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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朝鲜朝实学大家、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朝鲜朝学杜名家——丁茶山的诗作是朝鲜实学派文学的代表
之作，不仅在内容上继承并发扬了朝鲜文学以民瘼为念、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传统特点，而且理性地
、有选择地汲取了杜诗的艺术成就，并融入了时代美学特点与朝鲜民族元素，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诗歌
创作道路，在朝鲜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本书主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杜甫为“他者”，通过对丁、杜诗
歌文本分析，结合二者生活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时代背景和哲学、实学、文学等思想文化背景
，试图更深入地透视丁茶山诗歌在实学思想的照耀下、杜诗风采的感召下、民族美学的渲染下展现出
的思想特征、艺术特色及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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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玉霞，女，祖籍河北抚宁，1976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
中央民族大学中朝比较文学专业博士，曾先后在韩国庆熙大学、东亚大学留学。
自1999年开始至今，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韩国语言文学系，专门从事韩国语言文学相关领域的
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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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三、茶山叙事：主客分离第五章 茶山诗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第一节 茶山对杜
甫的选择性接受与超越　　一、茶山对杜甫的主动学习　　二、茶山对杜甫的选择性接受和一定程度
的超越　　三、茶山的独特价值：实学思想照耀下的文学世界　第二节 茶山诗的贡献及其在朝鲜文学
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一、茶山诗大大拓宽了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二、茶山诗为田园
诗增添了实学色彩　　三、民族意识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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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们所经历的都是动荡和混乱的时代，但是具体情况又大不相同。
杜甫经历和看到的苦难和满目的疮痍，直接原因是胡人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是具体明确的贼
寇作乱，上至唐明皇下至黎民百姓，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冲击得无以为家，所以杜诗是围绕着这
场突发但破坏力极强的战乱来反映现实的。
但丁茶山则不同，他看到的是封建统治行将枯朽之际的衰败景象，相对而言是社会常态，茶山认为社
会已经沦落至此，主要原因是混乱的政治、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造成的。
因此茶山集中笔力表现的是乱政的严重后果，展示的是混乱的统治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和祸害，
目的则是表明这个社会已经到了必须改革、彻底变革的危急时刻，表现出诗人情怀的同时体现了一个
思想家内心的焦灼和必须改革的主张。
一、表现战乱祸国的杜诗与强调乱政殃民的茶山诗关注社会、反映现实历来是儒家诗学的传统，也是
茶山与杜甫内在精神契合之处。
在唐朝，安史之乱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文学发展史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刘大杰先生指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浪漫主义精神衰退了，现实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这一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杜甫①。
安史之乱对杜甫的诗歌创作影响非常巨大。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杜甫诗歌创作风格在安史之乱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我们也在杜甫诗歌中
清楚地看到了安史之乱前后大唐王朝的衰微与百姓的罹难。
杜甫在诗歌中反映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并暴露出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
正如《新唐诗杜甫传赞》所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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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朝鲜诗人丁茶山的诗歌创作研究》是由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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