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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翻譯 

的現況
The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Korea

239

序言

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翻譯史的整理介紹，就筆者而言，這次大概算是第 

三次。

第一次是應日本藤井省三先生之邀，1996年10月在橫濱神乃川大學舉辦的 

日本中國學會前夜祭上發表，而後稍加修改，互相略為不同的原稿登載於中國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第2 期1以及韓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6 輯 

2等 。第二次是受到日本東京的學術雜誌《中國的社會與文化》3 1 5 輯的要求， 

2000年 6 月以〈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素描（1920-2000)〉的題目用曰文

1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韓國的中國新文學研究近十七年的情況簡析》(作家出版社，1997年4月）。 

2 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與動向》（1997年 ）。

3 日本的中國社會文化學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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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發表，而後又稍加修改用韓文來發表於韓國《中國學報》4 3輯4 。第一次文 

章基本上分為五節來敘述，就是：序言；韓國中文學界的簡況；80年以後的研究 

情況簡析；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活動與其意義；結語。第二次文章也分五 

節 ，雖然內容上不免有一些重複之處，但是寫法相當不同，採取的是回顧的方 

式 ，就是：整理與回顧；研究史的時期區分概觀；學會等的學術會議開催與對外 

交流，諸多學報的發刊；從學位論文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種種情況；評價與課 

題 。第二次文章比起前者來，比較詳細，有些隨筆風格，也包括當時最近三年的 

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

這次發表，在以前交流稀少的香港學界發表，我來看，是香港學界與韓國學 

界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面上交流進入軌道的預兆。目前韓國專門研究香港現當 

代文學的學者幾乎沒有，不過，有關論文從這一兩年之前開始偶爾出現，5所以 

一般韓國人對香港文學沒有甚麼特別印象。如果有，那就是金庸的武俠小説代表 

香港文學這樣的印象，這可能因為是金庸武俠小説全部譯成韓文，大眾社會裡普 

及很廣的緣故。最近也有些人寫了幾篇有關金庸武俠小説的論文。但筆者調查實 

際翻譯情況，可知有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與 《櫻子姑娘》早在1 9 8 7年 

與 1992年個別韓譯出版，李碧華小説《川島芳子》與 《霸王別姬》也已在1992 

年與1 9 9 3年個別韓譯出版。

這次發表，筆者想把重點放在介紹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翻譯的主要外 

貌特點與內在特點。時點到最近2003年8月為止，所以當然包括2000年以後到 

最近三年半的研究成果。

韓國1999年脱離 IMF金融危機以後在相當廣泛的範疇內掀起了第二次中國 

熱 ，就是所謂漢流。以這股熱潮為背景，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翻譯，進 

入21世紀以後，一面繼承20世紀的研究與翻譯傳統，一面打開新局面，篷勃發 

展 ，正面臨著新的黃金時代。

在下面首先簡單回顧整理韓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翻譯的8 0多年歷史。

4 韓國中國學會刊（2001年 8 月）》

5 柳泳夏、金會峻、林春城等學者開始發表開拓性的論文。



韓國三一運動時期的主要刊物《開闢》雜誌從1920年 1 1月號起以梁白華的 

名義分四次連載〈以胡適為中心的文學革命浪潮〉一文，這雖然是日人青木正兒 

的文章譯成韓文的，但可算是在韓國公認的中國現代文學的介紹、研究的開始。

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8 0多年歷史可分三個時期七個段落如下：

第一時期是日據時期，可稱為黎明期。可以細分：1 . 黎 明 時 （1 920- 

1 937 ); 2,黑暗時期（1937-1945)。日據統治下殖民地韓國的當前任務，可請 

通過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建設近代自主獨立的國家。文化界與文學界、學 

術界的活動當然也離不開這樣的時代課題了。中國現代文學等被壓迫民族文學的 

翻譯介紹與研究工作，基本上可請在這樣的連帶意識下進行。而且1926年京城 

帝國大學中文系成立以後，培養出若干的朝鮮學人來，也有通過各種路徑學習中 

國白話文的，加上有了去中國流亡或留學的知識分子，他們對中國文學的批判現 

實主義主流或者啟蒙以及反帝反封建主題當然有所共鳴。如此，國內外的學者有 

機會就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作翻譯，或者寫了介紹性文章以及研究論文，這是黎 

明時期。但日本帝國主義總是害怕中國現代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性質的文學介紹進 

來 ，對韓國民眾散布不良影響，採取彈壓政策，所以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並不 

多 。尤其是中日戰爭爆發後的1938年 ，日帝把魯迅等主要進步作家的著作列於 

禁止書目之內，不准介紹與研究，所以翻譯與介紹、研究活動寥寥無幾，幾乎沒 

有聲息了，這是黑暗時期了。

第二時期是解放後35年左右，可稱為開拓期，可以細分：3. —時露呈時期 

(1945-1950); 4.潛迹時期（1950-1 954); 5,開拓時期（1955-1 9 7 9 )。從1945 

年到1950年期間能把魯迅文學與抗日文學、解放區文學多多少少介紹進來，可 

謂一時露呈時期。但不久就爆發了韓國戰爭。1950年到1 9 5 3年進行了韓國戰 

爭 ，其後在韓國反共風氣一時極盛，以後一面由於在意識形態上受到重大打擊， 

一面由於戰爭的破壞，整個社會與學術界沒有物質與時間上的餘裕，沒有人能介 

紹或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這就是潛迹時期。其後韓國社會與知識界繼續與中國 

現代文學的主流不符合，不方便進行研究翻譯工作。而且大陸的有關現代文學的 

原始資料與第二次研究資料統統不准進來。這兩個條件是韓國學界研究中國現代 

文學的根本制約條件。這樣的情況到1980年以後才慢慢改善。還有，1980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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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只在五、六個大學研究生院裡設有中國語文專業班，培養的學者也根本有限。 

但也有些學者突破各種限制，克服各種困難，對中國新文學研究，開了先路了。

第三時期是80年代以後的時期，可稱為發展期，可以細分：6.急速成長時 

期 （1980-1989); 7.成熟發展時期（1990至現在）。這個時期，新軍部集團施 

行獨裁，進行黑暗統治，學生與民眾社會裡對新軍部集團抵抗的社會民主變革運 

動蓬勃發展，這對學術界的影響很大。加上，更多的大學裡新設中文系。有抵抗 

性學生運動經驗的學術新軍在學術界裡成長，對韓國現實的強烈的問題意識繼續 

鍛煉成長，方法論更向科學化方向發展，共同學習討論，並作嚴格訓練，學術能 

力大大提高，中國現代文學人才也在這裡面急速成長。而且80年代由於東西對峙 

局面顯著緩和而大陸資料多多少少進入，研究資料的問題也慢慢解決。這樣的條 

件下，彳98 5年 7 月 5 日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創立，三至四年後和中文系畢業 

