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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 与 《诗 经》

韩 桓 德

《 诗经公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
。

它流传久远
,

影响深广
。

这与孔子私设教馆
,

以《诗》教授弟子
,

有着密切

的关系
。

本文拟就孔子诗教
、

教诗
、

评诗
、

正乐等方面作初步 的探讨
。

才 一 奢
紊知岭价

孔子十分重视诗教
,

他教悔弟子说
: “

小子 (学生们 )何莫学夫 《诗》
,

《诗》可 以兴
,

可

以观
,

可以群
,

可以怨
,

迩之事父
,

’

远之事君 ,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 ”

①他从《诗》的社会
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

,

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
“

君子儒
” ,

从而达到
“

事父
” 、 “

事君
”

的 目的
。

孔子曾对他 儿子伯鱼说
: “

女 (汝 )为 《周南 》
、

《召南》矣乎 ? 人而不为 《周南》
、
代召南》

,

其犹

正墙面而立也与 r
”

②意思说
,

做人不李习魂周南》
、

公召南 》
,

就象面对着墙壁站立着似的
, `
一物无所见

,

一

步不可行
。 ”

(朱熹 )又说
: “

不学《诗》 ; 无以言
。 ’

③是指出
;

使诸侯各国
,

办理外交
,

酬 醉应对的言辞
。

这是从

修身做人
、

从政做官的角度
,

强调学《诗》的重要性
。

孔子为什 么如此重视诗教? 这是 因为
: 〔一 )孔子所处的时代

,

正是春秋晚期
。

此时正是社会动荡急邃变

革的时期
,

即奴隶制逐渐崩溃而新兴地主 日益兴起的时期
。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而孔子却认为
,

周王

朝的典章制度被废置
,

伦理道德被破坏
。

对此
,

他慨叹地说出
: “

礼乐征伐
,

自诸侯出
,

政在大夫
,

陪臣执国

命
” , ④

“

君不君
,

臣不臣
,

父不父
,

子不子
” ,

⑤所谓
“

礼崩乐坏
” 、 “

天下无道
”

的乱世
。

他乐道好古
,

复礼

从周
。

他说
: “

周监二代 (夏
、

殷 )
,

郁郁乎文故歹吾从周
。 ”

⑧义说
: “

如有用我者
,

吾其为东周乎 !
”

⑦他托古

改制
,

以图建立起一个 比西周更为理想的政治制度— 东周
。

他的礼治主张受到鲁国国君
、

的重视
,

他终于作

了鲁国的司寇
。

由于他无视经济基础的变革
,

思想又倾向保守
,

所 以他和鲁国当权者季氏政见不合
,

于是他
·

退而修代诗》
、

《书》
、

礼
、

乐
,

私设教馆
,

广收弟子岁 以图造就一大批复礼从周 的人才
。

(二 ) 自酋周初年周公

制礼作乐以来
, 《诗》即成为

“

礼乐文化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孔子是周公的追随者和
“

礼乐文化
”
的继承者石礼

,

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
,

因而他维护西周 以来的礼制
,

贝必成为孔子的言行准则
。

他严己律人
,
要求弟子的一

切言行都必须遵循
“

礼
”

的轨道
。

他对颜渊说
: “

非礼勿视
,

非礼勿听
,

非礼勿言
,

非礼勿动
。 ”

⑧从这个意义

上说
,

孔学实际就是礼学
。

礼
,

必须依赖《诗》和
“

乐 ” 辅助完成之
。

孔子说
: “

兴于《诗》
,

立于礼
,

成于乐
。 ”

⑨
不仅说明了《诗》

、

礼
、

乐三者的关系
,

而且强诃了件L
”

是修身的根本
。

孔子曾对弟子说
: “
不学礼

,

无 以立
。 ”

L
“

不知礼
,

无以立
。 ”

L这两个
“

立
”

字
,

与
“
立于礼

”

的
“

立
”

同一含义
,

都是修身的意思
。

《诗》和
“
乐

冲 ,

都是泛

指当时的文艺
,

是为周王朝礼治服务的
。

至于《 诗》和乐的关系奋 《诗》有诗教
, “
乐

”

有乐教
。

孔子说
: “

其为

人也
,

温柔敦厚
,

诗教也… …广博易良
,

乐教也
。 ”

