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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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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文献研读》

内容概要

《诗经文献研读》以《诗经》元典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诗经》专题研究、《诗经》作品研究、
《诗经》要籍提要和《诗经》研究方法论等方面梳理《诗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便拓展学术视野
，使不同层次的研读者找到入学门径，学习治学方法，并提供基本的研读书目与相关参考文献。这无
疑对推动《诗经》研究的普及与提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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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文献研读》

作者简介

邵炳军，1957年10月生，甘肃省通渭县人，南京师大博士后，西北师大文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中国
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历任甘肃省通渭县陇山公社党
委副书记、什川公社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甘肃农大附中校长兼书记、师范部副主任、职教部
副主任、社科部副书记、上海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研究生部副主任、上海市教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助理
，兼任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中国楚辞学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文学分会理事、中国俗文学
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通讯鉴定专家。自1982年1月起先
后在甘肃农大、西北师大、南京师大、上海大学等高校任教，长期致力于经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自2000年以来，共承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重点项目1项。省部级一般项目5项，其他科研项
目5项；出版有《春秋文学系年辑证》、《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合撰）、《中国文化读本》（合
撰）等5部学术著作，在《文学遗产》、《文史》、《文献》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篇，获得省部级各
类奖励与荣誉称号6项。侯文冉，1973年6月生，山东省滕州市人。199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97-2003年任教于山东枣庄师专（今枣庄学院）中文系。2007年毕业于上海大
学文学院，获得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2007年进入上海大学文学院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
学位，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杨延，1980年12月生，黑龙江省肇东市人，2003年考入新疆师范大
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多洛肯和张玉声两位先生研习先秦两汉文学，2006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
任教。2009年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邵炳军先生研习先秦两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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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文献研读》

书籍目录

《先秦文学元典研读丛书》总序导言第一章 《诗经》专题研究(上)第一节 《诗经》的性质和价值第二
节 《诗经》的采集和传授第三节 《诗经》的毛《序》和六义第二章 《诗经》专题研究(中)第一节 《
诗经》的思想内容第二节 《诗经》的艺术形式第三节 《诗经》的意象经营第四节 《诗经》的接受与
传播第三章 《诗经》专题研究(下)第一节 《诗经》的作者第二节 《诗经》的作时第三节 《诗经》的
地域第四节 《诗经》的结集第四章 《诗经》作品研究第一节 《国风》作品研究举要第二节 《二雅》
作品研究举要第三节 《三颂》作品研究举要第五章 《诗经》要籍提要第一节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诗类提要第二节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诗类存目提要第三节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类提要第
四节 现当代《诗经》研究要籍提要第六章 《诗经》研究方法论第一节 《诗经》研究的三个阶段第二
节 《诗经》研究方法论原则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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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文献研读》

章节摘录

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十一：“学之兴起，莫先于《诗》。《诗》有美刺，歌诵之以知善恶治
乱兴废。”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六经皆史也。”清方玉润《诗经原始·自序》：“且夫古
人为学，务重实行，不事虚声。如诵《二南》，则识其风化所由始，而得其伦行之正焉；诵列国，则
知其为风俗所由变，而察其治乱之几焉；诵《二雅》、《三颂》，则知其为宗庙朝廷之乐，而深体其
政治得失，与夫人物贤否以及功德隆替焉。”法国格拉耐《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页3-4）：“《
诗经》是一部古典著作，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中国人的宗教形式。”又：“《诗经》的文献价值
，尤其是情歌各篇的文献价值，是可以准确地确定的。这是挑选《诗经》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首先一
个理由。”金公亮《诗经学ABC》（页145）：“《诗经》在古代有教育方面的价值，有文学方面的价
值，有音乐方面的价值；在我们现在看来，《诗经》还有历史方面的价值。”傅斯年《诗经讲义稿》
（页11）：“我们去研究《诗经》应当有三个态度，一、欣赏它的文辞；二、拿它当一堆极有价值的
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它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张寿林《诗经是不是孔子所删订
的》（《古史辨》，册三，页374）：“《诗经》在中国的古籍中，实在是一部绝好的书。无论你研究
中国古代的政治、民俗、音韵，你都用得着它。如其你是研究文学的，那更会使得你惊异它那种引诱
你的魔力。”向熹《诗经语言研究》（页3）：“《诗经》又是研究周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
想、风俗、语言、部族起源和关系的真实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
新编》（页2）：“我们可以说，被作为文学语言教科书的《诗经》，对于我国书面语言的统一和推
动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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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文献研读》

后记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特别要感谢邵炳军老师，从选题到撰写，再到修改，都得到了老师的关怀和指
导。他常常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再唤我和侯文冉师兄到家中，为我们指点迷津，一谈就是几个
小时，有一次我们离开时，已经是半夜三点多了。老师为培养我们倾注了很多心血，教诲之情，终生
难忘。他扎实的学问和洒脱的性格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使我们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学到了许多做
人的道理。中国诗经学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86岁高龄的夏传才先生不辞辛苦，为本书题写书
名，并给予热情的鼓励，这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前贤以及各位学
者，本书中汲取了你们辛勤劳动的成果。编撰过程中，宋健、王志芳、杜绣琳、甄洪永、梅军、罗建
新、唐旭东、郝建杰、柯镇昌、刘挺颂、谢德胜、王宏甦、黄刚等多位同门，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挚友李有强、孟祥光在生活上也给予了很多帮助，在此一并向你们致谢。本书得以忝列上海大学研究
生课程改革资助项目、上海大学重点教材资助项目，我们深感荣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上海贝
贝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让我们深受感动，在此
表达敬意和谢忱。本书欲向中国诗经学会献礼，时间仓促，难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专家和
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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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文献研读》

编辑推荐

《诗经文献研读》是先秦文学元典研读丛书之一。

Page 8



《<诗经>文献研读》

精彩短评

1、中间一小半所列书目提要略有用。看189页《诗经研究方法论》一书的结论无语凝噎。
2、“此书逐一列举具有原则性的各家观点，然后以按语方式进行适当评点，一般不作辩驳分析或为
立新说。”一句话可毕全书
3、课程指南
4、还能说点啥呢！啥也不说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出书！
5、“还能说点啥呢！啥也不说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出书！”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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