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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蘩》、《采蘋》、《甘棠》创作年代考论
——— 《诗·召南》创作年代考论之一

罗　　姝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８３）

　　摘　要：《采蘩》为写召南贵族夫人采集白蒿以奉祭祀之作，《采蘋》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采

集浮萍、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祭祀仪式之作，二诗皆当作于周平王 （前７７０年～前７２０年在位）初年；《甘

棠》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 民 的 悼 亡 怀 念 之 作，当 作 于 周 平 王 元 年 至 十 二 年 （前７７０年～前７５９年）

“二王并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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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的断代研究，至迟从 《诗序》产生的

时代已经 开 始 了。我 们 可 从 《国 语》、 《左 传》、
《论语》等文献中 看 到，春 秋 时 期 人 们 赋 《诗》、
引 《诗》、论 《诗》时，往 往 会 提 到 《诗》中 具

体篇目 的 作 者，自 然 亦 明 白 某 一 诗 篇 的 创 作 年

代。因为，在 《诗》之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要了

解某首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首先必须了

解其创作背景、创作缘由与创作年代，方可做到

“知人论世”，把握其时代特征，进而进一步考察

诗歌创作流变的基本状况及其艺术规律。这就是

自汉代以降至今人们依然关注 《诗》的断代研究

的基 本 理 据，亦 是 我 们 进 行 “春 秋 诗 歌 系 年 辑

证”课题研究的初衷。所谓 “系年”，就是尽可

能准确地考订作品的创作年代，将作品按照创作

年代之序重新进行排列，为研究春秋时期不同阶

段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奠定可靠的文献依据，从

而探求每一个社会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与诗歌

创作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春秋时期

诗歌创作发展、兴盛、衰亡的外在的社会因子与

内在的艺术因子，归纳出春秋诗歌创作流变的一

般规律。所谓 “辑证”，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搜集、
整理、归纳先哲时贤关于 《诗》断代研究的诸种

“异说”，并在此基础上，将诗与史结合、传统方

法与现代方法结合，或自立新说，或补 证 旧 说，
或择善而从，从而排定出一个比较可信的诗歌创

作年代 “谱系”来。 《诗·召南》凡十四篇，为

十五 “国风”之次，足见其在传世 《诗》定本时

的重要地位。本文选择 《采蘩》、 《采蘋》、 《甘

棠》三 诗，拟 以 先 哲 时 贤 已 有 的 研 究 成 果 为 基

础，提出我们对其创作年代的一孔之见，以求教

于方家。

一、召南人作 《采蘩》

《采蘩》为写召南贵族夫人采集白蒿以奉祭

祀之作。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十说：一

为阙疑说。毛 《序》：“《采蘩》，夫人不失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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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１］２８４宋朱熹 《诗

序辩说》无说。宋王质 《诗总闻》卷一［２］、明季

本 《诗说解颐正释》卷二［３］、姚舜牧 《重订诗经

疑问》卷一［４］、清李光地 《诗所》卷一［５］、范家

相 《诗渖》卷一［６］、姜炳璋 《诗序补义》卷二［７］

皆同，伪 《子 贡 诗 传》［８］、伪 《申 培 诗 说》［９］亦

同。谨案：毛 《序》之 “美 诸 侯 夫 人 不 失 职”
说， 《诗 总 闻》之 “与 《关 雎》末 章 同 意”说，
《诗说解颐正释》之 “美公侯之夫人有肃雝之德”
说，伪 《诗传》、伪 《诗说》之 “美诸侯夫人有

亲蚕之礼”说，《重订诗经疑问》之 “美大夫妻

之躬为采”说，《诗渖》之 “乐不失职”说，《诗
序补 义》之 “宫 人 美 诸 侯 夫 人 能 奉 祭 祀”说，
《诗所》之 “所 以 供 祭 衣”说，诗 旨 解 说 虽 异，
然皆不着作世。《诗渖》截取毛 《序》首句立说，
《三家诗拾遗》却 从 宋 晁 说 《景 迂 生 集》之 “周

康王之世”说，则范氏乃持两可之说。二为周武

王四年 （约前１０６６年）之后说。汉郑玄 《诗 谱

·周南召南谱》：“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
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

尤纯，故 独 录 之，属 之 大 师，分 而 国 之。”［１］２６４

又，《史记·周本纪》：“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
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

