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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朝北学派著名文人柳梦寅（1559-1623）谙熟中国传

统文化，熟悉中国的文化典故，并将这些典故引入自己的汉

诗创作之中。这些典故使他的汉诗表达效果更为凝练含蓄。

同时也借助典故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向往闲适自由之情。而

一些的典故堆砌也让其汉诗表现出晦涩难弄，有卖弄文采之

嫌。

柳梦寅（1559—1623），字应文，号于于堂，是朝鲜王

朝宣祖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汉文学家。他出身世家，曾三次

随同朝鲜王朝使团出使中国，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皆为

通晓，熟知中国历代经典文献。他一生致力于汉文学创作，

仅汉诗就留下了 900 多首，柳梦寅的汉语诗歌主要收录于《于

于集》和《于于集后集》中的卷一、卷二。正是因为他研究汉学、

熟知中国历代典籍，经常将中国的各类文化典故信手拈来，

其作品中，尤其是在汉语诗歌和散文创作中，经常大量引用

中国文化典故。借“用典”言志说理、咏物抒情。

所谓“用典”，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以“据事以类义，

援古以证今”加以诠释，就是典型的事例来烘托作者要表达

的情感，用古人的观点或情感来比拟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情感。

一般说来，所运用的典故如果是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名人

轶事、历史典故叫“用事”或是“事典”，把运用典籍中的

词语和句子称之为“语典”。用典是中国历代诗人进行诗文

创作常用的一个手段，历代著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韩愈、

柳宗元、李商隐、袁枚等诗词大家都精于用典。

对中国文化极为仰慕的柳梦寅，也同样善于和喜欢在其

汉语诗歌创作使用典故。其汉诗中的事典有神话故事、民间

传说、历史故事等，类型丰富，精彩纷呈，为受众尤其是朝

鲜朝人民奉上了开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的钥匙。

刘勰用“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来概括用典主要的

目的，典故的使用不仅能够准确表达诗中所要呈现的思想和

主题，还可以增添诗歌的艺术效果，给诗歌带来很强的吸引

力，包括深度和厚度。柳梦寅在其汉诗中使用的典故或优雅，

或厚重，或含蓄，或凝练，或意义深远，让读诗的人展开无

限的想象，陶醉翩翩。同时也抒发了他的个人感情。

柳梦寅汉语诗歌引用中国传统文化典故的主要目的和意

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之情

朝鲜朝诗人柳梦寅汉诗对中国

文化典故的使用
文 / 刘立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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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朝实录》的记载可知，柳梦寅在朝鲜朝宣祖时期

卷进党派斗争当中，并受到排挤。柳梦寅自认为自己才华横

溢，但身处偏远小邦，知音难遇，满腹才华无法施展，抑郁

不得其志。他曾说“生此偏隅，混混尘埃半世，不见知己则

固也……如以青骡角巾，彷徉天下……以与夫诗书礼乐之儒、

忠信道德之士、瓌伟俶傥博雅之流披心腹、倒肝胆、结义气，

使天下之人皆知东国有人也，则虽死吾不恨矣。”因此，他

在诗歌中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孤寂之感，而这种心绪往往借

用大量的典故来抒发。

在语典上，柳梦寅将“沙鸥”和“归雁”入诗，表达自

己怀才不遇的孤寂之感。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沙鸥”和“归

雁”中国古典诗词中经常使用沙鸥的意象，沙鸥一般是指栖

息于沙滩和沙洲上的鸥鸟，作为孤寂、落寞、漂泊的象征，

常常被文人骚客入诗。如李白《古风》云“摇裔双白鸥，鸣

飞沧江流”，这里的白鸥有一种追求身心自由的品格。杜甫“飘

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诗歌以沙鸥自况，乃自伤漂泊之意。

杜牧“千秋钓舸歌明月，万里沙鸥弄夕阳”感到了阵阵哀伤，

陈楠“万籁风初起，明月一沙鸥”则是淡泊宁静的象征。深

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柳梦寅，在表达自己愤懑孤寂之感时，也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沙鸥”入诗，他在《文川东轩》中写道：

