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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跨界以回歸「經世致用」之學的初衷‧9

自序：�跨界以回歸「經世致用」之
學的初衷

感謝第一位審查者提出「學科專業研究立場」的重要問題，使筆者得

以藉此機會進一步說明出版本書的意義與目的。

一般而言，不同學科在研究意圖、方法與目的確實不盡相同。同一事

件，從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民族學、史學、文學等不同角度進行詮

釋，多會產生一些差異現象。審查者認為本書立基於儒家的「經學」立場

發言，則採用不同學科資料的分際自當有所警覺。審查者並對民國以來，

以「經書」為史料，進行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民族學、史學、文學

等不同學科的「非經學」立場研究成果，是否符合「經學」解讀的內涵有

所質疑，且對可否借用此類「非經學」研究成果的界限，抱持保留態度。

在此，筆者想補充說明的，乃是中國學術無論是儒、道、墨、法、名、陰

陽的「六家」說，或者是「九流十家」說，都是後來學者對前行學說進行

分類的「方便說」，各家學說仍存在一些交集，並非是完全無法交合的數

條平行線。「五經」或「六經」的典籍雖然春秋戰國時期業已存在，然而

當時尚未建立「經學」的「學科」分類概念，因此，本書的研究立場，與

其說是「立基於儒家的經學立場發言」，倒不如說是「回歸」先秦學術在

於講求「經世致用」的初衷，會來得更為貼切。尤其《詩》本身，既可歸

屬「經學」類，但也無法否認其也可歸屬「文學」一類，「經學」與「文

學」之間本非互斥而無法相容的兩學術分類，問題只在於如何使二者「相

得」而益彰。再加上「禮」不但是中國古代學術的「統稱」，更是標準的

古代社會學，其內容本來就是包羅萬象，因此研究「詩禮之教」，自然也

難以純粹從單一學術分科角度觀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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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分論篇

由於以「經世致用」為本研究的基本立場，且將研究範圍設定在「特

定時空環境」（《詩》的創作、整編時期）下的「詩禮之教」，則採用的佐

證資料，自然不侷限在後代學術派別更明顯、學科劃分日漸細密、專業切

割逐漸壁壘分明的「單一學科專業」研究立場，而是儘量「回歸」《詩》

的創作、整編時期的背景，追溯到周王朝成立前的「先周」時期，關注商

周之際的社會政治、民情風俗等各項狀況，尋找比較合情合理的研究成果

以協助本研究目的之達成。誠如審查者所言，本書所探討的《詩》禮一體

的「詩禮之教」，乃是經學研究的老議題，雖然採取「主題先行」的研究

模式，但是能結合新出土文獻的證據重新分析探討，配合研究目的進行合

理而有效的推理，因而可獲得自圓其說的結果。當然，每種研究法都存在

利弊互見的現象，此種「主題先行」的研究模式，所徵引的解《詩》文獻

限定在固定範圍，的確存在取材侷限性高的缺憾。同時也因為研究主題非

常明確，而每篇單篇論文發表時，各期刊的篇幅限制不同，因此的確壓縮

文獻回顧的部分，未提供讀者更多的研究訊息，這是要向大家說抱歉的。

幸好，「《詩》無達詁」，本書的撰寫目的，並不以本書的結論為相關研究

議題的定論，能提出合乎情理的另一值得思考的看法，余願足矣！

本書也不擬對於歷來的解《詩》著作進行「集解式」分析比較，欲知

其詳者，可以自行參考劉毓慶等編撰，北京學苑出版社的十冊《詩義稽

考》。當初整理出書時，因為趕在退休前提出初稿審查，「徵引文獻」誤植

為「參考書目」，以致審查者熱心地列出許多相關的期刊論文以資參考，也

提出若以「非經學」的立場解讀，則韓高年的《禮俗儀式與先秦詩歌演變》

也有參考價值。審查者所說甚是，劉、韓之書也是筆者手邊參考之書，然

因撰寫的「主題」與論述方式所限，並未出現在各篇論文引用之列，自然

也不在「徵引文獻」中出現。畢竟整部《詩》可供研究的議題甚多，筆者

之意，僅在於針對自孔子教導伯魚要立足於世，必須兼學「禮」與《詩》

的一體概念，從「禮」與《詩》的內涵意義，提供讀者合理而有系統的論

述，至於其他重要議題研究，則有待其他學者分別進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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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跨界以回歸「經世致用」之學的初衷‧11

本書對於《詩》義解說的論述方式，主軸大致依循：詩作→漢代《毛

詩序》→宋代朱熹說→清代姚際恆、崔述與方玉潤說法，其他學者之說，

則視機緣選用。如此安排，蓋因鄭玄遵毛氏之說，且採取「以禮箋《詩》」

的方式撰作《毛詩傳箋》後，《毛詩》大為流行，導致「三家《詩》」先

後失傳，今文《詩》中，碩果僅存的只有非典型解經的《韓詩外傳》，而

《毛詩序》也成為解《詩》的最高依據。一直到歐陽修的《詩本義》對《毛

詩序》及解《詩》方法提出質疑後，《毛詩序》解《詩》的權威地位始受

到動搖，開啟宋以後《詩》學研究的重大轉折。本論述不選擇《詩本義》

代表宋代《詩》學研究的重要依據，改選朱熹所說，主要因為《詩本義》

雖開質疑《毛詩序》風氣之先，但尚未對 305 首的每一首詩都提出「本

義」說；朱熹則不但有《詩序辯說》，且其《詩經集傳》已針對每一首詩

的《毛詩序》及賦、比、興作法提出一些重要說明，且將許多被《毛詩

序》歸入政治事件的詩篇改入言情之詩，對於《詩》學研究的影響更大。

換言之，無論是歐陽修抑或是朱熹，乃至於其他許多宋代學者，都開始注

重《詩》以情為主的文學特性，而開展另一要求合情合理的解《詩》趨

向。此一要求合乎情理以解《詩》的風氣，受到宋明理學的強大影響，雖

然形成一些特色，可惜許多負面效果亦隨之產生。清初的姚際恆雖然仍以

合乎情理的大原則解《詩》，然而已另開創新局，形成《詩》學研究的另

一條發展系統，且影響崔述與方玉潤的《詩》學論著，因此本文的論述乃

在朱熹說之後，即下接此三位學者的說法，以構成本書講求「情理平衡是

為禮」的初衷，展現古代詩禮之教的意義及目的，提供一些過去過分注重

《詩》的政治教化而被忽略的重要情性教化內涵。

倘若我們仔細回味孔子在《論語》中對於《詩》的評論，當會發現已

有別具一格的「經世致用」思想蘊藏其中。從「思無邪」的提綱挈領說，

即可說明孔子強調《詩》教的核心意義，乃以啟迪純潔無邪的人性為宗

旨，而以培養溫柔敦厚的人品涵養為理想。在此宗旨下，務實地說，學

《詩》可使一個人言談文雅，既有利於外交人員出使四方時，能運用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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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分論篇

