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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朝鲜朝汉文词典是朝鲜朝学者编撰的以意义为类，聚合、解释汉字词意义和用法的工具书。文章

通过对朝鲜朝类解类、语录解类和综合类代表词典的介绍，研究各类词典的特点和功用，认为朝鲜朝汉文词典

的编撰体例受中国传统词典的影响，编撰内容为汉文化和朝鲜本土文化融合的产物。目前，朝鲜朝汉文词典绝

大多数尚未在中国出版，作为域外新材料，其对汉语汉字的对外传播以及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等研究皆具有重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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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词典是按词语类别收集并训释词义的工具书。中国最早按义类编排的词典是成书于战国时期

的《尔雅》，全书收录 4300 多个词语，将其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

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

等十九篇，成为中国传统词典编撰的萌芽。后人仿照《尔雅》体例，编撰一系列以“雅”为书名的词典，

如汉代孔鲋《小尔雅》、三国魏时张揖《广雅》、宋代陆佃《埤雅》、明代朱谋㙔《骈雅》、明代方以智《通

雅》、清代吴玉《别雅》，这些词典都具有综合词典的性质。此外，西汉扬雄《方言》仿照《尔雅》体例，

开创以词汇比较体例编撰词典之先河。以后的学者承袭以上两种词典编纂体例，开始收集各种词汇，

按类编排。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词典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的词典也在此期间开始传入朝鲜半岛。这一时

期，朝鲜学者为了查阅汉语词汇更加便捷，开始抄录中国传统词典，取其所需辑录成新“词典”。此外，

中国传统词典也于这一时期在朝鲜半岛被大量刊刻出版。除了对中国传统词典的抄录和刊行，朝鲜

文人也开始仿照中国传统词典体例，自行编撰汉文词典。朝鲜半岛汉文词典的编撰，亦始于经济、文

化全面发展的朝鲜朝。“在此期间，朝鲜朝不仅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加深，还将汉语和汉文化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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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国土壤，使其影响深远。历代君主对国内汉语学习的重视，是汉语和汉文化在朝鲜半岛有效传

