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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 

———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蔡　艺１，马　莹１，白南燮２

（１．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２．龙仁大学 大学院，京畿道 龙仁市 ４４９７１４）

［摘　要］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
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

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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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荦荦大端，古代
礼仪则是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主要载体。脱胎于

军事和田猎的“射”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不断演化，

至商、西周时期形成了以提高参与者道德修养为

终极目标的射礼。周代射礼有大射、宾射、燕射、

乡射四种，“宾射为重，而大射为大。”［１］大射之所

以为大，是因为其“将祭择士”之使命。“秦汉时

期以后，先秦时期存在的三种射礼统称为大射，赋

予了大射礼复杂的属性。”［２］秦汉以降，大射礼

“考德择士”之特征消亡殆尽，欢愉与尚武的属性

交替呈现。满清一代，大射礼鲜有施行，千年古礼

湮于史河。

朝鲜素以善射自称，武士习射蔚然成风。朝鲜

王朝尊奉儒
$

，效仿中华礼制，大射礼由此东传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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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艺，马　莹，白南燮：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鲜，并成为朝鲜王朝礼典制度中的鼎泰之礼。朝鲜

史书《朝鲜王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承政院

日记》等，都有关于大射礼仪礼节次、器具音乐、冠

冕服饰等方面的详细记载。特别是《大射礼仪轨》

（以下简称《仪轨》），图文并茂地记述了英祖十九

年大射礼的筹划细节与施行过程，成为韩国射礼研

究不可或缺之典籍。韩国文化观光部近年来在景

福宫复行的大射礼祭仪，亦是以《仪轨》作为主要参

照。故此，对《仪轨》所载史料展以分析，不仅能帮

助我们更为贴切地把握大射礼东传朝鲜半岛的历

史脉络，了解大射礼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形态和属

性，更能以史为镜，为我国古代大射礼研究提供新

的史料参考。

　　一　朝鲜时代大射礼的施行

朝鲜半岛与中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文化习

俗也多慕习华风。虽自周以来，朝鲜半岛就受中国

文化之影响，但大射礼之东传却始于朝鲜时代

（１３９２—１９１０年）。李成桂推翻高丽政权建立朝鲜
王朝后，构建了“以儒治国”的发展蓝图，礼乐制度

一遵华制。在吸纳中国礼乐制度的过程中，大射礼

的施行也成为朝鲜君臣热议的话题。太宗代时

（１４００－１４１８），礼曹判书孟思诚进献大射礼仪文与
图，太宗曰：“不可泥古，予当酌古准今而为之。”［３］

世宗代时（１４１８－１４５０），大射礼被编入“军礼”，并
修订了大射礼仪文“射于射坛仪”和“观射于射坛

仪”。世宗代虽明确了大射礼的国礼地位，但没有

实际施行的记录。世祖代（１４５５－１４６８）集贤殿直
提学梁诚之上疏曰：“春秋大射，盖金人承辽俗，于

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此虽非中原之制，

亦藩国之盛事也。我东方雄据海东，自三国至于前

朝，郊天飨帝，无不为之。今固不能悉遵其旧，稍癮

辽、金故事，于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亲幸郊外，行大

射礼，岁以为常。如是则庶几张皇我武，士气亦增，

而自成一国一代之风俗矣。”［４］这段记载不仅说明

世祖二年（１４５６）之前朝鲜
%

未举行过大射礼，亦彰

显出大射礼的欲行之势。

然而，由于世祖弑侄篡位，忙于平复国内动荡

的政治环境，大射礼自是无暇顾及。直到成宗八年

（１４７１年），国运昌盛的朝鲜才首行大射礼。此后，
大射礼间或举行，至英祖四十年大射礼时，共计施

行６次（详见表１）。

表１　朝鲜时代大射礼施行情况详表

序号 在位者 时间 地点

１ 成宗
成宗八年八月三日

明 成化十三年（公元１４７１年）
成均馆

２ 燕山君
燕山八年三月一日

明 弘治十五年（公元１５０２年）
成均馆

３ 燕山君
燕山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明 弘治十八年（公元１５０５年）
庆会楼

