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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四家詩說之異同看《毛詩序》的時代

【作者】马银琴

一  引論 

    關於《毛詩序》的時代與作者問題，《四庫全書總目》在羅列十數家觀點之後，稱之為“說經之

家第一爭詬之端”。縱觀《詩經》研究史，此言誠不為過。儘管四庫館臣考稽眾說之後作出了一個結

論性的判斷：“定序首二語為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為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但問題並沒

有被真正解決。時至今日，《詩序》的時代與作者，仍然是《詩經》研究爭論的熱點之一。 

對《詩序》中的文辭，迄今有多種稱名，或稱“小序”、“大序”；或稱“首序”、“續

序”。另外還有“古序”、“後序”、“下序”等等說法。稱名不同，其實則一。今為行文方便，以

《關雎序》中“風者，風也”至末一段為“大序”，其餘為“小序”；“小序”之中，以首二句為

“首序”，如“《關雎》，后妃之德也”、“《鴻雁》，美宣王也”等；首二句之後續申之詞為“續

序”。 

    《詩序》存廢問題爭論了千百年之後，張西堂在其《詩經六論‧關於毛詩序的一些問題》一文

中，對《毛序》作了徹底否定。他歸納《毛序》的“謬妄”有十：（一）雜取傳記；（二）疊見重

復；（三）隨文生義；（四）附經為說；（五）曲解詩意；（六）不合情理；（七）妄生美刺，

（八）自相矛盾；（九）附會書史；（十）誤解傳記。[i]平面地去看《詩序》，上列種種“謬妄”的

存在不可否認。也正是《詩序》本身存在的矛盾，為廢序者提供了充足的理由。然而，事情遠遠不是

那麼簡單。《毛詩》後出於齊魯韓三家而獨顯，《詩序》經歷強烈衝擊而仍流傳不息。這個過程本身

便已極有說服力地證明《毛序》存在的歷史合理性。《詩大序》出自漢人之手，這已是詩經研究者之

共識。那麼，爭論最多的小序，它究竟是什麼時代的產物呢？在前人的論述中，具代表性的有以下諸

說： 

鄭玄《華黍序》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

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

義，各置于其篇端。” 

《後漢書‧儒林傳》：“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

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 

《經典釋文‧序錄》：“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

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又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

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 

程大昌《詩論》：“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

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 

郝敬《毛詩原解》：“蓋古人有詩即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

非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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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總目》：“《序》首二語為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為毛萇以下弟子

所附。” 

王禮卿《詩序辨》：“蓋采詩者必知詩之所為作，而後可以其實狀致之大師；大師必悉其

事義之本然，而後可依其義類，決其為正樂、散樂、房中、燕射、聘祭之樂章，而上之國史；

國史必序其所為作之事義，以垂詩教，而教國子；傳詩者亦必本之於《序》，以講明其本意，

而推衍其微旨。是自采詩以至傳詩，皆不得離於《詩序》所述之要領。”[ii] 

胡樸安《詩經學‧大序小序》：“孔門弟子，傳《六經》之學者，厥惟子夏。《詩序》雖

非子夏自作，必出自子夏，可斷言也。……《毛詩》之序，淵源於子夏，敘錄於毛公，增益於

衛宏等。”[iii] 

陳允吉《〈詩序〉作者考辨》：“《序》首二語，為毛享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

為其後治《毛詩》者補綴而成。”[iv] 

    由上可見，多數學者以為：《詩序》非出自一人之手；《詩序》以首序為根柢，續序是在首序命

意基礎上進一步的解說，應為後人增益之辭。從《詩序》本身來看，這種說法是符合實際的。張西堂

所列十大“謬妄”，亦多因續序而來。本文下面的論述，即以此為基礎展開。 

二  關於漢四家詩說 

    秦火之後，先秦典籍大多殘損不全或亡佚不存。但在同時，《詩三百》卻被完整地保存下來。關

于其原因，《漢書‧藝文志》的解釋非常清楚：“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

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經典釋文‧序錄》亦云：“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

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之世，專任

武力，雅、頌之聲為鄭衛所亂，廢絕亦可知矣。遭秦焚書而得全者，以其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故