L所谓
“

先王治其乱
,

故制《雅 》
、

《颂》 之声以道 (导 )之
,

使其声足乐
。 ”

L声
,

即乐谱
。

诗必入乐
,

所谓
“

诗为乐之心
,

乐为诗之声
。 ”

@就是这个意思
。

所谓
“
礼 革民

心
,

乐和 民声
。 ”

L
“

乐之用在礼
”

(邵璐辰 )
。 “
乐

”

带诱导性
,

因为嘴乐
”

可以成性修身
。

《 诗》富于感染性
,

可 以

“

正得失
,
动天地

,

感鬼神
” ;
可 以

“
经夫妇

,

成孝敬
,

厚人伦
,

美教化
,

移风俗
。 ”

L孔子说
: “
诗之所至

,

礼

亦至焉 , 礼之所至
,

乐亦至焉
。 ”

⑧由此
,

学
“

礼
”

必须首先学 《诗》
,

兴发起其
“

好善恶恶之心
”
(朱熹 )

,

增强其

是非观念
,

陶冶其情操
。

从这意义上说
,

学《诗》就是学
“

礼
” 。

然后用
“

乐
”

辅助完成之
。

这表明《诗》和
“

乐
万 ,

都是从属于礼而又服务于礼的
。

(三 )周王朝设太学以培养王宫贵族子 弟
,

用的教本主要是《诗》和《书》两种
,

是由
“

大司乐掌成均 (太学古称 )之法
,

以治国之学政
,

而合国之子弟焉 (王侯公卿大夫士等贵族子弟 )
。 ”

L教
·

《诗》的任务直接由太师担任
,

太师以《诗》 教国子
, “
教六诗

:
日风

、

日赋
、

日 比
、

日兴
、

曰雅
、

日烦
。 ”

L这

里的
“

六诗
” ,

即《诗序》上所说的
“
六义

”
(六种用途)

。

至孔子时代
“

周室微而礼乐废
,

心诗》
、

欢书》缺
。 ”

孔子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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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国保存下来的古乐
,

重新整理
, “

去其重
,

取可施于礼义
” , “

以求合《韶》
、

《武》
、

《雅》
、

《颂》之音
。 ”

L亲

自论次和刊定诗本
,

以教授弟子
。

足见孔子是十分重视诗教的
。

孔子以 《诗》教授弟子
,

其用意有二
:

首先
,

以 《诗》作为修身立礼的根本
,

是他教授弟子首要的一项
。

他教诲弟子必须
“

死

守善道
” ,

乃是
“

立于礼
”

的根本
。

孔子对子路说
: “

衣敝组袍
,

与衣狐貉者立
,

而不耻者
,

其由 (仲由 )也与 ? (接着就引交诗
·

J邝风
, ·

雄堆 》里 的句子 )
`

不伎不求
,

何用不减
’
! 子路终

身诵 之
。 ”

孔子说
: “

是道也
,

何足 以减 !
”

⑧孔子赞许子 路不 因贫穷为耻的品质
,

说他见富者不妒忌
、

不贪求
,

该是好的
。

说他仅仅做到记诵
,

这怎么能行呢了还必须学
、

思结合起来
,

从
“

立礼
”

实践中下功夫
。

一次
,

于

贡问孔子
: “

贫而无诌
,

富而无骄
,

何如 ?
”

孔子说
: “

可也
;
未若贫而乐 (乐于道 ) ,

富而好礼者也
。 ”

子贡说
:

“
《诗》里说

: `

如切如磋
,

如琢如磨
’ ,

其斯之谓与 ?
”

孔子说
: “

赐 (子贡 )也
,

始可与言《诗》 矣 l 告诸往而知来

者
。 ”

@ 这是师生一起讨论做学问的事
。 “

无诌
” 、 “

无骄
” ,

只是 消极的作法 ; 乐道好礼
,

则是积极进取 的 精

神
。

从这个基点做起
,

研磨学 问
,

就象对待骨
、

角
、

象齿
、

玉石一样
,

去切磋它
,

琢磨它
,

然后才能成器
。

这样
,

学于《诗汐
,

躬行于
“

礼
” ,

那么修身立本就有了保证
。

孔子和子贡的对话
,

子贡的话头是从做人谈起的
,

孔子诱导到
“
礼

”
上面来

。

经过孔子这么一启发
,

子贡便敏锐地联想到《卫风
·

淇奥》里的诗句
,

形象地比喻对

“

礼
”

