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古代詩話中的宋詩論

徐 安 瑛

摘要:宋詩論是韓國歴代詩話中的一個重要論題其主要点容有宋詩自得論、宋詩用事論與宋詩

批評論。宋出自得心，強調的是宋詩具有自是一家的特色，自高麗至朝鮮，在不同的時期具有不同

的内容。宋詩話幽幽包含用事的理想、用事的方磨絡ｉr創作主艦的要求。宋詩感評論則渉及到“知二

面雨曇”、“詩母香嵐B事情通誠喩”直面詩要“細味之”等問題。

電鍵字:諸山古代詩話 宋詩論 宋詩自得論 宋詩用事論 宋詩批評論

  宋詩論是中出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論題。然歴來論者好尚不同，品評晶晶;尊唐温品，議

論紛絋。韓國與中國一衣帯水，自古以來，文脈相通。韓國古代漢詩源於《詩経》，新羅以來則有唐

詩東渡，高麗中葉又有宋詩風靡。自高麗中葉韓國詩話誕生以來，宋詩論亦成為韓國詩話的重要論

題。本文所説的“韓國古代詩話”，指的是從高麗中葉迄近世朝鮮(13世紀一19世紀)的詩話。楡閲

這七百年間山回下面的一百品種詩話，我以為韓國詩話宋詩論的主要内容是宋詩自得論、宋詩用事

論與宋詩論評論古画既膿現出這出詩人接受宋詩的歴史軌跡，也掲示了中立雨國古代詩論所二二

出白和而不同、相通與共存的状態。

一 宋詩自得論

  虚血詩話自誕生之面起，就認為面当詩歌具有自讃一家的特色。二種崇宋的詩論是高畠詩話的

重要内容，借朝鮮正祖李算之語以言之，可稲之為宋詩自得論。李算(1752-1800)編有中國詩歌

総集，其《詩観・義例》論及宋三時，借康煕間昊之振《宋詩紗序》之語云:“宋詩蓋能攣化干唐，

油壷其所自得者広義，所謂毛皮落忌，精神猫存者是也。”1宋詩自得錐不是李算的創見，谷P道出了

韓國詩話的崇宋意識。“自得”者，自得露髄性也，即謂宋代詩歌具備了自成一家的髄貌。苑三韓國

詩話襲展的自然階段三面面前。2

  (一)高麗中後期(13-14世紀)，約喜劇温感宋金元時期。“宋詩自得論”的意識萌生干高麗中

期3。北宋末季，中國詩壇一方面是蘇(載)黄(庭堅)詩風的崇尚與風靡;男一方面是封蘇黄詩

風、尤其是江西詩派的反思與詰難。批評宋詩言辮最為激烈的是南北宋之際的張戒，其《歳寒堂詩

話》巻上有云:

    自漢魏以來，詩妙瞳子建，成干李杜，而壊干蘇、黄。幽幽曲論，固未易為俗人言也。子

  謄以議論作詩，魯亘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回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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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黄習氣浮壷始滋雨論唐人詩;唐人回忌習氣浮壷，始可以論六朝詩;鏑刻之習氣浮壷，始

  可以論曹、劉、李、杜詩。4

張戒完全吉島立面面出詩的貢献，持論自由偏頗之嫌。然張氏之責，百出了中國詩史上的唐詞之事。

南宋後期的嚴血止承張戒之説，論証“以盛唐為磨浴h，其《愴浪詩話》針硅以蘇黄為代表的宋詩読: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由，遂以文字訳詩，以オ學為詩，以議論心心。”5並読詩至心黄，“唐人之風攣

 ”。後來的“分唐界宋之読，無不受心惑之敵鞍。”6

  高麗詩話封宋詩谷口表現出極度的推崇，這種現象與高麗科畢制度的推行、宋學東漸紙切相關。

光潤雷續N(958)，高麗朝雨後周文士説浴欄I建議下，設置科畢，通過考試詩、賦、頗和時務面面選

抜儒生，儒士由此前山立配点，面面專尚詞章與文藝。於是以前學為核心的儒學，出漁被三面章文

藝為核心的儒學所代替。文士椚也因西湘明鰹習山雨(文藝)，赤心精力集中干研白磁載等人的書

籍上，從而形成了“高麗文士，專尚東坂”的文化現象，以至“毎及第榜出，則人日:‘三十三東坂出

 。'”(徐居正《東人詩話》巻上)計時詩壇錐全霊詩的影響，蔚然成風読谷口出出血載為代表的宋詩。

韓國詩話的開創者幽幽立面詩即學蘇黄南面《補閑集》素面:“素直士眉隻日:‘吾忌門虚血、蘇

雨滴，然後語道然韻一斗，得作詩三昧。'”封於宋止山禁手蘇黄文集的行裡，學士権適有詩贈宋朝

使者日:“出子文章海外聞，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込茨燈，落落命名安直焚。”(李仁老《破閑

集》巻下)這些議論在中國詩壇力言氏蘇黄、批評宋詩的背景下，有砥柱中流，揚清抑濁的意義。

  “宋詩自得論”萌生干“專尚東坂”的文化面謁，是高麗士人的自然認識。需要面明的是，這個時期

韓國詩論家信評論本土詩歌時，往往以唐言詩作為衡量出直規。煤蘭ﾊ面老《破閑集》巻上自由其有

帝日:“紅葉題詩出鳳城，涙痕心墨尚分明。禦溝流水渾無頼，漏泄宮蛾一片情”，“座客晶晶而観点，

以謂唐宋時人筆。”巻中又稲無名氏之“秋陽融暖若春陽，竹葉巴蕉映粉摘。莫向此面誇葉大，虚心

這出晶晶霜”詩，“語磨乱S血宋人無異”。“以謂唐心時人筆”與“語磨嶺o唐糸人無異”，可見唐画詩在島

氏心目中他有優劣之分。不過，這時期論詩的主要傾向是真砥派出。“劇詩自得論”從内容出歯，則

包薙着虚血低湿意、用事與風貌等方面的肯定。

  “新雨”是韓國文士學玉絹詩過程中，針封本土詩歌創作中票』籍現象提出的要求，宕基於詩歌出色

為主的認識，即《幽閑集》巻中所説的“詩文以斗出主，氣鞍於性，寂滅出面，吉出於情，山山意

也。”詩人各論性情，詩則各藩精神，從而自得画意也。李藩老三密点画“出新意干古人所出論者。”

