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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土冠、冠飾看新羅與中國、百濟官品冠服制之關係：

東亞視角下的百濟官品冠服制（三）

摘   要  五至六世紀，新羅出現了繁盛的金冠、金銅冠文化。這一時期，新羅時期
和十六國南北朝交流緊密，在官品冠服上關係也十分密切。中國步搖冠由
步搖冠架與皮質或絲質籠冠或冠帽配套使用，新羅的典型金冠，也是帶冠、
冠飾、冠帽配套使用，最裡層是金質高弁形冠帽，金質鳥翼形的插飾部分
插入冠帽的前立飾部分，最外層則是金質步搖式帶冠。中國出土步搖冠搖
葉中，慕容鮮卑的金步搖飾品多綴飾桃形搖葉，而高句麗的金步搖飾品則
多綴飾圓形搖葉。而在新羅金冠的帶冠和冠飾上，均有步搖花上的搖葉，
韓國學者稱之為“瓔珞”。這種瓔珞的形狀，多為圓形。在新羅出土鎏金
銅冠和銀冠有“羽毛狀”的華麗裝飾，這受到高句麗的影響。百濟和伽耶
出土金銅冠帽中出現白樺皮製內冠和冠帽，在新羅王及王室墓葬出土的白
樺皮製冠帽，並不是只用來陪葬的明器，它們可能就是貴族王室平時日常
所佩戴的冠帽，受到流行於北方民族的樺皮文化的影響。六世紀中葉，典
型的“山”字樹枝形的金冠和金銅冠在新羅消失。從六世紀末到七世紀，
只有在距離新羅首都慶州比較遠的地方墓葬中，出土了少量的、變形的金
銅冠和銅冠。這與七世紀中期以來新羅實行唐朝衣冠制有密切聯繫。

關鍵詞  新羅；金冠；樹枝形立飾；鳥翼形冠飾

  戴衛紅 *

*戴衛紅，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成員。研究方向：魏

晉南北朝史、簡帛學。

一、學術綜述

關 於 新 羅 的 十 七 官 等 制 度， 韓 國、 日 本、
中國學者都有很多的研究。1955 年日本學者曾
野 壽 彥 認 為 新 羅 的 官 位， 在 南 朝 蕭 梁 時 期（ 普
通 二 年，521 年 ） 共 有 六 階： 有 子 賁 旱 支（ 伊
伐湌）、 壹 旱 支（ 伊湌）、 齊 旱 支（ 迊湌）、
謁 旱 支（ 阿湌）、 壹 告 支（ 乙 吉湌）、 奇 貝 旱
支（ 級 伐湌）。 此 後， 官 位 名 稱 逐 漸 增 多。 從
真 興 王 建 立 的 四 塊 碑 文（561－568 年 ） 上 的
扈 從 人 員 官 銜 來 看， 此 時 十 七 等 的 官 階 似 乎 已
經 完 備， 不 過 真 興 王 碑 官 名 總 共 十 二 個， 少 了
後 世 十 七 階 中 的 第 四 階 波 珍湌、 第 六 階 阿湌、

第 十 五 階 大 烏、 第 十 六 階 小 烏、 第 十 七 階 造 位
共五階。 1 1956 年韓國學者金哲埈對高句麗、
新 羅 的 官 階 組 織 的 成 立 過 程 進 行 了 系 統 的 研
究。 2 1959 年，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研究三韓
的 官 品、 官 等 時， 採 用“ 位 階 制 ” 一 詞， 認 為
新 羅 的 位 階 分 為 十 七 等， 其 階 名 都 帶 有 大 小，
無疑受到了高句麗的影響。 3 1997 年，韓國學
者 盧 重 國 將 新 羅 十 七 官 等 制 的 建 立 過 程 與 新 羅
的 國 家 發 展 過 程 聯 繫 起 來 進 行 了 論 述。《 三 國
史記》中記載十七官等是在儒理尼師今九年（西
元 32 年 ） 製 作 而 成 的， 但 這 是 將 後 代 的 事 實
遡 推、 附 會 的， 不 能 直 接 取 信。 關 於 十 七 官 等
制 的 成 立， 應 當 根 據 新 羅 國 家 發 展 的 過 程 來 整
理。 4 2012 年中國學者苗威認為，新羅六部始
稱“ 辰 韓 六 部 ”， 是 在 辰 韓 歷 史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出現的一種新的組合，是新羅歷史的早期階段。
三 世 紀 新 羅 諸 建 國 神 話 傳 說 隨 着 六 部 的 逐 漸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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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而 產 生 的。 新 羅 的“ 十 七 官 等 ” 產 生， 是 在
四世紀末五世紀初，奈勿至實聖二代王之間。 5 
2019 年，高福順通過中國文獻《梁書》《隋書》
與 朝 鮮 半 島 文 獻《 三 國 史 記 》 所 記 載 的 新 羅 初
期 即 辰 韓 時 代 的 官 制 體 系 的 對 比 研 究， 可 以 發
現金富軾《 三國史記 》 於儒理尼師今九年（32
年 ） 記 載 的 新 羅 初 期 十 七 官 等 官 制 體 系， 並 非
為 新 羅 初 期 的 官 制 實 態， 實 為 誤 記 於 新 羅 第 三
代 王 儒 理 尼 師 今 九 年。 在 文 章 中 他 對 比 了 新 羅
後 期 官 制 體 系， 認 為 新 羅 初 期 即 辰 韓 時 代 的 八
官 等 與 新 羅 後 期 的 十 七 官 等 的 官 等 順 序 基 本 一
致， 只 不 過 在 新 羅 初 期 八 官 等 當 中 又 插 入 其 他
新 官 等（ 官 職 ） 而 形 成 金 富 軾 在《 三 國 史 記 》
中 所 記 載 之 完 整 的 十 七 官 等 的 官 制 體 系， 這 表
明 新 羅 國 之 官 制 體 系 承 繼 辰 韓 國（ 新 羅 初 期 ）
的官制體系而來，唯一區別就是官等有所增加，
嬗變為十七官等。 6

對 於 新 羅 的 冠 服 制（ 尤 其 是 前 期 的 ），
文 獻 記 載 並 不 多。 學 術 界 對 新 羅 金 冠 的 研 究 論
文 多 達 百 餘 篇， 主 要 從 兩 個 方 面 進 行 探 討。 第
一， 新 羅 金 冠、 金 銅 冠、 冠 飾 本 身 的 技 法、 工
藝、 分 類 及 源 流。 朴 普 鉉 先 生 發 表 了 系 列 論 文
對 新 羅 樹 枝 形 立 華 飾 冠 的 型 式 進 行 了 分 類， 並
研 究 了 其 型 式 變 遷 的 意 義。 他 認 為 可 以 通 過 樹
枝 形 立 華 飾 冠 的 特 點， 及 其 關 聯 的 系 統 論 和 分
佈論，糾明洛東江流域存在的地方小國的特點，
並 通 過 文 獻 中 出 現 的 官 等 制 度 和 地 方 制 度 分 析
新羅國與地方小國的關係。 7 1996 年，日本學
者 藤 井 和 夫 着 重 研 究 了 新 羅 冠、 冠 帽 的 製 作 技
法，特別是“點打”“蹴雕”花紋的裝飾手法。
藤 井 和 夫 認 為 新 羅 金 冠 從 無 紋 飾 到 有 紋 飾， 從
簡 樸 向 華 麗 變 化， 冠 帶 上 除 用 里 出 技 法 做 出 的
點 打 裝 飾 外， 特 別 引 人 注 意 的 是 蹴 雕 裝 飾 的 增
多。 用 蹴 雕 的 裝 飾 多 在 平 行 線 間 加 波 狀 紋， 這
比 飾 一 條 點 打 裝 飾 的 冠 帶 更 顯 得 豪 華， 冠 帶 更
加 耀 眼 奪 目。 他 總 結 了 這 種 變 化：“ 無 紋 飾 —
一 條 里 出 點 打 紋 飾 — 蹴 雕 波 狀 列 點 紋 — 點 打 風
蹴 雕 波 狀 列 點 紋 — 二 條 里 出 點 打 紋 飾 ”。 他 認
為 新 羅、 伽 耶 對 冠 進 行 華 麗 裝 飾 的 技 法“ 是 受
來 自 高 句 麗 的 影 響 ”。 對 這 種 華 麗 的 羽 狀 裝 飾
為 何 在 新 羅、 伽 耶 並 不 怎 麽 受 歡 迎 的 原 因， 藤

井 和 夫 推 測 因 為 在 新 羅 及 親 新 羅 關 係 的 伽 耶 諸
國 盛 行 的 對 生 樹 枝 狀 立 飾 冠 的 裝 飾 中 不 好 採 用
這種技法。8 李松蘭論述了新羅冠的技術系譜。9 
2007 年，韓國考古學者金炳模在其《金冠的秘
密——韓國古代史和金氏源流考》一書中提出金
冠 的 神 樹 形 狀、 勾 玉 代 表 果 實 的 見 解， 認 為 像
樹 一 樣 的 金 冠 骨 架 來 源 於 騎 馬 民 族 歷 史 上 流 行
的 神 樹 崇 拜， 掛 在 骨 架 上 的 玉 珠 代 表 果 實， 金
冠造形象徵生命的出現和子孫的繁衍。 10 2019
年 林 銀 雅《 新 羅 金 冠 曲 玉 象 徵 內 涵 》 一 文 認 為
金 冠 直 徑 往 往 大 於 人 頭 直 徑， 都 比 較 沉 重， 因
此 新 羅 君 主 可 能 並 不 日 常 佩 戴， 只 有 在 重 要 的
國 家 大 會， 或 是 重 要 的 聚 會 以 及 正 式 的 儀 式 性
的 場 合 才 會 佩 戴。 新 羅 金 冠 塚 中 代 表 帝 王 權 力
的 金 冠 上 的 許 多 曲 玉 應 該 具 有 蠶 神 的 喻 義， 表
達 羽 化 重 生 的 核 心 概 念， 希 望 已 死 去 的 帝 王 獲
得 再 生 的 能 力， 這 與 當 時 新 羅 社 會 非 常 重 視 的
佛 教 輪 迴 思 想 相 通。 最 終， 蠶 龍 源 於 天 文 星 宿
星 象 的 意 味， 古 代 皇 帝 被 認 為 是 天 子， 人 們 認
為 天 子 去 世 是 天 上 的 龍 接 天 子 歸 天， 所 以 這 是
以 玉 龍 象 徵， 天 子 死 後 回 歸 天 上 的 紫 微 垣 的 意
思，這是東亞地區特殊文化符號的象徵意義。 11

