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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诗经枠中的“南土”诗歌与

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

王德华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 枟诗经枠时代的中国 、四方观念反映了周朝居天下之正中以统治四方的地缘政治思维 ，这种

思维也反映在枟诗经枠中 。对枟诗经枠时代南土疆域的认知 ，是将陈风视为南土诗歌代表的重要依据 。毛郑

对“二南”地域的阐释是枟诗经枠时代文王德化天下政治记忆的延续 ，反映了北方文化的中心思想 ；对枟诗

经枠无楚风的解释以及对陈风作为南土诗歌代表的忽略 ，反映了毛郑的南土观已经偏离了枟诗经枠时代对

南土疆域的认知以及毛郑夷夏之别的地域政治思维 。

［关键词］中国 ；四方 ；南土 ；“二南” ；陈风 ；楚风 ；毛传郑笺

A Study of Southern China Poems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Maozhuan and Zhengjian

Wang Dehua
（Department o 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 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３１００２８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China and ″Sifang （all sides）″ during the age of The Book o f Songs
represent geo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Zhou Dynasty that China was located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is conceptualization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Book o f Songs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Folk Songs of State Chen″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branch amongst the Southern China摧s folk
songs can be proved by recognizing the territory of Southern China during the age of The Book o f
Songs ．The interpretations concerning Zhounan and Shaonan in Maozhuan and Zhengjian inherited
and extended the political memory of Emperor Wen of the Zhou Dynasty摧s moral governance ，
reflecting the thought which regards the Northern China as the cultural center ．Maozhuan and
Zhenjian摧s explanations of the ″Folk Songs of State Chu″ neglected in The Book o f Songs as well
as the ignorance of the ″Folk Songs of State Chen″ ，show that Maozhuan and Zhenjian摧s ideas
deviated from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outhern China territory during the age of The Book o f
Songs ．This also represents the geo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uncivilized ethics ．
Key words ：China ； Sifang ；Southern China ； Zhounan and Shaonan ； the Folk Songs of State

Chen ；the Folk Songs of State Chu ；Maozhuan and Zhengjian

关于枟诗经枠地理的研究 ，可以说从汉代四家说诗时就开始了并一直延续至今 。 其中对枟诗

经枠中的“南土”及其诗歌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枟周南枠和枟召南枠的考察上 。 对“二南”的地域研

究关涉到“二南”的创作时间 、创作主旨 、“二南”之“南”的所指以及“二南”与楚风之间的关系等

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从汉至今 ，举其要者 ，有以毛诗和后世尊毛派的文王德化南方说 ，以及反毛

派的南音说 、诗体说 、楚风说等 。可见 ，伴随着尊毛与反毛 ，其分歧的关键主要是在“二南”产生

的时 、地的看法上 。如毛诗认为“二南”中的一些篇章产生于周文王时 ，是文王典治南土 、德化南

方的产物 。而与反毛派的各种说法一致 ，反毛派或以“二南”产生于西周末年到春秋初期 ，或以

“二南”全部产生于春秋时 ，其中部分或全部为南国的作品 。 更有论者认为“二南”就是楚风 ，如

元代赵惪对“二南”产生时间虽从毛说 ，但又认为“二南”诗歌属于楚风 。 至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

胡适 、陆侃如等人也提出“二南”实为楚风说 ，陆氏并认为“二南”晚出 ，全部是东周以后的作品 ，

这样也就使春秋时期扩张后的楚国地域与“二南”地域相吻合 ，似乎弥补了枟诗经枠没有楚风的遗

憾 。而对枟诗经枠中无楚风的解释 ，郑玄从楚周关系 ，以夷夏之别论之 ，此论实源于班固枟汉志枠

“孔子纯取周诗”说 。 顾炎武则以楚无诗释之 。 近现代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对以往

观点的进一步论证与补充 。 如王泽强枟枙诗经枛中楚国歌谣缺失的原因枠一文 ，分别从“雅俗并

兴的楚国音乐” 、“楚周的对抗与冲突”及“枟诗经枠选诗的国家与周王室之关系”三个方面说明

了枟诗经枠无楚诗的原因［１ ］
。 从中既可以看到顾氏楚无诗的文化偏见 ，又可看到郑玄观点的合

理一面 。

但是 ，以往学界对“二南”地域及与楚风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一种思维定势 ，即把楚国视为南土重

要甚至唯一的代表 ，并忽略了对楚在枟诗经枠时代的地理位置及其政治中心变迁的历史梳理和地域

考察 ，探讨的结果往往因时 、地错位而不能令人信服 。我们想追问的是跨时五百余年的枟诗经枠时代

即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 ，当时的南土概念为何 ？楚国在枟诗经枠时代的开疆拓宇有着怎样的历史进

程 ？当时南土诸侯国 ，除了楚国 ，还有哪些重要的诸侯国 ？南方有无其他诸侯国诗歌入选枟诗经枠 ？

笔者以为 ，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不能以现在的地域观念观照古代文学发生的地域 ，而应运用历史地

理学的方法梳理各个历史时期的地域观念 ，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文学的地域分布及其成因 。本文

就试图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枟诗经枠中“南土”所指及其诗歌表现 ，并对毛传

郑笺的文化指向作一粗浅的探讨 。

一 、枟诗经枠时代的国家政治地理与南土疆域

枟诗经枠时代 ，“中国” 、“四方”概念均已形成 ，枟诗经枠中涉及的“中国”以及与之相应的南土 、北

土 、东土与西土概念 ，自然是枟诗经枠时代四方地域观念的反映 。要弄清枟诗经枠中的南土地域 ，我们

首先应对枟诗经枠时代即西周至春秋中叶国家政治地理有一大致的把握 。

“四方”的概念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现 ，而“中国”一词 ，于省吾根据 １９６３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

