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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孔子时称为“诗” 

或“诗三百”；到了汉代，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所整理 

过的书称为“经”，才确定《诗经》的名称。秦火以后，汉时保存研 

究《诗经》的有四家：鲁人申培的鲁诗，齐人辕固的齐诗，燕人韩 

婴的韩诗(现存《韩诗外传》），这三家诗都先后失传;我们现在所 

读的《诗经》，是毛亨、毛苌传下来的。毛亨作《毛诗故训传》，所 

以后人又称《诗经》为“毛诗”。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共三百零五篇。《诗经》都是 

周诗，它产生的年代，大约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历时五 

百多年。它产生的地域，约在现今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 

东和湖北北部一带地方。至于它的作者，我们只能根据诗的内 

容推测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具体的姓名，除古书上有记载或 

在诗篇中自书姓名者外，其余绝大多数是无法考知的了。

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在这样广阔的地区中，产生了这么多 

的诗篇，是谁、又是怎样把它们搜集、编订成为一本诗集的呢？ 

根据古代文献，说周代设有采诗的专官，官名叫做“酋人”或“行 

人”，到民间去采诗。《国语》又有公卿列士献诗、太师陈诗的说 

法，他们所献陈的诗，据说也在《诗经》内。当时大量的民歌和贵 

族的诗篇，就是依靠采诗献诗制度而保存下来的。那么，又是谁 

将这些诗篇加工整理成为诗集的呢？《周礼》说：“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賦，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又说：“大司乐以乐语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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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见周代乐官不但保管《诗经》，且负担着教授诗、乐的任 