绪业。…… （十二年）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

于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

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

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

帝纣师。”［１０］８１－８３案：周武王伐商克殷之年 代，自

古及 今 多 歧 说。笔 者 此 所 谓 周 武 王 四 年 （约 前

１０６６年），乃 从 范 文 澜 《中 国 通 史·西 周 纪 念

表》（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说。三为周文王之

世 （约前１１１９年～前１０７０年）说。 《诗·周南

·关 雎》孔 《疏》： “二 《南》之 风，实 文 王 之

化。而 美 后 妃 之 德 者，以 夫 妇 之 性 人 伦 之 重。
……文王和好众妾之怨耦者，使皆説乐也。”［１］２６９

四为泛 言 周 康 王 之 世 （约 前１０２６年～前１００１
年）说。宋 晁 说 之 《景 迂 生 集·诗 之 序 论 三》：
“齐、鲁、韩三家 之 《诗》，……所 说 与 毛 《诗》
又不类，以 《关雎》、《葛覃》、《卷耳》、《鹊巢》、
《采蘩》、 《采蘋》、 《驺虞》、 《鹿鸣》、 《四牡》、
《皇皇者华》之类，皆为康王诗。”［１１］五为泛言西

周时期 （约前１０６６年～前７７１年）说。许 廷 桂

《〈诗经〉结集平王初年考》：“因此我们可以认定

《诗经》里的作品，包括 《国风》，基本上都是反

映的我国西 周 时 代 的 社 会 生 活 图 景。”［１２］六 为 泛

言春秋时期 （前７７０年～前４５４年）说。翟相君

《二南系东周王室诗》：“我们从多方面考察，认

为二南是东周王室诗，产生于东周王室洛邑，即

今河南省的洛阳市。”［１３］其 《〈采蘩〉〈采蘋〉正

解》说同。［１４］七为西周初期 （约前１０６６年之后）
说。刘操南 《诗三百篇的创作与累积考说》：“从
历史地域诸侯国家统率的版图的沿革来看，《周

南》《召南》中所收诗篇系之周初是合理的。”［１５］

八为周平王元年 （前７７０年）前后说。程 俊 英、
蒋见元 《诗经注析》：“二 《南》是西周末、东周

初，即周王室东迁前后的作品。”［１６］１九为春秋 前

期 （前７７０年～前６８０年）说。赵逵夫 《论 〈诗
经〉的编集与 〈雅〉诗的分为 ‘小’、‘大’两部

分》：“第一次辑起的只有 《周南》、《召南》、《邶
风》、《鄘风》、《卫风》和 《小雅》，其余都是第

二次增编的。第一次所编集的作品大部分产生于

西周末 年、东 周 初 年，而 以 周 宣 王 时 代 的 为 最

多。……这就是 《诗》的最初的集结。这个时间

大约在公 元 前 七 世 纪 末 叶，约 当 春 秋 前 期。”［１７］

而笔者所谓 “春秋前 期”，指 周 平 王 东 迁 之 后 至

齐桓公鄄之会之前，即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时

期，亦即周平王元年至周僖王二年 （前７７０年～
前６８０年）。十 为 周 康 王 二 十 四 年 （约 前１００３
年）前 后 说。黄 震 云 《二 〈南〉写 作 时 地 考》：
“《周南》与 《召南》应该肯定是关于周公和召公

的作品，少量是周公、召公死后的作品，也就是

说他们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编定，编定者仍然应该

是周朝的太师。”［１８］ 《史 记·鲁 世 家》： “周 公 在

丰，病，将没，……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

公 于 毕，从 文 王，以 明 予 小 子 不 敢 臣 周 公

也。”［１０］１２２７今本 《竹书纪年》： “（周成王二十一

年）周文公薨于丰。”［１９］８４案：张西孔、田珏 《中

国历史大 事 编 年》［２０］６８据 清 齐 召 南 《历 代 帝 王 年

表》系于 周 成 王 十 一 年 （约 前１０５３年），此 不

取。
笔者以 为，就 所 有 二 《南》作 品 之 作 时 来

看，历来治毛 《诗》者认为是歌颂 “文王之化”、
“后妃之德”的作品，故 将 其 创 作 年 代 上 推 至 周

文王时代。此说之失主要有二：一为就作品所描

写的内容来看，二 《南》中以反映妇女劳动、恋

爱、归宁、思夫、拒暴等家庭生活与思想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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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居多，还 有 一 些 反 映 礼 俗 之 作，表 达 了 贺 新

