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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於世界之位置 

金貞培 ∗ 

序言 

I. 文化是無止盡的演變 

II. 學問之開放性與多文化之積極性 

III. 韓國學之挑戰精神及國際化 

餘言 

序言 

1945年韓國雖然浸潤在光復的喜悅當中，同時卻必須嚐受以38度為

警戒線，領土如腰斬般南北橫斷兩截的歷史悲痛。因為理念的衝突，引

發6‧25戰爭，而民族的悲劇也因此公諸於全天下，其後雖藉休戰之名

，維持表面和平，但是南韓與北韓社會之間所存在的理念與體制的差異

，帶給歷史與文化巨大的傷害。今天的韓國，已經從戰爭的破壞和貧窮

當中毅然崛起，除了打倒獨裁成就了民主主義之外，同時也造就了令人

驕傲的歷史新頁。不僅如此，如眾所周知，全國民眾同心協力創造經濟

奇蹟，國家進出口已經躋身世界前十名之內，居於經濟大國之列，在世

界上成為令人矚目且印象深刻的國家。 

今日的韓國學，理應與上述事實一般，如銅板的雙面同時進行發展

，這是正確的方向也是目標，相關單位的政策課題理所當然也應如此設

定，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檢視數十年來的現象，與國家的經濟規模和所

扮演的角色相比，韓國學的規模雖然逐漸有所改善，但是無論在國內外

，仍舊與目標相距甚遠，就以中國和日本的例子來看，我們也深深體會

必須要果斷提出立即的改善政策才是。如同其他國家所為，韓國學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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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可以一目了然可以象徵大韓民國正統性，同時也是讓世界瞭解韓國的

唯一途徑，今天的韓國學與國家實力相較，其研究力量是否已經充分發

揮？在邁向世界之途的國際化轉捩點上，韓國學與週邊其他國家相比，

為振興研究到底該投入什麼樣的研究計畫？韓國與海外學者之間，最好

的協力研究方案又是什麼？有關這些議題的討論和實踐，基本上必須要

十分瞭解世界歷史與文化之普遍性與特殊性，而且保有開放性的思考方

式之後，才得以接近。本人今天要發表的議題是想要指出，對照韓國的

過去和現在，邁向世界各個不同領域之際，必須要採取開放原則，這才

是真正發展韓國學的重點，同時也對看待南韓與北韓的視角提出一些觀

點。 

Ⅰ. 文化是無止盡的演變 

每當我們回顧燦爛的歷史與文化之時，有時心中會升起想要回到舊

時代的念頭，當我們看到埃及或是希臘以及羅馬的巨石建築物時，除了

不自覺的感嘆人類所成就的造形之美，同時也探究文明的神聖，浸潤於

藝術的殿堂當中。 

在表現韓國風貌的美術當中，經常會出現舊時的小小稻草屋和牛群

正在草原上徜徉的畫面，有著平靜恬淡的悠閒風光，潺潺流水的小溪也

不時著在田野川流，很多人都會認為這種和平的景像跟自己的成長過程

和生活經驗相似，並視為自己過去的回憶，甚至嚮往這樣的生活。筆者

認為19世紀時西洋學者，稱韓國為“寧靜的清晨之國”這樣的表現似乎

太過濫用，這幅畫也許是表現某個時代，或是某個時期，但那只是與現

我們所處的社會和文化，有著相當遙遠距離紀錄過去生活的文化遺產而

已。 

在我們呼吸生活當中，歷史和文化就是這樣有了新的發展，也發生

了文化上的變化和變質的現象，即使如此，我們卻時時會忘卻文化正在

迅速演變的事實，形成在意識上只想安逸於舊時代文化的傾向。 

文化在改變，回顧韓國歷史，過去曾經有過巫俗信仰，接著佛教思

想的傳入，同時也經歷過儒學的全盛時期，天主教和基督教思想也陸續

的流入韓國，因此各有特徵的多種文化都曾經在韓國廣泛流傳，早先史

賓格勒(Spengler, Oswald)在“西方的沒落”當中，曾經提及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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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論，他指出所有的文明都會經歷生、老、病、死的階段，沒有永遠

