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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一　　〔中〕葛兆光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仅仅靠中国资料来解释
中国是否已经足够？
”我觉得，这虽然似乎只涉及使用历史资料的方法，实际上，背后却有一个如何“理解”中国的观念
。
我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周边各国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不同的文化视角来反观中国，可是，即使是在“近在
咫尺”的朝鲜或“一衣带水” 的日本，至今还有很多关系到中国的资料，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
。
　　大约十年前，我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韩国出版的一些汉文文献，包括《李朝实录》、《海行总载》
、各种韩国文集，以及各种朝天录与燕行录，让我惊讶的是，这里面居然有这么丰富的有关中国的资
料。
这些庞大的官方史料、整齐的诗文别集以及个人记录，比如日记、笔谈以及诗歌等等，居然如此深刻
地呈现着古代，特别是15世纪以来长达数百年间，朝鲜人对于中国的见闻、记忆和想象，特别是这些
汉文写成的燕行文献（包括明代各种朝天录和清代各种燕行录）。
我这里之所以用“见闻”这个词，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是实地考察的忠实记录。
当然也有一些不是经由文献记载和转述，转化为“历史记忆”，使得一个“中国”变成了记忆中的和
现实中的两个“中国”。
毋庸讳言，里面也有很多“想象”，尤其清代的燕行文献，一些对大明王朝有深厚感情而对大清帝国
有着强烈鄙夷的朝鲜文人，对于他们听到的和看到的各种现象，在做固执的联想和偏执的想象，在这
些联想和想象背后，不仅裹挟了太多的历史，也携带了太多的情感。
　　当然，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极其丰富的资料。
过去，崔溥的《漂海录》和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常常被人们引用，可是，应当还有更多资料有待开
发，它们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发现。
比如关于明清两代易代时的历史细节，比如明清两代北京的城市与生活，比如关于一些中国著名学人
的住址和交往，比如关于明清社会风俗与演剧，比如清代满汉之间的冲突，比如变迁中的北京的书籍
与学风，等等。
有学者曾经指出，这些文献中有很多本国人忽略而异域人所关心的历史细节，因为朝鲜人到了中国，
作为外国人，他们注意到的常常是与本国相异的东西，那些一眼看去觉得不同的事物、人物和现象，
会自然地凸现在视野中，而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却常常会因为熟悉而视而不见，因此被淡忘和忽略。
　　过去，也许由于曾经作为朝鲜的占领者和殖民者的缘故，日本学界对于朝鲜文献有较多的关注，
不仅林泰辅、白鸟库吉等东洋学的开创者对朝鲜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还出现了像今西龙、藤冢邻等这
样的专家，他们对朝鲜汉文文献有很多收集和研究，至今日本仍然有很多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还有
像《朝鲜学报》那样持续许多年出版的高水准学术刊物，就连我们常用的朴趾源《热河日记》也有今
村与志雄先生那样精彩而详细的注本。
但在中国却只出版过《李朝实录》等少量朝鲜汉文史料，像《同文汇考》、《通文馆志》等相当多的
文献，都很少被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关注。
虽然近几年的情况稍稍有了变化。
现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作，选择了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末四百年
间的三十余种最具史料价值的燕行文献，撰写了较详细的提要，编成这一套《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也许会给学界提供一些新的资料，我们希望这一套书与2010年我们
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一样，让我们“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通过
异域之眼了解中国的真正特性。
　　首先，我要感谢韩国成均馆大学亚洲学术院的合作，没有他们精心挑选和扫描，我们无法得到各
种燕行文献目前的最好版本，而且他们也对各种燕行文献撰写了初步提要，让我们撰写更详细的中文
提要有了很好的基础；其次，我要感谢复旦大学各位参与撰写提要的研究生及博士后研究人员，特别
要感谢王鑫磊、朱莉丽的工作，他们两位在组织、联络和统稿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后，我要感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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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大学出版社，特别是贺圣遂、孙晶和韩结根先生，在上一次出版《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的基础
