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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研究的基本问题

关于!诗经"的几个基本概念

!!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极为丰富!"诗经#就是一部有重大价值的古

代诗歌选集!

研究文化遗产$必须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和科学的方法!

马克思在论 述 精 神 生 产 时 说%&历 史 不 外 是 各 个 世 代 的 依 次 交

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

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

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恩格斯指出%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 律 的’哲 学 的’神 学 的+++

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

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 思 维 中

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 己 的 独

立的发展道路!)"

列宁在"关于 民 族 问 题 的 批 评 意 见#中 说%&每 个 民 族 的 文 化 里

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

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 条 件 必

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

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

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他在"论无产

阶级文化#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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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 文 化 发

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

阶级专政00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 能 认 为 是 发 展

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毛泽东的"新 民 主 主 义 论#阐 明 了 我 们 对 待 古 代 文 化 的 根 本 方

针%&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 化!清 理 古 代 文

化发展的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 的 精 华$是 发 展

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 地 兼 收

并蓄!00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

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 展 而 来 的$因 此$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

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

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

地位#中又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

的总结00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

的遗产!)#

这是我们处理文化遗产的&纲)$也是"诗经#研究的指导思想!

研究"诗经#$首先要明确关于"诗经#的几个基本的概念!

要明确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是%"诗经#不是一部经书$而是最古的

一部诗歌选集!这部诗集结集二千五百年前约五百年间的诗歌创作

三百"五篇$举其整数$省称诗三百!它们产生的时代是从西周初期

至春秋中期$所以都是周诗!据先秦史籍的大量材料$"左传#"国语#

凡引诗$通称&"诗#曰)’&"诗#云)$"论语#记孔子称"诗#或"诗三百#!

战国诸子著作中也通称如上述!可见$"诗#或"诗三百#是这部诗集

的本名$它原本就是一部文学作品!

它被称作&经)$是由于孔子曾经把它和"书#’"易#’"礼#’"乐#’

"春秋#一起当作传授弟子的教本$以后的儒家学派把它们称作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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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儒家学派地位的变化$汉代以后$孔子被尊奉

为神圣的偶像$儒家学说变成&儒教)’&国教)$儒家的五经*六经中的

"乐#经亡佚,被尊为神圣的经典!一部古代的诗歌创作就被歪曲为

宣扬封建礼义的圣经!

什么叫经1 经字释义约 十 四 种$约 略 可 取 者%有 人 释 经 为 常$即

常道$也就是正常不可改变的道理(有人释经为直线$五 经 讲 的 都 是

至理(有人释经为规范’原则$五经讲的都是思想道德的标准(这都不

够具体明确!古时这些典籍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 上 用 绳 穿 起 来$

称为经(解释经义的文字写在较小的竹简或木板上$称为传!这样的

分别是表示前者的重要性!经名的最初由来$和后来 的 封 建 统 治 阶

级把它们演变为&圣经贤传)$作为最高的思想道德标准来统治人民$

已经大不相同了!我们现在还叫它"诗经#$只是按照习惯$沿用已经

两千年的旧称!对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不当作什么典范!

要明确的第二个基本的概念是%"诗经#不是一人的创作$也不是

一时一人所编集$它是约五百年长的时期中的集体创作$并在更长的

时期中$经过无数人的采录’辑集和不断加工!

今本"诗经#各篇$最早的产生于西周初期$最晚的创作于东周春

秋中期!产生的地域$一半在王畿$一半在现在黄河流域的大部和江

汉流域的一部!从内容来看$有宗庙祭祀诗’朝 会 和 典 礼 诗’贵 族 阶

级的抒情诗和各国民歌!显然$包括年代长 远’地 域 辽 阔’内 容 繁 多

的这些诗篇$决无可能是个人或少数人的创作!民歌 自 然 是 人 民 群

众的诗歌创作$它历来无法流传作者$即使王官乐师制作的乐歌和贵

族阶级的抒情诗$在长期流传中也经过人们不断修改加工$也已经具

有群众性创作 的 性 质$其 中 几 篇 有 作 者 署 名$像 家 父’寺 人 孟 子’吉

甫$但我们对他们的情况无法了解$仍然和 无 名 氏 一 样!所 以$我 们

现在只能从各篇作品的内容$来大致确定各篇作者的阶级属性$不可

能也不必考定各篇的作者究竟是谁!旧解说各篇是某些王公圣贤的

传世之言$多是欺人之谈!三百篇诗是各代的王官乐 师 逐 渐 采 集 积

累起来的$编集和整理也非孔子一人之力!孔子只是 在 前 人 已 经 辑

集的基础上$进行一次重要的整理刊订$后人又进行过一些加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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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现在看到的这本集子$是自汉代以后传下来的定本!