也。”“口以相傳”的方式是《詩》遭秦火而得全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導致詩文、詩義講授歧異的

原因。漢代齊、魯、韓、毛四家之詩正是因此而起的。 

    據《史記》、《漢書》，《齊詩》之傳始自齊人轅固生，景帝時立為博士；《魯詩》之傳始自魯

人申培，其傳授源流上溯可由申公、浮丘伯而至荀卿，文帝時立為博士；《韓詩》之傳始自燕人韓

嬰，《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韓詩》二十二卷，曰：“卜商序，韓嬰注。”其學或可溯自子夏，文

帝時立為博士；《毛詩》因趙人毛萇所傳而得名。《毛詩》之傳，古有二說，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

魚疏》云： 

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

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

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又《經典釋文‧序錄》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

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又《東門之楊正

義》云：“毛公親事荀卿。”是《毛詩》之學亦應出自子夏──荀卿一派。《毛詩》至平帝時立為學

官，不久即廢，主要是以私學形式流傳於民間。東漢以後，三家詩學失其傳人，遂以寢微。《齊詩》

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唐時猶存，宋元以降，僅有《外傳》十卷流存；《毛詩》得鄭

眾、賈逵等人傳授，後馬融作《毛詩注》，鄭玄作《毛詩箋》。《毛詩》賴鄭箋之力得大行於世，流

傳至今。 

    關於漢代今文三家詩，《史記‧儒林傳》云：“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

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班固以為三家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是亦以三

家詩同等看待。因此，“其歸一也”可以代表漢代史家對今文三家詩的看法。清人魏源在《詩古微‧

齊魯韓毛異同論上》中說：“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

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v]據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王先謙《詩

三家義集疏》所鉤輯的三家遺說，魏源之言不誣。這是今文三家詩之間的關係。今文三家與《毛詩》

之間的關係則頗為複雜。在漢代經學史上，三家詩在相互爭勝的同時，對古文《毛詩》的攻擊顯得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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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突出。《毛詩》晚出，司馬遷未及見，班固則僅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未得立”，未

加評說。由上文所云各家詩之授受源淵，魯、韓、毛三家似乎均可追溯到子夏──荀卿一派；《齊

詩》源流史無記載，然荀子曾在齊國稷下講學，三為祭酒（學宮之長），齊人所傳《齊詩》，或亦出

自荀卿，至少應受荀子的影響。這就是說，至少在史籍記載中，四家詩具有同出一源的傾向。馬瑞辰

《毛詩傳箋通釋例言》已云：“三家《詩》與《毛詩》各有家法，實為異流同原。”那麼，在具體詩

義的解說方面是否能夠找到四家同出一源的證據呢？ 

    魏源在《詩古微‧齊魯韓毛異同論中》中這樣論述三家詩與《毛序》的異同： 

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說詩者之義，而又有賦詩、引詩者

之義焉。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而止，不計聞者之如何也；即事而詠，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

諷上而作，但蘄上寤，不為他人之勸懲也。至太師采之以貢於天子，則以作者之詞而論乎聞者

之志，以即事之詠而推其致此之由，則一時賞罰黜陟興焉。國史編之以備矇誦、教國子，則以

諷此人之詩存為諷人人之詩，又存為處此境而詠己詠人之法，而百世勸懲觀感興焉…… 

三家特主於作詩之意而《毛序》主於采詩、編詩之意，似不同而實未嘗不同也。……三家雖主作詩之

意，而亦間及編詩、奏詩之意，似自違而非自違也。《毛序》雖以采詩編詩之意為主，然……合眾作

而推其義例，可見序詩者與作詩之意絕不相蒙，作詩者意盡於篇中，序詩者事徵於篇外，是《毛傳》

仍同三家，不以序詩為作詩，似相牴而非相牴也。……至若編詩以教萬世，則視采詩教一時者，其義

尤賾，正風正雅諸樂章既以播之朝廷、鄉國，其餘亦備國子矇瞍諷誦之明，……大序所謂“國史明乎

得失之跡，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蓋國史掌世系、擇勸戒以授之矇瞍，……雖非詩人言

志之初心，適符國史美刺之通例，此則齊、魯、韓、毛各有所得，觀其會通以逆其志，未始不殊途同

歸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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