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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

子 《诗》 论 的 再 评 价

王 启 兴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

思想家
、

哲学家
、

教育家
。

他的学说
,

自汉武帝采

纳董仲舒的建议
“

罢黝百家
,

独尊儒术
”

后
,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

孔

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论
、

乐论
,

以及文质论等
,

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创作
、

文学理论
、

文

学的价值观影响更加重大
。

这几年对孔子诗论
、

乐论
、

文质论等方面的研究较过去 更 加 深

入
,

有不少论文和论著对上述问题
,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
,

取得了为学术界所注 目 的 成

绩
。

对某些间题的看法尚有分歧
,

只有经过发掘和掌握新的材料
,

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

物主义的指导下
,

进行填密深入的研究
.

通过
“

百家争鸣
”

逐步统一认识
,

即使一时难以求得

意见的一致
,

还可以继续讨论
。

不过对孔子《诗》论的研究
,

我认为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应加以讨论澄清的问 题
,

这 就

是
:

一
、

对西周
、

春秋以及孔子用《诗》的情况与认识
,

没有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
,

断言孔子
“

对诗的意见
` ” , “

是比较纯粹的文学批评
” 。

二
、

对孔子论《诗》的各种观点
,

用现代的文艺观

或美学观加以解释
,

不仅有违本意
,

而且有把古人现代化之嫌
。

下面就上述问题一抒 己见
,

目的在于推进学术研究
,

并就教于海内方家
,

。

有的论著认为
: “孔子对于诗的意见

,

则可以说是比较纯粹的文学批评
。 ” ①有的同 志 则

说
: `

.

孔子论诗歌
、

音乐的政治教育作用
,

注意到了艺术的美感作用
。 ” ②有的研究者认为孔子

论诗
, “

一方面说明
`

诗
’

的社会政治教育意义
,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

诗
”

本身的艺 术 牡

性
”

③
。

类似的观点在一些论孔子文艺观的论文中
,

以及儿部《中国美学史》中都有
,

这 见 不

逐一征引
。

.

上述诸家所论都肯定孔子已经认识到《诗》的文学特性或艺术特性
,

因而
“

是 比 软

纯粹的文学批评
” ,

以及阐明了《诗》的
“

艺术美感
”

和
“

艺术特征
” 。

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孔 子 和

春秋时期人们对《诗》的认识和运用的实际情况的
,

因之颇值得商榷
。

列宁指 出
: “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
,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
,

就是要把问题提

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 ”

④研究孔子的《诗》论
,

自然应依循这一原则
,

深入考察西周至春秋

时社会上用《诗》的情况及其认识
,

进而联系孔子的思想
、

政治倾向
、

教育实践等
,

探求他对

《诗》的认识及论《诗》的主旨
,

这才较为确凿而有说服力
。

根 据 先 秦 时 期 各 种 史 籍 的 记 载

,

由 西 周 至 孔 子 生 活 的 春 秋 时 代

,

凡 言

“

诗

”

都 是 指 后 世 所

称 的
《 诗 经 》

,

也 就 是 孔 子 所 说 的 《 诗 》三 百
,

并 非 泛 指 一 般 的 诗 歌

,

这 是 众 所 周 知 的

。

但 一 些

论 述 孔 子 文 艺 观 的 论 文

、

文 学 批 评 史 及 有 关 论 著

,

征 引
《 论 语 》 中 孔 子 论 《诗 》 的 原 文 时

,

作 为



,

这 是 不 正 确 的

。

近 年 再 版 的 有 关 论 著 仍 然 如 此

,

因 而 有 再 一 次 提 出

的 必 要

。

明 确 孔 子 所 论 之
《 诗 》非 泛 指 后

,

进 一 步 探 讨 西 周 至 春 秋 时 社 会 上 对 《 诗 》 的 运 用 与 认 识
,

便 可 了 解 孔 子 论
《 诗 》 的 渊 源 所 自

。

我 们 知 道

,

西 周 时 期 周 公 制 礼 作 乐

,

礼

、

乐 即 成 为 周 代 统

治 者 治 国 的 重 要 工 具

。

礼

,

指 周 代 韵 典 章 制 度

,

道 德 规 范

,

行 为 准 则

;
乐

·

受 制 于 礼

,

并 为

礼 服 务

。

就 乐 而 言

,

实 际 上 包 括
兰

科

,

即
《 诗 》
、

乐

、

舞 三 位 一 体

,

统 称 乐 罢 了

。
《墨 子

·

公

孟
》 篇 云

: “

颂
《 诗 》 三 百

,

弦
《诗 》 三 百

,

歌
《 诗 》 三 百

,

舞
《 诗 》 三 百

。 ”

即 是 明 证

。

礼

、

乐 又 是 周

代 国 学 的 重 要 学 习 科 目

。

国 学 由 周 代 奴 隶 主 政 权 直 接 掌 握

,

入 学 者 为

“

国 子

” ,

《 汉 书
·

礼 乐

志
》 云

: “

国 子 者

,

卿 大 夫 之 子 弟 也

。 ”

周 代 国 学 的 教 学 内 容 异 常 繁 复

,

但 其 核 心 为

“

德 教

”

⑤
。

在 德 行 教 育 之 后

,

再 教 之 以

“

六 艺

, , ,

即

“

五 礼

" 、 “

六 乐

” 、 “

五 射

” , “

五 驭

” 、 “

六 书

” 、 “

九

数

”

⑥
,

另 外

, “

大 司 乐

”

则

“

以 乐 德 教 国 子

” , “

以 乐 语 教 国 子

” , “

以 乐 舞 教 国 子

”

⑦
。

同 时

“

大

师

”

对

“

国 子

”

又

“

教 六 诗

,

曰 风

,

日 赋

,

曰 比

,

日 兴

,

日 雅

,

日 颂

。

以 六 德 为 本

”

⑧
。

郑 玄 注

云

: “

所 教 诗 必 有 知 仁 圣 义 忠 和 之 道

,

乃 后 可 教 以 乐 歌

。 ”

由 此 可 见

,

周 代 国 学 对 贵 胃 子 弟 教

以 礼

、

乐

、

歌

、

舞

,

及

“

六 诗

” ,

其 目 的 在 于 使 其 熟 习 典 章 制 度

,

加 强 道 德 修 养

。
《礼 记

·

王

制
》 对 周 代 国 学 的 教 学 内 容 也 有 记 载

: “

乐 正 崇 四 术

,

立 四 教

,

顺 先 王
《 诗 》
、

《 书 》
、

《 礼 》
、

《 乐 》 以 造 士
.

春 秋 教 以
《礼 》
、

《 乐 》
,

冬 夏 数
以 《 诗 》

、

《 书 》
。 ”

陈 稀 注 云

: “

言
《 诗 》
、
《 书 》
、

《礼 沐
、

《 乐 》 四 者 之 教
,

乃 人 德 之 路

。 ”

⑨这 也 说 明 周 代 国 学 对
“

国 子

”

的 教 育

,

以 提 高 其 政 治

索 养 和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为 主

。

正 因 为 周 代 国 学 把
《 诗 》
、

《 书 》
、
《礼 》
、

《 乐 》等
,

作 为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和 从 政 的 重 要 教 育 工

具

,

所 以 春 秋 时 期 各 诸 侯 国 的 国 君 及 卿 大 夫 对 它 们 的 认 识 也 侧 重 于 此

。

如 晋 国 的 赵 衰 在 因 救

宋 国 而 建 三 军

,

商 量 统 帅 人 选 时 推 荐 部 毅

,

他 说

: “

谷 朽 毅 可

。

臣 觅 闻 其 言 矣

,

说
《 礼 》
、

《 乐 》 而

敦 《 诗 》
、

《 书 》
。
《 诗 》
、

《书 》 义 之 府 也
; 《 礼 》

、

《 乐 》德 之 则 也
。

德 义 利 之 本 也

,

…… 君 其 试 之
。 ”