铭文及枟尚书 ·梓材枠指出 ：“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周）武王时期” ，并认为“甲骨文之言四土和四方 ，

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言之 ，西周时代才进一步以中土与四外方国对称”
［２］１５１６ １５１７

。据何尊铭文 ，武王

灭商后就开始着意于对东都洛邑的营建 。 枟逸周书 ·作雒枠曰 ：“周公敬念于后曰 ，予畏周室不延 ，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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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下 。及将致政 ，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 。” ①武王卒后 ，周公继之 ，“作大邑成周于土中” ，目的是使

周朝国祚长久 ，从而使东都洛阳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 枟汉书 ·地理志枠言 ：“昔周公营洛邑 ，以为在

于土中 ，诸侯蕃屏四方 ，故立京师 。”
［３］１６５０将中土与四方联系起来 ，更加明确地说明了洛邑居天下之

中的地理位置 ，以及“诸侯蕃屏四方”的政治意义 。很明显 ，西周初年营建洛邑具有地域及政治文化

的双重内涵 ，其中国 、四方的天下观念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 ，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

枟诗经枠时代四方的四至及南土疆域 ，也有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从枟尚书 ·牧誓枠中可以看到 ，南

土是周人继西土开拓后较先拓展的地理空间 。 枟尚书 ·牧誓枠中记载跟随武王伐纣有八国 ，即“庸 、

蜀 、羌 、髳 、微 、卢 、彭 、濮” 。伪孔传曰 ：“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 。羌在西蜀叟 ，髳 、微在巴蜀 ，

卢 、彭在西北 ，庸 、濮在江 、汉之南 。”此对八国只作了简单交代 。孔颖达进一步指出八国皆为西南

夷 ：“此八国并非华夏 ，故大判言之 ，‘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也 。此八国皆西南夷也 ，文王国在

于西 ，故西南夷先属焉 ⋯ ⋯云‘羌在西蜀叟’者 ，汉世西南之夷 ，‘蜀’名为大 ，故传据‘蜀’而说 。左思

枟蜀都赋枠云 ：‘三蜀之豪 ，时来时往 。’是蜀都分为三 ，羌在其西 ，故云‘西蜀叟’ 。 ‘叟’者蜀夷之别名 ，

故枟后汉书枠‘兴平元年 ，马腾 、刘范谋诛李傕 ，益州牧刘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 ，是蜀夷有名‘叟’者

也 。 ‘髳 、微在巴蜀’者 ，巴在蜀之东偏 ，汉之巴郡所治江州县也 。 ‘卢 、彭在西北’者 ，在东蜀之西北

也 。文十八年枟左传枠称 ，庸与百濮伐楚 ，楚遂灭庸 。是‘庸 、濮在江 、汉之南’ 。” ②八国中地理位置较

确切的是庸 ，在今湖北西北部竹山县一带 ，位于汉水上游之南 。濮散居各地 ，故有“百濮”之称 。随

武王伐纣的濮应与庸接近 ，处于江 、汉之南 。因而八国地域大约北至今陕西省南部汉水上游的汉

中 、安康一带 ，西至今成都市 ，南至今贵州 、湖南北部 ，东至今湖北西北部 。

及武王克商后 ，随着政治中心的确立 ，四土四至的地域概念渐渐明晰 。 枟左传枠昭公九年载 ，詹

桓伯对晋人曰 ：“我自夏以后稷 ，魏 、骀 、芮 、岐 、毕 ，吾西土也 。及武王克商 ，薄姑 、商奄 ，吾东土也 。

巴 、濮 、楚 、邓 ，吾南土也 。肃慎 、燕 、亳 ，吾北土也 。”昭公九年为公元前 ５３３年 ，詹桓伯所言是春秋时

人对武王克商后四土四至的追述 ，基本上反映了西周初年四土四至的情况 。其中的南土 ，杨伯峻

枟春秋左传注枠言 ：“巴 ，疑即巴人之巴 ，或云今四川重庆市 。濮 ，即文十六年枟传枠之百濮 ，今湖北石首

县一带 。楚 ，即楚都 ，今湖北江陵县 。邓 ，今河南邓县”
［４］１３０７ １３０８

。关于楚在西周初年的地望 ，杨注

不确 。楚至春秋武王或文王时才从丹阳（今河南淅川）③迁都至郢（今湖北江陵）④ 。杨氏既把楚的

地望定在湖北江陵 ，因而把濮定在湖北石首县 ，石首在江陵之南 ，两地相距不远 。西周初年楚的地

望在丹阳 ，那么随武王伐纣时的濮与武王克商后的濮应在同一地域 ，与楚接近 。邓的地望有两说 ，

即河南邓州与湖北襄阳 ，两地相去不远 。徐少华引石泉说 ，认为西周以来邓国的地望当在“今襄樊

市西北 １０余里的古邓城遗址”
［５］１２

。襄阳位于汉水中游 ，与位于淅川的楚都地理位置更为接近 。由

此可见 ，詹桓伯提到的武王克商后的南土与武王伐纣时西南八国相比 ，其中心地域控制的南土范围

稍向东推进 ，达到汉水中游一带 。

枟国语 ·郑语枠记载了西周末年郑桓公与史伯的对话 ，对以洛邑为中心的四土又有了新的说明 ：

桓公为司徒 ，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 ，问于史伯曰 ：“王室多故 ，余惧及焉 ，其何所可以逃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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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黄怀信 、张懋镕 、田旭东枟逸周书汇校集注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 ，第 ５２４ ５２５页 。按 ：“予畏周室不延” ，枟逸周书

