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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无邪

”

内涵对后世文学观的影响

周 玉

(安徽大学 中文系
,

安徽 合肥 2 3 0 0 3 9)

[摘 要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用
“

思无邪
”

来概括 《诗经》
,

后世学者对此简单的概括有着众多的解释
。

然而不 管是何

种解释
,

后世的文人在文学观念上都深受它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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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孔子在给弟子传授《诗经》时常常会 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
,

在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

有因时制宜
、

因人而异的解释
,

但这些解释都代表 中就已经打上 了私人情感的烙印
。

文学作品中反

了孔子对《诗经》的认知
。

比如对于《诗经
·

硕人》中 映的世界
,

是作者眼中的世界
。

而作品想要与读者

美人的描写
,

孔子的解释是
“

绘事后素
”

的比方
,

给 产生共鸣
,

则需要其 自身的巨大艺术魅力
。

作品的

予学生们的理解就有
“

礼后于仁
”

的效果
。

因而在 思想内容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关键点
。

想要引起读

众多释疑的同时其实也展现了孔子的文论观点
。

者的共鸣
,

所表现的内容必须与读者观念相通
、

情

《诗经》是我 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

对于这部博大精深 感经验相似
、

意志愿望相近
。 「枷 348 后世学者在进行

的经典
,

早在两千多年前
,

孔子就用
“

思无邪
”

这一 文学创作过程中
,

都会有意或无意的将此纳为重

句简洁的话来概括了
。

然而正是因为语言的简洁 点
。

如若不按照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定
,

似乎是得不

和词义的多解
,

再加上年代的久远
,

已经让后世学 到认同的
。

譬如说
,

北宋时期的文人普遍感受到来

者在理解孔子这句概括时产生了很多分歧
。

历代 自于唐诗高度发达的巨大压力
,

宋文人认为无法超

的学者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究着
,

孔子说出这样
“

一 越唐人的成果
,

因而决定绕过高山另辟蹊径
。

放弃

言以蔽之
”

的话究竟源于什么
,

或者究竟想要表达 模仿唐诗人胸怀天下的大感之作
,

选取 日常生活中

什么 ? 琐碎的小事进行描写或感悟
。

虽然这是一个不错

用
“

思无邪
”

来涵盖全部《诗经》
,

这究竟表现了 的选择
,

然而想要把这种细小的没有大主旨的题材

孔子怎样的文论观呢 ? 学界也有几种观点
:
首先是 写好却是很不容易的

。

例如北宋初期著名诗人梅

解释为
“

归于正
” ,

最受普遍认可的便是解为
:
思想 尧臣

,

他的《打丁虱得蚤》
、

《八月九 日晨兴如厕有鸦啄

要归于纯正
,

同时还要求在注重内容的同时也要讲 蛆》等诗作
,

实在是凡庸丑陋
,

缺乏情韵
,

但这是他

究艺术形式
,

要求尽善尽美
,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 作为一位尝试者难免要付出的代价
。 「瑞三卢当然

,

只

学作品要讲究
“

中和之美
” 。

其次是解释为
“

诚
” ,

即 有内容而没有适合的形式来表达
,

所得的作品效果

要求诗作的情感要真挚
。

最后是解为广阔无垠
,

取 也不会很高
。

孔子所指的纯正思想 内容
,

必是如

之比喻《诗经》的博大
,

值得细细琢磨研究
。

不管是
“

韶乐
”

般能够
“

尽善尽美
”

的发人深省
。

因此班固

哪种解释
,

对于后世文人在文学创作或欣赏上
,

都 的《咏史》诗即便是有着深厚诚挚的咏史内容
,

但以

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

对于各种解释的认可
,

也就是 写纪传体史书的手法来创作
,

其结果就只能得到

对
“

思无邪
”

这一论断各 自的美学接受
。 “

质木无文
”

的评价
。

也就是说
“

思无邪
”

在思想方

一 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上的影响 面 的强调
,

内容上是拥有高尚的品格和功利的取

第一种思想纯正的解释
,

在后世中的影响颇 向
,

以及形式上艺术的呈示等相结合
。

为广大和深远
。

这一观点的支持者有魏人何晏
、

二 对文学作品情感真挚的要求

南朝梁人皇侃
、

宋人邢昌
、

清人刘宝楠
、

今人杨伯 宋人程颐认为
: “

无邪者
,

诚也
。 ”

强调作诗者表

峻
。 「llln 54

对于包咸
“

归于正
”

解释有人提出两种看 达情志的真实
。

学者钱穆
、

李泽厚就同意此观点
。

法
,

一种是
“

返归于正
” ,

一种是
“

划归于正
” 。

这里 孔子的诗教观影响深远
,

对于诗的作用提出
“

兴
、

且不论说的是哪种
,

但要求思想纯正
、

积极向上的 观
、

群
、

怨
”

说
。

而这些作用不同的诗
,

都有一个共

进取精神是一致的
。

正如对于《关维》
“

乐而不淫
,

同的特点
:
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是发自作者内心真挚

哀而不伤
”

的评价
。

文学作品反映世界
,

不管是客 的情感
。

刘腮在《文心雕龙
·

情采 》篇中就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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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诗人什篇
,

为情而造文
” “

盖《风》
、

《雅》之兴
,

志

思蓄愤
,

而吟咏情性
,

以讽其上
,

此为情而造文

也
。 ”

并且指出后世辞赋作者的作品
,

是为文造情

的
。 “

诸子之徒
,

心非郁陶
,

苟驰夸饰
,

弩声钓世
,

此

为文而造情也
。 ”