的學術新軍結合，變成進步性強烈的年輕學會，魯迅、茅盾、巴金等的作品陸續 

韓譯出刊，研究魯迅以及革命文學論爭等的論文繼續出現，這是急速成長時期。 

1990年以後慢慢掀起第一次中國熱，大量增加的新的年輕研究者陸續進入這個隊 

伍 ，90年代初以後，隨著時代的變化慢慢表露多樣的關心與方法論，1990年前 

後資料問題幾乎完全解決，韓中學者交流越來越頻繁，韓國與日本、中國等三國 

以上的現代文學學者之間的交流也多次實現。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者的留 

學對象國也多元化了（中國、臺灣、日本、法國、美國、英國等）。這一時期的 

翻譯作品數量相當增加，論文水平也相當提高，可謂成熟發展時期。

雖然這樣可以大分為三個時期，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第三個時期可以90 

年代為斷。因為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在前所未有的第二次中國 

熱的背景下，呈現全方位篷勃發展的氣象，所以是研究物量與質量全方位提升發 

展的一個新的時期。實際上，從學位論文數量的角度看，在開拓期35年裡只有碩 

士論文9篇出現，從 1980年到1999年的發展期20年期間裡有碩士論文242篇 

左右與博士論文6 4篇左右發表，但是從2000年 2 月到現在2003年 8 月的短短 

的3年半的期間，卻有碩士論文98篇以上與博士論文17篇以上出現，比起前兩 

個階段，呈現出個全方位快速發展的氣象。不過，這個新的時期，還沒有達到公 

認的地步，暫時把它歸入於發展期。



三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翻譯與研究的情況

1 作品翻譯情況

黎明期：日據時期

中國現代文學作品裡有很多啟蒙性的或者反帝反封建主題的作品，這些作品 

往往引起理解現代白話的一些日帝治下韓國知識分子的共鳴，間或把中國文學革 

命的情況介紹或者把主要作品翻譯成韓文在韓國的刊物裡發表。日據時期參加作 

品翻譯活動的人士有梁白華、柳樹人、丁來東、李陸史等諸位。這個時期的翻譯 

作品不多，主要翻譯作品如下：

郭沫若： 〈王昭君〉 ，《開闢》（ 1 924年 1 2月號至1925年 1 月）。

〈西廂歌劇〉 ，《開闢》（ 1925年 6 月）。

《朝鮮文壇》（ 1925年 6 月）。

朱自清： 《血歌一一為五■三十慘劇而作》（1 9 2 6年）。

魯迅： 〈狂人日記〉 ，《東光》（劉樹人譯，1 9 2 7年 8 月）。

李大釗： 《今》 ，（1928年）。

魯迅等新文學主要作家15人 ：《中國短篇小説》(包括魯迅〈頭髮的故事〉等) 

(梁白華譯，開闢社，1929年）。這是韓國最初的翻譯作品集。

開拓期：從 1945年光復到1950年

從 1 9 4 5 年光復到1 9 5 0 年韓國戰爭之前從事翻譯活動的主要人士有金光 

洲 、尹永春、李明善等諸位。這個時期的翻譯作品不少，主要作品如下：

魯迅：《阿Q正傳》；《魯迅短篇小説集》1至 3 集 （金光洲、李容珪譯，漢 

城出版社，1 9 4 6年）。

蔣光慈、郭沫若、魯迅、老舍、巴金、葉紹鈞等：《中國現代短篇小説選 

集》(作品7 篇韓譯)（李明善譯，宣文社，1946年）。

胡適、郭沫若等詩人16人 ：《現代中國詩集》(新詩32首韓譯)（尹永春譯， 

青年社，1 9 4 7年）。

曹禺：《雷雨》（金光洲譯，宣文社，1948年）。

郭沫若：《蘇聯紀行》（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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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期及發展期初：從 1950年韓國戰爭後到1984年

