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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无疑是一个蕴涵着情感力量与神圣感召力的字眼。
即使是在我们义无反顾地以加速度的姿态，不计成败地奔向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乃至于后后⋯
⋯现代的今天，提及它，依然能够触及灵魂般地打动我们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部分。
就像决绝离家出门远行去闯荡天下的浪子，在疲累的途中偶尔歇息之际，或者在一个喧嚣散尽的夜晚
蓦然回首时分，尽管触手繁华，远方的诱惑依然精彩，但那一刻他最思念的，却是那个我们由此出发
、愈行愈远的家。
　　自1840年那个转捩的年份以来，中国文化整体上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峻急与悲凉这两种看似相
反却适相成的色调。
 “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
地之间者。
复因此而对其国种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而唯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
” （钱穆《国学概论》）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急迫的救亡与启蒙，使得人们在不断地求
变与重建中难以真正安顿自己的身心。
而屡次遭遇的挫折，与围绕民族／世界、东方／西方、物质／精神、物／心、器物救国／制度救国／
文化救国等多种尖锐的冲突在古今中西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的彷徨求索，又在心底催生起无尽的悲
凉，正所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生逢斯时斯世，在过去很多年里，国人的求索豁显了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伤害了更多的东西，其中
，我们伟大的传统成了受创至为深痛的东西。
以至于当我们对传统的评价仍然欲说还休时，传统文化的大面积流失却早已凸显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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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国学研究中的地位不可小觑。
从卷帙浩繁的《诗经》研究文献中，《诗经二十讲》遴选出卓尔不凡、发幽阐微的大家宏论，勾勒出
了《诗经》研究在近现代学术文化背景下的嬗变轨迹，实乃国学爱好者应常备的一部经典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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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经学略说　　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
无常义。
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
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筒为之。
用绳贯穿，故谓之经。
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
　　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
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
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
用绳贯穿，故谓之经。
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
”《礼记·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盖字少者书于方，字多者编简而书之。
方不贯以绳，而简则贯以绳。
以其用绳故曰编，以其用竹故曰篇。
方，版牍也。
古者师徒讲习，亦用方誊写。
《尔雅》：“大版谓之业。
”故曰肄业、受业矣。
《管子》云：“修业不息版。
”修业云者，修习其版上之所书也。
竹简繁重，非别版书写，不易肄习。
二尺四寸之简（《后汉书·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据刘向校古文《尚书》，每简或
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知一字约占简一寸。
二十五自乘为六百二十五。
令简策纵横皆二十四寸，仅得六百二十五字。
《尚书》每篇字数无几，多者不及千余。
《周礼》六篇，每篇少则二三千，多至五千。
《仪礼·乡射》有六千字，《大射仪》有六千八百字。
如横布《大射》、《乡射》之简于地，占地须二丈四尺，合之今尺，一丈六尺，倘师徒十余人对面讲
诵，便非一室所能容。
由是可知讲授时决不用原书，必也移书于版，然后便捷。
故称肄业、受业，而不曰肄策、受策也。
帛，绢也，古时少用。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每书皆云篇；数术、方技，则皆称卷。
数术、方技，乃秦汉时书，古代所无。
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汉人亦有作。
所以不称卷者，以刘向叙录，皆用竹简杀青缮写，数术、方技，或不用竹简也。
惟图不称篇而称卷，盖帛书矣（《孙子兵法》皆附图）。
由今观之，篇繁重而卷简便，然古代质厚，用简者多。
《庄子》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五车之书，如为帛书，乃可称多；如非帛书，而为竹简，则亦未可云多。
秦皇衡石程书，一日须尽一石。
如为简书，则一石之数太多，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尽（古一石当今三十斤，如为帛书，准之于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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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一二百本）。
古称奏牍，牍即方版，故一日一石不为多耳。
　　周代《诗》、《书》、《礼》、《乐》皆官书。
《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书。
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
郑康成谓六经二尺四寸，《孝经》半之，《论语》又半之是也。
《汉书》称律曰“三尺法”，又曰“二尺四寸之律”。
律亦经类，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简。
惟六经为周之官书，汉律乃汉之官书耳。
寻常之书，非经又非律者，《论衡》谓之短书。
此所谓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
西汉用竹简者尚多，东汉以后即不用。
《后汉书》称董卓移都之乱，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可知东汉官书已非竹简本矣
。