婚、祝多子等主题，无论如何也难以看出它们与

“文王”、“后妃”之关系。二为就二 《南》之名

的形成来看，尽管 《周南》、《召南》之名始于西

周初期武王、成王时代的周公旦与召公奭 “分陕

而治”，但并不意味着二 《南》就是武王、成王

时代创作的作品。既然 “周南”之名一直可以保

留到西汉初年，那么 “召南”之名至迟也会保留

到平王东迁洛邑之后。也就是说，在平王东迁洛

邑前后创作 于 “二 南”地 区 的 诗 歌 皆 可 归 于 二

《南》之目中。二 《南》之 名 的 出 现 的 确 与 西 周

初期 开 始 形 成 的 周 文 公 旦、召 康 公 奭 “分 陕 而

治”的政治管理体制有关，亦与西周初期开始形

成的周文公旦、召康公奭分别担任东西二师军监

的军事管理体制有关，则 《周南》为周公所统率

的陕以东成周 （洛邑）以南地域的诗歌，《召南》
为召公所统率的陕以西的宗周 （镐京）以南地域

的诗歌。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二 《南》就是西周

初年之作。故我们认为二 《南》大多为春秋初年

即周平王东迁 （前７７０年）之后的作品。就 《采
蘩》一诗而言，据隐三年 《左传》，周平王五十

一年 （前７２０年）时鲁君子已引 《采蘩》，此时

《采蘩》流传 于 世。［２１］则 《采 蘩》创 作 年 代 之 下

限为周平王五十一年 （前７２０年）。故我们认为

《采蘩》当为周平王初年所作。

二、召南人作 《采蘋》

《采蘋》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采集

浮萍、水 藻 后 举 行 婚 前 教 成 祭 祀 仪 式 之 作 （毛

《传》）。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 十 说：一

为阙疑说。毛 《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

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１］２８６宋

朱熹 《诗序辩说》无说。毛 《传》、《后汉书·列

女传》载班昭 《女诫》［２２］、宋王质 《诗总闻》卷

一、明朱 善 《诗 解 颐》卷 一［２３］、姚 舜 牧 《重 订

诗经疑问》卷一、清傅恒等 《钦定诗义折中》卷

二［２４］、李 光 地 《诗 所》卷 一、范 家 相 《诗 渖》
卷一及山乡 《女子嫁前要祭高禖：〈诗经·召南

·采 蘋〉解 读》［２５］皆 同，伪 《子 贡 诗 传》、伪

《申培诗说》亦同。谨案：毛 《序》之 “大夫妻

能循 法 度”说，毛 《传》之 “教 成 之 祭”说，
《女戒》之 “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说，《诗总

闻》之 “美卑者任劳”说， 《诗解颐》之 “美自

季女”说，伪 《诗传》之 “国史美内子能勤于祭

祀”说，伪 《诗说》之 “内子敬祭”说， 《重订

诗经疑问》之 “美大夫妻之躬为采”说， 《钦定

诗义折中》之 “理阴教”说， 《诗所》之 “所以

供祭品”说，《女子嫁前要祭高禖：〈诗经·召南

·采蘋〉解读》之 “女子嫁前祭高禖”说，诗旨

解说虽异，然皆不着作世。《诗渖》截取毛 《序》
首句立说，《三家诗拾遗》却从宋晁说 《景迂生

集》之 “周 康 王 之 世”说，则 范 氏 乃 持 两 可 之

说。二为周 武 王 四 年 （约 前１０６６年）之 后 说。
见上引汉郑玄 《诗谱·周南召南谱》。三为周文

王之世 （约前１１１９年～前１０７０年）说。见上引

《诗·周南·关 雎》孔 《疏》，宋 朱 熹 《诗 集 传》
卷一［２６］、 《诗 传 遗 说》卷 四［２７］说 大 同。案：朱

《传》、 《诗 传 遗 说》解 诗 旨 止 取 后 《序》之 说，
作世则 从 孔 《疏》说。四 为 周 康 王 之 世 （约 前

１０２６年～前１００１年）说。见上引宋晁说之 《景

迂生集·诗之序说三》。五为泛言西周时期 （约

前１０６６年～前７７１年）说。见上引许廷桂 《〈诗
经〉结集平王初年 考》。六 为 泛 言 春 秋 时 期 （前

７７０年～前５４３年）说。见上引翟相君 《二南系

东周王室诗》，《〈采蘩〉〈采蘋〉正解》说同。七

为西周初期 （约前１０６６年之后）说。见 上 引 刘

操南 《诗三百篇的创 作 与 累 积 考 说》。八 为 周 平

王元年 （前７７０年）前后说。见上引程俊英、蒋

见元 《诗经注析》［１６］１。九为春秋前期 （前７７０年

～前６８０年）说。见上引赵逵夫 《论 〈诗经〉的

编集与 〈雅〉诗 的 分 为 ‘小’、 ‘大’两 部 分》。
十为周 康 王 二 十 四 年 （约 前１００３年）前 后 说。
见上引黄震云 《二 〈南〉写作时地考》。