播的重要原因。另外，中国对朝鲜来华使节的汉语水平要求愈发严格，这也促使朝鲜朝格外重视汉

语译官的培养。朝鲜朝采取诸多推广汉语的措施，例如：设立司译院，使高级汉语人才的培养得到

有力保障；增设乡校等机构，教授儿童学习汉字和汉文化；引进中国考试制度，鼓励民众参与科举考

试。”a	这不仅加速了汉字和汉字词在文化生活方面的普及，更能使汉字词融入当地语言。为了更好

地学习和使用汉字词汇，朝鲜朝文人开始编撰适用于本土的汉文词典。

朝鲜朝词典的编撰按照用途主要分为类解类词典、语录解类词典和综合类词典。其中，类解类词

典主要有《译语类解》（含补）、《蒙语类解》（含补编）、《方言类释》等，语录解类词典主要有李滉《语录解》、

郑瀁《语录解》和南二星、宋俊吉《语录解》；综合类词典主要有《物名考》《才物谱》《古今释林》等。

二、朝鲜朝类解类词典及其价值

“所谓‘类解’，即把词汇分类成天文、时令、地理等几十个类别之后，逐次解释其义的意思。这不

仅是有关学习外国语的既简明又饶有兴趣的词汇集，同时还具有对译著述的性质。”b朝鲜朝自编的

类解类词典主要是为帮助翻译人员学习汉语词汇，高峰期产生的《译语类解》（含补）、《蒙语类解》（含

补编）、《方言类释》等词典都属类解类词典。

（一）《译语类解》（含补）

《译语类解》是朝鲜朝司译院编写的供译官语言学习、翻译、科考用的汉语类解类词典，该词典据

推测约成书于朝鲜肃宗八年（1682），刊行于肃宗十六年（1690）c，是译学制度建立后的产物。比词典

分上下两卷，共收录汉语词条 4691 个，涉及天文、时令、气候、地理、宫阙、公式、官职、祭祀、城郭、桥

梁、学校、科举、屋宅、校阅、军器、佃渔、馆驿、仓库、寺观、尊卑、人品、敬重、骂辱、身体、孕产、气息、动

静、礼度、丧葬、服饰、梳洗、食饵、亲属、宴享、疾病、医药、卜筮、算数、争讼、刑狱、买卖、珍宝、蚕桑、织

造、裁缝、田农、禾谷、菜蔬、器具、鞍辔、舟舡、车辆、技戏、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花草、树木、琐说，凡

59 个门类。朝鲜英祖五十一年（1775），司译院训上金弘喆承金相国之命修订《译语类解》，并在此基

础上补缺《译语类解》，共增补 2298 个词条，并在《译语类解》原有门类上增加官府、婚娶、卜筮三类，

另立为一卷，名为《译语类解补》。该书编撰目的如金弘喆的跋文所言：“物类有万，方言不一，以我人

而习华语者，苟未能周知而遍解，宜有所龃龉而扞格，此《译语类解》之所由作也。”《译语类解》和《译

语类解补》对词条的训释体例相同，各个词下有左右两行小字标记朝鲜语读音，左下旁所标记的是正

音 d，右下旁的是俗音。其下所表示的“〇”之下又用朝鲜语或汉语标记其词汇的朝鲜语词义。若朝

鲜语与汉语词义同一，就用“∣”表示重复。《译语类解》（含补）是为帮助汉语学习者掌握数量庞大、

纷繁复杂的汉语词汇而编写的对译词典，因收词汇的每个汉字下左右两侧都用谚文标注了该字的正

音和俗音，故这部词典也是研究近代汉语北方语音的宝贵材料。

a 王平：《韩国汉文辞书史料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 年，第 3 页。

b [ 韩 ] 金哲俊：《“类解”类文献中的汉—朝词汇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 页。

c 参见王平：《韩国汉文辞书史料学》，第 243 页。

d 即符合《洪武正韵译训》和《四声通解》等官修韵书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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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语类解》（含补编）

由朝鲜朝司译院编写的《蒙语类解》，约成书于朝鲜英祖四十四年（1768）。为帮助蒙语学习者掌

握数量庞大、纷繁复杂的蒙语词汇而撰成的汉文词典。词典分两卷，共收录 5317 个汉语词条，涉及

天文、时令、地理、人伦、人品、身体、容貌、气息、性情、言语、动静、人事、宫室、官职、官府、城郭、文学、

武备、军器、政事、礼度、乐器、孕产、梳洗、服饰、饮食、佃鱼、田农、米谷、菜蔬、果品、疾病、丧葬、寺观、

器具、匠器、舟车、鞍辔、数目、珍宝、布帛、买卖、争讼、刑狱、戏玩、骂辱、国号、飞禽、走兽、水族、昆虫、

树木、花草、杂语，凡54个门类。汉语词条下为谚文的对译，后用“○”隔开，用谚文注明蒙语中的对译。

朝鲜正祖十四年（1790），学者方孝彦据《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a的表音对《蒙语类解》

进行增补，作为一卷，名之曰《蒙语类解补编》。《蒙语类解》（含补编）是一部汉、朝、蒙三语对译分类

词典，与《蒙语老乞大》《捷解蒙语》合称“蒙学三书”，是朝鲜时期重要的对译词典。《蒙语类解》（含

补编）很好地保存了十八世纪蒙古语口语词汇，是研究这一时期蒙古语词汇的宝贵数据。此外，该词

典还记录了十八世纪朝鲜语的口语词汇，对研究朝鲜语词汇的形音义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方言类释》

《方言类释》成书于朝鲜朝正祖二年（1778），是朝鲜朝重要的汉、朝、满、蒙、倭对译词典，作者徐

命膺、洪命福。词典收录词汇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医卜文算、政治人事、居室器具、风俗人情、日常起