韓國戰爭以後，1949年以前在中國大陸作過活動的作家群中，和韓國極烈 

的反共政策不成矛盾的一些作家如前期魯迅、郁達夫、徐志摩等的作品，以及在 

海外活動的林語堂等作品，繼續韓譯出刊。此外，1949年前後從大陸到臺灣或 

者歐美的胡適、謝冰瑩等文人與李敖、黃春明、瓊瑤等純粹臺灣當地人的作品也 

往往韓譯出刊。根據《韓國現代翻譯文學史研究》（上下），5中國現代文學作品 

韓譯出刊情況如下：1, 1950-1959 : 14種以上；2. 1960-1969 : 22種以上，如 

果包括武俠小説2 6種 ，共 4 8種以上；3, 1970-1979 : 5 8種以上，如果包括武 

俠小説146種 ，共 204種以上；4. 1980-1985 : 3 4種以上，如果包括武俠小説 

(到1 98 2年為止）3 9種 ，共 77種以上（除了巴金作品與傷痕文學作品之外）。 

如此看來，從 1950年到1985年為止36年之間，中國現代文學韓譯作品集，共 

1 2 8種以上出刊。如果包括武俠小説韓譯本21 1種以上（1 983-85年出刊的沒有 

計算在內） ，那麼可以算總共339種以上的韓譯本出刊。

發展期：從 1985年到現在

韓國學者對新中國作家的文學作品或者當代在大陸活動的作家的現代作品， 

開始翻譯介紹的是從1 9 8 5年起。初期翻譯的主要的如下：

盧新華等10餘人 ：《傷痕》(包括傷痕文學短篇小説〈傷痕〉等十餘篇)（朴 

在淵編譯，圖書出版世界，1985年） 。

巴金：《家》（崔步燮(音譯)譯 ，青藍出版社）。

《家》（姜啟哲譯，圖書出版世界）。

《家》（朴蘭英譯，ISAK文化社，1985年 。

《愛情三部曲》（上下）(包括短篇小説5 篇)（朴宰雨譯，日月書閣，

1986 年）。

茅盾：《腐蝕》（朴宰雨譯，理論與現實社，1986年）。

郁達夫等：《風 鈴 （等）》（共譯 ，三省文化美術財團，1987年）。

宗璞等：《紅 豆 （等）》（共譯，優雅堂，1988年）。

魯迅、王蒙、陳映真等：《中國現代文學全集》20卷（金時俊等20餘人譯■ 

中央日報社出版部，1989年）。

6 金秉喆：《韓國現代翻譯文學史研究》（上下）（乙酉文化社，1998年）。



從 1 9 8 5年 《傷痕》出刊以來到1 9 9 5年為止，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韓譯 

本的出刊已超過110種 ，如果包括臺灣作品的韓譯本4 0餘卷，加上登載各種報 

刊與學術雜誌的韓譯作品100餘篇，是相當可觀的數目了。不過，這是不完全的 

統計。如果加上至現在2003年10月為止出刊的中國現代大陸作家的作品韓譯本 

單行本，起碼達到250種以上。如果進一步包括同時期的臺灣作品，那估計超過 

32 0種無疑。這個數目並非包括1983年以後出刊的臥龍生、金庸等各種武俠小 

説的韓譯本（推算約幾百種）。

主要經典性的作品可以説差不多都韓譯出刊，加上近年在中國流行的張賢 

亮 、王蒙、王朔、賈平凹、莫言、北島、余華、高行健等的代表作品都陸續韓譯 

出刊。

在這些作家作品中，對韓國讀者最具有吸引力的作家或者作品是哪些？最暢 

銷的作品是甚麼？中國現代文學韓譯作品裡，暢銷書或者長期銷路好的並不多。 

其中，長期有銷路的可以舉出魯迅的《阿Q正傳》 、《狂人日記》等小説與一些 

雜文以及林語堂的各種散文集，有暢銷記錄的可以舉出戴厚英的《人啊，人》， 

最近受歡迎的是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等 。80年代暢銷一時的有楊沫的《青春 

之歌》。但是如果範疇擴大到通俗小説，那就可以舉出瓊瑤的各種愛情小説與金 

庸所有的武俠小説了。

2 研究情況

筆者早在1987年對韓國的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介紹研究的著作、論文、文 

章都作過一個目錄。7根據筆者的調查（當時的條件下盡力而為，但可能有些遺 

漏），從 1923年到1945年解放之前的介紹性文章有27篇 ，一般論文有11篇 。 

從 1945年解放以後到1986年之間的介紹性文章有79篇 ，一般論文有85篇 。這 

個黎明期與開拓期研究上的制約條件與特點與上述一樣。日本帝國主義殘酷統治 

與中國現代文學主要內容（啟蒙與救國、反帝反封建性質的文學）介紹、研究之 

間的矛盾，以及韓國戰爭後反共文化政策和中國現代文學主流（批判現實主義以 

及革命文學）介紹、研究之間的矛盾就成為其基本上的制約條件。而且解放後大

7見筆者〈中國現當代文學關聯文獻目錄〉，《中國現代文學》1號（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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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文系只有約十個，研究生院中文專業約五個，教授也是以臺灣留學生出身為 

