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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学的发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
虽然经学成熟于汉代，却有着漫长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
现代学者对经学的消极意义多有批判，但是应该看到经学的基础是文化经典，《易》、《诗》、《书
》、《礼》、《春秋》等典籍是体现华夏民族精神意蕴的文化元典，聚集着中国古老的伦理道德、思
想智慧和艺术精神。
经学固然有对文化元典的种种曲解与误读，却依然难以掩盖文化经典自身的光芒。
从根本上说，中国没有宗教，而民族精神却一脉相传历久弥新，文化经典在民族精神建构上的意义是
不容忽视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学在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上至少有传承之功。
　　 　　王妍的著作力图以《诗经》为切人点，把经学作为一个历史的坐标，描述“诗三百”从诗学
到经学的历史。
本书的重要意义是将诗的历史与《诗》的历史的结合起来，作者不是一般意义上论述《诗经》的编辑
与流传，而是把“诗三百”放置到整个诗歌发生的历史土壤上，山诗论《诗》，从诗的起源追溯《诗
》的起源，追溯到上古诗歌艺术的发生发展，使得整个论述有了较为宽阔的理论视野。
初看上去．“经学以前的《诗经》”，这个题目似欠严谨，因为在经学以前并不存在《诗经》，而我
理解作者只是沿用了历史上的习惯性称谓，作者的真正目的是拂去经学的历史烟尘，描绘出“诗三百
”的原始形态，勾勒出在礼乐文化土壤上产生的“诗三百”文化经典进而演化成政治意义的《诗经》
的历史过程。
经典的意义是非凡的，所以《荀子．劝学》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
”“六经”的称谓始见《庄子．天运》，所谓“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礼记。
经解》也在经的旗帜下罗列了《诗》《书》《乐》《易》《礼》《春秋》的六部典籍，而这里的“经
”是经典的，而非经学的。
经典与经学的意义是有很大不同的，经典是文化的，经学是政治的，经典虽然也强调自身的重要意义
，但并不排他；而经学往往是独断的，排他的。
　　诗的根本意义是立足于生存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技艺。
海德格尔说，诗是人的本真存在，因此“歌声即生存”就成了海德格尔诗学的重要论断。
意大利学者维柯在《新科学》中认为，原始的智慧是一种诗性的智慧，原始时代有着诗性的天文、诗
性的地理、诗性的历史、诗性的科学⋯⋯，诗性是早期人类的世界观，他们以诗意的目光打量世界，
一切都充满了诗性的光彩。
正因为如此，《诗经》一出世，就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赋《诗》言志成为春秋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观，在宗庙祭祀、外交往来、礼乐教化、乡党宴饮等重大的
社会活动中，人们常常称诗喻志，一方面剖白心迹，表达思想，一方面也是盛大的礼乐活动，是艺术
欣赏和审美熏陶，所以《左传》在记录吴季札观乐时总以“美哉”作为评论的引言。
只是随着诗乐分离，战国以降，人们越来越偏重对“诗三百”的思想意义的阐发，而在“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的前提下，称引者偏重于表达自己的意志而忽略了诗的本事本义。
儒学在汉代由思想上的子学转为政治上的经学，《诗》的阐释也发生了重大的精神转向，成为体现政
治意志的经典。
虽然由于政治的力量，“诗三百”的地位大为增强了，但是它也由此失去了原初时期的鲜活与生动。
这样看来，作者将题目定为“经学以前的《诗经》”是颇有意味的。
　　这部著作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
王妍最初的专业是当代文学，从当代转入古代，从当下的文学现象的批评转人上古时代的文学研究，
我一度有些担心，她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这样的转换?而她攻读博士学位的一段时间里，丈夫
远在京城读书，她一方面承担着繁重的学业，一方面又悉心照料年幼的女儿，同时她是教师，还需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学以前的《诗经》>>

完成必要的教学工作。
甘苦自知，她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外人恐难知晓，我只知道布置的作业她总是第一个完成，论
文草稿也是她第一个交给我，提出修改意见后，她又很快将改正过的论文交出来，让我感动的不仅是
她的勤奋和认真，更有她对学术的真诚。
岁月倏忽，白驹过隙，转眼间王妍已经毕业三年多了。
由于不在一所学校，对她的近况了解得不多，但是看看她送来的论文修改稿，便知道她勤奋依旧，忙
碌依旧，对学术的虔敬和真诚依旧。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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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妍，1965年1月生，吉林怀德人。
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著出版了《中华古典文赋精选详释》、《中华古典诗词曲精选详释》等，在《学习与探索》、《自
然辩证法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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