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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起源于中国的儒学思想，很快传播到东亚近邻韩国。“儒学东渐”也顺势造就了韩国儒学的

兴盛，经韩国三国时代、统一新罗、高丽到朝鲜时期，发展至今，韩国现当代儒学依然得以较好地

发展与流播，在思想信仰、社会结构、民俗生活等诸方面广受其影响。以韩中文化比较的视角考

察，当代韩国儒学的流播和传承态势，既有早先历史上设立的官私教育机构在“中央-地方”的承

继之径，也有以成均馆大学为代表的焕然一新的现代大学儒学教育之式。而韩国各方对儒学文献和

儒学研究的合力，其间展现出的社会与学术的力量，确实是儒学在当代韩国得以良好的继承发展的

可贵之处和可持续动因。“安东文化现象”，则是儒学在当代韩国社会流播中“崇儒尚贤”的最好

诠释。在研习、继承和发扬中，儒学在当代韩国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本土实践，形成了韩国儒学的良

好发展之势和儒学研究的韩国特色。伴随儒学国际化，韩国儒学得以在本土良性承继和发展，既是

当代儒学流播与继承的表征，又是儒学现代价值的体现，还与韩国文化环境和土壤息息相关，自然

也离不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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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前儒学在韩国的传播

儒家思想由中国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开创，历经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演进，形成了以孔

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和学说，远播到海外，不仅带去了先进的文化思想，也逐渐融

入当地文化，并得以广泛传播，深刻影响着当地的思想价值体系。

朝鲜半岛与中国北部相连，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儒家文化早在秦汉时期就已传入，经过不

断的传承和发展，“儒学东渐”，逐渐成为韩国国家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深深地扎根于朝鲜半

岛。关于儒家思想传入韩国后发展阶段的划分，有不同的方法。聂宝梅（2012）按儒家文化在朝鲜

半岛的发展周期，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传入时期、三国和统一新罗发展时期、高丽和朝鲜时期

的繁荣时期、朝鲜时期后期的衰退时期。申斗焕（2011）以历史重大事件为导向，按中国元朝时期

安珦传入“性理学”、临近17世纪的“礼学之争”等关系儒学“文风”与内容的事件，将其划分为

五个时期，即古代至三国时代、统一新罗到高丽时代、高丽末期到朝鲜初期的新儒学、朝鲜建国到

壬辰倭乱为止、壬辰倭乱之后到朝鲜后期为止。

朝鲜王朝时期，官方将儒学确立为统治地位，在政治和思想上，完全贯彻和执行“尊儒抑

佛”。“从开国的太祖到第三代太宗，其间致力于儒教思想的施政，达到了政治上的安定。至第九

代成宗时，文物制度皆已确立，儒教思想皆已普及于庶民阶层，奠定了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基础

”。1)随着“李氏王朝儒家双臂”李滉 （号退溪），李珥（号栗谷）的出现，李朝理学发展到了

鼎盛时期。由此，形成了性理学学派，被称为韩国“朱子学”。“到了退溪、栗谷时期，退、栗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哲学思维高峰，确立了韩国儒学的独有领地。在民族睿智的至圣期，朝鲜性理学不

但发挥了民族文化的轴心作用，群贤之人格与思想影响到日本和中国。于是，韩国近世的精神支柱

得到建构。”2)“从朝鲜王朝开始，韩国社会思想在儒家传统的主导下，基本呈现稳定的形态，直

至今日。”3)

值得一提的是，儒学传入韩国后，真正实现本土化的标志，是韩国本地儒学流派的形成、流

播、演变，以及儒学各派大儒和知名代表人物的出现。也就是说，韩国儒学本地化的契机，也正是

在中国南宋“程朱理学”的诞生和大发展的同时，到来了。在高丽末期，中国的程朱理学传入朝鲜

半岛后，韩国儒学在前代继承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被称为“新儒学"、“性

理学"、“宋学”、“程朱学"等。高丽后的朝鲜王朝，吸取高丽亡国的教训，以性理学理念立国，

通过科举取士、广兴学校等多种措施，大力倡导和弘扬儒家文化，知识分子也纷纷著书立说，聚徒

讲学，出现了“主理”学派、“主气”学派、实学派和阳明学派等分支流派，涌现出李穑、郑梦

周、郑道传、权近、李滉、李珥、宋时烈、李溟、洪大容、丁若镛等众多知名的儒学学者，儒学真

正实现了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发展、传播等活动尤为活跃和繁荣，直至影响到当代韩国的思想信

仰、家庭观念、社会结构、民俗生活等诸方面。

继往开来，当代韩国儒学的流播和传承态势，既有早先历史上设立的官私教育机构在“中央-

1) 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2) 黄心川，《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韩国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3) 刘辰，〈论儒学在韩国的发展〉，《学理论》，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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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承继之径，也有以成均馆大学为代表的焕然一新的现代大学儒学教育之式，还与韩国各类