主 ，一般很疏忽現代文學。還有資料問題根本限界，通關障碍重重。

不過，到了發展期，這樣的制約條件，相當緩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在韓 

國社會民主變革運動蓬勃發展的情況下，擔任了介紹魯迅等中國進步作家與革命 

文學運動等的推動進步學術運動的角色，幾乎成為一股強烈的集團研究力量。研 

究物量方面有了驚人的成長，學位論文大大地增加，一般論文突破一千篇以上。 

質量方面的飛躍發展也相當可觀，無論研究立場與問題意識方面、研究對象與方 

法論方面、或者資料收集整理與復印出刊方面、論證的精密性方面，都有顯著的 

發展。

除了上面的特點之外，發展期的主要成就可見於韓國學者研究單行本近40 

餘種。中國朝鮮族學者著書有5種以上翻印出刊，漢族學者論著翻譯本有30種左 

右刊行，香港學者的論著翻譯本也有2種刊行，日本學者論著翻譯本也刊行5至 

6 種左右，西方學者的著作也有1部翻譯出刊。學報、論文集或者編譯書裡，海 

外學者的論文登載成為常見的事情。

研究專著出刊現況

1 .  《中國現代文學史》及專史類3 種 —— 尹永春著（1 9 4 9 ) ，金時俊著 

( 1 9 9 2 ) ，許世旭著（1 9 9 9 ) 。

2 .  《中國現代文學概論》類3種 —— 金時俊、李忠陽共著：《中國現代文 

學論》（ 1 987 ) ，金河林、柳中夏、李珠魯共著：《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解》 

(1991)，金時俊■金榮九共著：《中國現代文學論》（1 9 9 6 ) 。

3 .  集體論著類6 種以上。

4 .  個人論著類（作家作品論、理論研究、思潮論爭研究、文體研究、比較 

文學、文藝政策論、小説與現代史論）25種以上—— 許世旭、李忠陽、朴雲錫、 

趙大浩、全炯俊、白永吉、林春城、劉麗雅、金時俊、鄭晉培、朴宰範、趙英 

奎 、嚴英旭等著。

5 .  辭典類1種 —— 趙誠煥：《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家辭典》（上下）（圖書 

出版中文，1996年）。



介紹性、專題性論文

從1920年到現在為止•介紹性、專題性論文總計共有一千篇以上發表。主 

要的媒體是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中國現代文學》總計26期（1986-2003 ) ， 

