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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文化谈》

内容概要

《中韩文化谈》为了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虽然也探讨历史上的演变，但大部分都是讨论整容手术、
街头啦啦队、“韩流”、炒米糕等当今为人们所熟悉的主题。我以前的专业是法国文学，但过了40岁
以后改换专业，选择了韩语、韩国文学博士课程。因此，在比较中韩文化的过程中，我有时会谈及曾
体验过的欧洲文化。我希望这种尝试能有助于从第三者立场上，更客观地观察中韩两国。以语言为主
题的三篇文章单独成章，在其他主题的文章中，我也经常讨论我们使用的语言中隐藏的文化奥秘。当
然，这已表明我现在对语言学领域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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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文化谈》

作者简介

金惠媛，出生于韩国首尔。诗人，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专家。1997年到香港，担任最早的韩国学教授
：在香港城市大学语文学部开设韩语学课程(2001)，建立香港最初的韩语学专业 (2005)；在香港大学开
设韩国学课程(2007)。现为香港东亚细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教授，韩中文学比较研究会香
港分会会长，韩国台湾香港海外华人文化研究会香港分会会长。著有《去爱的人》（韩文，诗集），
以及关于中韩文化比较、语言、文学、电影的论文、随笔等多篇，引起中韩人文学者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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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文化谈》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生活方式、仪式
月饼和松片
为江陵端午祭辩解
炒糕研究所与炸酱面博物馆
四合院与韩屋
酒
第二部分 语言
汉语和韩语
外来语和固有语
话与文
第三部分 思考方式
个人意识与团体意识
第1号孔子学院
教会十字架与招财猫
骑马民族
纪行文
第四部分 对社会问题的理解
学阀和外貌
钱
地方色彩
第五部分 多变的文化属性
文化的权力结构
文化与经济发展
大众文化
文化与文学
赛马和高尔夫
韩国和韩国人
结语
附录 解读中国电影
西游记
香港式爱情故事
香港警察故事
成都与诗人
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一生
与外界沟通
日常与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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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文化谈》

章节摘录

版权页：   韩语有比汉语更多的发音，却没有汉语离不开的声调（四声调）。正因为如此，在韩语中
，有许多汉语那样的同音异义语。例如，在中国，汉语中的一个“汉”字，只读出一个字音时，很难
分辨出其是指“汉”，还是同音异义的“汗”、“憾”等。韩语也同样如此。但是，如果不是一个字
，而是由多字组成的单词或词汇时，这种同音异义语的数量会显著减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书面或口
头交流的不便或混乱。因此，当韩国报纸里出现单字词语时，为避免同音异义语带来的混乱，大多直
接用汉字代替韩文，或与汉字并用。可是，两个字以上的单词不太会出现同音异义语的混乱，所以便
没有必要非得并用汉字。所以，包括报纸在内的普通印刷品或电子邮件等，很少使用汉字。 另一方面
，日语的情况稍有不同。日语的表音体系平假名，只能标出数量很有限的发音，也没有汉语那样的声
调。即使由多字组成的单词，同音异义词也很多。例如，“光州”、“杭州”、“口臭”、“公众”
、“甲州”、“讲习”这六个由两个字组成的单词，在汉语和韩语中都呈现不同的发音，但在日语却
属于同音异义词。正因为如此，包括报纸在内，日本的印刷媒体比韩国更积极地使用汉字。 韩国的汉
字教育热潮 虽然不及日本，但韩国也对青少年实行汉字教育。可是，由于汉字教育政策不断更改，在
不同的年代，有的人学到许多汉字，有的人几乎一个字也没学。这就像以前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侨，
由于政府政策的变化，有时没有学习汉字的优惠待遇。我属于接受过汉字教育的一代。虽然我的汉字
水平不足以应对在香港生活的要求，但我与那些熟悉粤语却几乎不认识汉字的马来西亚华侨朋友相比
，认识的汉字更多。而且，我掌握的这些汉字，对理解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文化有很大的帮助。中国正
在世界舞台上崛起，韩国经济对中国的依存程度也持续增大，因而韩国政府正在进一步加强汉字教育
。而且，由于企业也在侧重招聘懂汉字的人才，在韩国举行的汉字水平考试日益受欢迎。 有些学者说
，表音文字以逻辑传达意思，要求逻辑的简洁性和正确性，依赖于听觉；而表意文字复杂多义，重视
文句解释，依赖于视觉。韩语和日语基本上属于表音文字体系，但又同时使用大量的表意词汇，也就
是说，一种语言同时具备两种特性。据说，这比单一体系语言更有助于训练（开发）人的大脑复合感
觉。①学界的这种主张，将会在韩国进一步推动和强化汉字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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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文化谈》