第 二， 新 羅 金 冠 與 新 羅 政 治 之 間 的 聯 繫。
李 松 蘭 探 討 了 新 羅 典 型“ 出 ” 字 形 和 鹿 角 形 冠
的 成 立 與 新 羅 國 王、 王 后 進 行 始 祖 廟 祭 祀 的 關
係。12 金載烈探討了五至六世紀新羅慶山地域古
墳出土冠由金銅冠和帽冠（冠飾、冠帽）組成，
由此依次可見新羅金銅冠、冠帽和冠飾的始源、
標 準、 退 化 型 式。 慶 山 地 域 冠 的 所 有 者 可 區 分
為 高 塚 級 大 型 墓 和 中 型 墓 墓 主 人， 高 塚 級 墓 主
人 擁 有 耳 飾、 曲 玉 附 頸 飾、 裝 飾 大 刀 和 帶 金 具
這 一 套 基 本 的 裝 飾 具， 除 此 之 外， 還 有 耳 環、
手 釧、 金 銅 飾 履 和 垂 下 式 胸 飾。 前 者 的 冠 可 能
是 從 新 羅 王 京 處 獲 得， 而 後 者 是 地 域 政 治 體 模
仿王京的裝飾具在當地製作的。13 金正熙將焦點
放 在 定 型 的 新 羅 金 冠 出 現 之 前 的 新 羅 冠 和 當 時
新 羅 政 治 的 變 化 上， 他 認 為 在 新 羅 冠 的 定 型 化
過 程 中， 皇 南 大 塚 南 墳 處 於 重 要 分 期 點 上， 外
部 和 高 句 麗 的 關 係、 內 部 金 氏 王 權 的 加 強， 作
為 當 時 對 新 羅 社 會 和 政 治 產 生 影 響 的 最 大 內、
外 推 動 因 素， 影 響 了 新 羅 冠 和 新 羅 的 政 治。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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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塚南墳出土新羅冠中發現的早期“羽毛形”
銀 質 金 銅 冠 受 到 了 高 句 麗 的 影 響， 反 映 了 訥 祇
麻 立 干 在 位 初 期 高 句 麗 強 大 影 響 力 下 的 政 治 狀
況。 在 地 方 出 土 的 初 期 新 羅 冠 也 顯 示 出 高 句 麗
的強大影響。此後，“樹枝形”立飾逐漸出現，

“樹枝形”或“鹿角”逐漸從鈍角接近“直角”，
而 且 立 飾 的 幅 度 也 逐 漸 變 寬。 皇 南 大 塚 直 角 樹
枝 形 立 飾 新 羅 冠 的 出 現， 體 現 了 為 了 合 併 金 氏
族 團， 確 立 金 氏 王 權 的 神 聖 性 而 做 出 的 努 力。
因 此， 三 個 樹 枝 形 立 飾 的 新 羅 冠 有 可 能 將 金 氏
的 始 祖 神 話 形 象 化。 從 新 羅 式 金 銅 冠 的 創 制 體
現 了 從 受 到 高 句 麗 式 樣 的 影 響， 轉 變 到 推 進 獨
立 化 的 訥 祇 麻 立 干 的 努 力 及 意 志。 新 羅 冠 的 這
一 轉 變， 不 僅 體 現 在 皇 南 大 塚 南 墳 的 冠 上， 在
地 方 出 土 的 冠 中 也 表 現 出 來， 新 羅 王 將 新 羅 式
金 銅 冠 當 做 威 勢 品 賞 賜 給 地 方 首 腦 層， 以 此 控
制地方，並作為自己的支持基礎。 14

中 國 的 學 者， 多 注 意 新 羅 金 冠 飾 和 中 國 步
搖 之 間 的 關 係。 孫 機 先 生 在 1991 年 的 論 文 中
指 出 其 屬 於 金 步 搖 飾 品。 他 通 過 與 國 外 薩 爾 馬
泰 女 王 墓 與 阿 富 汗 席 巴 爾 甘 大 月 氏 墓 出 土 的 金
冠 進 行 比 較 研 究， 指 出 中 國 境 內 的 步 搖 裝 飾 起
源 於 西 方， 隨 着 遊 牧 民 族 的 戰 爭 和 遷 徙 向 東 傳
播，經我國東北又傳播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
孫 機 先 生 還 列 舉 了 大 量 朝 鮮 半 島 和 日 本 列 島 出
土 的 各 類 金 步 搖 飾 品， 證 明 搖 葉 裝 飾 不 但 被 廣
泛 應 用 在 各 類 器 物 上， 還 在 相 當 長 的 時 間 內 廣
泛 流 行 於 整 個 東 北 亞 地 區。 15 而 張 碧 波 也 認 為
新 羅 慶 州 出 土 的“ 附 有 心 葉 形 步 搖 ”“ 圓 形 步
搖 ”“ 步 搖 和 勾 玉 的 數 量 增 多 ” 的 金 冠 與 中 國
的 步 搖 冠 有 着 淵 源 關 係。 天 馬 塚 的 兩 件 冠 飾，
蝶 形、 鳥 翼 形 應 是 鹿 角 形 的 演 變， 而 樹 枝 狀 的
立 飾 已 移 到 金 冠 的 冠 飾 上。 這 說 明 新 羅 慶 州 天
馬 塚 金 冠 及 其 冠 飾 源 自 中 國 的 步 搖 而 又 有 所 變
化。 16 2014 年，徐秉琨也注意到金步搖作為一
種 文 化， 後 來 又 經 東 傳， 在 朝 鮮 半 島 和 日 本 都
有 它 的 蹤 跡。 他 列 舉 了 百 濟 大 邱 洞 出 土 的 步 搖
冠， 冠 的 內 層 有 籠 絡 帽 芯（ 帽 胎 ） 的 十 字 梁 架
存 在， 有 同 於 馮 素 弗 墓 和 朝 陽 王 墳 山 一 號 墓 所
出， 更 能 說 明 慕 容 鮮 卑 一 系 的 這 類 金 步 搖 對 中
國東臨地區的影響。 17

從 目 前 出 土 的 新 羅 金 冠、 金 銅 冠、 銀 冠 以
及 冠 飾 來 看， 其 時 間 多 集 中 在 五 世 紀 初 到 六 世
紀 後 半 期， 出 土 的 七 世 紀 金 屬 冠 目 前 只 有 東 海
湫嚴洞 21 號墓出土的銅冠，以及丹陽下里出土
的 銅 冠。 出 土 地 點 多 集 中 在 新 羅 的 王 京 即 現 在
的 慶 州 地 區， 以 及 周 邊 主 要 地 方 勢 力， 如 現 在
的慶山、大邱等地。本文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
以出土的五至六世紀的新羅金冠、冠飾為中心，
主 要 探 討 這 一 時 期 中 國 步 搖 冠 與 新 羅 金 冠 的 關
係、 新 羅 冠 飾 中 心 葉 形 裝 飾 的 流 變， 白 樺 樹 皮
內 冠 的 使 用， 帶 冠 與 冠 帽、 冠 飾 的 結 合， 以 及
由 此 體 現 的 中 國、 百 濟 與 新 羅 官 品 冠 服 制 度 的
關係。

二、傳世史書、出土文獻中的新羅、
斯羅官品冠服制

關 於 新 羅 的 官 等、 冠 服， 中 國 系 史 書 中 最
早的記載在隋末唐初成書的《梁書》卷五四《諸
夷•新羅傳》中：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其俗呼

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

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

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

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

名，有子賁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告

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

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驪

相類。無文字，刻木為信。語言待百濟而

後通焉。
18

雖 然 以 上 史 料 記 載 了 新 羅 的 官 名 以 及 冠 襦
靴 等 服 飾， 但 其 實 並 沒 有 特 意 涉 及 到 官 員 的 服
色 制 度。《 隋 書 》 卷 八 一《 新 羅 傳 》 載 :“ 其
風 俗、 刑 政、 衣 服 與 高 麗、 百 濟 同 …… 服 色
尚 素。” 19《 舊 唐 書 》 卷 一 九 九 上《 新 羅 傳 》
載 :“其風俗、刑法、衣服與高麗、百濟略同，
而 朝 服 尚 白。” 20《 隋 書 》 和《 舊 唐 書 》 這 兩
則 記 載 基 本 相 同， 只 是 在《 隋 書 》 載“ 服 色 尚
素 ”， 並 不 區 分 是 官 員 和 平 民 之 服 色， 而《 舊
唐 書 》“ 朝 服 尚 白 ” 明 確 涉 及 到 新 羅 官 員 的 服
色制度，不過這種記載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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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羅 國 的 統 治 集 團 是 由 三 姓 王 族 和 六 部 貴
族組成，為鞏固其特權地位，同時以森嚴的“骨
品 制 ” 來 劃 分 血 統 與 身 分 的 階 級 地 位， 達 到 一
定 骨 品 等 級 的， 才 可 以 授 予 一 定 的 官 職，《 三
國 史 記• 新 羅 本 紀 》 載“ 國 人 謂 始 祖 赫 居 世 至
真 德 二 十 八 王， 謂 之 聖 骨； 自 武 烈 至 永， 謂 之
真 骨。 唐 令 狐 澄 新 羅 記 曰， 其 國 王 族 謂 之 第 一
骨， 餘 貴 族 第 二 骨。” 關 於 新 羅 官 員 的 官 等，
《三國史記》卷一《新羅本紀》記載：

