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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近代研究中国经学史的著作，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无

疑是学界最为熟悉的一种。由于该书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经

学都有精到的描述，而且有一定的系统性，尤其是经过周予同先

生的注释，现在已成为研究中国经学、史学者的必备参考书。但

作为近代研究中国经学史的佳著，皮著显然不是唯一的，其中值

得一提的就有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所编撰的《经学教科书》。

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２０），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光绪

二年（１９０２）举人。次年赴开封会试受挫，在归途中经上海时结

识了章太炎，并受其思想影响，改名光汉，担任《警钟日报》、《国

粹学报》撰述，宣传“排满革命”。１９０５年因《警钟日报》被清廷查

封，他逃往嘉兴、芜湖等地。１９０７年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

的同盟会。因自视甚高，企图出任同盟会东京本部干事之职，遭

拒绝后心怀怨愤，在其妻何震的劝说下，于１９０８年入清两江总

督端方幕府。辛亥革命后，曾加入“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

１９１７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刘被聘为中国文学门教授。

１９１９年主编《国故》月刊，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这年的１１月，

因肺病死于北京大学。刘师培短短的一生，其著作繁多，为近代

学人所仅有，计有论群经及小学者２２种、论学术及文辞者１３



种、群书校释２４种等，一并收录于１９３９年由钱玄同编辑的《刘

申叔先生遗书》。

刘师培的经学研究，渊源于他的家学传统。他的曾祖刘文

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世居江苏仪征，都是清代乾嘉汉学

传统的知名学者，而且以三世相续共注一部《春秋左氏传》而著

称。刘师培自幼受家族文化气氛熏陶，从开蒙起便饱读经书，八

岁时便掌握了《周易》的变卦方法。他在《甲辰年自述》诗中不无

自负地说：“童蒙学《易》始卦变，爻象昭垂非子虚。”不过，刘师培

更多的是“独抱麟经承祖业”，继承了刘氏世代研究《左传》的家

学。他在《读左札记》一文中说：“昔先曾祖孟瞻公昌明左氏之

学，以左氏古义始于征南，因掇拾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

作《左传旧注疏证》，上征子骏、叔重之师说，近采顾、惠、焦、洪之

遗编，末下己意，以定从违。长编甫具，纂辑未成，伯父恭甫公赓

续之，至襄公四年后成绝笔；旁治左氏凡例，亦未成书。予束发

受经，思述先业，牵率人事，理董未遑，先成《读左札记》一书，虽

采辑未丰，亦考订麟经之一助也。”正是基于这种“思述先业”思

想的指导，刘师培先后撰述了《左传一地二名考》、《官制异同

考》，以及关于南北朝经学形成、汉代与宋代经学的异同、清代经

学的得失以及近代经学的发展等一系列经学论著。

作为近代经学史家，刘师培的经学史研究也具有新的特点。

２０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共同冲击下，清王朝日见腐朽，民族矛

盾日趋激烈，一些学者从清初顾炎武、全祖望等学者的反满思想

中汲取华夷之别的种族观，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从传统经学中

阐发排满的理论，唤醒国民自觉的民族意识。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７年

间，刘师培置身革命阵营时，他的经学研究便是宣传资产阶级民

主。在《两汉学术发微论》、《群经大义相通论》、《读左札记》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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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发掘经籍中有关“民本”的思想材料，以证明封建君主的不

合理，论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必要性。

也正因为如此，使本来充溢着政治思想的经学研究，具有更多的

学术性质。如他所撰的《经学教科书》，便是以“考究政治典章，

有资于读史治文”为目的。
《经学教科书》两册，因为是作为教材而编撰的，所以每册、

每课的篇幅基本相近（每册均为三十六课，每课字数约四五百字

左右）。第一册总论中国经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流变过程，其内

容为：第一课至第二课为经学总述、“经”字之定义，第三课至第

八课论孔子以前之《六经》、孔子定《六经》、孔子弟子之传经及尊

崇《六经》之原因，第九课至十五课论两汉经学及传授，第十六课

至二十四课论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及传授，第二十五课至二十

九课论宋、元、明经学及传授，第三十课至三十六课论清代经学

及传授。第二册为《易》学专论，其内容为：第一课至第七课论

《易》之名称、作用、阅读方法、卦名释义等，第八课至二十一课释

彖辞、爻辞、象、传、筮法、互体、卦变及比例，第二十二课至三十

三课论《易》与文字、数学、科学、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礼

典之间的关系，第三十四课至三十六课释《易》之文词与音韵。

从现有的两册《经学教科书》来看，显然是一部未完稿，按刘

师培本人在该书序例中的计划，下面至少还应该有五六册的篇

幅。就现有的这两册内容来看，刘师培的经学史研究是有特

色的。
《经学教科书》按时代先后把传统经学析分为两汉、三国至

隋唐、宋元明、清代等四派。从学术角度有意识地对传统经学分

派始于清代，如乾隆年间的“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
（《四库全书总目》）的两分说。嗣后有三分说，嘉、道间龚自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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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学、宋学、清学（国朝学）三派，康有为则分为汉学（西汉今文

经学）、新学（汉代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宋学三派。后来

又有叶德辉的四分说，即今文经学、古文经学、郑氏学、朱子学。

周予同先生在注释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序言中采纳了康有为的

三分说，并对包括刘师培在内的派别划分说进行了评判，认为刘

师培是“强以时代分派”。研究经学史，不可避免地要对传统经

学进行派别划分，而经学史上的今古文、汉宋之争又是分派所无

法避免的，仔细推敲一下上述不同的分派就可发现，它们本质上

仍是依据汉、宋两分说再作进一步的细化。分清今古文、汉宋之

争固然重要，但作为史的研究来说，上述分派没有一定的时间界

限又显得过于模糊，所以到了刘师培、皮锡瑞的经学史研究时，

几乎都采取了时段划分法，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将先秦至清代

的经学分为十个时代，而刘师培则采取了折衷内涵和时代区分

的四分法（如果取掉刘氏分法中的三国至隋唐这一段，与其他的

分派没有大的区别）。他们的划分是否妥当是可以进一步研究

的，但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学史研究的进步，恐怕不能

简单地以“强以时代分派”一语作结。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的第一册是历代经学史的概论（这一

册当时在学界流行最为广泛），他按时代顺序、以专经的形式总

结了历代经学研究的特点及成果，虽然只是论其大略，却见解精

到，基本做到举要籍、明源流、辨得失、重考证，言简意赅而无

轩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师培的经学史研究很少门户之见。

作为近代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当然是站在古文经学的角度研

究经学史的，如他认为《六经》之一的《乐经》因秦代焚书而失传，

不得已以《孝经》、《论语》作为《六经》的补充而成为七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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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与今文经学家认为古无《乐经》，《乐》包含在《礼》与《诗》

中的见解相异趣。然而他又不以古文经学的观点自限，而是认

为“大约古今说经之书，每书皆有可取处，要在以己意为折衷

耳”，显示了较为开放的心态。如论汉代经学，则认为今文与古

文“各有偏长”。又如清代朴学家往往否定六朝至明代的经学研

究，刘师培则坦言其“新义日出”，“多自得之见”。又如他对《易》

学史的研究，虽然接受了清代焦循的《易》学，但并不囿于象数与

义理，诚如他在第二册的弁言中所说：“惜汉儒言象、言数，宋儒

言理，均得《易》学之一端，若观其会通，其惟近儒焦氏之书。故

今编此书多用焦氏之说，以刺旧说者十之二，参臆者十之三。”焦

循的《易》学研究，在清代被推崇为“石破天惊”，其实，焦循在传

统象数《易》学的外壳下，走的是近代数学建立公式化体系的路

子，从根本上说他并没有跳出象数《易》学，可贵的是他试图寻求

一条贯通《周易》全经的新路，显示出清代乾嘉之际象数《易》学

研究的变形。不过，刘师培还暗取了南宋学者叶适的《易》学思

想。如他在所言《易》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时，所引内容全系抄录

叶适所著的《上下经总论》一篇。该篇总论六十四卦中五十二卦

的意义，并颇为自负地说：“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应事，致治消

患之正条目也。”也正是在叶适、焦循《易》学的启迪下，刘师培采

纳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并贯穿于他的经学史

研究。如他在探讨《易》学与哲学的关系时说：“斯宾塞耳《群学

肄言》曰：‘一群之中，有一事之效实，即一事之储能方其效实。

储能以消，而是效实者又为后日之储能。’其理甚精。”又认为：
“《易经》一书言进化而不言退化，彰彰明矣。”在论及《易》学与社

会学的关系时指出：《序卦传》专言“社会进化之秩序，于野蛮进

于文明之状态，言之最精”。此外如论及《易》学与政治学、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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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字学、数学、科学的关系时，也无不显示出刘师培企图借鉴

西方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经学史的研究。这既是他诠释儒家经典

当代价值的认真尝试，也是他以独特的方式延续了传统经学作

为政治学说的生命，同时也预示了传统经学在近代正走向它的

终点。

正因为刘师培的经学史研究有以上一些不同以往的显著特

色，所以《经学教科书》虽仅有篇幅不大的两册，而且以教材形式

来写作也约束了他在某些方面作进一步发挥，却与皮锡瑞的《经

学历史》在近代同享盛名，一直为后来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学者所

重视。如五十年前，周予同先生在《经学历史》再版后记中就指

出说：“将皮、刘两书加以对比阅读，或者对于了解经学史有些

方便。”
《经学教科书》约成书于１９０５年，比较常见的刊本是光绪三

十一年（１９０５）上海国学保存会初印本和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宁

武南氏《刘申叔先生遗书》排印本，但舛误较多，此后也未见再

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鉴于此，嘱以宁武南氏排印本为底本，将

该书重新校点整理出版。又因为其内容比较简略，且每一课中，

又涉及众多经学家的名号及经学著作，为便于现在的读者阅读

该书，希望能随文作一些注释。我不揣浅陋，承担了这一任务。

编例如次：

一、底本。取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宁武南氏排印本（即《刘

申叔遗书》本）。

二、校勘。取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上海国学保存会原印行

本，以正排校舛误。

三、分段。基本依照原书，个别段落予以重分。

四、标点。原刊无标点，现一律施以新式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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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释。统用课后注，包括人物介绍、著作介绍和校勘记

三类。第一册以介绍历代经学家的名号、年里、仕宦和有关重要

的经学著作为主，特详清代。第二册侧重引文校正及《周易》有

关词语的解释。凡原刊遗漏、笔误、文字讹误者，一律予以改正，

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凡本书引用他书删改者，均于注中并录

原文，以资比照。

六、译名。中文译名及译文，一律依原刊不加新译。

七、版式。改直排为横排。改异体字为通行字。改夹注双

行小字为单行小字。原刊分课以数序，现据此重制目录。

陈居渊

２００１年秋初稿

２００３年春修改

２００５年秋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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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例

治经学者，当参考古训，诚以古经非古训不明也。大抵两汉

之时，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多属齐学，古文多属鲁学。

今文家言多以经术饰吏治，又详于礼制，喜言灾异、五行。古文

家言详于训诂，穷声音文字之原。各有偏长，不可诬也。六朝以

降，说经之书分北学、南学两派。北儒学崇实际，喜以汉儒之训

诂说经，或直质寡文；南儒学尚浮夸，多以魏晋之注说经，故新义

日出。及唐人作义疏，黜北学而崇南学，故汉训多亡。宋、明说

经之书，喜言空理，不遵古训，或以史事说经，或以义理说经，虽

武断穿凿，亦多自得之言。近儒说经，崇尚汉学，吴中学派掇拾

故籍，诂训昭明；徽州学派详于名物典章，复好学深思，心知其

意；常州学派宣究微言大义，或推经致用。故说经之书，至今日

而可称大备矣。此皆研究经学者所当参考者也。大约古今说经之

书，每书皆有可取处，要在以己意为折衷耳。 夫《六经》浩博，虽不合于教

科，然观于嘉言懿行，有助于修身。考究政治典章，有资于读史。

治文学者，可以审文体之变迁。治地理者，可以识方舆之沿革。

是经学所该甚广，岂可废乎？然汉儒去古未远，说有本源，故汉

学明则经诂亦明。欲明汉学，当治近儒说经之书。盖汉学者，
《六经》之译也；近儒者，又汉儒之译也。若夫六朝、隋、唐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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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两宋、元、明之经说，其可供参考之资者，亦颇不乏，是在择而

用之耳。

一、每册三十六课，每课字数约在四五百言之间。

一、经学源流不明，则不能得治经之途辙，故前册首述源流，

后册当诠大义。

一、经学派别不同，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

宋、元、明为一派，近儒别为一派。今所编各课，亦分经学为四

期，而每期之中，经学之派别，必分析详明，以备参考。

一、经学派别既分为四期，而每期之中，首《易经》，次《书

经》，次《诗经》，次《春秋经》，次《礼经》，次《论语》、《孟子》，《学》、
《庸》附焉，次《孝经》，《尔雅》附焉。盖《班志》于六艺之末复附列

《论语》、《孝经》，今用其例。唯《乐经》失传，后儒无专书，不能与

《礼经》并列耳。

一、所引各书，必详注所出，一二私见，附以自注，以供学者

之采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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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经 学 总 述

三代之时，只有《六经》。《六经》者，一曰《易经》，二曰《书

经》，三曰《诗经》，四曰《礼经》，即 今《仪礼》。 五曰《乐经》，六曰

《春秋经》，次序依《汉书·艺文志》。 故《礼记·经解篇》引孔子之言，

以《诗》、《书》、《礼》、《乐》、《春秋》、《易》为《六经》。若《左氏》、
《公羊》、《穀梁》三传，咸为记《春秋》之书。《周礼》原名《周官

经》，《礼记》原名《小戴礼》，皆与《礼经》相辅之书。《论语》、
《孝经》虽为孔门绪言，亦与《六经》有别。至《尔雅》列小学之

门，《孟子》为儒家之一，《中庸》、《大学》咸附《小戴礼》之中，更

不得目之为经。西汉之时，或称《六经》，或称六艺①。见《史记·

孔子世家赞》及《滑稽列传序》。 其后《乐经》失传，始以《孝经》、《论语》

配五经，称为“七经”②。见《后汉书·赵典传》注。 至于唐代，则《春

秋》、《礼经》咸析为三，《春秋》分为《公》、《穀》、《左氏》三经，而《礼》之外并

以《周礼》、《礼记》为经，且误以《礼记》一书为本经。 立“三传”、“三礼”之

名，合《易》、《书》、《诗》为“九经”③。唐 开 成 石 经④ 则 合《论 语》、《孝

经》、《尔雅》并为经书，而《经典释文》⑤则《春秋》仅为一经，加以《论语》、《孝经》为

九经，兹用顾亭林⑥ 之说。 北宋之初，于《论语》、《孝经》而外，兼崇

《尔雅》、《孟子》二 书，而 十 三 经 之 名，遂 一 定 而 不 可 复 易 矣。

及程朱表彰《学》、《庸》，亦若十三经之外复益二经，流俗相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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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焉。不察以传为经，如《左氏》、《公羊》、《穀梁》是也。 以记为经，如

《小戴礼》是也。 以群书为经，如《周官经》、《孝经》、《论语》、《孝经》是也。 以

释经之书为经，如《尔雅》是也。 此则不知正名之故也。参用龚自珍

《六经正名说》⑦。

注：

① 六艺：儒家六部经典。《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

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

秋》以义。’”汉代刘歆《七略》著录《六经》典籍，称为“六艺略”。参见《汉

书·艺文志》。

② 七经：儒家七部经典。该名出现于汉代（《后汉书·赵典传》引谢承

书注、《三国志·蜀书·秦宓传》）。汉代提倡“孝治”，贵族子弟先授《论

语》、《孝经》，连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合称“七经”。北宋

刘敞《七经小传》以《书》、《诗》、三《礼》、《公羊传》、《论语》为七经，清代全祖

望《经史问答》提出“《六经》之外加《论语》”，樊文深《七经义纲》、柴绍炳《考

古类编》则认为五经加《周礼》、《礼记》。清康熙“御纂”七经，以《易》、《书》、

《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为七经。其中汉代的“七经”普遍为

学者接受。

③ 九经：儒家九部经典。该名出现于唐代（《旧唐书·儒学传上》），后

代学者对其所包含经典的说法不一。除《易》、《书》、《诗》、《周礼》、《礼记》

五种各家均同外，其他四种有：《仪礼》、《春秋》、《孝经》、《论语》（唐陆德明

《经典释文》）；《春秋》三传、《仪礼》（《旧唐书·选举上》、顾炎武《九经误

字》、皮锡瑞《经学历史》）；《春秋》三传、《孟子》（宋代杨伯喦《九经补韵》）；

《仪礼》、《春秋》、《论语》、《孟子》（宋魏了翁《九经要义》、明赦敬《九经解》）；

《仪礼》、《论语》、《公羊传》、《穀梁传》（清惠栋《九经古义》）。以上诸说，虽

各有依据，但一般都认同顾炎武、皮锡瑞说。按：唐代曾将九经分为大经

（《礼记》、《左传》）、中经（《诗经》、《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

《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均附于中经，名为九经，实际

上已具备了十二经。参见《新唐书·选举志·百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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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开成石经：一称“唐石经”，因镌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８３７），故名。

该石经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

《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十二种。另附《五经

文字》、《九经字样》等，共计２２７石。字为正书，标题为隶书。今藏西安碑

林博物馆。

⑤ 《经典释文》：唐陆德明（约５５６—约６３０）著，三十卷。全书收录汉

魏六朝以来二百三十余家注释经籍的旧音和训诂，保存了相当数量早已

失传的音训资料。书首《序录》叙述经学源流，并将《老子》、《庄子》列于书

内，是后世研究汉初至唐经学演变历史的重要参考书。陆德明，字元朗，

以字行，苏州吴人（今江苏苏州）。按：《新唐书》本传：“善名理言，受学

于周弘正。陈太建中，后主为太子，集名儒入讲承光殿，德明始冠，与下

坐。”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寻弘正卒在太建六年，德明受业，疑

在太建之初，弱冠应征，或当在太建六七年（５７４—５７５）间。”由太建七年逆

推二十年，故将陆德明生年系于此年。

⑥ 顾亭林：即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

武，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一名顾圭年，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

被认为是清代考证学的首创人之一。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日知

录》、《音学五书》、《左传杜解补正》、《石经考》、《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⑦ 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字璱人，号定盦，一名易简，字伯定，又名鞏

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是清代经学家段玉裁的外

孙。治经重《公羊》“微言大义”之学，为文奥博纵横，自成一家；诗歌瑰丽奇

肆，有“龚派”之称。《清史稿》有传。其著述和诗文，后人编为《龚自珍全

集》，《六经正名说》载该集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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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经 字 之 定 义

《六经》之名，始于三代，而经字之义，解释家各自不同。班

固《白虎通》训经为“常”，以“五常”配五经①。刘熙《释名》训经

为“径”，以经为常典，尤径路无所不通②。案：《白虎通》、《释

名》之说，皆经字引申之义。惟许氏③《说文》经字下云：“织

也，从系，巠声。”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衡丝为纬，

故地学家以纵线为经线，而以衡线为纬线也。 引申之，则为组织之义。上

古之时，字训为饰，又学术授受多凭口耳之流传，《六经》为上古

之书，故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以便记诵。而藻绘成

章，有参伍错综之观。古人见经文多文言也，于是假治丝之义

而锡以《六经》之名。如《易》有《文言》，而六爻之中亦多韵语，故爻字取义于

交互。《尚书》亦多偶语韵文，《诗》备入乐之用，故声成文谓之音。《孟子》亦曰不以

文害辞。又《孟子》引孔子之言曰：“《春秋》其文则史。”④而《礼记·礼器》篇亦曰：

“《礼》有本、有文。”是《六经》之中无一非成文之书。 即群书之用文言者，亦

称之为经，以与鄙词示异。如《孝经》、《道德经》⑤、《离骚经》⑥之类是也。

皆取藻绘成文之义。又《吴语》云：“挟经秉枹。”注云：“兵书也。”⑦是兵书之杂用

文言者，亦可称之为经也。 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乃

训经为法。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广雅·

释诂》⑧云：“经，常也。”《孟子·尽心下》云：“君子反经而已矣。”注亦云：“经，常

也，犹常道也。”此皆经字后起之义也。若《白虎通》以五常配五经，则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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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而不言。刘熙训经为径，径为直捷之义，与文饰之义相反。 不明经字之本

训，安知《六经》为古代文章之祖哉！

注：

① 班固（３２—９２）：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人。先后任兰台

令史、郎、玄武司马等职，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编撰者。

《后汉书》有传。东汉建初四年（７９），章帝仿西汉石渠阁会议之例，召集各

地儒生于内廷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特命班固将有关观点汇编为《白虎通

德论》，又名《白虎通义》或《白虎通》。据元人严度考证，该书是班固《白虎

通》与《功德论》二书因连写而脱“功”字，遂成今名（《白虎通序》）。全书就

古代礼制、宗法制度和祭祀等分为四十四大类，计四十三篇。其《五经》篇

云：“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

礼；易，智；诗，信也。”

② 刘熙：字成国，北海（今山东昌乐）人。东汉经学家郑玄的学生，曾

避乱交州，从事讲学活动。《释名》八卷，二十七篇，是从语言学的角度，以

同音字或声音近似的字来解释词义的一部百科式的词典。按：引语有删

略，现录之以资参照：“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参见《释

名·释典艺》。又按：由于《后汉书》没有刘熙的传记，《释名》是否为其所

作，引起后世学者聚讼。可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一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年版。

③ 许氏：指许慎（约５８—约１４７），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

曾任郡功曹、举孝廉，迁太尉、南阁祭酒。师从名儒贾逵，并与马融同校书

于东观，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誉。《后汉书·儒林传》有传。《说文解字》

简称《说文》，对后世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另著有《五经

异义》，今佚，可参考清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

④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

然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

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参见《孟子·离娄下》。

⑤ 《道德经》：一名《道德真经》，又名《老子》、《老子五千文》。共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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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五千余言。分为上下二篇，上篇三十七章为《道经》，下篇四十一章为

《德经》。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本，

《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谥聃。楚国苦

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人。相传做过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曾问礼于

他，后退隐著书，是中国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⑥ 《离骚经》：即《离骚》。战国楚人屈原著。因其是楚辞体文学作品

的代表作，对后世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被尊称为“经”。　

⑦ 《吴语》：《国语》二十一篇之一。相传春秋时左丘明著，记载春

秋战国时期吴国的历史事件。有三国时韦昭注本，近人徐元浩著有《国

语集解》，可参考。按：原刊“枹”误作“抱”，今改正。参见《国语》第十

九《吴语》。

⑧ 《广雅》：一名《博雅》（因避隋炀帝讳），三国魏张揖撰。张揖，字稚

让。魏明帝时为博士。事载《魏书·江式传》。该书承袭《尔雅》的体例，

对《尔雅》未收词语作了增益，对已有的解释也作了补充。卷首《上广雅

表》自述此书分为三卷，唐以后析为十卷，是研究传统训诂学的重要典籍。

清代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俞樾的《广雅释诂释文》、王树柟的《广雅补疏》

等对该书作了继续研究。

第三课　 古代之《六经》

《六经》起原甚古。自伏羲仰观俯察作八卦以类物情①，后

圣有作，递有所增，合为六十四卦。虞翻②以为伏羲作，郑玄③以为神农

作，今并存其说。 而施政布令，备物利用，咸以卦象④ 为折衷。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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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名《连山》⑤，商《易》名《归藏》⑥，今皆失传，是为《易经》之

始。上古之君，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言为《尚书》，动为《春秋》，
《礼记》郑注。故唐、虞、夏、殷咸有《尚书》，而古代史书复有三坟、五

典⑦，见《左传·昭十二年》。是为《书经》、《春秋》之始。谣谚之兴，始

于太古，见杨慎⑧所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大序》⑨。 虞、夏以

降，咸有采诗之官，夏有遒人⑩，见《尚书》及《左传》。商有太师瑏瑡，见《礼记·

王制》瑏瑢。采之民间，陈于天子，以观民风，《王制》。 是为《诗经》之

始。乐舞始于葛天瑏瑣，《吕氏春秋·古乐》瑏瑤篇。 而伏羲、神农瑏瑥 咸有

乐名。至黄帝时，发明六律瑏瑦 五音瑏瑧 之用，《吕氏春秋·古乐》篇。 而

帝王易姓受命，咸作乐以示功成，用《乐纬》瑏瑨及《乐记》瑏瑩说。 故音乐

之技代有兴作，是为《乐经》之始。上古时，社会蒙昧，圣王既作，

本习俗以定礼文，故唐虞之时以天地人为“三礼”，见《虞书》瑐瑠 注。

以吉、凶、军、宾、嘉为“五礼”，同上。 降及夏、殷，咸有损益，是为

《礼经》之始。由是言之，上古时代之学术，奚能越《六经》之范围

哉！特上古之《六经》淆乱无序，未能荟萃成编，此古代之《六经》

所由，殊于周代之《六经》也。

注：

① 伏羲：又名“伏戏”、“宓羲”、“包牺”、“庖牺”、“牺皇”、“皇羲”等。中

国古代传说中的远古人物，相传《周易》是由他编撰的。按：该句语引出自

《系辞传》下，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考：“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

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② 虞翻（１６４—２３３）：字仲翔，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初为会稽太

守王朗之功曹，后归孙策，复任功曹，官至骑都尉。承其高祖虞光传孟氏

《易》。《三国志》有传。著有《周易注》，今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曾采录

其说。清黄奭《汉学堂丛书》、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亦有辑录。

③ 郑玄（１２７—２００）：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治经以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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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网罗众家，融通为一，曾遍注群经，是汉代最为著

名的经学集大成者。《后汉书》有传。所著《六艺论》、《驳许慎五经异义》等

叙述经学传授的源流及论《六经》要旨，今佚。清袁钧《郑氏佚书》和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均辑有一卷。皮锡瑞著有《六艺论疏证》、《驳五经异义

