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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朝鲜半岛历史话语的解构

苗 威

摘 要：考察朝鲜半岛有关于历史的话语，解读其细节以及体系建构，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现实影像在

历史话语中有充分的展现与表达。针对韩民族的始祖记忆，由檀君最初见载于史直至被明确为半岛始祖，从

文献的角度看有一个清晰的“ 层累”过程；讨论古代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与半岛历史的关联性，血统成为连

接古与今的重要纽带；作为地理坐标的山脉，其位置是恒定的，文献中繁复出现的长白山、白头山等名词所指

则并非同一，以“ 同名”而附会为同一山体，在逻辑上的错误是明显的。针对朝鲜半岛的重要话语进行解构，有

助于明辨蕴含于历史中的复杂情结，进而澄清学术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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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君与白头山在朝鲜半岛人的记忆中具有重要

的符号意义。① 其中的檀君，从 13 世纪末见载于有

意识建构朝鲜半岛历史谱系的《三国遗事》，殆至当

代，经过七百余年的文学性塑造以及历史性建构，完

成了从稚嫩的神话元素至民族始祖的转身；白头山

亦从《三国遗事》中的妙香山位移至今长白山。围绕

朝鲜半岛人建构话语的历程，以当今的视角来看，其

关于历史学的理论性考察疏离了以历史本质为核心

的思辨历史哲学以及以历史知识本质为核心的分析

历史哲学，局促于狭义历史编纂学中的历史叙述实

践蕴含了鲜活的民族主义精粹。② 解构相关文化符

号，揆诸朝鲜与韩国历史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基因，

客观审视东北区域内历史记忆的共性与殊性，有助

于认识的深入与澄清。

一、由檀君记事所见历史话语体系的“层累”构筑

所谓“层累”地构筑历史，始见于顾颉刚先生的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认为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

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不同时代“层累式的造成的”，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时期愈长”。例如，周代人心

目中最古的圣贤是禹，孔子时代出现了尧舜，及至战

国时代出现黄帝、神农，到秦代又出现了“三皇”，汉

代以后则出现了“盘古”；“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

*本文系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专项“中国与朝鲜、韩古史体系冲突研究”（17VGB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苗威，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 264209）。

①从文化角度的檀君研究参见苗威： 《檀君神话的文化解析》， 《东疆学刊》2006 年第 3 期； ： 《

》，《 》 52 ，2012.12， 3-29。 从历史编纂角度的檀君研究参见孙卫国：《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

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 ［韩国］ ：《 — 》，

《 》 31 ，2012.12；［韩国］ ：《 》，《 》 55 ，2013.12；［韩国］
吳江原：《 ~ ， 》，《韓國史學報》 56 ，2014.08。 有关白头山研究

参见李花子：《朝 鲜 王 朝 的 长 白 山 认 识》，《中 国 边 疆 史 地 研 究》2007 年 第 2 期；苗 威：《“长 白 山”考 辨》，《中 国 边 疆 史 地 研 究》

2009 年第 4 期。 ： 《 》， 《東北亞歷史論叢》48，2015； ： 《 》，

《 》30，2014； ：《 “ ” 》，《 》55，2013；［韩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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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赵轶峰：《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古代文明》201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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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愈放愈大”。① 我们这里不细论“古史辩”派的是

