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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序《郑风》的话语构设与汉初继嗣语境关系研究∗

杨 秀 礼

摘　 要：毛《序》解读《郑风》作品主要采用概念转换、取譬转义等意义置换手法，聚焦郑庄公与其弟共叔段、郑庄公

诸子间两场因君位传替而引发的政治斗争，认为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是郑国走向衰败的根源之一。 毛《序》将郑国

君位传替斗争作为《郑风》言说内容并加以批判，体现出在汉初继嗣不明的政治局势下，作者尝试重建周代嫡长子

继承宗法传统的话语权力，借由文本注释实现构设符合大一统背景的新秩序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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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尤其是“国风”部分，存在较多抒写男女

之情的作品，其中尤以“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

已不啻七之五。 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

男之语。 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
无复羞愧悔悟之萌”①为甚。 当《诗经》作为经学知

识资源，进入国家制度体系———王官之学，与帝国政

治相结合时，又产生了序《诗》层面的政治性解读。
毛《序》②基于重建礼乐文明的现实需要，发掘出这

类作品与“礼”的契合之处，并将之运用于汉代礼乐

文明制度的建构中。 毛《序》将郑庄公与其弟共叔

段、郑庄公诸子间的两场君位之争关联为《郑风》作
品的言说内容，讨论郑国君位“兄终弟及”式传替竞

争的形成及其影响。 这一言说内容的确立与汉初君

位传替争议产生关联，同时关涉着伦理纲常中的君

臣、兄弟关系在汉帝国宗法政治秩序下的构建方式，
表现出毛《序》主导下的《诗经》作为思想与价值系

统对儒教文明的贡献。

一、作为《郑风》言说内容的郑国

君位传替与毛《序》关注方式

　 　 据毛《序》和郑《谱》，《郑风》中的作品主要创

作于郑国东迁之后，从郑庄公即位到郑厉公去世前

的近百年时间，共历两代 ６ 位君主③。 这一时期，郑
国主要经历了创立小霸鼎盛局面，然后丧失并走向

衰落的过程。 《郑风》主旨依据毛《序》的解读，主要

关注郑庄公与共叔段、郑庄公诸子间的“公子五争”
这两代公室内部的君位传替之争，以及由此产生的

乱世现象。 针对这一话题，清代顾栋高曾有如下的

总结：
　 　 入春秋后，庄公以狙诈之资，倔强东诸侯

间。 是时楚僻处南服，而晋方内乱，庄公与齐、
鲁共执牛耳。 其子昭公、厉公，俱枭雄绝人。 使

其兄弟辑睦，三世相继，郑之图伯未可知也。④

春秋初期郑国诸位国君都是“枭雄绝人”，同时

又具有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但因“兄终弟及”式君

位传替之争导致内乱，致使国力急遽衰败，错失继续

壮大的良机。 在鲁桓公十五年 （郑厉公四年，前

６９７）到鲁庄公十四年（郑子婴十四年，前 ６８０）近 ２０
年时间内，国际性的征伐及会盟等政治军事活动此

起彼伏，而《春秋》经传中未见郑国参与这些活动的

记载，其衰败之迹可管窥一二。 顾氏对此深感惋惜，
并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郑国公室内部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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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 毛《序》主要以作为兄长的郑庄公、郑昭公为重

点关注对象，就他们在君位传替竞争中的作为，以及

应承担的责任展开讨论，强调伦理纲常等礼制构设

践行的价值意义。
郑国发生在郑庄公与共叔段之间的第一场君位

传替之争，是春秋初期著名的历史事件。 《左传·
隐公元年》对此有详细记载，主要表现为其母武姜

的深度介入：“（武姜）爱共叔段，欲立之。 亟请于

（郑）武公……（共叔）将袭郑。 夫人（武姜）将启

之。”⑤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共叔段的势力迅速扩

张，他先受封于京（今荥阳东南二十余里），后来发

展到从郑国西鄙到北鄙而至廪延（今延津北而稍

东）、鄢（今鄢陵）等地区。 对于共叔段的过分之举，
郑庄公先是隐忍不发。 后人评价郑庄公时批评道：
“郑庄志欲杀弟，祭仲、子封诸臣，皆不得而知。 姜

氏欲之、焉辟害、必自毙、子姑待之、将自及、厚将崩

等语，分明是逆料其必至于此。 故虽婉言直谏、一切

不听。 迨后乘时迅发、并及于母。 是以兵机施于骨

肉，真残忍之尤。”⑥

对于郑庄公与共叔段之间的君位传替之争，毛
《序》选择关注并着力表现的内容如下：《将仲子》
“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