疏证》，可参考。

④ 卦象：《易》学术语。用以象征客观事物或事理的符号结构。卦象

可分八卦之象和六十四卦象两大类。八卦之象是由“ ”、“ ”两种符号

组合而成的八个三画卦，即乾椸，坤椺，震椻，巽椼，坎椾，离楀，艮楁，兑

楃。它们的基本取象分别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事物的性质。

六十四卦之象，则是由上述八个三画卦两两相重而得的六画卦，用以表达

世间纷繁的万事万物以及复杂多变的形式。可参见第二册第二课“重

卦”注。

⑤ 《连山》：相传古代三《易》之一。为夏人之《易》，有六十四卦，以

“艮”为首，艮为山，上艮下艮，象征山峦连绵，故名。桓谭《新论》说“《连山》

藏于兰台”，又说“《连山》八万文言”，汉时已佚，不载于《汉书·艺文志》。

北朝刘炫曾伪造《连山易》，录上送官，取赏而去。传世的所谓《连山》均系

后人伪作。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据黄佐《六艺流别》、罗泌《路史》等

辑为一卷，黄谟《归藏》辑本后附《连山》，但真伪尚有争议。刘师培著有《连

山归藏考》，载《中国学报》二，１９１６年２月，可参考。

⑥ 《归藏》：相传古代三《易》之一。为商人之《易》，以“坤”为首，坤为

上地下地，象征万物皆藏于地，故名。桓谭《新论》说“《归藏》藏于太卜”，又

说“《归藏》四千三百言”，汉时已佚，不载于《汉书·艺文志》。今所传《古三

坟书》中有《归藏》，系后人伪造。唐人司马膺亦注《归藏》三卷，今亦亡。

《文献通考》著录为三卷，《崇文总目》说：“今但存初经、齐母、本著三篇，文

多阙乱，不可详解。”清王谟、洪颐煊、马国翰等人各辑有一卷。

⑦ 三坟、五典：相传是古书名。《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

五典、八索、九丘。”孔颖达《左传正义》谓“三坟”是三皇（伏羲、神农、黄帝）

之书，“五典”是五帝（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八索”是八卦之说，

“九丘”是九州之志，亦仅为一家之言。由于难以确指，所以后人有种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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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甚至还有伪造《三坟书》以坐实其事者。

⑧ 杨慎（１４８８—１５５９）：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四川新都）人。明正

德六年（１５１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工于诗文，著述之富为明代之首。论

理学，多讥陆、王；议经学，重考据。《明史》有传。著有《升庵集》、《外集》、

《遗集》、《檀弓丛训》等。

⑨ 《诗大序》：《毛诗·诗序》的一部分。《毛诗》在各诗之前，列有解释

该诗主题的文字，称小序。在篇首《关雎》小序之前，还有一大段总论《三百

篇》的文字，称大序。关于大序的作者，历来有各种说法。萧统《昭明文选》

认为是子夏作；《隋书·经籍志》认为是子夏作，后经毛公、卫宏润色；王安

石认为由诗人自己作；程颐认为是孔子作；郑樵、朱熹、崔述还提出是“村野

妄人”作；《后汉书·儒林传》则明确指出是卫宏作。

⑩ 遒人：官名。古代掌宣布教化。《尚书·胤征·疏》：“名曰遒人，

不知其意，盖训遒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为名也。”

瑏瑡 太师：官名。古代乐官之长。《周礼·春官》有大师、小师，列国皆

有其官。又，古三公之一。秦不置。汉平帝元始元年始置三公。晋避司马

师讳，改太师为太宰。其后历代仍称太师。参见《通典》二十《职官》二、《文

献通考》四八《职官》二。

瑏瑢 《王制》：《礼记》篇名。孔颖达《礼记》疏谓：“王制者，以记其先王

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又引郑玄《答临硕难礼》云：“孟子当赧王

之际，《王制》之作，当在其后。”章太炎谓“《王制》，文帝所造书，有《木制》、

《兵制》、《服制》篇”。参见《七略别录佚文徵》，载《章太炎全集》第一集，上

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瑏瑣 葛天：“葛天氏”的简称。传说中在伏羲之前的远古帝号，其治不言

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古代认为是理想中的自然、淳朴之世。《吕氏春秋·

仲夏纪·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足以歌八阕。”

瑏瑤 《吕氏春秋》：一称《吕览》。战国末吕不韦招集门下宾客辑合先秦

各派学说的汇编，杂家代表作。全书二十六卷，内分八览、六论、十二纪（据

《史记》所称顺序），现在的形式是十二纪在前，八览居中，六论置于最后，共

一百六十篇文章，《古乐篇》即出自其中的《十二纪》。书中还保存了不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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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是研究先秦学术的重要

参考书。吕不韦（？—前２３５），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曾为

秦国相国，门下宾客三千，家僮万人。后被秦王政免职，忧惧自杀。《史记》

有传。

瑏瑥 神农：传说中的古帝名。古史又称炎帝、烈山氏。相传始教民为

耒、耜以兴农业，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疾病。

瑏瑦 六律：律，定音器。相传黄帝时伶伦截竹为管，以管的长短，分别声

音的高低清浊，乐器的音调，都以它为准则。乐律有十二，阴阳各六，阳为

律，阴为吕。六律即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和无射。可参见《国语·

周语》下“十二律”。

瑏瑧 五音：古乐五种音阶的名称：宫、商、角、徵、羽。又称五声。《孟

子·离娄》上：“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瑏瑨 《乐纬》：纬书的一种。《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宋均注。今佚。

今可考见的书目有《动声仪》、《稽曜嘉》和《叶图征》。

瑏瑩 《乐记》：《史记》题作《乐书》。《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类著录

《乐记》二十三篇。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后由戴圣将其中的十一

篇辑入《礼记》，已亡佚者十二篇。孔颖达《礼记正义》疏云：“《礼记》四十九

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也，在刘向前矣。”今人任善铭

《礼记目录后案》云：“刘向校书之前，已有桥仁为章句，称‘桥仁学’，其时

当已有《乐记》，则向不能以其所得《乐记》入四十九篇中甚明。故知今《乐

记》仍是河间献王所辑之遗，非向所得而增入者也。”

瑐瑠 《虞书》：《尚书》篇名。包括《尧典》、《皋陶谟》两篇，古文《尚书》又

增加《舜典》、《大禹谟》、《益稷》合为五篇。孔颖达《尚书正义》疏云：“《尧

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录，末言舜登庸由尧。故追尧作典，非唐史所录，

故谓之《虞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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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西周之《六经》

西周之时，尊崇《六经》。自文王①治《易》作彖文爻词，用郑玄

及惠栋说②。周公③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④。 复损益前制，制为

冠昏、丧祭、朝聘、射乡之礼，即今《仪 礼》。 而轩陈诗《雅》、《颂》、

《南》、《豳》皆出于周公。 观风。史官记言、记动，仍仿古代圣王之制。

故《易经》掌于太卜⑤，以《易经》可备卜筮之用也。《书经》、《春秋》掌于

太史⑥、外史⑦，《诗经》掌于太师，《礼经》掌于宗伯⑧，《乐经》掌

于大司乐⑨。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

书。用章学诚《校雠通义》说⑩。而《礼》、《乐》、《诗》、《书》复备学校教

民之用，《礼记·王制》篇云：“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诸侯

各邦亦奉《六经》为典臬。因职官不备，或以史官兼掌之，诚以成

周一代之史，悉范围于《六经》之中也。用龚定庵《古史钩沈论》说瑏瑡，兼

用王守仁说瑏瑢。 又周公之时，作《周官经》以明六官瑏瑣 之职守。汉何

休瑏瑤疑《周礼》作于六国时，宋儒亦多疑之。惟汉刘歆瑏瑥、郑玄信为周公致太平之书，

今从刘、郑二家之说。又作《尔雅·释诂》一篇，张揖《上广雅表》。 明古今

言语之异同，用郝懿行《尔雅正义》说瑏瑦。 以备外史达书名之用，见《周

礼》外史职，又大行人职亦同。 故周公者集周代学术之大成者也。用魏

源瑏瑧《学校应增祀先圣周公议》说。《六经》皆周公旧典，用章学诚《校雠通义》

说。足证孔子以前久有《六经》矣。故周末诸子，若管子瑏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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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瑏瑩咸见《六经》。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管子亦言“泽其四

经”，注云：“《诗》、《书》、《礼》、《乐》也。”瑐瑠是道家、墨家咸见周室之《六经》矣。 盖

周室未修之《六经》，固与孔子已修之《六经》不同也。《公羊传》言未

修之《春秋》，则《春秋》以外之五经，亦咸有未修之旧本矣。惟后世失其传耳。

注：

① 文王：即周文王。姬姓，名昌。商纣王时为西伯，亦称伯昌。曾被

囚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而演《周易》。司马迁《史记》中认为周文王重八

卦为六十四卦、演三百八十四爻，汉代学者还认为《周易》的卦辞、爻辞均由

周文王所作。周文王与易学确有关系，但上述说法则无明据。

② 惠栋（１６９７—１７５８）：字定宇，号松崖，学者称小红豆先生。江苏吴

县（今江苏苏州）人。惠氏自曾祖惠有声始，历惠周惕、惠士奇（半农居士）

至惠栋四世传经，以表彰汉儒经说著称。《清史稿·儒林传》、江藩《国朝汉

学师承记》有传。著有：《九经古义》、《易汉学》、《易例》、《古文尚书考》、《左

传补注》等。

③ 周公：姬姓，名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

岐山北），史称周公，又称周公旦，曾协助周武王灭商。相传他制礼作乐，建

立典章制度。其言论分见于《尚书》中的《大诰》、《康诰》、《多士》、《无逸》、

《立政》等篇。

④ 《明堂位》：《礼记》篇名。明堂，即“王者之堂”。夏代称世室，商代

称重屋，周代称明堂。位，即位置。《明堂位》是讲述周公在明堂接见来朝

诸侯的位置。如天子背靠斧依，面朝南而立；三公在堂下中阶前，面朝北而

立，以东边为上位；诸侯面朝西，以北边为上位等等。郑玄《礼记目录》说：

“以其记诸侯朝周公于明堂之时所陈列之位也。”今人任善铭《礼记目录后

案》说：“本篇所谓明堂，实《仪礼·觐礼》方明之坛，郑君《目录》误涉《考工

记》之文矣。”

⑤ 太卜：官名。殷时六太之一，周属春官，为卜筮官之长，一称卜正。

秦汉时有太卜令，东汉时并于太史。北魏有太卜博士，北齐有太卜局丞，北

周有太卜大夫。隋唐曾设太卜令。宋以太卜属司天台，不置专官。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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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二五、《续通典》二九《职官》七。

⑥ 太史：官名。三代为史官与历官之长。秦称太史令，汉属太常，掌

天文历法。魏晋时始分修史撰文为著作郎，太史专掌天文历法。隋置太史

监。唐初改太史局。元并设太史院与司天监。明清专以天文占候之事归

钦天监，史馆多以翰林任之，所以也称翰林为太史。

⑦ 外史：官名。《周礼》春官之属，掌管宣布京畿以外地区的王令、四

方地志等。

⑧ 宗伯：官名。古代六卿之一，掌邦国祭事典礼。汉为太宰，掌国祭

事。亦即后来礼部之职，故后也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或宗伯，礼部侍郎为

少宗伯。

⑨ 大司乐：一名大乐正。掌太学，为乐官之长。唐代亦有乐正，为太

常寺下太乐署的低级官吏。

⑩ 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

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进士，授国子监典籍。《清史稿·文苑传》有传。创言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研究目录学的门径，并提出“互著”、“别裁”等方

法。所著《文史通义》一百二十篇，为清代史学批评专著。另著有《校雠通

义》等。

瑏瑡 龚定盦：即龚自珍，详见第一课注释⑦。《古史钩沈》，全名《古史钩

沈论》，共四篇，载于《龚自珍全集》第一辑。

瑏瑢 王守仁（１４７２—１５２８）：中国著名哲学家。字伯安，别号阳明子。浙

江余姚人。明代弘治年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任兵部主事。早年因反对

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后复起为庐陵知县、吏部郎中等职。因

平定“宸濠之乱”有功，封新建伯。《明史》有传。他所倡导的学说被后人称

为“王学”或“心学”，在明代嘉靖以后广泛传播。著有《传习录》、《大学

问》等。

瑏瑣 六官：《周礼》一称《周官经》，首见于《汉书·艺文志》。根据唐代贾

公彦的解释，以为“以设位言之，谓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谓之《周礼》”。

凡六篇：《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马》

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司空》第六；其中《冬官》一篇早佚，当时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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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记》补入，称为《冬官考工记》，故统称六官。

瑏瑤 何休（１２９—１８２）：字劭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东汉今文经学

家，长于《公羊》学。《后汉书·儒林列传》有传。著有《公羊经传解诂》、《公

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等。

瑏瑥 刘歆（约前５０—后２３）：字子骏，西汉末年改名秀，字颖叔。沛（今

江苏沛县）人。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古文经学的开创者。《汉书》有传。成

帝时与父刘向同领校秘书，所著《七略》（今佚。《汉书·艺文志》即据其成

篇）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志目录学的基础。

瑏瑦 郝懿行（１７５５—１８２５）：字恂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清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进士，授户部主事，后补江南司主事。《清史稿·儒林传》有传。所

著《尔雅义疏》二十卷，在郭璞《尔雅注》的基础上，广采清以前历代研究《尔

雅》的成果，考辨精详，取材宏富，是清代训诂学的代表作。

瑏瑧 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晚清与龚自珍齐名的

著名今文经学家。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进士。历任内阁中书、知县、知州

等职。《清史稿·文苑传》有传。著有《诗古微》、《书古微》、《董子春秋发

微》、《曾子章句》、《春秋繁露注》、《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等多种。尚有

《公羊古微》十卷，未刊。

瑏瑨 管子（？—前６４５）：名夷吾，字仲，谥敬，故又称管敬仲。姬姓之后。

颍上（今安徽颍县）人。中国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在齐国任相

四十年期间，以“尊王攘夷”为国策，被尊称为“仲父”。《管子》原为八十六

篇，今本存七十六篇，其中十篇仅存目录。通行注本有郭沫若的《管子集

校》和赵守正的《管子集释》等。

瑏瑩 墨子（约前４７８—前３７６）：名翟。相传原为宋国人，长期居住在鲁

国。中国春秋战国之际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是墨家学派著作的汇

编。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失佚十八

篇。通行注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等。

瑐瑠 按：引语参见《管子》卷十《戒第二十六》。

８１ 经 学 教 科 书　第一册



第五课　孔子定《六经》

东周之时，治《六经》者，非仅孔子一家。见前一课。若孔子《六

经》之学，则大抵得之史官。《周易》、《春秋》得之鲁史，观《左传·昭

二年》，知《易》与《春秋》皆掌于鲁太史。《诗》篇得之远祖正考父，《商颂·小

序》。正考父为 孔 子 之 祖，则孔氏必世传《诗》学。 复问礼老聃①，问乐苌

弘②，《礼记》及《史记》。 观百二国宝书于周史，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自

序》③。故以《六经》奸七十二君。《庄子·天运》篇④，及所如辄阻，乃

退居鲁国作《十翼》⑤，郑玄以《十翼》为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下《系

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以赞《周易》。叙列《尚书》，定为百

篇。删殷、周之《诗》，定为三百一十篇。以上用《史记·孔子世家》说。

复返鲁正乐，播以弦歌，同上。使《雅》、《颂》各得其所。《论语》。 又

观三代损益之礼，从周礼而黜夏、殷。本《论语》、《中庸》注及《史记·孔子

世家》。及西狩获麟⑥，乃编列鲁国十二公之行事作为《春秋》。《史

记·孔子世家》。而周室未修之《六经》，易为孔门编订之《六经》。盖

《六经》之中，或为讲义，或为课本。《易经》者，哲理之讲义也。
《诗经》者，唱歌之课本也。《书经》者，国文之课本也。兼政治学。

《春秋》者，本国近世史之课本也。《礼经》者，修身之课本也。
《乐经》者，唱歌课本以及体操之模范也。又孔子教人以雅言为

主，《论语》。故用《尔雅》以辨言。《大戴礼·小辨》⑦篇。 则《尔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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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即孔门之文典也。此孔子所由言述而不作《论语》。 与。特孔门之

授《六经》，以《诗》、《书》、《礼》、《乐》为寻常学科，以《易》、《春秋》为特别学科，故性与

天道，弟子多不得而闻，试观《汉书》眭弘⑧等《传赞》⑨，则性即《易经》，天道即《春

秋》也。

注：

① 老聃：指老子。详见第一册第二课注⑤。

② 苌弘：周人。周敬王时为大夫。相传孔子曾向他问乐。后参与晋

范中行氏之难，遂为周人所杀。

③ 杜预（２２２—２８４）：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魏司

马懿之婿。西晋时官大将军，受封当阳侯。为人机敏多谋略，时人誉为“杜

武库”。《晋书》有传。自称“左氏癖”，锐意研究《左传》，所著《春秋左氏经

传集解》，是唐以前研究《左传》最著名的著作。

④ 庄子（约前３６９—前２８６）：名周。宋国（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战国

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曾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庄子》，一名《南华经》，庄

子及后学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现仅存西晋学者

郭象注本保留下来的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认为系庄子本人所

著，外篇十五篇与杂篇十一篇系他的门人及后来道家学派的作品。

⑤ 《十翼》：即《易传》，有十篇，故名。关于各传内容的解释，参见第二

册《易》学部分的注释。

⑥ 西狩获麟：相传孔子感于麟之死而《春秋》因以绝笔，故又称“获麟

成编”。《左传》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商获麟，以

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公羊学者普遍认为，此事具有昭

示周代亡兆、汉兴之瑞、孔子为汉遗法等三重意义。

⑦ 《大戴礼》：相传是西汉经学家戴德据儒生传习礼制之“记”编成，共

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其中也杂有后人的作品，并非全系戴德旧作。

⑧ 眭弘（？—前７７）：字孟。鲁国（今山东）蕃人。从董仲舒弟子嬴公

学《公羊春秋》。以明经为议郎，官至符节令。《汉书》有传。其弟子颜安

乐、严彭祖均师从眭弘研习《公羊春秋》，始有颜、严《公羊》之学。汉宣帝时

被立为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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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传赞：纪传体的史书，在传记的末尾所附加编撰者的评论。如《史

记》在各篇传记之末，有“太史公曰”，《汉书》各篇传记之末改称“赞”。《后

汉书》各篇传记末除有评论外，又有四言韵文的赞，后来合称论赞。

第六课　孔子弟子之传经（上）

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史记》。 故曾子① 作

《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六艺论》②虽言《孝经》为孔子所作，然《史记·

孔子世家》则言《孝经》为曾子所记。子夏③诸人复荟集孔子绪言纂为《论

语》，《六艺论》。 而《六经》之学亦各有专书。《易经》由孔子授商

瞿④，唐代以来有伪《子夏传》，后儒遂疑子夏传《易》，不知此实商瞿之误，因子夏名

商，故误商瞿之商为子夏也。再传而为子弓⑤，复三传而为田何⑥。《史

记》。《书经》之学，虽由孔子授漆雕开⑦，然师说无传。惟孔氏世

传其书，九传而至孔鲋⑧。《孔丛子》。《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

六传而至荀卿⑨，荀卿授《诗》浮丘伯⑩，为《鲁诗》之祖。复以

《诗经》授毛亨瑏瑡，为《毛诗》之祖。《经典释文序录》。《春秋》之学，自

左丘明瑏瑢作《传》，六传而至荀卿，复由荀卿授张苍瑏瑣，是为左氏

学之祖。刘向《别录》瑏瑤。《公》、《穀》二传，咸为子夏所传。一由子

夏传公羊高瑏瑥，公羊氏世传其学；五传而至胡母生瑏瑦，是为公羊

学之祖。戴宏瑏瑧《序》。一由子夏授穀梁赤瑏瑨，《风俗通》瑏瑩一传而为荀

卿，复由荀卿授申公瑐瑠，杨疏。 是为穀梁学之祖。是子夏、荀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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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六经》学术之大成者也。用汪中瑐瑡《荀卿子通论》及陈玉树瑐瑢《卜子年谱

序》说。两汉诸儒殆皆守子夏、荀卿之学派者与。

附录

孔子传经表（从孔子弟子起至汉初止）









孔子

 


漆雕开

孔鲤 — 孔伋 — 孔白 — 孔求 — 孔箕 — 孔穿 — 孔顺 — 
孔鲋 书学

商瞿 — 子庸 — 馯臂子弓 — 周丑 — 孙虞 — 





田何 易学

 
子夏

曾申 — 李克 — 孟仲子 — 根牟子 — 荀卿 — 浮丘伯、 
毛亨 诗学

公羊高 — 公羊平 — 公羊地 — 公羊敢 — 公羊寿 — 


胡母生

穀梁赤 — 荀卿 — 






申公 春秋学

左丘明 — 曾申 — 吴起 — 吴期 — 铎椒 — 虞卿 — 荀卿 — 
张苍

注：

① 曾子（前５０５—前４３６）：指曾参，字子舆。春秋末鲁南武城（今山东

平邑县）人。孔子晚年的著名弟子，以孝著称。相传他是子思、孟子学派的

创始人和《孝经》、《大学》的编撰者。著有《曾子》十八篇。事载《史记·仲

尼弟子列传》。北宋时追封为“武城侯”，南宋时加封为“郕国公”，元代又加

封为“宗圣公”，地位仅次于“复圣”颜渊。

② 《六艺论》：书名。详见第一册第三课注③。

③ 子夏（前５０７—？）：即卜商，字子夏。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

南）人。孔子弟子，与子游并列文学科。相传儒家经典的《诗》、《春秋》等都

由他传授下来。著有《诗序》、《易传》等。事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④ 商瞿（前５２２—？）：字子木。春秋时鲁国（今山东）人。孔子弟子，孔

子《易》学的第一代传人。并由他授《易》于楚人馯臂子弓（弘）。事载《史

记·仲尼弟子列传》。

⑤ 子弓：一称馯臂。字子弘（弓），战国时楚人。子夏门人。《汉书·

儒林传》：“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

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经典释文序录》同。是子弓系孔子《易》学的第

三代传人。这里，刘师培是取《史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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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田何：字子庄，号杜田生。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相传系孔子

《易》学的第五代传人。其弟子王同、丁宽、服生都以《易》学显名当世。西

汉初期今文《易》学的主要传播者。著有《田氏易传》，今佚。事载《汉书·

儒林传》。

⑦ 漆雕开：“漆雕”是姓，“开”是名，字子开。春秋时鲁（今山东曲阜）

人。孔子弟子，精于《尚书》之学。事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⑧ 孔鲋（约前２６４—前２０８）：字甲。孔子八世孙，居于魏国，秦末儒

生。传世的《孔丛子》即假托他所作，该书辑集并臆造了孔子以下子思、子

上、子高、子顺等人的言论，以及孔鲋与孔臧的事迹、文章，汇编成书。其中

《小尔雅》一篇，常为研究训诂学者所引用。

⑨ 荀卿（约前３１３—前２３０）：名况，时人尊称为“卿”。因避汉宣帝讳，又

称孙卿。赵国（今山西南部）人。战国末著名思想家。曾游学齐国，三次任稷

下学宫（祭酒），后西游入秦。著有《荀子》（一名《孙卿子》）二十卷，全书共三

十二篇，仿《论语》体例，在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行本除杨

倞《荀子注》外，尚有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梁启雄的《荀子简释》等。

⑩ 浮丘伯：又称包丘子。汉初齐（今山东淄博市临淄）人。《盐铁论·

毁学》：“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楚元王及鲁穆生、白生、申公都师从他

研究《诗经》。他传《诗》事，亦载《汉书·儒林传》。

瑏瑡 毛亨：世称大毛公。汉代另有毛苌（一作“长”）者，世称小毛公，亦

传《诗》。《汉书·儒林传》载赵人毛公传《诗》而为河间献王博士事，未详姓

名，故后人对今传《毛诗故训传》究竟为谁作各执一说。王国维《书〈毛诗故

训传〉后》则云：“盖《故训》者大毛公所作，而《传》则小毛公所增益也，汉初

《诗》家故与传皆别行。”

瑏瑢 左丘明：“左丘”是姓，“明”是名。鲁（今山东曲阜）人。与孔子同

时，曾为鲁国太史。精研《春秋》，《左传》是他的代表作。

瑏瑣 张苍（？—前１５２）：武阳（今河南原阳）人。秦时为御史。汉初任

代、赵相，因平定燕王臧荼谋反有功，封为北平侯。《史记》、《汉书》有传。

著有《张苍》十六篇，今佚。

瑏瑤 刘向（约前７７—前６）：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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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成帝时，任光禄大夫，终于中垒校尉。《汉

书》有传。曾校阅群书，整理宫廷藏书，于每部书撰写叙录一篇，其子刘歆

将其汇编成书，名《别录》，为中国目录学之祖。原书今佚，清代洪颐煊、马

国翰、姚振宗等均有辑本。

瑏瑥 公羊高：“公羊”是姓，“高”是名，即公羊子。战国时齐（今山东淄博

市临淄）人。子夏弟子，相传是《春秋公羊经传》的作者。

瑏瑦 胡母生：一作胡毋生，字子都。西汉齐（今山东淄博市临淄）人。师

从公羊高玄孙公羊寿治《公羊春秋》，并撰写成文字，著于竹帛。景帝时立

为博士。何休著《公羊春秋经传解诂》多袭用其说。《史记·儒林列传》、

《汉书·儒林传》有传。今人陈直《史记新证》谓“《姓氏急就》篇：‘齐宣王弟

封毋卿，远本胡公，近取毋邑，故为胡毋氏。’十六金符斋印存，续百家姓谱

十一页，有‘胡毋通印’，正作胡毋，与王应麟之说合。但亦有作胡母者，王

羲之十七帖文是也。”

瑏瑧 戴宏：原刊误作“戴弘”，今改正。字元襄，东汉刚（今山东宁阳县

东南）人。官至酒泉太守。他为《公羊传》所作的序已佚，唐徐彦《公羊疏》

中有引录（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另著有《解疑论》一卷，收入清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中。

瑏瑨 穀梁赤：“穀梁”是姓，“赤”是名，字元始。战国时鲁（今山东曲阜）

人。子夏弟子，相传是《穀梁传》的作者。

瑏瑩 《风俗通》：一名《风俗通义》。东汉末应劭著。应劭，汝南南顿（今

河南项城）人。灵帝初，为太山太守。献帝时，为袁绍军的校尉。《后汉书》

有传。著有《风俗通》三十二卷，今存十卷。内容以考释议论名物、时俗为

主。清人钱大昕、张澍等都辑有其中《姓氏篇》的佚文。吴树平撰有《风俗

通义校释》，王利器撰有《风俗通义校注》，书后均附有佚文，可参考。

瑐瑠 申公：名培，鲁（今山东曲阜）人。西汉今文《鲁诗》的开创者。文帝

时立为博士，汉武帝时官为大中大夫。以《诗》故训教授，传其《诗》学者唯

江公一人。《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有传。《汉书·艺文志》六

艺略《诗》类著录《鲁故》二十五卷，王先谦《汉书补注》云：“即申公作。”今

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鲁诗故》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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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 汪中（１７４５—１７９４）：字容甫，江苏江都人。早年受雇于书商，贩书

之余，浏览经史百家之书，博综典籍，谙究儒墨，卓然成家。《清史稿·儒林

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所著《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子才是孔子学说