的帝國，也沒有永遠的權座，甚至聲稱在五大洋六大洲之日不落國米字

旗的(Union Jack)英國，如此無敵強國也無法抵擋權利中心橫跨大西洋移

至美國。文化之本質及相貌必須要不斷的改變，方能維持其生命力，也

可以追求更上一層樓的文化境界，萬一文化在現有的框架之內，拒絕改

變，這種現象即表現出衰敗的徵候，也會逐漸進入枯死的階段，因此文

化必須要接受新的文化要素，嚐試改變，則可維持更健康的文化，也可

以進階至更上層樓的創意文化。 

韓國學需在韓國國內累積新的成果，也必須要與在海外多樣的文化

所成就的學術成果多做交流，才能成長為體質健康的韓國學。相反的，

海外韓國學的研究也必須與韓國國內的學術成果比較檢討之後，相互接

軌，才能達到高格調的學術成就。如果只陶醉於自己的研究成果，無法

融合學界的各種研究方向和精華，那麼韓國學就如同沒有生命力的一灘

死水。韓國學必須要如同文化正在改變一樣，也要尋求韓國學的真正內

涵，一個階段緊接一個階段，往上提昇，方能維持健全的學問體質，不

斷的改變韓國學內容，要具有不斷挑戰的精神才是確立韓國學的正確之

道。 

Ⅱ. 學問之開放性與多文化之積極性 

在學問和技術領域當中，開放的意義為將自身的學問提昇並且加以

變化。歷史上選擇開放的國家，除了可讓國家興隆，也可以擁有傲視國

內外的國家實力，但是選擇封閉的國家，卻很難伸展國力，這樣的事實

，在世界各國的歷史當中屢見不鮮，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良好的示範。

在韓國歷史當中，因開放而成功的朝代有新羅歷史，選擇封閉政策的國

家是朝鮮王朝，新羅之所以可以持續千年的歷史，其原因可藉由研究當

時最高的學問和思想之佛教，就可輕易看出端倪，新羅時代佛教興盛，

研究風氣也如日中天，此點也可以由元曉大師之『大乘起信論疏』以海

東疏造成中國佛教界很大的影響而找到頭緒，另外，更重要的是，在眾

多以求法僧的身份到唐朝的僧人當中，慧超大師可稱為這時代的中心人

物，今日，交通雖然已臻發達，但是要走遍印度以及中亞，到達各處實

地查訪，也實屬不易，慧超卻能夠在天竺以及中亞各地查訪之後，回到

長安，留下不朽名作『往五天竺國傳』之旅行紀錄。我們可以在他的紀

錄當中，看到他努力不懈的佛法求道過程，以及探究努力的精神，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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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道的慧超有時候會憶起故國故鄉新羅慶州，在下面這首詩句當中，我

們可以一探慧超的旅途心情。 

月夜瞻鄉路 浮雲颯颯歸 緘書忝去便 風急不聽迴 

我國天岸北 他邦地角西 日南無有雁 誰為向林飛 

慧超大師忍受思念故國出外求佛之道，經過南天竺國時，望向新羅

慶州，吐露望鄉之情，表現出一般人類的感懷。不只是個人，因為整個

新羅社會熱情開放的追求學問，因此也成就了新羅的國力伸張。在山東

省法華院，我們可以看到著名的海上王張保皋之立像，眾所周知，日本

僧人圓仁因受助於新羅人，才得以搭船進入中國唐朝，並留宿在法華院

，此例也證明這個時期，新羅正積極的展開國際交流，圓仁回到日本之

後，將在唐朝之所見所聞，紀錄並出刊了一本名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我們可以透過第四卷得知，所登場的人物當中，有一半並不是唐朝

人或是日本人，而是新羅人，這一點不容我們小覷。另外令我們矚目的

事實為，曾經在唐朝求學的崔致遠，是當時新羅社會最頂尖的文學家。

在新羅的王陵看得到有著阿拉伯血統的石像，高句麗的墳墓壁畫當中，

也看得到高句麗人和阿拉伯人正在摔角的畫面，這一切都證明當時的國

際交流，比我們所想像的更要活絡許多。相反地，朝鮮王朝的對外窗口

，只有清朝而已，透過燕行使，接受清朝的新文物，因此顯示出一定的

侷限性。在著名的哈梅爾漂流記(The Journal of Hendrick Hamel)當
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當時封閉的韓國社會，已經完全失去了過去我們