制。 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⑦；《叔
于田》“刺庄公也。 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
国人说而归之”⑧；《大叔于田》“刺庄公也。 叔多才

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⑨等。 郑庄公因未尽到兄长

的规诫义务，放任共叔段迅速做大，才是最终导致兄

弟间爆发君位之争的根本原因，因此郑庄公应承担

的历史责任成为毛《序》关注的焦点。 毛《序》站在

伦理教化的立场，批评了郑庄公对其弟的“失教”，
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齐、鲁、韩三家《将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说同，无异议⑩。 可见，汉代

主流《诗经》学者在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时，对多才好

勇的共叔段多抱以同情的态度，但对郑庄公“失教”
其弟则持指责的基本态度。

郑庄公虽未尽到规诫共叔段的责任，但凭借其

卓越才能，在与共叔段的君位争夺中取得最终胜利，
维持了郑国的统一与稳定，使郑国进入“春秋三小

霸之首”的鼎盛局面。 但郑庄公在位时，郑国已出

现“君多内宠，太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

也”的政治隐患，他本人并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积

极预防和解决。 因此，郑庄公去世后，郑国陷入第二

场君位传替之争，即从郑庄公四十三年（前 ７０１）到
郑文公元年 （前 ６７２） 近三十年时间的 “公子五

争”。 这次君位传替引发的内乱，导致郑国国力被

严重内耗，根本无暇顾及对外发展，小霸事业遂戛然

而止。
这一阶段的君位之争有如下特征：一是国内公

卿专权，戕杀执政，威劫国君，尤以祭仲、高渠弥等为

代表。 二是他国干政，对郑国君位传替施加影响。
祭仲谏言公子忽娶齐侯女，通过联姻强国以自固，国
外势力对于君位传替与局势掌控的重要性已初见端

倪；因公子突为宋宠臣雍氏女所生，宋庄公拥立公子

突；齐襄公为泄旧愤杀害郑国国君子亹等，更是国外

干预的残酷史实。 与第一次君位之争主要由公室内

部挑起并主导不同，此次君位之争主要由郑国卿大

夫与国外势力挑起并主导。

对于郑国的第二次君位传替之争，毛《序》则一

如既往，主要关注太子忽的相关作为。 毛《序》作者

认为，太子忽不能顺利长期执政的原因如下：“郑人

刺忽之不昏于齐。 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
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

刺之”（《有女同车》）；“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苏》）；“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萚兮》）；“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

也”（《狡童》）。 毛《序》认为太子忽对外不肯娶妻

于齐，无法求得强国援助；对内无法解决权臣擅命、
君弱臣强的局面，导致对国家权力的失控。 从“公
子五争”的发展过程来看，毛《序》的看法颇有见地。

出于对礼乐传统重建的现实需要，毛《序》还关

注了由君位之争导致的郑国内乱，揭示了“兵革不

息”与社会风气败坏之间的关系，如“刺乱也，婚姻

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丰》）；
“刺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东门之

墠》）；“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风雨》）； “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

（《子衿》）。 由于世道动乱，郑国社会问题不断爆

发，郑人产生了对古代治世君子的追念。 毛《序》认
为，郑国“兵革不息”的动乱局面，主因不在强国的

侵凌，而在于由君位传替混乱所引发的内耗，因此在

注解《出其东门》时说“闵乱也，公子五争，兵革不

息，男女相弃，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在注解《溱

洧》时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
莫之能救焉”。 毛《序》对《郑风》文本作如此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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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造性阐释，赋予《郑风》作品相关话语内容，是
其重新整理经典文本体系，发掘经典文本对于汉帝

国政治的构设功能，以达“致治”之途的表现。

二、汉初政治与其君位传替的潜在危机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统治者自觉汲取亡秦的教

训建设政权，周代礼制逐渐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统
治者已认识到君位传替规范及有效执行对巩固王朝

统治的重要作用。 自秦以后，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与巩固，君位作为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象征，成了皇