“十年重踏海棠洲，天水茫茫万里愁。白首滥骑新苑马，青

衫还愧旧沙鸥。”在《山海关》中他写：“烟波饶逸兴，分

付旧沙鸥”。借以宣泄孤寂之情。

“归雁”一般指秋季从北飞到南的候鸟，古诗词中常用

作孤寂、落寞、漂泊的象征。汉苏武《报李陵书》有“岂可

因归雁以运粮，托景风以饷军哉。”王湾有“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罗衮有“出拭尽贾生无限泪，一行归雁远参

差”等诗句来衬托作者思乡孤寂。柳梦寅在《偶吟》中“北

海何妨雁乘飞，南乡正好燕同归。”在《东关秋思》中有“霜

前归燕谋行李，草里寒螀话别怀。”在《万里长城哀秦始皇》

中，采用“旧意垂杨路，归心落雁洲”这样的诗句来抒发自

己的孤寂之情。

除了在语典上，在事典的运用上，柳梦寅也常借古人的

传说及故事来比喻自己面临的怀才不遇的困境。如在诗歌《题

三河主人壁上》中，他写道“云和声奏碧霞端，蓬海无人识

子安。”这个典故出自汉朝刘向编撰的《列仙传》中“陵阳

子明”的故事，子安是传说中的仙人，据传，陵阳人子明钓

得白龙，“拜而放之。后三年，龙迎子明上陵阳山。后百余年，

山去地千余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溪中子安当来问，

子明钓车在否？’后二十余年，子安死，葬山下，有黄鹤栖

其冢树，鸣呼子安。”柳梦寅用“无人识子安”慨叹怀才不遇，

千里马难遇伯乐的抑郁之情。

我们再看柳梦寅下面这首诗：

玉河流碧涨虹桥，昼日乌蛮闭寂寥。

万落残红风一夜，半庭浓绿雨崇朝。

谁知贾谊怀三策，未许齐贤上十条。

春尽王孙归不得，青溪白岳梦中遥。

这是《玉河馆三月三日次前韵同尹友新韩应寅辛庆晋吴

亿龄金信元集燕四首》其一，此诗共六十四字，并不直言离别，

而是借用了“贾谊怀三策”“齐贤上十条”的典故抒发怀才

不遇的愤懑。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他的政

论文《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政论文切中时弊，

展现其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但因才华横溢受大臣周勃、

灌婴等人嫉妒排挤而被文帝疏远贬谪。后来汉文帝又思慕其

才华而召回。张齐贤是北宋名臣，对北宋初期政治、军事、

外交各方面都作出了极大贡献，相传早前宋太祖到西都时，

张齐贤以布衣身份到赵匡胤马前献策，以手画地，陈述十条

政论，其中有四条符合宋太祖的意思，但张齐贤固执己见，

认为十条都好，被宋太祖命人驱逐。一直到宋太宗时，张齐

贤才登第进士，入朝为官，并取得成绩。从以上两个典故可

以得知，柳梦寅不仅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郁悒之情，也隐晦

地表达了自己意欲济世报国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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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题丰山驿》中，柳梦寅“世上无人识俊才，

黄金谁是筑高台。”用了黄金台的典故，黄金台又称招贤台，

相传黄金台为战国燕昭王智者郭隗所筑，延请天下贤士而得

名。柳梦寅感慨朝鲜王朝没有人真正欣赏人才，能够广纳贤士。

在《次前韵与李同年德哉七首》中“晒锦北邻羞独富，

吹竽南郭谢空名。”在《东关秋思》“老洫焉知河海阔，大

方羞杀井中蛙。”两首诗中使用了“滥竽充数”和“井底之蛙”