(《破論集》巻下)出血報謡扇:“吾不出古人語，創出磨来ﾓ。”(《補説集》・血中)在他椚看來，宋詩

就是具有“雪意”的。李奎報《白雲小読》稲:

    余論讃梅聖命詩，私心湯煎之，未識古人所以號詩痴者。及今閲之，外出茶弱，中入骨鰻，

  真詩中之精島也。知梅詩然後面謂面出者也。

李奎報讃賞梅尭臣品品“外若茶弱，中出骨面”。而梅愚臣自戒作詩甘苦時読:“作詩無古今，唯造

平淡難”(《讃郡不疑二士詩巻》)7;欧陽修《六一詩話》則稲:“聖命輩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

8從“造平淡難”可知，梅晶出追求的“平淡”，貌似率意為之，然“章思精微”，油壷琢刻辻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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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平淡”的詩歌既是“意新語工”9的，又是“深遠歯面”的，而且“含不壷之意見於言外”10。李奎報

的“茶壷”是正此此“平淡”特徴精開而形象的閲繹;“骨鰻”則是出梅詩“深遠閑淡”的:品質與心意

設直上“意新語工”的推崇;“意馬”則是封梅詩総艦風貌的評慣。崔滋也魚塩新点，《高湿集》巻中

日:

    予嘗謁文安公，有一竜前東血温質疑於公。讃至“碧潭煤洛ｩ試 白塔面相招”一聯公吟

  味再三日:‘古今詩集中，孚見直煤絡沍P示。'”

    近世尚東坂蓋愛其論義豪適，意乱言富，用事恢博，庶幾敷疎豪膿血。今之後進画論池子，

  非欲彷敷以得其風骨，但欲讃掠以為用事之具，剰籍不足道也。

崔露台崇蘇詩的新品，並以“風骨”面心。他所読的風骨，即“氣疎豪通，意語言富，用事画面。”“氣

世世遭”顯抽出指詩歌表現出血的精神:氣質，“意深吉富，用事恢博”自認構意証文的要求了。李齊

賢在《櫟翁糸面》後編中面面:

    古人占有詠史出作，若易曉而易厭，則直述其事，而無新意者也……劉貢父《塞上》云:

  “自古画回縁忌事……”;王介甫《張良》懇浴?“漢業存亡術仰中……”，漁家所謂活豪語也。

李屹屹“雨意”為標準南国史詩，主要強調詠史詩慮三智特出歴史見解。

  封宋詩髄貌幽思同也歯面時期西詩自得論的内容，議論得最多的是蘇転語黄庭園的詩歌。北官

設祐後期面面“蘇黄”心計，高麗詩人亦多吉“蘇黄”，這種壷謂是封蘇黄詩歌面貌與詩史地位的肯

定。油垢仁心面面自証出血起於詩壇，“出面事前精，逸氣幅出”(《叡山集》巻上)。蘇詩更是“氣韻

豪通”(《補画集》)、“豪宕島人”(《血豆稗読》)。李齊賢又注意血振詩“典麗”的風格煤浴s櫟翁面読》

稲王珪《上元慮制》詩“‘讐鳳雲間扶螢下，六出海上駕山來'最為典麗。”所謂“典麗”，即詠《王宜

方詩話》所由之“至心丹”，王珪為詩錐用金玉錦繍字，但撲藻敷華，細潤疑貼，精思鍛煉，故多櫨

錘名貴之篇。11以上評読，団扇了宋詩風格点乱民侃，個中隠含着封宋詩艦貌多様化画讃賞，可見韓

人封宋詩的特色面面了初歩的認識。

  吻血以上論述，可知高麗中後期的宋詩自得論具有以下特鮎:一是没有分三界宋的意識。二是

往往就宋霜露論直近，這壷中國詩學家評債宋磁多以唐詩為参照冷然不同，宋詩在韓國詩豪家這裏，

虚血己獲得了出立的地位。隔心血忌詩的評論溢出系統的理論論述，而是酒薙於回忌温語的議論壷

中。

  (二)朝鮮初期(15-16世紀)，約面明出初中期。明代中期的文壇，復古之曇日熾。前後七子

力侶“山亭盛唐”逆説，造成了有明一代唐詩流行，從俗而攣的盛況。但朝鮮初期的詩壇，｛乃承襲

高麗傳統，三品詩歯冠，詩人多出入念黄。“本朝詩學，七三黄為主。”(許笥《鶴山樵談》)“我東詩

人多尚蘇黄。”(李栫洛�s芝峰類説》巻九)詩話也傍然以崇宋為中心。與此同時詩壇亦開始濡染

晩唐十三，以至格卑涌出，術詠低吟。義烈，朝鮮初期的始出自得論不同於高麗朝砂面藩論宋，而

是通過批評赤面詩的“格卑氣弱”，表現智恵宋詩的推窮。煤欄A湖陰(士龍)池魚退渓(滉)皆山鳥

責晩唐詩的議論，擦権面面(生卒年不詳)《松渓漫録》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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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世詩序專翁忌唐，閣束蘇詩，湖記聞之笑日:“非卑之也，不能也。”退渓二日:“蘇旧記

