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孙皓(１９８１—)ꎬ吉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ꎬ长春师范大学外语

学院讲师ꎬ研究方向:韩中比较文学ꎻ尹允镇(１９５５—)ꎬ中国朝鲜文学研究会副会长ꎬ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ꎬ研究方向:韩国现代小说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１６ 期ꎬ２０１６. ５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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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春香传»是盘索里类小说ꎬ在韩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ꎮ 它与«沈清

传»«兴夫传»并称韩国古典文学的“三大传”ꎬ与«红楼梦»«源氏物语»并称亚洲三大古

典小说ꎮ «春香传»不同于朝鲜民族其他类型的古典小说ꎬ它的故事素材源于民间传说ꎬ
故事内容在长期口传基础上经过文人反复润色ꎬ为了迎合不同社会阶层读者的阅读习

惯和阅读口味进行着变化ꎮ 因此ꎬ较之于有真实作者可考、且一开始就以叙事文学的形

式进行传承的其他古典小说来说ꎬ«春香传»不仅拥有数量庞大的异本体系ꎬ而且凭借其

庶民文学的特点、盘索里类文学所具有的音乐性特点长期受到读者的喜爱ꎬ这也是几百

年来春香文学能够保持其艺术魅力的主要原因ꎮ 文本旨在对«春香传»从民间传说到小

说形式的演进过程和异本情况进行考查ꎬ从而窥视这部朝鲜民族文学经典之全貌ꎮ
〔关键词〕春香传ꎻ盘索里类小说ꎻ女性形象

一、研究缘起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ꎬ李氏朝鲜社会发展到极为腐朽的时期ꎮ 随着人

民群众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ꎬ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实学派思想的不断渗透ꎬ文学

领域表现为平民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并存的局面ꎮ 其中ꎬ盘索里类文学凭借优

秀的写实性和大众性受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喜爱ꎮ 古典小说«春香传»以贱

妓之女春香和两班贵族李梦龙超越阶级界限的爱情故事ꎬ长期以来成为韩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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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小说中的经典作品ꎮ 随着出版媒介的发展变化ꎬ«春香传»在三百余年的时间

里先后诞生了手抄本、汉文本、韩文本、汉韩混写本、坊刻本等诸多不同版本ꎬ
«春香传»的相关研究也日益升温ꎬ学界中有“春学”之美誉ꎮ

«春香传»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ꎬ后又经过人民群众和无数盘

索里艺人的加工润色ꎬ逐渐臻于完美ꎬ因此该作品具有极强的大众性ꎮ 国内对于

«春香传»的研究始于东方文学研究ꎬ是伴随着对东方文学作品译介工作共同开

展起来的ꎮ〔１〕由于研究初期译介水平不高ꎬ导致绝大多数的研究内容仅仅拘泥

于作品外部层面ꎬ研究体例和研究内容也表现出极度公式化的特征ꎮ〔２〕 这种现

象的产生明显是依附于庸俗的社会学公式化批评方法、仅停留于对文学作品进

行外部研究的结果ꎮ〔３〕

中韩建交之后ꎬ国内的«春香传»研究状况在韩国研究成果的影响下有了明

显改善ꎬ但是能够深入从作品形成的内部因素进行考察的研究并不多ꎬ可以说国

内的«春香传»研究仍然处于低起步、甚至是盲从与朝鲜、韩国的研究成果的状

态之中ꎮ〔４〕因此ꎬ本文旨在通过对«春香传»成书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分析ꎬ考察