汇校集注枠作“予畏周室克追” 。 汇校引王念孙按语云 ：“枟初学记 · 居处部枠引此本作‘予畏周室不延’ ，延误为追 ，后人因改为

克追耳 。”又引唐大沛云 ：“当作‘周室不延’ 。 延是国祚长久之意 ，正与‘敬念于后’意相应 ，王（念孙）说是也 。”今从之 。

枟尚书正义枠 ，枟十三经注疏枠本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 ，第 １８３ 页 。 按 ：顾颉刚通过考证认为 ，庸 、卢 、彭 、濮与蜀“五国均

在汉水流域 ，羌 、微与髳皆在渭水及河水流域 。 故如以秦岭与汉水为界 ，则此八国者 ，三在北而五在南” 。 虽然南方只有五

国 ，但顾氏认为“武王伐纣而率此八国之师 ，自当为周人政治势力向东南扩展之结果” 。 参见顾颉刚枟史林杂识初编 · 牧誓

八国枠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３ 年版 。

丹阳地望说法不一 ，今取河南淅川说 ，参见石泉主编枟楚国历史文化辞典枠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第 ７５ 页 。

楚迁都郢的时间有楚武王和楚文王二说 ，参见石泉主编枟楚国历史文化辞典枠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 ，第 ２９５页 。



史伯对曰 ：“王室将卑 ，戎狄必昌 ，不可偪也 。当成周者 ，南有荆蛮 、申 、吕 、应 、邓 、陈 、蔡 、随 、唐 ；

北有卫 、燕 、狄 、鲜虞 、潞 、洛 、泉 、徐 、蒲 ；西有虞 、虢 、晋 、隗 、霍 、杨 、魏 、芮 ；东有齐 、鲁 、曹 、宋 、滕 、

薛 、邹 、莒 ，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 ，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 。非亲则顽 ，不可入也 。其济 、洛 、

河 、颍之间乎 ⋯ ⋯ ”
［６］４６０ ４６２

枟郑语枠并言“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 ，九年而王室始骚 ，十一年而毙”
［６］４７７

，公元前 ７８１年周幽

王即位 ，幽王八年当为公元前 ７７４年 ，桓公以叔父身份为王室司徒 。 枟郑语枠史伯并叹“凡周存亡 ，不

三稔矣”
［６］４７５

，郑桓公与史伯的谈话当发生在幽王九年 ，即公元前 ７７３年 。此次谈话涉及郑国东迁

的重大决策 ，史伯为桓公分析西周末年的天下形势 ，提到以东都洛邑为中心的四土四至 。其中提及

的南土诸国为“荆蛮 、申 、吕 、应 、邓 、陈 、蔡 、随 、唐”九国 。徐元诰注曰 ：“荆蛮 ，即楚也 。楚居蛮夷 ，国

号荆 。荆 ，强也 。申 、吕 ，今河南南阳县北二十里有申城 ，又县西三十里有吕城 。应 ，枟内传枠云‘武之

穆也’ ，是武王子所封 。今河南鲁山县有应城 。邓 ，今湖北襄阳县东北二十里有邓城 。陈 ，国于宛

丘 ，今河南淮阳县 。蔡 ，今河南上蔡县西南十里有蔡城 。随 ，今湖北随县 。唐 ，南唐也 ，刘累之封 ，今

湖北随县西北八十五里有唐城镇 。”
［６］４６１以上提到的南方九国 ，鲁山县在淮河水系的沙河上游 ，荆楚

未提及具体地域 ，其他八国分布在三大地域 ：申 、吕在今河南南阳市一带 ，邓 、随 、唐在湖北北部汉水

北岸一带 ，应 、陈 、上蔡在河南省中部 、东南部淮北汝颖一带 。关于楚在当时的活动中心 ，徐少华经

过考证认为 ，“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年的楚国政治 、经济中心也只能在丹江下游一带”
［５］２５４

