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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按照书籍史的研究方法ꎬ 对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翻译、 出版、 发行的历史与

特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ꎮ 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翻译出版可分为三个阶段: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ꎬ 韩国在政治上与中国敌视和对立ꎬ 排斥社会主义思想ꎬ 毛泽东著作被列为禁书ꎬ 处于出版

空白期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在民主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推动下ꎬ 韩国兴起了毛泽东翻译热ꎻ １９９２
年中韩建交以来ꎬ 作为专业学术研究的毛泽东著作翻译、 出版和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ꎮ 总体来看ꎬ
韩国虽然也有将毛泽东的著作列为禁书的特殊时期ꎬ 但对毛泽东著作和思想的积极译介和传播仍是

主流ꎬ 这是历史文化因素和时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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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出版情况ꎬ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ꎮ 例如ꎬ 李大可、 全炯俊的两

篇文章介绍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翻译出版情况①ꎮ 但迄今为止ꎬ 按照书籍史的研究

方法系统研究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翻译、 出版和发行情况的成果尚不多见ꎮ 所谓书籍史的方法ꎬ 指的

是通过对图书的翻译者、 出版者和发行者进行社会学研究ꎬ 探讨该图书的思想内容与时代和社会背

景之间的互动关系②ꎮ 根据对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在线编目联合目录 (ＯＣＬＣ Ｗｏｒｌｄｃａｔ)、 韩国国

立中央图书馆、 韩国国会图书馆、 韩国学术研究情报服务 (ＲＩＳＳ) 数据库③进行数据检索和资料查

找ꎬ 参考民间收藏信息和中韩两国学者已有研究成果ꎬ 本文拟对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翻译、 出版、 发

行的历史与特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ꎮ
１９４５ 年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结束后ꎬ 毛泽东著作开始在朝鲜半岛零星翻译出版ꎮ 经初步

搜集ꎬ 截至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大韩民国政府成立ꎬ 共出版毛泽东著作十余种ꎬ 其中 «论联合政府» 至少有

４ 种译本ꎬ «新民主主义论» 有 ３ 种译本④ꎮ 毛泽东的这两部著作之所以备受关注ꎬ 是因为在内容上

对于当时朝鲜半岛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参考价值ꎮ 当时的大部分译者是信仰社会主义的左派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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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 “中央文献中朝平行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 (２０ＹＹＢ０１０)、 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科研

项目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 «毛泽东选集» 朝鲜语翻译研究” (ＹＹ１９ＺＺＢ００３) 的阶段性成果ꎮ
参见李大可、 〔韩〕 全炯俊: «韩国八十年代出现毛泽东著作翻译高潮»ꎬ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ꎻ 李大可、

〔韩〕 全炯俊: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 １９８０ 年代韩国的译介»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参见何明星、 江蓝: «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 出版和发行»ꎬ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ꎮ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在线编目联合目录 (ＯＣＬＣ Ｗｏｒｌｄｃａｔ) 可以检索到全世界 ２ 万多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ꎮ 韩国国立中央

图书馆是韩国的国家图书馆ꎬ 韩国国会图书馆也是韩国首屈一指的大型图书馆ꎮ 韩国学术研究情报服务 (ＲＩＳＳ) 数据库是韩国最大

的综合学术信息数据库ꎬ 主要提供学术期刊论文、 韩国各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以及韩国各大学与学位授予机构授予的学位论文等

信息ꎮ
另外几种毛泽东著作是 «论持久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和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ꎬ 以及埃德加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ꎮ



分子ꎬ 也有个别主张民族主义的中间左派ꎮ 可以说ꎬ 当时对毛泽东著作的翻译是具有不同思想倾向

的知识分子在寻找建国途径和民族出路方面的探索和努力①ꎮ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分三个阶段对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翻译和出版情况进行梳理ꎮ 第一阶段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 朝鲜战争爆发后ꎬ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尖锐对立ꎬ 这一阶段

韩国一直处于浓厚的反共氛围之中ꎬ 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长达 ３０ 多年的空白期ꎮ 第二阶段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韩国兴起了民主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ꎬ 带动了毛泽东著作翻译和出版的发展ꎮ
第三阶段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随着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ꎬ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ꎬ
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翻译出版的活跃势头也受到了影响ꎻ 但 １９９２ 年中韩建交后ꎬ 韩国学术界对中国进

行研究的热情持续高涨ꎬ 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相关学术研究作为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领域进入稳

定发展阶段ꎮ 中韩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ꎬ 具有悠久的交往历史ꎬ 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与这

种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ꎮ

一、 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翻译出版的空白期 (１９５０—１９７９)

由于美苏冷战和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发生的朝鲜战争的影响ꎬ 中韩两国曾长期在政治上敌视、
经济上隔绝ꎮ 整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韩国社会反共氛围浓厚ꎬ 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处于空白状

态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ꎬ 关于毛泽东的学术研究开始复苏ꎮ １９６４ 年首次出版了以毛泽东思想为

研究对象的专著——— «毛泽东思想» (知文阁)ꎬ 该书作者金相浃历任高丽大学校长和国务总理等职

务ꎮ 该书多次再版ꎬ 可以被视为韩国学术界开始研究毛泽东的标志②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中国重返联合国、 中美建交、 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重大政治事件显示出的

国际关系新变化ꎬ 使韩国学术界进一步意识到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ꎮ 韩国政府开始在大学设

立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所ꎬ 开设中文系的韩国大学数量也持续上升ꎮ 但是ꎬ 由于 ７０ 年代的大部分时

间韩国处在朴正熙军人集团的统治下ꎬ 对中国的研究还大多停留在对中国古代哲学、 古典文学或中

国历史的研究上ꎬ 韩国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设置中仍没有中国现代文学专业③ꎮ
纵观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ꎬ 虽然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有所增加ꎬ 但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仍处于空白状态ꎮ 而且ꎬ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研究毛泽东的成果中ꎬ 部分成果积极追随官方的反共意

识形态ꎮ 与此同时ꎬ 回避意识形态色彩、 追求中立的学术研究价值的著作也有所增多ꎮ 尤其值得关

注的是ꎬ 以李泳禧为代表的正面评价毛泽东思想及其政治实践的声音明显增强ꎬ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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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ꎬ １９４６ 年是毛泽东著作译介最为活跃的一年ꎬ 共出版单行本近 １０ 种ꎬ １９４７ 年仅出版了 １ 种ꎮ 形成这种情况有

