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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論 

眾所周知，接受佛教以前，薩滿信仰已經成為古代韓國人的宗教信仰的深

層結構。接受佛教以後，薩滿信仰喪失了支配政治社會的力量 但是仍舊在社會

基層維持它們的堅韌的生命力，在許多方面與佛教互有影響。因此，古代韓國薩

滿信仰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1。 

薩滿信仰是基於現實世界是與超自然世界有密切關係，提出人與社會運柞

的說明體係，薩滿擔當現實世界與超自然世界的交流的特徵。因此薩滿信仰反映

現實世界，離不開社會文化的歷史條件，透過薩滿信仰可以探索古代韓國人的許

多面貌 2。 

古代韓國神話雖然寫於高麗時代，然而透露古代韓國人的世界觀。古代韓

國神話的內容主要包含古代國家的建國過程，幾乎沒有提到世界與人的創造過

程。著名的檀君神話也是古朝鮮的建國神話，經過天與地的交流以及和諧而檀君

誕生，描寫以檀君為君主的理想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檀君神話出現薩滿信仰的山

（太白山），樹（神檀樹）。這些內容直接反映薩滿的世界觀。除了這些內容之外，

古代韓國人的人生觀，靈魂觀，動物觀，神觀無不牽涉到薩滿信仰。 

 

註一 最近，有關薩滿信仰的研究傾向與成果，可參考如下論著： 

朴一永「解放後半世紀的韓國巫教研究史」（韓國宗教學會編《解放後五十

年韓國宗教研究史》圖書出版窗，1997，頁 187-218）；同書徐永大「韓國

古代宗教史」221-293頁也介紹古代韓國薩滿信仰的研究成果。徐永大「韓

國土著宗教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韓國史論》28（1998），頁 477-454；金

聖禮「韓國巫教研究之歷史考察」（金聖禮外《韓國巫教研究之歷史考察》

1999，頁 139-207。 

註二 徐永大「古代韓國之宗教職能者」《韓國古代史研究》16，羅希羅「古代韓

國的薩滿信仰」《韓國古代史論叢》第九集 2000，85-112頁；羅希羅「古代

韓國的薩滿信仰的世界觀與佛教的理想世界」《韓國古代史研究》20

（2000），頁 19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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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韓國薩滿的職事包括治病，預言，祭祀，占卜等。這些問題是已經研

究得比較透徹，可以說是新資料發掘以前，無法提出新穎的見解。但是薩滿的社

會影響力來源於不只是上面所提的職事，而是來源於社會知識與價值的維持與傳

遞，以及權力的產生與維持。所以從這些角度可以重新研究薩滿的社會功能。 

從前研究古代韓國薩滿的時候從歷史的角度探討得比較少，大概是因為有

關薩滿的資料相當零散。因為比較研究容易突現某些特徵，所以我們可以採用比

較研究。尤其是薩滿與日官是在古代歷史長時間互相競爭，3透過薩滿與日官的

比較研究，我們可以知道薩滿的職事，社會覺色，政治社會的影響力的變化。 

 

 

2、巫與日官的出現 

古代韓國的史書記載有關巫的史料，巫可以看做薩滿，所以利用有關巫的

史料建構薩滿的歷史。新羅真骨貴族金大文是第一次說明巫的社會職事與地位。

金大問是統一新羅成德王時代人，寫了【化朗世紀】等許多書。他重視歷史敘述

的合理性與客觀性，但還強調綿延不斷的新羅傳統精神 4。新羅第二代王是新羅

始祖朴赫居世居西干的嫡長子，把王號稱之為南解次次雄。金大問說明把王號稱

為次次雄的理由，如下： 

次次雄，或云慈充，金大問云【方言謂巫也，世人以巫事鬼神，尚祭祀，

故畏敬之，遂稱尊長者為慈充。5 

從金大問的說明可以知道新羅建國時期，巫的職事是事鬼神與尚祭祀，所

以新羅人敬畏巫，巫的社會地位相當崇高。但是我們沒辦法知道巫的出現時期，

職事的具體內容，巫與政治的關係。 

巫是古代韓國的代表性的宗教人物。在世界歷史上，薩滿譬仰已經出現於

舊石器時代，法國的 Trois Freres遺址壁畫充分表現舉行宗教儀式的宗教人物。

韓國周圍的舊石器文化也有有關宗教人物的遺址。西伯利亞地區的 lrkut附近的

Malta遺址出土了女像，鳥，魚等。學者以為這些遺物是薩滿信仰的象徵符號。

Malta所出現的薩滿信仰的世界觀不僅見於中國，也見於瑪雅文明，薩滿信仰的

世界觀是舊石器時代以來環太平洋地域的共同的文化因素。6 

 

註三 辛鐘遠「古代之日官與巫－薩滿政治思想史的意義－」《國史館論叢》13

（1990），頁 23-49；崔錫榮「關於巫與日官間干戈的歷史考察－三國時代

－高麗時代巫的地位變化－」《比較民俗學》第十三集比較民俗學會，1996，

頁 605-629。 

註四 李基白「金大問與其史學」〈《韓國史學之方向》－潮閣 1997再版〉，頁

12-16；趙仁成「金大問之歷史敘述－以思想的背景為中心－」《韓國古代史

研究》13（1998），頁 27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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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國新石器時代有關巫的考古資料逐漸累積，比如 1973年青海大通縣

