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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王朝时期文人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 王红霞　余小活

摘　要：李白对中国后世诗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影响了不少朝鲜时期的文人，李敬舆就是其中的

一位代表。李敬舆今存的 40 首五言古诗中，有 14 首是次韵李白的诗歌。这些诗歌从题材内容和思想意

涵上均受到了李白原诗的影响，但同时又具有“学李而不囿于李”的特点。本文将以这 14 首次韵诗为出

发点，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探究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的特点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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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韩国高丽和朝鲜时期的李白接受资料汇纂与研究”（项目编号：19BZW066）
的阶段性成果。

①	（宋）程大昌著，刘尚荣校点：《程氏考古编·程氏考古续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47 页。

②	（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8 页。

次韵，亦称步韵，即按照原诗的先后次序进

行创作，依次用原韵、原字按原次序相和，是和

诗中要求最严格的一种。宋人程大昌言始于中唐

的元白：“唐世次韵，起元微之、白乐天。”①后张

表臣《珊瑚钩诗话》亦赞同此观点：“前人作诗，

未始和韵。自唐白乐天为杭州刺史，元微之为浙

东观察，往来置邮筒倡和，始依韵。”②这既是诗

人之间用诗歌的形式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也是

后世诗人对前代诗人接受的一种重要方式。

天才诗人李白在世之时就以卓著的诗才和潇

洒飘逸的人生态度成为盛唐诗歌的代表，被贺知

章赞誉为“谪仙人”，并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也影响了不少朝鲜王朝时期的文人，李

敬舆（1585 — 1657）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敬

舆，字直夫，号白江，又号凤岩，是朝鲜王朝时

期的著名诗人，生于世家大族，是世宗庄宪大王

第七代孙，家学渊源，崇尚儒学，为人品行高洁，

颇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气概。今有

《白江集》传世，存诗 490 首，其诗体裁丰富、题

材广泛。

一、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概述

李敬舆现存作品中有 14 首是次韵李白之作，

这些次韵之作从思想情感和艺术表现手法两个方

面均能看出受李白的影响，李敬舆次韵李白之作

以及李白原诗见表 1。

表 1  李敬舆次韵诗与李白原诗

序号 李敬舆次韵诗 李白原诗

1 《次李白韵（以下在沃州）》 《赠从弟宣州长史昭》

2 《次李白韵咏老人星》 《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

3 《逢故乡人，次李白紫极宫感秋韵》 《浔阳紫极宫感秋作》

4 《次李白韵咏仲秋月》 《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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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李敬舆次韵诗 李白原诗

5 《次李白韵（无才忝东阁）》 《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

6 《次李白韵悼俞子先》 《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

7 《次李白韵咏怀》 《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

8 《次李白韵（露洗火云蒸）》 《酬裴侍御对雨感时见赠》

9 《次李白韵赠山人善文》 《邺中赠王大》（一作《邺中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

10 《次李白韵（上林早借枝）》 《登广武古战场怀古》

11 《次李白韵赠珍岛守》 《赠张相镐（其一）》

12 《李白韵忆耽罗谪客》 《送杨少府赴选》

13 《次李白韵忆李将军》 《赠常侍御》

14 《次李白韵忆耽罗客》 《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

①	李敏叙：《西河集·先考领议政府君家状》，见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 144 册，首尔：景仁文化社，

1990 年，第 260 页。

表 1 所列之诗均作于 1646 年，是年李敬舆

61 岁，年过花甲，却遭遇了不虞之变：“积前事

命绝岛远窜，遂配珍岛。三月渡海，又命围篱安

置。”①不仅被削夺官爵，还被发配珍岛，限制了

人身自由，跌入了仕途和人生的最低谷，怀揣着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触，一生仕途不顺的李

白自然而然地进入其视野，成为其次韵和摹仿的

对象。

这些诗歌从题材而言，可以分为寄赠诗和咏

怀诗；形式均为五言古体；从用韵来看，以下八

首与李白原诗完全相同：《次李白韵（以下在沃

州）》《次李白韵咏老人星》《逢故乡人，次李白紫

极宫感秋韵》《次李白韵（无才忝东阁）》《次李白

韵（露洗火云蒸）》《次李白韵赠珍岛守》《次李白

韵忆耽罗客》《次李白韵忆李将军》。其余六首均

有变化，具体情况如下：《次李白韵咏仲秋月》中

“天上露沾桂，庭前霜着菊”一联是“一屋（仄）

入声”，李白原诗句“酒客爱秋蔬，山盘荐霜梨”