得宜的辭令應對進退，順利達成使命，還可從中認識鳥獸、蟲魚、草木等

不同物類，以增廣見聞、豐富生活知識；理想地說，學《詩》可使人抒發

興、觀、群、怨等自然情感，達到怡情養性的效果；再從社會效益來說，

將詩與禮樂制度相結合，則對於推動社會倫理與政治倫理都有重大的正向

影響。可惜孔子如此「多元化」的《詩》教「經世致用」思想，歷來大多

偏重政治、社會倫理教化，並未注意到《詩》與廣大生活層面的「多元」

互動關係，不能不說是過分窄化孔子對於《詩》的「經世致用」價值。在

歐陽修從「詩言志」的立場追問「詩本義」，進而批評鄭玄雖長於《禮》

卻不長於《詩》，「以禮箋《詩》」並不恰當以前，孔子提示《詩》具有抒

發人的自然情感、啟迪無邪人性，以達到怡情養性效果的發展，始終處於

被忽略的狀態，因此本書進行論述時，在朱熹以後，特別選擇清代姚際恆

等三位學者的意見為討論對象，藉以補充自歐陽修以來所看重《詩》的內

在情性部分。

追溯歐陽修追問「詩本義」的論《詩》模式，或可推本自魏晉的「言

意之辯」，主要涉及文藝美學與藝術哲學的層面，且最基本而重要的部

分，即是攸關人內在的心、性、情、志的感受與表達問題。再經過南朝劉

勰《文心雕龍》（簡稱《文心》）、鍾嶸《詩品》以來，已特別注重作品的

情感表達，於是歐陽修遂奠基在「詩言志」的立場，進而追問「詩本義」

的問題，此乃是《詩》學研究順勢發展的結果。儘管詩的「本義」能否達

到，仍屬見仁見智的問題，然而敢於追問「詩本義」，已說明《詩》的內

在文學性絕對不容忽視。《文心》，是中國第一部「體大思周」的廣義文

學理論與批評巨著，前四篇〈原道〉、〈徵聖〉、〈宗經〉、〈正緯〉為建構

全書理論的樞紐，提倡儒家「文質並重」的文學思想，以矯正當時雕琢淫

濫、無病呻吟的文風，一方面承認才性的重要，另方面也注意到「文變染

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的互動關係，同時已更注重神思、情采、比興等

文學內涵與表達手法的全面考量，對於歐陽修勇於追問「詩本義」的影響

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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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跨界以回歸「經世致用」之學的初衷‧13

集宋代理學之大成的朱熹，雖然在《詩序辯說》及《詩經集傳》當

中，對《毛詩序》進行深刻反省後，將許多原本被歸入政治諷諭詩改為言

情之詩，可惜因為過於強調「存天理、去人欲」，以致多將言男女之情的

詩篇貼上「淫詩」的標誌，而與孔子「思無邪」的說法有所矛盾，甚且為

順應孔子「思無邪」的評論，朱熹於是轉以「刺淫之詩」緩解二者的矛

盾，導致其後學王柏不但增多「淫詩」數量，且還激烈的欲將「淫詩」逐

出《詩》的範圍，對人性、人情造成的負面影響逐漸加劇。至於明代中

期，學者對理學強勢壓抑性情已興起一些反彈現象，流行以「評點」方式

重新解讀古代經典，且允許多從心性情感的角度解讀作品，以取代傳統

「注疏」特重倫理而不言心理的缺失。明代晚期，性靈派的文學風潮逐漸

風行，且延續至清代。清初的姚際恆即採取「評點學」的方式重新解讀

《詩》，且於所撰《詩經通論》的〈論旨〉中，嚴加批評鄭玄以謬解之理

（禮）解《詩》。姚說明顯繼承「詩言志」的傳統而來，深深影響崔述以

及方玉潤解《詩》的態度，形成清代解《詩》的一條重要發展脈絡。透過

此三人重新解讀《詩》，已隱約可見孔子認為學《詩》可使人抒發興、

觀、群、怨之情的說法得以伸張，且與「禮本於人情」的原義更加貼近。

此即筆者選擇姚氏等三位學者意見為佐證的最重要原因，希望藉此回歸原

本《詩》對於「經世致用」所具有的「多元」價值，稍稍平衡過去說《詩》

專重政治風教的侷限性。

另外，感謝第二位審查者的高度肯定，第三位審查者鉅細靡遺地提出

許多重要的建設性意見，更是惠我良多。謹在此對三位審查者表達誠摯的

謝意！

從研究三《禮》到與《詩》結緣，有點曲折迂迴，肇始於 92 年度國

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古代禮樂文化新探：以三《禮》以及郭店簡、上博簡

為討論中心」與 93~94 年度的「先秦兩漢禮教探微」專題計畫。當時已

深知「禮」與《詩》的一體研究，是深具挑戰性的重要研究議題，而有關

《詩》的禮教思想即是其中既定的一小子題。既已啟動有關「二南」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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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分論篇

教思研究，繼而想更深入《詩》的更多篇幅研究，於是自 95~98 年度的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都環繞在「禮」與《詩》的相關研究上。只是，無

論是「禮」或是《詩》的範圍都極其廣大，雖然經過幾年研究，前後也累

積相當數量的成就成果，但是尚未達到預定的遍及整部《詩》的內容。礙

於已有專題計畫審查者認為以目前的狀況，一些有關「禮」與《詩》的研

究仍然無法突破，因此向國科會提出的此類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暫告一段

落。雖然目前有關《詩》與禮教的研究成果尚未達到原初的理想狀態，幸

好整合多年來的研究成果，還是可以歸納出一些特定主題的階段性成果以

就教於方家。由於已完成的成果數量有點龐大，出版社認為不適合以單冊

出版，於是區分已完成的篇章，以總論與分論篇的方式出版。將內容較偏

重從歷史發展角度以研究先秦兩漢《詩》教思想的部分，劃歸總論的範

圍，而把一些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篇，且較偏重《詩》教思想變遷的角度

者，劃歸分論的範圍出版。

本書得以出版，要感謝多年來的兼任助理游偉欣、陳姝伃、吳依凡、

謝宜潔、林士翔協助校對文稿，也要感謝協助校對的陳姝伃、林士翔、彭

品瑜。此外，也借此感謝協助《詩經》課程檔案的余承澔、陳幼文、許雯

怡。更要感謝研討會的與會者提供意見，及各單篇論文的相關審查委員。

能有多位兼任助理協助多年來的《詩經》研究，當然要感謝國科會所提供

的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分別是：

「先秦兩漢禮教探微」（NSC 94-2411-H-003-007）。

「〈國風〉之禮教思想新探：以〈詩論〉、《詩序》為討論中心」（NSC 

95-2411-H-003-030）。

「論〈國風〉中之禮俗及教化思想：結合〈詩論〉、〈性情論〉等楚簡

資料之探討」（NSC 96-2420-H-003-004）。

「論〈雅〉、〈頌〉中之禮俗及教化思想：結合郭店簡以及上博簡文之

探討」（NSC 97-2420-H-003-067）。

「周代人文教化思想探究：以關涉〈周頌〉祭禮文化為主的考察」

（NSC 98-2410-H-00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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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15

