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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Fusion） 
——围绕韩国文化之假说

中西进〔1〕 

（奈良县立万叶文化馆  奈良：634-0103）

摘  要：本文探索韩国文化具有融合之特点，认为韩国位居半岛，一方面

承袭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另一方面具有陆海参半的特点，它通过超越冲突、融

合文明的和平方式，将大陆型的异质文化传播到了海洋型文化圈，让日本在亚

洲文化中诞生了丰富的情感力。

关键词：韩国文化 ；半岛文化 ；融合

一

公元前 1500 年左右，中国殷商文明（Yin civilization）繁荣璀璨之时，印

度的印度河文明亦灿然花开，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而且印度的释迦牟尼于公元前 566 年（一说为公元前 483 年）出生，中

国的哲人孔子也于公元前 551 年诞生，这难道是偶然吗？

实际上类似的例子远不止这一两个。由此看来，地球的巨大呼吸在各个地

方产生了同样的现象。

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地呼吸（Earth breathing）”。

刚才我说的是亚洲的“大地呼吸”，这一呼吸毫无疑问催生了亚洲文化的

两大发源地。不仅如此，其生成的文化在各地域发展，具有了这些文化所在地

域固有的性质，恐怕这也是“大地呼吸”作用的结果。

关于如此诞生的亚洲文化，我曾写过一些论文，我认为各地域因始终呼吸

着的大地之性质而有着极其显著的文化力量。

原本印度就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在此背景下呈现出十分丰富的文化想象

力。比如古老的《梨俱吠陀》就记述着佛教所描绘的森罗万象。

而且这一印象被很多人认可，中国学者宋云彬也说受“佛教文学最具想象

力”的影响，中国的“想象力自然变得丰富了”。（宋云彬等著，小田岳夫、吉

田严邨译 ：《中国文学史》，创元社 1953 年版，第 64 页）

另一方面中国的农田绵延千里，其广袤达到农夫从地平线出现又于地平线

〔1〕   中西进，奈良县立万叶文化馆名誉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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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程度，而尽头便是面迎沙漠的黄土大地。

这伟大的土地却充满着荒芜之力，不允许人们来依赖。这就势必孕育出充

分反映人之智慧，依存于伦理秩序的文化。清康熙帝钦定文字辞典一事就足以

证明这一点了，我暂且把它称为“文化的论理之力”。

相反，海洋国家日本受惠于自然，受潮风吹拂，富于情感，它尊崇感性，

“物哀”之情相生，擅长洞察诗意。因此在日本能见到“文化的情感之力”（亦

称感伤之力）。

当然，国境并不能完全决定文化的发展。比如华南的三星堆文化尽管在典

籍上与《山海经》等为同一风格，但却不同于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论

语》）的华北孔子的思想，倒不如说其属于印度圈的想象力文化。

二

在这样的亚洲文化中，韩国文化是以怎样的文化力量参与亚洲文化形成史

的？关于此话题，我认为以下三点是格外重要的。

第一点，韩国独特的半岛位置。

半岛国家既能产生也能接受大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于是两种类型的文

化或单独存在，或融合为一体而存在。前者或分地域并存，或各自有不同的种

类 ；后者或在这一地域产生新的独特的文化，或是产生“四不像”的文化。

在半岛这一并不纯粹的地域上的文化，一步之差就会令暧昧不清的特色贯

穿始终，这一点在亚洲整体文化形成史上也有体现。韩国文化的丰饶令人期待

之余，也有详细考察的必要，其在文化成熟中应成为极其重要的考察对象。

关于此点，我将在后文陈述鄙见。

第二点，朝鲜半岛的背后是草原。

古代中国是以长江、黄河这两大河流所裹挟的地带为中心建立国家的，通

常与北方蒙古诸民族划界而治。

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进入北方，将草地化为耕地，这对北方游牧民族而言

无疑是对他们所珍视的草原的破坏。

然而汉族所建立的中国王朝在元、清两朝也不得不承认北方民族的帝王，

但尽管如此，不能将华北草原与中原、华南一并作为伦理的产生之地。

那么，应该怎样把草原文化加入亚洲文化中去呢？如此想来，北方蒙古尚

有太多不为人所知的文化，以游牧为主的人们写在羊皮上的文字存世不多。我

们只能期待着今后的研究取得新进展。在这里，我斗胆推测 ：北方草原性的文

化之力保存在韩国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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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社 2006 年出版『韓国歴史地図』（《韩国历史地图》）一书，据其东