的进取
,

因而得到孔子的赞许
。

又一 次
,

子夏间孔子说
: “

巧笑倩兮
,

美目盼兮
,

素以为绚兮
,

何谓也?
”

孔子说
: “

绘素后素
。 ”

子夏又间
: “

礼后乎 ?
”

孔子说
: “

启予者商 (子夏 )也
,

始可与言诗 己矣
。 ”

L这是《卫风
·

硕人》第二章中的诗句
。

全诗本是描写庄姜的美态
,

而孔子则把它用在
“

礼
”

上
,

打了个 比方
,

好 比彩绘
,

先

有白底子
,

然后才能绘布
。

(有人认为
,

这是孔子评诗而不是用诗
,

值得商榷
。

)经孔子这么一说
,

便启发了

子 夏的联想
,

子夏探间
: “

是不是
`

礼
,

的产生在后 (在
`

仁
’

之后 )呢 ?
”

孔子高兴地说
: “

卜商呀
,

你真能启发我
,

现在可 以跟你讨论诗了 !
”

子夏提出
“

礼后乎
”

这个带根本性的间题
,

孔子并没有作正 面的回答
,

却喜形于色
,

赞赏不 已
。

在孔子看来
,

学《诗》一定要联想到件 L
” ,

这是毫无疑义的
。

子贡由贫富的话 头联想到诗
,

再由诗

联想到礼 , 子夏便直接由诗联想到礼
。

所 以孔子由衷地高兴
。

孔子那种提倡学
、

思结合 循循善 诱的教学方

法
,

也是值得肯定的
。

其次
,

母《诗》为通达词理
,

娴于辞令
,

是孔子教授弟子从政的重要途径
。

春秋间
,

列国士大夫为了适应

国内外事务繁重的任务
,

必须娴于辞令
,

学习 《诗》 的语言
。

列国官员无论在朝聘
、

燕飨和外交盟会上
,

都

要
“

赋诗言志
” 、 “

歌诗必类
” ,

用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

如果《诗 》念得不熟
,

运用不自如
,

不仅会受到奚落
,

甚

至招致外交上的失败
。

因此
,

出使诸侯各国的官员
,

就必须熟读《诗》三百
。

郑国处于晋国和楚国之间
,

经常

受到晋
、

楚的侵凌和胁迫
。

晋国大夫赵孟
、

叔孙劝等来到郑国
,
郑伯设享礼招待他们

。

在宴会上郑大夫子皮

即席斌 《召南
·

野有死告》的最后一章
: “

舒而脱脱兮
,

无感 (撼) 我悦 (围裙 )兮
,

无使龙 (狗 )也吠
。 ”

这诗句本

来是描写青年男女幽会的情状
。

这里却用来影射晋国不要侵略郑国的边境
,

以免引起楚国 (狗 )来争相入侵
。

赵

孟敏感地领悟到了他的意思
,
当即粼《小雅

·

常棣》 : “

凡今之人
,

莫如兄弟
。 ”

意思是说
,

晋
、

郑皆姬姓同宗

共祖的诸侯
,

是兄弟邻邦
,

彼此间应亲如手足
,

并说
: “

吾兄弟 比于安
,

龙 (楚 )也可使无吠
。 ”

只要我们邻邦兄

弟亲密安好
,
可使楚国不敢来侵犯

。

⑧又一次
,

晋侯使韩宣子前来聘间
,

襄公设享礼接待他
,

享礼完毕后

在季武子家里设宴款待他
。

庭院有棵嘉树
,

韩宣子赞美它
。

一

武子说
: “

宿敢不封植此树
,

以无忘 角 弓
。 ”

(角

弓
,

应作《彤 弓》
,

取《小雅
·

彤 弓》 诗句
: “

我有嘉宾
,

中心脱 之
。 ”

)遂赋《甘棠》
。

L宣子说
: “

起不堪也
,

无以

及召公
。 ”

L可见赋诗的重要意义
。

上面引诗亦非诗的原意
,

乃是外交家的譬喻
。

孔子认为
,

以 《诗》 教投弟子
,

乃是从政做 官 的 需 要出

发
。

他对弟子说
: “

诵《诗》三百
,

授之以政
,

不达 , 使于四方
,

不能专对 ; 虽多
,

亦奚 以为 ?
”