以及其他各種學會有關中國文學的綜合性學術雜誌與各大學各種學報。

調查學位論文發表的狀況，可知：從 1 9 5 6年到2003年 8 月為止，在韓國 

內碩士學位論文共有349篇以上發表，博士學位論文總計有8 1篇以上發表。

1. 學位論文的研究對象過於偏重於中國大陸文學。以臺灣文學為研究對象的 

只有博士論文3篇 （有關楊達、陳映真、臺灣80年代文學典範類型變化的）與碩 

士論文5篇 （有關陳若曦小説的有2 篇 ，有關黃春明小説的有3 篇）。以香港文 

學 （金庸的武俠小説）為研究對象的也有碩士論文2篇 。

2. 如果整個現代文學分為近代（1898-1 9 1 7 ) 、現代 （191 7-1 9 4 9 ) 、當代 

(1 949-2003年 8 月即現在） ，那麼可知對現代時期的研究絕對地多。

3. 分作家、作品論、文學運動、文學思想、思潮流派、其他文學史有關項目 

來看，有關作家、作品論的學位論文特多，其次是文學思想、思潮、流派，文學 

史有關項目、文學論爭、文學運動等。在80年代後期，有關文學論爭與文學運動 

的研究，可謂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核心力量，但是到了90年代中後期，研究 

的基調漸漸流於作家、作品論研究。

4. 從文體的角度看，研究小説的特多，其次是詩。戲劇與散文是甚少的，第 

三是戲劇，最冷門的是散文。2000年以後出現了研究兒童文學的論文3 篇 。

5. 從韓中比較文學研究的角度寫作的論文甚少，只有博士論文2篇 （韓國小 

説家蔡萬植與老舍比較，韓中30年代寫實主義小説比較）與碩士論文4篇 （三一 

與五四文學運動史比較、韓國詩人金素月與徐志摩比較、近代韓中初期文學比 

較 、作家魯迅與韓國作家春園李光洙比較）。

6. 從作家、作品論與文學思想的角度看，最有吸引力的還是魯迅，可以説是 

引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核心人物。其次是老舍、茅盾、郭沫若、胡風、郁達 

夫 、丁玲、胡適、巴金、沈從文、艾青等。又其次是徐志摩、聞一多、周作人、 

戴望舒、葉紹鈞、趙樹理、張恨水、楊達、曹禺、張愛玲、陳映真、田漢等等作 

家 。王蒙、錢鍾書、謝冰心、蕭紅、朱自研、馮雪峰、卞之琳、沙汀、張天翼、 

陳若曦、馮至、李金髮、黃春明、金庸等也成為研究對象。而漸漸呈現出研究對 

象作家越來越擴大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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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韓國有關中國文學的各種學會總共有2 8個以上：

1, 全國性大規模學會有2 個—— 韓國中國學會、韓國中語中文學會。

2, 地區中心性學會有4 個—— 嶺南中國語文學會、大韓中國學會（舊名 ：釜 

山慶南中國語文學會）、中國人文科學研究會、韓國中國文化學會（舊名 ：忠清 

中國學會）。

3, 以時代與文體、領域、主題區別的學會有10個以上—— 韓國中國現代文學 

學會、韓國中國小説學會、中國戲曲研究會、中國文學理論學會、中國散文學 

會 、中國敦煌學會、中國言語學會、中國語教育學會、韓國中國言語文化研究會 

(別名：韓國HSK學會）、梨花中國女性文學研究會。

4, 以某一個大學中文系畢業生為中心的學會有9 個以上—— 韓國中國語文 

學 會 （國立漢城大學）、中國學研究會（韓國外大）、中國文學研究會（成均館 

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會（高麗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會（延世大學）、中國 

現代文學研究會（檀國大學）、中國語文學會（梨花女子大學）、中國語文論譯 

學 會 （崇實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學會（淑明女大）。

5, 比較文學學會有3 個 —— 韓國比較文學會、東亞比較文學研究會、韓中 

人文科學研究會。

6, 派來韓國大學從事中文教學的中國人學者或者華僑學者的學會有2個 ——  

在韓中國人教授聯誼會等。

這眾多學會幾乎都發刊學報，其中大多數學報多多少少，登載研究中國現代 

文學的論文。在此介紹其中最在研究現代文學方面起著最重要的作用的學會：韓 

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

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

該學會1985年 7 月 5 日創立，有 18年多的歷史，其學報《中國現代文學》 

目前有2 6號發刊，登載總共40 0餘篇論文。此外，《中國現代文學學會資料和 

消息》共有8號發刊（現在停刊），登載各種資料學術消息，又登載論文22篇 。 

該學會，每年開3至 6次以上國內定例學術會議，相當規模的國際學術大會也舉 

辦過共8 次 ，最 近 （2003年 1 0月底）也和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合辦



第8屆國際學術會議。現在的會員有340人以上，正會員220人以上（專任教授 

1 0 0 人以上，講師與博士、博士生1 2 0人以上） ，準會員（碩士課程）8 0人以 

上 ，中國、臺灣、日本、新加坡、美國等的名譽會員4 0人以上。

該學會的學術會議總主題的發展變化推移如下：

中國抗日戰爭文學（1986 :國際）—— 中國現代革命文學論爭（1988)—— 中 

國現代文藝大眾化論（1989)—— 魯迅（1991 :誕生110周年紀念）—— 臺灣現代 

文學 （1992 :國際）—— 魯迅的文學與思想（1993 :國際）—— 中國新時期文學 

(1994)—— 中國現代詩與詩論、中國現代小説與現代性問題（1 995)—— 韓國文學 

評論家的東亞細亞文學論與中國現代文學（1 996)—— 中國人文精神論爭、韓中文學 

的傳統與近代（1997 :國際）—— 韓國的中國語文學研究的位相與展望（1998)——  

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再照明（五四運動80周年記念）、中國現代詩的脈絡與展望、中 