务。三百篇都是有乐调的，诗乐不分，进行加工编辑工作的，可 

能就是乐官太师。到了春秋时代，诸侯间交际频繁，一般外交家 

为了锻炼自己的n 才，加强外交辞令，常常引用诗歌的章句，来 

表达本国或自己的态度和希望，使其语言含蓄婉转而又生动，这 

就形成当时上层人物学诗的风气。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 

自。”周诗可能即在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的普遍要求下，乐工 

不断地加工配乐，逐渐地结集成为一本教科书。孔子一直称“诗 

三百”，《左传》引诗百分之九十五都见于《诗经》，可见在春秋时 

代，已经有固定的教本了。《史记》有孔子删诗说，经过千百年学 

者的考证，孔子只是对“三百篇”做了校正乐调的工作，并没有 

删诗。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古人按什么标准来分的？后 

世学者对这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有力者约有三说：（一）认 

为按诗的作用分，以《毛诗大序》为代表。（二）认为按作者的身 

份及诗的内容分，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三）认为按音乐 

分，以郑樵《六经奥论》为代表。我个人同意第三说。郑樵说： 

“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古人所谓“风”， 

即指声调而言。《郑风》，就是郑国的调儿，《齐风》，就是齐国的 

调儿,都是用地方乐调歌唱的诗歌。好像现在的申曲、昆腔、绍 

兴调一样，它们都是带有地方色彩的声调。十五国风，就是十五 

个不同地方的乐调。雅是秦地的乐调，周秦同地，在今陕西。西 

周的都城在今陕西省西安西南，古代叫做“镐”；这地方的乐调， 

被称为中原正音。“雅”字《说文》作“鸦”，鸦和乌同声，乌乌是秦 

调的特殊声音，所以称周首都的乐调为雅，也就是《左传》说的 

“天子之乐曰雅”，又好像现在人称北京的乐调为京调一样。雅 

有大小之分，孔颍达说：“诗体既异，音乐亦殊。”惠周惕《诗说》认 

为大、小雅就像后代音乐的大吕、小吕一样，都是乐调的区别。



颂即古代的“容”字，阮元译作“样子”,就是表演的意思。颂不但 

配合乐器，用皇家声调歌唱，而且是带有扮演、舞蹈的艺术。据 

王国维考证，风雅只清唱，歌辞有韵，声音短促，叠章复唱。颂诗 

多数无韵，由于配合舞步，所以声音缓慢，且大多不分章，这就是 

颂乐的特点。从上面说的看来，周诗既保存于官府，太师又负着 

编订、加工、讲授《诗经》的工作，他们根据乐调给诗分类，那是很 

可能的事。古人将风、雅 、颂和《诗经》的表现手法賦、比、兴连在 

一起，称为“诗之六义”。

《诗经》大体上反映了周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 

读它就好像读了一部周族从后稷到春秋中叶的发展史。

《国风》里有一些反映人民劳动生产的诗歌。如《芣苢》，它 

再现了活泼健康的古代劳动妇女的形象，语言的反复，篇章的重 

叠，表现了这些妇女对劳动的热爱。再如《七月》,叙述了豳地农 

民一年四季无休止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生活的各个方面，形象地 

反映了周代剥g 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雅、颂里也有一部分 

反映农业劳动的诗歌，如《甫田》、《大田》、《载芟》、《良耜》。这些 

诗篇多经贵族文人的修改，用于祭祖祭神等活动，和民歌有很大 

区别。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农民知道制造农具，知道选种、除 

草、施肥、灭虫，可以看出当时农业生产的高度发达。

风诗里还有一些反剥削反压迫的诗歌，《伐檀》、《硕鼠》是其 

代表作。《伐檀》是一群伐木者在河边砍伐檀木，替统治者造车 

发出的呼声，谴责了统治者不劳而获的罪行和剥削制度的不合 

理。《硕鼠》的作者将剥削者比作贪吃的大耗子，并发誓要离开 

那里，到没有耗子的理想国去。可是，那个没有剥削而能安居的 

乐土，只是诗人的幻想，所以他最后只能失望地长叹说：“乐郊乐 

郊，谁之永号！ ”这两首诗，反映了我国人民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有



消灭剥削制度的理想和愿望，具有高度的思想意义。

周代初年，大小诸侯原有一千八百国,到春秋时代只剩三十 

几国了，诸侯间大鱼吃小鱼的兼并战争的剧烈，可想而知。此 

外，周族常常受到四夷的侵扰，抵抗外侮的战争便时有发生。 

《无衣》是秦襄公时的军中战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充满了 

慷慨激昂热情互助的气氛。后三句“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 

同仇”，乂表现了人民勇敢从军，团结友爱，共同御侮的决心。可 

见，正义的战争，人民是拥护的。但是，非正义的战争，就必然遭 

到人民的反对。《击鼓》写一位兵士被迫服役南行，他想起 I1&别 

时和妻子的誓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现在都成了空话，他不禁沉痛地诉说：“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 