吻

这 是 把
《 诗 》
、

《 书 》 视 为 道 义 的 府 库
,

《 礼 》
、
《 乐 》 为 德 行 的 准 则

。

又 如 《 国 语
·

楚 语 上 》载 楚

庄 上 间 申 叔 时 傅 太 子 之 事 时
,

申 叔 时 答 云

: “

……教 之 《诗 》
,

而 为 之 导 广 显 德

,

以 耀 明 其 志

。

教 之
《 礼 》

,

使 知 上 下 之 则

。

教 之
《 乐 》

,

以 疏 其 秽 而 镇 其 浮

。

… …
”

韦 昭 注

: “

显 德

,

谓 若 成 汤

文 武 周 邵 嘻 公 之 属

,

诸 诗 所 美 者 也

。 ”

又 云

: “

乐 者

,

所 以 移 风 易 俗

,

荡 涤 人 之 邪 秽 也

。 ”

这 说

明
右
诗
》
、

《 礼 》
、

《 乐 》 等 仍 为 道 德 教 育 之 工 具
。

就 《 诗 》而 论
,

综 上 所 述

,

可 以 看 出 由 西 周 至 春

秋 邵 没 有 视 为 文 学 作 品

,

也 就 是 说
《诗 》 只 是 思 想 道 德 修 养 与 从 政 的 教 科 书

,

在 上 层 社 会 广 泛

流 传

。

再 从 春 秋 时 期 各 诸 侯 国 用
《 诗 》 的 情 况 来 考 察

,

也 可 见 出 当 时 对 《 诗 》 的 认 识 是 非 文 学 性 的
,

只 专 眼 于 实 用

。

根 据
《 国 语 》及 《左 传 》 的 记 载

, 《 诗 》 的 运 用 相 当 广 泛
,

诸 如 朝 聘

、

盟 会

、

宴

享

、

祭 祀

、

议 政

,

以 及 外 交 酬 醉 等 等

。

如
《 国 语

·

周 语 下 》记 周 灵 王 二 十 二 年
,

晋 叔 向 聘 于

周

,

周 卿 士

一

单 靖 公 宴 享 叔 向

, “

俭 而 敬

” ,

其 他 方 面 也 合 乎 礼 仪

,

同 时 在 宴 享 交 谈 中 单 靖 公 称

引
《 周 颂

·

昊 天 有 成 命
》
。

叔 向 朝 聘 之 事 完 成 后

.

赞 扬 单 靖 公 的 种 种 美 德

,

特 别 推 重 他

“

其 语

说
《 昊 天 有 成 命 》

,

烦 之 盛 德

” ,

并 认 为 周 灵 王 用 单 靖 公 为 卿 佐

,

是 周 室 将 兴 的 表 现

。

《 昊 天 有

成 命 》是 周 王 祭 祀 周 成 王 时 所 唱 乐 歌
,

叔 向 却 和 国 运 相 联 系

。

又 如
《 国 语

·

越 语
》 中 记 载 越 王

勾 践 击 败 吴 王 夫 差
,

围 夫 差 及 其 大 臣 于 姑 苏

,

夫 差 使 王 孙 雏 求 和

,

勾 践 想 应 允

,

范 氮 进 谏

,

认 为 决 不 能 允 其 求 和

,

弓 !《 幽 风
·

伐 柯
》 中
“

伐 柯 伐 柯

,

其 则 不 远

”

为 据

,

要 勾 践 不 要 忘 记 会 稽

之 事

。

《伐 相 》 本 是 以 媒 说 合 娶 妻 之 诗
,

范 蠢 却 用 来 决 定 军 国 大 事

。

类 似 的 事 例 在
《 国 语 》 中 还

有 不 逐 一 征 引
。



《 左 传 》 中 所 记 诸 侯 国 盟 会
、

国 的 北 宫 文 子 辅 佐 卫 襄 公 到 楚 国 去

,

令

。

聘 问 完 毕 后

,

宴 享

、

外 交 酬 醉 则 更 多

,

如
《左 传

·

襄 公 三 十 一 年
》记 卫

途 经 郑 国
,

郑 国 用 聘 问 的 礼 仪 来 接 待

,

并 使 用 慰 劳 的 辞

北 宫 文 子 于 是 对 卫 侯 说

: “

郑 有 礼

,

其 数 世 之 福 也

,

其 无 大 国 之 讨 乎
! 《 诗 》

云
: `

谁 能 执 热

,

逝 不 以 摧

’ 。

礼 之 于 政

,

如 热 之 有 灌 也

” 。

这 里 所 引 的 是
《 大 雅

·

桑 柔 》第 五 章 中

的 两 句 诗
。
《桑 柔 》 据 《左 传 》与 《 国 语 》等 史 书 记 载

,

为 周 厉 王 大 臣 丙 良 夫 讽 刺 厉 王 的 暴 虐 而

作

,

本 与 礼 仪 政 事 无 关

,

但 北 宫 文 子 却 用 来 比 附 礼 仪 政 事

。

又 如
《左 传

·

襄 公 八 年
》 ,

晋 国 范

宣 子 出 使 兽 国

,

告 诉 鲁 襄 公 晋 国 将 出 兵 伐 郑

。

鲁 襄 公 设 享 礼 招 待 范 宣 子 时

,

范 宣 子 赋
《 召 南

·

镖 有 梅
》 ,

取 诗 中

“

众 士 求 之

,

宜 及 其 时

”

之 意

,

希 望 鲁 国 出 兵 相 助

。

鲁 国 季 武 子 赋
《小 雅

·

角

弓
》 ,

取

“

兄 弟 婚 姻

,

无 青 远 矣

”

之 句

,

表 示 既 为 兄 弟 之 国

,

敢 不 愉 快 从 命

。

《 镖 有 梅 》 是 女 子

求 偶
,

希 望 青 年 男 子 及 时 而 来 的 情 诗
; 《 角 弓 》本 是 讽 刺 贵 族 中 弟 兄 亲 族 争 权 夺 利 的 诗 篇

,

范

宣 子 和 季 武 子 抛 开 本 义 而 引 用

,

达 到

“

赋 诗 言 志

”

的 目 的

。
《左 传 》 中 引 《诗 》及 用 《 诗 》 的 记 载

,

有 百 余 处

,

不 烦 遍 举

。

春 秋 时 期 用
《 诗 》的 情 况

,

齐 国 的 卢 蒲 癸 概 括 为

“

赋 诗 断 章

”

⑨
。

朱 自 清 先 生 在
《 诗 言 志 辨 》

中 指 出
,

春 秋 时 期

”

赋 诗 却 往 往 断 章 取 义

,

随 心 所 欲

,

即 景 生 情

,

没 有 定 准

” 。

这 就 是 说

.

春

秋 时 期 人 们 在 各 种 场 合 赋 诗 都 不 顾 本 义

,

而 是 根 据 需 要

,

或 比 附

、

或 借 喻

、

或 引 申

,

其 目 的

都 为 实 用

。

这 种 用
《 诗 》 在 于 实 用 而 又 能 为 人 所 了 解

,

表 明
《 诗 》 在 当 时 社 会 上 流 传 甚 广

,

清 代 的

劳 孝 舆 在
《 春 秋 诗 话 》 中 说

: “

自 朝 会 聘 享 以 至 事 物 细 微

,

皆 引 诗 以 证 其 得 失 焉

。

大 而 公 卿 大 夫

以 至 舆 台 贱 卒

,

有 所 论 说 皆 引 诗 以 畅
脱

旨 焉

。

余 尝 伏 而 读 之

,

愈 盖 知 诗 为 当 时 家 弦 户 诵 之

书

。 ”

这 一 论 断 虽 然 有 夸 大 之 处

,

但 大 体 不 错

。
《诗 》 在 春 秋 时 被 实 用

,

顾 领 刚 先 生 在
《 诗 经 在

春 秋 战 国 间 的 地 位 》一 文 中 归 纳 为 四 方 面
,

即

:

典 礼

、

讽 谏

、

赋 诗

、

言 语

。

这 是 十 分 精 到 的

概 括

。

前 面 我 们 从 历 史 和 文 化 的 角 度

,

简 要 地 论 析 了 西 周 至 春 秋 时 期 对
《诗 》 的 运 用 及 认 识

,

在 此

纂 础 上 进 一 步 探 讨 孔 子 的
《 诗 》论 (关 于

“

兴

、

观

、

群

、

怨

”

