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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名著《春香传》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元素 
李婷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摘要：《春香传》是韩语古典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在依旧影响着两国的社会与文化。该名著在创作

的过程中，无论是从表现形式、艺术内容还是从故事情节方面，都体现了比较多的中国古典文化知识内容，而且具有比较多的文化

元素。所以本文主要从名著中以后管才子佳人的仿写展开分析，整理了书中有关中国古典文化知识内容，希望可以给相关人员一种

完整的呈现，这也是我国同古朝鲜文化进行交流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春香传》；中国古典文学；文化元素 

 

引言： 

《春香传》是朝鲜半岛中比较优秀的一步古典文化小说，该小

说在内容方面，主要讲述了有关古朝鲜的社会风土人情与东方文化，

深受人们的喜爱。《春香传》同《沈青传》、《兴夫传》共同成为朝鲜

的三大古典名著。由于写作背景和历史文化的原因，该作品蕴含着

较多的中国古典文化元素，在欣赏的过程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

开分析，对这部名著形成新的认知。 

一、《春香传》基本简述 
《春香传》中描述的故事发生在十四世纪的高丽国恭愍王时期，

小说可以分分成上下两部分内容讲述，描述了艺妓成春香与官宦人

家李梦龙的故事，对两人的爱情之路做出了详细描述。在阅读的过

程中，可以看出当时古朝鲜的社会文化，对当时的社会等级做出了

严格的批判，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贵族的腐败与贪婪[1]。该名著

由于是在十八、九世纪成型，由于版本的不同，具有较多的结局。

当前版本较多的结局以两人团圆为主，侧面反映了人们对美好事物

的追求，整部小数具有较强的反封建意识与现实主义色彩。从文学

鉴赏的角度来讲，其中运用了较多的中国古典文化元素和古代诗词，

间接反映出来我国文化与古朝鲜文化的深入交流。 

二、对中国爱情故事的仿写和升华 

从《春香传》的整体描述方式来看，可以发现这部作品的故事

内容与我国古代爱情故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同当时的话本

小说与通俗小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简单来讲，明朝以爱情为题材

的话本小说对《春香传》提供了相应的蓝本，根据明朝的文化发展

情况，才子佳人爱情小说是当时的题材主流，以《金瓶梅》为例，

在当时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类型的小说开始在朝鲜燕山朝时，逐渐

宣扬和传播，《春香传》也是在这个期间著作而成。从文章的叙事结

构和表现手法来讲，整部作品受到当时明朝话本小说的影响比较大，

从叙事结构来讲，这部名著主要是从身世背景、互相喜欢、爱情没

满、突发离别、受尽苦难， 后团圆的方式进行讲述，这些结构上

面的变化，同当时的才子佳人故事具有较强的相似度。 

此外，从小说的情节方面来讲，主人公在感情方面，经历的内

容比较多，基本是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的结合。如果从叙事手法来

看，明朝的爱情小说也基本是以才子佳人为主，利用主人公的爱情

故事作为主线，推动着小说的有序进行，经过外界环境的影响，借

助爱情问题矛盾，设计不同的故事环节[2]。以《春香传》内容为例，

其中融合了较多的其他表现因素，对主人公的情感做出了详细的描

述，这也是这种叙事方式的特别之处。该名著在叙事角度的过程中，

可以看出整部故事主要采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进行描述，从不同的方

向展示了女主的优秀品质，以及对爱情的坚贞。这部作品的写作背

景，出于封建统治阶级下方，在这种时代环境的影响下，想要实现

自由恋爱往往具有角度较大的困难，整部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能

够感知到部分内容同我国古典名著《莺莺传》、《玉娇梨》等这些作

品具有较强的相似性，都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腐败不堪，女性对爱情

生活的向往。虽然该名著在主题方面受到我国当时才子佳人爱情出

题的影响比较严重，但是在题材中展示的爱情态度具有较高的积极

性，这是对我国小说题材的一种升华和改变，也可以从这些角度中

感知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积极向往。成春香这种女性角色形象，在

塑造的过程中，并不仅仅停留在爱情方面，而且还表明了女性意识

的觉醒，时当时女权主义意识开始的一种表现，在欣赏期间，满足

人们的精神需求。 

三、情节与结构方面的借鉴 

（一）情节方面 

分析《春香传》中的中国古典文学元素时，可以从当前的文化

内容展开分析，这部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对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