國現代文學研究上的比較文學的接近（1999) 一一東亞細亞：文學史的新地坪 

(2000 :國際）—— 魯迅、現代性、東亞細亞、21世紀（2001 :國際）—— 20世紀 

的中國怎樣看韓國（2002)—— 三一運動與五四運動以後韓中新文學運動的性格、全 

球化格局下的現代文學：中國與東亞（2003 :國際）。

該學會曾幾次把共同研究的成果，發刊單行本如下：《中國現代詩與詩 

論》 、《魯迅的文學與思想》 、《中國現代文學的世界》等 。8對外交流也相當 

活躍。

總而言之，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紮根於韓國現實，抱著符合歷史現實要求 

的深刻的問題意識，保持進步傾向，主導各種學術發表會，與當時韓國社會變革 

運動的需要結合，先導論爭點，提供活潑的討論場地。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 

各種學術討論會與發刊的各種載體，為研究者提供發表論文的各種機會，對韓國 

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有特大的貢獻。而這樣的活潑的的活動，不僅對中 

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促進發揮莫大的影響力，而且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也給予一 

定的刺激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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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國現代詩與詩論》（1994年 ）；《魯迅的文學與思想》（白山書堂，1996 f i ) ; 《中國現代文 

學的世界》（玄岩社，199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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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8 0年代參加過學生運動的3 0 、4 0年代（一些學者已經進入50代初） 

