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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蒙战争及其讲和过程与高丽政权所处环境的变化 

李命美 (Seoul大学)  

摘要 

同蒙古的战争、交涉以及最终讲和的过程与高丽内部掌握政权的武臣政权垮台，恢复王权这

一过程是连接起来的。此次演讲将讨论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高丽王权-政权有关的政治、外交方

面的环境变化。 

与高丽之前的外交对象国不同，蒙古作为游牧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建立关系方式从战争开始

到讲和阶段都保持着比较强硬的态度。1230 年到 1240 年，与蒙古的战争以及交涉的过程中，高

丽方面一直没有完整地回应过蒙古方面的要求，但是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回应。这种交涉的结

果之一便是高丽宗室的外交政治活动。这种现象与蒙古的首将间直接的会面，重视个人及家族间

关系的关系形成方式有关。高丽的王族体制中，包括太子在内，宗室的政治外交活动几乎不会在

表面上显露出来，但借由蒙古战争这个契机，高丽宗室的活动开始表象化，而这种活动形式也一

直保持到战争结束，也给高丽-蒙古的关系以及高丽王权所处的环境带来了变化。 

另一方面，高丽-蒙古之间“完全”讲和的过程与元宗由于武人政权的掌权者林衍而废位后又复

位的过程是衔接起来的。这个过程也可以被看成是高丽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导致的高丽王权所处环

境变化。在当时的东亚国际秩序中，高丽国王需要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但是由于时效性较差，

实际高丽国王的即位和退位（或者废免）都是依据高丽的内部情况决定的。但是蒙古接受了当时

世子（也就是未来的忠烈王）的请婚和请军，还随军派遣了蒙古的诏使，高丽的王权也通过“实质

性的册封”以及“与皇室的通婚”，与蒙古的皇权获得了直接的联系。这使得以往国家间的“册封”变成

现实，同时通过通婚这个在蒙古维持政治关系时非常重要的媒介，形成家族之间的联系，给高丽-

蒙古之间的关系带来变化。这种变化牵扯着两国，更是给高丽王权所处的环境带来转机。可以说

这种变化是引发未来高丽与元朝关系中诸多政治事件的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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