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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朝北使詩文研究：以四部燕行錄為考察中心



提    要

本篇論文針對西山朝四部燕行錄進行研究，試圖從使臣紀錄的文獻資料觀看當時的中越關

係，以及詩文內容如何描寫於中國的見聞。使臣於詩集中的紀錄，讓讀者能以異域之眼觀看中國，

跳脫向來以中國視角為主的框架。歷來對於越南燕行文獻的研究，大多從行旅主題、使臣身分、

貢道構擬為主，較無針對一個區間或斷代進行全面性的研究。

筆者以西山朝作為研究斷代，針對該時期的燕行文獻進行全面性的研究，包含中越關係的

轉變、乾隆對於西山朝的特別禮遇等。向來以明朝為正統的越南，至西山朝時改換清代冠服，

這些資訊都被記錄在燕行文獻中。西山朝在推翻後黎朝後，吸收前朝的政治勢力，與清廷先敵

後降的態度轉變，國王甚至親自赴北京覲見乾隆，接受了高於以往的待遇。在貢道的安排與改

變方面，使臣的詩文留下了行走的軌跡，揭示清廷如何安排進京的路線，包含伴送、賞賜制度。

詩文內容分析方面包含兩大面向，其一為文學與修辭，從地景描寫到個人抒懷進行系統性

的論述，使臣踏入中國後心境的轉變，造訪名勝時的紀錄，揭示漢文影響越南知識分子之深刻，

亦可以發現使者彼此相識的情況，可以側面了解當時西山朝的政治局勢；其二為應制、侍宴與

交遊，包含與中國官紳、朝鮮使臣的交流，觀看三方的互動其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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