两方面原因ꎮ 一方面ꎬ 随着 １９４７ 年美苏冷战的开始ꎬ 处于美军政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南部虽然没有公开限制左翼图书的出版ꎬ 但却

不断强化对左翼知识分子活动的镇压ꎮ 尤其是 １９４７ 年 ８ 月 １１ 日ꎬ 美军政以稽查 “八一五暴动计划” 为名ꎬ 逮捕了大批左翼进步人

士ꎮ 这次事件后ꎬ 朝鲜半岛南部的大部分左翼革命者 “越北” 去了当时由苏军控制的半岛北部ꎮ 这样一来ꎬ 进步图书的出版自然受

到了影响ꎮ 另一方面ꎬ １９４６ 年发行了很多左翼图书和小册子ꎬ 其中大部分是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和毛泽东著作的译本ꎬ 读者对这

类翻译书籍的需求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ꎬ 自 １９４７ 年起本土作者的著作不断增加ꎬ 翻译书籍出版量总体减少ꎮ 参见 〔韩〕 李

重渊 (音译): «解开枷锁的图书: 解放期图书文化史»ꎬ 首尔: 慧眼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８０、 ８２－８４ 页ꎮ
参见 〔韩〕 金相浃: «毛泽东思想»ꎬ 首尔: 知文阁ꎬ １９６４ 年ꎮ
参见李大可、 〔韩〕 全炯俊: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 １９８０ 年代韩国的译介»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代后其影响进一步扩大①ꎮ 另外ꎬ 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开始对毛泽东的功过进行反思ꎬ 这种反

思的声音在韩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ꎬ 并被韩国官方用作反共意识形态宣传材料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随着韩国国内民主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ꎬ 越来越多韩国进步知识

分子试图从毛泽东著作中寻求在思想和实践上应对韩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②ꎮ 在这样的背景

下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形成了毛泽东著作翻译和出版的活跃期ꎮ

二、 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翻译出版的活跃期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韩国译介和研究毛泽东著作的活跃期ꎮ 除汇编多人作品的译文集以外ꎬ 该时

期韩国至少翻译出版过 １１ 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 １ 种选集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年)ꎬ 韩国处于全斗焕的军事独裁统治下ꎬ 反共氛围仍然十分浓厚ꎬ 不符合政府审查标

准的书刊经常遭到禁售或没收ꎬ 发行人和译者被捕的事情也时有发生ꎮ 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③ꎮ
１. 文学类作品

首先出版的毛泽东相关著作是传记和诗词等文学类作品ꎮ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ꎬ 韩国协力 (Ｄｏｕｒｅｉ) 出

版社翻译和出版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名作 «红星照耀中国» (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④ꎬ 韩文书

名为 «中国的红星»ꎬ 由洪秀原、 安亮老、 慎洪范翻译⑤ꎮ 当时由于面临政治审查ꎬ 出于保护译者的

考虑ꎬ 该书第一版没有署译者姓名ꎮ 该书一出版就被禁止销售ꎬ 后经过出版社反复抗议和争取才被

解禁ꎬ 其后又经历了多次 “被禁—解禁” 的过程ꎬ 直到 １９９５ 年再版时才正式标上了译者姓名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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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大可、 〔韩〕 全炯俊: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 １９８０ 年代韩国的译介»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李泳禧生于 １９２９ 年ꎬ 媒体人、 学者、 社会运动家ꎮ １９７２ 年至 １９９５ 年执教于韩国汉阳大学ꎬ １９７６ 至 １９８４ 年被

朴正熙和全斗焕政权先后四次罢免教职ꎬ 五次被捕入狱ꎮ 代表性作品有 «转换时期的论理: 亚洲、 中国、 韩国» (１９７４ 年)、 «与 ８
亿人的对话» (１９７７ 年)、 «偶像与理性» (１９７７ 年)、 «超越分断» (１９８４ 年)、 «越南战争» (１９８５ 年)、 «逆说的辩证» (１９８７ 年)、
«自由人、 自由人» (１９９０ 年) 等ꎮ 李泳禧对毛泽东的研究成果几乎全部集中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在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一文中

达到顶峰ꎮ 在韩国思想界ꎬ 李泳禧是作为毛泽东的拥护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者存在的ꎬ 他的 “中国研究开拓者” 地位和在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韩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 “思想导师” 地位都基于此ꎬ １９７７ 年因 «偶像与理性» 和 «与 ８ 亿人的对话» 违反

«反共法» 入狱两年的原因也在于此ꎮ 参见李大可、 〔韩〕 全炯俊: «鲁迅在韩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接受方式———以李泳禧为中心»ꎬ
«鲁迅研究月刊»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ꎮ

参见李大可、 〔韩〕 全炯俊: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 １９８０ 年代韩国的译介»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韩国政府允许 «卡尔马克思———他的生涯和他的时代» 一书出版ꎬ 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ꎮ 实际

上ꎬ 当时韩国政府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 “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进行批判ꎬ 使公民的反共意识更为成熟”ꎮ 在这一政策

的推动下ꎬ 韩国在一个月内就出版了 １５ 种意识形态批判类书籍ꎬ 这些书籍迅速登上热销榜ꎬ 引起了韩国各界的关注ꎮ １９８４ 年ꎬ «今
天的中国大陆» 等 “有关中共” 的书籍也被允许出版ꎮ 但是ꎬ 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ꎬ 韩国政府当局认为 “很多出版的书籍对左翼理念无

批判地介绍和接受”ꎬ 又开始出台没收和禁止销售相关书籍的规定ꎬ 并于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１ 日没收了 “广场书籍” 书店里陈列的图书

６６５ 本ꎮ 在这种现实条件下ꎬ 为了尽量减少政府当局的强硬措施对出版界的负面影响ꎬ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韩国出版界的行业协会———大韩

出版文化协会———内部设立了 “理念图书出版特别研究委员会”ꎬ 并承诺该委员会将履行行业监督职责ꎬ “不以出版自由为名使宣传

共产主义和左翼思想的理念图书出版正当化”ꎮ 参见 «大韩出版文化协会 ４０ 年史»ꎬ 首尔: 大韩出版文化协会ꎬ １９８７ 年ꎬ 第 ２５７、
２６１－２６２ 页ꎮ