  不論証唐邪，愚網版山山詩所謂‘払出詠口六山事……'不知晩唐詩中有正忌奇絶二二。”……麗

  代文章優於三朝，而畢世詞潤卵･高命，不可謂之卑也。

“非卑之也，不能也”，応急情不逮也。退渓激賞坂詩的“奇紹”，以為與晩唐詩相比，自有天壌之別。

綜観這個時期的証向自得論，主要附麗干宋詩用事的叙説之中，並無新的議明。

  (三)朝鮮中後期(17-19世紀)，時當明末畳有清一代。朝鮮中後期詩話繁盛，宋詩自得論也

呈現出新的特出。明末與有清一代詩壇，唐宋山事方興高文，公安三衰針鼠前後七子尊志馳宋的二

面，推崇高載，在中國詩壇開敵了潤卵v的風氣。朝鮮詩壇自初期以來，一味敷磨卵v詩，以至堕入剰

矯的泥潭。針乱声種現象，有識之士力侶盛唐，以救歩趨宋詩之弊。

  此時期的嘉詩自得論山面唐馳宋的背景中展開，許笏(1569-1618)是導夫先富者。他將朝鮮

詩壇之弊面出干蘇黄《鶴山樵談》日:“本朝人文則三蘇二二黄陳，故卑湿無恥。”因此，許三論

詩以盛面面涌泉，在《鶴山樵談》中，諸煤浴g似盛唐人作”、“三盛唐風格”、“可肩盛唐”之語，不勝

枚畢。他甚漏壷“詩至於宋，可謂亡 ”12思革剰霜之習，鞍矯柾過正之語，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全面

否定宋詩，則又紙入偏執一途。堀詰任環(生卒年不詳)《玄湖二二》批評宋詩論於理，煤浴g委巷腐

儒摯脆曲面”，亦是以比比全之論。出山光(1563-1628)的《芝峰類読》論宋二二多肯緊之吉，御

批評宋詩專尚用事，意興甚少，這當是封本土詩人學宋詩之弊的感慨之吉。

  論義面出虚血氾濫:之際，亦面持畑島自得論者。申欽(1566-1628)《晴窟軟談》血中國歴代詩

歌日:

    風下，詞紙幅者也;雅頗者，理而濡者也;六朝以後，詞訳詞雨湿;趙宋以降，二二理者

  也。世密話点者斥宋，治宋者亦不必尊話，弦皆偏己。唐心衰也，豊無二譜;宋之盛也，豊無

  雅音？此正面直話薪之類也。

“理”當是指作品内容，“詞”温州藝術表現技巧，詞理之辮，實乃文質之事。申欽山回，唐宋詩各

有特色，唐詩是詞忌詞者，宋幽囚二二理者。《丸心直談》又雪丸喩詩，謂“唐詩以南潤来齠ﾚ，二本

來面目。宋詩煤蘭k潤浴C血忌直進，尚持山畑辟支爾。”“南頓北漸”是南北禅潤洛蜩ｹ的二種不同二二，

面面，是自然本色;論者，是刻苦鍛煉二者並無高下之分。針鼠尊唐鶏宋論，申欽力挺蘇載，《晴

冑軟談》日:

    東坂詩文，倶逆境也，世之學唐言常砦之。若簡摘三山麗，訟訴数巻心行二世，何渠不二

  唐家時世一心？只以家敷甚大，三井之見，有望洋之歎爾。

分析細緻嚴密，品評嚴正，持論可謂公允。

  南龍翼(1628-1692)的《壺穀詩評》論宋詩則日:

    宋忌詞季之鯨，楊大年首唱西昆骨豊，濡話萎弱，錐無可観，爾時猶有山林之秀，館閣之英。

  山林則魏仲先込，林和靖通、直道遙間，而石心卿最勝。館閣山山景文祁、陳文恵二佐、欧陽

  文忠修，而王岐公魚珪為優。至王半山安石、二二官聖命、蘇東三部出，而詩道頗大。二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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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堅、陳師道詩格一品。南渡以後靡然從之，號稲學山鼠反不田干楚相之優孟，讐煤卵趨ﾘ芳華

  壷三葉成直心子滞枝，所見索然 。王算州日:“宋無詩”，此言晶晶 。若比干唐則有同

  壁斌。念者遠出其義，温血學格調可也。

南氏在此描述了北宋詩的壇攣軌跡，所謂“詩道頗大”，是読宋詩至王、梅、蘇形成了自是宋詩的

風貌。沁沁陳“詩格一攣”，自然是指江西詩派。“號稲學杜而反回及干楚相之優孟”一語，顯然是封

南宋人師磨絡]西的批評。並明確指出“宋無詩”的説磨浴C是言過其實之論在他看來，“半山之‘江月

轄空曇白書，嶺雲分瞑與黄昏'、東坂之‘天外黒風吹海立，漸東飛雨過江來'、都官之‘野晃眠岸有

閑意，老樹看花無届枝'、山谷之‘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後山之‘人事自生今日意，寒

近辺作去年香……放翁面‘雨一己断時針滴，雲晶出飼面起峰之句，可謂清新警抜，居然自是宋

詩。”持論平和，無血見地。

  金昌協(1561-1708)的宋詩自得論以性情為旧規。他誌為宋詩是有弊病的，煤浴g黄之横拗生

硬，陳之工臨面前，既出温厚之旨，主治逸宕之致”、“欧公太流暢，荊公太血忌，又有議論故實之

磨蘭ﾊ。”(金昌協《農岩雑品》)但他並没有因一三定義詩，《農岩雑識》談到明人攻撃宋詩時説:

    宋人恥丘，以故實議論為主，此詩家大病也，明人攻之是 。然其自為也，未必勝之，而

  虚心不及焉，何也？宋人血主恩實議論，然砂山學之所蓄積，志意之所出結，感激鰯駿，噴薄命

  爲，不為格調所拘，不為途轍所出，故其氣象豪蕩潜函，時有近於天求濫V鞍，而讃之晶晶見直

  性情之真也。明人湯島縄墨，跳鼠模擬，敷墾學歩，無慮天真，此其所高位出宋人下品欺1

在他面來，論人以痴話議論為主，自是詩家大病，心心詩的性情之真，明人則不可企及。煤絡沂c論

堪稲振侵襲泣面吉。李宜顯論詩亦主性情，其《浦山雑著》日:“宋壷錐面出求落ｲ，漏出不失其性

情，猶有真意之洋溢者。”13以性情論宋詩，掲示了詩歌話本質特徴。朝鮮正出隔心則以宋詩是“雨

池自得者出之”的論断，為歴代宋詩自得論作了一個圓漏的虚心。

  朝鮮中後期的宋詩自得論具有以下特色:一気在尊唐馳宋的背景中台展深化，呈現出尊前崇宋

糾結互動的態勢;二是封宋詩的論説往往運用比較的方磨浴C以唐詩為参照，而不再是四仏的存在;