上孫家寨遺址的舞蹈紋彩陶盆，1982年甘肅秦安縣五營鄉大地灣的圖像，1987

年輕河南濮陽西水坡的巫與龍虎鹿等圖像等就是。這些考古資料本身不能說明巫

的存在，但是如果配合中國古代文獻與民族學資料來看，可以知道中國新石器時

代巫的存在。7國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資料還不能夠充分證明薩滿信

仰，但是韓國學者說明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宗教生活的時候，常常提及薩滿

信仰的存在。李基白的【韓國史新論】強調新石器時代的薩滿信仰。 

為了說明新石器時代薩滿信仰，他提到東三洞遺址的貝面，但有些考古學

者懷疑東三洞遺址貝的具面的功能，現在從一個貝面不能說明新石器時代的薩滿

信仰。而且李基白強調薩滿個仰是只是新石器時代的重要信仰，並沒有說明接受

佛教以前的青銅器時代與鐵器時代的宗教信仰。 

紀元前 6千年或紀視酈 8千年到紀元前 1前年的韓國新石器時代，薩滿信

仰不僅發生，而是支配韓國思想界的宗教形態。雖然新石器時代的薩滿信仰研究

要依賴後代的資料與現今的巫俗，但是我以為巫術信仰的研究一定要跟新石器時

代的社會配合。8 

韓國青銅器時代從紀元前十世紀左右開始。韓國青銅器時代是以無文陶

器，磨製石器，支石墓，銅劍等青銅器，農耕的普及為特徵。9韓國初期青銅器

文化是遼寧式銅劍文化，後期青銅器文化是韓國式銅劍文化。韓國式銅劍文化以

韓國式銅劍，銅鉾、銅戈、多紐鏡、儀器為主要特徵。韓國式銅劍文化來自于中

國東北地區的遼寧式銅劍文化，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韓半島內遼寧式銅劍文化與

韓國銅劍文化的繼承關係。所以現在普遍認為韓國式銅劍文化也來自于遼中地區

的遼寧式銅劍文化的變形。韓國式銅劍文化是從紀元前 4-3世紀發展到紀元前

後。10 

這些以銅劍為者的青銅器有什麼功能？青銅器主要用予武器與儀器，用這

些青銅器隨葬或祭祀的理由是因為青銅本身的色彩與聲音會提高儀式的效果。帶

有銀色或黃金色的青銅放出神秘的光彩，青銅器的聲音是恰好擴大神秘感的最佳

的器具。青銅器生產本身具有神秘的效果。做青銅器的過程恰似煉金術，變化的

過程意味新的生命誕生。這樣的工作很像春耕秋收的農田的過程，所以青銅器比

較適合於儀器。11 

韓國考古發掘的青銅器是大部份隨葬品。青銅器象征墓主人的權力，地位

與身份尤其儀禮用的青銅器不但是祭祀神的用具，而且是與神交通的道具。12這

些特征也出現于韓國式青銅時代的各種青銅儀器。從各種青銅儀器的用途，形制

與紋飾可以知道青銅儀器是薩滿使用的法器。 

 

註一二 張光直《宗教祭祀與王權》華夏考古，1996年 3月，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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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儀器有防牌形銅器，農耕文青銅器 劍把形銅器，肩甲形銅器，圓形有