L因此
,

孔子

要求弟子们要注重 《诗》的实践
,

发挥联想
,

运 用自如
,

从而培养自己具有外交家灵 活的头脑
,

把学《诗》看成

是从政做官
、

通于政事的必由之路
。

后来子贡和子夏都成了
“

显士
”

做 了高级官员
,

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

价今勺韦

奉岭峪映

孔子如此重视《诗经》 ,

视为弟子修身立本
、 “

授之以政
”

的教科书
。

那么
,

孔子是如何

对待和评价《诗经》 ? 这里择其要
,

例述于下
,

以窥见一斑
。

其一
,

孔子说
: “ 《诗》三百

,

一言而蔽 之
,

日 : `

思无邪
’
!

”

L意思是说
,

《诗》三百
,

用

一句话来概括它
,

便是
“

思无邪
”
! 即作者的思想是纯正 的

。 “

思无邪
”

是《鲁颂
·

驯》第四章

公才犷
序竹

1口8



中的诗句
,

兹录于下并附译文
:

驹骊牡马
,

膘肥而强壮的雄马
,

在炯之野
。

放牧于远郊的草野
。

薄言驹者
:

那浅色里的都是强壮的马
:

有翻有毅 ; 有浅黑色杂毛的胭
,

有红 白色杂毛的架罗

有潭有鱼
,

有脚上长着白毛的哪
,

有银上长着白色的鱼
,

以车祛祛
。

用它来驾御车子够强健的啊 !

思 无邪
,

只要思虑纯正没有邪曲
,

思马斯祖 ! 那些雄壮的马都能奔跑远路 !

《驹 》全诗凡四章
,

是烦扬鲁禧公养马的盛况
。

孔子引《诗》跟时人一样断章取义
,

借用
“
思无邪

”

来 总 评

、

《诗经》
。 “

思
”

字在 《骊 》诗中
,

当作语辞
,

而孔子引用它时却当
“

思想
”

解
。

L《诗经 》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

叶五百多年的历史真实
,

内容丰富
,

其中有颂赞诗
、

怨翩诗
,

还有男女爱情诗
。

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感情
,

有

喜乐
,

有哀怨
,

也有愤您
。

从整个《诗经》的内容看
,

应该说有
“

邪
” 、

有
“

正
”

的
。

然而不同阶级有 不 同的看

法
,

在统治阶级的眼光里的
“

邪
” ,

正是人民
』

。 目中的
“

正
” 。

而那些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的《风诗 》和发泄怨愤的

代雅诗》
,

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
,

是
“

思有邪
”

的
,

视为
“

淫奔之诗
” ,

高喊
“
惩淫荡之风

” ,

扬言要把它全部剐去
。

为什么孔子却把《诗》 三百看作
“

思无邪
”

呢 ? 这是因为
: (一 )孔子从社会作用着眼来评价《诗》三百

。

古时设有

采诗制度
,

《礼记
·

王制 》载
: “

天子五年一巡守
。

岁二月东巡守… …命太师陈风以观 民俗
。 ”
《汉书

·

艺文志》亦

载
: “

故古有采诗之官
,

王者所以观风俗
,

知得失
,

自考正 也
。 ”

陈诗观风
,

诗兼美刺
,

风俗有贞淫
,
时政有

得失
,

通过诗可 以知得失
,

补察时政
。

《诗序》 上说
: “

上 以风化下
,

下以风和上
,

主文而话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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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太

史 ) 明乎得失之迹
,

伤人伦之废
,

哀邢政 之苛
,

吟咏情性
,

以风其上
,

达于 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万
”

这段话是
·

根据孔子
“
诗教

”

的观点
,

对诗讽谏的作用作了具体的阐述
,

同时也证明了孔子评诗的用意
。

(二 )孔子把 《诗》

三百查于
“

其为人也
,

温柔敦厚
,

诗教也
”

的范围内来评述它
。

他在评述《关唯 》时说
:
嗦关唯公乐而不淫

,

哀而

不伤
。 ”

L可为明证
。

苟卿在欢大略篇》中
,

对孔子的
“

诗教
” ,

作了具体的解释
: `

,(( 国风》之好色也
,

传日
: `

盈

其欲而 不想其止
,

其诚可 比于金石
,

其声可内 (纳 )于宗庙
。 ’
《 小雅》不以污上

,

自引而居下
,

疾今之政
,

以思往

者
,

其言有文焉
,

其声有哀焉
。 ”