笔者以为，据隐三年 《左传》，周 平 王 五 十

一年 （前７２０年）时鲁君子已引 《采蘋》，此时

《采蘋》已流传于世，则 其 创 作 年 代 之 下 限 为 周

平王五十一 年 （前７２０年）。故 我 们 认 为， 《采

蘋》当为周平王初年作品。

三、召南人作 《甘棠》

《甘棠》为平王东迁后不久西周王畿遗民思

召伯虎 （穆公）之作。［２８］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

主要有十一说：一为阙疑说。汉刘向 《说苑·贵

德篇》引 孔 子 曰： “吾 于 《甘 棠》，见 宗 庙 之 敬

也。”［２９］９５二为泛言 周 康 王 之 世 （约 前１０２６年～
前１００２年）说。上博简第十简：“《甘棠》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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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３０］１３９第十五简：“及丌（其）人，敬 （爱）丌

（其） （树），丌（其）保（褒）厚 矣。《甘 棠》之

（爱），（以）邵公……”［３０］１４４第二十四简：“ （吾）
（以）《甘棠》 （得）宗庿（庙）之敬。民眚（性）古

（固）然。甚 贵 丌（其）人，必 敬 丌（其）立（位）；敚

（悦）丌（其）人，必 好 丌 （其）所 为；亞 （恶）丌

（其）人者亦然。”［２９］１５３今本 《竹书纪年》：“（周

康王）二 十 四 年，召 康 公 薨。”［１９］８６案：张 西 孔、
田珏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系于周康王二十六年

（约前１００１年）［２０］６９，此不取。毛 《序》： “《甘

棠》，美 召 伯 也。召 伯 之 教，明 于 南 国。”［２］２８７宋

朱熹 《诗序辩说》无说。汉韩婴 《韩诗外传》卷

二［３１］、北魏郦道元 《水经·江水注》［３２］并引 《韩
诗·周 南 序》说 同。三 为 周 武 王 四 年 （约 前

１０６６年）之后说。见 上 引 汉 郑 玄 《诗 谱·周 南

召南谱》，《甘棠》郑 《笺》说同。四为周成王之

世 （约前１０６３年～前１０２７年）说。元许谦 《诗
集传名物钞》卷一： “《甘棠》，南国民思召伯。
……召公 文 王 时 行 化，此 诗 成 王 分 陕 后 作。”［３３］