社会文化机构、学术团体和相关学者对儒学文献资料的收藏、保护、研究密切相关。

二、官私承继：传统儒学教育机构的当代传承

儒学在当代韩国的流播与传承，首先，在官办和私办的教育机构。这种方式，早在历史上便

已出现，并在相当长时期里，扮演着国家思想文化信仰的教化、训导重要的角色，起着文化教育考

试、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典籍保存等诸多作用和功能。

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有这种教育机构，只不过分官办和私办而已。官办的，在中央设立

“国学”部门，在地方设立乡校，有严格统一的学习内容和考试制度；私办的，在地方举办“书

院”，由儒学学者教习学生学习儒学。时至今日，官办的中央教育机构，如始于高丽时期的“成均

馆”，地方教育机构中官办的乡校和私办的书院，都依然发挥着传播儒学的重要作用。

官办的中央教育机构，最早多循中国官制而建。7世纪末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为了利用儒

学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神文王二年(682)，礼部设立“国学”部门，作为儒学教育的下属机关；元

圣王四年(788)推行“读书三品科”的考试制度4)，”以《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作为考试

内容。”5) 公元958年，高丽废除了传统的入仕制度，实行了科举制度。“睿宗四年，高丽根据宋

朝一经一斋的做法，在国学中设七斋，又按照宋朝中央官学分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情况，也增

设了太学、四门学、东西学堂等机构。”6)

始建于高丽王朝的成均馆，如今坐落于韩国首尔市的成均馆大学内，是韩国儒教组织和儒学

思想的中心，也是韩国儒学传播的象征。“成均”一词源于《周礼》，“成人才之未就，均风俗之

不齐”。成均馆的文庙内供奉着孔圣十哲以及韩中两国历代著名的儒家圣贤。成均馆至今完整地保

留着中国明代的释奠礼，为了纪念孔子，这里每年都要隆重举行春秋两期的释奠大祭，规模隆重盛

大，并且成为地方书院和文庙举办类似祭祀大典的示范。成均馆这座效仿中国元代太学、国子监而

兴建的昔日最高学府，除了以上的祭祀功能外，最主要的还有其儒学教育功能。

成均馆下设的地方教育机构是乡校和书院，作为儒家伦理的教育基地遍布全国。高丽和朝鲜

朝时期，作为地方儒学教育机构，乡校和书院在儒家文化传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丽中后期

兴起的乡校，以儒家典籍为主要教育内容，在培养人才、纯化民风、祭祀儒家先贤先圣和构建地方

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朝鲜时期乡校弊端显现逐步走向衰落时，16世纪中期私立教育

机构书院广泛兴起，仍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客观上接过儒家文化在地方传承和发展的接力棒。在

儒家文化传承和发展中，乡校和书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至今仍是韩国儒家文化传承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7)

据部分学者研究，韩国官办的地方乡校，多依托地方的儒家寺庙，在其间举办学习、考试、

4) 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 王臻，〈试论儒学在韩国不同时期的发展〉，《兰台世界》，2013(12)。

6) 朴星，〈儒学在韩国的传播及对教育的影响〉，《大学教育》，2014(12)。

7) 聂宝梅，〈韩国乡校书院的儒家文化传承功能研究〉，山东大学，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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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和祭祀活动，供奉儒家先贤的文庙、孔庙，成为地方乡校的文化教育传播载体。“目前，韩国

的儒教寺庙近三百座，教职人员近两万人，信徒人数仅次于佛教和基督教。”8)实际上，位于现成

均馆大学内的成均馆，就是当时中央设置的一座儒家寺庙。现代韩国的地方乡校，还常常在寒暑

假，“为中小学生开课，教授忠孝仁爱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学生们必须要穿着传统韩服上课，

学习书写汉字，体验传统游戏和传统音乐，体会茶道、行礼、饮食等生活礼节。”9)

书院，亦成为当代韩国儒学流播的重要载体。书院，最早起源于高丽时期的私人讲学，由儒

学权威“海东孔子”崔冲创立，崔冲的私学设有9班，故称“九斎学堂”。众多书院，原先是地方

设立的一些私办教育机构，现在成为韩国各地民间承继儒家思想文化、举办各种新式儒学活动的重

要场所。现代韩国各书院开展的活动有：典籍学习，汉文学习，书法礼仪、文化探访等。月峰书院

等还开设茶礼、韩服试穿、遗迹探访等课程，讲授以漫画为主要形式的“四书五经”；韩国大儒李

滉故乡安东，李滉讲学的书院——“陶山书院”，地位甚高，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活动。

据统计，在韩国大约有234所乡校和510所书院，乡校、书院仍然发挥着地方儒学教育和传播的作

用。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儒学和儒家文化，开展相应的传统文化活动，韩国还相应地

