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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事』�「�鮮」敘事與高麗王�

正瓜性之再塑�

李 磊 *

內容摘� ｢�鮮」在高麗語境中指�島北部地區愛『三國�事』經由檀君「�鮮」與高麗

王畿地域空閒一致性�敘事將高麗王��正瓜性上	至司馬�
�爲�信�堯時代愛因

壤在邊防與�識形態領域�重�性阿尤其是在蒙哀麗戰爭中�失守阿高麗時人增强壤�

同愛『三國�事』接��人以「�鮮地｣哀衞氏�鮮都城哀漢樂浪郡城哀高句麗都城同爲

「壤」�觀點阿經由壤�同阿强��鮮�同與高句麗�同愛該�觀爲�鮮王��g『高

麗�』
��愛『三國�事』��円「�鮮−馬韓−高句麗」�歷��系阿將�島南部也�

入「�鮮�」之中愛經此正瓜觀�再塑�阿高麗末�形成關於�鮮�島地理哀歷��「東

方一瓜」�識阿成爲麗哀鮮易代�基礎愛

高麗王�承襲自泰封政權阿在攻滅後百濟哀合幷怨羅之後阿高麗佔據了瓜一怨羅� 

部領土愛正因高麗繼承了不同政權�歷��產阿故而自其円立之日"#面臨著正瓜性論営

問題愛除此內政需�之外阿高麗在遼哀金哀蒙古諸政權�政治軍事壓力面'阿也需�()

歷�來論営其*體性愛因而+高麗一�阿歷�論営始+是�野關,
在阿�鮮�島�重�

��著『三國�記』哀『三國�事』皆�g於£一時�阿正是高麗*體�識�表現愛關於高

麗歷�繼承�識�硏究阿學.界成果積纍已經十分豐厚1)
愛朴龍雲對高麗王�之高句麗歷�

繼承�識�檢討阿綜合了韓國學界�*�觀點阿成爲其*�代表2)
愛矢木毅對韓國・�鮮�

* 李磊阿華東師範大學歷�學系副敎1阿京都大學人�科學硏究
客員准敎1

1 ) 朴漢卨「高麗 王室의"源 ―― 高麗의 高句麗繼承理念과 關聯하여」(『�叢』第二十一・

二十二合輯哀一九七七年哀서울哀高麗大學校�學會)愛金光洙「高麗�의 高句麗繼承�識

과 古�鮮�識」(『歷�敎育』第四十三輯哀一九八八年哀서울哀歷�敎育硏究會)愛孫衞國

「傳說哀歷�與�同：檀君�鮮與箕子�鮮歷�塑�與演變」(『復旦學報』二〇〇八年第五

�)

2 ) 박용운『고려의고구려게숭에대한 종합적 감토』(二〇〇六년哀서울哀일지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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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円�中民族�識哀領域�識變��硏究阿爲理解高麗歷��識提供了5爲(觀�學.

視野阿成爲後學者展開論営�基石1)
愛本�旨在結合『三國�事』�g'後高麗王��政治

8勢阿分析其�本中9關「�鮮」�歷�敘事方式阿發掘其
代表�高麗時人�歷��識

阿並探究£一歷��識對高麗末�「東方一瓜」觀之形成�作用愛

一哀高麗�處境中�一然與『三國�事』

:代正德七年壬申 (一五一二年) 冬阿�鮮王�慶州鎭兵馬=制>李繼福刊行『三國�

記』與『三國�事』兩部�書2)
愛李繼福跋�寫@：

｢吾東方三國本�哀�事兩本阿他無
刊哀而只在本府愛歲久刓缺阿一行可解�四

五字愛餘惟士生斯世阿歷觀諸�阿其於天下治亂興C與諸衣跡阿尙欲E識阿況居是邦

阿不知其國事阿可乎？｣3)

弘治哀正德之際正是�鮮士禍�爲慘烈之時4)
愛李繼福一力推行刊印『三國�記』與

『三國�事』9知其國事�目�愛據跋�
言阿此事爲慶州地方官之行爲阿刊行署名者除李

繼福外阿餘者皆爲慶尙@哀慶州*政官員與生員5)
愛慶州地方官之
以�刊行「三國」時代

��書阿或許與慶州地方�識9關愛慶州爲怨羅都城
在6)
愛作爲三國相爭��+H利者阿

怨羅歷�是『三國�記』與『三國�事』記営�*體愛

與李繼福刊行二�目�相同阿高麗國師一然�g『三國�事』同樣9其時代性愛一然

生於高麗熙宗二年 (一二〇六年)7)愛£一年剛好蒙古J國成立阿高麗則處於武人政權時代8)

1 ) 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二〇一二年哀東

京哀塙書K)

2 ) 參見金相鉉「『三國�事』의刊行과液(」(『韓國�硏究』第三十八輯哀一九八二年哀서울哀

韓國�硏究會)

3 ) 『三國�事 (校勘本)』附「三國�事跋」(孫�範校勘哀二〇〇三年哀長春哀吉林��出版

社)哀第二一四頁愛

4 ) 參見福田直子「士禍をとおして見る�鮮中�の王權」(『��』第十號哀二〇〇八年哀奈良

哀天理大學��會)

5 ) 生員李山甫阿校正生員崔"潼阿中訓大夫哀慶州府M官哀慶州鎭兵馬=制都尉李瑠阿奉直郞

哀守慶尙@都事樸佺阿推P定難功臣哀嘉靖大夫哀慶尙@觀察>S兵馬水軍=度>安愛

6 ) 『三國�記』卷三十四『雜志第三・地理』：「(怨羅) 末王金傅以國歸我太祖阿以其國爲慶州

愛」(楊軍校勘哀二〇一五年哀長春哀吉林大學出版社)哀第四六二頁愛

7 ) 一然生阿見於「高麗國義興華山曹溪宗麟角寺w智山下�覺國U碑銘竝序｣阿見『�鮮金石

總覽』(�鮮總督府�哀一九七六年哀首爾哀亞細亞��社)哀第四六七−四七三頁愛村上四

男『�鮮古代�硏究』付� 第一「『三國�事』解題目」(一九七八年哀東京哀開:書店)哀

第四八七−四九六頁愛

8 ) 洪承基「高麗武人政權에대한 보다 깊은 이해를 위여」(『高麗武人政權硏究』洪承基�哀

一九九五年哀서울哀서강대학교출판부)哀第二−八頁愛

『三國�事』�「�鮮」敘事與高麗王�正瓜性之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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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從高宗十二年 (一二三一年) 蒙古兵圍困高麗京城開始阿直到元宗十四年 (一二七三年) 三

