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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陶渊明与韩国古典山水田园文学》以陶渊明在古代韩国被接受的历时性考察为纲，以陶渊明与
古代韩国山水田园作家的横向比较为目，纲举目张。
首先，主要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运用考据的方法，从不同历史发展时期阐述陶渊明文学作
品在韩国的登陆、确立、深化与发展，以期全面、准确地了解陶渊明对韩国文人的影响；其次，主要
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研究韩国古代文学中的陶渊明文学作品的文化美学内涵；最后，分析在陶渊明文
学作品的影响下，古代韩国山水田园诗的审美态度和艺术风格，意在概括、总结其审美特征，同时探
求韩国文人接受陶渊明诗文作品的文学心理与文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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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雄权(1952-)，男，朝鲜族，吉林龙井人。
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年7月毕业于延边大学并留校任教至今。
1997年获得亚非语言文学博士学位。
先后担任日本一桥大学社会语言学部访问学者，韩国首尔大学国语国文教育研究所研究员，韩国汉阳
大学、忠北大学客座教授等。
曾担任延边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等职。
荣获过教育部优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奖励。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等多项课题。
著有《十七世纪汉文小说校注》等多部著作，发表了《韩国古典汉文小说《姜虏传》的文本结构及其
文化意蕴》等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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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接受的先声：陶渊明形象在韩国的登陆　　陶渊明形象的接受是韩国文学史上一道令人瞩
目而又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古代韩国许多文人无论是仕进，还是隐退；无论是执著于儒家思想，还是皈依于道家或佛家精神，都
对陶渊明情有独钟，积极汲取陶渊明的思想或诗品、人品，试图从他那里找到人生所需要的某种东西
，或是精神力量，或是情绪解脱，或是心理安慰，或是人格标榜，等等。
他的诗文只有一百三十多篇，但是他的美学风格与平易自然的艺术追求，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道德价值
构成的人格精神是韩国文人一代又一代崇仰他的主要原因。
探明陶渊明形象在韩国的影响，研究陶渊明形象的接受过程，是透视韩国文人心理的一条路径。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形象”的含义。
在中国，“形象”一词始见于汉代孔安国为《尚书·说命》“得诸傅岩”作的传：“使百官以所梦之
形象，经营求之于外野，得之于傅岩之溪。
”其中所说的“形象”，指该词的原始义——样子。
现在所说的“形象”通常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
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观点看，形象是指一个作家或一个集体在文学作品或其他精神产品中所表现出的
对异国认识的总和。
在韩国古典文学中，陶渊明作为形象，被解读为能够引起或激发其情感和想象力的人物，即体现人格
完美与个体意志自足的高洁儒雅的形象。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普遍认为在韩国对陶渊明形象的接受与影响是高丽中叶武臣之乱以后的
事情，是从“海左七贤”之一的李仁老开始的。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地进行梳理与考证，不难发现这个时间可以往前推移很长一段时期，
可以上溯到新罗末高丽初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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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崔雄权编著的《陶渊明与韩国古典山水田园文学》以陶渊明在古代韩国被接受的历时性考察为纲，以
陶渊明与古代韩国山水田园作家的横向比较为目，纲举目张。
首先，主要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运用考据的方法，从不同历史发展时期阐述陶渊明文学作
品在韩国的登陆、确立、深化与发展，以期全面、准确地了解陶渊明对韩国文人的影响；其次，主要
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研究韩国古代文学中的陶渊明文学作品的文化美学内涵；最后，分析在陶渊明文
学作品的影响下，古代韩国山水田园诗的审美态度和艺术风格，意在概括、总结其审美特征，同时探
求韩国文人接受陶渊明诗文作品的文学心理与文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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