设置了成均馆儒道会、乡校财团和韩国书院联合会等组织、团体。

成均馆儒道会，成立于1968年11月，“在韩国中央设立总本部，在韩国16个市、道以乡校为

中心附设立了市道本部，市道本部下设立293个支部和3000多个支会，海外也设本部。”为进一步

加强乡校财产管理，防止乡校财产流失，2008年韩国正式出台《乡校财产法》，在韩国各市道设立

财团法人。”10) 每年财团需将收入总额十分之一上交成均馆，其他大部分费用须用于乡校的教育

教化项目。韩国书院联合会成立于2005年4月，以“修齐治平"的儒教理念为基础”，与成均馆携

手，面向社会定期开展“书院寄宿"项目”，同时通过与成均馆、乡校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合作，致

力于地方社会教育教化的宣传，并努力开发地方旅游文化观光活动。

三、大学教化：韩国现代大学里的儒学教育

以成均馆大学为代表，韩国众多执行现代大学制度的大学，依然十分看重传统儒学教育，他

们将新式教育融入到传统儒学的学习和实践中去，让传统儒学在大学里焕然一新。成均馆大学是在

成均馆基础上兴建的大学，有600余年历史，韩国三星集团鼎力支持和赞助该校建设，让这种承载

儒家传统文化的大学飞速发展。成均馆大学设有儒学学院，学校部分系科的大学期末考试，按照古

代科举制度的式样，大学生穿着韩国传统服装，头戴冠帽，跪坐于席间，全程数字化，在电脑上考

试作答。

韩国的众多新式大学里，很多都开设有中文、中国学或相关课程，一些课程还紧密围绕传统

儒学和中国国学内容展开，如有讲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课程，有介绍中国古代礼仪

8) 刘鹏辉、郑信哲，《韩国——雾幕后的国家(第八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9) 栾小惠、刘琨，〈儒学在韩国〉，《走向世界》，2014(45)。

10) 据聂宝梅，〈韩国乡校书院的儒家文化传承功能研究〉，山东大学，2012(5)，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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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度的课程，有对程朱理学的课堂讨论和研究等，普遍十分看重对中文汉学课程、中国传统儒

学、传统哲学的介绍和传授。韩国大学的教授里，也不乏对中国古典文学、哲学、史学深谙其道的

学术大家。重儒尚文，介绍、传播和推广儒学和儒家文化，并将《论语》等儒家思想中涉及到的经

营学、管理学、社会学、公关学、礼仪学，与国家治理、现代社会和企业经营管理相结合，已愈加

成为韩国大学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教化。这也正是申斗焕教授“为什么又是儒学？”11)和

柳承国教授“对儒教未来的设计却是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和开放性。而这正是柳承国教授从儒教精神

中体会出来的一种辩证思维方法”12)所讨论的儒学在韩国流播和传承的当代价值的认同。

而在韩的众多孔子学院，除了作为中文教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基地和中心外，作为在韩传播

儒学思想、儒家信仰的重要载体，也被越来越多学者所共识。目前，中国国家汉办与韩国的大学共

同举办的孔子学院，已有40余所，面向在校大学生和地方社区，数量多、规模大、课程丰富、样式

新颖，学习内容除教授汉字汉语外，还多涉及中国传统哲学、文学、文化，儒学与儒家思想是其主

要的介绍、传习、研究内容。而演练书法、学习古筝、修习太极、品评茶道等，这些孔子学院、孔

子课堂里常设的兴趣课程，更是逐渐渗透到韩国社会的机理中，基于韩国社会，潜移默化间，传播

着最早来自于中国的儒学之道。其中，不乏将“传承儒学”作为设立孔子学院办学宗旨的大学。

韩国安东大学孔子学院，是众多韩国孔子学院中的一所。安东大学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合建

孔子学院，由于曲阜是孔子的老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而安东是韩国大儒李退溪先生的老

家，是韩国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安东大学孔子学院的发展方向和定位，就是要做到“儒学特色

化”，这很特别。”尽管韩国有约几十家孔子学院，尽管世界上有很多孔子学院，但是以儒学为特

色的孔子学院，原先只有安东大学孔子学院一家。经过10年的发展，儒家文化传播不仅成为安东孔

子学院的特色，而且已经深深融入了安东当地的社会生活中。”13)事实上，本着“传承儒学思想

“的在韩孔子学院，的确已越来越多。

四、社会与学术的力量：对儒学文献和儒学研究的合力

儒学在当代韩国的流播与传承，还与韩国各类社会文化机构、学术团体和相关学者对儒学文

献资料的收藏、保护、研究密切相关，社会各方合力，重视儒学及儒学研究。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

础上，韩国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进行着儒学经典读本保存和儒学研

究韩国化的本地实践。

韩国文化学术机构对儒学传统文献和经典古本的收藏、保存、保护、传承等方面开展了卓有

成效的工作。以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14)为例，在成立之初，以振兴和开发韩国精神文化传统为

