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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父见背忽忽已十二年，此时此刻我置身中国北京
大地，犹感先父恩情，温如春风，暧我心身。回忆父亲
在世时，曾凭借古文与中国共呼吸，时而拨冗教我汉
文，为我讲解中国先哲名言。此外，先伯曾于 1910 年
代赴中国东北，以弱冠之龄，客死异地，其所赠与先父
之眼镜成为先父生平首次所戴之镜。此一往事我曾得知
于先父之口，此时亦隐约浮现于耳边。

先父思慕中国心切，然终生未能踏上中华大地，夙
愿未酬，抱憾而终。今日，欣逢先父诗集译成中文出
版，感慨万端，深自庆幸。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韦旭升教授殚思竭虑，从事翻
译，致使此译本得以问世，我谨表感谢。先父在世时，
常言韩国语之妙处在于 “词尾” ( “助词”) 之使用，
韩国诗尤其如此。我不谙中国语，亦未曾听说中国语中
有此类 “词尾”，从而不敢想象，且亦难望理解韦教授
如何将句句饰有 “词尾”之韩国诗译为中国语。于此
惟向韦教授表示敬意而已。

借此机会，我谨向中国文化部吴俊学司长之多方协
助，诚致谢意，并向韩国鹭山学会会长金海星先生及诸
同仁，深表谢忱。

韩国起亚汽车集团董事长金善弘先生于精神物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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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支持、鼓励此书之出版，并慷慨资助所需费用。对
此我特表示衷心感激之情。

恳切愿望此诗集能为身居中国之我众多兄弟所阅读
并获得他们的喜爱。谨将此一翻译集敬献于父母灵前。

李 水 长
1994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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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者 序 言

关于《鹭山时调选集》

·韦 旭 升 ·

韩国现代著名诗人李殷相先生号鹭山，生于 1903
年，于 1982 年去世。他怀着对本民族传统文学的热爱，
在新文化思潮已代替旧文化而崛起的情况下，为改造、
开拓和发展传统时调体裁而作了不懈的努力，成绩斐
然，名满韩国诗坛。

韩国文学家中，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就有人发表论
文，力主复兴时调文学，其中有崔南善、李秉岐、廉想
涉、李光洙等，而鹭山李殷相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于
此既有论说，而又更注重于创作实践。他的作品被谱以
乐曲，广泛传唱于韩国男女老少各阶层的人士之中，如
本集所收入的 《我欲归》、《思故乡》、《春姑娘》、《愿
往金刚山》等等，就是其中之最为著称者。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 “时调”。
时调是韩国国语诗歌的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抒情诗

体裁。自古以来，韩国就有悠久的民歌传统。早在新罗
王朝时期 ( 公元一至九世纪) ，就流行一种被称之为

1

译者序言 关于《鹭山时调选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十句体定型诗”的乡歌体裁。但是，随着韩国历代文
人对汉文化的广泛吸收，汉文的五、七言诗深深渗入文
人士大夫的文学创作中，成为了流行最广、最受重视的
体裁，而国语诗歌倒反被文人冷落，少有问津者了。直
到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抒情诗体———长短句
( 词) 并盛行了数百年之后，在高丽王朝末期 ( 公元十
四世纪) ，才在历经了酝酿阶段，尝试阶段之后，形成
了这种文人抒情国语诗歌体裁———时调。

就这样，时调冲破了数世纪的汉文诗歌体裁的浓重
气氛与厚密包围后，作为文人国语诗歌体裁的新芽而出
现了，这使得它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尽管
汉文诗在文人士大夫中仍保持着它的优势，但时调体裁
作为新诞生的事物，受到了包括统治者最高层人物的注
意，并逐步被用于诗歌创作之中，从此以后，它逐渐成
长、发展、普及，直至深入下层，产生了种种变异体裁
( 如 “於时调”、 “辞说时调”) ，对韩国民族语古典诗
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在民族文学发展中起
了如此巨大的变革作用的体裁，韩国文人给了高度的评
价，甚至使得它获得了韩国民族文学之魂的美称。

这种长短平均为 43 个音节左右的抒情诗体，分为
三个层次 ( 韩国人称之为 “初”、“中”、“终”三章) 。
其结构和五、七言绝句相近，即 “起”、 “承”、 “结”
的先后排列，它的内容、情趣、辞藻上也显出汉文诗词
的若干痕迹。

犹如中国旧体诗词的命运一样，尽管它有辉煌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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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和永恒的艺术魅力，在新文学崛起并逐渐盛行以后，
比之于现代人的文学要求，它已越来越显得不协调了。
因此，如何另建诗体，已成了现代诗人的时代任务和应
解决的问题。对于一些韩国诗人来说，断然撇开起过特
殊作用的旧时调体裁，另起炉灶，是他们不大愿意的。
于是，改造旧时调体裁使之符合与适应现代文学发展的
要求，就成了韩国诗人面对的重要课题。李殷相正是勇
于挑起这个时代重任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物之一。

