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禮學)

/ ( ) 

baronne@naver.com

. 

. (存亡繼絶) 

. 

. : , 



(孝) ?  

. 

, 

. (治者) 

.

. 

. , 

, .

“ ‘ [修身之本]’ , 

‘ [理國之源]’ ” 982 6

(960~997) , 

(927~989) (時務)

.  

禮記 , 王制 : 宗廟有不順者, 爲不孝.; 大戴禮記 , 曾子本孝 : 以德從命, 庶人之孝也.; 

曾子事父母 : 諫而不從, 亦非孝也.; 荀子 , 子道 : 入孝出弟, 人之小行也. [ ] 從道不從

君·從義不從父, 人之大行也.

, 僞經 
盂蘭盆經 . 父母恩

重經

( , 大城孝二世父母條 孝 善 , 

30(2009), 68~70 ).

高麗史 卷93, 列傳 卷第6/諸臣/崔承老 : ‘行釋敎者, 修身之本, 行儒敎者, 理國之源.’ 



, 

. 

, 

.

, 

. 8 (1130) 7 , 

“ [崇學育才] ‘ [理國之

本]’ , 

.” .  6 (1380) 5 “(

(祖宗) ) [薰陶], 

.” .

, 10 ‘ ’

, 12 ‘ ’

, 14 ‘

’ . 

, 

修身是來生之資, 理國乃今日之務.

DB(http://db.history.go.kr) , 

DB(https://db.itkc.or.kr) . 中國哲

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 .

禮記 , 大學 : ‘身修’而後家齊, 家齊而後國治, 國治而後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壹是

皆以‘修身’爲本.

高麗史 卷74, 選擧志 2/學校 : 七月, 國子諸生詣闕上書曰, [ ] 國學 [ ] 夫崇學育才, 

乃理國之本, 古之聖賢, 必以是爲先務焉.; 高麗史節要 卷9, 仁宗恭孝大王 仁宗 8年 : 

秋七月. 國學諸生詣闕上書曰, [ ] 國學 [ ] 夫崇學育才, 乃理國之本, 自三代而下, 先王之

政必以是爲先務焉, 蓋知所本也.

高麗史 卷134, 列傳 卷第47/禑王 6年 ; 高麗史節要 卷31, 辛禑(禑王) 6年 : 憲府上

疏曰, ‘我祖宗’皆設書筵, 講論理道, ‘涵養氣質, 薰陶德性, 以爲理國之本.’



, 

. 

, ‘ [理國

家]’ ‘ ’ , ‘ ’ 

.

, (理

學: )

, 

. [國] , 

[家]

.

. 

, ‘ [敬]

, ’ .

‘家’

. ‘家’

大夫 . 

( ) . 

家

. ‘家’

, 

. 棟梁

‘家’ , 

(良人) , 

. ‘家’ 

.

, : ‘



‘ ’ , 

‘ (道)’‘ (德)’

, ‘ ’ . 

‘ ’ 

. 

. , 

‘ ’ (張載, 1020~1077)

.

?’ (切問) , 85(2021), 

73~75 , 91~94 .

, 

. , ‘

, 

’ , 

. , 

, , ‘ [事]’

. “善事父母” , ‘事’ 

‘ ( )’ , [志]

.

, (

, 禮學的 孝 , 93(2021)) 

, 

. 3 [三年喪]

, , ‘

’ ‘ ’ . 

‘ ’ , 

, , 

諡號 ‘孝’ .

, ( , 2020), 408 .



, 

. 

, ( ) . , ‘ ’

, 

, .

, 

, . 

(存亡繼絶) , 

, .

, 

. , 

, ( ) (仁義) . 

. 

‘ ’- ‘ ’- . 

, 

, 

. 

.

, ‘孝治’ . , 

, 



, 

. 

(禮) 

. 

.

. 

, , 

. , “( ) 

, , [言]

, .” , 

. 

. “ ”

( 孝經 , 孝治 :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 戰國策 , 趙策 , <秦攻魏取寧邑>: 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 .). 

( )

. 

. 

.

論語 , 淵 : 淵曰, “請問其目.” 子曰,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禮 , 

( 論語 . 爲政 : 子曰, “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

恥. 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

禮 . ‘

, ’ . 

. 

, 



.

. , 

, .

. 

, . 

. (爵位)

, [建] . 