但是$这部诗集虽然长期中经过很多人的删订加工$基本上还是

保存了它原 来 的 面 貌!这 由 于 它 在 最 初 辑 集 时 就 已 经 在 社 会 上 流

传!诗本来有格律’音韵的限制$在汉代以后$又 由 于 语 言 的 发 展 变

化$词汇’语法’语音都有变异$到汉代时$先秦史籍已经成了古文$三

百篇无人能够尽通$只有保存原貌!因此$它基本上是一部可靠的古

代文献!

要明确的第三个基本的概念是%古人对"诗经#的 许 多 注 疏 像 重

重叠叠的瓦砾$掩埋了这些诗篇的真正意义!旧时对 三 百 篇 的 章 句

训诂$尤其是诗义的题解$大多是不可靠的!周代贵族阶级以及孔子

及其门人$由于他们的阶级偏见和政治需要而利用这些诗篇$他们不

可能对人民群众的民歌创作和大量的政治讽刺诗作出正确 的 解 释!

到了汉代$它真的变成了经典$像古代希伯莱民歌被收进"旧约全书#

变成圣经$欧洲中古时代的教会学者附会许多迂腐穿凿的解说$中国

的经师也用封建教义给"诗经#加上种种附会和曲解!中国长期封建

社会对"诗经#许多篇章的注疏$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来歪曲各

篇的内容和意义的!不扫除这些瓦砾$不拨开这些迷雾$我们便认识

不到各篇的真正面目!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两千年来 的 万 千 学 者$在 训 诂 上 下 了 毕

生的苦功$我们 如 果 不 参 考 前 人 的 解 释$首 先 就 无 法 排 除 文 字 的 障

碍$"诗经#在我们面前只是一串串不可理解的上古文字!因此$尽管

旧的注疏和研究是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运用的是唯心论 和 形 而

上学的方法$但毕竟不可能完全抹煞$对有些诗义的 解 释$还 有 可 取

之处(文字和 名 物 的 训 诂$也 有 一 些 正 确 和 有 用 的 部 分!离 开 了 它

们$我们就会一无依傍!任何学术的进展都是在无数 前 人 研 究 的 基

础上点滴积累起来的$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一概排斥前人的研 究 成 果

而回到黑暗中去摸索!

要明确的第四个概念是%我们阅读和研究"诗经#的目的和意义$

与过去传"诗#不同$因此方法也不同!

总的说$过去对"诗经#有三种读法%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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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的%它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封 建 社 会 国 定 教 科 书$封 建 教

化的重要工具$传"诗#的目的&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

移风俗)*"毛 诗 序#,$&人 事 浃 于 下$天 道 备 于 上$而 无 一 理 之 不 具

也00则修身及 家$平 均 天 下 之 道$其 欲 不 待 他 求 而 得 之 于 此 矣!)

*"诗集传序#,强加给"诗#以封建伦理道德思想$作为政治思想教育

和道德修养的必修科目$这是封建社会传"诗#的主要目的!

历史的%明’清人已经明确提出古代经典的史学价值!明王阳明

说%&五经皆史!)清章学诚作了具体的论述%&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

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

这就跳出经学的圈子$把这几部古籍看成古史材料!关 于 诗 歌 的 史

料价值$他又 说%&诗 类 今 之 文 选 耳$而 得 与 史 相 终 始 何 哉1 土 风 殊

异$人事兴废$纪传所不及详$编年所不能录$而 参 互 考 验$其 合 于 是

中者$如"鸱 #之 于"金 縢#$"乘 舟#之 于"左 传#之 类!其 出 于 是 外

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颂#兼及异代之类!岂非文章史 事$固 相

终始者欤2)!