鹭山李殷相先生于 1903 年 10 月 22 日出生于韩国
庆尚南道马山，父亲李承奎先生为教育家。鹭山青年时
期曾入延禧专门学校文科班学习，后去日本早稻田大学
史学部听课，又去东京东洋文库从事国文学研究。28
岁时在梨花女子专门学校文科任教授，此后于 46 岁时
在东国大学校任教。51 岁起在大邱青丘大学校任教授，
直至 66 岁，长达 15 年。

除教育事业外，李殷相还从事过新闻出版事业及带
有强烈爱国主义性质的社会活动。他 26 岁时就担任月
刊 《新生》的编辑长，又曾在东亚日报，朝鲜日报、
月刊 《新家庭》中工作过，担任过湖南新闻社社长。
他还担任过纪念 16 世纪抗倭名将李舜臣的 “李忠武公
纪念事业会”会长、纪念 17 世纪抗满名将林庆业的
“忠愍公林庆业将军纪念事业会”理事长、纪念抗日烈
士安重根的 “安重根义士崇慕会”会长等等，此外又
在有关韩国文化遗产、自然保护等社会团体和机构
( 如韩国艺术院、韩国文化院、时调诗人协会、韩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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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会等) 中担任要职。
鹭山先生一生著作丰富，有专著、译著、古籍整

理、文学创作等等，先后共出版 40 多部书，涉及韩国
的国学研究、历史研究、金石文、民族语文等方面，还
有诗歌、纪行、随笔的创作及古文今译等。

鹭山先生热爱祖国，日本统治时期他曾两度以
“思想罪”被捕 ( 1942、1945 ) ，第二次被捕直到日本
投降才获释。

由于他在学术、文艺、教育等等方面的成就与贡
献。他多次获得勋章，并先后在庆熙大学校、全南大学
校以及延世大学校得到了名誉文学博士的称号。

以下，笔者专就这部 《鹭山时调选集》来谈谈他
的诗歌。先谈他的作品内容，再谈他的诗歌体裁和旧时
调体裁的关系。

一、对大自然的挚爱
鹭山诗歌中最突出的是他对于大自然的挚爱和歌

咏。他是一位致力于学术、文艺创作、教育事业的学者
与诗人，淡泊于俗事。他对大自然的喜爱中渗透着这种
恬淡思想，使他的这类诗歌中具有一种清高、超尘脱俗
的格调。《山村》一诗就流露着这种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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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弯溪岸草木丛，
茅屋两三间。
古朴人心古朴语，
淳厚太古风。
世纪车轮不相干，
俨然世外一桃园。

这首诗中景观的描绘落墨不多，但 “返朴归真”，
崇尚自然的思想很为浓重。最为直截了当地说明他的自
然观的，是 《苍空》中的这几句话:

自然高贵胜自由，
宗教虽神圣，
自然更高尚。

鹭山把 “自然”置于 “自由”与宗教之上。在
《自然论》一文中，他认为: 儒、道、佛的理论虽各不
相同，但都是为了使人类重新依归于自然，完全同化于
自然。鹭山把人类忧患、烦恼、罪恶的解脱寄托于大自
然。这位诗人的理想是返朴归真，回归大自然，融身于
大自然。《苍穹》一诗就表现出他的这种同化于自然的
追求和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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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或茫然抬望眼，
空无一物惟蓝天。
悠悠忽忽我胸臆，
化入苍穹白云间。

此诗写于鹭山 37 岁之时。他说，这首时调纯粹是
他在某瞬间的一种心灵的告白，之后成为了他自己日后
的 “诫铭、指针、咒文” ( 见 《自然论》) 由此可见他
同化于自然的殷切愿望。在 《我亦同汝共写诗》中，
他把悠然盘旋于天际的海鸥比譬为在天空写诗的诗人，
他也要用这种自然之笔和海鸥一起在自然界写下自然之
诗。

诗人厌恶那玷污了大自然的一切人间纷扰和喧嚣。
在 《月儿》中，他惋惜那纯美皎洁的月亮被城市混乱
的灯光驱赶到郊外。他质问道: “真实，为什么总是如
此寂寞孤单?”在他看来，大自然是真实、纯洁的，却
遭到世人的冷落与践踏，他为此不平。在 《骤雨》中，
他干脆呼吁暴雨来冲刷人间的肮脏丑恶，恢复蓝天的净
洁。在 《每当夜晚》中，对一轮明月表示他由衷的感
激之情，感谢明月帮他摆脱人间烦恼。

由于鹭山对大自然爱之弥深，他有些诗写得意境颇
深，如 《一片枫叶》、 《映山池》、 《玉流洞》、 《九龙
瀑》、《海金刚》、《何谓金刚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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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接枫叶细端详，眼前霜满枫岳山。
姹紫嫣红唤秋意，恰似身临赤峰间。
红叶一片造化力，香炉峰上燃夕阳。
夜雨密密正阳寺，淅沥声声湿身旁。
此屋非尔应到处，自当随风入珠潭。
流水载将红叶去，飘却山中溪谷间。

( 《一片枫叶》)

造访普光庵，
细雨纷纷降。
雨落映山池，
滴滴成彩缎。
金色美鲤鱼，
跃出碧波上。
嬉戏弄美锦，
优游自悠然。

池旁坐老僧，
深思复冥想。
身随金鲤鱼，
竞相比悠闲。
稍歇复仰首，
集仙峰在望。

( 《映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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