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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先秦散文文献作文体探源、文体功能及文体演变研究。
本书认为，先秦时期正是文化、政治、官制、社会习俗等急剧变化发展的时期，不同交化层面的信仰
、传播、组织方式，不同社会阶层的职事、行为方式等，都对文献本身产生着影响。
在此背景下，不但甲骨卜辞、《尚书》、易卦爻辞、史传文献、诸子散文、纵横家说辞各有自己的交
化渊源文化功用，而且，每一类文献内部的不同种类文本，如《尚书》中典、谟、誓、诰、训、命等
不同文体，史传散文中的经和传、记事体和记言体，《易》中的卦、爻辞和大传、系辞等，都有不同
的文化意义，其文体形态受文化功能制约。
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一、在宗教文化向理性文化过渡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层次文化的
社会功能、表达方式、实现途径等作细致的研究，揭示它和文献之间的关系；二、对文献创造者的职
事、言说范围和言说方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三、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文体的文化功能，并对其文化地
位及其对后世文学观念的影响等做出基本的判断；四、描述各种主要散文文体的形式特征、文学意义
和相互间的继承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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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商周巫卜文献中国文献载录的历史自商朝开始。
《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商朝行巫政，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笼罩在浓烈的宗教气氛之中。
宗教活动主要有占卜和祭祀两种形态。
占卜的目的是获悉天命以指导人类行为，随着占卜技术的发展，各类专业占卜人员也随之而生，这就
为文献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甲骨卜辞是对天命神意的释读和见证，流行于晚商到西周时期，它的刻录和保存者是从巫师中分化出
的史职。
《易》是一种据象数来推断天命的占卜文献，自商朝末年出现，流行于西周和春秋时期，它应该是西
周巫师收集编纂的。
甲骨占卜和易占各有自己的思维特点，其文献形式亦不相同。
甲骨文中也有祭祀文献，如一些排列了商朝祖先庙号的卜辞可能用于指导祭祀。
除了祖先祭祀外，商周都对自然山川之神和各类物怪进行祭祀，其最初的文献形式是图画，以“铸鼎
象物”为代表，它们被用作指导人们对各地各类神怪进行不同形式的祭祀，是巫师的工作手册。
《山海经》则是根据某种或某些图画改写的文字文献。
除了文字文献和图画文献外，歌谣等口传韵文也是祭祀文献，因为不属散文，本书不予讨论。
巫卜文献是中国文献的源头，它们对中国文献和文体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甲骨卜辞殷商时代，人们相信神灵无处不在，所有的收获、平安、尊荣都是神灵的恩赐，所有
的挫折、灾难又都出于神灵的责罚，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需以神意为指南和规范。
商人获得神意的一个最主要办法就是甲骨占卜，而将占卜的有关信息刻录在甲骨上，不但意味着史职
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文献的诞生。
最早的甲骨卜辞出现在商代盘庚时期，盛行于晚商时期，并一直流行到西周时期。
甲骨卜辞是一种宗教文献，是天人关系的见证，它的表述姿态和语法形式，都有着深厚的精神内涵，
并对西周史官文献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卜辞是一种记言性质的文献，但同时已具备有最基本的叙事因素，是中国古代散文的起点。
1商族人以玄鸟（即燕子）为图腾。
《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在甲骨文中，被称为高祖的王亥就被刻画成一个带有鸟首的形状，也就是说，商人相信人是由图腾
幻化而来，在死后也会还原为图腾。
从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开始，商朝的祖先都以十干命名。
十于是商朝记日的方式，那么商人为什么以十干为祖先的庙号呢？
《史记·殷本纪》司马贞《索隐》云：“皇甫谧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
’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
”认为十干是商王的生日。
日人贝塚茂树赞同此说，但他认为十干记名还与祭祀方式相对应，“殷人在祭祀人祖时，即根据其人
祖生日的十干相应地决定牺牲的毛色等”。