非，但“层累”的构成说一度引起关注。② 13 世纪末，

“檀君”见载于文献，在其后的数百年间，相关记事越

来越丰满，迄今成为朝鲜建国始祖的代名词。在对

这一话语体系进行梳理时，我们清晰地看到，“层累”
的历史认知，直至当代，仍然在历史话语体系的构筑

中实践着。
（ 一）檀君记事于 13 世纪末始见于史籍

“朝鲜”一词，最早见载于《管子》，其云：“海内玉

币有七筴，……发、朝鲜之文皮，一筴也。”③“发、朝
鲜不朝，请文皮、毤服而以为币乎！”④ 这里的“朝

鲜”，所指为箕氏朝鲜（前 1045 至前 195）。有关于箕

氏朝鲜的史事，散见于《周易》《尚书》《史记》《汉书》
《后汉书》等文献之中，朝鲜半岛的文献《三国史记》
《三国遗事》《帝王韵记》《东史纲目》等亦对相关史事

有所记述，尤其是朝鲜王朝，有《箕子志》《箕子实纪》
《箕子外纪》等专门记述。

“古朝鲜”最早见载于高丽僧人一然（1206—
1289）所著之《三国遗事》（约 1272 年成书）。一然为

“古朝鲜”所做注为“王俭朝鲜”，其云：“乃往二千载，

有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⑤ 文中以

神话的形式，记述了檀君在平壤立国“朝鲜”，这亦是

“檀君”首次见载于文献。不过，在《三国遗事》的同

一部分记载中，同时记述了箕子受封于“朝鲜”。另

外，对卫满朝鲜亦持肯定态度。⑥ 与一然同一时代的

高丽王朝李承休（1224—1301）著有《帝王韵纪》（约

1278 年成书），对“檀君”亦有记载。
从文献检索的情况来看，“檀君”以及“檀君朝

鲜”的记事初现于 13 世纪末，其时，东亚的局势概略

言之，大体为：高丽熙宗二年（1206），铁木真建立蒙

古国；高宗五年（1218），高丽对蒙古称臣奉贡；高宗

四十年（1259），蒙古派达鲁花赤入高丽监国，高丽

成为蒙古附庸，世子入质于大都。高丽元宗十五年

（1274，元至元十一年）、忠烈王七年（1281，至元十八

年），元军两次征日本，皆路由高丽，并由高丽提供船

舰物资。在这种情形下，高丽产生民族意识的自觉，

并以朝鲜半岛本土民族为中心，构建了檀君神话。
（ 二）檀君朝鲜记事的丰满

一然的记述，从神话的角度较为完整，但在后人

的记述中，神话的色彩渐渐褪去，建国始祖的话语体

系逐渐确立。
其一，将檀君与中国东北古族联系起来。《帝王

韵记》之“扶余”下有注，即“《檀君本纪》曰：‘与非西

岬河伯之女婚而生男，名夫娄’”。将扶余同檀君联系

起来；在“檀君”下注曰“檀雄天王”。同时指出，檀君

“据朝鲜之域为王，故尸罗、高礼、南北沃沮、东北扶

余、秽与貊皆檀君之寿也”。可见，已将“朝鲜”的辖区

范围扩大到了南北沃沮、东北扶余、秽貊等民族的居

住地区。
其二，将檀君神话的衍生范围圈定在朝鲜半岛

大同江流域一带。朝鲜王朝《世宗实录·地理志》将前

人关于檀君的故事内容综合在一起，在平安道条中

记述道：“《檀君古记》云：上帝桓因有庶子名雄，意欲

下化人间，受天三印，降太白山神檀树下，是为檀雄

天王。令孙女饮药成人身，与檀树神婚而生男，名檀

君，立国号曰朝鲜。朝鲜、尸罗、高礼、南北沃沮、东北

扶余、秽与貊，皆檀君之理。檀君聘娶非西岬河伯之

女，生子曰夫娄，是谓东扶余王。檀君与唐尧同日而

立，至禹会涂山，遣太子夫娄朝焉。享国一千三十八

年，至殷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达为神。今文化县九

月山。”⑦ 这样，檀君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势力范围，即

在平安道一带。

①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古史辩》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60 页。

②关于“层累地造成”历史的说法，学界早有关注，钱玄同认为“精当绝伦”（参见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读书杂志》第

10 期，1923 年 6 月 10 日；《古史辩》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67 页）；胡适认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

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虚心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

（参见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 18 期，1924 年 2 月 22 日；《古史辩》第 1 册，第 60 页）上世纪末学界对此问题亦