嗟洵兮，不我信兮！ ”这种委曲怨恨的典型情绪，正反映了人民对 

非正义战争的反抗。无休止的服役制度，也是压在人民身上惨 

重的负担。《鸨羽》写怨恨自己服役，家中缺乏劳动力，无人赡养 

父母的忧虑和痛苦。《君子于役》写主妇傍晚看见牛羊归家，而 

想到征人还未归来，即景生情，语淡意浓。这一类诗，都说明了 

战争和徭役破坏农业生产和家庭生活，也是阶级矛盾的一种 

反映。

《国风》中有不少揭露统治者丑行的讽刺诗。《新台》揭露劫 

夺儿媳为妻的卫宣公的丑恶行为，把他比作癞虾蟆。《相鼠》痛 

骂那些荒淫无耻的统治者连老鼠都不如。《南山》斥责齐襄公禽 

兽之行，竟和胞妹私通。《株林》嘲讽陈灵公和夏姬的淫乱。《墙 

有茨》讥刺了卫国宫廷的丑事。《君子偕老》鞭挞了卫宣姜这个 

位尊貌美而淫乱的“国母”。如果把这些诗合在一起读,真是一 

幅绝妙的百丑图。

风诗中特别多的，是人们抒写关于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 

诗。《南山》诗说：“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 

媒不得。”《周礼•媒氐》说：“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



者不禁。”这说明了周代人民在国定的仲春开放月里，恋爱结婚 

是比较自由的。其他时间就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始 

能正式结婚；否则，社会上就认为是违礼犯法的事。反映在诗篇 

里，有的表现着恋爱结婚非常自由，有的又表现着受礼教的束 

缚。如《野有蔓草》、《木瓜》、《萚兮》等都表现了男女情投意合的 

爱情。《静女》、《溱洧》等反映了青年男女自由自在地过着合理 

幸福的生活。但是，另一种诗，却表现着恋爱婚姻受种种的限制 

和破坏。《将仲子》写一个少女虽然深爱仲子，但她害怕父母、诸 

兄、国人之言，不得不沉痛地牺牲她的爱情，请求仲子不要再来 

找她。她那“可怀”与“可畏”的心理矛盾，正反映了当时男女爱 

情与礼教之间的矛盾。《诗经》情歌中还有一种值得我们注意 

的，即弃妇之辞，可以《氓》为代表。这首诗叙述一个女子和男方 

从恋爱、定约、结婚到受虐、被弃的过程，倾诉她悔恨交加的心 

情，反映了妇女被玩弄虐待,婚姻没有保障的悲惨命运和她们的 

不平。

西周传至厉王，暴虐无道，任用巫祝控制人民的言论，残酷 

地剥削人民，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引起了国人的反抗，厉王逃亡 

而死。宣王即位，修内政，定边患，史称中兴。幽王继立，增赋 

税,宠褒姒，任小人，也是一个暴虐昏庸的统治者，终被犬戎所 

杀。厉王幽王时代，产生了一些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诗和 

讽刺诗，都编在二雅里。其中有反映因贵族间争田夺地的，如 

《节南山》、《何人斯》。有反映争夺政权的，如《桑柔》。有对劳役 

不均的怨恨，如《北山》。有对贫富悬殊的不平，如《正月》。这些 

矛盾，几乎达到很尖锐的程度，《巷伯》中说：“取彼谮人，投畀豺 

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对于那些造谣 

诽谤的当权者,真可说是恨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了。这些谴责， 

出于切身利益受损害、政治上受压抑的人物之手，他们最熟悉周 

王朝的内部情况,又有一定的文化教养，所作的政治讽刺诗比较



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在艺术上也有较高的价值。

雅诗中还有反映贵族生活的诗，如《小弁》写父子矛盾，《白 

华》写夫妻矛盾，《鹿鸣》、《常棣》、《伐木》写朋友兄弟宴会之乐， 

《宾之初筵》写饮酒无度、失仪败德等，这些诗，结构完密，形象生 

动，是《诗经》中的佳作。

雅诗中还有叙述周人开国和宣王征伐四夷而中兴的诗篇， 

后人称之为“史诗”。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以及《六月》、《采芑》、《常武》、《出车》、《江汉》等都是。《生民》歌 

颂周始祖后稷，他是氏族社会女酋长姜嫄的儿子，由于发明种植 

五谷，中国社会由母系制向父系制转化，并奠定中华以农立国的 

始基。读《公刘》，不觉眼前浮现一位带领周族由邰迁豳的英雄 

形象。读《绵》,如见人民由豳迁岐开辟田地，建筑房屋的业绩。 

读《大明》，如见武王伐纣，在牧野鏖战的伟大场面。读《六月》等 

诗，如见宣王率军讨伐四夷的战功。这些,都是历史家最宝贵的 

资料。

《小雅》里有一小部分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类似风诗，如 

《黄鸟》、《我行其野》等十二篇（龚橙《诗本谊》说）。《苕之华》的 

“人可以食，鲜可以饱”，“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不是在饥饿线上 

挣扎的劳苦人民，恐怕反映不出这样的生活和感情。而且这些 

诗重章叠句，篇幅也不长，很像民歌。可见雅诗和《国风》之间并 

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至于颂，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它和雅诗中歌颂统治阶级和 