別抄餘黨被滅於耽羅哀元�在耽羅上設X魯花赤阿四十年閒高麗�鮮Y�戰爭之難1)
愛元宗

十四年三別抄後阿下旨曰：「今國家多難阿天�屢變阿欲修德弭災愛｣2) 但元宗十五年阿

高麗印被Z¡入元世祖征討日本�戰爭中去愛長��戰爭>得大量�物被摧衛阿其中[括

高麗大藏經愛作爲國師阿一然在高麗享9崇高地位阿故鄉違山郡阿｢忠肅王四年 (一三一七

年)阿以國師一然之鄉阿升爲縣令官｣3)愛

『三國�事』�纂始於忠烈王七年 (一二八一年)阿是年正\元廷頒布郭守敬
g『1時

曆』於高麗愛在傳瓜政治話語中阿大一瓜�重円^^是以頒布怨�曆法開始愛或許阿對於

一然而言阿£是一個具9重��義�時閒點愛同在£一年阿高麗再_參與元世祖征伐日本

之役阿元廷「官軍不`者無慮十萬9a｣4)愛高麗上下動搖了對元廷戰無不H�信心愛如下

�將分析�阿『三國�事』*旨在於塑��鮮�島自身�歷���傳瓜阿£一g営�願隨着

元��戰敗而5加:確5)
愛在�g『三國�事』�閒阿忠烈王十年 (一二八四年) 十\阿監

修國�元傅哀修國�許珙哀韓康等g『古今錄』成6)
愛£一高麗�廷*d�修�阿也會爲一

然提供5多�參考愛『三國�事』臨eg成之時阿忠烈王十二年 (一二八六年) 十一\丁丑阿

｢命直�館吳良h等g國�｣7)愛可見阿一然�修�行爲竝非孤立事件阿而是當時借助修�樹

立高麗�識之潮液表現之一8)
愛『三國�事』�g歷時六年而成阿此後不久阿一然於忠烈王

十五年 (一二八九年) 圓寂愛

作爲高僧阿一然�g『三國�事』以保存佛敎傳瓜爲第一�務阿�目9『興法』哀『塔

宴』哀『義解』哀『神咒』哀『感(』哀『k隱』哀『孝善』等與弘法相關�內容9)
愛作爲高麗國師阿

1 ) 『高麗� (標點校勘本)』卷二十七『元宗世家三』十四年閏六\條 (孫曉*�哀二〇一四年

哀北京哀人民出版社)哀第八六六頁愛

2 ) 『高麗�』卷二十七『元宗世家三』十四年冬十\辛未條哀第八六七頁愛

3 ) 『高麗�』卷五十七『地理志二』慶尙@違山郡條哀第一八〇七頁愛

4 ) 『高麗�』卷二十九『忠烈王世家二』七年閏八\條哀第九三七頁愛

5 ) 在e代日本學人看來阿『三國�事』g営目�在於îï三韓與日本歷�聯繫�事實愛:治三十

五年『校訂三國�事敘』：「元*忽必烈置征東省愛以高麗爲d愛來寇於我築紫愛鎭西諸軍击

殲之愛戰敗之餘愛麗*至欲驅儒生閏軍伍愛而一然以高麗人愛矻矻著書於其閒愛惜不>其筆

當時曲折愛取信於天下後世愛抑三韓與我關係愛邈在^世愛此書
載愛9閒m我者愛」『怨修

大正大藏經』第四十九册『�傳部一』NO. 2039『三國�事』(二〇〇五年哀石家莊哀河北省

佛敎協會倡印)哀第九五三−九五四頁愛

6 ) 『高麗�』卷二十九『忠烈王世家二』十年六\丙子條哀第九四八頁愛

7 ) 『高麗�』卷三十『忠烈王世家三』十二年十一\丁丑條哀第九五六頁愛

8 ) 金哲埈「蒙古壓制下의高麗�學의 動向」(『考古 美.』第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合輯『兮

若崔淳雨先生華甲紀念論�集』哀一九七六年哀韓國美.�學會)愛�求福「高麗後�의 歷�

�識과 歷�敘営｣阿(『韓國�論』第 6輯哀一九七九年哀서울哀서울大學校 國�學科)愛

9 ) 李基白「『三國�事』の�目の�成」(『韓國古代�學の現在』袴田光康哀許敬震�哀二〇一

三年哀東京哀勉P出版株式會社哀第四八七−四九六頁)愛

東 方 學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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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然�9保存政治傳瓜�關懷愛｢紀衣」�對�鮮�島早�歷��系q行了円�阿9關檀君

��早記載#見於『三國�事』m同時代人李承休 (一二二四−一三〇〇年)『J王韻紀』中

愛『紀衣』�敘曰：

｢大抵古之r人阿方其禮樂興邦阿仁義設敎阿則怪力亂神阿在
不語愛然而J王之將興

也阿膺符命哀�圖箓阿必9以衣於人者愛然後能乘大變哀握大器哀成大業也愛故河出圖哀

洛出書阿而r人作愛以至虹繞神母而t羲阿龍感女登而生炎愛皇娥u窮桑之野阿9神越自

稱白J子阿v(而生小昊愛鯵狄呑卵而生契阿姜嫄履跡而生棄阿胎孕十四\而生堯阿龍v

大澤而生沛公愛自此而影阿豈可殫記？然則三國之始祖阿皆發乎神衣阿何足怪哉！此紀衣

之
以漸諸x也阿�在斯焉愛｣1)

上引立論絕非從佛敎思想出發阿而是借助儒家經典�「天命」論哀王�始祖「衣宴」

論阿來論證「三國之始祖阿皆發乎神衣阿何足怪哉｣阿卽爲�鮮�島沒9�字哀�9傳

說�歷�予以理證與旁證愛£顯示出一然以中國论営J王之跡�方式論證�鮮�島歷

��獨立性阿――同樣9「天命」與「衣宴｣愛在十二世紀金人崛"滅遼哀北宋之際阿

高麗王�反女眞�識高漲哀自U�識强�阿仁宗時�一度興"「稱J円國論｣阿其宣d

者妙淸卽以「風水」論立論2)
愛一百年後阿高麗面臨蒙古�軍事政治壓力阿其形勢與妙淸

宣d「稱J円國」時相同愛上引『三國�事』�字
體現�「天命」論哀王�始祖「衣

宴」論阿思維方式亦與妙淸「風水」論類似阿隱含高麗�自U�識阿體現對衣民族�反抗

愛

�鮮�島上�國家瓜一與民族形成初始於七世紀晚�阿此'��鮮�島是多族群哀多

��^來�場
愛除了漢四郡時��官方�書外阿�島西南部�百濟至四世紀晚�才以�

字記載本國歷�阿東南部�怨羅5晚3)
愛一然將傳說寫作信�阿並將不同�民族"源神話糅

合到同一個故事之中阿円�一套瓜治政權變��敘事阿從桓雄到檀君�鮮阿從檀君�鮮到

箕子�鮮4)
愛究其本心阿一然設定�是阿君權從神傳到神之子阿再傳到r賢阿由此强~�鮮

�島歷��獨立性愛

如果從高麗円國以來民族�識哀領域�識�發展來看阿一然上営思想並非孤立出現愛

1 ) '揭『三國�事』卷一『紀衣上』哀第二九頁愛

2 ) '揭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一一九−

一二七頁愛

3 ) 『三國�記』卷二十四『百濟本紀二・e�古王』：「『古記』云：「百濟開國已來阿未9以�字

記事愛至是阿得E士高興阿始9書記愛」然高興未嘗顯於他書阿不知其何許人也愛」第二九

三頁愛關於�書�用阿e二十年來百濟木鯵相繼發現阿出土地點皆在忠淸南@扶餘阿爲 538

年百濟�都泗沘後��書愛怨羅�書如京畿河南二r山城木鯵阿斷代爲 6−7世紀愛李成市哀

|繼勇『東亞視野中��鮮木鯵』(『�都學刊』二〇一一年第五�)愛

4 ) 楊軍『略論�鮮古��系�演變』(『黑龍江社會科學』二〇〇一年第二�)愛

『三國�事』�「�鮮」敘事與高麗王�正瓜性之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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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成宗時� (九八一−九九七年在位)「國粹�」代表人物徐熙阿對成宗d入「華制」持�

極抵制態度愛
謂「國粹」卽神仙@與風水思想相結合�高麗土俗佛敎信仰愛｢國粹」思想

爲高麗「北q政策」�精神荏�阿徐熙爲高麗繼承高句麗說�宣d者阿曾在與契丹�談M

中提出對鴨綠江南哀北地帶�領土�求愛仁宗時代出現�妙淸「稱J円國論｣阿其指d思想

亦爲夾雜着神仙@與風水思想�高麗土俗信仰愛妙淸等以西京壤爲據點阿宣d�都西京

阿由此引發仁宗十三年�「妙淸之亂｣1)愛

如果對比徐熙哀妙淸哀一然�思想阿會發現三者處於同一思想�絡中阿其共同點是：

一哀以神仙@與風水思想相結合�高麗土俗佛敎信仰爲精神荏持；二哀隨中國境內地緣政

治變動而出現阿分別對應於契丹哀女眞哀蒙古之勃興；三哀*張�鮮�島歷��神r性與

獨立性；四哀*張「北q｣哀强~壤�中心地位愛徐熙哀妙淸�領域�識十分:確阿並q

一步演�爲政治*張愛一然�領域�識*�體現在歷��纂中阿()對�島北部之「�鮮」

歷��敘事阿爲高麗王�正瓜性�找歷�根據愛

二哀『三國�事』中「�鮮」之地�與「�鮮�」�開端

『紀衣』開x引『魏書』：

｢乃^二千載阿9壇君王儉阿立都阿斯X愛(本,：經云：無葉山阿亦云白嶽阿在白州地愛或

云：在開城東阿今白嶽宮是愛) 開國號�鮮阿與堯同時愛」

一然印引『古記』営：

｢以�堯卽位五十年庚寅愛(本,：�堯卽位元年戊辰阿則五十年丁巳愛非庚寅也阿疑其未實

愛) 都壤城阿(本,：今西京愛) 始稱�鮮愛印移都於白嶽山阿斯X愛印名弓 (本,：一作

方) 忽山阿印今彌X愛御國一千五百年愛周武王卽位己卯阿封箕子於�鮮阿壇君乃移於藏�

京阿後�隱於阿斯X爲山神阿壽一千九百八歲愛」

上営兩條記載是關於檀君哀王儉哀阿斯X��早記載之一阿均以檀君爲堯同時��人

物愛根據g於十一世紀�『怨�書』卷五十八『藝�二』阿時人可見『魏書』9王沈『魏

書』四十七卷哀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哀魏澹『後魏書』一百七卷哀張大素『後魏書』

