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與狹義的編輯概念──媒介組織中的一種專業活動不同，中國古代的編輯活

動屬於廣義的編輯概念。它是以傳播知識、信息為目的，設計、組織、選擇、加

工整理作品和資料的再創造性智力活動。古代詩歌發展史上眾多的別集、選集、

總集的成書過程，實際上就是編輯活動的結晶。編輯與編纂同義互訓。中國古代

詩歌編輯史既是中國詩歌發展史、文學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文學編

輯史、乃至整個編輯出版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書試圖從編輯史的角度，採

用文獻學、編輯出版學、文化傳播學、文學批評學相結合的方法，以專題研究的

形式選取從《詩經》到唐詩編輯的各個歷史時期一些有代表性的總集、選集和有

影響的文學編輯家，研究其編輯思想、編輯旨趣、編輯方法、編輯體例以及在編

輯史和文化傳播史上的貢獻，以期對今天的編輯出版事業和編輯出版史及整個文

化史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啟示。

本書除了引言、結語外，主體部分分為六章。其中，引言部分通過對「編輯」

古今詞義演變的梳理，辨析著作活動與編輯活動的差異，探討古今編輯的聯繫與

區別，確立了從廣義編輯概念的角度進行古代詩歌編輯的研究。第一章討論《詩

經》編輯成書的種種問題，涉及按樂分類的排列體例，「采詩」「獻詩」的集稿方

法，「孔子刪詩」的是非辨正，樂官編詩與孔子正樂。對於學術界特別是編輯史學

界有爭議的「孔子刪詩」說作了深入的辨析，認為孔子並不是《詩經》的刪訂者，

但其對《詩經》的整理、正樂工作等仍是具有重要編輯理論與實踐價值的。第二

章探討《楚辭》的編輯，從「楚辭」的三重含義入手，分別研究了從漢代劉向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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歆父子、王逸，南北朝時期的摯虞、蕭統，直到宋代晁補之、朱熹等比較重要的

楚辭學家的辭賦編輯理論、編纂實踐及其文化貢獻。第三章先分辨「樂府」的詞

義及其演變，進而探討作為一種詩歌體裁的樂府的分類與編輯歷史，按漢魏六朝、

唐宋、元明清三個階段展開論述。特別對於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在樂府詩的

分類、採錄、研究方面的集大成的成就，以及在編輯創新方面的貢獻給予了深入

闡發。第四章把《文選》的詩歌編輯挑出來，置於整個文學總集編纂的大背景下，

闡釋其編輯目的、編輯標準、詩歌編輯旨趣及編輯價值和影響。對於素來有爭議

的《文選》編輯標準，提出「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並不能作為蕭統的總體

標準，其詩歌包括散文的編選標準是辭采之美、抒情之美、中和雅正之美。第五

章討論具有鮮明編輯特點和文學價值的《玉臺新詠》，分析其產生的文學土壤，論

述其專錄豔歌的編輯旨趣，同時探討其突破宮體的重要價值和以史為綱的編排體

系。從詩歌編纂史和文化積累與傳播的角度對《玉臺新詠》給予了必要的關注和

應有的評價。第六章「唐詩編輯論」則把編輯與刊刻作為重要的唐詩傳播方式予

以研究。先總述歷代唐詩編輯的概況，進而從統治者的文化政策、個人嗜好，科

舉內容與形式的變化，印刷複製技術的進步，以及文學風氣、文學思潮、文學流派、

文學團體等文學自身發展等多個視角來探析唐詩編輯興盛不衰的原因。隨後，從

眾多唐詩選本中選取《唐詩品彙》和《唐詩三百首》作個案解剖。前者是明代唐

詩學的第一個範本，其對唐詩七類、四階段、九格的劃分及其綜合運用，不僅具

有文學研究的價值，也具有編輯學的典範意義。後者作為一個普及性的唐詩童蒙

讀本，在學術史上是無足輕重的，但從詩歌編輯史和文化傳播史的角度看卻是有

重要研究價值和啟示作用的。《唐詩三百首》的成功及廣為流傳，除了其自身的編

輯特點之外，還與它深刻地契合了我們民族文化心理有關。本書的「結語」提出

了進一步深入研究中國詩歌編輯史的幾點思考，強調理論的支撐、宏觀的把握與

個案的深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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