儒理尼師今九年（32年）春，改六

部之名，仍賜姓。楊山部為梁部，姓李；

高墟部為沙梁部，姓崔；大樹部為漸梁部

（一云牟梁），姓孫；干珍部為本彼部，

姓鄭；加利部為漢祇部，姓裴；明活部為

習比部，姓薛。又設官有十七等：一伊伐

湌，二伊尺湌，三迎湌，四波珍湌，五大

阿湌，六阿湌，七一吉湌，八沙湌，九級

伐湌，十大奈麻，十一奈麻，十二大舍，

十三小舍，十四吉士，十五大烏，十六小

烏，十七造位。王既定六部，中分為二，

使王女二人，各率部內女子，分朋造黨。

《 三 國 史 記 》 卷 三 八《 職 官 志 上 》 的 記 載
相 差 不 大， 只 不 過 在 對 十 七 官 等 的 名 稱 上 有 音
譯的不同：

儒理王九年，置十七等：一曰伊伐湌

（或云伊罰干，或云干伐，或云角干，或

云角粲，或云舒發翰，或云舒弗邯）；二

曰伊尺湌（或云伊湌）；三曰迊湌（或云

迊判，或云蘇判）；四曰波珍湌（或云海

干，或云破彌干）；五曰大阿湌，從此至

伊伐湌，唯真骨受之，他宗則否；六曰阿

湌（或云阿尺干，或云阿粲），自重阿湌

至四重阿湌；七曰一吉湌（或云乙吉干）；

八曰沙湌（或云薩湌，或云沙干）；九曰

級伐湌（或云級湌，或云及伏干）；十曰

大奈麻（或云大奈末），自重奈麻至九重

奈麻；十一曰奈麻（或云奈末），自重奈

麻至七重奈麻；十二曰大舍（或云韓舍）；

十三曰舍知（或云小舍）；十四曰吉士（或

云稽知，或云吉次）；十五曰大烏（或云

大烏知）；十六曰小烏（或云小烏知）；

十七曰造位（或云先沮知）。

金 富 軾 將 新 羅 十 七 官 等 建 制 時 間 繫 於 新 羅
第三代儒理尼師今九年（32 年）。不過，中國
正 史 最 早 記 述 此 十 七 官 等 的 文 獻 是《 隋 書• 新
羅傳》：

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

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

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

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

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烏，次小烏，

次造位。外有郡縣。

李 延 壽《 北 史• 新 羅 傳 》 中 也 有 相 同 的 記
載，其與《隋書》唯一不同之處，是將《隋書》
的“吉土”記錄為“起士”。對比《隋書》《北
史 》 與《 三 國 史 記 》 所 載 新 羅 十 七 官 等， 其 官
名 只 是 音 譯 時 所 記 詞 尾 的“ 干 ”“湌” 不 同。
而 關 於 新 羅 設 官 十 七 等 的 時 間 和 過 程， 如 前 所
述， 中 韓 日 學 者 如 宮 崎 市 定、 盧 重 國、 高 福 順
等 已 經 指 出， 新 羅 十 七 官 等 的 完 善 是 一 個 循 序
漸進的過程，其制度的形成已經到了五世紀。

據《 三 國 史 記• 色 服 》 載 新 羅 官 服 從 六 世
紀 前 期 至 八 世 紀 中 前 期 屢 有 變 化。 法 興 王 七 年
（520 年 ），“ 春 正 月， 頒 示 律 令， 始 制 百 官
公服，朱紫之制”。具體規定，在《三國史記•
雜志第二•色服》中記載為：

法興王制：自太大角干至大阿湌紫

衣，阿湌至級湌緋衣，並牙笏；大奈麻、

奈麻青衣，大舍至先沮知黃衣。伊湌、迊

湌錦冠，波珍湌、大阿湌衿荷緋冠，上堂

大奈麻、赤位大舍組纓。

關 於 服 飾 顏 色 方 面 規 定 結 合 十 七 等 官 等，
則 一 至 五 等 着 紫 色 衣， 六 級 至 九 等 着 緋 衣 及 牙
笏， 十 級 至 十 一 級 等 着 青 色 衣， 十 二 級 至 十 七
級 着 黃 色 衣。 冠 帽 方 面， 也 同 樣 做 了 規 定，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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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至 三 等 佩 戴 錦 冠， 四 至 五 等 佩 緋 冠。 從《 三
國 史 記 》 的 記 載 來 看， 法 興 王 的 改 革 一 定 程 度
上 受 到 中 國 官 品 冠 服 制 度 的 影 響， 但 是 又 有 所
區別，並沒有完全的照搬。 21

目 前 從 存 留 下 來 的 新 羅 考 古 材 料 看， 如 造
立於 503 年的迎日冷水里碑中，出現了壹干支、
阿干支、 居伐干支、 奈麻； 造立於 524 年的蔚
珍 鳳 坪 碑 中， 出 現 了 太 阿 干 支、 阿 干 支、 一 吉
干 支、 居 伐 干 支、 太 奈 麻、 奈 麻、 小 舍 帝 智、
小烏帝智等； 造立於 561 年的昌寧碑中， 出現
了 一 伐 干、 一 尺 干、 迊 干、 大 阿 干、 阿 尺 干、
一 吉 干、 沙 尺 干、 及 尺 干 等。22 雖 然 其 名 稱 與
傳 世 文 獻 中 的 名 稱 稍 有 出 入， 但 大 體 可 見 十 七
等官等的框架。

而 關 於 官 員 的 冠 服 制， 雖 然 目 前 沒 有 材 料
為 絲、 布、 棉 的 服 飾 出 土， 但 是 從 考 古 出 土 的
金 銅 冠 及 冠 飾， 我 們 得 以 一 窺 五 至 六 世 紀 新 羅
時 期 的 官 品 冠 服 制， 尤 其 是 王 室 及 其 地 方 權 貴
的冠服制度。

三、繪畫、出土材料所見新羅冠及冠飾

（一）《職貢圖》、章懷太子墓壁畫中的新

羅使者冠服

趙 燦 鵬 從 唐 宋 佛 教 文 獻 中 輯 出 梁 元 帝《 職
貢圖》題記佚文三則，分別為魯（虜）、新羅、
白 木 條 三 國 題 記 23。 其 中， 一 條 關 於 新 羅 的，
為唐釋道宣撰《續高僧傳》卷二四《釋慈藏傳》：

案梁《貢職圖》：其新羅國，魏曰斯

盧，宋曰新羅，本東夷辰韓之國矣。
24

清 張 庚 摹 本《 諸 番 職 貢 圖 卷 》 斯 羅 國 使 題
記作：

斯羅國，本東夷辰韓之小國也。魏時

曰新羅，宋時曰斯羅，其實一也。或屬

韓，或屬倭，國王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

年，其王姓募名泰，始使隨百濟奉表獻方

物。其國有城，號曰健年。其俗輿高麗相

類。無文字，刻木為範，言語待百濟而後

通焉。
25

清 摹 本 中 所 載 文 字 比《 梁 書• 新 羅 傳 》 簡
單 得 多， 但 比 後 者 多 出“ 或 屬 韓， 或 屬 倭 ”，
或有所本。

在 蕭 繹《 職 貢 圖 》 唐 閻 立 本 摹 本 和 南 唐
顧 德 謙 摹 本 中， 還 保 存 有 新 羅 國 使 者 的 畫 像，
其 服 飾 與 高 句 麗 使 者 類 似， 皆 着 同 袖 衫、 大 口
袴， 與 清 本 所 言“ 其 俗 與 高 麗 相 類 ” 的 情 況 吻
合（ 圖 1）。 26 根 據 米 婷 婷 的 描 述， 南 唐 本 中
高 句 麗 國 使 者 與 百 濟 國 使 者 皆 着 履， 而 新 羅
國 使 者 着 靴。 從 整 體 上 看， 南 唐 本 新 羅 國 使

圖 1. 梁《職貢圖》南唐本（左）和唐本（右）新羅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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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較 唐 本 顯 得 年 長。 南 唐 本 使 者 可 見 繫 於 下
顎 的 冠 帶， 而 唐 本 使 者 長 髮 垂 直 腰 間， 且 無
固 定 冠 的 帶 子。 就 冠 的 形 制 而 言， 唐 本 使 者
與 南 唐 本 使 者 所 戴 非 常 接 近， 都 呈 扁 平 狀。 27 

在 章 懷 太 子 墓 墓 道 東 壁 上 有 一 幅 六 人 組 成
的“ 客 使 圖 ”（ 圖 2）， 其 中 的 第 五 人， 根 據
王 維 坤 先 生 的 描 述， 頭 戴“ 骨 蘇 冠 ”， 冠 前 方
塗 朱 紅 色， 兩 旁 塗 綠 色， 兩 邊 並 用 雙 帶 繫 於 頜
下。 橢 圓 形 臉 龐， 面 頰 豐 滿， 鬚 眉 清 晰， 朱 唇
小口。身穿大紅領長白袍，鑲紅邊衣襟，寬袖，
兩手置在袖中拱於胸前；腰束白帶，腳穿黃靴。
他 結 合 史 料 分 析， 從 衣 着 服 飾 上 判 斷， 此 人 的
穿 着 與 當 時 的 新 羅 人 服 飾 相 同， 推 定 此 人 可 能
為新羅使者。28

（二）考古材料中所見新羅冠、冠飾

目 前 在 慶 州 地 區 有 19 座 墓、 槨 中 出 土 了
28 件 金 冠 和 鎏 金 銅 冠 即 金 銅 冠， 而 在 慶 州 以
外， 新 羅、 伽 耶 古 墓 中 出 土 鎏 金 銅 冠、 銀 冠，
有 34 座墓、槨，共出土 38 件。

圖 2. 章懷太子墓東“客使圖”（局部）

表一：新羅出土金冠、鎏金銅冠、冠飾情況

出土地點 編年 形態、材質 裝飾、紋樣 高（厘米）

校洞 68 番地古墳 五世紀 金冠 正面及左右有三枝對生樹枝狀立飾及心葉
形步搖

12.8

皇 南 大 塚 南 墳
（男）

五 世 紀 3/4（451－
475 年）

金銅冠 殘存一枝“出”字立飾

金銅冠 三枝“出”字立飾

金銅冠 三枝“出”字立飾

金銅冠 三枝“出”字立飾

金銅冠（殘片） 殘存金銅片

銀冠 羽狀裝飾 17.2

金質冠飾 翼狀 40.6

銀質冠帽 17.0

皇 南 大 塚 北 墳
（女）

五世紀 金冠 三枝出字形樹枝和兩個鹿角形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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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塚 五世紀 金冠 27.5

