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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對於韓國境外學者來説，“嶺南”是慶尚道的别稱，也許不曾發現它在朝鮮

時代的文教地位。朝鮮知識分子把嶺南稱爲“鄒魯之鄉”，反映當地具備儒家

文化發源的條件，與嶺南家訓的大量出現，關係密切。本文分析嶺南家訓採用

的文體，發現其多樣化的書寫形式，包含箴銘、書信、詩歌和雜文等；在其題材内

容上，揭示儒家經典知識的重新建構過程；從它在鄉村社會裏的流通情況，勾

勒嶺南儒學世家在家訓形成上的貢獻。在嶺南當地，家訓不但起到訓戒家人

和族人的教育功能，兼能實現古聖賢傳經濟世的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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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嶺南地區的文教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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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嶺南家訓的書寫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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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ð£《¤ø�》、�Zn《e�ù》。（５）×È（３５ �），¾��

（１５４６—１６２４）《p¿ýmM�》、Pú（１５４７—１６０３）《Æ)×》、P<ö（１５７５—

１６１７）《ÈÙ>�×》。（６）ì"（１１８），¾us《p)"》、P(/（１５５３—１６０２）

《4ªhD>》、êA6《D§fAì》m。

“é”<Å%x�%、}ûüpzR?¬-，=¤®���E�ü«�îÃ

ÖF?"�。Øc�à，Peès³?《́ �h�ÿé》，;(Ì，hÌ(�。

!áS·(¶¬-：“N-ó”、“yM�”、“2pã”。瑑瑢 j£óô*u?，�(

Ì¬-4<RÖF?üÿé。《́ �hPÙóô》ST：“Ù��：‘e�½G，±

��Æè8。ää¿6k�，��òÛU。.ý-ó、yM�、2pã(×，Û

\¡puº，þ±Æó。’”瑑瑣R���E�，-óºN，yãÏ)，ÞÍ��«

�。ïa，PÊóxðªþhu#�?=ûpÿ，�î%R“�D²c% c%

äx�”Q“ý�ºN îÃº±”?8>，瑑瑤k!_E�µDÃ¯¯';，éS

65。ÉÔxªu?ð)þh*，ù¯E�km%Ñé-?pÿ#�x^

!R。

“�”Ñp�、ì4?Å§。xªuD>*�a“8�”、“8>”、“8L”，

J=¤<áÄxÈþ'�=DÃ�¤:k?-óµä，4Ñ1"ÊÃ>³£

�w×?vþ。��“8�”��<Èþl?[,T~，pw#ÊÃüwÃS

·Z,·�。PÊóE7 ８７ É，Ì6��*ð １２ 7（１５１７）１２ 8 １５ 9，Rx

Èþ'GÝ�#、j¿($ÙP«（１４７５—１５２８）'Íð)，¦1ÊÃx£�

w，úªxX'}ûR%Ñ£i÷，±®¼>TÕå)。《c�h¼S·Ðf8

�》ST：

召子姪及從孫三塘公瑛坐，而戒之曰：“家傳清白，世守恭謹，孝友敦睦，

尤爲先訓所重。汝曹一一遵守，勿以驕恣薄行，墜毁家聲。喪祭惟在誠

敬，勿務爲豐侈，且吾久在經幄，不得匡君救時，生既無益於世，死當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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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瑢
瑑瑣
瑑瑤

êÂÿ�：《ªu' D>》，R １１７。
u�-：《́ �hPÙóô》，《(©Ý》，《Æ3,�¼+"ÝU-》，. ２２７，R ４５４。
êÂÿ�：《ªu' D>》，R ２２—２４。