４ 中宗
中宗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

明 嘉靖十三年（公元１５３４年）
成均馆

５ 英祖
英祖十九年闰四月七日

清 乾隆八年（公元１７４３年）
成均馆

６ 英祖
英祖四十年二月八日

清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１７６４年）
建明门

从施行情况来看，朝鲜时代大射礼未成规制。

其施行与否不仅取决于执政者的意愿，还受粮食收

成、国家境况甚至是气候条件的影响。《实录》曾记

载燕山君执政时因气候天象原因取消大射礼的史

实。“尹弼商、成俊、李克均、卢公弼启：‘今日虽雨，

成均馆皆沙地，不泥湿，请于明日视学，以行大（射）

礼。’承政院启：‘今太白经天。季秋雷已收声，而大

雷电以风，请停之。恐惧修省，以答天谴。’传曰：

‘季秋雷电，古亦有之。然不可谓非灾而忽之，其停

大礼，只取士。’”［５］亦如《实录》所言，“且如大射

礼，乃盛事，必须年丰、民富，时淳俗美，然后可举。

事不协时则虽行其事，不得其实矣。［６］大射礼作为

彰显国富民强、时淳俗美的盛礼，在兵荒马乱、民生

凋谢之时举行则不合时宜。这也是壬辰倭乱（１５９２
－１５９８年）后，朝鲜百余年间未行大射礼的主要
原因。

　　二　英祖十九年大射礼与《大射礼仪轨》

壬辰倭乱与丙子胡乱后，朝鲜内忧外患、国运

凋敝。经过百余年的调养生息，战争遗留的创伤才

渐被抚平。英祖即位后消除党争、任人唯贤，通过

一系列改革使朝鲜迎来了新的繁盛。时隔百余年

后再度施行大射礼，是英祖励精图治、再创盛世后

对先祖和臣民的历史宣告。正如大射礼后英祖之

感言，“予于今日有三感，一则践圣祖之位，二百年

后能行圣祖之旧礼，一则矢数适符于圣祖故事，一

则予年五十而始行此事，其感尤倍。”［７］２３字里行间

满是对光耀祖宗伟业，复行先祖旧礼的感慨。

正因为大射礼承载着深厚而又独特的历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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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所以在筹备过程中，英祖倾注了超乎其先祖的

关注和心血，大射礼的礼器样式、音乐使用、仪礼节

次等事宜皆由英祖亲自审定。为确保大射礼遵合

古制，礼曹不仅从《实录》中考出成宗、中宗时期的

大射礼仪文，更是详考《大戴礼记》、《开元礼》、《大

明集礼》等中国古代典籍。如“尹天觉持入《五礼

仪》画卷及《大明集礼》考出熊候、决、拾、觯、襎、

乏、?等制度。上曰：‘决、拾制样与时用不同，不便

于射法矣。’”［７］２４“既称大射，则必备大射仪文，当

与名实相副。三代以后，礼乐缺亡，开元礼，与古不

合者多。《国朝五礼仪》则酌古今之宜，可以行于今

者也。”［８］９４

此外，英祖还为大射礼进行了正名。英祖之

前，大射礼在朝鲜史书中虽被载为“大射礼”，但朝

鲜礼典《国朝五礼仪》中只有“射于射坛仪”和“观

射于射坛仪”之条目，并无“大射礼”或“大射仪”之

称谓。英祖二十年颁行的《国朝五礼仪》，“射于射

坛仪”被改为“大射仪”。“吴光运曰：‘今按其篇目

（《国朝五礼仪》），只称‘射于坛’‘观射于坛’，而

无大射之名，一从《五礼仪》，去大字宜矣。’上曰：

‘大射，为天子之礼，若是僭称则不可，而诸侯亦有

大射礼，则谓之大射何伤乎？’”［８］９９“射于射坛仪”