鎏金銅冠

金質冠帽 17.6

金質冠飾 翼狀 40.8

天馬塚 六世紀 金冠 32.5

鎏金銅冠

金質冠帽 19

金質冠飾 鹿角狀 2

金質冠飾 翼狀 45

瑞鳳塚 六世紀 1/4，520 年 金冠 30.7

金鈴塚 六世紀 金冠 27

皇 吾 里 34 號 墳 第
3 槨

鎏金銅冠

壺杅塚 鎏金銅冠

銀鈴塚 鎏金銅冠

普門里夫婦塚 鎏金銅冠

皇 吾 里 98－3 番
地古墳北槨

鎏金銅冠

皇吾里 16 號墳第 1
槨

鎏金銅冠

皇 吾 里 16 號 墳 第
2 槨

鎏金銅冠

皇 吾 里 16 號 墳 第
4 槨

鎏金銅冠

皇吾里第 32－1 號
墳

鎏金銅冠

皇 吾 里 第 34 號 墳
第 3 槨

五世紀 鎏金銅冠 30.3

皇吾里第 37 號墓 五世紀 銀質冠飾 18.8

皇 吾 里 第 82 號 墳
西槨

鎏金銅冠

皇吾洞 100 番地 1
號墓

五世紀 銀質冠飾 前立飾頂端一個、兩側各一個、兩翼各三
個心葉形裝飾

17

白樺樹皮冠帽

味鄒王陵地區第 7
區第 5 號墳

鎏金銅冠

仁旺洞 A 群第 1 號
墳

鎏金銅冠

義城塔里古墳 1 槨 五世紀 金銅冠 羽狀裝飾 39

義城塔里古墳 2 槨 五世紀 金銅製冠飾 翼狀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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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萊 福 泉 洞 10.11
號墓

五世紀 鎏金銅冠 波狀紋、點列紋、寶珠形、忍冬紋、三葉
紋

21.9

慶山林堂 7A 號墓 五世紀 2/4 金銅冠 “出”字形冠初現期 22

慶山林堂 7C 墓 五世紀 3/4 前 金銅冠 三段“出”字形

慶山林堂 五世紀 銀質冠飾 14.3

大 邱 飛 山 洞 37 號
墓 1 號石室

大金銅冠 三個樹枝形狀的立飾和兩個鹿角裝飾，兩
根窄的金銅板形成拱形並鑲嵌在冠的內
部。

30.3

小金銅冠 三個樹枝形狀的立飾，後面沒有鹿角裝
飾。

大 邱 飛 山 洞 37 號
墓 2 號石室

白 樺 樹 皮 冠 帽
及 殘 存 銀 質 冠
飾

安東枝洞 2 號墓 六世紀 金銅冠 帶冠上有前後左右四枝三段“山”字形立
飾，立飾上沒有瓔珞與勾玉的裝飾；立飾
有點打紋。

21.3

江陵草堂洞 C 地區
1 號墓

五世紀 銀質冠飾兩翼 前立飾缺 29.3

星州星山洞 1 號墓 五世紀 銀 質 冠 飾 前 立
飾

兩翼缺 22.2

其 中， 五 件 典 型 的 金 冠 均 出 土 於 新 羅 王 京
的大型封土塚中。其中，皇南大塚為新羅王陵，
位 於 慶 尚 北 道 慶 州 市 皇 南 洞 大 陵 苑 內， 因 墓 葬
封 土 巨 大 故 名， 又 名 皇 南 洞 98 號 墓。 根 據 墓
葬 形 制 及 出 土 器 物 推 測 墓 主 人 為 新 羅 國 王 及 王
妃 合 葬 墓， 南 墳 時 代 為 四 世 紀 末 五 世 紀 初， 北
墳 時 代 為 五 世 紀 前 半 期。 皇 南 大 塚 南 墳 出 土 文
物 特 別 豐 富、 工 藝 也 十 分 精 湛， 如 玉 蟲 裝 飾 龍
紋 透 彫 金 銅 板， 金 製 瓔 珞， 銀 製 銙 帶， 玉 蟲 裝
飾 銙 帶， 大 刀， 白 樺 樹 皮 冠 帽， 羽 毛 形 銀 質 金
銅冠、金銅帽冠、金冠飾、青銅熨斗，青銅鏡，
鐵 鏃 等 等。 金 正 熙 認 為 以 皇 南 大 塚 南 墳 的 黃 金
工 藝 品 為 標 準， 推 測 墓 主 人 是 新 羅 王 訥 祇 麻 立
干（417－458 在 位 ）。29 在 皇 南 大 塚 南 墳 出
土 的 文 物 中， 由 於 四 件 金 銅 冠 不 完 整， 只 能 推
測 是 接 近 具 備 三 個 三 段 立 式 的 直 角 樹 枝 形 冠。
從 皇 南 大 塚 南 塚 築 造 時 期 看， 立 飾 為“ 出 ” 字
模 樣 的 冠 出 現 了。 而 同 一 時 期 地 方 社 會 出 土 冠
的特徵是沒有鹿角形裝飾、形狀比較小。

天 馬 塚 為 新 羅 墓 葬， 位 於 韓 國 慶 尚 北 道 慶
州 市 皇 南 洞 大 陵 苑 內， 因 墓 葬 出 土 的 白 樺 樹 皮
製 障 泥 上 繪 有 天 馬 裝 飾 紋 樣 得 名。 根 據 墓 葬 形
制 及 出 土 器 物 推 測 墓 主 人 為 新 羅 王 族， 墓 葬 時
代 為 五 世 紀 末 六 世 紀 初。 其 出 土 的 典 型 新 羅 式
金 冠， 圓 形 大 輪 正 面 為 三 個“ 出 ” 字 形 入 式，
後 端 為 兩 道 角 狀 裝 飾。 整 個 金 冠 上 綴 滿 了 曲 玉
和瓔珞，高 32 .5 厘米。另外，天馬塚出土的金
製冠飾，形象化了鳥有力地扇動翅膀的樣子。

瑞 鳳 塚 為 新 羅 墓 葬， 位 於 韓 國 慶 尚 北 道 慶
州市路西洞，1921 年因偶然發現金冠，故稱金
冠 塚， 根 據 墓 葬 形 制 和 出 土 遺 物 等 判 斷 墓 葬 年
代為五世紀末至六世紀初。

金 冠 塚 大 概 是 六 世 紀 初 的 智 證 王（500－
514 年 在 位 ） 前 後 的 國 王 的 墳 墓， 但 墳 墓 的 主
人 究 竟 是 誰 尚 未 探 明。 金 冠 塚 的 圓 形 封 土 堆 直
徑 50 米，高 13 米，出土金冠、金腰帶、耳環、
手 鐲 以 及 馬 具、 武 器、 陶 器 等 文 物， 根 據 金 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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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式 和 用 途 的 不 同 分 為 外 冠 和 內 冠， 刻 上 不 同
的 圖 騰 花 紋。 30 與 慶 州 金 冠 塚 和 瑞 鳳 塚 同 一 時
期 地 方 出 土 的 金 銅 冠， 形 狀 比 較 大， 此 時 也 帶
有鹿角形裝飾。

五 件 新 羅 金 冠 製 作 於 五 至 六 世 紀， 歷 時 約
一 百 年。 從 形 態 上 看， 典 型 的 新 羅 金 冠 將 山 形
的裝飾疊加在一起，即所謂“出”字形的形式，
有 三 段， 如 金 冠 塚、 瑞 鳳 塚、 皇 南 大 塚 金 冠；
或 四 段， 如 金 鈴 塚、 天 馬 塚 金 冠， 後 部 兩 側 各
一 雙 鹿 角 狀 的 裝 飾。 這 一 差 異 反 映 了 金 冠 製 作
時 間 的 先 後。 另 外， 金 冠 上 象 徵 生 命 的 曲 玉 和
象 徵 果 實 的 瓔 珞 數 量 以 及 金 板 上 的 花 紋 也 各 不

圖 3-a. 慶北大學博物館藏慶州皇吾洞 34 號墓出土金銅冠正面
（作者拍攝）

圖 3-b. 慶北大學博物館藏慶州皇吾洞 34 號墓出土金銅冠側面
（作者拍攝）

相 同， 這 也 是 在 金 冠 流 行 時 期 細 節 上 的 不 同，
其 變 化 從 簡 單 到 複 雜， 日 趨 華 麗。 在 五 件 金 冠
中， 唯 獨 金 鈴 塚 金 冠 上 沒 有 勾 玉， 鹿 角 形 狀 的
裝 飾 也 沒 有 做 成 一 枚 金 屬 板， 而 是 另 外 製 作 了
細 部 裝 飾， 貼 在 了 金 冠 上， 這 一 點 非 常 特 別。
藤 井 和 夫 在 研 究 新 羅 金 冠 的 技 藝 和 裝 飾 時， 指
出 皇 南 大 塚 出 土 冠 的 立 飾、 冠 帶 上 的 點 打 裝 飾
是 一 條 列 點 紋； 而 天 馬 塚 金 冠、 瑞 鳳 塚 鎏 金 銅
冠 的 冠 帶 上 由 一 條 列 點 紋 變 為 二 條。 步 搖 和 勾
玉 的 數 量 也 增 多， 趨 向 更 為 華 麗。 從 無 紋 飾 到
有 紋 飾， 從 簡 樸 向 華 麗 變 化， 冠 帶 上 除 用 里 出
技 法 作 出 的 點 打 裝 飾 外， 特 別 引 人 注 意 的 是 蹴
雕 裝 飾 的 增 多。 用 蹴 雕 的 裝 飾 多 在 平 行 線 間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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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狀 紋， 這 比 飾 一 條 點 打 裝 飾 的 冠 帶 更 顯 得 豪
華，冠帶更加耀眼奪目。31 筆者同意這一觀點。
從 金 冠 出 土 年 代、 金 冠 的 圖 案 和 製 作 方 法 看，
其 製 作 順 序 為 皇 南 大 塚 南 墳 金 冠 — 金 冠 塚 金
冠—瑞鳳塚金冠—天馬塚金冠—金鈴塚金冠。

而 直 徑 14 厘 米， 高 12 .8 厘 米 的 校 洞 金
冠， 是 盜 墓 者 在 慶 州 市 校 洞 的 一 個 廢 古 墓 中 盜
掘 後， 於 1972 年 被 發 現 並 沒 收 的 新 羅 時 代 的
金 冠。 從 金 冠 的 形 態 上 看， 正 面 及 左 右 有 三 枝
對 生 樹 枝 狀 立 飾， 各 用 兩 個 鉚 釘 釘 在 冠 帶 上。
正 面 的 立 飾 比 左 右 兩 邊 的 稍 高。 立 飾 下 端 寬，
在 中 間 的 稍 上 方 分 枝， 呈“ 山 ” 字 形， 左 右 分
枝 比 主 幹 稍 短， 呈 向 上 立 起 的 樣 子。 前 端 呈 寶
珠 狀。 在 寶 珠 狀 和 分 枝 的 頂 端 作 出 半 球 形 的 笠
形 座， 附 有 心 葉 形 步 搖。 其 他 部 位 則 附 有 圓 形
步 搖。 冠 帶 上 附 有 圓 形 步 搖， 上 下 兩 行。 學 者
從 金 冠 的 構 成、 技 藝 等 方 面 推 測， 其 大 概 的 年
代 是 五 世 紀。32 與 之 前 所 述 的 五 個 典 型 新 羅 金
冠相比，其形態顯得比較簡單。

