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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燕行文献中的两个特殊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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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朝鲜时代的文人用汉文撰写的燕行文献存在不少非汉语固有用法的现象。早期燕行文献频繁使用

的 “而来／以来”“而送／以送”具有朝 －韩语特色。文白夹杂的人称代词及其复数，如 “吾们”“吾的”

“尔们”“渠们”，与正统文言文有别。朝鲜文人还利用汉语的造词规律创造或改造了一些特色词汇，如

“鼎话”“酌话”“点午”“摊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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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燕行文献是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由一批游历过中国的古朝鲜文人用汉文撰写而成

的，主要产生于明清时期。总体而言，这批文献属

仿古文言作品，主要采用的是文言的语法和词汇，

同时也存在不少非汉语固有用法的现象，其中的

朝－韩语痕迹极有分辨和挖掘的必要。燕行文献中
的朝－韩语，主要包括朝－韩自造汉字词、朝－韩
语固有词、吏读字等。自造汉字词和吏读字较容易

辨别，朝－韩语固有词既有易识者，也有难别的。
我们发现燕行文献频繁使用的 “而来 （以来）”

“而送 （以送）”极具朝 －韩语特色，其与中国文
献用法不同。若不细细玩味，或不解朝－韩语，便

难以体会它们的朝－韩语气息。试阐释之。

一、燕行文献中的 “来”有 “返回”义

（一）燕行文献中的 “而来 （以来）”

多作 “而来”，例如：

（１）是日，臣之带去吏程保、金重等，……
输付于牧使，藏之营厅，受书目回送而来。（崔溥

《漂海录》）［１］第１册，２８２－２８３

（２）遣应星于礼部受颁历而来。（权
$

《朝天

录》）［１］第２册，３１９

（３）令世瀛往礼部受事完回文而来。 （权
$



《朝天录》）［１］第２册，３２０

（４）十七日晴，早晓归，见书状、质正而来。
（苏巡 《葆真堂燕行日记》）［１］第３册，３５３

（５）宿安定馆，顺安县令安贞臣、支待夜来
邀我相见，辞不得，与金建之共往饮话而来。（苏

巡 《葆真堂燕行日记》）［１］第３册，３６２

（６）夕輔后，陪出馆门，立河边玩景而来。
（苏巡 《葆真堂燕行日记》）［１］第３册，３８７

（７）命韩润辅、李海龙二译人同书状、序班
往太仆寺受银三千两而来。（郑昆寿 《赴京日

录》）［１］第４册，３７６－３７７

（８）上降御札曰：“今次下人多病死，万里无事
往还，赍奉?书而来。”（裴三益 《朝天录》）［１］第４册，５１

（９）兵部
"

