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貢」是王朝時代的中國對外交往的

體制，意指朝貢國向宗主國修職納貢，並接

受朝覲、冊封與賞賜，以示臣服。「職貢圖」

是描繪邦交國、藩屬國與邊地部族的圖像，

不論是刻畫遠來朝覲的使節，或是以各地貢

物象徵四方來朝，皆可視為廣義的「職貢

圖」，因具有彰顯國威、象徵民族融合並展

現大一統氣象的宣傳性，所以備受歷代統治

者重視，多由朝廷敕命繪製萬國來朝的盛況。

　　「職貢制度」內撫諸夏，外綏百蠻，在

傳統中國制度中，視同「外交體系」的運作，

凡與中國聯繫、交往的國家，皆歸作朝貢國，

因此，出現在「職貢圖」上的國家，有官方

派遣使節向中國朝貢者、虛擬出使情節者、

非官方人員（或商賈）至中國聯繫者、以及

想像中的異域，本文所稱之「朝貢國」，亦

涵蓋上述所有的情況。

　　回溯訂名「職貢圖」的繪製，於史可稽

者，最早起自梁朝元帝蕭繹（508-555；552-

555在位），至清代乾隆（1736-1795）時期

蔚為大觀。然其相關研究，仍多聚焦在特定

名品的討論上，如〈職貢圖〉北宋摹本、清

〈皇清職貢圖〉以及清〈謝遂職貢圖〉等作，

千餘年的發展演變，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有豐富的職貢題材書畫

作品，是研究古代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歷史

拼圖。本次共選展二十組件書畫作品，希望

透過圖像梳理與文字考證，分析職貢圖的風

格形式，並呈現歷代治外方略的經營及其世

界觀、華夷觀。

歷史視角下的職貢圖

　　「職貢圖」是展現對外關係的圖像，執

掌涉外事務的「朝貢體系」，源起先秦時期

（西元前 221年前）的「五服制度」，《國語．

周語》：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

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

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

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1

西周以王畿為中心，劃分勢力範圍為五大區

域，周王所在的王畿是核心，分封的諸侯在

「甸服」、「侯服」、「賓服」，蠻儀戎狄

處在最外圍的「要服」跟「荒服」。「五服

制度」規範周天子對諸侯、邊地部族的統治

關係，形成由中心向周邊層層擴展的統治結

構，華夏在內，居天下之中心，蠻夷戎狄在

外，處華夏之邊陲，依此建構「中心主義」

的華夷秩序。
2

　　原初規範天子對諸侯、邊地部族統治關

係的「五服制度」，對外延伸成為歷代處理

「國際關係」與「民族關係」的外交模式，
3

「五服制度」的「華夏中心」主義與「非平

等關係」，甚持續影響後代涉外事務的運作，

形成階級式的國際秩序，並且反映到圖像中。

　　最早的職貢文獻《逸周書・王會篇》，

記載「成周之會」的盛況，描述在慶祝東都

成周落成的儀式中，諸侯及方國攜貢品來獻。

《逸周書・王會篇》的敘事元素與表現手法

之於「職貢圖」的影響，將於後分析。

　　漢（西元前 221-西元 8年）唐（618-907）

時期，表現外交題材的壁畫與圖像，開始出

現在文獻記載中，如最早的外交使節圖像西

漢〈麒麟閣單于像〉，首次以「職貢」命名

的畫作〈梁元帝蕭繹職貢圖〉，閻立德（約

596-656）、立本（?-673）兄弟的〈王會圖〉、

〈職貢圖〉以及〈職貢獅子圖〉等作，雖已

亡佚，卻是影響後世甚鉅的不朽名作。

畫史圖形備遠賓—
職貢圖的風格形制與涉外意識
▍鄭淑方

「職貢」是王朝時代的中國對外交往的體制，「職貢圖」是展現對外關係的圖像，歷代「職

貢制度」的實踐，程度不一地影響「職貢圖」的內容、風格與演變，這些圖像以描繪人物

的服飾容貌或方物的珍奇殊異為重點，是再現古代中國對外交通的歷史拼圖。

「四方來朝—職貢圖特展」共選展二十組件職貢題材書畫作品，自二〇二〇年一月一日起

至三月二十五日在北部院區展出。期經由作品的呈現，帶領觀眾回顧歷代治外方略的經營

及其華夷觀、世界觀與國際秩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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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諾考證，是梁元帝蕭繹〈職貢圖〉的北宋

摹本。
4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唐〈閻立本王會

圖〉（圖 1）以及五代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

蕃客入朝圖〉（圖 2）與其構圖形制相仿，三

者皆呈現西域、南海、東亞諸國使節的形象，

唐〈閻立本王會圖〉及五代南唐〈顧德謙摹

梁元帝蕃客入朝圖〉甚保存南蠻人物的圖像。

　　畫中使節以四分之三正面的角度面向右

邊，在單一的秩序感中呈現肅穆恭敬，全卷

宛若展示在陳列櫃內的人像，以容貌與服飾

凸顯民族間的差異性。作品反映梁朝與北朝、

西北諸戎以及南海諸國的外交往來，是地緣

政治的視覺呈現，在政權頻繁更迭的南北朝

時期，梁朝以「萬國來會」彰顯己身的正統

性。

　　〈職貢圖〉北宋摹本經多次裝裱，現僅

殘存十二國使節圖像，唐〈閻立本王會圖〉

設色畫諸國使臣以及南蠻圖像二十四段，五

代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白描

畫諸國使者以及南蠻圖像三十三段，雖三卷

使節數量不一（表一），波斯（今伊朗）、

百濟（今朝鮮半島西南部）、龜茲 （ ）、

倭國（今日本）、狼牙修（脩）、鄧至、周

古柯、呵（阿）跋檀、胡密（蜜）丹與白題

等十國，同時出現在此三卷上，內容的相似

度甚高，大體出自《梁書．列傳》卷五十四

　　盛世過後的中國，在十世紀的東亞國際

局勢中，既受制於契丹的崛起，且同時面對

高麗、西夏、大理等強國環伺。隨著北人南

侵，對外的西北通道被西夏、契丹和吐蕃餘

部隔離，宋代（960-1279）疆土日蹙，政經重

心南移，多通過海上絲路對外聯繫，因此侷

限在東南亞和南亞的朝貢國，也就成為職貢

圖上經常出現的國家。

　　宋、元（1271-1368）易祚，蒙古鐵騎踏

進中原，仍持續職貢圖的繪製傳統，《元史》

記載透過驛站轉運而來的珍奇異獸，受到草

原統治者珍視，並被大量繪製而留傳。明代

（1368-1644）朝貢貿易制度的發展，達到歷

史的顛峰，職貢圖像也見證大航海時代對外

交通的經濟轉向。

　　滿清入主中原（1644），乾隆朝繪製的

職貢圖，規模遠勝歷代。然而隨著西方勢力

大舉入侵，中國朝貢體系也在內、外諸多因

素的交互影響下，逐漸走入歷史，「職貢圖」

也自此成為藝術絕響。

職貢圖式的歷史源流

　　訂名「職貢圖」的繪製，最早起自梁朝

元帝蕭繹，《歷代名畫記》記載蕭繹在荊州

刺史任內描繪外國來獻之事，爾今原作已失，

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職貢圖〉，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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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唐　閻立本　王會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五代南唐　顧德謙　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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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唐　閻立本　王會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五代南唐　顧德謙　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