有补充，徐旭生认为，“在早期发展的各民族中，它们最初的历史总是‘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 ”“传说时代的史料和历史

时代的史料在改天换地上主要的不同点，为前者的可靠性比后者的可靠性差。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

社，1985 年，第 19 页）

③《管子》第七八《揆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217 页。

④《管子》第八〇《轻重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224 页。

⑤《三国遗事》卷一《纪异》之《古朝鲜》，汉城明文堂，1993 年，第 33—34 页。

⑥《三国遗事》卷一《纪异》之《卫满朝鲜》，第 34—35 页。

⑦《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一五四《地理志》平安道条，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版，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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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确立檀君后继者的世系。朝鲜王朝《世宗

实录·地理志》载，文化县东有三圣祠。① 所谓“三

圣”，系指檀君、其父桓雄以及其祖桓因。16 世纪，赵

汝籍在《青鹤集》中云：“桓因真人，受业于明由，明由

受业于广成子。”同时，夫娄、夫苏、夫虞以及夫余等

檀君四个儿子的名字首次见载。李宜白（1711—？）的

《梧溪日志集》中有《檀君世系详探记》，罗列了檀君

后裔的名字。至《桓檀古记》，则明确记有四十七代

檀君的世系，细致到在位时间，同时亦有编年纪事。
尽管该书没有明确标注成书时间，不过，根据书中相

关信息，比如檀君朝鲜阿斯达“即今松花江哈尔滨

也”的记载，可知该书成于 20 世纪初。② 由此可见，

檀君记事持续至近代仍然在不断丰满与完善，被从

神话中建构至现实世界。
（ 三）檀君与“ 朝鲜”的关系在文本中的嬗变

1392 年（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权臣李成桂驱逐

恭让王自立为主，并向明朝请国号，朱元璋以“最美”
之“朝鲜”赐之，朝鲜王朝建立。李氏君臣为了政权

的正统性，极力推崇土著的檀君，在建国之初，礼曹

典书赵璞等上书称：“檀君，东方始受命之主；箕子，

始兴教化之君。”③ 然而朝鲜太宗十二年（1412），礼

曹右忝议许稠指出：“本国之有箕子，犹中国之有帝

尧，乞于箕子之庙，依朝廷祀尧之例祭之。”同年，因

“朝鲜檀君”“实吾东方始祖”，宜祀而无庙，故于箕子

庙配享。④ 世宗七年（1425），司酝注簿郑陟上书称，

谒箕子祠堂时见到“箕子之位在北向南，檀君之位在

东向西”。⑤ 世宗十二年（1430），在平壤建檀君祠，不

过，庙里同时亦有高句丽始祖，“檀君在西，东明在

东，皆南向”。⑥ 世宗十九年（1437），朝鲜王朝定祭祀

规格：“箕子，中祀，殿位版书‘朝鲜始祖箕子’。”“檀

君，中祀，……殿檀君位版书‘朝鲜檀君’”。⑦ 檀君的

地位从一定程度上得到明确。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放弃对

朝鲜的宗主权。1905 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乙巳条

约”，朝鲜降为日本附属。次年，“大韩帝国”以檀君

纪年取代帝王年号，尔后各种独立运动的文件多署

“檀纪某年”。随着民族主义兴起，檀君走上宗教祭

坛，1909 年，以檀君为至尊的大宗教形成。自此，以

檀君为核心的历史认知呈现出比以往更为清晰的现

代语意。
日本的占领，朝鲜人对于史学的自主研究受到

压制。然而，恰是在这种环境中方产生出《桓檀古记》
这样的著述。另外，申采浩等抗日爱国志士，在流亡

俄国和中国期间，在批判殖民史观的同时，以急进的

民族主义史学观激烈地批判所谓的“事大”史观，并

极力宣扬“檀君酋长论”“箕子邑尉论”等，将我国东

北地区看成是韩民族的“旧疆”，从而将韩国古代的

疆域从韩半岛扩张至我国东北地区。在这种思潮的

指导下，歪曲、篡改历史，甚至主张“收复旧疆”，将满

洲作为“独立复国之根据地”。朝鲜学界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对檀君问题进行讨论。但是，由于在