一百卷哀印『元魏書』三十卷哀梁祚『魏書國紀』十卷愛一然
見當不超出『怨�書』卷

五十八『藝�二』�範圍愛今日�存魏收『魏書』阿其餘諸書部分輯錄於類書之中愛�檢現

存�料阿並無與一然
引『魏書』�相關記載愛仁宗時阿妙淸曾*張定國號爲「大爲｣愛矢

木毅�爲「大爲」爲「大魏」之訛阿在李之氐哀�知常 (與妙淸同爲「西京三r人」) 筆下阿

1 ) '揭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八四−八

八哀一一九−一二七頁愛

東 方 學 報

384〔65〕



壤爲土德之地阿因『�記』卷六十五『吳"傳』9「美哉山河之固阿此魏國之寶也」m

『書經』9「王來紹上J阿自�於土中」之語阿故擬壤爲「魏國｣哀｢洛邑｣1)愛一然
引

『魏書』恐爲妙淸之徒
�之書阿用以宣揚「稱J円元｣哀｢西京�都」論愛若此推測爲實阿

則『紀衣』開x引『魏書』表:一然接�了百年'妙淸哀�知常等「西京r人」之思想阿

£是『三國�事』展開�知識視野愛

『紀衣』引『魏書』m『古記』£兩段記載引出了三個重�問題：國號哀開國地點與開

國時閒愛『魏書』
谓「開國號�鮮｣阿高麗之'�鮮�島歷�上9「箕子�鮮｣哀｢衞氏�

鮮｣阿地�在今�鮮�島北部阿因而此處「�鮮」只能是�鮮�島北部愛後三國時�阿高麗

太祖王円之父歸附弓裔阿曾說之曰：「大王若欲王�鮮哀肅愼哀卞韓之地阿莫如先城松嶽阿

以吾長子爲其*愛｣2) 此言將�鮮與卞韓對言阿實以古地名�稱�鮮�島北方與南方愛再如

阿高麗�宗將其子分封爲�鮮侯哀雞林侯哀金官侯哀卞韓侯等阿皆取古地名以冠侯號3)
愛�

鮮侯哀�鮮國公常作爲�位存在於高麗王�愛『魏書』m一然
言「�鮮」自當不�高麗時

語義愛

｢�鮮」地�
指爲�島北部阿由此可訓(一然
提「�鮮」國號說與「開城東」開國

地點說�一致性愛於高麗王�而言阿�島北方�古�是「�鮮｣阿e世則是「高句麗｣4)愛臨

津江哀禮成江液域爲高麗王�m其'身泰封政權�基業
在阿此處爲高句麗故地愛怨羅孝

恭王二年 (八九八年)阿弓裔始都松嶽城愛孝恭王九年 (九〇五年)阿移都鐵圓愛據『三國�

記』卷三十五『雜志第四・地理』：

｢松嶽郡阿本高勾麗扶蘇岬阿孝昭王三年築城阿景德王因之愛我太祖開國阿爲王畿愛」

｢鐵城郡阿本高勾麗鐵圓郡阿景德王改名阿今東州愛」

弓裔松嶽哀鐵圓'後兩都皆在高句麗境內愛弓裔稱王阿:確以高句麗後裔自居阿以怨

羅爲仇敵愛｢天複元年辛酉阿善宗自稱王阿謂人曰：「^者怨羅�兵於�阿以破高勾麗愛故

壤舊都阿鞠爲茂草阿吾必報其讎愛」……嘗南�阿至興州�石寺阿見壁畫怨羅王宴阿發

劍擊之阿其�迹�在愛｣5) 在弓裔�敘営中阿因其繼承了高句麗�政瓜阿故將高句麗故都

壤也�入其地域�同�範圍阿對�鮮�島南部�怨羅阿｢令國人呼怨羅爲滅都阿凡自怨羅來

1 ) '揭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一二四−

一二七哀一三三−一三四頁愛

2 ) 『高麗�』卷一『太祖世家一』哀第一三頁愛

3 ) 『高麗�』卷八『�宗世家二』十九年二\甲寅條哀第二二八頁愛卷九『�宗世家三』三十一

年三\乙卯條哀第二五三頁愛

4 ) 朴龍雲從高麗時人�語言表営哀王円家世哀王円集團�地域性等角度立論阿對高麗�高句麗

繼承�識予以了綜合硏究阿見'揭氏著『고려의고구려게숭에대한 종합적 감토』哀第五三−

一〇七頁愛

5 ) 『三國�記』卷五十『弓裔傳』哀第六八八頁愛

『三國�事』�「�鮮」敘事與高麗王�正瓜性之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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者阿盡誅殺之｣1)愛弓裔「以怨羅階官郡邑之號悉皆鄙野阿改爲怨制｣2)愛

高麗太祖王円爲松嶽豪族阿因泰封國內政變而取代弓裔阿故高麗王�以弓裔政權爲始

基愛太祖十七年 (九三四年) 詔書曾言：「^者怨羅政衰阿群盜競"阿民庶亂離阿曝骨荒野

愛'*�紛爭之黨阿�邦國之基阿m乎末年阿詠液下民阿傾�社稷愛 承其危緖阿�此怨

邦愛｣3) 高麗王�円立後阿與怨羅相報聘愛太祖十八年 (九三五年)阿怨羅�土於高麗阿王円

言m高麗與怨羅�關係：「 與怨羅歃血同¢阿庶a兩國永好阿各保社稷愛｣4) 怨羅敬順王

歸附高麗之後阿王円「以長女樂浪公*妻之｣5)愛樂浪爲漢郡名阿郡治在壤城愛此時高麗

王�疆宇爲原樂浪屬地阿故以「樂浪」自代6)
愛｢樂浪」與「怨羅」聯姻帶9�鮮�島北哀

南合爲一家之�7)
愛可見阿高麗王�以泰封爲'�阿以怨羅爲兩國阿自不會將其正瓜性円立

於承襲怨羅之上愛£是高麗王�强~其�島北方淵源�政治語境8)
愛

王円在政變之'阿曾借�商客王昌瑾宣揚讖言以作輿論動員愛王昌瑾
持銅鏡銘�曰：

「上J影子於辰哀馬阿先操雞阿後搏鴨愛於巳年中二龍見阿一則藏身靑木中阿一則顯形黑金

東愛」�人宋含弘哀白卓哀許原等解之曰：

｢上J影子於辰哀馬者阿謂辰韓哀馬韓也愛二龍見阿一藏身靑木阿一顯形黑金者阿靑木

阿松也阿松嶽郡人阿以龍爲名者之孫阿今波珍飡侍中 (王円) 之謂歟愛黑金阿鐵也阿今
都

鐵圓之謂也愛今*上初興於此阿+滅於此之驗也愛先操雞哀後搏鴨者阿波珍飡侍中先得雞

林阿後收鴨綠之�也愛｣9)

無論松嶽哀鐵圓阿�是鴨綠阿皆在�鮮�島北部阿爲高句麗故地阿在政治話語中被賦

予了「天命」�神r性愛高麗王�円立後阿太祖二年定都於松嶽之陽阿爲開州創宮闕阿後

5名皇都哀開城府10)
愛『三國�記』卷三十五『雜志第四・地理』：

1 ) 『三國�記』卷五十『弓裔傳』哀第六八八頁愛

2 ) 『高麗�』卷一『太祖世家一』元年夏六\詔哀第二十頁愛

3 ) 『高麗�』卷二『太祖世家二』十七年夏五\乙巳詔哀第三七頁愛

4 ) 『高麗�』卷二『太祖世家二』十八年十二\壬申條哀第三九頁愛

5 ) 『三國�記』卷十二『怨羅本紀・敬順王』九年冬十\條哀第一七〇頁愛

6 ) 『三國�事』卷一『紀衣』「樂浪國」條：「印百濟溫祚之言曰：東9樂浪阿北9靺鞨愛則殆古

漢時樂浪郡之屬縣之地也愛怨羅人亦以稱樂浪阿故今本�亦因之阿而稱樂浪郡夫人阿印太祖

影女於金傅阿亦曰樂浪公*愛」第三三−三四頁愛

7 ) 高麗景宗於繼位當年冬十\甲子加政丞金傅爲尙父制曰：「我太祖始修睦鄰之好阿早�餘風；

�頒駙馬之姻阿內酬大=愛家國旣歸於一瓜阿君臣宛合於三韓愛顯播令名阿光崇懿範愛」『高

麗�』卷二『景宗世家』元年冬十\甲子條哀第五五頁愛

8 ) 矢木毅�爲阿高麗之國號¦擇除了反映其高句麗繼承�識阿以與怨羅哀後百濟相抗外阿�反

映了其「北q政策｣阿�圖經略對其軍事「霸權」之確立9切實作用�女眞人愛'揭氏著『韓

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九一−九四頁愛

9 ) 『三國�記』卷五十『弓裔傳』哀第六八九−六九〇頁愛

10) 『高麗�』卷五十六『地理志一』王京開城府條哀第一七八二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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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城郡阿本高勾麗冬比忽阿景德王改名阿今開城府愛領縣二：德水縣阿本高勾麗德勿