«春香传»作品形成的内部因素ꎬ为国内«春香传»研究做一个有益补充ꎮ

二、«春香传»故事溯源

在韩国学界ꎬ口头传说被称为根源传说ꎮ 长期以来ꎬ学界关于«春香传»根
源传说存在三种猜测性的倾向:一是源于朝鲜民族的某些传说ꎻ二是源于历史中

实际存在的人物ꎻ三是源于中国文学的绝对影响ꎮ 其中ꎬ人物实存说的根据是赵

在三«松南杂识»中的“春阳打令”ꎬ这也是国内«春香传»研究史中被引用最多

的记录ꎮ
南原府史子李道令眄童妓春阳ꎬ后为李道令守节ꎬ新使卓宗立杀之ꎮ 好

事者哀之ꎬ演其义为打咏. 以雪春阳之冤ꎬ彰春阳之节ꎮ〔５〕

当然ꎬ«春香传»和其他古典小说一样ꎬ在形成的过程中的确受到过中国文

学较为深刻的影响ꎬ但是外因并不能对事物的发展产生最根本的影响ꎮ 因此ꎬ关
于«春香传»的形成根源ꎬ还是第一条倾向最为实际ꎮ «春香传»源于朝鲜民族的

民间传说ꎬ关于此论断先后形成了各种学说与派系ꎮ
多元说认为春香传的根源传说是由诸多传说(传说)复合而成的ꎮ 代表学

者为金台俊、周王山、金思烨、金东旭等ꎮ 金东旭在«春香传研究»中将«春香传»
的传说分为:〔６〕

１. 根源传说(春香传形成的素材传说):“烈女传说”“暗行御史传说”“申冤

传说(阿娘型传说)”“艳情传说”ꎬ这几种传说组成春香传主要情节的胚种ꎮ 其

中ꎬ涉及春香传插入情节的传说有:“信物交换传说” “手记传说” “梦祥传说”
“汉诗传说”ꎮ

２. 发生传说(春香传是如何形成的民间传说):“巫歌发生说”“梁进士创作

说”“元曲翻案说”“文章体小说先行说”“汉文小说敷衍说”“盘索里发生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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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可以归纳为“集体创作说”和“个人创作说”ꎮ 代表集体创作说的

盘索里发生说认为«春香传»不是由某个特定的作家写成的ꎬ而是由作为盘索里

唱者的“广大”创作的ꎮ 而与此相反ꎬ个人创作说则认为«春香传»的诸异本是由

个别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ꎮ 尽管金东旭列举了大量民间传说素材ꎬ但是最后并

没有就哪些传说对«春香传»的产生起到了绝对的影响做出任何结论ꎬ因此可以

说金东旭的研究内容固然丰富ꎬ也是仅仅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ꎮ 但是他将金

台俊早期提出的“根源传说→盘索里”观点发展成为“根源传说→盘索里→小

说”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ꎮ〔７〕

二元说认为以作品内容为中心ꎬ讨论中心传说的形成ꎬ代表学者为薛盛暻、
金起东等人ꎮ 他们认为按照作品内容ꎬ根源传说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ꎬ对作品前