两个典故。借南郭先生无真才实学、井底之蛙的见识浅薄以

自谦。反向表露自己才华无人赏识、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

同时也达到了反其道而用之的艺术效果。

有志难表，屡受压抑，报国无门，空怀壮志的悲慨。柳

梦寅在诗歌《次郭山韵二首》其一中也予以显露。

青衫缘底泪痕斑，百六时来国步艰。

精卫谩劳东海水，愚公无力太行山。

关河战角生新恨，楼观宾筵忆旧欢。

贱疾其如王事急，炎天西去雪天还。

诗歌八句用了“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

“愚公移山”出自《列子·汤问》，通过愚公不惧辛苦，

不畏人言，坚持不懈，挖山不止，最终感动天帝而将王屋、

太行二山移走的故事。“精卫填海”出自《山海经·北山经》，

通过精卫衔树枝填平大海的故事。通过这两个传说，可以表

现出诗人对腐朽颓败政权的失望，以及在困境面前的无力感。

即使坚持不懈的愚公和精卫，面对沉沉王屋山和漫漫东海水，

也很难发力。展现了柳梦寅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愤懑之情。

2、对远离政治喧嚣的闲适生活的向往

由于政治上受排挤，抑郁不得志。柳梦寅在诗歌中常常

表现出对远离政治喧嚣的闲适生活的向往。四次让国的吴国

公子季札就常常出现在他的诗歌当中，如《拟轻轻陵上柏》

中“以兹乐余岁，高揖谢延陵。”《杂诗》中“仲尼不陋夷，

延陵讽周美。”

除了延陵外，在他诗歌中经常会出现陶渊明及《桃花源

记》，也体现了他对远离政治喧嚣的闲适生活的向往。如《题

醇熙院》和《次题醇熙院》：

                  题醇熙院

绝壁阴阴淑气蒸，奔川雷吼石峻嶒。

林飞青鸟疑王母，山谢桃花失武陵。

                 次题醇熙院

深峡多风五月凉，更邻虚阁枕寒塘。

游鱼避日依桥影，眠麝藏林逗苹香。

自是陶潜思种秫，休言蔡泽喜持粱。

母恩君宠俱如海，回首人间尚可忘。

在这两首诗中，使用的都是象征自由、不被束缚的典故。

“青鸟”“王母”是中国传统意象来源于西王母传说故事，

关于西王母，山海经中便有记载，后来演变成掌握不死神药

的神祇，晋以后，青鸟一直作为西王母的使者出现在诗歌当中，

是自由的象征，传说汉武帝七月七日在永华殿祭祀，忽有一

只青鸟从西方飞来，东方朔说这是因为西王母要来了。后以

此为传信的使者。柳梦寅在此使用这个典故无疑是对自在世

界的向往。

“桃花”“武陵”均出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表明

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闲适生活的向往。“游鱼”“眠麝”

也是带有自然自由意象的经典词汇。同时，诗歌也选取了陶

潜和蔡泽这样的人物典故入诗，陶潜就是陶渊明，是东晋末

到刘宋初期杰出的文学家。早前出仕，后厌弃官场的尔虞我诈，

不愿与世俗同流而归隐田园格。柳梦寅在诗歌中表达了对陶

渊明的仰慕。想象陶渊明一样远离政治纷扰，隐逸避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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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泽是战国时期燕国人，为人善辩而多智，深谙水满溢

月满亏的道理。三王的典事，五霸的业绩以及世俗的变迁都

了如指掌，被范雎推荐给秦昭襄王担任相国，几个月后，辞

掉相位。柳梦寅通过对蔡泽来表达自己厌倦官场中的尔虞我

诈，渴望宁静闲适的人生追求。

表明了他，还有诗歌《路上》“欲载西施五湖去，扁舟

何必待功成。”用的是范蠡五湖载西施泛舟的传说，相传越

国打败吴国实现了复仇的目的后。范蠡被封为上将军，但他

毅然放弃官职离开越王，带着西施泛舟江湖。柳梦寅认为范

蠡应该早舍官泛舟，不必非得等到功成身退，表达了柳梦寅

对官宦生活的毫不留恋的心迹。

在《清平寺次双磵侄活韵三首》中“欲求宓妃聘，那舍

蹇修媒”。引用的是宓妃和蹇修的典故，宓妃，即甄宓，相

传为伏羲的女儿，溺死于洛水中成为洛水之神。蹇修，传说

为伏羲氏之臣，古贤者。这个典故出自屈原《楚辞·离骚》：

“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用请求蹇修为媒求

聘宓妃这个典故表明柳梦寅对美好仙境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在《次前韵与李同年德哉七首》中，诗歌中到处都充斥