導� 論

一、本書的研究緣起

鄭玄（127~200）以「禮」箋《詩》，為解《詩》立下一相當重要的

詮釋方法與進路。然而自歐陽修（1007~1072）的《詩本義》首先攻訐《毛

詩序》以及鄭氏之非，且於論〈賓之初筵〉該詩時，特別批評：「鄭氏長

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說曲為附會」，1自此開啟後來學者質疑毛、鄭說

《詩》的風潮。至於清代的姚際恆（1647~1715），雖一方面以歐陽修為當

時的有識之士，另一方面卻又以其拘牽墨守，有時還與鄭玄僅在伯仲之

間，且更激進地批評鄭玄：

人謂鄭康成長於《禮》，《詩》非其所長，多以「三禮」釋《詩》，

故不得《詩》之意。予謂康成，《詩》固非長，「禮」亦何長之有？

茍使真長於《禮》，必不以「禮」釋《詩》矣。況其以「禮」釋

《詩》，又皆謬解之理也。夫以「禮」釋《詩》且不可，況謬解之

理乎！2

衛宏（生卒年不詳。東漢光武帝時，官至議郎。）所輯錄而成的《毛詩

序》，多與史事相連結，然經宋以後的多位學者研究，詩作的內容頗多與

《毛詩序》所載不合。是故，姚氏服膺於孔子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1 宋‧歐陽修：《詩本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 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 年），頁 246。

2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卷前〈論旨〉，《續修四庫全書》第 62 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5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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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分論篇

曰：『思無邪。』」3，及孟子認為說《詩》應該「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4於是繼承諸多宋儒的反《毛詩序》說，也

強烈質疑《毛詩序》，固有可說之處；至於嚴加批判鄭玄以「禮」箋《詩》

不妥當，彷彿《詩》與「禮」毫不相聯繫，則已嚴重悖離事實而不可取，

甚至還譏諷鄭玄既不長於「禮」，且又不懂得《詩》，故時常以謬解的

「禮」詮解非自己所長的《詩》，實已多為矯枉過正的情緒語言。基於此

自從漢代毛、鄭對於《詩》的傳箋，形成讀《詩》、解《詩》的標準模式，

歷經宋代對《毛詩序》採取正反二說，且提出「淫詩」的轉折，再到清代

強調「詩言志」以回歸《詩》的原典走向，其中的關鍵所在，其實仍然在

於對「禮」的理解是否正確。要正確解讀「禮」的內涵與外延意義，還得

恰當判斷其言行舉止屬於「禮也」或「非禮也」，才是判斷風體詩是否為

「淫詩」的不二法門。因此，鄭玄的以「禮」箋《詩》，乃是深入理解

《詩》的內涵、懂得《詩》教意義的必經路徑；只是，鄭玄採取以「禮」

箋《詩》時，的確存在一些謬解「禮」的狀況，有待澄清、辯證。是故，

如何透過孟子「以意逆志」的方式，盡可能地追求「詩的本義」，且合理

解讀《詩》與「禮」的關係，以回歸孔子「思無邪」的詩旨，則是進行本

研究的初衷。

「禮」乃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社會學，要談論「禮」，就要深入古代

的社會生活型態，從中找尋人際之間合於人情義理的行為舉止，建立「約

定俗成」的對應之道，然後進而發展出禮儀制度，且成為定制。但是，禮

儀制度也會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必須進行適度的調整，而非固定僵化的

「教條」，一旦固著不變，即會陷入「謬解」而不自覺，導致受人詬病不

3 《論語》〈為政〉，見於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
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 年） ，頁 16。

4 《孟子》〈萬章上〉，見於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十三經注
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 年） ，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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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17

已；鄭玄正因為忽略此有關「禮」的本源問題，以致有歐陽修的批評。因

此本書的切入點，即特別選取與社會生活最密切的十五〈國風〉為素材，

希望透過具體分析每首詩與「禮」的關聯，以確認詩教與禮教的一體兩面

關係。基於「詩言志」的根本立場，回歸詩本於人情的原點，凸顯文學與

經學不相悖離的特性。然後，透過禮書、其他傳世文獻以及戰國簡文資

料，以〈孔子詩論〉（以下簡稱〈詩論〉）與《毛詩序》為討論中心，系

統理解人情、人欲、民情風俗的關係，進而建立通神明、立人倫、正情

性、節萬事，以化民成俗的《詩》教觀念。

追溯最早踏入《詩》學的研究領域，乃因執行 92 年度的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古代禮樂文化新探：以三《禮》以及郭店簡、上博簡為討論中

心」時，深感「禮樂文化」的核心，仍然應以「禮教」問題為根本，唯有

客觀而理性地還原與看待中國古代禮教內容，方可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文

化內涵。繼而 93 年度申請多年期計畫「先秦兩漢禮教探微」，有關《詩》

的禮教思想研究，即是第二年中既定的研究小節，於是正式展開結合

《詩》與禮教思想的研究。有鑑於「二南」在《詩》中的地位特殊，具有

禮教典型的指標作用，但是歷來對「二南」的《毛詩序》所載爭論最多、

最大，因而先從「二南」下手，撰寫〈論二〈南〉詩的禮教思想〉。接著，

再挑戰被批評多「淫詩」的〈鄭風〉，希望透過禮的多元表現重新解讀〈鄭

風〉，以消解其多「淫詩」的汙名。既已啟動對《詩》的研究，於是 95 

年度再提出「〈國風〉之禮教思想新探：以〈詩論〉、《毛詩序》為討論中

心」的兩年期計畫，可惜僅核定一年。96 年度遂再以「論〈國風〉中之

禮俗及教化思想：結合〈詩論〉、〈性情論〉等楚簡資料之探討」為題，

將重點放在詩的形成與人們心、性、情、志躍動的關係，凸顯「詩的靈魂

在於情」的特質，也可與「禮本於人性、人情」構成更緊密的相關。無奈

〈國風〉共計 160 首，數量過於龐大，雖已完成多篇論文，距離全面系統

化詮釋〈國風〉仍有一大段未完成的工作，而國科會計畫又有時間限制，

此即本書上編部分的〈國風〉研究，僅止於〈齊風〉前半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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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分論篇

剩下的後半段研究，尚待日後繼續努力。上編的部分，乃針對二〈南〉、

〈衛風〉、〈王風〉、〈鄭風〉、〈齊風〉等特定詩篇進行禮教思想研究，分

別透過不同時代《詩》學研究者對詩篇的不同解讀，嘗試探討該詩的本義

何在，所蘊藏的禮教思想又是如何。

〈國風〉以外，雅、頌體裁的詩篇與「禮」的關係更是密切。二〈雅〉

之詩不但包含極豐富的周代史料，還有許多禮儀用詩，頌體詩更以宗廟祭

禮為主，且旁及其他類型的祭祀禮儀，因此都與禮儀制度高度相關。上述

歐陽修特別批評鄭玄「以禮家之說曲為附會」的〈賓之初筵〉，即出自有

關宴饗之禮的〈小雅〉，因此，要檢驗歐氏的批評是否允當，不能僅停留

在〈國風〉的範圍，而須跨越到雅、頌體裁的詩篇與「禮」的關係如何。

有鑑於鄭玄解《詩》，忽略禮本於俗、禮本於人情的現象，而〈詩論〉

及其他戰國簡文卻含有許多談論心、性、情、志的資料，正好可補充說明

當時詩禮之教發展的情形，97 年度遂提出「論〈雅〉、〈頌〉中之禮俗及

教化思想：結合郭店簡以及上博簡文之探討」兩年期研究計畫。可惜有審

查者認為該議題仍有許多無法突破的問題，因此僅核定一年，98 年度重

新調整研究計畫方向與內容。由於《詩》的時代背景在周代，且《詩》的

編纂早已預設人文教化的基本構想，於是提出「周代人文教化思想探究：

以關涉〈周頌〉祭禮文化為主的考察」的計畫，希望能從深入當時農耕社

會的文化背景，借助文化人類學、宗教哲學以及深層心理學的相關研究成

果，理解當時種類繁多的祭禮活動在人文教化上的重要意義。此部分的研

究，選擇有關宴饗賓客、祭祀燕尸之禮與農事祈報禮的不同類詩篇，總結

該類詩篇在詩樂與禮儀交融過程中所展現的詩禮教化思想，而構成本書中

編的內容。

下編的內容，則是自從 95 年度所提研究計畫以來，一直關心的《詩》

教思想轉化問題的階段性展現。回顧《詩》中各類詩篇從創作到整編的過

程，前後超過 500 年，再歷經春秋晚期、戰國時期的政治社會鉅變，時至

東漢衛宏輯錄完成《毛詩序》，前後已將近千年。在此歷史長河中，《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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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19