诸 间 题 在 第 三 部 分 集 中 阐 述
)

,

以 及

用
《 诗 》的 情 况

。

马 克 思 指 出

: “

每 个 原 理 都 有 其 出 现 的 世 纪

。 ”

@ 这就是说
,

社 会 存 在 决 定 社 会

意 识

,

一 种 理 论 或 学 说 的 产 生 是 社 会 诸 种 因 素 所 决 定 的

。

生 活 在 春 秋 时 期 的 孔 子

,

虽 然 当 时

己 经 是

“

礼 坏 乐 崩

” ,

但 他 以 恢 复 周 政

,

维 护 周 礼 为 己 任

。

因 为 鲁 国 是 周 公 的 封 国

,

西 周 的 典

章 文 物 保 存 完 整

,

又 有 深 厚 的 周 礼 传 统

。
《左 传

·

昭 公 二 年
》记 载

,

晋 国 的 韩 宣 子 聘 问 鲁 国

,

“

观 书 于 大 史 氏

,

见 《 易 》
、

《象 》 与 《 鲁 春 秋 》
,

日
: `

周 礼 尽 在 鲁 矣
! 吾 乃 今 知 周 公 之 德 与 周 之

所 以 王 也
, 。 ”

韩 宣 子 的 赞 叹 说 明 鲁 国 文 化 的 显 著 特 点 —
周礼繁盛。

孔 子 生 活 在 这 样 的 文 化 环 境 中

,

自 幼 受 周 礼 的 熏 陶

,

所 以 他 不 仅 对 周 礼 融 会 贯 通

,

讲 授 传

习

,

而 且 十 分 向 往 西 周 奴 隶 制 盛 世

,

《 论 语
·

八 偷
》 记 载 他 由 衷 地 赞 叹 道

: “

周 监 于 二 代

,

郁 郁 乎 文

哉
! 吾 从 周

·

! ”
孔 子 既 醉 心 于 蔚 为 大 观 的 西 周 礼

、

乐 典 章 制 度

,

自 觉 地 维 护 周 政 和 周 礼

,

并 如

周 代 国 学 一 样 以 《诗 》
、

《 礼 》等 教 育 弟 子
。
《淮 南 子

·

要 略
》 说

: “

周 公 受 封 于 鲁

,

以 此 移 风 易

俗

。

孔 子 修 成 康 之 道

,

述 周 公 之 训

,

以 教 七 十 子

,

使 服 其 衣 冠

,

修 其 篇 籍

,

故 儒 者 之 学 生

焉

。 ” 《 困 学 纪 闻 》 卷 五 引 《 子 思 子 》云
: “

夫 子 之 教

,

必 始 于 《 诗 》
、

《 书 》而 终 于 《 礼 》
、

《 乐 》
,

杂 说

不 与 焉

。 ” 《 史 记
·

孔 子 世 家
》 云

: “

孔 子 以
《 诗 》
、

《 书 》
、

《 礼 》
、

《 乐 》教 弟 子
,

盖 三 千 焉

,

身 通 六 艺 者

七 十 有 二 人

, ”

这 些 记 载 虽 为 后 人 所 述

,

但 证 之 以 《论 语 》 及 先 秦 史 籍
,

应 该 说 是 符 合 实 际 情 况



。

孔 子 异 常 重 视

“

诗 教

, 、 “

礼 教

” 、 “

乐 教

” 。 《 论 语
·

泰 伯
》 云

: “

子 日
:

兴 于 《诗 》
,

立 于
《礼 》
、

成 于
《 乐 》
。 ”

何 晏
《 论 语 集 解 》 引 包 咸 注 说

: “

兴

,
’

起
也

。

言 修 身 必 先 学
《 诗 》
、 ” “ 《礼 》 者

,

所 以 立

身 也

。 ”

又 引 孔 安 国 注 说

: “

《乐 》
,

所 以 成 性 也

。 ”

刘 宝 楠
《论 语 正 义 》云

: `

学
《 诗 》 之 后

,

即 学
《礼 )),

继乃学 《乐 》
。

盖 《 诗 》即 乐 章
,

而 乐 随 礼 以 行

,

礼 立 而 后 乐 可 用 也

。

…… 乐 以 治 性
,

故 能 成

性

,

成 性 亦 修 身 也

。 ”

这 些 解 释 是 精 要 的

,

深 得 孔 子 以 礼 为 核 心

, 《 诗 》
、

《 乐 》相 辅 而 修 身 之 要

旨
。

这 十 分 清 楚 地 说 明 孔 子 把
《诗 》作 为

“

克
己
复 礼

” ,

加 强 道 德 修 养 的 工 具

,

就 此 而 言

,

孔 子

与 西 周 至 春 秋 时 期 上 层 社 会 对
《 诗 》 的 认 识 没 有 什 么 不 同

,

并 没 有 认 识 到
《 诗 》的 文 学 特 性

,

把

它 作 为 文 学 作 品 来 看 待

。

但 有 的 同 志 在 阐 释

“

兴 于
《 诗 》
”

时 说

: “

孔 子 认 为

.

人 的
道

德 品 质
修 养

,

要 先 从 具 体 的

、

感 性 的 方 面 学 习 入 手

。

诗 歌 是 以 生 动 的 形 象

,

强 烈 的 感 情 来 激 动 人 心

,

起

到 深 刻 的 思 想 教 育 作 用 的

。

所 以

,

修 身 就 要 先 从 具 体

、

形 象 又 体 现 一 定 道 德 原 则 的
《诗 经 》 学

起
。 ”

L说 《 诗 经 》
“

体 现 一 定 道 德 原 则

” ,

是

“

道 德 品 质 修 养

”

的 教 材

,

这 很 正 确

。

可 是 断 言 孔 子

已 经 认 识 到
《 诗 经 》 的

“

具 体 的

、

感 性 的

”

文 学 特 性 则 是 不 准 确 的

。

孔 子 重 视 《 诗 》的 道 德 教 育 功 能
,

还 可 从 他 告 诫 其 子 伯 鱼 的 话 中 看 出

: “

女 为
《 周 南 》

、

《 召

南 》 矣 乎 ? 人而 不 为 《周 南 》
、

《 召 南 》
,

其 犹 正 墙 面 而 立 也 与
? ” L 《论 语 集 解 》 引 汉 儒 马 融 之 说

云
: “ 《周 南 》

、

《 召 南 》
,

国 风 之 始

,

乐 得 淑 女 以 配 君 子

。

三 纲 之 首

,

王 教 之 端

,

故 人 不 为

,

如

向 墙 而 立

。 ”

马 融 所 解 本 于
《 毛 诗 序 》

,

未 必 完 全 符 合 孔 子 原 意

,

但 从 学
《 诗 》 以 加 强 道 德 修 养 而

论
,

与 孔 子 所 强 调 者 吻 合

。

朱 熹
《论 语 集 注 》 解 云

: “ 《周 南 》
、

《 召 南 》
,

《诗 》 首 篇 名
,

所 言 皆 修

身 齐 家 之 事

。

正 墙 面 而 立

,

言 即 其 至 近 之 地

,

而 一 物 无 所 见

,

一 步 不 可 行

。 ”

这 虽 是 从

“

修 身 齐 家

”

来 立 论

,

但 主 旨 也 在 于 说 明 孔 子 教 伯 鱼 习

“

二 南

” ,

着 眼 于 道 德 品 质 修 养

。

刘 宝 楠
《 论 语 正 义 》

云
: “ `

二 南

’

之 诗

,

用 于 乡 人

,

用 于 邦 国

,

…… 故 夫 子 令 伯 鱼 习 之
,

依 其 义 说 以 循 行 之

。 ”

这 是

从 德 教 角 度 来 疏 解

,

与 孔 子 之 意 不 悖

。

如 前 所 论

,

春 秋 时 期 对
《 诗 》还 用 于 从 政 与 外 交

,

所 以 孔 子 也 适 应 时 代 的 需 要 而 加 以 强

调

: “

子 日
: `

诵
《 诗 》 三
一
百

,

授 之 以 政

,

不 达

,

使 于 四 方

,

不 能 专 对

,

虽 多 亦 奚 以 为
!
’ ”

