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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诗经》是中国诗歌由口头创作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歌集，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
中国诗史和中国文学史都是从它开始记述的。
由口头歌谣创作向书写诗歌的转化，是一个漫长的若干万年的发展过程，探讨原始歌谣的起源、功用
、本质及其在发展中一次次的质的飞跃，溯本清源，可以获得两个重要的答案：一是在我们民族文化
的土壤上，三百篇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二是包蕴在三百篇艺术中的遗传基因，是诗歌文学的本质的品
格，它们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升华，终于建构了我们民族三千年光辉灿烂的诗史。
朱炳祥先生的新著《中国诗歌发生史》，正是研究中国原始诗歌的起源和发展，所以是一部很有意义
的专著。
　　研究原始歌谣的起源和发展，难度很大。
这因为口头流传的歌谣，在创造出文字以前，不能记录下来，古人辑集的谣谚、逸篇，一部分是伪托
，一部分也经过改作，难以进行科学的研究。
所以研究这个课题，必须别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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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经》是中国诗歌由口头创作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歌集，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
中国诗史和中国文学史都是从它开始记述的。
由口头歌谣创作向书写诗歌的转化，是一个漫长的若干万年的发展过程，探讨原始歌谣的起源、功用
、本质及其在发展中一次次的质的飞跃，溯本清源，可以获得两个重要的答案：一是在我们民族文化
的土壤上，三百篇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二是包蕴在三百篇艺术中的遗传基因，是诗歌文学的本质的品
格，它们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升华，终于建构了我们民族三千年光辉灿烂的诗史。
朱炳祥先生的新著《中国诗歌发生史》，正是研究中国原始诗歌的起源和发展，所以是一部很有意义
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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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问题的历史　　古代学者最初对中国诗歌起源和发生问题的一般性关注，大体与成熟诗歌
的出现同时或稍晚，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两千多年；开头只是只言片语，后来的论述是越来越丰赡了
。
本章简述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历史。
　　第一节　古代研究摘要　　先秦学者最先的探讨旨在指出诗歌起源的原因。
《尚书·虞书·舜典》载：“诗言志，歌永言”。
这个“志”，是个内涵很复杂的概念，《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
生于六气。
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
”孔颖达《毛诗正义》说：“此六志《札记》谓之‘六情’。
在已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所有思想、感情、志意、欲念都可以称为“志”。
“诗言志”，就是说诗产生的原因是为了表达思想感情。
　　《诗大序》对诗歌发生原因的讨论较之《尚书》更为展开：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因。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
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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