兩角。⋯⋯。規規以麟，麟者，

仁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

戴仁抱義掖信。氐羌以鸞鳥。

巴人以比翼鳥。⋯⋯。康民以

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

之宜子。⋯⋯。奇幹善芳，善

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

昧。
6

儀式中，周天子所在的墠場（都城）

是天下的中心，諸侯及方國攜來的

貢物由中心向外、按照方位依序排

列，建構宏偉的世界秩序。

　　這篇結構嚴謹、深具文學性的

華章，以充滿神話色彩的敘事手法，

描述「遠國異人」和「珍禽異獸」，

行文間瀰漫著古人對神靈雜怪的意

象。如此建構於歷史事件上的虛擬

文章，兼採「紀實」與「想像」的敘

事手法，後成為唐〈閻立本職貢圖〉

的表現風格，在歷史紀實之外，構築奇幻的

想像空間，創造出「地理知識」與「異域神怪」

混同出現的視覺幻象，見證職貢文學（獻）

與視覺圖像間敘事手法的傳衍。

經典圖式的形式化

　　《逸周書・王會篇》依方位、座向鋪排

貢物，藉由貢物連結地理位置、彰顯「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的手法，後經畫家援引，

以來自異域的方物象徵「四方來朝」，貢物

因此成為「職貢圖」的表現元素，如唐〈周

昉蠻夷執貢圖〉、宋〈艾宣西旅貢獒〉、〈無

款貢象圖〉以及〈明人畫麒麟沈度頌〉等。

　　唐〈周昉蠻夷執貢圖〉（圖 4）描繪一名

牽羊的朝貢者，頭戴髮箍，深目隆鼻虬髯，

腰繫蹀躞帶並配戴短刀。蹀躞帶是歐亞草原

民族的服飾配件，畫中所繪形制，與突厥、

契丹墓葬出土物相仿。山羊角長如彎刀，毛

色灰白，屬於中東羚羊。
7
畫中人物，應是來

自西域的使者，但確切的國名或地區，學界

目前尚無特定看法。

　　此作無作者款印，據幅前金章宗（1168-

1208；1189-1208在位）題籤為「周昉」，畫

幅左上方鈐有宋徽宗的收藏章「睿思東閣」

印，成作時間當不晚於北宋。本幅「牽羊入

貢」的構圖與唐〈閻立本職貢圖〉相仿，幾

經演變後，人物牽曳走獸的組合，成為職貢

圖的經典圖式。

所載朝貢國，然其中之倭國在齊（479-501）、

梁（502-557）二朝，未有向南朝政府朝貢的

記錄，但此三幅卻同時虛構倭使朝梁的情節，

顯示他們可能源自相同或相仿的梁朝母本，

而此虛構的情節，恰正反映「職貢圖」並非

外交紀實的圖像。

　　次者，唐〈閻立本王會圖〉與五代南唐

〈顧德謙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第一段人物

的構圖，皆採佛教造像「一佛二脅侍」的形

式，南朝梁武帝（464-549）是虔誠的佛教統

治者，《梁書》卷五十四記載狼牙脩國遣使

進佛教色彩濃厚的表文，波斯也進獻佛牙貢

禮，應是對上位者崇佛信仰的迎合，顯示在

古代東亞世界的交流中，宗教是經濟利益之

外，另一個影響外交的重要因素。

　　〈職貢圖〉北宋摹本著錄於《石渠寶笈

初編》與吳升《大觀錄》，據後者詳列之國

家（含族群）二十五段，與畫作現況相差

十三段，經比對畫作與著錄，佚失的國家（含

族群）保存在五代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蕃

客入朝圖〉，另卷唐〈閻立本王會圖〉也保

存其中十段（見表一），兩者之於〈職貢圖〉

梁朝母本的重建，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職貢圖的敘事手法：紀實與想像的

二元建構

　　唐〈閻立本職貢圖〉（圖 3）無畫家款

印，據籤題作閻立本，依《宣和畫譜》著錄，

閻氏畫作多與唐朝國際政治有關。本幅描繪

貞觀五年（631），婆利（今蘇門答臘北部、

峇里島或加里曼丹島北部）、羅剎、林邑（今

越南中部）三國使節團，向大唐帝國朝貢的

史事。
5
畫中團員共二十七人，由右向左逶迤

前進，騎馬者身分尊貴，奴僕引馬、執扇、

持傘蓋簇擁在旁，抬鳥籠、牽羊人物前後相

連。畫家描繪各式珍寶如蚶貝羅、象牙、琉璃

罐等，其中狀似湖石的長條枯木，據唐杜佑

（735-812）《通典》卷六記載「南海郡貢生

沉香七十斤」，所繪應是林邑的特產沉香木。

　　使節人物極富戲劇性的造型，使畫幅呈

現近乎神怪的異想世界，影響此類畫風者有

二，分別是最早的職貢文獻《逸周書．王會

篇》和《山海經（圖）》，後者之於職貢圖

的影響，學界已有討論，本文僅就前者說明

如下。

　　《逸周書・王會篇》是最早的職貢文獻：

成 周 之 會。 ⋯⋯。 西 面 者， 正 北

方。⋯⋯。青丘狐九尾。⋯⋯。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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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唐　閻立本　職貢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唐　周昉　蠻夷執貢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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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角。⋯⋯。規規以麟，麟者，

仁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

戴仁抱義掖信。氐羌以鸞鳥。

巴人以比翼鳥。⋯⋯。康民以

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

之宜子。⋯⋯。奇幹善芳，善

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

昧。
6

儀式中，周天子所在的墠場（都城）

是天下的中心，諸侯及方國攜來的

貢物由中心向外、按照方位依序排

列，建構宏偉的世界秩序。

　　這篇結構嚴謹、深具文學性的

華章，以充滿神話色彩的敘事手法，

描述「遠國異人」和「珍禽異獸」，

行文間瀰漫著古人對神靈雜怪的意

象。如此建構於歷史事件上的虛擬

文章，兼採「紀實」與「想像」的敘

事手法，後成為唐〈閻立本職貢圖〉

的表現風格，在歷史紀實之外，構築奇幻的

想像空間，創造出「地理知識」與「異域神怪」

混同出現的視覺幻象，見證職貢文學（獻）

與視覺圖像間敘事手法的傳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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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周書・王會篇》依方位、座向鋪排

貢物，藉由貢物連結地理位置、彰顯「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的手法，後經畫家援引，

以來自異域的方物象徵「四方來朝」，貢物

因此成為「職貢圖」的表現元素，如唐〈周

昉蠻夷執貢圖〉、宋〈艾宣西旅貢獒〉、〈無

款貢象圖〉以及〈明人畫麒麟沈度頌〉等。

　　唐〈周昉蠻夷執貢圖〉（圖 4）描繪一名

牽羊的朝貢者，頭戴髮箍，深目隆鼻虬髯，

腰繫蹀躞帶並配戴短刀。蹀躞帶是歐亞草原

民族的服飾配件，畫中所繪形制，與突厥、

契丹墓葬出土物相仿。山羊角長如彎刀，毛

色灰白，屬於中東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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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中人物，應是來