借鉴，并且在这种方式下，产生了一定的创新。文章中主要讲述了

有关李朝末年的社会现象，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开拓出了古朝鲜社

会现实主义发展的道路。从这部作品的形成方式来看，可以发现，

这部分作品主要成型于民间的口头文学，所以其中的现实主义价值

具有较强的表现性[3]。在小说情节构建期间，故事内容一波三折，具

有较强的叙事性，在实际编写的过程中，可以认识到其中的创作手

法与我国古典文化创作具有相同之处。整部作品中通过古诗与文章

的融合，可以做到典故相交，具有较强的观赏性，这种利用典故叙

事的手法，给人们留下较多的悬念，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作品中体

现的民间色彩和内容中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我国当时出现的名著“三

言二拍”、“西厢记”等这些优秀名著，也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从

这种角度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春香传》在创作的过程中，深受我

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为这部作品的构建带来了较多的思路和帮助。 

（二）历史典故 

从当前《春香传》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基本可以分成两

个方面进行描述，一方面是直接应用，另外一方面是借鉴创新。直

接应用是这部作品中出现的我国古典诗歌大约具有二十多首，词句

高达五十句以上，而且应用了较多的典故与历史人物名字。在借鉴

散文词句的过程中，大概有十多处情节。根据这种数据和相应的资

料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古典文化对《春香传》的影响比较深远，

从明朝时期开始在朝鲜半岛逐渐传播，这和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有

关[4]。在李朝初年时，当时古朝鲜使者在中国购买了较多的话本，然

后在朝鲜半岛进行印刷与阅读。以我国的《太平广记》与《剪灯新

话》等，这些作品是从当时传入到朝鲜，这种历史文化的影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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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古朝鲜半岛文人的创作方式带来了比较多的改变，在进行故事

描绘的过程中，很容易加入一些我国的历史文化典故，借鉴其中的

艺术表现形式。《春香传》在早期口头传统的过程中，也是在通过这

种方式逐渐形成，后来经过其他人员的加工和润色，逐渐形成当前

的名著。如果从《烈女春香守节歌》中，可以发现其中的小说布局

和整体描述形式，基本是受到我国小说的影响，在形式方面也极具

相似。 

（三）结构内容 

从整体的文章结构内容上来讲，《春香传》在楔子的安排上，基

本是受到我国古典文学体系的影响。在阅读我国古典名著期间可以

看出，传统的中国话本基本在卷首会进行楔子的描写，这部分内容

一方面是起到铺垫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可以做好文章的开始工作，

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名著《春香传》中，也借鉴了这种布局

方式，然而这部小说在描述的过程中，并没有直接利用国内经常使

用的“诗曰”这种方式，而是通过一种口头闲话的故事进行描述，

进行了灵活的借鉴和创新。在我国话本小说中，为了丰富故事的内

涵，经常在其中添加一些有关相应的诗歌，国内诗歌在应用这些诗

歌时，一般会有一些标志性的词语，像常见的：有诗为证、正是、

有道是等这些词语[5]。该作品在应用诗歌词赋时，也是借鉴了这种应

用方式，从文章中的整体写作模式来看，可以发现二十多处采用了

中国话本诗歌应用的形式，在整体构造方面，与我国话本的体制安

排基本契合。在小说结尾期间，对成春香与李梦龙的故事做出了完

美的回应，而且添加了一些有关两人美满生活的描述，形成了一种

完美的结局。这种内容上的安排，在我国古代话本中具有较强体验，

基本是名著中的“后话”内容，采用较少的语言，给人们讲述主人

公之后的生活情况，基本是以团圆结局作为前提。 

四、《春香传》同我国古典文学的融合 
（一）诗歌与文化典故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这部名著除了直接引用我国的中国

