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诗歌起源问题!古今学人异见纷陈!莫衷一是" 其关

键在于对#诗$之涵义理解不尽相同% 我们认为!诗歌起源可

远溯于歌谣之前" 总体而言!有文字记载前!当经历了由原始

&谣音$到原始&歌谣$!再至&歌$的演变历程!而诗歌的抒情因

素与叙事因素也可远溯于文字记载之前’有文字记载之后!以

&诗$乐合一为主流!(诗经)便成了最有代表性的#诗$乐结合

体% 至于#歌诗$!只是某一阶段内对乐府诗之特定称呼% 建安

时代#诗$与乐又有分离!真正由文人创作的徒诗出现!推动中

国诗歌步入新的发展进程%

一*#诗$的涵义

诗歌起源是文学界争执最多的问题之一% 古人对诗之起

源解释不尽相同!关键在于对#诗$之 涵 义 的 理 解 存 有 分 歧%

(尚书+虞书)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汉郑

玄(诗谱序)指出,&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 大庭轩辕!逮

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

言!声依永!律和声% $&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 $

汉人研究经史!注重严格考证!郑玄正是从上古&其时有

亡载籍!亦蔑云焉$来判断!认定诗之起源约在虞时!因为&诗$

最早见于(虞书)% 朱光潜先生认为&这种推理显然很牵强$!"#%

先不必说古文(尚书)至今真伪难辨!仅就古佚整理这一角度

而言!也不可因没有见到历史而去否定历史的存在% 然而郑

玄既以&有亡载籍$断言&诗之道$&放$于虞时!可见他所认为

的&诗$是以文字形式记载之诗%

梁刘勰 (文心雕龙+明诗) 亦论诗之起源,&昔葛天氏乐词

云,玄鸟在曲!皇帝云门!理不穷绮%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

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 $由观&舜造南风之诗$而断定诗之

起源%朱光潜先生又认为!这只是&搜罗古佚$而已!因为其中含

有两个根本错误的观念,!它假定在历史记载上最古的诗就是

诗的起源’"它假定在最古的诗之外寻不出诗的起源% !$#

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刘勰明确指出&葛天氏乐词$*&大唐

之歌$*&南风之诗$!可见他虽也是以有文字记载的&诗$作为

诗之原貌!但至少已将&乐词$*&歌$*&诗$等名词严格区分!这

无疑与&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谣*讴*歌*曲*词*调$!%#

之说暗合%

而沈约的观点!又代表着对诗起源的另一种理解%(宋书+

谢灵运传)载,&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现无或异%

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沈约抛开一切考据佚文!独从

&歌咏所兴$推出诗之起源!认为诗之起源&宜自生民始也$!也

即与人类起源同步% 可见他所认为的&诗$并非一定要用文字

记载!&现无或异$皆可算作&诗$% 这与郑玄*刘勰所认为的诗

之起源显有不同%

唐孔颖达又有它见!其(毛诗正义)曰,&舜承于尧!明尧已

用诗矣$%古(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亦

指尧典之文!谓之造初!谓造 今 诗 之 初!非 讴 歌 之 初’讴 歌 之

初!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然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0诗1!未知

何代!虽于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这的确不失

为一种较为明智的折中看法,从&讴歌之初$与&造今诗之初$

两个阶段定义诗!前者与人类产生同步!后者虽见于舜世!但

其起源也必定早于舜世% 至此!古人在认识上将&讴歌$与&今

诗$区别开来!或可说古人开始意识到&讴歌$与&今诗$是诗歌

发生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

综观以上有关诗之起源的论述!究其异见纷陈之原由!关

键在对有关&诗$的涵义及其表现特征理解的不同!因此我们

更有必要知&诗$而论%

二*文字记载之前的诗歌雏形

原始人在还无完善的语言表达能力时! 往往采用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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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嗷"#!呜"等音$虽然这些声音在当时并不具备完善的

声调与声韵$只是在手势动作的同时辅以简单的情绪化符号$

但它们确为必不可少的辅助方式%如此的声音$称之为!歌谣"