亚民族分布图所示，亚洲一带的黄色人种分为南、北两部分，两者区分明显。

如从决定基因的 Y 染色体方面来看，南北之分更加明了，日本与韩国一体，

位于北方，而北亚一带却鲜有文化发展的痕迹。

因此或许可以推测，将此重担肩负起来的是不是韩国呢？韩国文化中是否

还留存着对抗他方文化的草原性文化之力？

实际上五、六世纪的高句丽与北方的突厥和中国的北魏王朝都建有外交关

系，而且高句丽还向日本派遣过使节。

在中亚撒马尔罕的古坟壁画中发现了七世纪高句丽的使者画像。他们或许

是经亚洲北方和草原之路往返的。

原本朝鲜半岛居民祖先的一部分就曾居住在现今中国的东北地区。不仅是

高句丽，百济也“百济国之先祖自夫余出”（《魏书·百济传》），百济王室以余

为姓，大概是源自其先祖居住地夫余吧。

而且百济在中国晋朝时已据有“辽西、晋平二郡”（《通典》），由此可知如

今渤海湾沿岸地区就是其领地。

如此看来，半岛型韩国文化历史实际上远非历史所载那么久远。无论是高

句丽还是百济，原本就是生活在如今中国东北地区而自立王国，他们在保持原

有特性的同时，逐渐变成了半岛人。而且应该也继续保持着草原型文化之力。

再者，百济灭亡后渤海国意图将旧百济、旧高句丽曾经所有的半岛与大陆

交界处据为己有。夫余府就属于渤海国的一部分。

看起来渤海国好像继承了四世纪高句丽领土的“DNA”。然而，到了十世

纪诞生了统一全岛的高丽国，自此决定了半岛型文化的产生。

只是其中仍留有华北草原的文化和血统，由此我假设这种草原——半岛型

韩国文化存在于亚洲文化史中。

第三点，韩国在亚洲文化史河流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也就是说，把印度的想象力和亚洲文化的论理传至日本，让日本在亚洲文

化中诞生了情感力。这种情况我将它比作河口的作用来进一步阐述。

比如在海水中长大的鲑鱼，为了产卵沿淡水河逆流而上，途中需要有淡水

和海水混合的水域，像这样不同性质的东西能相互交流。淡水、海水交汇区域

的水被称为“汽水”。“汽水”不仅对鲑鱼重要，对同样往返于河流海洋的香

鱼、鳗鱼来讲也是不可或缺的。

朝鲜半岛这一极其重要的“汽水”在文化传播流通中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因为拥有陆海参半这一性质，故将大陆型的异质文化

传播到了海洋型文化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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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那么历史上韩国文化是怎样传播到日本的呢？

实际上文化的传播与吸收并没有那么简单。

比如一世纪左右，中国吸收了来自印度的佛教，当时关于灵魂不灭论曾引

起激烈争辩。日本虽也有过著名的苏我氏与物部氏（即佛教与神道）之争论，

但其中朝鲜半岛一旦排斥佛教，就不会有佛教流入日本了，而且将佛教传往日

本是圣明王之志愿。

概观地球上文明之流变，可发现以下三点。这三点我已在《对话时代——

从冲突到超越》（《公明新闻》2002 年 1 月 1 日）叙述过，即第一点，文明之

地域侵犯 ；第二点，文明之冲突 ；第三点，文明之融合。

十八世纪，欧美文明侵入亚洲、非洲各地，像这样的“文明”与“野蛮”