主要學者群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隊伍，其動機與過程雖然隨著個人有所不 

同 ，但關心的主脈大概是一致的。就是以美國為中心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泛世 

界的傾向裡，堅持整體性的批判意識，以中國現當代文學為借鑑，刻苦尋求未來 

的光明出路，他們始終脱離不掉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韓國進步學界提出的 

「東亞文學論」的針對性就在新的範疇新的形態的文化帝國主義或者東方主義。所 

以現在關心的主要的具體問題，如果加以單純化，可以説是東亞文學（南韓、北 

韓 、中國、臺灣、日本、一些東南亞國家）與其現代性問題，特別是中國2 0世 

紀文學的現代性問題，在交叉研究與比較研究中，為韓國今後的歷史與文學發展 

尋找其借鑑意義；魯迅站在其中心位置，所以不少人繼續參與魯迅研究，探究魯 

迅思想與文學在東亞細亞的現實意義以及未來價值。

不過，如果要進一步舉出最近3 0 、40年代學者群關心的主題的特點，可以 

説是跟著韓國學術環境的時代變化，以及中國大陸與世界華人學界學風的多元 

化 ，越來越多樣化，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研究水平也越來越提高。最近幾年的 

特點或者變化，在學者眾多的研究論題中容易看得出來，在此順便舉出幾點。

80年代的後期與90年代初期，現代文學論爭或者革命文學理論的研究最受 

重視，但是到了最近幾年，這樣的論題幾乎潛迹。如果説有對論爭的研究，那就 

是中國人文精神論爭、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論爭，以及東亞文化學界的理論建構樣 

相問題等而已。從這幾年研究的主要特點，可見作家作品論研究主題的多樣化與 

深化。以前的論題，《某某作家與某某作品研究》、《某某作品的某某特點研究》 

之類佔多，但是到了最近很多都是《某某人詩的意味空間》、《某某人小説的重 

層敘述構造》 、《某某作品裡某某概念的解釋學的地坪》 、《某某作家的尋根——  

民族寓言和個人敘事》 、《雪的飛行—— 從網羅裡的脱出》之類，可知其深化情 

況 。還有為了解明文學史的某種現象，以特定作家或者作品為例作詳論的論文。

近幾年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對中國現代文學整體或者某一文體，進而對某些 

作家或者作品的某些性格的研究，這裡包括傳統性與現代性，民族性與地域性以 

及世界性的研究。也有對某些文體的特點與小分類的研究，包括兒童文學與新文 

體如幻想文學等的研究，又有流派或者文學群落的特點研究。又一個另外的特點



是研究領域的擴大。最近對中國現代女性文學或者女性主義文學的研究，異常活 

潑 ，可謂和韓國社會的女性運動活潑展開有某種關係。還有，中國現當代電影本 

身的研究，以及對電影與文學的關係的研究相當活潑起來。在東亞細亞視角的興 

起之下，對臺灣文學的研究慢慢增加，對香港文學呈現著初步研究的跡象，特別 

是韓國學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立場與主體性問題，尤其對韓中現代文學交流與 

比較研究已經是相當活潑的領域了。若舉作家比較方面的例子，有如：1.梁啟超 

與申采浩；2,胡適與崔南善；3.魯迅與李光洙、申采浩、韓龍雲、廉相燮、玄鎮 

健 、韓雪野、金台俊、金洙暎、李泳禧、任軒永等；4,郁達夫與金東仁、李箱、 

李孝石；5.徐志摩與金素月；6.茅盾與李箕永；7.巴金與廉相燮；8.老舍與蔡萬 

植 、玄鎮健；9,蕭紅與姜敬愛；1 0,沈從文與金裕貞、全光鏞；1 1,蔣光慈與崔曙 

海 ；1 2.楊逵與朴英俊；1 3,白先勇與李範宣等。

六 結 語