意思说
,

《国风》大多数是男女相爱的情诗
,

所 以说它
“

好色
” ,

并 引 《传》解

释
: “

满足人们的情欲而不超过
`

丰L
,

的范围
,

它们的诚挚感情可以和金石相比
,

它的乐调可以在庄严的宗庙

里演奏
。 ”
至于 《小雅》的作者不为腐朽的君主所用

,

自动引退而甘下位
,

他们痛恨当时腐效的政怡
,

怀念往昔

的美政
,

它的言辞是有文饰的
,

曲调是哀思的
。

这是符合孔子
“
诗教

”

的原意
,

是孔子用
“

思无邪
”

评《诗》的最

好说明
。

礼
,

是孔子
“

诗教
”

的核心
。

《诗序》在评述
“

变风
”

时说
: “

故变风发乎情
,

止乎札义
。

发乎情
,

民之

情也 ; 止乎礼义
,

是先王之泽也
。 , 也是对孔子用

“
思无邪

”

评《诗》的阐发
。

把
“

变风
”

纳入
`

礼义
”

的范围内加以

解释
,

无疑会抹杀和歪曲诗意
。

总之
,

孔子用多思无邪
”
评《诗 》

,

一方面重视诗的讽谏作用
,

从而提高了《诗

经》的价值和地位 ; 另一方面用它来局限诗的内容
,

其结果又会歪曲诗的原意
。

其二
,

孔子从社会功能和教育作用上
,

总结和概括出来的
“

兴
” 、 “

观
” 、 “

群
” 、 “

怨
”

四个字
。

什么叫
“

兴
”
? 兴

,

兴起
,

即感发
、

鼓舞人们的教育作用、 《诗序》上说
: “

正得失
,

动天地
,

感鬼神
,

莫

近乎诗
。 ”

这个
“

兴
”

字与
“

兴于诗
”

的
“

兴
”

相一致
。

在孔子看来
, 《诗》可 以兴

,

即兴爱人们的思想
,

感发人们

的意志
,

振奋人们的精神
,

以达到修身立本的 目的
。

前述孔子与子夏
、

子贡谈诗
,

邵为明证
。

由此可见孔子

所说
“

诗可以兴
”

的
“

兴
” ,

既不是诗的表现手法中的侠
” ,

也不是
“

六义
”

中的
“

兴
” 。

前人和今人也有不明此义

者
,

作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说法
,

反而徒增繁缉
,

混淆莫明
。

什么叫
“

观
”
? 观

,

考察
。

这与吴季扎到鲁国观周乐的
“

观
”

和孔子 自己所说
“
我观周道

”

的
“

观
”

相一致
。

这

两个
“

观
”

字
,

都是
“
考察

”

的意思
。

在孔子看来
,

通过学 《诗》可以知时论世
,

提高对社会的认识能力
。

诗是时

代生活的反映
,

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

《诗序》说
: “

治世之音安以乐
,

其政和 ; 乱世之音怨以怒
,

其政 乖
;

亡国之音袁以思
,

其民困
。 ”
《吕氏春秋

·

古乐篇》也有类似的记载
: “

凡音乐通乎政
,

而移风平俗者也
。

俗定
.

而音乐化之矣
。

散有道之世
,

观其音而知其俗矣
。 ”

古时
,

《诗》和乐是密不可分
,

可见诗歌与政治的关系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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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孔子思想的
。

郑玄
、

朱熹等人所谓
“

观风俗之盛衰
” 、 “

考见得失
” ,

是说通过学 《诗》
,

可以观风 俗 的

厚薄好坏
*

了解朝政的盛衰得失
,

也是对孔子这一思想的阐述
。

什么叫
“

群
”
? 群

,

群和
。

即团结
、

和睦的意思
。

这与孔子自己所说
“

君子矜而不争
,

群而不党
”

⑨ 的
“

群
”

相一致
。

杨伯峻《论语译注》解释
: “ `

群而不党
, ,

可能包含着
`

周而 不比
, 、 `

和而不同
’

两个意思
。 ” “

周 而 不

比
”

是指君子间的团结
,

而不是勾结
。 “

和而不同
” ,

是说讨论问题时
,

君子用自己正确的意见来纠 正 别人错

误的意见
。

比如
,

子路问孔子
: “

何如斯可谓之士央?
”

