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在其他地區的發展概況〔東亞：韓國〕---【學習資源】 

新高中倫理與宗教課程 

佛教歷史 

佛教在其他地區的發展概況〔東亞〕：韓國佛教 

學習資源 

 

I. 佛教傳入韓國簡述 

漢武帝時代朝鮮半島是漢朝直屬領土，在西元 1 世紀後，形

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個古國，維持了六百八十一年，最後由

新羅統一了三韓。西元 10 世紀初，高麗取代新羅。14 世紀末，李

氏王朝取代高麗，定國號為朝鮮。1910 年 8 月成為日本朝鮮殖民

地。1945 年 8 月 15 日獲得解放，(前)蘇聯和美國兩國軍隊以北緯

38 度線為界分別，分別進駐北半部和南半部。北部為今日的朝鮮

（北韓），南部為韓國（南韓）。 

中國佛教約在西元四世紀傳入朝鮮半島，歷經多個階段，包括三

國時代、高麗時代的引入中國佛教各大宗派和本土化佛教，李朝

朝鮮時代的崇儒排佛，獨立後的現代化。 

 

II. 韓國佛教的發展概略 

西元四世紀，佛教從中國向東傳入韓國，時當朝鮮半島高句麗、百濟、新羅

三國鼎足而立的時期。據《三國史記》所載，高句麗小獸林王二年(372)，中國前

秦王苻堅遣順道法師及使者送來經書、佛像；五年，王為二僧建肖門寺和伊弗蘭

寺，這是韓國佛寺創建的開始，佛教乃正式傳入韓國。至枕流王元年(384)，佛教

由東晉的梵僧摩羅難陀傳入百濟；而新羅則遲至西元 417 年以後，才由高句麗僧

傳入。佛教傳入前，朝鮮半島人民崇拜鬼神，信奉薩滿教
i
（巫教），因此佛教初

傳時期亦被視同民間信仰一般，以王室貴族為中心，進而形成護國祈福的國家信

仰。 

一、 高句麗佛教 

高句麗帝王早期多信佛，更有不少高僧渡海至日本傳教，其中惠慈被日

本聖德太子禮請為師；爾後慧灌則任僧正之職，並為日本三論宗始祖，佛

教因此廣為傳揚。直到榮留王七年(625)，王遣使入唐傳回道教後，佛教才

受到迫害，不受歡迎，高句麗卻也走上滅國之途(6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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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濟佛教 

百濟佛教諸王亦崇信佛教，至六世紀初，高僧輩出，其中以謙益盛弘律宗，

推為百濟律宗之祖，最為有名。百濟佛教對隔海的日本也有深遠影響，聖王二十

四年(546)致贈佛像、經書等予日本，是為佛教傳入日本之始；至日本弘法的百濟

僧侶大增，主要以弘傳三論和成實二宗為主。 

 

三、新羅佛教 

朝鮮半島三國中，佛教雖最晚傳入新羅，但發展卻最為興盛。到了真興王時

代(540-575 在位)，佛教的發展，新羅在統一朝鮮半島前，高僧圓光和慈藏都曾前

來中國參學，回國後不僅大弘佛法，且受朝廷重視，輔佐國政。七世紀中葉，新

羅統一全國後，佛教受中國唐朝的影響，大乘各宗傳入，元曉、義湘大師弘傳華

嚴；圓測、太賢大師宣揚法相，因此，華嚴、法相兩宗最為盛行。另外淨、律、

密等宗派也日漸弘傳，禪宗在新羅後期至高麗初期已發展為九派之多。概言之，

新羅佛教因受到王室的支持，寺院遍佈，碩德輩出，著作豐富，為後繼的高麗佛

教奠定了發展的基礎，初期依然充滿王權貴族專屬的色彩，在元曉等高僧的努力

下，佛教開始流傳民間，也逐漸脫離中國的傳承，樹立朝鮮佛教獨特的教學。 

 