教思想也會隨著時代環境改變而無法全同於周初，因此特別針對一些〈詩

論〉特別有組詩傾向的詩篇評論，進行從詩本義→〈詩論〉→《毛詩序》

詩旨變遷的討論，觀察同一首詩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其詩旨已隨時代的氛

圍轉變，而產生或繼承或轉化大小不等的差異情形，而構成本書下編的內

容。至於以《毛詩序》為主軸的《詩》教思想變遷問題，則在《歷史發展

視野下的先秦兩漢《詩》教觀：《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總論篇）》

呈現。

衡量本書包含幾個年度有關《詩》教問題的專題研究計畫成果，遂將

本書定位在「《詩》教體系之萌芽與形成」的分論篇，且命名為：「特定

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由於本書所選 15 篇論文，都曾經先後在不同

的期刊或專書論文中發表過，然因最初發表的時間距離現在大多已超過 

10 年，是故在整理出版前，已全部加以統整，並加入一些可以增補的資

料。

二、本書的研究目的

傳世文獻所見，最早重視《詩》教的重要地位者，當非孔子莫屬。然

而孔子對於《詩》教的主張，僅零星見於《論語》中的少數幾則資料，實

無法窺其全豹。待漢代極力推動經學教育，《詩》的地位甚至於還一度被

公認為可作「諫書」之用，可見《詩》教在漢代經學教育的帶動下，其重

要性與價值早已飆升至極崇高的地位。截至宋代歐陽修在《詩本義》，公

開質疑毛、鄭以「禮」解《詩》不恰當，不再以《毛詩序》為解讀《詩》

的最高標準，可見《毛詩序》的說法影響後世極為深遠，前後的時間已長

達千年之久。歐陽修特別注重「詩言志」的重要，力求解《詩》不能不合

情理，於是強調應追索詩人創作該詩的旨意所在。在歐陽修批駁毛、鄭說

《詩》多「不近情理」的影響下，遂逐漸開啟宋代「以理說詩」的風潮，

更引發朱熹（1130~1200）對《毛詩序》進行重新評價，且以《詩序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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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分論篇

全面檢討《毛詩序》是否得當的問題。自朱熹以後，更導致後代學界對

《毛詩序》正反意見的論爭，擁護《毛詩序》或主張廢除《毛詩序》者都

各有其人，雖然各有言之成理之處，卻也始終無法折服對方。畢竟如此重

大問題本來就無法採取一刀完全切割的方式對待，不但需要針對每首詩進

行客觀、周詳的思考，而且其中還存在一些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有待更

多資料佐證。

幸好 2001 年上海博物館正式對外公布的〈詩論〉，可以提供一些重

要資料。儘管〈詩論〉編聯的情形不乏異說，但相較於《論語》中對《詩》

的極其零星評論，內容更為豐富，論述也更系統化，所評論的詩篇大約 

60 篇左右，佔所有《詩》的 20%，比例相當高，深具研究價值。基於此

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因而學界自〈詩論〉公布後，都公認〈詩論〉對於

重新理解《詩》教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使無法解決近三千年來有關

《詩》的所有疑難問題，至少已可以重新理解一些重要問題。因為〈詩論〉

的內容大多流露詩篇與人們心、性、情、志的關係，可與《尚書》〈虞書‧

舜典〉的「詩言志」說法緊密扣合，5值得詳加探討。〈詩論〉當中多言情

與志的現象，既與其他戰國竹簡中討論心、性、情、志、教的情形相似，

且還可以與《禮記》中的資料相互驗證、整合，因此有助於建構詩禮之教

的思想體系，可以勾勒出更清晰的《詩》教面貌。

本書即在此基本構思下，希望達成以下較具體的研究目的：

（一）確認詩教與禮教的一體兩面關係

《詩》三百的創作時代，學界公認大約作於 1100~600B.C.之間。由於

這段期間，大約是從周初到春秋中葉稍後之時，因此詩中的內容反映西周

5 《尚書》〈虞書‧舜典〉，見於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
義》，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 年），
頁 46。

01-台師大出版-18K-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P1-260)-WW-4校.indd   20 2021/1/13   下午 04:33:38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導 論‧21

至於春秋中葉的禮儀活動，蘊藏豐富的禮教思想，都與當時社會生活的需

要有關。此從《左傳》不但多以「禮也」、「非禮也」進行人事物的評論，

且還出現大量的引《詩》、用《詩》以及賦《詩》言志的現象，都可以佐

證當時貴族階級讀《詩》、學《禮》極普遍。換言之，廣大的禮制規劃以

及禮儀實踐的背景，正是孕育《詩》三百誕生的沃壤與溫床。從孔子對伯

魚明言：「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6即可知詩與

禮對於立身處世、言談應對的重要。更由於禮樂相須而行，因此禮儀的進

行，皆須以適當的音樂配合演奏，且須有適當的言辭表達意志，所以《墨

子》〈公孟〉即載有：「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

舞《詩》三百。」7也可見誦、弦、歌、舞《詩》三百的活動，都是配合

禮儀的進行。此外，再從孔子「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8可見詩與禮

與樂的一脈相承關係，其中尤以「禮」為世人立足之首要。清儒邵懿辰

（1810~1861）更在《禮經通論》的〈論樂本無經〉，直接將此三者合而為

一，認為「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於是主張「樂之原在《詩》三百中，

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中」。9邵氏所說，主要說明樂乃是往來滲透於詩與

禮之間的中介物。若根據「詩言志」的根本原理，再對照〈樂記〉所言樂

具有「不可以為偽」與代表「天地之和」的特性，10則詩與禮與樂三者融

6 《論語》〈季氏〉，見於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
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 年），頁 150。

7 《墨子》〈公孟〉，見於清‧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1987 年），頁 
418。

8 《論語》〈泰伯〉，頁 71。

9 其詳參見清‧邵懿辰：《禮經通論》，收入《續經解三禮類彙編（一）》（臺北：藝文
印書館，1986 年），頁 593。

10 《禮記》〈樂記〉，見於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收入《十三
經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 年），頁 682：「詩，
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

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頁 669：「樂者，
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

01-台師大出版-18K-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P1-260)-WW-4校.indd   21 2021/1/13   下午 04:33:38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22‧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分論篇