的真正传人，荀学由此在清代中期得以复显。

瑐瑢 陈玉树（１８５３—１９０６）：字惕庵，更名玉澍。江苏盐城人。清光绪十

四年（１８８８）举人，大桃教谕不赴，改授知县。治经通训诂兼及史学，以求经

世之用。著有《毛诗异文笺》、《卜子年谱》、《尔雅释例》、《后乐堂集》等。

第七课　 孔子弟子之传经（下）

《礼》、《乐》二经，孔门传其学者，尤不乏其人。如子夏、子

贡①皆深于《乐》，《礼 记·乐 记》篇。 曾子、子游②、孺悲③ 皆深于

《礼》。见《礼记·檀弓》、《杂记》④诸篇。六国之时，传《礼经》者，复有公

孙尼子⑤、王史氏⑥诸人。本《汉书·艺文志》。 而孔门弟子复为《礼

经》作记，如子夏作《丧服记》⑦是。 又杂采古代记礼之书以及孔子论

礼之言，依类排例，荟萃成书。即今《大戴礼》、《小戴礼》是。 而子思⑧

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学》，用汪中说。 咸附列其中。惟当世

学者溺于墨子“非乐”之言，致战国之时，治《乐经》者遂鲜，此

《礼》、《乐》二经兴废之大略也。又子夏之徒赓续《尔雅》，张揖《上

广雅表》。以释六艺之言。郑玄《驳五经异义》。 邹人孟轲⑨，受业子思

之门人，《史记·荀孟列传》。 通《五经》之学，尤长于《诗》、《书》，赵岐

《孟子章句题词》⑩。作《孟子》七篇，列于儒家之一，《汉书·艺文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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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皆孔门之绪言也。故邹、鲁之民，咸身习《六经》之文，彬彬向

学，迄于周末弗衰。用《史记·儒林列传叙文》之说。自鲁置博士，《史记·

公仪休传》。始以《六经》为官学。魏文侯瑏瑡 受业子夏，复为博士置

弟子，《汉书·贾山传》。已开秦制之先。秦立博士。 惟秦代之时，禁民

间私习《六经》，故焚书坑儒舍《易》而外，惟《易经》未毁。 咸出于灰

烬屋壁之中，用《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说。 此则《六经》之大厄

也。秦皇虽焚《六经》，然特禁民间之私学耳，未尝不以《六经》为官学也。命民以吏

为师，吏即博士，所学者即《六经》之类也。如叔孙通瑏瑢为博士，明于《礼》、《乐》；张苍

为秦柱下史，明于《左氏春秋》。是秦代有职之官，固未曾禁其习《六经》也。 可不

叹哉！

注：

① 子贡（前５２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孔子弟

子，孔子学说的积极传播者。事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唐代被追封为

“黎侯”，北宋时改为“黎公”。

② 子游（前５０６—？）：姓言，名偃，字子游；亦称“言游”、“叔氏”。春秋

时吴国人。孔子弟子，与子夏、子张齐名。事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唐代被追封为“吴侯”，宋代又封为“吴公”。

③ 孺悲：春秋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曾欲拜见孔子，孔子借病拒绝接待，

并弹瑟唱歌，故意使孺悲听到。孺悲终未能见到孔子。事载《论语·阳货篇》。

④ 《檀弓》：《礼记》篇名，分上下两篇。檀弓，春秋时期鲁国人，姓檀，

名弓。据郑玄《礼记目录》说，因为檀弓“善于礼”，所以用他的名字来做篇

名。陆德明《经典释文》及孔《疏》皆用此说。内容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学生

讨论丧礼的文字。今人任善铭《礼记目录后案》则认为“此篇盖当为汉儒辑

七十子之门人所尝记闻者，又颇采逸礼经记之文”，可备一说。《杂记》：

《礼记》篇名，分上下二篇。杂记诸侯及其士大夫等关于丧礼事宜，与《曲

礼》、《檀弓》相似。

⑤ 公孙尼子：孔子再传弟子，生平事迹不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儒家类著录他的著作二十八篇。《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奏答、张守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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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正义》均谓《礼记》中的《乐礼》系公孙尼子所撰。今人任铭善《礼记目录

后案》云：“《汉志》于《礼记》及尼子书无出入之文，则沈约、张守节所见者，

或又后伪托。”其著作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录有一卷。

⑥ 王史氏：生平事迹不详。《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著录他的

著作二十一篇，云：“七十子后学者。”唐颜师古引刘向《别录》谓：“六国时

人也。”其著作今佚。

⑦ 按：子夏作《丧服传》，非《丧服记》。今本《礼记》有《丧服小记》和

《丧大记》两篇，均为杂记春秋时期丧服制度的文字。

⑧ 子思（前４８３—前４０２）：姓孔，名伋，孔子之孙。相传他曾师从曾

参，唐宋学者认为他是上接曾参，下启孟子，在儒家道统传承上具有重要地

位。北宋时追封为“沂水侯”，元代加封为“述圣公”。

⑨ 孟轲（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战国

时期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受业子思的门人。历游齐、晋、宋、薛、鲁、

滕、梁、魏等国，宣传他的“王道”和“仁政”政治理想，对后世儒者产生过很

大影响，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真正继承者，世称孔孟之道。至元代，他又被

推尊为“亚圣公”。参见《元史·祭祀志五》。

⑩ 赵岐（约１０８—２０１）：字邠卿，原名嘉，字台卿。京兆长陵（今陕西咸

阳）人。古文经学家马融之婿。曾官并州刺史。《后汉书》有传。所著《孟

子章句》分为上、下，凡十四卷，是完整留存至今的汉代章句著作。今本《十

三经注疏》中《孟子》即用其注。

瑏瑡 魏文侯（？—前３９６）：名斯。战国时魏国的建立者，公元前４４５—

前３９６年在位。曾师从子夏学经。任用李悝为相，吴起为将，西门豹为邺

令，锐意改革，使魏成为当时强国。

瑏瑢 叔孙通：薛县（今山东滕县）人。曾为秦博士。汉初与儒生共立朝

仪，被称为“汉家儒宗”。《史记》、《汉书》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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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尊崇《六经》之原因

《六经》本先王之旧典，特孔子另有编订之本耳。周末诸子，

虽治《六经》，然咸无定本。致后世之儒，只见孔子编订之《六

经》；而周室《六经》之旧本，咸失其传。班固作《艺文志》，以《六

经》为“六艺”，列于诸子之前，诚以《六经》为古籍，非儒家所得

私。然又列《论语》、《孝经》于六艺之末，由是孔门自著之书，始

与《六经》并崇。盖因尊孔子而并崇《六经》，因孔子编订之故。 非因

尊《六经》而始崇孔子也。且后世尊崇《六经》，亦自有故。盖后

儒治经学，咸随世俗之好尚为转移。西汉侈言灾异①，则说经者

亦著灾异之书。东汉崇尚谶纬②，则说经者亦杂谶纬之说。著灾

异之书如董仲舒著《繁露》③，刘向著《洪范五行传》④，以及眭、孟、京房⑤、

李寻⑥是也。杂纬书之说者，如何休以西狩获麟为汉室受命之符，及郑玄、宋均⑦等

注纬书，皆是也。 推之魏晋尚清谈，则注经者杂引玄言⑧。如王弼⑨、

韩康伯⑩注《周易》，何晏瑏瑡解《论语》是也。 宋明尚道学瑏瑢，则注经者空言

义理。如程子瑏瑣注《易》，朱子瑏瑤注《易》、注《学》、《庸》、《论》、《孟》，杨时瑏瑥注《中

庸》是也。盖治经之儒，各随一代之好尚，故历代之君民咸便之，而

《六经》之书遂炳若日星，为一国人民所共习矣。夫三代以前，书

缺有间，惟《六经》之书确为三代之古籍，典章风俗即此可窥。即

《论》、《孟》各书，亦可窥儒家学术之大略，则尊崇经学亦固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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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后儒误以《六经》为孔子之私书，不知《六经》为先王之旧籍，并

不知孔门自著之书实与《六经》有别，此则疏于考古之弊也。

注：

① 灾异：自然灾害和反常的自然现象。《史记·儒林列传》称董仲舒

云：“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

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

② 谶纬：图谶和纬书的合称，两者与汉代的经学发展有密切关系。可

参见周予同《纬书与经今古文学》，收入《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４０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③ 董仲舒（前１７９—前１０４）：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汉景帝时立为博

士。以治《春秋公羊传》闻名。因上“天人三策”，建议独尊儒术，为汉武帝

采纳，开此后二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史记·儒林列

传》、《汉书》有传。所著《春秋繁露》十七卷，是汉代《公羊》学的代表性著

作。按：关于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史记》不载，《汉书》虽载有此

说，但互相矛盾的地方甚多，由此引起了后世很大的争议。可参见吕思勉、

徐复观、施丁、朱维铮等学者对此所作的考证。

④ 刘向：详见第一册第六课注瑏瑤。《洪范五行传》：指《汉书·艺文

志》六艺略《书》类著录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今佚。但《汉书·五行志》

基本依据该书成篇，其说大致可考。

⑤ 京房（前７７—前３７）：字君明，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东郡顿丘

（今河南清丰西南）人。汉代“京氏《易》学”的创始人。《汉书·儒林传》有

传。著有《京氏易传》，今存。

⑥ 李寻：字子长，西汉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汉哀帝时为黄门待

诏，拜骑都尉。专治《尚书》，独好《洪范》灾异。《汉书》有传。

⑦ 宋均：字叔庠，东汉南阳安众（今河南南阳）人。少好经书，通《诗》、

《礼》，善论辩，官至河南太守。他是东汉时期纬书的主要诠释者。《后汉

书》有传。

⑧ 玄言：指兴起于曹魏正始年间的玄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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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论，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并以此诠释儒家经典，代表人

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可参见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

八“六朝清谈”条。

⑨ 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三国时著名《易》

学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三国志·魏书》有传。所著《周易略例》

凡七篇，首黜象数而专言义理，对后世《易》学产生过重大影响。南北朝时，

他和郑玄的《易》注并行，自唐人撰《五经正义》，《易》采王弼注，郑注遂废。

⑩ 韩康伯（３２２—３８０）：一名伯，字康伯。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

人。曾任西晋中书郎、散骑常侍等职。《晋书》有传。著有《系辞注》，王弼

《易》注只注本经，唐人既采王注，《系辞》之注则取韩氏。魏晋时注《系辞》

者有十几家，自韩注被采，诸家渐废。

瑏瑡 何晏（？—２４９）：字平叔，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早年随母为

曹操收养，以才秀知名，后为司马懿所杀。好老庄玄学，与夏侯玄、王弼等

倡导玄学，创一代治经新风。《三国志》有传。著有《论语集解》。

瑏瑢 道学：儒家之学，称为孔孟之道。唐代韩愈认为从尧、舜、禹、汤、

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传授下来一套学说，这个道统不同于道家和佛教的

道，是儒家所宣传的孔孟之道、仁义之道。北宋学者将关于这个道的学问

称为道学。如朱熹曾说：“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

后，可谓盛矣。”参见《晦庵集》卷七十五《程氏遗书后序》。

瑏瑣 程子：指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字正叔，号伊川。洛阳（今河南洛阳

市）人。与其兄程颢并为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世称“二程”。后人将他与程

颢的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

瑏瑤 朱子：指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字元晦，又字仲晦，别号晦庵、晦翁、紫

阳、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

（今福建尤溪县）。南宋著名哲学家、经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绍兴

十八年（１１４８）进士。《宋史·道学传》有传。著有《四书章句集注》、《朱子

语类》、《朱子家礼》等。

瑏瑥 杨时（１０５３—１１３５）：字中立，晚年隐居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南

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熙宁九年（１０７７）进士，官至国子祭酒、工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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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图学士等。师从程颢、程颐，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为程门四大弟子。

《宋史·道学传》有传。著有《二程粹言》、《龟山集》等。

第九课　 两汉《易》学之传授

秦政焚经，以《易》为卜筮之书，传者不绝。汉兴以来，田何

传商瞿之《易》，以授王同①、丁宽②、周王孙③，而杨何④ 诸人受

业王同，复由杨何授司马谈⑤、京房⑥。别一京房也。 丁宽治《田氏

易》，复从周王孙问古义，以授砀人田王孙⑦，复由田王孙授孟

喜⑧、施雠⑨，由是《易经》有施孟之学。梁丘贺⑩ 本从京房受

《易》，后更事田王孙，参合丁宽、王同之说，由是《易经》有梁丘之

学。京房别一 京 房。 受《易》焦 延 寿瑏瑡，延 寿 之 学，亦 出 孟 喜，说

《易》长于灾异，由是《易经》有京氏之学。当西汉时，施、孟、梁

丘、京氏四家咸立学官，此《易》学之今文也，咸为齐学瑏瑢 之别派。

而民间所私传者，复有费氏瑏瑣《易》、高氏瑏瑤《易》。费氏《易》出于

费直，为章句四卷，以《彖》、《象》、《系辞》、《文言》说上下经，字皆

古文。及刘向校书以诸家皆祖田何，惟京氏为异，惟费氏经与古

文同。当东汉时，陈元瑏瑥、马融瑏瑦、荀爽瑏瑧 并传费氏《易》，郑玄亦

由京《易》习费《易》，咸作《易》注，此殆《易》学之古文与。高氏

《易》出于高相，与费直同时，源渊出于丁宽，盖亦齐学之别派也。

又东汉之时，虞光瑏瑨世传《孟氏易》，五传而至虞翻，由是《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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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虞氏之注，亦为西汉《易》学之支流。以上用《汉书·儒林传》、《汉书·

艺文志》、《后汉书·儒林传》及各列传，并《经典释文》及江藩《汉学师承记》瑏瑩。 此

汉代《易经》传授之大略也。别有韩氏《易》始于韩婴瑐瑠，白氏《易》始于白子

支瑐瑡，咸未能自成其学，故弗录。虞翻注为汉学瑐瑢，故列入此课中。

注：

① 王同：字子中，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汉初《易》学家。曾受《易》于

田何，传于淄川杨何、广川孟旦、鲁人周霸、齐人即墨成和临川主父偃。《汉

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著录他所作的《易传》二篇，今佚。

② 丁宽：字子襄，梁（今河南商丘）人。汉景帝时为梁孝王将军。为同

郡项生从者，项生从田何受《易》，复从同门周王孙受《易》古义。《汉书·儒

林传》有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著录他所作的《易传》八篇，

今佚。

③ 周王孙：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受《易》于田何、蔡公、丁宽等人。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著录他所作的《易传》二篇，今佚。

④ 杨何：字叔元，淄川（今山东益都）人。汉武帝时以明《易》征为大中

大夫。授其学于京房、司马谈等人。著有《易传》二篇，今佚。

⑤ 司马谈（？—前１１０）：《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父亲。所著《论六家之

要指》，推崇汉初黄老之学，总结当时流行的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先秦

各派学说。他受《易》于杨何之事，载《史记·太史公自序》。

⑥ 京房：他与著《京氏易传》的京君房不是同一个人，后人称前京房。

少从淄川杨何受《易》，为汉代田氏易学派传人。曾为大中大夫、齐郡太守，

梁丘贺是其弟子。其事迹略见于《汉书·儒林传·梁丘贺传》中，颜师古注

云：“自别为一京房，非焦延寿弟子为课吏法者。或书字误耳，不当为京

房。”按：《隋书·经籍志》所注录京房《易》著甚多，但真伪难定。吴承仕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云：“寻《隋志》所列卷帙夥颐，多非《汉志》之旧，盖弟

子述师说，或称本师以名家，如《孟氏京房》、《京氏段嘉》即其明此，后世不

察，遂以为本师所自作，故有旧无其目而晚世始出者。”

⑦ 田王孙：砀（今河南商丘东南）人。曾受《易》于同郡人丁宽，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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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施雠、孟喜、梁丘贺均为其亲炙弟子。

⑧ 孟喜（约前９０—前４０）：字长卿，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人。

田何《易》学的传人，以阴阳灾变说《易》，开汉代《易》今文学孟氏一派。《汉

书·儒林传》有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著录他所作《孟氏章句》

二篇，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孙堂《汉魏

二十一家易注》、王谟《汉魏遗书钞》等均有辑录。

⑨ 施雠：字长卿，沛（今江苏沛县）人。师从田王孙习《易》，后为博士。

宣帝时参加石渠阁会议，与诸儒讨论五经异同，是汉代《易》今文学施氏一

派的创始人。《汉书·儒林传》有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著录

他所作《施氏章句》二篇，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录有一卷。

⑩ 梁丘贺：字长翁，琅邪诸（今山东诸城）人。宣帝时为都司空令，官

至太中大夫、给事中、少府。从京房受《易》，是汉代《易》今文学梁氏一派的

创始人。《汉书·儒林传》有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著录他所

作《梁丘氏章句》二篇，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录有一卷。

瑏瑡 焦延寿：字赣，梁（今河南商丘）人。曾为郡吏察举，补小黄（今河南

兰考附近）令。自称学《易》于孟喜。论《易》以卦气为主，是上承孟喜，下启

京房的汉代象数《易》学的重要人物。事载《汉书·儒林传·京房传》。所

著《易林变占》已佚，今存《易林》十六卷。

瑏瑢 齐学：秦汉之际经学派别之一，学风较为夸诞。如传《齐诗》的辕固

生，作《春秋公羊传》的公羊寿，都是齐人（今山东省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及胶

东半岛），故名。该学主要经籍有《齐诗》、《齐论》等。

瑏瑣 费氏：指费直，字长翁，东莱（今山东掖县）人。因治《易》为郎，官

至单父（今河南单父）令。是汉代《易》学费氏派创始人。《汉书·儒林传》

有传。著有《周易注》，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录有一卷。

瑏瑤 高氏：指高相。沛（今江苏沛县）人。自言其学出自丁宽，但不重章

句，专以阴阳灾异说《易》。是汉代《易》学高氏派的创始人。《汉书·儒林

传》有传。

瑏瑥 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其父陈钦精于《左氏春

秋》，他少时传父业，为之训诂。建武初，与桓谭、杜林、郑兴同为当时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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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家。光武帝命太常选《左氏》经学博士四人，陈元为其首。《后汉书》

有传。

瑏瑦 马融（７９—１６６）：字季长，左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东汉名将

马援的从孙，古文经学家。安帝时，任校书郎，诣东观（朝廷藏书处）典校秘

书。桓帝时，外任南郡太守。后拜议郎，重返东观，从事著述。教授弟子数

千。《后汉书》有传。著有《春秋三传异同说》，遍注《孝经》、《论语》、《诗

经》、《三礼》、《尚书》及《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等。晚年为外

戚梁冀草奏李固，并作《大将西第颂》，颇为儒林所讥。

瑏瑧 荀爽（１２８—１９０）：字慈明，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年十二即通

《春秋》、《论语》。时人有“荀氏八龙，慈明无双”之誉。《后汉书》有传。著

有《易传》、《诗传》、《礼传》、《尚书正经》等，今均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

佚书》、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均辑有佚文。

瑏瑨 虞光：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东汉《易》学家虞翻的高祖父。

曾为零陵太守，专治《孟氏易》，以传其子虞成。后世缵述其业，至虞翻而五

世。为东汉虞氏《易》学之始祖。事载《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瑏瑩 江藩（１７６１—１８３０）：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今江苏扬州）人。

少时师从吴派学者余萧客、江声，为惠栋再传弟子，与当时扬州学者焦循

（里堂）并称“二堂”。《汉学师承记》一名《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附《国朝

经师经义目录》一卷，完整地勾勒出清代汉学发展的脉络和个人学术成就

的概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瑐瑠 韩婴：一称韩生，燕（今北京市）人。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

山王刘舜太傅。汉代今文《韩诗》学的创始人。曾作《易传》以授人，有魏郡

人盖宽饶传其《易》学。《汉书·儒林传》有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

《易》类著录他所作《易传》二篇，已佚。著有《韩诗内传》、《韩诗外传》。清

赵怀玉辑有《韩诗内传》佚文。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韩诗诂》二

卷、《韩诗内传》一卷、《韩诗说》一卷。

瑐瑡 白子支：当为“白子友”之讹。《汉书·儒林传》云：“（孟）喜授同郡

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由是有翟、孟、白之学。”《汉书·朱云

传》曰：“从博士白子友受《易》。”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齐召南说云：“白子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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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白光，但彼云字少子，此云子友，字不同耳。”

瑐瑢 汉学：泛指汉代的经学。它的初始意义，并不是清代学者所提倡的

盛行于东汉的古文经学，而是专指汉代的象数《易》学。如宋代学者刘克庄

就认为：“京房、费直诸人，皆舍章句而谈阴阳灾异，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

推之当世而少验，至王辅嗣出，始研寻经旨，一扫汉学，然其弊流而为虚

矣。”袁桷说：“《易》学以辞象变占为主，得失可稽也。王辅嗣出，一切理喻，

汉学几于绝息。”参见清朱彝尊《经义考》卷十。

第十课　 两汉《尚书》学之传授

秦政焚经，唯济南伏生①传《尚书》。伏生传晁错②、张生③，

张生授千乘欧阳生④，欧阳生授兒宽⑤，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传

其业至于曾孙欧阳高，是谓《尚书》欧阳氏之学。又有夏侯都

尉⑥受业于张生，以授族子始昌⑦，始昌传族子胜⑧，是为《尚书》

大夏侯之学。胜授从子建⑨，又别为小夏侯之学。西汉之世，三

家咸立于学官。然所传之书，仅二十八篇，是为今文《尚书》，乃

《尚书》中之齐学也。东汉之世，欧阳氏世为帝师，故欧阳氏之学

于东京为最盛。孔安国⑩ 本从伏生授《书》，复得孔壁所藏古文

十六篇，以授胶东庸生瑏瑡，五传而至桑钦瑏瑢，而刘歆亦崇信其书。

及东汉时，贾逵瑏瑣、孔僖瑏瑤 世传古文之学。尹咸瑏瑥、周防瑏瑦、周

磐瑏瑧、杨伦瑏瑨、张楷瑏瑩、孙期瑐瑠 亦习古文，是为古文《尚书》，乃《尚

书》中之鲁学也。特古文十六篇绝无师说瑐瑡，马融说。 故传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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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无注释，非晋梅颐所称之孔氏古文也瑐瑢。又有扶风杜林瑐瑣 得

西州漆书古文，亦非伪书，以授卫弘瑐瑤、徐巡瑐瑥，而马融亦传其

学。郑玄受《书》张恭祖瑐瑦，传古文《尚书》，既又游马融之门，兼

通杜林《漆书》。马传郑注皆以《漆书》解今文二十八篇。非为古文

十六篇作注。此汉代《书经》传授之大略也。以上用《汉书·儒林传》、《艺

文志》、《后汉书·儒林传》及各列传、《经典释文》、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瑐瑧、王鸣盛

《尚书后案》瑐瑨、江声《尚书古今文集注音疏》瑐瑩及《汉学师承记》。又案：近世魏源诸

人以杜林《漆书》为伪，并疑及马传郑注说，未可从，故不用其说瑑瑠。

注：

① 伏生：名胜，字子贱。济南（今山东章丘西）人。秦时为博士，治《尚

书》。其弟子张生、欧阳生皆以《尚书》学名家。是汉代今文《尚书》学的创

始人。《史记·儒林传列》、《汉书·儒林传》有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

《书》类著录《书经》二十九卷，颜师古云：“伏生传授者。”又《书传》四十一

篇，“乃胜之遗说而张生、欧阳生等录之也”，今所见《尚书大传》即其残帙。

② 晁错（前２００—前１５４）：字号不详，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政

论家。初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

从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为景帝家令，得景帝信任，号称“智囊”。后因

吴楚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动武装叛乱，遂为袁盎等人所谮，被杀。《史

记》、《汉书》有传。所著政论有《论募民徙塞下书》、《论贵粟疏》等。

③ 张生：济南（今山东章丘西）人。伏生弟子，习《尚书》，后为博士。

事载《汉书·儒林传·伏生传》。

④ 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人。伏生弟子，习《尚书》。

后授兒宽，兒宽又授欧阳生之子。至曾孙欧阳高世传《尚书》，是汉代《尚

书》学欧阳一派的创始人。《汉书·儒林传》有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

《书》类著录《欧阳章句》三十一卷（据《经典释文序录》，此书系欧阳生曾孙

欧阳高所作）、《说义》二篇，今佚。

⑤ 兒宽（？—前１０３）：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人。师从欧阳生习《尚

书》。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后因讲《尚书》，为汉武帝所重。《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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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儒林传》有传。《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其书九篇，今佚。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兒宽书》一篇。

⑥ 夏侯都尉：鲁（今山东曲阜）人，张生弟子，西汉时传《尚书》。事载

《后汉书·儒林传序》。

⑦ 始昌：指夏侯始昌。鲁（今山东曲阜）人。通《五经》，以《齐诗》、《尚

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去世后，汉武帝特重夏侯始昌，是汉代《尚书》学

大夏侯一派的创始人。《汉书》有传。

⑧ 夏侯胜：字长公。东平（今山东曲阜）人。少孤，勤奋好学，师从族

父夏侯始昌习《尚书》及《洪范五行传》，是西汉《尚书》大夏侯学的开创人。

《汉书》有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书》类著录《大夏侯章句》、《解诂》各

二十九篇，今佚。

⑨ 夏侯建：字长卿，夏侯胜从兄子。东平（今山东曲阜）人。师从夏侯

胜及欧阳高，又从五经诸儒问，自为一家。是西汉《尚书》小夏侯学的开创

人。《汉书·儒林传》有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书》类著录《小夏侯章

句》、《解诂》各二十九篇，今佚。

⑩ 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武帝时为谏议大夫。相传他曾得

孔子住宅壁中所藏古文《尚书》，并以此传于都尉朝、司马迁、兒宽等，开创

了西汉古文《尚书》学派。《汉书·儒林传》有传。他为《书》所撰的传今已

佚。唐人《五经正义》所采《孔传》系后人假托的伪书。关于古文《尚书》的

真伪问题，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马雍《〈尚书〉史话》所述简明扼要，

可参见。

瑏瑡 庸生：名谭。胶东（山东平度东南）人。师从都尉朝习古文《尚书》，

又授清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为博士，官刺史。又传《左传》。事载《汉

书·刘歆传》。

瑏瑢 桑钦：字君长。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从平陆涂恽受古文《尚书》、

《毛诗》。事载《汉书·儒林传·张山拊传》。所著《水经》经北魏郦道元

（４６６—５２７）注释，成为中国古代记述全国水道的历史地理名著。

瑏瑣 贾逵（３０—１０１）：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西汉名儒贾

谊后裔，西汉经学家贾徽之子。以《大夏侯尚书》教授，兼通《穀梁》等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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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后汉书》有传。史称其所撰经传义诂及论难达百余万言。今均佚。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均有辑录。