葬，但記姓名，以表幽墟。切勿虚辭溢美，請人爲碑碣，無善事而得善名，

吾所深恥也。仍誦寶物惟清白之句，以詔之。”瑑瑥

PÊói²¶ÃÖLEÌ，Èþ'µ�ÊÃ½×^x��å。R １７ ÉÖÌ

Ü³¬，pw"¢Q@，®¼Ú$N8Ó、��48、I"4½WsRw�、Ì

-、S²、Úqµ(Úqmu[，Wku·I¶ü�p�。Ú©Ç(7（１４９７），

“<¯Ù'{fid。E^7É«9，±�ÑÅ6G，g5E�，Æïw

�。”瑑瑦R>uw�7，�*SÖ“:+M÷”，Ú©Ç{Pð£�ÃP%¿mª

ueÃ��，½-ü9�ìÚ。�!，PÊóôÿ&6þh，L÷“c�h”，å

!�å。RÍ>§8Ãµ�¿�：“DÄºX¢÷，ù�：‘ºd。’8Ãüa�

Ç±，Y�ìúO�)pF。”瑑瑧R§DÃ¥5u·Ö"�÷�'Ù，FÖ¸

øýx�，!¯,�ì`。

j^Ru?，ªuD>·ÑO±?D¸¡Èå¯，�xÛ-*4��I

Ö。“Û”Ñµ�µpq?Å§，3Ñ"ÁÜ?ÙÚ。c¾，�ó:（１５６２—

１６４５）《�)Û》，���Ì，,áfuÌ，(®�>Æ¶Ã)ó。P�µ

（１８２５—１９１２）《D§fÛ·=¿ýSvQS¿》，áâÄá，�-Îø，̂ “× 

í”、“¿�:”、“º¾Ê”、“nÀh”、“(ð£”、“îÕ¶”、“")¸”、“º*

Ó”、“NÎ×”、“C%�”�Ú，��f¶ì&。hìAfÌ，hÌ��，,á

８００�。P�µ�：“ÿfÛl，9®¼ñpC4。”瑑瑨àIJÜ<®�¡È�¿

?Ãñµä。

xÛ-*，ªuD>�l�±®�ìs³<�=Ú。uñ�（１６５３—

１７３３）?《V)uÛ》<(�¡�)ÐEM?vÄ，<�s0¤w)áwÍ?Æ

¡Y³Z。uæ�：“ã^æO4。V��，�《V)uÛ》”瑑瑩!á��uì，

²�´ÿ，hìf�Ì，hÌ��。"*�^“CM”�Ú，pµeÃ)ÐEM

５４２朝鮮時代嶺南家訓研究芻議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êÂÿ�：《ªu' D>》，R ２２。
u�：《c�hP|Öóô》，《�êÝ》，《Æ3,�¼+"ÝU-》，. １７３，R ３８６。
êÂÿ�：《ªu' D>》，R ２２。
<R]，R １７１、４２１—４２７。
uñ�：《Û》，《+,Ý》，《Æ3,�¼+"ÝU-》，. １６４，R ２５５。



¸òôÉÏ，�：“â�)Â，¶#CM，�±kÏ，!^Ñ®？”瑒瑠pw，på

h üh-EM?OMÉÏ，W�{¶ì&。�/《U)》<Þ£)Ðns，\

^“U)”�$�，z�“W�(Ä”，eÃ¸“Òp6[”，_“{X'í，pn

ù±”，ªwòô)ÐdÏ，Î5“()”、“́ ,、V�”、“*@”、“{E”µ“�

M”?ïag¶ì&。x“{E”ì&*，uñ�àIeÃxW-“��”w，!

�ÒM“{E”：

“四書”已熟，始入“六經”。樂可以和；詩可以興；節文於禮；政事于書；

褒誅義意；卦象緖餘。隨量探討，資以先後。譬猶飮食，鹹淡惟口，照顧

得到，體驗何有。瑒瑡

uñ�5�“��”、“{E”û·Üoµå¯，¿!CÐvÄ±<。《()》<

“�Ü”p�，wóR<，\��ì&，}æ±{，ªw“���ì，®®wó”；

《́ ,》、《V�》“�-7>，t±*ö”，\��±®��；CÐ《*@》，±®k

.，�“�!±/，A/�m”。瑒瑢 #!Y-，“��”̧ W�；É6“{E”，e

Ã«påE��¤，óô|wÉÏ，5¬æÖ，ërûEÅ�，É�±OÙ，,ú

®m。

±ûxÛ-�，ªu“D�”4�?p)?ÉÚ，��< Äp¡�Ä?M

�vÄ。û/Û-±<，D��6ÊÃ³>，\�*�oÑ0äÉdp>，Âv

%��1。·/ò（１５２６—１５８６），2NÃ，�ws，aZ3@。RÈÑ��，á

�º_、É�ò_、(�z_、��L_。《eº_�》<·æeêá�?�4，

>�R�µ6®/R，Q¯®å，¶¬w°!�。��：“Dp¼É8ùâ，!

Æ¿}Ô�4。o7[(，(ì>õ，��²Z，f°!Q。D�ý5，Îp

Q!。”瑒瑣·æ=�，®>OÙ，µ/±9Z3。《ez_�》<Rê(�?�，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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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uñ�：《Û》，《+,Ý》，《Æ3,�¼+"ÝU-》，. １６４，R ２６３。
<R]，R ２６６。
<R]，R ２６４—５。
<R]，R ８０。



�£M�¤�«áð¤�，[åÓÔ，“×p6×，RÃ�¹�®”，_¯)^

®。ê��?《eL_�》，>Ô£M��¤(�，“DpM�，!±=�，Y<

�6Ë4”，�*ROM�/《Åe\7�&》，±®¤�，“/±M!:？”瑒瑤ª

u<��efÝé)ñ，«ÚÏ)pS，E��Gx·æD�p*。

7sp)^a，D�å�D¸¡È?h�ÎC，\ÙÚh/ÖL�é))

