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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文学发生研究》作者以自创的“限定时空言
说”理论为指导，从言说场合的性质、 主体和言说对象的言说身份及其构成的 言说关系对文学的制
约作用这一视角，
对先秦文学的性质、体式、言说方法和 审美特征的发生作了全新的探索。
 《先秦文学发生研究》的作者赵辉 认为先秦文学是礼乐政治形态的言说，
礼乐制度将宗教、政治与文学艺术结构 为一体，先秦的文学隐含于神坛和政坛 的言说之中，先秦的
诗、赋、史、论都
是礼乐规范下“限定时空”的言说，是 神坛、政坛言说的产物，遵循的是礼乐 政治形态言说“庄敬
而辞顺”的伦理原
则。
礼乐政治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 言说方式规定了先秦文学形态和文体特 征，形成了先秦诗、赋、
史、论的言说
惯例。
这一新的理论和方法对先秦和中 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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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辉，男，1954年生，湖北省崇阳县人，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在《文学遗产》、
《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专著有《楚辞文化背景研究》、 《六朝社会文化心态》、
《心旅第一驿——先秦社会文化心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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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礼乐政治形态的言说特征
    一、隐含的文坛
    神坛、政坛言说的本质是宗教与政治的言说——礼乐制
    度将宗教、政治和文学艺术结构为一体——先秦文学艺
    术的言说为宗教、政治的工具——各种文章  体裁均为政
    坛实用文体——诸子为干世主而著书言治乱——先秦的
    文坛隐含于神坛和政坛
    二、主体的“自主性”剥夺
    先秦文坛的言说主体即神坛、政坛言说主体——礼乐政
    治的价值形态将言说主体的自我实现拘限在礼乐政治方
    面——追求富贵使文人产生了对统治阶级的身心皈
    依——选举制度将言说主体的独立性完全剥夺——士大
    夫不过是具有一定特权的“奴隶”
    三、礼乐政治言说的伦理原则
    礼乐的本质是伦理等级秩序——礼乐政治形态的言说原
    则为伦理原则——战国礼的等级制度从没崩坏——身份
    的差异而形成等级言说原则——话语的等级性——合礼
    的言说必庄敬而“辞顺”
    四、神坛、政坛的限定时空言说
    礼乐政治仪式言说是典型的“限定时空言说”——仪式
    言说具有特定场合、言说主体、言说对象及其构成的言说
    关系——先秦礼乐政治言说多为仪式言说——非仪式言
    说因言说主体、言说对象的伦理身份形成“非完全限定
    言说时空”——文坛隐含于神坛、政坛，使文坛言说成为
    “限定时空言说”——“限定时空言说”也存在于个体经
    验的言说
第二章  礼乐政坛言说中的文、言、乐 
    一、“文”的三维建构
    “文”本为一种宗教仪式行为——“文”的道德含义——
    “文”是宇宙、社会法则——“文”的生命本体意义——
    “文”的道德、宇宙社会法则、生命本体意义发而成“文
    章  ”——先秦文章  意义的“文”专指国家典令和儒家经
    典——“文道合一”源于先秦“文”的三维建构
    二、“言”的一元价值取向
    “言”为天地意志和社会制度的实现媒介——作为局部
    的个体在接受礼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同时将自己投射
    到全局——战国诸子的“言”的一元价值取向——孔子
    所谓“言之无文”之“文”的含义为礼乐道德规则——
    “言”的标准是“不二先王”
    三、乐的本质
    乐为礼的结构元素——乐承担的功能为表现礼所规范的
    伦理关系——乐是大功盛德之果——乐以“和”为根本
    价值取向——乐的本质是政治工具
    四、“诗言志”与“功成作乐”
    诗为“乐语”——先秦的诗论实为乐论——论诗的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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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角——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建立在乐学理论基础
