里，普通诸侯约有百里，靠于
海有子爵、男爵约有七十里。
这样就像胸使用臂，臂使用指一样方便。
这样就可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物价了。
”　　战国七雄不仅以“中国”自居，也相互认可皆是“中国”。
所以，随着各诸侯国的“另立中央”意识曾强，皆称中国，进而使“中国”的疆域越变越大。
到了汉时，连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皆称为“中国”。
　　在2009年的深圳博物馆举办的国宝展上，我见到1952年于湖南长沙出土的“中国大宁”汉代鎏金
铜镜（图2.7）。
周边刻有铭文：“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钢。
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
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
光象日月，其质清刚。
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祥。
”这件铜镜，再次证明，汉时“中国”，已是大一统概念。
　　虽然汉以后，曾有过西晋东晋，有过南北朝的割裂局面，但南北政权都争以“中国”为正统。
隋唐两朝，天下再度走向统一，在修史的过程中，将历史上分裂的南北政权，皆归入“中国”，纳入
正史，从而在道统上，强化了中国的统一意识。
　　综观“中国”之意，不出下面几种：从文化本位与传承上讲，是指夏裔居住之地；从正统上论，
是指京师首都，或天子直辖地区；泛而言之，可指华夏或汉人所建立的所有政权。
　　久而久之，“中国”就成了我国的通用名号，也形成了中国人的中国观。
宋代一士大夫说：“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日四夷。
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这就是古代中国人的中国观，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点点演进的。
正如梁启超的“中国三段论”所言，先是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中国人以自己为世界的核心，其实，西方世界也以自己为中央。
中国被他们称之为东方。
其称谓五花八门：秦、汉、丝国、茶国、陶瓷国⋯⋯更奇怪的是：从西周初青铜器上始刻“中国”之
名，到最后一个王朝大清的绝灭，3000多年竟没有一个王朝以“中国”为正式的国名。
明中晚期以后，世界各国渐渐统一使用“CHINA”来称呼中国，但直到那场改天换地的革命降临，“
中国”才有了伟大的命名。
　　通常人们都讲，以中华民国为国号的时间是1912年元旦。
其实，还应更早一点。
1911年，趁清政府调湖北新军赴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
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号召全国推翻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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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正式定国号为：中华民国。
2月12日，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国家为“中
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国文课本第一课《我国》，说得清楚明白“中华，我国之国名也。
自我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就这样“中华”和“中国”正式成为了我们
的国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如果仅从题目上看，《诗经》中有好多诗是写山的，有东山、南山、北
山。
但细读这些写山的诗篇，又都不是山水诗，而是借山言事。
比如，《东山》写的是服兵役，背井离乡去打仗，久久不归；《节南山》写的是君权旁落，坏官当道
；而本文要说的《北山》，尤其是那常常被引用的经典段落，写的几乎就是江山社稷。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汉初《诗经》已立为博士，成为经典。
秦时对其“断章取义，予取所求”的研究之风，更是进一步“光大”。
《北山》经常被引用的这段，即是个鲜活的例证。
其实，它的前边还有诗的首段：“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偕偕土子，朝夕从事”；它的后边还有“四杜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等几个段落。
　　这首以山为名的诗，实是一首讽刺诗。
它讲的是一个人上山去采枸杞，一天忙到晚，也干不完国王的差事，这样做还不一定能养活家中的老
娘。
天下的土地，都是国王的，所有的人，都是国王的臣民。
那些当官的办事不公，让我干这苦力活。
国王的事，永远干不完⋯⋯　　应当说《诗经》创作和编辑的时代，是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这些诗若是写在乾隆王朝，作者和编者早没命了。
不过，《诗经》之所以能成为经，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
它某些内容显然符合了某种需要。
比如，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即是对王道的高度概括与认同。
这种思想被一代代儒生以“经”的名义，不断放大，反复引用，长久强调，就成了臣民们自觉接受的
“帝王逻辑”和“国家主义”的现实，就成了臣民们认可的“王即天下”的世界观。
　　秦始皇（图2.8）之后，天下一统。
中国成为一姓天下的“家天下”，如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识，自然是统治者和统治集团所
乐见，并极力张扬的。
郡县制之后，中国进入了“化家为国”的漫长历史阶段，在此阶段中，一切贵族家庭与集团都瓦解了
，全国之保留一个家，这一家就是国王之家。
国土的“王化”，使国家也“家化”了。
　　将“国”与“家”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独特的概念，这是中国所独有的。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经过长期的鼓吹，渐渐深入人心。
民众亦天真地认为：臣民天生就没有上地，土地天生就是王的土地。
在王道之下，民众只知“王道乐土”，不思“民道乐土”。
一切归王所有的生存格局，就这样假经典的名义，植入强大的意识形态之中。
而“民贵君轻”的话，也只有孟子敢说，但亚圣的观念，即使列入“四书”之中，也没被王朝所重视
，甚至还被刻意遮蔽。
如，朱元璋就曾把孟子从圣人的庙堂中赶了出去。
　　“诗”是“礼”的前奏曲，孔子编辑《诗经》之后，它一直是被当作祖先的“规章制度”来推广
的，“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
而学诗的人在《北山》中看到的则是：一个没有土地的人，一个饱受压迫的人，却在认可王道，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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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
两千多年来，只有汉文帝，搞过一次免除地租，历时十一年。
此后，老百姓就在“王土”上，天经地义地为王而耕作。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传承了两千年的“经典错误”，但这个人类原
始阶段的世界观、生存观，却伴着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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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另类解读的书，通过百余幅经典古代地图，解析古汉字中的方位字词
、古代的天经地义、早期的方国形成、后来的天下一统，以及交通穿越与军事防线⋯⋯讲述古代中国
天下观的文化来源，构成了一部色彩迷人的另类中国古代史。
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也肯定是一本让人长见识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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