合通貫的結果，將可以達到《漢書》〈禮樂志〉所載的作用：

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

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

正情性，節萬事者也。11

雖然《樂》的典籍早已不存，《詩》三百弦歌樂譜亦不可復得，無以對照

其依存關係，然而卻足以啟發經學研究者，當其研究《詩》與禮，必不可

忽視其與樂的聯繫。尤其研究十五〈國風〉，則必然要注意風體詩多與民

間歌謠或宮廷樂師一類相關人員的修飾有關，其內容也與各國自然環境或

社會風俗的和諧互動有關。是故若欲明瞭古代禮樂思想具體實踐的情形，

則當深入《詩》的內容，以觀察周代禮樂制度在當時社會生活的反影；若

欲明瞭《詩》三百的深刻義涵，則捨以禮解詩的途徑已無法得其關鍵要

點。此即為本研究最重要的目的。

（二）從「詩言志」的角度理解風體詩溥觀人欲以化民成俗的思想

鄭玄以「禮」箋《詩》的具體而重要的方法，即是以「三禮」中的禮

儀制度詮解詩文，然而因為過於篤信《周禮》所載，視之為周初社會政治

制度的實錄，因此多拘泥禮儀制度的成法，曲而附會詩文的意義，遂與人

情多有扞格，窒礙詩文鮮活的生命。甚且由於《毛詩序》過於強調「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政治教化作用，遂使原本活潑潑的詩人之情，皆

蒙上一層厚重的政治「風教」外衣，難以展現其真情與活力。因此本書將

多從人類的心、性、情、志角度，直入詩文的內容，探求其本義，從人

情、人性的立場復活《詩》的文學生命，更從心志的角度重整其經學價

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1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禮樂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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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23

值。《禮記》〈樂記〉有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12而〈禮運〉則以弗學而能的喜、怒、

哀、懼、愛、惡、欲七者，謂之「人情」，又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13故知人潛

藏於內之性，因有感於外物而產生心的波動，遂產生欲、惡彼此相違的意

念，而有人情各自不同的變化。此外，〈王制〉又指出：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中國戎

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14

故知人受到外在自然環境的影響不可謂不大，於是為政者要如何「化民成

俗」，使人能隨時、隨事、隨地的差異而各制其宜，且還要合於義，實乃

必要的大事。因此本研究將仔細分析詩文雖言情而不淫，怨哀而不傷，有

欲而不蕩的事實，而體現風體詩「始乎情，而終乎禮義」的溫柔敦厚情

懷，以呈現風體詩的禮教思想。透過各國風體詩的具體分析，且與其地理

環境、經濟生活條件相對照，將可概括出不同的民情嗜欲，且可從各國的

不同風采特質，提供為政者思索如何據以確立人倫、端正情性，以達化民

成俗的境地。

（三）從祭祀宴饗用詩觀察詩樂與禮教相融的人文教化意義

古今中外，藉由宴饗活動以化解爭端，進而增進彼此良好互動關係者

不勝枚舉，因而如何藉由舉行宴饗禮儀以增進彼此良性互動，至今仍是國

12 《禮記》〈樂記〉，頁 666。

13 《禮記》〈禮運〉，頁 431。

14 《禮記》〈王制〉，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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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分論篇

際間關注的重要議題。鄭玄所區分的「正小雅」，即大多與《儀禮》所載

鄉飲酒禮、燕禮等宴饗禮儀的進行密切相關，加上詩作多為士大夫奉命撰

作或一己有意為之的樂歌作品，因而與當時社會政治活動密切相關者居

多。透過為數眾多的朝會宴饗樂歌，可以推知當時天子、諸侯、大夫與士

的各級貴族間，君臣之間宴飲互動或彼此交際應酬的情形，進而可以觀察

其施政的得失，乃至於貴族閒居往來互動的情形。藉由宴饗之禮中詩與樂

的融和展現，賓主與賓客間相接以禮的往來互動情形，不但可以呈現古代

君臣之間的親和關係，也可促進社會中人群交際的和諧關係。再加上〈周

頌〉的創生，其本緣於宗廟祭禮而設置，而宗廟祭禮的立尸與燕尸之禮又

是祭禮中極富深刻涵義的活動，是故如何從燕尸之禮表現周代人文教化的

精神與意義，自有亟待挖掘的必要與空間。對於極注重農業發展的周代而

言，配合一年當中農事進展過程而設立的各種祭祀活動，是當時社會生活

的重點活動內容，尤其春祈、秋報的祭祀活動，更是古代祭禮的重點項

目，因而藉由與春祈、秋報相關的詩篇，以及后稷配天的特殊安排，彰顯

周代崇德報功的精神。此也是本研究的重要目的。

（四）參照郭店及上博等戰國簡文資料以理解《詩》教轉化的情形

郭店簡文研究雖然在上博簡陸續公布以後，研究熱潮似有消退的趨

勢，然而由於該批資料相當多，因此對於戰國時期的儒學思想研究，仍具

有重要地位與價值，值得付出更多的時間與心力深入研究。此次研究詩禮

之教的相關問題，即可借重郭店簡的一些引《詩》資料，以及〈緇衣〉、

〈五行〉、〈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六德〉、〈尊德義〉

等諸多篇章，對道德仁義等教化思想的重要論述內容，協助重探戰國時期

的《詩》教思想。至於上博的〈詩論〉，雖然其中包含許多殘簡，然而僅

從可資辨認的部分，都可發現該篇乃是截至目前為止，出現最多評論

《詩》的資料，無論是對於〈風〉、〈雅〉、〈頌〉各類體裁詩的總體評論

或具體分論，都可補充傳世文獻有關周代人文思想論述的不足，是重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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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25

究《詩》教意義極為珍貴的材料。透過〈詩論〉對於特定篇章或直接或間

接的宏觀與微觀式論評，不但可以補充《論語》中孔子論《詩》的不足，

更可以為自從孔子以來，以至於到《毛詩序》定型的長期發展過程中，添

加一些可貴的遞變遺跡，因而特別具有重要地位。此外，其他已公布的戰

國竹簡中，〈性情論〉（可與〈性自命出〉相對照）更含有大量關心、性、

情、志以及教化問題的討論，皆可作為探究戰國時期《詩》教觀念的可貴

材料，既可以補傳世文獻的不足，又可以建立脈絡更清晰可辨的《詩》教

系統。

（五）藉先秦兩漢經史資料以追溯《毛詩序》教化觀念的形成

儘管《毛詩序》的構成相當複雜，衛宏作《毛詩序》之說也還未必成

為最後定論，不過，學界業已承認其與兩漢時期的政治思想關係相當大。

由於《毛詩序》承擔過重的政治與道德責任，致使其對於各體類詩的詩旨

歸納，不免多所傅會而顯得牽強，因此透過《尚書》、《左傳》、《國語》、

《逸周書》、《史記》、《漢書》以及《後漢書》等相關記載，再對照一些

〈大雅〉史詩的紀錄，可以理解始建立禮樂制度的周朝，乃至於漢統一王

朝的政治措施，對於《詩》教涵義的深刻影響。藉由史書相關資料的提

示，又可以反過來思考，該如何褪去政治煙霧籠罩的管道，以重返原初

《詩》教的真正涵義，進而思考《詩》的撰作本義與《毛詩序》所載是否

貼切的問題。不過，本書對此問題僅作略論，詳細析論請見《歷史發展視

野下的先秦兩漢《詩》教觀：《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總論篇）》。

（六） 參照宋以後重要學者對《毛詩序》的評論以思考《詩》教的
真義

自從歐陽修的《詩本義》對《毛詩序》及鄭玄的解《詩》方法提出質

疑後，遂開啟宋以後《詩》學研究的重大轉折。然而本文論述時，宋代的

主要學者選擇朱熹而非歐陽修，主要因為《詩本義》雖開質疑《毛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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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分論篇

