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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仪轨》

内容概要

《朝鲜王朝仪轨》为韩永愚教授13年间对仪轨研究的集大成。自1992年起连续四年任职奎章阁馆长时
，作者全力致力于仪轨的展示与影印本的出刊上，并出版了仪轨方面的研究书籍，从而使仪轨一度成
为社会话题的焦点。此后，作者带领后学者们一起对奎章阁所藏仪轨展开了解题与整理工作，并主导
了庞大的仪轨书籍的出版项目。经过长期的准备工作及书志调查，作者网罗了太祖时期至日帝统治时
代，即整个朝鲜王朝时代所编纂的600余种的仪轨，通过对仪轨与实录一一进行查阅，最终完成了对仪
轨编纂过程与国家仪式特征的综合性整理。仪轨里面所记录的为国家仪式的核心部分——吉礼、嘉礼
、宾礼、凶礼和军礼。作者按照时代顺序，分别考察了这些仪式何时举行、如何举行、该仪式被编纂
成何种仪轨、仪轨的书志内容如何、目前何地藏有何种仪轨等内容。所以，《朝鲜王朝仪轨》并非是
对仪轨书志的单纯性研究，它反映了国家仪式活动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并阐明了仪轨的政治意义，
朝鲜王朝时代的政治史借此再次得以照明。众所周知，仪轨为朝鲜王朝宝贵的记录文化的精髓，仪轨
不但将仪式活动的进行过程按照日期顺序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它的记录内容还包括参与仪式的人员名
单及微不足道的匠人名字，以及仪式活动所花的费用与材料等，对仪式活动的详细记录是仪轨的一个
价值所在。另外，仪式上所使用的重要道具与重要的仪式场面均用天然色彩绘制出来，体现了强烈的
视觉感和现场感，这使仪轨具有了更为独特的价值意义。特别是王室的婚礼（嘉礼）、国葬、已逝之
王与王妃的神主供奉到宗庙里的升袱太庙、为给王和王妃上尊号而将玉册和金宝送到宫中的行进队列
、宫中宴席的场面及国王出行地方等被均绘制成“班次图”，“班次图”不仅画面华丽，而且生动地
再现了当时仪式活动的现场感，从这点上来看，记录画可谓是价值不浅。另外，仪轨中所记录的信息
涉及政治、经济、建筑、美术、科学、语言、服饰、饮食等众多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原始
资料。同时，仪轨也为消失的宫中文化的恢复与再现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目前昌德宫、昌庆宫、
庆熙宫正在得到复原，仪轨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关仪轨的研究书籍或大众书籍其间虽然出刊了很
多，但像《朝鲜王朝仪轨》那样网罗仪轨的全部，从学术的角度对其进行综合性整理还是首次。作为
一本参考书籍，《朝鲜王朝仪轨》能为想进一步研究仪轨的学者们或从事复原传统文化的人们提供珍
贵的信息，因而其必将获得更多的厚爱。另外，《朝鲜王朝仪轨》不仅汇总了国内和流失国外的仪轨
目录，也记录了其收藏处和书志内容，而且哪部仪轨已被刊行或已被翻译均作了标识，从而也为读者
解了惑。 
透过这部书，我们可以全面深刻地了解到朝鲜王朝的礼仪规范，可以进一步明确韩中两国自古以来的
紧密关系。换言之，《朝鲜王朝仪轨》将有助于我们寻回那些遗失的历史点滴。另外，《朝鲜王朝仪
轨》对于提高国家政治的透明度，维系凝聚天下民心也具有镜鉴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朝鲜王朝仪
轨》的翻译工作可谓是意义深远而重大。作为译者，我们感到万分荣幸。吸收、继承并发扬传统的礼
仪文化是我们的使命，衷心企盼礼仪之花再次开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开在你我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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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仪轨》

作者简介

作者:(韩)韩永愚 译者:(韩)金宰民、孟春玲
韩永愚（作者，韩国），1938年出生于忠清南道的瑞山。首尔大学文理科学院史学系学士、硕士、博
士。历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首尔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韩国史研究会会长、首尔大学奎章阁馆
长、首尔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京畿文化财团理事、韩国刊行物伦理委员会书评
分科委员长等。2008年退休。现任民族文化推进会企划编辑委员、首尔特别市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文
化观光部文化财产委员会史迹分科委员长、三峰郑道传先生纪念事业会会长、首尔大学名誉教授、梨
花女子大学梨花学术院长兼讲座教授。
获第16届秀堂赏、第3届耕岩学术赏人文社会领域、第2届大韩民国文化遗产奖、玉条勤政勋章。
主要著作有《文化政治的故乡——奎章阁》等3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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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仪轨》