。史伯所

论西周末年南土地域 ，与西周初年相比 ，其重心进一步向东南推进 ，主要在湖北北部汉水流域 、南阳

盆地及淮北汝颖之间 。

许倬云言 ：“在周初武王成王之时 ，周人经营的方向是东方及北方 ，而在中期 ，西周经营的方向

是南方 。南方又可分为偏东的淮上及偏西的汉上两个地区 ，而前哨据点都可远抵江干 。”
［７］１８４许先

生所说的周朝中期始于周康王 ，据枟竹书纪年枠载 ，康王十六年南巡狩至九江庐山 ，周昭王十六年和

十九年也都有过南伐之事 。着眼于武王伐纣西南八夷从征 ，我们可以作这么一个补充 ：周文王 、武

王之世已开始经营南土 ，西南八夷及巴 、濮 、楚 、邓即是其经营范围 。随着西周中后期对南方的经

营 ，南土向东南推进 ，延至淮北汝水 、颍水之间了 。

二 、枟诗经枠中的“南土”及其诗歌

中国与四方的指称在枟诗经枠中也有多次提及 。 枟诗经枠中的“中国”一词出现在枟大雅枠的枟民

劳枠 、枟荡枠和枟桑柔枠三篇中 ，据毛序 ，皆为讽刺周厉王之诗 ，是西周末年诗歌 。其中以枟民劳枠篇最为

显著 ，诗中言“惠此中国 ，以绥四方” ，“惠此中国 ，以为民逑” ，“惠此京师 ，以绥四国” ，“惠此中国 ，俾

民忧泄” ，“惠此中国 ，国无有残” 。毛序曰 ：“枟民劳枠 ，召穆公刺厉王也 。” ①全诗五章 ，四次提到“中

国” ，一次提到“京师” 。与“中国”和“京师”相应 ，一次提到“四方” ，一次提到“四国” 。京师乃东都洛

邑 ，中国乃是以成周洛邑为中心的王畿之地 。 “中国”与“京师”都是“四方”与“四国”的中心 ，一广

义 ，一狭义 。四方与四国 ，应指周室统治力量所达的四方诸夏与夷狄戎蛮诸侯 。作为西周公卿的召

穆公 ，每以成周洛邑四方为言 ，意在继承武王 、周公营建东都洛邑治国安民以应天命的精神 ，以此讽

谏周厉王 。 枟民劳枠篇中的中国与四方概念正体现了西周时代的政治地理及其文化精神 。笔者统

计 ，四方一词在大小雅及枟周颂枠 、枟商颂枠中 ，有 ２７首诗歌使用 ，四国一词在曹风及大小雅中有 １０篇

诗歌使用 ，可见 ，中国与四方的概念已被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 。

与枟诗经枠中的四方 、四国相应 ，枟诗经枠中出现了东土 、南土与北土概念 ，集中在周公与宣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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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这与周公东征及宣王平定四夷的军事行动相应 。宣王于厉王之后 ，面临着周室既衰 、四夷交侵

的政治局面 ，号称中兴的重要举措乃是南征北伐 、平定四方 。宣王经营四方 ，采取两手政策 ，一面征

伐 ，一面防御 。征伐方面 ，枟小雅 ·六月枠 、枟小雅 ·采芑枠 、枟大雅 ·江汉枠 、枟大雅 ·常武枠四首诗最为

集中地反映了宣王经营四土疆域所采取的行动 ，是歌颂宣王南征北伐的代表诗作 。防御方面 ，枟大

雅枠中的枟韩奕枠 、枟烝民枠及枟崧高枠就是分封诸侯并镇抚北国 、东方及南土的代表诗作 ，反映了宣王任

贤使能 、赐命诸侯以化洽四方的政治地理背景 。

而枟诗经枠的四方概念 ，南土涉及最多 ，其范围所指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从涉及南土

的诗歌看 ，集中在宣王与平王时期 。宣王对南土的态度也是南伐与防御并举 ，而平王重在防御 。

枟小雅 ·采芑枠及枟大雅枠中的枟江汉枠和枟常武枠主要反映了宣王对南方荆楚及东南淮夷和徐方的征

讨 。如枟小雅 ·采芑枠 ，毛序 ：“枟采芑枠 ，宣王南征也” 。诗中云“蠢尔荆蛮 ，大邦为雠 。方叔元老 ，克壮

其犹” ，是宣王派方叔征讨楚国的诗 。对东南淮夷及徐方的征讨主要反映在枟大雅枠的枟江汉枠和枟常

武枠两首诗中 。 枟江汉枠诗云 ：“江汉浮浮 ，武夫滔滔 。匪安匪游 ，淮夷来求 。”此由江汉水路进击淮夷 。

枟常武枠诗云“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 ，诗中多次提到徐方 、徐土和徐国 。就诗的内容看 ，枟江汉枠为征伐

淮南之夷 ，枟常武枠为伐淮北夷及徐方 。王礼卿枟四家诗恉会归枠曰 ：“陈氏鹏飞云 ：‘淮夷之地不一 ，徐

州在淮北 ，扬州在淮南 。 枟江汉枠 、枟常武枠二篇同言淮夷 ，以地理考之 ，江汉之浒 ，王命召虎者 ，是淮南

之夷也 ，若在淮北 ，则江汉非所由入之路矣 。曰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者 ，是淮北之夷也 ，若在淮南 ，则

徐土非连接之地矣 。按征淮南之夷 ，不言淮浦 ，征淮北不言江汉 ，可知其地隔远 。徐夷之联结叛国 ，

而不忧淮北诸夷为淮南之援也 。 枟常武枠自在枟江汉枠之后 ，枟竹书枠以为一时并举 ，非也 。’此据诗之地

理 ，以推进兵之形势 ，而明两诗为淮南夷淮北夷之分 ，征伐先后之别 ，亦证碻理当 。”
［８］１７７４由枟江汉枠 、

枟常武枠我们可以看到 ，西周后期的南土地域已向东南推进 ，到达淮河中下游流域 。

枟大雅 ·崧高枠则反映了宣王时对南土的防御 。毛序 ：“枟崧高枠 ，尹吉甫美宣王也 。天下复平 ，能

建国亲诸侯 ，褒赏申伯焉 。”诗中所言“王命申伯 ，式是南邦 。因是谢人 ，以作尔庸” ，毛传曰 ：“谢 ，周

之南国也 。”朱熹枟诗集传枠 ：“谢 ，在今邓州南阳县 ，周之南土也 。”
［９］２４８谢应是申南迁谢之前南国一诸

侯国 。周宣王为了加强对南土的控制 ，迁申于谢 ，所谓“维申及甫 ，维周之翰” 、“王命申伯 ，式是南

邦” 。申伯是周厉王妻申后之弟 ，宣王的母舅 。宣王利用申与周室的姻亲关系 ，加强南土防卫 ，所谓

“往近王舅 ，南土是保” 。

申国在宣王至东周平王时确实发挥着巨大作用 。平王东迁后 ，还派兵戍守 ，如枟王风 · 扬之

水枠 ，毛序言 ：“枟扬之水枠 ，刺平王也 。不抚其民 ，而远屯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焉” 。据诗序 ，此诗作于