居、动物植物等各方面，具体包含天文、时令、地舆、尊卑、亲属、身体、容貌、动静、气息、性情、言语、宫

殿、朝会、政事、官职、升黜、人类、称呼、祭祀、嫁娶、生产、丧葬、宴会、接待、文学、笔砚、科试、仪器、乐

器、数目、教阅、军器、射艺、衙署、仓库、城郭、街道、桥梁、屋宅、营作、服饰、裁缝、布帛、纺织、食饵、割

烹、茶酒、饮啜、疾病、残疾、医药、卜筮、梳饰、镜奁、床帐、器用、骂辱、争讼、刑狱、僧道、寺观、珍宝、买

卖、借贷、蚕桑、田农、农器、米谷、果品、菜蔬、匠器、制造、技戏、舟舩、车辆、鞍辔、田猎、钓渔、皮革、柴

火、飞禽、走兽、昆虫、水族、树木、花草、杂语，凡 87 类。《方言类释》以类相从，涉及广泛，搜罗广博，

训音详实，作为一部专门汇集汉语词汇的词典，其目的是记录以中国为主的通行于当时的“方言”。

此处所谓“方言”，是指蒙、满、汉、倭语言。该词典以汉字作为字头，以朝鲜谚文释读其音义，而汉字

字头可以看做是当时中国官方所用“普通话”词汇，因此该书也可看做是汇集清代中期中国官方“普

通话”的词典。

综上，类解类词典延续了中国传统词典《方言》的编纂特点，以词语比较为主要编纂目的，而朝鲜

朝类解类词典又在此基础上扩大了词汇的比较范围，不局限于同一语言的比较，而是扩大到两种或

多种语言同一词语不同形态的比较，从而实现两种或多种语言对译的目的。朝鲜朝类解类词典对研

究近代汉语、朝鲜语、蒙语、倭语的音韵、词汇、语法、借词以及表示法等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

在标记汉字词读音时，朝鲜朝词典克服直音法、反切法等传统汉字注音方法的局限，能够以谚音较准

确地记录当时汉字的雅音和俗音，从而成为研究近代汉语北方语音的宝贵材料。

三、朝鲜朝语录解类词典及其价值

随着“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且词典在朝鲜半岛逐渐发展到成熟阶段，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理解

a 有的版本为《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均为清代阿桂奉敕编撰，收入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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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经典，朝鲜文人纷纷开始收编中国“朱子学”类著作及其他典籍词语，分门别类，编汇成书。朝鲜

朝中宗十八年（1523），校书馆重新刊印《朱子大全》。朱子学在古代朝鲜得以大力普及，朝鲜学者对

朱子著作及其思想的研究日益加深，其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朱熹的《四书集注》，《朱子文集大全》和

《朱子语类》也颇受关注。其中《朱子语类》是朱子门人对朱熹及其弟子的问答语录汇编，语言以宋

代白话口语为主，再现朱熹与弟子对话时的生动场面，便于后人透彻理解朱子思想。然而，语录体的

选用却加大了后世朝鲜知识分子的理解难度。为了更好地理解朱子思想，朝鲜朝关于朱子批注的著

作应运而生，解释《朱子语类》中难解的词语及短语表达，并将训释词条分类辑录成册，这类词典即为

语录解类词典。语录解类词典主要有李滉《语录解》、郑瀁《语录解》和南二星、宋俊吉《语录解》。

（一）李滉《语录解》

关于《朱子语类》的注书，始于朝鲜文人李滉。李滉及其门人从《朱子语类》中摘录难解的口语、

俗语表达，以汉语和谚文批注，名之曰《语录解》。该书为后世《朱子语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李滉