五为 周 文 王 之 世 （约 前１０９９年～前１０６９年）
说。元朱公迁 《诗经疏义会通·图说下》系于周

文王 世 之 诗。［３４］六 为 周 康 王、昭 王 之 世 （约 前

１０２６年～前９７７年）说。元 朱 倬 《诗 经 疑 问》
卷一：“《甘棠》，思召伯。当在康、昭之世。”［３５］

七为周 平 王 元 年 （前７７０年）之 后 说。清 魏 源

《诗古微·召南答问》：“周初东迁，岐丰西畿之

地，尚为周所有，《甘棠》巡行之地，在陕以西，
自不 得 入 东 都 王 城 之 风，而 附 之 《召 南》宜

矣。”［３６］ 《诗 序 集 义》说 同。八 为 泛 言 西 周 时 期

（约前１０６６年～前７７１年）说。见 上 引 许 廷 桂

《〈诗经〉结 集 平 王 初 年 考》。九 为 西 周 （约 前

１０６６年～前７７１年）初 期 说。见 上 引 刘 操 南

《诗三百篇的创作与累积考说》。十为周平王元年

（前７７０年）前 后 说。见 上 引 程 俊 英、蒋 见 元

《诗经 注 析》［１６］。十 一 为 周 康 王 二 十 四 年 （约 前

１００３年）前后 说。见 上 引 黄 震 云 《二 〈南〉写

作时地考》。笔者此从魏氏 《诗古微》“周平王元

年之后”说。兹补证有四：
其一，襄十四年 《左传》、 《史记·燕世家》

之 “召公”即 定 九 年 《左 传》所 引 《甘 棠》之

“召伯”。襄十四年 《左传》载晋大夫士鞅对秦景

公问曰： “武 子 之 德 在 民，如 周 人 之 思 召 公 焉，
爱其甘 棠，况 其 子 乎？”［２１］１９５６定 九 年 《左 传》载

郑君子曰：“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 所 茇。’思 其 人，犹 爱 其

树，况用其 道 而 不 恤 其 人 乎！”［２１］２１４４ 《史 记·燕

世家》：“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

敢 伐，歌 咏 之，作 《甘 棠》之 诗。”［１０］１５５０可 见，
定九年 《左传》引 《诗》所谓 “召伯”即襄十四

年 《左传》、《史记·燕世家》所谓 “召公”。
其二，《左传》、《史记》之 “召公”即 《甘

棠》之 “召伯”，但未 必 即 襄 十 四 年 《左 传》杜

《注》之 “召 公 奭”。 《甘 棠》所 美 之 “召 伯”，
《左传》何以称 “召 公”呢？此 与 西 周 初 期 召 康

公奭初 封 时 称 谓 有 关。据 《逸 周 书·克 殷 解》、
僖四年 《左传》、 《史记·周本纪》、 《鲁世家》、
《燕世家》、《诗谱·周南召南谱》，召康公奭，召

其采邑，康其谥，公 其 爵，奭 其 名。故 清 道 光、
咸丰年间 在 山 东 省 梁 山 出 土 西 周 初 年 《大 史 友

甗》、传世周宣王时召伯虎所作祭祀先祖召公奭

的 《六年召伯虎簋》与 《五年召伯虎簋》铭文均

称 “奭”为 “召公”，与 《逸 周 书·祭 公 解》载

周公旦后裔祭公称 “文祖周公”同；案：《大史

友甗》为梁山七器之一。说详：陈梦家 《西周铜

器断代 （二）》 （《考 古 学 报》，１９５５年，第１０
期，第６９－１４２页）、《西周铜器断代 （三）》（《考
古学 报》，１９５６年，第１１期，第５６－１１４页）。
《五年召伯虎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 《殷周金文集成》 （中华书局，１９８４－１９９４年）
著录。《六年召伯虎簋》，见罗振玉 《三代吉金文

存》（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著录。而梁山铜器中

召公奭之 子 祭 祀 召 公 奭 之 器、鼎、盉，又 皆 称

“奭”为 “召 白 父 辛”，此 “召 白”即 “召 伯”。
则召康公奭亦可称 之 曰 “召 康 伯 奭”。奭 入 为 王

室卿士，位居三公，故可称之曰 “召公”；召 公

奭与周公旦 “分陕而治”，为陕以西诸侯之方伯，
故又可 称 之 曰 “召 伯”。按 照 西 周 时 期 世 族 世

卿 世 官 制 度，西 周 时 期 召 康 公 奭 的 后 裔 均 当

有 “召 公”之 称，又 有 “召 伯”之 谓。则 周

宣 王 时 期 的 召 穆 伯 虎 亦 可 称 之 曰 “召 穆 公

虎”，故 襄 十 四 年 《左 传》士 鞅 所 谓 “召 公”
未必即为召公奭。

其三，诗经时代的 “召伯”即周宣王中兴之

臣召穆公虎。召穆公虎，穆为谥号，虎为名，故

《大雅·江汉》又称其为 “召虎”。“召公”在三

百篇中 凡 二 见：一 是 《大 雅·江 汉》之 三 章：
·８７·



“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
无曰予 小 子，召 公 是 似……于 周 受 命，自 召 祖

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虎拜稽首：‘对扬

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二是 《大雅·召

旻》之卒章：“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

百里。”此 “召公”均指召康公奭。“召伯”在三

百篇中除 《甘棠》之外又二见：一是 《小雅·黍

苗》之首章：“悠悠南行，召伯劳之。”二是 《大
雅·崧高》之次章：“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此 “召伯”均指 《大雅·江汉》中征淮夷之 “召
虎”，即召穆公虎。可见，在诗经时代， “召公”
为周 武、成、康 三 王 时 期 的 召 康 公 奭 之 专 称，
“召伯”则为周 宣 王 中 兴 之 臣 召 穆 公 虎 之 专 称，
故 《甘棠》之 “召伯”即召伯虎，亦即襄十四年

《左传》、《史记·燕世家》之 “召公”。①

其四，《甘棠》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

民的悼亡怀念之作。襄十四年 《左传》：“如周人

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定九年 《左传》： “思

其人，犹爱其树。”［２１］则 《左传》作者以 《甘棠》
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
又，《汉书·韦贤传》载刘歆等 《庙议》曰：“思
其人，犹 爱 其 树，况 宗 其 道 而 毁 其 庙 乎！”［３７］