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许多红军领袖和将领的情况ꎮ １９３７
年在伦敦首次出版ꎬ １９３８ 年在美国出版修订版ꎬ 其后被翻译成 ２０ 多种语言ꎬ 成为著名的畅销书ꎮ 其中文版译名为 «红星照耀中国»
或 «西行漫记»ꎮ

三位译者均为资深记者: 洪秀原曾任韩国最早的通讯社———合同通信社 (Ｈａｐｄｏｎｇ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 和 «京乡新闻» 的记者ꎬ
曾担任 «韩民族新闻» 的评论委员和编辑部委员长ꎻ 安亮老曾担任韩国记者协会编辑局局长ꎻ 慎洪范是 «朝鲜日报» 外信部和文化

部记者ꎬ 曾任 «韩民族新闻» 评论员ꎮ
该书于 ２０１３ 年毛泽东诞辰 １２０ 周年之际发行了修订版ꎬ 修订版中人名地名改为根据现代汉语音译ꎮ



«红星照耀中国» 一书的第四章 “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诞生”ꎬ 是毛泽东关于自己前半生的自述ꎬ
被普遍认为是由毛泽东口述、 斯诺笔录的 «毛泽东自传»ꎮ 在此基础上ꎬ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ꎬ 平民社①出版

了韩文版的 «毛泽东自传»ꎬ 译者为申福龙②ꎮ 该译本在附录部分增加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研究的两

篇学术论文: 一篇是赵在瓘和申福龙合写的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③ꎬ 另一篇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

鲁恂 (Ｌｕｃｉａｎ Ｗ Ｐｙｅ) 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ꎮ 这体现了毛泽东著作韩文译本对学术

性的重视④ꎮ
在韩国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作品现有 ７ 种译本ꎬ 其中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出版的有 ４ 种ꎮ 最早出

版的是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善琼图书出版社的 «毛泽东诗选»ꎬ 由李秀雄翻译ꎮ 李秀雄为韩国建国大学教授ꎬ
是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ꎬ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著述颇丰ꎬ 对中国现代文学如何反映社会以

及毛泽东的政治文艺思想研究也有一定造诣⑤ꎮ 该译本是韩汉对照本ꎬ 选取了毛泽东的代表性诗词

作品 ３６ 篇ꎬ 每一首词的后面还增译了一首同一词牌名的知名词作ꎬ 比如在毛泽东的 «如梦令元

旦» 后面翻译了李清照的 «如梦令»ꎮ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ꎬ «毛泽东诗词» 的另外 ３ 种韩文译本几乎同时面世ꎮ 第一种是记者兼作家姜俊埴

编译的 «诗与政治———毛泽东诗集»ꎬ 由达达出版社 (Ｄａｄａｂｏｏｋｓ) 发行ꎮ 该译本的原书是 １９７６ 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毛主席诗词»ꎬ 每首诗词的译文后面都附有原文、 译者注和译者对诗词内容

与创作背景的解读ꎮ 如书名所示ꎬ 该译本强调从政治角度对毛泽东的诗词进行解读ꎮ 第二种是韩国

延世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学评论家柳中夏编译的 «井冈山———毛泽东诗词集»ꎬ 由平田 (Ｐｙｅｏｎｇｂａｔ)
出版社出版ꎮ 每首诗词的译文后附有原文和译者注ꎬ 全书的结尾部分附有译者的解读性文章———
«井冈山»ꎮ 文中指出: “之所以选择这一书名ꎬ 是因为中国革命基于农村根据地的土地改革ꎬ 而井

冈山是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ꎮ”⑥ 这一译本强调毛泽东诗词在革命的叙事性之外的文学艺术特点ꎬ
突出了作为思想家、 革命家的毛泽东对文学的喜爱ꎮ 第三种是中国外文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出版的 «毛泽

东诗集» 朝文版在韩国实践文学社的重新出版ꎬ 韩文书名是 «毛泽东诗集: 走过的路两万里»ꎮ 中

国外文出版社的原版没有分章节ꎬ 韩文版则分成了 “在长沙” “大长征” 和 “革命的完成” 三部分ꎬ
并在正文后面增加了韩国学者李胜敏 (音译) 的解说性文章 «诗人与革命家»ꎬ 对书中把毛泽东的

诗作分为三个时期的原因、 各个时期的特点和代表性诗作进行了详细的说明⑦ꎮ
２. 思想类著作

１９８９ 年是毛泽东著作在韩国出版发行数量最多的一年ꎬ 除上述 ３ 种毛泽东诗词作品外ꎬ 还有 ５
种单行本和 «毛泽东著作选读» (新编本) 上册出版ꎬ 另有 ２ 种编译文集里收录了毛泽东的作品ꎮ
与之前聚焦文学类作品不同ꎬ １９８９ 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大多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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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社成立于 １９７６ 年ꎬ 是出版人文、 社会、 艺术类专业书籍以及各种文学作品的综合性出版社ꎮ
申福龙 (１９４２－ )ꎬ 韩国建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ꎮ １９８０ 年任韩国政治学会理事ꎬ １９９４ 年起任独立运动辞典编纂委员会委

员、 韩国政治外交史学会会长等职务ꎬ 在韩国政治史、 政治思想史等方面著述颇丰ꎮ
该论文原载于韩国学术期刊 «中苏研究» １９７７ 年第 ２ 期ꎮ
该书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再版ꎬ 第二版增译了 «红星照耀中国» 的第五章——— “长征”ꎮ 译者在序言中对增加这一章内容的原

因进行了说明: 虽然 “长征” 这一章不是毛泽东自己口述的内容ꎬ 但对于理解毛泽东来说长征是非常重要的主题ꎮ 另外ꎬ 该书再版

时删除了白鲁恂的论文ꎬ 并插入了近 ８０ 张照片ꎬ 其中大部分照片在韩国是首次公开ꎮ
参见 〔韩〕 李秀雄: «毛泽东的政治文艺思想»ꎬ «中国研究» 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１ 辑ꎮ
«井冈山———毛泽东诗词集»ꎬ 〔韩〕 柳中夏编译ꎬ 首尔: 平田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１２１ 页ꎮ
参见 «毛泽东诗集: 走过的路两万里»ꎬ 首尔: 实践文学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韩国社会的动荡转折期ꎬ 社会主义思潮广泛兴起①ꎮ 韩国国民对民主化的呼声

