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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
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
。
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
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
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从、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
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
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
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
的乐趣。
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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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性尧(1916—2007)，浙江定海人，当代古典文学家。
青年时代参加校勘《鲁迅全集》，编辑《鲁迅风》，主编《文史》。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化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
著有《闲坐说诗经》、《夜阑话韩柳》、《三国谈心录》、《清宫掌故》、《清代笔祸录》等，以及
《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等古诗选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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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恐惧流言日
棠棣花开
杨柳依依与萧萧马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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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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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王谢堂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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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风雅颂按照近代的分类，艺术通常分为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文学、戏剧，后来又加
上电影。
 《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即包括音乐、舞蹈和文学。
风是什么？
历来有各种说法，较为统一的说法是乐调。
《诗经》中绝大部分作品，是先有乐调，再配上文字的。
为什么有的作品篇名相同，如《王风》有《扬之水》， 《郑风》也有《扬之水》，《邶风》有《谷风
》，《小雅》也有《谷风》，以《羔裘》为篇名的多至三篇。
就因为这些国家按照这乐调填上自己的诗，但因方言不同，再加上腔调的变化，因而各有特点，成为
各国的土乐，就像俗曲的《四季相思》，杭州人、苏州人、扬州人可以各自配词，各用方言来唱。
所以，《秦风》就是陕西腔，《郑风》就是河南腔，《唐风》就是山西腔。
“风”是乐调的总名，区分的特点在国别。
没有这些乐曲，就没有流传至今的《诗经》，先秦文学史就没有这份宝贵的遗产。
但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内容、文采等，今天还可作些考证和论断，《诗经》中的音韵，拿今天的普
通话来念，很多无法协调，但语言专家还能谈得出规律，舞蹈的形象多少地尚能见之于图片、金石，
独有乐曲的腔调，无法知道它的原始面目。
所谓“郑声淫”原是指郑国的乐曲，但究竟如何淫法，谁也没法说。
现代的学者只能说它是新兴的乐曲，不为保守的人们赏爱，仍没去使这种“淫声”进入我们耳朵。
不要说先秦的乐曲，便是当年元杂剧的唱腔，今天也无从聆受了。
雅通夏，夏为西周王畿旧称，标明作品产生地在今陕西境，《墨子·天志》引《诗经》的《大雅》作
“大夏”。
但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风、雅、颂之别》以为雅是一种乐器，并引《周官·笙师》的郑众注：“
雅，状如漆笛而弁（掩）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包面）之，有两纽，疏画。
”它的作用是调节乐曲，犹如现代的鼓、板。
以节乐之器为乐调名的例子，后世尚有以梆子名秦腔，以坠子名豫曲，以及京韵大鼓。
越剧初名“的笃班”，即因鼓板的笃之声来押拍子。
顾著附有雅的图状，可参阅。
颂一般解为歌颂盛德，但这是余义，本义为仪容。
籀文“颂”作“额”。
《汉书·儒林传》“而鲁徐生善为颂”，《史记·儒林传》“颂”即作“容”。
阮元以为容、养、菜（样）都是一声之转，颂诗都是舞蹈时的容状，《商颂》意为“商的样子”，《
周颂》意为“周的样子”。
（《覃经室一集·释颂》）但并非所有《颂》诗都是舞曲，有的是祭歌，自然，要说和舞曲有关系也
可以。
颂与风、雅的形式不同，风、雅有韵，分章，用叠句，《周颂》大多无韵，不分章，不用叠句，王国
维《说周颂》以此推测声调较风、雅为缓。
从时代来说，颂产生得最早，但数量最少，《诗经》三百零五篇中，《颂》诗只占四十篇，这四十篇
中，颂扬词句过多，语言枯燥堆砌，没有可感染的抒情之作，所以文学价值最差，但少量作品，也能
反映农业社会的历史生活。
总之，风雅颂之中，《国风》最为精彩，所以本书重心也在《国风》，只因全书篇幅有限，《国风》
中固尚有遗珠之憾，就是二雅中也有些佳作未能谈到。
但即从这本小书中，也可看到两千年前的风土人情，典章文物，也便是区区的用意之在。
元稹《行宫》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自念西崦暮齿，去日苦多，颠簸之余，犹能抱残，乃窜取元诗末句以为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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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若比邻，海疆固多通人，或有矜于朽陋而恕其昏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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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家小书:闲坐说诗经》为“大家小书”之一，“大家小书”是北京出版社的学术品牌，是大家写给
大家看的书。
其中收录有关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个文科领域的作品，既是名家大家的作品，举重若轻，深
入浅出，整齐地展示学术成果；又是大家民众的读物，可以开阔读者眼界，一窥学术堂奥。
而一册小书，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浓缩了学者毕生的心血和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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