L 又 说
:

“

不 学
《 诗 》

,

无 以 言

。 ”L 班 固 《 汉 书
·

艺 文 志
》 云

: “

古 者 诸 侯 卿 大 夫

,

交 接 邻 国

,

以 微 言 相 感

,

当 揖 让 之 时

,

必 称
《 诗 》 以 喻 其 志

,

盖 以 别 贤 不 肖 而 观 盛 衰 焉

。

故 孔 子 日
: `

不 学
《 诗 》

,

无 以

言

’

也

。 ”
《 左 传

·

嘻 公 二 十 年
》杜 预 注

: “

古 者 礼 会

,

因 古 诗 以 见 意

。 ”

勿 庸 赘 述

,

孔 子 不 仅 把

《诗 》作 为 从 政 的 工 具
,

而 且 是 外 交 应 对 的 辞 令 典 籍

。

另 外

,

孔 子 还 认 为
《诗 》可 以

“

迩 之 事 父

,

远 之 事 君

”L这 表 明 孔 子 把 《 诗 》和 政 治 伦 理 紧 密 结 合
。

孔 子 既 从 修 身

、

从 政

、

事 君 父

、

外 交 酬 醉 等 方 面 肯 定
《 诗 》 的 社 会 政 治 功 能

,

因 而 给 予 高

度 评 价

: “ 《 诗 》三 百
,

一 言 以 蔽 之

,

曰
:

思 无 邪

。 ”

L
“

思 无 邪

”

为
《 诗
·

鲁 颂

·

骊 》 中 诗 句
,

孔 子

用 来 概 括
《 诗 》 的 全 部 内 容

,

乃 是 从 《 诗 》 为 道 德 品 质 修 养 的 教 材 来 立 论 的 言 《论 语 集 解 》 引 包 咸

注 云
: “

归 于 正

。 ”

朱 熹
《 论 语 集 注 》 引 程 颐 云

: “

思 无 邪 者 诚 也

。 ”

邢 禺
《论 语 注 疏 》 说

: “ 《诗 》 之 为

体
,

论 功 颂 德

,

止 僻 防 邪

,

大 抵 皆 归 于 正

,

故 此 一 句 可 以 当 之 也

。 ”

胡 黄 在
《 明 明 子 论 语 集 解

义 疏 》 中 说
: “

思 虑 悖 礼 违 义 之 事 为 邪 念

。

邪 念 者

,

过 而 不 正 者 也

。 ”

这 些 注 疏 都 在 于 说 明
《 诗 》

三 百 篇
,

内 容 俱 纯 正 无 邪

,

符 合 礼 义

。

如 果 从 孔 子 强 调 礼 为 立 身 之 本

,

以 及 不 能

“

过

”

与

“

不

及

”

的

“

中 庸 之 道

”

来 看

,

上 面 几 种 解 释 是 不 错 的

。

我 们 知 道

,

孔 子 十 分 重 视
《 诗 》
、
《 礼 》
、

《 乐 》对 道 德 品 质 修 养 的 重 要 作 用
,

并 把 它 们 作 为 调 节 社 会 矛 盾 的 手 段

。

因 为

“

邪

”

为

“

正

”

之

反

, “

著 诚 去 伪

” , “

先 诚 其 意

”

方 能 为

“

正

” 。

惟 其

“

正

” ,

才 能

“

非 礼 勿 视

,

非 礼 勿 听

,

非 礼 勿

言

,

非 礼 勿 动

”

吻

,

一 切 循 礼 而 行

,

就 可 礼 让 不 争

,

上 下 相 和

,

即 所 谓

“

礼 之 用

,

和 为



”
@
。

所 以

, “

思 无 邪

”

的 评 价

,

就 本 质 而 言

,

实 指 合 于 礼 义

。

这 样 我 们 完 全 有 理 由 说

,

孔

一

子 对
《 诗 》的

“

思 无 邪

”

之 论

,

仍 然 突 出 其 伦 理 道 德 价 值

,

并 非 文 学 批 评

。

这 与 西 周 以 来 国 学 用

《 诗 》 为
“

德 教

,

教 材

,

以 及 春 秋 时 卿 大 夫 认 为
《 诗 》是

“

义 之 府

”

是 一 致 的

。

孔 子 论
《 诗 》 既 然 是 从 加 强 道 德 修 养

、

从 政

、

外 交 酬 醉

、

辞 令 完 美 等 方 面 着 眼

,

并 没 有

认 识 到
《 诗 》 的 文 学 特 性

,

自 然 谈 不 上 是 什 么

”

比 较 纯 粹 的 文 学 批 评

” ,

这 是 勿 须 费 词 辨 析 的 历

史 事 实

。

恩 格 斯 在
《 自 然 辩 证 法 》 中 指 出

: “

每 一 时 代 的 理 论 的 思 维
(我们 这一时代 的理论 的 思

维 也是如此 )
.

,

都 是 一 种 历 史 的 产 物

,

在 不 同 的 时 代 具 有 非 常 不 同 的 形 式

,

并 且 具 有 非 常 不

同 的 内 容

。 ”

依 循 这 一 原 则

,

在 研 究 文 学 批 评 史 上 任 何 一 种 思 想

、

概 念

、

原 理

,

我 认 为 都 必 须

结 介 分 析 它 出 现 的 社 会 存 在 状 况

,

从 而 正 确 揭 示 其 含 义

。

如 果 再 从 孔 子 用
《 诗 》 的 情 况 来 考 察

,

问 题 更 十 分 清 楚

。

《 左 传
.

宣 公 九 年 》载
:

陈 灵 公

、

孔 宁

、

仪 行 父 等 淫 乱

,

浅 冶 进 谏

, “

公
日

: `

吾 能 改 矣

’ 。

公 告 二 子

。

二 子 请 杀 之

,

公 弗 禁

.

遂

杀 浅 冶

。

孔 子 日
: `《 诗 》 云

:

民 之 多 辟

.

无 自 立 辟

,

其 拽 冶 之 谓 乎

,

? ”
孔 子 在 这 里 引 用 的 是

《 大

稚
·

板
》篇 的 两 句 诗

,

意 思 是 说

,

邪 辟 之 世

,

就 不 要 自 立 法 度

。

浅 冶 直 谏 而 被 杀 是 必 然 的

。

又

!沼公 七 年 载
:

孟 嘻 子 深 恨 自 己 不 精 礼 仪

,

常 随 精 通 礼 仪 的 人 学 习

。

及 其 将 死

,

命 属 下 大 夫 从

.

孔 子 学 礼

, “

故 孟 鼓 子 与 南 宫 敬 叔 师 事 仲 尼

。

仲 尼 日
: `

能 补 过 者

,

君 子 也

。
《诗 》 日

:

君 子 是

则 是 效

。

孟 禧 子 可 则 效
已 矣

’ 。 ”

这 是 引 用
《小 雅

·

鹿 鸣
》篇 诗 句

,

意 为

“

君 子

”

是 可 取 法 效 法 的

,

所 以 孔 子 用 来 赞 美 孟 禧 子 是 可 效 法 者

。

假 若
《 左 传 》所 载 还 不 足 以 说 明 问 题

,

再 以 《 论 语 》 所 引

为 证
。 “

子 张 问 崇 德 辨 惑

。

子 日
: `

主 忠 信

,

徙 义

,

崇 德 也

。

爱 之 欲 其 生

,

恶 之 欲 其 死

,

是

惑 也

。

诚 不 以 富

,

亦 抵 以 异

。 ”

⑧ 这 里 引 用 的 是 《 小 雅
·

我 行 其 野 》 中 诗 句
,

意 在 说 明 爱 恶 无

常

,

不 唯 于 己 无 益

,

且 为 一 种 异 事 之 行

。

上 面 所 引 各 例 证

,

虽 不 是 外 交 酬 醉

,

应 对 辞 令

,

或

涉 及 军 国 大 事

,

但 都 是 借
《诗 》的 字 面 随 意 引 申 发 挥

,

阐 明 道 德

、

礼 义

、

政 教

,

这 和 春 秋 时 期

盛 行 的

“

赋 诗 断 章

”