¡É。�·/òá�8ÊÑó，6<R³s�¢�êý�，¡È«9pÄ。《e

º_�》�：

且聞汝妻有身云：“可喜可喜。”然而婦人妊子，不可輕易，必以禮處之可

也。其在《小學》引《列女傳》之語，妊子之戒大槪備矣。汝須以此章之

語，翻譯書之，付于坐隅。汝妻日夜目存而心思，俾無違越，然後庶幾無

負古訓，無踰禮則，而承家之重。繼世之長，亦有望矣。更須毋忽，幸甚

幸甚。瑒瑥

9¡<D¸¡È?Þ¤VP，ÆÇD£5`/·，×É�1。·/òpÆº_，

{《U)》*《Îô0》?�zÂQ�Q"，ô6��¦:âM，}öWMO§，

ã9�)。《U)·�¡@�》ST《Îô0》��z"�：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

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

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瑒瑦

[§ã9pÄ，CæóÊÇº-óÙÌ，S¾¯�F;，¦�±s，N�º3，C

4<j��，ì4ÍK=ô5Ü?%�=¬。<¯，óÊV¯Ò×，*Öô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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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瑤
瑒瑥
瑒瑦

uñ�：《Û》，《+,Ý》，《Æ3,�¼+"ÝU-》，. １６４，R ８１。
<R]，R ８０。
�ÖÃ、Áûp、[Ã2=�：《��,�》（R�：R�Ó�5%R；³ð：ã�¡È5%
R，２０１０7），. １３，R ２９５。



v¯�>d�，9ýSÈ{æ。\UD>��ST，*+F��?ÖLw6x

Ha®mÇÀ0Ø，�mD¸¡È?¼J�®。

¤k�³"�?û�Üo，D>�lÑ¦Ú"mp�&?。×È,-4

Ë，̄ ÑCõÂ，Mlòå¬�ûÝÞ，�á�Ò，P[WS。<¯，×�56Â

vT"，®�D>，ìÊvÅ�，̂ !ÉÎ，�ªþR。《ªu' D>》C·“D>

×”３５�，7s�Zn《�ªQï×》、《=�:》=�±®Ó�a，£R�^V

�³Z。g|Ñ�ó:（１５６２—１６４５）《EW》、ªë（１８３６—１９０７）《>£Afg

ì》，; ２６�；u|Ñ��（１５４６—１６２４）《�¿ý«®j)?'》、《¿ýM�?

'》、《p¿ýmM�》、Pú（１５４７—１６０３）《Æ)×》、P)]（１６２８—１６７３）《8

�×》，; ５�；gÝµuÝû １�，Ç��èp（１５９８—１６７４）《p)》µP<ö

（１５７５—１６１７）《ÈÙ>�×》。

Ó×¬Ý±Á4，ÌÕ±à。�Zn《�ªQï×》：“¤�'«��6，ú

Ñ£5<¤µ。”瑒瑧!×ÖEªñ（１２０９—１２８１），æ=Ì，hÌu�，�6±x

ªuÚ�?D>×。�æ>=:�Bò¯«5，�¯«�，ßè“!ÔQï÷

-，DÄþ��T�4。”ms��´7，ªuD>×'·µ�，|âv�，²�

´ÿ，Í5GsD>|×。ªë（１８３６—１９０７）《>£Afgì》# ２５ �×|

Z，=¤å��¶vú，Ç��OÏ)（《O)》、《y)》、《ÏM�》、《��》４

�）、W�Ì5（《ýp》、《Ì5》、《æ�5》、《l³》、《�¾�》５�）、D¸ñ³

（《ß》、《pá》、《¿�:》、《Ö¿》４ �）µÇº-ó（《�3》、《�ò》、《±

�》、《ál-》、《ó�¦》、《��》、《×ð》、《2¼》、《ÞrÞ》、《Á]》、《¢

ù》、《ìuî》１２�）m。û�Ìþ¡<，7sáÔ《ìuî》<gÝ×a，£ý

２４�Ð<g|×。h�×ÐÑIWÚ�，VP-�´ÿ，û��#A>�Þ£

?=Ú。c¾：

腕直筆亦直，心正字亦正。小畫如透堅，一點當存敬。《作字》

如欲其心正，必先正威儀。不有威儀正，其心易有私。《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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螻蟻勿踐踏。草木勿摧折。推此不忍心。其亦爲仁術。《推仁》瑒瑨