縣阿景德王改名阿今因之愛第十一葉�宗代創置興王寺於其地阿移其縣於南愛臨津縣阿本

高勾麗津臨城阿景德王改名阿今因之愛」

上引『三國�事』,阿斯X地�一說爲「今白嶽宮阿在開城東｣愛按『高麗�』卷七七

『百官志二』「諸司都監各色」「三蘇�成都監」：「:宗四年 (一一七四年) 制：左蘇白嶽山哀

右蘇白馬山哀北蘇箕X山置	基宮闕�成官愛」可見白嶽山被作爲宮闕�	基之處愛白嶽

宮始円於高宗四年 (一二一七年) 十二\庚戌愛高宗十五年 (一二二八年) 十二\甲子阿｢命

樞密院副>李允諴奉御衣帶移安於白嶽假闕｣1)愛恭愍王九年 (一三六〇年) 秋七\乙卯朔阿

｢幸白嶽阿相視�都之地｣愛辛未阿｢始營白嶽宮闕｣阿｢時人謂之怨京｣2)愛『高麗�』卷三十

九『恭愍王世家』稱：「白嶽在臨津縣北五里愛」如上引『三國�記』卷三十五『雜志第

四・地理』
言阿臨津縣爲開城府屬縣愛可見阿無論是十三世紀高宗時代營円�白嶽宮阿

�是十四世紀恭愍王
營円�白嶽宮均在開城或其屬縣附e愛

阿斯X地�另一說爲「白嶽阿在白州地｣愛白州地�在開城以西阿亦屬高句麗故土愛按

『高麗�』卷五十八『地理志三』阿｢白州阿本高句麗刀臘縣 (一云雉嶽城)愛怨羅景德王改名

雊澤阿爲海皐郡領縣愛高麗初阿5今名愛顯宗九年阿屬州愛毅宗十三年阿創兔山重興闕

阿升知開興府事阿後復舊名阿來屬愛高宗四十六年阿以衞社功臣李仁«內鄉阿升爲忠翊縣

令官愛元宗十年阿印以衞社功臣趙璈內鄉阿升知復興郡事愛恭愍王十八年阿k侍中慶復興

之名阿�稱白州愛別號銀川 (成L
定)愛9溫泉愛」在一然g寫『三國�事』�忠烈王時

代阿白州稱復興郡愛｢�稱白州｣阿當在恭愍王十八年 (一三六九年) 之後愛高麗毅宗 (一一

四六−一一七〇年在位) 曾在白州修円離宮阿以行�賀儀禮愛『高麗�』卷十八『毅宗世家』

載毅宗十二年八\白州宫阙�营円之议：

｢甲寅阿太�监候劉元慶奏：「白州兔山�\岡阿實我國重興之地阿若營宮闕阿七年之

內阿可吞北虜愛」於是阿®違事崔允儀等相風水阿�奏曰：「山�水順阿可營宮闕愛」王

然之愛」

矢木毅據以�爲£一宮殿円設¦址白州阿是�到妙淸思想�影¯阿試圖以風水哀｢厭

H」思想克制「北虜」女眞3)
愛『三國�事』本,记载「白嶽阿在白州地」之说阿显然是对

妙淸思想�接�愛

1 ) 『高麗�』卷二十二『高宗世家』十五年十二\甲子條哀第七〇三頁愛

2 ) 『高麗�』卷三十九『恭愍王世家』九年秋七\條哀第一二二九頁愛尹澤上書恭愍王反對營円

白嶽宮愛『高麗�』卷一百六『尹澤傳』哀第三二七一−三二七二頁愛

3 ) '揭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一二六−

一二七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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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敘営『魏書』
載檀君「�鮮」之後阿一然印引『古記』糅合桓雄哀虎熊m檀君三

個祖先神話愛檀君是桓因庶子桓雄與熊女
生阿£一"源敘事爲東方諸民族創�了共同�

始祖愛高句麗始祖朱蒙哀百濟始祖溫祚爲直接繼承檀君血瓜�子孫阿怨羅赫居世瓜帥「六

村」之人爲「箕子�鮮」因「衞滿�鮮」之興±C「三韓」之地者阿沃沮爲高句麗屬民阿

濊貊爲扶餘・高句麗同系民族愛從「檀君」領域觀出發阿瓜一了高句麗哀百濟哀怨羅等

「三韓」�怨羅m高麗阿君臨「九韓」等周邊民族 (日本哀中華哀吳越哀托羅哀鷹u哀靺鞨哀丹

國哀女狄哀濊貊) 之上1)
愛『三國�事』記営桓雄「²徒三千阿影於太伯山頂｣阿本,云太伯山

「卽太伯阿今妙香山｣2)愛按『三國�記』卷三二『祭祀志』阿瓜一怨羅王�將太伯山視作五

嶽中�北嶽阿在祭祀制度享�「中祀｣3)愛妙香山在壤西北阿｢檀君」神話中�地�皆在漢

江以北��鮮�島北部愛矢木毅�爲「檀君」神話�形成與高麗面臨蒙古軍事壓力�政局

9關阿特別是高宗四十五年 (一二五八年) 崔氏政權³壞之際阿東北邊境土豪趙暉投影蒙古

軍阿蒙古在和州設雙城總管府阿元宗十一年 (一二七〇年) 高麗王�自江華島再�都開京之

際阿西北邊境土豪崔坦投影蒙古軍阿蒙古在西京壤設置東寧府管µ慈悲嶺以北�土地阿

高麗王�面臨嚴重�北境危機愛在£一局勢面'阿百年'金人崛"之際「西京r人」妙淸

等人宣揚�佛哀仙相混淆�哀盛行於壤一帶�「八r」土俗信仰得以q一步發展阿｢檀

君」成爲妙淸一�
宣揚各種神格�具象�4)
愛

｢檀君」神話根源於壤�土俗信仰阿在『三國�事』敘事中阿檀君「�鮮」都城地處

�島北方阿£一地域與高麗王畿相e阿也曾爲高句麗領域愛經此地域空閒�一致性可將高

麗王��正瓜性上	至中國�堯時代阿｢�鮮�」�開端其實#是高麗王��開端愛

『三國�事』以�鮮開國時閒「與堯同時｣愛司馬�曾言「學者多稱五J阿尙矣阿然尙

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J阿其�不�馴阿薦紳先生難言之愛｣5) 其論五J�阿以堯爲信

�開端愛一然將壇君定位爲「與堯同時｣阿顯然是取司馬�信�之說阿並�在將�鮮�上升

至與中國信�並列�地位愛經十三世紀『三國�事』�塑�與傳播阿到高麗王�後�阿�

鮮開國時閒「與堯同時｣阿已經被廣泛接�愛高麗末年阿李成桂²軍渡)鴨綠江阿·入元�

疆界之內阿張榜於金復州等處：

｢本國與堯並立阿周武王封箕子於�鮮而賜之履阿西至於遼河愛世守疆域愛元�一瓜阿

1 ) '揭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一四一−

一四四頁愛

2 ) 『三國�事』卷一『紀衣』哀第三〇頁愛

3 ) 『三國�記』卷三十二『雜志第一・祭祀』哀第四四一頁愛

4 ) '揭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一二七−

一三二哀一三八−一四一頁愛

5 ) 『�記』卷一『五J本紀』(一九五九年哀北京哀中華書局)哀第 46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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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影公*阿遼瀋地面以爲湯沐阿因置分省愛｣1)