《语录解》具体成书年代未详，且原稿今已失传，未见其貌。而后朝鲜朝学者柳希春对《朱子语类》中

难解词语进行批注，撰成《语录字义》，后又在此基础上增删修订，结合李滉《语录解》的相关数据，重

新编撰成《朱子语类训释》。

（二）郑瀁《语录解》

郑瀁《语录解》是在李滉《语录解》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朝鲜孝宗三年（1652），郑瀁将李滉和

柳希春二人的注释合编，以《朱子文集》《朱子语类》《近思录集注》《心经附注》等宋明儒家文献补

充词目，并增以批注，予以刊行，取名《语录解》。全书分语录解、汉语集览字解和附录三部分，共收词

条 942 个，其词目先以字数为纲进行排列，分一字类、二字类、三字类、四字类、五字类、六字类，词目

训释方法多样，有以汉语训释，有以谚文训释，亦有汉、谚兼用训释词义，词目注音有以汉字注音，亦

有用谚文注音。

（三）南二星、宋俊吉《语录解》

南二星、宋俊吉《语录解》是对郑瀁《语录解》的修订。朝鲜显宗十年（1669），南二星、宋俊吉二

人对郑瀁《语录解》加以修正，并在郑瀁《语录解》的基础上增加 98 个词条。其编纂体例与郑瀁《语

录解》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此外，《朱子语类》的系统化研究始于宋时烈，其与门人因《朱子语类》记录杂乱无章，因而对《朱

子语类》进行重新编目，著成《朱子语类小分》。此外，朝鲜朝文人洪启喜校勘的《朱子语类》、李宜哲

编撰的《朱子语类考文解义》、李义凤编撰的《洛闽语录》等都是在前人基础上著成的。

综上，朝鲜朝语录解类词典收录《朱子语类》中难解词汇，主要训释近代汉语白话词音义。“近代

汉语词汇学的主要任务是描写近代汉语词汇的总体面貌，通过考察近代汉语中的词汇现象，探讨近

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过程和特点，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构词规则和词义系统，尤其是常用词语的

文白兴替，旨在揭示文白此消彼长过程中近代汉语词汇承古启今的发展过程，探索近代汉语词汇古

今演变的内在规律，总结已有成果和探索研究方法等。”a朝鲜朝语录解类词典保存的近代汉语白话

词汇，为我们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在跨域跨语发展中的特点和规律提供了宝贵的域外资料。

a 徐时仪：《近代汉语词汇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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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鲜朝综合类词典及其价值

综合类词典指辑录全部知识词汇或某一特定领域词汇并训释词义的工具书。朝鲜朝具有代表

性的综合类汉文词典主要有《才物谱》《物名考》和《古今释林》。

（一）《才物谱》

《才物谱》成书于朝鲜朝正祖二十二年（1798），作者李晚永。该词典是朝鲜半岛史上重要的词汇

总集，对朝、汉语言文字及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才物谱》所释词汇范围涉及天、地、人、物等方

面，是一部百科性质的综合类词典。该书汇集了朝鲜朝各个门类的词汇，以经、史、子、集为本，辅以

稗官俚语和各种翻译，进行考据注释，共收录 29111 个词条。《才物谱》以汉字词为主要解说对象，以

汉籍为主要考释依据，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精神资源。该书一方面模仿和承袭《尔雅》郭注的形式和内

