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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蒙元與高麗長達百年餘的外交關係中，從初始的和戰不休到高麗的臣服，在

這期間雙方都在尋找一種最能適應兩國情勢、與對本國最有利的外交模式，也從

而發展出一套在使節名目、使節人選，甚至使命內容等各方面皆不同於中國歷代

歷朝的交聘制度。然而，今人對蒙元與高麗的交聘制度卻少有研究，其主要因素

多為相關史料的不足，所以目前可見之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史料記載較詳之處，

例如：在使節出使的路徑及蒙元與高麗物品的往來等方面，就已有頗多之研究著

作問世。但在兩國使節的名目、人選、選派、朝見禮節及使節待遇等方面則少見

有論著，此點甚為可惜。因此本文的動機，即希望從上述各方面為出發點，除補

充原先已有之研究成果外，並對今人涉獵較少之部分加以論述，以期建構出一個

完整、全面的蒙元與高麗的交聘制度。 

    自元太祖時代首次與高麗接觸，蒙古即對高麗採取索求無厭的蠻橫態度，高

麗對此亦積怨已久。在此一背景下，兩國的衝突因蒙古使節著古與的被殺而一觸

即發。在這段期間，兩國雖仍有一些外交交涉，但兩國關係並未因此而得改善。

元世祖與高麗高宗相繼即位後，蒙元與高麗的關係始有了轉變，元世祖一反先前

以戰爭的方式逼迫高麗降服，改採取懷柔政策扶植親元的高麗元宗，藉以達成其

降服高麗之目的；而高麗元宗則企圖藉由蒙元的勢力，以加強及鞏固自身在高麗

國內的統治。蒙元與高麗的關係雖已改善，但蒙元同時亦透過以一些措施用以干

預控制高麗之內政，諸如設置達魯花赤與征東行省等等，甚至蒙元公主下嫁高麗

之舉也可視為控制高麗的手段之一。由於這些措施，使蒙元得以控制高麗之內

政，也因此元世祖能夠順利地驅使高麗為其征伐日本等政策做諸多準備。蒙元對

高麗的影響力，直至元末大亂方始逐漸減弱，高麗也抓住脫離元朝的機會漸漸擺

脫元廷的控制。在元順帝北走之後，元朝與高麗的關係更為淡薄，同時由於明朝

勢力崛起，高麗在衡量之後，遂轉而投向新興的明朝。 

蒙元與高麗的往來，使節扮演了兩國溝通橋樑的角色，兩國若有事需要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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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往僅需派遣一名使節傳達即可。因此在蒙元與高麗的交聘制度中，使節的

派遣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蒙元所派遣的使節名目有：告登位使、索求使、饋

賜使、弔慰（奠）使、冊封使、告諭使、敕封使及泛使；而高麗的使節名目有：

進貢使、賀正使、弔慰（奠）使、賀生辰使、賀登位使、回謝使、告哀使、賀進

使、泛使。從使節的名目及使命內容，可以看出蒙元與高麗交聘制度中禮儀性的

降低及典型的君臣關係，其中尤以泛使及索求使的派遣最能呈顯出這種特徵。至

於蒙元使節的派遣頻率方面，其本身無規律可循，主要乃因為多為臨時派遣之性

質，是故蒙元使節的派遣並無固定之派遣時間。雖有固定派遣之使節如告登位、

冊封等使節，但其派遣之時間亦無固定規律可言。而高麗在使節的派遣方面，則

保持了相當的規律性，以賀正使及賀生辰使為例，皆為固定一年一遣。至於在使

節的任選上，蒙元也無固定之選派標準，但大抵是以怯薛、翰林、直省舍人及在

蒙元的高麗人等為主要人選，而其中以直省舍人為出使高麗使節中最多者。在蒙

元使臣官品方面，則以從五品、正三品、及正四品為多，其中直省舍人即為從五

品。在高麗使節的選派方面，則主要依據人選本身之條件，及其是否受高麗國王

之信賴而定。通曉蒙語或與在元朝仕官的高麗人為姻親者，亦往往是人選之一。

而其使節官品，以正三品、從二品及正四品為最多。 

在使節出使路徑方面，由於驛站的設置，是以蒙元與高麗的使節依循驛站路

線往來兩國之間。今可依《析津志輯佚》等相關史料得知使節往來的大略路線，

再以高麗文人的詩文記載做為輔助，則能更為清楚使節出使路線的實際情況。從

時間點上，可以元世祖遷都漢地做為畫分，將出使路徑概分為三條：元世祖遷都

漢地以前係從和林至高麗王京，而元世祖遷都漢以後則從大都及上都至高麗王

京。大都至高麗王京的路線史料較豐，可依《析津志輯佚》整理出前往高麗之路

線：從大都出發，經通州等地抵達薊州，再從薊州分出兩路而匯於大寧，大寧之

後經驛安、彰義、東京、驛昌站等即抵鴨綠江岸。高麗使節前往大都也是沿此路

線，惟方向與蒙元使節相反而已。和林至高麗王京的路線因史料記載較少，僅能

整理出其大致之路線：從和林出發，沿克魯倫河經魚兒泊至大寧。至於上都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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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王京的路線，史料亦較少，但仍可推論其路線為：從上都出發，經由沿路之驛

站抵達大寧，再由大寧往高麗。另外，在使節出使途中的驛站也提供了使節食住

等方面的待遇，滿足了使節在路途中的需要。雙方的使節各自進入兩國的京城

後，除了接受例如：館待、宴請、賞賜等款待外，雙方使節在朝見元帝或高麗國

王時，兩國亦各自有一套朝見禮儀遵循，但蒙元使節往往因依仗朝廷勢力而時有

無禮之事發生。 

現今的研究成果，多圍繞在蒙元與高麗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但對

其交聘之制度卻留有許多可供研究的空間。雖然近年學界已有若干關於交聘制度

的論著，然其論述多為交聘制度中的部份，並不能說是完整的交聘制度研究。雖

然在史料的記載上有許多的遺缺，但依目前可見之史料，仍可完整的整理出蒙元

與高麗的交聘制度。本文仍有許多尚需改進及更需深入研究的地方，但綜合本論

文各章節所論，應可概括地析陳出兩國在使節名目、使節派遣、出使路徑、及其

待遇與迎賞禮節等各方面的運作。本文除了建構出蒙元與高麗的交聘制度外，同

時亦期待本文能提供對蒙元與高麗關係的另一個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