自西域的使者，但確切的國名或地區，學界

目前尚無特定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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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德謙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第一段人物

的構圖，皆採佛教造像「一佛二脅侍」的形

式，南朝梁武帝（464-549）是虔誠的佛教統

治者，《梁書》卷五十四記載狼牙脩國遣使

進佛教色彩濃厚的表文，波斯也進獻佛牙貢

禮，應是對上位者崇佛信仰的迎合，顯示在

古代東亞世界的交流中，宗教是經濟利益之

外，另一個影響外交的重要因素。

　　〈職貢圖〉北宋摹本著錄於《石渠寶笈

初編》與吳升《大觀錄》，據後者詳列之國

家（含族群）二十五段，與畫作現況相差

十三段，經比對畫作與著錄，佚失的國家（含

族群）保存在五代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蕃

客入朝圖〉，另卷唐〈閻立本王會圖〉也保

存其中十段（見表一），兩者之於〈職貢圖〉

梁朝母本的重建，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職貢圖的敘事手法：紀實與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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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據籤題作閻立本，依《宣和畫譜》著錄，

閻氏畫作多與唐朝國際政治有關。本幅描繪

貞觀五年（631），婆利（今蘇門答臘北部、

峇里島或加里曼丹島北部）、羅剎、林邑（今

越南中部）三國使節團，向大唐帝國朝貢的

史事。
5
畫中團員共二十七人，由右向左逶迤

前進，騎馬者身分尊貴，奴僕引馬、執扇、

持傘蓋簇擁在旁，抬鳥籠、牽羊人物前後相

連。畫家描繪各式珍寶如蚶貝羅、象牙、琉璃

罐等，其中狀似湖石的長條枯木，據唐杜佑

（735-812）《通典》卷六記載「南海郡貢生

沉香七十斤」，所繪應是林邑的特產沉香木。

　　使節人物極富戲劇性的造型，使畫幅呈

現近乎神怪的異想世界，影響此類畫風者有

二，分別是最早的職貢文獻《逸周書．王會

篇》和《山海經（圖）》，後者之於職貢圖

的影響，學界已有討論，本文僅就前者說明

如下。

　　《逸周書・王會篇》是最早的職貢文獻：

成 周 之 會。 ⋯⋯。 西 面 者， 正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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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唐　閻立本　職貢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唐　周昉　蠻夷執貢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藉由文字的輔助說明或圖文間的相互參

照，引導觀者建立並理解異域的背景知

識，下文將透過文字建構出來的圖像意

義、圖文背後的意識形態、及其所映射的

時代精神，解讀作品的構圖立意。

（一）〈契丹使朝聘〉：以華夏為中心

的國際秩序觀

　　〈宋人景德四圖〉第一段〈契丹使朝

聘〉（圖 9）以「左史右圖」的形式，呈

現歷史事件的發展脈絡，左邊文字說明景

德元年（1004）契丹遣使韓杞，奉請息兵

納和，契丹國與中國簽訂「澶淵之盟」，

右圖描繪合約簽訂後，隔年契丹使節朝覲

宋真宗（968-1022）的場景。

　　「朝貢制度」以賓禮為核心，既對外

展現中國皇帝的威權與正統性，也體現宗

主國與朝貢國間的名份秩序，依《宋朝事

實》契丹使入朝儀，儀注的進行依序為朝

　　宋〈艾宣西旅貢獒〉（圖 5）題識所指巨

獒，是進獻周王的貢品。《尚書・周書旅獒》

卷七記載，西戎旅國以獒上貢周室，周武王

的弟弟太保召公作〈旅獒〉篇，勸戒帝王當

以關注民生為要務，不要玩物喪志，充分反

映西周初年收、卻貢物的準則：聖王為昭德

於異邦，只取供作「服食器用」的物品，侈

華珍寶與珍禽異獸，應予拒納。

　　中國人把大象視為吉祥、太平的象徵。

〈無款貢象圖〉（圖 6）畫外國人牽象來貢，

大象裝飾華麗，象鞍上馱負一只華麗的琺瑯

盆，盆內盛滿金銀、珊瑚、硨磲、瑪瑙等財寶，

佛塔矗立其間，當中有尊彌勒佛像。朝貢國

遣使敬獻佛教色彩鮮明的貢物與奏文，相關

事例多以文字形式保存於史料中，此軸描繪

貢象馱運上貢天朝的佛教文物，是傳世繪畫

中，少數能具體呈現「佛教朝貢」意象的視

覺性佳作。

　　歷代貢象多來自中南半島，主要用於朝

會典禮，有時也以鹵簿成員的身分，出現在

皇家儀衛隊中。宋、元、明、清各朝鹵簿中

的「寶象」造型略有差異，〈明人畫入蹕圖〉

（圖 7）與清〈大駕鹵簿圖〉中的「寶象」皆

載寶瓶，造型與本幅較為接近。

　　史上最為人熟知的「盛世吉兆」，莫過

於榜葛剌國（今孟加拉國及印度之西孟加拉

邦）進獻的長頸鹿。《明史・成祖本紀》記

載榜葛剌在永樂十二年（1414）遣使奉表上

貢麒麟，據《西洋朝貢典錄校注》，麒麟即

是長頸鹿，由東非販運而來，阿拉伯語稱之

為 zurafa（譯作「徂剌法」或「徂蠟」），麒

麟則是索馬里方言語 giri之對音。8

　　長頸鹿在明代被視為麒麟神獸，〈明人

畫麒麟沈度頌〉（圖 8）以四方來朝扣合瑞應

之說，讚頌太平盛世政通人和。翰林院沈度

（1357-1434）撰寫〈瑞應麒麟頌〉，紀念來

自遙遠國度的瑞應事件，宮廷畫家繪圖並抄

寫頌詞於其上，再由皇帝頒賜給臣子，以達

政治宣傳的目的。

圖文形式的功能與構圖立意

　　圖文並呈是「職貢圖」經常採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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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象圖〉局部



藉由文字的輔助說明或圖文間的相互參

照，引導觀者建立並理解異域的背景知

識，下文將透過文字建構出來的圖像意

義、圖文背後的意識形態、及其所映射的

時代精神，解讀作品的構圖立意。

（一）〈契丹使朝聘〉：以華夏為中心

的國際秩序觀

　　〈宋人景德四圖〉第一段〈契丹使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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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遙遠國度的瑞應事件，宮廷畫家繪圖並抄

寫頌詞於其上，再由皇帝頒賜給臣子，以達

政治宣傳的目的。

圖文形式的功能與構圖立意

　　圖文並呈是「職貢圖」經常採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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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成立或出現時間最晚的國家是「暹羅」

