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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诗经》中鲜明的文学色彩
刘　婷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山东 济宁 272067）

摘要：《诗经》在我国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首部

诗歌总集。在先秦阶段，孔子对其进行了整理，此时《诗经》以

别称的形式存在，如“诗”“诗三百”等，这种别称即使到现在

也依然在使用。随着时代发展，在汉武帝时期，因为董仲舒提出

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为“诗”进行了命名，尊称

其为《诗经》，且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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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今为止，《诗经》共存储了 305 首诗歌。其内容统计了

从西周初始阶段到春秋中期这段时间内的诗歌。诗歌的内容包括

民歌、以及官阶阶层的乐章，而这些诗歌又可以细分为风、雅、

颂三章。

“雅”章部分的诗歌又可以细化为大小雅，总共包含 105 篇。

其内容主要记载了周王朝核心地区的诗歌作品，且以朝廷乐歌为

主。朝廷乐歌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称赞为官人士。“颂”章部分的

诗歌可以细化为周、鲁、商三种颂歌，总共包含 40 篇。周颂记载

的诗歌主要以西周前阶段的民歌作品为主，其作用主要是祭祀。

歌词所描写的内容主要是称赞贵族、王族。周颂在颂章中的比例

较高，共计 31 篇；鲁颂主要是称赞鲁国国君鲁僖公的，共计四篇，

多为公元前七世纪的诗歌；商颂则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七世

纪描写宋国的诗歌，共计 5 篇。

本文用《诗经》中典型的篇章来浅论其中鲜明的文学色彩，

愿对在校大学生和初读《诗经》读者一些启发，共同传承我们国

家优秀的传统文化。

一、用描写爱情的内容反映浪漫的文学色彩

 《国风·周南·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为先秦时代

汉族民歌。这首诗歌主要是写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思念之情。

《关雎》这首诗歌创作的时代为先秦，作者不详。诗歌的含义

相对来讲较为隐晦，即男子在河边散步，偶遇一位采荇菜的女子。

女子采荇菜的身段、动作让其久久难以忘怀。男子追求一番却

以失败告终，不禁希望可以通过琴瑟、钟鼓来博得窈窕佳人的

青睐。

《诗经·秦风·蒹葭（jiān jiā）》。全文共三章，每章八句，

前二句写景，后六句抒情。《蒹葭》是秦国民歌，题材为爱情诗，

写在恋爱中一个痴情人的心理和感受，十分真实、曲折、动人。

所节选第一章内容采用白话文翻译为：芦花一片白苍苍，清早露

水变成霜。心上人儿他在哪，人儿正在水那方。逆着曲水去找他，

绕来绕去道儿长。逆着直水去找他，不在四周在中央。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分析上述的两首诗歌，都属于爱情诗歌的

范畴。但是在文学色彩以及手法表现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关雎》这首诗歌主要侧重于叙述事情。从文章的表层含义

来分析诗歌内容，可以发现男主人公从发现“窈窕淑女”之后，

开始了追求之路，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在追求不到之后，又梦

想着追求她。文章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蒹葭》中没有叙

述故事，而是突出寻爱之路漫长艰难，最终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

结果。通过语句的不断重复，来渲染主人公爱而不得，却希望永

驻的情感。二者相比，后者的情感韵味更加浓厚。

从表现手法入手，在艺术手法上，《蒹葭》与《关雎》相比较，

前者的比兴特点更为突出。尤其是在描写“伊人”“水”等形

象上，达到了浑然一体。在诗歌开头，主要描写秋季水边芦苇

丛生，在天光水色的映照下，给人一种迷茫的感觉，这也反映

出了是个主人公内心那种迷离的爱情。主人公与理想的女子并

没有真正的交往，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是只要能够远观，

便感觉到了一丝满足。正是这种迷离以及距离，让整首诗歌直

接得到了升华。

还有一篇典型的篇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源于《诗经·邶

风？里的《击鼓》篇，原句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这句话原本是战士之间的约定，现代成语多运用执

手偕老，形容爱情的永恒 . 而在种种承诺面前，爱情的承诺应是

最动人心魄的了，平凡而真诚的诺言最为感人。两千四百年前的

承诺至今在耳久久回响，令人感慨岁月所难以磨灭的记忆与回答，

文学色彩带着浪漫主义爱情的芬芳。

二、用比喻的写法表现当时的压迫   

《硕鼠》是《诗经》中的一首诗歌，整首诗歌共分为三章，

三章的意思大体相同。这首诗歌借助了老鼠丑陋、狡黠的性格来

比喻剥削者的贪婪。在诗歌的三四句将剥削者的贪婪与忘恩展现

的淋漓尽致。诗歌之中以“汝”和“我”之间的对话作为歌词，

即我养活你这么多年，你却不肯照顾我，甚至连一丝丝的安慰都

没有，表明二者存在着一种对立。诗歌中的“汝”和“我”并非

描写某个人，而是应该拓宽为“你们”和“我们”，甚至代表着

某个阶层。在诗歌的后四句，诗歌的作者逐渐认识不能够安于现状，

应该举起反抗的大旗。尤其是一个“逝”字，更是体现出了诗歌

作者的决心。不过尽管诗人展现出了反抗征兆，决心寻找不受剥

削的人间乐土来安居乐业，但这更多的是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

一种向往。正是这种美好的生活理想，不断鼓舞着后世劳动人民

为反抗压迫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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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首诗歌均采用比喻的手法，表面上是在写老鼠忘恩负义，