平王东迁后 。诗中提到的申 、甫（吕）及许三国 ，申在今河南南阳市 ，吕在今河南南阳市西 ，与申邻

近 ，许在今河南许昌市 。王礼卿枟四家诗恉会归枠曰 ：“枟嵩高枠传 ，以申为四岳之后 。 枟郑语枠韦注曰 ：

‘申 ，姜姓 。幽王前后太子宜咎之舅也 。太子将奔申 ，幽王伐申 。申缯召西戎以伐周 ，杀幽王于骊山

之下 。’是申为平王母家 ，所以戍之之故也 。陈氏奂云‘甫即吕国 。 枟诗枠及枟孝经枠 、枟礼记枠皆作甫 ，

枟尚书枠 、枟左传枠 、枟国语枠皆作吕 ，甫吕古同声 。甫四岳之后 ，申同姓 。 枟郑语枠 ：史伯曰 ：当成周者 ，南

有申吕 。又曰 ：申吕方强 ，其隩爱太子 ，亦必可知也 。案吕称强国 ，且共隩爱太子 ，则平王东迁 ，吕有

力焉 。’是所以戍甫之故也 。又云‘ ⋯ ⋯ 枟左传枠疏刘炫引枟汲冢纪年枠 ：平王奔申 ，申侯 、鲁侯 、许文公

立平王于申 。据此 ，许有立平王之大功 。’是所以戍许之故也 。”
［８］５８９可见 ，平王派兵戍三国 ，一是三

国为南方姜姓诸侯 ，是防范南土楚国的重要蕃国 ；二是此三国在平王东迁中都起到过作用 。

综上所述 ，枟诗经枠中涉及的南土是以申 、邓 、吕及楚为中心的南阳盆地及江汉流域一带 ，随着周

王室东部的拓展与稳定 ，渐拓展至淮河流域 ，其表现出的中国 、四方地域观念与枟诗经枠时代国家政

治地理结构及演变基本一致 。

就以上对西周春秋政治地理及枟诗经枠南土地域的考察可知 ，十五国风的地域分布以东都洛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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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 ，呈东 、西 、南 、北四方分布格局 。陆侃如认为 ：“我们研究十一枟国风枠 ，知道他们是环绕着东

都的 。豳 、秦在其西 ，魏 、唐在其北 ，卫 、齐在其东 ，郑 、陈 、桧 、曹在其南 。”
［１０］１２６按 ：文中说郑 、陈 、桧 、

曹在其南 ，核诸枟诗经枠时代的南土概念和疆域 ，只有陈在其南 ，曹 、桧与郑均在其东 。西方有豳风 、

秦风 ；北方有卫风 、邶风 、鄘风 、魏风 、唐风 ；东方有齐风 、曹风 、桧风 、郑风 ；南方只有陈风 。唯“二南”

诗歌地跨南北 ，其中部分诗歌属南土诗歌 。 枟周南枠中的枟汉广枠 、枟汝坟枠言及汉水与汝水 ，两诗应产

生于江汉流域及汝水流域 。 枟召南枠中有枟江有汜枠一首 ，中言“江有沱” ，枟说文枠 ：“沱 ，江别流也 。出

岷山 ，东别为沱”
［１１］５１７

。李樗曰 ：“枟禹贡枠 ：岷山导江 ，东别为沱 。梁州之域也 。江 、沱之间即梁州之

界 ，乃岐西之地 。居江 、沱者 ，以江沱起兴 。” ①可见此诗所言是在长江上游蜀地一带 。以上三首明

显属于南土诗歌 。

三 、枟周南枠 、枟召南枠与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

学界对“二南”之“南”的释义有南音说 、南国说及诗体说等分歧 ，对周 、召解释大都与周公和召

公二人联系起来 。 “南”字单独解释都与南土相关 ，而将“南”字与周召二公联系起来 ，势必带来南北

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的问题 。如枟吕氏春秋 ·音初篇枠 ：“禹行功 ，见涂山之女 ，禹未之遇而巡行南土 ，

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 。女乃作歌 ，歌曰‘候人兮猗’ ，实始作为南音 。周公及召公取

风焉 ，以为枟周南枠 、枟召南枠 。”
［１２］３３４ ３３５又如崔述枟读风偶识枠中提出南为诗体说 ：“且南者乃诗之一

体” ，“盖其体本起于南方 ，北人效之 ，故名以‘南’”
［１３］５３０

。以上两说说明了“二南”乐曲 、诗歌风格均

源自南方 ，“二南”诗歌存在一个“周召取风” 、“北人效之”的南北融合特征 ，与毛传郑笺的文王南化

说相较 ，有着文化主体归属的根本不同 。郑玄枟周南召南谱枠在毛诗序的基础上对“二南”进行释义 。

郑氏首先回顾了周发展史 ，用枟禹贡枠九州观念解释周迁徙岐山之阳的历史 ，也是周 、召二公所封之

采邑 。其次 ，郑氏对“二南”的地域进行了解释 。商纣时 ，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 ，文王之