容，另一方面又融入本民族文化的内容加以创新，从而呈现出新特征。“它以物类分谱，将所有词分为

太极、天谱、地谱、人谱、物谱五个大类；以等级分目，谱下设词头，词头下辖词项条目；以意义系联，

根据内在意义关系，将相关词归纳在一起，分别编排；以附录为补充，有些词与前文意义既有一定的

内在联系又不是十分紧密，有一定的独立性却又无法单独成章，将这些词以附录的形式加在谱系或

词头后。”a《才物谱》在体例上先列汉源汉字词，再列朝鲜语固有汉字词。注释部分主要是释义，有时

兼有释形、释音；有汉文注释、谚文注释或二者间杂，汉文注释占绝对多数。释义方式以义训为主，兼

以声训。该书随文训释，在纂集起来的训释材料中，加上了作者自己的观点。约 19 世纪末期，朝鲜

朝学者又在《才物谱》的基础上增广词条，编撰成书，名为《广才物谱》。相比于《才物谱》，《广才物谱》

收词更丰富、更多样，每类词汇下标题行更多，词汇涉及到的领域更广泛，谚文释义也更为丰富。

（二）《物名考》

《物名考》为朝鲜纯祖时代著名实学派学者柳僖所著，记录草木、昆虫、水族、土石金水火等形态、

性质、产地、用途等的综合类词典，该词典编撰体例延续《才物谱》。作者编写此书是为普及常识，多

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全书共五卷，第一、二卷收有情类，包括羽虫、毛虫、蠃虫、木族、䗲虫、介虫、昆虫

七类，第三、四卷收无情类，包括草、木两类，第五卷收不动类和不静类，包括土、石、金、火、水五类。

（三）《古今释林》

由朝鲜朝学者李义凤编撰的《古今释林》成书于朝鲜朝正祖十三年（1789），是朝鲜朝体量最大

的综合类词典。作者编纂此书，最初是为了便于理解《朱子语类》和“四书”小注中的词汇，后有感于

正俗词汇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与时俱进，作者将汉魏至明清经典文献、朝鲜先儒文集、杂识、吏学、吏

读中常用词汇，加以编辑集解。《古今释林》全书共四十卷，分内、外两篇，内篇主要收录来自中国古

代文献中的汉语词汇，比如：方言、朱子语录、佛、道家语录等。内篇按照所收词汇来源，分为别国方

言、历代方言、洛闽语录、道家语录、释氏语录、传奇语录六部分。外篇主要收录来自其他文献中的汉

字词汇，比如：朝鲜语、蒙语、倭语、满语、暹罗语 b、梵语、契丹语、女真语、安南语 c词汇。按照词汇来

源分为华汉译语、东韩译语、三学译语、四夷译语、元明吏学、罗丽吏读六部分。各部分下收录词汇又

a 王平：《韩国汉文辞书史料学》，第 468 页。

b 泰语的旧称。

c 越南语的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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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字类”“二字类”“三字类”……“十字类”为纲，纲下再将汉语词条归为：释天、释地、释亲、释

形、释声、释名、释气、释色、释言、释训、释诂、释知、释品、释动、释事、释物、释官、释文、释礼、释法、释

服、释食、释宫、释器、释戏、释疾、释数、释谷、释草、释木、释鸟、释兽、释虫、释火、释心、释年、释乐、释

市、释农、释鱼、释山、释水、释女、释武、释神、释宝、释术、释花、释果、释仪、释国、释画、释禅、释酒、释

茶、释税、释户、释药、释菜、释香、释佃、释畜、释脉、释蛊、释学、释科、释量、释织、释重、释储、释工、释

道、释觉、释慧、释妙、释空、释声、释大、释叶、释匠、释务、释罪、释刑等意义类别。各词条下先引用经

典文献内容及注家说法，然后以著者案语进行辩证分析。

综上，朝鲜朝综合类词典大都是按照具体用途编撰，这是受到朝鲜朝实学思想的影响。而综合

类词典也以体量庞大、内容丰富著称，在训释方面大都采用传统训诂学中义训和声训的方式，术语丰

富，引书详实，荟萃旧说，初具现代词典的体例。其收录词汇覆盖之广、数量之多、释义之详、体例之

备，都是类解类词典和语录解类词典未能具备的，因此综合类词典也成为研究朝、中语言文字的宝贵

资料。此外，综合类词典还保存了中国和朝鲜半岛部分古籍信息，涉及经、史、子、集的各个门类，对

当时的天文、地理、人伦、医药、动物、植物等多有描述，不仅对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意义重大，对其他学

科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结语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内涵的承载，作为记录语言文字的词典也往往不同程度地展现一个国