书籍目录

1.什么叫仪轨
2.朝鲜王朝时代的国家仪礼与《国朝五礼仪》
3.朝鲜王朝前期的仪轨编纂
4.倭乱之后宣祖时期的仪轨编纂
5.光海君时期的仪轨编纂
6.仁祖时期的仪轨编纂
7.孝宗时期的仪轨编纂
8.显宗时期的仪轨编纂
9.肃宗时期的仪轨编纂
10.景宗时期的仪轨编纂
11.英祖时期的仪轨编纂
12.正祖时期的仪轨编纂
13.纯祖时期的仪轨编纂
14.宪宗时期的仪轨编纂
15.哲宗时期的仪轨编纂
16.高宗时期的仪轨编纂（大韩帝国以前）
17.大韩帝国时期的仪轨编纂
18.日帝统治时期李王职的仪轨编纂
结论
附录：仪轨综合目录
索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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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仪轨》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9）定宗厚陵的改修与《厚陵修改都监仪轨》的编纂 第二代国王定宗的陵墓——厚
陵位于开城的长湍。京畿监司金寿兴曾报告说，厚陵的栏杆石、屏风石、床石等已经裂开，杂石混于
其间。根据这一报告，显宗7年（1666）8月27日，设置了厚陵修改都监，开始进行改修作业，更换石
雕。 施工之前，为了确认厚陵的石雕是否是依定宗的遗言而做，显宗派人去江华岛调查实录，不过，
并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工程于第二年，即显宗8年（1667）、结束后，即刻编纂了1册《厚陵修改都监
仪轨》。该仪轨共制作了3件，分别为御览本、礼曹本及史库本。现在，只有御览本l件尚存。 不过，
这里我们需要记住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到这时为止，定宗的这一谥号尚未得到追封。该谥
号是到了肃宗7年（1681）时才决定下来的。定宗的谥号之所以一直被保留，究其原因，跟太宗不欲承
认定宗王权的这一态度有关。不过，保留数次后，到了肃宗时期，最终定夺了下来。 因此，显宗8年
对定宗厚陵的改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导致后来肃宗为其追封谥号的前奏曲。 10）太祖继妃神德王
后康氏的升祔太庙与《祔庙都监仪轨》的编纂 太祖继妃——神德王后康氏离世后，被安葬于贞陵，其
神主尚未升拊太庙。神德王后康氏受到太祖李成桂的专宠，在她离世后，曾被特别华丽地供奉于都城
里面今天的贞洞。不过，憎恶她的太宗将贞陵移至都城外今天的贞陵洞，陵墓也改造得很是寒酸。太
宗还把原本用于陵墓的漂亮的神将石挖出，换上了清溪川的护岸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该石材最
近因汉城（今首尔）市清溪川的复原工程而露出了它美丽的面貌。 神德王后集太祖的专宠与太宗的憎
恶于一身，考虑到这一互为对立的两种情况，显宗以谨慎的态度将神德王后神主的拊庙一拖再拖，最
后，显宗10年（1669）1月26日，以宋时烈的上诉为始端，在大臣们的恳请之下，显宗于同年8月5日承
诺为其升拊太庙。为此，显宗设置了拊庙都监，任命领议政郑太和为都提调，其下又设都厅、一房、
二房、三房及神主造成所等机构，然后便开始着手准备工作。一房负责制作护送载运神主的辇车，二
房负责制作金宝，三房负责制作玉册，神主建造厅负责制作神主。就这样，同年lO月1日，神德王后
的神主终于被供奉进宗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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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仪轨》

编辑推荐

《朝鲜王朝仪轨》并非是对仪轨书志的单纯性研究，它反映了国家仪式活动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并
阐明了仪轨的政治意义，朝鲜王朝时代的政治史借此再次得以照明。众所周知，仪轨为朝鲜王朝宝贵
的记录文化的精髓，仪轨不但将仪式活动的进行过程按照日期顺序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它的记录内容
还包括参与仪式的人员名单及微不足道的匠人名字，以及仪式活动所花的费用与材料等，对仪式活动
的详细记录是仪轨的一个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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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仪轨》

精彩短评

1、喜欢到不行，只可惜，图片还是少了点！
2、就像是书的目录，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3、这本好极了，终于到手了。好书一般都是晚到啊。
4、很不错的，就是太深奥了点
5、还不错。我以为是曾经看过的文言文，没想到是翻译过 值得收藏
6、朝鲜古代史的书一向不多，而且难得有韩国人写、韩国人译的。仪轨也是很有特殊意义的东西，
拿到书后还没细看，粗粗翻了一下，里面有很多资料。因为是学者研究著作，所以有空会认真看，对
了解朝鲜历史会有很大的帮助。
7、古人讲：礼以分夷夏。今观韩国之礼，有感本末倒置之悲凉。
8、好，唯每每混淆尊号、谥号、庙号，不知是原文还是翻译的错
9、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写的非常好，很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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