改名为“大射仪”，不仅是正名之举，更是大射礼在

朝鲜王朝礼典制度中地位的提升。

更为重要的是，关于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

施行、陈贺等过程的史料，由礼曹编撰成《大射礼仪

轨》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仪轨》共制作５本，均
为手写本。其中，１本为国王御览，１本保留在英祖
十九年大射礼的举行地成均馆，其余 ３本收入史
库，现保存于首尔大学奎章阁。２００１年，奎章阁出
版了《仪轨》影印本，但未公开发行，只在韩国部分

图书馆供借阅所用。《仪轨》主要包括目录、启辞

秩、仪注秩、甘结秩、物目秩、大射礼记等部分。目

录包含御射礼图、侍射礼图、侍射官赏罚图、大射礼

图解、诸执事官及各差备座目、侍射官名单等内容。

该部分彩绘了御射、侍射、赏罚３个大射礼主要部
分，且附文进行了说明，并对执事官、侍射官的姓

名、身份、座次等信息进行了详细介绍。

启辞秩主要收录了大射礼施行前，官员们所呈

奏请及英祖的批复；仪注秩收录了大射礼仪文以及

同一天进行的出还宫仪、文庙酌献仪、文科试取仪、

武科试取仪、文武科放榜仪等仪式的仪文；甘结秩

主要为兵曹、礼曹所立之文书保证；物目秩记载了

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用具的样式、数量与规格，并附

图样；大射礼记为艺文馆提学元景夏所进大射礼之

贺文。《仪轨》是有史以来东亚地区单独记载大射

礼的唯一古籍，该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英祖十九年

大射礼的仪礼节次、礼器样式、服装音乐、参与人员

等诸多信息，对于还原朝鲜大射礼的详貌、了解大

射礼东国传衍的过程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三　英祖十九年大射礼仪轨构成

朝鲜大射礼并非单独举行，而是效仿周代“考

德择士”之制，与文庙酌献、文武科举等活动融于一

体，实际上是视学取士活动的一部分。关于英祖十

九年闰四月七日视学取士的场景，《实录》如是记

载：“上晓诣太学，行酌献礼，仍御明伦堂，以喜雨观

德，命题试士。时方苦旱，而是夜雨下，所以志喜

也。平朝雨晴，上御下辇台，行大射礼。发乘矢三

获，侍射人密昌君?等三十人。耦射毕，以其中否，

施赏罚有差。以贯革试举子取六十人。考试讫，取

韩光肇、李涣、朴盛源、申晦、金阳泽、崔台衡等六

人，即日放。［８］１００整个视学取士活动按“酌献礼→
试士→大射礼→武举→放榜”的顺序在一天内完
成。就大射礼本身而言，其仪轨通常按“陈设→就
位（会礼）→御射→侍射→赏罚→礼毕”的顺序
进行。

（一）陈设

陈设是指大射礼施行前，乐器、弓矢等用具以

及人员的准备环节，包括张候、陈器、设乐、设位等

内容。具体陈设方法为：“设坛三级，第一坛设御座

位，宝?香案。第二坛设御射位，铺龙纹席紫纯。

第三坛铺白纹席，坛下亦如之，宗亲仪宾、文武侍射

官之上下位也，设桌于坛之东维。御决拾函在一

桌，御弓函在二桌，御矢函在三桌，桌与函红色。又

设二桌于东西阶下，赏弓矢表裹在东桌，罚醴樽、

勺、坫、觯在西桌。襎又在桌西，自东桌而少东?

一，自西桌而少西?五，百官将射位在?之西。立

二红门于庭之东西，轩悬在二门之内。”［７］１７

“设熊候于御座南九十步。候十有八尺，尺用

礼器（尺），布质盝，单革为三。候之一画熊首，环以

云气者三重。二乏在候之东西各十步，二?一在候

之前，一在东乏之前。金一在西乏之前，□一御射
时负候者持之。旗六侍射时获者举之，俱设于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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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司马位在东阶下，上护军一人立决拾函之

前，一人立弓函之前，一人立矢函之前。训练正立

鼓之前，一人立训练正之次，御射取矢官也。二人

立于?之前，酌醴官立马，协律郎执麾立于西阶之

上。
&

仪执笏立于东阶之上，应鼓获者一人执□，
获者一人拾箭，获者四人分立东西乏之前。卫士三

十人紫衣巾在乏前后，宗亲文武百官俱以黑团领在

东西门之外，侍射官在西门之外百官之前。引仪分

引三品以下入门，分东西序立。”［７］２２

因射礼性质与所用之候密切相关，故英祖对候

的规制进行了详考。“射礼
'