半部产生影响的根源传说是艳情传说或者申冤传说ꎻ对后半部产生影响的是暗

行御史传说ꎮ
一元说认为应该从作品结构上进行探索和确定根源传说ꎬ代表学者有郑鲁

植、李家源、崔来沃、金钟澈等人ꎮ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ꎬ越到后期研究范围越

小ꎬ在将作品内容和传说内容一一对应的过程中寻找核心传说成为研究的主流

倾向ꎬ这种研究方法也完成了从内容到结构上的转换ꎮ〔８〕

崔来沃认为对春香传作品产生给予较大影响的似乎应该是“官夺民女型”
传说ꎬ它们是«春香传»形成的基础ꎬ因为这些传说以爱情问题为中心ꎮ〔９〕 绝大部

分的根源传说并没有文献记录ꎬ而是以口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ꎮ 因此ꎬ从文献价

值的角度看可信度一般ꎮ 但是ꎬ“官夺民女传说型”中的“都弥妻传说”可以在

«三国史记»中找到记载ꎮ 历史上ꎬ由于朝鲜半岛战乱不断ꎬ使得不少珍贵的古

籍资料遗失殆尽ꎮ «三国史记»作为存世为数不多的记录性文献ꎬ除了其传记性

特点之外ꎬ其内容还有较高的文学性ꎮ 因此ꎬ本文将“官夺民女传说”看作是春

香传形成的主要根源传说ꎬ其内容也与«春香传»的核心素材颇为类似ꎮ 都弥之

妻拒绝盖娄王的邀请并守住贞节ꎬ〔１０〕 与春香拒绝卞学道守厅之命ꎬ坚持守节的

情节极其相似ꎮ 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仍不屈服ꎬ不向世俗妥协ꎮ 为了自己崇高

的爱情理想ꎬ等待自己的心上人归来ꎬ这便是这部古典文学作品带给我们的感

动ꎮ 除了都弥妻传说之外ꎬ还有“智异山女传说”与之类似ꎮ〔１１〕 原因是从地理位

置看ꎬ智异山位于庆尚、全罗ꎬ南原腹地ꎬ此传说作为春香传的根源传说是有一定

道理的ꎮ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发现ꎬ目前学界对于«春香传»故事产生的来源仍然无

法形成比较统一的看法ꎮ 但是金东旭克服了前代研究者的研究局限ꎬ将«春香

传»传承过程加以扩大ꎮ 尽管他所提出的“根源传说→盘索里→小说”的演进过

程尚存在通过史料进行进一步确认的问题ꎬ但是«春香传»整体演进脉络仍旧是

清晰可见的ꎮ 而“官夺民女型”传说作为为数不多可考的文献资料ꎬ不论是中心

素材的相似性还是故事主题的相似性ꎬ基本可将其看作是春香故事的素材来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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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香传»与盘索里艺术

盘索里(ｐａｎｓｏｒｉ)ꎬ朝鲜民族的传统演艺形式ꎬ诞生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

初的全罗、忠清两道ꎮ 最初ꎬ盘索里曾经被称作 “广大盘索里” “山台盘索

里” 〔１２〕ꎬ由广大进行演出ꎮ 二百余年的时间里ꎬ盘索里艺人将流派与演唱风格各

异的曲目心口相传ꎬ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演唱脚本的内容进行改写并完善各曲目

的体系ꎮ 二十世纪初ꎬ为了发展民族戏曲ꎬ国家在汉城西大门内ꎬ组建了圆觉社

剧场ꎬ并邀请近三百名艺术人士进行传统戏曲的创作活动ꎮ 这些人以传统的盘

索里唱腔为基础ꎬ创造了唱剧ꎮ 可见ꎬ盘索里是唱剧的基础和母体ꎬ唱剧是盘索

里舞台艺术化之后的名称ꎮ 在韩国ꎬ唱剧被称为“国剧”ꎮ〔１３〕２００３ 年ꎬ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认定盘索里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ａｌ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ꎬ即无形遗产)”ꎮ

关于盘索里最早的记录ꎬ可以追溯到 １７５４ 年柳振汉(１７１１ － １７９１)所著«歌
词春香歌二百句»ꎮ １７５４ 年前后ꎬ柳振汉漫游朝鲜半岛湖南地方ꎬ在听到盘索里

«春香歌»后根据其内容改编成名为«歌词春香歌二百句»的七言长诗ꎬ全文共

２８００ 字ꎮ 这一事实说明至少在当时盘索里已经广泛演唱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叙