却是“八齐（平）”；《次李白韵悼俞子先》中“披

脑示情素，提耳示勉励”一联是“八霁（仄）去

声”，李白原诗句“双萍易飘转，独鹤思凌历”落

韵为“十二锡（仄）入声”，而李敬舆次韵诗予

以改正。同时，该诗从“依然昨夜梦，握手终南

第”到结尾的诗句，是李敬舆依韵发衍而作；《次

李白韵咏怀》中“欲结千里梦，已散千里魂”一

联是“十三元（平）”，李白原诗句“金蓖刮迷眼，

灵台息战争”落韵为“八庚（平）”，而李敬舆次

韵诗予以改正；《次李白韵赠山人善文》中“恨余

尘容浊，羡尔秀骨清。别来未去几，偶然忝科名。

县斋一来届，跋涉劳远程。禅门已启钥，妙诀到

无生。临别意难尽，各希存令名”五联均是“八

庚（平）”，而李白原诗句“抱子弄白云，琴歌发

清声”是“八庚（平）”，“莫云心似灰，时复气

吐虹”一联却是“一东（平）”。可见，李敬舆未

依此二句韵字作诗；《次李白韵（上林早借枝）》

中“自怜微诚切，谁论世事空”一联是“一东

（平）”，李白原诗句“时当鸱枭翔，一播鸣凤音”

落韵为“十二侵（平）”，而李敬舆次韵诗予以改

正；《李白韵忆耽罗谪客》一联是“十二侵（平）”，

李白原诗句“我甘丛棘囚，君应宣室召”落韵为

“十八啸（仄）去”，而李敬舆次韵诗予以改正。

同时，该诗从“布衣换青蒲，墨绶专城临”到结

尾的诗句，是李敬舆依韵发衍而作。

二、李敬舆次韵李白寄赠诗分析

李敬舆次韵李白的寄赠诗共有七首，分别是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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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李白韵（以下在沃州）》《次李白韵（无才忝东

阁）》《次李白韵悼俞子先》《次李白韵（露洗火云

蒸）》《次李白韵赠山人善文》《次李白韵赠珍岛

守》《次李白韵忆李将军》。其中《次李白韵（无

①	李敬舆：《白江集》，见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 87 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年，第 223 页。

才忝东阁）》《次李白韵（露洗火云蒸）》李白原诗

是寄赠诗，但李敬舆次韵之后所作的是咏怀诗，

因而李敬舆次韵李白的寄赠诗一共有五首，见

表 2。

表 2  李敬舆寄赠诗及其写作目的

诗题
《次李白韵（以下在

沃州）》

《次李白韵悼俞

子先》

《次李白韵

赠山人善文》

《次李白韵

赠珍岛守》

《次李白

韵忆李将军》

寄赠对象 君主 亡友 友人 官员 烈士

写作目的 干谒君主
悼念亡友，抚今

追昔

赞美友人，怀念

往昔

表达志向，感谢

恩泽
赞美英雄

由表 2 可以看出，李敬舆寄赠诗的寄赠对象

主要为三类人，分别是君主、友人和同僚。而 14
首李白原诗中有 7 首是寄赠诗，其中与表 2 相对

应的五首李白原诗如下。

表 3  李白寄赠诗及其写作目的

诗题 《赠从弟宣州长史昭》
《答高山人兼

呈权顾二侯》

《邺中赠王大（一作邺中

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
《赠张相镐（其一）》 《赠常侍御》

寄赠对象 亲人 官员 官员 官员 友人

写作目的
赞美从弟，视为知音，

愿共谋大业

赞美贤臣，批

判奸人
怀才不遇，渴望知己

赞美安史之乱张镐

为国立功，渴望为

国效力

立志匡扶天下，

欲常侍御荐之

由表 3 可以看出李白寄赠诗的寄赠主要对象

也有三类人，分别是亲人、官员和友人。虽然李

白和李敬舆二人的寄赠对象有差异，但由于二人

有相似的人生遭际，所以创作动机和表达的情感

很相似。以李敬舆《次李白韵悼俞子先》和李白

原诗《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为例加以说明，

两首诗的诗歌文本如下。

次李白韵悼俞子先

汲称汉庭直，傅期啇川济。况树浴日

功，双手扫氛翳。几牵至尊裾，无忝相公裔。

声名从此大，藉藉中兴际。深识安危几，独

陈宗社计。弥切明时忧，欲回狂澜逝。汉文

方兴化，洛阳谩流涕。拟定千年业，思成一

代制。戒切六马奔，力当万牛势。而我托襟

期，初从弱冠岁。鸡鹤早同群，鹓鹭晚联袂。

君寻谷口耕，余鼓湖上抴。夙抢金矢姿，宁

使瓠瓜系。不愿青紫荣，相希道义丽。世道

有污隆，人世易衰替。卧病车马稀，投慌荆

棘蔽。春来枉手札，慰我蛮乡滞。披脑示情

素，提耳示勉励。日月曾几何，流光按白帝。

依然昨夜梦，握手终南第。衰容对枯槁，高论

听精诣。那知一昔间，凶闻传海㵝。心惊怳非

真，理遣情还系。所悲国无人，宁论凶若弟。

嶙峋槛未缉，失此金作砺。顾瞻圣明朝，谁是

邦家卫。空吟殄瘁诗，虚指山河誓。重篱似笼

鸟，骑尾同蝉。可怜百首囚，岂若黄壤闭。况

复病在床，朝暮人间世。斯须更何恨，泉路百

年契。无限天涯泪，吞声满老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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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