, (邦國) (公) (侯) (伯) (子)

( , : ‘

?’ (切問) , 

85(2021), 78~82 ).

國朝五禮儀

, 私家禮 . 

, 

. 

, 禮經

. 

, 

古禮

. 唐代 賈公彦 孔穎達 , 

(疏) , 

1 .



(男) (家) .

(天子) . 

(宋) ‘ ’ , 

.  

(藩屛) , 

. 

(晉侯), (魯侯), (齊侯) . ‘ ’

, 

, (鄭伯) (秦伯)

. (東遷: BC.771) 

.  , 

.  

‘ (公)’

. . 

, (楚公) (楚王)

.  

春秋公羊傳 , 隱公 5年 : 諸公者何? 諸侯者何? 天子三公稱公, 王者之後稱公, 其餘大國

稱侯, 小國稱伯 子 男.

白虎通義 , 爵 : 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 公者, 通公正無私之意也. 侯者, 候也, 候逆順也.

鄭 武公( BC.770~BC.744) 秦 襄公( BC.778~BC.766).

, ( , 2020), 118 .

春秋 經文 左傳 , 

[稱王] . 周代

, [豊] [鎬] 周原

邦國

. 楚 吳 越



. 

, 

. (秦) 

.

. 

 

17 (934) .

:

17 (934), 秋 7

[投]. ‘王繼’ , [宗

籍] . 元甫  ( ) 白州

[守] , ( ) ( ) 祀 

. 僚佐 [爵] , 

.

. 子爵

. , 

, 

, 

.

元甫: 元輔 . 親

, 16 8 4 下階 (

).

“守白州” “ ” . ‘守’ 

‘ ’

. ‘ ’

.

高麗史 卷2, 世家 卷第2/太祖 17年(934) : 秋七月, 渤海國世子大光顯, 率衆數萬來投. 



, ‘ [存亡], [繼

絶] ’ . .( ‘ ’

.)

:

, 

[戶]

. 

, . 

( ) , [宗籍]

, 祖先 祀 . 文 武

參佐 爵命 . , ‘

[存亡] 世家 [繼絶] , 

[遠人] [來服] .’ , 

.

.

賜姓名王繼, 附之宗籍. 特授元甫 守白州, 以奉其祀. 賜僚佐爵 軍士田宅, 有差. , 

年表 925 . 高麗

史 卷86, 年表 1/太祖 : 乙酉(925), 上國後唐, 同光三年. 契丹, 天贊四年. 高麗天授八年. 

契丹滅渤海國, 世子大光顯來附.; 高麗史節要 卷1, 太祖神聖大王/太祖 8年 : 十二月. 

契丹滅渤海. [ ] 其世子大光顯及將軍申德 [ ] 等率其餘衆, 前後來奔者數萬戶. 王待之甚

厚, 賜光顯姓名王繼, 附之宗籍, 使奉其祀. 僚佐皆賜爵.

高麗史 卷93, 列傳 卷第6/諸臣/崔承老 : 渤海旣爲丹兵所破, 其世子大光顯等, 以我國

家擧義而興, 領其餘衆數萬戶, 日夜倍道來 . 太祖憫念尤深, 迎待甚厚. 至賜姓名, 又附之宗

籍, 使奉其本國祖先之 祀. 其文武 佐以下, 亦皆優沾爵命. 其‘急於存亡繼絶, 而能使遠人

來服’者, 又如此也.



祖先 祀

“ ” . ‘ ’ 

. (祖) (先), ( ) (祀) 

. , 

. (姓) , 

.  

. (高王: 

1 ) , (大) .

, 

( 姓 = 女+生) . 

, 

( ).

, (唐) ‘ ’ , 

‘ ’ . , 

(1735~1815) , 

‘ ’, [巳(己)]

.  ‘祀( )’ 巳( )

 巳( ), 已( ), 

, 周代 宗廟 儒敎經典 , 

82(2016), 49~50 .

周禮注疏 , 地官司徒 : 以雷鼓鼓神祀.[疏 天神稱祀, 地祇稱祭, 宗廟稱享.]; 玄應(唐), 

一切經音義 : 祠, 祭也, 天祭也. 祀, 地祭也.; 說文解字 , 示部 , <祀>: 祀, 祭無巳也.[段

玉裁 注 析言則祭無巳曰祀, 從巳而釋爲無巳. 此如治曰亂 曰存, 終則有始之義也.]; 

, 殷周代 上帝 周代 , 

95(2016), 24~25 .