祭神祭祖的诗一样,其思想内容无甚可取。但如《载芟》、《良耜》 

描写农业生产，具体而生动。《阎宫》赞美鲁僖公能恢复疆土，修 

建宫庙，长达一百二十句，是《诗经》中最长的诗。《驷》、《潜》描 

绘畜牧和渔业生产。这些都含有人民的创造因素，在艺术上也 

不是毫无借鉴之处。

《诗经》中还有一些没落贵族厌世颓唐的诗，如《蜉蝣》、《蟋



蟀》;礼俗诗，如《桃夭》、《螽斯》；别诗，如《燕燕》、《渭阳》；悼亡 

诗，如《葛生》、《素冠》。最后，必须提一下《载驰》，作者许穆夫 

人，是一位有见识、有斗争性的爱国诗人，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女 

诗人。

《诗经》出色的艺术手法，韩愈称之为“葩”，王士祯比它“如 

画工之肖物”，也就是说诗人善于塑造众多逼真的人物形象，就 

像花一样生动美丽。这种艺术境界，是与其语言艺术的高度成 

就分不开的。其中经前人总结的常用表现手法为賦、比、兴。

朱熹说：“賦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换句话说，賦就是 

叙述和描写，它是诗人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谢榛《四溟诗话》 

对賦、比、兴曾经做过一番统计工作，他说:“予尝考之《三百篇》： 

賦，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他的统计可能有出 

入，但结合诗篇实际情況来看，賦句确实占多数。由于賦比较直 

截、明显，不像兴那样复杂、隐约，所以后人对它的研究比较少。 

《诗经》运用賦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全诗均用赋体者，如 

《静女》、《七月》等。《七月》全诗八章，将农民一年十二月的劳动 

项目铺叙出来，议论抒情虽少，但农夫被领主剥削的道理自明， 

不必再费什么唇舌了。（二）全诗均用设问叙述的，如《采蘋》、 

《河广》等。《河广》是春秋时宋人侨居卫国者思乡之作。这位游 

子，虽极思返乡，但终无法如愿以偿，于是唱出了这首诗。全诗 

二章，每章四句，都用设问的賦式，杂以排比、夸张、复叠的修辞； 

于是宋国虽近而至今不得归去的思想感情，便委婉尽致地表达 

出来了。（三）每章章首起兴，下皆叙述者，如《燕燕》、《兔爰》 

等。《兔爰》全诗三章，章首一二句都是起兴有兔爰爰,雉离于 

罗。”下两章只换一个字而意义相同，由此而引起下面的叙述，抒 

写“我生之初”和“我生之后”的苦乐悬殊。这诗应以賦为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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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是为叙述抒写服务的。（四）全诗仅首章或一二章起兴，余皆 

叙述者，如《节南山》、《谷风》等。《谷风》首章的“习习谷风，以阴 

以雨”二句是起兴，兴句中所写的丈夫的暴怒，引出下面叙述诗 

中女主角当初治家的勤劳，被弃的痛苦等等，都是以賦的形式来 

表达的。（五）杂比句的描写叙事诗，如《君子偕老》、《斯干》等。 

《斯干》全诗九章，第四章的“如歧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 

晕斯飞，君子攸跻。”运用四个比喻，形容殿堂的宏伟华丽。其余 

都纯用赋法，描写生动，是一首较好的叙事写景诗。（六）采取 

对话形式的赋体诗，如《东门之埤》、《女曰鸡鸣》等。《女曰鸡鸣》 

是夫妻早起的对话，叙述他们二人一问一答，最后丈夫解下身上 

的佩玉相赠，表示对妻子的深情厚爱的报答。诗人运用赋的手 

法，速写了一幅幸福家庭的图画。总之,赋可以是叙事、描绘，可 

以是设问、对话，也可以是抒情或者发议论。议论诗以二雅为最 

多，不胜枚举。

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换句话说，比就是比喻， 

在《诗经》中用得很广泛。它的形式，可分为明喻、隐喻、借喻、博 

喻、对喻等。明喻是正文和比喻两个成分中间用一个“如”字（或 

意义同“如”的他字）作媒介，如“有女如玉”，这是用玉洁白柔润 

的属性，刻画诗中人物的美丽温柔。又如“有力如虎”，抽象的 

“力”的概念，通过比喻，就从具体的“虎”字而形象化了。隐喻是 

将正文和比喻合为一体，如果说明喻的形式是“甲如乙”，那么隐 

喻的形式可以说是“甲是乙”。《正月》的“哀今之人,胡为虺蜴？” 

《节南山》的“尹氐大师，维周之氐”，“为”和“维”都解做“是”。说 

当时人是蛇虫，把他们形容得很透彻。说姓尹的太师是宗周的 

根柢 ，一 个“氐”字也道出了尹氐对于周王朝的重要性。至于借 

喻，是正文全部隐去，以比C 代表正文，其中带有讽刺意味的，亦 

称讽喻。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是借田间的大老鼠，来比贪 

婪的剥削者。《新台》诗说：“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诗人借丑陋



的癞蛤蟆，来比丑恶的卫宣公。这样一借用，更足以引起读者的 

共鸣。博喻顾名思义即用多种比喻来形容正文。如《淇奥》的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人以切磋琢磨等方法，比有 

才华的君子精益求精地修养自己的才德,对诗中的形象起了精 

雕细刻的作用。对喻是正文和比喻上下相符的一种形式，它的 

实质及作用和明喻一样，但在形式上却省去“如”、“若”等字，是 

明喻的略式。如《衡门》的“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 

齐之姜”，前两句是比喻，后两句是正文。《巧言》的“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跃跃毚兔，遇犬获之”，前二句是正文，后二句是比 