虹霓掩天光，哲后起康济。应运生夔

龙，开元扫氛翳。太微廓金镜，端拱清遐裔。

轻尘集嵩岳，虚点盛明意。谬挥紫泥诏，献

纳青云际。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徨

庭阙下，叹息光阴逝。未作仲宣诗，先流贾

生涕。挂帆秋江上，不为云罗制。山海向东

倾，百川无尽势。我于鸱夷子，相去千余岁。

运阔英达稀，同风遥执袂。登舻望远水，忽

见沧浪枻。高士何处来，虚舟渺安系。衣貌

本淳古，文章多佳丽。延引故乡人，风义未

沦替。顾侯达语默，权子识通蔽。曾是无心

云，俱为此留滞。双萍易飘转，独鹤思凌历。

明晨去潇湘，共谒苍梧帝。①

《次李白韵悼俞子先》一诗是李敬舆为悼念

挚友俞子先而作。俞子先，字伯曾，号翠轩。曾

任伊川知县。张维有诗《寄俞子先》《送俞子先

宰伊川》，郑弘溟有诗《敬次朱夫子赠别张敬夫

韵，奉赠赵蜚卿浦渚令公行史，兼示俞子先》，李

植有《送俞子先谪守伊川县》，李明汉有《别伊川

使君俞子先》，金光炫有《送伊川俞子先》，姜大

遂有《送俞子先左知伊川》，可知其与当时文人张

维、李明汉等均有交游。李敬舆与俞子先相识甚

早，“而我托襟期，初从弱冠岁”，在后来的仕宦

生活中都因官场失意而遭贬谪，“世道有污隆，人

世易衰替。卧病车马稀，投慌荆棘蔽”，所以二人

惺惺相惜。在李敬舆被削夺官爵发配珍岛期间，

俞子先的来信，对诗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

安慰，“春来枉手札，慰我蛮乡滞”，二人之深情

厚谊溢于言表。同时，诗人还抒发了自己无辜遭

贬的愤懑之情：“顾瞻圣明朝，谁是邦家卫。空吟

殄瘁诗，虚指山河誓”。李敬舆的这首次韵之作与

李白原诗《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的情感表达

极为相似。李白原诗写于天宝十三年至十四年，

“权”即权昭夷，高山人及顾氏生平事迹不详，李

白“尝与权昭夷有学道服丹之谊”②。被赐金还放

后的李白亦悲愤难抑，借写给友人之诗作来发泄

①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902 页。

②	詹鍈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年，第 2748 — 2749 页。

③	（清）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76 页。

④	李敬舆：《白江集》，第 218 页。

⑤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 618 页。

内心的不平，诗歌“直写胸怀，一豁愤惋，稍更

骚人面目矣。末路凄婉，尤有楚调，若其骨气英

特，可以直追正始。”③

再来看一组次韵之作。

次李白韵

星瞻此辰远，地与南极对。偏邦非域中，

沉此沧暝外。弹丸着水面，谁云隔衣带。星

分翼轸回，浪接蓬莱会。波撼土疑浮，山拥

天失大。臣罪堪■钺，授荒荷仁爱。傍看丛

棘高，仰恃苍穹盖。何必藏鱼腹，依然卧鳌

背。玉露炎蒸卷，金风节序代。恋缺劳梦魂，

悲秋增感慨。只恨樗散姿，贪荣不知退。④

赠从弟宣州长史昭

淮南望江南，千里碧山对。我行倦过

之，半落青天外。宗英佐雄郡，水陆相控带。

长川豁中流，千里泻吴会。君心亦如此，包

纳无小大。摇笔起风霜，推诚结仁爱。讼庭

垂桃李，宾馆罗轩盖。何意苍梧云，飘然忽

相会。才将圣不偶，命与时俱背。独立山海

间，空老圣明代。知音不易得，抚剑增感慨。

当结九万期，中途莫先退。⑤

《次李白韵（以下在沃州）》一诗，诗题标注

该诗作于沃州（珍岛），抒写了李敬舆凄凉孤寂的

流放生活。“星瞻此辰远，地与南极对。偏邦非域

中，沉此沧暝外。”此句描述了李敬舆远离故土，

身处蛮荒的生存状态。“傍看丛棘高，仰恃苍穹

盖”一句则呈现了李敬舆生活环境的恶劣：不仅

惨遭流放，还被围篱安置，身处丛棘之中，失去

人身自由。而李白原诗《赠从弟宣州长史昭》则

感慨空有一身才华却报国无门：“才将圣不偶，命

与时俱背。独立山海间，空老圣明代”，其生存境

遇虽不像李敬舆流放期间那般艰难，但二人均在

诗歌中抒写了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郁愤之情。

其余三首的情况如下：李敬舆在《次李白韵

赠珍岛守》一诗中咏叹说：“简拔更分麾，临莅邵

名珍。我作泽畔客，受玦此来臻”，可知李敬舆

与珍岛守有过交往，在写给珍岛守的寄赠诗中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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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到自己遭贬到珍岛之事，对珍岛守在其落难