事性结构ꎮ «歌词春香歌二百句»也是«春香传»诸多异本中最早的汉文版本ꎮ
十九世纪初ꎬ诗人尹达善(１８０２ － １８３２)曾在«广寒楼乐府»中对盘索里的演

出形式进行过描述ꎮ
“我国唱优之戏ꎬ一人立ꎬ一人坐ꎬ而立者唱ꎬ坐者以鼓节之ꎬ凡杂歌十

二腔ꎬ香娘歌(指春香歌)即一也ꎮ”
可见ꎬ演出盘索里需要两个人ꎬ即一名鼓手和一名唱者ꎮ 演出时ꎬ舞台布置

比较简单ꎬ除了一排书画屏风之外再别无他物ꎮ 鼓手在表演中负责击鼓ꎬ端坐于

唱者的左侧ꎬ而向歌手ꎮ 唱者手持扇子或手绢ꎬ在鼓的伴奏下边演边唱ꎮ 盘索里

是追求现场互动性的艺术ꎬ即盘索里是在唱者、鼓手和观众形成的“场”中进行

的三位一体的表演艺术ꎮ 唱者通过唱(ｓｏｒｉ)、白(ａｎｉｒｉ)、科(ｂａｌｌｉｍ)三种主要表

演手段ꎬ与鼓手一起控制着演出过程以及“场”中的情感脉络ꎬ并且与观众形成

感兴互动ꎮ
唱ꎬ有羽调、平调、界面调和京调之分ꎮ 羽调吸收了正乐的特征ꎬ乐感纯正、

柔和、浩荡、雄健ꎬ是盘索里旋律性调子ꎮ «春香歌»中的«赤诚歌» «赤壁歌»中
的«桃园结义歌»等都是由羽调演唱的ꎮ 平调ꎬ近似羽调ꎬ乐感和畅、淡白ꎮ 羽调

通常出现在旋律的开头ꎬ起到引子的作用ꎮ 例如ꎬ«春香歌»中的«爱歌»ꎮ 界面

调源自全罗道乡土民谣ꎬ乐感凄婉悲伤ꎬ给人以哀怨之感ꎬ多用于描绘哀怨悲恨

之情ꎮ 京调来自京畿道民谣ꎬ多用于表现轻快、欢快的情节ꎮ 白ꎬ表现方式因唱

者的不同而不同ꎬ大体上分为具有音程的白、自由式的白、“长短” 〔１４〕 式的白、歌
唱式的白〔１５〕ꎮ 科ꎬ指身段和动作ꎮ

鼓手主要负责为唱伴奏ꎬ兼负责傍衬ꎮ 一手持棒在鼓的两面拍击ꎬ节奏轻重

—６１２—

学术界 ２０１６. ５学术史谭



交替、紧张舒缓交替ꎮ 这样ꎬ鼓手便与唱者一起打造出盘索里现场的音响渲染和

演唱氛围ꎮ 鼓手击出的“长短”与演唱者的“唱”遥相呼应ꎬ起到衬托唱调、引领

整场演出的作用ꎮ
鼓手在盘索里表演过程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ꎬ使用“啊!” “好呀!” “唉

呀!”等感叹词发出的喝彩声ꎬ这称为傍衬(ｃｈｕｉｍｓａｅ)ꎮ 傍衬既能对唱者的“唱”
进行相应的规范与制约ꎬ又对唱者节拍的掌握与变化上加以控制与引导ꎬ从而弥

补唱者的演出缺陷ꎬ掩盖唱者的失误ꎬ为唱者提供换气和调整气息的空隙ꎮ
正是这种简单的伴奏形式使得盘索里具有了高雅的品格ꎬ在盘索里艺术中ꎬ

唱者和鼓手各司其职ꎬ鼓手虽然不显眼ꎬ但是其作用并不亚于唱者ꎬ因而有“一
鼓手二名唱”之说法ꎮ 总的来说ꎬ盘索里具有“一人多角、化入化出、以唱为主、
说唱并举”的表演特征ꎮ〔１６〕

