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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是我国文学的基石，它不仅开

启了诗歌、散文、赋等多种文学样式，而且是我国现实主义和浪
漫主义文学发展的良好开端。本书重点研究上古原始歌谣，神
话传说、《诗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以及屈原和楚辞，分析其
发展流变及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综合各家文学史的观点，给读
者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另有先秦文学理论的流变及影响，试
图从各个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中分解出他们的文学见解，
加深人们对先秦文学本质的理解。最后附有先秦文学文献资
料，介绍一些与先秦文学作品相关的研究及选注资料，便于学习
者使用。

一直以来，我与中国古代文学缘分匪浅，读书的时候便很喜
欢这门课程，非常幸运的是，工作以来能够执教这门课程，至今
已有七个年头。在教学过程中接触到了很多版本的文学史和相
关的资料书籍，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对于不同文学作品的观点，但
是阅览群书需要时间，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能不能将众多
书籍资料整合到一起，达到不必翻检群书即能看到齐备的教学
资料的效果。同时，也希望能有一个广阔的空间供我在文学史
的世界中遨游，于是有了写这本讲疏的想法，从中国文学的源
头———先秦文学开始整理。本书的体例特点是：既有文学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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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论述，又附以相关的文学理论和文献资料，力求提供较为丰
富的参考资料。我很清楚，自己学问根基尚浅，水平有限，缺点
多多，希望能够通过在写作过程中与大师们的思想交流尽快成
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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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遥远的声音———上古文学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讨文艺是如何产生的，艺术的起源问

题被学术界称为“斯芬克斯之谜”，形成了多种观点。我国通行
的说法认为文艺起源于劳动，这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探讨文
学的起源，恩格斯曾说过：“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
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但他只是论述了语言的产生，
没有谈到文学艺术。最早明确提出文艺起源于劳动这一观点的
是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他在《原始民族的艺术》
中阐述了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曾多次会晤恩格
斯，《原始民族的艺术》是对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化过程
中的作用》一文核心观点的推广和演绎：

人的觉察节奏和欣赏节奏的能力，使原始社会的生产者在
自己劳动的过程中乐意按照一定的拍子，并且在生产动作上伴
以均匀的唱的声音和挂在身上的各种东西发出的有节奏的响
声。但是，原始社会的生产者所按照的拍子又是由什么决定的
呢？为什么在他的生产动作中恰好遵照着这种而非另一种的节
奏呢？这决定于一定生产过程的技术操作性质，决定于一定生
产的技术。在原始部落那里，每种劳动有自己的歌，歌的拍子总
是十分精确地适应于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
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极其紧密地互相联系着，然而这三位一体的
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劳动，其余的组成部分只具有从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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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将普列汉诺夫《原始民族的艺术》由日译本翻译成中
文，自己也深受启发，于是将原始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推广为
原始文学起源于劳动，他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提出了
自己的臆测：

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
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
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
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
‘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
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
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我国各个版本的文学史著作，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
史也大多持这一观点。

除此之外，国外还有很多种观点，最古老的一种理论是模仿
说，始于古希腊哲学家。这种学说认为：模仿是人类固有的天性
和本能，艺术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模仿。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
所有艺术都是模仿的产物。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模仿的对
象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艺术不仅反映事物的外观形态，而且
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艺术创作靠模仿能力，而模仿能力
是人从孩提时就有的天性和本能。”

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它是较有影响的一种理论，代表人物
是德国著名美学家席勒和英国学者斯宾塞，因此人们也把“游
戏说”称为“席勒—斯宾塞理论”。席勒在《美育书简》中，首先
提出了艺术起源于游戏的观点，认为艺术是一种以创造形式外
观为目的的审美自由的游戏。“自由”是艺术活动的精髓，它不
受任何功利目的的限制，人们只有在一种精神游戏中才能彻底
摆脱实用和功利的束缚，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游戏说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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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审美活动和游戏一样，是一种过剩精力的使用，斯宾塞和席
勒一样，也认为游戏是过剩精力的发泄，它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
实用价值，却有助于游戏者的器官练习，因而它具有生物学意
义，有益于个体和整个民族的生存。