上，这次又一次精诚合作，推出这样一套大型资料集，给中国学术界提供新资料。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序　　二　　〔韩〕辛承云　　历史上中韩两国之间外
交使节的往来活动可谓源远流长，而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朝鲜王朝时期朝鲜使者往来中国时留下
了大量文献记载。
在这些文献中，形成于明代的部分一般称作“朝天录”，而形成于清代的部分则称作“燕行录”。
在韩国，这些文献之所以都以“燕行”统称，一方面是因为朝鲜使者的目的地即中国的北京又称“燕
京”之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同样长期存在的朝鲜使者往来隔海之国日本所留下的“海行”文献的
概念相对应。
朝鲜王朝五百年间，由朝廷任命并派遣前往明清两朝的使节团队约有一千余批次，尽管各个时期的情
况或有所不同，但通常来说，每一次使行平均都有参与人员五六百名，历时一百五十天左右，行程约
六千里，可谓规模浩大。
而对于这些使行活动的详细过程，使团成员诸如正使、副使、书状官及其随行人员（子弟军官、译官
等）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记载，就目前已知并发现的燕行文献而言，其数量就多达五百余种。
　　在韩国国内，一直十分重视对这些燕行文献的汇编、翻译和出版工作。
早在朝鲜王朝末期，就曾经有将金昌业、朴趾源、洪大容三人的燕行录以《燕汇》为题进行汇编的记
载。
而在1930年，由青丘学会刊行的《青丘学丛》，也曾经附录过105种燕行文献的目录。
从1960年到1962年，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基于立足东亚研究中韩交流史的出发点，率先将31种
燕行文献汇编成《燕行录选集》（上、下）出版，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正规化的资料出版及后续的翻
译工作，使得燕行文献相关的研究由此展开。
此后，在2001年，韩国东国大学又出版了由林基中所编的《燕行录全集》一百册，此举再次使得各界
对于燕行文献的关注达到了一个高潮。
不仅如此，2008年，我院又将新收集到的二十种燕行文献集合成《燕行录选集补遗》（上、中、下）
予以出版，此举不仅是对以往同类燕行文献出版工作的延续，更为中韩两国的学者在文学、历史、外
交、文化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资料。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极具研究价值的燕行文献，在中国却一直未曾有过公开的出版，以致
中国国内的研究者在开展相关研究时面临诸多不便之处。
因为注意到了这一点，在2008年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签订了学术交流与共同
研究协定之后，2009年葛兆光院长访问韩国时提出的第一个合作设想，就是由双方共同在中国出版一
套韩国所藏的汉文燕行文献的选编丛书，双方就此迅速达成一致意见。
此后，文史研究院与东亚学术院下属的大东文化研究院立即展开合作。
合作过程中，双方频繁进行沟通联络，除日常工作联系外，还专门召开了三次编撰研讨会，集中解决
编撰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在双方精诚合作下，丛书编撰工作顺利有序地开展，历时两年多的努力
，终于使得这一套《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三十册）得以出版面世。
　　这套《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丛书，总共收录了33种韩国汉文燕行文献，这些文献的原本分别
收藏在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国立中央图书馆、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高
丽大学中央图书馆、庆北大学中央图书馆、韩国银行知识情报室以及成均馆大学尊经阁等机构，这些
机构在编撰过程中慷慨地为我们提供各自所藏文献的珍贵原本供我方拍摄，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
谢。
同时，对于每一种燕行文献，我们都邀请中韩双方的学者共同撰写专业、详细的解题，对他们的这一
重要的工作，在此也要深表感谢。
最后，还要特别对丛书编撰过程中承担大量事务的大东文化研究院的曹苍录先生以及中国复旦大学文
史研究院的王鑫磊先生、朱莉丽女士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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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韩交往忠实记录 汉字文化历史样相　　国际合作学术成果 域外汉籍珍本丛书　　2010年5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
南所藏编）》（二十五册），该套丛书是中国周边国家所藏汉文历史文献资料在中国国内的首次大规
模、原创性的出版，为学界提供了经由“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出版至今广受
海内外各方好评。
　　开展“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即发掘和利用中国周边国家所留存的文献资料，借助“他者”眼
光考察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正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可，而作为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支撑，文