瑏瑤 孔僖：字仲和。鲁（今山东曲阜）人。孔安国后裔，世传古文《尚

书》、《毛诗》。汉章帝时拜兰台令史、郎中，校书东观。终于临晋令。《后汉

书·儒林传》有传。

瑏瑥 尹咸：汝南（今湖北武汉市）人。治《左氏》，曾与刘歆共校经传籍，

官至大司农、丞相。《汉书·儒林传》有传。

瑏瑦 周防：字伟公。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县）人。师事徐州刺史盖豫，

受古文《尚书》。《后汉书·儒林传》有传。著有《尚书杂记》三十三篇，计四

十万言。今佚。

瑏瑧 周磐（４８—１２１）：字坚伯。汝南安城（今河南上蔡县）人。少游京

师，学古文《尚书》、《洪范五行》、《左氏传》，教授门徒千余人，时誉为儒宗。

《后汉书》有传。

瑏瑨 杨伦：字仲理。陈留东昏（今河南开封）人。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

鸿，习古文《尚书》，为郡文学掾，讲学于大泽中，弟子千余人。后特征为博

士。《后汉书·儒林传》有传。

瑏瑩 张楷：字公超。蜀郡成都（今四川）人。张霸之子。通《严氏春秋》、

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后汉书》有传。著有《尚书注》，今佚。

瑐瑠 孙期：字仲彧。济阴成武（今山东成武）人。不为诸生，习《京氏

易》、古文《尚书》。《后汉书·儒林传》有传。

瑐瑡 按：关于古文《尚书》无师说问题，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云：

“师说之绝何时始，今不可知。汉儒无无师之学，故马（融）、郑（玄）等不为

逸《书》作注。”又引章太炎说，略云：孔氏传都尉朝、朝传庸生，师说固在，

至后汉杜林辈不说逸《书》，则师说自亡。马融又后于杜林百年，故云“绝无

师说”。

瑐瑢 按：从南北朝梁代开始，流行的伪孔传古文《尚书》，相传是东晋初

豫章内史梅颐（“梅”又作“枚”，“颐”又作“赜”，字仲真，汝南人）所献并立于

学官。宋代吴棫、朱熹等对这一传说就产生怀疑，后经明代吴澄、梅，清

代阎若璩、惠栋等学者的相继考证，证明梅颐所献为伪书。近年由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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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郭店竹简的发掘，这一结论受到新的挑战。要彻底弄清这一桩经学史

上的学术公案，还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

瑐瑣 杜林（？—４７）：字伯山。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少好学

深思，家多藏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为学主古文《尚书》，曾在西州得漆

书古文《尚书》一卷，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后汉书》有传。著有《苍颉训

纂》、《苍颉故》各一卷，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苍颉训诂》

一卷。

瑐瑤 卫弘：字敬仲。东海（今山东郯城西南）人。与郑兴俱好古学。师

从谢曼卿学《毛诗》，复从杜林受古文《尚书》，作《训旨》一书。东汉光武帝

时，官至议郎。《后汉书·儒林传》有传。著有《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

事，今存。

瑐瑥 徐巡：济南（今山东章丘西）人。师从卫弘习经，又从杜林受古文

《尚书》，当时亦以经学称名。《后汉书·儒林传》有传。

瑐瑦 张恭祖：东郡（今河南濮阳西南）人。精通《周官》、《礼记》、《左氏春

秋》、《韩诗》、《古文尚书》，郑玄曾从其学。事载《后汉书·郑玄传》。

瑐瑧 阎若璩（１６３６—１７０４）：字百诗，号潜邱。山西太原人。世代业盐，

侨居江苏淮安。晚年应召入京，得到清雍正的隆遇。《清史稿·儒林传》、

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所著《尚古文书疏证》是清初辨伪名作，经其“引

经据典，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基本上解决了经学史上历千余年的《尚书》真

伪悬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其人其著有详细介绍，可参阅。

瑐瑨 王鸣盛（１７２２—１７９７）：字凤喈，又字礼堂，别字西庄，晚号西沚。江

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清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进士，历任编修、侍读学士、

乡试正考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等。《清史稿·儒林传》、江藩

《汉学师承记》有传。所著《尚书后案》以郑玄、马融经说为主，考证虽博，却

无甚新意。另著有《周礼军赋说》、《十七史商榷》、《蛾术编》等。

瑐瑩 江声（１７２１—１７７８）：字涛，一字叔澐。晚年自号艮庭，学者称艮

庭先生。江苏吴县人。师从惠栋，以研究《尚书》著称。《清史稿·儒林

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所著《尚书集注音疏》，精研故训，刊正经文，

疏明古注，自述其书可与惠栋《周易述》相媲美。由于该书使用古代篆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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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所以一般人难以识读。一说王鸣盛自知其所撰《尚书后案》不及江书，

故劝江 氏 改 用 篆 文，使 致 不 传。另 著 有《尚 书 逸 文》、《论 语 质》、《六 书

说》等。

瑑瑠 按：魏源曾认为：“自汉杜林复称得漆书古文《尚书》，传之卫弘，贾

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遂显于世，判然与今文为二，动

辄诋今文欧阳、夏侯为俗儒，今文遂为所压。及东晋伪古文晚出，而马、郑

亦废。国朝诸儒，知攻东晋晚出之伪，遂以马、郑本为真孔安国本，以马、郑

说为真孔安国说，而不知如同马牛之不可相及。”参见《古微书·序》。

第十一课　 两汉《诗》学之传授

西汉之初，《诗》有齐、鲁、韩、毛四家。自浮丘伯受业荀卿，

而申培①、白生、穆生、楚元王②咸受业浮丘伯，号为《鲁诗》。复

由申培授江公③、许生、孔安国，而韦贤④ 受业江公，传子元成，

王式⑤受业许生，以传张长安⑥、薛广德⑦。长安之学，再传而为

许晏⑧、王扶⑨。广德之学，一传而为龚舍⑩。又刘向、《列女传》瑏瑡

亦多《鲁诗》说。卓茂瑏瑢、包咸瑏瑣、李峻瑏瑤咸治《鲁诗》。是为《鲁诗》之

学。自齐人辕固瑏瑥以《诗》教授作为《诗传》，号曰《齐诗》。固授

夏侯始 昌，始 昌 传 后 苍瑏瑦，苍 传 翼 奉瑏瑧、萧 望 之瑏瑨、匡 衡瑏瑩，师

丹瑐瑠、满昌瑐瑡、匡伯瑐瑢，咸传匡衡之学。张邯、皮容、马援瑐瑣复传满

昌之学，徒众尤盛。而景鸾瑐瑤、伏湛瑐瑥、伏恭瑐瑦、陈纪瑐瑧 诸人咸治

《齐诗》。是为《齐诗》之学。自燕人韩婴作《诗》内外传数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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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韩诗》瑐瑨。贲生瑐瑩 及赵子瑑瑠 受之，赵传蔡谊瑑瑡，谊传食子

公瑑瑢、王吉瑑瑣。子公传栗丰瑑瑤，丰传张就瑑瑥；吉传长孙顺瑑瑦，顺传

发福瑑瑧。而薛汉瑑瑨、杜抚瑑瑩、张恭祖、侯包瑒瑠 并治《韩诗》，薛氏兼

作《韩诗章句》，是谓《韩诗》之学。西汉之时，三家咸立学官。自

河间毛亨受《诗》荀卿，以传毛苌，号为《毛诗》。苌授贯长卿瑒瑡，

四传而为谢曼卿瑒瑢，曼卿授卫弘、贾徽瑒瑣。而郑众瑒瑤、贾逵、马融、

郑玄咸治《毛诗》，马融作传，郑玄复为毛公《诗传》作笺，或杂采

三家之说。是为《毛诗》之学瑒瑥。以上用《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后汉

书·儒林传》及各列传，并《经典释文》、《汉学师承记》、陈奂《诗疏序》瑒瑦。 此汉代

《诗经》传授之大略也。

注：

① 申培：详见第一册第六课注瑐瑠。

② 楚元王：指刘交。字游，汉高祖刘邦同父兄弟。少时与白生、穆生、

申公俱受《诗》浮丘伯。后因参与吴王谋反事败，自杀。《汉书》有传。

③ 江公：又称瑕丘江公、大江公。瑕丘（今山东滋阳）人。从申公受

《鲁诗》与《穀梁春秋》。汉武帝时，与董仲舒齐名。宣帝时，江公之孙立为

博士，《春秋》“穀梁学”乃传。《汉书·林儒传》有传。

④ 韦贤（前１４８—前６０）：字长孺。鲁邹（今山东邹县）人。为人质朴

少欲，笃志于学，以《诗》教授，兼通《礼》、《尚书》，号称邹鲁大儒。《史记》、

《汉书》有传。

⑤ 王式：字翁思。东平新桃（今山东东平）人。师事徐公、许生，治《鲁

诗》。《汉书·儒林传》有传。著有《孝经说》，今佚。

⑥ 张长安：字幼君。山阳（今山东金乡）人。王式弟子，官至淮阳中

尉。与东平唐长宾、褚少孙皆以《鲁诗》为博士，曾参加著名的“石渠阁会

议”，讨论五经异同。《汉书》有传。

⑦ 薛广德：字长卿。沛郡相（今安徽濉溪县）人。王式弟子，以《鲁诗》

教授楚国。汉宣帝时，为经学博士，参加著名的“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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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同。《汉书》有传。

⑧ 许晏：陈留（今河南开封）人。按：许晏应是王扶的弟子，《汉书·

儒林传》云：“（张长安）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

扶为泗水中尉，陈留许晏为博士。”宋祁曰：“‘尉’字下当有‘授’字。”陆德明

《经典释文序录》正作“扶授许晏”。原刊“晏”误作“宴”，今改正。

⑨ 王扶：琅邪（今山东诸城）人。从王式受《鲁诗》。《汉书·儒林传》

有传。

⑩ 龚舍：字君倩。楚（今湖北江陵）人。与同里龚胜相友，皆少好《诗

经》，并著名节，世谓“楚两龚”。通《五经》，以《鲁诗》教授。《汉书》有传。

瑏瑡 《列女传》：刘向著。书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孽

等七门，共计一百零五名妇女事迹。此书屡经传抄，今本中陈婴母及东汉

以来凡六十事均为后人所增。

瑏瑢 卓茂：字子康。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曾师事江公，习《诗》、

《礼》及历算，讲究师法，称为通儒。东汉初，光武帝访贤求茂，尊为太傅，封

褒德侯。《后汉书》有传。

瑏瑣 包咸（前６—６５）：字子良。会稽曲阿（今江苏丹阳）人。少为诸生，

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西汉末，在东海设学馆

教授。东汉初，举孝廉，为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

《后汉书·儒林列传》有传。

瑏瑤 李峻：生平事迹不详。

瑏瑥 辕固：齐（今山东淄博市临淄）人。汉景帝时，以传《齐诗》立为博

士。汉武帝时，以“贤良”征召时年已九十余。其弟子公孙弘、夏侯始昌都

以《齐诗》显名当世，是西汉今文《诗》学中“齐诗学”的创始人。《史记·儒

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有传。

瑏瑦 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西汉经学家。夏侯始昌

的弟子，通《诗》、《礼》，为博士，官少府。西汉名臣、名相、名将如翼奉、萧望

之、匡衡、师丹皆传其学，是西汉“齐诗学”的传播者。《汉书·儒林传》有

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著录齐《后氏故》二十卷、《后氏传》三十

九卷，今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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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 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人。师后苍，治《齐

诗》。今《汉书》中录有他上疏元帝的有关《齐诗》学派理论的奏文，颇具文

献价值。《汉书》有传。

瑏瑨 萧望之（？—前４７）：字长倩。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人。家贫，好

学，先后师事后苍、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曾参加著名的“石

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汉书》有传。

瑏瑩 匡衡：字稚圭，一字鼎。东海承（今河南济源东南）人。世为农夫。

师事后苍，时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之语。《汉书》有传。

瑐瑠 师丹：字仲公。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匡衡弟子，治《齐诗》，

元帝时为博士。哀帝时为左将，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官至大司空。

因反对傅太后上尊号，被免职。平帝时封为义阳侯。《汉书》有传。

瑐瑡 满昌：字君都。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匡衡弟子，治《齐诗》，官至

詹事。张邯、皮容均为其弟子，传《齐诗》。《汉书·儒林传》有传。

瑐瑢 匡伯：疑即“班伯”。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班彪的伯父，官拜

中常侍。受《诗》于师丹，受《尚书》、《论语》于郑宽中、张禹。事载《汉书·

叙传上》。清陈乔枞《齐诗遗说考叙》云：“班伯少受《诗》于师丹，故彪、固世

传家学，《地理志》所引并据《齐诗》之文。”参见《左海续集·齐诗遗说考》。

瑐瑣 马援（前１４—４９）：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北）人。东汉名

将。年十二而孤，师事满昌，受《齐诗》，不能守章句。后投刘秀从戎，为伏

波将军，封新息侯。《后汉书》有传。

瑐瑤 景鸾：字汉伯。广汉梓潼（今四川梓潼）人。不随师学经，涉七州之

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后汉书·儒林列传》有

传。所著《易说》及《诗解》，兼取《河》、《洛》，名《交集》。又撰《礼内外记》，

名《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又作《月令章句》。

凡所著五十余万言。今佚。

瑐瑥 伏湛（？—１３）：字惠公。伏生九世孙。父伏埋（字游君）受经于匡

衡，并以《诗》授成帝，其家世传其学。《后汉书》有传。

瑐瑦 伏恭（前６—８４）：字叔齐，伏湛之兄子。伏湛弟黯以明《齐诗》著称。曾

改定伏黯章句，删除繁浮，定为二十万言。今佚。《后汉书·儒林列传》有传。

３４第十一课　 两汉《诗》学之传授



瑐瑧 陈纪：字元方。颍川许（今河南许昌）人。《后汉书》有传。按：陈

纪传《齐诗》事不见本传，仅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记载，吴承仕《经典释

文序录疏证》云：“《序录》盖别有所据也。”

瑐瑨 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著录《韩诗内传》四卷、《外传》六

卷，今仅《韩诗外传》存。

瑐瑩 贲生：淮南（今安徽六安）人。传《韩诗》事，载《汉书·儒林传·韩

婴传》。

瑑瑠 赵子：河内（今河南武陟）人。传《韩诗》。《汉书·儒林传》有传。

瑑瑡 蔡谊：河内（今河南武陟）人。传《韩诗》，授昭帝，官至丞相，封侯。

《汉书》有传。

瑑瑢 食子公：河内（今河南武陟）人。从蔡谊受《韩诗》，为博士。《汉

书·儒林传》有传。

瑑瑣 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今山东诸城）人。少好学，明经，官益州

刺史、谏大夫。《汉书》有传。通《五经》，以《诗》、《论语》教授，善梁丘贺

《易》说。

瑑瑤 栗丰：太山（今山东泰安）人。部刺史，食子公弟子。《汉书·儒林

传》有传。原刊“栗”误作“粟”，今改正。

瑑瑥 张就：山阳（今山东金乡）人。栗丰弟子。《汉书·儒林传》有传。

瑑瑦 长孙顺：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博士，王吉弟子。《汉书·儒林

传》有传。

瑑瑧 发福：一作段福。东海（今山东临沂）人。长孙顺弟子。《汉书·儒

林传》有传。

瑑瑨 薛汉：字公子。淮阳（今河南淮阳）人。世习《韩诗》，尤以灾异、谶

纬说经，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曾受诏校定图谶。永平中，官至

千乘太守。《后汉书·儒林列传》有传。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

《薛君韩诗章句》二卷。

瑑瑩 杜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受业薛汉，定《韩诗章

句》。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有传。著有《诗题约

义通》，学者称之《杜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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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瑠 侯包：亦作侯苞。生平事迹不详。《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所著《韩

诗翼要》十卷。今佚。

瑒瑡 贯长卿：毛苌（小毛公）弟子，贯公之子，治《诗》，授解延年。《汉

书·儒林传》有传。

瑒瑢 谢曼卿：九江（今安徽寿县）人。按：《汉书·儒林传》述《毛诗》传

授，自贯长卿、解延年、徐敖至汉末九江陈侠。《后汉书·儒林列传》云：

“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弘从曼卿受学。”陆德明《经典释文

序录》云：“或云陈侠传谢曼卿。”

瑒瑣 贾徽：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贾逵之父。从刘歆受《左氏春

秋》、《国语》、《周礼》，从徐恽受古文《尚书》，从谢曼卿受《毛诗》。著有《左

氏条例》二十一篇。事载《后汉书·贾逵传》。

瑒瑤 郑众（？—８３）：字仲师。河南开封人。从父郑兴受《左氏春秋》，明

《三统历》，兼通《易》、《诗》。作《春秋杂记条例》，知名于世。《后汉书》有

传。著有《春秋删》十九篇。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辑录《易郑司

农注》一卷。

瑒瑥 按：郑玄为《毛诗》所作之笺，南北朝时独尊。至唐人撰《五经正

义》，于《诗》取《毛传》、《郑笺》，遂流传至今。关于郑玄采用齐、鲁、韩三家

《诗》，可参见清陈奂《郑氏笺考徵》一书（《诗毛氏传疏》后附）。

瑒瑦 陈奂（１７８６—１８６３）：字倬云，一字硕甫，号师竹。晚年因居苏州南

园，自号南园老人。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清咸丰元年（１８５１），举孝

廉方正。受学于段玉裁。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应曾国藩之聘入幕，不久病逝。

《清史稿·儒林传》有传。所著《诗毛氏传疏》，以考据详明、引证赅博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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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两汉《春秋》学之传授

西汉之初，传《春秋》者，有《左氏》、《公羊》、《穀梁》、《邹氏》、
《夹氏》五家。《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①。惟贾谊受②《左

氏》学于张苍，世传其学至于贾嘉③，谊之孙。 嘉传贯公④，而贯公

之子长卿能修其学，以传张敞⑤、张禹⑥，禹传尹更始⑦，更始传

胡常⑧、翟方进⑨及子尹咸，常传贾护⑩，方进传刘歆，歆又从尹

咸受业，以其学授贾徽，徽子逵修其学，作《左氏解诂》。又陈

钦瑏瑡受业尹咸，传至子元，元作《左氏同异》，以授延笃瑏瑢。又郑

兴瑏瑣亦受业刘歆，传至子众，众作《左氏条例章句》。而马融、颖

容瑏瑤皆为《左氏》学。郑玄初治《公羊》，后治《左氏》，以所注授服

虔瑏瑥，虔作《左氏章句》，而《左氏》之说大行。是为《左氏》之学。

自胡母生治《公羊》，与董仲舒同师，仲舒传褚大瑏瑦、嬴公瑏瑧、吕步

舒瑏瑨，嬴公授孟卿瑏瑩及眭弘，弘授严彭祖瑐瑠、颜安乐瑐瑡，由是有《严

氏春秋》，复有《颜氏春秋》，两家并立于学官。后汉何休墨守《公

羊》之谊，复依胡母生条例作《公羊解诂》。是为《公羊》之学。自

江公受《穀梁》于申公，以授荣广瑐瑢、浩星公瑐瑣，而蔡兴公瑐瑤受业荣

广，复更事浩星公，以授尹更始，更始作《章句》十五卷，以授翟方

进、房凤瑐瑥。及宣帝时，江公之孙为博士，以其学授胡常，而韦

贤、夏侯胜、萧望之、刘向并右《穀梁》，其学渐盛。是为《穀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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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上用《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后汉书·儒林列传》及各传，并《经典释

文》。盖《公羊》属今文学，《左氏》、《穀梁》属古文学；《公羊》为齐

学，而《穀梁》则为鲁学。此汉代《春秋经》传授之大略也。

注：

① 邹氏、夹氏：生平事迹均不详。《汉书·艺文志》云：“《邹氏传》十

一卷，《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

② 贾谊（前２００—前１６８）：字号不详。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

政论家、文学家。少有博学能文之誉，曾从张苍习《左传》，文帝初召为博

士。后迁太中大夫，好议论国家大事，为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

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曾作《鸟赋》，自伤不遇。所作《陈政事疏》、《过秦

论》，均为西汉政论名篇。《史记》、《汉书》有传。著有《新书》十卷，今人辑

为《贾谊集》。

③ 贾嘉：贾谊之孙，能传乃祖之学。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谊

传至其孙嘉。”《史记·贾生列传》云：“孙嘉最好学，世其家。”

④ 贯公：赵（今山西太原市）人。为河间献王博士，他从贾谊受《左氏

传》事，载《汉书·刘歆传》。

⑤ 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出自官宦世家，官

至太守、光禄大夫。张敞与萧望之、于定国相善。为人敏捷，治《春秋》，以

经术自辅。《汉书》有传。

⑥ 张禹（？—前５）：字子文。河内轵（今河南济源东南）人。通经学，

为博士。专治《论语》，从施雠受《易》。曾改编今本《论语》，合《齐论》、《鲁

论》为《论语章句》，史称《张侯论》。《汉书》有传。

⑦ 尹更始：字翁君。汝南（今河南汝南）人。尹咸父。汉宣帝时，他治

《穀梁春秋》，为《穀梁》议郎事，载《汉书·儒林传》。

⑧ 胡常：清河（今山东清河）人。青州刺史。他治《春秋左传》事，载

《汉书·儒林传》。

⑨ 翟方进（？—７）：字子威。汝南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少时

失父孤学，至京师博士受《春秋》，兼及《穀梁》、《左传》二传。《汉书》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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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贾护：字季君。黎阳（今河南浚县）人。汉哀帝时待诏。他是汉代

与刘歆同为倡言《左传》的学者，事载《汉书·儒林传》。

瑏瑡 陈钦：字子佚。苍梧（今广西梧州市）人。他以《左氏春秋》授王莽，

又自名《陈氏春秋》，事载《后汉书·陈元传》。

瑏瑢 延笃：字叔坚。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

传》，又从古文经学家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以文章称名于世。

《后汉书》有传。

瑏瑣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郑众之父。少习《公羊春秋》。晚年

从博士金子严习《左氏春秋》。曾为《左传》编撰条例、章句、传诂，并校刘歆

《三统历》。《后汉书》有传。著作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

《周礼郑大夫（兴）解诂》一卷。

瑏瑤 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博学多通，好《春秋左

氏》。《后汉书·儒林列传》有传。著有《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今佚。

瑏瑥 服虔：初名重，又名祗，字子慎。河南荥阳人。不以清苦建志，入太

学受业。曾以《左传》驳何休所驳汉事六十条。官拜九江太守。《后汉书·

儒林列传》有传。著有《春秋左氏解诂》。今存。

瑏瑦 褚大：兰陵（今山东兰陵）人。从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官至梁相，

事载《汉书·儒林传·胡母生传》。

瑏瑧 嬴公：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昭帝时，为谏夫。他从董仲舒受《公

羊春秋》事，载《汉书·儒林传·胡母生传》。

瑏瑨 吕步舒：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官至丞相长史。他从董仲舒受《公

羊春秋》事，载《汉书·儒林传·胡母生传》。

瑏瑩 孟卿：东海（今山东临沂）人。从嬴公受《公羊春秋》，其弟子有后

苍、闾丘卿。《汉书·儒林传》有传。

瑐瑠 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今江苏睢宁）人。与颜安乐同事《公

羊》大师眭孟。其后，各自名家。治《公羊春秋》，以太傅终。《汉书·儒林

传》有传。

瑐瑡 颜安乐：字公孙。鲁国薛（今山东滕县）人。家贫，致力于学，官至

齐郡太守丞，后被仇家所杀。《汉书·儒林传》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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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瑢 荣广：字王孙。鲁（今山东曲阜）人。通《诗》、《穀梁春秋》。曾与眭

孟论辩《公羊》之学，数难眭孟，学者都从其习《穀梁》。事载《汉书·儒林

传·瑕丘江公传》。

瑐瑣 浩星公：《汉书·儒林传》为“皓星公”。鲁（今山东曲阜）人。他从

荣广受《穀梁春秋》。

瑐瑤 蔡兴公：疑即“蔡千秋”。荣广、皓星公弟子。传《穀梁春秋》。《汉

书·儒林传·瑕丘江公传》云：“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

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

瑐瑥 房凤：字子元。琅邪不其（今山东劳山县西北）人。以射策乙科为

太史掌故。后以明经通达，擢光禄大夫，迁五字中郎将。《汉书·儒林传》

有传。

第十三课　 两汉《礼》学之传授

秦政焚书，《礼经》缺坏。西汉之初，高堂生① 传《士礼》十七

篇，即今《仪礼》。而鲁徐生②善为容。景帝之时，河间献王③得《古

礼》，计《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其七十篇与高堂生

同而文字多异。传《士礼》者，自萧奋④ 授孟卿，卿授后苍，然所

传仅十七篇，所余三十余篇名为《佚礼》。苍说《礼》作《曲台记》，

以授闻人通汉⑤，并授戴德⑥、戴圣⑦、庆普⑧，由是《礼》有大、小

戴、庆氏之学。普授夏侯敬⑨，数传而至曹充⑩，充传子褒，而庆

氏之学行。戴德授徐良瑏瑡，戴圣授桥仁瑏瑢、杨荣瑏瑣。又戴德删《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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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二百四篇，即孔门弟子所编者，亦有汉初增益之书。 为八十五篇，名

《大戴礼》。戴圣复删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马融复增益三

篇，合为四十九篇。郑玄治《小戴礼》，为四十九篇作注，复注《士

礼》十七篇，即《礼经》。 并为《周官经》作注。《周官经》者，当河间

献王时，李氏瑏瑤上《周官》五篇，缺《冬官》一卷，以《考工记》补之。

刘歆为王莽瑏瑥国师，始立《周官经》于学官，名为《周礼》，以授杜

子春瑏瑦。郑兴受业子春，传至子众，而贾徽、贾逵并作《周礼解

诂》，卫弘、马融、卢植瑏瑧、张恭祖皆治之，惟郑玄注集其大成。此

汉代《礼经》传授之大略也。以上用《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后汉书·

儒林列传》及各传、《经典释文》、《汉学师承记》、胡培翚瑏瑨《仪礼正义》诸书。　案：东

汉以前，本无“三礼”之名，《周官经》、《小戴礼》本不得称之为经，不过与《礼经》相辅

之书耳。自郑玄作《三礼注》，而“三礼”之名遂一定而不可易。至后代以《小戴礼》为

本经，则又歧中之歧矣。非不正名之故欤！

注：

① 高堂生：字伯。《史记·索隐》引谢承云：“秦氏季代有高堂伯。”鲁

（今山东曲阜）人。传《士礼》十七篇。《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高堂生

传《士礼》十七篇。迄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有弟子，三家

立于学官。”

② 徐生：鲁（今山东曲阜）人。汉文帝时，曾为礼官大夫。事载《汉

书·儒林传·韩婴传》。

③ 河间献王（？—前１３０）：指刘德。西汉景帝第三子。封为河间王，

谥曰献王。好儒学，史家称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多罗致山东儒生。相

传曾得《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先秦古文，并立《毛

诗》、《左氏春秋》为博士。《史记》、《汉书》有传。

④ 萧奋：瑕丘（今山东兖州）人。以通礼官至淮阳太守。事载《汉书·

儒林传·韩婴传》。

⑤ 闻人通汉：姓闻人，名通汉，字子方。沛（今江苏沛县）人。以太子

舍人参加“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他从后苍学《礼》事，载《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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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传·孟卿传》。

