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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

王克平，崔静晓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１３３００２）

摘　要：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

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３４０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

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

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

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

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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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

国古代诗选，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
即是其中的第一部，该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

鲜宣祖时期的汉诗３４０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
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朝鲜诗选》的原刻本，为朝鲜宣祖三十三年

（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１６００年）刻本，不为研究

者所见已久，所以相关研究成果较少，所具有的多

方面的文学价值挖掘得也不够。上世纪末，原刻

本被祁庆富教授发现，他依据大量的中、韩史籍详

细校注并出版，为我们研究《朝鲜诗选》提供了诸

多的便利。依据祁庆富教授的校注本，对《朝鲜诗

选》进行分析考察，有助于探究韩国古代汉诗及其

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关系及交流情况，有助于彰显

《朝鲜诗选》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学价值。

一、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

《朝鲜诗选》是中国明代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

汉诗选集，成书于明朝与朝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朝鲜的特殊历史时期，是两国文人、学者交流与合

作的结 晶，在 中、韩 文 化 交 流 史 上 具 有 特 殊 的

地位。
（一）吴明济对韩国古代汉诗的收集
明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吴明济作为徐观

澜的幕僚东援朝鲜。第二年春，吴明济跟随徐观

澜渡过鸭绿江，到达朝鲜义州。吴明济在义州时

遇雨，休于村舍，结识了庶民李文学，开始搜集韩

国古代汉诗。“有朝鲜李文学者，能诗，解华语，坐
语久之，因赋诗相赠。次日，期访我于龙 湾 之 馆，
且治浆待之，果如约，遂与醉于杏花之下，复赋诗

相赠。于是文学辈稍稍引见，日益盛。其 人 率 谦

退揖让，其文章皆雅淡可观。济因访东海名士崔

致远诸君集，皆辞：‘无有。小国丧乱，君臣越在草

莽间几七 载，首 领 且 不 保，况 于 此 乎！’然 有 能 忆

者，辄书以进，渐至一二百篇。”［１］吴明济到达朝鲜

王京后，住在著名学者许筠的家里。许筠生于文

·８６·



学世家，聪敏强记，一览不忘。通过许筠 的 记 忆，
吴明济搜集到诗歌数百篇。又得到许兰雪轩的诗

２００篇。当时，朝 鲜 文 臣 吏 曹 判 书 尹 根 寿 也 为 吴

明济提 供 了 资 料。１５９９年，吴 明 济 第 二 次 赴 朝

鲜，继续热衷于韩国古代汉诗的搜集。这次赴朝，
吴明济住在议政大臣李德馨的家里，得到李德馨

的大力协助，李德馨“雅善诗文。济益请搜诸名人

集，前后 所 得，自 新 罗 及 今 朝 鲜 共 百 余 家。披 览

之，凡 两 月 不 越 户 限，得 佳 篇 若 干 篇，类 而 书

之”，［１］终于完成了《朝鲜诗选》的编辑。
吴明济两次赴朝鲜，都住在朝鲜著名 学 者 的

家里，与许筠、李德馨、尹根寿、李文学等人都有密

切的文学交往，没有这些人的帮助和参与，《朝鲜

诗选》是不可能顺利编辑完成的。其中，许筠对吴

明济的帮助最大，对《朝鲜诗选》的编定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
（二）中、韩古代文士唱和诗、赠诗的收录
《朝鲜诗选》收录了崔致远居唐至吴明济赴朝