室成员或其他有实力者的觊觎对象。 因此，汉初统

治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稳定制度，保证君位传替的

平稳有序。 西汉王朝的开创者刘邦在统一天下后，
便立嫡长子刘盈为太子，确定其为君位继承人，并由

叔孙通担任太子太傅，负责太子教育，汉代君位传替

初步形成规范。 同时为平衡宗室和功臣等各方利

益，汉初统治者又一度剖裂疆土，大封宗室子弟、功
臣名将，形成相关势力集团。 通过推行诸侯与郡县

并存的行政管理制度，由此建立起以君权为纽带、由
刘姓宗室与功臣集团共同支撑的汉初社会权力架

构。 刘姓宗室与功臣集团的诸侯群体自行掌握藩国

内的军政大权，权力高度自治，在经历短暂的发展之

后，这些诸侯羽翼逐渐丰满，直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

稳定。 高祖刘邦有鉴于此，其在位期间已较为圆满

地解决了以功臣为主的异姓诸侯问题。 “昔高祖定

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 至孝惠时，唯独

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出于拱卫刘姓皇权的

考虑，宗室诸侯及外戚势力则继续壮大，对君位传替

形成较大冲击，造成一定的社会混乱，在汉初引发了

几次较大争论。 如汉文帝即位后，相关部门谏议他

早立太子以尊宗庙，汉文帝推辞如下：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
明于国家之体。 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
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 岂为不豫哉！ 诸侯

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

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 今

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

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 朕甚不取。

汉文帝提出“更选于诸侯及宗室”以确立太子，
鼎定君位继承人，这种托词冠冕堂皇。 从汉文帝因

相对弱势而被拥立为天子的真实原因，及其即位前

对功臣与宗室集团的疑虑，可见他对刘姓宗亲势力

的忌惮。 这也折射出这些宗亲势力潜藏着挑战君位

的可能与实力，因此汉文帝在面对这一敏感问题时

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 最终在相关部门的坚持下，
秉承“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的原则，汉文帝立其

长子刘启为太子，立储风波暂时得以平息。
但是，刘启即汉景帝嗣位后，在选择继承人时又

碰到相同的问题，并且斗争从文帝时的相对隐蔽转

变为朝廷大臣以及诸侯王间的公开争议。 在汉景帝

未立栗太子前，“兄终弟及”的君位传替观念在皇室

内部仍有遗存：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窦太后爱之。 梁

孝王朝，因昆弟燕饮。 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
从容言曰：“千秋之后传梁王。”太后欢。 窦婴

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

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

在景帝废栗太子后，窦太后仍有志于立景帝之

弟梁孝王为皇位继承人，为此引起朝中大臣的反对。
最终在袁盎等大臣的一再劝说下，太后才放弃了这

种想法。 对此，司马迁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

俱侍坐于太后前，语言私说。 太后谓语曰：“吾

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 安车大驾，
用梁孝王为寄。”景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

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

是，何谓也？”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

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
周道尊尊者，立子。 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

亲，故立弟。 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

本始。 故立长子。 周道，太子死，立适孙。 殷

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于公何如？”皆对

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
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 宋宣公死，不立子而

与弟。 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 弟之子争

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 以故国乱，
祸不绝。 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

公为之’。 臣请见太后白之。” 袁盎等入见太

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

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
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

后。 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

可见，汉初关于帝位传承方式，主要以殷商的

“兄终弟及”与周代的“父死子继”两种制度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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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关讨论也围绕“立弟”与“立子”展开。 作为周

代宗法礼制重要体现的“父死子继”传替方式，在西

周第七位国君懿王时已遭破坏。 懿王去世传位其叔

辈孝王，而非其子夷王，此后周平王与其叔辈携王余

臣、周惠王与其叔辈王子颓的王位之争；周庄王与王

子克、周襄王与王子带等兄弟间的王位之争更层出

不穷。 周王室内部频仍的大小宗斗争，是宗法制破

坏在政治层面的反映。 反映在王室和诸侯之间、诸
侯宗室内部，便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乃至陪臣出

等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对君位“父死子继”方式具

有极大的破坏力。
以郑国为例，据笔者统计共有 １５ 代 ２３ 位国君，

公元前 ６０５ 年，在“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后，郑人

欲立子良即公子去疾为君，子良推辞说“以贤则去

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长”，提出应以品德之“贤”与
年齿之“顺”作为考虑择立新君的标准。 从子良的

让国之举可见当时社会两种君位传替制度的争议，
子良及其后世作为郑国“七穆”势力之一，对郑国的

政治影响更是不可小觑，这势必会造成君位传替方

式等政治混乱。 汉代在建立之初，承绪春秋战国遗

留的这种混乱局面，统治者与有识之士，都有通过伦

理纲常等礼乐文明的构设与实践，创建一种平衡、稳
定的社会关系以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共识。