巫术说是西方关于艺术起源的理论中最有影响、有势力的
一种观点。最早由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
一书中提出。按照这种理论，原始人在史前洞穴壁画上描绘出
的美丽的动物形象，与审美无关，而是出于巫术的动机，是史前
人类企图以巫术为手段来保证狩猎成功而绘制的。巫术说对于
我们理解原始艺术，特别是原始美术发生的动力，以及这些艺术
在当时条件下非审美的性质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还有文艺起源于情感和思想交流的需要说。我们不能
片面的判定某一种说法是完全正确，或是完全错误，应该说这些
观点各有各的合理性，综合起来几乎可以涵盖文学艺术起源的
多种状况，这恰恰说明了文学艺术起源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上古文学指的是原始时代的文学，它包括上古歌谣和神话。
二者都是先民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时创作的，在其产生和早
期传播中都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到了文字时代才逐步予以记
载。上古歌谣包括上古时期的民歌、民谣，是民间文学的一种。
我国古代，以合乐为歌，徒歌为谣。上古歌谣比神话产生更早，
它是我国后世古典诗歌的摇篮。上古神话比歌谣更富于文学性
和浪漫主义色彩，对我国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为广泛深刻，是我国
文学的重要宝库和土壤。

第一节　 原始歌谣
中国文学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字产生之前的上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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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那时口耳相传的原始歌谣成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学样式。
上古时期的原始歌谣往往是和音乐、舞蹈交织在一起的。

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歌唱和舞蹈便成了初民抒发情感的主
要方式。《毛诗大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
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很好地解释了诗歌产生之时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
的缘由，这也是我国诗歌萌发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古籍中不乏
对这一特征的记载：

“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
三人被发而舞。”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文字产生和成熟之后，舞蹈渐渐从这种三位一体的状态中

分离出来，但是诗歌和音乐却常常是紧密结合的，每一种诗歌新
样式产生的初期，往往是和音乐紧密结合的，如宋词、散曲。

原始社会初民的主要社会活动便是生产劳动，因此，原始歌
谣的内容大多与生产劳动相关。如《吴越春秋》记载的古《弹
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生动地再现了初民制造弹弓打
猎的场面，又如《易

!

归妹
!

上六》的《毛歌》：“女承筐。无实。
士羊，无血。”描述了一男一女割羊毛的场景。劳动中产生的诗
歌自然受劳动过程中的号子声及劳动工具的节奏韵律的影响，
于是派生出诗歌的节奏和韵律，如原始劳作的动作往往是简单
的重复，而与之相应的劳动歌谣大多是二拍节奏，这也可以解释
《诗经》中四言诗的由来。

我国很多学者认为原始歌谣源自劳动中的呼喊声，鲁迅说：
“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
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成复杂的声音来。”（《且介亭杂文·门
外文谈》）而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初民们的思维和发音器官进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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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展，逐渐产生了语言，在呼喊声中随意添上一些简单的语
言，便成为有意义的诗歌，如《吕氏春秋·音初篇》的《候人歌》：
“候人兮猗！”在“兮”、“猗”两个呼声前面添了两个字，便形成
了诗歌的原始形式。正如鲁迅说：“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
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中国小说的历
史的变迁》）。”这样，一种富于韵调和节奏感的真正诗歌便产生
了。再后来作为一种有节奏的语言形式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先
民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一种特有形式。于是，即便不在劳动场
合，它也同样使用，从而显示出上古歌谣的丰富多样性。上古歌
谣尽管比较丰富，但因为是口头创作，没有文字记录，绝大部分
没有保存下来，古籍里偶有记载，也多是后人的伪托，如《南风
歌》（《孔子家语·辩乐》）、《卿云歌》、《大唐歌》（《尚书大传》）
等。比较接近原始形态或较为可信的上古歌谣，只有《弹歌》
（《吴越春秋》）、《伊耆氏蜡辞》（《礼记·郊特牲》）、《神北行》
（《山海经·大荒北经》）、《候人歌》（《吕氏春秋·音初》）及甲
骨卜辞和《周易》里的一些卦爻辞所保存的歌谣。另外，尚有一
些目存辞亡的上古乐舞，如《葛天氏之乐》（《吕氏春秋·古
乐》）、黄帝《云门》（《周礼·大司乐》）、《清角》（《韩非子·十
过》）、舜乐《大韶》（《尚书·益稷》）、禹乐《大夏》（《左传·襄
公二十九年》）等，代表着先民的重要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原始歌谣逐渐从内容和形式两个
方面完善着自身，逐步向文学意义上的诗歌靠拢。可以想象，在
文字产生之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先民们在每天的生产劳作中
必然创造了大量的歌谣，只是当时只能口头传唱，无法形成书面
文字，今天所看到的保留下来的原始歌谣，只是其中的一小部
分。如传说为尧舜时期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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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歌》等，文学史家们大多认为是真伪难辨，但记载在甲骨文和
周易中的一些卜辞、爻辞，风貌古朴，声韵谐和，和原始歌谣的真
实面貌还是比较接近的。

