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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经》的名物研究，是《诗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向来为古今研究者所重视，著作颇丰，成绩斐然。
对于《诗经》名物研究的意义，前人多有论述。
朱熹说：“解《诗》，如抱桥柱浴水一般，终是离脱不得鸟兽草木。
”郑方坤《全闽诗话》引《昆山徐氏经解》之语云：“六经名物之多，无逾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
室器甩、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学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
在。
”戴震指出：“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诸家之语都强调了名物研究的重要性，但着眼点大都在诗义的层面，未免眼界狭窄。
考诸《诗经》，可以发现，名物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诗义，还原诗人的活动场景，还有助于
我们深人体会《诗经》所蕴涵的文化精神，真正认识《诗经》多样的审美风格及其艺术成就。
而这些，正是《诗经》名物研究的深层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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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巫术占卜说：鸟占卜　　马林诺夫斯基说：“在神圣领域以内，巫术是实用的技术，所有
的动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原始初民对某种图腾崇拜所采取的种种方式，或顶礼膜拜，或模仿习性，或杀而分食，目的只有一
个，即企图以此来获得图腾物特有的神性，充实自己的力量。
中国远古，鸟信仰部落，对信仰物鸟，也曾有过这些巫术行为。
《山海经·大荒经》云：“王亥，两手执鸟，方食其头。
”王亥为传说中的殷商先祖，他的神力，是靠摄食图腾鸟而得到的。
《山海经》中最常见的，“人面鸟身”、“鸟身人面”、“使四鸟”等等。
从信仰巫术的眼光看，实为初民对图腾的一种模仿。
古称的羽民，以鸟羽作服，也是实用的巫术展示。
　　刘毓庆在他的文章《（诗经）鸟类兴象与上古鸟占巫术》指出，鸟占是一种原始的习俗，是根据
鸟的呜叫、飞行或出没活动来预测事物吉凶的。
鸟是会领会“天语”的。
神通过鸟把信息传递给人类，而人类通过对鸟活动的辨识才能认识这种神秘信息的意义。
这种信仰与观念依附于原始的人类生活经验的背景，随着历史的运行，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逐渐生根，
化育出一种生命意识，影响了他们对外在事物的认识，也影响到了他们对未来事物的判断与生活的情
绪。
在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支配下，从而象征、隐喻的形式携带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情绪，
渗透到了中国诗歌艺术之中，并在其中发挥着展示情绪、和谐物我、交融情景、渲染气氛的作用。
因而在中国先民的歌唱集——《诗经》中，鸟类兴象相当多地表现出了鸟情占卜的特点。
　　（四）鸟所展示出西周独特的文化内涵　　商人奉祀的神只有风雨河岳的自然神，也有先公先王
的祖灵，但都是以敬鬼神为主。
周人虽然也祭祀自然神，但在把《诗经》与《楚辞》的比较中（楚地是殷商之际南迁的）可以看出，
《诗经》中很少描写对自然之神的祭祀，更多的是对先王祖先的祭祀。
而祖先成为祭祀对象的重要因素，即为“德”。
敬为警惕，时刻提醒自己的行为。
而周人以蕞尔小邦，国力远逊于商，居然在牧野一战而克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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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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