慶 北 大 學 博 物 館 藏 慶 州 皇 吾 洞 34 號 墓
出 土 金 銅 冠（ 圖 3）， 也 屬 於 典 型 的 新 羅
金 銅 冠 的 式 樣， 帶 冠 正 面 和 側 面 共 有 三 枝
“ 山 ” 字 形 立 飾， 後 側 方 各 有 一 枝 鹿 角 形
立 飾， 在 立 飾 上 有 瓔 珞 而 無 曲 玉 的 裝 飾。 

慶 北 大 學 博 物 館 還 展 覽 了 另 外 一 個 出
土 於 安 東 枝 洞 2 號 墓 的 金 銅 冠（ 圖 4）， 時
期 為 三 國 時 代 的 六 世 紀。 它 的 材 質 為 鎏 金 銅
冠， 帶 冠 上 有 前 後 左 右 四 枝 三 段“ 山 ” 字 形
立 飾， 立 飾 上 殘 存 很 少 的 瓔 珞， 但 沒 有 見
到 勾 玉 的 裝 飾，“ 山 ” 字 形 的 每 一 豎 劃 上
排 列 兩 排 點 打 紋， 相 較 而 言， 紋 飾 簡 單。 

大 邱 西 區 飛 山 洞 37 號 古 墓 中 心 年 代 從 五
世 紀 中 葉 到 六 世 紀 上 半 葉，1 號 石 室 槨 中 出 土
了 金 銅 冠 兩 個， 琉 璃 頸 飾 金 製 太 環 垂 飾、 銀 製
銙帶等裝飾具，還有三葉環頭大刀、三環頭刀、
鐵 斧， 鐮 刀 等 齒 輪 類、 馬 嚼 子、 馬 鞭 類、 馬 鞭
雲 珠 等 馬 具 和 各 種 土 器 類。2 號 石 室 槨 中 出 土
了 白 樺 樹 皮 製 冠 帽 和 金 銅 製 鳥 翼 形 冠 飾、 金 製

細 環 耳 飾、 銀 製 銙 帶、 金 銅 製 飾 履、 三 葉 環 頭
大刀、三環頭刀、鞍橋等馬具。在第 37 號墓 1
槨 出 土 的 兩 個 金 銅 冠 中， 形 狀 小 的 冠 左 右 沒 有
鹿 角 裝 飾， 立 飾 的 形 態 也 帶 有 古 式 裝 飾。 基 本
型 類 似 於 皇 南 大 塚 南 墳 金 銅 冠。 形 狀 相 對 大 的
一 個 金 銅 冠 有 三 個 樹 枝 形 狀 的 立 飾 和 兩 個 鹿 角
裝 飾， 兩 個 狹 長 的 金 銅 板 形 成 拱 形 並 鑲 嵌 在 冠
的 內 部。 上 面 用 的 是 馬 具 腰 帶 上 所 用 的 金 銅 雲
珠裝飾。

從 出 土 冠 飾 來 看， 皇 吾 洞 100 番 地 1 號
墓 的 銀 製 冠 飾 從 墓 主 頭 部 附 葬 品 的 箱 子 裡 出 土
的， 和 高 弁 狀 的 白 樺 樹 皮 帽 結 合 在 一 起。 與 其
他 出 土 的 兩 翼 狀 冠 飾 相 比， 它 的 前 立 飾 面 較 短
較 寬， 前 立 飾 與 兩 翼 是 一 體 打 造， 兩 翼 與 前 立
飾 插 件 並 不 需 要 鉚 釘 固 定， 前 立 飾 頂 端 一 個、
兩 側 各 一 個、 兩 翼 各 三 個 心 葉 形 裝 飾， 前 立 飾
插 件 下 面 是 為 了 固 定 在 白 樺 樹 皮 冠 帽 上 的 密 密
麻 麻 的 小 眼。 白 樺 樹 皮 冠 帽 上 用 刀 刻 畫 出 菱 形
花 紋， 邊 緣 上 表 現 有 用 細 金 絲 盤 出 的 唐 草 紋，
每道金絲花紋都是連在一起沒有斷開。

四、步搖冠、步搖冠飾與新羅冠、冠飾之關係

中 國 學 者 多 注 意 中 國 步 搖 冠 與 新 羅 冠、 冠
飾 之 間 的 聯 繫， 這 與 十 六 國 南 北 朝 時 期 新 羅 和
中 國 的 緊 密 交 流 相 關。 從 目 前 所 知 的 傳 世 文 獻
看，新羅對中國通交始於遣使向前秦苻堅朝貢。
《 晉 書 》 卷 一 一 三《 苻 堅 載 記 》， 前 秦 苻 堅 建
元十六年（380 年）：

秦征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謀

反……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

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

《 資 治 通 鑑 》 卷 一 〇 四《 晉 紀 》 二 十 六，
孝武帝太元五年（380 年）記為：

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

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遣兵三萬助

北海公重戍薊。諸國皆曰：“吾為天子守

藩，不能從行唐公為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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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晉 書 》 和《 資 治 通 鑑 》 的 記 載 來 看，
“ 薛 羅 ” 即“ 新 羅 ”。 新 羅 在 此 時 期 已 為 十 六
國 所 知， 甚 至 要 向 它 徵 兵 助 逆； 而 新 羅 以 藩 屬
自 居， 謹 守 藩 臣 之 道， 拒 絕 為 逆。 而“ 薛 羅 ”
的 記 載 可 能 更 接 近 當 時 的 實 際 情 況， 存 在 記 載
差 異 的 原 因， 或 因 音 譯 不 同， 或 因 新 羅 本 國 國
號 屢 變。《 三 國 史 記 》 卷 三《 新 羅 本 紀 》 奈 勿
尼 師 今 二 十 六 年（ 晉 孝 武 帝 太 元 六 年， 前 秦 建
元 十 六 年，381 年 ），“ 遣 衛 頭 入 苻 秦， 貢 方
物。 苻 堅 問 衛 頭 曰：‘ 卿 言 海 東 之 事， 與 古 不
同何耶？’答曰：‘亦猶時代變革，名號改易，
今 焉 得 同！’” 而 關 於 前 秦 苻 堅 問 新 羅 國 號 變
更問題，《梁書》卷五四《諸夷•新羅傳》載，
新羅“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
《 三 國 史 記 》 卷 四《 新 羅 本 紀 》 載 智 證 麻 立 干

四年（503 年）冬十月，群臣上言：

“始祖創業已來，國名未定，或稱斯

羅，或稱斯盧，或言新羅。臣等以為新者

德業日新，羅者網羅四方之義，則其為國

號宜矣。又觀自古有國家者，皆稱帝稱

王。自我始祖立國，至今二十二世，但稱

方言，未正尊號，今群臣一意，謹上尊號

新羅國王。”王從之。

從 傳 世 文 獻 來 看， 到 蕭 梁 普 通 二 年（521
年 ） 十 一 月， 新 羅 才 派 使 節 隨 百 濟 國 使 來 到 梁
都 建 康。《 三 國 史 記• 新 羅 本 紀 》 載 法 興 王 八
年（521 年 ），“ 遣 使 於 梁， 貢 方 物。”《 南
史 》 卷 七 九《 夷 貊 下• 新 羅 》 載“ 梁 普 通 二 年
（521 年 ）， 王 姓 募 名 泰， 始 使 隨 百 濟 奉 獻
方 物。” 新 羅 遣 使 南 朝 的 活 動， 中 國 文 獻 記 載
有 五 次， 分 別 是 梁 普 通 二 年， 陳 光 大 二 年、 太
建 二 年、 三 年、 十 年。《 三 國 史 記 》 所 記 新 羅
遣 使 梁、 陳 則 有 法 興 王 八 年（ 梁 普 通 二 年 ），
真 興 王 二 十 七 年（ 陳 天 康 元 年 ）、 二 十 八 年、
二 十 九 年、 三 十 一 年、 三 十 二 年， 真 智 王 三 年
（陳太建十年）共七次，還記載了梁大通年間、
太清三年，陳天嘉六年，梁、陳遣使訪問新羅，
可 知 兩 國 使 節 往 來 至 少 有 十 次 之 多， 其 頻 率 遠
過於新羅與北朝的交往。

（一）中國出土的步搖冠、步搖冠飾

兩 晉 南 北 朝 時 期， 金 步 搖 在 中 原 地 區 十 分
流 行， 成 為 貴 族 男 子、 婦 女 常 戴 的 頭 飾。 到 東
晉 十 六 國 時 期， 在 漢 族 地 區 流 行 的 金 步 搖 成 為
鮮 卑 文 化， 尤 其 是 慕 容 鮮 卑 中 最 富 有 特 色 的 冠
飾。 揚 之 水 已 經 指 出， 流 行 於 南 朝 的 步 搖 花 與
北 朝 步 搖 冠 是 兩 種 飾 物。 33“ 步 搖 ” 之 名 的 文
字 記 載， 最 早 見 於 戰 國 宋 玉 的《 諷 賦 》，“ 主
人 之 女， 翳 承 日 之 華， 披 翠 雲 之 裘， 更 被 白 縠
之 單 衫， 垂 珠 步 搖。” 關 於 步 搖 冠，《 漢 書 》
卷四五《江充傳》載：

初，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

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襌衣，曲裾

圖 4. 慶 北 大 學 博 物 館 藏 安 東 枝 洞 2 號 墓 出 土 六 世 紀 金 銅 冠     
（作者拍攝）  



從出土冠、冠飾看新羅與中國、百濟官品冠服制之關係：東亞視角下的百濟官品冠服制（三）       戴衛紅

歷史考察

932020年•第110期•文化雜誌 RC

後垂交輸，冠襌纚步搖冠，飛翮之纓。充

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

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服 虔 註 曰：“ 冠 襌 纚， 故 行 步 則 搖， 以 鳥
羽作纓也。”34《晉書》卷一〇八《慕容廆載記》
記 載“ 莫 護 跋， 魏 初 率 其 諸 部 入 居 遼 西 …… 時
燕、代多冠步搖冠。”