主旨，深入研究与韩国学有关的学术课题。需要说明的是，此研究院虽冠以“韩国学“前缀，但所

11) 申斗焕，韩国儒学的发展现状与当代价值〉，《当代论丛》，2011，32(12)。

12) 罗宏，〈浅析儒学与韩国现代化〉，《价值工程》，2012(4)。

13) 栾小惠、刘琨，〈儒学在韩国〉，《走向世界》，2014(45)。

14) 设立于韩国京畿道城南市분당구 하오개로323호，1978年6月正式成立，时称“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后于2005年改名为“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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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和所藏对象除韩国学外，包括大量中国文化与历史研究。事实上，在相当于中国明朝时期的韩国

李氏朝鲜时代，及之前，大量的在韩史料、古本、经典典籍，多与中国有关，甚至由中国演习、承

继而来的不在少数，有的是中文体例、有的是翻译成韩文的读本。这些文献，较好地在中国域外的

韩国得以保存、收藏，尤为珍贵。即使其所研所藏的一些纯粹的韩国学文献中，在韩国儒学与中国

儒学一脉相承的宏观视域和共识下，其学术的、比较的、互为佐证的文献价值也同样甚大。

在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官方网站上，有包括韩文、英文、日文、中文、西班牙文、俄罗

斯文在内的多种语言版本可供选择，方便不同语种研究者的需求。除培养研究生、国际交流、学术

研究等常规职能外，还有信息化、振兴计划两项内容，而“藏书阁”板块，则是研究院最具有儒学

文献资料收藏、保存、保护、承继作用和现代价值的。藏书阁15)，由来已久，在近现代韩国的设

立也经历了四个时期，时至今日，成为韩国重要历史文献典籍的保存地之一。它起源于1909年朝鲜

王朝高宗时期，几经周折，辗转、接管、整理、汇编，最终于2011年正式开馆。目前馆藏资料情况

如下：

表1: 韩国“藏书阁”<收藏资料情况> 

区分 内容  册、件 共计

宝物 国家指定的文物(国宝／宝物)16) 26种 26种

古书

     藏书阁藏本       81,946册

   

107,323册

 

     收集本       23,261册

     捐赠、托管        8,903册

     霞城文库本        2,056册

     古诨文库本           60册

古文书

     藏书阁藏本        5,186件
    

40,237件

 

     藏书阁收集本        9,875件

     捐赠、托管       24,963件

     霞城文库本       213件

与韩国学相关的 

一般图书

     韩国书籍      245,624册

345,800册     东方书籍       55,348册

     西方书籍       44,828册

捐赠文库本 霞城 / 山公 / 无见 ／古诨       29,454册 29,454册

    （资料来源：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网站，http://www.aks.ac.kr）

从表1中可见，“藏书阁”所藏资料几乎为文献资料，古书、古文书所藏件、册数目可观，达

到近15万件、册的规模。除源于“李王职”管理的王室自有资料外，还有一部分为受捐和托管的，

15)朝鲜王室的管理机构，“李王职”负责管理王族及其财产。1918年，该机构在昌德宫设立的“李王职”图

书室书库上挂了“藏书阁”的匾额，藏书阁由此成为指称“朝鲜王家图书馆”的固有名词。据韩国学中央

研究院官网：http://intl.aks.ac.kr/chinese/viewforum.php?f=81

16) 多为书籍、卷册等文献资料，在“藏书阁”得以完好保存，具体名目可见其网站。

http://www.aks.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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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其广为韩国社会认可的文献收纳功能。霞城、古诨等捐赠而来的文库本也是主要文献，且达到

29，454册的规模。所藏的一般文书，分为三类，除韩国书籍外，藏有东方书籍55，348册，其中多

有中文文献和中国学研究文献。而在其藏有的245，624册的众多韩国书籍中，也不乏有数量可观的

中国古代文献的韩文翻译版，涉及到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史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另外，历来有些

韩国学者擅于使用中文、韩文文献，进行专题或比较研究，研究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唐代诗歌、朱

熹思想、王阳明理论的大有人在，蔚然成风，著书立说，写成韩文的书籍、著作、卷册，保留下

来，藏于库中。而对上表中所提之藏书阁藏有的“文物”一类，在对其网站“文物”的列表中分

析，这些国宝级的文物，也基本多为书籍、卷册等文献资料，如“Treasure No. 1128”文物，名

为“Commentary on the Flower AdornmentSutra，Vol. 21 & 24”，文物内容是“2 scroll book

s in 2 volumes”，标注时期为“Goryeo（高丽时代）”，定裁日期为“Apr. 20.1992”；而112

9、1130、1131号等所藏文物，都是“经卷类”文书和卷册。不得不说，藏书阁所藏文献资料，具

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研究价值，对汉学、儒学在文献载体上的域外流播、保护和传承，具有显见的

意义和贡献。

另一个需要提到的，是“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17)的贡献，这一数据库网站与“韩国古典翻

