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주 최 군산근대역사박물관 군산대 인문과학연구소: ,

일 시 년 월 일금: 2015 5 29 ( ) 14:00 18:00∼

장 소 군산근대역사박물관 규장각실:



: ,主 催 群山近代歷史博物館 群山大 人文科學硏究所

: 2015 5 29 ( ) 14:00 18:00日 時 年 月 日金 ∼

:場 所 群山近代歷史博物館 奎章閣室



녹음이 푸르른 월 새만금과 근대문화의 도시 군산에서 세기 동아5 9

시아의 국제인 최치원 선생을 주제로 제 회 한 중 국제학술세미나를1 ·

개최하게 기쁘게 생각합니다 우리 군산시는 최치원선생의 탄생설화가.

전해 내려오는 고장이기에 이번 행사가 더욱 뜻 깊다 하겠습니다.

특히 이번 국제학술세미나는 우리 군산시와 최치원 선생이 중국 유학

시 거주했던 중국 강소성 양주시에 위치한 최치원기념관이 작년 월9

상호협력 의향서 체결이후 내딛는 상생의 첫 발걸음이라는 점에서

그 의미가 더욱 크다 하겠습니다.

당대 문장가로 이름을 떨친 최치원선생의 흔적을 쫓는 이번 세미나를 통해 우리 군산

시는 국내외 저명한 전문가 분들의 연구 자료를 수집하여 최치원선생의 희미한 발자취를

확인하고 역사 문화 관광자원의 기초자원으로 삼아 새만금과 만 국제관광기업도시라, 50

는 군산시의 비전을 이룰 수 있는 기틀을 마련할 수 있는 계기가 될거라 기대합니다.

또한 우리시에서는 이번 국제학술세미나를 시작으로 향후 지속적인 최치원선생관련

학술대회를 개최하여 군산시와 중국 양주시 간의 우호 협력을 통한 상생발전의 토대를·

구축하고자 하며 한국과 중국의 저명한 학자들이 연구한 소중한 자료들은 우리시의 역사

문화자원으로 데이터베이스화하여 관광 스토리텔링 개발 등 다양한 문화 콘텐츠로 활용

할 계획입니다.

마지막으로 이 자리를 빌려 금번 고운 최치원 국제학술세미나가 개최 될 수 있도록

협조해주신 중국 양주시의 최치원기념관과 국립군산대학교 인문과학연구소 관계자들

그리고 군산대학교 국어국문과 최현재 교수님께 감사의 인사를 드립니다.

2015. 5. 29

군산시장 문 동 신





제 회 고운 최치원 한 중 국제 학술대회1 ·
세기 동아시아의 국제인 최치원과 양주 그리고 군산“9 ”

일 시 :▣ 년 월 일 금2015 5 29 ( ) 14:00~18:00

장 소 :▣ 군산근대역사박물관 규장각실

주 최 :▣ 군산근대역사박물관 군산대 인문과학연구소,

학술대회 일정[ ]

시 간 진 행 내 용 발표자 토론자

14:00~14:30
개회식 사회 김계태 군산대인문과학연구소장( : / )⦁
군산시장 군산대학교 총장- ,

14:30

~

17:00

주제발표⦁

⦁ 한국 군산 설화 속 최치원연구“ ”
이윤선
목포대( )

오세정
충북대( )

중국⦁ “최치원양주에서의 詩作분석” 동학방
(최치원기념관)

박영철

군산대( )

⦁ 한국 당대한 중문인의교류에관한연구“ · ”
동국문종최치원을중심으로- -

박병선
군산대( )

백승호

한남대( )

중국 “⦁ 최치원과봉사입당문제”
여국강

최치원기념관( )
이진원

군산문화원장( )

한국 역사속의 최치원“ ”⦁ 이재운
전주대( )

하태규
전북대( )

중국 년 최치원 연구“2004~2014 ”⦁ 냉위국
청도해양대( )

최현재
군산대( )

17:00~17:3

0
폐 회⦁

18:00~ 만 찬⦁



학술대회 세부일정[ ]

개 회.Ⅰ • 사회 김계태 군산대인문과학연구소장: ( ) 장소:박물관규장각실

Ⅰ
발 표.Ⅱ • 좌장 최: 동현 군산대국어국문과( ) 장소 박물관규장각실:

시 간 내 용 발 표 소 속

14:20 ~ 14:40 군산 설화 속에 나타난 최치원 이윤선 목포대국어국문

14:40 ~ 15:00 최치원 양주에서의 분석詩作 동학방 양주최최원기념관관장

15:00 ~ 15:20 당대 한 중 문인 교류에 관한 연구· 박병선 군산대동아시아학부

15:20 ~ 15:40 최치원과 봉사입당 문제 여국강 양주 최치원기념관

15:40 ~ 16:00 역사속의 최치원 이재운 전주대역사문화컨텐츠학과

16:00 ~ 16:20 년 최치원 연구 총괄2004~2014 냉위국 청도 해양대

종합토론.Ⅲ • 좌장 최동현군산대국어국문과: ( ) 장소 박물관: 규장각실

시 간 발표자 토론자 내 용

16:40
~
17:10

이윤선 목포대( ) 오세정 충북대( ) 군산 설화 속에 나타난 최치원

동학방최치원기념관( ) 박영철 군산대( ) 최치원 양주에서의 분석詩作

박병선 군산대( ) 백승호 한남대( ) 당대 한 중 문인 교류에 관한 연구·

여국강최치원기념관( ) 이진원 군산문화원( ) 최치원과 봉사입당 문제

이재운 전주대( ) 하태규 전북대( ) 역사속의 최치원

냉위국 청도대( ) 최현재 군산대( ) 년 최치원 연구 총괄2004~2014

17:10~ 17:30 질의 답변

시 간 내 용 비 고

14:00 ~ 14:20
축사 군산시장:•
축사 군산대학교 총장:•



∼

“ ”中國 东国文学之祖 崔致远研究的分歧与走
2004 2014 ”：向 中国大陆 — 年



” ：东国文学之祖 崔致远研究的分歧与走向
2004 2014 ”中国大陆 — 年

” ：东国文学之祖 崔致远研究的分歧与走向
2004 2014 ”中国大陆 — 年



동방문학의시조 최치원 연구의 학설과 추세 년 년 연구총괄6. ' ' : 2004 ~2014



6. “ ” 2004 2014 ”：东国文学之祖 崔致远研究的分歧与走向 中国大陆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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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苑筆耕集 與恩門裴秀才求事啟 .

桂苑筆耕集 禮部裴瓚尚書二首 :其一 “情疏宦路， ”性悅道風

桂苑筆耕集 上座主尚書別紙 ;“ ”欲作山中宰相 ， “希望借隱居 高揚素節， .”夙避危時

禮部裴瓚尚書二首 ( 桂苑筆耕集 卷 前湖南觀察推官

裴瓚瞭啟 與恩門裴秀才求事啟 ( 桂苑筆耕集 卷 上座主尚書別紙 賀除吏部侍郎別紙 謝降顧

狀 迎楚州行李別紙 ( 桂苑筆耕集 卷 19桂苑筆耕集 卷》 迎楚州行李別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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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苑筆耕集

、 、 。

桂苑筆耕集 卷《 》

桂苑筆耕集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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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云先生續集 .所補輯

秋日再經盱眙縣寄李長官 “ ” , 12閻琦 觀光六年

(江淮 漫遊 新羅詩人崔致遠 , 唐代文學研究 第5輯，廣西

師大出版社 1994， 年10月 556 .),， 韋旭升

( 崔致遠居唐宦途事期足迹考述 , 外國文學研究 1999年 第3期 21 ) .，

全集 30, 208, 398-399, 207,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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입막 전에는 입막 후에는 등
을 에게 올렸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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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 卷 唐詩紀事 卷 全唐文 卷 直齋書錄解題 卷 、 別集類

上 . 2 1 .( , 42

.

吳在慶 唐五代作家生卒年考 ( 遼宁大學學報 1996年 第5期 3 )， 顧云 大中 五年

( 18 , 24 .

三國史記 卷 :崔氏本傳 “又與同年顧云友善，將歸， ,”.顧云以詩送別 獻詩啟 ( 桂

苑筆耕集 卷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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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麗名賢集 (冊一 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 1986.10) 574 .，

其詩題和旨趣與崔詩頗為類同，可能為同

.”時酬唱之作

上元黃籙齋詞 , 中元齋詞 , 下元齋詞二首 , 上元齋

詞 , 中元齋詞 , 下元齋詞 , 黃籙齋詞 , 禳火齋詞 , 天王院齋詞 , 為故昭義朴射齋詞

.

兩人在幕府中還曾同為高駢同撰道教齋

.”詞

唐詩紀事 卷 李昭象 .條

唐詩紀事 卷 李昭象 張喬 贈進士顧云 ( 全唐詩《 卷 .）

- 34 -



“ ” .張喬 字 伯遷 松年 閻琦 新羅詩人崔致遠 ( 唐代文學研究 第五

輯， ,廣西師大出版社 1994. 10) 554 .

張喬 送賓貢金夷吾奉使歸本國 , 送朴充侍御歸海東 , 送棋待招朴球歸

新羅 , 送僧雅覺歸海東 , 送新羅僧 , , 送人及第歸海東 7 .( 卷

- 35 -



“‘ ’隨計之計 ，崔氏意謂與楊瞻道別

時， “ ” ..”楊瞻相告有 隨計 入京應試的打算

( ), (汝陽 盧縣人 鄆州 盧縣人 舊五代史 卷95 晋書 “本傳 以經

”,業從鄉試下第 陳鱣 續唐書 卷66 “ .”) , .少舉明經不中 唐末

261 ..

