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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古代各种思想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辩论，其核心在于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这也成了中国古代

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章主要阐述的就是儒家话语权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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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于话语权的争夺一直是

文学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文学名著编著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帮助本学派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在掌握了话语权

之后，该学派的主张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也能容

易被统治者接受，壮大自己的学派。从时间线上来看，

儒家学派掌握话语权的时间非常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

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一、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意义

根据主体对象的不同，话语权的含义也存在着一定

的差异。如果话语权的主体是各种学术流派，那么掌握

话语权的核心就是控制舆论。在封建社会，学术话语权

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如果哪个学派掌握了学术话语权，

那么就可以提升本学派在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古代封建

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愿意与掌握了学术话语权

的学派进行合作，有了统治阶级的支持，掌握了话语权

的学派会对文学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使该学派的思想

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流。

二、话语权的基本概念阐述

从宏观上来说，话语权主要是指对舆论的控制权。

其主要功能在于，对社会舆论的整体走向达到控制的效

果。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在当代社会环境中，话语权更

大程度掌握在媒体控制者的手中，通过对媒体的操控以

及对经济实体的操控，达到控制话语权、良好运用话语

权的目的。在我国古代，针对语言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诗

歌、文学作品以及修辞手法上。是一种从思想层面出发，

达到对话语权进行研究和控制的目的。

三、拥有话语权的条件

要想拥有话语权，需要具备的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三

个方面。

第一，实力是拥有话语权的基本条件。国家和社会

的实力，是拥有话语权的一个基本条件。从我国的历史

发展进程来看，不同的社会和历史发展时期，其话语权

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在我国的国家发展历史上，话语

权受到严重侵犯主要集中在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国家经

济发展滞后，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严重

侵略。

第二，团队组织能力。团队组织能力是具备话语权

并进一步稳定的重要条件。从本质上来说，话语权不能

依靠个人的力量来掌握，而需要通过团队的力量，增大

一个独立组织的影响力，从而更好地掌控话语权。

第三，适当的平台。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来说，需要

适当的载体作为平台。从先进性和适宜性的角度出发，

积极利用先进的传播平台和载体，扩大话语权的影响范

围。

四、儒家思想的特征分析

儒家学派是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在我国历

史发展中，它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学派。针对儒家

思想的研究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要想研究儒家话

语权，首先需要对儒家思想的特征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演变历史时期长

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各诸侯国，宣传儒家学派的思想

和学说，这意味着儒家思想从出现、被接受到最终成为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历

史发展过程的。

（二）影响程度深

对孔子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四书》

《五经》是重要的儒家思想代表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比较典型的代表有

纲常思想、忠孝思想等。这些思想通过经典著作，从青

年学子这一群体入手，对我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深刻且

长期的影响。

五、对古代文学史的基础分析

针对我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主要依托于历史资料。

针对史料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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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料的确认环节

史料的确认环节是针对史料内容本身的确认，主要

工作在于，通过研究和检验，确认史料是否存在，并进

一步分析其真实性和可靠性，研究史料在古代文学史上

是否具备实际应用价值。另外，从专业角度来讲，研究

古代文学史，需要尊重客观事实，关注史料内容方面的

逻辑性，不能从个人的主观意识出发，对其进行研究。

因为有了主观意识的加入，史料本身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就会受到影响，不能充分发挥史料在古代文学史研究方