在上面概括了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翻譯的歷史和現況|有時候可能難 

免有主觀的過度介入。回顧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翻譯的歷史，可謂甚為險 

難 。經過幾次的曲折，才達到今天這樣篷勃發展的地步。在日帝統治下開始介紹 

與翻譯、研究，條件並不好。但是終有一些先驅者的努力，介紹、翻譯、研究有 

了基礎。以後經過中日戰爭時期的黑暗期，解放空間的一時露面期，韓國戰爭後 

幾年的潛跡期，後來在嚴厲的反共風氣下，經過相當長的新的開拓期，到了80年 

代 ，開始急速成長了。至於國內外的時代環境改變的90年代以後，雖然韓國社會 

或知識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需求有點兒淡化，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繼續向前成熟 

發展下去。到了21世紀初的現在，研究數量與質量相當提高，已經具備了相當可 

觀的學術面貌。

但是研究上還有一些問題待修正或者更深入研究，可以提出如下：

1,研究對象的偏重性問題：為了配合韓國現實文學問題，應該解決偏重性問 

題 。研究集中於大陸文學，很少人研究臺港文學，這是偏重性的一個方面。研究 

集中於所謂現代文學，較疏略於當代與近代文學，這是偏重性的另外一個方面。 

研究集中於小説領域以及詩歌領域，較疏忽於戲曲與散文領域，這是偏重性的又 

一個方面。正視這些偏重性，使之慢慢回復均衡性，中國現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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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韓國文學界的作用也得到平衡。

2. 不知為甚麼緣故，研究領域較集中於作家作品，尤其是思想內容與藝術特 

點等方面，疏忽於研究文學史上的各種現象與文學史的規律，也忽視研究作品本 

身的背景、版本等問題，更疏忽於作家生平問題等資料考證方面。應該達到宏觀 

研究與微觀研究，觀點研究與考證研究，結合而均衡發展的境地。

3. 考察學位論文的題目，除了研究韓中比較文學的6 篇 （碩士 4 篇 ，博士 2 

篇）之外，研究主題的相當部分都埋沒於中國現當代文學本身。最近雖然有些人 

和基於韓國學界歷史的、現實的、環境的固有的關心問題配合研究，或者多少對 

韓中現當代文學交流史上，以及韓中現當代文學比較問題加以研究，但還算停留 

於初步研究階段，所以應該加強努力，進而要努力多開發韓國學界獨特的研究方 

法 。

4. 應該克服一國文學主義或者一國文學研究主義的問題。韓國學界近幾年提 

出東亞文學論，針對全球化時代在文學領域裡的文化問題(特別是東方主義問題） 

提起，與韓中日文學連繫，研究其間的共通歷史經驗的類似點與差異點，加以穿 

鏊與比較研究以及交叉研究，進而研究東亞文學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種種問題以 

及應作的角色問題。我看，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界應該向這個方向加強努力。

向解決這樣的問題的方向努力下去，這既符合於韓國學界的歷史的、現實的 

需求，也更能發揚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特殊性，以達到對世界中國現代文 

學界的發展擔任並完成其特殊任務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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