不断升高ꎬ １０ 年内发生了多次民主化运动ꎬ 其中 １９８０ 年的光州民主化运动和 １９８７ 年围绕修宪展开

的 “６ 月民主抗争” 最具代表性ꎮ 进步思潮的兴起与出版界的繁荣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ꎮ 民众

意识觉醒ꎬ 对进步书籍的需求增加ꎬ 从而推动了有深度的思想类和人文社会类书籍的出版ꎻ 反过来ꎬ
这些书籍的出版引领更多知识分子、 青年学生和民众投身民主化运动ꎬ 形成了韩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的民主变革运动高潮ꎮ
当时韩国社会各界进步力量的变革热情空前高涨ꎬ 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试图把毛泽东的思想和政

治实践作为解决韩国社会问题的 “他山之石”ꎮ 而选择承担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本身相当

于直接挑战官方意识形态ꎬ 译者的翻译行为和发行人的出版行为也是对民主变革运动的直接参与ꎮ
另外ꎬ １９８８ 年韩国首次举办奥运会ꎬ 作为奥运会的主办国ꎬ 需要邀请世界各国的选手参赛ꎬ 这也促

使韩国政府开始对此前严格的反共意识形态管制和审查政策作出改变②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１９８９ 年成

为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后出版毛泽东著作最多的年份ꎮ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ꎬ 论藏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文学艺术方面著作的合集 «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论»ꎮ 时

至今日ꎬ 这部著作仍是韩国集中译介毛泽东文艺论著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③ꎮ 全书分为两部分: 第

一部分 “民族民主革命和文化艺术” 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前的 １２ 篇文章ꎬ 有的是全文翻译ꎬ 比如

«五四运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反对党八股» 等ꎬ 有的是摘录某一篇文章中关于文化

艺术的部分ꎬ 比如摘自 «新民主主义论» 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ꎻ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文化艺术” 收录了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关于诗的一封信» «关于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等新中国成立后的 １０ 篇文章ꎮ

该书的译者是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系教授、 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旭渊ꎬ 他在 “译者序” 中阐明

了其翻译动机: 一是因为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文学理论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ꎬ 二是为了提供有

效的经验ꎬ 使韩国文学在韩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④ꎮ 译者在部分重要篇章前添加了专

门的解说性文字ꎬ 对编译目的、 编译原则、 自己对毛泽东文艺论的认识和读者阅读时需要注意的问

题等进行了说明ꎮ 译者还撰写了解读性文章 «革命和文学的辩证法———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文学艺

术论»ꎬ 这是一篇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总论性论文ꎮ 李大可、 全炯俊认为ꎬ 该论文体现了译者

“激进而审慎的左派立场”⑤ꎮ 该书的附录部分翻译了 １９８２ 年周扬在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讨会” 上的

发言 «一要坚持ꎬ 二要发展»ꎮ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至 ７ 月ꎬ 协力出版社出版了 “协力文库” 系列图书 １—３ 卷ꎬ 分别是毛泽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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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韩国经过 ２０ 多年的产业化ꎬ 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 阶层间贫富差距增大、 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

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加剧ꎬ 但韩国政府仍然一味追求高增长、 低分配ꎬ 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部分知识分子和

青年学生开始对体制产生怀疑ꎬ 认为当时的韩国社会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ꎬ 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或革命ꎬ 发起了大规模的左派运动ꎮ
参见李忠辉: «韩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左派运动研究»ꎬ «改革与开放»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８ 期ꎮ

当时韩国举国上下把主办奥运会看作民族荣誉ꎬ 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ꎮ 政府层面除了实施大规模的城市重建工作ꎬ 也

相应放松了管制ꎮ 比如ꎬ 取消了实行达 ３７ 年之久的宵禁政策ꎬ 目的在于通过恢复身体上的自由ꎬ 放松国民被军事政权威压的心理ꎮ
参见 〔韩〕 李重翰 (音译) 等: «我们的出版 １００ 年»ꎬ 首尔: 玄岩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２８６－２８７ 页ꎮ

这本译文集是该出版社 «文艺理论丛书» 的第六本ꎬ 根据中国大陆出版的 «毛泽东论文艺» (人民文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３)、
«毛泽东选集» (１－５ 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６６、 １９７７)、 «毛泽东选集» 英文版 (１－４ 卷ꎬ 北京外文出版社ꎬ １９６７) 以及 «文学理论

学习参考资料» (春风文艺出版社ꎬ １９８１) 等编译ꎮ 参见 «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论»ꎬ 〔韩〕 李旭渊译ꎬ 首尔: 论藏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１２ 页ꎮ

参见 «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论»ꎬ 〔韩〕 李旭渊译ꎬ 首尔: 论藏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１３ 页ꎮ
李大可、 〔韩〕 全炯俊: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 １９８０ 年代韩国的译介»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实践论矛盾论»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 和 «延安文艺讲话反对党八股»①ꎮ 这种连续出

版的方式更容易受到关注ꎬ 从而使译著产生更大的影响ꎮ 该套图书每一卷的卷尾都增加了 ２ 篇解说

性论文ꎬ 总计 ６ 篇ꎬ 其中一篇是译者撰写的ꎬ 其他是翻译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论文ꎮ 第一卷翻

译了李达的 « ‹实践论› ‹矛盾论› 解说» 一书中的第一部分 “ «实践论»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

础”ꎬ 译者又撰写了解说性论文 « ‹矛盾论› 的历史意义»②ꎻ 第二卷翻译了日本学者池田诚的论文

«关于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 ———政治中的能动性问题» 和林茂生等主编的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 一书第 ６ 章第 １ 节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③ꎻ 第三卷翻译了 １９８３ 年李准、 丁振

海 «毛泽东文艺思想新论» 一书中的两篇论文④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译者李腾渊原本从事中国古典文

学研究ꎬ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整体社会思潮的影响下ꎬ 出于对韩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个人世界

观的探索ꎬ 开始关注中国近现代史和现代文学作品ꎬ 继而重读毛泽东著作并开始翻译⑤ꎮ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ꎬ 知行 (Ａｍｋｗａｈａｍ) 出版社出版了 «党的建设» 一书ꎮ 该书翻译自日本东方书店