古朝鲜的位置、国家形成的时间，以及社会性质等问

题上无法确定，故而没有取得一致性的意见。随着朝

鲜 科 学 院 古 典 研 究 所 研 究 室 主 任 李 相 昊《檀 君

考》、⑧ 李趾麟《古朝鲜研究》等文论的发表，⑨ 檀君

朝鲜得到肯定，其后这种肯定被纳入到《朝鲜全史》
的编纂之中。金日成指出，“为把我们的民族史确立

于主体立场，应从过去被日帝全面抹杀了的檀君和

古代朝鲜的历史开始纠正”。⑩ 1993 年，朝鲜在平壤

市江东郡江东邑西北不远处的大朴山东南面山麓发

掘“檀君陵”，证明“生于平壤”的檀君，“是古朝鲜的

建国始祖”，輥輯訛 檀君朝鲜的中心在平壤，疆域含及中

国东北部分地区。
韩国学界对于檀君朝鲜是否存在，基本上有两

种意见。持肯定意见者，除所谓“在野派”学者之外，

李丙焘、輥輰訛 尹乃铉、輥輱訛 卢泰敦輥輲訛 等也极力主张这一观

①《 朝鲜王朝实录》 ，《 世宗实录》卷一五四《 地理志》平安道条，第 12- 1 页。
②苗威：《 古朝鲜研究》 ，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 年，第 92 页。
③《 朝鲜王朝实录》 ，《 太祖实录》卷一，太祖元年八月庚申条，第 51- 2 页。
④《 朝鲜王朝实录》 ，《 太宗实录》卷二三，太宗十二年六月己未条，第 38- 2 页。
⑤《 朝鲜王朝实录》 ，《 世宗实录》卷二九，世宗七年九月辛酉条，第 29- 2 页。
⑥《 朝鲜王朝实录》 ，《 世宗实录》卷一五四，《 地理志》平壤道条，第 3- 2 页。
⑦《 朝鲜王朝实录》 ，《 世宗实录》卷七六，世宗十九年三月癸卯条，第 26- 1 页。
⑧ ：《 ： 》 ，《 》1962。
⑨ ：《 》 ， 1964。
⑩輥輯訛黎允夺译，孤鸣鹤校：《 关于檀君陵的发掘》 ，《 朝鲜新闻》1993 年 10 月，《 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4 年第 1 期。
輥輰訛李丙燾、金載元：《 韓國史·古代篇》 ，乙酉文化社，1959 年。
輥輱訛尹乃铉：《 韩国古代史新论》 ，一志社，1986 年。
輥輲訛 ：《 》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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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尹乃铉认为古朝鲜就是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
满朝鲜等交替事件并不是在古朝鲜中心地区发生

的，而是在古朝鲜的西部发生的，尹乃铉把列水、辽
水、浿水、濡水等都看作现在的滦河。① 而李基东、李
亨求、金荣来、徐荣洙则提出反对意见。② 同时，亦有

韩国学者对朝鲜学界“发掘”的“檀君陵”提出质

疑。③ 但是，自 1997 年，韩国中学、高中教科书对檀

君有述，“据称是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2007 年

2 月 23 日，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宣布，将采用新编

初中、高中历史教科书，对古朝鲜事记为“檀君王俭

建立了古朝鲜”。④

综上可见，檀君取代箕子成为朝鲜半岛的民族

始祖，从 13 世纪 70 年代见载，至 20 世纪末辅以考

古发掘而成为定论，经历了近 800 年的历程。其间

记事“层累”地丰满。尽管在有关檀君的话语体系构

筑的过程中，半岛历代学人累有质疑，⑤ 但并不影响

朝鲜、韩国关于檀君的始祖认知。

二、由“血”所链接的“统”