节皆遵前礼，而至于

贯革犹有所未尽者。周礼以为王五正（“正”处于

候的中心，是在候首外画正方形的方框。“正”的数

量由射者身份来决定，寓以“志正”之意。）、诸侯三

正、孤卿大夫二正。注曰‘正之言正也，射者内志正

则能中焉。’画五正之候，中朱次白次苍次黄玄居

外。三正损玄黄，二正去白苍而画以朱绿，其外之

广皆居候中三分之一。此则古例似不可废矣。”［７］９６

英祖十九年大射礼御射用熊候，侍射用麋候，侍射

时撤熊候立麋候，并不同时陈设。熊候在熊首外由

内向外依次画朱、白、苍三色之正，麋候则在麋首外

由内向外依次画绿、朱二色之正。礼器尺１尺约０．
３米，１８尺约为５米，因此候是长宽各５米的正方
形。靶心（即候首与“正”所构成的区域）是候的三

分之一，长宽各１．８米左右。熊候为红色，候首所
在区域为白色；麋候为青色，候首所在区域亦为白

色。另据姜信晔先生考证，“１步为周尺的６寸，约
１．２米，因此射坛与候的距离为１２０米。”［９］

（二）就位

“就位”是国王入座，宗亲百官进入射礼场地并

向国王四拜行礼的环节。周代礼制为就位之后行

燕礼，唐代“皇帝射与射坛仪”就位之后行会礼，君

臣酒过三巡候再行射。朝鲜大射礼将这一环节进

行了简化，只保留了“就位”部分。其程序为：“左

通礼跪，启外办鼓吹作，上具翼善冠衮龙袍。将升

坛，轩悬作，鼓吹止，上升座，鐯扇侍卫如常仪，诸扈

卫之官列左右，承□由西阶升坛，序立西南隅，史官
在其后，司禁分立坛下东西，辇舆大旗乘马，仪仗列

马，引仪分引宗亲文武二品以上入就位，侍射官以

爵次序立于西班之前。四拜已，百官回班，相向立，

侍射者出门外?马。”［７］１８

（三）御射

就位之后行御射，国王无耦而射。御射时奏乐

“绎成”，乐章为“思乐泮宫，驾言戾止。以享以祀，

礼仪卒备。既抗大候，弓矢斯张。四候既树，万民

所望。”［１０］乐共七节，第三节时发第一矢，此后每节

发一矢，共发四矢。其仪节如下：“左通礼升西阶

跪，启有司既具射，上护军一人捧决拾函，一人捧弓

函，一人捧矢函立于御射位之东西向。获者持□负
候北向立，骑省郎整齐诸射官于西门外，诸射官?

决拾三矢，左执弓右执第一矢，以耦入就将射位。

大司马自西阶升跪，启命获者去候，少退而进。启

捶?就，降复位，呼训练正捶?三声。一获者在乏

以?应，应者三焉，一获者去候还乏。捧决拾者跪，

启设决拾。遂进决拾，内侍承而进。御左通礼升西

阶，跪请降座，协律郎举麾乐作。上降座，左通礼又

跪请升射位。上升射位，乐止，捧弓者跪，以袂顺左

右，隈上
(

下，左?右执箫以进，上亲揉之。捧矢者

跪，以巾内拂矢而进之，上顺羽调弦。乐作，奏第三

节，典乐告上，于是发第一矢，与乐第四节相应矢

行，启获。进第二矢如初矢行，又启获。进第三矢

如初矢行，启扬。进第四矢如初矢行，启获。获者

三，于是乎，乐第七节而止，护军跪受弓，左通礼跪

请升座。上升座，乐止，护军跪受决拾复于案。”［７］１９

（四）侍射

御射之后为侍射环节，侍射官两人为一耦行

射。侍射用乐亦为“绎成”，但乐章为“于乐泮水，

于伦鼓钟。
'