｢與堯並立」已經成爲高麗王��官方歷��知阿並以此宣吿於華夏民眾愛

三哀｢壤」�同m高麗王�歷�傳瓜之塑�

關於「�鮮」地名阿除「阿斯X」外阿一然
引『古記』�提出「壤｣哀｢藏�京」

兩處愛｢藏�京」與「太伯山｣哀｢壤｣哀｢阿斯X」等地名在「檀君」神話中�出現阿其實

反映了高麗時代各地山神信仰被�入到瓜一敘事中2)
愛關於壤阿『�記』卷一一五『�鮮

列傳』記載衞滿円衞氏�鮮阿｢都王險｣愛『正義』引『括地志』云：「高驪都壤城阿本漢

樂浪郡王險城阿印古云�鮮地也愛｣3)『後漢書』卷八十五『東夷・沃沮傳』李賢,云：「

壤卽王險城也愛｣4) 可見�人將「�鮮地｣哀衞氏�鮮都城哀漢樂浪郡城哀高句麗都城連綴

"來阿看作是一地愛£一看法爲『三國�事』
繼承阿『紀衣』x「樂浪國」條云：

｢'漢時阿始置樂浪郡愛應邵曰：故�鮮國也愛怨�書,云：壤城阿古漢之樂浪郡也

愛」

高麗太祖元年 (九一八年) 九\丙申諭群臣曰：「壤古都荒廢雖久阿基址尙存阿而

荊棘滋茂阿蕃人u獵於其閒阿因而·掠邊邑阿爲¼大矣愛宜徙民實之阿以固藩屛阿爲百

世之利愛｣5) 於是設官守壤阿並於_年築城愛諭書中
描繪�是高麗王�円國之初壤

荒廢�場景愛『三國�記』卷三十七『雜志第六・地理』：「壤城似今西京阿而浿水則大

同江是也愛」金富軾根據『�書』相關記載推測高麗西京壤爲高句麗都城壤阿但他

不敢下斷言愛之
以如此阿因壤在�羅戰爭後已經被衛棄阿與高麗西京並無直接繼承關

係愛

怨羅�武王十一年 (六七一年)阿�武王報書��行軍總管薛仁貴稱�太宗貞觀二十二

年已經許諾「壤已南百濟土地阿並乞你怨羅｣6)愛經)�羅戰爭m外vv涉阿怨羅r德王

三十四年 (七三五年)阿��賜浿江 (大同江) 以南地於怨羅7)
愛怨羅勢力�北抵X大同江荏

1 ) 『高麗�』卷一一四『池龍壽傳』哀第三四九三頁愛

2 ) '揭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一三二

頁愛

3 ) 『�記』卷一百十五『�鮮列傳』哀第二九八五頁愛

4 ) 『後漢書』卷八十五『東夷傳』(一九六五年哀北京哀中華書局)哀第二八一六頁愛

5 ) 『高麗�』卷一『太祖世家一』元年九\丙申條阿第二二頁愛

6 ) 『三國�記』卷七『怨羅本紀七・�武王』十一年秋七\條哀第九四頁愛關於�武王報書�眞

僞阿拜根興q行考辨阿見氏著『七世紀中葉�與怨羅關係硏究』(二〇〇三年哀北京哀中國社

會科學出版社)哀第八五−八八頁愛

7 ) 『三國�記』卷八『怨羅本紀八・r德王』三十四年春正\條阿第一二〇頁愛

『三國�事』�「�鮮」敘事與高麗王�正瓜性之再塑�

379 〔70〕



液南江 (能成江)哀泥河 (龍興江)阿實際À制線在慈悲嶺到鐵關一線1)
愛怨羅將
獲高句麗之

地分爲漢州哀朔州哀溟州愛賈耽『古今郡國志』云：朔州阿｢濊之西阿古貊地」；溟州阿｢蓋

濊之古國｣2)愛三州之中漢州�西阿居於壤正南阿但漢州以漢江液域爲中心阿州治地處高

麗時代�廣州阿
µ郡縣Á不到大同江液域愛爲了表:「三韓」瓜一之義阿怨羅將「浿江」

之名由大同江移至禮成江阿將「壤」之名由高句麗都城移至漢陽郡阿卽「南壤｣愛
謂

「南壤」之「南｣阿乃是瓜一怨羅時代爲了區分原壤而作�地理標識3)
愛王円稱壤「荒

廢雖久｣哀｢蕃人u獵於其閒阿因而·掠邊邑｣阿可見原壤在怨羅哀高麗初�屬邊邑之外愛

見諸中國�籍�高句麗都城「壤｣阿其實是多個城愛高句麗都城屢_�徙愛按『三國

�記』卷一十七『高句麗本紀五・東川王』
載：

｢二十一年春二\阿王以丸都城經亂阿不可復都阿築壤城阿移民mL社愛壤者阿本

仙人王儉之宅也愛或云王之都王儉愛」

此'一年阿卽曹魏正始七年 (二四六年)阿幽州刺�毌丘儉屠高句麗都城丸都阿玄¾太

守王頎Ä東川王至肅愼南界阿刻石紀功4)
愛高句麗都城壤城爲東川王二十一年 (二四七年)

怨築愛金富軾
謂「或云王之都王儉｣阿�爲高句麗壤與王儉城地�相合阿卽Å用'営�

人觀點愛｢仙人王儉之宅」�傳說阿表:晚至十二世紀金富軾�g『三國�記』時阿｢王儉」

已經由地名被傳說成仙人之名愛

高句麗故國原王四年 (三三四年) 秋八\阿｢增築壤城｣愛十三年 (三四三年) 春二\阿

｢移居壤東黃城阿城在今西京東木覓山中｣5)愛金富軾在『三國�記』卷三十七『雜志第

六・地理』中複営£段記載後阿印云「不可知其然否｣阿對高句麗�都地�在木覓山持保留

�見6)
愛此時正Æ妙淸學說盛行之時阿其
宣揚�「八r」中9「駒麗木覓仙人｣愛同時阿

南讓亦9木覓山 (今首爾南山)阿9一種說法將壇君隱Å�「阿斯X」擬定爲此地7)
愛金富

軾爲「開京�」�代表人物阿在�都問題上爲「西京�」�政敵阿其對妙淸一�
宣揚�

木覓山之神話與歷�持懷疑態度愛

1 ) '揭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七五頁愛

2 ) 『三國�記』卷三十五『雜志第四・地理』哀四八三哀四八六頁愛

3 ) '揭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七五−八

〇頁愛

4 ) 『三國志』卷二十八『毌丘儉傳』(一九五九年哀北京哀中華書局)哀第七六二頁愛

5 ) 『三國�記』卷十八『高句麗本紀六・故國原王』四年秋八\條哀第二一九頁愛十三年春二\

條阿第二二〇頁愛

6 ) 『三國�記』卷三十七『雜志第六・地理』：「而或云故國原王十三年阿移居壤東黃城阿城在

今西京東木覓山中愛不可知其然否｣愛第五〇八頁愛

7 ) '揭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一二八−

一三〇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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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壽王十五年 (四二七年)阿高句麗移都壤1)
愛原王二十八年 (五八六年)阿高句麗移

都長安城2)
愛��定高句麗時
攻陷之壤卽高句麗長安城阿��在此設安東都護府3)

愛

印據『三國�記』卷三十五『雜志第四・地理』：

｢漢陽郡阿本高勾麗北漢山郡 (一云壤)阿眞興王爲州阿置軍*阿景德王改名阿今楊州

舊墟愛」

同書卷十『怨羅本紀・憲德王』：「十七年 (八二五年) 春正\阿憲昌子泳�阿與高X山

È壽神等百餘人阿同謀É阿欲立都於壤阿攻北漢山州愛都督聰:²兵捕殺之愛」金富軾

,曰：「壤阿今楊州也愛太祖制莊義寺齋�9「高麗舊壤阿壤名山」之句愛」除了高句

麗故都壤城哀長安城之外阿九世紀瓜一怨羅時代將高句麗北漢山郡哀後世高麗王�楊州


在地也稱爲壤阿此卽'�
営之「南壤｣4)愛

在高麗哀怨羅哀後百濟三國相爭時阿因高麗地處高句麗故地阿故壤成爲高麗代稱愛

如甄萱寄書王円言：「
�者掛弓於壤之樓阿飮馬於浿江之水愛｣5) 在高麗王�「北q政

策」中阿壤成爲其經略北方�重鎭6)
愛成宗八年 (九九五年) 九\己卯敎曰：「憑茲壤之

雄都阿固我祖宗之霸業愛｣7) 仁宗四年 (一一二七年)阿高麗·奪遼�保州之舉獲金��可阿

仁宗上表云「壤舊墟阿限於鴨綠｣8)愛將壤地�由大同江液域北推至鴨綠江液域阿以作

爲向北拓地�歷�依據愛

在一然生活�時代阿西京壤一直是蒙哀麗戰爭�核心地區愛高宗十八年 (一二三一年)

阿蒙兵攻西京城愛_年阿西京人不滿西京�撫>大將軍閔曦等預謀殺蒙古X魯花赤阿故而

反É愛經此一役阿｢西京Ê爲丘墟｣愛高宗三十七年 (一二五〇年)阿｢北界州民皆內徙西京畿

內m西海@｣阿西京成爲高麗北界民眾�集中地9)
愛高宗四十五年 (一二五八年)阿蒙古屯兵

西京阿傳蒙古皇J敕云：「今國王m太子出影西京阿則#可囘兵愛｣10) _年四\阿高麗太子

入�阿六\高宗死阿權臣擁立太孫「入大內權監國事｣阿蒙古兵護Ë太子卽位阿卽爲元宗11)