之时施以援手的仁义之举赞赏不已：“我作泽畔

客，受玦此来臻。不是识面旧，相逢倾盖新。莫

道管兴鲍，谁云越视秦。拜关久要情，特以高义

亲。” ①该诗次韵的是李白的《赠张相镐（其一）》，

李白原诗表达了对张镐在国家危难之时能肩负起

平定叛乱之的褒扬之情：“诸侯拜马首，猛士骑鲸

鳞。泽被鱼鸟悦，令行草木春。圣智不失时，建

功及良辰。丑虏安足纪，可贻帼与巾。倒泻溟海

珠，尽为入幕珍。冯异献赤伏，邓生倏来臻。庶

同昆阳举，再睹汉仪新”，李白还在诗歌中描述

了自己有志难酬的艰难处境：“一生欲报主，百代

思荣亲。其事竟不就，哀哉难重陈。卧病宿松山，

苍茫空四邻。风云激壮志，枯槁惊常伦。” ②他希

望张镐将自己纳入麾下，从而实现自己报国之志

的愿望。这两首诗的寄赠对象均为官员，珍岛守

为珍岛地方官，张镐则是唐肃宗时期宰相。

李敬舆《次李白韵忆李将军》盛赞了李将军

为国捐躯的壮举：“屈指古烈士，谁似将军者。捐

身誓裹革，免胄耻全瓦。” ③李白《赠常侍御》一

诗也对常侍御穷有所守、达有所为的品行赞誉有

加，并引以为知音：“大贤有卷舒，季叶轻风雅。

匡复属何人，君为知音者。” ④

李敬舆《次李白韵赠山人善文》赞美了山人

善文勤勉好学、不慕荣利的精神追求：“我时负笈

游，识汝缁流英。永夜伴书灯，不眠闻舌耕。常

勉玄机静，不屑轩冕荣。” ⑤李白《邺中赠王大》

赞扬王大（一说王大即王昌龄）是建功立业的知

①	李敬舆：《白江集》，第 226 页。

②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 594 页。

③	李敬舆：《白江集》，第 226 页。

④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 566 页。

⑤	李敬舆：《白江集》，第 225 页。

⑥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 500 页。

音：“几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我愿执尔手，

尔方达我情。相知同一己，岂惟弟与兄。” ⑥

从以上五首诗的解读可知，李敬舆次韵李白

的寄赠诗不仅用原韵，而且与李白原诗赠答对象

极为相似，表达的主题和思想意蕴亦较为接近，

都在诗歌中诉说自己的困境和报国无门的愤懑。

但需要注意的是，从诗歌文本来看，李白对寄赠

对象不完全是赞美之情，更多的是为了干谒权贵，

希望得到赏识，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

李敬舆对寄赠对象除了表达赞美之情外，还向寄

赠对象倾诉了心中苦闷，希望得到寄赠对象的理

解和帮助，应当说这是李敬舆学习李白诗歌而不

囿于李白诗歌的结果。

三、李敬舆次韵李白咏怀诗分析

李敬舆次韵李白的咏怀诗共有九首，分别是：

《次李白韵咏老人星》《逢故乡人，次李白紫极宫

感秋韵》《次李白韵咏仲秋月》《次李白韵（无才

忝东阁）》《次李白韵咏怀》《次李白韵（露洗火云

蒸）》《次李白韵》《李白韵忆耽罗谪客》《次李白

韵忆耽罗客》。其中《次李白韵（无才忝东阁）》

属于咏怀诗，但次韵李白的却是李白的寄赠诗

《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另外一首《次

李白韵（露洗火云蒸）》次韵的却是李白的寄赠诗

《酬裴侍御对雨感时见赠》，所以对这两首次韵诗

无法与李白原诗进行比对，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

表 4 为李敬舆七首咏怀诗和李白原诗的对照。

表 4  李敬舆咏怀与李白原诗

序号 李敬舆次韵诗 李白原诗

1 《次李白韵咏老人星》 《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

2 《逢故乡人，次李白紫极宫感秋韵》 《浔阳紫极宫感秋作》

3 《次李白韵咏仲秋月》 《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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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李敬舆次韵诗 李白原诗