四、高麗佛教 

十四世紀末葉，高麗王朝(918-1392)取代新羅。高麗的創國者太祖，是有名

的佛教護法仁王，他深信高麗的建國是憑仗佛力之故，因此發願保護佛教，訂定

信佛事佛的訓要。信佛護教，祈求國泰民安，便成為高麗王室的一大傳統。其中，

為了攘敵救國而雕印的《高麗大藏經》
ii
，最具歷史意義。高麗時代常遇外敵入

侵的窘局，因此常以建寺、舉行法會等各種佛事為國「祈福禳災，鎮護邦國」，

對僧尼的統理政策，除承繼新羅時期的僧官制度外，還仿照進士科舉制度，遴選

優秀僧侶授予僧階。在高麗時期形成民族佛教，主要是指由智訥所創的曹溪宗禪

法，此宗廣為高麗人民所接受，綿延至今，在韓國佛教中，仍最具代表性。 

 

高麗佛教是佛教的輝煌歲月，高麗歷代王室貴族非常尊崇佛教，每年供養大

量財物，但卻著重種福布施，忽略了維持僧團戒律的清淨，以致吸引很多不清淨

的人加入僧團，獲取利益，直到末期，僧伽混雜，及後僧門發生了很多醜聞，被

認為是污染風俗，加上興起儒學，社會上逐漸形成一股排佛的思潮，為李朝的排

佛崇儒種下了遠因。 

 

五、李朝至現代 

西元 1392 年，李朝太祖推翻了高麗，建立朝鮮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

(1392-1910)。李朝初期仍延續高麗時期以佛教治國的風範，自太宗登基後，立即

表明崇儒排佛的方針。故自太宗至顯宗(1401-1674)兩百多年期間，頒行毀寺、迫

僧還俗、禁止僧侶進城等種種措施，使得佛教走向衰頹的境地，表面上強調佛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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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會，實踐上禪、教、淨兼習，但佛教已在民間建立基礎，即使衰弱，仍是綿延

不絕。 

 

鴉片戰爭之後，朝鮮受到殖民主義的入侵，佛教也有了轉變，政府解除對佛

教的種種限制與禁令，並逐漸設置相關的管理機構以掌理僧政。政府在國家行政

範圍內開始保護佛教，從而全國寺院和僧侶的地位也逐漸得到改善，日本於 1910

年強佔朝鮮並使之成為殖民地之後，曾試圖用日本的佛教來同化韓國各佛教派

別，但多以失敗告終，反而導致韓國人對本國的佛教重新產生了興趣，但在佛教

教團裏也出現了類似日本的帶妻僧。 

 

佛教最大的宗派為曹溪宗，1954 年曹溪宗內部興起所謂“淨化運動”，堅

守戒律的獨身僧批判蓄發帶妻的僧人違犯佛戒，不符合傳統，要求把他們驅逐出

寺院，帶妻僧在漢城(今首爾)法輪寺反抗，兩派鬥爭了多年，至 1970 年，蓄發帶

妻僧成立太古宗，從曹溪宗中分離了出去。 

 

1975 年，政府在佛教徒極力的請願下，訂定四月八日佛誕日為國定假日。 

 

在南韓，現代韓國佛教繼承禪教並行的傳統，一方面，大多數僧人仍在深山之中

嚴守戒律，坐禪修煉，一方面有大批僧人在國內外的大學中從事佛教學術研究。

韓國佛教的坐禪入定也吸引了很多外國人跟隨韓國僧人學習坐禪。另外，也有大

批僧人主張應發揮大乘佛教方便度化眾生的傳統，深入民間社會各個層面，藉著

佛教電影、佛教管弦樂團、佛教合唱團、佛教藝術展等各項媒介，引領社會大眾

提升生活境界，現時佛教徒佔南韓人口約一半。另外，在北韓的共產統治下，佛

教基本已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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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韓國佛教特色 