1 ) 『三國�記』卷十八『高句麗本紀六・長壽王』十五年條哀第二二五頁愛

2 ) 『三國�記』卷十九『高句麗本紀七・原王』二十八年條哀第二三九頁愛

3 ) 『三國�記』卷二十二『高句麗本紀十・寶藏王』二十七年冬十\條哀第二七一頁愛卷三十七

『雜志第六・地理』哀第五〇八頁愛

4 ) 苗威：「高句麗「壤城」考」(『中國歷�地理論叢』二〇〇一年第二輯)愛

5 ) 『高麗�』卷一『太祖世家一』十年十二\條哀第二八頁愛

6 ) '揭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八八−九

〇頁愛

7 ) 『高麗�』卷三『成宗世家』八年九\乙卯條哀第七一頁愛

8 ) 『高麗�』卷十五『仁宗世家』四年十二\癸酉條哀第四四九頁愛

9 ) 『高麗�』卷二十三『高宗世家二』三十七年三\癸未條哀第七三八頁愛

10) 『高麗�』卷二十四『高宗世家三』四十五年六\丙申條哀第七七一頁愛

11) 『高麗�』卷二十五『元宗世家一』元年二\哀三\條哀第七八五−七八六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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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元宗十年 (一二六九年)阿西北面兵馬>營記官崔坦哀三和校尉李	齡等作亂阿殺留守阿

以西京m諸城É附於蒙古阿蒙古以西京爲東寧府阿置官Ì阿畫慈悲嶺爲界阿忠烈王十六年

(一二九〇年)阿元歸我西京m諸城阿Ê復爲西京留守官愛｣1) 一然親見蒙古·西京哀｢西京Ê

爲丘墟｣哀｢蒙古以西京爲東寧府」等重大事件阿卻在元�歸�西京之'一年去世愛

西京壤爲高麗門戶阿在戰爭喪亂中儼然成爲高麗王�國��象徵愛'営徐熙哀妙淸

�高句麗繼承�識哀壤�識卽爲高麗與遼哀金對抗�產物愛9鑒於蒙哀麗戰爭中西京�

得失沉�阿高麗時人增强壤�同阿並經由壤�同阿再_强�以壤爲都城��鮮�同

與高句麗�同愛『三國�事』卷一『紀衣』：

｢�裴矩傳云愛高麗本孤竹國 (本,：今海州)愛周以封箕子爲�鮮阿漢分置三郡愛謂玄

¾哀樂浪哀帶方 (本,：北帶方)愛(典亦同此說愛(本,：漢書則眞哀臨哀樂哀玄四郡阿今云三

郡愛名印不同阿何耶愛)」

典出『怨�書』卷一百『裴矩傳』阿但£段�字在『怨�書』原�上9
改動阿原�作：

｢從J�塞北阿幸啟民帳愛時高麗®>先在突厥阿啟民引見J愛矩因奏言：「高麗本孤

竹國阿周以封箕子阿漢分三郡阿今乃不臣阿先J疾之阿欲討久矣愛方陛下時阿安得不事？

今其>�突厥阿m見啟民阿舉國臣�阿脅令入�阿可致也愛�面詔其>阿令歸語王阿9如

旅拒阿方²突厥誅之愛」J�焉愛高麗不聽命阿征遼自此始愛｣2)

『裴矩傳』£段�字�重�性在於阿裴矩勾勒了「孤竹−箕子�鮮−漢三郡−高麗」�

歷��系阿£一歷��識强�了隋�臣�高句麗�歷�責任阿由此開啟了隋煬J征高句麗

之舉愛一二五九年阿忽必烈稱汗'夕阿接見時爲被Z入��高麗太子 (高麗元宗阿_年繼位)

阿忽必烈將高麗等同於高句麗阿並以影�高麗爲稱汗之天�阿其言曰：「高麗萬里之國阿自

�太宗親征而不能�阿今其世子自來歸我阿此天�也愛｣3) 忽必烈以�太宗不能征�阿而自

己卻可以征�高麗阿作爲天��依據愛可見�鮮�島歷�會對高麗王��現實處境產生重

��影¯愛

正因如此阿高麗王�反)來也會强�對�鮮哀高句麗�歷��同阿並()喚"歷�記

憶來爲高麗王��找正瓜性愛高麗王��高句麗繼承�識阿在円國之初是爲了與怨羅哀後

百濟相抗哀並緣Ð「北q政策｣阿此後則是在遼哀金哀蒙古�刺激下因民族自U�識高漲而

不斷强�愛尤其是關於太祖王円祖先來自於「太白山」�傳說阿實際上是高麗後�檀君神

話形成後�產物4)
愛

1 ) 『高麗�』卷五十八『地理志三』西京留守讓府條哀第一八六三頁愛

2 ) 『怨�書』卷一百『裴矩傳』(一九七五年哀北京哀中華書局)哀第三九三二−三九三三頁愛

3 ) 『高麗�』卷二十五『元宗世家一』哀第七八七頁愛

↗4 ) '揭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九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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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卷五十八『地理志三』記載了壤城內箕子�鮮與高句麗��跡：

｢古城基二阿(一箕子時
築阿城內畫區用井田制愛一高麗成宗時
築愛) 箕子墓哀(在府城北

兎山上愛)哀東:王墓哀(在府東南中和境龍山阿俗號「眞珠墓｣愛印仁里坊9祠宇阿高麗以時影御押

阿行祭阿朔�亦令其官行祭愛邑人至今9事輒禱愛世傳東:rJ祠愛)哀乙密臺愛(臺在錦繡山頂阿臺

下層崖之旁愛9永:寺阿卽東:王九梯宮阿內9麒麟窟阿窟南白銀灘愛9巖出沒潮水阿名曰�天石

愛)」

『高麗�』稱£些�跡爲「俗號｣哀｢世傳｣阿書法�在表:其不可信愛如'�
営阿高

麗王�円立之初阿｢壤古都阿荒廢雖久｣阿對於�g高麗���鮮王�時人而言阿£些

「俗號｣哀｢世傳」形成於高麗王�時代愛『高麗�』卷六十三『禮志五』載高麗肅宗七年 (一

一〇二年)：

｢十\壬子朔阿禮部奏：「我國敎�禮義自箕子始阿而不載祀典愛乞求其墳塋立祠以

祭愛」從之愛」

同卷印載肅宗十年 (一一〇五年) 八\甲申阿｢®>祭東:rJ祠阿獻衣Ó｣愛

『高麗�』卷十三『睿宗世家二』載睿宗四年 (一一〇九年) 四\乙酉阿｢®同知樞密院

事許慶阿祭壤木覓東:神祠｣愛

箕子哀高句麗始祖東:阿皆在十二世紀時被�入到高麗王��官方祭祀體系中阿並Ô

隨9相應�立祠舉動愛

『高麗�』卷七十一『樂志二』「西京」條載：

｢西京阿古�鮮卽箕子
封之地愛其民Õ於禮讓阿知U君親上之義阿作此歌言仁恩閏暢

阿以m草木阿雖折敗之柳阿亦9生�也愛」

如上�
営阿高麗円立之初讓�實相爲「蕃人u獵於其閒阿因而·掠邊邑阿爲¼大

矣｣阿未曾「其民Õ於禮讓哀知U君親上之義｣愛然而在高麗王���識形態塑�中阿壤

已經成爲「敎�禮義」之淵藪1)
愛西京壤在蒙哀麗戰爭中�得失阿q一步激發高麗人對

壤��同阿甚至�爲壤民歌也閏滿了「生�｣愛()壤�同阿�鮮�同哀高句麗�同被

賦予了「敎�禮義」�同�內涵愛�鮮王��g『高麗�』時阿已經完 形成了「檀君�

鮮−箕子�鮮−衞滿�鮮−漢四郡−高句麗−高麗」�歷��系2)
愛

一頁愛

↘

1 ) 金光洙�爲高麗以�鮮爲國家�'代阿從敎�論立場重視�鮮���價值阿见「高麗�의高

句麗繼承�識과 古�鮮�識」(『歷�敎育』第四十三輯哀一九八八年哀서울哀歷�敎育硏究

會)愛

2 ) 關於�鮮王�初�五_�修高麗國��黨爭背景與學�背景阿參見楊軍『�鮮王�'��古

��纂』第二違「圍繞『高麗國�』�鬥爭」(二〇一三年哀北京哀社會科學�獻出版社)哀

第五〇−一〇五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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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留守官壤府阿本三�鮮舊都愛�堯戊辰歲阿神人影於檀木之下阿國人立爲君阿