着他对政治的厌倦，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如：

来来去去悴还荣，秋叶春花自性情。

乱世朝官一命罢，逢年农事百禾成。

文章只写闲中趣，杯酒聊当死后名。

惟有小吏频索税，荻花深处叩柴荆。

紫绶金章我岂荣，烟霞不是世人情。

酒应黄菊开时熟，诗到白磶飞处成。

晒锦北邻羞独富，吹竽南郭谢空名。

明朝且扣秋江枻，闲要鱼羹有布荆。

自古芝兰种不荣，榛榛丛菊底心情。

罢驴加楦颜应厚，斫桂增辉计未成。

且爱圣贤杯里物，莫论芳臭卷中名。

锦城不若还家好，杜宇身宁庇益荆。

不分分司北鄙荣，盈盈一物最关情。

虗传祖逖鞭先着，争奈高唐梦已成。

公器取来难擅美，客怀消遣证伤名。

犹余细故胸中滞，他日华屏会负荆。

这里面引用了滥竽充数、蜀帝杜宇、负荆请罪、祖逖先

吾着鞭的典故，既有怀才不遇的忧郁，也有一展才华的向往，

同时也倾诉了政治清明不在的遗憾。

柳梦寅在诗歌《次郭山韵二首》其二中用“鲁连蹈海”“张

咏分华山”的人物典故抒发了自己寻求归隐的意图。

四十无成两鬓斑，空拳不得济时艰。

鲁连何苦蹈沧海，张咏端宜分华山。

万甲雄图有谁识，七言短律且为欢。

此身谩似飞蓬转，风北风南去又还。

“鲁连蹈海”出自《战国策》，鲁连即鲁仲连，是战国

时齐国人，他表示如果让秦国肆无忌惮地称了帝，然后再进

一步以自己的政策号令天下，自己只有跳东海自杀，坚决作

秦的顺民。“张咏分华山”出自沈括的《梦溪笔谈》，张咏

是宋朝著名官员，相传其少年时，到华山拜见陈抟，想在华

山隐居。陈抟说：“如果你真要在华山隐居，我便将华山分

一半给你，但你将来要做大官，不能做隐士。好比失火的人

家正急于等你去救火，怎能袖手不理？”于是送了一首诗给他，

诗云：“征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

也须多谢鬓边疮。”当时张咏不明诗意，其后他知益州、知杭州，

又知益州，头上生恶疮，久治不愈，改知金陵，均如诗言。

在这里柳梦寅认为鲁连何苦执着于投海，张咏应该分华山，

不应该将自己的生命寄托于政治仕途，应该去做一名隐士，

修身养性。

再看下面这首《拟青青陵上柏》：

烁烁风前灯，轻轻川上冰。青天飘白日，怅望无长绳。

佳辰设高宴，置酒清如渑。

酒酣欲焉如，命驾游五陵。云师宿邃闼，日驭回觚棱。

此间多游侠，车马相奔腾。

妖姬昵席次，熏霭薄霄层。以兹乐余岁，高揖谢延陵。

这是柳梦寅《拟古诗十九首》其中一首，诗歌韵律及结

构套用汉乐府，同时在诗歌当中大量用典。“青天飘白日”

句使用的是“长绳系日”的典故，该典故出自晋代傅玄的《九

曲歌》：“岁莫景迈群光绝，安得长绳系白日！”后世诗词

作家纷纷以此典入诗，表达了对时间易逝的惆怅。“佳辰设

高宴”句是从《隋书·音乐志（下）》中的“载择良辰式陈

高宴”、《蜀都赋》中的“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中得来，

描写酒宴之奢华。“酒酣欲焉如，命驾游五陵”句中的“五陵”

原指长安附近汉代五帝的陵墓，陵墓附近设立了五个县邑，

当时富家豪族和外戚都居于此，因此“五陵”便成为富豪人

家聚居之地或是富豪权贵的代称。“云师宿邃闼，日驭回觚棱”

句用到神话中云师形象，云神宿醉，只能留宿于小巷之中、

一直等到天亮才驭日回到神殿，说明权贵们通宵达旦的醉酒

享乐。“延陵”指春秋时期的季札，博学多才、仁义贤德而

善音律，曾四次让国，甘愿受封延陵，为各国贤士大夫所称誉。

被称为“延陵季子”。作者用此典故意在表明主人公将远离

政治喧嚣，向往如延陵公子一样逍遥自在。

3、对历史事件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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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梦寅多次出使中国，看到中国经济文化的雄厚，感慨