期间的唱和诗及赠诗，反映了中、韩古代诗歌密切

而源远流长的交流关系。
崔致远是统一新罗时期最杰出的学 者、文 学

家。他１２岁时随商船入唐求学，１８岁进士及第，

２０岁被任命为溧水（今江苏溧阳县）县尉，后以文

名被 淮 南 节 度 使 高 骈 聘 为 从 事 官，掌 文 书 之 事。
崔致远在唐１６年，与唐代许多文士有密切的交往

及诗文唱和。《朝鲜诗选》收录其《秋日再经盱眙

寄李长官》。
赵孟頫为元代著名书法家、画 家、文 人，字 子

昂。李齐贤随从高丽忠宣王滞元期间，与赵孟頫

交往甚密，李齐贤在诗中称“千载幸逢”。李齐贤

《益斋集》卷一有《和呈赵学士子昂》二首，《朝鲜诗

选》收录其二。
明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年），张承宪以行人司

行人担任吊祭副使赴朝，祭朝鲜国王，时任吏曹判

书的申光汉为远接使。张承宪作《游汉江》诗，申

光汉作《次华使张承宪公游汉江》次之。
壬辰战争爆发，明军将领季金奉皇帝之命，率

兵千余人东援朝鲜，战功卓著。白振南作《上季都

护凯还天朝 二 十 韵 并 序》，在“序”中 说 他 与 季 金

“一见如平生欢。自是旦暮相集，每酒阑，赋诗以

舒豪怀”，并称赞季金是“儒将”，“严令军士，抚循

人民”，“雅善诗文”，“与倭奴战于曳桥，公身先士

卒，被伤，犹裹疮力战，士卒奋勇，无不一当百，倭

奴大败，逐北追亡，斩首数百级”。该诗序最后说：
“公今凯旋，恐会晤之难期，潸然出涕，惜别之情，
咸尽于诗。”白振南的诗及序，表达了对季金文才

武略的赞美，抒发了二人的友谊和惜别之情。
《朝鲜诗选》收录了许筠的汉文诗１５首，都是

与吴明济的赠答、唱和诗。这些诗不仅反映了许

筠与吴明济的深厚友谊，也是中、韩古代诗歌交流

的直接体现。《平壤送吴子鱼大人还天朝》表达了

对吴明济容貌和文才的赞美：“公子中州彦，缅邈

青云姿。诗情敌谢朓，赋笔凌左思。”《送吴参军子

鱼大兄还 天 朝》体 现 了 二 人 异 国 兄 弟 般 的 情 谊：
“国有中外殊，人无夷夏别。落地皆兄弟，何必分

楚越。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另一首《送吴参

军子鱼大 兄 还 天 朝》述 说 了 离 别 时 的 难 舍 之 意：
“恨恨初相识，行行生别离。惊魂知有梦，此别恐

无期。马首西风换，云端秋雁悲。今朝明镜里，青
鬓定成丝。”

《朝鲜诗选》还收录了朝鲜时期其他文人给吴

明济的赠诗，如梁亨遇的《游龙山呈吴子鱼先生》，
吴明 济 在 朝 鲜 采 诗 为 人 所 闻，梁 亨 遇 即 呈 此 诗。
此外，有苄献（当作“卞献”）的《戏柬吴子鱼先生》、
李秀才的《呈吴子鱼先生》、蓝秀才的《席上赋呈吴

子鱼先生》等。
（三）体现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关联
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自 古 往 来

不断，文学、文化关系非常密切，这在《朝鲜诗选》
中有充分的体现。

沿用中国诗曲名称。《朝鲜诗选》的开篇为崔

致远的《江南曲》，《江南曲》是乐府相和曲名，唐诗

人多有此题作品。同时收录了许妹氏的《江南曲》
二首。再如，许妹氏的《莫 愁 乐》。《旧 唐 书》音 乐

志二：“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
善歌谣……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 石 城 西。
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２］《朝鲜诗选》收录了

许妹氏的《塞上 曲》５首，《塞 上 曲》为 唐 代 诗 歌 曲

名，以边塞为内容。还收录了许妹氏的《竹枝词》１
首、《杨柳枝词》３首，《竹 枝 词》、《杨 柳 枝 词》均 为

唐代乐府曲名。《竹枝词》本为巴渝一带民歌，唐

穆宗朝刘禹锡为夔州刺史时，改作新词，咏风土人

情，后成为《竹枝词》体。《杨柳枝词》又有《柳枝》
等称谓，原为古曲，中唐以后翻为新曲，内容多以

柳枝歌咏少女。所收许妹氏的诗，多取用中、晚唐

人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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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国诗人诗韵、效中国诗人诗体。《朝鲜诗