都壤阿號檀君阿是爲'�鮮愛周武王克商阿封箕子於�鮮阿是爲後�鮮愛×四十一代孫

準時阿9燕人衞滿C命阿聚黨千餘人阿來奪準地阿都於王險城 (險一作儉阿卽壤愛) 是爲衞

滿�鮮愛其孫右渠不肯奉詔阿漢武J元封二年阿®將討之阿定爲四郡阿以王險爲樂浪郡愛

高句麗長壽王十五年阿自國內城徙都之愛寶藏王二十七年阿怨羅�武王與�夾攻滅之阿地

Ê入於怨羅愛太祖元年阿以壤荒廢阿量徙鹽哀白哀黃哀海哀鳳諸州民以實之阿爲大都護

府阿�爲西京愛｣1)

上引『高麗�』�歷�敘事以壤爲中心Ø=愛£一歷��系是在接�了�人�觀後

阿經由以『三國�事』爲代表�高麗�籍塑�完成愛£一歷��系�円�隱含著十三世紀

蒙哀麗戰爭中以壤爲「敎�禮義」淵藪哀()�鮮�哀高句麗�再_塑�高麗王�正瓜

性��圖愛

四哀從「�鮮」到「二府七十二國」：

高麗王�「東方一瓜」�歷�溯源

『三國�事』卷一『紀衣』「魏滿�鮮」條以『漢書』卷九十五『�鮮傳』爲�源阿對

衞氏�鮮興衰q行了再敘営愛｢馬韓」條曰：

｢魏志云：「魏滿擊�鮮阿�鮮王準²宮人左右阿越海而南至韓地阿開國號馬韓愛」甄

萱上太祖書云：「昔馬韓先"阿赫世勃興阿於是百濟開國於金馬山愛」崔致Á云：「馬韓阿

麗也愛辰韓阿羅也愛」(本,：據本紀阿則羅先"甲子哀麗後"甲申阿而此云者阿以王準言之耳愛以

此知東:之"阿已幷馬韓而因之矣阿故稱麗爲馬韓愛今人或�金馬山阿以馬韓爲百濟者阿蓋Ù濫也愛

麗地自9馬邑山阿故名馬韓也愛)」

�中「魏志」具體指『三國志』卷三十『東夷傳』阿�鮮王準
稱爲「韓王｣愛甄萱


云阿見於『三國�記』卷五十『甄萱傳』阿爲「謂左右」而言愛崔致Á
云阿見於『三國�

記』卷四十六『崔致Á傳』
載『上太師侍中狀』愛矢木毅�爲將高句麗附會爲馬韓�說法

阿源自『後漢書』卷八十五『東夷傳』中高句麗王宮²馬韓圍攻玄¾郡�記載愛至�代阿

｢高句麗・馬韓說」成爲�Û觀念阿崔致Á�觀念卽來源於此愛高麗旣然以高句麗爲正瓜阿

�在與源自辰韓�怨羅相區別阿自會接�「高句麗・馬韓說｣2)愛

'引『三國�事』本,在高麗王�正瓜性�思想�絡中Å�「高句麗・馬韓說」：「東

:之"阿已幷馬韓而因之矣阿故稱麗爲馬韓愛」由此�円了「�鮮−馬韓−高句麗」�歷

1 ) 『高麗�』卷五十八『地理志三』哀第一八六二−一八六三頁愛

2 ) '揭矢木毅『韓國・�鮮�の系�――民族�識・領域�識の變�をたどる』哀第五八−六

二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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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愛不�如此阿｢�鮮王」南至韓地稱「韓王｣阿�鮮�島北部�民南�阿>得原本孤

立�南部地區也成爲「�鮮�」�演繹場
愛『三國�事』卷一『紀衣』「七十八國」條：

｢(典云：「�鮮之�民阿分爲七十餘國阿皆地方百里愛」後漢書云：「西漢以�鮮舊地

阿初置爲四郡阿後置二府愛法令漸煩阿分爲七十八國阿各萬戶愛」(本,：馬韓在西阿9五十

四小邑阿皆稱國愛辰韓在東阿9十二小邑阿稱國愛卞韓在南阿9十二小邑阿各稱國愛)」

『(典』卷一八五『邊防一』載馬韓哀辰韓哀辨辰「凡七十八國」之說阿然而卻無「�

鮮之�民」�表営愛
謂「�鮮之�民｣阿『三國志』卷三十『東夷傳』載�鮮王準走入海

時9「其左右宮人｣阿『後漢書』卷八十五『東夷傳』載其人數爲「其餘眾數千人｣愛蓋『三

國�事』將『(典』
載「七十八國」視爲「�鮮之�民」
円愛由此阿在『三國�事』

�「�鮮」敘事中阿因「�鮮之�民」在�島南部円立「七十八國｣阿｢�鮮�」�範圍擴

大到 �鮮�島愛

在�島北方阿是「衞滿�鮮−漢四郡−公孫氏」�歷��系愛『三國�事』卷一『紀

衣』「二府」條曰：

｢'漢書：「昭J始元五年己亥阿置二外府愛」謂�鮮舊地<m玄¾郡等爲州都督

府愛臨屯哀樂浪等兩郡之地置東部都尉府愛(本,：私曰：『�鮮傳』則眞番哀玄¾哀臨屯哀樂浪

等四阿今9<無眞番阿蓋一地二名也愛)」

相關記載見於『後漢書』卷八五『東夷傳』阿｢至昭J始元五年阿罷臨屯哀眞番阿以幷

樂浪哀玄¾愛玄¾復徙居句驪愛自單單大領已東阿沃沮哀濊貊悉屬樂浪愛後以境土廣Á阿

復分領東七縣阿置樂浪東部都尉愛」「州都督府」應指東漢末年公孫度自立爲「遼東侯哀

州牧｣1)愛從東漢中六年 (一八九年) 公孫度佔據遼東阿至曹魏景初二年 (二三八年) 公

孫淵被司馬懿攻殺阿公孫氏瓜治遼東哀帶方哀樂浪哀玄¾等郡長X五十年愛公孫淵被魏:

J封爲樂浪公阿後印「自立爲燕王阿置百官9司｣2)愛從�鮮�島�立場來看阿公孫氏爲佔

據�島北部�獨立勢力阿£是『三國�事』將樂浪稱爲「樂浪國」�歷�依據
在愛在

「北帶方」條中阿『三國�事』本,稱樂浪哀帶方二郡阿｢其後僭稱國｣3)愛帶方原爲樂浪郡屬

縣4)
愛｢円安中阿公孫康分屯9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阿®公孫模哀張敞等收集�民阿興兵伐

韓濊阿舊民稍出阿是後倭韓Ê屬帶方愛｣5)「僭稱國」正是對公孫氏割據遼東哀帶方哀樂浪

哀玄¾等郡�描営愛｢衞滿�鮮−漢四郡−公孫氏」是�鮮�島北部'後	續�政治實

1 ) 『三國志』卷八『公孫度傳』哀第二五二頁愛

2 ) 『三國志』卷八『公孫度傳』哀第二五四哀二六〇−二六一頁愛

3 ) 『三國�事』卷一『紀衣』哀第三四頁愛

4 ) 『後漢書』志二十三『郡國志五』哀第三五三〇頁愛

5 ) 『三國志』卷三十『東夷傳』哀第八五一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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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愛

�鮮�島南哀北方�兩條政權沿襲線索阿在魏:J�征伐中被關聯"來愛『三國志』卷

三十『東夷傳』：

｢景初中阿:J密®帶方太守劉昕哀樂浪太守鮮於嗣越海定二郡阿諸韓國臣智加賜邑君

印綬阿其_與邑長愛其俗好衣幘阿下戶詣郡�謁阿皆假衣幘阿自�印綬衣幘千9餘人愛部

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瓜韓國阿分割辰韓八國以與樂浪阿Ì譯轉9衣同阿臣智激韓忿阿攻帶方

郡崎離營愛時太守弓á哀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阿á戰死阿二郡Ê滅韓愛」

魏:J定公孫氏後阿越海定帶方哀樂浪二郡愛因「Ì譯轉9衣同｣阿｢諸韓國」與

二郡發生衝突阿衝突�結果是「滅韓｣愛『三國�事』卷一『紀衣』「南帶方」條曰：

｢曹魏時始置南帶方郡愛(本,：今南原府) 故云：帶方之南阿海水千里阿曰瀚海愛(本

,：後漢円安中阿以馬韓南荒地爲帶方郡阿倭韓Ê屬阿是也愛)」

『三國�事』
謂「曹魏時始置南帶方郡｣阿本,�爲南帶方郡�地�在高麗南原府愛

高麗南原府阿卽瓜一怨羅�南原小京阿爲五京之一愛按『三國�記』卷三十六『雜志第五・

地理』阿

｢南原小京阿本百濟古龍郡阿怨羅幷之愛神�王五年初置小京阿景德王十六年置南原小

京阿今南原府愛｣愛

南原小京Á在漢江以南阿爲�鮮�島西南方中心阿戰略位置十分重�愛『高麗�』卷五

十七『地理志二』言「�高宗詔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愛按『舊�書』卷八十四『劉仁軌