, ‘祭’ ‘祀’ 古代人 祭祀樣式 , 46(2010), 11~12 .



己( ) . 

(尸童) , 

.  , (天神) (地祇)

(人鬼) .

, < (大田)>, < (生民)>, < (雲漢)>, <

(維淸)> ‘ ( )’ , < >

‘ (祀)’ . 

, 

.

1) 小雅 , <大田>: 來方 祀, 以其 黑. 與其黍稷, 以享以祀.

2) 大雅 , <生民>: 厥初生民, 時維姜嫄. 生民如何? 克 克祀, 以弗無子.

(1039~1112) < > ( 2 , 

BC.1043~BC.1021) (大田: , )

‘ ’

, (127~200) .  (1130~ 

春秋左傳注疏 卷38, 襄公 28年 : 遂如公,[注 至公所.] 麻 爲尸.[注 爲祭尸.] 

慶 爲上獻.[注 上獻, 先獻者.]; 國語 (韋昭 注) 卷14, 晉語 8 :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

聘, 平公有疾, 韓宣子贊授客館. [ ] 子 曰, “ 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 天也.] 公侯祀百

,[以死勤事, 功施於民者.] 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 親族也.] 今周室少卑,[卑, 微也.] 晉實繼

之,[謂爲盟主 統諸侯也.] 其或者未 夏郊邪?” 宣子以告, 祀夏郊,[爲周祀也.] 董伯爲尸.[董

伯晉大夫. 神不歆非類, 則董伯其 姓乎. 尸, 主也.]; 禮記 , 曾子問 : 卿大夫將爲尸於公, 

受宿矣, 而有齊衰內喪, 則如之何?; 學記 : 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 當其爲尸則弗臣也, 當

其爲師則弗臣也.

詩集傳 卷12, 小雅/北山之什 , <大田>: 曾孫來止, [ ] 以介景福.[成王之來視其穫也, 

則遂 祀四方, 以報其成功.]

毛詩注疏 卷21, 小雅/北山之什 , <大田>: 來方 祀, [ ] 以介景福.[鄭玄 箋 成王之



1200) . ‘ ’ ‘ (精)

’ [賽禱] 

.

< > (姜嫄) , ‘ ’

. “ (克 克祀)”

, (棄)

. . 

, 

. (周族)

. (后稷)

(姬) , 

, .

(毛氏: ~ ) (傳: 毛詩 ) ‘ (敬)’

, ‘ ’ “ (郊 )

[祀] ” . 

(574~648) , “ ( 敬) (恭

祀) .” .  

“ . [ ] , 

來, 則又 祀四方之神, 祈報焉. 陽祀用 牲, 陰祀用 牲.]

詩經集傳 卷5, 小雅/北山之什 , <大田>: 曾孫來止, [ ] 以介景福.[精意以享, 謂之 . 

農夫相告曰, 曾孫來矣. 於是, 與其婦子, 彼南畝之穫者, 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 曾孫之來, 

又 祀四方之神, 而賽禱焉. [ ] 以介景福, 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克 ‘ ’ ‘能 ’ , 克 克祀 ‘ , 

祀 .’ .

毛詩注疏 卷24, 大雅/生民之什 , <生民>: 生民如何? 克 克祀, 以弗無子.[毛傳 , 

敬. 弗, 去也, 去無子, 求有子. 古者必立郊 焉.] [鄭玄 箋 祀郊 之時, 時則有大神之

迹.] [孔穎達 疏 言姜嫄之生此民, 如之何以得生之乎? 乃由姜嫄能 敬 能恭祀於郊 之

神, 以除去無子之疾, 故生之也.]



(先媒: ) . (媒: )

( ) (媒) .” , 

(1832~1893) , 

[祈禳] .  

, 

, .

(祖) [ ] (先) [祀] . 

, 

. ‘ (敬)’ , 

. 

詩經集傳 6, 大雅/生民之什 , <生民>: 厥初生民, 時維后稷.[精意以享, 謂之 . 祀, 

祀郊 也. 弗之言, 也, 無子 求有子也. 古者立郊 , 蓋祭天於郊, 而以先媒配也. 變媒言

者, 神之也.]

省齋集 卷34, 講說雜稿/詩講義發問[丁亥(1887)秋] : 生民詩言, “克 克祀, 以弗無子.” 