译院”和韩国“古典翻译研究院”分为三个独立的页面导航系统，共用同一网址导入链接。“韩国

古典翻译院”和韩国“古典翻译研究院”，是分别坐落于首尔市钟路区和恩平区的两个专事古典翻

译研究的学术团体机构。该数据库主要面向韩国学者，向他们提供系统全面的古典文献资料，有中

文版和韩文版。韩国古典文献研究，少不了对汉文字资料的研究，该数据库保存了大量韩国古典文

献原文，作为第一手资料，研究参考的价值极大。这些文献资料里，虽多为韩国历代学者名士的代

表作，但作为韩国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受儒学影响之大自不用说，其作品中，普遍暗含了

诸多与中国文化、中国儒学和儒学东渐韩国后的趋向、态势和特征，在比对研究中，可参见中国儒

学在韩国流播和承继的历史脉络和演变历程，以别中韩儒学之异同。

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中，按“作者笔画”为序搜索，依次为가、나、다、라、마、바、사、

아、자、차、카、타、파、하，每栏下尽是这一目众多作者各自的代表作原文。如：研究韩国高丽

时期18)著名文人陈澕19)的诗文特点，其遗作〈梅湖遗稿〉20)则是重要的文献研究资料，我们便可

在“마”下搜索查看全文及每章节内容。在考察其留存著作的过程中，相关学者可在研究时，便捷

有效地整理所需的古文献资料，及时进行专题和比对分析，如上述提到的高丽文人陈澕与中国诗人

17) 韩国最大最全的古典文献资料数据网站，对翻译自中文的包括儒学在内的众多中国古代经典做了细致的

信息化保存，有中文版和韩文版，网址为：http://db.itkc.or.kr

18) 即公元935-1392年，“就时代而言，相当于中国五代十国末期(后唐末帝清泰二年，南汉高祖大有八年)

至明朝初年(洪武廿五年)，在历史、文化、教育、文学与艺术发展各方面，均与中国关系密切，尤其当时

以汉字为书写文字，文人士大夫莫不以汉字表达思想、纪录史实、创作新篇。”（引语自：衣若风，〈高

丽文人李仁老、陈澕与中国“潇湘八景”诗画之东传〉，《中国学术》，2003年第4期）

19) 高丽时期神宗年代的文人，生卒年代不详，对陈澕其人的身份描述，多指为新式贵族文人。相较于同时

期前之李仁老等没落的旧贵族文人、后之李奎报等新兴士大夫阶层，他表现出了对理想社会的理解与追求

的不同。

20)有关陈澕生前行绩的记录或文集多不为后人所知，只是在《梅湖遗稿》中可考其人其诗。陈澕诗通过其1

5代后裔陈堠编撰的《梅湖遗稿》而流传下来。《梅湖遗稿》共收录了48题59首诗，韩国后世学者对陈澕

其诗与中国唐代诗人诗作的关联和继承，给予很高评价，在《梅湖遗稿》的三序、小传、四跋中，都有很

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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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作的关联度和承继性问题的研究21)。这样的学术研究路向和电子信息搜集过程，既极大促进韩

国学界对韩国学术问题的研究效率，又扩宽了古典研究的路径，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研究

中，提供了良好的学术资料搜集、整理、运用的范式思路和本土实践。这本身也是儒学在当代韩国

得以较好流播和传承的原因和经验。

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的贡献以外，大到国家，再到各道、各市、各区，甚至洞（社区、街

道）一级，从政府组织、学术团体、民间机构，到乡校书院、寺庙古刹、家族祠堂，韩国的各级各

类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民俗馆、史料馆、宗祠堂，都存有比例较高的古代经典文献。如：在

其所存的中古及之前的文献里，与中国的儒学关系甚大，不少都是中文版古书文；世宗大王发明韩

文，作为文字载体的汉语传播虽不如前，韩文文献居多，但汉文化对韩国影响依然深远，其所存的

韩文古典资料中，亦可显见中国儒学的影子。世宗大王之后，由中国承继而来的韩国儒学，对韩国

大儒李滉、李珥等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日多，对士大夫李奎报等人的贵族文人及其精神世界

的研究日甚，然基本循过往研究中国儒学的思路和范式，是在传统儒学内容和对象上的本土化尝试

和儒学学术韩国特色的实践化推衍。韩国境内，这些方面的众多的韩文书籍、卷册、史料等文献，

是对儒学资料的极大补充和完善，是内容范畴上的丰富和内涵外延上的诠解，是儒学在韩国流播和

传承的成果和贡献。

另外，韩国的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不少儒学典籍，既有韩文版，也有中文版。釜庆大学中央

图书馆内，就藏有中、韩两个语种的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及其后各朝历代儒学大家的代表作，有关