没 有 什 么 不 同

,

也 还 是 从 实 用 的 目
的 来 引 用
《 诗 经 》

,

对 其 文 学 特 性 也 并 没

有 认 识

。

正 如 普 列 汉 诺 夫 在
《没 有 地 址 的 信 》 中 所 说

: “

从 有 利 用 的 观 点 对 待 事 物 的 态 度

,

在 这

里 是 先 于 从 审 美 快 感 的 观 点 对 待 事 物 的 态 度

。 ”

孔 子 对
《 诗 》也 即 如 此

。

把 现 代 的 文 学 观 念 和 美 学 思 想 加 到 孔 子 头 上

,

最 突 出 的 是 某 些 论 著 对

“

兴

、

观

、

群

、

怨

”

的 论 述

。
《论 语

·

阳 贷
》 载

: “

子 日
:

小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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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 的 同 志 说

: “

孔
予 的

`

兴 观 群 怨

,

说

,

反 映

了 他 对 诗 歌 的 美 学 作 用 和 社 会 教 育 作 用 的 很 深 刻 的 认 识

。 ”
L 有 的 同 志 则 说

:

从 上 述 整 段 话 来

看

,

可 以 说

“

孔 子 在 这 里 谈 的 是 诗 的 社 会 作 用

。 ” “

但 如 果 单 就

`

兴

, 、 `

观

, 、 `

群

, 、 `

怨

,

这 组 概

念 来 说

,

我 以 为 主 要 是 对 诗 歌 欣 赏 的 美 感 心 理 特 点 的 一 种 分 析

”

L
。

这 些 同 志 都 认 为 孔 子 在

这 里 所 论 的
《 诗 》是 泛 指 一 般 诗 歌

,

并 非 专 指
《 诗 》三 百

。

在 他 们 看 来

,

孔 子 已 经 认 识 到

“

诗

”

是

文 学 作 品

.

因 而 不 仅

“

对 诗 歌 的 美 学 作 用 和 社 会 教 育 作 用 有 深 刻 认 识

” ,

而 且 能 够

“

对 诗 歌 欣

赏 的 美 感 心 理 特 点

”

进 行

“

分 析

” 。

正 是 基 于 这 种 认 识

,

所 以 他 们 据 后 世 儒 者 关 于

“

兴

、

观

、

群

、

怨

”

的 解 释 加 以 发 挥

,

这 很 有 讨 论 的 必 要

。

“

兴

” ,

何 晏
《 论 语 集 解 》 引 孔 安 国 注 云

: “

引 譬 连 类

。 ”
朱 熹
《论 语 集 注 》 解 为

“

感 发 意 志

” ;

《 诗 传 纲 领 》 又 释 为
“

托 物 兴 辞

” 。

有 的 同 志 对 上 述 各 种 解 释 深 信 不 疑

,

并 进 一 步 阐 发 说

: “ `

感

发 意 志

’ ,

就 是 说 的 诗 歌 其 有 艺 术 感 染 力

,

能 使 人 产 生 美 感

。

……诗 歌 之 所 以 具 有 艺 术 感 染



,

能 使 人 产 生 美 感

,

正 是 因 为 它 运 用 了

“

托 物 兴 辞

’ 、 `

引 譬 连 类

’

这 样 的 形 象 思 维 方 法

。 ” “

诗

可 以 兴

’ ,

说 明 诗 歌 通 过 具 体 的 形 象 描 写

,

可 以 引 起 人 们 极 为 丰 富 的 同 类 联 想

,

是 人 们 对 现 实

的 审 美 掌 握 的 一 种 形 式

。 ,

⑧ 有 的 同 志 则 据 孔 安 国
、

朱 熹 的 注 释 加 以 发 挥 说

: “

所 谓

`

兴

’ ,

就 是

说 诗 歌 可 以 使 欣 赏 者 的 精 神 感 动 奋 发

。

这 种 精 神 的 感 发

,

是 和 欣 赏 者 的 想 像 和 联 想 活 动 不 可

分 的 (
`

托 物 兴 辞

’ 、 `

引 譬 连 类

,

)
,

因 而 是 和 诗 歌 的 审 美 形 象 不 可 分 的

。 ”

L这 些 论 述
,

很 难 说

符 合 孔 子 论 《 诗 》主 旨
。

首 先 把

“
《 诗 》可 以 兴

”

的
《 诗 》看 作 一 般 的 诗 歌

,

这 很 明 显 是 不 正 确 的

。

前 已 论 及

,

在
《 论

语 》
、

《 左 传 》等 先 秦 典 籍 中
,

孔 子 论

“

诗

”

乃 是 《 诗 》三 百
,

而 非 泛 论 一 般 诗 歌

,

这 是 无 可 驳 辩

的 历 史 事 实

,

勿 须 再 加 详 论

。

其 次 忽 视 孔 子 根 本 没 有 认 识 到
《 诗 》 的 文 学 特 性

,

只 是 把 它 作 为

奉 事 君 父

、

道 德 修 养

,

从 政

、

外 交

、

言 辞 等 工 具 的 实 际 情 况

,

断 言

“ `

兴

,

指 的 是 诗 歌 的 美 学

作 用

” , “

欣 赏 者 的 想 像 和 联 想 活 动

”

等 等

,

我 认 为 这 和 孔 子 论

“ 《 诗 》可 以 兴
”

是 南 辕 北 辙 的

。

再

次 孔 安 国

、

朱 熹 的 解 释 是 否 就 是 指

“

诗 歌 艺 术 表 现 方 面 的 形 象 特 点

” , “

想 像 和 联 想 活 动

” ,

以

及

“

艺 术 感 染 力

” , “

使 欣 赏 者 感 动 奋 发

” ,

尚 值 得 研 究

。

退 一 步 说

,

即 使 某 些 同 志 对 孔

、

朱 注

释 理 解 正 确

,

也 和 孔 子 所 论 风 马 牛 不 相 及

。

对 孔 子 的

“

《诗 》可 以 兴
”

之

“

兴

”

如 何 理 解

,

我 以 为 还 是 从
《 论 语 》 中 寻 求 答 案 可 靠 些

。

前 面

引 述

“

兴 于 《 诗 》
,

立 于
《 礼 》

,

成 于 《乐 》
” ,

是 孔 子 强 调 加 强 道 德 思 想 修 养 必 学 的 科 目 和 途 径

。

“
《 诗 》 可 以 兴

”

和

“

兴 于
《 诗 》
”

的 含 义 没 有 什 么 不 同

。

也 是 强 调 学
《 诗 》在 于 道 德 品 质 的 提 高

,

并

不 是 什 么

“

诗 歌 的 美 学 作 用

”

和

“

欣 赏 者 的 想 像 和 联 想 活 动

” 。

对 这 一 问 题 拙 作
《 论 儒 家 诗 教 及 其

影 响 》 ((( 文学遗 产 》 1 9 8 7年 4 期 )及 《 孔 子 文 艺 观 评 价 中 的 几 个 问 题 》 似 中 国 文 学 研 究 》 1 9 8 8年 4

期 )两 文 中 已有 论 证
,

这 里 不 赘 述

。

“

《 诗 》…… 可 以 观
” , 《 论 语 集 解 》 引 郑 玄 注 云

: “

观 风 俗 之 盛 衰

。 ”

朱 熹
《 论 语 集 注 》 云

: “

考 见

得 失

。 ”

郑

、

朱 之 注

,

虽 不 能 说 毫 不 可 取

,

但 也 很 难 断 定 其 符 合 孔 子 本 意

。
《 国 语 》 中 的 《 晋 语 》

和 《周 语 》确 有
“

在 列 者 献
《 诗 》
” , “

公 卿 列 士 献
《 诗 》
” ,

以 供 统 治 者 参 考 醉 酌 的 记 载

,

这 或 许 是

郑

、

朱 注 释 所 据 之 一

,

更 重 要 的 依 据 那 就 是
《诗 大 序 》

。

孔 子 对
《诗 》 的 态 度 与 认 识 已 如 前 所

论
,

他 没 有 表 述 通 过
《诗 》 三 百 可 以

“

观 风 俗 之 盛 衰

” ,

以 及

“

考 见 得 失

” ,

就 是 和 弟 子 子 贡

、

子

夏 论
《 诗 》时

.