孔子说
: “

切切伍但
,

怡怡如也
,

可谓 士 矣
。

朋友切切

倔似
,

兄弟怡怡
。 ”

L就 是说
,

相互切磋
,

和睦共处
,

可 以叫做
“

士
”

了
。

郑玄等人解释
“

群居相 切 磋
” ,

是说

通过学《诗》 “

则轻薄嫉忌之习 消
,

故可群居相切磋
。 ”

(焦循 ) 是对孔子这一思想的阐发
。

我认为
,

孔子提出

这个
“

群
”

字
,

尤为重要的是
:

在于调和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
,
缓冲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

《幽风
·

鸥鸦》相传

是周 公赠给成王而写的
,

影射成王与管叔
、

蔡叔之间的矛盾
,

以此缓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

孟子曾引此诗第

二章
: “

迫天之未阴雨
,

彻彼桑土 乡 绸缪脯户
。

今女 (汝 )下民
,

或敢侮予
。 ”

并引孔子话说
: “

为此诗者
,

其知道

乎? 能治其国家
,

谁敢侮之 !
”

L孔子评《诗》提 出这个
“

群
”

字
,

尽管有他的思想局限
,

但在谐调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上
,

迄今仍然有它的重要认识意义
。

什么叫
“

怨
”
? 怨

,

按字面 讲即怨恨
、

怨愤或怨徘的意思
。

这里
,

该以
“

怨刺
”

为是
。

《魏风
·

葛展》
: “

维是偏

心
,

是以为刺
。 ” 《 汉书

·

艺文志》上说
: “

周道始缺
,

怨刺之诗起
。 ”

皆可为证
。

汉人解释为
“

怨刺 上 政
”

(孔安

国 )
,

也是对的
。

后来郑玄
、

欧阳修等人相继沿用了这一概念
。

怨刺诗在《诗经》里 占的比重较大
,

不仅《大雅》 中的《民劳》
、

《板》
、

《荡 》
、 《抑》 、

《桑柔》
、

《瞻印》
、 《召

吴》和《小雅》中的《节南山》
、

《十月之交》
、 《 雨无止》

、 《小吴》等外
,

而且《诗经 》中所谓
“

变风
” 、 “

变雅
,
都应

属于这一类
。

这类怨刺诗是诗人针贬时弊
,

揭器腐败政治的黑暗现象
,

抒发诗人的不平感慨
。

比如
,

《十月

之交分中诗人列举了幽王按臣皇父等七人与幽王
“

艳妻
”

褒拟相勾结
,

炙手可热
,

无恶不作
。

这种直陈时弊
,

大胆揭露
,

是具有进步作用的
。

又如
,

《小雅
·

巷伯 》是首地道的怨诗
,

据说是寺人孟子受人谗毁后发泄满腔

怨愤而作的
。

给谗毁者以诅咒
,

给当权者以警诫
。

这类怨刺诗矛头直指上层统治者
,

揭露大胆
,

言词激切
,

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和 斗争精神
。

孔子把这类诗用一个
“

怨
”

字来概括它
,

从而提高了诗歌的社会作用 和 地

位
,

开讽谕诗的端倪
,

为杜甫
、

白居易等人所继承和发展
。

孔子
“

兴
、

观
、

群
、

怨
”

说
,

揭示了诗歌动人以情的基本特征
,

强调诗歌与政治的关系
,

强调诗歌在社会

生活中的作用
,

为诗歌创作和评论奠定 了理论的基础
,

予以后世深广的影响
。

清代王夫之对孔子的评诗十分

重视
,

用
“

尽矣
”

两个字来概括它
,

他认为
, “

兴
、

观
、

群
、 : 怨

”

说
,

既是诗歌的创作原则
,

又是评论诗歌的标

准
,

以此作为标尺来考察历代诗歌的升降得失
。

他说
: “
辨汉

、

魏
、

唐
、

宋之雅俗得失 以此
,
读《诗》 三 百者

必此也
。 ”

他还进一步指 出兴
、

观
、

群
、

怨的相互联系的作用
: “
于所兴而可观

,

其兴也深
,
于所观而可兴

,

其观也审
。 。

以其群者而怨
,

怨愈不忘 ; 以其怨者而群
,

群乃益挚
。 ”