在韩国语中ꎬ盘索里的演唱脚本被称为“辞说”ꎮ 李朝中期ꎬ盘索里唱者们

将诸多民间故事、传说编进盘索里中进行演唱ꎬ其中较为流行的有所谓的“十二

大剧”ꎮ 申在孝(李朝时期著名的剧作家)在广大艺人演唱的盘索里基础上ꎬ对
其内容进行系统化整理和再创作ꎬ完成了不少盘索里辞说并指导了部分盘索里

唱者ꎮ 盘索里辞说的出现ꎬ使得口头演唱的盘索里唱辞能够保存下来并为其向

唱剧化演进奠定了基础ꎮ
从盘索里剧目名称的命名法看ꎬ一般的命名方式为“—歌”或“—打令”ꎮ

“打令”ꎬ曾经是中国的一个游戏术语ꎬ广泛使用于唐、宋两代ꎮ 唐代的“抛打令”
是当时酒令文化中最为歌舞化、同时艺术内容也最为丰富的一类酒令ꎮ 到了宋

代ꎬ“打令”不再局限于酒令ꎬ已经演变成“打拍子、合曲”之意ꎮ 这样ꎬ“打令”一
词便一直沿用在长短句中的“令”词、民间说唱中的“令”曲之中ꎮ

从剧目名称的构词法看ꎬ“—歌”或“—打令”为合成词ꎬ均采用“内容 ＋ 形

式”进行构词ꎮ “春香歌”或“春香打令”ꎬ内容说的是春香的故事、采取唱(或打

令)的形式进行表演ꎮ 由此可见ꎬ曲目名称中冠以“打令”的ꎬ似乎更强调鼓手的

“长短”ꎻ冠以“歌”的ꎬ似乎更强调唱者ꎮ
盘索里«春香歌»是现存盘索里五大剧目中音乐性、辞说叙事性最为优秀的

剧目ꎮ 完整演唱«春香歌»至少需要 ５ － ８ 个小时ꎮ 现在传承下来的«春香歌»以
宋万甲、郑英珉、金昌焕的演唱最能体现«春香歌»的历史原貌ꎮ 根据不同的唱

者可能在辞说的叙事构成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ꎬ但是基本都由以下内容组成:草
引、广寒楼风景、书房读书、百年佳约、别歌、迎接新官、艺妓点考、十杖歌、狱中

歌、科举场、御史行装、春香书信、狱中相逢、御史出动、收场ꎮ 根据唱者的不同身

份ꎬ«春香歌»还可以分为男唱、女唱、童唱三种ꎬ其中男唱以熊健简洁的演唱特

色流传至今ꎮ
«春香歌»经过无数盘索里艺人的传唱ꎬ反复迎合各个阶层人士的喜好进行

修改ꎬ最终在英祖、正祖时期完成了小说形式的过渡ꎮ «春香传»至今拥有近 １３８
种异本ꎬ到底哪个版本最接近于原始«春香传»学界尚无定论ꎬ因为它在传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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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是一直发展变化的ꎮ 现在ꎬ«春香传»的诸多异本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１. 晚华本«春香歌»ꎮ 该作品由柳振汉(１７１１ － １７９１)所著ꎬ全文由 ４００ 句七