老爷招朝鲜通事甚急，臣令表宪

李樯往，且使讨出先来所持去火牌而来。（权挟

《石塘公燕行录》）［１］第５册，３９

（１０）二十九日，阴。早哺时，诣阙受赏赐而
来。（权挟 《石塘公燕行录》）［１］第５册，６４

（１１）是日，李樯往太仆寺受银子而来。 （权
挟 《石塘公燕行录》）［１］第５册，６６

（１２）往孙经略矿军门参拜，又往拜祖总兵承
训，转往

#

场，有一人前导，使见关王庙，仍往前

台饮酒而来。（闵仁伯 《朝天录》）［１］第８册，１６

也作 “以来”，例如：

（１３）李海龙往兵备见官，觅得终养正先锋揭
报以来。（郑昆 《赴京日录》）［１］第４册，３８７

（１４）译官康忠立等往礼部，受表里十二锦四
段，及使书状通事从人等表里并三十九件以来。上

通事方义男、堂上译官李云祥受赏银一百两，及使

书状通事从人
$

海远役等并三百两以来。（金中清

《朝天录》）［１］第１１册，５３１－５３２

所举之 “而来 （以来）”有何特殊之处？通过

与中国文献的 “而来”相比较，可见端倪。

（二）中韩文献中的 “而来 （以来）”之特点

比较

我们利用陕西师范大学 “汉籍”检索软件，

考察了二十二部中国正史中的 “而来”，即 《史

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

书》 《南齐书》 《陈书》 《梁书》 《魏书》 《北齐

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

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

史》《明史》。① 通过穷尽性检索，我们并未找到与

燕行文献完全一致的 “而来 （以来）”。现择取性

质较为接近的部分用例，试做比较，以窥一斑。

（１）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
（《史记·王翦列传》）

（２）遂停柩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
来。（《后汉书·范式列传》）

（３）陛下亲征，权恐怖，必举国而应。又不
敢以大众委之臣下，必自将而来。（《三国志·魏

书·刘晔传》）

（４）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
见而去？”（《晋书·嵇康传》）

（５）后子响不告而来，奄至所住，测不得已，
巾褐对之，竟不交言，子响不悦而退。（《南齐

书·宗测传》）

（６）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着物，今拔难而
来，众情自解矣。（《魏书·李宝传》）

（７）长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驾而来。（《北齐
书·胡长仁传》）

（８）大象元年夏，荧阳汴水北有龙斗，初见
白气属天，自东方历阳武而来。及至，白龙也，长

十许丈。（《隋书·王劭传》）

（９）隋兵胜，必长驱而来，吾不能独支。
（《新唐书·王窦传》）

（１０）蕃寇见之不疑，二人因杂其行间，俄而
伺隙各擒一人而来，晋军大警，且疑有伏兵，遂退

据蒲县。（《旧五代史·梁书·氏叔琮传》）

（１１）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楫由淮西而来，北
军踵之。（《宋史·袁甫传》）

（１２）盖河北人户本避兵而来，兵稍息即归
矣。（《金史·贾益谦传》）

（１３）国珍已败我王师，又拘我王臣，力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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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选取这些史书作为比较对象，主要基于三点考虑：其一，燕行文献属仿古文言作品，其模仿的对象主要是中国
古典文献，而史书是重要的部分；其二，朝－韩语汉字词的重要来源是古白话，燕行文献也多使用中古、近代汉语词
汇，二十二部史书中古、近代的作品皆有所含；其三，燕行文献虽属游记，但也可作史料看待。



来，非真降也。（《元史·归传》）

（１４）骇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寻父而
来。”（《明史·王原传》）

燕行文献与中国二十二史书中的 “而来 （以

来）”，有以下三个不同的特点：

首先，燕行文献中，“而来 （以来）”前所叙述

的内容多是某一天的行程安排，或派遣翻译去官衙

办事，或进宫领取赏赐，或外出游玩，或外出与人

相谈、喝茶 （或饮酒）等。并且常常在连续几天

的日记中频繁使用 “而来 （以来）”。如权
$

《朝

天录》记载，在北京逗留期间的十二月三日 “遣

应星于礼部受颁历而来”，五日 “令世瀛往礼部受

事完回文而来”，八日 “遣李应星于礼部，受轿军

手本而来”。中国史书中的 “而来”，其前的内容

非常丰富，并不限于具体的行程，且短篇幅内并不

频繁使用之。

其次，燕行文献中，“而”起并列或承接的作

用，语意重心在前，强调 “去做了什么”，“而来”

可有可无。如苏巡 《葆真堂燕行日记》“早晓归，

见书状、质正而来”，语义重心在 “见书状、质

正”，末尾 “而来”可有可无。如权挟 《石塘公燕

行录》“李樯往太仆寺受银子而来”，意在说明李

樯去了太仆寺领银子，“而来”并非必要成分。中

国史书中的 “而”前后成分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

系，其语意重心在后，强调主语现在此处 （或住

所），“而来”绝不可省。如 《新唐书·王窦传》

“隋兵胜，必长驱而来”，意指隋军将非常顺利、

快速地达到这里，“而来”为关键成分，不可少。

再者，燕行文献中， “而来”“以来”总是处

于句末，其后无相关内容。“来”后隐含的宾语一

般是说话者的住所 （如玉河馆或其他接待朝鲜使

臣的馆驿），有时也指说话者即作者所在之地。中

国史书中的 “而来”多有后续成分，以表明 “来”