选》收录了韩修的《次杜诗韵》，即是次唐代诗人杜

甫诗韵。收 录 了 许 妹 氏 的《效 李 义 山》，《兰 雪 轩

集》亦载有此诗，题作《效李义山体》。“义山”是唐

代诗人李商隐的字，其诗情致深蕴，别具一格，与

杜牧齐名，被称为“小李杜”。还收录了许妹氏的

《效崔国辅》三首。崔国辅为唐代诗人，以五言绝

句著名，多 写 宫 闱 儿 女 之 情。许 妹 氏 的《效 崔 国

辅》亦为五言绝句。
引用中国古代史事。李奎报的《咏史》咏战国

史事，诗中用到“渑池之会”、“完璧归赵”、“负荆请

罪”等典 故。李 崇 仁 的《咏 史》有“行 行 骑 青 牛”、
“关尹识真人”之句，咏关令尹喜遇老子之事。李

原《漫题》：“七里当年钓，三闾此日醒。”“七里”，指
七里濑，又叫七里滩，在今浙江桐庐县严陵山西。
相传后汉隐士严光（字子陵）耕于富春，垂钓富春

江，后人因名其钓处为严陵濑、严陵钓台。七里滩

在钓台之西；“三闾”，即三闾大夫，春秋时楚国官

名。屈原曾任三闾大夫，后即以“三闾”专指屈原。
《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

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

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

我独清，众人皆醉而 我 独 醒，是 以 见 放。’”［３］林 亿

龄《偶吟》：“非无流水曲，何处遇钟期。”“钟期”，即
钟子期，春秋时楚国人，精于音律。伯牙 鼓 琴，志

在高山流水，钟子期听而知之。钟子期死，伯牙谓

世无知音者，乃绝弦破琴，终身不复鼓琴。
使用中国人名、地 名、山 名、水 名、湖 名、宫 殿

名、关名、驿 名、书 名 等 称 谓。金 克 己《醉 时 歌》：
“不随冯异西登陇，不遂孔明南渡泸。”“冯异”，西

汉 末 颍 川 父 城 人，刘 秀 即 位 封 其 为 阳 夏 侯；“孔

明”，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泸”，即“泸水”，
今四川雅砻江下游及金沙江合雅砻江以后的一段

江流。朴寅亮有诗题为《朝宋过泗州龟山寺》，“泗
州”，地名，今江苏泗阳县、安徽泗县均为其故地。
释圆鉴《幽 居》：“既 断 巴 丘 象，还 逢 渭 水 熊。”“巴

丘”，山名，在今湖南岳阳县湘水右岸；“渭水”，黄

河主要支流之一，源出甘肃，流入陕西。崔承祐有

诗题为《镜湖》，“镜湖”，湖名。东汉永和五年（１４０
年）太守马臻于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以湖

水平如镜故名“镜湖”。洪侃《贫妇吟》：“吴歌楚舞

乐未央，银烛万丈何晖光。”“未央”，即未央宫，故

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北长安故城内。朴忠侃《山海

关怀古》：“可 怜 万 世 无 穷 计，未 保 骊 山 土 一 丘。”
“山海关”，长城关名，在今河北秦皇岛，有“天下第

一关”之称；“骊山”，山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
山北有秦始皇陵。郑梦周有《蓬莱驿示韩书状》，
此诗当作于郑梦周使明贺圣节途中。“蓬莱驿”在
山东省，是高丽使臣海路赴明的第一个重要驿站。
李崇仁《挽金太常》：“礼仪今大叔，史学昔公羊。”
“公羊”，指《春 秋 公 羊 传》。僧 宏 演《游 紫 清 宫》：
“山人自读黄庭经。”“黄庭经”，道经名，谈道家养