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至为关键。
因此，本着坚持学术、服务学术的一贯宗旨，在越南燕行文献成功出版时隔一年之后，复旦大学出版
社又再次推出了这一套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编的《韩国汉文燕行文
献选编（套装共30册）》。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朝鲜王朝的使节往来中国明清两朝而留下的有关中国的文字记载
。
这些文献因形成时代的不同，分别以“朝天录”（明代）或“燕行录”（清代）为题，而学界一般习
惯将其统称为“燕行录”。
它们几乎都用汉字书写，时间跨度从明初一直到清末，目前留存的文献数量大约有五百余种，其篇幅
从数千字到数十万字不等；其作者群体构成广泛，既有朝鲜使团的正式使节如正使、副使、书状官，
也有随行人员如子弟军官、通事（翻译）等。
其记载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有对中国山川风貌的描写、风土民俗的记述，有对中国时事政治、经济、
文化动态的记录，还有朝鲜人与中国士人的交流笔谈、诗文酬唱等等，总的来说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
文化直接相关的资料，而且由于作者外来者的身份，其观察和记录往往比中国本土同时期的记载更为
细致，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韩国国内，将燕行文献视作国家重要的历史遗产，历来十分重视其整理出版。
截至目前，已经出版的燕行文献主要有《燕行录选集》（两册）、《燕行录全集》（一百册）、《燕
行录选集补遗》（三册）、《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三册）等，几乎涵盖了现有的燕行文献。
不仅如此，新的燕行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还在不断延续。
应该说，燕行文献的出版在韩国已经相当发达，但是对于这样一批对中国历史研究意义重大的文献材
料，以往在中国国内却鲜见流传，更谈不上规模化的出版。
许多早期研究燕行文献的中国学者，无一不是在韩国如获至宝后开始自己的研究，而直到今天，由于
国内收藏有限，不少学者仍需假道国外，辗转利用，多有不便。
目前，在学界和出版界的共同推动下，在中国国内系统性地出版韩国燕行文献的工作已经被提上日程
，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这一套《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套装共30册）》的出版，可算是一个开创性
的标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套文献的出版，并非对韩国已出版燕行文献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精挑
细选、注重研究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次出版活动，更是中韩双方学界开展国际合作的一项重要的学
术成果。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套装共30册）》的编撰出版，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
学东亚学术院的一个学术合作项目，文史研究院与东亚学术院都是以东亚（亚洲）研究为旨趣的学术
机构，双方因共同的关注走到一起，于2008年签署了全面学术合作协议，而在中国出版《韩国汉文燕
行文献选编》，为中国学者提供研究材料的便利，成为双方合作框架下的第一项具体举措。
整套丛书的编撰工作历时近三年，期间双方开展了频繁的双边交流，还专门召开了三次编撰讨论会，
正是在中韩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才有了今天这一重要学术成果的问世。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套装共30册）》全书共收录韩国汉文燕行文献三十三种，在文献的选
取上，中韩双方的学者进行了反复的磋商，既考虑文献的代表性和史料性，更注重文献对中国历史研
究的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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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书年代而言，选本最早为十五世纪末（明成化年间）的《飘海录》（崔溥），最晚为十九世纪末
（清光绪年间）的《领选日记》（金允植），其中成书于明代的十二种，成书于清代的二十一种，既
考虑明清两朝时段上的覆盖性，又考虑年代分布上的均衡性；就文献形式而言，选取的绝大多数为文
字性材料，体裁主要为日记体，个别为诗歌体，同时也选取少量珍贵的图像性的材料，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朝天记地图》（郑斗源）；而就具体篇目而言，一方面，既选取中国学者本已熟知的文献，如
《飘海录》、《热河日记》（朴趾源）等；另一方面，更多的是选取以往中国学界关注不多但极具研
究价值的文献。
这套文献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为每一种燕行文献所撰写的解题上。
对于所选取的每一种文献，首先由韩国方面邀请本国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韩文解题，就文献
版本、作者生平、出使背景以及记载内容等做概要性的阐述；然后，由复旦大学方面负责翻译成中文