之后的结果会如何。即使没有后续成分，句义中隐

含的 “结果味”也是非常清楚的。且 “来”之后

的处所可以是具体的地点，也可以泛指归附。

（三）燕行文献之 “而来 （以来）”释读

以上燕行文献中的 “而来 （以来）”之 “来”，

乃 “返回”义。刘沛霖 《韩汉大词典》 “ ”

条第一个义项为 “回，回来，返回”［２］４２４，如“

回家。”①又“ ”条释义为“去，去一

趟”［２］３４７，如“ 妈妈，

我上学校去。”“ 我得回家一

趟。”②又“

上周三我到苏州去了一趟。”③ “ ［ｄａ／

ｎｙｅｏ／ｏ／ｄａ］”用以表示前往某处又回来，尤其是指惯

性或短途出行，其含义为 “去过某地回来了或要去某

地一趟”。现代汉语说 “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朝－韩语为 “ ”④，直译就是 “好往来”。

燕行文献中 “好往来”也有用例，如：

（１）余乃告辞，僧言 “好往来”，侍者以华语

传之。（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日记》）［１］第３２册，４１４

（２）柳凤山、金德三、昌烨皆有忧念之色，曰：

“好往来。”（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日记》）［１］第３３册，３９８

（３）上曰：“卿等须好好往来。”（李押 《燕行

记事》）［１］第５２册，２７６

以上分析说明，朝－韩语习惯性地在句末用上

“ ［ｏ／ｄａ］来”一词，表示 “去过某处回来了

或要去某处再回来”。正因为如此，燕行文献尤其

是早期作品，时常出现此类 “而来 （以来）”。同

样的语境，除了频繁使用 “而来 （以来）”，也随

处可见 “而还 （以还）”。如：

（１）冬至使往朝天宫参冬至再度习仪而还。

（权
$

《朝天录》）［１］第２册，２９

（２）十四日，晴，在玉河馆，早晓诣阙，就

光禄寺门外坐歇，未久，尚书及诸官亦至，序班等

引入拜位，行谢恩礼而还。（苏巡 《葆真堂燕行日

记》）［１］第３册，３９６

（３）初一日，阴。在玉河馆，四更早饭，赴

阙，免朝。只受酒食行扣头礼而还。使又就礼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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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ｉｐ］，家。
［ｄａ／ｎｙｅｏ／ｏ／ｄａ］，来回。 ［ｄｏｌ／ｄａ］，转动； ［ｏ／ｄａ］，来。
［ｊｉ／ｎａｎ／ｊｕ］，上周； ［ｓｕ／ｙｏ／ｉｌ］：周三； ［ｎａ］，我； ［ｓｏ／ｊｕ］，苏州； ［ｈａｎ／ｂｅｏｎ］，一次； ［ｄａ／

ｎｙｅｏ／ｏ／ｄａ］，往返。
［ｊａｌ／ｄａ］，好好地； ［ｄａ／ｎｙｅｏ／ｏ／ｄａ］，来回。



尚书，进咨文于阶上拜辞而来。（苏巡 《葆真堂燕

行日记》）［１］第３册，３９２

（４）送李樯呈辞朝报单于鸿胪寺而还。（权挟
《石塘公燕行录》）［１］第５册，６６

可知，“而来”与 “而还”构成异文，“来”即

“还”，乃 “返回”义也。

《汉语大词典》“来”条第四个义项为 “回来，

返回”，如 《易·杂卦》：“萃聚，而升不来也。”

韩康伯注：“来，还也。方在上升，故不还也。”唐

韩愈 《琴操·别鹄操》：“雄鹄衔枝来，雌鹄啄泥

归。”《金瓶梅词话》第四四回：“爹去吃酒到多咱

晚来家？”［３］但与燕行文献中 “而来 （以来）”的

用法仍有别。现代韩国人学习中文时仍然用 “来”