的架构时至今日也已烟消云灭了吧，“侵入也已不复存在”。

如今还多有发生的是冲突。一时间，美国人亨廷顿所著的『文明の衝突』

（《文明的冲突》）（集英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不但如此，现如今，彼此

只认可自身价值而不相让的冲突始终在全世界继续着。

但是，令人安心的是文化有着回避文明冲突的力量。这正是第三点文明具

有融合的文化力量。详见《公明新闻》拙文。

历史上韩国向日本传授文化正是通过超越冲突、融合文明来实现的。

这一对话在异质文明被赐予之时，是可以靠靠尊敬他者的文化力量实现

的。在此之上还有对自国文化的自信，据此才能将异质文明的长处与自国文明

相融合，才能在自国疆域上产生新的美好事物。

在草原和半岛所孕育的文化中，我们期待这样的融合力。

所谓融合就是要创造出一个自身固有的领域。

我在《公明新闻》写过一篇小文，叙述何谓“融合”。它就是尊重事物共

性的精神，尊重内心的细腻。还写有如今是爵士融合音乐、比利时物理学家提

出的耗散结构理论与远离非平衡态被重视的时代。融合力也极具现代感。

我以前曾在挪威见到一座建于十二世纪基督教兴盛期的木条教堂。那是一

座用不同种类的木材作为瓦片，层层叠叠如鱼鳞般的建筑，是一座与维京文化

融合的基督教堂。

一种被称为“爱尔兰十字”的圆形与十字架结合的图案在世界各地的基督

教墓地都能发现，这也是融合的文化的体现。

在此，我有必要说一下关于我所讲的“融合力”的定义。这是因为今天有

时用 fusion 一词指代原子核融合，但是我的定义不是如此细分化的“fusion”，

而是指能让佛教所说的极其细微的原子核融合、能与拥有巨大能量的他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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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笔者将它作为理想，作为融合力的定义。

四

关于韩国文化的融合主义，在这里我举两个实例。

第一，乡歌。

众所周知，《三国遗事》（卷二）中载有处容歌的故事。由宪康大王（875—

886 在位）赐婚的处容于月明之夜回家后，发现妻子床上有四只脚。于是处容

唱道 ：“东京明月夜，贪遊至晚归。进房寻妻子，床上足两对。两只属妻子，

余足当为谁。此处应为我，予夺当何为。”谁知另外两只脚是瘟神的，瘟神见

状坦言道 ：“你不怪罪我，我甚是感激，今后，凡悬挂你头像之门，我定当

不入。”

以后，人们便在门上张贴处容画像以祛除瘟病。

像这样祛凶就吉的传说还有苏民的故事。传说武塔天神为报答借宿一晚之

恩情，施以特制避邪之物救得苏民家女儿一命，但把其他人都杀掉了。这是一

个残忍的神话。

而且日本《万叶集》（卷十一）所记处容物语的一节，歌词如下所示 ：

長谷の　斎槻が下に　わが隠せる妻　茜さし　照れる月夜に　

人見てむかも（2353）

大夫の　思ひ乱れて　隠せるその妻　天地に　通り照るとも　

顕れめやも（2354）

随之我想到的是从韩国渡来日本的民众所唱的乡歌中的两首歌 ：第一首，

大概内容是“其他男子冒犯了我的妻子而心存顾忌”；第二首的内容是“没有

这样的事而奇怪地抗议月明之夜”。

两首歌很相似，但是处容歌肯定是有误的。

处容为何保持沉默？为何不责备那个男子？如果他只是一味惧怕瘟神，他

到底在纠结什么？对于处容的沉默之举我曾陷入沉思，觉得不可思议。

这种场合下，一般的做法应该是处容发怒并斥退瘟神才对，复仇才是

常识。

日本有一部大型复仇剧《忠臣藏》，受到人们追捧，并成为歌舞伎中叫座

的剧目，时至 500 年后的今天仍人气不减。

《忠臣藏》讲的是一位叫浅野内匠头的大名，心眼儿很坏，后被吉良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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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斩杀。而浅野的 47 名武士部下为了给浅野报仇雪恨，冲进吉良家讨伐并取