在歷史上所看到活絡的國際交流狀況，在激烈變化的十九世紀，因為朝

鮮王朝並沒有親自參與世界局勢的變化，所以遭受了喪失國權的悲痛，

這是極為明確的實例，告知我們封閉文化對於國家的存亡會招致什麼樣

的後果。 

自古至今，許多國外人士到韓國來居住、接受教育或是就業，也有

各國工商人士來韓從事經濟活動，韓國儼然已經成為多人種的社會，隨

之各種文化也廣泛的傳播流行。過去在韓國的經濟規模尚未蓬勃發展時

期，也有喜愛韓國學的學者，在其居留的國家開始研究韓國學，或是在

一些特定大學開設韓國學課程，這些都成為韓國學得以發展的契機。現

在韓國雖然已經進入多人種、多文化的階段，正如各位所周知，多文化

的社會特徵本質是多樣性以及積極性，韓國學必須快速的國際化，才能

確實的符合國際多文化社會的潮流。可以讓世界各國瞭解韓國的國家品

牌，最適合的領域就是韓國學，近年以來，我們在世界各地所目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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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流’現象，也可以視為韓國學的一部分。 

Ⅲ. 韓國學之挑戰精神及國際化 

對於韓國學的概念以及範圍，筆者的立場比較趨向於廣義的解釋，

過去韓國學的基本是以文、史、哲為主，前面所述的觀念在此無須贅言

，在各種社會科學的領域，只要與韓國有關，理當應該視為韓國學。根

據地域和國家的不同，有些大學比較重視古典，也有些大學的社會科學

研究比較活躍，前面已經提及韓國社會已經趨於多人種、多文化，相反

的，自19世紀以來，韓國人移往海外居住的人數也持續增加，近年韓國

的經濟規模逐漸擴大，比起過去，韓國人的海外移民或是海外旅行也大

幅增多。在所謂“大流散(Diaspora)”已經成為學問的研究對象之後，

韓國學也已經展露出新的契機。其實韓國學的國際化，已經成為無法避

免的趨勢，現在各個國家與當地韓國僑民之間的各種大小交流，也或多

或少刺激著韓國學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各國之間經濟交流逐漸擴大的

同時，對交易國家有所瞭解，才會對彼此交易規模有所助益，這時更加

需要增加瞭解該國語言和文化的人力資源，因此韓國學需要朝向更具有

挑戰性的方向發展擴大。 

每當筆者看到海外諸多國家，為了發展韓國學，克服無數的困難，

筆者除了對學者們致意感謝之外也深受感動，有些大學正在致力於鞏固

韓國學，也有些大學正在進入韓國學的安定期，現在甚至有些大學還扮

演著開拓韓國學的角色。無論處在何種狀況，密集的與韓國學界接觸交

流，對於雙方而言將會更有助益，也將會產生更傑出的研究結果。事在

人為，有力量的人必須要站在前方，具有挑戰精神，克服難關來發展韓

國學。除了認真研究之外，參與各種學術活動，對自身的研究領域，對

於所屬的科系或是大學之韓國學發展也自然會付出貢獻。在韓國學界投

入自己的力量並且充分發揮具有挑戰精神，那麼在這當中，就會開啟一

道新的學問交流之途。相對的，韓國學者也要對在海外的相關學者，積

極進行學問交流，必然可以激起更令人意外的研究成果。 

今日，韓國的經濟已經站立在世界出口經濟的前鋒，韓國學也必須

要適切的與此相對應，對韓國學的補助以及研究應迫切投注更多的努力

與心血才是。近年以來，網路神速發展，對於研究工作的振興有著相當

大的貢獻，因此必須要經營更健全的韓國學之學術情報，尋求提供更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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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資料系統給世界學者參考。不僅僅是如此，根據地域之不同，要活

用彼此溝通之便利性，與其舉行大規模的學術活動，不如連結周邊國家

彼此相聚研究，反而會對學問研究成果帶來更大的助益。 

餘言 

如今韓國學不僅是在韓國國內研究之學問，同時也是讓全世界瞭解

韓國的正統性，以及瞭解韓國社會的學問，與世界一起研究，創造出國

家品牌的根源就是韓國學。 

民族主義在韓國社會，曾經有段時期被視為深具道德價值之優先順

位，雖然其價值觀對國家發展也或多或少有所幫助，但是在與世界共同

進行韓國學研究之時，必須要努力發揮普遍性與特殊性。以歷史觀點來

看，文化是變化、移動的屬性，因此珍貴的文化必須要不但的接納吸收

，我們不斷的從外部世界接受文化，相對的我們的文化也會傳播到世界

各地。當‘地球村’用語不斷被提起的今日，韓國學必須要與經濟力的

規模相呼應，韓國學也必須要昇華為與世界共同研究的學問。 

翻譯: 文化大學; 政治大學 韓文系 兼任助理教授 董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