⑥ 戴德：字延君。梁（今山东莒县）人。高堂生五传弟子，号“大戴”。曾删

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详见第一册第五课注⑦。

⑦ 戴圣：字次君。梁（今山东莒县）人。戴德从兄子，高堂生五传弟

子，号“小戴”。以博士参加“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官至九江太

守。删戴德《大戴礼》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

⑧ 庆普：沛（今江苏沛县）人。高堂生五传弟子，官至东平太傅。事载

《汉书·儒林传·孟卿传》。

⑨ 夏侯敬：鲁（今山东曲阜）人。庆普弟子。官至豫章太守。事载《汉

书·儒林传·孟卿传》。

⑩ 曹充：薛（今山东滕县）人。建武中为博士，传“庆普之学”，曾作《章

句辨难》。其子曹褒，字叔通，精研叔孙通礼仪之学，作《通义》十二篇，演经

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为东汉一代礼学宗师，东汉“庆普之

学”的传播者。《后汉书》有传。按：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云：“庆

《礼》衰歇之时不可审知，《序录》言庆氏久亡，或别有文据。”

瑏瑡 徐良：琅邪（今山东诸城）人。经学博士，官至郡守、太守。戴德弟

子，世传《大戴礼记》。事载《汉书·儒林传·孟卿传》。

瑏瑢 桥仁：字季卿。梁（今山东莒县）人。官大鸿胪。戴圣弟子，世传

《小戴礼记》。事载《汉书·儒林传·孟卿传》。

瑏瑣 杨荣：字子孙。梁（今山东莒县）人。官琅邪太守。戴圣弟子，传

《小戴礼记》。事载《汉书·儒林传·孟卿传》。

瑏瑤 李氏：生平事迹不详。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上《周官》五

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吴承仕《经典释文

序录疏证》谓：“见行《汉书》实无此文，竟不审其何据？”

瑏瑥 王莽（前４５—２３）：新王朝的建立者。公元８—２３年在位。字巨君，

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原籍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西北）人。汉元帝皇后

侄。西汉末，以外戚掌握政权，成帝时封为新都侯。元始五年（５）毒死平帝，

自称假皇帝。次年立年仅二岁的刘婴为太子，号“孺子”。初始元年（８）称帝，

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公元２３年为绿林军所杀。《汉书》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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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杜子春（约前３０—５８）：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南）人。官太中大夫。

初治《公羊》，后从刘歆治《左传》。曾传《周礼》，以授郑众、贾逵。事载唐贾

公彦《周礼正义序·序周礼兴废》。所注《周礼》，曾被郑玄采纳。今佚。清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录有《周礼杜氏注》二卷。

瑏瑧 卢植（？—１９２）：字子幹。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少时与郑

玄同师马融，不守章句之学，兼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曾与马日、蔡

邕、杨彪、韩说一起校书东观，校中秘五经传，补续《汉纪》。《后汉书》有传。

著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等。

瑏瑨 胡培翚（１７８２—１８４９）：字载屏，一字竹村。安徽绩溪人。清嘉庆二

年 （１８１９）进士。曾任内阁中书、户部主事。传祖父匡衷之学，与堂叔胡秉

虔有“绩溪三胡”之名。《清史稿·儒林传》有传。他认为唐贾公彦疏解《仪

礼》多有误，乃积四十余年撰写《仪礼正义》，惜书未成而卒，由其弟子杨大

堉续成，为清人十二种新疏之一。

第十四课　 两汉《论语》之传授附

　　　　 《孟子》、《学》、《庸》

西汉之初，传《论语》者有三家。鲁人所传者为《鲁论》，即今

所行篇目是也。龚奋①、夏侯建、夏侯胜、韦贤、萧望之并传之。

齐人所传者为《齐论》，别有《问王》、《知道》二篇章句，颇多于《鲁

论》。王吉、宋畸②、贡禹③、五鹿充宗④、庸谭⑤ 并传之，惟王

阳⑥以之名家。《古论语》出孔壁中，有两《子张》篇，篇次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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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同。孔安国为之传，马融为之注。张禹受《鲁论》于夏

侯建，又从王吉等受《齐论》，删《问王》、《知道》二篇，而所作章句

最盛行。至后汉时，包咸、周氏并为章句，列于学官。郑玄亦授

《鲁论》，复参考《齐论》、《古论》为之作注。本《汉书·儒林传》、《艺文

志》、《后汉书·儒林列传》、《经典释文序录》及《汉学师承记》。 而何休亦注《论

语》，多用《齐论》之说。戴望⑦《论语注序》。 此汉代《论语》传授之大

略也。
《孟子》当文帝时，曾立博士之官。后废⑧。 注《孟子》者，始自

扬雄⑨。后汉之时，程曾⑩、高诱瑏瑡、刘熙俱注《孟子》，惟赵岐作

《孟子章句》并作《题词》，至今仍存。用《经典释文序录》及焦循《孟子正

义·赵岐序》瑏瑢疏中。然未尝尊《孟子》为一经也。赵岐等注《孟子》，犹严君

平瑏瑣注《老子》，高诱注《淮南子》耳。

《中庸》、《大学》，戴圣删《古礼记》并列于四十六篇中，为《小

戴礼记》之一，郑玄诸儒咸注之，郑氏以《中庸》为赞圣，论定为子思所作。

未尝单行而别为一书也。惟西汉时，有《中庸说》二篇，不晰为何

人所作，见《汉书·艺文志》中瑏瑤，大抵亦解析《中庸》之书也。董仲

舒《春秋繁露》亦多引《中庸》，唯汉儒解释《大学》及援引《大学》者甚少。

注：

① 龚奋：官常山都尉。他传《鲁论语》事，载《汉书·艺文志》。

② 宋畸：子翁壹。东海（今山东郯城）人。官少府，他传《齐论语》事，

载《汉书·艺文志》。

③ 贡禹（前１２４—前４４）：字少翁。琅邪（今山东诸城）人。以明经洁

行征为博士，为凉州刺史，迁河南令。汉元帝时，征为谏议大夫、光禄大夫，

官至御史大夫。《汉书》有传。

④ 五鹿充宗：字君孟。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人。元帝时，官少府，

与石显、牢梁等人结为党友，显贵一时。汉代“梁丘易学”的重要传人。受

《梁丘易》于梁丘临。曾与诸《易》家辩论，折服于朱云。事载《汉书·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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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著录有《周易略说》三卷，今佚。

⑤ 庸谭：即庸生。详见第一册第十课注瑏瑡。

⑥ 王阳：即王吉。详见第一册第十一课注瑑瑣。

⑦ 戴望（１８３７—１８７３）：字子高，又字仲颀，号水苍。祖籍浙江德清，自

曾祖起始居湖州。少时“好为辞章”之学。因读清初学者颜元的著作，积极

提倡“颜李之学”。后至苏州谒见陈奂，通知声音训诂经师家法。又师从今

文经学家宋翔凤受《公羊春秋》，以墨守师法著称。《清史稿·儒林传》有

传。著有《颜氏学记》、《论语注》、《管子校正》、《谪麐堂遗集》等。

⑧ 按：《孟子》一经立为博士，时间较为短暂。《史记》、《汉书》不载，仅

见于赵岐《孟子章句·题辞》云：“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

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

立《五经》而已。”

⑨ 扬雄（前５３—１８）：一作“杨 雄”，字 子 云。蜀 郡 成 都（今 四 川 成

都郫县）人。早年师从严君平，后入京师，由杨庄推荐为成帝时黄门郎，

待诏。王莽新朝时，官大夫，校书天禄阁。以擅长作赋，驰名于世。《汉

书》有传。曾仿《周易》而著《太玄》，又模仿《论语》的体式而著《法言》，

两书今皆存。

⑩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今江西南昌）人。受业长安，习《严氏春

秋》，积十余年，还家教授，常数百人从学。《后汉书·儒林列传》有传。著

有《孟子章句》，今佚。

瑏瑡 高诱：涿郡（河北涿州市）人。少时受学于卢植。建安十五年（２０５）

任司空掾，后迁濮阳令。著有《孟子章句》、《孝经注》（今佚）、《淮南子注》、

《吕氏春秋注》等。

瑏瑢 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２０）：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江都

人。清嘉庆六年（１８０１）举人。后会试不第，从此无意仕途。《清史稿·儒

林传》有传。所著《孟子正义》三十卷，采录清代六十余家研究《孟子》的成

果，推阐赵岐之注，是清代诠释《孟子》最为详备的一种，为清代十二种新疏

之一。另著有《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论语通释》、《书义丛抄》、

《毛诗郑笺补疏》等多种。后均收入于《焦氏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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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严君平：名尊，一作遵。蜀（今四川成都）人。西汉隐士。成帝时，

卜筮于成都市，日得百钱则闭门讲授《老子》，著书十万余言。一生不仕，为

扬雄所推重。事载《汉书·王吉传》。著有《道德真经指归》（一名《老子指

归》），今存。

瑏瑤 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著录《中庸说》二篇，颜师古

注：“今《礼记》中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礼经，盖此之流。”今人任善铭

《礼记目录后案》：“以二篇抄合一篇，盖因孔子中庸之言而益广其义，

故曰‘说’。”

第十五课　两汉《孝经》之

　　　　　传授附《尔雅》

《孝经》当战国时，由子夏授魏文侯，文侯为之作传，而荀卿

诸儒皆传之。本汪宗沂①《孝经十八章辑传序》。 西汉之初，《孝经》有今

文、古文之别。传今文《孝经》者，始于颜芝②，芝子颜贞传其学，

而长孙氏③、江翁④、后苍、翼奉、张禹并传今文，各自名家。以上

齐学。若古文《孝经》则出孔子庙壁，较今文不同，见桓谭《新论》⑤。

孔安国得之。及明帝时，鲁国三老献之朝。自刘向校定其篇章，

而许冲⑥撰其说，马融注其书，惜皆失传。以上采《汉书·儒林传》、《艺

文志》、《后汉书·儒林列传》、许冲《上说文表》、《经典释文序录》及阮福⑦《疏》。 郑

玄亦注古文《孝经》，《六艺论》。其书未成，其孙小同⑧为之作注，陆

澄⑨、王伯厚⑩说。 今所传郑注是也。以上鲁学。 此汉代《孝经》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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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之大略也。
《尔雅》当西汉时，叔孙通、梁文瑏瑡 咸有赓续，张揖《上广雅表》。

毛公等注经多本之。文帝之时，与《孟子》同立博士。赵岐《孟子题

词》。武帝之时，有犍为人舍人瑏瑢舍人系人名，非官名，予别有考。 作《尔

雅注》，后扬雄亦崇《尔雅》。刘歆问业扬雄，亦为《尔雅》作注。

东汉之时，注《尔雅》者，有樊光瑏瑣、李巡瑏瑤、孙炎瑏瑥，咸并作音义。

以上用《隋书·经籍志》瑏瑦 及胡元玉瑏瑧《雅学考》。 郑玄亦注《尔雅》。见《周

礼·疏》所引。惜均失传。此汉代《尔雅》学传授之大略也。与《尔

雅》相辅之书，舍《三仓》李斯瑏瑨《苍颉》篇、扬雄《训纂》篇、贾舫瑏瑩《滂喜》篇合

为《三仓》。而外，复有孔鲋《小尔雅》、扬雄《方言》瑐瑠、许慎《说文》、

刘熙《释名》、吕忱《字林》瑐瑡，皆小学之津梁也。《班志》列《尔雅》于《孝

经》后，盖《尔雅》、《孝经》皆学童必读之书。一为伦理之基，一为国文之基也。

注：

① 汪宗沂（１８３７—１９０６）：字仲伊，号韬庐处士。安徽歙县（今安徽歙

县）人。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进士，授山西即用知县，加五品衔。曾师李联琇

习汉学，又师方宗诚受百家之学。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入幕参议兵农诸政。

后辞归，主讲安庆敬敷书院、芜湖中江书院、本郡紫阳书院等。事载《清史

稿·宣统皇帝本纪》。著有《周易学统》、《尚书考订》、《孟子释疑》、《龙经校

注》等。

② 颜芝，字号年龄不详，河间（今河北献县）人。秦汉之际学者。秦始

皇焚书，曾手藏今文《孝经》，后传其子颜贞。事载《汉书·艺文志》。

③ 长孙氏：即长孙顺。详见第一册第十一课注瑑瑦。

④ 江翁：即江公。详见第一册第十一课注③。

⑤ 桓谭（约前２０—５６）：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睢溪县西北）人。官

至议郎给事中。《后汉书》有传。所著《新论》二十九篇，已佚。现传《新

论·形神》一篇，收入《弘明集》内；清人严可均《全汉文》有辑本。按，《隋

书·经籍志》云：“古文《孝经》……孔安国为之传，……亡于梁乱。至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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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监王邵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

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谊谊，皆云炫自作之，非

孔旧本。”清代学者盛大士、丁晏则认为古文《孝经》系王肃伪作。参见《孝

经徵文序》。

⑥ 许冲（？—２７４）：字文和。荥阳（今河南开封）人。三国时为曹丕文

学椽，出任魏陈留太守，官至三公，曾选编当时训注《论语》精善者为《论语

集注》。《晋书》有传。

⑦ 阮福（１８０２—？）：字赐卿，号喜斋。清江苏仪征人。阮元之子，著有

《孝经义疏补注》。

⑧ 郑小同：郑玄之孙。传郑玄经学，生前曾编定郑玄论著十一卷，已

佚。今存《郑志》、《补遗》等。

⑨ 陆澄：字彦渊。吴（今江苏苏州）人。少好学博览，时称“书橱”。永

明初，为度支尚书，领国子监祭酒。隆昌初，为光禄大夫。《南齐书》有传。

⑩ 王伯厚：王应麟（１２２３—１２９６），字伯厚，号深宁居士。祖籍浚仪（今

河南开封），曾祖始定居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年少即通《六经》，吕祖

谦弟子。宋理宗淳祐元年（１２４１）进士，宝祐四年（１２５６）中博学鸿辞科。累

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南宋亡后隐居。《宋史》有传。所著《诗考》，最先

采撷齐、鲁、韩三家诗佚文，但所采《鲁诗》疏漏较多。《困学纪闻》则说经考

史，博记群书，开考据学先河。另著有《诗地理考》、《通鉴地理考》、《汉制

考》、《六经天文编》及其编纂大型类书《玉海》等。

瑏瑡 梁文：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学者。曾为《尔雅》作补。

瑏瑢 舍人：犍为（今贵州遵义）人。汉武帝时为待诏。著有《尔雅注》三

卷，今佚。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为“犍为文学”。按：吴承仕《经典释文序

录疏证》云：“诸书多引作‘犍为舍人’，或以为即《东方朔传》中之‘郭舍人’

也。然《左传正义》中‘舍人’、‘文学’并见，则又似二人矣。”

瑏瑣 樊光：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官至中散大夫。《后汉书》有传。著

有《尔雅注》六卷，今佚。按：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沈旋疑非樊光。”

清人邵晋涵、臧庸等认为即《诗疏》、《左传疏》所引樊光与“某氏注”为同一

人。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云：“沈旋疑之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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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李巡：汝南（今河南平舆）人。汉灵帝时为黄门侍郎。当时博士试

甲乙科，争第高下，甚至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李巡建议诸儒共刻《五经》文

字于石。后有蔡邕等人正其文字，《五经》始有官方定本。事载《后汉书·

吕强传》。著有《尔雅注》，今佚。

瑏瑥 孙炎：字叔然。乐安（今山东博兴）人。受学于郑玄再传弟子，被称

为东州大儒。曾征为秘书监，不就。相传他是中国古代首先发明反切的注

音方法。《三国志·魏书》有传。著有《周易春秋例》、《毛诗注》、《礼记注》、

《春秋三传注》、《国语注》、《尔雅注》、《驳圣证论》等。按：吴承仕《经典释文

序录疏证》引邢《序》称：“‘为义疏者，俗间有孙炎、高琏，皆浅近俗儒，不经

师匠。’此别一孙炎，非东州大儒之叔然也。”

瑏瑦 《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隋书》“十志”之一，唐李延寿

等编，魏征删定。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中国史志书

目。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著录存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共

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其中佚书一千零六十四部，计一万二千七百五

十九卷，后附佛、道二录。有总序和小序，扼要介绍各家学术源流及其

演变。每分类下著录书名和卷数，并附简明的注释，指明作者、爵衔、内

容真伪及存亡残缺等情况。清代学者章宗源、录振宗、张鹏一等对此书

均有研究和补充。

瑏瑧 胡元玉：字子瑞。清湖南湘潭人。著有《雅学考》、《春秋名字解诂驳》。

瑏瑨 李斯（？—前２０８）：楚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初为郡小吏，后从荀

卿学。战国末入秦，为吕不韦舍人，并被秦始皇任为客卿。秦始皇死后，与

宦官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

帝，即秦二世。后为赵高所忌，被杀。工书，相传泰山、琅邪石刻均为他手

书。另著有《谏逐客书》和《苍颉篇》。《史记》、《汉书》有传。

瑏瑩 贾鲂：东汉郎中。所著《滂喜篇》，即取扬雄《训纂》“滂喜”二字为书

名，与李斯《苍颉》、扬雄《训纂》合称《三苍》。

瑐瑠 《方言》：全称《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西汉扬雄撰。是一部

汇辑汉代方言的专著。原书十五卷，收入方言九千余字，今本《方言》十三卷。

注本有晋代郭璞的《方言注》，后经过清代戴震的疏证，《方言》才有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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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 吕忱：字伯雍。《魏书·江式传》云：“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

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案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

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所著《字林》部目依据《说文解字》，分五百四

十部，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唐以前与《说文》并重，后亡佚。清代任

大椿、陶方琦辑有《字林考逸》、《字林补逸》二种，可参考。

第十六课　 三国南北朝隋唐

　　　之《易》学

东汉之末，说《易》者，咸宗郑注。自魏王弼作《易注》，舍象

数而言义理①，复作《易略例》、《周易系词》，韩康伯补其缺，间杂

老庄之旨，与郑《易》殊。而王朗② 所撰《易传》，亦立学官。蜀人

李譔③亦作古文《易》以攻郑注。至晋永嘉之乱，而施、孟、梁丘

之《易》亡。京房之《易》尚存，故晋董景道④治《京氏易》。 当南北朝时，郑

《易》盛行于河北。徐遵明⑤ 以《周易》教授，以传卢景裕⑥、崔

瑾⑦。景裕传权会⑧，权会传郭茂⑨，自是言《易》者皆出郭茂之

门。而李铉⑩亦作《周易义例》。惟河南清、徐之间，间行王弼之

注。以上北学。若江左所行，则以王注为主，立于学官。及南齐从

陆澄之言，始郑、王并置，后复黜郑崇王瑏瑡。梁、陈二朝间，亦王、郑并

崇瑏瑢。说《易》之儒，有伏曼容瑏瑣、《周易义》。 梁武帝瑏瑤、《周易讲疏》。

朱异瑏瑥、《周易集注》。孔子祛瑏瑦、《续周易集注》。 何允瑏瑧、张讥瑏瑨，皆《周

易义》。以褚仲都瑏瑩、周弘正瑐瑠《义疏》集其大成，大抵以王注为宗，

９５第十六课　 三国南北朝隋唐之《易》学



惟严植之瑐瑡治《周易》力崇郑注。以上南学。 至于隋代，王注盛行。

唐孔颖达瑐瑢 亦崇王氏《易》，故所作义疏用王遗郑，而汉《易》遂

亡。惟李鼎祚瑐瑣《周易集解》采汉儒注《易》之说，得三十五家，崇

郑黜王，发明汉学。史徵《周易口诀义》瑐瑤 亦与鼎祚之书相同。

而僧人一行亦主孟喜卦气之说瑐瑥，乃汉《易》之别派也。若邢

壽瑐瑦《注易略例》、郭京瑐瑧《周易举正》，皆引伸王弼之言。盖斯时

玄学瑐瑨盛昌，故说《易》多采道家之旨。以上用《三国志》注、《晋书》、《南

史》、《北史》各列传，《北齐书》及《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王鸣盛《蛾术编》瑐瑩及

《四库全书提要》瑑瑠诸书。此三国、六朝、隋、唐之《易》学也。

注：

① 象数：《易》学术语。汉代运用卦变、互体、五行、八宫、纳甲、爻辰、

卦气、飞伏、世应、旁通等方法研究《周易》的象数《易》学。义理，是指王弼、

韩康伯等魏晋学者屏弃汉代的象数《易》学，而以儒道思想重新诠释《周易》

的义理《易》学。象数和义理是中国《易》学史上的两个重要流派。

② 王朗（？—２２８）：字景兴。东海郡（今山东临沂）人。通经拜郎中，为葘

丘长。后迁会稽太守，曹操征为谏议大夫。曹丕即位，为御史大夫，改司空。明

帝时，封为兰令侯，为司徒。《三国志·魏书》有传。著有《易传》，今佚。

③ 李譔：字钦仲。梓潼郡涪县（今四川绵阳）人。师从司马徽、宋忠，

俱传其学。《三国志·蜀书》有传。所著古文《易》、《尚书》、《左氏传》、《毛

诗》、《三礼》、《太玄指归》等，一依贾逵、马融之说，与郑玄相异趣。其《易》

学近于《费氏易》。

④ 董景道：字文博。弘农（今河南灵宝）人。少好学，千里从师，精研

群经。永嘉之乱，隐居商洛山，穿木叶，食树果，弹琴歌笑以自娱。后刘曜

征为太子少傅，散骑常侍，固辞，以寿终。《晋书·儒林传》有传。

⑤ 徐遵明（４７５—５２９）：字子判。华阴（今陕西渭南）人。南北朝时期

“北学”的代表人物。师事屯留王聪受《诗》、《书》、《礼》，又师从张吾贵、孙买

德、唐迁等经师，终身不仕。《魏书·儒林传》有传。著有《春秋义章》，今佚。

⑥ 卢景裕：字仲孺，小字白头。范阳涿（今河北涿县）人。徐遵明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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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少敏而专经学。所注《周易》，为李鼎祚《周易集解》收入唐以前的三十

五家《易》之一。《魏书·儒林传》有传。

⑦ 崔瑾：清河（山东临清东北）人。徐遵明弟子。著有《周易注》、《周

易统例》，为李鼎祚《周易集解》收入唐以前的三十五家《易》之一。事载《北

史·儒林传》。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一卷。

⑧ 权会（５０１—５７６）：字正理。河间（今河北雄县）人。少受郑玄《易》

学，兼通《诗经》、《尚书》、《三礼》之学。魏武定初贡孝廉，策居上策，为四门

博士。曾注《易》一部，今佚。《北齐书·儒林传》有传。

⑨ 郭茂：与权会同为卢景裕弟子，此言权会传郭茂，误。以研究《周

易》称名于时。事载《北史·儒林传》。

⑩ 李铉：字宝鼎。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北）人。早年从李周仁受《毛

诗》、《尚书》，从刘子猛受《礼记》，从房虯受《周官》、《仪礼》，从鲜于灵馥受

《左氏春秋》。又师事徐遵明五年，称为高弟。《北齐书·儒林传》有传。著

有《周易义理》，今佚。

瑏瑡 按：《周易》博士立郑玄注、王弼注两家。颜延之为博士，始黜郑而

主王。《南齐书·陆澄传》云：“元嘉建学之初，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

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按《宋史·礼志》，元嘉二十年（４４３）立

《易》学博士，旋即于二十七年（４５０）又废，黜郑尊王之举因在这六七年间。

瑏瑢 按：有关南学及其与北学的经学特征，《隋书·儒林传序》云：“南

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

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

主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

叶。”（据中华书局标点本１９７３年版）清赵翼云：“（北学）其所以多务实学

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南朝经学本不如北，兼以上

之人不以此为重，故习业益少，统计数朝，惟萧齐之初，及梁武四十余年间，

儒学稍盛。”参见《廿二史劄记》卷十五“北朝经学”、“南朝经学”条。

瑏瑣 伏曼容（４２１—５０２）：字公仪。平昌安丘（今山东安丘西南）人。好

《周易》、《老子》，学宗玄远之旨。《梁书·儒林传》有传。著有《周易集解》、

《周易集注》，今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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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梁武帝（４６４—５４９）：指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

常州西北）人。《梁书》有传。在位期间，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

《五经》博士。《南史》有传。著有《周易大义》、《周易讲疏》、《周易系辞义

疏》三种，今佚。

瑏瑥 朱异（４８３—５４９）：字彦和。吴郡钱唐（今浙江杭州）人。少即遍览

《五经》，兼通杂艺，博弈书算。《梁书》有传。著有《集注周易》，今佚。

瑏瑦 孔子祛（４９６—５４６）：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勤苦自励，专明

《尚书》，官至步兵校尉。《梁书·儒林传》有传。著有《尚书义》、《集注尚

书》，又续朱异《集注周易》、何承天《集礼论》百余卷，今均佚。

瑏瑧 何允：疑即何胤，详见第一册第十八课注瑏瑣。

瑏瑨 张讥（５１３—５８９）：字直言。清河武城（今山东武城东北）人。年十

四通《孝经》、《论语》，笃好玄言，受学于周弘。曾参与梁武帝在文德殿解释

乾、坤《文言》。《陈书·儒林传》云：“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乾、坤《文言》，讥

与陈郡袁晏等预焉。敕令议论，诸儒莫敢先出，讥乃整容而进，咨审循环，

辞令温雅，梁武帝甚异之。”按：此事《梁书·武帝纪》不载，张讥本传不详

年月，《袁晏传》云在大同八年（５４２）。著有《周易讲疏》，今佚。清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录有《周易张氏讲疏》一卷。

瑏瑩 褚仲都：吴郡钱唐（今浙江杭州）人。南朝梁天监中为《五经》博士。

著有《周易讲疏》，今佚。事载《梁书·孝行传》。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

书》录有《周易褚氏讲疏》一卷。

瑐瑠 周弘正（４９６—５７４）：字思行。汝南安城（今河南正阳东北）人。少

时通《老子》、《周易》，史称周氏“善清谈，梁末为玄宗之冠”。《陈书》有传。

生前著述颇多，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录有《周易周氏义疏》一

卷，黄奭《汉学堂丛书》录有《易注》一卷。

瑐瑡 严植之：字孝源。建平秭归（今湖北秭归）人。少时好老庄，精玄学，

长于《三礼》，专精《丧服》、《孝经》、《论语》等。《梁书·儒林传》有传。著有

《凶礼仪注》，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孝经严氏注》一卷。

瑐瑢 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字冲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

师从当时名儒刘焯。隋炀帝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入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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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受聘李世民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