编辑推荐

《中韩文化谈》由金惠媛著。我在最为国际化的城市香港生活后，感到国际化就应该是对别国的文化
更为开放。这种开放、接受及包容的能力，最终会成为使自身的文化更为丰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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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文化谈》

名人推荐

韩国学者金惠媛本来是一位诗人， 但在文化研究方面也绝对是一个高手。 她在韩国与中国民问文化
及传统文化的比较中， 分析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 得出了许多极有见地的结论。 有些文化现象如
月饼与松片的文化蕴意， 我们常常熟视无睹， 但她却能以女性的敏感和诗人的才情发现之并进行深
入的文化论证。 她立足于香港这个中西文化交汇之所， 观察中韩文化之问的联系与差异， 这就取得
了一个极为独特的视角。 此外， 此书涉及的文化现象包括电影艺术等当代新媒体文化的内容， 具有
无穷的趣味和鲜活的学术生命力。 ——朱寿桐（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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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文化谈》

精彩短评

1、作为一个研究中韩文化比较的韩国学者来说，作者对于中国政治的了解是有点让我意想不到的。
整本书前半部分着重于韩国文化的阐述，加之以与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香港文化）的比较，而最后
部分基本都在说香港的电影。作为泛泛地了解韩国文化以及中韩文化差异来说，这本书还是能够全方
位的让我们了解两种相似文化之间的不同处的。
2、三星半，浅显易懂，较为客观。
3、短小的随笔，很有内容
4、信息量足，语言亲切。涉及词汇、电影的部分非常好看。阅读过程中，竟解答了一个长期困扰我
的问题：为什么香港电影中，警察体制伟光正，美国与韩国电影中，警察体制漏洞很大。平淡的生活
中，无比怀念，《无间道》里，梁朝伟那充满故事的眼神。作者是活跃于港台的韩国人，写作此书，
似乎是用的中文。
5、了解韩国社会现况，文化常识，同时比较两国文化不同之处。看看一个久居中国的韩国学者眼中
的中国。
6、作者写的内容不怎么有根据，很有偏见。
7、很不错的书，信息量很大，很值得一读，目前中日韩的很多匪夷所思的文化现象和社会问题在书
里都追根溯源得到了解答，觉得说得很有道理，关于韩流和韩国美食的部分也满足了八卦的欲望。而
且作者的文笔很不错，内容上谦逊，后面作为一个韩国人关于香港电影的详尽解读更是让我自愧不如
。是一本用心写的好书，读后觉得受益匪浅，甚至不仅限于对韩国的认识的增长，对东西方社会的认
识在作者的梳理下也更透彻了。
8、信息量很大
9、韩国人的视角
10、开始看，觉得是在了解区别，但是慢慢的，语言上就开始走辩解的路线了，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的痕迹愈发明显，看到‘视金如石’就更搞笑了
11、韩国的文化里有中国的影子,节庆,饮食,很大部分和中国的都有相似之处,但又衍生出自己的特点,令
我想起了KFC,麦当劳现在也有米饭快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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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文化谈》