4 《次李白韵咏怀》 《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

5 《次李白韵（上林早借枝）》 《登广武古战场怀古》

6 《次李白韵忆耽罗谪客》 《送杨少府赴选》

7 《次李白韵忆耽罗客》 《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

①	李敬舆：《白江集》，第 221 页。

②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 1125 页。

李敬舆之所以选择次韵李白的咏怀诗，主要

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对济世报国思想的认同。无论是李敬

舆还是李白，他们都怀揣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渴

望兼济报国，如李敬舆《次李白韵咏老人星》和

李白原诗《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次李白韵

咏老人星》文本如下：

古人求长生，采药蓬莱岛。我来此仙

乡，幸邻南极老。清辉掩朱鸟，瑞色连黄道。

相随波上下，几看海枯槁。必待三秋见，常

教五云抱。光输北辰远，影入沧溟倒。每与

昏为期，不共日争早。还期圣人出，已入使

臣草。长愿玉宇清，夜夜氛翳扫。持此奉明

主，千年仰穹昊。①

该诗作于李敬舆被贬期间。老人星又称寿

星、南极仙翁，自古被人们视为吉星，但是它的

位置太偏南，在我国北部看不到，只有长江流域

及以南的地方，才能在短暂的时段里在较低的南

天看到它。长江流域及以南区域的纬度大约在北

纬三十度及以南的区域，韩国的纬度大约在北纬

三十四到三十八度之间，由此基本可以判断，李

敬舆当时所在的位置当是朝鲜半岛以南的某个岛

屿。此时的李敬舆仍身处艰难的困境之中，但他

仍“位卑未敢忘忧国”，在《次李白韵咏老人星》

一诗的末尾处写道：“还期圣人出，已入使臣草。

长愿玉宇清，夜夜氛翳扫。持此奉明主，千年仰

穹昊”。即使个人身处险境，考虑的也绝不仅仅是

个人的是非得失，仍期君主明、圣人贤、国家清

明。而李白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在《荆州贼乱临

洞庭言怀作》中写道：

修蛇横洞庭，吞象临江岛。积骨成巴

陵，遗言闻楚老。水穷三苗国，地窄三湘道。

岁晏天峥嵘，时危人枯槁。思归阴丧乱，去

国伤怀抱。郢路方丘墟，章华亦倾倒。风悲

猿啸苦，木落鸿飞早。日隐西赤沙，月明东

城草。关河望已绝，氛雾行当扫。长叫天可

闻，吾将问苍昊。②

面对盗寇兴乱，涂炭生民，李白“思归阴丧

乱，去国伤怀抱”，思归而不忍离，内心忧伤不

已。“关河望已绝，氛雾行当扫。长叫天可闻，吾

将问苍昊”，寇贼猖獗已极，内心充满忧愁，然而

却无能为力，只能质问苍天，希冀昊天能将盗寇

扫除，还清平盛世。无论是李敬舆的忧国忧民，

还是李白的怒而问天，其中都渗透着二人强烈的

爱国情怀。李白见证过安史之乱，李敬舆见证过

壬辰战争、丙子战争，作为渴望兴邦救国的仁人

志士，二人相似的经历自然而然也就催生了相同

的爱国共鸣。应当说，李敬舆在次韵李白咏怀诗

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李白的爱国情怀所打动。

再如李敬舆《次李白韵（上林早借枝）》和

李白原诗《登广武古战场怀古》。李敬舆在诗中写

道：“物理否还泰，天心仁且公。君看唐子方，终

报宋仁宗。”“唐子方”指的是北宋著名谏臣唐介。

唐介（1010 — 1069），宋神宗宰相，为人耿介，不

畏权势，秉公办事。李敬舆自比唐子方，相信自

己能够忠君报国，实现政治理想。李白《登广武

古战场怀古》一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怀：“战争有

古迹，壁垒颓层穹。时当鸱枭翔，一播鸣凤音。

翔云列晓阵，杀气赫长虹。拨乱属豪圣，俗儒安

可通。”李白登临古迹，想象当年楚汉战争的壮

烈景象，渴望自己也能做一名“豪圣”，拨乱反

正，济世安民。从这些豪迈的诗句可以看出李敬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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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和李白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心，他们都不

甘心做一介俗儒，希望能在政治上大有作为，成

为“豪圣”，实现鸿鹄之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李敬舆和李白在政治理想上的一致性，这种相似