《说苑·贵德篇》引孔子曰： “吾于 《甘棠》，见

宗庙之敬也。”西汉刘氏父子的说法与襄十四年、
定九年 《左传》大同，其或即本 《左传》。召伯

虎卒年不可考，可假定与宣王卒年相近，大约在

周宣王四十六年 （前７８２年）左右；或老而从平

王东迁后 方 卒，则 大 约 在 周 平 王 元 年 （前７７０
年）以后。

故我们认为，《甘棠》诗肯定作于召伯虎卒

后，乃作此思召伯虎之诗。我们知道，周平王元

年至十二年 （前７７０年～前７５９年），周 王 室 出

现了平王宜臼与携王余臣 “二王并立”的政治格

局。在此 期 间，兄 弟 相 争，战 乱 不 断，民 不 聊

生。［３８］如果 我 们 将 诗 歌 所 写 乱 而 思 治 的 内 容 与

“二王并立”的史实 结 合 观 之，此 诗 当 为 西 周 王

畿遗民东迁后乱而思治之作。故其当作于周平王

元年至十二年 （前７７０年～前７５９年）“二王并

立”期间。
综上所考，《采蘩》为写召南贵族夫人采集

白蒿以奉祭祀之作，《采蘋》为写将要出嫁的召

南贵族少女采集浮萍、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祭祀

仪式之作，二诗皆当作于周平王 （前７７０年～前

７２０年在位）初年； 《甘棠》为 召 伯 虎 卒 后 故 西

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当作于周平王元年

至十二年 （前７７０年～前７５９年） “二王并立”
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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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朱 鉴．诗 传 遗 说［Ｍ］．纳 兰 性 德 刻 通 志 堂 经 解 本．

１６６２－１７７２（康熙间）．
［２８］邵炳军，孙文芳．《诗·召南》三篇作者、诗旨与作时补

证［Ｍ］／／同止同探集———张志烈教授 古 稀 纪 念．成 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８．
［２９］向宗鲁．说苑校证［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３０］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Ｍ］．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１］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Ｍ］．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６．
［３２］杨守 敬，熊 会 贞．水 经 注 疏［Ｍ］．段 熙 仲，点 校．陈 桥

驿，复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３］许谦．诗集传 名 物 钞［Ｍ］．丛 书 集 成 初 编 排 印 金 华 丛

书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３４］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Ｍ］．刘宗器安正堂刻本．１５２３
（嘉靖二年）．

［３５］朱倬．诗经疑问［Ｍ］．菖节刻本．１３４７（至正七年）．
［３６］魏源．诗 古 微［Ｍ］．何 慎 怡 等，点 校．修 吉 堂 刻 本．长

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９：４３１．
［３７］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Ｍ］．傅东华等，点校．颜 注

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３１２７．
［３８］邵炳军．两周之际三次“二王并立”史实索隐［Ｊ］．社会

科学战线，２００１（２）：１３４－１４０．

Ｗｈｅｎ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Ｗｒｉｔｔｅｎ？———Ａ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ａｉ　Ｆａｎ，Ｃａｉ　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ａｎ　Ｔａｎｇ

ＬＵＯ　Ｓｈ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ａｉ　Ｆａｎ　ｄｅｐ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ｗｉｆｅ　ｏｆ　ａ　ｎｏｂｌｅｍａ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ｏ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ｉｃｋｉｎｇ　ｗｏｒｍｗｏｏ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ｆｏｒ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Ｃａｉ　Ｐｉｎｇ　ｎａｒ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ａ　ｎｏｂｌｅ　ｍａｉｄｅ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ｏ　ｒｅｇｉｏｎ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ｂｅ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ｐｉｃｋｅｄ　ｄｕｃｋｗｅｅｄ　ａｎｄ　ａｌｇａｅ　ｆｏｒ　ｂｅｆｏｒ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ｐｏｅ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７７０ＢＣ　ａｎｄ　７２０ＢＣ．Ｇａｎ　Ｔａｎｇ　ｗａｓ　ａ　ｍｏ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ｅｍ　ｆｏｒ　Ｅａｒｌ　Ｓｈａｏ　ｏｎ　ｈｉｓ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７７０ＢＣ　ａｎｄ　７５９Ｂ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ｏ；Ｃａｉ　Ｆａｎ；Ｃａｉ　Ｐｉｎｇ；Ｇａｎ　Ｔａｎｇ；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责任编辑　丛　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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