@ 论述精辟
,

可供借鉴
。

然 而
“
五 四 ,

以来
,

就有人否定 《诗经》
。

近年来也有人说
:

兴
、

观
、

群
、

怨是奴隶主贵族意识形态的实质
。

一
、

三 字 所

概括的诗歌是腐朽奴隶制的
“
辘歌

” ,

二
、

四字所概括的篇 目是对封建制的
“
谤文

” 。

又说
: “

观
”

是观察和 夸

大封建制的漏 洞
,

利用新制度本身的矛盾 以求一逞 , “
怨

”

是奴隶主怨地主
,

是敌对阶级之间仇恨的 表 现
,

等等
。

这是值得商榷的
。

其三
,

孔子对伯鱼说
: “
女 (汝 )为《周南》

、 《召南》矣乎 ? 人而不为《周南沙
、

《召南》 ,

其犹正 墙 面 立也与 !
”

孔子如此强调学习二《南》的重要性
,

正如 《诗序》上所说
: “ 《周南》

、

《 召南》正始之道
,

王 化 之基
。 ”

是说 《周

南》
、

《召南妙二十五篇诗歌
,

都是
“
正 其初始之大道

,

王业风化之基本
。 ”

很可能周公制礼作乐时
,

命 史 官采

集周文王时南国
“
风化所及 民俗

”

的诗歌
,

名为二《南》
。

放在 《风》诗之首
,

以为
“

正风
” ,

体现 了西周王朝初年

广被德化的业绩
。

明周
、

召之业的孔子看来
,

弟子授业不学习二《南 》
,

就不能通于政事
,

不能很好地绍继周

公之业
,

这怎么能行呢? 所以孔子要特别 强调二《南》的学习
。

《关唯》是《周南》的首篇
,

也是《风分诗的开篇
。

孔子很重视伦理道德
,

重视人伦在社会结构 中 的重大作

用
,

所以对《关唯》极为推崇
: “ 《关唯》之乱

,

洋洋盈耳哉 ,
”

L意思说
,

鲁太师挚演奏《关唯》的乐章
,

满耳似乎

美盛的声音
,

真好极了 ! 《关唯 》之乐为
“

乡乐
” ,

它可以同《雅 》
、

《颂》一起在宫廷里演奏
。

据《仪礼
·

乡饮酒

礼》载
: “

乡大夫行乡饮酒礼时
,

以《关唯 》合乐
, ”

又
,

《仪礼
·

燕礼》载
:

.

“

诸侯行燕礼
,

饮燕其臣子及宾客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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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乡乐《关唯》
。 ”

这种产乐
”
可以

“
用之乡人” ,- 可以

“

用之邦国” ,

以播扬其
“

始基之业
,

王化之端
。

似达到
`

征其

夫妇
”
尚人伦的 目的

,

所以孔子也特别赞赏它
。

孔子对优关滩 》的评述
,

其用意在于强调它的教化作用
。

给《诗

序》 以不 良的影响
。

奉坛坛映

如前所述
, 《诗》和

“
乐

,
都是周王朝

“
礼乐文化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春秋晚期
,

在孔子看

来
,

是
“

礼崩乐坏
”
的乱世

。

孔子认为
,

名分等级被搅乱了
, “

礼乐文化
”
也被破坏了

。

因而

诸侯卿大夫不断出娜倍礼越庆的行为几比如
,

执掌普国权柄的三桓 (孟孙 氏
、

叔孙氏
、

季

孙氏 )公然把祭祀宗庙演奏的乐歌

—
《雍 》诗

,

L用在自己家庙时
,

也唱着它来撤除祭品
。

“
三家者

,

以《雍》彻 (撤 )
。

子日
: `

相维辟公
,

天子穆穆
,

奚取以三家之堂 !
’ ”
L意思说

,

《雍》诗上 明明白白地

写着
,

助祭者是诸侯
,

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里主祭
,

你们三家怎么也拿它来用在祭祀自己祖宗的堂上 呢?这

反映出孔子维护礼制的守旧思想
。

此时
,

《诗》和
“

乐
”
亦出现了严重的越次现象

。

《雅 》
、

《烦》相错
,

篇第零乱
,

《雅 》中有欢烦》
,

《烦》 中有

《雅》
。

加之
,

古乐多已亡佚
,

代之 以土乐新声
。

孔子鉴于此种情状
,

因而复礼就必须正乐
。

他曾对乐舞遗产

长时间进行搜集
、

整理的工作
,

用卫乐校正 过鲁乐
。

他六十九岁从卫国返鲁
,

开始对《雅》
、

《烦》进行
“
乐正

, 。

函

经过孔子
“

乐正
”
后

,

《诗》三百都可以
“

弦歌 之
, 以求合《韶》

、

《武》
、

《雅》
、

《烦分之音
。 ” 《诗经 》得以流传至今

,

是与孔子正乐分不开的
。

·

历来研究欢诗经》的学者们
,

对孔子
“
乐正

”