１９６７ 年出版的同名日文书ꎬ 是对毛泽东重要著作中关于党建的内容按照主题进行的节选和重编⑥ꎮ
全书共分 １７ 章ꎬ 主题分别是党的性质、 指导思想和路线ꎬ 党的领导作用、 基本组织和党委制度ꎬ 党

的干部、 民主集中制、 党内斗争ꎬ 以及党内的思想教育、 党的作风和整风运动等ꎮ 韩文版译者金世

恩 (音译) 在翻译时参考和对比了中文原著⑦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ꎬ 还有一些编译文集中收录了毛泽东的著作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四季出版社出版

了名为 «文学理论与实践» 的译文集ꎮ 该书分为 “欧洲篇” “中国篇” 和 “韩国篇”ꎬ 其中 “中国

篇” 收录了朴宰雨翻译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ꎮ 当时韩国仍然处于军事政权的高压统治

下ꎬ 译者为了保护自己ꎬ 在译文集中使用了笔名 “赵星”⑧ꎮ 另外ꎬ １９８９ 年出版的两种编译文集中也

收录了毛泽东的文章ꎮ 其一是 «文学与政治———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ꎬ 其中收录了金宜镇翻译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ꎮ 该译文集从属于 “中国现代文学全集”ꎬ 编译方针侧重于体现 ２０ 世

纪 ２０ 年代后期至 ４０ 年代前期中国革命与文学的关系⑨ꎮ 其二是汎友社出版的 «中国革命论»ꎮ 这是

一部毛泽东和斯大林著作的合集ꎬ 包括１９３８ 年１０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

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 «论新阶段»ꎬ 以及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属中国

委员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ꎮ 译者为朴光钟 (音译)ꎮ 书的附录部分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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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的原文均选自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毛泽东著作选读»ꎮ
参见毛泽东: «实践论矛盾论»ꎬ 〔韩〕 李腾渊译ꎬ 首尔: 协力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１０１－１１７、 １１９－１３３ 页ꎮ
参见毛泽东: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ꎬ 〔韩〕 李腾渊译ꎬ 首尔: 协力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２４１－２６４、 ２６５－２８７ 页ꎮ
参见毛泽东: «延安文艺讲话反对党八股»ꎬ 〔韩〕 李腾渊译ꎬ 首尔: 协力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１０１－１１６、 １１７－１２７ 页ꎮ
李腾渊 (１９５５－ )ꎬ 韩国全罗北道人ꎬ １９９１－２００９ 年任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ꎮ 参见毛泽东: «实践论矛盾论»ꎬ 〔韩〕 李腾

渊译ꎬ 首尔: 协力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１３６ 页ꎻ «李腾渊教授荣休纪念访谈录———从小说到文学史ꎬ 连接 “传统与转换的视野” »ꎬ
«中国小说研究会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日文版的编译者是浅川谦次ꎮ 参见何明星、 江蓝: «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 出版和发行»ꎬ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ꎮ
金世恩 (１９６２－ )ꎬ 首尔人ꎬ 翻译该书时是成均馆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ꎮ 参见毛泽东: «党的建设»ꎬ 首尔: 知行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４ 页ꎮ
参见李大可、 〔韩〕 全炯俊: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 １９８０ 年代韩国的译介»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朴宰雨生于 １９５４ 年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上大学期间曾因参加反对朴正熙军事独裁的进步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ꎮ
１９８３ 年成为韩国外国语大学汉语系教授后ꎬ 他又积极参与 “全国教授协会” 反对全斗焕军事独裁政府的活动ꎮ 历任 “韩中文化论

坛” 组织委员长、 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 中韩合作主办的季刊 «当代韩国» 的韩方负责人、 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和国

际鲁迅研究会会长等职务ꎮ
参见李大可、 〔韩〕 全炯俊: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 １９８０ 年代韩国的译介»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ꎮ



译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２２ 周年的 «解放日报» 社论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１９４３ 年)①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ꎬ 全人出版社于 １９８９ 年和 １９９０ 年分别出版了 «毛泽东著作选读» (人民出

版社 １９８６ 年新编本) 的上下册ꎬ 韩文书名为 «毛泽东选集 Ｉ» 和 «毛泽东选集Ⅱ»ꎬ 收录了 １９２１—
１９６５ 年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最重要的 ６８ 篇著作ꎮ 译者李熙玉是著名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②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尤其是 １９８９ 年ꎬ 多家出版社同时翻译出版了多部毛泽东著作ꎮ 其中部分作品

还出版了多种译本ꎬ 比如ꎬ 毛泽东诗词作品至少有 ４ 种译本ꎬ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完

整译文也至少有 ４ 种ꎮ 再加上选集新编本的翻译出版ꎬ 可以说是掀起了毛泽东著作翻译和出版的高

潮ꎮ 这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国际政治形势、 朝鲜半岛局势和中韩两国国内情况发生的一系

列重大变化有关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ꎬ 中国对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ꎬ 将改善与近邻韩国的关系列为中国

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ꎮ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ꎬ 韩国的对华方针也发生了变化ꎬ 希望与中国建立

外交关系ꎬ 谋求与中国和美、 苏、 日等大国一起合作解决朝鲜半岛问题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经济因素在各国外交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ꎮ 中韩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强ꎬ 韩国渴望中国的巨大

市场ꎬ 中国需要韩国的投资和技术③ꎮ 因此ꎬ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ꎬ 韩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热情进一

步提高ꎮ

三、 以专业学术研究为主的阶段 (１９９０ 年至今)

主导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韩国社会主义和民主化运动的核心力量主要有两种———民族解放派 (ＮＬ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和民众民主派 (ＰＤꎬ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ꎮ 这两个派别在理念上存在着根本的差

异和对立ꎬ 对朝鲜的态度和认识也不同ꎮ 随着民主化运动的成功ꎬ 对于接下来的运动路线ꎬ 两个派

别的分歧越来越大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民族解放派和民众民主派都陷入了组织和影响力双重衰

退的境地ꎮ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民众民主派ꎮ 随着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ꎬ 推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众

民主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朝鲜爆发了饥荒ꎬ 并开始开发核武器ꎬ 这让把朝

鲜看作革命理想模式的民族解放派也不得不面对内部人员流失的惨境④ꎮ 整体来说ꎬ 在一些传统社

会主义政权陷入困境的国际大背景下ꎬ 韩国进步力量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感到迷茫ꎬ 对毛泽东著