^R(�×Ú�±<：《��》¡�UÞ�`³�]Ê；《Ì5》>�¶Ã�¤

üý�ÁP4Cõ；《×ð》À¦d®ÖL，møb@îp，��xó。ÃÜ¯

£ºk5，"�!³®ÙÌ，/CTa»，T��，å!×¾ðd，�ì¤%Ö

Öp�。×ÈfÖ3û¸，û�ÑA<�=Ú?ºÛÜ。

#Ò"�s³?“ì"”D>，áâÄá，�3Ï¯。xªuD>*，7s

Ò"a，“ì"”4�®Ï、v、<m"�³Z，£*nÄsî?Ñ“ì&”?�³

¨þ。“ì&”±®�ì�>?vþ，ÎØÎ&，hì3Ñ-�Ú3，�¹¡�

#，*2<�=Ú。c¾，us《W�D>》�� １０¶ì&，̂ “�O”、“p�”、

“e5”、“M�”、“S-”、“�ó”、“éD”、“IÃ”、“½×”µ“�Ø”�Ú。瑒瑩

!á(�>�eÃ�OÌ5、îÃI%、e)¢Âmvú。nÄ£RD>?�

³¨þ，“ì"”Ñ�¶s�，<JE�®�S·eÃ�9�?ÖLµä。c¾

�³"（１７６６—１８０７）《9É》µP�ó（１７０８—１７６６）《9É》。�³"《9É》

ST：

逐日蚤起，盥櫛正衣冠，上堂問安，退讀所業。食後問安于諸父母，灑掃

房屋，常令潔淨無塵。幾案書册，勿散亂頓放。不得無故出入隣里，毋招

乎雜人，打話終日。常須整容端正，儼然如對神明。夜眠及疾病，則不可

卧。言語必思而後發。勿與人戲謔語，侵人家長上。勿評論貨色，勿言

人過失，及官政得失。勿詬詈僕隸。行步時，須張拱徐行。常置小册子，

箚記逐日所爲之事，及所見古語之要切者。雖麤細事務，來到面前，盡心

力而爲之。夕食之，上堂安置，退讀所業。二更就寢，寢時，須齊手

斂足。瑓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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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瑨
瑒瑩
瑓瑠

êÂÿ�：《ªu' D>》，R ４３９、４４４—５。
<R]，R ６１—６３。
<R]，R ３７１。



ü²_�，�æ>�DÃÇ�(vú：�、̄ :µM：V/BG�©�AuÚ，

ÿ³r)，mh'§ íêã，ªw®åÉÂ。9:+äw§ð£áÄêÏ，p

wÖB#ª，CC�D，â×(]ä5。g¡´äw，5;e)，É １１ ¯ª�

�；;¯FE，̈ �`F。A、-,ó�：àxºN，Ë§Ò，CTÙ�，F�Ñ

ñ；ì|^*Þ�，�Ã<�，Ù´�}®(；±®/ÐÖÃþ9ôõ，GÅ¿

-，=>¸Ã。(、bÓ�§：�¹`S¨.，S·9�¤×，Ó,4Æ，±¯

�b。《9É》̀ ¹[I，HVÃÜÖL，�63Qòó，x·�¼®pý，�±

(¡â?ÅÆ。

四、 嶺南家訓的形成及擴展

　 　 （一）儒家經典知識重構

x��¯ö，±´<:NZx4、ÚvR?80µ�|，CDEFÐ<

ÉhC)?òå。møE\x�3äå、M�&·、C�ÉÏ，Æ³SI

m，�Ñ5V，ûRÜ±®?¡)"kÐ<^CDEF�=。ªY，D>?

v"±�F。D><xCDEFnsRyk5�?“�Ö"k”，C·?

w6<EUÞ���，/|�E�"k±<。u^ÑÞ�?�¤，<#6

Éh¡)/D>¡ÈfªÐoÑ¡ÈÜo，ûò¡&?°ÑÃ¸。ÉhC

)<)Kw6?0�，®�C�?EF"k，ä�¯üý|�ú»。D>

Ö3^CDEF�^r，Y�sÁ³DÃÖL?¼J�¤，"Éµp、>�

å¯，��'Þ�Sz=Ú，Þ�CDEFw6。<¯，D>�l4'¬V

£R)à§¨、Ã%F\、®M\×，ü/¯Q¡É?Ú3，k!OiD>

?à*¿。��·$�Ü?�3vþ，_D>]G5Ëè2?w6

V+。

Gº?ªuD>8éO%?w6XkI\，��êx3w?J�µ_®

R，Á*+EMw6RPß¡，�£IÖ。�Ï"（１５３２—１５８７）《DÛ》<ªu

ãß�æD>，³Z6 １５８４7 ４ 8。!áÇ�“¾Êp�”、“ �p�”、“�

:p�”、“_üó”、“nÀh”、“(£K”m{¶ E，àIsx“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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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ÉÊR，gñÉÊ?Þ¤Ü。瑓瑡《DÛ》û T~¨þ�，|�ó�

Ä1I，É�?EåF，j=§¨V+，ªwt?®M\×，�0ûÒ。c¾

“¾Êp�”：

妻，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而從子。夫者，婦之天也。

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齒。瑓瑢

¾Êñ�<gñÉÊ'Ù，�|ó&Ì，_D¸µL。《DÛ》À¦j¾pÆ，|

t?《ñS·ús�》、ªN《à"1�》µG@《ô§》，]1“�”?ÅÆ。《à

"1�》�：“�，Ê/¾`l4。”瑓瑣x²Z¾Êw，fM¾�\，ÊÃj�，±

®XK。<¯，ÊÃòôM¾Né，¦OùX»M¾ÄEãÓ。《ñS·ús

�》�：“�/p`，þ�±X，\¾�±K”，“ÊÃ，jÃl4。6j �，Kj

¾，¾�j�”，“ÊÃ²N，j¾pN，¦^¾$。”瑓瑤ïa，《DÛ》¥M¾��

�pÂ，!à?6ßÐG@《ô§》：“《(5》@g：ñ，¾Ñ÷®pÆ，Ê²A

5p"，\�：‘¾l，Â4。’”瑓瑥《DÛ》ÿ³R~EFVP，�IÊÃ�:nj

¾pÆ，5Kw±®��Ê�。

IA，《DÛ》\U《v[》、《*@》µ《ñS》́ Ò¾Êñ�?³³ÉÊ。

《DÛ》ST：

《易·家人》卦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小畜》卦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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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瑓瑥