言汉诗组成ꎬ属于«春香传»异本中最早版本ꎮ
２. «南原古词»ꎮ 该作品共有 ５ 册ꎬ约 ８ 万 ３ 千字ꎮ 虽然文中大量罗列修饰

性成分与各种辞说ꎬ但是该作品注重叙述和描写ꎬ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民众生活面

貌和思想情况ꎬ内容充实ꎬ能够体现清唱系列小说的历史变貌ꎬ同时也传承了清

唱系列小说的特点ꎮ〔１７〕

３. 京板«春香传»ꎮ 内容简练ꎬ全文 ７０００ 字左右ꎬ故事将春香设定成为艺伎

月梅之女展开ꎮ 与完板本堪称坊刻本春香传之双壁ꎬ内容侧重对李梦龙的描写ꎬ
故事性较强ꎮ〔１８〕

４. 完板«烈女春香守节歌»ꎮ 全文约 ３ 万字左右ꎬ故事将春香设定成为成参

判之女展开ꎬ内容侧重对春香的描写ꎬ盘索里性较强ꎮ 此版本被编入韩国教科书

(１９６１ 年—现在)ꎬ也是韩国人了解«春香传»的最直接的途径ꎮ〔１９〕

«烈女春香守节歌»是«春香传»完板本系列的代表异本ꎬ木刻 ８４ 张ꎬ因此又

称“完板 ８４ 张本”ꎮ 完板本出版于全罗道ꎬ从与盘索里的继承关系看ꎬ保持着一

定的地域性ꎬ因此可以推测完板的内容是接受了盘索里春香歌的精髓的ꎬ因此可

以认为它是比较成熟的春香传文本ꎮ 京板本系列同属坊刻本ꎬ是由完板本衍生

出来的ꎮ 出于商业目的ꎬ其中的场面描写或者过分的叙述性话语得到删减ꎬ并无

法表现春香传的原貌ꎮ 完板本能够盛行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在全州地区ꎬ高
德山和麒麟峰作为芦岭山脉的支脉ꎬ在其地区较容易取得板材ꎻ刻板制书最要紧

的是纸张ꎬ从朝鲜半岛生产纸张的角度看ꎬ全州地区较之其他地区具有更好的条

件ꎻ出版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ꎬ连续不断的出版使得出版技术更胜一筹ꎻ全州地

区手工业发达ꎬ很多刻手掌握板刻技术ꎬ使得刊行变得容易ꎮ
现在流传的完板初期版本的标题是«别春香传»、丙午版«春香传»ꎬ中后期

版本的标题是«烈女春香守节歌»ꎮ «别春香传»、丙午版«春香传»中ꎬ春香的身

份仍是艺妓ꎬ这与京版、南原古词如出一辙ꎮ 后期版本中ꎬ尽管同为 ８４ 张ꎬ在小

说开头部分也存在着变异的文本ꎮ 这是因为商人们需要考虑到春香的社会阶层

与身份要比完板系列初期的异本有所提升所致ꎮ

四、春香:朝鲜民族的代表女性形象

可以说早期的韩国古典小说中ꎬ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往往只注重刻画其外

部形象ꎬ或者仅着力描绘人物的某一方面的性格特征ꎬ从而导致人物形象较为单

一的弊端出现ꎮ 而«春香传»这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勇于追求自由爱情和

平等婚姻的朝鲜民族女性形象ꎬ通过上、下部小说情节的变化ꎬ春香的性格也在

发生着转变ꎮ 春香的女性形象一直作为朝鲜民族女性纯洁、忠贞的代名词发展

至今ꎬ春香的女性形象对当代社会的朝鲜民族女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ꎮ
«春香传»的主人公春香是位女性ꎬ这在儒教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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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是不多见的ꎮ 这个出生时略带神话色彩的美丽、善良、贤淑、坚贞的典型形