作的翻译热情有所减退ꎮ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中韩正式建交ꎮ 建交后两国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发展迅速ꎬ 韩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

会对中国的关注日益增加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对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作为中国学研究的一部

分ꎬ 进入以专业学术研究为主的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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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斯大林、 毛泽东: «中国革命论»ꎬ 〔韩〕 朴光钟编译ꎬ 首尔: 汎友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７－８ 页ꎮ
李熙玉 (１９６０－ )ꎬ 政治学博士ꎬ 韩国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 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 国家战略研究生院院长ꎬ 知名

中国政治研究专家ꎮ 出版了 «中国对新社会主义的探索» (２００４ 年)、 «中国政治论» (２００５ 年)、 «中国的国家大战略研究» (２００７
年)、 «中国崛起与中韩关系» (２００８ 年)、 «东亚地区主义与韩中 ＦＴＡ» (２００９ 年)、 «中国模式论» (２０１０ 年)、 «转换期的中国政

治体制» (２０１２ 年)、 «中国能否走向民主» (２０１３ 年)、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对新民主的探索» (２０１４ 年)、 «韩中

关系的重构» (２０１４ 年)、 «韩中日三国关系» (２０１５ 年)、 «中朝关系解析» (２０１５ 年) 和 «一带一路解析» (２０１５ 年) 等多部关于

中国政治、 中韩关系的专著和译著ꎬ 发表论文百余篇ꎮ 参见 «毛泽东选集 Ｉ»ꎬ 〔韩〕 李熙玉译ꎬ 首尔: 全人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５－
６ 页ꎮ

参见石源华: «简论中韩建交的历史背景»ꎬ «外交学院学报» 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 〔韩〕 安仁焕: «韩国进步政党运动的分裂、 统一过程及其原因分析»ꎬ «韩国哲学论集» 第 ６５ 辑ꎬ 首尔: 韩国哲学

史研究会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１５２－１５３、 １６２ 页ꎮ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ꎬ 韩国中文出版社出版了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ꎬ 由韩国昌原大学行政系教授金桢

桂①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教授许昌武共同翻译ꎮ 该书是一本毛泽东军事方面著作的合集ꎬ 选取了

«毛泽东选集» 中关于军事的内容②ꎮ 另外ꎬ 继 １９８９ 年李腾渊译本之后ꎬ «实践论矛盾论» 的第二

个韩文版本———金胜一译本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由汎友社出版③ꎮ 书中除了 «实践论» 和 «矛盾论»ꎬ 还

收录了 «新民主主义论»④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毛泽东选集» 四卷本陆续翻译出版ꎬ 第一、 二卷分别于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出版ꎬ

第三、 四卷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出版ꎮ 这套书的中文原书是 １９９１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

选集» 第 ２ 版ꎬ 韩文版由汎友社出版ꎬ 译者是金胜一ꎮ 当时在韩国已经开始倾向于用新的方式标记

中国的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ꎬ 传统的方式是用汉字所对应的韩文来标记ꎬ 新的标记方式则是把中

文译名与其他外文译名同等对待ꎬ 按照其原语发音进行音译ꎮ 但是ꎬ 在这套书里译者沿用了传统的

方式ꎬ 因为大多数人名、 地名和事件名称的汉字标记是当时大家更为熟知和惯用的⑤ꎮ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ꎬ 韩国楼院 (Ｄａｒａｋｗｏｎ) 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 «毛泽东自传»

(汪衡译ꎬ ２００１ 年)ꎬ 韩文书名为 «毛泽东自叙传»ꎮ «毛泽东自传» 中文版本繁多ꎬ 目前发现和保

存完好的版本至少有 ３０ 个以上⑥ꎬ 可见当时该书在中国国内受欢迎的程度ꎮ 其中汪衡译本于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出版ꎬ 早于 «红星照耀中国» 的中文版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ꎬ 是出版时间最早、 影响最大的译

本ꎮ 促使楼院出版社把这一中文译本翻译成韩文的最重要原因是ꎬ 汪衡译本的书稿在出版前经过了

毛泽东的亲自修改ꎮ 韩文版的译者南钟镐是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ꎬ 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政治ꎮ 为了

便于读者理解ꎬ 除中文原书的内容以外ꎬ 译者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该书的时代背景ꎬ 并对文中

出现的人物、 事件、 团体和刊物等一一进行了详细说明⑦ꎮ 也就是说ꎬ 这个译本跟前文所述的申福

龙译本一样ꎬ 非常重视学术性ꎮ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ꎬ 韩国出版了 ３ 种毛泽东诗词的译本ꎮ 其中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草色 (Ｐｕｌｂｉｔ) 出

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的诗与革命» 由时任韩国建国大学教授孔冀斗翻译和解读ꎮ 他是韩国学术界中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持肯定评价的代表人物之一ꎬ 曾主导组建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学会组织⑧ꎬ 出版了

«毛泽东思想论» 等学术著作⑨ꎮ 孔冀斗自称对于诗歌研究是门外汉ꎬ 他对毛泽东诗词进行翻译并解

读的目的是把这些作品作为研究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原始资料ꎮ 孔冀斗认为ꎬ “毛泽东的诗词不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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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桢桂 (１９４７－ )ꎬ 韩国庆尚南道人ꎬ 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博士ꎬ 曾在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烟台大学、 黑龙江大

学等国内高校担任客座教授或研究员ꎮ 金桢桂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期在平民社出版了 «中国的最高领导层: Ｗｈｏｓ Ｗｈｏ» (１９９０)、
«中国的对外经济法» (１９９２)、 «中国的权力结构和实力精英» (１９９３) 和 «中国政治论» (１９９５)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又出版了多部中

国学研究专著ꎮ
参见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ꎬ 〔韩〕 金桢桂、 许昌武编译ꎬ 大邱: 中文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ꎬ 第 ３ 页ꎮ
该书多次再版和重印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初版第一次印刷ꎬ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初版第三次印刷ꎬ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第二版第

一次印刷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第三版第一次印刷ꎮ 参见毛泽东: «实践论矛盾论»ꎬ 〔韩〕 金胜一译ꎬ 坡州: 汎友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ꎮ
此外ꎬ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青蓝思想社出版的 «政治理论» 一书中收录了 «实践论» (选自 «毛泽东选集»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 年)ꎬ 由史学家柳永博翻译ꎮ 该书的主体部分是哈罗德拉斯基 (Ｈａｒｏｌｄ Ｊ Ｌａｓｋｉ) 的政治语法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一书的