也 没 有 这 方 面 的 论 述

。

也 就 是 说

,

孔 子 虽 然 讲 过 学 习
《 诗 》 可 以 从 政

,

但 他 并 没

有 从 风 俗 民 情

、

社 会 盛 衰

、

政 治 得 失 等 角 度 去 考 察
《 诗 》 的 社 会 作 用

,

这 是 十 分 清 楚 的

。

因

此

,

郑 玄

、

朱 熹 不 过 是 依 先 秦 两 汉 有 关 儒 家 典 籍 而 注

,

有 违 孔 子 本 意

。

有 的 同 志 据 郑

、

朱

之 注 及 春 秋 时 期 赋 诗

、

诵 诗

“

观 志

”

的 情 况

,

加 以 阐 释 说

: “ `

可 以 观

’

的 问 题 涉 及 到 了 文 艺 和 现

实 的 关 系 问 题

。

孔 子 看 到 了 文 艺 是 社 会 现 实 生 活 的 反 映

,

并 且 要 求 文 艺 真 实 地 反 映 政 治 状 况

和 社 会 风 尚

,

使 它 成 为 反 映 现 实 生 活 的 一 面 镜 子

。 ” L有 的 同 志 则 解 释
“

观

”
云

: “

也 就 是 我 们 所

说 的

`

观 照

” 、 `

欣 赏

’

的 意 思

。

孔 子 认 为 诗 乐 艺 术 都 是

`

美

’

与

`

善

,

的 统 一

,

因 而 诗 歌 能 给 人 以

美 的 观 赏

。 ”

L这 些 解 释 我 以 为 不 仅 和 孔 子 的 本 意 相 违
,

而 且 明 显 地 是 把 孔 子 现 代 化

。

众 所 周

知

,

明 确 认 识 文 艺 是 社 会 现 实 生 活 的 反 映

, “

并 且 要 求 文 艺 真 实 地 反 映 政 治 状 况 和 社 会 风 尚

,

使 它 成 为 反 映 现 实 生 活 的 一 面 镜 子

” ,

这 是 马 列 主 义 的 文 艺 观

,

两 千 多 年 前 的 孔 子 没 有 也 不

可 能 有 这 样 的 认 识

,

此 其 一

。

其 二

,

在 我 国 古 代 的 文 论 中 有

“

感 物 说

“ ,

如
《 乐 记 》 所 说 的 乐 是

“

本 在 人 心 之 感 于 物

” 。 《 诗 品 序 》也 说
: “

气 之 动 物

,

物 之 感 人

,

故 摇 荡 性 情

,

形 诸 舞 咏

。 ”

这 些 理

论 接 触 到 社 会 生 活 决 定 文 艺 的 问 题

,

是 朴 素 唯 物 论 的 表 现

。

但 综 观 孔 子 的
《 诗 》论

,

对 这 一 问

题 并 没 有 任 何 论 述

,

因 为 生 活 在 春 秋 时 期 的 孔 子

,

既 对
《 诗 》的 文 学 特 性 没 有 认 识

,

也 没 有 认

识 到 一 般 诗 歌 与 现 实 的 关 系 问 题

,

所 以

,

他 连

“

感 物 说

”

的 认 识 水 平 都 没 有 达 到

。

其 三

,

以



`
诗 歌 能 给 人 以 美 的 观 赏

”

来 释

“

观

” ,

更 是 与 孔 子 论 《 诗 》本 意 不 符 的
。

从 西 周 到 春 秋 时 期 人

们 审 美 意 识 的 发 展 来 看

,

对
《 诗 》的 美 学 特 质 并 没 有 认 识

,

因 为 先 秦 史 籍 中 没 有 这 方 面 的 材 料

尸

能 作 为 论 据

。

孔 子 虽 为 春 秋 时 期 的 哲 人

,

有 超 人 的 识 见

,

但 他 对
《 诗 》并 没 有 超 前 意 识

,

敏 锐

地 认 识 到 其 具 有

“

美 的 观 赏

”

的 审 美 功 能

,
.

这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所 以

,

用

“
观 照
”

或 者

公
欣 赏

”
来 释

“

观

” ,

则 有 把 孔 子 《 诗 》 论 现 代 化 的 倾 向
。

“

观

”

的 含 义 竟 究 是 什 么
? 联 系 春 秋 时期

“

赋
《 诗 》 观 志

”

的 风 尚 来 考 察

,

我 以 为 就 是

“

观 志

”

之 意

。
《左 传

·

襄 公 二 十 七 年
》载

: “

郑 伯 享 赵 孟 于 垂 陇

,

子 展

、

伯 有

、

子 西

、

子 产

、

子 大 叔

、

二

子 石 从

。

赵 孟 日
: “

七 子 从 君

,

以 宠 武 也

,

请 皆 赋

,

以 卒 君 贩

。

武 亦 以 观 七 子 之 志

。

… …
”

这 是

春 秋 时 期 外 交 酬 醉 中 赋 诗 观 志 的 例 证

。

朱 自 清 先 生 说

: “

就 是 酬 醉 赋 诗

,

一 面 言 一 国 之 志

,

一

面 也 还 流 露 着 赋 诗 人 之 志

,

他 自 己 的 为 人

。 ”

又 说

: “

在 赋 诗 的 人

.

诗
所

以

`

言 志

’ ,

在 听 诗 的

人

,

诗 所 以

`

观 志

’ `

知 志

’ 。 ”

L这 是 对
“

赋
《诗 》观 志

”

的 透 辟 阐 释

。

赋 《 诗 》既 可 以 表 现 赋 者 之

志
,

因 而 春 秋 时 期 就 有

“

诗 以 言 志

”

L
、 “

志 以 发 言

”

L
、 “

志 以 定 言

”

⑨ ) 的说 法
,

就 是 孔 子 也

说

: “

不 言 谁 知 其 志

。 ”

@ 借 《 诗 》 以 言 志
,

则 是 一 种 重 要 方 式

,

也 是 时 代 风 尚

。

《 论 语
·

先 进
》 记

载
: “

南 容 三 复 白 圭

,

孔 子 以 其 兄 之 子 妻 之

。 ”

这 是 说

,

南 容 反 复 诵 习
《 诗 经

.

大 雅

·

抑
》 篇 的

“

慎 尔 出 话

,

敬 尔 威 仪

,

无 不 秉 嘉

。

白 圭 之 站

,

尚 可 磨 也

;
斯 言 之 拈

,

不 可 为 也

”

之 句 以 自

励

,

见 其 能 谨 言 慎 行

,

所 以 孔 子 把 侄 女 嫁 给 他

。

在
《 论 语

·

宪 问
》 中 孔 子 誉 南 容 为

“

上 德

”

之

“

君 子

” ,

极 为 器 重

。

根 据 儒 家 有 关 典 籍 所 记

,

作 为

“

君 子

”

应 该 具 有 各 种 美 德

,

谨 其 言 行

,

就

是 美 德 之 一

,

如
《 易
·

颐

·

象
》 云

: “

君 子 以 慎 言 语

。 ”

又 如
《 礼 记

·

表 记
》 载

: “

子 日
:

君 子 慎 以 辟

祸

,

笃
以 不 拚

,

恭 以 远 耻

。 ”

这 些 都 是 有 力 的 佐 证

。

南 容

“

三 复 白 圭

”

之 句

,

孔 安 国 认 为

“

南 容

读 诗 至 此

,

三 反 复 之

,

是 其 心 慎 言 也

” L
。

皇 侃 也 说

: “

南 容 慎 言 语

,

读 诗 至 白 圭 之 句

,

乃 三

过 反 复

,

修 玩 无 已 之 意 也

。 ”