的理解却不一致
,

有的认为
“

孔子正乐亦即正诗
” (即删诗)

,

有

的认为
“
正乐就意味着正诗

”
等

。

其实《诗》有
“

义教
”
和

“
声教

”
的区别

, “
声教 ,,ll p乐谱

,

乐有乐的《雅》 《颂》
,

诗

有诗的《雅掀颂》
。

孔子
“
乐正

” ,

正其乐章而 已
。

据《汉书 佗礼乐志》载
: “
周衰王官失业

,

雅颂相错
,

孔子论而

定之
。 ”
所谓

“
论而定之

” ,

是指
“
乐正

” ,

正其东章
,

正其欢雅》
、

《颂》 之入乐谱而 已
。 “
正乐

”

不等于
“
正诗

” 。

至

于孔子 是否删《诗》
,

司 马迁说
: “
古者诗三千余首

,

及至孔子去其重
,

取可施于礼义
.

……L所谓 “
三千余首

, ”

极言诗之多
,

不一定是实数
。

王朝和各诸侯国刊行的本子亦有多种
,

其中重复的诗一定很多
,

必沪去其重 ,’o

司马迁又说
: “
孔子阂王路废而邪道兴

,

于是论次《诗》
、

《书》
,

修起礼乐
。 ,

L所谓
“
论次

” ,

是说论定
“
去

” 、

“
取

”
和编次篇目

。

可见孔子对《诗》是作过整理加工的工作
,

这是无疑的了
。

综上所述
,

孔子教诗
、

评诗等方面
,

无疑地提高了《诗经 》的社会作用和地位
,

为厉代水们所重视
。

孔子
“
兴

、

观
、

群
、

怨
”
说

,

为儒家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 论基础
,

对后世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发展

具有深远的影响
。

孔子
“
乐正

” 、 “
论次

”
和刊定《诗经 》

,

使它得 以流传迄今
。

总之
,

孔子对 《诗经》作出 了巨大

大的贡献
,

在中国文化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

然而
,

孔子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文化人
,

他的思想局限

是明显的
,

他从礼治出发提出《诗》的
“
教化

”
作用

,

开了《诗序尸封建教化
”
的端倪

。

历代经师大儒们
“
奉圣尊

欢序》
, ,

牵强附会
,

迁腐传注
,

渗透了大量的封建毒素
,

使一部具有现实主义梢神的《诗经》
,

成了历代封建

统治阶级的
“
圣经

, ,

使后人难于识见其真面 目
。

近代 以来
,

不少研究《诗经》的专家们用历史唯物主叉的观点

来解释它
,

作出了很大 的成绩
,

但距恢复《诗经》真正 面 目的工作甚远
。

彻底清理这部古代乐歌总集
-

—
《诗

经 》遗产的任务
,

有待我们共同努力戈

注 释
:

①②⑦ 《 论语
·

阳货》

③④L 《论语
·

季氏》

⑤⑧ 《论语
·

颜渊》

⑥LLL 在论语
,

八愉》

⑨L 《论语
·

泰柏公

@ 《论语
·

尧曰 》

O 《 礼记
·

经解》

L⑧L 《礼记
·

乐记》

L 《诗序》

@ 《 祀记
·

孔子闲居》

LL 《周礼》

LL 《史记
·

孔子世家》

@国 代论语
·

子罕》

@ 《论语
·

述而》

⑧ 见《左传
·

昭公元年》

⑥ 《周南》篇名

函 见 《左传
·

昭公二年 》

LL 《论语
·

子路 》

L 《论语
.

为政 》

L 杨柏峻《论语译注》

@ 咬论语
.

卫灵公分

L 《孟子
·

公孙丑上》

@ 王夫之《诗绎》

L 《 周颂 》中篇名

颐 《史记
.

儒林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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