喻。宋陈暌《文则》称它为“对喻”，因为在句式上是两两相对的。 

从上看来，比和赋一样，性质很明显,后人对这也没有什么争论。

最复杂的问题是兴。兴是启发，也称起兴。它是诗人先见 

一种景物，触动了他心中潜伏的本事和思想感情而发出的歌唱， 

所以兴句多在诗的开头,又称“发端”。有些学者对兴和比、赋的 

差别感到有些混淆，不易辨别；有些人干脆否定兴的存在。我以 

为结合诗的内容和形式作具体的分析，还是可以指出它和比、赋 

的区别的。第一，兴多在发端，它在诗篇的地位，总是在所咏事 

物的前面，极少在篇中，即朱熹所谓“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 

之词也”。而賦、比无此特点。第二，比的运用，是以彼物比此 

物,总是以好比好，以不好比不好。但兴含比义时，有时也可起 

反衬作用，如以好反衬不好等。《凯风》末二章说:“爰有寒泉，在 

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现院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 

人 ，莫慰母心。”陈奂《诗毛氏传疏》说：“后二章以寒泉之益于浚， 

黄鸟之好其音，喻七子不能事悦其母，泉鸟之不如也。”这样反衬 

诗中形象的特点，是比的手法所没有的。第三，兴是诗人先见一 

种景物，触动了他心中潜伏的本事和思想感情而发出的歌唱，比 

是先有本事和思想感情，然后找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如“有女如 

玉”，玉这个东西，不是诗人当前接触到的，而是诗人依据过去的



经验，认为玉是漂亮温柔的。当见到女时，便联想到玉，故意取 

它的特性来刻画女。兴就不是这样，是触物起情。所以兴句多 

在诗的开头，而比句多在章中。第.四，比仅联系局部，在一句或 

两句中起作用，如《硕人》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每个用来 

作比的东西，仅仅联系句中被比的东西，不能互相移易。兴则不 

然，诗的开头两句往往为全章甚至全篇烘托了主题，渲染了气 

氛。如《关雎》的作者，看见雎鸠关关地叫，在河洲追求它的伴 

侣，诗人便联想到君子所追求的那位德貌兼美的好姑娘，就把最 

近夜里翻来覆去失眠的痛苦，同她谈情结婚的幻想，写成一首诗 

篇。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兴句，便标示了本诗的主要内 

容，就是君子追求淑女的主题。从上看来，兴和比的差别，不但 

搞得清楚，而且是比较明显的。至于兴和赋的区别，也是能搞清 

楚的。赋是直述法,诗人将本事或思想感情平铺直叙地表达出 

来。如《狡童》是把狡童不和诗中的“我”说话、同食，因而“不能 

餐”、“不能息”的情绪直率地表达出来。兴诗就不是这样，如《汝 

坟》的“遵彼汝坟，伐其条枚”，这是诗人本身正在做的事。由于 

当前所作之事，触动了诗人的思夫之情，她就将当前伐条枚的事 

如实地叙述下来，所以很像賦。下面接着说:“未见君子，愁如调 

饥。”她由伐条枚而联想久别的君子。所以上二句是兴不是賦。 

《泽陂》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是写景，形式上很像賦。诗人看 

见湖水的堤旁有菖蒲和荷花作伴，因而触动了诗人失恋之感，唱 

出了“有美一人，伤如之何”等诗句。所以上二句也是兴不是賦。 

《泽陂》的写景和《汝坟》的叙事，并不是单纯的，而是由这种景或 

事而触动起来的一种思想感情，是和全诗的主要内容有紧密的 

有机联系的。由此可见，兴和賦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

《诗经》兴的手法，到底有哪几种形式？在诗中起了什么作 

用呢？它的形式：有各章都用同样的事物起兴的，如《萚兮》。 

有各章用不同的事物起兴的，如《南山》。有一章之中完全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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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葛覃》的第一章。有全诗都用兴法来歌唱的，如《鸱鸮》。 

