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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常被稱為「詩三百」，因為其語言的古典性和經典化，歷史上不乏對

詩經的內容詮釋編注之作。其中一派詮釋者乃是根據孔子在《論語》中的言論：

「學詩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派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庫全書》所記載的兩本

博物學著作，即三國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以及明朝毛晉的《毛詩陸疏

廣要》。 

上述兩本書跟唐代以來的類書有很多共同點，例如統整了詩經關於不同主題的

各種文章、文句。但在結構與順序其差別也非常明顯，它們跟《詩經》的連結性也

不好界定：《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的編排順序與《詩經》的篇目不大一致，而兩

書的內容也少著墨在闡釋詩歌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麼了解他們的用

法、目的和意義呢？ 

我的演講將藉由此兩部作品，所提供的特殊的《詩經》閱讀方式，來探討閱讀

文章——特別是詩歌、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他們證明讀者以文章為本，會從

文中自由地延伸自己的關注焦點。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閱讀過程有規則及限制，

這兩部作品則對於此看法提出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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