面的作用。

（二）史料层次的完善与分析

对史料进行分析，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研究者对

史料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从情感层面出发，对其进行

体验和感受，终提升史料内容的真实感，将史料研究工

作提升到审美层面，这是真实还原历史史实的一个重要

环节。最后，情感的具备，也是丰富史料内容的一个重

要条件。完善后，能够降低整体古代文学史的研究难度。

（三）针对史料的应用价值进行辨别

价值判断的主要目的在于，更进一步确认史料在研

究和分析中的实际价值，确保所搜集和整理的史料在实

际应用中具备相应的价值。从实际评价的角度观察，由

于人的个体差异，对于史料的评价和认知也会产生差异。

这种差异也是体现史料的现实应用价值的重要途径，也

就是说，不经过人们评判的史料，其本身的应用价值也

会大幅度减低。

六、儒家话语权的演变过程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家学派掌握学术话语权

的时间非常长，在先秦时期，话语权的争夺主要体现在

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竞争，我们将这一时期总结为“百

家争鸣”，由于该时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专制主义中央

集权制度，国家层面的力量对于学术话语权的影响比较

小，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来选择不同的学派，这一

阶段的学术主流以儒家和法家为代表。到了汉武帝时期，

统治者需要一套学术理论提升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而当

时儒家学派也在积极寻求与统治阶级的合作。在儒学大

家董仲舒向汉武帝进献“天人三策”之后，儒家学术与

世俗王权之间形成了紧密结合，为了巩固儒家学派的地

位 [1]，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

从这个时期开始，儒学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绝

对主流。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儒家学派形成了不同的

分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两

个主流派别，儒家的话语权争夺也演变为儒家内部不同

流派之间的争夺。

七、古代文学史受儒家话语权影响的具体表现

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史过于庞大，这里以两个典型的

文学案例来说明儒家学派在掌握了学术话语权之后对于

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史记》与墨家学派

《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无

论是其历史价值还是文学价值都非常高。而就是这样一

部伟大的著作，其中对于墨家学派的描写非常少。在先

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思想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战国时

期，墨家与儒家被当时的人合称为显学，是曾经非常繁

盛的一个学术派别，然而在《史记》中，针对墨家学派

的创始人墨子，没有单独成传，仅仅是在《孟子荀卿列

传》的末尾提到了“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

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

是对儒学的介绍，司马迁在介绍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时候，

打破了体例，将孔子划归到“世家”范围中，同时还编

著了大量与孔子有关的列传。

想要分析这一奇怪的现象，我们就要从《史记》的

作者司马迁说起。司马迁有着很深的儒学背景，是当时

著名的儒学大家。他在编写《史记》的时候也是以儒学

话语体系为指导思想。墨家思想中的“节葬”“非乐”

等思想与儒家思想中“厚葬”“礼乐”思想产生了严重

的冲突。为了维持儒家学派的话语权，司马迁在编写《史

记》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压缩有关墨家思想的内容，阻挠

了墨家思想的传播。从文学史发展的视角来看，《史记》

中对于墨家思想的抑制客观上损坏了这部伟大著作的历

史价值，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大遗憾，同时也反映出当

时儒家在学术界的话语霸权。

（二）《毛诗序》的历史地位

《毛诗序》是中国古代第一篇与诗学有关的专论，

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毛诗序》系统性地

阐述了大量文艺理论、诗歌的社会作用，以及如何与政

治相结合的问题，搭建起儒家文论的基础结构，具有强

大的话语权。从总体上来说，《毛诗序》是封建时期主

流文艺纲领。然而到了近代，梁启超先生对于这部具有

“纲领性”地位的著作进行了非常负面的评价，否定了《毛

诗序》的文学价值，认为其中含有大量的“糟粕”。其

原因主要在于《毛诗序》对于《诗经》的注解，其出发

点是为了巩固儒家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因此对于《诗经》

这样一部歌颂人类真挚情感的著作进行了政治化的解构，

试图以学术研究为包装，向人们灌输一种“诗歌必须为

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思想 [2]。将《诗经》中的诗句与

治理社会的方式进行联系，这正是儒家话语权对于中国

古代文学发展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佐证，正是在这种话

语霸权的影响下，人们无法读懂《诗经》的原本含义，

让《诗经》无法展现其真正的文学魅力。

八、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的演化与发展始终伴随着对于话语权

的争夺，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如何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成为了创作文学作品或者新学术论点的主要目的之一。

而长期掌握文学话语权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发

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逐渐形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

华夏民族意识的同时，也遏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因此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用辩证的思

想来看待儒家话语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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