生修炼之道。
吟咏中国节日习俗。李糓《七夕》：“天上风流

牛女夕，人间佳丽帝王州。……乞巧曝衣非我事，
且凭诗句遣闲愁。”“牛女”，指牵牛、织女二星，又

指牛郎、织女。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于 一 年 一

度的七夕相会。“乞巧”，民间风俗，农历七月七日

夜，天 上 牛 郎、织 女 相 会，妇 女 于 当 晚 穿 针，称 为

“乞巧”。“曝衣”，古代霉雨季节一种晾晒衣服的

习俗。《世说新语》：“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
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

盛晒衣，皆纱罗锦绮。”［４］南孝温《西江寒食》，“寒

食”，节令名，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相传春秋时

介之推辅佐重耳（晋文公）回国后，隐于山中，重耳

烧山想逼他出来，结果介之推抱树而死。晋文公

为悼念他，禁止介之推死日用火，只吃寒食，后相

沿成俗。

二、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朝鲜诗选》除了收录３４０首各体汉 诗 以 外，
还有３篇序，对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具有重要的

价值。
（一）收录代表性作家作品和主要诗体
《朝鲜诗选》以崔致远的《江南曲》开篇、以女

诗人许妹氏的《杨柳枝词》为结尾，上起统一新罗

时期，下至朝鲜宣祖朝，时间跨度七百多年，作者

包括文臣、文人、妇女、僧人以及不知名的秀才等

群体，题材范围也较为广泛。
《朝鲜诗选》所选作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崔

致远，统一新罗时期最杰出的学者、文学家，被称

为“朝鲜 汉 文 学 之 鼻 祖”。［５］高 丽 时 期 的 文 臣、学

者、诗人有：朴寅亮，外交文书多出自其 手 笔。朴

寅亮 与 金 觐 等 使 宋，宋 人 赞 其 诗 文，收 其 诗 并 以

《小华集》刊行。金富轼，其《三国史记》为今存最

早的韩国正史。李仁老，文宗韩愈、诗学 苏 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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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左七贤”核心人物。李奎报，诗歌内容广博深

刻，诗风浩荡豁达，与李齐贤一起被视为高丽汉诗

的双壁。李齐贤，“不仅是第一位大力填词的朝鲜

诗人，也是朝鲜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词人”，［６］在 元

期间与姚 燧、阎 复、赵 孟 頫 等 文 士 交 往 密 切。李

穑，李齐贤的学生，权近、金宗直、卞季良等名士的

老师，高丽时期文学的集大成者。郑梦周，以汉诗

著名，被尊称为“东方理学之祖”。高丽、朝鲜时期

的文臣、学者郑道传，朝鲜朝开国功臣，精通朱子

理学，擅长诗文。朝鲜时期的文臣、学者、诗人有：
金宗直，性理学者，为岭南学派宗师，学问和文章

都很有名气。金时习，一生写了一万多首汉诗，他
创作的传奇小说集《金鳌新话》“是朝鲜文学史上

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７］徐居 正，学 识

渊博，文笔出众，编定《东文选》，明朝学者推崇其

文，称之为“海东奇才”。姜希孟，通晓经史，擅长

书画，是当时著名的文章家。申叔舟，具有卓著的

学识和文才，与郑麟趾、成三问等人创制了《训民

正音》。此外，还有许兰雪轩、许筠等。
《朝鲜诗选》对所选的诗歌按照体裁分类，分

为五言古诗（共２８首）、七言古体附长短句（共２７
首）、五言律诗（共５６首）、五言排律（共３首）、七

言律诗（共５９首）、五言绝句（共４６首）、七言绝句

（共１２１首）七类，即七卷，共收录汉诗３４０首。所

选诗歌基本上包括了古代汉诗的主要体裁，作品

内容较为丰富，艺术表现较为成熟，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
吴明济 的《朝 鲜 诗 选 序》表 达 了 他 的 诗 学 观

点，对我们研究韩国古代汉诗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今观其声和平不迫，雅淡不华，无放诞诡异之词，
无靡靡妖艳之曲，而雄健畅博之象宛然其中。美