�æx《DÛ¨》*�：“ÃCg�，¤ò·Ü，~Ü�Ù，vÆ£p。��Wd，D`²7。
¾���，ºÔìr。 «�¡，¥^�A。�¿:¸，PòQó。"_é`，þ±^Ì。
ýþõì，̂ ,zL。(£µK，ùyèÞ。R！Ì{�，ó^4Î，�E£ó，�ò+
}。”《DÛ》，《RCÝ》，《Æ3,�¼+"ÝU-》，. ４１，R １８３。
êÂÿ�：《ªu' D>》，R ９１。
ªN：《à"1�》（9:：*P�Q，１９９２7），R ２５９。
v7]，ÆÙ{：《ñS]<》，《f(E]<�z,�》（/9：�"Ï5%ÙÚ，２００１
7），. １１，R １２６０。
G@：《ô§》，《S�ÝZ'�》（ZÐ：�ùÃË5%R，１９９７7），. ２，R ４２。



《中庸》曰：“君子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禮運》曰：“夫婦和，家之肥也。”瑓瑦

¾�¯ÁÂVa÷�，ñ���ÙÌ。《!》�：“《DÃ》，ôÌéóV，xÌéó

a。xôÌ，ÂÚp(Æ4。”ï<�：“《DÃ》p�，̧ ô=6V，x=6a，

ªwD�Ô�，Ô!d{ASY®é，<ôÌéóV4，bgUY®é，<xÌ

éóa4。”瑓瑧《DÃ》dù_LR，{ARe=IÊÃÌéxV；bg�e=I

M¾Ìéxa。{Ae/bge¡³，¾Ê÷é®Ì，D�ÙÌ。¡�，《U

J》�：“b(：\àT，¾��&。”]�：“'��m，R�Rá，J6Rá，±

¯E�vp，¾��&pÆ4。”瑓瑨《UJ》dç_LR，b(�e，{�Re。

�e=M¾，Re=��。Ô��xM¾pR，¢!£ó，j¾pÆ(�。E"

èfU£ìõî，\f�±¯'�，�t¾�æV，�&±µ。�?，¾Êñ�

ÆÇÉ¿。�æ;?《*@》@ １２ ð，àIÇ�p�Só¾�ñ�，�¤Û"

«*4 OWp½，IãÂÚV�Ù×%；ïå《ñ#》T~¾�µL，<DÃ

Ç°ux。

x*+?®M"SSTU±r�¼¶»，�^�0ÓÃ¼J?ÖLEÌ，

·�àIÓö¾�¡½?ÉÊ。《DÛ》på*+M�，±®s{ìM¼，Ç�：

（１）“¡p¾Õ”：å《�0·lÙ(f(7》[ÈXU¾Ê^ñ¡î�7，p

¦¾�¡¹ p。（２）“±�YZ�”：å《wÐ�》ùI�|Ð/Do�®a

�Ù=[g，Q《Åe\7·tð�》�[p)\Ì3tðôýM×，>�M¾

®¯;�，±�²G��。�Ï"�：“î�p�，«ÄùIQp)4。”瑓瑩

（３）“(�Í�¾Ê”：å《wÐ�》�JtÂg:��£�w�î�Ã�，w

�AÃÞC¾�÷�；̂ Q（４）“fT\�”：å《Ð�》'ötÂ�rÈIT

\�0êº%，À-¾�±��Æ。�æ�：“g:/rÈ，±��Æ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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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瑧
瑓瑨
瑓瑩

êÂÿ�：《ªu' D>》，R ９１。
�ò、¼æI]，ï�"ÌÆ：《v[ÌÆ》，《f(E]<�z,�》，. １，R ３１８—３１９。
<R]，R １２５。
êÂÿ�：《ªu' D>》，R ９２。



