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若镛

别称：归农、美镛，俟菴、箨翁、苔叟、紫霞道人、铁马山人、茶山、文度
领域: 朝鲜时代史
类型: 人物
时代: 朝鲜
性格: 儒学家、实学家
性别: 男

出生年月：1762 年（英祖 38 年）6月 16 日
逝世日期：1836 年（宪宗 2年）2月 22 日
出生地：罗州
作品：《经世遗表》《牧民心书》《钦钦心书》《与犹堂全书》等 500 多部作品
经历：兵曹参知，副护军，刑曹参议
相关事件：辛酉邪狱

丁若镛，字美镛，号茶山、俟菴、與猶堂、菜山，出身于近畿南人家族，正
祖年间曾作为文臣司欢，但因青年时期接触过的西学而长期过着流放生活。

他在流放期间进一步磨练自己的学问，包括六经四书的研究在内，还留下了
一表二书（『經世遺表』·『牧民心書』·『欽欽新書』）等总计 500 多本的庞
大著作，被评为通过此著集结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人物。

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瀷的学统，提出了各种社会改革思想，努力使"旧国家焕
然一新"。他的思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整个历史现象中展开，与其说
是完全否定朝鲜王朝现有秩序的"革命论"，不如说是想要改良当时濒临崩溃的社
会，重新强化朝鲜王朝的秩序。

他希望通过在朝鲜确立王朝秩序，体现儒教社会一直重视的王道政治理念，
引导出"国泰民安"的理想状况。

18 世纪后期，朝鲜的知识分子们以在党争中长期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的
近畿地方的南人为中心，对现有的统治方式产生了怀疑。

与掌握政权的老论 (朝鲜时期四色党派之一)所尊重的性理说不同，他们很早
就发展了以先进儒学为基础的新改革理论。在“近畿学派”的范畴内也能理解他
们的学术倾向。

丁若镛就是出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他从小就接触到这种学术氛围。他的
出生地杨根一带是后来被研究者称为实学家的学者们形成新学风的地方。他的亲
戚们也对此地的学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他是曾任晋州牧使的郑载远和海南尹氏养育的四男二女中的第四子。他的父
亲曾荫庇担任晋州牧使，但高祖以后，家中三代均以布衣身份去世。虽然过去世
代为官，维持着两班身份，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的家族与权势并没有什么
牵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