文銅器，圓蓋形銅器，啦叭形銅器，八珠鈴，竿頭鈴，隻頭鈴，銅鐸等。青銅器

的紋飾有人的手，鹿，十字日光文，狩獵紋，紋飾的內容是西餐伯利亞薩滿使用

的法器上的圖像類似。青銅儀器有用繩子綁好的地方，巫舉行儀式的時候佩戴青

銅儀器，提高他們的威力。 

韓國式青銅時代與文獻上的馬韓的形成時期是一致的。馬韓的別邑舉行以

蘇塗稱呼的特別的宗教儀式。 

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為蘇

塗，立大木，懸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

義，有似浮圖，而所行善惡有異。 

國邑中有祭祀天神的天君，稱為蘇塗的別邑，立大木，懸鈴鼓，祭祀鬼神。

蘇塗的祭儀，跟巫儀相似。樹木是與上天交流的通路，鈴鐺、銅鏡、鼓也是舉行

巫儀的法器。因此，我們可以蘇塗的主祭者為巫。尤其是青銅儀器出土的地方是

馬韓的中心勢力範圍，現在的忠南、全北地方。這些證明上述內容。但是青銅器

時代，政治權力與宗教開始分離，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 

雖然國邑有政治統帥即主帥，另外叫天君祭祀天神，由此可知祭祀與政治

已經分離。但是，天君似並未從屬於政治統帥之主帥。這可從「其俗少綱紀，國

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中看出。 

在三韓社會中逐漸擴大勢力範圍的新羅與百濟，在擴張領土的同時，致力

與建設中央集權之國家。這些國家特別受到了漢四郡的很大影響。在馬韓的諸多

國家中，相對較位于北方的百濟很早便受到了帶方郡的影響。這可從其北方近郡

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看出。與此同時，考古發掘亦可證明

上述地區確曾受到漢四郡的影響。通過歸屬公元前 1世紀左右的茶戶里遺址 1

號墓出土的筆與削刀，可知，漢字做為一種文字，已經在韓半島全境地全面擴展。

茶戶里遺址中出土的筆、削刀等文房用品，中國貨幣，漆器等象征權威的隨葬品

以及出現在印章、儀禮中的漢字，也在暗示著上層階級壟斷使用了文字。通過文

字輸入中國文化中，可能也包含有關日者的知識。這是因為當時生活在漢樂浪郡

中的漢人，具有很多有關日者的知識。 

「後漢書」《循吏列傳》出現的關於王景的記錄，可充分地說明這一情況。

王景樂浪郡出身，「少學易遂廣窺群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初，

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眾書錯糅，吉凶相反，乃

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與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為大術玄基云。」

由此可以推測樂浪郡中有很多熟悉天文術數之人。在受到樂浪影響最大的百濟，

早在其始祖溫祚王本紀（公元前 18年到公元 28年）裡已經出現了關於日者的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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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巫與日官的差異 

在三國時代，把巫，日者，日官的活耀的時期按照國家分開，可以看出三

者的變化過程。 

 

國家與期時的變化 

新  羅  
b  a 

 c 

ac 

 

c 

 

cc 

 

百  濟 bb   
  

a 
   

高句麗 a ab a  a   a   
 

國  家  

時  期 

1 2 3世紀  6 7 8 9世紀  

根據『三國史記』、「三國遺事」中的有關資料制成本表 

a 巫（含巫覡、師巫、巫醫） 

b 日者 

c 日官 

 

從上面的圖可知，4世紀以後日者不出現，反而日官出現，巫在韓國古代一直出

現。這個原因是日者的官僚化，就是從日者到日官的變化。 

百濟的日者出現于始祖溫柞王 23年與 43年。25年的史料如下： 

 

25年王宮井水暴溢，漢城人家馬生牛，一首二身，日者曰”井水暴溢者，大

王勃興之兆也。牛一者二身者，大王並鄰國之應也。”王聞之喜，遂有并吞辰馬

之心。 

 

43年九月鴻燕百餘集王宮，日者曰，鴻雁民之象也將有遠人來投者乎。冬

十月南沃///仇頗解等二十餘家，至斧壞納款，王納之，安置漢山之西。 

 

由此可知，日者的預言都應驗。 

漢代的歷史學家司馬遷非常重視日者的社會角色，在史記羅列日者列傳，根據索

引，日者是卜筮占候時日的術數者。所以，日者是在社會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隨著百濟國家體制的確立，日者被編入官僚體系。根據周書百濟傳，泗沘時代的

百濟有 22部官僚機構。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點口部、客部、外舍

部、綢部、日官部、都市部。值得注目的是，日官部具有天文氣象與術數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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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日者、日官角色的變化如下表： 

 

病人之判斷 a 
  a  

a 
   

對國家之助或預言 bb a aa 
  

aa 
   

對天體現象之解釋 
 b 

b 

   c 

c 

c cc  

國  家  

時  期 

1 2 3世紀  6 7 8 9世紀  

根據『三國史記』、「三國遺事」中的有關資料制成本表 

a 巫（含巫覡、師巫、巫醫） 

b 日者 

c 日官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知道：1在三國時代，有關病因的問題，則由巫來擔當；2

有關天文的解釋則由日者或者日官擔當；3有關國事的預言或助言，則由巫與日

者、日官共同擔當。但是，統一新羅時期，日官的重要性越來越大，而巫的角色

在史料上少見。這個原因可能與日官的官僚化有關。 

 

4、結語 

根據韓國考古資料，古代韓國巫的出現是西元前 10世紀開始的青銅時代。

尤其是青銅器的形制，紋飾，用途與西伯利亞巫的佩飾相似，可知巫舉行儀式時，

佩帶青銅儀器，提高儀式的效果。青銅時代是文獻上的三韓時代，三韓之一，馬

韓舉行以蘇塗稱呼的特別的宗教儀式。蘇塗的祭儀跟巫儀相似，樹木是與上天交

流的通道，鈴鐺，銅鏡，鼓也是舉行巫儀式的法器。 

但是西元前一世紀的時候，漢四郡影響到韓半島的諸國家，尤其是百濟深

受漢四郡文化的影響。所以百濟始祖溫柞王時代（西元前夕 8-西元且 8）日者出

現。日者逐漸被納入官僚體系，成為日官。日官的角色是解釋天文現象，國事的

助言，但是巫的角色是始終提供病因的訊息與國事的助言。隨著古代國家的官僚

化，儒家思想的影響越來越大，而且日官有深厚的知識背景。但是巫始終依靠口

傳的傳統，很難適應時代的變化，逐漸成為社會邊緣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