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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以来，有两种观念对我们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是来自中国传统的对事物发生源头兴趣不够的思想，这使得我们在一些文学发生问题上常常容易满
足于文献的记载，而不做更深入的思考；一是西方的纯文学史观，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传
统认识，而且有效地改写了中国古代文学史。
现代学术史上的诸多成绩与不足，可以说大都与这两种观念分不开。
具体到周汉诗学和文学思想方面，我们对《周礼》所谓“六诗”的普遍怀疑，对“魏晋时代为文学自
觉时代”的盲目信从，实为非常典型的例证。
其中，由于不相信“六诗”的真实性，更不相信“六诗”还有更为古老的发生源头，致使从《毛诗序
》的“六义”人手，对丰富多彩、代有其新义的赋、比、兴难以做出清楚解释的尴尬长期存在。
由于固守纯文学观念，确信文学自觉于魏晋，就不免影响到对汉代文学思想的深入思考。
或者对其发展及特征的研究失之粗率，或者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却囿于西方纯文学史观，而不愿正
视中国文学思想的实际。
　　本书即是笔者近年来围绕这两大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小结。
全书一方面在把赋、比、兴作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三种民族艺术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尝试对赋、比、
兴的发生及其在周汉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演变，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诗学问题进行重新解读，对赋、
比、兴作为中国诗学原生概念和基本构架的事实进行初步的描述。
另一方面，坚持在大文学史观的视野下，对蕴涵于文、史、哲一体化状态中的汉代文学思想的发展、
演变进行具体的探讨，对于传统的“文学自觉”问题，以及近十余年来中国大文学研究的实践，提供
一点自己的思考。
全书分上、下两编，共十六章。
上编主要是从中国诗学核心概念的文化发生人手，在把赋、比、兴作为中国古代基本的艺术思维方式
的前提下，以赋、比、兴这一组诗学概念为基本的研究个案，对赋、比、兴的产生及其早期关系，“
香草美人”、言意问题、赋与赋体文学之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周汉诗学与文学思想研究>>

内容概要

　　《周汉诗学与文学思想研究》在关注民族文化早期特征的前提下，探讨周代处于萌芽状态的某些
诗学范畴及其在汉以后的发展演变。
同时，立足于大文学的视野，重新审视了从与史学、哲学融为一体，到逐渐分化独立的汉代文学思想
的发展历程。
既重视史的梳理，也对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理论特点和历史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
究。
全书内容丰富，视野开阔，理论思考和学术观点，均不乏独到之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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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献诗、赋诗与赋的思维方式的转化历程　　我们曾从赋牺牲到贡赋制的客观实在的方面和
“《诗》教”的发展过程考察了赋、比、兴由宗教、文化及社会概念向诗学概念演变的轨迹。
①这里则想从语言学的角度人手，结合献诗和赋诗的实际，对赋的演化过程作出更进一步的说明。
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赋、比、兴系列概念的原始含义中，赋重在指具体
的行为过程（赋牺牲或贡赋），而比、兴更偏重于这过程的结果．，相比之下，不如赋具体实在。
这一特点直接影响了赋、比、兴后来的发展，使得赋更适宜于从名实转化的语言学的角度来讨论。
二是在赋、比、兴中，赋之含义最丰富，其语言表现力和衍生力也最强，客观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诗
学术语。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赋在诗学领域化生出的概念很多，有诗体之赋，有诗法之赋，有用诗之赋
，有作诗之赋。
此外，从诗之功能论，赋与颂密切相关；从赋的总体特征论，它又是赋体文学形成的必要前提。
凡此种种，使赋的语义特征变得极为复杂。
对这一语言现象，以往因为只承认诗歌表现方法之赋，并且人为地割断它与赋体文学问的联系，因而
绝少有人注意。
对赋的各种涵义间的联系也自然缺乏整体的探讨。
而这恰恰是弄清赋在古典诗学传统中的地位所不可不深究的。
　　种种迹象表明赋的文化概念与诗学概念，在语言学上有着一致的演变规律，其诗学概念的发展又
是通过与会盟活动息息相关的两个环节即献诗与赋诗的社会实践完成的。
　　关于献诗，学者们多愿从古籍中零星的记载来讨论其特点，承认在周代确曾有过这样一种制度，
即由公卿、列士及矇、瞍、瞽、师、工等乐工以献诗的方式向君主提出讽谏。
但对这种制度的产生，则往往不予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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