“韩民族为同一民族是摇撼不倒的学说”。⑥ 由

于单一民族的现实，在有关朝鲜半岛历史问题的探

讨中，有一种以“血统”来论说“政统”的方法，即以血

统为核心判定，无限地提高甚至绝对地对民族属性

程度进行相关阐述，实现对古代不同政权间的链接，

进而与今天的民族国家进行对接。
有学者将高仙芝看成是“来华朝鲜、韩国名人”，

即“（在）中国活动的朝鲜民族的名人”，⑦ 对从“辽

东”移民到“五千一百里”之遥的内地的高句丽人后

裔的民族属性作定义，⑧ 这种做法一方面忽略了高

句丽历史的真实性与其本来的民族属性，另一方面

混淆了高句丽族同高句丽族后裔这样两个不同的概

念。其根本症结在于，以现代民族国家“朝鲜”“韩国”
“中国”的疆域为判断标准，来讨论历史问题，并以血

统辅证，导致许多无法解释的历史问题。民族是个历

史范畴，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如果按照

“血统”的逻辑论事，则历史上只有民族的诞生和发

展，而不会有民族的消亡。这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

立，而且在事实上也有诸多疑点不能自圆。
今天的朝鲜或韩国人之中，有不少人的祖先是

中国的汉族，但我们并不认为他们本人不是朝鲜族。
据研究，今天的朝鲜族按照姓氏的由来可以分为三

类，即朝鲜固有姓氏、外来姓氏和来由不明的姓氏。
第一类姓氏的数量不多，但姓氏人口比例极大，而在

外来姓氏中，来自中国的姓氏占绝大多数，能确认从

中国各地来到朝鲜半岛定居并传承下来的汉族姓

氏，约有 130 多个，⑨ 而这 130 多个汉姓的朝鲜人，

皆不能说是“在朝中国人”。在现代中国的汉族之中，

可以找到古代慕容鲜卑、契丹的后裔。据考，山东人

的慕姓，就是复姓“慕容”氏的简省；远在云南西南地

区，至今尚存契丹后裔约 15 万余人。⑩ 这些历史上

消亡民族的后裔在该族消亡之后，分别融入汉族以

及其它民族之中。
针对渤海移民与朝鲜半岛高丽人之间的关系，

学界存在基于“血统”的解读。其主张者主要是朝鲜

学者，认为渤海人与朝鲜半岛的高丽人是同一血统。
《朝鲜通史》认为，公元 7 世纪末，朝鲜半岛由过去高

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并立变为渤海、新罗并立，直至

王建统一朝鲜半岛，建立王氏高丽王朝。輥輯訛 因此，“渤

海移民的迁徙，是世界封建史上一个特殊事例，是在

迁徙者和土著居民基于同一血缘纽带，双方完全同

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輥輰訛 这种认识是“模糊了两个不

同 民 族 的 族 属 以 及 混 淆 了 两 个 民 族 之 间 的 关

系”。輥輱訛 移民与移入地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探根寻

①尹乃铉：《 古朝鮮 疆域》 ，《 軍史》 8 ，1984。
②李惠国主编：《 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 ，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233 页。
③王培新编译：《 檀君陵发掘质疑》 ，《 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4 年第 3 期。
④郑成宏：《 檀君神话成为事实》 ，《 世界知识》2007 年第 11 期。
⑤苗威：《 古朝鲜研究》 ，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 年，第 84—91 页。
⑥金贞培：《 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 ，高丽大学校出版部，1976 年，第 210 页。
⑦方学凤：《 来华朝鲜、韩国名人事迹述略》之《 总论》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⑧《 旧唐书》卷一九九（ 上）《 东夷列传·高丽》 ，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219 页。
⑨廉皓主编：《 朝鲜姓氏族谱全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年，第 8 页。
⑩叶启晓、干志耿：《 滇西契丹遗人与耶律倍之裔》 ，《 北方文物》1995 年第 4 期。
輥輯訛輥輰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朝鲜通史》第二分册，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朝鲜通史》翻译组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216 页，第 308 页。
輥輱訛武玉环：《 王氏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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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作为假想前提，并将此假想当作历史真实作为移