家的社会现状，渗透出其文化倾向。朝鲜朝汉文词典以其系统性、时代性和民族性成为我们研究汉

语汉字传播和近代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重要信息库。通过对朝鲜朝汉文词典的整理研究，我们可以

了解汉字词和汉文化传播的时间、层次、国别、规律、特点、方向，可以了解支流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回

馈，从而支持域外汉语汉字研究理论体系的建立。朝鲜朝学者编撰本土汉文词典既是一个吸收中国

文化精华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长期发展的结果。

首先，朝鲜朝汉文词典传承中国传统词典的编纂模式及体系。中国传统词典依照编撰目的可分

为综合性词典和比较性词典，前者以《尔雅》为代表，后者以《方言》为代表。朝鲜朝汉文词典大体也

遵循这两种体系，综合类词典如《才物谱》《古今释林》等都延续《尔雅》的编撰体例，比较性词典如《译

语类解》《方言类释》等遵循《方言》的训释体例。

其次，朝鲜朝汉文词典编撰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朝鲜朝的文臣学者，以朱子理气论为基础，对心

情哲学展开了深入细微的探讨，如在朝鲜持续长达数百年的“四端”“七情”论辩中，朝鲜学者发展

实践性和人间伦理，强调提升伦理道德修养或者通过改变人的气质而达到圣人境界，从而形成“主理

论”和“主气论”两大学派分支。其中，“主气论”倡导重实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标志，后来发展为实学。

面对国家的衰落，朝鲜学者立志恢复朱子学中的实用精神，强调“修己安人”，通过“修己”自我提升，

通过“安人”治国平天下。因此，朝鲜学者注重人性关怀，弃恶为善，并体现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义理精

神。实学家们也通过博物性质的文献辑录促进思想发展，朝鲜朝汉文词典通过解释《朱子语类》中难

解词汇，辑录具有实用功能的词汇，都是中国朱子学在朝鲜半岛传播和影响的结果。

再次，朝鲜朝汉文词典又是结合本土文化发展的产物。类解类词典以词语互译为主要目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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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连接汉语词和朝鲜语、倭语、满语、蒙语等的纽带，对以上语言形、音、义研究都具有价值。如朝鲜

朝词典在标记汉字词读音时克服直音法、反切法等传统汉字注音方法的局限，能够以谚音较准确地

记录当时汉字的正音和俗音，从而成为研究近代汉语北方语音的宝贵材料；又如朝鲜朝汉文词典收

录大量借用汉语词的读音或意义，从而衍生出朝鲜语汉字词，等等，此皆为朝鲜朝汉文词典本土化过

程中的产物。

概上，伴随着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朝鲜朝汉文词典保留大量唐宋以降的口语、俗语词汇。

朝鲜朝文人崇尚儒家经典，然而学者对朱子语录体著作中的白话口语词汇却难以理解。因此，朝鲜

朝汉文词典多收录唐宋口语白话词汇，并加以训释，用以读通唐宋以来的儒学经典。这为后世研究

汉语口语俗语词汇保留了珍贵的资料。朝鲜朝汉文词典不仅汇集了当时流行使用的各个门类的词

汇，还将经典文献中的俗语、谚语短语收录其中，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朝鲜学者并不囿于词典编

纂规范和词的科学意义，而更注重于实用领域，凡是当时难解的词语、短语、俗语、小句，皆收录其中，

供人参照。如《古今释林》中收录五字类“痴人前说梦”“日头这般高”、六字类“经蛇咬怕井绳”、七

字类“双日不着单日着”、八字类“折白道字顶真续麻”、十字类“犹古自参不透风流调法”等。这些俗

语短语不仅是汉文化传播的结果，更是朝鲜半岛本土文化的映射，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朝汉文化交流

不可多得的域外新材料。取朝鲜朝汉文词典与中国传统词典、古籍相互印证，近代汉语传播与发展

等领域的研究必然会有新成果、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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