三是超越了高麗、朝鮮初期封個別作家作品評論的局圃，在封宋詩的整髄評債中來凸顯宋詩自得論;

必然正忌形成完整的理論艦系，但有漏辮的色彩和充痴話内容。

  “図面自得論”貫穿干韓國歴代詩話，韓國詩學家島的期望潮:在島崇宋詩、在唐子思事中建立

起“非謡扇宋，而自成一家”(洪萬潤浴s国華詩評》)的漢詩詩風。

二 宋詩用事論

  用事論工面山面詩話宋詩論的重要内容。在韓國詩話評論宋詩文字中，常常可見“用事”“使事”、

“引事”、“故實”等出語。需要読明的是，提侶用事二二學家主要是“宋詩自得論”者，因此，用事

論又是宋詩自得論不可或鉄的部分。堕於韓人封宋詩的用事形成了系統的認識故置專節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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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用事，油島詩歌創作中引用典故與化出典籍中成語的一種藝術方磨浴B中砥詩歌的用事濫翁

面漢代末年的文人五言詩，較早注意用事的詩論家是提出“自然出山”的鍾燥，其《詩品》読:詩“吟

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14慢語“用事”成為詩歌批評的一個議題。

  然而，任何地術形式都有自己的磨欄x，用事作為詩磨濫V一，肇始之後，群起敷之。鰹歴代詩人

的探索，官海為詩歌創作的重要藝術方磨浴B造至宋朝，用事之風日盛，從而引起了詩話家的特別關

注。首先肯定用事真諦遣欧追修，他曽島西三面人賦笥、楊億旧作“盤面故事，何回為佳句也”、“不

用故事，又豊不佳乎”，“蓋其雄文誌面，筆力有蝕，故無涯而不可，非西前世號詩人者，跳鼠干風雲

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15批評用事的則幽晦羽影響最著，《心隔詩話》読:“夫詩感別材，非

応仁也;詩陸別趣非關理也。”16因此，為詩“不画面著題，不必多流事。”17宋詩的用事一遍是詩學

界關注油話題，並影響着歴代詩人的創作。

  高麗、朝鮮雨滴，山回出汐國詩人以宋人為師、以面面為尚，他椚深知學詩詰合乎磨欄x，用事

則為他椚提供了便捷漏出径與方磨浴B通過研出宋詩、創作漢詩，韓國詩心家一方面注意到用事的重

要性;男一方面也注意到用事不感而導致的流弊。他椚從掲示用事之虚血入，封用事論形成了系統

的認識，即用事的理想、用事的方磨利a用事封創作主髄的要求。

往往肩輿坂相似，但出血《補血豆》巻中払批評読:“観心文，皆撰取古人語，威武二二十字瓦之，

以為己辞。此非裏罫膿，奪春里。”膏血面心干高麗的乱心尚且漏話，他人則可想而知。李仁老心用

事己有辮謹的認識即作為創作方磨欄I“用事”，不能以優劣論之;然多用事、不辮用事就成文章一

病了。其《破閑集》巻下論用事之油日:

    詩家作詩多血事，謂之鮎鬼簿;李面隠用事譜面，號西昆髄，此皆文章一病。

這段話指出用事之病有二:一是多血事而成“貼鬼簿”。虚語出自唐人張鷲的《朝野倉載》巻六:楊

畑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時人心血為“鬼鮎簿”。18李仁老以“詩家作詩多使事”與“李商隠用事瞼

僻”相封，顯見李仁老的“貼鬼簿”之説，是遊出唐人楊畑為代表的好用古人姓名者。用古人姓名

作詩，向煤利I視為下乗小道，僅作磨面的救急之磨落ｧ己。錐然杜甫也有類似的作品，侃不能以此為

磨浴B二是用事瞼僻，號“西出髄”。宋人口流血有議論，庭回《中山詩話》即稲:“祥符、天忌中，楊

大年、鐘文僖、曇山面、孟子儀以文山立朝，為詩皆潤酪ｮ李義山，號西昆膿，後進気品義山一旬。”19

李仁卸本宋人山読，認為李商隠與西昆髄詩人有多用故事，語僻難曉之弊。李奎報不念賛成用事，

他在《白雲小普浴t中提出詩有爵不宜髄:“一篇内多用古人之名，完載鬼斗心髄”，即李仁老所読的

“鮎鬼簿”;“好犯丘輌，是渡犯尊貴膿。”“応訴”在這裏是鰹史的代名詞，“好犯追河”，指品詞史之語

入詩，所謂以文為詩心。韓人高州用事之病的認識晶晶李這裏得到論集中的髄現。

  李仁老等通過封詩歌工具髄分析総留出油壷用事的理想:“用事精切”。“用事精切”以及“使事

納精”、“用事奇特”、“些事奇妙”、“用事親切”等語，皆指用事的出訴根心，即所用典故、成句與詩

歌八達的情志事理要作到契合無堰。韓人也注意到用事論語吉一義的問題，他椚認為宋詩“用事精

一68一



切”主要表現在七山之妙，造化生成。用事而“莫知用何事”(《破閑集》巻下)、“不心用前人語”(《鶴

山樵談》)，這方是用事精心的審美旨闘。

  韓人封宋詩用事出切的考氏浴C主要着眼於琢句之妙。從句切入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句是詩章

論荊公、東坂、山谷三老知之。謝“言心用，不言嘉名”包含着泣面琢旬之妙的魚種方磨?一高比物

疾呼而不吉其物;焔魔用事而立言出名。李仁老面子洪之吉，盛一品黄用事的小臣二心，《破閑集》

巻下云:

    詩家作詩多画素……近者蘇、黄堀起，錐高尚其磨浴C而造語益工，了無斧山血痕，可謂青

  出於藍 。煤欄訣竅g見説騎鯨遊汗漫，憶曽…椚風話悲辛”、“永夜思家在何虜，残年知爾遠來情”，

  句磨濫＠造化生成，譲論者莫知用何事。山谷云＝“嘉吉油点無阿堵，泳雪相乱心此君”、“眼三人

  情痴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類多煤絡氈B

從李仁座所畢詩句來看，東心血用事而不言嘉名，山谷則是比物以意而不言其物。基於封具髄詩句

“了無斧墾之痕”、“煤卵｢化生成”，具有融化雨跡的自然之美。所以応仁老翁為唐人唯杜甫“猫六三妙”，

宋代則以雨冠為佳。蘇黄詩歌的“使事益精逸氣横出，琢句之妙，可以與少陵並駕。”這在詩論史上

鷹是最高的褒奨了。遠心正則山王安石、蘇戟、黄面出的用事作為評論東出詩歌的尺規，《東人詩

話》巻下云:

    古品詩人品物取込温州精切，煤欄訣竕r出巣云:“朱唇得酒量晶晶，翠二品紗紅映肉”，以

  婦人讐花心。山谷詠心計云:“露霜何郎試湯餅，日供血魚住回忌”，以丈夫讐花蕊。崔文靖恒

  詠黒豆云:“白眼似嫌憎客意，主面還有報仇心”，以文人烈士讐黒豆，用事奇特，殆不譲二老。

徐居正油韓人崔文油漬詩句與東坂、山谷相比較，指出以文人烈士讐黒豆，用事奇特精當，不輸

蘇黄。封用事精當的推崇在韓國漢詩的創作中常常髄現出化用唐庇詩句入湯，煤覧ﾀ慶遇(1568一？)

《霧湖詩話》論滴滴龍詩:

    “山木倶鳴風乍起，江聲忽属一品懸。”畢世譜之。蓋“木葉面鳴夜雨來”，訟訴之詩也;“灘

  聲忽高何庭雨”者，昊融之句也。湖陰上下旬取此雨詩之語，陶鋳之圓轄無欠。

李画品出直嘉詩商用陳山鼠及昊融的詩句，煤卵｢化生成，達到了“陶遠心直轄無欠”的境界。《晴窟

面談》稲韓國金出直的“三年藥裏人猶病，一夜雨聲花冠壷”，與陳出訴“氏子光陰詩巻裏，杏花消

息雨聲中”，“詩語相似”。又《補閑集》巻上論高麗詩人命藍鼠“語民意淳，用事精簡”、李仁老“山

盛格勝，使事煤酪縺C富有践古人高富虞，琢晶晶巧，青畳藍也。”類似的評読在詩話中山晶晶見，可

以読是封用事理想的直面。

 (二)用事的方磨浴B用事是語吉島術的問題，在創作實践中，“用事精切”自然需要與之相慮的方

磨浴B韓出品學家選義歯黄庭堅的用事理論來指導詩歌創作，因此，我椚有必要陳述温温的用事之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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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答翁面虚心》云:

    自作語源難老杜作詩，退屈作文，無一字無來虜，蓋後人讃書少，故一高、杜自作温語

  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錐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煤利I丹一粒，血温成金也。22

又恵洪《冷齋夜話》稲山谷有脱胎換骨盤読: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爵有限;以有限之オ追無窮素意，錐忌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

  其意活造出語，謂之換骨磨?糸入用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磨浴B23

韓國匠気家出《鯉山駒父書》和《冷齋夜話》中翁面出二種用事方磨?

  一雨“無一句無來虜”。徐居正《東人詩話》露出氏的“無一字無來虜”演繹為:“古人作詩，無一

句三厩庭”，並進而封無作了這様的証繹:“凡詩用事，當有田虚，筍出己意，語錐工，未免論者隔

意。”却而在一定程度上矯正了“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虎”之読的偏頗。徐居正角出用

事要出血歴，有根心，個中包含出向古人旧習，予讃書的要求。他也注意到一味強調“無一字無品

慮”，面出導出躇襲，煤浴s東人詩話》巻上云:

    詩忌虚血，古人日:“文章當出求雷ﾌ，成一家風骨，何能一人生活耶？”唐回忌多有海病。

“用事”不是躇襲前人詩句，而鷹自出求蘭ﾘ画，鮎化前人詩句，從而隠現“意新論語誌”(《東人詩話》巻

上)的理想。朝鮮後期的洪萬潤?1643-1725)，在《小華詩評》巻・之下指出:“詩家最忌票1矯，而

古人亦多犯之……夫自出求冷?C務去血温，不果伝磨洛ﾁ急難哉？”因此，為詩“無一句無來盧”慮

與奪胎換骨互恵補充。

  二是“奪胎換骨”。出面詩學家注意面的是黄?洛?I奪胎換骨説，而不乱貼鐵成金説。最先首肯

奪胎換骨癌的是温感老，《破閑集》巻下云:

    昔山谷論調以謂不易古人之意而造虚語謂之換骨，規模古人之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

這段話本干恵面的《冷齋夜話》。“不易其意国造其語”的換骨磨浴C指油用前人詩句，在立意上借竪

前人，但在語誌上要説有創造;“規模古人隔意而形容之”的奪胎磨浴C是就前人詩意而加倍形容從

三盆出新意。面取老己認識到，用事不是“活剥生呑”、“三絶潜矯”，而血忌借前人的詩語與境界鮎

化出新，即“出雨意干古人所不到者”(《破閑集》巻下)。《東人詩話》巻上則幅出，化用前人詩句，

要“牧歯固妙，滴滴自然森嚴”，在強調一意與造語外，又提出格律的要求。格律自然是中田妬心詩

的重要因素，徐訴訟注意到格律的重要性，虚心説是烏有創見的論説。

  (三)用事封創作主髄的要求。從理論上看實現用事話劇鷹把握句句有來虜與奪胎換骨的方磨浴C

然而立面浴蘭＠的把握，決定於創作主禮的血流。《晴窩面談》血振坂云:“病東坂者，以其用古事太

多，比三面短，此面亦宜 ？東坂必用古事，只患畜オ之太多，出語天成而不自覧爾，奨可以此而

尤之1”申欽充分肯定蘇載的翁面，指出始載用事達“出語天成而不自覧”的境界，乃因其多オ也。然

而封於大多数人論説，直情是有限的，李仁老在論“琢句心磨浴h時就提出:“人之オ煤頼寛M方圓不

可以該備，而天下奇観異賞可以悦心目者甚彩。”(《破閑集》巻上)此即恵洪所引山谷語:“詩意無

窮而人オ有限”。用事既是引用典故與化用典籍中的成語，那磨，オ情是可以通過讃書來培養的，黄

一70一



庭堅読“詩詞高勝，要從學間中來。朔類似的論説在韓人詩話中晶出不少，煤浴s東人詩話》巻上論

両日西詩云:

    高麗容王朝，禦面前木荷一盛開，命禁署諸三品詩，康先生日用只得“頭高老翁看三香浴C眼

  明儒老椅欄邊”一句，先輩以謂用事品切。予初咀噛，不識其味，晶晶昌黎直木荷藥，有“今

  日欄邊覧眼明”，欧陽公詠牡丹有‘自笑今為白髪翁'之句，然後始知出虜。用事精切，但恨詞語

  深慮，韻高張短。煤乱謳ｶ者豊非古人所謂有造内磨落�閨C而無材料畑島。

徐居正追出用事精切，要有材料，油壷就前田先生一様，韻高島短，以至詞語出漁。可見徐冷強調

用事出切與詩人追書出直的根底密晶相關。又出面植(1584-1647)《砂子准的》六二詩人:“宋壷

錐多大家，非盤上不易學，下立正潤藍s必學。”“學富”自然是提議二一詩書，講究學問了。從創作

主髄掃出膿的關係來論用事，細緻周密，己具有些二三理性色彩了。

  韓虚血學家右上詩，注意到用事的意義也総結心逸出面運用的方磨梨n而巨匠習古詩、創作

漢詩具有了可操作性。煤浴s鶴山樵談》論擦谷用事吊出:“東坂詩:‘個恨面河十里春，一番高宜一

番新。小謡依醤斜陽裏，不見當時宜手人。'孫穀悼亡命，出血磨洛黶C詩日:羅帷香壷鏡生塵，門島

桃花面面春。依薔小心明月在，不知誰是捲簾人。'高麗稲情，不覧用前人語。”運用用事的方磨卵n

作漢詩，這出是韓人宋詩用事論的意義。

三 宋詩論評論

  韓國詩話封於詩人、詩作批評的形式，主要受欧陽修《六一詩話》那種随筆式評鮎的影響。宋

詩作者有九千蝕人，但魚病國詩話渉及的面面六十多名，封他椚的証鮎大多随意而為。然而，將這

出詩人排列起画面宋太祖到文天祥，呈現在面心面前的寛然感温宋三百多年詩歌的襲展軌跡。從

作者身扮來看，有帝王，場面太祖、心血品等;有台閣大臣，謡言珪、曼殊、欧陽此等;有山林隠

逸，追山搏、林通等;有理血忌，煤卵O壷、朱品等;有愛國志士，煤頼x飛、文面祥等。高温時期的

代表性詩人來看，北面初期有王禺偶、楊億與冠准等;中後期有欧陽修、梅尭臣、王安石、蘇載、

黄庭堅、陳與義血;南宋有中興詩人陸游、楊萬里、萢成大蝋画品等;後期有誤記荘、恩師品等。

這些詩人立山於譜代的各個詩派，煤濫猪ﾊ、西昆艦、晩霜膿、江西詩派、江湖詩派與永嘉四三，膿

現出雨宋詩歌風貌的流攣。韓人議論最多的隠田安石、記載與言忌堅;其晶晶欧陽修、梅面高晶晶

與義，他椚無疑是“宋直中可以模楷者”因由此可知，韓國詩話己把握了宋詩流攣的基本走向和鞍展

遷輯。

  韓人誌面詩的評読，錐然着眼於詩歌篇章、詩句與字眼，然而在零散的議論中，不乏精到之思

一得之見。關直弟詩的批評論，値得雨注的問題是:“知詩為尤難”、“詩可以達事情通晶出”與詩要

“滋味之”。

  (一)“知詩論尤難”。一品詩歌是宋詩論的基礎，韓人認論評詩當螺鳥人《詩話総麺》、《詩人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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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曹渓漁隠叢話》二種“議論精嚴”26的境界，然二二点図到這種評詩之境又談何容易。徐二二

有言:“作詩非難，而知晶晶尤難”(《東人詩話》巻上);洪萬潤乱?“三富未払作，詩評亦未易也”

(《詩評補遺》)。韓人認識高評詩存在着一定乱訴異性:首先話説詩者的審美趣味不同。金萬重(1637

-1692)在《西浦漫筆》中指出，山人封唐詩的審美興趣就根不相同，“萢三文於唐詩，喜‘兵衛森

書戟，燕寝泊清香'之句;欧陽会話喜‘温湯都門道，微涼草樹秋';朱文公喜寒雨晴深更，二七渡

高閣'。”至於本土詩人李奎報論詩亦從自己的愛好擁護:“李奎報不乙梅聖命，蓋二品見深藍省與己

之晶晶豪宕正相反;而亟稲魚心《二布》詩，以東坂為失評者，二二凝詩只取新意，不拘雅俗，有

相契合故山。”只從自己的愛好出品説詩，難山導致審美判断的錯誤。晶晶報後序在《白雲小説》中

高瀬梅尭臣的詩歌:“及今閲之，外若茶弱，中仏骨鰻，真詩中之精篤也。”表現了昔三三是二六化。

其次是読壮者的オ識有漏則識見有異。晶晶《西浦漫筆》所払:“詩人干古人之詩，所命各不同，三

面見台オ識。”以上論述説明韓人三二識到読流者的趣味不同，オ急心異，是造成詩無達詰二重要因

素。

  儘二面詩者的審美趣味、オ識封感受作品高根大的影響，但是説詩者必須從作家作品的實際出

鞍。晶晶，韓人意識到読詩錐面，但二品規則可循。具二二來，一品三二三山。《東人詩話》巻上畢

出一高具有誇張意味的詩句説:“太白詩:‘三山雪花大煤乱ﾈ。'又日‘白髪三千丈'。一子謄詩:‘大繭

煤例P盗。'是不可以辮害意，但當意會爾。”即畠山作品不能拘泥払出辮的表層意義，而是要根高文

辮去“意會”宕二品面立審美意義。二是知人面高。《東人詩話》巻下稲:

    文丞相天祥《重九》詩:“老來憂患易漢涼，説道悲話更断腸。世事不堪逢九九，休言今

  日立重陽。”高麗毅霜朝，金尚書華言，重九有義云:“賛下風塵起，殺人煤覧趨メB良辰不可複，

  白酒涯黄花。”蓋庚癸之乱，無可奈何。然白酒黄花，聯複自寛，則金老憂世之情，猶或二言。

  丞相値温室陽九之厄，又逢九九，世事己去，盤有白酒，又何暇自慰哉？其吉休説重陽慷慨

  憂憤之辮甚干金老，惜哉。

言忌謡言文天祥與金華タ的身扮、各自所虜的時代環境來読詩，這就是知人論詰。三三山鼠三二以

“公”心。審美趣味與赤恥晶晶不同，但論詩不能本島個人的好尚;文人之間三品不相能者，但不可

品品露文。韓人証言愚民一個“公”字。煤浴s東人詩話》・巻上讃二王安石“不廣公論”:“半山與東坂

不相能，然讃東坂雪後叉韻詩，追次至六七篇，終日:‘不可及。'時人服其自知甚明。”四二説詩者須

是知詩感。煤浴s芝豪雨読》島田稲:“大抵詩道難以言語相喩，必有知然後可也。”又煤浴s難穀漫筆》

直読:“文章美悪，自有定質，然其物也，精微多攣，必能之而後知之，不造其温気能解其二者，未

之有也……若荊公之於東披，品位尊卑晶晶懸絶，二心不相悦也。然一見《表忠二二》，以為可二子

長上下，相砂子雲高不及也，唯其知之晶晶，所論不丸公畑鼠公耳。”可見，他椚既重視詩人的藝術

修養，還強調必須伴以“公心”，不能島人康文，這叢論詩能否能達到“議論精嚴”之境的二二。

  (二)“詩可以達事情通紙誌”。韓人重視文學，認高文學是垂名後世的事業，煤覧寳m心高説＝“天

下一事，不以貴賎貧富為之高下者、惟文章耳。蓋文章之作，煤欄卲諮S心高高，雲煙聚散於大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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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冠者無毒臨画，不可以掩蔽。”(《破閑集》巻下)在他看來，文章是具有心立意義的不朽盛事。長

居血豆持比論，其《東人詩話》巻上読:“詩錐細事，然古人作詩必期後山。故少陵有‘老去新詩誰

與傳……之句。隠子蒼亦云:‘詩文當得文人印'。”徐居正在此引出杜甫、二子虚語以説明詩歌的慣

値。“詩文當得文人印”則指出雲文是文人品行、目縁的表徴，所謂“文煤卵ｴ人也”。淫祀家又強調詩

歌自社會功用，洪萬潤浴s豪華詩評》即謂:“詩可聴達事情通颯浴蘭轣B若吉不關治世教義不存於比

興，亦徒労而己。”將詩歌功能面高到“語語世教”的高度，点在韓人這裏，倣然急雨道徳的事業了。

因此，他椚重視詩人的品性，煤覧尢竚�豪ﾔ慕李清照“オ高學博”，但又深憾其“年老失節，晶晶不

足稲也。”(《芝峰山読》巻十四)“失節”融融，母庸置評，但論詩以道徳為重的傾向是不言而喩的。

徐居直談到六七的《比島》(殿上衰岱明日月)詩時読:“天下評者，議其自負”，因告誠詩人:“詩

図画氣節向後文藻”(《東人詩話》巻上)，亦是重徳輕文之論。由此可見，韓國詩話三富詩的評読帯

油虫會三宮面的特鮎，具有濃郁的功利色彩。

  田畠學批評首先表現画譜詩針砥時弊、有禅“世教”功能的認識。幽居正《東人詩話》巻上留

出詩歌占有“世教”的功能，他面古人詠明皇貴妃詩為例読:“忠愛韓子馬詩:‘尚寛平王一回顧，金

鞍欲上故遅遅。'張転回＝‘桃花堰乱ﾃ無人見，閑島回王玉笛吹。'”又稲李文順《開元天實四十二韻》，

“随事颯詠，抑揚頓挫，況深痛快。”面白在官以韓人李文順與宋人韓子蒼、唐人張祐的詩歌相比，認

為其上明皇貴官事“錐台南唐宋作者亦義士焉。”李油光則遅出蘇載以詩調詠時政，《芝山類説》巻

十二云:“東盤面日:‘扇i血忌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蓋言青苗之磨浴C使民謡得休息，故村童久

在城中，士官官話而語音好耳。”矛頭面識虚血石垢新磨浴B李清光在《芝虚血読》三衣多次提到“烏

台題画”，可見韓人封詩歌功能的認識南丘有相當的深度。

  其次，是封詩歌打情心志功能的認識。李膵光《芝峰類読》於此論述頗多，其論郡山詩雲:“郡

山節虚日:‘平生不倣雛眉事，畢近詠無切歯人。'又‘風花雪月千金子，水竹雲山萬戸侯。'又‘唐虞

揖遜三杯酒，湯武交事一局面。'想其胸懐樂追憶宕，千載之下，論其詩煤洛ｩ其人。”(巻十二)朱出

面詩云“葱湯変飯雨相宜，葱養丹田変養磯。莫謂此中滋味薄，前村猶有未炊時。”李膵光評之日:

“余仏誕食前先念未炊囚人，可見仁人君子乱用心血。”(巻十二)“訥義血註疎其人”，“可見仁人君子

之用心”，充分肯定老前小一情吉志的功能。

  再次，以為詩画意七人富盛:達，此論則染入詩識之岐途。金萬重《西浦漫筆》論冠准詩心:“古

人以詩論人畜窮達，官憲莱公‘野水孤舟'評語，預占後來画業，然此亦適応。”三種読磨来齡ﾊ構為詩

聯日:‘日射面当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翌年金兵義血，血温識量。”又幽居正《東人詩話》巻

下載:“宋函折公曽微時，以所業執呂文豆公，有《早梅》詩:‘雪中未知和民事，且向百花頭上開。'

呂日:‘此生次第定排，當作大梶欄o呂廊'後果然。”惚面現象，徐紙面認為是“讃其詩，可以知其人。”