民目的进行判断。民族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这些

个体曾经聚族而居，亦曾有个体迁徙并游离，而迁徙

的方向并无统一的目标和规范，每一次或每一支移

民都有个案性的背景条件。毫无疑问，历史上的任

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民族的移动都没有绝对的规

律，很多移民在居地的选择上存在偶然性。寻根性

的移民有，但并不是普遍的，否则渤海移民就不会有

多个流向，而应该只有一个，因为“血统”只有一个。
所以，以“血缘”或“血统”来链接移民的流向，不是科

学的逻辑。历史上的渤海与新罗是并立的政权，新

罗的继承者王氏无从谈及与渤海人同源，对此日本

学者旗田巍、鸟山喜一、関尾史郎、李成巿，以及部分

韩国学者有基本共识。将渤海人与高丽人做血统的

链接，依据的史料主要为《旧唐书·高丽传》中关于大

祚荣族属的记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

也”。① 有学者认为，所谓“别种”，就是高句丽人的一

支，也就是说，渤海是由高句丽遗民建立的，因而，渤

海是高句丽的延续国家。②“高丽别种”说亦分成两

种意见，一种认为在上层统治集团中高句丽人占据

社会主导地位，但统治下层以靺鞨人居多；③ 另一种

认为渤海国的基本居民就是所谓的高句丽遗裔渤海

人。④ 关于高句丽遗民移居渤海的情况，有学者认为

“渤海建国乃是高句丽复兴运动的成果”，⑤ 事实上，

这一结论正是基于血统论提出来的。
基于“血统”的相关论说，容易针对历史问题产

生现实的纷扰。一方面，以“血”所链接的“统”，由于

存在诸多不周延处，故而容易造成政权间的矛盾甚

至冲突，辽朝萧逊宁与高丽徐熙之间的高句丽归属

之争，⑥ 即是这一问题在历史上的表现；另一方面，

血统论事实上是以刻舟求剑的思维方式看待民族的

变迁，只片面地讲血统或种族，而不是从整体上全面

地去看待人们所具备的民族素质，以及所表现出来

的民族特性，进而导致对历史的误解。

三、“名”与“实”之间

由于同处于汉字文化圈之内，古代东亚世界对

于山川的命名常有名称相同，而指代完全相左的情

况。比如以“长白”或“白头”命名的山，在历史上多有

重名者。我们以高丽王朝与朝鲜王朝的文献为例，对

“长白山”“白头山”以及相关语汇进行检索，发现历

史上的地名，存在名同实非的情况。
首先，关于“太伯山”。“檀君神话”中涉及有“太

伯山”，据《三国遗事》载：“太白，今妙香山。”⑦ 1530
年成书的朝鲜王朝士人纂述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
指出：“妙香山，在府东一百三十里，一名太伯山。”⑧

后世学者常将太伯山（太白山）视为今妙香山。大约

18 世纪末，朝鲜王朝士人将太白山定位为白头山或

曰长白山。安鼎福（1712—1791）依据新罗文人崔志

远《上太师侍中状》中关于“高句丽残孽类，北依太白

山下，国号渤海”的说法，⑨ 谓“太白山”（太伯山）即

“白头山”，亦即长白山。其后，附和者渐众。直到现

在，还有不少人沿袭其观点，将今长白山同“檀君神

话”中的“太伯山”联系起来，进而将中国东北视为

“古朝鲜”的疆域。
其次，关于“白头山”。学界对白头山的认识较为

模糊，有人认为“白头山”仅是朝鲜、韩国对于长白山

的称谓，⑩ 显然是对历史的误会。事实上，“白头山”
之名源于古代中国，据《肃宗实录》载：“长白山，胡人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 下）《 东夷列传·高丽》 ，第 5360 页。