國與「浡泥」國，雖然「暹羅」一詞曾出現

在元代遊記《真臘風土記》，用以稱呼今日

泰國地區的國家，但官方正式以「暹羅」國

稱之，則是在「羅斛國」征服「暹國」、明

初遣使來貢之後；「浡泥」（今加里曼丹島

北部或馬來半島北大年）之名亦稱於明代。

　　綜合上述諸國歷史、題記和出處的考證

結果，畫卷完成時間應在明代之後。

（三）宋〈蘇漢臣畫趙孟頫書萬國朝宗圖〉：

大航海時代的精神

　　宋〈蘇漢臣畫趙孟頫書萬國朝宗圖〉（圖

11）畫異域人物十幅。前圖後文，無榜題，題

記文字或因輾轉臨摹、傳抄過程中的錯誤，以

致出現文句不相銜接、部分國名待考的情況。

　　書幅題記描述各國史地與人文、經濟活

動，亦涉及航行風向以及水路航程所需時間，

顯示航務的實證經驗或實測能力豐富成熟，

不僅反映時人對海洋的探索與交通知識的累

進，能被具體描述的地理方位與航行時間，

見、宴會與朝辭，〈契丹使朝聘〉呈現崇德殿

朝見儀式正要開始的畫面，垂簾處是真宗皇

帝的御座，中景以貢物為中心，梯次圍繞的

北宋臣僚與位處邊緣的契丹使團，突顯出以

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9
此構圖展現以華夏為

核心的「國際秩序」，帶有濃厚的中心主義與

優越色彩。

（二）宋〈李公麟萬國職貢圖〉：非我族

類的衣冠人物

　　宋〈李公麟萬國職貢圖〉（圖 10）描繪

吐蕃、 童龍、暹羅（今泰國）、回鶻、女王、

扶桑、浡泥、女送、三佛齊及韃旦等十國使

臣攜物來獻。畫中人物露骭跣行，形貌各不

相同，人物有意識地被區隔成非我族類，以

形體殊異暗喻文明有別。

　　《宣和畫譜》著錄李公麟畫職貢圖，然

此卷白描風格不類李公麟傳世畫作，下文將

考證各國的歷史與書幅題記，做為討論成作

時間的依據。

　　此卷附有隸書題記十則，內容簡略，因

殘缺、脫誤甚多，顯非完整原文，如第八幅

「女送國」，依題記所述之地理位置與人文

生態，應校訂為「女真」或「女直」。第五

幅「女王國」常與「女人國」混淆，據《新

唐書・南詔列傳》卷二百二十二，「女王國」

位處「南詔」的南邊，另據碑銘記載，七世

紀時查瑪提薇女王（Queen Chamathewi）在

泰國北部的「南奔」（Lamphun）建國，10
此

即中國典籍所稱之「女王國」。第十幅所稱

之「韃旦國」，漢籍文獻中譯音相近者有「達

怛」（唐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達靼」（《五

代史》）、「達旦」（《遼史》）、「達怛」（《冊

府元龜》）、「韃靼」（《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三朝北盟會編》）、「韃旦」（《事林廣記》）、

「塔塔兒」（《元史》）、「韃靼」（《明史》）

等，以上皆是古代中原對北方草原民族的泛

稱。書幅題記的文字內容多節錄自明代出版

的文獻，如《異域志》、《三才圖會》，
11
少

部分取自《新唐書》、宋《嶺外代答》及元《事

林廣記》。

　　另據官修正史《明史・暹羅列傳》卷

三百二十四與《明史・太祖本紀》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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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8 明人　畫麒麟沈度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宋人　景德四圖　局部　契丹使朝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中成立或出現時間最晚的國家是「暹羅」

國與「浡泥」國，雖然「暹羅」一詞曾出現

在元代遊記《真臘風土記》，用以稱呼今日

泰國地區的國家，但官方正式以「暹羅」國

稱之，則是在「羅斛國」征服「暹國」、明

初遣使來貢之後；「浡泥」（今加里曼丹島

北部或馬來半島北大年）之名亦稱於明代。

　　綜合上述諸國歷史、題記和出處的考證

結果，畫卷完成時間應在明代之後。

（三）宋〈蘇漢臣畫趙孟頫書萬國朝宗圖〉：

大航海時代的精神

　　宋〈蘇漢臣畫趙孟頫書萬國朝宗圖〉（圖

11）畫異域人物十幅。前圖後文，無榜題，題

記文字或因輾轉臨摹、傳抄過程中的錯誤，以

致出現文句不相銜接、部分國名待考的情況。

　　書幅題記描述各國史地與人文、經濟活

動，亦涉及航行風向以及水路航程所需時間，

顯示航務的實證經驗或實測能力豐富成熟，

不僅反映時人對海洋的探索與交通知識的累

進，能被具體描述的地理方位與航行時間，

見、宴會與朝辭，〈契丹使朝聘〉呈現崇德殿

朝見儀式正要開始的畫面，垂簾處是真宗皇

帝的御座，中景以貢物為中心，梯次圍繞的

北宋臣僚與位處邊緣的契丹使團，突顯出以

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9
此構圖展現以華夏為

核心的「國際秩序」，帶有濃厚的中心主義與

優越色彩。

（二）宋〈李公麟萬國職貢圖〉：非我族

類的衣冠人物

　　宋〈李公麟萬國職貢圖〉（圖 10）描繪

吐蕃、 童龍、暹羅（今泰國）、回鶻、女王、

扶桑、浡泥、女送、三佛齊及韃旦等十國使

臣攜物來獻。畫中人物露骭跣行，形貌各不

相同，人物有意識地被區隔成非我族類，以

形體殊異暗喻文明有別。

　　《宣和畫譜》著錄李公麟畫職貢圖，然

此卷白描風格不類李公麟傳世畫作，下文將

考證各國的歷史與書幅題記，做為討論成作

時間的依據。

　　此卷附有隸書題記十則，內容簡略，因

殘缺、脫誤甚多，顯非完整原文，如第八幅

「女送國」，依題記所述之地理位置與人文

生態，應校訂為「女真」或「女直」。第五

幅「女王國」常與「女人國」混淆，據《新

唐書・南詔列傳》卷二百二十二，「女王國」

位處「南詔」的南邊，另據碑銘記載，七世

紀時查瑪提薇女王（Queen Chamathewi）在

泰國北部的「南奔」（Lamphun）建國，10
此

即中國典籍所稱之「女王國」。第十幅所稱

之「韃旦國」，漢籍文獻中譯音相近者有「達

怛」（唐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達靼」（《五

代史》）、「達旦」（《遼史》）、「達怛」（《冊

府元龜》）、「韃靼」（《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三朝北盟會編》）、「韃旦」（《事林廣記》）、

「塔塔兒」（《元史》）、「韃靼」（《明史》）

等，以上皆是古代中原對北方草原民族的泛

稱。書幅題記的文字內容多節錄自明代出版

的文獻，如《異域志》、《三才圖會》，
11
少

部分取自《新唐書》、宋《嶺外代答》及元《事

林廣記》。

　　另據官修正史《明史・暹羅列傳》卷

三百二十四與《明史・太祖本紀》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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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畫風不類十二世紀院畫家蘇漢臣，