從 二 十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開 始， 在 慕 容 鮮 卑 活
動 的 遼 西 朝 陽 地 區， 出 土 步 搖 冠 飾 的 鮮 卑 墓 十
餘 座。 其 中，1956－1957 年 間 發 掘 的 遼 寧 北
票房身村晉墓 M2，出土了花樹狀金飾兩件。一
大 一 小， 兩 件 形 狀 相 同。 基 部 長 方 形， 透 雕 雲
紋，周邊滿佈針孔。大的基部四角各有一穿孔，
長 5 .2 厘 米、 寬 4 .5 厘 米， 全 高 28 厘 米， 其
上有 16 條花枝，每個枝條繞四五個小環，一環
綴 一 片 桃 形 金 葉， 繫 孔 於 桃 形 的 圓 端， 即 一 枝
有數片搖葉，枝葉繁茂如花樹。小的長 4 厘米、
寬 3 .5 厘米，全高 14 .5 厘米，上有 12 條分枝，
枝 上 也 有 纏 環 和 桃 形 金 葉。 同 時 還 發 現“ 花 蔓
狀 金 飾 ” 兩 件。 長 條 形 金 片， 上 有 鑽 孔， 鑽 孔
處 繫 有 圓 形 小 金 片 多 枚， 共 存 四 段， 原 物 似 屬

圖 5. 北燕馮素弗墓出土金步搖冠架

兩件。可能是冠上的圍飾，與前項金飾共用的，
最長 28 厘米，最短的 2 .1 厘米。另外還出土了
透 雕 金 飾 兩 件。 一 大 一 小， 皆 方 形 薄 金 片 透 雕
雙 龍 雙 鳳 形， 大 的 四 角 各 有 一 小 穿 孔， 長 寬 各
9 厘 米， 小 的 長 7 .8 厘 米、 寬 7 .6 厘 米。 四 周
和中心十字邊均有鑽孔，上繫花頭狀小圓金片。
發 掘 簡 報 撰 寫 者 陳 大 為 先 生 據 雙 龍 雙 鳳 對 立 的
首 足 姿 勢 看， 認 為 當 是 以 方 形 中 心 對 角 線 為 橫
直， 側 立 為 裝 飾 用 的。 不 過 因 出 土 位 置 不 清，
其 用 法 已 不 詳。 35 對 於 發 掘 報 告 中 的“ 花 蔓 狀
金飾”，徐秉琨先生認為或為籠冠梁架的一段，
或 為 冠 口 接 額 處 的“ 帽 圈 ”（ 冠 箍 ） 的 一 段。
因 而 他 推 測 前 燕 建 國 之 前 的 房 身 2 號 墓 時 期，
步搖冠的組合或者也有籠冠的梁架。 36

1965 年，在遼寧朝陽北票西官營子北燕文
成 帝 馮 跋 的 長 弟 馮 素 弗 墓 中 出 土 一 件 金 步 搖 冠
架（ 圖 5）， 馮 素 弗 葬 於 415 年。 據《 北 燕 馮
素 弗 墓 》 編 者 推 測， 這 件 金 步 搖 冠 架 是 籠 在 某
種 冠 弁 上 的 金 質 花 飾， 而 這 種 冠 弁 原 來 或 是 一
種 合 瓣 作 成 的 皮 弁。 這 件 金 步 搖 冠 架 由 上 面 的
六 枝 形 頂 花 即“ 步 搖 ” 和 下 面 的 籠 冠 梁 架 兩 部
分 結 合 組 成。 梁 架 為 作 十 字 交 叉、 四 面 垂 出 的
兩 條 窄 而 薄 的 條 狀 金 片 組 成， 其 交 叉 點 即 在 合
鈸 形 扁 球 之 下。 其 四 面 垂 出， 即 以 籠 冠。 條 狀
金 片 寬 約 0 .9－1 厘 米、 厚 0 .026 厘 米， 兩 條
長短不等， 分別長約 43 .4 和 35 .2 厘米， 作十
字組合後，平置案上，短者的一端下垂不到底。
此 處 疑 為 正 當 冠 弁 的 前 面， 其 短 缺 的 一 段 疑 為
留出的空缺。 37

1978 年， 朝 陽 王 墳 山 墓 也 出 土 了 一 件 結
構 類 似 馮 素 弗 墓 那 樣 的 步 搖 冠 飾， 徐 秉 琨 先 生
指 出 合 鈸 扁 球 下 的 十 字 梁 架 不 是 兩 長 條 金 片 的
交 叉 疊 合， 而 是 從 一 大 片 金 片 上 剪 出 的 一 整 個
窄 條 形 十 字（ 現 有 斷 裂 ）。 十 字 的 三 端 較 長，
另 一 端 較 短。 38 這 和 馮 素 弗 墓 的 步 搖 冠 十 字 梁
架相同。

從 房 身 2 號 墓、 馮 素 弗 墓、 朝 陽 王 墳 山 墓
出 土 的 這 三 件 步 搖 冠 架 來 推 測， 筆 者 認 同 徐 秉
琨 先 生 的 意 見， 認 為 這 一 時 期 鮮 卑 步 搖 冠 的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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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可 能 都 是 步 搖 冠 架 與 皮 質 或 絲 質 籠 冠 或 冠
帽配套。

1981 年 10 月， 內 蒙 古 烏 蘭 察 布 盟 達 茂 旗
西 河 子 出 土 了 金 製 飾 件 兩 套 共 四 件。 其 中 一 套
的 基 座 為 馬 頭 形， 另 一 套 為 牛 頭 形。 臉 和 角 的
正 面 用 範 澆 鑄， 紋 飾 用 鑲 嵌、 焊 接 等 方 法 附 加
上 去。 它 們 分 別 從 基 座 上 伸 出 分 叉 的 枝 條， 每
個枝條端頭繞一個小環，環上綴一片桃形金葉，
繫 孔 於 桃 形 的 圓 端。 上 方 花 樹 一 般 的 枝 條 表 面
“ 雙 鉤 ” 金 粟， 金 粟 勾 出 的 三 葉 花 內 嵌 寶， 枝
條 之 端 的 圓 環 裡 懸 綴 搖 葉。 牛 頭 形 冠 飾 的 角 由
一根分出二枝，分別插在額頂的兩個孔眼內。39

由 於 牛 頭 樹 枝 狀 鹿 角 和 馬 頭 樹 枝 狀 鹿 角 金 飾
牌， 過 去 沒 有 見 過， 無 法 類 比， 但 與 其 他 地 區
出 土 物 相 比， 對 於 這 兩 套 金 飾 件 的 性 質， 陸 思
賢、 陳 堂 棟 兩 位 學 者 認 為 是“ 步 搖 冠 ” 上 的 裝
飾， 這 一 點 也 為 學 術 界 所 接 受。 而 關 於 這 兩 套

圖 6. 朝陽十二台鄉磚廠墓出土金步搖飾（台 M8713：1）

步搖冠飾的斷代及其所有者，目前還不能確定，
只 能 根 據 同 一 時 期 類 似 出 土 物 類 推 為 北 朝 時 期
的 鮮 卑 貴 族。 一 個 牛 角 的 右 下 部 和 一 個 牛 角 的
右 上 部 的 圓 形 裝 飾， 都 是 斷 裂 失 落 後 另 配 的，
修 補 的 介 面， 用 金 絲 鉚 合。 這 充 分 說 明 了 這 兩
個金冠飾是被葬者生前使用的。

在 1987、1990 年 兩 次 發 掘 中， 朝 陽 縣
十二台鄉磚廠晉墓（台 M8713）出土的金步搖
飾一件（圖 6），高 14 .5 厘米，為花樹狀，由
山 題、 幹 枝、 步 搖 葉 組 成。 山 題 近 矩 形， 中 央
有 豎 形 凸 脊， 兩 側 鏤 雕 出 對 稱 卷 葉 形 紋。 上 緣
主 幹 中 空 作 圭 首 狀， 中 央 鏤 空。 幹 頂 和 兩 側 分
出 六 枝 枝 幹， 每 枝 繞 環 綴 葉， 葉 呈 桃 形， 每 枝
有三個葉片，殘存葉 16 片。另外還出土了一件
獸 形 紋 金 牌 飾， 以 金 片 鏨 壓 出 三 個 站 立 的 半 浮
雕狀獸形紋，上緣兩角各有一繫孔。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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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遼寧朝陽田草溝晉墓出土金步搖飾（M1：05） 圖 8. 遼寧朝陽田草溝晉墓出土金步搖飾（M2：22）

1989 年， 在 遼 寧 朝 陽 田 草 溝 慕 容 鮮 卑 早
期遺存 M1 中出土兩件（ 圖 7）、M2 出土一件
金步搖飾（圖 8），皆為花樹狀，但形制各異。
M1 中還出土了半圓形牌飾、綴葉方形牌飾、雙
龍雙鳳紋牌飾、素面牌方形牌飾各一件。在 M1
中 還 出 土 了 粟 粒 紋 鎖 形 飾 兩 件， 在 M2 人 骨 兩
肩 上 部， 還 出 土 了 素 面 鎖 形 飾。 發 掘 報 告 撰 寫
者 推 測 似 為 步 搖 冠 耳 部 垂 飾。 當 時， 發 掘 整 理
者 便 注 意 到 M1 所 出 步 搖 冠 飾 和 金 牌 飾 不 僅 同
房身村 M2 所出者形制相近，而且數量也相同。
意 味 着 慕 容 鮮 卑 部 在 封 建 化 的 過 程 中 受 中 原 地
區 輿 服 制 度 的 某 些 影 響， 已 在 主 要 金 飾 的 使 用
上形成了某種固定的配套組合關係。41 萬欣便以
參加發掘的田草溝 M1 和 M2 為主要研究對象，
提 出 一 冠 雙 飾 的 釘 綴 方 式， 他 認 為 步 搖 冠 飾 並
非 直 接 插 於 髮 前， 而 是 一 大 一 小 雙 步 搖 飾 一 前
一 後 同 釘 綴 於 冠 的 前 額 部； 另 外， 他 還 注 意 到
M1 和 M2，一個隨葬單步搖，一個隨葬雙步搖，

這 兩 座 墓 隨 葬 的 其 他 金 銀 飾 的 數 量 相 應 也 有 所
差 別， 似 乎 有 配 套 使 用 的 意 義， 這 種 形 式 表 明
的正是等級差別。 42