②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朝鲜学者朴时亨（《 渤海史硏究のために》，《 朝鮮の現代科學技術》2，1964年） 、张国钟（《 渤海史研

究》（ 1） ，朝鮮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7年） ；韩国学者韩圭哲（《 渤海國 對外關係》 ， 《

》 4，2003年） 、宋基豪（《 六顶山古墓群的性质与渤海的建国集团》 ，《 渤海史研究》第9辑，金春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

③朴时亨：《 渤海史硏究のために》，《 朝鮮の現代科學技術》2，1964 年；宋基豪《 六顶山古墓群的性质与渤海的建国集团》 。

④张国钟：《 渤海史研究》（ 1） ，朝鮮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 年，第 103 页；韩圭哲：《 渤海对外关系史》 ，新书苑，1994 年，第

293—294 页。

⑤韩圭哲：《 渤海國 對外關係》 ， 《 》 4，2003 年。

⑥《 高丽史》卷九四《 徐熙传》 ，汉城大学奎章阁档案馆藏版，第 4—5 页。

⑦《 三国遗事》卷一《 纪异》之《 卫满朝鲜》 ，汉城明文堂，1993 年，第 34 页。

⑧《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四，宁边大都护府山川条，韩国景文社，1981 年，第 981 页。

⑨《 三国史记》卷四六，赵炳舜本，保景文化社，1984 年，第 789 页。

⑩田雨：《 关于白头山地名及称谓的历史考察》 ，《 北方民族》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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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称白头山，以长白故也。”①“胡人”即女真人。可见

“白头山”同“长白山”一样，是由古代中国人命名的。
“白头”是汉语的表述方式，意即远望此山，白色的山

顶如同白色的头，故名。“白头山”在文献中指代情形

复杂。据《世宗实录》载：“右白头山非本国境内，显德

镇在高丽时革罢，别无灵验，请并削祀典。”② 参照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显德镇在永兴西120里处，③

可知，永吉道（即咸镜道）显德镇的“白头山”是指今

咸镜南道永兴西北、耀德之北的“白山”。另外，据《肃

宗实录》载：“自惠山由栢德岭，过芦隐东山至茂山，

不过三四日程，而路不甚险，且处于白头之南，长白

之北，正是豆满上流。”④ 白头与长白作为某一地方

的参照物同时出现，可知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二座山。
三是，长白山有数座。《明宗实录》载：“咸镜道