或!歌"似乎欠妥$因为这只是人类发音器官的自发行为$通过

辅助身体动作以达到更为准确的表达$ 就其声音特征而言与

动物鸣叫几乎无异$甚至语言学界往往将其忽略$直接称此阶

段的表达方式为!手势语"$却不称之为!语言"%

!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得很清楚% 他说&’((所谓手势

语 言 底 意 义)))由 于 它 极 端 贫 乏 和 有 限)))是 小 得 不 足 道

的%其实这不是语言$甚至不是能这样或那样地代替有声语言

的语言代用品$ 而是人们有时用来强调自己讲话中的某些地

方的辅助手段$这个辅助手段在表现方法上是极其有限的%不

能把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等量齐观$ 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锄

与现代最新式的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可见$手势语根本就不

成其为语言$更谈不到是第一性的语言了% *"!"#

对这些只能起辅助作用的声音$只是虚词而无实意$我们

且称之为原始!谣音"%

随着人类情绪表达的多样化以及劳动生产# 图腾崇拜仪

式中协作的需要$由原始!谣音"不断向前发展$出现了实词$

由只表感叹的虚词到表意义的实词$ 就使声音的表达逐步趋

于丰富和具有实际意义$产生了语言%闻一多先生认为&!感叹

字是情绪的发泄$实字是情绪的形容$分析与解释% 前者是冲

动的$后者是理智的% 由冲动的发泄情绪$到理智的形容$分

析$解释情绪$歌者是由主观进入了客观的地位% ((在感叹

字上加识实字$歌者等于替自己当翻译$译词当然不能在原辞

之前$感叹字本只有声而无字$所以是音乐的$实字则是已成

形的语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感叹字是伯牙的琴声$实字乃

钟子期讲的’志在高山*#’志在流水*% 自然伯牙不鼓琴+钟子

期也就没有这两句话了%感叹字必须发生在实字之前$如此的

明显$后人乃称歌中最主要的感叹字’兮*为语助$语尾$真是

车子放在马前面了% "!$#

闻一多先生还指出无论实词的表达$还是虚词的表达$皆

统称!歌"$并认为歌都是抒情的% 与其所述略有不同的是&我

们把没有实词的!谣音"与有 了 实 词 相 衬 的!歌 谣"区 别 开 来

了%此外$!歌谣"与原始!谣音"相比$又加入了节奏变化$虽然

该变化仍尚未与音乐结合$仅依表达时长短句的应用来完成%

,释乐-&!徒歌曰谣% ",诗.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

歌且谣%",毛传-&!曲合曰歌$徒歌曰谣%",大雅.传-&!歌者比

于琴瑟而已$徒歌曰谣% ",说文-&!谣$徒歌$从言肉声% "皆指

出谣/无论是原始谣音还是歌谣0尚未与音乐结合%

!歌谣"虽也未经过特殊的语言与音乐加工$但与原始!谣

音"相比$不再是发音器官依赖于动作而发出的声音$而已为

相对独立的表意符号%前者是个体性的$后者是集体性与个体

性之融和%至此$不难推出原始的!谣音"是抒情的$原始的!歌

谣"则不但蕴涵着一定抒情因素$而且蕴涵有一定叙事因素%

现在一些土著部落仍通过歌谣教会下一代耕作#渔猎$正是应

用了歌谣中的实词及其叙事因素$这些!歌谣"被文字记载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其传播环境中没有文字的存在$或说其

创作者#传播者#接受者根本就未曾掌握文字工具%

从!歌谣"开始就对语言节奏有所要求$由于尚无文字记

载$其流传只能靠记忆进行% 因此按顿挫的节奏编制所要传

播的信息内容$更易于适应听觉$便于记忆$同时配合单一反

复的原始劳作动作%

三#最早被文字记载的诗歌形式

据杨荫浏,中 国 古 代 音 乐 史 稿- !%#$夏 商 时 管 乐 器 开 始 出

现$这无疑推动了原始!歌谣"向歌发展% 至于何谓!歌"$前人

已有论述&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梁刘勰,文心雕龙.乐府-0

此曲有弦无歌$今为作歌辞% /晋石崇,思归引-序0

乐器之出现促成歌之出现$使语言表达与音乐表现紧密

结合$以延展人们表现情绪#传播信息的方式$加之上文所谈

!歌谣"中既已存在具体劳动动作$于是歌#乐#舞三位一体的

雏形便形成了%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使陈夫人鼓瑟$上自依弦而

歌"$此处!依弦而歌"显然与!鼓瑟"相 统 一$乐 器 为 歌 而 奏%

又如唐韩愈,湘中-诗&!萍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夫叩舷歌% "