职。《旧唐书》有传。贞观年间曾与颜师古、贾公彦等人融合汉魏以来南北

经学的特征，撰定《五经正义》，即今《十三经注疏》本中的五经疏。又著有

《孝经义疏》。

瑐瑣 李鼎祚：资州盘石（今四川资中西北）人。唐代初授著作郎，后任秘

阁学士。所著《周易集解》，又名《李氏周易集解》、《李氏易传》，仿《毛诗》分

冠《小序》之例，以《序卦》散缀六十四卦之首。采汉魏以来共三十五家《易》

说。是继《周易正义》后的又一部整理两汉至唐的《易》学研究成果的《易》

学名著。原刊十七卷，附王弼《略例》一卷。今《津逮秘书》、《四库全书》、

《雅雨堂丛书》等丛书均有收录。１９９０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易学丛

刊》中也有收录。

瑐瑤 史徵：又名史证、史文徽、史之证。河南（今河南洛阳）人。著有《周

易口诀义》，今存。

瑐瑥 一行（６７３—７２７）：高僧，俗姓张，名遂。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唐

初郯国公张公瑾之孙。博学多才艺，精于历象、阴阳、五行之学。从荆州景

禅师出家，隐居嵩山。唐开元五年（７１７），应唐玄宗之召至京师。曾翻译

《大日经》，制造黄道游仪。著有《大日经疏》、《开元大衍历》、《易传》等，已

佚。现仅存“卦议”一篇，收录于《新唐书》卷二十七上。清马国翰《玉函山

房辑佚书》辑有《易纂》一卷。

瑐瑦 邢壽：唐代经学家。著有《周易正义补阙》七卷，今佚。今存《补阙

周易正义略例疏》三卷，王弼《周易略例注》一卷。

瑐瑧 郭京：生平事迹不详。所著《周易举正》，举正《周易》传本错讹一百

零三处，二百七十三字。《宋书·艺文志》著录三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因其书不载于新《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故怀疑其书出自

宋人伪托。

瑐瑨 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易》、

《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

门”。以玄学诠释儒家经典，始于曹魏的正始（２４１—２４９）年间。（参见第一

册第八课“玄言”注）如南梁伏曼容解释《周易·蛊》说：“蛊，惑也。万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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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而起，故以蛊为事也。案《尚书大传》云：‘乃命五史，以书五帝之蛊事。’

然为训者，正以太古之事无为无事也。今言蛊者，是卦之惑乱。时既渐浇，

物情惑乱，故事业因之以起惑矣。故《左传》云：‘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

是其文也。”这正是从佛家无明缘起的角度来诠释《周易》之一例。参见唐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蛊”卦所引。

瑐瑩 《蛾术编》：清王鸣盛晚年的考证名著。全书八十二卷，内容丰富，以

论经义、史地、小学为主，旁及制度、名物、人物、文学、诗文、碑刻等均有考证。

议论淹博，考核精确，与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和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齐名。

瑑瑠 《四库全书提要》：一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官修书目。二

百卷，纪昀等编撰。乾隆十七年（１７８２），《四库全书》修成，纪昀等根据乾隆

旨意，将编纂《四库全书》中所撰古籍提要汇编成书。全书按经、史、子、集

四部分为四十四类编排，所收古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每部有部总叙，各类

有小序。间附学术源流、作者生平、版本文字、考证评论等简介。１９６５年中

华书局据浙江翻刻本影印，更名为《四库全书总目》，书后附有《四库撤毁书

提要》、《四库未收书提要》及《四角号码书名及著者姓名索引》，颇便检索。

今人余嘉锡撰有《四库提要辨证》亦可参考。

第十七课　 三国南北朝隋唐

　　 之《书》学

东汉之末，说《书》者，咸宗郑注。自魏王肃① 作《尚书解》，
又伪作《圣证论》以攻郑注，而蜀儒李譔作《尚书传》，亦攻郑注。 虞

翻在吴亦攻郑注之失。时孔氏古文《尚书》已亡，王肃、皇甫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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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徒，乃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复伪作《孔安国书传》，然不

为当世所崇。至晋永嘉之乱，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义亡。当南北

朝时，郑氏《书》注行于河北。徐遵明以郑学授李周仁③，自是言

《尚书》者咸宗郑学，惟刘芳④ 作《尚书音》则用王肃之注。以上北

学。江左之间，当晋元帝时，梅赜奏伪古文《尚书》⑤，自谓得郑

冲、苏愉之传，自言郑冲⑥授苏愉⑦，愉授梁柳⑧，柳授臧曹⑨，曹授梅赜。 晋

代君臣信伪为真，由是治《尚书》者，咸以伪《孔传》为主，立于学

官。惟梁、陈二朝，郑、孔并立。说《书》之儒，有孔子祛、《尚书义》、

《尚书集注》。 梁武帝、《尚书答问》。 张讥、《尚书义》。 惟范宁⑩ 笃信今

文，而费甝瑏瑡复为古文《尚书》作疏。姚方兴并伪造《舜典孔传》
一篇，自云得之大航头瑏瑢。于经文妄有增益。以上南学。 隋刘炫瑏瑣 得

南朝费甝疏，并崇信姚方兴之书，复增益《舜典》十六字，而北方

之士，始治古文黜今文。唐孔颖达本崇郑注，及为《尚书》作义

疏，一以《孔传》为宗，排斥郑注而郑义遂亡，惟刘子玄瑏瑤 稍疑《孔

传》。玄宗瑏瑥之时，复用卫包瑏瑦之义，改《尚书》古本之文，使之悉

从今字瑏瑧，而《尚书》古本复亡。此三国、六朝、隋、唐之《尚书》学

也。以上用《三国志》、《南史》、《北史》各列传、《经典释文》、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惠

氏《古文尚书考》瑏瑨、王氏《尚书后案》及《蛾术编》。

注：

① 王肃（１９５—２５６）：字子雍。东海郯（今山东郯城西南）人。好贾逵、

马融之学。曹明帝时总领《五经》博士。王肃治经不分今文、古文，兼采异

同，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曾伪造孔安国的《尚书传》、《论语》、《孝经

注》、《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为文献依据，作《圣证论》三十卷，专驳郑玄

经说。《三国志·魏书》有传。另著有《马王易义》、《周易注》、《尚书王氏

注》、《毛诗王氏注》、《毛诗问难》、《礼记王氏注》等。

② 皇甫谧（２１５—２８２）：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

甘肃平凉西北）人。汉太尉皇甫嵩曾孙。家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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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综典籍百家之言。终身未仕。《晋书》有传。著有《易传》，今佚。

③ 李周仁：徐遵明与刘献之的亲炙弟子，他传《毛诗》事，载《北史·儒

林传》。

④ 刘芳：字伯文，号石经，人称“刘石经”。彭城丛亭（今江苏徐州市）

人。《魏书》有传。著有《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等，清马国

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本。

⑤ 按：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大禹谟》、《五子之歌》、

《嗣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说

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

《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

⑥ 郑冲 （？—２７４）：字文和。荥阳开封（今河南开封）人。三国魏陈

留太守，累官太保。西晋时为太傅，晋爵为公。以儒雅著称，博究儒术与百

家之言。《晋书》有传。著有《论语集解》，今佚。

⑦ 苏愉：字休豫，一作休预。武功（今陕西咸阳西）人。三国魏金城太守

苏则之子，郑冲弟子，传古文《尚书》。咸熙中为尚书，历位太常、光禄大夫。

⑧ 梁柳：字洪季。天水（今天水市）人。苏愉弟子，曾任城门校尉，颇

有政绩，后被马瞻等人所杀。传古文《尚书》。按，《晋书·皇甫谧传》云：

“姑子外弟梁柳边曾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

篇之《书》。”

⑨ 臧曹：字彦始。城阳（今山东鄄城县）人。苏愉弟子，传古文《尚

书》，并授梅赜。

⑩ 范宁（３３９—４０１）：字武子。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少年笃学，

遍览经籍。《晋书》有传。治经反对何晏、王弼等的玄学化，以《春秋穀梁

传》未为善解，遂沉思积年著《春秋穀梁传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

瑏瑡 费甝：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曾为国子助教。著有《尚书义疏》，孔

颖达作《尚书正义》多采费《疏》。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云：“孔《疏》

本于二刘，而二刘又因费、巢之等。《北史·儒林传》称刘焯、刘炫始得费

《疏》，明费氏最为老师也。”

瑏瑢 姚方兴：生平事迹不详。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齐明建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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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航头买得，上之。

梁武帝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

《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清阎若璩《尚书古

文疏证》与惠栋《古文尚书考》对此均有考证，可参考。

瑏瑣 刘炫（约５４６—约６１３）：字光伯。河间景城（今河北献县）人。少时

以聪颖见称。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百余卷。后奉敕与刘焯等人考定

洛阳“石经”。《隋书》有传。著有《论语述义》、《孝经述义》、《春秋述义》、

《尚书述义》、《毛诗述义》等，今皆不传。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存

有部分辑录。

瑏瑤 刘子玄：刘知几（６６１—７２１），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

史学家。永隆进士。武周时历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唐中宗时参与编修

《则天皇后实录》。唐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贬为安州别驾。平生专攻

史学，所著《史通》，对历代史书及其体例作了详细诠释，是中国第一部史学

评论的专著。《旧唐书》、《新唐书》有传。

瑏瑥 玄宗（６８５—７６２）：指唐明皇李隆基，公元７１２—７５６年在位。初封

临淄王，后奉父李旦之诏即位。旋受禅，以姚崇、宋璟为相，整顿积弊，开

“开元”、“天宝”盛世。后因宠信李林甫、杨国忠，耽于声色，导致安史之乱，

仓皇奔蜀，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尊其为太上皇，不久，郁抑而死。《旧唐

书》、《新唐书》均有传。著有《周易大衍论》、《孝经注》等。

瑏瑦 卫包：唐玄宗时为集贤学士。曾受诏改古文《尚书》从今文。按：

唐代的“古文”概念，是指汉代的隶书经文，即汉代的今文。而汉代的古文

一般是指以小篆字体为特征的经书，所以卫包改古文为今文，实际上是将

汉代隶体改为唐代通用的楷书字体。事载《新唐书·艺文志》。

瑏瑧 今字：即唐代通用的楷书字体。如《隋书·经籍志》即载有“《今字

尚书》十四卷”。

瑏瑨 《古文尚书考》：清惠栋撰。全书二卷，上卷专驳《正义》，下卷专举

伪古文窃剽的来源。《清史稿》称其为“辨郑康成所传之二十四篇为孔壁真

古文，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为伪”。该书被视为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同享盛名的清代考证伪古文《尚书》的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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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课　 三国南北朝隋唐

　　 之《诗》学

东汉之末，说《诗》者，咸宗毛、郑。自魏王肃作《诗解》，述

《毛传》以攻《郑笺》，蜀儒李譔作《毛诗传》亦与《郑笺》立异。惟

吴人陆玑① 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详于名物，有考古之功。

及晋永嘉之乱，《齐诗》沦亡，惟韩、鲁之说仅在。晋董景道兼治《韩

诗》。当南北朝时，《毛传》、《郑笺》之学行于河北。通《毛诗》者，

始于刘献之②，献之作《毛诗序义》，以授李周仁、程归则③，归则

传刘轨思④，周仁传李铉，铉作《毛诗义疏》。又刘焯⑤、刘炫咸

从轨思受《诗》，炫作《毛诗述义》。而河北治《毛诗》者，复有刘

芳、沈重⑥、《毛诗义》、《毛诗音》。 乐逊⑦、《毛诗序论》。 鲁世达⑧，《毛诗

章句义疏》。大抵兼崇毛、郑。以上北学。 江左亦崇《毛诗》，晋王基⑨

驳王申郑；孙毓⑩ 作《诗评》评论毛、郑、王三家得失，多屈郑祖

王；而陈统瑏瑡复难孙申郑，王、郑两家互相掊击，然咸宗《毛传》。

若伏曼容、《毛诗义》。崔灵恩瑏瑢、《毛诗集注》。 何胤瑏瑣、《毛诗总集》、《毛诗

隐义》。张讥、《毛诗义》。顾越瑏瑤《毛诗傍通义》。 亦治《毛诗》，于郑、王

二家亦间有出入。惟周续之瑏瑥作《诗序义》，最得毛、郑之旨。以上

南学。及唐孔颖达作《诗义疏》，亦兼崇毛、郑，引申两家之说，不

复以己意为进退，守疏不破注之例，故《毛诗》古义赖以仅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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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韩遗说不可复考矣。又唐人治《诗》者，有成伯玙瑏瑦《毛诗指

说》，间以己见说经，以《诗序》瑏瑧 为毛公所续，北朝沈重已有此说。 遂

开宋儒疑《序》之先。此三国、六朝、隋、唐之《诗经》学也。以上用

《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各列传、《经典释文》、《四库全书提要》、《经义

考》瑏瑨及《蛾术编》。

注：

① 陆玑：字元辂。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太子中庶子、乌程

令。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专释《诗经》中动物、植物名称，后附

毛、鲁、齐、韩四家《诗》源流四篇，特详《毛诗》。另著有《毛诗陆疏广要》等。

② 刘献之：博陵饶阳（今河北饶阳）人。雅好《诗传》，博览典籍，通《五

经》。《魏书·儒林传》有传。著有《三礼大义》、《三传略例》、《毛诗序义注》

等，注《涅槃经》，未终而卒。

③ 程归则：渤海（今河北）人。天统（５６５—５６６）中任国子博士，以《诗》

著称。事载《北齐书·儒林传》。

④ 刘轨思：渤海（今河北）人。天统（５６５—５６６）中任国子博士，以《诗》

著称。《北齐书·儒林传》有传。

⑤ 刘焯（５４４—６１０）：字士元。信都郡昌亭（今河北冀县）人。刘献之

三传弟子，传其《毛诗》。又学《礼》于熊安生，学《左传》于郭懋。与刘炫相

友善，时称“二刘”。《北史·儒林传》有传。著有《五经述义》、《历书》、《稽

极》等，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录有《尚书刘氏义疏》一卷。

⑥ 沈重（５００—５８３）：字德厚。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时为《五

经》博士，后被周武帝礼聘京师，诏令讨论《五经》。《周书·儒林传》有传。

著有《周礼义》、《仪礼义》、《礼记义》、《毛诗义》等，今佚。

⑦ 乐逊（？—５８１）：字遵贤。猗氏（今山西临县）人。少从徐遵明学习

经书。《周书·儒林传》有传。著有《孝经序论》、《论语序论》、《毛诗序论》、

《左氏春秋序论》、《春秋序义》等，今佚。

⑧ 鲁世达：余杭（今浙江杭州）人。大业元年（６０５）由许善心推荐入学

官，任国子助教，后为秘书学士。精于《毛诗》。《隋书·儒林传》有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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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毛诗章句义疏》、《毛诗注并音》，今佚。

⑨ 王基：字伯舆。曲城（今山东掖县）人。受业郑玄，举孝廉，迁中书

侍郎、荆州刺史。后因平定文钦之乱，转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

东武侯。《三国志·魏书》有传。

⑩ 孙毓：字休明。北海平昌（今山东潍坊一带）人。官豫州刺史，迁长

沙太守。著有《毛诗异同评》、《春秋左氏传义注》，今佚。

瑏瑡 陈统：字元方。晋徐州从事。著有《难孙毓申郑毛诗评》，今佚。

瑏瑢 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淄博市）人。魏时为太常博士。南北

朝时，研究《毛诗》的集大成者。《梁书·儒林传》有传。著有《毛诗集注》、

《周礼集注》、《三礼义宗》、《左传经传义》、《公羊穀梁文句义》等，今佚。清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集注毛诗》一卷、《毛诗集注》一卷、《三礼义

宗》四卷。

瑏瑣 何胤（４４６—５３１）：字子季。庐江潜（今安徽霍山东北）人。少好学，

师事沛国刘瓛，受《易》、《礼记》及《毛诗》。入梁，隐居不仕。《梁书》有传。

著述百余卷，今不传。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录有《毛诗隐义》一卷、

《礼记隐义》一卷。

瑏瑤 顾越（４９３—５６９）：字允南。《陈书·儒林传》、《册府元龟》作“思

南”。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县）人。少明慧，通群经，曾为《丧服》、《毛诗》、

《老子》、《孝经》、《论语》等作义疏四十余卷，今不传。《南史·儒林传》

有传。

瑏瑥 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今山西代县）人。年十二，从范宁受

业，通五经五纬，号为“十经”。后入庐山，师事沙门慧远，与刘遗人、陶渊明

俱不应征，时称“寻阳三隐”。《宋书·隐逸传》有传。著有《毛诗周氏注》、

《毛诗序义》、《周氏丧服注》等，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均有

辑录。

瑏瑦 成伯玙：一作成伯瑜，生平事迹不详。唐代学者。著有《尚书断

章》、《毛诗断章》，今佚；今存《毛诗指说》一卷四章，指出《大序》非子夏所

作。此论虽未引起唐代学者的重视，但是到了宋代却成为学界关于《诗序》

讨论的热点。清人范家相《诗瀋》说：“疑《序》者，始于韩昌黎，发于成伯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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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儒从而力排之。”传世的还有《礼记外传》。

瑏瑧 按：《诗序》的作者，是经学史上聚讼纷纭的问题。代表性的有二

说：一为《后汉书·儒林列传》以《诗序》作于卫宏说。一为作于子夏说。

《诗·常棣》疏引《郑志》云：“《序》子夏所为，亲受圣言。”《关雎》首句下又引

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

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隋书·经籍志》则云：“《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

敬仲（卫宏）又加润饰。”沈重所说《大序》、《小序》的序列，与现在流行的《小

序》解释诗题在前、《大序》概论书旨在后的传统说法相反，而是序之首句者

为《大序》，首句以次者为《小序》。

瑏瑨 《经义考》：清朱彝尊（１６２９—１７０９）著。原名《经义存亡考》，列存、

亡两例。后分存、阙、佚、未见四例，改为今名，是研究中国古代经学流派与

经义的重要参考书。清翁方刚《经义考补正》和罗振玉《经义考目录八卷校

记》，有所补充订正。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

浙江秀水人（今嘉兴）人。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以布衣举博学鸿词，授翰林

院检讨，与李因笃、潘耒、严绳孙号称“四布衣”，预修《明史》，为康熙间文坛

领袖。《清史稿·文苑传》有传。

第十九课　 三国南北朝隋唐

　　　 之《春秋》学

三国之时，治《春秋》者，有魏王肃《左氏解》，蜀李譔《左氏

传》，而尹默①、来敏② 咸治《左氏》，《公》、《穀》之学渐衰。晋杜

预作《左传注》，干没贾、服之说，复作《春秋释例》，亦多忤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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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京相璠③作《春秋土地名》。 当南北朝时，服虔《左氏注》行于河北。

徐遵明传服注作《春秋章义》，传其业者有张买奴④ 诸人；杜注得

预玄孙杜垣之传行于齐地，故服、杜二家互相排击。李铉、刘焯

咸宗服注，卫翼隆⑤亦申服难杜，姚文安⑥则排斥服注，李献之⑦

复申服义以难之，周乐逊作《左氏序义》，亦申贾、服排杜注。若

夫刘炫作《春秋述异》、《春秋攻昧》，并作《春秋规过》，而张仲⑧

亦作《春秋义例略》，咸与杜注立异。以上北学。江左偏崇杜注，间用

服注。惟梁崔灵恩作《左氏经传义》申服难杜，虞僧诞⑨ 复申杜难

服以答之。以上南学。唐孔颖达作义疏专用杜注，而汉学尽亡。三

国以后，《公羊》学盛行河北，徐遵明兼通之。江左则《公》、《穀》

未立学官，惟贺循⑩请立三传，沈文阿瑏瑡作《三传义疏》，并及《公

羊》。说《穀梁》者，有唐固瑏瑢、糜信瑏瑣、孔衍瑏瑤、江熙瑏瑥、程阐瑏瑦、徐

先民瑏瑧、徐乾瑏瑨、刘瑶瑏瑩、胡讷瑐瑠十数家，范宁集众家之说成《穀梁

集解》瑐瑡。及唐徐彦瑐瑢作《公羊疏》以何休《解诂》为主，杨士勋瑐瑣

作《穀梁疏》以范宁《集解》为主，而赵匡瑐瑤、啖助瑐瑥、陆淳瑐瑦作《春秋

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掊击三传，以己意说经，别成一派。此三国、

六朝、隋、唐之《春秋》学也。以上用《三国志》、《晋书》、《南史》瑐瑧、《北史》各

传、《经典释文》、《经义考》、《蛾术编》。

注：

① 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今四川绵阳东北）人。早年游荆州，从司马

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通诸经史，专精《左氏春秋》，曾授后主刘禅《左氏

传》。后官谏议大夫、太中大夫，卒于成都。《三国志·蜀书》有传。

② 来敏（约１６４—约２６０）：字敬达。义野新阳（今河南信阳西北）人。

东汉末年因避战乱居荆州，好《左氏春秋》，尤精《苍》、《雅》训诂之学。《三

国志·蜀书》有传。

③ 京相璠：生平事迹不详。著有《春秋土地名》，今存。

④ 张买奴：平原（今山东平原）人。历官太学博士、国子助教。经义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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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门徒千余人。《北齐书·儒林传》有传。

⑤ 卫翼隆：即卫凯。齐国子博士，传服氏学，曾上书难杜预注《左氏春

秋》。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卫凯，盖卫翼隆也。国子博士，精服氏学，上

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一事。”

⑥ 姚文安：生平事迹不详。传服氏之学，事载《北史·儒林传》。

⑦ 李献之：生平事迹不详。

⑧ 张冲：原刊误作“张仲”，今改正。字叔玄。吴郡（今江苏苏州）人。

《隋书·儒林传》有传。著有《春秋义略》（原刊作《春秋义例略》）、《丧服

义》、《孝经义》、《论语义》等，今佚。

⑨ 虞僧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南朝梁国子助教。《梁书·儒林

传》有传。注《左传》，著有《申杜难服》，今佚。

⑩ 贺循（２６０—３１９）：字彦先。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博通经学，

尤精礼学。初任阳羡、武康令，后官丹阳内史等。《晋书》有传。著有《丧服

要记》、《莽礼》、《会稽记》等。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均有辑本。

瑏瑡 沈文阿（５０３—５６３）：字国卫。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按：《经

典释文序录》作“沈文何”。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云：“‘阿’、‘衡’名

字相应，《序录》、《正义》并作‘文何’，误。”少从沈峻习三礼之学。《陈书·

儒林传》有传。著有《春秋义记》、《经大义》等，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

辑佚书》辑有《春秋左氏经传义略》一卷。

瑏瑢 唐固：字子正。丹阳（今江苏丹阳）人。官拜议郎及尚书仆射。精

《春秋》，《三国志·吴书》有传。著有《春秋公羊传注》、《春秋穀梁传注》等，

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春秋外传国语唐氏注》一卷。

瑏瑣 糜信：字南山。东海（今山东临沂）人。魏乐平太守。《三国志·吴

书》有传。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云：“姚振宗曰：‘糜信不见于史，似

即糜竺、糜芳之同族，东海朐人也。’”著有《春秋说要》、《春秋穀梁传注》、

《春秋汉义》等，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春秋穀梁传糜氏

注》一卷。

瑏瑤 孔衍：字舒元。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以精《春秋穀梁

传》著称。《晋书·儒林传》有传。著有《春秋公羊传集解》、《春秋穀梁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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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等，今佚。

瑏瑥 江熙：字太和。济阳（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人。东晋兖州别驾。著

有《论语集解》、《毛诗注》，今佚。

瑏瑦 程阐：生平事迹不详。著有《春秋穀梁集传》，今佚。

瑏瑧 徐先民：范宁《春秋豰梁传序考证》作“徐仙民”，生平事迹不详。

瑏瑨 徐乾：字文祚，东莞（今山东沂水）人。东晋时官给事中。著有《春

秋公羊传注》，今佚。

瑏瑩 刘瑶：曾任南朝齐武帝太乐令。生平事迹略见于《旧唐书·志·

音乐》。　

瑐瑠 胡讷：字子言，南朝梁尚书左侍郎。生平事迹略见于《晋书·志·

礼》。著有《春秋三传评》、《三传经解》、《春秋穀梁集解》等，今佚。

瑐瑡 《穀梁集解》：全名《春秋穀梁传集解》。其序云：“《穀梁》传者虽近

十家，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

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于是乃商略名例，敷陈疑滞，示诸儒同异

之说。”

瑐瑢 徐彦：生平事迹不详。相传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公羊传

疏》即出其手。

瑐瑣 杨士勋：原刊误作“梁士勋”，今改正。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称他为

四门博士。所著《春秋穀梁传疏》被收入今本《十三经注疏》。

瑐瑤 赵匡：字伯循。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人。官至洋州刺史。曾

补充啖助所撰《春秋集传》和《春秋统例》，自撰《春秋阐微纂类义疏》，今佚。

事载《新唐书·儒学传》。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春秋阐微纂类

义疏》一卷。

瑐瑥 啖助（７２４—７７０）：字叔佐。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后家徙关中。博

通经学，唐玄宗天宝（７４２—７５６）年间，曾为临清尉和丹阳主簿。后隐居不

仕，专治《春秋》。主张治经不必严守“家法”和“师法”，提倡《春秋》专门之

学为通学。《新唐书·儒学传》有传。著有《春秋集传》与《春秋统例》二书，

并由其弟子赵匡、陆淳加以补充完善。今原书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

佚书》辑有《春秋集传》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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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瑦 陆淳（？—８０６）：一名陆质（避唐宪宗名讳）。字伯冲，号文通。吴

郡（今江苏吴县）人。与柳宗元、吕温等相友。曾师事啖助和赵匡学《春秋》

学，并分析三传异同，“多异先儒”，开宋代疑经之风。《旧唐书·儒学传》有

传。著有《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辩疑》、《春秋微旨》，均收入清《古经

解汇函》中。另有《类礼》、《君臣图翼》，今佚。

瑐瑧 按：原刊“南”字后脱“史”字，今补上。

第二十课　 三国南北朝隋唐

　　 之《礼》学

东汉之末，说《礼》者，皆崇郑注。自魏王肃作《三礼解》，复

作《仪礼丧服传》，专与郑玄立异。蜀李譔《三礼传》亦然。晋代

说《礼》多宗王肃。当南北朝时，郑玄《三礼注》盛行于河北，徐遵

明以郑学教授。同时治《礼》者，有刘献之、《三礼大义》。 沈重、《三礼

义》。《三礼 音》。 刘 芳。《周 官 仪 礼 音》。 从 遵 明 受 业 者，有 李 铉、祖

隽①、熊安生②。李铉又从刘子猛③受《礼记》，从房虯④受《周官

仪礼》，虯作《礼义疏》，作《三礼义疏》。安生作《周礼》、《礼记》义疏，

尤为北朝所崇。杨汪⑤问《礼》于沈重，刘炫、刘焯并受《礼》熊安

生，咸治郑学。以上北学。 江左治“三礼”者，有何佟之⑥、《礼议》。

王俭⑦、《礼论抄》。何承天⑧、《集礼论》。何胤、《礼答问》、《礼记隐义》。 沈

不害⑨，《五礼仪》。以崔灵恩《三礼义宗》为最精。然杂采郑、王之

说，与北朝崇信郑学者稍殊。惟严植之治“三礼”笃好郑学，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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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亦治《三礼义疏》，戚衮⑩受“三礼”于刘文绍瑏瑡，复从北人宗怀

