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從先秦到清末，一直作為教化修身的教本被世人諷誦涵泳，

形成了古代教育史上特有的「《詩》教」傳統。本文以《詩經》的產生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探

討《詩經》教本的歷史發展演變過程，力圖揭示《詩經》兩千多年歷史適應性的背後動因，藉

以對當前經典誦讀熱中正確地理解傳統文化提供一個解讀視角。

《詩》是周代「采詩觀風」制度的成果，從成書開始即為大師教瞽矇的詩樂教本，繼而被選

作大司樂教國子的成才教本，孔子整理後作為「六藝」之一傳授弟子，上博簡《孔子詩論》是

當時的教本。《詩》三百在漢代地位上升，被稱為《詩經》，立於太學學官並由博士傳授弟子，

形成了《魯詩》、《齊詩》、《韓詩》、《毛詩》四家傳授系統，各家均以本派經師的《詩經》學著

作為教本，謹守師法家法。從唐代開始，經學教育與科舉考試緊密相聯，相互作用。在科舉考

試統一標準的要求下，唐太宗時期由孔穎達主持編訂《毛詩正義》，成為全國統一的《詩經》教

本。宋代熙甯興學中，王安石改革科舉考試制度，編撰《詩經新義》作為評判士子《詩經》經

義的標準。隨著理學成為我國古代社會後期的主流意識形態，朱熹的《詩集傳》在元代被官方

指定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用書，明清兩代均沿用此制。到明成祖時，在《詩集傳》的基礎上，朝

廷組織編撰《詩經大全》作為科舉考試的教材。明清時期，出現了大量指向科舉考試的《詩經》

學習參考書。

從先秦到清末，《詩經》教本經歷三次大的歷史轉變：從原典教本到注釋教本，從多家教本

到統一教本，從學術著作到應舉專書。同時《詩經》在各歷史時期體現了不同的教育價值：先

秦時期具有全面修養的教育價值，漢唐時期具有政治教化價值，宋代以後則以倫理教化價值最

為突出。隨著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程式化，其教育價值出現了異化，成為「場屋之資」。但

《詩經》中蘊涵的禮樂教化精神是貫穿始終的，並塑造了中華民族「溫柔敦厚」的文化性格，這

正是《詩經》的現代教育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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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書禮樂，是傳統中華文明的代表。以「詩」打頭，專指《詩經》，是我

國最早的詩歌總集，經孔子修訂成書，成為古代最重要的經典教材之一。無

論是官宦、學者、文士，如果不通曉《詩經》的話，就缺乏交往和行文的基

本功，故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自漢代尊崇儒學後，《詩》學和《詩》

教作為學術和教育主幹的組成，兩千年來長盛不衰。 
近代以來，《詩經》也和其他儒家經典一樣，恢復了普通典籍的本來面貌。

《詩經》集古典詩歌的精粹，其許多篇目仍被廣泛傳誦，甚或被選作語文課

閱讀欣賞的課文。除專門的經學研究外，對《詩經》的研究基本上在文藝學

和文學史領域，對其作為儒家經典教材的歷史研究則很少有人問津。另一方

面，中國古代教育史研究多集中在教育制度、設施和教育思想、理論的研究

上，對教育內容及教材的研究則不被注重，大概也是因為史料收集和解讀難

度較大的原因吧。張蕊所著《中國古代大學教材：〈詩經〉教本考論》，既充

實了《詩經》研究的一個薄弱領域，也充實了教育史研究的一個薄弱領域。 
作者治學認真樸實，擅長文獻的檢索和考證。從碩士階段到博士階段的

學習，不以功利所導，不為物欲所動，一直執著於《詩經》的研究，所下功

夫不可謂不深厚。該書從教材研究的視角出發，系統考查了從先秦到明清的

《詩經》主要教本，分析其發展和流變，探討《詩經》教育在不同歷史時期

的價值和適應性。該書總結了發展歷程中經歷的三個大的轉變：從原著到注

釋，從多家釋《詩》到綜合統一，從經學研究到科舉應試。這不僅是《詩經》

教育發展的脈絡所在，也可看作是古代儒家經典教材發展演變過程的具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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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現，由此得窺經學教育的一般規律。 
全書以積累豐富的文獻史料為基礎，闡述了各個歷史時期的《詩經》教

本的內容、樣式、特點、功用等方面的差異和變遷，可謂言而有據，論之成

理。書中採用了《孔子詩論》這一最新的考古遺存，使《詩經》教本發展鏈

上的先秦一環得以補全，這也是對《詩》學研究的一個貢獻。 
中國古代《詩》教所具有的「溫柔敦厚」的教化功能，對中國人平和、

寧靜、含蓄、內向等民族性格特徵的養成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當前，為

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遠大目標，我們更需要汲取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養

分。同時，希望此書的問世，能推動對其他古代經典教材的深入研究，更好

地繼承和利用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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