《论语》的各类读本就多达几十种，《中庸》、《四书五经》、《近思录》、《王阳明思想》等儒

学典籍也赫然立于书架显要位置，以颇为韩国人所钟爱的《三国志》为代表的传统史书也目类较

多，作为中国近现代儒学大师梁漱溟的代表作的《中国文化要义》，也能在图书馆方便找寻到。成

均馆大学等以文科见长的综合性现代大学，更是以图书馆所藏古典图书数量、质量为使命、为荣

傲。

韩国学界，对儒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日渐气候。儒学及相关问题研究，成为韩国学术研究领

域里持续关照的热点。在儒学国际化中，韩国学界的贡献可谓有居大之功，涌现了一批学者和诸多

研究成果。自2008年始，최영진更是将韩国儒学研究的成果汇编成辑，国际版的〈儒教文化研究〉

由此刊行，并开展了持续性的研究集册的编纂整理工作。2008年，先是〈韩国儒学思想资料精选

1〉22)和〈韩国儒学思想资料精选2〉23)问世，2009年，又出版发行了〈韩国儒学思想资料精选

3〉24)等，时至今日，精选集已多达十余册，硕果累累。韩国KCI核心期刊名录中，更是有几本专

门的儒学研究学术刊物，即《유학연구》、《유교사상문화연구》、《국학연구》25)等，近年

21) 研究韩国文人及思想，进而寻找与中国文化元素的关联度和承继性，继而关照中国哲学、文学等领域对

韩国文人的影响，以及韩国文人对中国哲学、文学等领域的接受、继承与发展，是很好的韩国儒学研究和

儒学国际化研究的路向。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以河政承、金智英、金昌庆等人的成果居要。

22)최영진，〈韩国儒学思想资料精选1.《心气理篇》郑道传著，权近注解〉，《國際版<儒敎文化硏究

>》，2008，vol.9，pp.287-294。

23)최영진，〈韩国儒学思想资料精选2.权近著《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与《天人心性分释之图》（《入学图

说》卷一）〉，《國際版<儒敎文化硏究>》，vol.10，2008，pp.177-188。

24)최영진，〈韩国儒学思想资料精选3-徐敬德著《原理气》《理气说》《复其见天地之心说》（《花潭

集》卷2）〉，《國際版<儒敎文化硏究>》，vol.11，2009，pp.245-252。 

25) 即分别是“《儒学研究》、《儒教思想文化研究》、《国学研究》”，均为韩国KCI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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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其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如：〈유교에서 본 다문화교육 시론〉26)、〈艮齋田愚의 道德心啓

發과 儒敎文化傳承〉27)、〈栗谷对朱子学心性论的继承和发展〉28)、〈문화유산에서 문화콘텐

츠로 ― 유교문화원형의 현황과 활용〉29)等等，都是韩国儒学研究前沿领域的成果，在承继的

基础上，并体现了韩国本土儒学研究的韩国视角和研究志趣，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借鉴意义。

而在众多的韩国学术团体的共同推动下，儒学研究及相关的学术交流，得到了很好地促进和

发展。由韩国学术团体联合举办的2016年度国际学术大会，主题为“斯文在兹，融合创新”，特邀

中国首都师范大学知名学者吴相洲教授做〈论唐人的诗歌生活〉的主旨发言，《会议论文集》中收

录了申佳霖的〈庄子“自觉觉他”思想探析：兼论儒道分与平的对话〉、安性栽的〈论语和引诗分

析下的中国古代修辞学考察〉等文，各国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儒学在当代社会的继承与创新。

次年举办的2017年度春季学术大会，主题为“孔子与中国”，特邀中国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徐

庆文教授做〈民国孔道的理解维度与儒学的发展理路〉、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化学者丁启阵教授

做〈寻求孔子真相与论语真解〉的主旨发言，《会议论文集》中收录了安性栽的〈民主主义的孔子

与领导力〉、정원호的〈孔子教学思想再探究〉等文，各国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研讨儒学在中国及

东亚的发展与现世价值。而这些儒学研究，在学术团体、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学者沟通的交融碰

撞与合力助推下，成行成果。安性栽的〈论语和引诗分析下的中国古代修辞学考察〉一文，就是在

2016年“斯文栽子，融合创新”的学术会议后，修改投稿，刊载于另一本韩国KCI核心期刊《中国

学》的第55辑中的。

除上文提及的儒学研究专门期刊外，韩国儒学研究的新近成果，也都时常登载于其他韩国KCI

核心期刊之上，如《中国学》、《国际地域研究》等。登载于《中国学》的〈조선시대 풍속과 관

련된《诗经》활용례 고찰：《朝鲜王朝实录》을 중심으로〉30)一文、登载于《国际地域研究》

的〈동아시아 경제발전과 유교문화의 역할 : 한국경제발전을 위한 유교문화의 계승방향〉31)

一文，是其中的代表。其他的学术文本载体更是很多，如《中国学报》《中国学论丛》《中国语言

文化论集》《东洋学》《东方文化研究》《东北亚文化研究》等，给韩国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广泛的