古典文化元素之外，在其他方面也具有较多的借鉴。尤其是在内容

方面，对我国的古典文学做出了较多的内容借鉴，在作品中基本大

量应用了当时中国的诗歌词赋与散文内容，借助传统典故的方式来

讲述不同的人物思想内容，用来实现情感方面的过渡。在诗歌引用

的过程中，《春香传》主要引用我国初唐时期的诗歌比较多，像当时

比较出名的诗人、李白、王勃、王维以及岑参等这写诗人，从这些

诗歌引用的形式来看，当时人们对我国初唐时期的诗人十分喜爱，

给他们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提供了较多的灵感。除此之外，名著

中在应用诗歌期间， 终的还是对人物的塑造作用，像描述李梦龙

的形象时，其中出现了“香街紫陌凤城内，满城见者谁不爱”这句

诗句，这是岑参《卫节度赤骤马歌》中的内容。对春香进行描述时，

也借鉴了我国古典文化诗歌，将春香的仪态与温柔品质做出了详细

的描述，在表达的过程中，采用的“仪态万方、容颜出众、窈窕淑

女”等这些词汇，将一位小家碧玉的女子形象做出了明显的描绘。 

此外，在对二人感情表达的过程中，为了突出感情的真挚与纯

洁，借用王驾《古意》中的诗句“夫戍萧关妾在吴”这句诗词，给

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展示了其中的不同情感，从这些引用的诗歌

中，可以发现我国文化元素对这部作品的影响十分深远，在欣赏的

过程中，也给人们一种美的享受[6]。在利用诗句进行情感表达的过程

中《春香传》中也借助了我国的诗歌描述了很多景色，像著作中出

现的“赤城映朝日，绿树摇春风”等。同时我国的历史人物与文化

典故在这部名著中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在描绘春香的美貌和优良

品质时，在创作的过程中，借助我国传统历史知名女性角色及展开

描述，像比较常见的“赵飞燕”“西施”“虞姬”“王昭君”等这些人

物，而且也借助了历史神话人物中的巫山神女和洛神来展开整体叙

述。 

（二）对中国古典文化吸收与借鉴 

在这种应用基础之上，《春香传》在编写的过程中，对我国传统

古典文化和文化也做到了多方面的吸收和应用，融合的方式具有一

定的创新性，像名著中描写到有关李道令在巡城期间，并非是按照

传统的骑马方式进行描述，而是选择了骑驴，这种方式可以明显的

看到古朝鲜半岛文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对当时初唐诗人的喜爱，讲

这种喜爱方式在文章中做出明显的体现。无论是贾岛还是李贺等这

些唐代诗人，在出行的过程中，常常是利用骑驴的方式，对他们的

诗词进行锤炼，保证典故与词句的完美结合，当时的文人通过这种

方式描绘，可以展示出李道令的形象可以同大唐诗人一般，具有较

高的风雅与才智，让人们在欣赏期间，可以明显感知到主人公的英

俊才智。 

除此之外，在突出春香的魅力时，借助了白居易对杨贵妃的描

写，通过融合“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用来提出成春

香的眉毛，从不同的方式来讲，这部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对我国

古典文学做到了大量的借用与融合，并且实现了创新[7]。形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由于中国当时的影响力比

较大，尤其是古代文化的影响，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较大，所以《春

香传》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具有较多的古典文化元素。从整体方向

来讲，这部作品是我国古典文学与古朝鲜民族文学交融下的一种产

物。 

五、结束语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春香传》在创作的过程中，完整

展示出来儒家文化的忠孝、伦理道德观念等，并且提出了封建统治

下的思想弊端，实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所以人们在欣

赏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从我国古典文化的角度，对其中的内容展

开讨论，分析其中的内容形式与表现手法，这样能够感受到较多的

情感体验，认识到这部韩语古典名著的较高思想成就，全面解读其

中存在的思想魅力与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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