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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大儒李滉的文學觀――以與朱熹等人的比較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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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中心2023年度獎助訪問學人 

退溪李滉（1502-71）的學術以及文學造詣，即使與同時期的中國文人學者相比

也毫不遜色，甚至在中、韓古代理學家當中，其文學思想與創作也堪稱卓越不凡。對

李滉文學面貌的整體梳理與系統考察，以及他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吸收與借鑒、創新與

發展，是退溪學研究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退溪不僅是偉大的理學家，亦為一位

出色的文學家，他在中韓古代文學交流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李滉和朱熹同爲理學家兼文人，因此在對待文學的基本態度上頗有近似之處。但

因爲二人分處朝鮮、宋代兩朝的學術和文學環境，所以亦有相異之處。就比較探討的

結果而言，多半確屬「想當然耳」的結果。但我還是認爲有必要從時代和國度的不同

來着眼。 

比如，李滉對「文」和「道」，基本上取「文道不相背」的立場，他反對的只是

「專讀文章之書」而不「讀義理之書」，而不是「讀文章之書」本身。李滉對待詩歌

也保持「詩不誤人人自誤，興來情適已難禁」的態度。此種觀點朱熹雖不是沒有，但

只是朱熹衆多觀點中的一部分。一位是中國程朱理學的代表，一位是以朱學爲學術圭

臬，學習朱熹並以繼承和發展朱學爲己任的朝鮮學者，兩人同爲所屬時期的學術领

袖，與其他理學家相比，也具有喜歡參與文學作品的創作與評論的共同特色。因此，

我認爲很值得我們了解並探討不同的境遇，是否造成他們對待文學的態度上的差異。 

通過硏究中的比較和探討得知，李滉的諸多文學觀點主要來自朱熹處，但如「修

辭立誠」與同時代的王陽明多有契合之處；再如「本於情性」部分和韓愈的觀點基本

一致，可知李滉文學觀點的來源，也受到一些以唐宋古文家爲代表的傳統儒家文學觀

點和時代文學觀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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