L 朱 熹 解 释 说
: “

南 容 一 日 三 复 此 言

, … …盖 深 有 意 于 谨 言 也
。

此

邦 有 道 所 以 不 废

,

邦 无 道 所 以 免 祸

,

故 孔 子 以 兄 子 妻 之

。 ”L 杨 名 时 云
: “

南 容 三 复 白 圭

,

言 行

为 一 身 之 枢 机

,

谨 言 则 能 慎 行

,

而 为 修 身 之 君 子

。 ”

L 杨 伯 峻 先 生 联 系 孔 子 评 价 南 容 能 做 到
“

邦 有 道

,

不 废
;

邦 无 道
,

免 于 刑 戮

”

L来 考 察
,

也 说

“

大 概 南 容 是 一 个 谨 小 慎 微 的 人

“

L
。

南

容

“

三 复 白 圭

”

见 其 谨 慎

,

具 有

“

君 子

”

的 美 德

,

因 而

“

孔 子 以 其 兄 之 子 妻 之

” ,

这 也 是 赋 《 诗 》 观

志 的 有 力 证 据
,

因 此

, “

观

”

即 为 观 志

,

应 该 说 不 是 无 据 穿 凿 之 论

。

“

《 诗 》…… 可 以 群
” ,

孔 安 国 释 为

“

群 居 相 切 磋

” L ,

朱 熹 在
《 论 语 集 注 》 中 解 为

“

和 而 不 流

” 。

不 少 论 著 据 此 加 以 发 挥

,

或 认 为

“

孔 子 在 这 里 指 的 是 通 过 诗 可 以 使 人 们 相 互 之 间 统 一 思 想

,

提

高 认 识

,

交 流 感 情

,

加 强 团 结

” ,

也 即

“

指 的 是 文 艺 团 结 群 众 的 作 用

”

L , 或 以 为
“

诗 歌 可 以 在

社 会 人 群 中 交 流 思 想 感 情

,

从 而 使 社 会 保 持 和 谐

”

@ ;
或 解 释 为

“

诗 篇 可 以 发 挥 对 群 众 的 启 迪

与 团 结 作 用

”L 等 等
。

孔 安 国 的 疏 解 很 难 说 符 合 孔 子 论
《 诗 》原 意

,

因 为

“

群 居 相 切 磋

”

很 明 显

是 指

“

群 居

”

者 互 相 切 磋
《 诗 》义

,
并 非 论 《 诗 》 的 社 会 政 治 功 能

,

而 孔 子 所 说 的

“ 《 诗 》…… 可 以

群
” ,

则 是 对
《 诗 》 的 社 会 政 治 作 用 的 一 种 概 括

,

这 是 勿 须 辨 析 的

。
《 论 语 》 中 的 《 学 而 》记 载 着

子 贡 与 孔 子 切 磋 《 诗 》 义 时
,

得 到 孔 子

“

赐 也

,

始 可 与 言 《 诗 》 已 矣
,

告 诸 往 而 知 来 者

”

的 赞 赏

。

《 八 份 》 中 也 有 子 夏 与 孔 子 切 磋 《 诗 》义 的 记 载
,

孔 子 对 子 夏 同 样 有

“

起 予 者 商 也

,

始 可 与 言

《 诗 》 已 矣
”

的 赞 语

。

这 些 也 许 是 孔 安 国 释

“

群

”

为

“

群 居 相 切 磋

”

的 根 据

,

但 如 前 所 论

,

这 与 孔

子 本 意 相 背

,

难 以 为 据

。

至 于 朱 熹 之 解

,

着 眼 于
《 诗 》 的 社 会 政 治 功 能

,

以

“

和 而 不 流

”
(意 思

是
: 《 诗 》 有 使 人 们 相 和

,

不 致 无 节 制 而 放 荡 的 作 用
) 来释
“

群

” ,

虽 不 能 说 完 全 符 合 孔 子 论

《 诗 》本 意
,

但 较 孔 安 国 的 解 释 合 理

。

同 时 联 系 其 解

“

群 而 不 党

”

。 之
“

群

”

为

“

和 以 处 众
日
群

”

0

来看
,

与 孔 子 强 调 循 礼 义 以 行 而 上 下 相 和 的 思 想 吻 合

,

也 与 孔 子 注 重 习 《 诗 》 以 加 强 思 想 道 德



,

因 而 是 可 取 的

。

问 题 是
上 述 论 著 据 孔

、

朱 注 释

,

引 伸 发 挥 为

“

文 艺 团 结 群 众 的 作

用

”

云 云

,

则 明 显 是 把 我 们 现 代 对 文 艺 重 大 社 会 作 用 的 认 识

,

加 给 两 千 多 年 前 的 孔 子

,

这 就

不 能 不 加 以 商 榷

。

我 认 为 探 求 乍 诗
》…… 可 以 群 ” 的 含 义

,

仍 以
《 论 语 》所 载 为 可 信

。
《论 语

·

卫 灵 公
》 :
“

子

日
: `

群 居 终 日

,

言 不 及 义

,

好 行 小 慧

,

难 矣 哉
!
’ ”

这 里 的

“

群 居

”

与
《 诗 》…… 可 以 群

”

的

“

群

”

不

类

,

难 以 为 证

,

倒 是 同 篇 所 载

: “

子 日
, `

君 子 矜 而 不 争

,

群 而 不 党

, ”

的

“

群 而 不 党

”

可 以 为 证

。

“

群 而 不 党

” ,

孔 安 国 云

: “

君 子 虽 众

,

不 相 私 助

,

义 之 与 比 也

。 ”

L皇 侃 疏 解 为
: “

君 子 乃 朋 群 义

聚

,

而 不 相 阿 党 为 私 也

。 ” L 江 熙 云
: “

君 子 以 道 相 聚

,

聚 则 为 群

,

群 则 似 党

。

群 居 所 以 切 磋 成

德

,

非 于 私 也

。 ”

@ 朱 熹则说
: “

和 以 处 众 日 群

。

然 无 阿 比 之 意

,

故 不 党

。 ”

L刘 宝 楠 《 论 语 正 义 》

云
: “

言 与 人 以 义 相 亲 比 也

。 ”

杨 伯 峻 先 生 认 为

: “ `

群 而 不 党

,

可 能 包 含 着

`

周 而 不 比

’

以 及

`

和 而

不 同

’

两 个 意 思

。 ”

画 这 些 解 释 虽 不 尽 相 同

,

但 指 出

“

群 而 不 党

”

是 为

“

君 子

”

者 以 道 义 相 聚

,

不

阿 比 为 私

,

则 是 一 致 的

。

这 就 是 说

, “

君 子

”

相 交

,

遵 守 礼 义

,

不 结 党 以 谋 私 利

, “

和 以 处 众

” 。

这

一

与 孔 子 强 调 作 为

“

君 子

”

者 应 具 的 品 德 相 合

,

证 以

“

子 曰
: `

君 子 义 以 为 质

.

礼 以 行 之

,

孙 (逊 )

以 出 之
,

信 以 成 之

。

君 子 哉
!
’ ”

L
,

便 异 常 清 楚

。

因 此

,

用 来 解 释

“ 《诗 》……可 以 群 ” 也 是 有

说 服 力 的

,

那 就 是 孔 子 认 为 学
《诗 》可 以 培 养 和 加 强 人 们 在 社 交 中 符 合 礼 义 的 思 想 言 行

,

成 为

一 个

“

君 子

” 。

这 样 解 释 还 是 言 之 成 理 的

。

“
《 诗 》…… 可 以 怨

” , 《论 语 集 解 》引 孔 安 国 之 解 云
: “

怨 刺 上 政

。 ”

不 少 研 究 者 据 以 阐 发

,

或

概 括 为

“

即 诗 有 批 评 不 良 政 治 的 讽 刺 作 用

” L ; 或 解 释 为 诗 歌
“

批 评

、

讽 刺 不 良 政 治 的 作 用

” L ;