这四种形式，它可以起比喻衬托的作用，如“关关雎鸠，在河之 

洲”是比喻衬托君子追求淑女之情。它又可以兼有写景叙事的 

作用，如《风雨》每章均以风雨、鸡鸣起兴，渲染出一幅风雨凄其， 

鸡声四起的背景，生动地刻画了思妇“既见君子”后的喜悦心情。 

它还可以起塑造诗中主要人物形象的作用，如《標有梅》,三章分 

别以“標有梅，其实三兮”；“標有梅，其实七兮”；“標有梅，顷筐垔 

之”起兴。三章兴句的层次，与诗中人物心理活动的变化相适 

应，刻画了一位直率真诚渴望爱情的女子形象。它又可以突出 

诗篇主要内容的作用，如《绸缪》开头就唱“绸缪束薪，三星在 

天”，这在当时人一听，就马上理解他唱的是结婚诗。因为周代 

的风俗习惯是这样的：结婚必定在黄昏时候，必定束薪做火把， 

束草喂马，迎接新娘，举行婚礼。它又能增强作品的思想感情作 

用，如《相鼠》的兴句说“相鼠有皮”，诗人以最讨厌的老鼠尚且有 

皮，反比卫宣公人不如鼠，表现了诗人对统治者的谴责反抗的思 

想感情。它又能起调节音律、唤起感情的作用，当我们读到“伐 

木丁丁（音争），鸟鸣嘤嚶”，“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时候，就会 

引起一种音响抑扬的美感。有的诗人运用民间习语作为开端， 

它和诗的下文意义多不连贯，但唱起来音节悠扬合拍，流利顺 

口，如《扬之水》。由上看来，《诗经》中兴的艺术形式是多种多样 

的，它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较赋和比复杂多了。

赋 、比、兴是《诗经》最基本的艺术特点，但它的艺术魅力，并 

不止于此。还有一些修辞手法，如复叠、对偶、夸张、示现、呼告、 

设问、顶真、排比、拟人、借代等等。限于篇幅，只得从略。

《诗经》所使用的语言，既丰富而又多彩，用来绘景塑形、叙 

事表情，愈觉诗篇鲜明生动。有些词汇，经过几千年 ， 一 直到今 

天还在使用，如“中央”、“休息”、“婚姻”、“艰难”等，而“尸位素 

餐”、“秋水伊人”、“高高在上”、“惩前毖后”等，也成为常用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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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了。这不但说明《诗经》的语言丰富精炼，且对我国民族语言 

发展有较大的贡献，成为研究古汉语者必读之书。

《诗经》的句法，主要是四言的，这可能受原始劳动诗歌一反 

一复的制约。但到诗人情绪激昂时，也会突破常用的句式，如 

《伐檀》五、六 、七、八言都有，《缁衣》中有一言句，《祈父》中有二 

言句，《君子于役》中有三言句，可见《诗经》的句法，有从一言到 

八言的变化。

《诗经》的韵律，是比较和谐悦耳的。在声调方面，有双声、 

叠韵、叠词、复句之妙，有顶真、排比之变，有兮、矣、只、思、斯、也 

之声。这些，都加强了诗的音乐性。在用韵方面,也是比较复杂 

而又自由的。好在王力同志的《诗经韵读》已经问世，读者可按 

古音去读《诗经》，一定是音节铿锵,和谐优美的。

四

这本《诗经译注》是把诗三百零五篇全部介绍给读者。除原 

诗外，每首诗包括题解、注释和译文三部分。关于诗篇的主题， 

是众说纷纭的。我们既不能跟在前人后面亦步亦趋地转，也不 

能完全抛弃旧说，一空依傍。因此，写每篇题解时，我主要采取 

“就诗论诗”的态度，注意剔除经生们牵强附会的解释。如《国 

风》中一些清新可喜的爱情歌曲，被挂上“后妃之德”等牌号，歪 

曲原诗的意义，是需要予以M正的。另一方面，也避免刻意求新 

之弊，对于一些主题不明显又无从考证的诗，则付之阙疑，不强 

作解说。

注释尽量做到浅显易懂。对于某句的古注有好几种解释 

的,则选择一种较为合理的注释。对于二说可以并存的，则将另 

一说也附在注后，以便读者有所选择。比较生疏的字都加上注

音，只注今音，不注古音。

关于译文，《诗经》时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要将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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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准确而流畅地翻成新诗，而又不失其诗味，实在是一件极其 

困难的事。但对于读者，尤其是对青年同志来说，在原诗旁附一 

篇译诗，确是很必要的，我努力地作了一番尝试。译诗的原则， 

是尽可能逐句扣紧原诗，但不是逐字硬译。因为同时还有注释， 

所以有的译文便多考虑传达一些原诗的风味情调，使注释和译 

文可以相得益彰地配合起来。《诗经》的译文工作，甚至新诗的 

创作，毕竟还在摸索之中，我很希望同广大读者、学者和有志于 

此的同志们一起来修改这些译诗,在反复推敲中提高。

本书承汪贤度、王维堤同志审阅，承蒋见元、刘永翔同志帮 

助，特此志谢！

程俊英

于华东师大古籍整理研究室 

一九八二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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