表 “回来”，造出 “他去了两个小时了，怎么还不

来”的偏误句。［４］

二、燕行文献中的 “送”有 “打发 （离开）”

“送客”和 “传达 （话语）”义

　　燕行文献还有一种 “而送 （以送）”，也是受

朝鲜语影响的结果。

（一）“而送 （以送）”出现的语境

有三种语境中的 “而送”或 “以送”值得关

注。第一种，朝鲜人到明朝官员的处所，如：

（１）遣李应星见都御史刘漳于其家，御史亦
遣下程，给人情而送。（权

$

《朝天录》）［１］第２册，２８２

（２）又诣薛天使家，天使适出，其子薛一举
出见相揖，引入内厅，设馔馈酒而送。（权

$

《朝

天录》）［１］第２册，２９６

（３）又问沈彦光，答曰 “罢官闲住耳”，因馈

酒而送。（权
$

《朝天录》）［１］第２册，３２３

（４）又造华家。……，且曰：“我见宗系圣旨甚
好，可贺。近欲省亲，《皇华集》吾虽不在家，送薛

都谏传之。”馈茶送之。（权
$

《朝天录》）［１］第２册，３２３

第二种，他人到朝鲜使臣的处所，多是因赠送

礼物或为求赠礼物而来，如：

（１）龚天使令家人来致下程，给人情而送。
（权

$

《朝天录》）［１］第２册，３０２

（２）馆夫郑于等告别，馈酒赠物而送，馆人远
来追别之意。（苏巡 《葆真堂燕行日记》）［１］第３册，４１８

（３）闻行次，使家人来问，求毛靴，适乏，

许笔墨而送。（权
$

《朝天录》）［１］第２册，２８２

（４）指挥，萧宝也。差人送下程，因请曰
“九月初，闻皇帝幸天寿山，朝中士大夫多求油

筶，欲备雨具”云，给所索以送。（丁焕 《朝天

录》）［１］第３册，８８

（５）知府设宴需担送下处，以扇刀分给下人
而送。（全 《航海朝天日录》）［１］第１０册，３１２

第三种，朝鲜人或他国人到处所互访，如：

（１）牧使张汉公、通判郭安邦、支待族亲苏
思礼、苏宪、苏霆等来谒，馈酒食而送。（苏巡

《葆真堂燕行日记》）［１］第３册，３５７

（２）在玉河馆，钟城居野人欲谒而来，出见，
许坐。问其名，则哥哈也。问有职否，答以酋长。

良久问言，馈酒而送。（苏巡 《葆真堂燕行日

记》）［１］第３册，３９９

（３）良久对话，馈以秋露一大鰕，则一滴下

%

，政如剑难以尽酌云。欲辞去，给鱼物以送。

（苏巡 《葆真堂燕行日记》）［１］第３册，４０１－４０２

（４）在玉河馆，称会宁居墅人慕义来谒，馈
酒而送。（苏巡 《葆真堂燕行日记》）［１］第３册，４０６

众例 “而送 （以送）”有何特殊之处？我们同

样将它们与中国二十二部史书相比较，以考察中国

文献是否存在这种 “而送 （以送）”。

（二）中韩文献中的 “而送 （以送）”之特点

比较

我们在二十二部史书中未见到此类 “而送

（以送）”。又考察了近代十几部笔记，均未见此类

用法。燕行文献中的 “而送 （以送）”与中国文献

的不同表现在：

首先，燕行文献中的 “而送 （以送）”出现的

语境有两点：一为某人来到某处 （多为住所），一

为馈赠某人礼物或酒食，二者常常相结合出现。中

国文献的 “而送 （以送）”没有这个特点。

其次，燕行文献中的 “而送 （以送）”多置于

句末，其后极少再接其他成分。中国文献中的

“而送 （以送）”其后多有宾语，如 《史记·刺客

列传·荆轲》：“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

送之。”或后接表目的地的宾语，如 《魏书·北海

王列传》：“高时惶迫，以为详必死，亦乘车傍路，

哭而送至金墉。”《大宋宣和遗事》：“师师接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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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箱中，送天子出门。”《酉阳杂俎》：“士人不觉悲