其人头。这是双重复仇，复仇没有尽头，但是世间却以“忠义”赞许复仇。

从这个例子来看，处容的文化素养还是很高的。从这个故事可以窥见宽容

之美德。

再者，这种生活方式是超越善与恶、邪与正这种单纯二元论的。这种生活

方式和众多宗教或道德中所讲的中庸精神差不多。

融合就是一种中庸，而且宽容性和中庸与精神有深切关联。

作为第三者的天神判官为绝对支持者讲话早就在乡歌中出现了。《三国遗

事》中就有如此描述 ：“时神现行，跪于前曰，吾羡公之妻，今犯之矣，公不

见怒，感而美之。”男子现出瘟神原形，反而向人类下跪，并坦白了他犯下的

错误，同时也表示自己原先也有像人类那样的感情。但是处容没有生气，瘟神

很感动并赞颂处容。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神也怀有如俗恶凡人那般的情欲与迷恋女色的事实，而

凡人却以宽容的精神原谅了天神的行为，通篇充满了感动与赞美之情。

这种充满隐喻的故事是另一种文化论。一方面，前文列举了日本武塔天神

先报恩的例子。当然，实例中贴着的是誓死报仇的标签。另一方面，《万叶集》

中的那两首歌词，仅是诉说沉入恋爱剧生活的一部分，窥不到伦理感的存在。

先把这些例子放在一边，韩国的优秀文艺在讲述什么，我们能深刻理解

吗？乡歌在韩国“能窥见那个时代人们的高度的精神世界”（大槻健他邦译，

韩国国定教科书《韩国的世界》，明石书店，第 117 页）。同时赏月习俗被认

为来源于蒙古，这点也非常重要。

在韩国，月明之夜舞动的圆圈舞很有名，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对明月的

态度，一方面是忌讳，一方面又爱重月之清辉，在此背景下歌唱爱恋（拙稿

《东亚文学中的乡歌》，选自中西进、辰巳正明编《乡歌——注解与研究》，新

典社 2008 年版）。

这种赏月习俗被证明起源于蒙古草原。夜晚，月光洒在摇动着的芳草上，

对月光的畏惧深深扎根在夫余人心里，通过乡歌歌唱者的演绎而成为圆圈舞这

一形式。

这不是由黄土的大陆性产生，也不是由海洋性带着的岛屿性产生，会不会

属于草原性？摇摆不定的融合性的一部分会不会就是自草原性诞生的呢？

于是有人提出了韩国文学的“恨之文学性”，就像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

关于杨贵妃之悲剧的《长恨歌》，我认为韩国文学的“恨”与之同属一个范畴。

或许还可以把“恨”当作一种感伤来理解。

说起感伤，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三木清曾说“感伤是固有情念之入口亦是

出口”（《人生论记事》，创元社 1951 年版），比如愤怒、绝望、欢喜这些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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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情念，而感伤则没有这样的领域。无论怎样心都沉静不下来，有点在意

的事就不开心，不久之后当对象及详情变得明了就会出现激怒或欢喜，但同时

也更倾向于感伤，情念就这样慢慢消失了，这就是三木所揭示出来的。

我认为，这与其叫作感伤，更应该称为融合。融合与恨，意思几乎一样。

第二，佛像。

图 1 是今年（2016）6 月 21 日至 7 月 10 日于东京国立博物院举办的

“微笑的佛”展所陈列的两尊佛像。韩国中央博物馆的半跏思惟佛像（国宝

七八号）与以前的北魏样式相比缺少严谨与锐意。其衣装更加简略化，宝冠和

发饰倒还精致，胸口还有仿制的璎珞纹样 ；下半身着装是波纹扩散样同心圆式

深雕，有均整之美，像是莲台的东西仅仅有一部分。

如此，这一座立身状佛像已经不能有比这种形象更胜一筹的样式了，但还

是透着丰富，抚慰人心。

佛像的面部轮廓丰满，大概是吸收了峻厉的北魏样式后才形成了这种柔

和，然而这种柔和不正是象征着韩国文化的宽容与融合的细腻吗？

再看日本的半跏思惟像，这是一尊颇有名气的佛像。有人说佛像上用钉所

固定的饰物已经遗失了，与现在相比原物能毫无保留地展示其特征。这尊佛像

比韩国那尊还要简单、朴素，头无宝冠，仅有双髻。上半身无衣装纹样，也没

有任何饰物。要说有什么特别，那就是沿着双肩呈波浪状流下来的垂发。佛像

的姿态像是从水中刚刚升起，纯粹、恬静、幽雅、素直。下半身着装的下摆有

跃动感、立体感，活灵活现。

将这尊日本佛像恢复为原来的北魏佛像或韩国佛像是困难的。但是，这尊

日本佛像虽没有韩国佛像的安稳和丰富，其面容却清晰表现出佛之深思。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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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尊韩国佛像是不是为了 56 亿 7000 万生灵结半跏而坐呢？佛像