哉！洋洋乎譬如江水之流，悠悠扬扬，未 见 其 奇，
然而云霞掩映，烟雾明灭，凫鹜与飞，鱼龙出没，风
涛冲激天汉上下，而奇不可胜用矣。”从中可以看

出，吴明济对韩国古代汉诗是颇为欣赏的。
（二）为研究许筠提供了新资料
许筠是朝鲜时期的著名文 臣、小 说 家、诗 人，

他文 章 超 群、才 学 过 人，对 于 汉 诗 有 相 当 高 的 造

诣，共创作了７４９首诗歌，还创作了长篇国语小说

《洪吉童传》。
《朝鲜诗选》中收录许筠的诗歌１５首，其中７

首为《列朝 诗 集》所 选 录，为 研 究 者 所 易 见，只 是

《列朝诗集》对诗的题目有所改动；另外８首《列朝

诗集》没有收录，是许筠汉文诗的新发现，从而为

研究 许 筠 的 汉 诗 创 作 提 供 了 新 资 料。这８首 诗

是：七言古体《吴子鱼先生赠画，诗以谢之》、五言

律诗《送吴参军子鱼大兄还天朝》、七言律诗《次吴

子鱼先生 南 庄 归 兴》又 一 首（“又 一 首”：《列 朝 诗

集》收录）、七言绝句《柬吴子鱼先生》又一首（“又

一首”：《列朝诗集》收录）、《采毫咏次贾司马戏赠

吴子鱼先生》四首。
许筠为《朝 鲜 诗 选》撰 写 了《后 序》，《列 朝 诗

集》只摘引了其中的一部分，借助《朝鲜诗选》原刻

本我们得以看到《后序》的全文。许筠以较大篇幅

论述了朝鲜半岛与中国礼义文教的密切联系，也

谈及《朝鲜诗选》的编辑过程，并给予《朝鲜诗选》
高度的 评 价。“会 稽 子 鱼 先 生 博 雅 士 也，从 戎 东

土，筠获私良厚。谓筠：‘尔东方文学甚盛，若崔致

远诸君咏 歌，为 我 取 来，我 将 传 之。’时 以 兵 燹 之

余，所存无几，固辞不得，以筠所忆数百 篇 进。李

议政亦拾断简佐之。所取若干，为编者 七。猗 欤

盛哉！言之粹者为文，文之精者为诗，三 代 之 教，
莫重于诗。自卿大夫至闾阎妇人、黄口小儿，皆因

而治观化 者，亦 因 此 而 知。昔 周 官 采 诗，三 韩 不

与；夫子删诗，三韩不及，远莫致乎。夫遗 于 千 载

前，而遇于千载后，小国之音，以先生始与成周齿，
岂非天耶？先生之功盛矣哉！”《朝鲜诗选》及许筠

的《后序》，为研究许筠的诗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朝鲜诗选》原刻本卷七末尾最下方有加盖的

七个黑墨戳印字：“朝鲜状元许筠书”，说明《朝鲜

诗选》的刻印本是许筠的书写字体，他为刻板书写

了除《刻朝鲜诗选序》（《刻朝鲜诗选序》的撰者是

韩初命，书写者是朝鲜时期的书法家梁庆遇）以外

的全部稿本。这是《朝鲜诗选》出版过程中，许筠

的另一个贡献。因此，刻印本也为研究许筠的书

法提供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三）对女性诗歌给予高度重视
在当时的朝鲜，诗坛是男人的天下，女性诗歌

非常不容易流传。《朝鲜诗选》收录了四位女性诗

人的作品，这对女性文学登上文坛产生了十分重

要的积极影响。
收录许兰雪轩的诗５８首，其数量在所有录选

者中 排 第 一 位，吴 明 济 给 了 她 特 别 突 出 的 地 位。
许兰雪 轩，名 楚 姬，号 兰 雪 轩，别 号 景 樊，现 存 诗

２１２首。《朝 鲜 诗 选》中 许 兰 雪 轩 的 作 品 均 署 为

“许妹氏”，汉字词“妹氏”是当时对他人姊或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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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称。许兰 雪 轩 善 于 用 诗 表 现 女 性 的 痛 苦 和 哀