渔夫为何要!叩舷"而!歌"1 原因就在于在这时候$诗与音乐

即已不可分隔$当时情形下$渔夫苦于无乐可以相和$无奈之

中$唯有叩舷以代之%

!歌"与!歌谣"迥异之处主要在于!歌"与 音 乐 相 融$!歌

谣"只是加入了实词及简单节奏的语言$并不凭借乐器来延伸

其表达方式% ,史记.商君列传-写商鞅死后&!秦国男女流涕&
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其中童子所为称!歌谣"$正因为在

当时$歌谣无需专门乐器伴奏&而后来的歌则必需专门乐器以

相和% 管乐是继鼓之后出现最早的中国乐器&如笙#箫等$其与

鼓不同之处就在于鼓只表明简单节奏$管乐则以更完善的音

乐姿态出现%

夏商时$文字更进一步飞跃发展$章太炎先生,2易3论-之

,4附5造字缘起说-对文字起源做如下解释% ,荀子.解蔽篇-

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好稼者众矣$而后稷

独传者$一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一也%好义者众矣$而

舜独传者$一也% "依此$是仓颉以前$已先有造书者$亦犹后

稷以前$神农已务稼穑+后夔以前$伶伦已作律吕也% 夫人具

四肢$官骸常动$持莛画地$便已纵横成象$用为符号$百姓与

能$自不待仓颉也% !’#

可见$虽然章太炎先生所认为的文字起源可追溯于仓颉

之前$但他也承认就文 字 表 意 特 征 之 统 一 而 言$始 自 夏% 由

!百姓与能"的个体解读符号至能达到交流目的的群体解读符

号$的确是文字历史上一大飞跃% 一旦文字有了群体交流功

能$以其记载!歌谣"与!歌"便是自然之事$于是有了闻一多先

生所言的!诗"之阶段% !(#

鲁迅先生亦认为&有史以前人们虽唱歌$但!文字毫无用

处"+原始社会里!史"的开头源于巫想法子记事+有专门记事

的史官后$!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 !)#

原始!歌谣"以文字 记 载$一 般 皆 为 简 短 鲜 明 的!鼓 的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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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如#$吴越春秋%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

记’歌!之诗则复杂得多($诗经&便是其最主要的代表"由

此引出对以下所述之’诗!的 理 解#诗 者 志 之 所 之 也(在 心 为

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

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于文(谓之音" *$诗%大序&+

朱熹$诗序&引用 此 段 文 字(并 进 一 步 论 述#或 有 问 于 予

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

而动(性之欲也" 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

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又

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 此诗之所以作也" !

此处所言之’诗!(是为$诗三百&之序及对其序解释时所

言(未必就是许多学者引用时谈及的普遍意义之诗(与$庄子&

中所论之’诗!似乎更为接近($庄子%天下篇&曰#’其在于$诗&

$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 道

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

秋&以道名分!"

$诗经&就是将’言!-’嗟叹!-’歌!-’舞!等外在感触记载

成’诗!(以使之获得更广泛的传播" ’诗之为言志也!*$诗谱

序&疏引$春秋说题辞&+-’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礼记%孔子

闲居&+中的’诗!(特指$诗经&中所载之诗(也似乎更为妥贴"

闻一多先生$歌与诗&中训’志!(认为#’记忆谓之志(记载

亦谓之志(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 !