文学的%"诗经#本来是诗歌创作$历代也有诗人学者把它当作文

学作品来欣赏和学习!从荀卿作"佹诗#$到"楚辞#’汉代乐 府 民 歌’

繁盛的唐诗$或 从 真 朴 深 厚 的 抒 情$或 从 反 映 现 实 的 精 神$或 从 比’

兴’赋的诗歌表现手法$或从修辞技巧和结构形式$都 不 同 程 度 地 明

显地受到"诗经#的影响!李白%&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1)&大雅思

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杜甫%&未及前贤更

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1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白居

易在"与元九书#中强调风’雅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高度评价了三百

篇$反复阐明诗歌应该发挥其补察时政$洩导人情的 功 用$积 极 反 映

和干预社会生活%!他的"读张籍古乐府#诗%&为诗义如何1 六艺互

!

"

#

%

"文史通义/易教上#$嘉业堂本"章氏遗书#!
前两句见"古风#之一$后四句见"古风#之三十 五!李 白 与 陈 子 昂 等 反 对 六 朝 以 来 诗 歌 浮

艳的形式主义倾向$提出复古$即恢复风骚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主张!
"戏为六绝句#之六$"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六!
"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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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这些历史上 的 伟 大 诗 人 都 提 倡 继

承"诗经#以 诗 歌 创 作 批 评 政 治’为 改 革 社 会 现 实 服 务 的 现 实 主 义

传统!

上面三种读法$在长期封建社会中以直接 为 封 建 统 治 服 务 的 经

学为主!

我们研究"诗经#这一份文化遗产$则是为了吸取其精华$为发展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服务!我们也有三个目的’三种读法$即%文学的’

历史的’经学批判的!

第一$我们认为"诗经#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诗歌创作$表现了

上古时代我们 民 族 光 辉 的 艺 术 成 就$是 我 们 民 族 宝 贵 的 精 神 财 富!

当世界大多数民族还处于野蛮蒙昧时代$我们的物质文化和 精 神 生

产已达到高度的文明!通过对这些诗篇的文学欣赏$我 们 能 够 形 象

地了解古代社会的广泛图景以及人民的生活’斗争’思想和感情!这

些诗篇又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是我国现实主义文 学 的 源

头$它直接为改革政治’为揭露社会弊病’为反映人民 的 生 活 和 思 想

感情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一些优良的艺术经验$对中国文学

二千余年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对这部文学 名 著 我 们 应 该

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观点进行学习和研究$至少应该阅 读 并 熟

悉其中的名篇!

第二$"诗经#是研究我国古代史的一部比较完整 可 靠 的 重 要 史

料$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学价值!"诗经#中的史料$较之其他古籍

要真实可靠!它虽然也有脱简错简之处$但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

而且更可贵的是其中很少后人的伪作!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揉$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

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诗经#和"尚书#是同时代的$二者都经

过秦火$"尚 书#损 伤 很 大$"诗 经#却 依 靠 记 诵 而 得 以 比 较 完 整 地 保

存!如"汉书/艺文志#所说%&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 竹 帛 故

也!)"诗经#当然不一定&字字可信可宝)$在先秦也经过儒家的删订

润色$但是"诗经#仍是我们研究周代社会和文化必须依靠的最重要

的史料$不仅对于研究周代的经济’政治’阶 级 斗 争’部 族 斗 争’人 类



关于#诗经$研究的基本问题 &!!!!

生活和意识形态有丰富的材料$对于考古学’民俗学’语 言 学 也 必 不

可少!事实上$"诗经#中的各种材料已经广泛地被引用在各 种 史 学

著作中!

第三$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对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居于指导的地位$对中国封建制度的巩固和 延 长 起

着重要作用!儒家的五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 想$阐 述 和 研 究

这些儒家经典的学问称为经学!范文澜说%&几部经典$流传到现在$

已经二千多年$经学本身起了多次变化并产生了各种派别$每一变化

和派别$都或大或小地影响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以 不 了 解 经 学 和

儒家派 别$很 难 了 解 中 国 文 化 的 重 要 部 分!)!封 建 社 会 的"诗 经#研

究$则是两千多年来经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我们需 要 了 解 这 些 研

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的著作’它发展的简明历史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清代学者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中有两个专题%"论诗比他经尤

难明其难明者有八#’"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义亦未尽可信#"!他

说了八条两大篇$归纳起来$主要只是说明一个意见%诗 是 采 用 讽 喻

的方法$不是直言本义$因而明了诗义比较困难!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中论到"诗#"书#难

解的问题时$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

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

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 其 说 终 不 可 通$

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其难解之故有三%讹 阙$一 也%古 语 与 今 语

不同$二也(古人 颇 用 成 语$其 成 语 之 意 义$与 其 中 单 语 之 意 义 又 不

同$三也!)即使深有造诣享有盛望的大师$在对"诗经#的 解 释 中$无

论是解释诗义或解释词句!都难免有错误!