è/Ç�4。”瑔瑠（５）“��¾)”：å《wÐ�》ßÐ�¼����âp)；̂

Q（６）“舉»`~”：å《wÐ�》T¿��V/Ø�äÆ/M¾~ðm`，>

¡��¡¾p�。�Ïê�：“£¡pñ»，�ÃÊl，�±7ÿ！”瑔瑡��M¼

x*+®MRdÓ0Ò，ù���eÃWk，3&90，\�Ï"Ü®6《D

Û》*，[Ó7Ô。

�Ï"ïu´�_，OO�\b6。áD²（１６２０—１６７４）x《óô》

*ST：“Ù!��É，]^}D，�×"，BÇ_Ñ。|Ö´£�Ã。”瑔瑢�

æ56×"，ó"BÑ，�<，R�Ñ_®E�?"��³D>，Y<�®

CDEF"Ì，[å*+M¼，³Z《DÛ》。4£|�，²(/EM*3

Ñ(¬D¸¡È3wÑÉ，\�^£I�·。ûÿÑ�¯<，�æ±®D

>?�³¨þ，ÿ³J�EM|"，ï_ó"Ý*，̀ ¹[`，R¯üý"

k|»，_CDEF¯�Uï���³¨þÇÀ0Ø$�，Ñ�3Q。《ó

ô》ST：

［權好文］乃曰：“近世好禮，則膠於古，而不通於今。”乃因《禮》經，《家

禮儀節》等書，酌古參今，抄成一帙，以授子姪。又著《家箴》，“奉祭祀”、

“接隣里”、“御奴婢”，皆有節目，使訓習之。尤喜奬後學，雖閭里童稚，

咸聚而教之。瑔瑣

《DÛ》x³Zp'，�Ï"�A¨ÿ³CDF�。R�s_£ÃÛ"ÓÔñ

C，6<{《ñ》E、b©（１４２１—１４９５）《DñCC》mñ�，�Z� 。ñ�c

:BZ，�¤¼�0E&?，�ú¯ó�¤�³，±¯´,h·。<FÚ，《D

Û》a�EM³Z，®x±à6>�DÃ，4®�¡�8bÞ5，#!±ûÈb

D>?ò¡@�，4¯�GE)ÏG?É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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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瑡
瑔瑢
瑔瑣

êÂÿ�：《ªu' D>》，R ９２。
<R]，R ９３。
áD²：《óô》，《RCÝ》，《Æ3,�¼+"ÝU-》，. ４１，R １９０。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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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Ød，_DÃµ£ÃÐ¯eOCD"2ëF。xªuD>*，ñ³、W

�、�)µÖL�é��vú，�·ÆÇ¿。¨?_T：

表一　 嶺南家訓中的儒家經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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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　 ¿�:
º¾Ê　 nÀh
(ð£

îÕ¶　 ")¸
º*Ó　 NÎ 
C%�

ªë《>£A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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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　 pá
¿�:　 ál-
¢ù

O)　 ýp
Ì5　 æ�5
�3　 l³
�¾�　 ×ð
2¼ �ò

y)
ÏM�
��

Þrº　 Á]　 Ö¿
±�　 ��　 ìuî

RTu?，Þ�w?CDEFw6\UD>¨þ0"，�ôÚ&，��xJI

W，VP`¹[I，_DÃµ£Ã[6�«，:j¼ó。

　 　 （二）嶺南儒學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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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Gö¡0，qì9á。sî<��C)GD，RÜjp8�，)êGö¡0，

Á«ÚD>?¨ZÑAOì?ÆÇ。ªu“ãß�æ”<�¶·öTÜ?c

�。RÜ?|¶x�Ñ�ð¯xªuãß4îÚÖp，pwE®�Ñ、��=

�，'~dT。xC)?0R，ãß�æ�#�Ñ�ÂF、�§、�²、�]、

�p、�5，w�S�É��¯ö?�V、�£，ûÃ�¢·¯@，4\CF。瑔瑤

£*^�V（１３５２—１４０９）��ÃWk，A~《gEÚ?·》，ÒK《ñS》，É6

4 。

C)GDÁD>¨Zu�m?×��®，±PnÍ。Úv£@�?D>，

�Bú<D£ZÌ?¶ÃA~，S�mw�，¡�Z�D£ZÌ?@�³�L

�。ãß�æ<ªu?GD(£，x�C)GD�ÛÑÏ¯?D>"ð。c

¾，�ö（１４５７—１５０５）《/��》、�Ï"（１５３２—１５８７）《DÛ》、��（１５４６—

１６２４）《¿ýM�?'》、�ó:（１５６２—１６４５）《�)Û》、�ý¯（１６３５—１７１９）

《=�"》、�kÞ（１６４３—１７１９）《ðD�yS》、�kE（１６５４—１７２５）《e�

l》、��（１６７２—１７４９）《e�[》、�öE（１６７６—１７４４）《²,f§》、�¡�

（１６７９—１７５９）《Dä》、�¤（１６８８—１７４９）《e�ÌP》、�®õ（１７８８—１８６０）

《S¿8§》、�ØZ（１８１１—１８７９）《=ýÄà》、�m¯（１８１３—１８９６）《�n

6=¿�ª》m。��D>±<�¯p�，JÜ(¹x １５ G�É １９ G�p

:³Z。瑔瑥

D£D>\�·Ñ�z?�#Ü，�êD£ZÌxD>01Ru�G5

�?��;ÑýþÍ。ãß�æOmq�)àÆÇ，xD>VPRÁ“�)p

�”ºx¡<Í�。_Tü²ãß�æ>�£Ã?�)]ì，Ç�“ý5é

p”、“SW®å”µ“e)2p”(v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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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瑤

