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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任何一部文学史，实质上都是特定时段内被保存和记录的文学的历史，某一时代所能保存和记录的文学数据，决定了这一时代文学

史的基本内容。就两周时代的诗歌发展史而言，我们所能见到的诗歌数据，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诗经》保存下来的。因此，通过《诗

经》文本的形成过程，可以透视出两周时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在本书中，笔者试图通过考订两周时代诗歌作品的年代及其与礼乐制

度的关系，把周代诗歌的创作与结集还原为一种制度与文化的存在，将两周时代诗歌的发展历史与两周时代社会生活及其礼乐制度的发

展过程结合起来，在周代社会生活、文化制度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传世文籍与考古出土的金石简帛资料，参借历史学、语言学、考古

学、制度史等研究领域取得的新成果，来追索和复现诗文本产生、存在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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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前言 

  文學研究所學術文庫經過本所學術委員會的鄭重推薦，將逐年推出本所學者以青年爲主體的新作。由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已有“博士

文庫”、“青年文庫”，這個文庫更多的是留下他們在“青年”、“博士”之後繼續前行的足迹。基於建所重在出人才、出成果的思

路，期待着這裏能涌現出一批將來的名家的今日之名作。 

  自1953年建所以來，我們就執著地追求謙虚、刻苦、實事求是的所風，力戒浮躁，崇尚有根柢的創新。創新而無根柢，易成泡沫；

講根柢而欠創新，易成老木疙瘩；創新與根柢並重，才是我們增長實力、開拓新境的基本方法。文學所一代代學者的成長，都在實踐着

這一基本方法，避免了不少追波逐流或攻關搶灘之弊，培養了一批爲中國現代人文建設做着實實在在工作的學人。如果要我不那麽謙虚



 

地説一説文學所的長處，這長處就在於從前代學者就開始了的文獻功夫和貫通意識，以文獻站穩脚跟，以貫通邁開脚步，以新材料、新

思維、新發現，走向現代學術的深處、廣處和前沿。因此我們也有理由以殷切的眼光期待，期待這個學術文庫成爲文學所的學風、學養

和學術基本方法的歷史見证。有期待的寫作與有期待的閲讀，其可成爲人生之樂事乎？ 

  走進新紀元的文學研究所，總要有一種與我們民族全面振興相適應的文化姿態和文化行爲。小康社會應有學術文化的“小康”。文

學所近期正在啓動三項學術工程：其一是這套“學術文庫”，主要收集以中青年學者爲主的新作，代表着我們的希望。其二是“文學研

究所集刊”，重點發現本所學者見工夫、有分量的長篇論文，展示我們的學術陣容和實力。其三是“文學研究所學術匯刊”，重新匯集

出版本所在1950年代以來的重要學術史文獻，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現代文藝理論譯叢”以及

“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還準備選刊一批重要學者的名作精品，這反映着我們應該繼承弘揚的傳統和值得珍視的歷史記憶。文學所

和它的學術委員會願爲這些學術工程付出不懈的努力，以開闢文學研究的廣闊的途徑和富有生氣的新境界。謹請學術界高明之士和新鋭

之友不吝賜教。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 

                           學術委員會主任 研究員 楊 義 

                           二○○六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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