左手轻轻搭在盘起的脚踝上，左脚趾尖浮起离开地面，处于深思状的韩国佛像

在其沉静的外表下，如实显示着下济苍生的重大职责。

或许正因如此，韩国佛像才如此沉重吧。上体屈弯，所以外张右肘以手托

腮，陷入深深的冥想。而日本佛像则脊背笔挺，右肘趋近上体，手从前面触腮。

以上仅仅比较两尊日韩佛像，就能明显地看出韩国佛像身上的融合性，以及由

此生发出来的日本佛像的朴素性。但它们都与北魏佛像的严格性相距甚远。

五

可以说韩国文化的融合力是在经历了亚洲文化之旅——从大陆文化的严格

性到岛屿文化的朴素性之后，才得以形成的。

今后，不仅在亚洲，而是在整个地球文明中，我们所追求的人类福祉也将

产生于文明间的对话与超越，产生于这种融合力。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光辉译，吕顺长校译）

（本文为 2016 年 8 月 7 日在韩国中央大学校举行的第 13 届东亚比较文化

国际会议上的基调演讲稿。）

Fusion ：Some Assumptions Around Korean Culture

NANANISHI Susumu

 (Nara Prefecture Complex of Man’yo Culture, Nara: 634-0103)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sion of Korean 
culture. And it holds opinion, on the one hand, Korea inherits the Chinese northern 
grassland culture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land 
and sea, because of its location in a peninsula. It spreads heterogeneous culture to 
the marine culture circle beyond conflicts and via a peaceful approach of cultural 
fusion, so that Japan generates a rich emotional force among Asian cultures.

Key words: Korean Culture ； Peninsula Culture ；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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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植物重花物候看古代中韩文化交流〔1〕 

——兼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特质

董  科〔2〕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杭州：310018）

摘  要：春季开花的植物在秋冬季节重新开花是由特定气象气候条件造成

的物候现象，它在东亚各地普遍存在。以史籍中搜集的朝鲜半岛的 67 条植物

重花记录为例，笔者在研究其气象气候成因、季节分布以及朝鲜半岛居民的重

花观后发现，朝鲜半岛的重花记录的气候成因及季节分布都与中国及日本有极

高的相似性。朝鲜半岛居民将重花视作灾异的看法也源于中国汉代的天人感

应、阴阳灾异思想。物候气候的相似性是古代中国文化在东亚世界传播和被接

受的一大推动因素。

关键词： 朝鲜半岛 ；物候 ；植物重花 ；天人感应 ；阴阳灾异

一、前言

植物重花，指一般情况下春季开花，夏秋季节结果的植物在当年秋冬或次

年早春季节再次开花乃至坐果的物候现象，它由特定的异常气象气候条件形

成，在受东亚季风影响的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

对气候变化敏感的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注意到了重花与气候异常之间的因果

关系，汉代以后，人们便将其视为天人感应造成的灾异之一，并作为政务的一

环进行处理，将之记录于史书中。随着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东亚世界的

传播，这种对植物重花的看法及处理方式也被日本、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的

执政者接受，他们模仿中国的做法，将发生在自己国家的植物重花看作一种阴

阳灾异记录在案，并就此做出相应的对策。

正因为植物重花在承载特定的气象气候的同时，又反映了中国文化在东亚

世界传播历程的一个侧面，所以研究东亚各国历史上的植物重花，不仅可以为

还原历史上的气象气候提供参考，也可以为研究以汉字汉语为载体的中国文化

在东亚世界的传播历史提供新的视角。

笔者已系统整理、研究了日本近代以前的重花记录发生的规律及其所反映

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1] 本文旨在研究朝鲜半岛的重花情况、发生规律及其

〔1〕   本论文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4NDJC147YB）的成果。

〔2〕   董科，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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