風氣之先，但尚未對 305 首的每一首詩都提出「本義」說；朱熹則不但有

《詩序辯說》，且其《詩經集傳》已針對每一首詩的《毛詩序》及賦、比、

興作法提出一些重要說明，且將許多被《毛詩序》歸入政治事件的詩篇回

歸言情之詩，對於《詩》學研究的影響更大。換言之，在歐陽修從「詩言

志」的立場追問「詩本義」後，一些宋代學者，如王安石（1021~1086）、

鄭樵（1104~1162）、朱熹、王質（1392~1444）、嚴粲（南宋後期進士，

生卒年不詳）等，都開始注意到《詩》以情為主的文學特性，而開展另一

要求合情合理的解《詩》趨向。此一要求合乎情理以解《詩》的風氣，與

原本《毛詩序》注重政治教化的系統，形成以文學或經學解《詩》的兩條

路線。不過，朱熹的解《詩》系統，雖然將許多被《毛詩序》納入政治風

教詩的詩篇，重新回歸「詩以言情」的行列，卻又受到宋明理學的強大影

響，在「強說理」的學術偏向下，往往對一些書寫男女之情的詩貼上「淫

詩」的標籤，於是許多負面效應亦隨之產生。清初的姚際恆受到明代評點

學以及性靈說的影響，雖然仍以合乎情理的大原則解《詩》，然而已另開

創新局，特別注重人情義理與詩人的藝術表達特質，形成《詩》學研究的

另一條發展系統。姚際恆說《詩》的原理原則，深深影響崔述

（1740~1816）以及方玉潤（1811~1883）的《詩》學論著，此三位學者

的說法，構成一條可以與《毛詩序》解《詩》相對比的系統，因此本文的

論述，乃在朱熹說之後，即下接此三位學者的說法，提供一些過去過分注

重《詩》的政治教化而被忽略的重要情性教化內涵，以展現古代詩禮之教

的意義及目的。本文希望藉由「情理平衡是為禮」的「禮」之正解，以理

解詩文的本義→〈詩論〉→《毛詩序》的發展情形，庶幾可培養《詩》教

的溫柔敦厚特質。

三、本書的結構組織

本書的研究範圍，配合國科會不同年度的專題研究計畫主題，分成

上、中、下三編：上編共有八篇，以「國風中的禮教思想」為主題，依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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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27

討〈國風〉中，從二〈南〉以至於〈齊風〉上半部以前重要詩篇的禮教思

想；中編共有四篇，以「雅頌中的禮教思想」為主題，分別探討有關宴饗與

祭祀用詩的禮教思想；下編共有三篇，以「從〈詩論〉到《毛詩序》的詩禮

教化思想變遷」為主題，分別探討有關宴饗與祭祀用詩的禮教思想，先是

〈小雅〉相關類詩，然後是有關二〈雅〉與〈周頌〉的宴饗與祭祀用詩，最

後則是透過〈詩論〉以組詩方式呈現，可與《毛詩序》所載詩旨形成對比，

而彰顯《詩》教發展轉化現象的詩篇討論。至於〈齊風〉還有一些值得討論

的問題，以及〈齊風〉後面的一些為數較少的小國詩篇，或是有關二〈雅〉

與〈頌〉詩中，可與〈詩論〉、《毛詩序》相對比以進行研究者，可望日後

以「分論續編」的方式呈現。目前三編各篇的大要如下：

（一）上 編：國風中的禮教思想

壹、論二〈南〉詩的禮教思想

《毛詩序》因過度附會政教，率以二〈南〉皆言文王之教與后妃夫人

之德，逮宋代的疑古風起，而廢《毛詩序》之說大興。雖然鄭玄以「禮」

說《詩》之事，宋以後仍有人加以迴護，然而譏其拘泥形跡，迂曲於禮儀

制度而有害於詩情者實多。然而〈詩論〉問世後，孔子詩教多強調禮義的

思想日漸明晰，因而參照簡文以深究二〈南〉風詩的禮教思想，可謂正得

其時。職是之故，本文首先從詩教與禮教相繫的立場，論述撰寫本文的動

機；其次，則直接專就二〈南〉25 篇詩歌的內容，分別從男女情詩、婚

禮習俗用詩、勞人思婦遣情詩、子女事親詩以及執事行役詩五大類，以論

述各類詩歌的禮教思想；最後，再總括其整體禮教思想的大要。

貳、論〈（邶鄘）衛風〉史事詩的禮教思想

春秋時期，乃歌詩、賦詩之興盛期，《詩》三百經常被用為外交辭

令，其內容與當時各國的內政外交關係密切，因而從詩文之中，隱約可見

史事的遺跡。由於邶、鄘兩國很早就併入衛國，因而春秋時期概以〈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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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詩》教體系的萌芽與定型 分論篇

風〉統稱三國之詩。同時又因為透過具體事件所產生的影響，更足以彰顯

禮教的實質意義，故而風體詩當中，〈衛風〉有關史事的記載最多，所以

本文藉由史事的輔證，進而探求〈衛風〉史事詩的禮教思想。因而全文的

論述，在前言之後，先行定義〈衛風〉史事詩，並將其分成三類；然後再

就歌頌衛國國君、描述宣公與宣姜事件組詩以及愛國女詩人作詩等三種類

型的史事詩中，分別解析其詩文、史事以及禮教思想之間的連帶關係；最

後，則以〈相鼠〉為核心，總結〈衛風〉史事詩的整體禮教思想。

叁、論〈（邶鄘）衛風〉男女情詩的禮教思想

由於《毛詩序》認為「刺上而使其戒之」，乃風體詩的宗旨，子夏又

認為鄭、衛的新樂可能紊亂男女尊卑的關係，再加上衛國宮廷的確多男女

淫亂的事件，因此無論《毛詩序》或《詩集傳》都認為〈衛風〉與淫有關

的詩特別多。然而〈衛風〉是否果真與「淫」或「刺淫」密切相關，卻需

要詳加檢證以還其本來面目；尤其以寫男女之情者即「淫詩」的說法，更

需要詳加分辨，以免誤導《詩》教思想竟有「誨淫」之嫌而蒙塵。本文將

結合出土文獻〈詩論〉以及《毛詩序》、《詩集傳》與清代重要學者說《詩》

等傳世文獻的論述，就〈衛風〉中描寫男女言情之詩，再區分成男子言

情、女子言情以及客觀寫男女之情者三類，分別從禮俗或禮義的角度，論

述其真情有禮，不涉淫亂的《詩》教思想真義。

肆、論〈（邶鄘）衛風〉夫婦詩的禮教思想

就自然人倫而言，「夫婦」一倫乃是「三親」之首，且為「五倫」的

中堅，因而若能確定夫婦穩定和諧的情義關係，將是締造人倫親親、社會

良善有序的重要磐石。由於《毛詩序》具有特殊的意識型態，因而幾乎將

所有詩篇附會指實為對某一特定政治人物的美刺，以致詩義時有失真或窄

化的現象。本文乃繼〈論《衛風》男女情詩的禮教思想〉、〈論《衛風》

史事詩的禮教思想〉之後，再結合出土文獻〈詩論〉以及《毛詩序》、《詩

集傳》與清代重要說《詩》等傳世文獻的論述，以詩情為本，而劃分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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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論‧29

