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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学视域下韩国汉诗中的中国江南意象研究
王潇苒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韩国汉诗中的中国江南意象，探究

中国江南与韩国汉诗为代表的汉文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阐明

韩国汉诗与中国江南文化的深层关系，强调韩国汉诗是中国古代

诗歌重要分支的事实，确证以汉诗为代表的韩国汉文学是中国古

典文学的异域延伸，是中华文化在东亚主导地位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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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学是从地理角度考察和解释文学的方法论，自梁启

超提出“文学地理”概念以来，经曾大兴、夏汉宁、邹建军、梅

新林等中国学者的研究，以及日本海村惟一、韩国郑羽洛、新加

坡衣若芬等具有国际视野的知名教授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助力，

文学地理学这一交叉学科正在繁荣发展。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运用文学地理学方法论进行文本研究。

其中，对韩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在少数。韩国古代文学中，江南

文化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广义上涉及到中国江南在韩国古代文

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方面的先行研究成果不少，但因为只是各自针

对江南的特定空间进行分析与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还

缺乏对于江南文化在韩国古代文学中的内涵、价值体系与内在联

系的综合研究。

因此，本文跳出学界“外国→中国”的惯有研究思路，旨在

通过“中国→外国”的视角转换，以比邻而居的韩国为例，彰显

中国江南文化在韩国汉诗中的价值意蕴，为中华文化的域外影响

研究提供相对完整的东亚视角。

同时，本文不局限于中国江南文化在韩国汉诗中地位和价值

的挖掘，更在于构建韩国汉诗与中国江南文化、以及中国古代文

化的更为直接、紧密的新型从属关系。

一、高丽以降韩国汉诗对中国江南意象的援用情境变迁

韩国汉诗对中国江南意象的援用主要表现在潇湘八景汉诗和

西湖汉诗中。因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很多高丽和朝鲜文人是无

法亲自来到江南并感受江南文化的，他们更多的是通过中国文人

的汉诗作品或《潇湘八景图》和《西湖图》等在本国的传播中认

识江南，在创作中又重新塑造江南。

朝鲜时期文人创作潇湘八景诗主要是跟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

背景有关。因为当时朝鲜社会因多次的战乱及国内党派之间的激

烈斗争，很多人内心都十分悲伤痛苦，迫切寻求一个和平安宁的“理

想乡”。潇湘八景图的很多意象就符合这些文人的审美观念。在

这种背景下，朝鲜文人对中国江南文化的吸收，绝不是被动性接受，

而是主动性吸收。

江南文化除了在潇湘八景诗中有集中反映外，到了 16-17 世

纪又集中体现在有关西湖的汉诗里。在中国，西湖在与林逋、苏轼、

韩世忠、岳飞等历史人物的故事结合的过程中，且周围的寺院等

为之添加了丰富的文化色彩，西湖在当时成为了一个秀丽景观与

文人精神兼备的典型的“理想乡”。

前一代盛行的对潇湘八景文化的接受是一种观念性的，其中

想象性的部分比较强，而这时候对西湖文化的接受虽然也存在想

象部分，但比起对潇湘八景的接受与歌颂，其更有具体和实在性

的内容与价值。因为 16 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尤其是对明

朝的制度文化的接受、跟明朝使臣的交流、壬辰倭乱前后与明军

的交流，这种种状况都让朝鲜文人对江南与西湖文化有了崭新的

认识。

朝鲜初期，徐居正、金守温、金宗直、李承召等文人创作的

有关西湖的诗作中，其内容大部分都是歌颂汉江西湖的美景与太

平盛世。而通过分析具体的诗作可发现，这些汉诗就是把中国江

南中的富有幻想性的意象转移到本国的汉江西湖来描述。如徐居

正《四佳集》中的一首诗：

西湖淡抹如西施，桃花细雨生涟漪，

荡桨归来水半篙，日暮无人语竹枝。

三山隐隐金鼇头，汉阳声声鹦鹉洲。

 夷狄不见一黄鹤，飞来忽有双白鸥。

本诗中第五句 " 三山隐隐金鼇头 " 中提到切头山，在汉江西

湖确有其地。第六句和第七句的内容都迁居在唐朝诗人崔颢的黄

鹤楼上。且在第七句和第八句中，“看不到中国的黄鹤，却能看

到汉江的一对白鸥”，将中国名胜景点所具有的梦幻形象自然地

投射到汉江的西湖。

将当时朝鲜实际存在的场所比喻为中国的西湖和名胜名胜景

点或著名诗歌，是当时朝鲜文人们之间很自然的文学表现方式。 

在王公士大夫阶层中，对汉江西湖的喜爱就意味着对中国西湖的

憧憬和追随。

朝鲜中期，朝鲜文人心中的西湖逐渐从“理想乡”转变成为

具有现实性的含义与价值的空间。当时朝鲜社会频繁地发生党争，

社会上普遍蔓延着隐逸思想的氛围。

而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对林逋、苏轼等隐逸之士的崇拜热潮，

西湖成为了“隐居”的象征性空间。此时期韩国汉诗中的“西湖”，

相较于初期的作为太平盛世与富饶的象征，转变成了“隐逸和慷慨”

的象征。

这里以郑知常的《醉后》为例：

桃花红雨鸟喃喃，绕屋青山间翠岚。

一顶乌纱慵不整，醉眠花坞梦江南。

前两句与杜牧《江南绝句》中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有异曲

同工之妙，都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后两句表达了自己渴望趁着

醉意长醉不醒，远离官场纷扰，给自己的心留一个安静的避风港

湾的愿望。

朝鲜中后期，以皇族为中心又兴起了江南西湖热，而此时

的中国西湖已经不再是一个憧憬的对象，而变得像知己的故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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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了亲密感，并且这时期很多文人都存在将国内的汉江西湖塑造