泣，龙王命放虾王一锅，令二使送客归中国。”也

有其后不接任何成分的，《新唐书·姚崇列传》：

“玄宗初立，宾礼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见便

殿，必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它相莫如也。”

（三）燕行文献之 “而送 （以送）”释读

燕行文献的 “而送 （以送）”之 “送”，有 “打发

（离开）”或 “送客”义。李誽默主编 《中韩辞典》

“打发”条的第一个义项是 “ ”［５］，

举例有：“我已经打发人去找他了。

”“你先把车打发了吧。

”“把 所 有 病 人 都 打 发 了。

”① 句末皆用 “

［ｂｏ／ｎａｅ／ｄａ］”。朝 －韩语中该词与汉字词 “

［ｓｏｎｇ］（送）”在多个义项上构成同义词。《韩汉大
词典》 “ ”条第一个义项为 “送”，包括赠

送 （礼物）、发送 （信号）等；第二个义项为

“寄”，即寄送 （包裹），第五个义项为 “送别，作

别”。［２］６９３同时收录汉字词 “ （送客）”“

（送达）”“ （送别）”“ （送迎）”“

（送兵）”“ （送付）”等，这些词也可用

“ ”表达。也就是说，在朝鲜古典汉文文献

中，“ ”的一些意思常用汉字 “送”来表示。

“而送 （以送）”作 “打发 （离开）”或 “送

客”义解，还可从 “送”相关的用例中得以证

明。如：

（１）总兵官遣下程，冬至使及书状官待送，
气不平不出。（权

$

《朝天录》）［１］第２册，２７８

（２）序班胡膟自鸿胪寺来言 “因礼部移文于

本寺，差我为伴送，是以来耳”，呈名缄于三处，

令应星待送。（权
$

《朝天录》）［１］第２册，３１７

（３）吴给事中使家人吴天定问寒暄于三使，
送山西乡试录，使接待 以送。（丁焕 《朝天

录》）［１］第３册，１２２

例 （１）（２）的 “待送”即同于例 （３）的 “接

待以送”。又如：

徐大人亦致下程，如前答送。（权
$

《朝天

录》）［１］第２册，２７９

“答送”即 “答谢以送之”。又如：

俄而小甲报侍郎起去，亦不送。（黄汝一 《银

槎日录》）［１］第８册，３４２

“不送”即 “不出门送客”。

朝－韩语 “ ［ｂｏ／ｎａｅ／ｄａ］”用汉字 “送”
标记，以表 “派遣，打发 （某人做某事）”义，在燕

行文献也随处可见，如：

（１）是日，送李应星于礼部，探问鯩书及赏
赐等事。（权

$

《朝天录》）［１］第２册，３１８

（２）令通事呈咨文，行茶礼辞拜而出。总兵
官处及御史布政司衙门，只送通事行礼。（许震童

《朝天录》）［１］第３册，３２５

（３）二十一日，兵部尚书石星送外郎招通事
而去，问自辽东行期及斩首虏虚实。（郑昆寿 《赴

京日录》）［１］第４册，３７０

（４）是夕，主事送人来谓译官等曰：“明日切
有饯饮事，你行李中如有土产，可得些少否？”