象ꎬ在朝鲜民族文学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等方面取得了原创性的成

就ꎮ 纵观世界文学宝库ꎬ其中也不乏优秀的女性形象ꎬ如:英国的朱丽叶、法国的

羊脂球、俄国的安娜卡列尼娜、挪威的娜拉、印度的沙恭达罗、日本的紫姬等

等ꎮ 但是ꎬ春香是小说的绝对主人公ꎬ她不但体现了作品的主题ꎬ同时也体现了

朝鲜民族女性具有的民族气质和性格ꎬ即:对纯洁的爱情的向往、厮守忠贞的情

操ꎬ至死不屈从权势与暴力的坚强意志ꎮ 春香作为一个典型的女性形象ꎬ自然还

具有鲜明的个性ꎮ 她温柔而不懦弱、善良与智勇兼备ꎮ 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失

温柔的风度ꎬ但那绝不是胆小懦弱ꎮ 与母亲月梅相比ꎬ春香是新一代女性的代

表ꎮ 对于自己的爱情ꎬ尽管迫于身份的制约使得自己忧心忡忡ꎻ但是当心上人到

来之时ꎬ却又表现得极具主体性ꎮ 面对李梦龙上京的现实ꎬ春香选择了忍苦ꎬ朝
鲜民族阿里郎式的传统情绪被表现得淋漓尽致ꎮ 面对卞学道的守厅要求ꎬ她坦

然面对ꎬ只身前往官厅ꎮ 她的勇敢背后蕴藏着足够的智慧ꎬ这也是个人意识上升

为民众意识的表现ꎮ 她能言善辩ꎬ与卞学道的斗争有理有据ꎬ丝毫没有在权势面

前失去尊严ꎮ 春香形象中最可贵的一面是忘我而为他人ꎮ 她的爱情专一而不自

私ꎬ是一种甘愿牺牲自己却要尊重他人ꎬ为了爱情勇于奉献的精神ꎮ 正是春香这

种极具伟大母性的精神将一直在感情中摇摆不定的贵族子弟李梦龙成功挽救出

来ꎮ 可以说ꎬ春香的女性形象之所以如此成功ꎬ一方面是由于作品把握和揭示了

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实和社会历史的真实ꎬ个性化地把人物的本质力量与社会关

系的冲突体现了出来ꎬ所以造成一个真正的典型ꎮ 另一方面ꎬ«春香传»来源于

民间ꎬ是集体创作ꎬ它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ꎬ也融汇了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愿望ꎮ
这部小说呈现出二元融合的基本主题ꎮ 春香与李梦龙曲折的悲欢离合ꎬ是

因自由婚姻与身份等级制度的互不相容所造成的ꎮ 当时ꎬ追求爱情自由本身就

是对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叛逆ꎬ何况这种自主婚姻又发生在社会地位悬殊的两

个人之间ꎬ就更带有挑战封建门第观念相等级制度的性质ꎮ 因此ꎬ«春香传»对
自由恋爱、平等婚姻这种审美价值的明确的肯定ꎬ其本身已同时意味着对封建等

级制度和门第观念的超越ꎬ这对希望恋爱婚姻自由、社会地位平等的一般民众来

说ꎬ不可能不成为一种具有社会广泛性的审美理想ꎮ 这就是«春香传»为何能够

成为朝鲜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ꎮ
«春香传»的故事素材源于民间流传的传说ꎬ后经有识之士加工整理写进盘

索里歌辞之中进行传唱ꎬ随着出版媒体的发展ꎬ春香故事也以不同的形态在社会

各个阶层中进行流传ꎬ凭借其叙事内容的大众性和写实性受到社会各个阶层人

士的喜爱ꎮ 春香的女性形象也成为朝鲜民族代表的女性形象ꎬ忍苦、坚贞、纯洁

的形象特征对当代社会的女性产生着深远影响ꎮ

注释:
〔１〕由于«春香传»是在上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被介绍到国内的ꎬ此后国内的«春香传»研究便一直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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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朝鲜的脚步阶段性进行ꎮ 从中文译本的情况看ꎬ尽管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在 １９５６ 年出版

过相应译本ꎬ但是作家出版社的版本内容更加丰富一些ꎬ正文前面附带的朝鲜文学研究者尹世平对«春香

传»的评价对国内«春香传»研究起了很重要的影响ꎮ 换言之ꎬ在国内学界进行研究前ꎬ先入为主的评价已

经干扰了国内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ꎮ
〔２〕从 １９１９ 年到 １９４９ 年ꎬ国内只出版了“三本质量很成问题”的书籍来介绍朝鲜文学ꎮ 建国后ꎬ到

１９６０ 年前夕的十年里ꎬ由于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ꎬ使得朝鲜的古典和近现代作品译介工作有了明显进步ꎬ
数量达到 ６６ 册ꎮ 从数量上看ꎬ建国前的作品译介数量仅次于日本和印度之后(分别为 １４１ 册和 ２３ 册)ꎬ
但建国后的十年里的译介数量居亚非文学之首ꎬ印度和日本位居次席(５８ 册和 ５５ 册)ꎮ 根据季羡林、刘