應是後人托名之作，成作時間當在《星槎勝

覽》和《瀛涯勝覽》二書刊行之後。

邊政與治外方略的體現

　　清〈謝遂職貢圖〉是乾隆十六年（1751）

起，皇帝諭令軍機處統籌，動員中央與地方

政府繪製的四卷大型圖卷，其過程隨著版圖

的擴增與少數民族的歸附，陸續進行增補，

乾隆晚期完成圖像的繪製後，嘉慶年間始繕

入滿、漢文題識。
12

　　第一卷描繪西洋、外藩及屬部人物圖像

七十幅，第二卷刻畫東北、福建、臺灣、湖

南與兩廣少數民族圖像六十一幅，第三卷描

繪甘肅、四川省少數民族圖像九十二幅，第

四卷描畫雲南、貴州等省份邊地民族圖像

七十八幅，全作三百零一段人物畫像，每段

附滿、漢文題識，內容涉及對外關係與邊地

統治等議題，反映乾隆皇帝的外交、經貿與

民族政策。

　　其中第二卷繪有臺灣原住民圖像十三段

（圖 12），題識文字記錄各部落的經濟、人

文活動，是了解十八世紀臺灣南島民族極重

要的史料。結尾處謹按語：

茲乾隆五十三年（1788）。福康安等

追捕逆匪林爽文。莊大田。各生番協

同擒剿。傾心歸順。是年冬。番社頭

目華篤哇哨等三十人來京朝貢。並記

於此。

清朝統治臺灣始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明

鄭降清，止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中日馬

關條約，林爽文事件（1786-1788）是清領時

期發生最大規模的民變。臺灣遠懸海外，駐

軍不足，在平定叛亂的過程中，原住民扮演

使異域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想像。

　　經查考典籍資料，題記的文字內容主要

節錄自明代費信《星槎勝覽》（1436）、馬

歡《瀛涯勝覽》（1451）、《國朝典彙》等

文獻，其中《星槎勝覽》和《瀛涯勝覽》的

作者費信（1388-?）與馬歡（1380-1460），

曾隨鄭和（1371-1433）船隊下西洋多次，其

著作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必讀書籍。

　　題記的內容及出處，列於表二，並據此

復原此卷所輯錄的朝貢國，可能是滿剌加國、

古里國、女直、崑崙山、九溪十八洞、朝鮮、

安南（今越南）、三佛齊、龍涎嶼及蘇門答剌。

　　查考各國進貢之方物，《大明會典・朝

貢通例》卷一百八提及明代特重邊防，曾多

次用朝貢的形式，換取朝鮮馬匹，因此第七

幅貢馬圖對應的國家極可能是朝鮮國。再據

《大明會典・朝貢通例》卷一百六，僅滿剌

加國進貢珊瑚樹，第八幅圖中兩人頭頂紅珊

瑚樹，本幅當可歸作滿剌加國。然而第六幅

出現乘坐軟布兜的人物，據《宋史．外國列

傳》卷四百八十九：

（占城）國人多乘象或軟布兜。⋯⋯。

本幅應是描繪占城使節團，惟占城未被輯錄

在本卷書幅，可能是其他摹本的錯置。

　　本卷通幅呈現朝貢規模擴編的現象，充

分反映明代為達「四方來朝」的政治目標，

透過貿易懷柔遠人、滿足朝貢國的經濟利益，

並對使團進行賞賜，畫中人數不僅說明朝貢

國企圖獲取更多朝廷的回賜，更呼應《明史》

與《大明會典》記載商人隨貢使來華的案例。

次者，畫幅出現各式方物以及大小不一的篋

笥與箱櫃，暗示附搭貢物進入中國的附進物，

數量不容小覷，充分反映海禁政策下，朝貢

制度所提供的貿易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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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性的角色。為獲取協助，清廷採取曉諭、

重賞等懷柔招撫的策略，方得順利緝獲林爽

文與莊大田。
13

　　清〈謝遂職貢圖〉描繪人物採中西折衷

法，使臉部呈現柔和細緻的質地，再以男女

配對的構圖形式，標示區域、國家與部族。

此乃源於歐洲、傳入亞洲的圖式，全作呈現

「西洋的轉向」，
14
已與中國傳統職貢圖的形

式有所區別。

結論

　　回顧歷代職貢圖，表現主體從代表國家

的使節人物，轉變成象徵商機的進貢物與附

進物，顯示職貢關係由政治性轉向經濟性的

發展過程。次者，職貢圖描繪的國家，從西

域古國到南海諸國，也見證中國對外交通從

陸上絲路轉向海上絲路，迎接大航海時代的

來臨。

　　惟「職貢制度」既以體現名份秩序的賓

禮為核心，相關圖像為何鮮見於傳世職貢圖？

箇中因素值得後續關注。

　　華夷之別，既非體質特徵的差異，更不

是空間的距離，而是對異文化的認同。當跨

越國界的人口流動，改變許多國家的族群面

貌，作為全球面臨與亟需關心的族群議題，

「職貢圖」提供的歷史觀照，彌足珍貴。

本文節錄自《四方來朝—職貢圖特展》圖錄，並作修訂

及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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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朝貢國對照表：《梁書》、唐〈閻立本王會圖〉、五代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蕃客

入朝圖〉及〈職貢圖〉北宋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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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