前人的困难$对我们来说依然存 在!如 果 我 们 不 能 读 通 原 诗 和

正确地理解诗义$也就无从进一步用之于文学的和 史 学 的 研 究!所

以我们第一步的具体工作$仍然是要注意训诂和解题!

!

"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页!
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页$中华书局"*%)年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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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就是对古书字句的解释!我 认 为 旧 有 笺 疏 是 前 人 给 我 们

留下的一份重要贡献$没有前人对于文句字词的注释$我们今天阅读

"诗经#还要困难万倍!但是$两千年间"诗经#的注释极多$各家注疏

歧义互出$一字一词的解释$有时有多种甚至十几种$因 而 一 句 一 章

意义的分歧也就很大$真是&二千余年纷纷无定解)*方玉润"诗经原

始#,$自古&诗无达诂)(而且$诗有异文讹字$注解也就产生意义的分

歧!有鉴于此$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不抹杀 古 人$又 不 迷 信 古 人$尽

可能多参考自汉以来的各种旧解$加以审慎的抉择或建立新说!

我们进行审慎的抉择或建立新说$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有根有

据$从词语’语法’音韵’名物’校勘各 方 面 继 续 研 究$从 点 滴 入 手$编

集一部集大成的’比较完备的新的"诗经#注疏著作!

解题$就是说明每一篇诗的主题!两千多年的"诗经#研究$在这

个问题上搞得最乱$错误也最多$可以说在旧的序传 中 比 比 皆 是$但

是$也要承认旧 的 序 传 在 说 明 历 史 背 景 方 面$有 时 也 有 可 资 借 鉴 之

处$有些学者所作的训诂和解题$也能提出一些独到 的 见 识$尽 管 大

多仍是破而未立$对于我们还是有帮助的!这就要求 我 们 用 历 史 唯

物主义的观点认真加以辨订$从了解"诗经#的时代入手$通过切实的

训诂$在读懂原诗的基础上$根据诗篇本身的艺术形 象 和 抒 写$去 探

求各篇的主题和内容$然后进行文学的分析$或作为史料运用于历史

的研究!

三百篇产生的时代和地域

我们现在已无法考证三百篇各篇的创作 年 代$只 能 大 致 论 定 其

中最早的创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创作于东周的春秋中叶$全部作品

产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之间约五百多年的时间中!

这三百"五篇诗分风’雅’颂三类!

风%一百六 十 篇$包 括"周 南#’"召 南#’"邶#’"鄘#’"卫#’"王#’

"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又称十五国风!

雅%一百"五 篇$包 括"小 雅#七 十 四 篇’"大 雅#三 十 一 篇$又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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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雅!

颂%四十篇$包括"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 颂#五 篇$合

称三颂!

三颂的时代

"周颂#是西周王室的庙堂祭祀乐歌$主要产生在 西 周 初 期 奴 隶

社会的兴盛时期!"史记/周本纪#%成王&既绌殷 命’夷 淮 夷00兴

正礼乐$而民和睦$颂声兴!)商’周之世奴隶主的战争中$战胜的奴隶

主对战败覆灭的奴隶主仍保存其祭祀$可见上古时代对祭祀的重视!

西周政治安定$经济兴旺$为巩固和发展这种兴盛局面$大兴礼乐$为

此制作祭祀的乐歌!在整个&成康盛世)$这些乐歌已积累不少$昭王

时又继续补充修订!从这些诗所祭祀的先王和所反 映 的 史 实 来 看$

可以相信"周 颂#大 部 分 制 作 在 公 元 前 一"五 八 年 以 后 的 七 八 十 年

之间!!