（黄汝一 《银槎日录》）［１］第８册，３２３

燕行文献中还有一种 “送”，它后接的对象为

“言”，其义相当于 “传达”，② 如：

（１）税官使译官送言曰：“吾本义州金姓人之
子孙也，来此已过百余年。今闻本国使行入来，切

愿一望颜色。愿暂住轿。” （李宜显 《庚子燕行杂

识》）［１］第３５册，３５９

（２）将近三江，副使使申之淳送言于伯氏，
请停宿待明过江，再三往复。（金昌业 《老稼斋燕

行日记》）［１］第３３册，４５８

（３）礼部送言，今日即秋分，申时皇上亲祭
夕月坛，各国王使臣从臣接驾送驾后，当向圆明

园。（徐浩修 《热河纪游》）［１］第５２册，１１８

此 “送”也不见于中国文献，但中国文献有

“传言”一词，且 “传”“送”同义，“送言”或由

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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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一例中， ［ｎａ］，我； ［ｂｅｏｌ／ｓｓｅｏ］，已经； ［ｋｅｕ］，他； ［ｃｈａｔ］，寻找； ［ｓａ／ｒａｎｇ］，人。第
二例中， ［ｕ／ｓｅｏｎ］，首先； ［ｃｈａ］，车。第三例中， ［ｈｖａｎ／ｊａ］，患者，病人； ［ｍｏ／ｄｕ］，全部；

［ｃｈｉ／ｒｙｏ］，治疗。
刘沛霖 《韩汉大词典》“ （送）”条未收录该义项。



三、余 论

燕行文献还有一些受朝－韩语语序影响而发生
的语际迁移现象，如：

（１）是朝，凤凰城人情布赍去通事李龟、黄
澄等来报宿所。（丁焕 《朝天录》）［１］第３册，６７

（２）赵不得已笑而还坐，买一盘猪炒，一盘
卵炒，二觯酒饱吃而行。（朴趾源 《热河日

记》）［１］第５３册，４８１

（３）私商辈则各充员译卜刷马、私持马名号，
故例必纳钱，并驱人名求买。（李海应 《蓟山纪

程》）［１］第６６册，４７８

与汉语 “Ｖ（谓语） ＋Ｏ（宾语）”的语序不
同，朝－韩语的语序是 “Ｏ（宾语）＋Ｖ（谓语）”，
即宾语置于动词之前，故例 （１）“人情布赍去”即
“赍去人情布”，例 （２）“猪炒”“卵炒”即 “炒猪

（猪肉）”“炒卵 （鸡蛋）”，例 （３）“驱人名求买”
即 “求买驱人名”①。

燕行文献还存在不少文白夹杂的语言现象，如

“吾们”“吾的 （我的）”“尔们”“渠们”等人称代

词的用法，与正统文言文有别。此外，朝鲜文人利

用汉语的造词规律，创造一些特色词汇，如 “鼎

话 （三人会话）”“酌话 （边饮酒边交谈）”“点午

（吃午餐）”“摊饭 （午餐）”，等等。朝鲜汉文中这

种与中国本土文献用法相近但又有别的汉字词语并

不鲜见，为朝鲜历代文人在解读中国文献时自我演

绎的结果，此类现象很值得系统研究。

因为燕行文献存在一些朝－韩语以及其他非汉
语固有用法，我们阅读该批文献时，不免感觉到有

一丝丝的 “隔阂”。其他朝鲜时代的汉文文献也是

如此，据王立、郝哲研究，韩国古代爱情家庭类汉

文小说是中韩文化交融的结果，但 “汉字虽为李朝

社会上层接受运用，甚至是某种特殊身份的标志，

但毕竟非民族语言，其社会伦理精神在 ‘汉字转

译’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某些错位与变异，此为叙事

方法稍显 ‘隔’的根本原因”［６］。可见，这种 “隔”

现象不仅体现在文学层面，还表现在语言文字层面。

深入挖掘这些 “异质”的语言成分，有助于解读这

批库藏丰富的域外汉文文献。同时，朝鲜时代的汉

文文献也是很好的中介语语料，研究该批文献存留

的语言偏误，了解古代汉语与朝鲜语之间的语言接

触情况，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汉语与朝鲜语之间的历

史关系。不谙汉语口语的朝鲜文人却能娴熟地运用

书面体汉语创造丰富多彩的汉文文献，因为他们不

仅掌握了汉语的构词方法和规律，而且能够非常自

由地使用汉字。考察古朝鲜人的汉语 （主要是汉

字）习得情况，可为当今的韩汉语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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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海应 《蓟山纪程》表达于某处住宿时，全篇皆采用 “Ｓ（主语） ＋Ｏ（宾语） ＋Ｖ（谓语）”语序，如 “玉河

馆留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