节选ꎬ 书的后半部分介绍了毛泽东创作 «实践论» 的背景ꎬ 并翻译了 «实践论» 全文ꎮ 附录部分介绍了毛泽东诗词的概况ꎬ 并对其

诗词代表作 «长征» 进行了翻译和评析ꎮ 参见哈罗德拉斯基、 毛泽东: «政治理论»ꎬ 〔韩〕 柳永博编译ꎬ 首尔: 青蓝思想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ꎮ

参见 «毛泽东选集» 第 １－４ 卷ꎬ 〔韩〕 金胜一译ꎬ 坡州: 汎友社ꎬ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年ꎮ
这还不全部包括这些版本的再版本和翻印本ꎮ 参见丁晓平: « ‹毛泽东自传› 源流考»ꎬ «中共党史资料»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参见 «毛泽东自叙传»ꎬ 〔韩〕 南钟镐译ꎬ 首尔: 楼院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１７ 页ꎮ
参见 〔韩〕 李承熙: «现况与展望: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在韩国»ꎬ 刘中树主编: « ‹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 第十五辑暨全

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论文汇编»ꎬ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３０ 页ꎮ
参见 〔韩〕 金忠烈、 孔冀斗: «毛泽东思想论»ꎬ 首尔: 日月书阁ꎬ １９８５ 年ꎮ



凡的文学作品ꎬ 而是革命者生涯的真实写照”①ꎮ 该书是在韩国出版的毛泽东诗词译著中收录作品数

量最多的ꎬ 共 ７５ 首诗词ꎬ 分为 “１９０９—１９２０ 年: 理想与革命”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 年: 民族与革命”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年: 国家与革命” 和 “人间爱与革命” 四个部分ꎮ

另外两种译本是由中国朝鲜族译者翻译的ꎮ 一种是文苑出版社 (Ｍｏｎｗｏｎｂｏｏｋ) 于 ２０００ 年出版

的 «毛泽东诗集»ꎬ 由刘振成 (音译) 编译ꎬ 该书附录部分选取了部分毛泽东诗词手迹②ꎻ 另一种是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由多山书店 (Ｄａｓａｎｂｏｏｋｓ) 出版社发行的 «如歌言语ꎬ 似舞征服»ꎬ 由张石万编

译ꎬ 书中的 ３１ 首作品选自 «毛泽东诗词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 和 «毛主席诗词» (外
文出版社ꎬ １９７９ 年)ꎮ 全书分为 “举杯洒向滔滔江水” 和 “想问你想去哪里” 两章ꎬ 每首诗都包括

四部分ꎬ 即毛泽东亲手笔迹、 韩文译文、 中文原文以及详细的背景说明和解读ꎮ 在译者序言前增加

了 «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和毛泽东的照片ꎬ 附录是毛泽东年谱③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ꎬ 平民社出版了郑次根④和金桢桂合译的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ꎬ 该书翻译了

«实践论» «矛盾论» «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和 «中国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 共 ６ 篇著作ꎮ 译者认为ꎬ 这些作品 “可以称得上是现代中国政治哲学之精髓”⑤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ꎬ 熊津 (Ｗｏｏｎｇｊｉｎ Ｔｈｉｎｋｂｉｇ) 出版社出版了名为 «实践论矛盾论» 的毛泽东著作ꎮ

全书共 １２ 章ꎬ 除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以外还收入了毛泽东的其他 １０ 篇著作⑥ꎮ 书中还翻译了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和作家齐泽克写的长达 ４０ 页的解读性前言ꎬ 名为 «齐泽克诠释毛泽东: 实践论和

矛盾论»ꎮ 译者为卢胜英 (音译)ꎮ 在人名和地名的标记方面ꎬ 以按照现代汉语的发音音译的新标记

方法为主ꎬ 但是像 “曹操” “赤壁” 这种近现代以前的名称仍沿用韩国人熟悉的汉字音标记法⑦ꎮ 此

后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韩文译本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原则ꎮ
２０１０ 年至今ꎬ 在韩国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有 ３ 种ꎮ 一是 ２０１５ 年耕智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箴

言»ꎬ 该书是从 «毛泽东选集» １—４ 卷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 年)、 «毛泽东文集» １—８ 卷 (人民出

版社ꎬ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 年) 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１—１３ 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１９９８ 年) 中

选取了 ３６０ 条名言警句ꎬ 分为 “观世” “正己” “待人” 和 “处事” 四个部分⑧ꎮ 该书译者金胜一是

耕智出版社的社长ꎬ 也是汎友社版 «毛泽东选集» 的译者ꎮ 耕智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传统文

化和当代中国的图书ꎬ 也包括一些我国的外宣图书ꎮ
二是学古房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出版的 «毛泽东主要文选»ꎮ 这本书实际上是李腾渊在 １９８９ 年翻译的

«实践论» «矛盾论» «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 «反对党八股» 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等 ６ 篇文章的修订版ꎮ 当时协力出版社是分三卷出版的ꎬ 本次学古房出版社将其合为一本ꎮ 译者在序

言中阐述了重新修订出版的原因: “现在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ꎬ 而韩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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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毛泽东的诗与革命»ꎬ 〔韩〕 孔冀斗编译ꎬ 首尔: 草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６ 页ꎮ
参见 «毛泽东诗集»ꎬ 刘振成编译ꎬ 首尔: 文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ꎮ
参见毛泽东: «如歌言语ꎬ 似舞征服»ꎬ 张万石编译ꎬ 首尔: 多山书店ꎬ ２００７ 年ꎮ
郑次根为韩国昌原大学中国学系教授ꎬ 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博士ꎬ 曾任中国山东大学研究教授和客座教授ꎬ ２００９ 年荣获山

东省政府颁发的 “齐鲁友谊奖”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ꎬ 〔韩〕 郑次根、 金桢桂译ꎬ 首尔: 平民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６ 页ꎮ
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３ 篇 «星星之火ꎬ 可以燎原» «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ꎬ 另外７ 篇是毛泽东在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的著作: «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 (１９５５)、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１９５６)、 «读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

题› 谈话» (１９５８)、 «读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批注» (１９５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１９５７)、 «人的