据说$"周颂#中最早的诗$是武王伐纣胜利回朝祭祀文王时制作

的"大武舞歌#六篇$在今本"诗经#中比较可信的尚保存其中的"武#’

"赉#’"怀#三 篇"!最 晚 的 诗 是 昭 王 初 年 祭 祀 武’成’康 三 王 的"执

竞#!这些都无法确考$我们只能大致推断它们产生在西周初期不到

一个世纪之间!

"周颂#的制作$大约出自史官和太师*乐官,的手笔$当然是在镐

京!这些诗篇记述先王的功业$歌颂功德$难免夸张揄扬(祭祀宗庙’

祈福神明$又带有严肃古板和宗教玄秘的色彩!在写作上偏记事$少

抒情$无韵律$缺文采$文学艺术价值不高!但 是 它 们 保 存 了 周 初 奴

!

"

西周从武王灭商*公元前"#%)年,到 幽 王 亡 国$凡 十 一 代 十 二 王$据"竹 书 纪 年#说 共$!&
年!中国历史有确实纪年$从公元前()"年即共和元年开始$共和以前年代都不甚可靠!武王灭商

后二年死$其弟周公旦摄政七年$"尚书大传#%周公&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还政!)故其开始

制礼兴乐在公元前"#!(年$"周颂#的大部分当制作在这个时期!
近人王国维"大武乐章考#提出今本"诗经#中的"昊天有成命#’"般#为"大 舞 乐 歌#的 首 尾

两章*见"观堂集林#卷二$"*)#年商务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二册,!近又有人提出"酌#也是

"大舞乐歌#之一*见孙作云"从读史的方面 谈 谈3诗 经4的 时 代 和 地 域 性#$"*!*年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诗经研究论文集#,!二说均难定确否!如所说可立$"大武乐歌#就全部保存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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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社会兴盛时期的阶级状况’政治史实’经济发展’典章制度’社会意

识形态的一部分确凿史料$因而具有极重要的历史学价值$是研究我

国奴隶社会的可靠的诗史!

"鲁颂#比"周颂#晚几个世纪$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宗庙祭祀乐歌!

鲁是周的后裔封地$在今山东一带!成王封 周 公 长 子 伯 禽 于 鲁!关

于"鲁颂#的来源$朱熹"诗集传#说%&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故

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鲁于是乎有颂$以为庙乐!其后又自作诗以美

其君$亦谓之颂!)这个说法是可信的!魏源"诗古微#卷六"鲁颂诗发

微#%&僖四年$经书%公会齐侯’宋公等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召陵!

此中夏攘楚第一举(故鲁僖’宋襄$旧 侈 阙 绩$各 作 颂 诗$荐 之 祭 庙!)

齐桓公率八国之师伐楚时是鲁僖公四年即公元 前%!%年$所 以 现 存

"鲁颂#四篇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其中"!宫#一篇作者署名奚斯$是鲁

大夫公子!

"商颂#是宋国*都今河南商丘,的宗庙祭祀乐歌!宋国是殷商的

后裔$&商为武王所灭$封其庶兄微子启于宋$修其礼乐以奉商后)!!

现存"商颂#五篇的内容$有的是歌颂宋襄公与齐’鲁合兵伐 楚 事$当

与"鲁颂#同时期(有的是记述殷商先祖功业$可能是先世留传或后世

所追述!五 篇"商 颂#产 生 的 时 间 很 长$其 制 作 时 间$学 术 界 尚 有

争议5"6!

二雅的时代

"大雅#全部是西周的作品$它们主要是 朝 会 乐 歌!其 中 一 部 分

颂诗的内容与祭祀诗没有多大区别!因为它们应用 于 诸 侯 朝 聘’贵

族享宴等朝会典礼$比较只用于宗庙的乐歌$内容较为扩充!"大雅#

的颂诗$有歌颂几位先王功德的题材$有追怀传说中周人先祖和开国

英雄的题材$有赞美廊庙功臣的题材!这些对我们了 解 周 初 社 会 的

!

5"6

朱熹"诗集传#!
关于"商颂#中有宋襄公与齐’鲁合 兵 伐 楚 事$张 松 如 研 究 认 为 非 是!我 在 为 其"商 颂 研

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所写 序 言$以 及 在 台 湾&中 央 研 究 院)演 讲"诗 经 学 四 大 公 案 的 现 代 进

展#*"**%,重新谈了这个问题!二文均见"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学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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