的价值取向，使得李敬舆在次韵李白诗歌时，自

然而然就有了相似情感抒发。

第二，韶华易逝的年命之感。李敬舆次韵

李白诗歌而成的咏怀诗，受李白原诗的影响，多

有年命之悲的感慨。比较典型的是李敬舆对李白

《浔阳紫极宫感秋作》一诗的次韵。天宝九年，近

知天命之年的李白面对萧瑟的秋景，写了《浔阳

紫极宫感秋作》，文本如下：

何处闻秋声，翛翛北窗竹。回薄万古

心，揽之不盈掬。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

白云南山来，就我檐下宿。懒从唐生决，羞

访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野情

转萧洒，世道有翻覆。陶令归去来，田家酒

应熟。①

该诗表达了李白归隐林泉之心，风格雅尚

冲澹，其中所包蕴的情感亦引起了后世诗人的广

泛共鸣，苏轼、黄庭坚等人均有次韵之作。据相

关学者统计，现存于韩国的朝鲜时期诗文集中有

100 余首次韵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作》的诗作，

其中就有李敬舆所作的《逢故乡人，次李白紫极

宫感秋韵》：

尔自故乡来，殷勤问松竹。昨夜梦江

南，波添泪一掬。泛湖烟艇孤，沾霜老树独。

泥巢海燕辞，露渚沙鸥宿。物色昔时同，归

期何日卜。云萝笑厚颜，猿鸟怨迷复。魂归

沧溟阔，舟楫恐颠覆。依然一枕上，已觉黄

粱熟。②

李敬舆该诗与李白原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其

诗不仅表达了诗人的年命之悲，同时也表达了强

烈的思乡之情。这是李敬舆被贬异乡期间不可避

免的情感需求，也是李敬舆在诗歌创作上不完全

因循李白，对李白原诗《浔阳紫极宫感秋》的一

种情感延伸。尤其是其中“四十九年非，一往不

①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 1114 页。

②	李敬舆：《白江集》，第 222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可复”一联内蕴丰富，49 岁已近知天命之年，人

生已过半，不免会引发诗人对往昔岁月的惋惜和

反思。但此时的李敬舆并非 49 岁，而是 60 多岁

的高龄，他对年命之悲的感受比起别的文人更为

深刻。他所面对的已不是“四十九年非”，往日

之“非”已经太多，余下的时光越来越少。面对

“云萝笑厚颜，猿鸟怨迷复。魂归沧溟阔，舟楫恐

颠覆”的迷茫过往，李敬舆选择“依然一枕上，

已觉黄粱熟”的随缘自适的生活。这与李白诗中

“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野情转萧洒，世道有

翻覆。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几句所表达的

思想倾向是基本一致的，面对无力改变的现实，

不如回归园田、回归自我。

除了该诗外，李敬舆次韵李白的其他咏怀诗

也或多或少流露出年命之悲。如《次李白韵咏老

人星》③中“相随波上下，几看海枯槁。必待三秋

见，常教五云抱。光输北辰远，影入沧溟倒”，时

光不停地流转，与其为之困惑，索性选择“每与

昏为期，不共日争早”的随性生活。再如《次李

白韵咏仲秋月》“仲秋三五月，开云忆退之。天

涯动羁愁，镜里惊丑姿”④，时光易逝，容颜已老，

“追思祸福倚，总为功名欺。从命始自悔，到此将

怨谁”，只怪往昔执着于功名，如今才知原来福祸

相倚，责任在己，不可怨恨他人。从李敬舆的诗

歌中所流露出的辞别往昔、珍惜当下的人生体悟，

应当说与受李白“知非”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综上，李敬舆对李白咏怀诗的接受主要集中

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李敬舆对李白诗歌中兼济

报国思想的认同，这种思想上的共鸣是李敬舆次

韵李白咏怀诗歌不可或缺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李

敬舆对李白咏怀诗中“知非”思想的接受，对时

光易逝的年命之悲的咏叹。此外，李敬舆在接受

李白诗中的咏怀内容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思乡情

感融入其中，李敬舆在诗中多次提到江南故土，

比较典型的如“尔自故乡来，殷勤问松竹。昨夜

梦江南，波添泪一掬”（《逢故乡人，次李白紫极

宫感秋韵》），再如“遥望山河隔，何处是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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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李白韵咏怀》）。相比较李白，李敬舆咏怀诗

