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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肩负着向世界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光荣使命。
当前的世界格局为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
频繁，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和应用价值也不断提高。
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现在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需要汉语和汉语人才
。
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发展呼唤我们对外汉语教师和华文教育工作者、研究者为其提供系
统、科学、富有生机的理论研究成果，要求我们从海外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所在国的国情出发，针对教
育对象的特点，编写出适合海外学生的富有特色的汉语与中华文化教材。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作为国家汉办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重点院校和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在
近半个世纪的海外中文远程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促进我院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我们特组
织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编写了一套“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丛书”和一套“海外华文教育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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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韩国的古典汉诗史中，高丽时代是其汉诗发展的黄金时期，一如唐诗之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
对于海东汉诗的历史，朝鲜后期的洪万宗（1643-1725）在其《小华诗评》中有一处笼统的概括：“盖
东方诗学，始于三国，盛于高丽，而极于我朝。
”　　本书为“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系列”中的一本。
全书围绕高丽汉诗文学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做一些深入的探讨。
主要包括高丽汉诗文学史分期问题再探讨；制度整备下文学的拓荒——对高丽建国三十年文学的重新
审视；文臣世族的形成与高丽汉诗文学的兴盛——以高丽汉诗兴盛原因探讨为中心；武人执政与汉诗
文学的发展——论高丽后期汉诗文学的新变以及易世动荡与文学的整合——性理学下的高丽末期汉诗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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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强，1975年10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厦门大学海外
教育学院。
代表作有《韩国华出使高丽及其影响》、《宋时高丽扇、纸、墨输入中国考》、《高丽君臣的文学活
动对其汉诗兴盛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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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高丽汉诗文学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第一章 高丽汉诗文学史分期问题再探讨第一节 高丽时代历史
分期与文学分期的关系第二节 对前人高丽汉诗文学史分期的再思考第二章 制度整备下文学的拓荒—
—对高丽建国三十年文学的重新审视第一节 建国三十年汉诗文学独立分期的依据第二节 对建国三十
年汉诗文学的再认识第三章 文臣世族的形成与高丽汉诗文学的兴盛——以高丽汉诗兴盛原因探讨为中
心第一节 光、景、成三朝改革与文治社会的形成第二节 文臣世族与文学-以崔氏家族与李氏家族为例
第三节 浮靡雕琢与晚唐风——从几位代表诗人的个案研究看高丽中期的整体诗风第四节 高丽汉诗兴
盛原因的再探讨——以科举制、君臣唱和及私学对文学的影响为中心第四章 武人执政与汉诗文学的发
展——论高丽后期汉诗文学的新变第一节 武臣叛乱原因考述第二节 隐遁与聚会——武人执政对高丽
汉诗创作群体的影响第三节 诗歌形式的新探索——以集句诗、宝塔诗、回文诗在高丽中期的出现为中
心第四节 宋诗学的输入与诗话在高丽中期的出现第五章 易世动荡与文学的整合——性理学下的高丽
末期汉诗文学第一节 武人政权的终结与士大夫阶层的出现第二节 性理学与高丽末期的汉诗文学第三
节 文学的整合——兼论唐宋诗风在高丽末期的影响附录一 中国学者韩国古典汉诗文学研究综述附录
二 高丽朝世系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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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亦即中期文学的开始，而中期文学是公认的高丽汉诗文学兴盛的一个过程，因而，如何看待中期文学
兴盛的缘由成为学者们判定前中期文学分界的一个标准。
把分界点定为文宗朝，其根据是注重私学的兴盛对高丽汉诗文学的影响，定为成宗朝，则注重科举制
的影响（尽管科举制的最初建立是在光宗朝，但是大规模实施则在成宗朝）。
前人把高丽前期文学分期一再后推，除他们对高丽中期汉诗兴盛的原因侧重不同外，还有一个客观的
原因是，自太祖建国到定宗朝，前后一共才30年，相对于高丽近500年的历史来说，似乎不构成一个独
立的时间段，而这一时期所流传下来的作品又极为稀少，这诸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便使得几乎所有的
研究者都忽略了这30年的文学在高丽汉诗文学史上的地位。
我认为应该把从高丽建国到定宗这一段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分期来看待，是基于以下的认识。
首先，从社会结构的变化来看，高丽统一标志着以骨品制为基础的新罗社会结构的终结，但是，由于
新的国家主要是通过联合旧豪强贵族而形成，各种地方势力仍保持着半独立状态，因而，中央政权很
不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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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丽汉诗文学史论》：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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