國

☆ ☆
狼
牙
修
國

☆ ☆ ☆ ☆ ☆ ☆ ★
僅
題
記

★ ★

北
天
竺

渴
盤
陁
國

武
興
國

高
句
驪

于
闐
國

新
羅

女
蜑
國

建
平
蜑

天
門
蠻

臨
江
蠻

高
昌
國

河
南
王
國

為
國

林
邑
國

干
陁
利
國

扶
南
國

其
他

梁
書

☆ ☆ ☆ ☆ ☆ ☆ ☆ ☆ ☆ ☆

唐
本

☆ ☆

槃
陀

☆ ☆
高
驪
國

☆ ☆ ☆ ☆

五
代
本

☆ ☆
渴
盤
陀
國

☆
武
興
蕃

☆
高
麗
國

☆ ☆ ☆
建
平
蠻

☆ ☆ ☆ ☆ ☆ ☆ ☆
干
陀
國

☆ 兩
段
不
詳

宋
本

★ ★
朅
盤
陀

★
武
興
番

★ ★ ★ ★ ★ ★ ★

☆載於《梁書》的朝貢國　☆存於畫作上的國家（含族群）　★載於著錄，但已不存於畫作的國家（含族群）

表二　宋〈蘇漢臣畫趙孟頫書萬國朝宗圖〉（表二中簡稱〈萬國朝宗圖〉）題記及其出處對照表

〈萬國朝宗圖〉題記 明《星槎勝覽》 明《瀛涯勝覽》 其他

書

幅

一

自舊港順風八晝夜可至

其國。傍海山孤人少。

受弱於暹羅。每歲輸金

為稅。田瘠少收。內有

山泉流為溪。於谿中淘

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

俗尚淳厚。屋如樓閣。

用木高低。層布連床就

榻。箕踞而坐。

滿剌加國。自舊港順風八

晝夜至其國。傍海山孤人

少。受弱於暹羅。每歲輸

金四十兩為稅。田瘠少

收。內有山泉流為溪。溪

中淘沙取錫。煎銷成塊。

曰斗塊。⋯⋯。俗尚惇

厚。 ⋯⋯。 屋 如 樓

閣。⋯⋯。用木高低。層

布連床就榻。箕踞而坐。

（卷 2）

滿剌加國。此地屬暹羅所

轄。歲輸金四十兩。否則

差人征伐。⋯⋯。風俗

淳樸。房屋如樓閣之

制。⋯⋯。以椰子樹劈

成 片 絛。 稀 布 於

上。⋯⋯。自有層次。

連床就榻。盤膝而坐。

（頁 32-34）

書

幅

二

錫蘭山起順風十晝夜可

至其國。當巨海之要嶼。

與僧伽密邇。亦西洋之

馬頭也。山廣地瘠。麥

穀頗足。風俗甚厚。行

者讓路。道不拾遺。法

無刑杖。惟以石灰畫地。

乃為禁令。其酋富居深

山。傍海為市。聚貨通

商。

古里國。錫蘭山起程順

風十晝夜可至其國。當

巨海之要嶼。與僧迦密

邇。亦西洋諸國之馬頭

也。山廣地瘠。麥榖頗

足。風俗甚厚。行者讓

路。道不拾遺。法無刑

杖。惟以石灰畫地。乃

為禁令。其酋富居深山。

傍海為市。聚貨通商。

（卷 3）

《明朝小史》：古里國。

自錫蘭山起程。順風十

晝夜可至。其國當巨海

之要嶼。與僧伽密邇亦

西洋諸國之馬頭也。山

廣地瘠。麥穀頗足。風

俗甚厚。行者讓路。道

不拾遺。法無刑杖。惟

以石灰畫地。乃為禁令。

其酋富居深山。傍海為

市。 聚 貨 通 商。（ 卷

17）

書

幅

三

女直。古肅慎氏。在混

同江東。東瀕海。西接

兀良哈。南臨朝鮮。北

至奴兒干。其地有長白

山。橫亙千里。高二百

里。巔上有潭。周八十

里。南流為鴨綠江。北

為混同江。在開原城北

千五百里。又有松花江

在開原城東北千里。黑

龍江在開原北二千五百

里。

《國朝典彙》：按。女直。

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

東瀕海。西接兀良哈。南

鄰 朝 鮮。 北 至 奴 兒

干。⋯⋯。其地有長白

山。橫亘千里。高二百

里。巔上有潭。周八十

里。南流為鴨綠江。北

為混同江。混同江在開

原城北千五百里。又有

松花江在開原城東北千

里。黑龍江在開原北

二千五百里。（卷 173）

書

幅

四

其國節然。瀛海之中。

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

望。山高而方。山盤廣

遠。海人名曰崑崙洋。

凡往西洋販舶必待順

風。七晝夜可到。

崑崙山。其山節然。瀛

海之中。與占城及東西

竺鼎峙相望。山高而方。

山盤廣遠。海人名曰崑

崙洋。凡往西洋販舶必

待順風。七晝夜可過。

（卷 1）

《明史．外國列傳》：

有崑崙山。節然大海中。

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

望。其山方廣而高。其

海即曰崑崙洋。諸往西

洋者。必待順風。七晝

夜始得過。（卷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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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朝貢國對照表：《梁書》、唐〈閻立本王會圖〉、五代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蕃客