甲骨卜辞和周易中的筮辞大多反映了上古时期的战争：刑
罚、徭役、日常生活和习俗以及初民的心情和愿望。如甲骨卜辞
中的：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卜辞通纂》三六三）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三七五）
已巳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

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殷契粹编》第九零七片）
有求雨，有祈年，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先民们在和大自然斗

争过程中的心态。
《周易》中的筮辞内容则更加丰富。如：“得敌，或鼓或罢

（疲），或泣或歌。”（《中孚·六三》）把战胜敌人后的战士们的
喜悦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生动。又如：“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
且劓。”（《睽·六三》），描写一个牵牛赶车的人，身受刺额头和
割鼻子的刑罚，可以了解上古时期刑罚的严酷。又如：“明夷于
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夷·初九》）描写了行
役之人的艰苦。还有：“屯如鍃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屯·六二》），前两句描写两人骑马而行的状态，后二句点明
不是匪寇，是要结婚，真实地而又饶有趣味地再现了上古时期的
抢婚制度。再如：“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于尔靡
之。”（《中孚·九二》），描写了先民之间的真挚友情。

另外，伊耆氏的《蜡辞》（冬令蜡祭时的祝词）以类似“咒
语”的形式表现了初民试图征服自然灾害的积极精神状态。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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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祷祝丰收腊祭百神时的咒语式祭歌，它句句是命
令，喝令神化的土、水、昆虫、草木各归其位，各尽其职，以保护农
作物的生长，不要危害人类。语辞坚决，声威凌厉，全无顶礼膜
拜的祈求色彩，表现了先民征服自然的理想和信心。与此性质
相同的，还有《神北行》：“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这是
首驱逐旱神魃的咒语祭歌。它以幻想的祭歌语言，驱除旱神，以
维护生存，为劳动生产创造有利条件。与祈求式的祭歌相比，这
类祭歌更能显示出先民征服自然的积极性及同自然斗争的强烈
意愿。

还有一类歌谣是先民在图腾崇拜基础上创作的诗歌。图腾
是上古先民在探索生命本源过程中所承认的部族始祖，是部族
的保护神兼祖先，倍受部族成员的崇拜与颂扬。流传至今的上
古图腾歌谣已寥寥无几，典籍上保存的大都是有关图腾乐舞的
记载，而歌词均不可考，如《玄鸟》歌颂的是葛天部氏族的图腾
玄鸟（燕子），《云门》歌颂的是黄帝氏族的早期图腾云等等。现
今保存下来的此类诗歌，仅有《吕氏春秋·音初》所载的一首
《燕燕往飞》。虽然歌词只有“燕燕往飞”一句，但有关情况记载
比较详细：

“有篲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
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博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
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
作为北音。”

关于商氏族的始祖契为玄鸟所生的神话，《诗经·商颂·
玄鸟》及《史记·殷本纪》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述。玄鸟即燕，是
商族的图腾。这句歌辞在如醉如狂的图腾崇拜中，正表现了商
族先民对祖先的无限依恋和向往的深情。这类歌谣对先秦诗歌
的抒情表意及比兴手法的运用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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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神话传说