或 引 伸 为

“

对 腐 朽 黑 暗 政 治 的 批 判 作 用

” L 等 等
。

我 认 为 孔 安 国
》的 解 释

,

以 及 上 述 各 种 据 孔

注 而 发 挥 的 论 断

,

距 孔 子 论 《 诗 》本 意 甚 远
。

首 先 孔 子 对
《 诗 》三 百 的 思 想 内 容 概 括 为

“

思 无 邪

” ,

就 是 淳 厚 雅 正 而 无 任 何 不 合 礼 义 的 邪 辟 之 思

,

因 而 成 为 修 身 必 先 学 习 的 重 要 科 目

,

也 就 是 达 到

具 有 各 种 美 德 的

“

君 子

”

的 重 要 途 径 之 一

。

这 样

,

释

“
《 诗 》…… 可 以 怨

“

为

“

怨 刺 上 政

”

显 然 是 不

正 确 的

,

今 人 的 发 挥 则 更 难 有 说 服 力

。

其 次

,

孔 子 一 生 强 调 父 为 子 隐

,

子 为 父 隐

,

为 贤 者

讳

,

为 尊 者 讳

,

这 是 人 所 熟 知 的 事 实 扩
我 想 用 不 着 再 征 引 材 料 来 说 明

。

应 当 指 出 的 是

,

在 孔

子 提 倡 的 道 德 条 目 中

,

有

“

君 使 臣 以 礼

,

臣 事 君 以 忠

” ⑧的 忠 君 道 德 准 则
。

这 里

“

忠

”

是 臣 下 事

君 的 言 行 规 范

,

其 内 容 是

“

事 君

,

能 致 其 身

” ② ,

就 是 竭 尽 其 力 事 君

,

直 至 献 出 自 己 的 生 命

,

死 而 后 已

。

楚 国 的 子 文

,

三 为 令 尹

“

无 喜 色

” ,

三 次 被 罢 免

“

无 温 色

” ,

而 且 能 做 到

“
旧
令 尹 之

政

,

必 以 告 新 令 尹

” L
,

孔 子 赞 其 为

“

忠 矣

” 。

根 据 孔 子 的 这 些 思 想 认 识 和 所 提 倡 的 道 德 规 范

.

他
不 可

能
赤 裸 裸 地

倡
导

“

怨 刺 上 政

”

和 诗 歌 可 以

“

批 评

、

讽 刺 不 良 政 治

。 ” 。

再 次

,

《 论 语 》 中
“

怨

”

出 现 二 十 次 之 多

,

但 除 了

`

,(( 诗》…… 可 以 怨
”

外

,

其 他 表 现 各 种

“

怨

”

的 思 想 感 情 孔 子 都 持

否 定 态 实

,

尤 其 是 对 君 父 长 上 不 能 有 怨

。

孔 子 所 主 张 的 是

“

在 邦 无 怨

,

在 家 无 怨

”

⑧
。

在 子 贡

间 伯 夷

、

叔 齐 互 相 推 让 不 肯 做 孤 竹 国 君

,

后 来 有 没 有 怨 恨 时

,

孔 子 回 答 是

: “

求 仁 而 得 仁

,

又

何 怨
? ” L 问 题 十 分 清 楚

,

孔 子 根 本 不 会 公 开 主 张

“

怨 刺 上 政

” ,

以 及

“

批 评 不 良 政 治

” 。 “

怨 刺

上 政

”

是 汉 儒 以 美 刺 讽 谕 论
《 诗 》 的 表 现

,

与 孔 子 论
《 诗 》本 意 相 违

,

今 人 的 引 伸 阐 扬

,

则 明 显

有 现 代 文 艺 观 念 的 印 记

。

“
《 诗 》……可 以 怨 ” 究 竟 如 何 理 解 ? 我 认 为 深 明 孔 子

“

中 庸 之 道

”

的 朱 熹

,

所 解 最 为 通 达 可

信

。

在 《 论 语 集 注 》 中 朱 熹 释 为
“

怨 而 不 怒

” ;
在 《 诗 传 纲 领 》 中 进 一 步 阐 释 说

: “

所 谓

`

可 以 怨

’ ,

便 是 喜 怒 哀 乐 发 而 皆 中 节 处

。 ”

两 解 可 谓 探 得 孔 子 论
《 诗 》微 旨

。

我 们 知 道

,

孔 子 是

“

中 庸

”

哲 学

的 首 倡 者

,

他 说
: “

中 庸 之 为 德 也

,

其 至 矣 乎
! ” L “
中 庸

” ,

朱 熹 云

: “

中 者

,

无 过 无 不 及 之 名 也

。

庸

,

平 常 也

。 ” L “
无 过 无 门

闷
及

”

确 是

“

中 庸 之 道

”

的 核 心

。
《论 语

·

先 进
》载

, “

子 贡 问

`

师
(子 张 )



《子 夏 ) 也孰贤?
’

子 曰
:`

师 也 过

,

商 也 不 及

。 ’

日
: `

然 则 师 愈 与
?
’

子 日
: `

过

一

犹 不 及

, 。 ”

孔 子

所 说 的

“

过 犹 不 及

” ,

意 思 是 无 论 过 分 或 不 及 都 不 好

,

应 该 执 其 中 而 不 偏

。

所 以

, “

过 抚 不 及

”

是

“

中 庸

”

哲 学 的 真 谛

,

也 是 行

“

中 庸 之 道

”

而 立 身 处 世 的 准 则

。

运 用 来 评 价 音 乐

,

那 就 是

“

中

和

”

之 美

,

如
《 论 语

·

八 愉
》所 载 厂 予 曰 盯

`
《 关 唯 》乐 而 不 淫

,

哀 而 不
伤 扩

”

朱 熹 说

: “

淫 者

,

乐 之

过 而 失 其 正 者 也

。

伤 者
、
袁 之 过 而 害
子 和 者 也

。 ,

⑧ 《关 淞 》 遣 户 表 规 爱 倩
的 乐 章

,

乐 而 不 过 有

其 正

,

哀 而 不 伤 有 其 和

,

因 而 得 到 孔 子 的 称 赞

。

这 无 可 驳 辨 地 说 明 孔 子 虽 言
《 诗 》
“

可 以 怨

” ,

但 应 符 合 礼 义

,

不 能 过

,

不 能 偏

,

要 中 和 雅 正

,

因 而 我 以 为 可 以 肯 定 朱 熹 的 解 释 是 正 确 的

。

综 前 所 论

,

我 感 到 在 孔 子
《 诗 》 论 的 研 究 中

,

不 少 同 志 都 想 发 掘 其 精 华

,

并 且 加 以 弘 扬

,

出 发 点 是 好 的

,

但 应 严 格 依 循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原 理

,

历 史 地

、

具 体 地

、

多 层 面 地 分 析

,

合 理 地

加 以 阐 释

。

黑 格 尔 在
《哲 学 史 讲 演 录 》 一 书 中

,

以 布 鲁 克 尔 的
《 批 评 的 哲 学 史 》为 例

,

批 评 那 种

“

拿 我 们 的 思 想 方 式 去 改 铸 古 代 哲 学 家

”

的 研 究 方 法

,

列 宁 加 以 赞 扬

,

说 黑 格 尔

“

卓 绝 地 坚 持

哲 学 史 中 的 严 格 的 历 史 性

,

反 对 把 我 们 所 能 了 解 的 而 古 人 事 实 上 还 没 有 的 一 种 思 想 的

`

发 展

,

硬 挂 到 他 们 名 下

”

L
。

列 宁 的 这 一 段 话

,

对 我 们 研 究 中 国 美 学 史

、

文 学 批 评 史

、

文 学 史 等 都 有

指 导 意 义

。

当 然

,

孔 子 的 《 诗 》论
,

在 强 调
《 诗 》 有 加 强 道 德 修 养 的 作 用

,

以 及 社 会 政 治 功 能 方 面

,

随

着
《 诗 》的 文 学 特 性 被 认 识

,

孔 子 又 被 尊 为

“

大 成 至 圣 先 师

” ,

因 而 形 成 一 种 传 统

,

对 后 世 的 文

学 批 评 及 文 学 创 作

,

有 着 巨 大 而 深 远 的 影 响

,

这 又 是 值 得 研 究 的 问 题

。

以 上 所 论

,

有 不 妥 之 处

,

欢 迎 批 评 指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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