，并组织中国学者对解题进行补充修订，其核心的工作是添加关于该文献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参考价
值的评述。
如此一来，最后完成的解题是在综合了中韩双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文献进行的精确介绍和恰
当评价，从而为文献的阅读者和利用者提供一个基本的知识背景。
而解题撰写的过程本身，也是中韩两国学者间开展学术交流和互动的过程。
除了解题之外，全书末尾还附录了明清两代朝鲜王朝遣使中国一览表，这个数据表通过整理《朝鲜王
朝实录》和《同文汇考》等文献而编成，亦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此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套装共30册）》的出版方式是首先对原始文献进行高分辨率的
影像采集，再进行影印出版。
在韩国方面的大力帮助下，所收集到的提供拍摄的原始文献，绝大多数都是目前韩国国内所能找到的
品相最好的版本，而这些影像的出版，也得到了相关图书收藏机构的版权授权。
而这样一种出版方式，就和直接影印韩国已出版的燕行文献集的方式有了本质的区别，它更直观地展
现了文献的原始面貌，从而也使得整套丛书具有了一定的艺术性和较高的收藏价值。
正因为这套丛书具备珍贵的文献价值、重要的史料价值、极高的学术价值，所以在它编撰和出版过程
中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和关注，它相继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上海文化发展
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并作为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的科研项目得到扶持。
我们还看到，不少关注燕行文献的研究者，通过网络论坛、微博等途径，表达自己对文献出版的期许
，并称此举有“造福学界”之利。
如今这一套丛书终于得以出版发行，衷心希望这一合中韩双方之力的学术结晶，能够为中国学者带来
实实在在的帮助，为历史研究开拓更为广阔的视野，为中韩文化交流续写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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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目录卷　首序一  〔中〕葛兆光序二  〔韩〕辛承云凡例第一册锦南先生漂海录  崔　溥　撰第二册朝
天录　 郑士龙　撰朝天日记　 赵　宪　撰第三册荷谷先生朝天记　 许　篈　撰第四册朝天录　 尹根
寿　撰赴京日录　 郑昆寿　撰戊戌朝天录　 李廷龟　撰甲辰朝天录　 李廷龟　撰丙辰朝天录　 李廷
龟　撰庚申朝天录　 李廷龟　撰庚申朝天纪事　 李廷龟　撰庚申燕行录　 李廷龟　撰第五册朝天日
录　 崔　晛　撰第六册朝天录　 李民宬　撰第七册槎行录　 全　湜　撰朝天记地图　 郑斗源　撰朝
京日录　 金　堉　撰第八册燕途纪行　 麟坪大君李撰老峰燕行录　 闵鼎重　撰第九册老稼斋燕行日
记（一）　 金昌业　撰笫十册老稼斋燕行日记（二）　 金昌业　撰第十一册燕行录　 闵镇远　撰庚
子燕行杂识　 李宜显　撰第十二册一庵燕记（一）　 李器之　撰第十三册一庵燕记（二）　 李器之
　撰寒圃斋使行日记　 李健命　撰第十四册桑蓬录（一）　 姜浩溥　撰第十五册桑蓬录（二）　 姜
浩溥　撰第十六册北辕录（一）　 李商凤　撰第十七册北辕录（二）　 李商凤　撰第十八册湛轩燕
记（一）　 洪大容　撰第十九册湛轩燕记（二）　 洪大容　撰第二十册燕行记事　 李 撰第二十一册
入燕记　 李德懋　撰 随槎录　 卢以渐　撰第二十二册热河日记（一）　 朴趾源　撰第二十三册热河
日记（二）　 朴趾源　撰第二十四册热河纪游　 徐浩修　撰第二十五册燕行录　 白景炫　撰燕台再
游录　 柳得恭　撰第二十六册蓟山纪程　 李海应　撰第二十七册燕蓟纪程　 朴思浩　撰第二十八册
燕辕直指（一）　 金景善　撰第二十九册燕辕直指（二）　 金景善　撰第三十册领选日记　 金允植
　撰朝鲜王朝遣使中国一览表朝中历史纪年表（1392—1910）书名及作者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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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凡例　　一、韩国汉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朝鲜王朝官方使节或其随从人员出使中国而撰著制
作的相关汉文记录，其中，在明朝时期形成的多题为“朝天录”、“朝天记”，在清朝时期形成的则
多题为“燕行录”、“燕行记”。
从形式上看，则可分为日记、诗文集和使程图录等。
本编影印的相关文献，是经过中韩双方编者精心选取并认为最具研究价值的33种燕行文献，其原书均
藏于韩国。
　　二、本编所收燕行文献之原本由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联系韩国各图书收藏
机构（包括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成均馆大学尊经阁、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
庆北大学中央图书馆、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韩国银行知识情报室、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提供
版权，并选取最佳版本拍摄高清图片供中方影印出版。
　　三、本编所收燕行文献，其排次均以文献所涉的出使年代为序，出使年代相同者，以作者生年先
后为序。
　　四、本编所收各燕行文献的卷首，均附解题一篇。
内容除书名、卷数、版本、册数、收藏单位及索书号外，主要介绍作者生平及本书概要。