可见
,

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是否运

用真挚的情感
,

不仅对于作品的艺术价值有着重要

的影响
,

同时读者也能够从文本中得到感知的
。

作

家在创作出作品之后
,

读者的评价是有一定的标准

的
。

而情感的评价是文学的本质属性和文学创作

的必然要求
。

真
、

善
、

美的统一
,

则是对情感评价

价值品格内容的规定
,

以及情感评价的实现方式
。

饰
, 66
孔子

“

一言以蔽之
”

的
“

思无邪
”

在这种理解下
,

就是强调作诗者表达情感要真挚
。

因此在《毛诗

序》中就有
“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
”

的说法
,

魏晋文人

陆机也在《文赋 》中发出
“

诗缘情而绮靡
”

之言
。

可

见
,

对于情感真挚的要求
,

早已经深深扎根于文人

的内心
。

三 对后世借鉴变革的影响
“

思无邪
”

原本出处是《诗经
·

鲁颂
·

店回》
,

诗歌原

本是用来颂赞禧公
。

《毛诗序》中有记
: “

《店回》
,

颂禧

公也
。

禧公能遵伯禽之法
,

俭以足用
,

宽以爱民
,

务

农重谷
,

牧于洞野
,

鲁人尊之
,

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

周
,

而史克作是颂
。 ”

诗歌赞颂马匹的繁多和健壮
,

其实意在赞颂禧公
。

而学者们将
“

思无邪
”

与前面

的
“

思无疆
” 、 “

思无期
” 、 “

思无黔
”

等相结合
,

认为是

借指《诗经》的内涵无边无际
、

内容充实
、

包罗万象
、

博大精深
。

持这种观点的有孙以昭
、

李零
、

许全亮

等
。

孔子所在的时代
, “

不学诗
,

无以言
” ,

《诗经》是

作为上层社会交流的工具
,

是辞令对答的外交方

式
。

正是为了言谈对答上的某种 目的
,

常常会对

《诗经 》中的诗句采取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进行委婉

表述
。

孔子对《诗经》的概括
,

可能也是基于这一目

的
,

才选取了
“

思无邪
” 。

并且对于
“

思无邪
”

不是完

全脱离文本的发挥
,

而是源于《诗》文的本身的思想

延伸
。 「lln] 叹诗经》的确内涵丰富

,

后世的文人在进

行文学创作时
,

也会从《诗经 》中吸取养分
。

《诗经》
的现实精神

,

风
、

雅
、

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

为后世提

供了模范
。

赋
、

比
、

兴的手法得到了后世文人的继

承
,

甚至由于赋的特点后来延伸成一种文学样式
。

比兴寄托得到文人的广泛运用
,

屈原的《楚辞》极大

地继承和发展了《诗经 》中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
。

“

风雅
”

精神更是直接影响到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

学观念
。

生逢乱世
,

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中
,

仍然

不减风骨之气
。

面对齐梁颓靡文风
,

陈子昂高呼复

归风雅
,

倡导诗风改革
。

元 白派倡导新乐府运动
,

提出
“

文章合为时而著
,

歌诗合为事而作
”

的观点
。

可见《诗经》对后世文学观念和创作的影响是十分

深远的
。

《诗经》这一文学瑰宝
,

盛载着的是先秦众多文

化的精华
,

给予我们后世的是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文

学养料
。 “

思无邪
”

既然是对《诗经》的总体评价
,

就

应该包括各个方面的
。

诚然
,

《诗经》原本就是
“

诗
、

乐
、

舞
”

三者相结合的
。

《诗经》的内容赐予我们的是
“

六义
”

的典范
,

除了诗教的作用 (前面 已经论述 )
,

乐教也是很重要的
。

《礼记
·

乐记
·

乐本》中有记
: “

乐

也者
,

圣人之所乐也
,

而可以善民心
。

其感人深
,

其

移风俗易
,

故先王著其教也
。 ”

是故刘腮在《文心雕

龙
·

乐府》中有记
: “

师旷规风于盛衰
,

季札鉴微于兴

废
” 。

可见音乐对于人心和社会风貌的重要影响
。

而在《诗经
·

八俏》篇中有记
: “

孔子谓季氏
: `

八俏舞

于庭
,

是可忍
,

孰不可忍也 ? ”
,

孔子为何会无法忍

受
,

源于这种舞蹈已经超出了礼数的范围
。

可见在

舞蹈编排上也得遵从一定的礼仪制度
,

方能为世人

所接受
。

凡此种种都是受
“

思无邪
”

观点的影响
。

综上所述
, “

思无邪
”

的内涵有很多种解释
,

但

是每种解释都对后世文人的文学观产生 了极深远

的影响
。 “

思无邪
”

的中和之美要求我们不能偏颇任

何一面
,

而放弃另一面的作用
。

而我们在接受孔子

对《诗经》概括的同时
,

实际上也就在无形中接受了
“

思无邪
”

的文学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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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 15 o fl e n d i s e u s s e d i n p o e t ie d r a m a i n t h e Y u a n

D y n a s * y
,

w h i e h er l a *e s *o * h e u n i v e r s a li *y o f ifr e n d s h i p
,

*h e *ur
e m e a n i n g o f fr i e n d s h i p

,
* h e p r i n e i p l e s o f m a k i n g

fr i e n d a n d 5 0 o n , a n d er fl e e * s *h e *ar d i *i o n a l m o ar l e o l o r
.

I n p o e *i e d ar m a o f Y u a n D y n a s * y
,

*h e s e ** i n g i n i d e n *i *y o f

th e fr i e n d p l a y s a v e巧 i m p o rt a n t r o l e i n p r o m o t i n g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p l o t
,

d i s s e m i n a t i n g 介 u d a l e * h i e s
.

K e y w o r d s : P o e *i e D ar m a i n *h e Y u a n D y n a s * y ; F ir e n d s h i p ; F a 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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