芳瑏瑢受《仪礼》、《礼记疏》，作《三礼义记》，盖皆崇尚郑注者也。

又南朝治《周礼》者，有干宝瑏瑣、《周礼注》。 沈峻瑏瑤、精《周礼》。 崔灵

恩。《周礼集注》。治《仪礼》者，多偏治《丧服》。如雷次宗瑏瑥、《礼服》。

庾蔚之瑏瑦、《丧服要记》。 严植之、《凶礼仪注》。 顾越《丧服义疏》。 是也。

以上南学。 至于唐代孔颖达作《礼记正义》，贾公彦瑏瑧 作《周礼》、
《仪礼》义疏，悉宗郑注，故汉学未沦。若夫唐玄宗改《礼记》旧

本，以《月令》瑏瑨 为首篇，则近于无知妄作。此三国、六朝、隋、唐

之“三礼”学也。以上用《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各列传，《经典释文》

及《四库全书提要》、《礼书通故》瑏瑩。

注：

① 祖隽：一作“沮隽”。他传徐遵明“三礼”之学事，载《北史·儒林传》。

② 熊安生（？—５７８）：字植之。长乐阜城（今山东交河东南）人。曾师

事陈达、徐遵明、房虯、李宝鼎学《春秋》、《周礼》、《仪礼》，北齐时为国子博

士。入北周后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达千余人，知名学者刘炫、刘焯均出其

门下。《周书·儒林传》有传。著有《周礼》、《礼记》、《孝经》等义疏，均已

失。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礼记熊氏义疏》四卷。

③ 刘子猛：北齐章武（今河北大城）人。他受李周仁《礼记》之事，载

《北史·儒林传》。

④ 房虯：生平事迹不详。北齐常山（今河北正定南）人。他受李周仁

《周官》、《仪礼》之事，载《北史·儒林传》。

⑤ 杨汪：字元度。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北周时为周翼王侍读。

入隋，历官荆、洛二州长史，隋炀帝时为国子祭酒。暇时延生讲学，精《左

传》。后因依附王世充，以逆党被诛。《隋书》有传。

⑥ 何佟之（４４９—５０３）：字士威。庐江（今安徽霍山东北）人。南朝宋

时为扬州从事、总明馆学士。齐为国子助教，入梁为尚书左丞。博通经学，

精“三礼”，时称“醇儒”。《梁书·儒林传》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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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王俭（４５２—４８９）：字仲宝。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幼孤，为叔

父王僧虔所养。后辅助齐高帝即位，历官侍中、尚书令、镇军将军等职。好

读书，校勘古籍，依刘歆《七略》例作《七志》，又作《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

今均佚。《南齐书》有传。按：《封氏闻见录·典籍》云：“元徽初，秘书丞王

俭又造《目录》万五千七十四卷。俭又别撰《七志》，有《经典志》、《诸子志》、

《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宋书·后废帝纪》：

“元徽元年八月辛亥……秘书王俭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南齐书》与

《宋书》所记卷数不同。明人辑有《王文宪集》。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

书》辑有《丧服古今集记》、《礼义答问》各一卷。

⑧ 何承天（３７０—４４７）：东海郯（今山东郯城西南）人。南朝宋时历官

衡阳内史、御史中丞等。精历算音律，曾考定“元嘉历”，订正旧历所制定的

冬至时刻和冬至时日所在位置。发明近似十二平均律的“新律”。《宋书》

有传。著有《报应问》、《达性论》等。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礼

论》一卷。

⑨ 沈不害：字孝和。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博通经史。南朝陈

天嘉初，为嘉德殿学士。曾上书请建儒宫。官至终通直散骑常侍。《陈

书·儒林传》有传。

⑩ 戚衮：字公文。吴郡盐官（今江苏苏州）人。曾从刘文绍受“三礼”

之学。梁武帝时任扬州察酒从事，官至江州刺史。入陈后，官王府录事参

军。《陈书·儒林传》有传。著有《礼记义》，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

佚书》辑有《周礼戚氏音》一卷。

瑏瑡 刘文绍：曾任陈国子助教，精于“三礼”之学。事载《陈书·儒林

传·戚衮传》。

瑏瑢 宗怀芳：生平事迹不详。

瑏瑣 干宝（？—３３６）：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勤学博览，好阴阳

术数之学。晋元帝时以佐著作郎领修国史，著《晋纪》，时称良史，今佚。又编

集神怪灵异故事为《搜神记》。《晋书》有传。著有《易解》、《周易注》、《周易干

氏注》、《易注》、《干氏易传》、《周官礼注》、《周官礼干氏注》、《周官注》等，今

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汉魏二十一家易注》中均有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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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少好学，师从宗人沈麟

士，遂博通《五经》，尤精“三礼”之学。南朝梁时仕国子助教，官至武康令。

《梁书·儒林传》有传。

瑏瑥 雷次宗（３８６—４４８）：字仲伦。豫章南昌（今江西南昌）人。少入庐

山，从释慧远习《丧服》。南朝宋时与何尚之玄学、何承天史学、谢元文学并

称“四学”。以善讲《丧服》著称。《宋书·隐逸传》有传。所著经学著作今

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丧服经传略注》、《略注丧服经传》、

《仪礼丧服经传略注》、《五经要义》各一卷。

瑏瑦 庾蔚之：字季随。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南朝宋员外常侍。事载《宋

书·隐逸传》。著有《礼论钞》，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一卷。

瑏瑧 贾公彦：洛州永年（今河北邯郸市东北）人。唐高宗永徽（６５０—

６５５）年间，官太常博士。受学于瀛州张士衡，精通“三礼”之学，曾参与由孔

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旧唐书·儒学传》有传。所著《周礼义疏》，选

用郑玄注本，汇综各家经说，广为扩充，义疏体例仿《五经正义》。二书均收

入今本《十三经注疏》。

瑏瑨 《月令》：《礼记》篇名。相传由周公所作，实由秦汉间人将《吕氏春

秋》十二纪的首章汇集而成。今人任善铭《礼记目录后案》引马叙伦《读书

续记》引明张萱《疑耀》云：“《马经》：‘马性畏灰，马驹过之辄死。秦之禁弃

灰，其为畜马计也。’据此知《月令》禁烧灰正商鞅刑弃灰之律，重马政而后

黻冕，吕氏所著为秦人月令无疑。其客或侈张其法，复加之以文藻，参以阴

阳，固亦不必秦所尽行也。然则又焉可归之周公乎？”该篇记述每年夏历十

二个时令及其相关事物，并将其统纳于五行相生的系统中。是研究战国、

秦汉时期农业生产和时令的重要参考书。

瑏瑩 《礼书通故》：清黄以周（１８２８—１８９９）著。全书一百卷。融通“三

礼”，分礼制、学制、封国、职官、田赋、名物、乐律、刑法、占卜等四十九类，博

采汉唐至清各家之说，详加解释，考辨精详，是清代学者研究“三礼”的重要

经学著作。以周字元同，号儆季，晚号哉生。定海（今浙江定海）人。同治

九年（１８７０）举人，官分水训导、处州府教授，赠内阁中书衔。《清史稿·儒

林传》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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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课　 三国南北朝隋唐之《论语》

　　　　 　学附《孟子》、《学》、《庸》

东汉之末，说《论语》者，多宗郑注。至魏王肃作《论语解》，

始与郑注立异，而陈群①、周生烈②、王弼咸注《论语》。何晏诸

人，采摭汉魏经师之说，采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康成、陈群、王肃、周生

烈八家之说。成《论语集解》。其篇目一依《鲁论》，虽去取多乖，然

汉儒遗说赖此仅存。晋代注《论语》者，有栾 肇③、蔡 谟④、卫

瓘⑤、范华⑥，而江熙复作《论语集解》，所列者十三家。 大旨与何晏

相同。当南北朝时，郑玄《论语注》行于河北。治《论语》者，有李

铉、《论语义疏疏》。乐逊、《论语序论》。 张冲，《论语义疏》。 悉以郑注为

宗。以上北学。江左治《论语者》，有伏曼容《论语义》、皇侃《论语义

疏》，以皇侃⑦之书为最精。皇侃《论语疏》久亡，惟日本有藏本耳。近复由

日本传入中国，然真伪参半。然仍以何氏《集注》为主，与北方墨守郑注

者不同。以上南学。隋唐以降，《论语》之学式微。惟唐韩愈⑧、李

翱⑨作《论语笔解》，附会穿凿，缘词生训，遂开北宋说经之先。

此三国、六朝、隋、唐之《论语》学也。以上用《三国志》⑩、《晋书》、《南史》、

《北史》各列传，《经义考》、刘宝楠《论语正义》瑏瑡。

三国以后，治《孟子》者，有晋人綦毋邃《孟子注》瑏瑢。至于唐

代有陆善经瑏瑣《孟子注》删节赵岐章句，于赵注亦有去取，今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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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作《孟子》音义者，复有张镒瑏瑤《孟子音义》，丁公著瑏瑥《孟子

手音》，然分析章句，漏略实多。自韩愈、皮袭美瑏瑦 诸儒尊崇《孟

子》，遂开宋儒尊孟之先。以上本焦循《孟子正义》、《经义考》。

三国以后，说《大学》、《中庸》者，皆附《礼记》解释。唐孔颖

达作《礼记正义》，亦并疏《大学》、《中庸》二篇。惟梁武帝《中庸

讲疏》裁篇别出，已开宋儒之先。以上用《经义考》及方东树《汉学商兑》瑏瑧、

汪中《文学评议》。

注：

① 陈群：字长文。许（今河南许昌）人。与孔融相友，由此显名。《三

国志·魏书》有传。著有《论语陈氏义说》，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

书》辑有一卷。

② 周生烈：字文逸。敦煌（今甘肃敦煌县西）人。魏初官郎中。明帝

时注经传，颇专于世。事载《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著有《论语周生氏

义说》一卷、《周生烈子》一卷、《周生子要论》一卷等，今佚。清马国翰《玉函

山房辑佚书》均有辑本。

③ 栾肇：字弘茂。晋代尚书郎。事载《晋书·栾广传》。著有《论语释

疑》，今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一卷。

④ 蔡谟（２８１—３５６）：字道明。陈留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晋代历

官侍中、太傅、太尉、司空、司徒等职。《晋书》有传。著有《蔡氏丧服谱》、

《论语蔡氏注》、《礼记音》、《晋七庙记》等。

⑤ 卫瓘：字伯玉。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晋书》有传。著有《易

义》、《丧服仪》、《集注论语》，今佚。

⑥ 范华：生平事迹不详。

⑦ 皇侃（４８８—５４５）：一作“皇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少从会稽

贺杨问学。曾任南朝梁国子助教、员外散骑郎。擅长以老庄玄学治诸经。

《梁书·儒林传》有传。著有《论语义疏》，略于名物制度，今收入清人钟钧

《古经解汇函》。另著《礼记讲疏》、《礼记义疏》、《孝经义疏》，均佚。清马国

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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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唐贞元

八年（７９２）进士。历任监察御史、阳山令、国子博士。刑部侍郎、潮州刺史、

袁州刺史、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是中国最先提出“道统论”

的学者。在中国文学史上，他倡导古文运动，排斥科举时文，为“唐宋八大

家”之一。《旧唐书》有传。著有《昌黎先生集》。

⑨ 李翱（７７２—８４１）：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唐贞元

时进士，历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考功员外郎、礼部郎中、中书舍人、桂州

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他与柳宗元、韩愈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

推进者。因与韩愈交谊极深，学术见解相同，被人并称“韩李”。《旧唐书》

有传。著有《易诠》、《孟子注》、《论语笔》等。

⑩ 按：原刊“三国”后脱“志”字，今补上。

瑏瑡 刘宝楠（１７９１—１８３３）：字楚桢，号念楼。江苏宝应人。清道光二十

年（１８４０）进士。曾任知县。幼从叔父刘台拱问学，与仪征刘文淇齐名。初

治《毛诗》和郑（玄）《礼》，后与刘文琪、柳兴恩、陈立等相约各治一经，于是

仿照焦循《孟子正义》的体例，编撰《论语正义》二十四卷，书未成而卒，由其

子刘恭冕续成。为清代十二种新疏之一。《清史稿·儒林传》有传。另著

有《释谷》、《汉石例》、《宝应图经》、《念楼集》等。

瑏瑢 綦毋邃：原刊作“綦母遽”，今改正。生平事迹不详。按：《隋书·

经籍志》云：“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旧唐书·经籍志》则谓“《孟

子》又七卷，綦毋邃注”。

瑏瑣 陆善经：唐代学者。曾参加编撰《唐六典》、《大唐仪礼》。事载《新

唐书·艺文志》。著有《注孟子》七卷。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

《孟子陆氏注》一卷、《汉学堂丛书》收入《新字林》一卷、《函海丛书》录有《古

今同姓名录续》二卷。

瑏瑤 张镒：字季权，一字公度。江苏苏州人。张后胤五世孙。唐代由大

理评事迁中侍御史、抚州司户参军。建中初拜中侍郎、同平章事，官至凤翔

陇右节度使。《旧唐书》有传。著有《张氏三礼图》、《孟子张氏音义》，今佚。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均有辑录。

瑏瑥 丁公著：字平子。唐代吴（今江苏苏州）人。初为右补阙，充太子诸

１８第二十一课　 三国南北朝隋唐之《论语》学附《孟子》、《学》、《庸》



王侍读，后迁太常卿。著有《太子诸王训》十篇。《旧唐书·孝友传》有传。

瑏瑦 皮袭美（约８３８—约８８３）：即皮日休，字袭美，一字逸少。襄阳（今

湖北襄樊）人。唐代文学家。性格怪诞，善文章。与陆龟蒙为友，时称“皮

陆”。咸通中进士，官太常博士。曾向朝廷建议将《孟子》升格为专经。参

见《皮氏文薮》卷九。

瑏瑧 方东树（１７７２—１８５１）：字植之，晚号仪卫主人，清桐城人。师从姚

鼐。先后入阮元、邓廷桢幕府。曾主持廉州海门书院、韶州书院，安徽庐

州、亳州书院，后回籍安徽，主持祁门书院。为学多变，初好陆王之学，后改

宗朱熹，晚年醉心禅学。尤以诋毁汉学，卫护程朱道统见称。《清史稿·文

苑传》有传。所著《汉学商兑》三卷，抨击汉学不遗余力，被梁启超赞为“清

代一极有价值之书”。

第二十二课　 三国南北朝隋唐之《孝经》

　学附《尔雅》

东汉以后，说《孝经》者，亦多宗郑注。当南北朝时，郑氏《孝

经注》盛行于河北。治《孝经》者，有李铉《孝经义》，乐逊《孝经叙

论》，樊深①《孝经丧服问答》，皆崇郑学。故北齐以降，皆立《孝

经》于学官。以上北学。 南方之儒，治《孝经》者，有王元规②、《孝经

义记》。张讥、《孝经义》。顾越。《孝经义疏》。 自荀昶③ 作《孝经集解》

以郑为优，范蔚宗④、王俭亦信之，惟陆澄力辨其非，梁载言⑤ 定

为郑小同⑥ 所作。其 说 最 确。 宋齐以降，亦立于学官。以 上 南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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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传》则自汉以后，真本久亡。隋王逸⑦ 托言得之长安，复由王

邵⑧示刘炫，炫信为真，复率意删改，作《孝经述义》，分为二十二

章。唐刘子玄力辨郑注之非，欲废郑行孔，司马贞⑨ 黜其妄，故

玄宗御注仍以十八章为定本。此三国、六朝、隋、唐之《孝经》学

也。以上用《南史》、《北史》各传，《经义考》、《蛾术编》、阮福《孝经疏》⑩。

三国以降，注《尔雅》者，有王肃、谢氏、顾氏，惟晋郭璞瑏瑡《尔

雅注》集众说之大成，并作《尔雅音义》、《尔雅图谱》。当南北朝

时，雅学盛行于江左。北方鲜治《尔雅》者。 为《尔雅》作注者，有沈

旋瑏瑢、陶弘景瑏瑣。为《尔雅》作音者，有沈旋、施乾瑏瑤、谢峤瑏瑥、顾野

王瑏瑦、江漼瑏瑧。漼并作《尔雅图赞》。为《尔雅》作疏者，有孙炎、此别一孙

炎，非汉末之孙炎也。 高琏瑏瑨。隋唐以降，说《尔雅》者瑏瑩，有曹宪瑐瑠

《尔雅音义》，裴瑜瑐瑡《尔雅注》，刘邵瑐瑢亦有《尔雅注》。 咸足补郭注之

遗。若夫魏张揖作《广雅》，梁顾野王作《玉篇》，隋曹宪作《博

雅》，唐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咸精于声音训诂之学，亦小学之参

考书也。以上用《经义考》及胡元玉《雅学考》。

注：

① 樊深：字文深，猗氏（今山西临猗南）人。北魏永安（５２８—５３０）中，

以军功迁中散大夫。后为国子博士，加开府仪同三司。精天文历算之学，

《北史·儒林传》有传。著有《孝经丧服问疑》等，今佚。传世的有《七经义

纲》一卷。

② 王元规：字正范。晋阳（今山西太原）人。从沈文阿受业，通群经。

南朝梁时以《春秋》高第。入陈为尚书祠部郎。陈亡，为隋秦王府东阁祭

酒。《陈书·儒林传》有传。著有《续经典大义》、《春秋笺记》，今佚。清马

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续春秋左氏传义略》一卷。

③ 荀昶：字茂祖。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以文义官至南朝宋中书郎。

事载《宋书·荀伯子传》。

④ 范蔚宗（３９６—４４５）：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湖北光化）人。出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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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世家，祖父范宁为豫章太守，父亲范泰为车骑将军。史称他“少好学，博

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所著《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唐初把它

列为正史中前四史之一。《南史》有传。

⑤ 梁载言：唐代聊城（今山东聊城）人。历官凤阁舍人、怀州刺史等。

《旧唐书·文苑传》有传。著有《十道志》。

⑥ 郑小同：详见第十五课注⑧。

⑦ 按：此王逸，非汉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的王逸，生平事迹

不详。清代毛奇龄《经问》卷三“立学官故曰《孝经》者宜书而不宜经者也”

条云：“隋开皇间秘书学生王逸，忽得古文本上之秘书监王劭，劭从示河间

刘炫。”王鸣盛《蛾术编》卷八“《孝经》古今文”条也云：“隋开皇十四年，秘书

学生王逸于京市买得一本，送著作王劭，以示刘炫。”这里，刘师培取王

氏说。

⑧ 王邵：生平事迹不详。曾批证当时经学弃汉代章句之学，崇尚浮

华。他说：“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

专经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

服非。然则郑、服之外，皆雠矣。”参见《新唐书·儒学下》。

⑨ 司马贞：字子正，自号小司马。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代学者。

历官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著有《史记索引》及补《三皇纪》。

⑩ 按：《孝经疏》，即《孝经义疏补注》。详见第一册第十五课注⑦。

瑏瑡 郭璞（２７６—３２４）：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博学有高

才，好经术，又喜阴阳卜筮之学。东晋初为著作郎、尚书郎，后为王敦所

杀。《晋书》有传。所著《尔雅注》、《尔雅音》、《尔雅图》、《尔雅图赞》，集

《尔雅》学之大成。今存《尔雅注》，刊入《十三经汪疏》中。清马国翰《玉函

山房辑佚书》中有辑录。另著有《周易髓》、《周易林》、《周易洞林》、《易新

林》、《毛诗拾遗》，均佚。又有《山海经注》、《穆天子注》、《子虚赋注》等多

种传世。

瑏瑢 沈旋：字士规，沈约之子。曾为太子仆，历官南朝梁招远将军、南康

内史等职。《南史》、《梁书》有传。著有《迩言》十卷。吴承仕《经典释文序

录疏证》云：“《南史》‘迩言’二字当为‘尔雅’之伪。”按：《隋书·经籍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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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为《集注尔雅》十卷，吴说是。

瑏瑣 陶弘景（４５６—５３６）：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士。丹阳秣陵（今江苏南

京）人。《梁书》有传。曾搜集整理道经，创“茅山派”。又整理古代的《神农

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著成《本草经集注》。另注《尔雅》

等，今佚。

瑏瑤 施乾：南朝陈博士。著有《尔雅音》，今佚。

瑏瑥 谢峤：南朝陈国子祭酒。著有《丧服义》，今佚。

瑏瑦 顾野王（５１９—５８１）：字希冯。吴郡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初仕南

朝梁，后为陈撰史学士、黄门侍郎，官至光禄卿。《陈书》有传。曾搜辑和考

证古今文字形体与训诂，仿《说文解字》著《玉篇》三十卷，收字一万六千九

百十七，注重篆隶的历史变迁与考察古籀之原。传世的仅是残本，清黎庶

昌有影印本。

瑏瑧 江漼：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隋为秘书学士。著有《尔雅音》八

卷，今佚。事载《陈书·江总传》。

瑏瑨 高琏：生平事迹不详。

瑏瑩 按：在唐代，《尔雅》是学馆生徒的必修科目。开成二年（８３７）镌刻

石经，《尔雅》被正式列入十二经中。

瑐瑠 曹宪：江都（今江苏扬州）人。隋为秘书学士。唐贞观时召为弘文

馆学士。《旧唐书·文学传》有传。著有《桂苑珠丛》、《文字指归》、《广雅音

释》、《傅雅音》等。

瑐瑡 裴瑜：字稚璜，河东（今属山西）人。东汉光和（１７８—１８１）中官至尚

书。事载《后汉书·史弼传》。

瑐瑢 刘邵：字孔才。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东汉建安（１９６—２０９）中

为太子舍人，迁秘书郎。三国魏黄初（２２０—２２３）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

类相从，著《皇览》。又制礼作乐，以移风俗。《三国志·魏书》有传。著《乐

论》十四篇。另著有《人物志》、《法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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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课　 宋元明之《易》学

宋儒治《易经》者，始于刘牧①。牧学出于陈抟②，抟作“先

天”、“后天”图③，牧作《易数钩隐图》④。邵雍⑤ 亦传陈抟《易》
学，其子邵伯温作《易学辨惑》。 及弟子陈瓘⑥《了翁易说》。 咸以数推

理。倪天隐⑦受业胡瑗⑧，治《易》主明义理。作《周易口说》。 司马

光⑨、张载⑩《易说》，亦以空言说《易》。苏轼瑏瑡《易传》、多言人事。

程颐《易传》亦黜数言理。自是以后，说《易》之书，如张根瑏瑢、《吴园

易解》。耿南仲瑏瑣、《易新讲义》。 李光瑏瑤、《读易详说》。 郭雍瑏瑥、传家《易》

说。张栻瑏瑦《南轩易说》。皆以说理为宗，或引人事证经义。张浚瑏瑧、
《紫严易传》。朱震瑏瑨、《汉上易集传》。 程大昌瑏瑩、《易原》。 程迥瑐瑠《周易古

占法》。皆以推数为宗。然间有理、数兼崇者。如郑刚中瑐瑡《周易窥余》

及吴沈瑐瑢《易璇玑》是。自吕大防瑐瑣、晁说之瑐瑤、吕祖谦瑐瑥主复古本，朱

子本之，作《周易本义》瑐瑦，经二卷，十翼十卷，后多淆乱。 亦理、数兼崇，
复作《易学启蒙》，朱鉴瑐瑧又辑《文公易说》。惟林栗瑐瑨说《易》《周易经传集

解》与朱子殊。宋元以来，言《易》者，或宗程子，如项安世瑐瑩《周易玩

辞》、杨万里瑑瑠《诚斋易传》、方闻一瑑瑡《大易粹言》、郑汝谐瑑瑢《易翼传》、许衡瑑瑣《读易

私言》、赵汸瑑瑤《周易文诠》是。或宗朱子，如蔡渊瑑瑥《经传训解》、税与权瑑瑦《启蒙

小传》、胡方平瑑瑧《启蒙通释》、俞琰瑑瑨《读易举要》、胡一桂瑑瑩《本义附录纂注》、蔡

清瑒瑠《易蒙引》是。或参合程朱之说。如董楷瑒瑡《传义附录》、赵采瑒瑢《程朱传

义折衷》是。自是以外，有以心学释《易》者，如杨简瑒瑣、王宗传瑒瑤《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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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龙瑒瑥《易简说》是。有据图象说《易》者，如林至瑒瑦《易稗传》、朱元升瑒瑧《三

易备遗》、雷思齐瑒瑨《易图通变》、张理瑒瑩《象数钩深图》、黄道周瑓瑠《三易洞机》是。

而冯椅瑓瑡、《厚斋易学》。 李过瑓瑢、《西溪易说》。 吴澄瑓瑣、《易纂言》。 复改

纂经文。至明代辑《大全》，胡广瑓瑤 等选。 而汉《易》尽亡。惟王夫

之瑓瑥《周易稗传》，尚为徵实。此宋、元、明三朝之《易》学也。以上

用《四库全书提要》、《经义考》、焦循《易广记》。

注：

① 刘牧（１０１１—１０６４）：字先之，号长民。衢州（今浙江衢县）人。宋进

士出身，官州军事推官，后由范仲淹的推荐，历任兖州观察推官、大理寺丞

等职。传陈抟、种放、邵雍等先天之学。《宋史翼》有传。著有《新注周易》、

《卦德通论》、《易数钩隐图》、《易解》等。

② 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宋太祖赐号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今安

徽亳州）人。隐居武当山及华山十余年，人称“华山道士”。好读《周易》，曾

以图式解《易》，是北宋图书《易》学的开创者。《宋史·隐逸传》有传。著有

《易龙图》，今佚。另有《三峰寓言》、《高阳集》、《指玄篇》等。

③ “先天”、“后天”图：易学术语，即流行于宋代的图书易学。先天图

是指《先天八卦方位图》，又称《伏羲八卦方位图》。后天图是指《文王八卦

方位图》。因伏羲在前，文王在后，故有称先天、后天之称。相传两图均为

陈抟所传，现在一般认为是由邵雍拟制的，今载朱熹《周易本义》卷首。现

示图如下，以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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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易数钩隐图》：原刊误作《易学钩隐论》，今改正。《古今图书集

