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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上起西周初年、下迄春秋末年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距 

今两千五百余年以上的作品。历时既久，古今语言及社会生活多 

所变迁，自然存在沟通的障碍。而《诗经》本身，既有士大夫的雅言 

之作，也有各地民间的风谣之什，更增加语言训诂方面的复杂性； 

至于诗篇的主旨和本事，历史上信守《诗序》与怀疑否定《诗序》的 

学者，也争论不一。这都形成今人治《诗》时所面对的诸端困难。

秦灭之后，西汉传《诗》的，有“齐诗”、“鲁诗”、“韩诗”三家，属 

今文经学，皆立学官；古文经学的《毛诗》，未立学官。东汉时，经师 

如郑众、贾逵、马融、郑玄诸人，皆治《毛诗》;郑玄作《毛诗笺》，虽间 

取今文之说，而以申述古文《毛诗》为主。自郑《笺》行之，而《诗经》 

古学昌行，今学渐微。其后《齐诗》亡于魏代，《鲁诗》亡于西晋；南 

宋以后，《韩诗》亦亡，仅存《外传》。唐孔颖达撰《毛诗正义》，以奉 

敕官书而专崇毛、郑，并守疏不破注之例。《毛诗》古说，遂更因之 

而独主《诗经》之学的统绪。沿及宋代，欧阳修、苏辙等人，开始怀 

疑《毛诗》的《小序》,郑樵作《诗辨妄》,益力诋《小序》;至朱熹的《诗 

集传》大行,卒废《小序》不用，颇以己智解释诗篇义旨，.而宋人治 

《诗》的新面貌以成。从此之后，《诗经）之学，遂由汉代的今文经 

学、古文经学两大派，而为汉学与宋学两大派所取代。南宋至明， 

继起有作，藩篱莫外。

清代经学昌盛，宋学的朱熹《诗集传》一派，流传不衰。汉学派 

的著作最富。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戴震的《毛郑诗考证》、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琪的《毛诗后笺》创获较多；而集大成 

的，当推陈奂的《毛诗传笺》。今文经学，随考证学的发展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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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乌开切影母微部。

㊀动词：

哀怜；哀叹；可叹。本义。《说 

文》：“哀，闵也。从口，衣声。”风 

(157)《豳风•破斧》一章:“哀我人斯， 

亦孔之将。”郑玄:“此言周公之哀我 

民人,其德亦甚大也。“陈奂：“‘哀我 

人斯‘，承’破、缺’句，言哀我民人遭 

此'破、缺’之害……。”马瑞辰：“哀字 

古有数义。有作悲哀解者,……有作 

哀怜解者，此诗‘哀我人斯’及《诗》 

‘哀此鳏寡’、‘哀此填寡’之类是也。” 

雅(21)《小雅•鸿雁》一章：“爰及矜 

人，哀此鳏寡。”雅(32)《小雅•正月》 

一章:“哀我小心，痛忧以痒。“'哀我 

小心二可译为‘可怜我啊心难过，。 

雅(74)《小雅•何草不黄》二章：，哀我 

征夫，独为匪民

㊁形容词：

悲哀，悲伤，悲痛，伤心。引申 

义。雅(21)《小雅•鸿雁》三章：“鸿雁 

于飞，哀鸣替替。"‘哀鸣‘可释为‘凄 

厉或悲伤的叫声。雅(32)《小雅•正 

月》十三章：“皆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引之《经羲述闻》卷六：“智与哀相 

对为文，哀者忧悲，嚮者欢乐也。”雅 

(33)《小雅•十月之交》一章:“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雅(35)《小雅•小旻》 

四章：“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哀 

哉为犹，”可译为“可悲呀，制订谋划

O

【哀哀】形容词：悲伤不已的样 

子。雅(42)《小雅•蓼莪》二章:“哀哀 

父母，生我恸劳。”郑玄：“哀哀者，恨 

不得终养父母,报其生长己之苦。”朱 

熹:“言父母生我之勛劳,而重自哀伤 

也。”

謁(蔼)血at

於盖切影母月部。

【蔼蔼】犹“济济”，形容词，众多 

的样子。雅(92)《大雅•卷阿》七章： 

“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 

子。”《毛传》：“蔼蔼，犹济济也。”《尔 

雅•释训1》：“蔼蔼、济济，止也，皆贤士 

盛多之容止。”郝懿行注:“止有二义， 

《诗》云：'人无止。'《毛传》以为止息， 

《郑笺》以为容止，二义俱通。……蔼 

本众多之义，故《诗•卷阿》《传》：‘蔼 

蔼，犹济济也。济者，《释言》云：“成 

也。成有止义。“‘济’单文为止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