化被于“雍 、梁 、荆 、豫 、徐 、扬”六州 。而“二南”中的南即指“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 。再次 ，解释“二

南”诗歌辑录的时间 ，即武王伐纣后 ，为了观民风俗 ，“二南”即作为“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被收

录 。周南与召南的区别就是得圣人之化者与得贤人之化者 。可以看到 ，郑谱在毛序的基础上 ，结合

周族迁徙的历史与枟禹贡枠九州观念 ，解释了“周” 、“召” 、“南”的地域 ，并以文王之化释“周南” 、“召

南” 。很显然 ，郑玄认为“周南” 、“召南”是指周文王典治南土这一特定时间内带有地域与文化的双

重含义的概念 。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周文王的德政及德化南土是毛郑解“二南”的重要政治文化基础 。因此 ，

“二南”２５篇作品中 ，郑谱将枟召南枠中的枟甘棠枠与枟何彼襛矣枠二诗定于武王时 ，其余 ２３篇作品都定

于文王时代 。而文王德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常重视人伦教育 ，尤其是夫妇男女之道 。 枟周南枠

共 １１篇 ，明颂后妃的有 ９篇 ，即枟关雎枠 、枟葛覃枠 、枟卷耳枠 、枟樛木枠 、枟螽斯枠 、枟桃夭枠 、枟兔罝枠 、枟芣苢枠 、

枟麟之趾枠 。余下两篇即枟汉广枠和枟汝坟枠 ，从毛序郑笺看来 ，都是文王化及南国的产物 。 枟召南枠共

１４篇 ，多为颂夫人之德 ，其中有 ５篇毛序涉及文王之德 、召伯之教被于南国者 ，即枟甘棠枠 、枟羔羊枠 、

枟殷其雷枠 、枟摽有梅枠及枟江有汜枠 ，但只有枟江有汜枠一首有着明显的地域指向 。

若以诗文相证 ，“二南”中唯有枟汉广枠 、枟汝坟枠及枟江有汜枠三首明确为南土诗歌 。毛传郑笺传达

给我们的信息是 ，以枟关雎枠 、枟鹊巢枠为代表的诗作颂后妃之德 、歌夫人之贤 ，充分体现了文王时代

“风天下而正夫妇”的德教方针 ，南国三首代表诗作则是文王之化被于南国的体现 。尤其是枟汉广枠 ，

如果我们将其与枟关雎枠相较 ，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则更加明确 。 枟关雎枠中的“淑女”作为后妃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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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 ，反映了思贤之德 。而枟汉广枠中的“游女”则成为男性“不可求”的对象 ，反映出男子“思无犯

礼”的道德自律 ，是文王之化的具体体现 。

文王德化天下 ，除了枟诗经枠中枟周颂枠及枟大雅枠有诗颂扬外 ，也多见于先秦其他典籍 。如枟左传枠

襄公三十一年（前 ５４２）曰 ：“枟周书枠数文王之德 ，曰 ：‘大国畏其力 ，小国怀其德’ ，言畏而爱之也 。

枟诗枠云 ：‘不识不知 ，顺帝之则’ ，言则而象之也 。纣囚文王七年 ，诸侯皆从之囚 ，纣于是乎惧而归之 ，

可谓爱之 。文王伐崇 ，再驾而降为臣 ，蛮夷帅服 ，可谓畏之 。文王之功 ，天下诵而歌舞之 ，可谓则之 。

文王之行 ，至今为法 ，可谓象之 。”
［４］１１９４ １１９５文王德化天下 ，不仅使大国畏之 、小国德之 ，而且成为治

理天下的美谈和效法的楷模 。孔子更以量化表现 ，言“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 ，周之德可谓至德