根 據 江 楠 的 統 計， 金 步 搖 飾 品 主 要 分 佈 在
遼 西 的 朝 陽、 北 票 等 地 以 及 吉 林 省 東 部 的 集 安
地 區， 另 外 在 內 蒙 古 自 治 區 中 東 部、 河 南 省 北
部、山東省以及江蘇省南京地區也有少量發現。
一 共 發 現 金 步 搖 冠 飾 約 三 十 九 件， 綴 飾 搖 葉 的
牌 飾 約 四 十 件， 散 搖 葉 約 三 百 一 十 六 件。 質 地
以 金 質 居 多， 鎏 金 銅 質 次 之， 也 有 少 量 銀 質 和
銅 質 製 品。 43 而 從 內 蒙 古 烏 蘭 察 布 盟 達 茂 旗 西
河 子 出 土 的 馬 頭、 牛 頭 形 鹿 角 金 步 搖， 朝 陽 縣
十二台鄉磚廠晉墓（台 M8713）出土的金步搖
飾、 遼 寧 朝 陽 田 草 溝 晉 墓 出 土 的 金 步 搖 飾 這 六
個 比 較 完 整、 典 型 的 金 步 搖 飾 來 看， 其 山 題 有
兩 種， 一 種 是 動 物 紋 飾， 如 達 茂 旗 的 馬 頭 形、
牛頭形；一種是鏤雕對稱卷葉形紋，多為兩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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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大邱飛山洞第 37 號墳第 1 槨出土金銅冠飾側面

（二）步搖冠和新羅冠的關係

我 們 從 新 羅 金 冠 的 型 式 和 工 藝 特 點， 可 以
看 到 分 別 來 自 步 搖 冠 和 步 搖 花 的 兩 種 影 響。 一
種 是 步 搖 冠 的 組 成。 前 引 徐 秉 琨 先 生 的 文 章 中
提 到， 所 謂“ 百 濟 大 邱 洞 出 土 的 步 搖 冠， 冠 的
內 層 有 籠 絡 帽 芯（ 帽 胎 ） 的 十 字 梁 架 存 在， 有
同 於 馮 素 弗 墓 和 朝 陽 王 墳 山 一 號 墓 所 出 ” 44，
實際是 1923 年 12 月小泉顯夫、野守健對大邱
市的西面，飛山洞古墓群進行調查時，在第 37
號 墓 第 1 槨 中 發 現 的 五 世 紀 中 葉 新 羅 時 代 的 兩
件 金 銅 冠， 其 中 形 狀 相 對 大 的 一 個 金 銅 冠（ 圖
9）。在金銅冠的正面和兩側，都有三段“山”
字 形 樹 枝 形 狀 的 立 飾， 在 它 的 側 後 方 有 兩 個 鹿
角 形 立 飾， 另 外 還 有 兩 個 狹 長 的 金 銅 板 形 成 拱
形 並 鑲 嵌 在 冠 的 內 部。 45 而 這 兩 個 狹 長 的 金 銅
板 形 成 的 拱 形 便 就 是 徐 秉 琨 先 生 所 說 的 帽 芯 的
十字梁架。

孫 機 先 生 在 描 述 這 些 新 羅 金 質 冠 時， 指 出
這 些 冠 上 正 面 居 中 的 樹 木， 枝 柯 多 呈 直 角 對 稱
狀， 很 刻 板， 被 稱 為“ 出 ” 字 形 金 冠。 其 上 除
繫 有 可 搖 動 的 葉 片 外， 還 往 往 有 帶 本 地 特 色 的
勾 玉， 並 在 冠 兩 側 掛 有 垂 飾。 此 外， 由 於 朝 鮮
原 來 還 有 民 族 形 式 的 鳥 羽 冠， 為 了 保 持 固 有 傳
統， 遂 再 製 一 鳥 羽 冠 戴 在 步 搖 冠 內， 使 金 冠 形
成 內（ 鳥 羽 冠 ）、 外（ 步 搖 冠 ） 兩 層。 這 樣，
就無需裝在內層構成冠頂的那類框架了。46

從 遼 寧 朝 陽 田 草 溝 慕 容 鮮 卑 早 期 遺 存 M1
中 出 土 的 粟 粒 紋 鎖 形 飾 和 M2 人 骨 兩 肩 上 部 出
土 的 素 面 鎖 形 飾 推 測， 中 國 的 步 搖 冠 耳 部 也 可
能 有 垂 飾。 另 外， 典 型 的 新 羅 金 冠， 從 其 最 初
的 出 土 形 式 來 看， 是 帶 冠、 冠 飾、 冠 帽 配 套 使
用。 圖 10 為 1920 年 慶 州 金 冠 塚 中 金 冠 的 擺
放 樣 貌 以 及 組 合 方 式。 47 我 們 可 以 很 清 晰 地 看
到， 金 冠 從 墓 主 人 的 頭 部 出 土， 安 葬 時， 金 冠
應 該 是 佩 戴 在 墓 主 人 的 頭 上。 最 裡 層 是 金 質 高
弁 形 冠 帽， 金 質 鳥 翼 形 的 插 飾 部 分 插 入 冠 帽 的
前 立 飾 部 分， 最 外 層 則 是 金 質 步 搖 式 帶 冠（ 圖
11）。 這 一 點 在 梁 山 夫 婦 塚 出 土 的 金 冠 中 也 看
得很清楚（圖 12）。 48

冠 帽 和 帶 冠 之 間 是 否 連 接 呢？ 仔 細 觀 察 金
冠 塚 中 的 高 弁 形 冠 帽 左 側， 在 最 邊 緣 處， 從 前
至後比較均勻地排列着 21 個小孔眼，推測右側
也 是 對 稱 排 列 孔 眼； 皇 南 大 塚 南 墳 出 土 的 銀 質
冠帽的右側邊緣的中段有 13 個細小孔眼，後段
有 11 個細小孔眼，好似用來鉚合。而天馬塚中
的 高 弁 形 冠 帽， 其 前 後 沒 有 可 連 接 的 孔 眼， 只
有 兩 側 中、 後 段 有 上 下 兩 排 各 三 個 孔 眼， 更 像
是 為 了 繫 纓 的 孔 眼， 而 不 是 與 步 搖 式 帶 冠 連 接
的 卯 眼。 筆 者 目 前 還 不 能 確 認 高 弁 式 冠 帽 與 步
搖 式 帶 冠 是 單 獨 使 用， 還 是 二 者 相 鉚 合 連 接 使
用。 如 果 二 者 不 連 接， 金 冠 組 合 中 的 高 弁 形 冠
帽 在 平 時 就 可 以 單 獨 佩 戴， 這 一 點 在 新 羅 金 鈴
塚墓主人頭部附近發現的土俑上便可以見到。49

在墓主人頭部共發現土俑兩個（圖 13），從其
服 飾 來 看， 學 術 界 將 其 分 為 主 人 和 僕 人 土 俑，
其中主人土俑高 23 .4 厘米，頭部佩戴的便是這
種高弁式冠帽，在下頜處結纓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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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慶州金冠塚出土情況線描圖

圖 11-a. 慶州金冠塚出土金冠（帶冠、冠飾、冠帽組合使用） 圖 11-b. 慶州金冠塚出土金冠（帶冠、冠飾、冠帽組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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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 州 潘南 面新 村里 9 號 墳 乙甕棺 出 土的
百濟金銅冠帽（圖 14），也是由帽冠和帶冠組
成， 這 與 典 型 的 百 濟 金 銅 冠 單 獨 出 土 不 同， 有
的 學 者 指 出 這 受 到 了 馬 韓 的 影 響。 其 帶 冠 的 樣
式 與 新 羅 帶 冠 的 樣 式 各 有 異 同， 只 有 三 個 矮 小
但 較 寬 的 花 樹 狀 立 飾， 金 銅 冠 帽 後 面 內 部 橫 向
固定着一根鐵絲，扭折後分別從兩側伸出一段，
可 插 在 帶 冠 的 後 部 兩 側， 起 連 接 和 固 定 帶 冠 的
作 用。 這 一 連 接 方 式 與 新 羅 金 冠 的 組 合 不 太 相
同。 尹 世 英 文 章 認 為 佩 戴 羅 州 潘 南 面 新 村 里 9
號 墓 乙 棺 出 土 的 由 內 冠 和 外 冠 組 合 而 成 的 金 銅
冠的話，會給活動着的人帶來很大的不便。 50

（三）搖葉飾片

中 國 出 土 的 步 搖 冠 搖 葉 中， 慕 容 鮮 卑 的 金
步 搖 飾 品 多 綴 飾 桃 形 搖 葉， 而 高 句 麗 的 金 步 搖
飾 品 則 多 綴 飾 圓 形 搖 葉。 高 句 麗 銅 冠 上 有 鏤 空
鎏 金 飾 片、 綴 有 葉 片 的 鎏 金 銅 紐 絲 環 等 技 術，

有 學 者 認 為“ 很 可 能 是 從 中 原 輸 入 的， 或 者 是
仿製中原的” 51。

而 在 新 羅 金 冠 的 帶 冠 和 冠 飾 上， 都 可 以 看
到步搖花上的搖葉，韓國學者稱之為“瓔珞”。
這 種 瓔 珞 的 形 狀， 多 為 圓 形。 在 慶 州 皇 南 大 塚
的 金 製 冠 飾 上， 用 金 銅 絲 纏 繞 圓 形 搖 葉 飾 片 從
立 飾 表 面 穿 過， 而 在 金 冠 塚 和 天 馬 塚 出 土 的 金
製 冠 飾 中， 圓 形 搖 葉 飾 片 用 金 絲 纏 繞 懸 掛 在 鳥
翼 立 飾 的 兩 翼 以 及 前 立 飾 的 鏤 雕 圖 案 之 上。 承
載 搖 葉 飾 片 的 除 了 金 冠 的 冠 飾 和 帶 冠 外， 其 載
體 的 內 容 也 越 來 越 豐 富 了， 在 百 濟、 新 羅 出 土
的 耳 飾、 帶 飾、 牌 飾、 馬 具、 履 上 都 可 見 到 圓
形或心形搖葉飾片。

而 這 種 心 葉 形 紋 在 新 羅 最 早 的 先 例 是 在 金
冠 塚 金 帽 冠 上， 之 後 出 現 在 上 面 所 述 的 金 冠 塚
和 天 馬 塚 冠 飾 的 鏤 雕 圖 案 中。 此 後 出 現 在 皇 吾
洞 100 號番地 1 號墓的冠飾上， 心葉形的最末

圖 12-a. 梁山夫婦塚出土金冠（帶冠、冠飾、冠帽組合使用） 圖 12-b. 梁山夫婦塚出土金冠（帶冠、冠飾、冠帽組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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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新羅金鈴塚墓主人頭部附近發現的主人土俑