’诗!以言’志!为特点(将当时流行的歌谣与歌以文字形

式记载( 这既以文字产生为前提( 也是音乐进一步发展的需

要" 一旦以文字记载(便有了相应的视觉审美要求(如字数的

齐整程度等(加之表达的复杂化(于是有了四言诗的出现"

称之为’诗歌!(是因为这些记载的四言诗都借音乐以抒

情言史($诗&三百篇(篇篇皆可入乐(可歌唱(所以$诗经&代表

着’诗!与’歌!结合的最高峰(’成为最可靠的古诗集本了(也

就是中国诗的来源了" !!""$

$诗经& 所载诗歌多为对民歌采集之后又经加工整理而

成(汉代人也设立乐府机构收集民歌(进行加工整理(但他们

都还未直接称所收集的为’乐府!"$汉书%礼乐志&#’至汉武帝

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越代秦楚之讴"以李

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

吕(以和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颜师古注该段文字(指出#

’乐府之名(盖始于此"哀帝时罢之"!$汉书%艺文志&又曰#’自

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 !

可见( 当时乐府只是采集歌谣与歌并诵之的朝廷音乐机

构(并不代表文学作品的某种样式(汉人称乐府机构采集的这

些歌谣与歌为’歌诗!" 从魏晋开始人们才将乐府采集并演唱

的诗篇以及后世文人模仿之作统称’乐府!(以与徒诗相别"因

此(梁萧统编$文选&(另立乐府(与赋-骚-诗并列" 刘勰$文心

雕龙&于$明诗&篇外(另立$乐府&与之相并"

则’诗歌!与’歌诗!的区别又在何处,

正如上文所言(’诗歌!是诗与歌的融合(二者缺一不可(

究其结构当是并列关系" ’歌诗!则未必也如此(章太炎先生

$国故论衡%辨诗&#’汉世所谓歌诗者(有声音曲折(可以弦歌(

如$/河南周歌声曲折0七篇&$周 谣 歌 诗 声 七 折&七 十 五 篇 是

也"故$三侯&-$天马&诸篇(太史公悉称诗"盖$乐府&外无称歌

诗者" !

朱自清先生$中国歌谣&也对’歌诗!加以讨论#’这些歌诗

绝不是徒歌(一因其中有1曲折2*即乐谱+(二因它们都在$乐

府&" !

可见(’歌诗!中两词关系已有一定变化(’诗!是主要中心

词(’歌!仅起修饰作用(究其结构当是偏正关系" 若再深究一

步(不难发现’歌诗!一词近乎专有名词(特指汉时配有乐谱并

可歌唱的乐府诗(这暗示着’歌!在诗歌中地位的衰退"

至晋以后(’诗歌!与’歌诗!大量相互交替使用" 如晋崔

豹$古音注%音乐&#’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

之德" !前蜀韦庄$乞彩笔歌&#’我有歌诗一千首(!宋范仲淹

$即席呈太傅相公&#’白傅歌诗传海外(晋公桃李满人间" !清

莫友芝$/巢经巢诗歌0序&’论吾子平身著述(经训第一(文笔

第二(歌诗第三" !

’歌诗!与’诗歌!可相交错称呼( 很大程度有赖于乐府体

变化过程中诗与音乐的分离( 自曹操始( 就’借古乐府写时

事!!"%$(他的$薤露行&-$蒿里行&(原本都是出殡时挽柩人所唱

的挽歌(曹操却用以写当时的现状(这影响到当时大批诗人亦

’用古乐府自作诗!" 至曹植(可入乐的诗就很少了(除$置酒&

$明&等少数几篇外($名都篇&-$白马篇&-$美女篇&等大多数

已不采用旧乐府曲调(完全成为徒诗了" ’汉乐府之变(自子

建始!(系指曹植对’诗!从音乐中独立所做之贡献"

既然已为徒 诗(歌 乐 不 再 起 主 要 制 约 作 用(因 此 称 之 为

’诗 歌!或 ’歌 诗 !在 涵 义 上 已 基 本 不 存 在 太 大 区 别 (皆 可 指

’诗!"

四-结 语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我们将没有文字记载的诗歌以原始

’谣音!333原始’歌谣!333’歌!作为主线(有文字记载之后

又以’诗歌!-’歌诗!-’诗!来称(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一条线

般的发展(而是有并存-有相融的网状关系(文学发展是一个

相当漫长的历程(其中的变化自然也多样而复杂(至今我们仍

不难从一些部落中找到原始歌谣的痕迹(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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