高祖刘邦在君位传替中的困惑，是在其诸子，即
嫡长子刘盈与庶子赵王如意之间的选择中产生，并
无大违周代“父死子继”的传替制度。 他身后的子

孙二代，即汉文帝、汉景帝，主要面临的则是“兄终

弟及”与“父死子继”两种制度的纠缠。 汉文帝在

立太子前的那一段推托之词，反映着他在面临传亲

与传贤，即子承与弟及这一政治伦理难题时的取舍

与态度。 汉文帝列出的季父楚王、兄吴王、弟淮南王

等，均为高尚道德者，甚至是诸侯王、宗室昆弟中的

功臣，汉文帝也认为他们以贤能功德，可承续大统之

位。 当然，汉文帝这一说辞，与当时社会政治现实有

紧密关系。 汉文帝所列的楚、吴、淮南等都是当时的

诸侯大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
谮于天子”。 与诸侯王国的势力相比，皇室则处于

相对弱势地位。 加之继嗣不明，地方宗室诸王对君

位具有挑战的实力，其后汉景帝时吴楚等国发动的

“七国之乱”即是例证。 汉文帝关于君位传替规范

的主张，是基于对诸侯势力过于强大这一局势的理

解和把握。 汉景帝除了被依然存在并有所发展的诸

侯势力环伺外，在是否传位于其弟梁孝王刘武的问

题上更为棘手，其中既有其母窦太后的屡次软硬兼

施，更有以公孙诡、羊胜等为代表的臣子势力上蹿下

跳，局势复杂而扑朔迷离。
在汉初君位传替方式的争议中，儒家宗法礼乐

思想在经世致用方面已展现出明显的优势。 作为社

会伦理和道德规范的“父子相袭”君位传替方式，通
过儒家学者的努力，被确定为“此汉之约也”，成为

汉初“方今汉家法周”传替制度的礼法依据。 随着

汉代中央集权政治的有效建设，诸侯势力衰败，这一

传替制度也取得了最终胜利，汉代国家的稳定与统

一得到了有效维护。 《诗经》作为知识体系，经由儒

生的经学化阐解，最终与汉帝国政治结合，成为政治

价值系统，实现“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目标。

三、《郑风》毛《序》的意义构设方式

毛《序》通过“主文谲谏” 方式，即经由对《诗

经》的阐释，构设《诗经》新的知识、思想与价值系

统，以达到在汉初社会建立符合大一统背景下新的

文化与政治秩序的目的。 对于《郑风》等作品原初

意义形式的探讨，无疑是实现其意义构设的前提性

工作。
从其原初意义及生成方式来看，《郑风》作品产

生的历史背景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直接再现

当时现实政治生活。 如《清人》描写了清邑士兵驻

防时的种种表现，称颂清邑将帅士兵武艺高强、车马

强壮威风，明褒实贬揭示清邑士兵游手好闲的本相：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

归，高克奔陈。 郑人为之赋《清人》。” 《清人》是

《郑风》中唯一有确切本事可考作品，反映了郑文公

与其大臣高克之间的政治斗争。 《羔裘》借助对官

员所穿朝服的描写，联想到官员的品质德行，赞美其

具有正直勇敢、不屈不渝等精神品质，从广义而言，
这也属于政治生活的再现。 第二类是以日常情感的

抒发喻指政治生活，如《缁衣》以夫妻之间的日常话

语，连用“宜”“好”“蓆”三词形容缁衣合体，一唱三

叹，将抒情主人公对缁衣主人无微不至的体贴之情

刻画得淋漓尽致，表达了“好贤如《缁衣》，恶恶如

《巷伯》”的政治诉求。 《叔于田》和《大叔于田》两
首作品，描绘了在群体田猎场合，抒情主人公对善

射、善猎、善御和善骑青年的由衷赞美，据“以田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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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阵战”的文化传统，表达的也是军事乃至礼制等

