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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是为诸子时代。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经学成为官学，是为经学时代。
魏晋之世，玄谈盛行，以《老》、《庄》、《易》为三玄，是为玄学时代。
之后，佛教逐渐发展起来，至隋唐之时，佛学有高度发展，而儒门淡泊，是为佛学时代。
北宋时期，理学兴起，批判了佛学与道家，恢复了儒学的正统地位，理论思维有进一步的发展，经历
元明，是为理学时代。
到明清之际，许多学者批评理学的空疏，趋向于考证之学，是谓朴学时代。
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到二十世纪，出现了融会中西的学术思想，是为西学东渐
的时代。
中华学术，根据传统的说法，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
义理之学即是哲学，考据之学即是史学，词章之学即是文学。
这是举其大要而言，还有经世之学即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天文历算、兵法、地理、医药、农学等等。
但是义理之学、考据之学与词章之学占主要地位。
词章之学即文学，包含诗、赋、词、曲，与一般民众关系较为密切。
各门学术是互相影响的。
词章之学亦受到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的影响。
研究历代文学与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的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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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套装上下册）》以先秦诸子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从文学制度的层面，考述先秦诸子的文学活动状态，发掘先秦诸子文学的制度内涵，包括创制精神、
文学体制、传写形制、用象制度、文用制度、言语形式、前文学观等内容；描写先秦诸子文学制度的
演进线索，通过构拟各项内容的单线发展时序来把握诸子文学的总体发展时序；定位诸子讴歌、诸子
寓言、诸子《诗》说、诸子小说、诸子用象等文学现象，寻流溯源，返本归正；采用图表统计的办法
，梳理先秦诸子文学各类散乱资料，力求穷尽完备、准确明晰。
全书由导言、上编、中编和下编组成。
导言从人群变动和学术演变两条主线，考述描写先秦诸子的产生及进阶，以确立诸子文学研究的基点
；上编考述描写先秦诸子的文学创制活动，包括讴歌啸咏、创制篇什和设为寓言等方面，以显示中国
早期文学的创造精神、演述体制、文辞体式、传写形制和用象形义；中编考述描写先秦诸子的前文学
批评活动，包括诸子《诗》说、诸子神怪论和诸子“小说”观等方面，以展示古代文学观的前状态，
即实用精神、神怪思想和学术变态；下编考述描写先秦诸子的用象制度及形态，包括观念具象的演进
历程、基本特性和语言形式等内容，以探寻诸子时代的具象思维状态和言意操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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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饶龙隼，自号蛟亭，1965年9月出生于江西南丰，1994年6月获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7月任西
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99年10月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出版著作《明代隆庆、万历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中国文学源流述考》、《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
》等多种，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教委八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元末明
初东南文人研究》，现从事江西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六经考原》研究。
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等主干课程，指导元明清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方
向硕士研究生。
入选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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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组合构形第三章 观念具象的语言形式第一节 观念具象语言形式之表征第二节 观念具象语言形式之
定性第三节 观念具象语言形式诸命题主要引用书目与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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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前所述，春秋以前是集体创制流行时期，个人创作尚未萌发；而竟然产生如此成熟的个人创
作，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些作品创制之初，本为集体表象或集体心理的产物，并不是个人情思的抒
发；其事迹实有，而文辞或有或无，不足深考；及流传至个人创作盛行时期，诸子对其加工增饰，而
形成事详文明的作品。
因此，这些条目是战国时期诸子虚托的结果，而非创制之初即已如此。
本书将其看成个人创作，是为了说明诸子文学活动的辐射能量，以进一步认证，个体自为是春秋晚期
和战国时期文学创制的主导精神。
（二）春秋、战国时期没有诸子参与的公侯个人创作，如《晏子春秋》卷七第七条载齐景公鼓盆瓮而
歌（见[附表1-1.3]编号310）、《史记·赵世家》载武灵王梦见处女娃赢孟姚鼓琴而歌（参见[附
表1-1-3]编号311），这两条创制情形分别类似于[表1-1.1]编号03、48，犹带有个人创作的色彩。
又如《淮南子·泰族训》载，赵王迁流放房陵，孤愤思乡，而作山水之讴（参见[附表1-1-3]编号312）
。
这是典型的个人创作，尽管文辞佚失无征；但可以想见，其抒发的是一己情思。
此三例，虽未有诸子参与，却也具有个体自为的特性，可以看成是诸子讴歌啸咏的延伸。
（三）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一批擅长讴歌的艺人，如薛谭、秦青、侯同、曼声、韩娥、高渐离、宋
子堂上客等。
他们的讴歌啸咏，作为一种技艺，广泛流行，颇受欢迎。
《辑录》搜集其遗迹共得9条，有事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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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的题名，若为《先秦诸子文学研究》，或许更快意些；而用现在的命名，是应《中华学术与中国文
学研究丛书》之要求。
笔者接受这要求，乃因于一些机缘。
说真心话，初始接应此书，心绪颇显踌躇。
当时，笔者正进行《先秦诸子的进阶》之撰述。
在笔者的研究规划中，它将是多年来研习经子的一个小结，也将是一个更宏伟课题《六经考原》的基
点。
甚至除了一些专题，诸如《先秦讴歌考》、《诸子“小说”正义》、《诸子寓言正义》、《孔子制度
丛考》、《道家师说考》等列入论文写作日程，笔者未尝萌生整体地研究先秦诸子文学的念头。
而今有了这项应命，就意味着要暂停案头的工作，怎能不犹豫再三。
好在，《丛书》编辑对笔者的研究习性较为宽容；而笔者有六七年研读先秦两汉文籍的经验，于诸子
学术较为精熟，对传统小学和现代考古等学科门类亦有所研阅；加上笔者出身为文学研究，获得严正
的学术训导；故而着手先秦诸子文学研究，便也不觉得过于繁难。
整个撰述进程是顺利的，延至第三个年头开春，即已形成初稿。
之后，将若干章节寄请同行专家审阅，吸纳时贤的宝贵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而成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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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套装上下册)》对中华学术做了系统的研究，对先秦诸子做了宏观的考察故考
周全的论述，力求从文学研究中总结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同时也为推动中国的学术文化向做出
努力，鼓励更多学人参与、致力于继承与发扬近年米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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