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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简介

《诗经》的地位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

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

6世纪）的诗歌。

《诗经》的内容
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

会面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各个方

面。

《诗经》的艺术成就
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

的优秀传统，以朴素、真切、生动的

语言，塑造出真实的艺术形象，反映

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



君子于役背景
《君子于役》是一首写妻子怀念远出服役的丈夫的诗，反映了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此诗选自《诗

经·王风》，为王风中的一首。王风，是东周王城洛邑（今河南洛阳）一带的乐调。

作者简介
关于此诗的作者及创作年代，历来有争议。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是东周时期作品，作者不详。

君子于役背景及作者简介



文本解读与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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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使内容和情感

得以层层递进。通过反复咏唱，营造

出一种回环往复的韵律美。

运用朴素自然的语言，描绘出了一幅

生动的乡村晚景图。同时，通过借景

抒情的手法，表达了妻子对远征丈夫

的深切思念之情。

篇章结构和写作特点

写作特点

篇章结构



君子于役主题思想阐释

主题思想

揭示了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

苦难，表达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渴望。

同时，通过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展现

了人间至情至爱。

社会意义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揭露了

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而置人民于水深

火热之中的罪行。对于后世理解古代

社会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运用白描手法，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和生动的细节描绘，塑造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同时，借助景物描写来烘

托气氛、抒发情感。

表现手法

采用比兴手法，以“鸡栖于埘”、“羊牛下来”等自然景象起兴，引出下文对征夫归期的不确定和思念之情的抒

发。此外，还运用了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等修辞手法，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和感染力。

修辞手法

艺术手法与表现技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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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荡与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剧烈变革之中，战争频繁，诸侯争霸。这种动荡的社会背景为《诗经》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素材。

礼乐制度的衰落

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礼乐制度逐渐崩溃，人们对于道德、伦理的追求逐渐淡化。《诗经》中的许多诗篇反映了这种礼

崩乐坏的现象。

士人阶层的崛起

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逐渐崛起，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政治，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刻的思考

和批判。《诗经》中的君子形象正是士人阶层的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背景分析



仁爱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接物。《诗经》中的许多诗篇表达了作者对

亲人的思念、对友人的关怀、对国家的忠诚等情感，体现了儒家仁爱思想。

中庸之道

儒家思想强调中庸之道，主张在处理问题时保持中立、公正的态度。《诗经》中的一些诗

篇表达了作者对中庸之道的追求，如《关雎》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体现了这种

思想。

礼制观念

儒家思想重视礼制，认为礼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诗经》中的一

些诗篇反映了作者对礼制的重视，如《小雅·鹿鸣》中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便体现

了礼仪之邦的风范。

儒家思想在《诗经》中体现



对古代文学的影响01

《君子于役》作为《诗经》中的一篇优秀诗篇，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古代文学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对儒家思想传播的作用02

《君子于役》所体现的儒家思想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扬。这首

诗篇通过描绘君子在外服役的场景，表达了作者对忠诚、担当等品质的

赞美，进一步弘扬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

对社会文化的影响03

《君子于役》所传达的忠诚、担当等精神品质在后世社会文化中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这些品质逐渐成为人们共同认可的价值来追求和仿效，塑

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性格。

君子于役在后世传承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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