解题由韩国学者撰写韩文初稿，中方负责翻译并进行补充修订，补充修订工作侧重于介绍各种燕行文
献中与中国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内容，并阐述其作为域外文献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价值所在。
不当之处，尚祈各方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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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上海举办新书首发式　　中韩双方专家盛赞《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　　媒体高度关注文
献出版　　8月8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共同举办《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新书发布会，来自国内和韩国的专家齐聚一堂，追溯中韩文化交流，研讨东
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本书中方主编葛兆光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院长、本书韩
方主编辛承云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安大会、陈在教、金庆浩、曹苍录教授，著名文史专
家、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朱杰
人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
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韩升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吴震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教授，复旦大
学中文系傅杰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邵毅平教授出席会议，并一致认为《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具
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发布会还吸引了诸多媒体争相报道。
截止8月24日，“新华社”、“中国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华读书报》、“人民网
”、“凤凰网”、“东方网”、“光明网”、“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台湾网”、“搜狐资讯”
等逾四十家媒体纷纷给予报道。
　　“新华社”引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即本书中方主编葛兆光教授的讲话，指出“该丛书集录
韩国所藏汉文文献珍本，呈现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王朝交往记录，是一部以汉字呈现的‘东亚历史’
。
给研究者提供了用‘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新鲜视角以及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院长即本书韩方主编辛承云则介绍道：“在韩国国内，历来将燕行文献视
为国家重要的历史遗产。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从现存于韩国各大重要研究机构的燕行文献中精选了33种，主要选取以往
中国学界关注不多但极具研究价值的文献，时间上主要集中于17世纪。
这些文献既体现了当时朝鲜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个人感情，也有着‘很多对变迁中国的描述’。
”　　《文汇报》以借“‘他者’眼光考察中国历史文化”为题介绍了这套文献的历史背景以及对于
研究明清中国的意义，在报道中指出：韩国汉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朝鲜王朝的使节往来中国明清
两朝时留下的有关中国的文字记载。
这些与中国历史文化直接相关的资料，由于写作者的外来身份，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往往比同时期中国
本土的记载更为细致独特，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文汇报》还特别提到：尤值一提的是，这套文献并非对韩国现有燕行文献的简单复制，而是中韩学
界开展国际合作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
据了解，该丛书的出版身后，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的一个学术合作项
目，丛书编撰历时近3年，还专门召开了3次编撰讨论会。
《解放日报》、《中国日报》、凤凰网、东方网介绍了该文献收录的内容和北京资料，说明了该文献
从不同角度真切地显示了当时中国的诸多实相：目前留存的文献数量大约有500余种，其篇幅从数千字
到数十万字不等；这些文献因形成时代的不同，分别以“朝天录”（明代）或“燕行录”（清代）为
题，而学界一般习惯将其统称为“燕行录”。
它们几乎都用汉字书写。
其作者既有朝鲜使团的正使、副使、书状官，也有子弟军官、通事（翻译）等随行人员。