篇的類別，於是選取〈衛風〉中描寫夫婦之情的詩篇，將其區分為夫婦相

思詩、棄婦詩、婦人訴怨詩以及客觀寫情變後的夫婦反思詩四類，分別從

禮俗或禮義的角度，論述描寫夫婦之情，強調夫婦有義的《詩》教思想，

以達到禮教思想的真諦。

伍、論〈王風〉詩的禮教思想

周族溯自公劉徙居於豳，歷經公亶父遷岐而卜居周原，周民族已日漸

壯大。繼而文王居豐，武王居鎬，於是王業勃興，號稱宗周。至於成王，

周公始營洛邑，以其地處中心，故為時會諸侯的場所，於是豐鎬號稱西

都，而以洛邑為東都。逮及幽王昏庸暴虐，嬖倖褒姒而廢申后，廢太子宜

臼而改立伯服，卒引發犬戎之禍，致使西都多淪為廢墟。隨後，晉文侯、

鄭武公等擁立宜臼為平王，終以局勢混亂，故護送平王東遷洛邑，號稱王

城。東遷以後，所採有關王城的風體詩，即謂之〈王風〉，形成此〈風〉

的特殊背景。職此之故，本文即將結合相關的出土文獻以及《毛詩序》、

《詩集傳》與清代重要說《詩》等傳世文獻的論述，就〈王風〉十首詩的

內容，區分為世亂民離詩、征夫訴怨詩以及男女相悅思念詩三類，分別從

禮俗或禮義的角度，論述其真情有禮的《詩》教思想以及禮教真義。

陸、論〈鄭風〉詩的禮教思想

〈鄭風〉向來以其內容多言男女之情，而受到衛道人士極力批評。由

於〈詩論〉乃目前所見最早的論詩專作，而其中又富含討論詩歌與性情以

及禮義關係的資料，因此本文將借助〈詩論〉評論〈邦風〉具有納物以溥

觀人欲的本質，且在書寫上又有言文而聲善的特性，以討論存在於〈鄭

風〉中的禮教問題。本文的前言，扼要論述藉由〈詩論〉可以重新解讀

〈國風〉的內容與義理；其次，論述與〈鄭風〉關係最密切的風土民情；

接著，論述從「放鄭聲」到存〈鄭風〉的價值；然後進入本文的主題，針

對〈鄭風〉21 篇的內容，分別從政治論詩、風土民情詩、貴族情詩、民

間戀詩、夫妻情詩以及兄弟朋友之詩等六類，探討其中所蘊藏的禮教意

01-台師大出版-18K-特定時空環境下的詩禮之教-(P1-260)-WW-4校.indd   29 2021/1/13   下午 04:33:39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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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最後，則強調〈鄭風〉的敘述主題過於偏於一隅，閱讀時，必須特別

彰顯其禮教思想以求適度平衡。

柒、論〈鄭風‧溱洧〉的禮俗：兼論上巳節的由來與定型

歷來學者對於〈鄭風〉的評論最不統一，其中尤以〈溱洧〉一詩，始

終難與淫詩脫離關係。然而若從禮本於俗的角度審視該詩所顯現的問題，

則該詩上承遠古的生殖巫術而來，且下啟後來的上巳節俗，實與淫詩無

關。是故，本文首先談論巫術與禮俗的關係；其次，討論鄭國風俗保有朝

廷禮儀的淵源；再其次，則深入探究〈溱洧〉的禮俗源於生殖巫術之因；

然後，則說明文獻所載節俗日期差異與曆法的改變有關；最後，則從「祓

除」到「修禊事」的節俗轉變，說明上巳節的由來與定型。

捌、〈齊風‧南山〉組詩的禮教文明意義

歷來公認〈齊風〉中的〈南山〉、〈敝笱〉與〈載驅〉三詩，譏刺齊

襄公與文姜淫亂，而魯桓公又不能防閑。然而「鳥獸行」的千古罵名，又

與《詩》的「思無邪」有所矛盾，顯然有以後代進化的觀念，批評較早時

期落後觀念之嫌。然而〈詩論〉問世後，孔子對於《詩》的評論已更為明

確，視野也更為開闊，足以作為其論詩的重要參考。於是本文在說明為文

動機以後，即論述該組詩的婚俗背景。其次，再從〈邦風〉納物的角度，

分別從作詩與編詩者的立場，檢視此組詩的「思無邪」意義。再其次，則

從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族外婚與同姓不婚的真諦、男歡女愛與婚姻道德

三方面，探討該組詩的禮教文明意義。最後，則以「男女有別，夫婦有

義」為人類文明的最重要依據作結。

（二）中編：雅頌中的禮教思想

壹、鄉飲酒禮中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

鄉民飲酒的活動習俗，乃大司徒所積極推行，而藉此深入民間的「十

二教」之一，其旨在於教導百姓謙讓不爭的良好美德，對於大眾生活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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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以及社會風氣的凝塑都極為密切，故而本文特別以鄉飲酒禮為對象，討

論其中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此鄉飲酒禮的主要過程，在迎賓禮以後，進

入正禮、旅酬的部分，再發展為第二天的賓拜謝主人、主人慰勞司正等後

續發展部分，本文即以此三大過程為討論範圍，討論其中詩樂與禮相融的

意義。本文的進行，首先論述為文的動機、目的與討論的範圍；其次，概

述鄉飲酒禮的四種類型與意義；再其次，則透過鄉飲酒禮正禮中五步驟使

用詩樂的情形，探討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然後，論述旅酬以及無算爵、

無算樂階段，所用的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繼此之後，再討論典禮後續餘

波部分的詩樂與禮相融的意義；最後，則提出鄉飲酒的飲食之禮，藉由詩

樂等文學藝術活動的薰陶，而達到催生禮樂社會的功能。

貳、宴饗詩中的君臣互動關係：以偏重官方正禮形式者為例

飲食問題乃生活中的大事，「三禮」當中更多記載其重要活動：《儀

禮》當中，有〈鄉飲酒禮〉、〈燕禮〉等諸多專篇詳載其事；《禮記》以「飲

食男女」為人之大欲，且飲食之事更位居「八政」之首；《周禮》則以嘉

禮旨在親和萬民，而以飲食之禮總領其事。至於係屬正樂之歌的〈雅〉

詩，其內容多與朝政活動有關，而〈小雅〉當中的確有許多宴饗之詩，不

但與飲食之禮有關，而且可以反映君臣之間的互動關係。職是之故，本文

爰取偏重官方正禮形式的宴饗詩為討論對象，結合禮儀制度的應用，探討

飲食之禮所展現的君臣互動關係，並檢視其是否可與嘉禮所載的功能相契

合。全文的進行：首先，簡言飲食之禮與政治的關係；其次，概述周代飲

食之禮的類型與特色；然後再依據具體詩篇所載，推測飲食禮儀的進行，

及其如何達成君臣之良好互動，並藉此檢視該飲食之禮所達成的政治功

能；最後，再提出簡單結論。

叁、�從立尸與燕尸之禮論周代祭祀的人文精神與教化意義：以〈絲衣〉

組詩為例

原本與巫術或古代宗教意識淵源甚深的祭祀祈福儀式活動，在周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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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理性覺醒，進而講求人文教化以後，其所規劃的祭祀活動，已明顯與長