实际却在反应剥削者的压迫。诗歌后半篇直抒胸臆，直接反抗老鼠。

整篇文章，无论是喻体还是喻指尽皆一一对应，具有较强的文学

色彩。

三、用深邃的文学色彩讲述人生哲理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句诗词出自《诗经·小

雅·小旻》，其中的注解为：如：好像。临：来到。深渊：深水潭。

履：踩踏，走在上面。薄冰：脆薄的冰面上。白话文解释为君子

修身养道就像脚踩薄薄的冰面上，又好似站在悬崖边上，一不小

心就有掉下去的可能。这句话将君子应该行事谨慎的特点准确描

写了出来。

整首诗歌总共分为六个章节，上述所选的句子来自第六章。

原文的白话文解释为：不敢与老虎赤手空拳的颤抖，也不敢一

步步的走过河。这个道理一般人都知道，但其他的事就不知道

了。怀着恐惧之心，小心谨慎，应该像站在深渊边缘，怕掉进

深渊，像踩着薄冰怕陷到水里一样。整句话：比喻为人处世要

谨慎。

除此之外，曾子病危在弥留之际，将所有的弟子叫到面前，

说道：“（我死后）要摆正我的双脚，摆正我的双手。《诗经》

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这一辈子小心严

谨地修养心性（以期臻于孔老夫子“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

界），现在我即将去世，知道不会再犯错了。你们后来人要勤勉、

小心啊 !”曾子的一番话同样讲述了君子修身养道所需要注重的

地方。

曾子引用《诗经》的三句词来表明自己一生小心翼翼，防止

伤害到身体，这便是对父母的一种孝顺。之所以有此说法，是因

为在《孝经》的记载中，孔子曾经告诫曾参：“身体发肤，受之

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就话的意思就是，孝顺的人首

先会爱护父母赐予的身体，不敢伤害自己的头发和皮肤，这是孝

道的源头。正是因为如此，曾子才会在临死之前告诉自己的弟子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手脚，来表明身体完美无缺，其一生都谨遵

孝道。这从另一个层面上可以分析出，孝道在儒家思想中是极为

重要的。

《诗经·国风》中有一句为：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整首诗歌赞颂了一个谦谦君子精雕细琢的修养，犹如金玉

一般金贵。                    

有匪君子：有文采的君子。匪通“斐”，指人有文采。而切、

磋、琢、磨是指古代加工器皿的基本流程。这句话即为习得君

子是非常困难的。表述人修身养道的艰难，往往都是通过打磨、

提炼物质来比喻的。本句中提到的成为需要需要不多的打磨和

深思，只有经历过一番苦练之后，君子的学问、言行举止，才

会是那么深厚、那么高雅，那么让人心生敬意，就“如同”切

磋琢磨过的玉器。文章内容揭示了君子人格培育、修身养性的

浓郁文学色彩。

《诗经·小雅》中提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原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辔如

琴。觏尔新婚，以慰我心。”意思正如宋朱熹解释为：“仰，是

仰望的意思，景行是宽阔的大路”朱熹所引用的高山与现实中的

高山是相同，没有其他的语义，景行则是指宽敞无比的大路。“景

行行止”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人们行走在畅通无阻的大道上。将这

句话与诗经中的原句相结合，赋予其一个迎亲的背景，意思是抬

头见山，山下便是畅通的大路。四匹骏马奔腾在宽敞的大路之上，

六条缰绳如同琴弦一般。看见你车上的新娘子，我的心立刻舒畅

了起来。

后世，司马迁用将原文进行了一定的变换来称赞孔圣人的

高尚的品性，并流传了下来。迄今为止，这句话仍然用来描述

一个人高尚的品德。汉代的郑玄更是对这句话的内涵进行了深

化，他将“高山”比喻为人崇高的品性，“景行”比喻为光明

正大的行为。如此一联系，司马迁的这句话便解释为：“（孔

夫子）高尚的品德如同高山一般让人敬仰，光明磊落的行径让

人遵循。（我）虽然不能够达到他的品质，但是我却知道努力

前行。”

四、结语

《诗经》是留给后世的一部珍贵的作品，对于我国历史文化

的发展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这是诗人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不过因为《诗经》与我们的年代相差太远，我们无法准确理解其

中的字词。为此，在翻译《诗经》原文的时候，翻译人员常常会

引入了一些现代化的元素来帮助我们理解。

在写本文的时候，笔者参考了大量的资料，并融入了一些自

己的见解，希望可以给各位读者带来一些启示，从而深度了解《诗

经》中的文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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