一
神话是上古先民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

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
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
神，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它的产生，首
先与远古时代生产力和认识水平低下有关。先民们对各种自然
现象、世界和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及变化，无法做出科学的解
释，只能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其次，与
上古先民解释自然、抗争自然和提高自身能力的强烈渴望有关。
这种渴望，促使先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及问题进行思
考，并力图对它们做出自己的解释与描述。再次，与先民们的原
始宇宙观和原始思维有关。原始先民相信万物有灵，相信有超
自然的主宰，相信灵魂和神灵的存在，他们崇拜图腾、信仰巫术、
崇拜自然崇拜、祖先，与此相联系，原始思维也以万物有灵为核
心内容，以人与自然互渗为原则，以直观感性、充满情感和富于
想象力为特点。因而在神话中，一切自然现象和某些社会存在
都被看成是有生命的，赋予以人的特点和超自然的能力。

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文学发展
过程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神话人物不仅对历代文学创作
和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的多元影响，而且神话传说神奇丰富
的想象力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认知方式，对后代虚构文学和
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也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事实证明，历
代的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原型和母题中也包含着神话传说中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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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另外，神话传说还具有丰富的美学价
值和历史价值，她与远古生活的历史的密切联系，是我们研究人
类早期社会珍贵的文献资料。

我国学者对神话的解释一般都是根据马克思关于神话的
论述：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
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
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随着自然力在实际上
的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

这些论述指出了神话的基本特性。神话和传说既有区别又
有联系。神话偏重于人神起源和万物初始的来历，传说偏重于
口头流传的世界的来源和英雄故事的说法，神话是传说的原型，
传说是神话的社会历史化。从产生的年代看，神话产生较早，传
说稍晚，如女娲造人和补天的神话是母系氏族社会状况的反映，
而以远古帝王为中心的歌颂政绩类的传说则是进入父系氏族社
会后的产物。从内容和形式看，神话荒诞怪异，虚构成分比较
大；传说则是人类对童年的回忆，有一定的可信性和传奇性，有
附会史实的特点，塑造人物也以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人物为主角，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大禹治水的传说，人们一直无法确定历史
上是否真有大禹这个人物，近几年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遂
公

"

上面的九十八个字的铭文记载了大禹治水和为政以德的史
实，证实了大禹和夏朝的确存在。鲁迅先生说：“迨神话演进，
则为中枢者渐近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鲁迅全集》卷
八）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神话和传说常常融为一体，我们习惯
把传说也归入到神话之中，或者将二者并称为神话传说。

其实在先秦时代，我国并没有系统的神话，更没有神话文
学，所谓的上古神话，是今人追加的。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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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类中，我们看到直到清代，《山海经》一书才归到子部小说
家之类，之前一直作为史部的地理类著作著录。我国神话历史
化的特征，早在春秋早期就开始了，孔子曾说过“不语怪力乱
神”，而且还直接参与了对神话的改造，据《尸子》（孙星衍辑本）
卷下载，当子贡向孔子提及黄帝有四张面孔的神话时，孔子说：
“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此谓之四面也。”四张面孔被解
释为四个人面朝四个方向，“黄帝四面”的神话就变成了一件有
关治理天下的史实。另外关于夔有一足的神话也被孔子解释为
有夔一个人就足够了，神话人物的神性色彩被抹杀殆尽，使其回
归到现实。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圣人的孔子
对待神话的态度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以史为
宗的观念也阻碍了神话的发展，这也是我国幻想文学缺失的一
个重要原因。

我国神话具有多族多源的特点。一般所说的神话主要指唐
宋以前汉族经籍所记载的古代神话。这些典籍主要有《诗经》、
《庄子》、《韩非子》、《山海经》、《楚辞》、《吕氏春秋》、《淮南
子》、《风俗通义》、《三五历记》、《列子》等。其中，以《山海经》、
《楚辞》和《淮南子》保存的神话较多，尤以《山海经》最多，而且
接近上古神话的原貌，《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分别成书于秦汉
两代，也都保存了不少神话，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
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都出自《淮南子》。还有一
些神话保留在史书和子书中，如《左传》、《国语》、《庄子》、《孟
子》、《墨子》和《韩非子》等，其中《庄子》援引神话最多。我国
神话原本应是很丰富的，可惜由于我国文字繁难，记录不便；由
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崇尚实用，罢黜玄想，不语怪力乱神和
远古的荒唐之说；由于神话演变过程中的历史化、文学化和宗教
化等因素，没有得到完整系统的记录和保存，只剩下零碎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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