    上——“诗言志”原本是一个乐学命题——乐论的价值
    取向规定了诗论的价值取向——“诗言志”之“志”的内
  一、文体的“互体”
    坛的功能决定着文体的发生和以功能确定文体的惯
    例——先秦文体多为礼乐政治仪式行为——言说关系及
    功能对文体的区分起着决定性作用——功能目的决定文
    体对语言形式的忽视——文体的“互体”——先秦没有
    严格的文体
    二、歌与诗的起源与原始功能 
    歌非“诗”——歌的本质是音乐——寺由祭祀场所演变
    为中央国家机构——诗为寺这一国家政治机构活动的产
    物——诗的实用使其借语言文字表意的功能较歌大大加
    强——诗的本质是政治工具
    三、礼与赠送酬答诗 
    赠答酬送类诗歌的源头在先秦礼乐仪制——以言赠答酬
    送是因主体之意难以物尽——外交的赋诗言志为“言”
    包括诗的赠答酬送摆脱礼的仪式作了全面铺垫——礼的
    赠答酬送规定了赠答酬送诗的内容与功能
    四、赋的发生历程 
    赋本为祭祀仪式上向神灵贡献祭祀物品——祭祀主持人
    一一列举祭祀物品赋予了“铺陈”的意义——赋因铺陈
    而具有言说方式和文体的意义——宋玉的赋大多登坛而
    作——登高而赋确立了赋这种体裁的基本形式与赋讽
    谏、讽喻的惯例
第五章  礼乐政治形态的言说与史、论  
    一、西周“文书”叙事与礼乐仪式言说
    西周的叙事文具有完全叙事、言事相兼两类——西周叙
    事散文的“文书”性质——“叙事文书”性质多因礼乐仪
    式而形成——某一特定时空具体场面的记述——少见历
    史著述的性质
    二、百国《春秋》叙事功能的转换与礼乐
    叙事散文的写作主体兼有史官和礼官的身份——西周的
    史官不是历史著述家——春秋时期史官的地位、职能随
    着社会偏重于礼义的转化发生相应转变——史的“守典
    奉法”职能的极大强化——史家记事由西周记叙礼仪及
    周王之言和铭功转向提供历史借鉴和防止君臣乱法——
    孔子《春秋》标题式记事只是一个特例——百国《春秋》
    完成了向历史著述、重在事件过程和由质向文的转变
    三、《左传》的依礼记事和叙事明礼
    《左传》的礼学历史观：家国兴衰、邦交和恶、战争胜败皆
    因礼——礼学历史观决定了《左传》“以礼明事”——礼
    仪对于细节  的重视导致《左传》叙事细化——“言”为
    “事”之因素——明礼仪与礼义离不开记言
    四、从“史、论同体”到“论、史同体”
    《尚书》、《国语》已有较成熟的论说文——外在叙事框架
    和“对话式”说理使其具有“论、叙同体”的性质——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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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的臣子身份使《国语》较《尚书》的“胁迫性说理”更
    具逻辑性、理由的充足性——诸子论说文的叙事性——
    同一行为方式是诸子论说文和历史散文“论、叙不分”的
    根本原因
附：百国《春秋》佚文考
第六章  礼乐政坛言说与文坛言说方式
    一、礼乐政治与言说方式
    政治形态君臣关系的言说以臣下之“顺”为根本原
    则——战国士阶层“义不臣乎天子”的诉求没能使其超
    越礼乐的伦理原则——政坛言说使臣下处于巨大的焦虑
    之中——人臣之礼不显谏——“五谏”以讽喻最得礼乐
    要义
    二、“六诗”、“六义”与讽喻
    对“六诗”、“六义”的解释产生歧义的原因是学者多以文
    艺为视点——诗的产生与政治功用的实现都缘于美刺的
    第一存在形态——“六诗”之风雅颂与作为诗之体的风
    雅颂非同一概念——“风’’即借其他人事来说言说对象
    所做正确与否来进行讽劝——“雅”即庄严地言说——
    “六诗”是适应礼乐政治形态言说“颜色齐”和“顺辞令”
    的原则而产生的言说方式
    三、“春秋笔法”与《庄子》寓言 
    战国君臣和诸子的言说继承着“六诗”的言说方式——
    “《春秋》笔法”的核心是“委婉其说”——韩非所谓与君
    主言说十二种方式与“五谏”相近——《庄子》的寓言、重
    言是“六诗”言说方式的糅合
    四、诗+音乐言说的正式性  
    诗达到歌功颂德的政治和沟通意见的目的不需要音
    乐——先秦的诗与歌都与音乐融为一体——音乐的通神
    性和功成作乐的神圣性赋予了音乐的神圣性——音乐的
    神圣性赋予诗借乐言说的神圣性和正式性
余论文学的“限定时空言论”：从先秦到近代
    一、社会生活的“限定时空言说”
    二、文学的“限定时空言说”
    三、中国文学研究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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