另一种说法认为十干是卒日。
董作宾说：“商人甲乙之号，盖专为祭而设。
⋯⋯如果甲乙等是生人的名，自然以生日为标准比较合理，若生前不用甲乙，死以后才用甲乙作神主
名，又在甲乙日祭祀，则把甲乙说为以死日为标准，更觉恰切。
”此外，王国维认为庙号表示致祭的次序，他说：“疑商人以日为名号，乃成汤以后之事。
其先世诸公生卒之日，至汤有天下后定祀典名号时，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
”陈梦家也持此说。
此外，李学勤认为庙号是死后卜选出的，张光直认为庙号反映了两组执政群众所组织的庙主分类制度
，马承源认为日干是商人生前于冠礼或婚礼中所授的字等等，说法各异，但大多数学者都认可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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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干名与祭祀制度有关，可见商人的祖先观念与祭祀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甲骨文或其他文献中，我们常能看到某祖先“宾于帝”，或干脆称为之为“帝”，如“父乙帝”（
乙956）、“帝甲”（粹259）等。
这就说明商人将死去的祖先看成神灵。
而活着的商王都是具有神性的巫师。
比如灭夏的汤，《帝王世纪》载其“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可见汤有巫师的身
份。
又《尚书·盘庚》载盘庚迁殷时训诫臣民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
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
”又说：“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
用奉畜汝众。
”不难看出，盘庚自以为有祭神和通神之特权。
甲骨卜辞通常有“王占日”的载录，说明占卜所显示的神意是由商王来解读的。
所以陈梦家说：“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
”王既为“群巫之长”，官吏也就是各级各类巫师。
李玄伯说：“巫在古时是极有威权的人物，他是神与人的中问。
在官吏就是教士的时候，他的地位不见得比邦君低。
所以商的宰相‘卿士’就是巫咸巫贤。
”商代的宗教观念更直接表现在祭祀活动中。
商朝祭祀神灵之广，祭祀方式之多，祭祀频率之高，为后代所难以想象。
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除了各种山川河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上下四方之神外，光是要祭祀的
远祖神和先王先妣就达四五十位之多，而且，对这些祖神的祭祀方式有单祭、合祭、特祭、周祭等多
种形式。
周祭是指用翌、祭、乡等五种祀典对先祖逐个进行周而复始的轮番祭祀。
由于死者不断增加，到商末帝乙、帝辛朝，一个周祭需要360日。
除了这些大型的祭祀外，其他的日常祭祀更多。
甲骨文中关于祀日的记载，就有“宾日”、“既日”、“又出日”、“又入日”、“御各（落）日”
等，其中“宾”、“既”、“又”、“御”皆是祭名。
由此可见商人祭祀之繁杂。
岛邦男根据甲骨文列出将近二百种祭祀名目，而陈福年说甲骨文中出现的祭祀动词多至108个，这实在
是很惊人的。
除了祭祀外，对商人社会行为影响最大的就是占卜了。
现在所知的商代主要占卜方式是龟卜（包括骨卜）。
对龟甲的处理包括选材、整治、钻凿、烧灼、刻辞等程序，参与者有龟人、董氏、卜师、太卜、占人
等，其中太卜以事命龟，而占人视兆读出吉凶。
至于占卜的内容，胡厚宣据甲骨卜辞将占卜事项分为20类：来源、气象、农产、祭祀、神明、征伐、
田猎、刍鱼、行止、卜占、营建、梦幻、疾病、死亡、吉凶、灾害、诸妇、多子、家族、臣庶、命唤
、成语、纪数、杂项等。
《甲骨文合集》则分为22小类：（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贵族，（3）官吏，（4）军队、刑罚
、监狱，（5）战争，（6）商业、交通，（12）天文、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
，（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梦幻，（20）卜法，（21）文字，（22）
其他。
除卜问具体的事件外，甲骨文中还有一类卜夕卜旬刻辞，所贞问的是“今夕无祸”、“旬无祸”或“
王旬无祸”，也就是今晚或后十日的吉凶。
这是一种程式化的日常占卜，并非针对某事而起。
可以说，商人是无事不占，无时不占。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甲骨卜辞已有十五六万片之多，可见商人龟卜风气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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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卜辞的出现，不但意味着中国文字形态的成熟，也意味着史官的诞生。