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１９６３) 和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１９６４)ꎮ
参见毛泽东: «实践论矛盾论»ꎬ 〔韩〕 卢胜英译ꎬ 首尔: 熊津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ꎮ
参见 «毛泽东箴言»ꎬ 〔韩〕 金胜一译ꎬ 坡州: 耕智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４ 页ꎮ



现在和将来都与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ꎬ 因此有必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特

征ꎮ” 尤其是在政治上ꎬ 中国一直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其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ꎬ
“如果想准确地判断中国政治的本质和方向ꎬ 首先有必要了解毛泽东的政治和思想观点”①ꎮ

三是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开放书院 (Ｙｅｏｌｌｉｎｓｅｏｗｏｎ) 出版的 «毛泽东的诗»ꎬ 由韩国诗人赵珉浩 (音译)
翻译ꎮ 中文原书为 １９７６ 年 １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诗词»ꎬ 原书共收入 ４４ 首作品ꎬ 译者

选取了新中国成立前的 ２２ 首ꎮ 在译著中ꎬ 原文以简体和繁体两种汉字呈现ꎬ 方便不同读者阅读②ꎮ
综上所述ꎬ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韩国出版了 «毛泽东选集» (四卷) 全译本和十余种其他

单行本或合编本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随着 １９９３ 年金泳三民选文人政府的成立和民主化在韩国的推进ꎬ
韩国民众经历了认知上的巨变ꎬ 由 “独裁－民主” 的二元论框架逐渐转变为 “基于民主的多元话语”
形态ꎮ 尤其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ꎬ 韩国社会中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民主化运动一代产生了很大的差

异ꎮ 现在四五十岁的民主化运动一代基本上是把 “民主” “统一” 和 “进步” 理解为同一个范畴ꎮ
而年轻一代最为重视的则是 “公平的竞争” 和 “对结果的正当报偿”③ꎬ 这在 ２０１９ 年韩国法务部长

官曹国的辞职事件中也充分体现出来ꎮ 因此ꎬ 现在的韩国年轻民众不再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进步青

年那样渴望从进步书籍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ꎮ 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的

活跃反映了当时韩国民众渴望解决社会问题的心理ꎬ 近年来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的主要特征则是以

学术研究为中心ꎬ 其主要表现为大部分译者是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ꎮ
从上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的空白阶段ꎬ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毛泽东热” 的兴起ꎬ 以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进入以专业学术研究为主的阶段ꎬ 不难看出时代因素对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翻译和传

播起到的作用ꎮ

四、 结　 语

本文初步梳理了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翻译和出版的历史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ꎬ 韩国一直处

于军事独裁的威压统治下ꎬ 社会主义思想和民众的自由受到严重压制ꎬ 毛泽东著作被列为禁书ꎬ 其

翻译和出版处于空白状态ꎮ 随着韩国民众民主化意识的增强ꎬ 反对独裁政权的呼声越来越高ꎮ 由进

步知识分子和学生主导的民主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进一步向工人和普通市民阶层扩散ꎬ 韩国社会

对进步思想的需求带动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毛泽东热” 的兴起ꎮ 当时韩国社会问题激化ꎬ 民主化思

潮涌动ꎬ 进步力量希望通过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实践寻求解决韩国社会问题和变革的途径ꎬ 毛

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呈爆发式增长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ꎬ 而中韩建

交增加了韩国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ꎬ 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翻译和出版进入以专业学术研究为主的阶

段ꎮ 总体来说ꎬ 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解决韩国社会问题所需要的主要思想理论之一ꎬ 因此虽然毛泽

东著作也有被列为禁书的特殊时期ꎬ 但对其的积极译介和传播仍冲破了重重障碍ꎬ 占据了主流ꎮ 这

是历史文化因素和时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ꎬ 中韩两国在地理上是近邻ꎬ 具有悠久的文化交往历史ꎮ 尤其是在朝鲜半

岛沦为日本殖民地以后ꎬ 大批独立运动志士流亡中国ꎬ 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ꎮ １９４５ 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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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毛泽东主要文选»ꎬ 〔韩〕 李腾渊译ꎬ 高阳: 学古房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６－７ 页ꎮ
参见 «毛泽东的诗»ꎬ 〔韩〕 赵珉浩译ꎬ 首尔: 开放书院ꎬ ２０２３ 年ꎮ
参见 〔韩〕 安仁焕: «韩国进步政党运动的分裂、 统一过程及其原因分析»ꎬ «韩国哲学论集» 第 ６５ 辑ꎬ 首尔: 韩国哲学

史研究会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１５７、 １６５ 页ꎮ



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ꎬ 马上进入了毛泽东著作翻译和出版的活跃期ꎮ 这一现象的出现

是两国人民共同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延续ꎬ 也是当时朝鲜半岛人民谋求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体现ꎮ
时代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ꎮ 毛泽东著作被列为禁书的时代是朝鲜半岛作为东西方冷战核心区域

的特殊时期ꎮ 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韩两国进入了长达 ３０ 多年的敌视和对立时

期ꎬ 虽然该时期 “毛泽东热” 席卷全球ꎬ 但在韩国政府的严格控制下ꎬ 包括毛泽东研究在内的所有

关于中国大陆的研究都被视为禁区ꎮ
不可否认的是ꎬ 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ꎬ 而韩国社会以及普通

民众对作为重要周边大国的中国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ꎮ 因此ꎬ 尽管随着时代的不断变换ꎬ 各个时期

毛泽东著作的翻译、 出版与传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ꎬ 但对其进行译介和传播必定成为常态ꎮ 从这个

角度来看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韩国出现的毛泽东翻译热是从特殊时期回归了正常的文化交往ꎬ 可谓是

民心所向ꎮ 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韩建立外交关系以后ꎬ 这种文化交往迅速发展ꎬ 包括毛泽东研究在

内的中国学研究在韩国全面兴起ꎬ 相关领域涌现出大批专家和学者ꎬ 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不断向纵

深发展ꎬ 至今方兴未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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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８ 页) 走向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 的全新方案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ꎬ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

要强大的物质力量ꎬ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ꎮ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ꎬ 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

丰富ꎬ 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ꎬ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ꎮ”① 在新时

代ꎬ 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ꎬ 解决一系列国内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ꎬ 并在实践中形成

中华民族独特的标识ꎬ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ꎬ 推进中华民族完成伟大复兴历史重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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