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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眼下大家凡有场合就一定会说到学术研究的浮躁，而且批评的声音似乎也日渐激烈。
其实我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能看到和体会到，目前学术大环境的确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通行的
学术标准、学术导向、学术评价系统严重制约和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
大环境如此，具体的学科专业要想完全不受干扰、自成一统几乎是不可能的。
古代文学研究这些年的发展变化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映照这个时代学术全景的证据。
泛泛的讨论和似曾相识的研究随处可见，全民狂欢似的讲坛和讲堂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古代文学这些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跟风和凑趣的人有，但是以专业研究
为职志的人特别是青年学人毕竟更多，所以你经常会看到令人眼前为之一亮的很有价值的选题和相当
深入的讨论，很有心得的论文和很有分量的著作经常出现。
正因为如此，我总觉得在古代文学这个极寂寞极边缘的专业范围里依然拥有数量众多的很有才华的研
究者，而如此庞大的队伍的研究日新月异的结果，只能是值得研究的题目和能够深入进去加以研究的
题目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选了，特别对成千上万的硕士生博士生来说，能否选定一个有价值的题目来
做，几乎就是三年在读期间的一次生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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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上下两编。
上编从功能角度对中国古代文体作了深入的研究。
而书中有关文体从对功用的依赖到文体与功用分离的历时性梳理，有关文体价值序列的扎实讨论，也
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中肯之论。
与书稿上编以理论梳理为主不同，本书下编的内容主要是对汉代部分文体进行实证性研究。
与上编相比，下编写得更充实也更从容，隐语与赋体、赋与颂、人物像赞、俳谐文、告地书、买地券
、镇墓文等等。
各种文体的讨论，既遵循了从功能着手进入文体的基本精神，又充分利用了既有的文物考古成果，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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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文倩，女，河北深州人，1971年生，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以及古代文体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汉代礼俗与汉代文体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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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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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言志”即是“诗”字的造字根源，而内心之“志”在特定的情形下“发”为言说的举动也就最
终促成“诗”这一文体的形成。
　　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中的“大佬”，尽管“言志”之“志”的具体内涵后人有很多阐发，但
“诗以言志”这一有关诗体起源和功能的表述却并未有太多争议。
随着文学观念的发展，后世对诗的理解也有了一些变化，不过大都还是在原有基础上做进一步阐发，
比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就首先引《尚书》“诗言志”语，对有关“诗”的早期功能的相关解释表
示认同，之后才基于自己的理解作进一步阐释发挥：“诗者，持也，持人情性。
”詹镁《文心雕龙义证》对这句话是这样解释的：“‘持’有制义，‘持人情性，就是节制人的情感
。
这种看法是因袭儒家观念，和下文所说诗之‘顺美匡恶，其来久矣’是有密切联系的。
”①可见刘勰是基于自己对诗的社会功用的理解作了进一步分析。
不过，有趣的是，对诗本源的解释，无论是较为通行的“言志”说，还是刘勰“持人性情”的阐发，
都体现出中国古代解释文体的独特方式，即不对该文体概念本身作内涵外延的界定，而是采取描述的
方式，将该文体的功能、风格作为解释的核心内容。
这种解释方式的产生是由解释对象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它恰恰反映出古代文体及其功能一
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点在实用性文体上表现得更为鲜明。
因此，从古人对古代文体现象、语言现象所进行的解释、描述中，我们更容易看到文体和功能之间的
密切关系，乃至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些文体名称的本意，其指向的行为方式及其文体功能也就很容易理
解了。
　　下面我们就对比一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以及刘勰《文心雕龙》这三部书中相
关文体名目的解释，从他们的表述中，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行为功能对文体生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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