傳』阿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阿代 (王) �度瓜眾｣阿王�度時爲熊津都督愛可知阿�人

「帶方州」地域範圍或可涵蓋�鮮�島西南之地愛

據『三國志』卷三十『東夷傳』阿｢韓在帶方之南阿東西以海爲限｣愛『三國�事』
営

「帶方之南阿海水千里｣阿只能是「滅韓」以後�結果愛｢倭韓Ê屬｣阿本是上引『三國志』

用以表営円安中公孫康初立帶方郡�用語愛『三國�事』本,在「南帶方郡」條下再_引用

阿�在表:曹魏帶方郡�管µ範圍依舊[含倭哀韓愛曹魏
立帶方郡阿其地域範圍5�公

孫氏帶方郡爲大愛£或許是『三國�事』列南哀北帶方郡條目�原因愛

『三國�事』「南帶方」條�£一敘事被『高麗�』卷五十七『地理志二』
��：「南

原府阿本百濟古龍郡愛後漢円安中阿爲帶方郡愛曹魏時阿爲南帶方郡愛」£是『三國�記』

卷三十六『雜志第五・地理』
沒9�內容阿顯然源自『三國�事』�理解愛正因如此阿

在『三國�事』��鮮敘事中阿�島北方�歷�阿因爲「�鮮之�民」円「七十八國」而

	續到�島南方阿再由北方政權 (「南帶方郡」) 將其瓜治範圍囊括到南方阿由此完成 �島

�整體歷��動愛在£一)â中阿因「�鮮−馬韓−高句麗」歷��系�存在阿�鮮��

正瓜性仍然可傳遞到高麗王�愛

高麗王�末年阿趙浚上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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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自�鮮之季阿離爲七十阿合爲三韓愛干戈爛熳而相�阿生民之肝腦塗地者阿歷兩

漢哀三國哀六�哀隋�阿ä于五代而未息愛我太祖�命阿"而拯之阿躬擐甲冑阿櫛風沐雨

阿南征北旆阿始成一瓜阿垂五百年於茲矣愛｣1)

恭讓王元年 (一三八九年)阿恭讓王吿太祖祝�曰：

｢�鮮之季阿國分錙銖阿至七十八阿æ吐强呑阿ç爲三雄阿戰爭不息愛r祖龍興阿天

戈
指阿群盜è阿金傅作賓阿甄萱來庭阿神劍1首阿一瓜以成阿子孫相傳四百五十9七

年愛｣2)

高麗王�末�阿�之此'出現了5:確�「一瓜」�識阿£固然是麗哀鮮之際改�奄

代�需�阿卽需�:確正瓜傳承阿高麗王辛禑「本非王氏阿不可以奉宗祀」被廢殺3)
愛末代

高麗王恭讓王也在「今王昏ê阿君@已失阿人心已去阿不可以爲社稷生靈*」�罪名下被

廢4)
愛但£種「一瓜」�識以「�鮮�」爲開端阿以「七十八國」爲分裂阿以高麗王�爲

「一瓜以成｣阿正與『三國�事』以「�鮮」敘事來塑�高麗王�正瓜性��觀相同愛由此

可見『三國�事』�觀�政治作用與歷�影¯愛

結 論

『三國�事』g営於高麗忠烈王七年 (一二八一年) 至十二年 (一二八六年) 閒阿是當時

高麗王�g�活動�一部分愛此'高麗與蒙古之閒發生了e四十年 (一二三一−一二七三年)

�戰爭阿高麗王�被Ä步�入到蒙古J國�體制中去愛尤其是元宗十年 (一二六九年)阿高麗

視爲歷�傳瓜核心區�西京壤被蒙古佔領設爲東寧府阿高麗王��正瓜性被動搖愛『三國

�事』中�「�鮮」敘事其實隱含著爲高麗王�再塑正瓜性�因素愛

在高麗時人語境中阿｢�鮮」與「卞韓」等地名相對阿�指�島北部地區愛高麗王�'

承泰封國阿將正瓜性上溯至高句麗阿而以怨羅爲「兩國｣愛在『三國�事』�敘事中阿檀君

「�鮮」都城與高麗王畿
在地�一致阿且「�鮮」地處�島北方阿高麗王業
基也在�島

北方�高句麗境內阿經此地域空閒�一致性將高麗王��正瓜性伸展至司馬�
�爲�信

�堯時代愛｢�鮮�」�開端其實是高麗王�正瓜性�開端愛

高麗円立之初阿壤「荒廢｣哀｢蕃人u獵於其閒｣阿地處邊邑之外愛高麗太祖築城阿後

1 ) 『高麗�』卷一百十八『趙浚傳』哀第三六一六頁愛

2 ) 『高麗�』卷四十五『恭讓王世家一』元年十二\癸亥條阿第一三五六頁愛

3 ) 『高麗�』卷四十五『恭讓王世家一』辛昌元年十一\李成桂議阿第一三五一頁愛

4 ) 『高麗�』卷四十六『恭讓王世家二』四年秋七\辛卯阿右侍中裴克廉等白大王妃
云哀第一

四〇九頁愛

『三國�事』�「�鮮」敘事與高麗王�正瓜性之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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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爲西京阿成爲經略北方�重鎭愛在高麗王���識形態塑�中阿因壤之與箕子�鮮�

聯繫而被視爲「敎�禮義」之淵藪愛箕子哀高句麗始祖東:阿皆在十二世紀時被�入到高

麗官方�祭祀體系中阿壤成爲禮儀空閒阿並Ô隨9相應�古跡�定與「立祠」活動愛在

蒙哀麗戰爭中阿西京壤爲高麗門戶阿成爲高麗王�國�之象徵阿高麗時人由此增强壤

�同阿並經由壤�同阿再_强�以壤爲都城��鮮�同與高句麗�同愛

然而阿十二世紀時金富軾已經不敢斷言高麗西京壤爲高句麗都城壤愛除了高句麗

故都壤城哀壤東黃城哀長安城之外阿九世紀瓜一怨羅時代將高句麗北漢山郡哀後世高

麗王�楊州
在地也稱爲壤愛將「�鮮地｣哀衞氏�鮮都城哀漢樂浪郡城哀高句麗都城連

綴"來看作是壤一地阿是�人�觀點愛中國王�對�鮮�島歷��系��識會對高麗王

��現實處境產生重�影¯阿由此成爲高麗王�円�自身歷��範式愛在接�了�人�觀

後阿經由以『三國�事』爲代表�高麗�籍塑�阿�鮮王�初��g『高麗�』時阿已經

形成「檀君�鮮−箕子�鮮−衞滿�鮮−漢四郡−高句麗−高麗」�歷��系愛£一�系

�核心Ø=是壤�同阿特別隱含著高麗在蒙古威壓之下阿以壤「敎�禮義｣哀以對�鮮

m高句麗�繼承阿重塑高麗王�正瓜性��願愛

在『三國�事』�「�鮮」敘事中阿因「�鮮王準」南至韓地稱「韓王｣阿｢�鮮之�

民」在�島南部円立「七十八國｣阿由此�円了「�鮮−馬韓−高句麗」�歷��系阿原本

孤立��島南部地區也被�入到「�鮮�」之中愛�島北方阿則是「衞滿�鮮−漢四郡−

公孫氏」�歷��系愛�鮮�島南哀北兩條政權沿襲線索阿因魏:J收復樂浪哀帶方二郡

「滅韓」而發生重疊愛『三國�事』以曹魏帶方郡爲南帶方郡阿並以瓜一怨羅南原小京哀高

麗王�南原府爲其地�
在阿�爲「帶方之南阿海水千里｣阿｢倭韓Ê屬｣愛因「南帶方郡」

�瓜治範圍囊括�島南方而將整個�島�入同一歷�敘事之中愛

經由『三國�事』以「�鮮」敘事來塑�高麗王�正瓜性阿到高麗王�末�阿已經出

現「東方一瓜」�歷��識愛£一�識以「�鮮�」爲開端阿以「七十八國」爲分裂阿以

高麗王�爲「一瓜以成｣愛£固然是麗哀鮮之際改�奄代�需�阿但也是『三國�事』�觀

�政治作用與歷�影¯�結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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