其记载内容包罗万象，有对中国山川风貌的描写、风土民俗的记述，有对中国时事政治、经济、文化
动态的记录，也有朝鲜人与中国士人的交流笔谈、诗文酬唱等。
　　会后，“新华社”还采访了贺圣遂董事长（本书编委），在采访中，贺董事长表示，“从周边看
中国”是中、日、韩、越等国学术研究合作的重要项目，去年出版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
所藏编）》迄今已售近200套，获世界各地和中国不少重要学术机构收藏研究，为世界研究中国增添了
大量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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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社计划继续推出《日本汉文燕行集》和‘日本汉籍荟萃’，为学界研究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东南
亚文化的交流提供第一手的必备文献。
”　　——网友评论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

编辑推荐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　　布面精装  图像彩印  全三十册　　国际合作学术成果　域外所藏文献
珍本　　明清中韩交往记录　汉字文化东亚历史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套装共30册）》是韩
国所藏与中国密切相关的重要汉文历史文献资料，它主要是明清两代李朝朝鲜使臣往来中国时根据当
时所见所闻留下的文字记录，且全部用汉字写成。
其中所记载的大量生动鲜活的史料，很多甚至未见于同时代中国典籍的记载。
因此，它不仅是研究朝鲜历史或中朝关系史的珍贵资料，更是研究明清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学术的重要史料。
　　当前，韩国燕行文献正被越来越多学者所知晓，关注并运用韩国燕行文献开展有关中国的研究逐
渐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
然而，以往所见的韩国燕行文献主要是在韩国和日本所出版的几种，由于这些材料在中国大陆收藏较
少，对中国学者而言，利用这些资料开展研究存在诸多不便。
因此，在中国大陆出版一套《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一方面可以让中国研究者进一步熟悉韩国燕
行文献这一篇幅巨大的史料库，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利用这部分材料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并进而起到
推动中国的学术研究的作用。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套装共30册）》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
共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选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韩国燕行文献共80种，约25000－26000页，所涉及史料的时间跨度为明
、清两代，选目由中韩主编双方根据学界需求、所载内容、版本情况等进行综合考虑后决定。
全书拟分三次出版，初编拟出版32册，每册约500页，全部采用原件影印方式出版，利用韩国所收藏的
质量最高的底本进行制作。
该丛书出版时，将在每一种燕行录之前附上中韩双语撰写的提要，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提要内容包括该书作者小传、版本和收藏情况及文献记载的具体内容。
提要由中韩学者共同撰写。
该套资料出版后的目标购买群体定位在各大高等院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及部分个人研究者和收藏者。
　　本项目在启动前，先后请教过多名相关专家，均以为选题大有意义，做法切实可行。
各专家指出，本项目的完成不仅可以供学界作进一步研究之用；同时也是在探索一种新的实证研究的
方式与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从而将推动“从周边看中国”这一学术计划的深入展开，因而这一出版
工程意义非凡。
与此同时，该套书的编撰出版，还是中韩两国在学术资源共享、学术研究合作方面进行的一次有益的
尝试，相信此举对于增进中韩两国的友好关系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套装共30册）》在汇编的前期，做过大量深入具体的研究，落实了与
专门收集、研究汉文文献的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合作关系。
现已进行了近两年，其间互有往来，互动良好。
编者与出版社的合作也很顺利，出版社从一开始就派出资深编辑专门负责。
三方确定下来的具体做法是：以影印原书附以中韩双语提要的形式，将上述80种汉文燕行文献汇编一
处，初编计32册。
现韩国提供的扫面件已全部到位，并搜集了全部作者的传记资料。
复旦大学方面则负责文献的真伪考订、编排年次，与韩国学者共同撰写提要和影印出版。
面世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不仅对各相关文献的实际作者和撰述年代多方考辨，纠正了现在通
行的韩国燕行文献目录中的不少错误，而且对图书版本及文献的具体内容有较深入的研究，书后还附
录了“韩国燕行年表”，体现了中韩双方学者的研究水平，是中韩双方学术机构通力合作的成果。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