期受到神權宰制的方式大有不同。周代包含天神、地示以及人鬼三系發展

的祭祀制度，不但講求周遍天、地、人三者的關係，更極其注重凸顯人於

天地之間的特殊地位。其中尤以「祭尸」在祭祀儀式活動中的地位高度提

升，且其所享受待遇的明顯不同，最能彰顯周代人文教化的精神與意義。

本文先行追溯遠古「尸祭」的可能概況後，主要藉由〈絲衣〉、〈楚茨〉、

〈既醉〉、〈鳧鷖〉四首祭祀詩為討論中心，透過周代對於祭祀立尸方式的

講究，以及詩中如何對待祭尸，尤其是對於「公尸」的崇高禮敬與殷勤獻

祭等情形，從祭尸前後所受待遇的差異狀態，探測周代人文教化的精神與

意義。

肆、�從農事祈報詩論周代祭祀的人文精神與教化意義：以〈思文〉組

詩為例

早期農業之發展，「靠天吃飯」的成分遠遠超過於今，因而農事詩在

〈周頌〉當中所佔比例極高，且多以或祈或報為主要內容。復以〈周頌〉

乃天子宗廟祭禮或祭祀山川神祇所用的樂章，且大多屬於周武王、成王、

康王以及昭王時期的作品，因此最能反應周初制禮作樂的人文精神，且深

寓教化意義於其中。本文揀選〈周頌〉最能代表農事祈報之禮的〈思文〉

與〈豐年〉為討論主體，並輔以〈生民〉一詩以明其詳，綜合此三篇的內

容以探討周代祭祀的人文精神與教化意義。

（三）下 編：從〈詩論〉到《毛詩序》的詩禮教化思想變遷

壹、從〈詩論〉到《毛詩序》的詩教思想轉化：以〈關雎〉組詩為例

〈詩論〉公布後，再次牽動有關《毛詩序》問題的討論，同時也為重

新探究《詩》教觀念的轉化建立起新契機。由於〈關雎〉為整部《詩》之

首，今本《毛詩》即將〈詩大序〉置於此詩篇題以下，藉以概括說明《詩》

教思想的大義，因而也反襯此詩在《詩》中具有引領地位。此外，〈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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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關雎〉組詩的評論最為詳盡，且以不同層次反覆闡述各詩的涵義，

因而本文即先鎖定〈關雎〉組詩為討論範圍，希望透過〈詩論〉以及《毛

詩序》對於該七首詩的詳細討論，能對《詩》教思想轉化的情形有所理

解。全文的進行：在前言說明為文的動機、目的及討論範圍以後，進入核

心議題，依序討論〈關雎〉等七首詩從〈詩論〉到《毛詩序》的詩教思想

轉化情形，最後，則以戰國偏重性情，而漢代注重風化的《詩》教思想轉

化作結。

貳、「禮制」與「民性」的關係：以〈孔子詩論〉的〈葛覃〉組詩為例

由於〈詩論〉出現相當多有關人之「性」的討論，對於「情」也持相

當正面的肯定，遂與注重政治教化的《毛詩序》造成較大的出入，因此引

發學界重新思考詩與性情的關係，也對自孔子以來的《詩》教問題再掀起

廣泛的討論。〈詩論〉具體評論將近 60 篇詩，儘管簡繁有別，不過對於

〈葛覃〉組詩一一提出「民性固然」的評論則相當特別，因而本文選擇此

組詩為研究對象，從探討「禮制」與「民性」的關係，藉以思考《詩》教

的真諦。全文的進行：首先，於前言說明為文的動機、目的與探討範圍；

其次，則概括禮的意義，藉此以確定〈葛覃〉組詩包含的詩篇；繼此之

後，則進入全文的核心，分別就該組每一首詩中所牽涉的「禮制」與「民

性」的問題作討論；最後的結論，則述說詩雖以抒發性情始，而終究以引

導人入於禮的境地，方為《詩》教的真諦所在。

叁、�從〈詩論〉到《毛詩序》的《詩》教思想發展：以〈皇矣〉組詩

為例

〈詩論〉公布後，參照〈詩論〉所載以重探《毛詩序》與《詩》教觀

念的變遷關係，已成為新的研究契機。雖然〈詩論〉中對於風體詩的評

論，明顯有重情的趨勢，而代表漢代《詩》教思想的《毛詩序》，則明顯

注重政治風化的作用，彼此遂產生較大的差異，且顯然有思想轉化的現

象。然而這種《詩》教思想明顯轉化的痕跡，在〈詩論〉所評論〈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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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皇矣〉、〈大明〉、〈文王〉三首詩中卻非如此，而是呈現前後繼承發

展的現象。職此之故，本文將深入此三首史詩的內容，從對比各首詩的詩

義及〈詩論〉、《毛詩序》所評論的內容，參照漢代政治的狀況，而對

《詩》教思想的繼承發展情形有更確實的理解。全文的進行：在前言說明

為文的動機、目的以及討論範圍以後，進入核心議題，依序討論此三首詩

從詩本義到〈詩論〉，乃至於到《毛詩序》的詩教思想繼承發展的情形，

以期能獲得更清楚的思想發展脈絡。

四、本書的內容特點

本書的內容特點大致有三：

第一個特點在於：各篇的排序，大致依循今本《毛詩》從十五〈國

風〉→〈小雅〉→〈大雅〉→〈頌〉的順序排列。因此前八篇的上編部

分，從二〈南〉開始，以至於〈齊風〉；接著，中編部分，先是〈小雅〉

的宴饗詩，然後綜合二〈雅〉與〈頌〉的祭祀宴饗詩；最後下編部分，則

是舉〈詩論〉中可以構成「組詩」形式的實例，選取足以反映從〈詩論〉

到《毛詩序》詩旨變遷的〈國風〉與〈大雅〉「組詩」，客觀分析其繼承

或轉化〈詩論〉的《詩》教發展情形。

第二個特點在於：各篇所討論的詩篇，上編〈國風〉的部分，都各有

其所屬的特定時空環境，方便參照其所屬的時空環境與特有的歷史背景，

以期更準確地掌握各詩篇的詩旨，有利於檢覈今本《毛詩序》所載是否切

合詩本義的情形。中編有關宴饗詩的部分，則與《儀禮》的〈燕禮〉、〈鄉

飲酒禮〉相對照，更可具體展現古代歌詩與禮儀相融的情形，彰顯「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前後一貫的本質。有關祭祀宴饗詩的部分，則選擇

最能展現周代人文教化思想的立尸、燕尸之禮，以及舉行郊天之禮而以后

稷配享的安排，而大大彰顯周代注重人文理性的精神與意義。最後下編的

部分，分別以代表戰國時期的〈詩論〉與漢代的《毛詩序》所載，具體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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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隨著時空環境的轉變，《詩》教的發展已有或繼承或轉化的差異現象。

第三個特點在於：上編的第柒、捌兩篇，分別以〈鄭風〉的〈溱洧〉

與〈齊風〉的〈南山〉三首成組的詩，凸顯鄭國與齊國特定時空環境下的

特殊風俗。倘若不能深明各國風體詩各自的時空環境，則無法理解其何以

有後世難以接受的特殊風俗，以致會造成朱熹對數十首風體詩貼上「淫

詩」標誌的不公平說法。由於〈溱洧〉就是一篇被朱熹點名「淫詩」以

後，始終難以擺脫「淫詩」汙名化的一首詩，因此本書特別提出以進行具

體而客觀的討論。全篇從禮源於俗的角度出發，先行梳理古代對生殖巫術

的重視與實施情形，說明該詩與春日祓除不祥的古老巫術習慣有關。尤其

從〈溱洧〉該篇與古代上巳節的連結關係，更可見十五〈國風〉中保存非

常多古代社會的民情風俗狀況，是理解當時社會生活極重要而珍貴的資料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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