也已矣”
［１４］３４

。郑玄根据九州说将“三分天下有其二”释为雍 、荆 、梁 、豫 、徐 、扬六州 。后人因之 ，在

相关的问题上也多引九州以释之 。此六州 ，核诸当时的地理 ，除周发祥本土在雍州外 ，其余五州包

括从西南至东南的大片地域 ，极言文王德化广被 。再就先秦典籍中人们对“二南”的评价 ，也可看出

“二南”的地位 。 枟左传枠襄公二十九年（前 ５４４）季札于鲁观乐 ：“美哉 ！始基之矣 。犹未也 ，然勤而

不怨矣 。”杜预注曰 ：“枟周南枠 、枟召南枠 ，王化之基 。 犹有商纣 ，未尽善也 ，未能安乐 ，然其音不怨

怒 。”
［１５］２００６孔子用“二南”教育子伯鱼曰 ：“女为枟周南枠 、枟召南枠矣乎 ？人而不为枟周南枠 、枟召南枠 ，其犹

正墙面而立也与 ？”
［１４］１８５孔子强调“二南”具有的人伦教化作用 ，并言“枟关雎枠乐而不淫 ，哀而不

伤”
［１４］３０

，具有中和之美 。毛郑将“二南”定在周文王与武王之时 ，其南化说延续了西周春秋以来的

文化与政治记忆 。因枟诗经枠是周王室制礼作乐的政教产物 ，毛传郑笺之说反映了北方中心霸权的

文化指向 。也就是说 ，“二南”之南即使如枟吕氏春秋枠及后人考证的为南音 、诗体或南国等诸说 ，但

经过周人的接受与改造 ，其文化重心已从南转向北 ，即如毛序所言“南 ，言化自北而南也” ，“二南”中

的一些南方诗歌 ，其地域是南方的 ，但其精神与文化却是北方的 ，是文王化育的结果 。

四 、毛传郑笺的南土观与楚风 、陈风

从毛郑对“二南”的解释 ，可以看出毛郑对南土地域的认知是“江汉汝旁”南国之诸侯 。毛郑认

为“二南”中有南国之诗 ，但由于把“二南”诗基本定于文王时 ，而西周武王 、成王时才大封诸侯 ，故很

难指出“二南”中的具体国名 ，体现了毛郑解诗的慎重 ，也致使后人对“二南”是否为楚风进行探讨 。

但“二南”即是楚风说 ，缺乏对楚国开疆拓宇的历史进程以及楚周关系等问题的具体思考 ，因而呈现

出时地错位的研究状况 。如元代赵惪解释国风无楚诗云 ：“孰知楚之封域 ，正在江汉汝沱之间 ，以

枟汉广枠 、枟汝坟枠 、枟江有沱枠数诗观之 ，其民被文王之化 ，得于耳濡目染者有素 ，而流风善政 ，犹有存

者 ，则其诗 ，亦楚之诗也 ，然圣人归之周公 、召公 ，其意深矣 。”
［１６］２赵氏既遵从郑氏之说 ，认为“二南”

为文王南化的结果 ，又不能细考西周初年楚国的地域仅在丹江下游一带 ，土不过同 ，而以楚强盛时

的疆域视之 ，并认为“二南”中的一些诗为楚风 ，其失明显 。胡适认为“二南”中涉及的“汉水 、江水 、

汝水”就是后来楚的疆域 ，并以此断定“二南”中大半是楚风 ，与赵惪犯的错误是一样的［１７］２６１ ２６２
。陆

侃如也认为“二南”即楚风 ，并把“二南”作时往后推移至春秋 ，以求得时地的一致 。但进入春秋之后

的楚国 ，因其日渐强大 ，楚周对抗日显 。在这种政治格局下 ，周王室还采录楚风置于枟诗经枠之首 ，并

获得季札 、孔子等人的欣赏与赞许 ，这种情况则是持楚风说者没有解答的关键问题 。

如果说郑玄无法具体指出正风“二南”中南土诗歌所系为何国 ，那么郑玄对“南国诸侯政之兴

衰 ，何以无变风”疑问的回答 ，则较为明显地体现了毛郑的南土观 。郑氏枟周南召南谱枠 ：

问者曰 ：“枟周南枠 、枟召南枠之诗 ，为风之正经 ，则然矣 。自此之后 ，南国诸侯政之兴衰 ，何以

无变风 ？”答曰 ：“陈诸国之诗者 ，将以知其缺失 ，省方设教为黜陟 。时徐及吴 、楚僭号称王 ，不承

天子之风 ，今弃其诗 ，夷狄之也 。其余江 、黄 、六 、蓼之属 ，既驱陷于彼俗 ，又亦小国 ，犹邾 、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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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莒之等 ，夷其诗 ，蔑而不得列于此 。”
［１８］２６

郑氏首先认为周室采诸侯之诗的目的是了解诸国政治缺失 ，省察四方诸侯 ，根据施行教化的好

坏作为黜陟的依据 。南方徐 、吴 、楚僭号称王 ，不听周天子风教 ，其他小国又望风跟随 ，为正夷夏之

别 ，故被黜除在采诗之列 。就楚国而言 ，由于楚对分封不公的不满 ，楚与周的关系大都处于一种紧

张的状态 。进入春秋 ，由于周室的衰微 ，楚对抗王室之心愈显 。楚武王三十七年（前 ７０４） ，武王在

请王室尊楚称号而王室不听的情况下 ，自尊称王 ，是郑氏所谓“不承天子之风”的突出表现 。武王之

后 ，经过楚文王 、楚成王 、楚穆王的励精图治 ，至楚庄王（前 ６１３ —前 ５９１ 年在位）时问鼎中原 ，成为

春秋五霸之一 。对这样一个以蛮夷自称又自尊为王而崛起南方的大国 ，楚风不入枟诗经枠 ，郑玄夷夏

之别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 。顾炎武枟日知录枠卷三枟楚吴诸国无诗枠云 ：“吴 、楚之无诗 ，以其僭王而