许慎释“史”曰：“史，记事者也。
从又持中，中，正也。
”后人多信从史家记事之说，但对“持中”则多有别解。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说：“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
《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书簿，犹今之案卷也。
”王国维亦认为史家所持之“中”乃是书简。
这一说法基本为学术界所接受。
在甲骨的边角处常能见到有人签名。
胡厚宣说：“史官签名，多于记事文字之末，知此官者，乃记事之史。
”董作宾认为那是“贞人”的名字，即最早的史官。
他说：“在肩脚骨臼的刻辞中，又发现了这问卜的贞人，也就是当时的记事史官。
”《殷虚书契前编》所录一片甲骨云“丑卜史贞王燕之日吉”（6.43.6），其中“史”被断为贞人之名
。
可见史和贞人是有关系的。
贞人的作用是将占卜意图提交给神灵，是问卜者，他在占卜中应该很有地位。
吴仁生认为贞人除了能用文字记录外，还有如下的修养：首先，必须“博通历史、谙熟旧典”，“要
掌握几十世，几十位先公先王的世次庙号，并要谙熟于心中”，要知晓根据长幼、及位次序、死亡次
序、致祭次序、世次等因素编排的周祭祀谱以及各种不同的祀典，要熟悉世代有功旧臣的事迹和祭祀
方式。
其次，必须“精于天文、兼通历法”。
贞人在卜夕卜旬中承担着天文气象的观测和记录的任务，而且贞人能够预卜日食、月食，甲骨文中已
有大月小月之分，有“置闰”之法，而“周祭”也需要在历法上一个精确的推算。
由此看来，史官是文字的掌握者，也是宗教祭祀方面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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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稿属于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先秦散文文体源流研究》的成果。
先秦时期的文献行为与后世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差异。
文献在产生之初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并不简单就是话语，它更是话语权力本身，所以它的合法性自然
受到特别的关注。
而早期话语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信仰和职事传统，因此，文献方式总是与一些特殊的文化传统有关
。
这与后世主要关心文本内容和表达规范颇有不同。
春秋以后文化变革急剧，不但使得人们的话语欲望增强，同时也使得话语方式及其合法性根源变得复
杂多样。
文献创造者和传播者，则不能不承担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莫大焦虑。
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的知我罪我、墨子的三表法、荀子的遵先王法后王等，都隐含着话语合法性的
焦虑。
而所谓文体，即文本的形式和表述方式，主要受到话语权力所赖以生成的文化形态的影响，文本之间
的继承和发展倒在其次。
所以，采取不同的话语方式，就意味着采用不同的文体和表述形态。
基于以上的想法，我尝试着对先秦散文文体重新进行梳理，以期从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描述出先秦散
文的发展状况。
想得出，不一定是对的；想的对，不一定能做得好。
现在书稿已成，当初的自信和兴奋，早已缥缈难寻，是耶非耶，唯恭请读者诸君指教。
在本书之前，我还撰写了《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一书。
本书中部分章节基本沿袭了《原史》一书的观点，但都经过重新撰写和修订。
一个人的思路总有些惯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此外，本书中大部分章节是在韩国和台湾完成的，尤其是在韩国时，时间虽然充裕，但用书颇为不便
，导致各章节用功不是完全平衡，所参考书籍版本驳杂，多有讹误。
书稿所引材料后经研究生刘全志、侯文华、叶修成等认真校对，才使其前后统一。
书中一些章节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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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中大部分章节是在韩国和台湾完成的，尤其是在韩国时
，时间虽然充裕，但用书颇为不便，导致各章节用功不是完全平衡，所参考书籍版本驳杂，多有讹误
。
书稿所引材料后经研究生刘全志、侯文华、叶修成等认真校对，才使其前后统一。
书中一些章节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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