伤，也用诗表现了她追求仙境的理想，其诗宗唐人

风格，充满了真情实感。许兰雪轩是韩国古代最

为著名的才女诗人，在韩国古代诗歌史上占有特

别的地位。吴明济是第一个把许兰雪轩介绍到中

国的人，《朝鲜诗选》对许兰雪轩诗的流传起了奠

基作用。在明清，许兰雪轩的诗受到人们的欢迎

和赞许。吴明济第一次赴朝回国后，“西还长安。
长安缙绅先生闻之，皆愿见东海诗人咏及许妹氏

《游仙》诸篇。见者皆喜曰：‘善哉！吴伯子自东方

还，橐中装与众异，乃累累琳琅乎！’”［１］

《朝鲜诗选》还收录了李玉峰（赵瑗妾李氏）的
诗１０首（包括署名“李氏”的诗）、成氏的诗１首、
俞汝舟妻的诗１首。李玉峰，号玉峰，朝鲜时期著

名女诗人。宣祖朝沃川郡守李逢之之庶女，赵瑗

之妾。李玉峰有《玉峰集》一卷，诗３２首，以《嘉林

世稿》之附录传世。其诗含思清怨，情致深婉，在

韩国古代女性文学中具有较高的地位。《静志居

诗话》卷二十四：“瑗官学士承旨，死倭乱。妾李自

号玉峰主人。诗如‘两两鸬鹚失旧矶，衔鱼飞入菰

蒲去’，亦佳句也。”［８］成氏，朝鲜时期女诗人，文宗

朝文臣成喜之女，崔塘之妻。俞汝舟妻，即林碧堂

金氏，朝鲜时期中宗朝女诗人，金寿千之女，有诗

集一卷，不 传。其 夫 俞 汝 舟，号 林 碧 堂，书 法 家。
己卯士祸时归隐韩山，筑林碧堂，以读书、书法自

娱，不仕而终。金氏与之同甘共苦，女工 之 暇，偶

有吟咏。
《朝鲜诗选》收 录 这 四 位 女 诗 人 的 诗 达 到７０

首，占全书收 诗 总 数 的１／５。“可 以 说，朝 鲜 女 性

文学正式登场，是从《朝鲜诗选》开始的。”［１］

三、为明清文人所称述并产生重要影响

《朝鲜诗选》问世后深受明清文人的重视，并

给予很高的评价，对韩国古代诗歌在中国的传播

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明清文人对《朝鲜诗选》的关注和评价
韩初命是吴明济在朝鲜期间的同僚，当 时 担

任赴朝明军的督饷官，他不仅参与了《朝鲜诗选》
的校正，而且 为《朝 鲜 诗 选》撰 写 了《刻 朝 鲜 诗 选

序》，列三篇序文的第一篇。韩初命在《刻朝鲜诗

选序》中说：“昔余弱冠时，读太史公纪，至箕子《麦
秀歌》，未曾不掩卷太息，想见其风。及观汉晋书，
咸称朝鲜礼义文学之盛，然未闻有继其响者。丁

酉秋，余以倭奴之役督饷朝鲜，冀与访之。时率率

戎事间，未遑及。次岁倭奴既平，徐及之。朝鲜以

败亡余，荆棘盈野，国人难其，至以为恨。会 稽 吴

君访余于白岳之阳，出其所选朝鲜诗，余读之，忘

卷焉。”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藏书家钱谦益在《绛云

楼书目》中最早著录了吴明济的《朝鲜诗选》：“万

历中有援朝之师，会稽吴明济子鱼，司马之客也，
从军至平壤，因采诗于其国。作《后序》者许筠，东
国之以文学鸣者也。”［９］

钱谦益所编的《列朝诗集》不但从《朝鲜诗选》
中选收了大量的诗歌，而且该书“朝鲜诗”前面的

序文即摘引自《朝鲜诗选》吴明济的“自序”和许筠

的“后序”，表明了钱谦益对《朝鲜诗选》的重视程

度。同时，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对吴明济及其

《朝鲜诗选》的传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钱谦益之 后，钱 曾 在《钱 遵 王 读 书 敏 求 记 校