删之与 ？非也 ，大师之本无也 。楚之先熊绎 ，‘辟在荆山 ，筚路蓝缕 ，以处草莽’ ，‘惟是桃弧棘矢 ，以

其御王事’ ，而楚无分器 。岐阳之盟 ，‘楚为荆蛮 ，置茅 ，设望表 ，与鲜牟守燎 ，而不与盟’ 。是亦无

诗之可采矣 。况于吴自寿梦以前 ，未通中国者乎 ？”
［１９］１２８顾氏之说是无法成立的 ，顾氏所说楚的地

域与卑弱是西周初年周成王之时 ，而郑氏所言是春秋以后壮大起来的楚国之事 。从历史地理角度

论之 ，顾氏与上文赵惪相似 ，犯了时地错位的错误 。而顾氏“无诗可采”之说也带有楚文化低于北方

文化的文化偏见 。但在郑氏眼中南土只有楚 、徐 、吴几个大国以及江 、黄 、六 、蓼等几个小国 ，其南土

观也已偏离了枟诗经枠时代的看法 ，代之以夷夏之别的地域政治色彩 ，因而未能依枟诗经枠时代人们对

南土地域的认知把陈风视为南土变风的代表 。陈作为虞舜之后在周武王克殷后续封 ，其地望及陈

与周王室的关系可参枟汉书 ·地理志枠所言 ：“陈国 ，今淮阳之地 。陈本太昊之虚 ，周武王封舜后妫满

于陈 ，是为胡公 ，妻以元女大姬”
［３］１６５３

。与周王室的姻亲关系或是陈为南土之国入选枟诗经枠的原因

之一 。

再从楚国崛起南土的历史进程看 ，进入春秋后 ，楚国虽不断蚕食南土姬姓与异姓诸国 ，但至春

秋中叶 ，南方重要的诸侯国陈国 、蔡国还存在 。就毛序与郑谱 ，陈风创作于陈幽公（前 ８５４ —前 ８３２

年在位）至陈灵公（前 ６１３ —前 ５９９年在位）时 ，即西周末期至春秋中叶 ，为变风刺时之作 。陈灵公

君臣淫乱 ，时楚正在楚庄王的带领下走向问鼎中原之路 。楚庄王于鲁宣公十一年（前 ５９８）伐陈 ，灭

之为县 ，后虽复陈 ，但陈从此一蹶不振 ，于鲁哀公十七年（前 ４７８）被楚所灭前 ，基本上附属于楚 。清

代高士奇说 ：“春秋灭国之最多者 ，莫楚若矣 ⋯ ⋯南桿荆蛮 ，而北为中原之蔽者 ，最大陈 、蔡 ⋯ ⋯陈 、

蔡不支 ，而楚兵且交于上国矣 。”
［２０］６６０可见陈在南方诸国中的重要作用 。陈的衰败也意味着春秋中

叶楚国在南土的进一步拓展 ，但这也正是枟诗经枠时代结束的时候 。

关于陈在春秋中期以前及以后的地域变化可参徐少华所言 ：“春秋中期以前 ，陈国疆土东至今

安徽亳县 、涡阳一带 ，南达颍水与顿 、项 、养 、胡等国为邻 ，西至今西华县以西与许国相望 ，北约在扶

沟 、太康一线与郑 、宋相交 。春秋中期以后 ，陈国境土渐为列强蚕食 ，日渐缩小 ，最终为楚所兼并 ，成

为楚国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
［５］１９５顷襄王二十一年（前 ２７８） ，吴起拔郢 ，楚迁都于陈 ，至楚考烈王

二十二年（前 ２４１）去陈迁都寿春 ，陈作为楚国后期的都城达 ３７年 ① 。可见 ，陈国与楚国在地域和文

化上的关系十分密切 。陈国不仅在地域上与楚邻近 ，成为枟诗经枠中南土诗歌的代表 ，其诗的重要特

色之一 ———歌舞祭祀的巫风背景也与楚有文化上的关联 。陈风在十三变风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巫舞

祀神的民风 。 枟汉书 ·地理志枠 ：“妇人（元女大姬）尊贵 ，好祭祀 ，用史巫 ，故其俗巫鬼 。 枟陈诗枠 ：‘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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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击鼓 ，宛丘之下 ，亡冬亡夏 ，值其鹭羽 。’又曰 ：‘东门之枌 ，宛丘之栩 ，子仲之子 ，婆娑其下 。’此其风

也 。吴札闻枟陈枠之歌 ，曰 ：‘国亡主 ，其能久乎 ！’”
［３］１６５３郑氏枟陈谱枠综合毛传与枟汉志枠 ，一方面尊奉

毛传将陈风看做幽公以下的陈国变风 ，另一方面又溯其源 ，将变风的原因与元女大姬好巫觋联系起

来 ，叙述陈的历史 、地域 、风俗及陈风作时的缘由 ，也涉及大姬好巫则民从之的习俗对陈风的影响 。

楚在春秋战国时也以巫舞祀神著称 ，对屈原改作枟九歌枠 ，王逸枟九歌序枠有过解释 。王逸说 ：“枟九歌枠

者 ，屈原之所作也 。昔楚国南郢之邑 ，沅 、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祠 。其祠 ，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

屈原放逐 ，竄伏其域 ，怀忧苦毒 ，愁思沸郁 。出见俗人祭祀之礼 ，歌舞之乐 ，其词鄙陋 ，因为作枟九歌枠

之曲 。”
［２１］５５此正可以看到屈原改作枟九歌枠的巫风歌舞娱神的民俗以及陈楚民风相近的特征 。虽然

枟诗经枠无楚风 ，但陈风也足以让我们了解到枟诗经枠时代南土疆域歌诗的重要特征 。

综上 ，枟诗经枠时代的中国 、四方概念有着特定的时代特征 ，其南方 、南土或南国的认知与我们现

在的南方体认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只有把枟诗经枠置入枟诗经枠时代的地域空间结构中才能较为合理

地区分枟诗经枠诗歌的地域分布 。毛传郑笺的文王德化南国的文化中心思想 ，使“二南”的解读延续

了西周时代人们对文王以德经营天下的政治记忆 ，也反映了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郑氏对南国

何以无变风的解释 ，说明了诗无楚风的原因 ，显示了郑氏受到夷夏之别的正统观念左右 ，其南土观

已偏离了枟诗经枠时代对南土的地域认知 ，也是郑氏未把陈风视为南土诗歌代表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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