精彩书评

1、韩国的国家品牌焦虑韩国作家金惠媛回忆她小时候，大约70年代，韩国的流行文化根本没有任何竞
争力，当时的韩国年轻人，听着英国的甲壳虫乐队，看着美国好莱坞的电影，购买阅读日本杂志，憧
憬富裕的先进社会。80年代开始，鼎盛时期的香港电影横扫韩国影院。　1998年，她在香港首次开设
韩语讲座，也少有学生问津，她还被校刊介绍为来自于“隐之国”的韩国，可见当时港人眼中的韩国
还是一个在人们视野之外的隐形国度。而十年后的2008年，却今非昔比，金惠媛在香港大学开设“韩
国文化与社会”课程时，却由于选修人数太多而不得不限制人数。　　这十年间的变化，便是韩流的
席卷亚洲。安七炫为首的H.O.T在90年代末拉开了韩流的序幕。新世纪初的热播韩国影视剧《我的野
蛮女友》《蓝色生死恋》《大长今》更是一部比一部轰动。在流行音乐方面，东方神起、Super Junior
等等，光芒四射，堪称亚洲天团。但作者也坦言，可惜在可以说是文化最根本基础的文学领域，韩国
人建树有限，未能产生村上春树和金庸那样的高雅大众文学。另外，根据某项调查结果显示，韩国经
济实力全球排名第13，国家品牌却进不了前30（日本第5，新加坡第24，印度第27，中国第30），令韩
国人颇为焦虑。在《纽约时报》推荐的《人一生应该看的一千个名胜》这部旅游图书中，中国和日本
分别有14处和8处入选，韩国却颗粒无收。　　　　关于韩国的N件事《中韩文化谈》最生动之处，便
是一个在香港工作生活多年的韩国学者用中文，来为我们解读韩国这个国家，韩国人这个民族，解我
们对这个东亚邻国“知其一，不知其二”之惑。　　身为文化学者的作者，首先告诉我们 “韩国”的
国名来源于何处？Han来自韩国的固有语，具有“大的”、“唯一的”等意思，因此韩国之“韩”，
只是将此发音表记为“韩”，并非是因为和中国的战国七雄之一韩国有任何亲缘关系。另外横贯韩国
首都首尔南北的汉江，以及首尔的旧名“汉城”，也都出于此语意，与“汉民族”之“汉”同音同字
只是巧合。为了避免误解，于是才有2005年初，韩国汉城市市长李明博宣布把汉城市的中文名称改为
“首尔”之举。　　既然名为“中韩文化谈”，作者对中韩异同进行了饶有趣味的对比。有些在中国
和日本很兴盛的流行文化，在韩国却难觅踪迹。比如风靡街头巷尾的招财猫，源于日本，自古以来日
本被视为招财招福的象征，而在民间泛神传统同样浓厚的中国两岸三地便很自然地生根开花。同样的
，韩国人对《三国演义》里的关羽耳熟能详，但是关羽在中国被神格化，被尊奉为财神，却让韩国人
感到惊讶不已。韩国的春节也和中国传统中为了驱逐厄运而装饰大红色并燃放鞭炮的情形不同，比起
中国的春节来显得格外冷清。究其原因，韩国的民间神话传统历来比较薄弱，再加上近年来基督教的
影响，国民对于财神、风水等“怪力乱神”并不热衷。　　比如，近年来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韩食
之一“冷面”逐渐流行开来。但没有去过韩国的中国人没想到，一百年前从中国传入的炸酱面现在成
为韩国最受欢迎的快餐之一，像披萨和汉堡那样，是最有人气的外来佳肴。尝过冷面的人都知道，冷
面并不是小麦面粉做成的，其原材料是荞麦。这是因为，由于气候的原因，韩国历史上很少种植小麦
，所以用小麦做成的面条以往只有在喜宴上才能吃到的稀罕物。　　　书中对韩国人的独特个性刻画
也可谓入木三分。作者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在香港租好房子之后，购买床和家具的过程让她这位韩
国人大吃一惊——购买的家具两周以后才能送来。两周的送货周期，与欧洲相比也许还算迅速，但对
于性急的韩国人来说，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而在韩国，不论是大家电或是家具，必须在购买当天或
第二天送货到家。在餐馆吃饭，过5分钟若点的饭菜还不上来，客人就会不耐烦。　　　　　                   
                                       对东亚社会的愿景　　六七十年代，韩国总统朴正熙带领韩国创造了经济上的汉江
奇迹。60年代后期以后的二十多年，是韩国人记忆中的黄金时代，但韩国在富裕之后呢？似乎离一个
理想的文明社会还有一定距离。　　　　　就从教育来看，如今韩国大学录取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可
是要想从事律师、大学教师和医师等“士”之职业，或者进入现代、三星等大企业，就非名牌大学的
学历不可。相对于个人能力等其他方面，“毕业于哪所大学”更能决定个人的就业、婚恋乃至社会地
位。因此只有负担得起昂贵补习费用的富人阶层，才有可能将子女送入名牌大学，这大大降低了社会
流动性和文化活力。究其原因，是因为包括韩国人具有的东亚文化通病，即单一价值观。社会成员都
执着于名牌大学学历、整容或者名牌包包，最终失去了个性。　　作者对韩国青年的寄语是：“不要
看别人的眼色，要有自己的梦想”，如果能认识到各人没有必要具有完全相同的人生目标，社会就会
变得更为多元化，从而缓和不必要的竞争，建立起更有魅力的文化。　无疑，这一声呼吁，中国的年
轻一代也非常值得听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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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文化谈》

章节试读

1、《中韩文化谈》的笔记-结语

        比较文化，结语2很有意思。同一文化圈的前车之鉴，是我们的后事之师。历史，文化，语言，思
维，饮食，环境，建筑，都能聊都能谈，面面俱到又蜻蜓点水。感性认识理性分析缺一不可，不是杂
家玩不转。和《菊与刀》还是有很大差距。结语1

2、《中韩文化谈》的笔记-xxx

        语言1  语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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