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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到经学》

内容概要

《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探讨了《诗经》由“诗”而“经”而“经学”的发展过程，梳
理了先秦两汉《诗经》学发展演变的整体脉络，分析了《诗经》由文学走向经学的政治、文化和学术
动因。《诗》原本是先秦时期散文诗歌总陈，在长期的流传中，《诗》由文学转而为经学，丧失了其
作为文学的鲜活和灵动，却收获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春秋时代，“诗”只是作为为赋诗言志
、引诗陈词的文学载体出现。到了战国时代，“诗”经过孔子散文整理，被提到了“经”的地位。从
文学转向经学，《诗经》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更对东方各国的文化思
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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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卷一  两周礼乐制度下的《诗》学发生
一、两周礼制与《诗》之结集历程
1．宣王中兴与《诗》之第一次结集
2．平王“崇礼”与《诗经》的再度编辑
3．孔子“删诗”与《诗》之三度编辑
二、春秋《诗》学及其变迁
1．《诗》之文化角色的变迁
2．会盟燕享与诗礼风流
3．世卿公族与诗礼名家
三、孔门《诗》学及其承启意义
1．《诗经》的文化使命
2．孔子诗学的礼乐传统与政教倾向
3．子夏家学、诗学及其对孔子诗论的发展
卷二  战国争鸣中的《诗》学传播与诠释学的发生
一、诸子争鸣与《诗》学的传播
1．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机
2．战国纷乱与《诗经》传本的歧出
3．战国《诗》学传播及其中心之转移
二、战国儒书引《诗》论《诗》的不同价值取向
1．子思派《诗》学及其道德化倾向
附：子思派著作引《诗》称《诗》表
2．公孙尼子与战国诗乐理论
3．孟子《诗》学与王道政治
4．苟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三、战国《诗》论与《诗经》诠释学的出现
1．《孔子诗论》对孔子诗学的发展及其心性解诗倾向
2．《诗小序》的产生与诗“美刺”评价体系的确立
3．《尔雅》的出现与《诗经》诠释学的产生
卷三  秦汉皇权政治确立时期的《诗》学与经术
一、政治一体化与天道圣统思潮下的诗学传播
1．天道圣统思潮下的《诗》学定位
2．汉初《诗经》传播与四家诗的形成
3．四家诗外的诗学考索
二、走向权力中心的西汉诗学与经术
1．从诗学到经术
2．西汉鲁诗学及其价值取向
3．西汉齐诗学及其怪异性格的形成
附：董仲舒《春秋繁露》引《诗》称《诗》与今本《诗经》对照表
4．韩诗渊源及其混合性格
5．刘向《诗》说及其价值取向
附：刘向著作引《诗》称《诗》表
三、西汉末与东汉《诗》学之学术转向
1．诗学极盛与家法的形成
2．经学队伍的裂变与《诗》学的学术化
3．《诗》学内涵之变迁及其意义
4．由人学到天学的《诗》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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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到经学》

四、东汉三家《诗》学及其“致用”形态
1．三家诗学命运的变迁
2．《白虎通》典制诠释规定下的《诗》学体系
附：《白虎通》引《诗》表
3．班固《诗》学的史家观照及其民俗学倾向
4．汉末诸子回潮中的《诗》学致用取向
附：《潜夫论》引《诗》表
附：《中论》引《诗》称《诗》表
五、《毛诗》的渊源及其兴起
1．《毛诗》源流与《毛诗》派兴起的内在机制
2．《毛传》战国遗孤角色及其理性精神
3．《毛传》释诗特色及“兴”之意义内涵
附：《毛诗》标兴表
六、郑玄《诗》学与《毛诗》霸权的确立
1．从毛氏《诗传》到郑玄《诗》学
2．郑玄人格及其《诗》学的双重治乱理想
3．郑氏《诗》学的基本框架及其价值取向
4．郑玄诗学理论及其对传统诗论的转换
附1：《汉书》引《诗》表
附2：《后汉书》人物引《诗》表
参考文献
后记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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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以前我就知道汉儒是个断代的误读，看了这书之后我更明白了在战国时期分派的根源
2、几个附表倒是很有用
3、两年前看的，完全从 诗经学史 的角度来写的，虽然自己一直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写法，但质量的确
很高。虽不喜欢，但自己的东西也TM擦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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