 

一、組織嚴密，弘法功能強，多元化 

韓國佛教具有宗派特色，組織嚴密，弘法功能強。韓國佛教共有 86 個宗派，

各有特色，其中曹溪宗、太古宗、天臺宗、真覺宗、總指宗為韓國佛教的五大宗

派，發展形式可歸納為如下三種類型： 

 

 保持傳統佛教的法脈及傳統佛教僧人的修道生活，如曹溪宗、天臺宗等。 

 娶有妻室，但著僧裝，過著僧俗並容的修道生活，如太古宗。 

 娶有妻室，不著僧裝，接近於居士佛教的生活佛教，如真覺宗、總指宗等。 

 

在這三種形式中，曹溪宗和天臺宗保持著傳統佛教特色，宗團勢力亦最大。 

 

二、重視僧伽教育，修行要求嚴格 

韓國佛教重視僧伽教育，修行要求嚴格。例如曹溪宗的僧伽教育分為基礎教

育、基本教育、專業教育、特殊教育。其中基礎教育和基本教育是義務教育，所

有曹溪宗的法師都必須接受的。接受基本教育後又受過具足戒的法師 10 年之

後，若能通過 3 級僧伽考試，才可以收徒弟並出任住持。除基本教育以外，曹溪

宗還有很多其他專業教育課程(研究經、律、論三藏及禪門修行，並培養譯經人

才和講師等專業人才)和特殊教育課程(培養專業佈教人才和佛教文化藝術等領

域的專業人才)。又如韓國的天臺宗也十分重視僧人的教育培養工作。要成為天

臺宗的僧人，須經過各種考驗和考試，出家後也要經過五至六年嚴格訓練才可授

徒。韓國佛教信眾的素質也較高，服務的義工很多，十分的敬業，信眾秩序井然。 

 

三、中國佛教的影響 

自唐代從中國引入佛教後，韓國佛教建築一直保持傳統，寺院供有相同的菩

薩佛像，建有與中國寺院相似的殿堂，如觀音殿、地藏殿大雄寶殿等，殿堂結構

都與中國古代叢林相似。寺院內的抱柱對聯、橫匾以及供奉的大量經籍，至今還

保留著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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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i薩滿教是一種原始宗教，和世界上很多地方相似，韓國新石器時代的先民信奉

泛靈論，認為萬物皆有靈魂，人類也有靈魂，並且永不消亡。安放人的屍體時，

頭要朝太陽升起的東方，新石器時代的先民相信，諸如太陽這樣的善良的神靈會

給人帶來吉祥，而邪惡的的神靈則會帶來惡運。薩滿教巫師是溝通陰陽兩界的媒

介，被認為能祛災、治病，並能保證人們平安吉祥地從今世進入另一個世界。薩

滿教巫師還被認為能解決活人和死人之間可能存在的衝突和緊張關係。對現代人

而言，卻是他們文化中多姿多采的藝術組成部分。薩滿教儀式富於驅妖降魔的內

容，表現出音樂、舞蹈等戲劇成分，薩滿教現在仍是韓國人的基礎宗教網。 
 
ii高麗大藏經  
韓國大藏經的雕刻，共有三次，都是在高麗王朝時代所開雕，所以稱為《高麗大

藏經》。 高宗為祈求佛力護國，發願雕刻大藏經，動員全國學者和技術人員，收

集資料，至高宗三十八年(一二五一)，經過多年的努力，再雕版大藏經始告完成，

總計六五二九卷八一二五八版，俗稱「八萬大藏經」，收藏於江華城西門外大藏

經板堂，後移至海印寺收藏迄今。海印寺也因此另有「法寶寺」的譽稱。一九九

五年，《高麗大藏經》及版庫與海印寺等文化史蹟，在德國柏林開辦的聯合國世

界遺產委員會中，正式被錄取為世界文化遺產，提昇了韓國佛教文化在國際社會

的優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