‘姜嫄’與‘簡狄’, 皆以祀郊 而生聖子, 此果禮之正而理之常耶? 觀此, 則後世委巷婦女, ‘祈

禳’求嗣之屬, 自不必深 耶

簡狄: 商 子姓 子契 . 玄鳥 契( )

( 史記 , 殷本紀 : 殷契, 母曰簡狄, 有 氏之女, 爲帝 次妃. 三人行浴, 

見玄鳥墮其卵, 簡狄取 之, 因孕生契. 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 帝舜 封于商, 賜姓子氏.). 

(BC.77 BC.6) .

“ 于六宗”( 虞書/舜典 ) . 

(1762~1836) , 

.( 與猶堂全書 第二集 卷22, 尙書古訓 卷1/堯典 上 : 考異

堯本紀 “遂類於上帝, ( ) 辯於群神.” 漢書郊祀志引虞書曰, “望秩于山川,[多‘秩’字] 于

群神.” 考證 漢書郊祀志引書‘ 于六宗’曰“禮記祀典, ‘功施於民則祀之.’ ‘天文日月星辰, 

(民)所照仰也. 地理山川海澤, 所生殖也.’ ( ) 又日月雷風山澤, 易卦六子之尊氣, 所謂六宗也. 

星辰水火溝瀆, 皆六宗之屬也.”[孟康云, “或云, 六宗, 天地間游神.”] 案, 議禮荒亂如此, 

罪大矣.)



, 

.

, “ ” , 

(存亡繼絶) , 

. .

. 

, 

. (杞)

(陳) .  , 

(王道政治) . 

. , 

詩 書

. ( , (孝) 

, 27(2011), 219~220 ).

史記 , 夏本紀 : 湯乃踐天子位, 代夏朝天下. 湯封夏之後, 至周封於杞也.; 殷本紀 : 周

武王崩, 武庚與管叔 蔡叔作亂, 成王命周公誅之, 而立微子於宋, 以續殷後焉.; 禮記 , 樂

記 : 武王克殷反商, 未及下車, 而封黃帝之後於 , 封帝堯之後於祝, 封帝舜之後於陳. 下車, 

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投殷之後於宋.



, ‘ ’ ‘ ’

.

.

經文: 夏 , 項國 . “

?” “齊 (桓公) .” “ ( ) 

?” “ [諱] .” “ ( )

賢者 , 

?” “ , 

[疾始], , [樂終]. 

- 齊 桓公 ( ) ( ) [繼 ] 

[存亡] , 

( ) .”

‘ - ’ ( BC.685~BC.643) ‘

’ , ( 者)

. 

. BC.660 , (衛) (狄)

(懿公) . (遺民)

, ( BC.681~BC.651)

(漕邑) [廬( )] . 

春秋公羊傳 , 僖公 17年 : 經文 夏, 滅項. 傳文 孰滅之? 齊滅之. 曷爲不言齊滅

之? 爲桓公諱也. 春秋爲賢者諱, 此滅人之國, 何賢爾? 君子之惡惡也, 疾始; 善善也, 樂終. 

桓公嘗有繼 存亡之功, 故君子爲之諱也.



2 BC.658 , (楚丘) 

, .

. ‘ ’ ‘ (興

滅國) (繼絶世)’ .

[權] [量] , (車 服 旌  

) ( ) , 修復

, . - 邦國( )

[興滅國: 存亡] ( ) 世 ( ) 

[繼 世: 繼絶] 逸民 擧用 , 下民

.

詩經集傳 卷2, 風 ,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 作于楚 .[衛爲狄所滅, 文公徙居楚丘, 營

立 室, 國人 之, 而作是詩以美之.] [ ] 定之方中, 三章章七句.[按春秋傳, 衛懿公九年冬, 

狄入衛, 懿公, 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 宋桓公, 迎衛之遺民, 渡河而南, 立宣姜子申, 以廬

于漕, 是爲戴公. 是年卒, 立其弟 , 是爲文公. 於是, ‘齊桓公’合諸侯, 以‘城楚丘而遷衛’焉.]; 

春秋左傳 , 閔公 2年(BC.660) : 經文 十有二月, 狄入衛. 傳文 冬十二月, 狄人伐

衛, 衛懿公 , 戰于熒澤 衛師敗績, 遂滅衛. [ ] 及敗, 宋桓公逆諸河, 宵濟. 衛之遺民, 男女七

百有三十人, 益之以共 之民, 爲五千人. 立戴公以廬于曹. [ ] 僖之 [ ] 齊桓公 [ ] 二年

‘(齊桓公)封衛于楚丘, [ ] 衛國忘亡’.; 僖公 2年(BC.658) : 經文 春王正月, 城楚丘. 