于中国文化的强盛，同时了解中国的历史，对历史朝代的更

迭感慨万分。在这些诗歌中他广泛用典，尤其是中国历史上

的英雄人物及其事迹。如《万里长城哀秦始皇》：

人间毁誉皆由命，兴替何掌系圣狂。

通道九州称禹绩，长城万里笑秦亡。

人心去就公私耳，生道使民天不嫌。

导水刊山君伯禹，筑城残地死蒙恬。

在诗歌中引用了大禹治水和秦修万里长城的典故，感叹

同样是建立伟大的工事，世人纷纷称赞大禹治水，并推举他

为君主，而秦朝却因修筑长城而灭亡，这是因为大禹深得人心，

而秦朝失去人心的结果。

再看下一首《渔阳》：

谁将阴鬼畜我荒，偷得唐宫锦襁香。

正是舞霓酣绣岭，不知挝鼓卷渔阳。

马嵬奄失仙妃袜，毡幕空沾老贼裳。

一舌颜卿终底益，祗今桥下恨流长。

在诗歌中，借用唐安史之乱杨贵妃魂归马嵬坡的典故，

感叹家国兴亡。《次鹤谷韵》“作赋东征曹大家，绛纱帷外

摠门人。”引用的是班昭作《东征赋》的故事。

《文川东轩》“扶桑晓旭红如染，蓬岛晴峦翠欲浮。何

处多生不死药，会携童女棹扁舟。”引用的是徐福求不死药

的故事。

《阅书帙见蠹鱼狼藉》“秦皇遗魄化为鱼，蚀尽当年未

尽书。等食须知当食字，私之一字食无余。”引用的是秦始

皇焚书坑儒的故事。

《次前韵与李同年德哉七首》“锦城不若还家好，杜宇

身宁庇益荆。”引用的是蜀帝杜宇化身杜鹃的典故。

柳梦寅除了抒发内心感受以外，更多的是凭借自己的经

验和丰富的文化积淀展开各种想象把自己的目前处境、感受

融入历史文化之中，同时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

4、赞扬高尚的品德情操

柳梦寅在政治上受排挤，他厌恶嫉妒贤能的小人，欣赏

品质高洁的君子，赞赏坚韧的个性。

在《杂诗》中“仲尼不陋夷，延陵讽周美。”他借用孔

子不轻视他人、季轧观周乐赞美周乐“美哉！思而不贰，怨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通过这两

个典故赞扬道德高尚、品德良好的君子。在柳梦寅诗歌中，

孔子、老子、墨子、季札（延陵）这样学识深厚、道德高尚

的人是他经常引用的。如《咏怀题于于野谈》中“绅笏本非

庄氏物，春秋焉继仲尼书。”《过始皇岛》中“亦帝天应遣，

青牛世莫攀。”《次前韵与李同年德哉七首》中“锦城不若

还家好，杜宇身宁庇益荆。”《文章》中“孟庄判奇正，屈

宋劳臣仆。”《送成则优好善进士南归公州百韵》中“谢氏

庭前罗玉树，于公门外列华辨。”“谏议全材称吉甫，高山

妙笔捋锤踩。”“李白眼高谁许可，元宾行峻罕交游。”“廉

颇怒客排趋势，翟子书门请绝游。”“手则马迁遗史把，衣

于鬼谷老师抠。”《病吟》中“惊见潘郎白，长思葛老丹。”

《青鹤洞》中“邀与崔仙抱琴至，青驴偕渡栈桥烟。”《咏

怀题于于野谈》中“绅笏本非庄氏物，春秋焉继仲尼书”等，

这样的人物典故在柳梦寅的诗歌中不胜枚举。

结合柳梦寅的各类作品可知他在诗歌中大量运用中国文

化典故一方面是因为他熟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到这

些文化典故使他的汉诗简洁凝练；另一方面，柳梦寅有着深

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和卓越的创作才华，也有一定的自负心理，

在用典时也有卖弄之嫌。

总之，柳梦寅研究汉学、熟知中国，熟悉中国历代典籍，

经常将中国的各类文化典故信手拈来，引进自己的文章，辅

助自己更好地说理、讽喻或抒情、言志。不但增添诗歌的艺

术效果，同时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向往自由平等的田园生

活的意愿，同时，诗歌中广征博引中国古人古事、成语、典

籍以及神话传说类典故，以增强汉诗的知识性。这些借鉴对

丰富朝鲜朝诗歌文体和中国文化在朝鲜朝的传播也具有不可

替代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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