振瀛:«五四运动后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ꎬ«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５９ 年第 ２ 期中的

图表内容重新整理ꎮ
〔３〕梁潮:«国内东方文学研究状况及其方法整理»ꎬ«东方丛刊»１９９６ 年第 ４ 辑ꎮ
〔４〕张朝柯的«春香传的创作及影响»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和«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

(北京:东方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是国内唯一两部«春香传»研究专著ꎮ
〔５〕韦旭升:«朝鲜文学史»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３２８ 页ꎮ
〔６〕金东旭:«增补春香传研究»ꎬ延世大学校出版部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３３ － ６８ 页ꎮ
〔７〕最近ꎬ延世大学李允石教授在文章中对崔南善的«古本春香传»与«烈女春香守节歌»的先后关系

进行讨论ꎬ提出金东旭提出的“根源传说→盘索里→小说”演进学说值得再商榷ꎮ 见李允石:«古本春香传

改作的几个问题»ꎬ«古典文学研究»(第 ３８ 卷)ꎬ２０１０ 年ꎮ
〔８〕金光淳:«春香传的根源传说»ꎬ«春香传综合的考察»ꎬ汉城:亚细亚文化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４７ － ５０

页ꎮ
〔９〕崔来沃:«官夺民女型传说的研究»ꎬ«如何读解春香传»ꎬ西光学术资料社ꎬ１９９４ 年ꎬ第 １８０ － ２０２

页ꎮ
〔１０〕«三国史记»(第 ４８ 卷)ꎬ列传第八都弥条ꎮ
〔１１〕«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第 ３９ 卷)ꎬ南原都护府百济烈女智异山女条ꎮ
〔１２〕广大ꎬ意思可以等同于唱者ꎬ其语源暂不可考ꎮ 金东旭认为它至少有三种意思:一是假面为戏

者ꎻ二是假面(不戴假面时的一种身份上的称呼)ꎻ三是歌客ꎮ 见金东旭:«增补春香传研究»ꎬ延世大学校

出版部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１９ 页ꎮ
〔１３〕朝鲜对于盘索里一直持有抵制的态度ꎮ 盘索里在朝鲜被禁止演唱ꎬ朝鲜领导人曾经做过指示:

盘索里是太久远的艺术ꎬ因此没有趣味ꎻ盘索里不能让人兴奋ꎬ不能引起战士的斗志ꎬ不能激发战士们冲

向战场ꎻ虽然盘索里按照说唱的形式完全保存下来ꎬ但是没有必要做以嘉奖ꎻ盘索里是两班歌曲的曲调ꎬ
运用浊音的南道唱法ꎬ这样的声音是人为的ꎬ并不是民族的旋律ꎮ 见金艺兰:«“盘索里”音乐研究及文化

阐释»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５ － ６ 页ꎮ
〔１４〕在朝鲜民族传统艺术形式(音乐、舞蹈、器乐)中ꎬ“节奏”或者西方音乐中“拍子”的概念用“长

短”来表示ꎮ
〔１５〕李黄勋:«朝鲜族的说唱艺术———盘索里»ꎬ«中国音乐»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期ꎮ
〔１６〕金昌浩:«“盘索里”的特征及其在中国的流传»ꎬ«戏曲艺术»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ꎮ
〔１７〕金炯敦:«南原古词主题考»ꎬ«明知语文学»ꎬ１９８１ 年ꎬ第 ２３１ － ２４８ 页ꎮ
〔１８〕金东旭:«春香传研究到何处»ꎬ«春香传综合的考察»ꎬ汉城:亚细亚文化社ꎬ１９９１ 年ꎮ
〔１９〕金东旭、金泰俊、薛盛暻:«春香传比较研究»ꎬ汉城:三英社ꎬ１９７９ 年ꎮ

〔责任编辑:陶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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