瑔瑥

êéÌA，��M)'�：《�Oß+\Ú'æ》（ÐN：��M)'，１９４０ 7），cfi，
R １６。
êéÌ�《ãß�æ£�》，STsãß�æD£|¶、 ��:µDÃÊ�?ÉÊ，� 
£�Á6ëL�æD>?¨Z，Ñ¡«Þ¤?ÝÒýþ。å!�^����Â�æxª
uÚ�V?ÆÇ¿。êéÌ�：《ãß�æ£�》，��Zð ７7（１４７６）pL�k，�K(
)�ð*4Û，. ３。



表二　 安東權氏家訓的“爲學之道”

ãß�æ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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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5ép SW®å e)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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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l》 

��《e�[》 

�öE《÷A�à》 

�¡�《Dä》  

�¤《e�ÌP》 

�ØZ《=ýÄà》 

�m¯《�n6=¿�ª》  

 �D>*uST?¡ÉVP

�/�：“Ãú<¤æ�5。!l�5？ú<<p。Ãpp¯，�5�x

�Rs。”瑔瑦M�(�O，y6£ý，B¯ép，ì�º5。�ó:《EW》×

�：“�5)>�，úæ5�£。�¾w±ì，ép<�¤。”瑔瑧×*5�e)±

>，xó£5{�，̄ %Õª，y8�¾，±O%q¦Å。x《e�ÌP》*，�

¤>�ý��：“ûuD/³DÑ¸，ÇºÏ，é½Ï，_r�6'，�$[，U

ÞÄßs�¤。�Ñ�4 Íp'，=t�ipj。â�^'Ã5K，YÖ±

zkvp5l，±�Y�……B±Aë.æ，ìø²§$M�p³，<�B

4。”瑔瑨ã6z�，Ëu=�，[Ö�]/kp5，kZú¯(5M�。V�è

“)êp�²R，æ£�5Y'd。”瑔瑩H¤£ýÌ5，4¤ÑIWO§，±®Q

»²å，̧ (2A¼。《V§·》�：“�ù�：‘)l<2¼，±¤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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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瑧
瑔瑨
瑔瑩

,-)�：《��,-》（9:：*P�Q，１９８６7），c{，. １，R ２０９。
êÂÿ�：《ªu' D>》，R １７１。
<R]，R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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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ÅV÷，ì<64。(k'(，ÿ)!×？’”瑖瑠�ØZx《=ýÄà》*

¡âwÄ，è“É6ý5½×p�，ì�‘2¼’，�‘j±’，Al��Þ¤?。”

x《�n6=¿�ª》*，�m¯1"ý¿±¤Uvk[，w´“²�M�”，̧

�zO§，w�“O��，f×\xÝ，á²8�¯9。”瑖瑡z¾�/�：“�)

x�O，±è�CiE×。”瑖瑢

�)Cæý5�O，4¤�y>þ，vÑuZ。�/�：“ÔÃ8�¾，±

7�_¨，�<¤mî。”瑖瑣�æD>Æï�¿，±¤ãô�5，¼~/R，78

Ð¯，SW®å，~¿±/。�m¯>Æý¿：“M�(ü，"M�®”；瑖瑤�ö

èý��“Ð¯yME�”，“�¼~É8”；瑖瑥�kE¥5“!�ÒM，d®�

R”。瑖瑦 /R�¥，9�ÉÂ±¯:²/k。ûãß�æù]Åm�)Ñ¯，±

¤z¯，ÆÇ{æ。��1"ý�è“H{©S，ÉÂ�«ëÅ，ªû¯M，ü

Uì[ÖÑ。�D�h$±�，±¸ÉO¯，ü%¼，ü�|，|:�;��，ü

z?Õ，Ms�4ù�。”瑖瑧��5�ý�Oé©S，y6ÉÂ，¶¬�¯�M，

!`��。R��ý��)¤ÑC�，5~jÿ，È×H\。

�)/2p，Üo±<；ûx�æD>*，5�¿!¹o。�öE>�ý

�，ij�)/2pÐ<9�¤2，±�s²。Rx《÷A�à》*�：

人之日用，孝悌，其本也，而孝悌之暇，學與農，又急務也。悦童僕，務農

桑，而節於用度，則先業可保，而得免於不孝。瑖瑨

ßd í，¿d�:，<Ãñpkux，Ã��þ9ýÂ。<¯，Ã�¯_¸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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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瑡
瑖瑢
瑖瑣
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瑖瑨

�/�：《V§·》，《U�ÝZB�》（9:：*P�Q，１９８５），cA，. １，R ６３。
êÂÿ�：《ªu' D>》，R ４１６。
áIóhK：《��,-hj》，《U�ÝZB�》（9:：*P�Q，１９８５），cA，R ４４。
<R]，R ４５。
êÂÿ�：《ªu' D>》，R ４１７。
<R]，R ２６。
<R]，R ２６８。
<R]，R ２９１。
<R]，R 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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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q（１７３７—１８０５）m9)�¼))l，瑘瑠°�ê��k��$<34ªuD