端 製 作 出 尖 銳 的 形 狀， 做 成 了 變 形 的 形 狀。 這
一 圖 案 在 百 濟 的 六 至 七 世 紀 時 期 的 金 製 品 中 是
非 常 流 行 的， 即 心 形 紋 的 變 形。 在 扶 餘 陵 山 里
陵安谷 36 號墓、扶餘河皇里古墓等出土的百濟
銀花冠式上，可以看到這樣的心葉形鏤空圖案。
這個紋樣流傳到統一新羅初期，之後就消失了。

在 慶 山 林 堂、 慶 州 皇 吾 里 37 號 墓、 江 陵
草 堂 洞 C 地 區 1 號 墓、 星 州 星 山 洞 1 號 墓 出 土

的銀質冠飾，都是素面，沒有鏤雕的逆心花紋，
也沒有金銅絲纏繞懸掛的瓔珞搖葉。

五、新羅冠飾中的羽毛狀裝飾、白樺皮製冠帽

（一）羽毛狀裝飾

在 集 安 縣 封 土 墳 出 土 的 鎏 金 冠 飾、 集 安 洞
溝 古 墓 群 禹 山 墓 區 JY3105 號 墓 出 土 的 鎏 金 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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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上， 都 使 用 了 羽 毛 狀 裝 飾。 皇 南 大 塚 南 墳 出
土 的 鎏 金 銅 冠 和 銀 冠 有“ 羽 狀 ” 的 華 麗 裝 飾，
使 用 了 將 立 飾 邊 緣 切 成 細 條， 然 後 將 這 些 細 條
擰 成 羽 狀 的 技 法。 這 種 羽 狀 裝 飾 能 從 各 個 角 度
折 射 光 線， 使 冠 輝 煌 耀 眼。 藤 井 和 夫 認 為 這 種
技 法 在 新 羅、 伽 耶 流 行 是 受 來 自 高 句 麗 的 影
響。 52 筆 者 同 意 這 一 觀 點。 金 正 熙 也 認 為“ 羽
毛 形 ” 銀 質 金 銅 冠 受 到 了 高 句 麗 的 影 響， 反 映
了 訥 祇 麻 立 干 在 位 初 期 高 句 麗 強 大 影 響 力 下 的
政 治 狀 況。 在 地 方 出 土 的 初 期 新 羅 冠 也 顯 示 出
高 句 麗 的 強 大 影 響。 53 皇 南 大 塚 北 墳 出 土 的 鎏
金 銅 冠 片、 金 冠 塚 出 土 的 鎏 金 銅 冠 飾、 金 鈴 塚
出 土 的 鎏 金 銅 冠 飾 上 也 可 以 見 到。 伽 耶 地 區，
義 城 塔 里 古 墳 第 1 墓 槨 出 土 的 鎏 金 銅 冠、 大 邱
飛 山 洞 第 37 號 墳 第 2 石 室 出 土 的 鎏 金 銅 冠 飾
上也有這種裝飾。

（二）白樺皮製內冠、冠帽

在 瑞 山 富 長 里 5 號 墓 出 土 的 百 濟 漢 城 時 期
五世紀中的金銅冠，內飾白樺樹皮。尹世英《對
古 墳 出 土 冠 帽 類 的 異 論 》 在 論 述 伽 耶 梁 山 夫 婦
塚 中 的 白 樺 樹 皮 製 冠 帽 時， 認 為 考 慮 到 白 樺 樹
皮 的 堅 固 性、 忍 久 性、 縮 小 性， 只 能 用 一 次，
很難把它看成是生存時的冠。並不是生前所戴，
而 是 死 後 為 陪 葬 製 作 的 陪 葬 品。 54 針 對 這 一 觀

圖 14. 羅州潘南面新村里 9 號墳乙甕棺出土金銅冠帽和金銅飾履

點， 筆 者 在《 百 濟 與 中 古 中 國 官 品 冠 服 制 的 比
較研究：東亞視角下的百濟官品冠服制（二）》
中 認 為 從 歷 史 上 東 北 民 族 的 生 活 習 性 來 看， 早
在 南 北 朝 時 期， 便 有 王 朝 的 史 書 記 載 他 們 使 用
白 樺 樹 皮 的 情 況， 實 際 的 使 用 時 間 可 能 更 早。
百 濟 王 室 和 官 僚 階 層 使 用 白 樺 樹 皮 來 做 金 銅 冠
帽 的 內 襯， 並 不 是 因 陋 就 簡， 或 者 因 為 是 陪 葬
品， 而 是 因 物 制 宜。 這 一 點 和 中 國 使 用 竹 子 來
製作冠的骨架以及白筆的主幹，如出一轍。 55

考 古 資 料 證 明， 早 在 三 千 年 前， 中 國 北 方
少 數 民 族 就 已 使 用 樺 皮 製 品。 在 黑 龍 江 省 寧 安
縣 鏡 泊 湖 南 端 的 鶯 歌 嶺 原 始 遺 址 的 1 號 房 址 出
土 了 大 量 樺 樹 皮 器 皿。 考 古 學 家 推 測 它 的 用 途
有 二：（1） 用 作 器 皿；（2） 鋪 蓋 屋 頂。 據
碳 14 年 代 測 定， 其 距 今 為 2 ,985±10 年。 56 
1982—1984 年， 黑 龍 江 省 考 古 隊 連 續 三 年
對 距 肇 東 縣 城 45 公 里 處 發 現 的 一 群 古 墓 葬 進
行 挖 掘， 在 少 數 墓 葬 中 發 現 了 樺 樹 皮 葬 具，
經 測 定 這 是 一 組 青 銅 時 代 的 古 墓 葬， 距 今 為
2 ,460±75 年，相當於戰國時期。

1959 年 呼 倫 貝 爾 盟 滿 洲 里 市 扎 賚 諾 爾 發
現 的 漢 代 鮮 卑 墓 中， 曾 出 土 四 件 樺 皮 器 皿。 57 
1960 年扎賚諾爾漢墓中，又發現多種樺木、樺
皮 製 作 的 器 皿。 這 種 使 用 樺 木、 樺 皮 製 作 器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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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慶州金冠塚出土的白樺樹皮冠帽殘片

的生活習性，一直在生活在北方的古代民族（如
鮮 卑、 契 丹、 女 真 ） 中 流 傳， 58 在 呼 倫 貝 爾 盟
白 辛 墓 和 興 安 盟 科 右 中 旗 巴 扎 嘎 墓 中 出 土 了 遼
代 北 方 少 數 民 族 使 用 過 的 樺 樹 皮 器 皿 殘 件。
1973 年 6 月， 黑 龍 江 省 博 物 館 在 綏 濱 縣 中 興

圖 16. 金鈴塚中的白樺樹皮彩畫冠帽

圖 17. 飾履塚中的白樺皮冠帽 

鄉 東 北 發 現 並 挖 掘 了 一 處 金 代 墓 葬， 出 土 了 一
件 樺 皮 桶。 清 代 學 者 方 承 觀 在《 卜 魁 風 土 記 》
中記載鄂倫春，“地產樺，冠履皆以樺皮為之，
無 馬 多 鹿 ” 59， 現 代 民 族 如 滿 族、 鄂 溫 克、 錫
伯 族、 赫 哲 族、 達 斡 爾 族、 鄂 倫 春 族、 蒙 古 民
族 等 都 有 過 使 用 樺 樹 皮 製 作 各 種 器 具 的 歷 史。
用 樺 樹 皮 做 夏 天 的 帽 子 也 是 比 較 普 遍 的， 赫 哲
族 樺 皮 帽， 呈 斗 笠 形， 帽 頂 及 帽 邊 貼 有 樺 皮 剪
刻 的 雲 卷 紋， 中 間 貼 有 六 條 花 紋。 赫 哲 人 把 樺
樹 皮 帽 叫“ 保 如 ”， 鄂 溫 克 人 把 樺 皮 帽 叫“ 阿
貢”，夏季用來遮陽避雨。

另 外， 在 俄 羅 斯 的 西 伯 利 亞 地 區 的 考 古 發
掘 中 也 發 現 了 大 量 的 樺 樹 皮 製 品。 在 俄 羅 斯 後
貝 加 爾 東 部 地 區 的 布 林 霍 圖 伊 文 化 中 發 現 了 以
樺 皮 器 作 為 隨 葬 品 的 現 象， 在 俄 羅 斯 聯 邦 遠 東
的一些遺址中發現了許多樺樹皮製品的殘片。60

慶 州 金 冠 塚 中 出 土 了 白 樺 樹 皮 製 冠 帽（ 圖
15） 61、 金 鈴 塚 中 出 土 了 白 樺 樹 皮 彩 畫 冠 帽
（ 圖 16） 62、 飾 履 塚 中 發 現 了 白 樺 皮 冠 帽（ 圖
17）、 大 邱 飛 山 洞 第 37 號 墳 第 2 槨 出 土 白 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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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皮冠帽（圖 18）。 63 皇吾洞 100 番地 1 號墓
中 與 銀 製 冠 飾 一 起 出 土 的， 還 有 高 弁 狀 的 白 樺
樹皮帽。白樺樹皮冠帽上用刀刻畫出菱形花紋，
邊 緣 上 表 現 有 用 細 金 絲 盤 出 的 唐 草 紋， 每 道 金
絲 花 紋 都 是 連 在 一 起 的， 沒 有 斷 開。 曲 鵬 飛 認
為， 樺 皮 文 化 存 在 的 歷 史 是 相 當 久 遠 的， 遠 遠
超 過 三 千 年； 樺 皮 文 化 分 佈 的 範 圍 較 現 代 要 廣
泛 得 多， 古 代 東 北 地 區 的 農 耕、 遊 牧、 漁 獵 三
大 族 系 的 民 族 都 有 樺 皮 文 化 存 在。 64 因 此， 在
新 羅 王 及 王 室 的 墓 葬 出 土 的 白 樺 皮 製 冠 帽， 並
不 是 只 用 來 陪 葬 的 明 器， 它 們 就 是 王 室 貴 族 平
時 日 常 所 佩 戴 的 冠 帽， 受 到 流 行 於 北 方 民 族 的
樺皮文化的影響。

六、餘論

六 世 紀 中 葉“ 山 ” 字 樹 枝 形 的 金 冠 和 金 銅
冠 在 新 羅 消 失。 從 六 世 紀 末 到 七 世 紀， 只 有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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