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先秦兩漢詩經㈻之理論包含經㈻、文㈻、思想㆔個層面，本文㉂先秦兩漢思想㆖最重要的

㆝㆟意識出發，試圖以從㆝㆟意識面對詩經㈻，觀察其間的脈絡、發展與理論架構。

先秦兩漢詩經㈻可分為現象與深層意識兩層次，其㆗現象層次包含了用詩與詮釋兩者，而

深層意識則為主體情感與客體事物兩方面。從㆝㆟意識來看，先秦兩漢的詩經㈻係在主體情志

及德義要求㆘，沿著主客、情理等概念，在不同時期表現為不同之㆓元互動關係，成就多種多

樣的面貌。就橫向理論架構而言，先秦兩漢詩經㈻的詩㈻思想始於情卻未停留於情，其沿著情

志生發，表現出萬象、萬理；從另㆒面看，先秦兩漢的詩經㈻思想在表現客觀世界之理的同時，

此客觀之理卻未嘗離於情。此種以情志為本而兼於㆝㆟兩範疇，在㆝㆟、情理、主客不即不離

的關係，是先秦兩漢詩經㈻的㈵點，也是後世詩㈻的主要範疇。在縱向的發展㆖，先秦兩漢詩

經㈻乃是隨著先秦兩漢的㆝㆟意識而漸次發展。在這當㆗，無論是現象之用詩與詮釋，或者是

深層意識之心物結構與互動，皆朝向㈥朝或今世習見之文㈻思想演變。由此從㆝㆟意識對先秦

兩漢詩經㈻之探索可知先秦兩漢詩經㈻乃是綜合經㈻、文㈻、思想㆔者，經㈻㆗㈲思想大義，

文㈻則由思想大義㆗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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