入朝圖〉及〈職貢圖〉北宋摹本

滑
國

波
斯
國

百
濟

龜
茲

倭
國

狼
牙
脩
國

鄧
至
國

周
古
柯
國

呵
跋
檀
國

胡
蜜
丹
國

白
題
國

末
國

宕
昌
國

芮
芮
國

中
天
竺

師
子
國

梁
書

☆ ☆ ☆ ☆ ☆ ☆ ☆ ☆ ☆ ☆ ☆ ☆ ☆ ☆ ☆

唐
本

虜
□

☆ ☆ ☆
龜

國

☆ ☆ ☆ ☆ ☆
阿
跋
檀

☆
胡
密
丹

☆ ☆
靺
國

☆ ☆ ☆ ☆
獅
子
國

五
代
本

魯
國

☆ ☆ ☆ ☆
龜

國

☆ ☆
狼
牙
修
國

☆ ☆ ☆ ☆
胡
密
丹

☆ ☆ ☆ ☆ ☆

宋
本

☆ ☆ ☆ ☆
龜

國

☆ ☆
狼
牙
修
國

☆ ☆ ☆ ☆ ☆ ☆ ★
僅
題
記

★ ★

北
天
竺

渴
盤
陁
國

武
興
國

高
句
驪

于
闐
國

新
羅

女
蜑
國

建
平
蜑

天
門
蠻

臨
江
蠻

高
昌
國

河
南
王
國

為
國

林
邑
國

干
陁
利
國

扶
南
國

其
他

梁
書

☆ ☆ ☆ ☆ ☆ ☆ ☆ ☆ ☆ ☆

唐
本

☆ ☆

槃
陀

☆ ☆
高
驪
國

☆ ☆ ☆ ☆

五
代
本

☆ ☆
渴
盤
陀
國

☆
武
興
蕃

☆
高
麗
國

☆ ☆ ☆
建
平
蠻

☆ ☆ ☆ ☆ ☆ ☆ ☆
干
陀
國

☆ 兩
段
不
詳

宋
本

★ ★
朅
盤
陀

★
武
興
番

★ ★ ★ ★ ★ ★ ★

☆載於《梁書》的朝貢國　☆存於畫作上的國家（含族群）　★載於著錄，但已不存於畫作的國家（含族群）

表二　宋〈蘇漢臣畫趙孟頫書萬國朝宗圖〉（表二中簡稱〈萬國朝宗圖〉）題記及其出處對照表

〈萬國朝宗圖〉題記 明《星槎勝覽》 明《瀛涯勝覽》 其他

書

幅

一

自舊港順風八晝夜可至

其國。傍海山孤人少。

受弱於暹羅。每歲輸金

為稅。田瘠少收。內有

山泉流為溪。於谿中淘

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

俗尚淳厚。屋如樓閣。

用木高低。層布連床就

榻。箕踞而坐。

滿剌加國。自舊港順風八

晝夜至其國。傍海山孤人

少。受弱於暹羅。每歲輸

金四十兩為稅。田瘠少

收。內有山泉流為溪。溪

中淘沙取錫。煎銷成塊。

曰斗塊。⋯⋯。俗尚惇

厚。 ⋯⋯。 屋 如 樓

閣。⋯⋯。用木高低。層

布連床就榻。箕踞而坐。

（卷 2）

滿剌加國。此地屬暹羅所

轄。歲輸金四十兩。否則

差人征伐。⋯⋯。風俗

淳樸。房屋如樓閣之

制。⋯⋯。以椰子樹劈

成 片 絛。 稀 布 於

上。⋯⋯。自有層次。

連床就榻。盤膝而坐。

（頁 32-34）

書

幅

二

錫蘭山起順風十晝夜可

至其國。當巨海之要嶼。

與僧伽密邇。亦西洋之

馬頭也。山廣地瘠。麥

穀頗足。風俗甚厚。行

者讓路。道不拾遺。法

無刑杖。惟以石灰畫地。

乃為禁令。其酋富居深

山。傍海為市。聚貨通

商。

古里國。錫蘭山起程順

風十晝夜可至其國。當

巨海之要嶼。與僧迦密

邇。亦西洋諸國之馬頭

也。山廣地瘠。麥榖頗

足。風俗甚厚。行者讓

路。道不拾遺。法無刑

杖。惟以石灰畫地。乃

為禁令。其酋富居深山。

傍海為市。聚貨通商。

（卷 3）

《明朝小史》：古里國。

自錫蘭山起程。順風十

晝夜可至。其國當巨海

之要嶼。與僧伽密邇亦

西洋諸國之馬頭也。山

廣地瘠。麥穀頗足。風

俗甚厚。行者讓路。道

不拾遺。法無刑杖。惟

以石灰畫地。乃為禁令。

其酋富居深山。傍海為

市。 聚 貨 通 商。（ 卷

17）

書

幅

三

女直。古肅慎氏。在混

同江東。東瀕海。西接

兀良哈。南臨朝鮮。北

至奴兒干。其地有長白

山。橫亙千里。高二百

里。巔上有潭。周八十

里。南流為鴨綠江。北

為混同江。在開原城北

千五百里。又有松花江

在開原城東北千里。黑

龍江在開原北二千五百

里。

《國朝典彙》：按。女直。

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

東瀕海。西接兀良哈。南

鄰 朝 鮮。 北 至 奴 兒

干。⋯⋯。其地有長白

山。橫亘千里。高二百

里。巔上有潭。周八十

里。南流為鴨綠江。北

為混同江。混同江在開

原城北千五百里。又有

松花江在開原城東北千

里。黑龍江在開原北

二千五百里。（卷 173）

書

幅

四

其國節然。瀛海之中。

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

望。山高而方。山盤廣

遠。海人名曰崑崙洋。

凡往西洋販舶必待順

風。七晝夜可到。

崑崙山。其山節然。瀛

海之中。與占城及東西

竺鼎峙相望。山高而方。

山盤廣遠。海人名曰崑

崙洋。凡往西洋販舶必

待順風。七晝夜可過。

（卷 1）

《明史．外國列傳》：

有崑崙山。節然大海中。

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

望。其山方廣而高。其

海即曰崑崙洋。諸往西

洋者。必待順風。七晝

夜始得過。（卷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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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朝宗圖〉題記 明《星槎勝覽》 明《瀛涯勝覽》 其他