孤云先生續集 辛丑年寄進士吳瞻 “: :” “吳瞻 .誤字

- 36 -



、

三國史記 卷46 .本傳

唐才子傳 卷9 “ ”,介僻寡合 羅隱集雜著 “受性介

僻，不能方圓，既不與人合，而又視之如仇讎，以是仆 .” .遂有狹而不容之說

(唐 文宗大和 七年 833) 羅隱 咸 12 24 36 .通 九年

- 37 -



一榻已無開眼處

-九泉應有愛才人 羅隱 經張舍人舊居

人間之要路通津，眼無開處物外之青山綠水， . -夢有歸時 崔致遠 獻啟 （ 桂苑筆耕集 卷17）

283 .

金重烈 崔致遠的文學研究 柳晟俊 論晚唐羅隱詩與新羅崔致遠詩的關係 .。

兩人在詩文創作上有一定的渊源關

.”係

詩經王風黍離 ‘之 日之夕矣，羊

’牛下來 ，以描寫姑蘇台的荒涼景象，可謂異曲同工 ”，

金錢花 , 牡丹 , ,鷹》 ,鷺鷥》 蟬 等》

, 崔致遠 桂苑筆耕集 卷20 石峰 , 潮浪 , 沙汀 , 杜鵑 , 海鷗 , 山頂危石 , 石上矮

松 , ?紅 樹 , 石上流泉 .等

杜荀鶴 唐詩紀事 卷65 唐才子傳 卷9 唐風集序 , 北夢瑣言 卷6,

- 38 -



舊五代史 卷24, 十國春秋 卷11 .

裴侍郎即裴瓚，乾符元年至三年任潭州刺

史，杜荀鶴曾於乾符三年（875 冬末赴長沙投奔裴瓚） 而， 崔氏亦於本年冬到湖南探視裴瓚，兩人或許在湖南觀

”察府即已相識 杜筍鶴 冬末投長沙裴侍郎 ( 全唐詩 卷691） 投長沙裴侍郎 ( 全唐詩 卷692）

.

,吳大林 晚唐詩人杜荀鶴贈溧水崔少府詩 ， 江蘇文史資料 溧水古今 第十輯 1993.，

3 7980 .，

全唐詩 卷692.

全唐詩 卷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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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 《 》， ， ，

99-100 。 、 《 》 ， ， 《

2000 96-109》（ ）， ， ， 。

2007 43-47 275-277《 》， ， ， 、 。

2008 427-432張日圭 崔致遠的社會思想研究 韓國 新書苑 年 頁《 》，（ ） ， ， 。

[ ] 2006《 》 ， 《 》（ ）， ， ，

30-31。

[ ] 1966 736宋 李昉等編 文苑英華 卷一五六 中華書局 年 頁《 》 ， ， ， 。
陳尚君 全唐詩續拾 卷三四補輯有顧雲詩二首 一為 三國史記 卷四六所載 送崔致遠西遊將還《 》 ， 《 》 《 》，一為

破閑集 所載 孤雲篇《 》 《 》，並疑兩詩為同一首詩之斷片 孤雲 詩之。《 》 補輯及所疑均不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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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于武陵的詳細考證 可以參見傅璇琮主編 唐才子傳校箋 第三冊 于武陵 條 梁超然撰寫 中華， 《 》（ ） （ ），

1990 424-428 “ ” 1995書局 年 頁 唐才子傳校箋 第五冊補正 于武陵 條 陳尚君撰寫 中華書局， ， ；《 》（ ） （ ）， ，

412-414年 頁， 。

“ ” “將提及 孤雲 的詩附會為和崔致遠有關 還有一例 見於高麗李奎報 白雲小說 崔致遠孤雲有破天荒之， ， 《 》：

大功 故東方學者皆以為宗 其所著 琵琶行 一首載於 唐音遺響 而錄以為無名氏 後之疑信未定 或， 。 《 》 《 》， ， 。

‘ ’ ”以 洞庭月落孤雲歸 之句證為致遠之作 然亦未可以此為斷 琵琶行 詩亦見於 全唐詩 卷七八五， 。 《 》 《 》 ，

“題為 琵琶 作者無名氏 全詩極力鋪陳琵琶的感染力 以 滿坐紅妝盡淚垂 望鄉之客不勝悲 曲終調絕《 》， 。 ， ， 。

” “ ” “ ‘ ’忽飛去 洞庭月落孤雲歸 作結 顯然 孤雲 與崔致遠毫無關係 後之 或以 洞庭月落孤雲歸 之句證為， ， 。

”致遠之作 者 即穿鑿附會也， 。

2014 7 < >： ， 《 ——

< > 65 2011》（ 《 》 ， ）， 《

》 ， 《 》 ，

。 。 ， 。

[ ] 466高麗 金富軾 三國史記 卷四十六 頁《 》 ， 。

95-96崔濬玉編 國譯孤雲先生文集 下 頁《 》（ ）， 。

293-294崔濬玉編 國譯孤雲先生文集 下 頁《 》（ ）， 。

105崔濬玉編 國譯孤雲先生文集 下 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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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280-281方曉偉 崔致遠思想和作品研究 頁《 》， 。

[ ]新罗 1995 89-92崔致遠著 李佑成校譯 新羅四山碑銘 韓國 亞細亞文化社 年 頁、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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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284， 《 》， 。 ，

897 898 897《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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