发表途径和选择。

儒学在韩国流播和承继的过程，形成了韩国的儒学研究特点。儒学的韩国本土实践中，韩国

的儒学，既有对中国儒学的继承性、延续性的一面，亦有对韩国特色儒学的延展性和开拓性。而韩

国各方对儒学文献和儒学研究的合力，其间展现出的社会与学术的力量，确实是儒学在当代韩国得

以良好的继承发展的可贵之处和可持续动因。

26)장승희，〈유교에서 본 다문화교육 시론〉，《유교사상문화연구》，vol.34，2008，pp.103-128。 

27)이천승，〈艮齋田愚의 道德心啓發과 儒敎文化傳承〉，《유교사상문화연구》，vol.36，2009，pp.111

-140。

28)마용철，〈栗谷对朱子学心性论的继承和发展〉，《유교사상문화연구》，vol.46，2011，pp.127-145。

29)박종천，〈문화유산에서 문화콘텐츠로 ― 유교문화원형의 현황과 활용〉，《국학연구》，vol.18，

2011，pp.455-501。

30)정원호，〈조선시대 풍속과 관련된《诗经》활용례 고찰：《朝鲜王朝实录》을 중심으로〉，《中国

学》，vol.57，2016，pp.193-209。

31)이호영，〈동아시아 경제발전과 유교문화의 역할: 한국경제발전을 위한 유교문화의 계승방향〉，

《국제지역연구》，vol.12，no.1，2008，pp.16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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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东文化现象”：儒学在韩国社会的承继与发展

上文已述的韩国安东市，其存有显性的“崇文尚儒”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体现在安东大学推

崇儒学教育，还体现在这个城市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对韩国安东市一些文化现象的解读

中，可窥见当代韩国社会对儒学的接受与发展之势。

安东，位于韩国庆尚北道，一个坐落于韩国中东部的普通城市，却是汉风习习。早在朝鲜时

代，这里就涌现出李退溪等众多堪称儒学先驱的学者，并拥有当时全国最多的书院和乡校，而现

在，百姓依然崇儒尚贤，教育孩童从小学习汉学，“研习汉字、学写书法”蔚然成风，传统儒学体

验和汉学课程培训活动丰富多彩。安东假面和河回古村，也成为文化遗产，1999年甚至吸引英国女

王的到访。

安东的城市特性，已表现出较强的文化特性，其文化特性也基本承袭了中国汉文化的衣钵，

表现为较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这在中国域外，的确是一个显化而特殊的案例。除安东大

学外，位于安东地区的各类中小学、课外兴趣班、课外语言班、课业辅导班、社会教育机构里，都

有较多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且多以“汉字”“诗词”“书画”“围棋”等中国国学形式呈现。各

年龄层的城市市民中，对汉字、汉语和“汉学”熟悉和掌握程度的比率，比其他韩国城市高出不

少。会说汉语，也并非如其他韩国城市般仅是文化知识分子和汉学爱好者掌握的技能，而是“汉

学”语境里，安东市民较为普遍的语言技能。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汉语，甚至部分高中学校里常年开

设有专门留学中国的汉语班，以便来日直接前往中国读大学。在其政府机构、文化会馆、社会组

织、家族祠堂、甚至普通家庭的客厅中，可以普遍看到中文书法体的匾额，写有中国古代先哲的至

理名言，悬于醒目位置。安东市，对“汉学”的热衷是具体的、全方位的、多维度的，不是简单地

学习汉语，而是在“学习汉语”语境下对“汉学”的研究。“汉学”语境里，儒学中的《诗经》、

《论语》、《三字经》、孔子、朱熹、王阳明……等等，都是通常的教化内容和学研对象。政府倡

导“汉学”文化，儒学传统由来已久，市民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接受和承继之风水到渠成。实际上，

不管称呼上是国学、汉学抑或儒学，这些现象，都是对流播于韩国社会的中国儒学的自然承继和良

性结果的典型示例。

位于安东市的“韩国儒教文化博物馆”成立于2006 年6月，是韩国唯一一家专门展现儒教文

化的博物馆。其规模为4层建筑，总面积达2675平方米。在这里，可以通过“相识儒教”、“儒教

与修养”、“儒教与家族”、“儒教与社会儒教与国家”、“儒教与未来社会”等板块32)，全面

观览到韩国儒学在地方上的流播和传承盛况。安东文化，是儒家文化在当代韩国社会的独特性和珍

贵性延续和保存，儒学在当地的社会治理和风化教育中历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当地政府也十分

看重儒学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建设，得以“乡校犹存、书院林立”，形成了韩国独一无二的“安东文

化现象”。

以安东为代表的众多韩国城市，是“汉江奇迹”的见证者和受惠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的

“国家振兴计划”后，便已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国家-城市”的互

32) 栾小惠、刘琨，〈儒学在韩国〉，《走向世界》，20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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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离不开社会、家庭和个人。然而，国家、城市层面上经济的飞跃发展，几十年来，并未改