帛书可卷可舒，较之竹简，自然轻易，然犹不及今之用纸。
纸之起源，人皆谓始于蔡伦，然《汉书·外戚传》已称赫蹄，则西汉时已有纸，但不通用耳。
正惟古人之不用纸，作书不易；北地少竹，得之甚难；代以缣帛，价值又贵，故非熟读强记不为功也
。
竹简书之以漆，刘向校书可证；方版亦然。
至于缣帛，则不可漆书，必当用墨。
《庄子》云：宋元君将画图，众史舐笔和墨。
则此所谓图，当是缣素。
又《仪礼》铭旌用帛。
《论语》子张书绅。
绅以帛为之，皆非用帛不能书。
惟经典皆用漆书简，学生讲习，则用版以求方便耳。
以上论经之形式及质料。
　　《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
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列举六经，而不称之曰“经”。
然则六经之名，孰定之耶？
曰：孔子耳。
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
学校教授，即此四种。
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
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公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
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
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
　　五礼着吉、凶、宾、军、嘉之称，今《仪礼》十七篇，只有吉、凶、宾、嘉，而不及军礼。
不但十七篇无军礼，即《汉书》所谓五十六篇《古经》者亦无之。
《艺文志》以《司马法》二百余篇入《礼》类（今残本不多），此军礼之遗，而不在六经之内。
孔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盖孔子不喜言兵，故无取焉。
又古律亦官书，汉以来有《汉律》。
汉以前据《周礼》所称，五刑有二千五百条，《吕刑》则云三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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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必著简册。
然孔子不编入六经，至今无只字之遗。
盖律者，在官之人所当共知，不必以之教士。
若谓古人尚德不尚刑，语涉迂阔，无有是处。
且《周礼·地官》之属，州长、党正，有读法之举，是百姓均须知律。
孔子不以入六经者，当以刑律代有改变，不可为典要故尔。
　　六经今存五经，《乐经》汉时已亡。
其实，六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也。
礼，今存《周礼》、《仪礼》。
或谓《周礼》与《礼》不同，名曰《周官》，疑非礼类。
然《孝经》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传》亦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
由《孝经》、《左传》之言观之，则《周官》之设官分职、体国经野，正是礼类。
安得谓与礼不同哉？
春秋时人引《逸周书》皆称《周书》，《艺文志》称《逸周书》乃孔子所删百篇之余。
因为孔子所删，故不入六经。
又《连山》、《归藏》，汉时尚存（桓谭《新论》云：或藏兰台），与《周易》本为同类。
以孔子不赞，故亦不入六经。
实则《逸周书》与《书》为一类，三易同为一类，均宜称之曰经也。
　　今所传之十三经，其中《礼记》、《左传》、《公羊》、《谷梁》，均传记也。
《论语》、《孝经》，《艺文志》以《诗》、《书》、《易》、《礼》、《春秋》同入六艺，实亦传
记耳。
《孟子》应入子部，《尔雅》乃当时释经之书，亦不与经同。
严格论之，六经无十三部也。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先有志而后有诗。
诗者，志之所发也。
然有志亦可发为文。
诗之异于文者，以其可歌也。
所谓歌永言，即诗与文不同之处。
永者，延长其音也。
延长其音，而有高下洪纤之别，遂生宫、商、角、徵、羽之名。
律者，所以定声音也。
既须永言，又须依永，于是不得不有韵（急语无收声，收声即有韵，前后句收声相同即韵也）。
诗之有韵，即由歌永言来。
　　《（虞书》载“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
”“元首丛脞哉！
股肱惰哉！
万事堕哉！
”二歌。
可见尧、舜时已有诗。
《尚书大传》有《卿云之歌》。
汉初人语未必可信。
《乐记》云：“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今所传《南风歌》出王肃《家语》，他无所见，亦不可信。
唐、虞之诗，要以二《典》所载为可信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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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康成《诗谱序》云：“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
”而今《尚书》载《五子之歌》，可知其为晋人伪造也。
《诗谱序》又云：“降及商王，不风不雅。
”此谓商但有《颂》，《风》、《雅》不可见矣。
《周礼·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赋、比、兴与风、雅、颂并列，则为诗体无疑。
今《毛传》言兴者甚多，恐非赋、比、兴之兴耳。
赋体后世盛行。
《毛传》以升高能赋为九能之一，谓之德音。
周末屈原、苟卿俱有赋。
赋既在风、雅、颂之外，比、兴当亦若是。
惟孔子删诗，存风、雅、颂而去赋、比、兴。
《郑志》答张逸问，赋、比、兴，吴札观诗已不歌。
盖不歌而诵谓之赋。
赋不可歌，与风、雅、颂异，故季札不得闻也（比、兴不知如何）。
赋、比、兴之外，又有《九德之歌》，《左传》郡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
六府三事，谓之九功。
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合之为十五种。
今《诗》仅存风、雅、颂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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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诗经》在历来儒者手里玩弄，好久蒙着真相，并且屡屡碰到危险的“厄运”。
　　——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　　《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
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
　　——胡适《谈谈（诗经）》　　唯《诗经》出于卿士人大之吟咏与妇人女子之歌谣，政治上的家
庭与社会上的家庭，其盛衰之情形，生活之状况，不知不觉中，时流露于字句之间。
　　——胡朴安《从（诗经）上考见中国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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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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