傳文 春,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不書, 所會後也.

逸民: 賢士 德 民 .

論語 , 堯曰 : 謹權量 審法度 修廢官, 四方之政行焉. 興滅國 繼 世 逸民, 天下之民

歸心焉. : 論語注疏 卷20 何晏集解注 包(包咸)曰, 權, 秤也. 量, 斗斛. 

孔(孔安國)曰, 重民, 國之本也, 重食, 民之命也, 重喪, 所以盡哀, 重祭, 所以致敬.; 邢昺疏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者, 此下總言二帝三王所行政法也. 權, 秤也. 量, 斗斛

也, 謹飭之使均平. 法度, 謂車 服 旌 之禮儀也, 審察之, 使貴賤有 無 也. 官有廢闕, 

復脩治之, 使無曠也. 如此則四方之政化興行焉. ‘興滅國繼絶世 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 

諸侯之國, 爲人非理滅之者, 復興立之. 賢者當世祀, 爲人非理絶之者, 則求其子孫, 使復繼

之. 節行超逸之民, 居未仕者, 則 用之. 政化若此, 則天下之民歸心焉, 而不離析也. ‘所重

民食喪祭’者, 言帝王所重有此四事, 重民國之本也, 重食民之命也, 重喪所以盡哀, 重祭所以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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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 , 精華 : 齊桓挾賢相之能, 用大國之資, [ ] 至於救邢衛之事, 見‘存亡繼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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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侯力征, [ ] 桓公憂中國之患, 苦夷狄之亂, 欲以‘存亡繼絶’, 崇天子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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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 , 中庸 : 子曰, “ 忠信重祿, 所以勸士也. [ ] 送往迎來, 嘉善而矜不能, 所以柔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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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aper, it was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Hyo(孝: filial piety) ideology 

which was fundamental in Confucianism should be applied comprehensively 

to the general public before enlightenment in the same way as to the ruling 

class from a Confucian ritual perspective. The definition of Hyo(孝) in the ideology 

of Confucianism, which can b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research, is ‘a person who properly has succeeded or will succeed the good 

deeds that one's parents used to perform based on solemn and focused attitude’.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at the notion of inheriting the parents who walked the 

path of cultivating a moral perfection was the notion of commoners during 

the Goryeo dynasty, before Confucianism was popularized by Neo-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Confucian Hyo(孝) ideology of Goryeo Dynasty, 

the Confucian scriptures written during Han and Tang Dynasty and before 

them were extensively referred to. The politicians of Goryeo took Confucianism 

as ‘the foundation of good ruling of a n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Goryeo, 

in King Sungjong(成宗)s decree, he announced that “when one rules a nation 

and a family, one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fundamentals, for whic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Hyo(孝).”

In the ancient Confucianism, the ‘c n-w ng-j -ju (存亡繼絶: reviving a destroyed 

country and continuing died-out descendants) idea’ to preserve a collapsed 

nation and continue stopped public offices was applied to the w ng-d o(王道: 

the poitics by a royal king who rules the world through benevolence(仁) and 

righteousness(義)) ideology. The despensation by Wang Geon, the founder of 

Goryeo, for the descendants of the destroyed Balhae kingdom can b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its practice. The ancestral rituals for the first ancestor and 

following ancestors was one of the notions to inherit as a filial son.

The administrators of Goryeo believed that the foundation of ruling a nation 



was practicing Confucian teachings, and for this, King Sungjong(成宗)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filial acts to sh (士: junior officials) and sh (庶: the descendants 

of the ruling class, who are not government officials yet) who would be ‘the 

pillar of the nation’ in the future. He demanded them that they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Confucian knowledge and character to be a good administrator.

The beginning of the idea of Chung-Hyo(忠孝: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was 

never to urge the people to submit to the state unconditionally and ideologically. 

It was a kind of ideological contract between the family of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supreme ruler. The virtuous cicle of the descendants following the 

great will of their ancestors and inheriting the spirit of their famil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as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 Hyo(孝) ideology, and 

in it, the Chung(忠: loyalty) ideology of all administrators follow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