吉州长白山内面二处崩颓。”⑤ 参照《新增东国舆地

胜览》载：“长白山，在县西一百十六里。”“长白山为

我主镇，而前面崩颓。”⑥ 这里的长白山，是今朝鲜咸

镜南道之检德山；又据《显宗实录》载：“咸镜道镜城

长白山下雪一尺许，日气寒甚，大损稼穑。”⑦《新增

东国舆地胜览》载：“白山，在府西一百十里，山势甚

峻，至五月雪始消，七月复有雪。山顶树木矮小，土

人亦谓之长白。”⑧ 此山所指为朝鲜咸镜北道咸镜山

脉。
四是，白头山和长白山为同一座山。《新增东国

舆地胜览》指出：“白头山，即长白山也，在府西七、八

日程。……其巅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

为松花江、为混同江，东北流为苏下江，为速平江，东

流为豆满江。”⑨ 同书又载：“白头山，距府北三百三

十里。”而惠山岭“在府北九十五里”。⑩ 因而，白头山

距离会宁约 235 里左右，应是中国之长白山。《新增

东国舆地胜览》认为鸭绿江、松花江、豆满江皆发源

于长白山（白头山）是正确的。作为鸭绿江等三江的

源头，白头山与长白山自然是同一座山。
通过对朝鲜半岛文献的简单梳理可知，“长白

山”或“白头山”在不同的文本中，指代不同的山体。
虽然名称相同或相近，但在地理上却相差甚远，具体

定位，宜根据文献的语境客观考证，輥輯訛 方能准确判

断。望名定山，不仅会张冠李戴，同时也会因历史常

识的缺失而贻笑历史。
朝鲜半岛的现实是，生息着单一血统的民族，朝

鲜、韩国二个民族国家并立。而历史上，从区域秩序

与政权治理的角度，则长期变动不居。对于曾经演绎

在朝鲜半岛上的历史问题如何从学理的层面进行研

究是学者们关注的。合理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需

要详实的资料，客观的视角，以及措置恰当的民族国

家对每一个学者的影响。同时，对于历史问题的解

读，以东亚视域作大视角考察，会求得更多的学术共

鸣。
（ 责任编辑：林 广）

①《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卷二三， 十七年辛未十一月条，第 38-1 页。

②《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七六， 十九年丁巳三月条，第 24-2 页。

③《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四八，永兴古迹条，第 867 页。

④《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卷二四，十八年壬申二月条，第 6-2 页。

⑤《朝鲜王朝实录》，《明宗实录》卷二五，十四年己未六月条，第 46-2 页。

⑥《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五〇，吉城山川条，第 897 页。

⑦《朝鲜王朝实录》，《显宗实录》卷一九，十二年辛亥六月条，第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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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ilway travel guide was a new type of guide book that appeared after railways had become
public traffic facilities in Republican China. It included time tables，scenic spots，business information，

news，introductions of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and etc. For example，the railway travel guide for the re-
gion of Bohai not only helped the government develop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expand the tourist mar-
ket， but also became a guide to the travel life of civilians. The railway travel guide displayed the
change of spatial structure along the railway and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vel mode.

God Meets Female Offender：A Micro-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ligions and Shanghai
Women's Jai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YAGN Qingwu）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ligious groups and prisons closely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However，the influence and activities of religious groups varied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pris-
ons. The Branch of the Jiangsu Second Prison and the First Branch of Shanghai Prison were two inde-
pendent women's jails in Shanghai. The two prisons cooperated with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groups. In
addition to preaching religions， the religious groups launched various donations and established the
Shanghai Protection Commission for Released Female Offenders. On the whole，the assistances from reli-
gious groups did not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charitable activities. But they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Shanghai Women's Jails.

The D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Discours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MIAO Wei）
By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interpreting their details，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ealistic images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different times were fully displayed and
expressed. First，there was a clear“layer-by-layer”process in terms of the memory of the Korean ances-
tor Dangu. Second，b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ient tribe and the state it established，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s made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nations by blood.
Third，geographical nouns such as Changbai Mountain and Baitou Mountain in the literature referred to
several mountains at the same name.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elps identify the complex emotions constructed in history.

Discussion on the Soviet Union’s Polices Applied to the Feudal Lord of Outer Mongolia（1931—1932）
（GU Jikun）

The Soviet Union adopted the policy of “national united front”to unite the feudal lords of Outer
Mongolia after the Mongolian People’s Party seized power. When the regime consolidated its power，
Moscow began to “clean the party” to weaken the feudal lords politically. Later， the Soviet Union
launched the campaign to confiscate their properties and weaken them economically. Although the Mon-
golian feudal lords resisted rigorously，they were quickly suppressed by force. The Soviet suppression re-
sulted in the quick decline of the traditional Outer Mongolian elite class，which facilitated Moscow’s
control in Outer Mongolia and improve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It
paved the way for Moscow to carry out the collectivization and develop a soviet system in Outer Mon-
golia.

Britain's Concern and Diplomatic Response to the Incident of Nine Smal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GUO Yuan）

In the early 1930s，France occupied several islands and reefs in Nansha，which led to the negotia-
tions and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ritain studied the cause of the incident and the positions

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