成中国西湖的文学构想及实践。李诚中（字公著，号坡谷，1539 

-1593） 曾作有《江南词》以抒发自己的愁情：

何自从来白鸟双，偶然相并立船窗。

凌风一举无寻处，云点青霄月印江。

浦上鸳鸯自作双，双飞故故近篷窗。

生憎浦水深如许，不放春潮到锦江。

闲愁漫与两难双，唱尽新词写碧窗。

怊怅黄昏期不至，谢楼风月自澄江。

别恨山鸡不作双，归心蜂子枉穿窗。

春来莫怪洋波阔，怨泪应添濯锦江。

诗中“谢楼风月自澄江”一句，可以领会到诗题中所谓“江

南”的意蕴所在。通过彼方江南寄托哀思，不过这终究只是遥想，

真正可以寄托情怀的还是眼前的实景，所谓“不放春潮到锦江”“怨

泪应添濯锦江”，眼前的江南才是寄放情感之处。

综上所述，韩国古代文人对中国江南意象的使用情景经历了

由注重超越现实的抽象化理想空间到注重实景的转变，以及由单

纯以中国江南为文化载体寄托时代想象，到主动创作塑造本国江

南形象的创作理念变迁。从中不难窥见中国江南文化强大的辐射

力和影响力。

二、文学要素地理分布视阈下韩国汉诗与中国江南文化的内

在关联性

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依次应包含四个层序：作家籍贯地理、

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作品传播地理。而在本文中值得

一提的是“作家活动地理”。

古代朝鲜文人的中国江南体验，既有具体实践的直接式体验，

也有非现实性的间接式体验。其中，“拜谒游历型”“留学出仕

型”“出使交游型”等直接式江南体验，为韩国汉诗的创作繁荣、

江南文化在朝鲜半岛的扎根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朝鲜文人崔致远的《江南女》一诗为例：

江南荡风俗，养女娇且怜。性冶耻针线，妆成调管弦，

所学非雅音，多被春风牵。自谓芳华色，长占艳阳年。

却笑邻家女，终朝弄机杼，机杼终劳身，罗衣不到妆。

《江南女》是新罗诗人崔致远在中国唐朝为官期间用汉语所

作的一首诗歌。崔致远在江南见到当地的风俗，根据所见所闻写

下了《江南女》。这首诗的前半部分从诗人的视角出发，结合了

贵族妇女将自己比作“生活在艳阳下的花”的心理活动，描绘了

中国江南贵族妇女不事女红、不用为生计发愁、可以安逸度日的

生活状态；结尾处笔锋一转，着力描写下层劳动妇女日夜更替、

劳苦终身的悲惨处境，前后形成强烈对比，将当时中国江南不同

阶层人民的生活状态描写得淋漓尽致，表达了诗人崔致远对于劳

苦人民的悲悯同情之意。

除此之外，一路漂流北上、途经江南再回到朝鲜半岛的崔浦，

曾 4 次前往明朝朝贡的郑梦周，清朝入关之后曾 3 次前往北京朝

贡的“燕行使”金堉等朝鲜时期历史人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

直接记录下了不同时期中国江南的社会面貌，可以说是当时中国

江南的异域“纪实簿”。

中国的江南是韩国文学中常用的文学意象和背景。它不仅仅

是单纯的素材，在文学地理学上更是创造了以下象征性：

（1）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2）精神上的乌托邦。

（3）脱离统治权的非文明地区。

韩国古典文学的江南文学地理学比起普通的地理事实，实际

上更重视这种象征性。中国江南在长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北方

黄河文化的替代文明圈，成为上述文学地理学象征性的时空背景。

这在韩国古典文学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整个发展历程中可以得到全

方面的考证。

纵观高丽以降韩国汉诗对中国江南意象援用情境的变迁，一

方面，江南以其柔美多情的形象特点，深深吸引着朝鲜半岛的历

代文人，他们带着对中国江南的向往和追求，咏唱江南风情，抒

发个人所思和家国情怀；

另一方面，有关中国江南的诗作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促进

了朝鲜文人的文化觉醒，促使他们将中国文人塑造出的江南之情、

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江南实景相融合，在地理上赋予江南新的形

象与内容。

在这种趋势下，“江南”一词的地理影响力不再局限于中国，

而是在朝鲜文人的心目中以及创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朝鲜本土

的江南景象的关照下，“江南”被赋予了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

韩国汉诗对中国江南意象的吸收，实质上并非中华文化在异

域的被动接受，而是中华文化基于自身强大文化辐射力的主动传

播和影响。

同时，通过从文学要素地理分布视阈下，基于作家活动地理

这一要素对韩国汉诗与中国江南文化内在联系的分析，结合韩国

汉诗中的中国江南意象的形象特点与中国江南地区的地域特色、

与中国诗作中江南意象的契合度、与特定时代背景下江南意象的

关联度，可以深度挖掘中国江南文化在韩国汉诗中的地位和价值，

一定程度上可体现以汉诗为代表的韩国汉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具

有同质性。

综上所述，从文学地理学全局出发，韩国汉诗中蕴含的丰富

的中国江南文化意蕴，是中国江南文化在韩国古代汉诗中的异域

呈现，也正是中华文化在东亚文化圈中主体地位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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