政治式诉求。 以上两种《郑风》作品原初意义既与

政治生活有较直接的关涉，毛《序》对其政治意义的

构设也相对简单。 但这类作品数量较少，背景也多

含混模糊。
《郑风》作品原初意义的第三类为直接表现情

感生活，与政治本身并无太多关涉，这一类作品数量

较多。 具体而言，《郑风》绝大多数作品是那个时代

郑人喜怒哀乐片段式的心灵体验及记载，是内化的

审美空间。 很多时候，他们通过一个场景或事物展

开反复的描绘与咏叹，以自由表达个人的情感体验，
这种表达具有强烈的个体性、当下性、偶然性与体验

性。 《郑风》文本就其本质特征而言是抒情，而非叙

事，文本意义是内指而非外指的，不具备叙事文本时

间流动性这一基本特质。 如何对此种《郑风》作品

实现宗法制诉求的改造，成为毛《序》政治伦理秩序

构设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作者出于经世致用的动

机，为将《郑风》在现实政治中派上用场，实现作品

神圣化、经典化，借以宣扬儒家总结的成败兴衰之

道，毛《序》的核心是将相关作品从抒情短章转化为

叙事文本。 为了将《郑风》从本色的民间情感，尤其

是再现爱情生活的作品，上升到礼乐传统和宗法制

政治伦理秩序构设诉求的前提，毛《序》采取了将

《郑风》此类作品与古史，包括历史事件、人物相关

联的方式，通过对相关作品取譬转义、概念转换等方

式展开。
“《易》象虽包六义，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

夫《诗》之流别，盛于战国人文，所谓长于讽喻，不学

《诗》，则无以言也。”与《诗经》其他作品一样，《郑
风》本是比兴思维的产物，“比兴”的运用为《郑风》
作品相关意象过渡关联到人事提供了感发契机，同
时也为毛《序》充分利用《郑风》 “比兴”类语言，将
重建礼乐文明所需的那些历史、文化及政治观念嫁

接起来提供了可能。 如《萚兮》就文本层面，是主人

公看见枯叶飘零从中体悟到生命流逝，而自然涌出

的感伤情绪。 至于此种感伤情绪由何而来，作品本

身并未作明确交代，是典型的抒情短章，毛《序》所

作“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解读的合理性，
其自身也并未阐明。 郑《笺》孔《疏》对这一解说机

制进行了如下引发：《笺》云：“槁，谓木叶也。 木叶

槁，待风乃落。 兴者，风喻号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

行之。 言此者，刺今不然。” 《疏》云：“毛以为，落叶

谓之萚。 诗人谓此‘萚兮萚兮’，汝虽将坠于地，必
待风其吹女，然后乃落，以兴谓此臣兮臣兮，汝虽职

当行政，必待君言倡发，然后乃和。 汝郑之诸臣，何
故不待君倡而后和？ 又以君意责群臣，汝等叔兮伯

兮，群臣长幼之等，倡者当是我君，和者当是汝臣，汝
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毛《序》将《萚兮》篇每章

开头的比兴手法，即落叶飘零必待风吹这一自然现

象，与必待君言倡发，臣子行政才得以施行进行关联

并加以改造，结合《左传》郑昭公相关史实，完成政

治化解读。
除了比兴思维下的取譬转义外，毛《序》采用政

治伦理化策略解读《郑风》还有转换概念的方式，主
要通过偷梁换柱转换语境，对作品文本意义进行置

换，将其彻底整合到宗法制的政治伦理秩序中。
“《士冠礼》为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