中的这些内容可以说是在学习李白的基础上，对

诗歌的一种再创造。

四、李敬舆次韵李白诗歌的特点及原因

李敬舆对李白诗歌思想的接受，主要侧重于

对李白诗歌中道家思想的接受。李白集儒道于一

身，他的诗歌既蕴含有建功立业、兼济报国的儒

家思想，也有隐逸求仙、追求不老长生的道家思

想。但纵观李白的一生，“济苍生”“安社稷”的

理想追求一直是其思想中的主旋律。但是在李敬

舆次韵李白的诗作中对道家思想的接受比重却大

于对儒家思想的接受，李敬舆次韵李白的 14 首五

言古诗中，有 7 首与道家归隐山林、服食丹药有

关，而与儒家思想有关的诗歌仅 5 首。而 14 首李

白原诗中，有 9 首与儒家兼济报国的思想有关，

与道家思想有关的仅 3 首。我们可以看出李敬舆

的 14 首次韵诗中，与道家思想有关的诗歌数量是

最多的，而李白的 14 首原诗中，与儒家兼济思想

有关的诗歌数量最多。

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多舛的人生际遇和坎坷的政治遭遇。

李敬舆生逢乱世，其政治生涯极为坎坷，七岁就目

睹了壬辰战争，壮年时期又见证了丙子战争，花甲

之年又因忠言进谏惹怒皇帝被削夺官爵、流放珍

岛。李敬舆之子李敏叙在《先考领议政府君行状》

一文中写道：

丙戌（1646）春，姜庶人狱起。初，御

膳有毒，上自内狱治之，已而下其狱。公以

大臣参鞫狱，辞有连赵庶人者，鞫厅皆削去

之。公曰鞫听故事，罪人辞语不得增删，众

议不听。狱既具，上悉召大臣公卿于宾厅，

下严旨，因促正姜罪。公与大臣启以全恩之

说，以唐太宗处丞乾坤事三启。上批亦峻，

领议政金公瑬先以严旨意斥去，公与他大臣

待罪阙门外。上怒亦震，罪大臣等不待批径

退阙门外，问其时班首，时公位次居首，遂

命削夺官爵。门外黜送，公出江外待命，居

十余日，积前事命绝岛远窜，遂配珍岛。三

月渡海，又命围篱安置。时上怒不可测，群

①	李敏叙：《西河集·先考领议政府君家状》，第 273 页。

臣莫敢言者，公既然在谪，不以患难为忧戚。

每言曰事君无愧于心则可矣，至于祸福命也。

看书籍课子弟学业以为娱……言者皆以公尽

忠获罪为言。①

不仅如此，李敬舆在被流放的过程中，还一

度被围篱关押，失去人身自由。遭此大难，对李

敬舆的身心是极大的考验。虽然在流放的过程中，

李敬舆“看书籍课子弟学业以为娱”，以一种相对

平和的心态对待贬谪期间的生活，然而尽忠报国、

直言进谏却最终获罪削官，这样的遭遇虽问心无

愧，但难免会使李敬舆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

风气感到失望。这是李敬舆诗歌中出现道家归隐

山林、求仙问药的内容的重要原因。16 世纪末李

氏朝鲜党派之争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朝鲜朝末

期。无休止的党争对整个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内耗，

也引发了 1627 年丁卯之役和 1637 年的丙子之役，

将整个国家推向了深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

敬舆的政治理想更加难以实现。同时，这时候的

李敬舆年事已高，流放生活不知何时能结束。对

年老的李敬舆来说，人生路亦不知还有多长。因

此，道家思想中追求隐逸、长生的思想逐渐在李

敬舆的心里滋长，并占得一席地位。

第二，贬谪珍岛的经历。李敬舆被贬蛮荒

之地，无法保全自身，更无法参与国家政事，只

能选择全身远害。此时的李敬舆自身遭难，无法

“济苍生”“安社稷”，于是他只能选择退而求其

次，追求个人的安宁。如前提到的李白《浔阳紫

极宫感秋作》一诗，诗中“懒从唐生决，羞访季

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野情转萧洒，

世道有翻覆。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几句，

表达了李白不求长生，只希望像陶渊明那样归隐

林泉、不问世事的愿望。而李敬舆次韵此诗所作

的《逢故乡人，次李白紫极宫感秋韵》一诗中

“依然一枕上，已觉黄粱熟”一联所呈现出的自在

生活，随缘自适的生活状态正是对李白“陶令归

去来，田家酒应熟”的继承。李敬舆诗中这种追

求隐逸生活的内容还有不少，如《次李白韵咏老

人星》中“光输北辰远，影入沧溟倒。每与昏为

期，不共日争早”呈现出与世无争、无拘无束的

生活态度。又如在《次李白韵（无才忝东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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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庶收桑榆境，得免简册诮”，宁愿回归桑榆之

境，也不愿身居庙堂，忍受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的官场生活。反观李白被李敬舆次韵的 14 首诗

中，尽管表现其追求归隐生活的思想倾向的作品

数量并不是最多的，但其“功成拂衣去，归入武

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的洒脱思想却

对李敬舆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尽

忠获罪的冤屈使得李敬舆对当时的黑暗现实感到

十分失望，故而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远离是非，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表现在诗歌中就是寻仙问