>¨Z?�¶Þ�。

五、 結　 　 語

k"$I��¯öD>?�HÜ34ÉÚ，<n6ªu·ÑO~?Ú³

"2ìU。���w6��¡���7U?ñ�"2'"mP¯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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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ß0?CDEF*，RÜÞ���CDEFw6，yk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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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ðC>u9e，é½ªu�Ú，>)��，�Ã\DÄ，s³D>ho

Ñ\)S。V7¼+5%?《¼+E)D×F》，{��¯ö?CD)�

�“pa)�”µ“ªu)�”=-。£*xªu\1R，“ªu)”Ç�

us)q、u7z)q、u�-)qm，; ９�。瑘瑡 ²¡��D?《ßC)»》，

x“F©�_SC)»”*S·sus�ÃÑJX、ñ(A、Pz�、�Zn、P

�C、u�、á�È、vez、Peè、�n�、u)I、jÏó，; １２Ã。瑘瑢 £

*，JX、Pz�、�Zn、vez、PeèmªueÃ，�Es³D>，)êÑu

s?´)Í�。Ñ76!，�ÂªuÚ�\1，̂ Qü²�ÃD>?û�

�³s�，¡�<9w34ªuD>?Þ¤ÙV�。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教授）

９５２朝鮮時代嶺南家訓研究芻議　

瑘瑡

瑘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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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

�ÖÃ、Áûp、[Ã2=�：《��,�》。R�：R�Ó�5%R；³ð：ã�¡È5%R，

２０１０7。

�/�：《V§·》，《U�ÝZB�》k。9:：*P�Q，１９８５7。

qÂqA，ÇÑ�、J��Q：《¼+C)?Æ³§¨》。R�：�§()5%R，２０１４7。

P¯°A，u¿m0Ô：《(+MS》。ÐN：�É"2R，１９８４7。

²¡�：《ßC)»》。[w：�Y4-，１９５２7。

á/Ð�：《ß+"S¹Ò》。ÐN：I"h，１９８１7。

¿ðÜ、uèB：《¼+Ã' D>》。$ 7 ："¬R，１９８４7。

êÂÿ：《ªu' D>》。ÐN：ªuR，１９９３7。

êéÌA，��M)'�：《�Oß+\Ú'æ》。ÐN：��M)'，１９４０7。

êéÌ�：《ãß�æ£�》。��Zð ７7pL�k，�K()�ð*4Û。

G@：《ô§》，《S�ÝZ'�》k。ZÐ：�ùÃË5%R，１９９７7。

áIóhK：《��,-hj》。《U�ÝZB�》k。9:：*P�Q，１９８５。

ªN：《à"1�》。9:：*P�Q，１９９２7。

,-)�：《��,-》。9:：*P�Q，１９８６7。

《f(E]<�z,�》。/9：�"Ï5%ÙÚ，２００１7。¼+"ÝU-´Ì'�：《Æ3,

�¼+"ÝU-》。ÐN：Ë£"2×�'，２００３7。

二、韓文

（�）(�

yÂ�：《¼+E)D×F》。�K：Zx4()0(ß"234u，１９９８7。

（A）´"

©xH：《D¸¡È?äå/¥§———^¢Bÿ?D>�*5》，《¡È¶)》，@ ４１ h（２０１０

7 ８8），R ９３—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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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öD>�4———~C·îÆ·�Fê·<ê? @ A B C 》，Ùw()Ð"¡

È.Ñe´"，２０１１7。

PWç：《ÑÔ�BD>-×"*ÖG?D¸¡È》，《ßvÐ")》，@ ５５ h（２０１３ 7 ６ 8），

R ５９—９０。

vWB：《��¯ö¡>�G H I J �ô«È Þ£|Ð、�£¤Ç、eUC、<êD>? *

5B C 》，*<()0()|，D})¢ýÞ)* D£ÉÊ(þ，Ñe)é´"，１９８９7。

udÞ：《１７G� e(¾ D> ? H I J Dñ îÆ uäý（１６０７—１６８４）' > ? @ A B

C 》，《ß%ÓF34》，@ ２４h（２００６7 ６8），R ２２３—２５５。

v�¨：《D & / % D>' Z�UqE F 》，《Û�*》，@ １５h（２００６7 ６8），R ７１—９５。

v�¨：《��¯öD>�?�-�c.L》，《¼+¡ÈM)》，@ ２９ c@ ２ Z（２００７ 7 １０

8），R １６３—１８６。

v�¨：《��¯öD>�/¡3?¡¹ÆÇ34》，《¡È¶)》，@ ４１ h（２００８ 7 ２ 8），R

２５１—２６９。

væÇ：《Ó"�G H 2 D> E F 》，《4Ü"234》，@ １９ c@ ３ Z（１９９６ 7 ９ 8），R

１７１—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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