当’，则叔伯是长幼之异字，故云‘叔伯，言群臣长幼

也’。 谓总呼群臣为叔伯也。 言君倡臣和，解经‘倡
予和汝’，言倡者当是我君，和者当是汝臣。” 孔

《疏》通过将叔伯称谓性语义置换成“群臣长幼”之
义，生成 《萚兮》 的政治伦理化叙事语境，是对毛

《序》解《诗》这一精神的传替和引申。 毛《序》置换

概念的手法比较经典，在《郑风》作品中运用也比较

多，除《萚兮》外，还有把《将仲子》中的“仲子”特指

为祭仲，将《叔于田》和《大叔于田》中的“叔”指定

为“共叔段”等。
梁启超对毛《序》置换概念以解读《郑风》的做

法进行了发掘，其中表现出的态度是强烈批评乃至

鄙夷的：
　 　 若细按其（指毛《序》）内容，则捧腹喷饭之

资料更不可一二数。 例如《郑风》见有“仲”字

则曰祭仲，见有“叔”字则曰共叔段。 余则连篇

累牍皆曰“刺忽”“刺忽”。 郑立国数百年，岂其

于仲、段、忽外遂无他人？ 而诗人讴歌，岂其于

美刺仲、段、忽外遂无他情感？ 凿空武断，可笑

一至此极！ 其余诸篇，大率此类也。

但梁启超忽视了对毛《序》此种牵强附会解读

起支配作用的精神观念，即毛《序》作者对重建礼制

文明的坚持与尝试。 如毛《序》将《将仲子》中的“仲
子”特指为祭仲，将诗歌的抒情主人公由一般泛指

性人物指称置换为特定的贵族成员，从诗歌文本主

人公表达对爱情的陶醉和担忧，即畏惧“父母之言”
“诸兄之言”“人之多言”，用来类比庄公不听祭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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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并非因为祭仲之谏不合理，而是畏惧姜氏、叔段，
以及民众等的舆论压力，从而实现这一作品的政治

教化意义构设。 毛《序》通过这种方式将原本颇具

民间风采的《郑风》作品一变而为政治伦理讽谏之

诗，成为承载大义的微言作品，这正是毛《序》力图

重建思想世界与秩序的表现。
毛《序》将《郑风》作品置于春秋初期郑国与西

汉帝国建立之初的双重背景下，实现《郑风》作品与

相关历史的勾连，从而完成《郑风》文本的叙事化构

设，这是毛《序》对先秦“六经皆史”传统的坚守和继

承。 同时，毛《序》作者在经世致用观念支配下，以
郑国“兄终弟及”式君位之争映射汉初君位传替之

争，这是一种介入汉代政治现实的有效方式，是《郑
风》文本实现构设新思想话语意义的手段，在当时

背景下，可见毛《序》 作者的高度政治智慧。 毛

《序》通过人物与史实的尽可能附会，在一定程度上

拓展了《诗经》的价值意蕴空间，为礼乐文化传统资

源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可能性动力，也
为这种文化资源在当下转化为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有

益借鉴。

注释

①〔宋〕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８ 年，第 ５６ 页。 ②今本毛

《序》作者，主要说法有以子夏、毛亨、卫宏三人所代表的先秦、西汉

初、东汉初等说法，笔者采信王洲明《上博〈诗论〉与〈毛诗序〉的研

究》（《衡水学院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的观点，今本毛《序》当主要由

西汉初的河间献王博士毛亨写定。 《汉书·儒林传》中毛亨生卒年

代未详，但既言其为献王刘德博士，德为景帝第二子，在景帝即位前

二年已立，则毛亨主要生活在文帝、景帝时代甚至武帝初期是可以肯

定的，事详《汉书》刘德本传。 ③据《毛序》及《郑谱》，《郑风》除《缁
衣》创作于郑武公时代，《清人》创作于文公时代外，其余 １９ 首主要

创作于庄公至厉公共两代 ６ 位君主，时间为前 ７４３ 年（郑庄公元年）
到前 ６７２ 年（郑文公元年）。 ④〔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吴树平、
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３ 年，第 ５３６ 页。 ⑤〔晋〕杜预注、〔唐〕
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影印阮校《十三经注

疏本》，第 ３７２４—３７２５、３８８１ 页。 ⑥〔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

止》，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５ 页。 ⑦⑧⑨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中华书

局，２００９ 年影印阮校《十三经注疏本》，第 ７１１、７１２、７１３、７１０、７２０、
７２１、７２２、７２３、７２７、７２８、７２９、７２９、７３０、７３２、７２２、７２７—７２３ 页。 ⑩〔清〕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五，吴格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华

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 ３３７—３３９ 页。 〔汉〕司马迁撰《史记》，
〔汉〕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７６１、９７７、４１９—４２０、２８３９、２０９１—２０９２、８０３ 页。 关于郑国

君位传替这一问题，郑世林《郑国君位传替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

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就立嗣主体、传替对象的多种选择、君位传替的

社会原因等已有相关考察。 吕后时期，尚有其子汉惠帝刘盈、其孙

汉少帝刘恭继承君位，他们因受吕后所制，其政治影响及在君位继承

中的作用不大，故遵惯例略而不论。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影印阮校《十三经注疏本》，第 ３５７５
页。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９ 页。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全集》第十

六卷，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４６５３ 页。 汉初诸侯与游士的关系

类似于战国，缺乏充分历史自觉的游士们，尚未接受从新政权结构出

发认识时势的角度与立场，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
（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一书中有两节内容对此有较多讨论。 河间献

王博士毛亨与献王刘德一样，自觉维护着汉代帝室权威，对汉代时势

及其发展有清晰的认识把握，并积极参与汉代中央集权相关制度的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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