药、追求不老长生之术。如李白《经乱后将避地

剡中留赠崔宣城》一诗中“无以墨绶苦，来求丹

砂要”一句是李白寻仙问药、追求长生不老的生

动写照，而李敬舆也有寻仙问药、追求长生不老

术的诗歌作品，如《次李白韵咏老人星》一诗中

“古人求长生，采药蓬莱岛。我来此仙乡，幸邻南

极老”几句，这些诗句中提到的蓬莱仙乡、南极

①	（唐）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年，第 221 — 222 页。

老人星与寻仙问药、延年益寿有关。李敬舆《次

李白韵（无才忝东阁）》一诗中“仙路逢瀛接，天

文翼轸照”一句，是诗人面对衰世无力改变现实、

在艰难的处境中寻仙问道的真实再现。

总之，李敬舆次韵李白诗的原因主要是受李

白诗歌内容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李敬舆诗

歌创作中对李白诗歌思想内容的接受，也体现在

李敬舆遭遇人生的低谷期时产生与李白同是天涯

沦落人的精神共鸣，由此创作出一系列的次韵之

作。同时，李敬舆次韵李白的诗歌并不是一味地

模拟，而是在保持自身创作特点的基础上，有所

发挥和再创造。唐代刘知幾在《史通·模拟》一

文中说：“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

心异者，模拟之下也。”①可见，判断摹仿之作的

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原作的基础上

有所创新，李敬舆次韵李白诗即属于“貌异而心

同者”，自然是“模拟之上也”。

（王红霞：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余小活：成都锦城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尹锡南新著《印度汉学史》出版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重点集中于汉学研究传统悠久的西方国家如法国、英国、荷

兰、美国、德国和汉字文化圈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其他国家由于汉学研究起步晚，研究力量薄弱，受

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印度汉学研究更是如此。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长期以来中印学术界缺乏正常

的交流，因此国内学界对印度汉学和印度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了解得少之又少。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博士

生导师尹锡南的新著《印度汉学史》填补了国别汉学史研究上的这一空白。尹锡南经过十多年的资料收集、整

理以及在印度的“田野考察”，对印度汉学做了长时段、全方位的研究。《印度汉学史》以时间为序，将印度汉

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印度独立以前的汉学研究、1948 年至 1964 年的印度汉学研究、1965 年至 1988 年的印

度汉学研究、1989 年至 2021 年的汉学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在为此书撰写的长篇序言中，认为此

书实际上是一部“印度汉学通史”研究。在论述印度汉学发展史之外，尹锡南专列一章，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

印度汉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及相关思考。全书在宏观把握印度汉学史发展进程的同时，不乏对印度汉学家的个案

研究，如对印度华裔汉学家谭云山和谭中父子的研究、对印度史学家高善必（D. D. Kosambi）的介绍、对印度

汉学家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1898 — 1956）与狄伯杰（B. R. Deepak）等的汉学研究成就的考察和

分析等；另外，尹锡南通过对中印佛教的对比研究，揭示了印度汉学研究与印度学研究的一致性。（王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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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field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his research and writings, we can underst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ancient culture, which has provided valuable 

knowledge and perspective for the two peoples and promote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m. His achievements have not only been widely recognized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ut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riendly relations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Key words: Tan Chung, India Sinology, Sino-Indian exchange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Excerpts of Shuoyuan and Xinxu
Ke Hui

Abstract: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excerpts of Shuo Yuan and Xin Xu was published in the German 

version of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in 

the middle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translation of these excerpts is faithful to but shorter than the original French 

version. There are in total 11 stories, 10 of which are related to “politics” and one to “virtue”.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a German Enlightenment thinker, published Adrastea, a cultural periodical, in 

which there were four new stories from Shuo Yuan and Xin Xu about “advice”, which were translated by Herd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German translation of excerpts met the intellectual needs of ordinary readers in German-speaking 

areas, and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ed the academic interest of German translators. In particular, Herder, who compiled 

and supplemented the stories, was an unexpected disseminator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Shuo Yuan, Xin Xu,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German translation of excerpts, J. G. Herder

An Analysis of Li Jingyu’s Poems Using the Rhyme Sequence of Li Bai in the Joseon Dynasty
Wang Hongxia, Yu Xiaohuo

Abstract: Li Bai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etry of later generations and  literati in the Joseon dynasty 

of Korea. Li Jingyu was one of Korean scholars. Of the 40 surviving five-character poems by Li Jingyu, 14 use 

the rhyme  sequence of Li Bai. They are also influenced by Li Bai’s poems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 content and 

ideological mean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from Li but not being limited 

to him”. This article takes these 14 rhymed poem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rough close reading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d reasons for Li Jingyu’s use of the rhyme sequence of Li Bai’s poems.

Key words: the Joseon dynasty of Korea, Li Jingyu, use of rhymes  of another’s poetry, Li Bai

A Study on the Spread and Use of Western Woolen Goods Centered on Inventories of  
Property in the Qianlong Reign

Li Kun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pread and use of Western woolen good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by using 104 inventories of property and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study finds that as early 

as the Qianlong reign, the geographically Western woolen goods were sprea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even 

low-level officials in remote areas possessed Western woolen goods, which were transported and sold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country through officials and merchants. Western woolen goods were used to make clothing such as 

civilian clothes, traveling outfits and official uniforms; household items such as quilts, bed blankets, carpets,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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