(《東人詩話》巻下)不過，“讃吐出，可以知其人”，懐妊詩是個人思想感情怪人生際遇的反映徐

居正面官理解為詩篇現象則是錯誤的。與雨滴慮的是，他椚注意到詩歌直人生際面的關係，詩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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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飛黄鳥達，亦駅使人窮困濠倒。《高峰旧説》巻十四載:“宋徽潤洛ｩ陳山山所賦二二詩，善之，亟

命召封，｛乃応用，高潤落梹Q知政事。”此乃因詩而達。蘇執的塩払詩賦，三二因詩而二三。

  (三)詩要“細味之”(《芝峰類読》巻九)。韓人回忌主張“細味之”，此語源自唐代二二二二論

詩低語，其《與李生論詩書》日:“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喩多 ，二二以為辮於味旧記可

血忌詩也。”27“味”心的是詩的情趣韻味，“辮於味”，“當是指辮別詩賦的情趣晶晶，心室二三旧記鉤

辮長詩中的情趣韻味，二品以談論詩。粥“細味之”国司空霊的“辮無味”説二相契合，與血統二二

主政教読大相径庭，顯然是封詩歌的審美把握。

  韓人在細面宋詩的審美活動中，感受到的詩話詩“奇趣”與“有意味”二二。韓人封宋詩的評

貼，各家的無爵錐有所不同，但“雨滴”與“有意味”卸是他椚這這詩美的共同膿験。蘇二二詩崇尚

奇趣《芝峰類音》評註引《冷齋夜話》語誌:歩出評柳潤洛ｳ《漁翁》(漁翁夜話西岩宿)読:“此詩

有寸意然尾両句不為亦可”;李辟光稲“此言是”。蘇執欣賞此詩有“奇趣”，認為若將末二句“回

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面相逐”剛去，島巡“歎乃一聲山水緑”作結，不二蝕情不乙，蝕味無窮，二

面“幽趣”倍増。蘇載的評論之所以引起李膵光的共鳴，就在於此詩有“奇趣”;“尾雨句不為亦可。”

宋詩的“奇趣”，出歯奇三々想柔詠出球面渓稲品品詩:“‘豊意青二六二二，化山烏有一先生';‘二合

玉壷面起粟，光揺銀豆眩生花;風花誤入長春堰浴C雲月長臨不夜城。'不知晩唐詩中，有敵此上二

者乎。”(《松渓漫録》)“血合”二面，出自蘇載的《雪後書晶晶堂二首》。道家以雨肩山“二二”，以

白血“銀海”。蘇載化用道家語，極言雪後之寒冷，三品是想像奇絶，超然物外之思。奇趣三指薙含

於詩歌中砥心的情趣三面質，煤酪刹署ｳ論帝王詩云:“宋太祖三時酔臥田間，覧日出有二二:‘未

離海底千山暗，オ到天中萬國明。'我太祖潜刀落栫C‘引手墓薙上碧峰，一庵高温白雲中……'二二量

大度，不可以言語形容。”(《東人詩話》巻上)徐氏晶出二二位帝王的湯具有猫特的情趣氣質，給人

以強烈的審美感受。

  宋詩的“有意味”鷹立論封唐詩美二二質的縫承。尊高的李品詞論詩臨急王安石，《芝山必読》

再出有云:

    前成心王遊民六日:“祖忌明而潤絡ﾇ運，隔子美試用太白。其日:‘樵松煮山水，即弓取琴

  弾。'三惑也;1月映林回信，風涌笑語涼。'華妙也;‘地留漏電小，心入五晶晶。'高雅也;‘二合

  便疑忌地壷，功出血欲滴滴回。'豪逸品從容也。磨欄x森嚴，無一高可校”云。余二王詩二二最

  精巧，有意味。

封面前輩“油壷”等評語，李辟光一言蔽之日“最精巧，有意味。”李氏所説的精巧是減磨頼ﾛ森嚴，有意

味則指情趣韻味了。韓人注意辮畑島歌的情趣韻味，煤雷熄ｹ協《溶岩山鼠》將二三的詩句:“山人若

問今治似，猶向燈前作細字”，與陸湯的“自知賦得窮鼠分，五十燈二見細書”進行比較，以為“放

翁詩猶民有味”，因為他口出了五十衰翁的真言感受，讃之令人品味。蘇載平生信証，多二二詩語，

文臣可及蘇心因口詩戒之。文詩云:“北客若來温温事，西湖錐好莫吟詩”;子由則云:“莫把文章動

攣 ，恐妨談笑臥江湖。”申靖夏(1680-1715)《二二詩評》以為“雨詩点点坂三石，而子二三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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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味。溺

  韓人還十分注意辮別詩中心含的無窮湖西。煤浴s櫟翁俗説》稲陳與義的“開門知着古，老樹半

身潔”，是“目前血忌，意在言夕卜，言可壷真味不壷”，也就是有味外之味;有畑夕卜之面的詩，晶晶

詩的極致。虚血血止(1788一？)論萢成大《東宮壽詩》読:“萢石湖，宋詩中可以模楷者。王考嘗

教人日:‘文則學魏叔子，山盛敷萢石鉢。其詩訟訴，不入刻琢，淳淡中有至味故也。'燗“淳淡中有

至味”，這意味着韓人己注意到審美情趣的多層次性。在韓露点來，“奇趣”美山然不同於“有意味”的

美，但是具有共同醇美學理想，那無識金盃臣(1604-1684)《終南立志》所説的“得於天求浴C自運

造化之功。”這出是歴代詩人所追求二面學理想。

  楡虚血飴年歯函館古代詩話，我椚議現其宋詩論錐面剛比國的詩論，但常常有雨中國詩論家週

然不同的見解，表現出較病的猫立精神，個中也包含著一義有意義的命題。立足於宏観的角度而観

之，去春詩話注意到了宋詩的某些特色，利弊之所在，同時也展議了面面詩歌雨晒的歴史軌跡。文

脈由來混國界，拓展宋詩的研究領域，促進中韓文化的交流，這鷹是我椚今天研究韓國古代詩話宋

詩論的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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