证》中著录说：“朝鲜诗四卷……东国夙被声教，崇
尚文雅，卷 中 诗 彬 彬 可 观。其 新 罗 纳 袛 王《忧 思

曲》与古词《鸱迷岭》二篇可补东史阙遗。”［１０］

朱彝 尊 的《静 志 居 诗 话》也 著 录 了《朝 鲜 诗

选》：“高丽文教，远胜他邦。自元以前，诗曾经大

司成鸡林崔瀣彦明父选录，目曰《东人之文》，凡二

十五卷，度必有可观，惜无从访求。今之 存 者，仅

会稽吴明济子鱼《朝鲜诗选》而已。”［８］

（二）对编选韩国古代汉诗具有重要影响
《朝鲜诗选》开启了中国文人编辑韩国古代汉诗

的先河，促进了明清文人对韩国古代汉诗的重视。
明末，蓝芳威因壬辰战争以游击将军 率 领 数

千浙兵奔赴朝鲜，编辑了《朝鲜古诗》，清抄本现存

北京大 学 图 书 馆，但 已 不 是 全 本。现 存《朝 鲜 古

诗》收录了从箕子到许兰雪轩的诗２３９首，与《朝

鲜诗选》相比较，二书选诗相同的有１２２首，占《朝
鲜古诗》收诗总数的一半多。“蓝芳威之书吸取了

吴明济之书的内容，是可以肯 定 的。”［１］但 这 两 部

诗选的体例、内容也有许多不同。
钱谦益编定《列朝诗集》，其闰集第六选录了

韩国古代汉诗１６９首，与《朝鲜诗选》相同的有９３
首；选入 作 者４２人，与《朝 鲜 诗 选》相 同 的 有３３
人。可见《列朝诗集》所收录的韩国古代汉诗，是

以《朝鲜诗选》为主要蓝本的。或者说，“《朝鲜诗

选》是《列 朝 诗 集》朝 鲜 诗 的 主 要 来 源。”［１］例 如，
《列朝诗集》收录许筠诗１０首、李玉峰诗１１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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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有７首来自《朝鲜诗选》。
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编辑的《明诗综》，也参

照了《朝 鲜 诗 选》。《明 诗 综》选 录 韩 国 古 代 诗 人

９０家、诗１３７首。与《朝 鲜 诗 选》相 比 较，《明 诗

综》所选作者 有２７人 与 之 相 同，其 中２０人 的２４
首诗出自《朝鲜诗选》。由此可见，《朝鲜诗选》对

朱彝尊编选《明诗综》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朝

鲜诗选》也借助《明诗综》提高了知名度。
清初陆次云编选《译史纪余》，该书卷二收录

“朝鲜国诗”，收录作者２３人，收录诗４２首。《译

史纪余》选入许兰雪轩的诗歌１０首，其中有５首

出自《朝鲜诗选》。陆次云在《古别离》一诗的评语

中，把许兰雪轩与谢道韫、苏小妹相提并论，可见

陆次云对许兰雪轩的评价之高。
清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朝鲜北学派学者洪

大容出使清朝，与浙江学者潘庭筠、严诚、陆飞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洪大容与潘庭筠等人的交往

中，《朝鲜诗选》及许兰雪轩的诗是他们之间交流

的一个重要话题。潘庭筠打算在吴明济之后再编

一部韩国古代汉诗选集，为此请求洪大容的帮助。
对于潘庭筠的“东诗抄送之托”，洪大容念念不忘、
大力支持，但因“病故纠缠”，便请友人闵百顺编选

了《海东诗选》，并寄给潘庭筠。“如果说明末吴明

济在许筠鼎力相助下完成了《朝鲜诗选》，留下一

段中朝文化交流佳话，那么，一个半世纪以后，潘

庭筠动议，洪大容、闵百顺又编选出一部《海东诗

选》，可以说是写下了双方友好交流的新篇章。”［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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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校证［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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