書

幅

五

九溪十八洞者。即古蘇

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

東南大山。西北距海。

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伐三

國。自滿剌伽西南行。

順風五晝夜至荅魯蠻村

舍。舟陸行千里至其國。

古名須文達那。自滿剌

加順風九晝夜可至其

國。傍海村落。田瘠少

收。胡椒蔓生。延蔓附

樹。枝葉如匾豆。花間

黃白。結椒櫐垂如 櫚

子。⋯⋯。風俗頗淳。

民網魚為生。朝駕獨木

刳舟。張帆出海。暮則

回舟。⋯⋯。其瓜茄一種

五年。結小再種。⋯⋯。

煮海為鹽。（卷 3）

蘇門嗒剌國。蘇門荅剌

即古須文達那國是也。

其處乃西洋之總路。寶

船自滿剌加國向西。東

好風五晝夜先到濱海一

村。名荅魯。 繫船往

東南十餘里可到其國。

（頁 38）

《國朝典彙》：按。蘇

門答剌。即古須文達那

國。西洋之要會也。東

南大山。西北距海。山

連阿魯那孤兒黎伐三

國。自滿剌加西南行。

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村

舍。舟陸行十里至其國。

（卷 168）

書

幅

六

朝鮮。周封箕子國也。

秦遼東外徼。漢初為燕

衛滿所據。武帝取為真

番。臨屯。樂浪。玄菟

四郡。漢末為公孫氏所

據。魏滅公孫。晉并於

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

王高璉居平壤。即樂浪。

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

餘里。後唐王建代高氏。

并有新羅。百濟。子孫

遣使朝貢。

《國朝典彙》：按。朝

鮮。周封箕子國也。秦

遼東外徼。漢初為燕衛

滿所據。武帝取為真番。

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漢末為公孫氏所據。魏

滅公孫。晉并於高麗。

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

璉居平壤。即樂浪。已

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

里。後唐時王建代高地。

并有新羅。百濟。又徙

東松岳以平壤為西京。

子孫遣使朝貢。（卷

166）

書

幅

七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

秦為象郡。漢為南越所

據。武帝平南越。置交

趾。九真。日南三郡。

朱梁時始土豪曲承美者

繼之。已而并於劉隱。

未幾管內大亂。眾推丁

部為州師。宋既平嶺表。

璉遂內附。黎桓 丁氏。

李公蘊又 黎氏。陳日

照又 李氏。宋以遠夷。

置不問。

《國朝典彙》：按。安

南。唐虞時南交也。秦

為象郡。漢為南越所據。

武帝平南越置交阯。九

真。日南三郡。朱梁時

始上豪曲承美者據之。

已而并於劉隱。未幾國

內大亂。眾擁豪酋丁邰

為州帥部。子璉繼立。

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

黎桓 丁氏。李公蘊又

黎氏。陳日煚又 李

氏。宋以遠夷。故置不

問。（卷 168）

〈萬國朝宗圖〉題記 明《星槎勝覽》 明《瀛涯勝覽》 其他

書

幅

八

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浡

淋。在東南海中。本南

蠻別種。初隸爪哇。有

地十五州。東距爪哇。

西距滿剌。南距大山。

西北濱海。番舶輻輳。

多廣東。漳。泉人。土

沃宜稼穡。人好賭博。

習水戰。服藥。刀不傷。

遇敵敢死。鄰國畏之。

舊港。即古名三佛齊國

是也。浡淋邦屬瓜哇國

所轄。東接爪哇。西接

滿剌加國界。南大山。

北 臨 大 海。 諸 處 船

來。⋯⋯。國人多是廣

東。漳。泉州人。⋯⋯。

地土甚肥。⋯⋯。人多

操習水戰。⋯⋯。人多

好博戲。（頁 25-28）

《國朝典彙》：按。三佛

齊即舊港。又名浡淋。

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

種。初 隸 爪 哇。有 地

十五州。東距爪哇。西

距滿剌加。南距大山。

西北濱海。番舶輻輳。

多廣東漳泉人。土沃宜

稼穡。人好賭博。習水

戰。服藥。刀不能傷。遇

敵敢死。鄰國畏之。（卷

168）

書

幅

九

望之獨峙南巫里洋之

中。離蘇門荅剌西去一

晝夜程。有島嶼浮豔海

面。波激雲騰。每至春

間。羣龍交集于上。交

戲而遺涎沫。番人駕獨

木舟。採取而歸。或風

波。則人俱下海。一手

附舟傍。一手揖水而得

至岸。

龍涎嶼。望之獨峙南巫

里洋之中。離蘇門答剌

西去一晝夜程。此嶼浮

灧海面。波激雲騰。每

至春問。羣龍來集於上。

交戲而遺涎沫。番人拏

駕獨木舟。登此嶼。採

取而歸。或風波。則人

俱下海。一手附舟旁。

一手揖水而得。（卷 3）

《明朝小史》：龍涎嶼。

望之獨峙南巫里洋之

中。離蘇門荅剌西去一

晝夜程。此嶼浮灩海面。

波激雲騰。每至春間。

群龍來集于上。交戲而

遺涎沫。番人拿駕獨木

舟登此嶼。採取而歸。

或風波。則人俱下海。

一手附舟旁。一手揖水

而得至岸。（卷 17）

書

幅

十

自滿剌加順風九晝夜可

至其國。傍海村落。田

瘠少收。胡椒蔓生。延

蔓附樹。枝（點去）葉

如扁豆。花間黃白。結

椒纍垂如 櫚子。風俗

頗淳。民網魚為生。朝

駕獨木刳舟。張帆出海。

暮則回舟。其瓜茄一種

五年。結小再種。煮海

為鹽。

古名須文達那。自滿剌加

順風九晝夜可至其國。傍

海村落。田瘠少收。胡椒

蔓生。延蔓附樹。枝葉如

匾豆。花間黃白。結椒櫐

垂如 櫚子。⋯⋯。風

俗頗淳。民網魚為生。朝

駕獨木刳舟。張帆出海。

暮則回舟。⋯⋯。其瓜

茄一種五年。結小再

種。⋯⋯。煮海為鹽。

（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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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朝宗圖〉題記 明《星槎勝覽》 明《瀛涯勝覽》 其他

書

幅

五

九溪十八洞者。即古蘇

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

東南大山。西北距海。

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伐三

國。自滿剌伽西南行。

順風五晝夜至荅魯蠻村

舍。舟陸行千里至其國。

古名須文達那。自滿剌

加順風九晝夜可至其

國。傍海村落。田瘠少

收。胡椒蔓生。延蔓附

樹。枝葉如匾豆。花間

黃白。結椒櫐垂如 櫚

子。⋯⋯。風俗頗淳。

民網魚為生。朝駕獨木

刳舟。張帆出海。暮則

回舟。⋯⋯。其瓜茄一種

五年。結小再種。⋯⋯。

煮海為鹽。（卷 3）

蘇門嗒剌國。蘇門荅剌

即古須文達那國是也。

其處乃西洋之總路。寶

船自滿剌加國向西。東

好風五晝夜先到濱海一

村。名荅魯。 繫船往

東南十餘里可到其國。

（頁 38）

《國朝典彙》：按。蘇

門答剌。即古須文達那

國。西洋之要會也。東

南大山。西北距海。山

連阿魯那孤兒黎伐三

國。自滿剌加西南行。

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村

舍。舟陸行十里至其國。

（卷 168）

書

幅

六

朝鮮。周封箕子國也。

秦遼東外徼。漢初為燕

衛滿所據。武帝取為真

番。臨屯。樂浪。玄菟

四郡。漢末為公孫氏所

據。魏滅公孫。晉并於

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

王高璉居平壤。即樂浪。

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

餘里。後唐王建代高氏。

并有新羅。百濟。子孫

遣使朝貢。

《國朝典彙》：按。朝

鮮。周封箕子國也。秦

遼東外徼。漢初為燕衛

滿所據。武帝取為真番。

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漢末為公孫氏所據。魏

滅公孫。晉并於高麗。

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

璉居平壤。即樂浪。已

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

里。後唐時王建代高地。

并有新羅。百濟。又徙

東松岳以平壤為西京。

子孫遣使朝貢。（卷

166）

書

幅

七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

秦為象郡。漢為南越所

據。武帝平南越。置交

趾。九真。日南三郡。

朱梁時始土豪曲承美者

繼之。已而并於劉隱。

未幾管內大亂。眾推丁

部為州師。宋既平嶺表。

璉遂內附。黎桓 丁氏。

李公蘊又 黎氏。陳日

照又 李氏。宋以遠夷。

置不問。

《國朝典彙》：按。安

南。唐虞時南交也。秦

為象郡。漢為南越所據。

武帝平南越置交阯。九

真。日南三郡。朱梁時

始上豪曲承美者據之。

已而并於劉隱。未幾國

內大亂。眾擁豪酋丁邰

為州帥部。子璉繼立。

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

黎桓 丁氏。李公蘊又

黎氏。陳日煚又 李

氏。宋以遠夷。故置不

問。（卷 168）

〈萬國朝宗圖〉題記 明《星槎勝覽》 明《瀛涯勝覽》 其他

書

幅

八

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浡

淋。在東南海中。本南

蠻別種。初隸爪哇。有

地十五州。東距爪哇。

西距滿剌。南距大山。

西北濱海。番舶輻輳。

多廣東。漳。泉人。土

沃宜稼穡。人好賭博。

習水戰。服藥。刀不傷。

遇敵敢死。鄰國畏之。

舊港。即古名三佛齊國

是也。浡淋邦屬瓜哇國

所轄。東接爪哇。西接

滿剌加國界。南大山。

北 臨 大 海。 諸 處 船

來。⋯⋯。國人多是廣

東。漳。泉州人。⋯⋯。

地土甚肥。⋯⋯。人多

操習水戰。⋯⋯。人多

好博戲。（頁 25-28）

《國朝典彙》：按。三佛

齊即舊港。又名浡淋。

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

種。初 隸 爪 哇。有 地

十五州。東距爪哇。西

距滿剌加。南距大山。

西北濱海。番舶輻輳。

多廣東漳泉人。土沃宜

稼穡。人好賭博。習水

戰。服藥。刀不能傷。遇

敵敢死。鄰國畏之。（卷

168）

書

幅

九

望之獨峙南巫里洋之

中。離蘇門荅剌西去一

晝夜程。有島嶼浮豔海

面。波激雲騰。每至春

間。羣龍交集于上。交

戲而遺涎沫。番人駕獨

木舟。採取而歸。或風

波。則人俱下海。一手

附舟傍。一手揖水而得

至岸。

龍涎嶼。望之獨峙南巫

里洋之中。離蘇門答剌

西去一晝夜程。此嶼浮

灧海面。波激雲騰。每

至春問。羣龍來集於上。

交戲而遺涎沫。番人拏

駕獨木舟。登此嶼。採

取而歸。或風波。則人

俱下海。一手附舟旁。

一手揖水而得。（卷 3）

《明朝小史》：龍涎嶼。

望之獨峙南巫里洋之

中。離蘇門荅剌西去一

晝夜程。此嶼浮灩海面。

波激雲騰。每至春間。

群龍來集于上。交戲而

遺涎沫。番人拿駕獨木

舟登此嶼。採取而歸。

或風波。則人俱下海。

一手附舟旁。一手揖水

而得至岸。（卷 17）

書

幅

十

自滿剌加順風九晝夜可

至其國。傍海村落。田

瘠少收。胡椒蔓生。延

蔓附樹。枝（點去）葉

如扁豆。花間黃白。結

椒纍垂如 櫚子。風俗

頗淳。民網魚為生。朝

駕獨木刳舟。張帆出海。

暮則回舟。其瓜茄一種

五年。結小再種。煮海

為鹽。

古名須文達那。自滿剌加

順風九晝夜可至其國。傍

海村落。田瘠少收。胡椒

蔓生。延蔓附樹。枝葉如

匾豆。花間黃白。結椒櫐

垂如 櫚子。⋯⋯。風

俗頗淳。民網魚為生。朝

駕獨木刳舟。張帆出海。

暮則回舟。⋯⋯。其瓜

茄一種五年。結小再

種。⋯⋯。煮海為鹽。

（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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