百卿士，曰皆景从。以燕以祀，矢其

德音。献尔发功，罔有不钦。”［１０］１１８侍射时用乐五

节，乐至第二节发第一矢，此后每节一矢，共四矢。

仪节为：“御射讫，撤熊候张麋候，画麋首环以云气

者二重。大司马及上护军三人及取矢官之预，侍射

者以次移出。?决拾执弓矢随耦就将射位，侍射官

以耦升射席，北向俯伏，兴，又回身相对揖。乐奏第

一节始发矢，中者?，不中者金，中的红旗举，中正

彩旗举。举黄旗者谓上也，举黑旗者谓下也，左则

青旗，右则白旗。取矢官以中矢竖?，矢刻射者名，

?有四窍，以第一矢竖第一窍，余皆仿此。”［７］２０

（五）赏罚

侍射结束后，根据成绩进行赏罚。中者皆有

赏，但中数不同赏物亦不同。“四中表裹，三中裹，

二中弓矢，一中弓。”［７］６７不中者则罚酒行跪，以示诫

勉。“侍射讫，乐止，……（众侍射官）□决拾，右执
弛弓，亦进立坛下。骑省郎以?矢多少序中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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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讫，大司马捧其记，自西阶进当御座前，俯伏读，

请赏中者，罚不中者。骑省郎□东阶上，唱中者职、
姓名，立东阶下西向，不中者立西阶下东向。乐作，

四拜，乐止，颁赏官以次付赏物。……酌醴官以觯

酌酒跪，置于襎，不中者进襎南北向跪，左执弛弓右

执觯，立饮。讫，跪置觯襎下。酌醴官又取觯酌，置

于襎。”［７］２２

（六）礼毕

“礼毕”是赏罚结束后，宗亲及文武百官向国王

行礼退场的环节。其仪节为：“不中者以次饮讫，引

仪分引宗亲文武百官及侍射者俱复北向位。乐作，

四拜，乐止，左右通礼升西阶跪，启礼毕，协律郎举

麾乐作，上还幄次，?吹止，引仪分引文武百

官出。”［７］２２

从仪轨构成来看，英祖十九年大射礼基本沿用

了《国朝五礼仪》中“射于射坛仪”的仪轨，但细节

之处参阅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礼器样式与用乐更

合古制。据韩国学者 考证，朝鲜时代世宗颁

行的“射于射坛仪”和“观射于射坛仪”是参照唐代

“皇帝射于射宫”和“皇帝观射于射宫”的仪文制

成。［１１］将英祖十九年大射礼仪轨与《仪礼》、《大唐

开元礼》（以下简称《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

《大明会典》中的大射礼仪文进行比对，发现其仪轨

构成确与《大唐开元礼》中的“皇帝射于射坛仪”存

同诸多，故可确认朝鲜大射礼主要沿袭了唐代

礼制。

　　四　结语

在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对英祖十九年大射

礼展以分析后，朝鲜大射礼的基本样相得以清晰。

朝鲜王朝在参照《大唐开元礼》“皇帝射于射坛仪”

的基础上，详考中国历代典籍，构建了自身的大射

礼制。从文化层面来看，朝鲜大射礼的施行是中华

礼乐的东国绽放，亦是中华文明的异域放彩。更为

难得的是，朝鲜大射礼遵袭了周代“考德择士”之

制。纵观中国古代大射礼的嬗变轨迹，自汉以后未

有在太学施行之记录，而朝鲜大射礼兼行取士，６
次大射礼中有５次是在泮宫（成均馆）举行，大有
“周礼存鲁”之风。从历史层面来看，虽然朝鲜大射

礼主要参照中华礼制，鲜有本民族之元素，但《大射

礼仪轨》图文并茂地记载了大射礼的仪礼节次、用

具样式等信息，且自成一册，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

价值。而本文亦只是将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仪轨

构成做了较为粗略的再现，其更多细节之处限于篇

幅难以尽述，期望能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同仁挖掘

朝鲜大射礼及《大射礼仪轨》中更为丰富的历史

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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