变韩国社会的基本机构、家庭的儒家传统伦理和个体“尊老敬贤”的思想观念。韩国社会普遍尚文

重教、家庭观念仍然是儒家伦理、“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维系着整个韩国社会。“国家-社

会”、“经济-观念”，这对关系很微妙，似乎是两个序列，在韩国尤其明显——虽然韩国的国家

现代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受欧美国家影响巨大，社会机理和思想观念也同时受到欧美国家的很大影

响，但在“社会”和“观念”的序列里，儒家的影响似乎更传统、更牢固、更系统、更强大。即使

是在首尔、釜山等韩国现代化的大城市里，情况依然如此。

韩国全社会，有着良好的儒学流播的土壤和环境；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互动，也促进着

儒学在韩国的继承和发展。

儒学思想，是千百年来韩国精英阶层一直推崇和奉行的国家纲领，也是韩国普通民众社会生

活的基本信条，即使是“日占时期”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各阶层也一直认同和实践着，从未中断

或改变。在现代化进程中，韩国民族特有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让他们不断思索和研判着“现代”

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不断修复、过滤和完善其中的“糟粕”，不断充实、扬继和传播其中的

“精华”。韩中之间，地理接近、文化相通，历来交流频繁，尤其是原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韩国当

地儒家文化，保持着长期的、有效的、频繁的交流互动，也是韩国儒学得以完好传承、广泛流播的

主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交流，互相影响、相得益彰，依然显得十分重要。

当代韩中的文化交流，具体而广泛，中国文化来到韩国交流互动，汉字、书法、绘画、诗词、戏

曲、艺术、舞蹈等“汉风”尽吹韩国各地，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也前往中国学习和生活，还有两国间

的学生交换、青年互访、学术交流、文化展演等等，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也早已在首尔市设立了“中

国文化中心”，定期举办各类包括儒学在内的范畴较广的中国传统文化讲座、展演和互动活动，这

些都对儒学和传统儒家文化在韩国的继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安东文化现象”，可能只是儒学在韩国流播传承的特殊案例，

甚至还曾被一些韩国年轻人轻慢地称为“保守的安东”；现代文明的进程，也必然会让安东无可避

免地面对外来事物和外来文化的挑战。然而，基于“安东文化现象”基础上的讨论和分析，可以看

出，在思想和行为准则上，“重文敬贤、崇尚礼仪”的传统教化，已在包括安东在内的韩国各地根

深蒂固，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在当代韩国社会被广为认同和推崇。韩国国家

的社会家庭观念和韩国国民的日常世俗生活始终离不开儒家思想，儒学在当代韩国社会得到了很好

的承继和发展。

六、结语

本文从传统儒学机构的当代功用、学校教化与现代大学儒学教育、社会与学术的合力助推的

三个视角，着重梳理、分析和考察了儒学在当代韩国流播和继承的主要方式、路向和态势。其后，

以安东市为例，对儒学在韩国民间社会衍生的文化现象和推演出的文化特性，做了演绎和归结。

以韩中文化比较研究者的视角，取韩国儒学继承发展情况与动因之立意，继而在文中及文末

作出研断：韩国儒学与中国儒学一脉相承，在研习、继承和发扬中，韩国儒学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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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实践，形成了韩国儒学的良好发展之势和儒学研究的韩国特色。伴随儒学国际化，韩国儒学得以

在本土良性承继和发展，既是当代儒学流播与继承的表征，又是儒学现代价值的体现，还与韩国文

化环境和土壤息息相关，自然也离不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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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read and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Korea

Wang, Tao / Kim, Chang-Kyong

  Confucianism originated from China, spread to East Asia soon in history. 

"Confucianism East"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creating a flourishing Korean 

Confucianism, so far, from the Korean Three-Kingdoms Times, the Unified Silla, the 

Korea Times, Joseon Dynasty, to today, South Korea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still to better development and spread, in the aspects of ideology, social structure, 

folk life wide under its influence. The contemporary South Korean Confucianism 

spread and inheritance trend, a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Cultures, not only inherits the official and privat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ier history of the path of "central-local", but also to Sung 

Kyun Kwan University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nfucian education take on an 

altogether new aspect of modern university. The efforts of Korean society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literature and Confucianism, showing the social and academic 

power,and it is indeed the valuable and sustainable cause of Confucian's good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Korea. And "An-dong cultural 

phenomenon" is the best “ChongRu-ShangXian“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South Korean society spread. In the course of study、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Confucianism carried out fruitful local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Korea, forming the good development trend of Korean Confucianism and the 

Korean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 studies. With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Korea to local 

benign succession, characterized both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spread and 

inheritance, and embodies the modern value of Confucianism, not only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Korean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oil, of course , but also cannot 

leave Chinese classical culture broad and profound and tremendou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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