成》、《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读书志》、《绍兴书目》所载卷数不

一。现据《四库全书》本，内容由“太极”、“太极生两仪”、“天五”、“天地数十

有五”、“天一下生地”、“地二上生天七”、“天三左生地八”等五十五幅图式

与诠释文字所组成，是宋人以数论《易》的代表性著作。

⑤ 邵雍（１０１１—１０７７）：字尧夫，一字康节，自号安乐先生。曾隐居苏门

山百源之上，后人称其为“百源先生”。共城（今河南辉县）人。与周敦颐、程

颢、程颐、张载并称“北宋五子”。好《易》，曾从李之才受《河图》、《洛书》及象

数之学，创立北宋象数“先天之学”。《宋史·道学传》有传。著有《古周易》、

《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渔樵问答》等，后人编为《邵子全书》。

⑥ 陈瓘（１０６０—１１２４）：字莹中，自号了翁，学者称其为了翁先生。南

剑州沙县（今福建沙县）人。少好读书，笃学有见识。宋元丰二年（１０７９）进

士。历官湖州掌书记、签书越州判官等职。《宋史》有传。著有《了翁易

说》、《四明尊尧集》等。

⑦ 倪天隐：字茅冈，号千乘。宋桐庐（今浙江桐庐县）人。因范仲淹的

推荐，以布衣超拜校书郎，官至太常博士。博学能文，师从胡瑗习《易》。

《宋史翼》有传。著有《周易口义》，注释《系辞传》、《说卦传》等。

⑧ 胡瑗（９９３—１０５９）：字翼之。宋泰州如皋（今江苏如皋）人。自幼勤

学，七岁善作文，十三通《五经》，以圣人自期许。《宋史·儒林传》有传。所

著《周易口义》十二卷，不论象数、互体，是宋代义理说《易》的开创者。另著

有《洪范口义》、《皇祐新乐图记》等。

⑨ 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

西夏县）人。宋宝元元年（１０３８）进士，官至宰相。以史学见长。朱熹曾将

其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宋史》有

传。著有《易说》、《注系辞》、《注古文孝经》、《注老子道德经》、《集注太玄

经》、《书仪》、《家范》等三十余种。

⑩ 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７）：字子厚，号横渠，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凤翔

郿县（今陕西眉县）人。宋嘉祐（１０５６—１０６３）年间进士，历任祁州司法参

军、丹州云岩县令等职。曾与程颢、程颐兄弟探讨经学要旨。《宋史·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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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有传。著有《横渠易说》三卷、《经学理窟》等，后人汇集其著作为《张子

全书》。

瑏瑡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县）

人。宋嘉祐（１０５６—１０６３）年间进士，历任凤翔签书判官、开封府推官、中书

舍人等职。晚年时，因“新党”秉政，被贬惠州、儋州等地。工诗词。又善书

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宋史》有传。著有《东坡易传》、

《东坡书传》等。

瑏瑢 张根（１０６１—１１２０）：字知常，号吴园。饶州德兴（今江西德兴）人。

宋元丰五年（１０８２）进士。大观（１１０７—１１１０）年间，官至淮南转运史，以朝

散大夫终于家。为官以敢于直谏著称。《宋史》有传。著有《吴园易解》、

《春秋指南》等。

瑏瑣 耿南仲：字希道。开封（今河南开封）人。宋元丰间进士。靖康

（１１２６—１１２７）年间，官至资政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金人南下，力主割

地议和。徽、钦二帝被俘，首先劝进，为史传所讥。《宋史》有传。著有《周

易新讲义》。

瑏瑤 李光（１０７８—１１４４）：字泰发，一字泰定，号转物居士，自号读易老

人。越州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宋崇宁五年（１１０６）进士。历官开化令、太

常博士、吏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后因忤秦桧被谪。《宋史》有传。著有

《读易详说》。

瑏瑥 郭雍（１０９１—１１８７）：字子和，号白云，学者称其为白云先生。洛阳

（今河南洛阳）人。宋乾道（１１６５—１１７３）年间，隐居陕州，旌召不赴，赐号冲

晦先生，淳熙时封为颐正先生。《宋史·隐逸传》有传。著有《郭氏家传易

说》、《卦辞要旨》、《蓍卦辨疑》等。

瑏瑦 张栻（１１３３—１１８０）：字敬夫，后避讳改钦夫，一字乐斋，号南轩，学

者称其为南轩先生。张浚之子。早年师从胡宏，习二程理学。《宋史·道

学传》有传。著有《南轩易说》、《论语解》、《孟子说》、《南轩文集》等。

瑏瑧 张浚（１０９７—１１６４）：字德远，自号紫岩。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张

栻之父。宋徽宗时进士，历任太常主簿、宰相等职。《宋史》有传。著有《紫

岩易传》、《中庸解》、《论语解》、《春秋解》、《诗书礼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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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 朱震（１０７２—１１３７）：字子发。荆门军（今湖北荆门）人。宋政和中

进士。南宋时，以《易》、《春秋》著称。受业谢良佐，为二程再传弟子，宋代

《易》学象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宋史·儒林传》有传。著有《汉上易集

传》、《卦图》、《丛说》等。

瑏瑩 程大昌（１１２３—１１９５）：字泰之。休宁（今安徽休宁）人。宋绍兴二

十一年（１１５１）进士。历官著作佐郎、秘书少监等职。《宋史·儒林传》有

传。所著《诗论》，好以己意改动《毛诗序》文字。另著有《易原》、《禹贡论》、

《演繁露》、《易老通言》等多种。

瑐瑠 程迥：字可久，号沙随，学者称沙随先生。应天府宁陵（今河南宁

陵）人。后徙居余姚（今浙江余姚），宋隆兴元年（１１６３）进士，曾受经于嘉兴

学者茂德、严陵、喻樗等，为“龟山”学派的传人。《宋史·儒林传》有传。著

有《古易考》、《易章句》、《孟子章句》、《周易古占法》、《经史说》等。

瑐瑡 郑刚中（１０８９—１１５４）：原刊误作“郑朔中”，今改正。字亨仲，一字

汉章，号北山。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宋绍兴二年（１１３２）进士。历秘书少

监、监察御史等职。后为秦桧陷害而死。《宋史》有传。所著《周易窥余》十

五卷，颇具新意，为后世所重。另有《经史传音》、《北山集》等。

瑐瑢 吴沈：字濬仲。兰溪（今浙江兰溪）人。早年以学问名世。明初，被

朱元璋召沈讲经史，后命为县学训导。洪武初为东阁大学士，国子博士，以

老致仕。《明史》有传。编有《存心录》、《精诚录》、《易璇玑》等。

瑐瑣 吕大防（１０２７—１０９７）：字微仲。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吕大

临之兄。历经宋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历任知县、监察御史、右永

兴军等职，官至宰相。《宋史》有传。著有《周易古经》十二篇。

瑐瑤 晁说之（１０５９—１１２９）：字以道，一字伯以，自号景迂，学者称景迂先

生。澶州（今河南濮阳）人。宋元丰五年（１０８２）进士，元祐中，以党籍被逐。

官至中奉大夫。《宋史》有传。著有《古周易》八卷、《易规》一卷、《京氏易

式》、《中庸传》、《景迂生集》等。

瑐瑥 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

华）人。宋隆兴元年（１１６３）进士，中博学鸿辞科，累官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

官。与朱熹、张栻相友，人称“东南三贤”，“鹅湖之会”的召集人。《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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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传》有传。著有《东莱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续说》、《详注东莱左

氏博议》、《东莱易说》、《书说》等多种。

瑐瑦 《周易本义》：朱熹撰。原著经传不分，共十二卷，上下经为二卷，十

翼为十卷。现行《周易本义》四卷，为后人所更改。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云：“晦庵初为《易传》，用王弼本，复以吕氏（祖谦）《古易经》为本义。其大

略同，而加详焉。首列九图，末著揲蓍法。兼义理与占象而言。”此书为宋

元明理学家说《易》所本。

瑐瑧 朱鉴（１１９０—１２５８）：字子明，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熹之孙。以

荫补迪功郎，官至奉直大夫。辑有《朱文公易说》、《诗传遗说》。

瑐瑨 林栗：字黄中，一字宽夫。福清（今福建福清）人。宋绍兴十二年

（１１４２）进士。官任兵部侍郎、出知泉州。论学与朱熹异趣。《宋元学案》有

传。著有《周易经传集解》三十六卷，流传不广。

瑐瑩 项安世（？—１２０８）：字平甫，号平庵。松阳（今浙江遂昌县）人。宋

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同进士出身。历官秘书正字、校书郎等职。《宋史》有传。

著有《周易玩辞》、《项氏家说》、《平庵悔稿》等。

瑑瑠 杨万里（１１２７—１２０６）：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宋

绍兴二十四年（１１５４）进士，历任永州零陵丞、太常博士等职。与尤袤、范成

大、陆游并称“南宋四大家”。《宋史·儒林传》有传。著有《诚斋易传》、《诚

斋集》。

瑑瑡 方闻一：舒州（今安徽潜山）人。宋淳熙中，任舒州博士，奉郡守曾

种之命，编著《大易粹言》。

瑑瑢 郑汝谐：字舜举，自号东谷居士。宋青田（今浙江青田）人。中教官

科，迁知信州，召为考功郎，官至徽猷阁侍御。《宋史翼》有传。著有《东谷

易翼传》、《论语意源》等。

瑑瑣 许衡（１２０９—１２８１）：字仲平，号鲁斋，学者称鲁斋先生。河内（今河

南沁阳）人。曾参与元代官制、朝仪及修订《授时历》等，与吴澄齐名，并积

极传播和推广程朱理学。《元史》有传。著有《读易私言》、《孟子标题》、《四

箴说》、《中庸说》等，后人辑为《鲁斋遗书》。

瑑瑤 赵汸（１３１９—１３６９）：原刊误作“赵沂”，今改正。字子常，号东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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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称东山先生。休宁（今安徽休宁）人。早年师从黄泽，不事科举。明洪武

二年（１３６９）召修《元史》。后隐居东山，《明史·儒林传》有传。著有《周易

文诠》、《春秋集传》、《春秋左传补注》、《春秋师说》等。另有《东山存稿》。

瑑瑥 蔡渊（１１５６—１２３６）：字伯静，号节斋。建州建阳（今福建建阳）人。

蔡元定之子，从学于朱熹。躬耕不仕，秉承家学。著有《周易经传训释》、

《易象意言》。

瑑瑦 税与权：字巽甫。临邛（今四川邛崃）人。传魏了翁《易》学，事载

《宋元学案·鹤山学案》。著有《易学启蒙小传》附《古经传》、《校正周易古

经》、《周礼折衷》等。

瑑瑧 胡方平：字师鲁，号玉斋，学者称玉斋先生。婺源（今江西婺源）人。

初受《易》于董梦程，后师从沈贵宝。《宋史翼》有传。著有《易学启蒙通

释》、《外易》、《易余闲记》等。

瑑瑨 俞琰（１２５３—１３１６）：一名琬，字玉吾，号石涧，自号林屋山人。学者

称石涧先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宝祐（１２５３—１２５８）年间以辞赋称

名一时。入元授温州学录，不仕，隐居研《易》三十余年。《宋史翼》有传。

著有《周易集说》、《读易举要》、《易图纂要》、《大易会要》、《周易合璧连珠》、

《经史考证》、《阴符经注》等多种。

瑑瑩 胡一桂（１２４７—？）：原刊误作“胡元桂”，今改正。字庭芳，号双湖。

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南宋景定（１２６０—１２６４）年间举人，试礼部不第，退

而讲学，学者称双湖先生。传朱熹《易》学。《元史·儒林传》有传。著有

《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原刊作《本义附录纂注》）、《易学启蒙翼传》、《朱子诗

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古今通要》等。

瑒瑠 蔡清（１４５３—１５０８）：字介夫，号虚斋。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明成

化二十年（１４８４）进士，授礼部主事，改吏部，正德三年（１５０８）被任命为志京

国子监祭酒，未赴卒。《明史·儒林传》有传。著有《易经蒙引》、《四书蒙

引》、《性理要解》、《虚斋集》等。

瑒瑡 董楷（１２２６—？）：字正翁，一作正叔，号克斋。台州临海（今浙江临

海）人。宋宝祐四年（１２５６）进士。初为绩溪簿，后知洪州，官至吏部郎中。

曾师从朱熹门人陈器之。《宋史翼》有传。著有《周易传义附录》、《程朱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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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等。

瑒瑢 赵采：字德亮。号隆斋，潼川（今四川三台）人。元代学者。治《易》

宗程子《易 传》和 朱 熹《易 本 义》。著 有《周 易 程 朱 传 义 折 衷》、《家 人 衍

义》等。

瑒瑣 杨简（１１４１—１２２５）：字敬仲，号慈湖，学者称慈湖先生。慈溪（今属

浙江）人。宋乾道五年（１１６９）进士，累官至谟阁学士，大中大夫。师从陆九

渊，论学主“心学”。《宋史》有传。著有《杨氏易传》。

瑒瑤 王宗传：字景孟。宁德（今福建宁德）人。宋淳熙八年（１１８１）进士。官

韶州教授。治《易》崇汉孟喜、梁丘贺之学，又宗王弼心悟。著有《童溪易传》。

瑒瑥 高攀龙（１５６２—１６２６）：字云从、存之，号景逸。南直隶无锡（今江苏

无锡）人。明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与顾宪成等人重建

东林书院，著书讲学。后遭阉党的迫害，投池而死。《明史》有传。著有《周

易易简说》、《周易孔义》、《毛诗集注》、《春秋集注》、《四子要书》、《古本大

学》、《张子正蒙注》等，后由门人陈龙正汇编为《高子遗书》。

瑒瑦 林至：字德久。秀州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宋淳熙中进士，官秘书

省正字。朱熹门人。《宋元学案》有传。著有《易裨传》。

瑒瑧 朱元升：字日华，号水詹。桂阳军平阳（今湖南桂阳）人。曾官松溪

政和巡检。宋代邵雍易学的传人。《宋史翼》有传。著有《三易备遗》、《邵

易略例》，今佚。

瑒瑨 雷思齐（１２３０—１３０１）：字齐贤。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南宋

学者。宋亡后，弃儒从道，居鸟石观，讲学论道，人称“空山先生”。著有《易

图通变》、《易筮通变》、《老子本义》、《庄子旨义》等。

瑒瑩 张理：字仲纯。清江（今江西清江）人。元代《易》学家。早年从杜

本学《易》于武夷山，传图书之学。曾任泰宁教谕，勉斋书院山长。事载《宋

元学案·草庐学案》。著有《易象图说》、《大易象数钩深图》、《周易图》等。

瑓瑠 黄道周（１５８５—１６４６）：字幼平，号螭若，一号石斋，学者称“石斋先

生”。漳浦（今福建漳浦县）人。明天启二年（１６２２）进士。崇祯初右中允，

进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南明政权时，官礼部尚书。明亡，督师抗清，

兵败被俘，不屈被杀。《明史》有传。著有《周易正》、《三易洞玑》、《洪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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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月令明义》、《孝经集传》、《缁衣集传》、《春秋揆》等多种。

瑓瑡 冯椅：字仪之，一字奇之，号厚斋。南康军都昌（今江西都昌）人。

宋绍兴四年（１１３４）进士，官至尚书。曾师从汉上朱震。《宋史》有传。著有

《厚斋易学》、《周易辑说明解》、《续史记》、《诗文志录》等。

瑓瑢 李过：字季辨，号西溪。兴化（今福建古邑）人。南宋学者。历时二

十年撰成《西溪易说》。

瑓瑣 吴澄（１２４９—１３３３）：字幼清。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因所居草屋，

程钜夫题曰“草庐”，学者称“草庐先生”。入元，曾任翰林仕郎、编修、集贤直

学士等职。著有《诸经纂言》，其中《书纂言》发挥宋代吴棫、朱熹疑古文《尚

书》和《孔安国传》为伪书的观点；《礼记纂言》则重排《小戴礼》四十九篇序列。

颇遭后人的诟病。《元史》有传。另著有《草庐文集》、《草庐诗集》等多种。

瑓瑤 胡广（１３７０—１４１８）：字光大，号晃庵。吉水（江西吉水市）人。明建

文二年（１４００）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赐名靖。明成祖朱棣时，奉命主持

编撰《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其中《周易大全》就出自胡广之手，成为明代科

举考试的标准用书。《明史》有传。

瑓瑥 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代学者。晚年

因隐居湖南衡阳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亡后，曾举兵抗清。晚年隐居

衡阳石船山麓，著书立说以终一生。《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周易内

传》、《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外传》、《周易大象解》、《张子蒙注》、《尚书引义》、《诗

广传》、《读四书大全说》等等。这些著作均被收录于《船山遗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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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课　 宋元明之《书》学

宋儒治《尚书》者，始于苏轼《书传》①，废弃古注，惟长于论

议。林之奇②作《尚书全解》，郑伯熊③ 作《书说》，皆以史事说

《尚书》。吕祖谦受业之奇，亦作《书说》，大旨与《全解》相同。而

史浩④、作《尚书讲义》。 黄度⑤ 作《尚书说》。 亦治《尚书》，皆随文演

释，近于 讲 章。惟 夏 僎⑥、《尚 书 解》。 黄 伦⑦、《尚 书 精 义》。 魏 了

翁⑧、《尚书要义》。胡士行⑨《尚书详说》。之书，间存古训，然糅杂汉、

宋，悉凭臆见为从违。朱陆门人亦治《尚书》，杨简、作《五诰解》。 袁

燮⑩、《絷斋家塾书钞》。陈经瑏瑡、《尚书详解》。陈大猷瑏瑢《集注或问》。 咸沿

陆氏学派，间以心学释《书》。而蔡沈瑏瑣 述朱子之义，作《书集

注》。元代之儒，若金履祥瑏瑤、《尚书表注》。 陈栎瑏瑥、《尚书集传纂疏》。

董鼎瑏瑦、《尚书辑录纂注》。 陈师凯瑏瑧、《蔡传旁通》。 朱祖义瑏瑨《尚书句注》。

说《书》，咸宗蔡《传》，亦间有出入，然不复考求古义。明代辑《书

传大全》胡广等选。亦以蔡《传》为主，颁为功令。惟马明衡瑏瑩、《尚书

疑义》。王樵瑐瑠、《尚书日记》。 袁仁瑐瑡《尚书砭蔡编》。 稍纠蔡《传》之讹，

以王夫之《书经稗疏》瑐瑢 为最精。夫之作《尚书引义》，亦多精语。 又朱

子、吴澄瑐瑣、作《书纂言》。梅瑐瑤明人，作《尚书考异》。渐疑古文之伪，而

张鉽瑐瑥则并疑今文。宋人王柏瑐瑦 复作《书疑》，妄疑《大诰》、《洛

诰》不足信，移易本经，牵合附会，而明人陈第瑐瑧作《尚书疏衍》。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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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笃信伪古文，咸师心自用。若夫毛晃瑐瑨、《禹贡指南》。 程大昌《禹

贡论》。之说《禹贡》，胡瑗、《洪范口义》。 黄道周《洪范明义》。 之说《洪

范》，虽疏于考古，亦足为参考之资。此宋、元、明三朝之《尚书》

学也。惟疑古文《尚书》一事，启清儒阎、惠、孙、江之先瑐瑩。

注：

① 《书传》：一称《东坡书传》，专驳王安石《新经尚书义》。晁公武《郡

斋读书志》云：“熙宁以后专用王氏之说进退之士，此书驳异其说为多。今

《新经尚书义》不传，不能尽考其异同。”

② 林之奇（１１１２—１１７６）：字少颖，号拙斋。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宋

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进士，为秘书省校书郎，官至宗正丞。因反对朝廷参

用王安石《三经义说》，被免去官职。《宋史·儒林传》有传。著有《尚书全

解》四十卷、《春秋讲义》、《周礼讲义》、《孟子讲义》等。另有《拙斋集》、《观

澜集》二种。

③ 郑伯熊（１１２７—１１８１）：字景望。永嘉（今浙江永嘉县）人。宋绍兴

十五年（１１４５）进士，历官吏部郎兼太子侍读、国子司业、宗正少卿，以直图

龙阁出知宁国府。提倡事功之学。《宋史翼》有传。著有《郑敷文书说》一

卷和《郑景望集》。

④ 史浩（１１０６—１１９４）：原刊误作“史洁”，今改正。字直翁。鄞县（今

浙江宁波市）人。宋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进士。历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官

至太师。《宋史》有传。著有《尚书讲义》、《鄮峰真隐漫录》等。

⑤ 黄度（１１３６—１２１３）：字文叔，号遂初。绍兴新昌（今浙江新昌）人。

宋隆兴元年（１１６３）进士。历任温州瑞安尉、处州教授、嘉兴知县，礼部尚

书、龙图阁学士等职。《宋史》有传。著有《书说》、《诗说》、《周礼说》，已佚。

今存《尚书说》。

⑥ 夏僎：字元肃，号柯山。宋龙游（今属浙江）人。《两浙名贤录》有

传。著有《尚书详解》。

⑦ 黄伦：字彝卿。闽县（今福建福州市）人。宋乾道四年（１１６８）进士，

授太学录。历任秘书丞、著作郎、军器少监等职。事载《南宋馆阁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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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尚书精义》。

⑧ 魏了翁（１１７８—１２３７）：字华父，因筑屋白鹤山下，学者称其为“鹤山

先生”。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宋庆元五年（１１９９）进士及第。历任知

州、大学士等职。与真德秀齐名，有“西山鹤山”之称。治学主张穷经学古，

反对门户之争。《宋史·儒林传》有传。著有《九经要义》、《经外杂钞》、《古

今考》、《鹤山全集》等。

⑨ 胡士行：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官临江军军学教授。著有《尚书

详解》。焦竑《国史经籍志》作《书集解》。

⑩ 袁燮（１１４４—１２２４）：字和叔，号絜斋，一号洁斋。鄞县（今浙江宁

波）人。宋淳熙八年（１１８１）进士，授江阴尉。后历任国子祭酒、礼部侍郎、

显谟阁学士等职。师从陆九渊，传其学。《宋史》有传。著有《絜斋家塾书

钞》、《絜斋毛诗》、《经筵讲义》、《絜斋集》等。

瑏瑡 陈 经：字 显 之，一 字 正 甫。吉 州 安 福 （今 属 江 西）人。宋 庆 元

（１１９６—１２００）年间进士，历官奉议郎、泉州泊干等职。著有《尚书详解》、

《诗讲义》、《存斋语录》等。

瑏瑢 陈大猷：字文献，号东斋。都昌（今属江西）人。宋绍定二年（１２２９）

进士，任从政郎。后官黄州、军州判官。饶双锋弟子，精于《尚书》。《宋元

学案》有传。著有《尚书集传或问》、《尚书集传会通》等。

瑏瑣 蔡沈（１１６７—１２３０）：字仲默，号九峰，学者称“九峰先生”。宋建州

建阳（今福建建阳）人。蔡元定之子，蔡沆之弟。屡荐不赴，师事朱熹，曾受

嘱研究《尚书》。《宋史》有传。著有《书经集传》、《洪范皇极》等。

瑏瑤 金履祥（１２３２—１３０３）：字吉父，号仁山。婺州兰溪（今浙江南溪）

人。师从于王柏、何基，朱熹再传弟子。宋德祐（１２７５—１２７６）年间召为迪

功郎、史馆编修。入元，隐居江山。讲学于丽泽书院。《元史·儒林传》有

传。著有《尚书表注》、《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大学章句疏

义》等。

瑏瑥 陈栎（１２５２—１３３４）：字寿翁，因所居之堂曰“定宇”，学者称其为“定

宇先生”。休宁（今安徽休宁）人。幼时由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

五岁即通经史，学崇朱熹。南宋亡，隐居著述。《元史·儒林传》有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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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尚书集传纂疏》、《礼记集义》、《四书发明》等。

瑏瑦 董鼎：字季亨，号深山。鄱阳德兴（今江西德兴）人。朱熹再传弟

子，董梦程族弟。《宋史翼》有传。著有《尚书辑录纂注》。

瑏瑧 陈师凯：字道勇。南康（今属江西）人。元代学者。隐居不仕，元至

治元年（１３２１），在董鼎《尚书辑录纂注》基础上，为羽翼蔡沈《书集传》，著有

《尚书蔡传旁通》。

瑏瑨 朱祖义：字子由。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元代学者。著有《尚书

句解》。

瑏瑩 马明衡：字子萃。莆田（今属福建）人。明正德九年（１５１４）进士。

官监察御史。曾受业王阳明，是福建王学的传播者。《明史》有传。著有

《尚书疑义》。

瑐瑠 王樵（１５２１—１９５５）：原刊误作“王椎”，今改正。字明逸，号方麓。

金坛（今江苏金坛）人。明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进士，官刑部员外郎、山东

佥事、浙江佥事，擢尚宝卿，迁右都御史。《明史》有传。著有《周易私录》、

《尚书日记》、《书帷别记》、《春秋辑传》及《方麓集》。

瑐瑡 袁仁：字良贵，号蓡波。江苏苏州人。曾为陈友定参政，明洪武元

年（１３６８）归顺朱元璋，事载《明史·汤和传》。著有《尚书砭蔡编》、《毛诗或

问》、《春秋胡传考误》等。

瑐瑢 《书经稗疏》：清王夫之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编诠释经

文，亦多出新意……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

谈。虽醇纰互见，而可取者较多。”

瑐瑣 吴澄：原刊误作“吴登”，今改正。详见第二十三课注瑓瑣。

瑐瑤 梅：字致斋。旌德（今属安徽）人。明正德八年（１５１３）举人。历

官南京国子监助教、盐课司提举。曾根据宋代吴棫、朱熹和元代吴澄对《尚

书》的考证，撰《尚书考异》和《尚书谱》，疑孔壁古文和伪古文《尚书》为孔安

国和皇甫谧伪作。另著有《古易考原》、《春秋指要》、《仪礼翼经》、《太玄图

注》等。

瑐瑥 张鉽，生平事迹不详。

瑐瑦 王柏（１１９７—１２７４）：字会之，一字柏会，号长啸，又号鲁斋，学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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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斋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刊误作“元人”，当为宋人，今改正。

从学于朱熹门人何基，后为丽泽、上蔡两书院师，与当时何基、金履祥、许谦

并称“金华四先生”。是南宋金华朱学的传人。《宋史·儒林传》有传。所

著《书疑》删改《尚书》原文，《诗疑》则删去《诗经》内所谓淫诗三十二篇，既

疑今文，又疑古文，喜随意改动经文。另著有《读易记》、《涵古易说》、《大象

衍义》、《读书记》、《鲁斋集》等。

瑐瑧 陈第（１５４１—１６１７）：字季立，号一斋。连江（今福建晋江）人。明万

历诸生，曾应召入俞大猷幕，学习兵法，后任蓟镇游击将军。退役后，悉心

研究经学。《明史》有传。所著《尚书疏衍》四卷，笃信伪古文《尚书》。另著

有《毛诗古音考》四卷，被认为是中国古音学的奠基性著作。

瑐瑨 毛晃：学者称“铁砚先生”。衢州（今浙江衢县）人。宋绍兴（１１３１—

１１４９）年间进士，后闭门著述，著有《禹贡指南》、《增注礼部韵略》等。

瑐瑩 按：阎，指阎若璩，详见第一册第十课注瑐瑧。惠，指惠栋，详见第一

册第四课注②。孙，指孙星衍（１７５３—１８１８），字渊如，又字伯渊，号季述。

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与洪亮吉、杨芳灿、黄承吉齐名。清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刑部主事、山东按察使、权布政使等。

后应阮元之聘主持杭州诂经精舍。精校勘。刻有《岱南阁丛书》十六种、

《平津馆丛书》四十二种，世称善本。《清史稿·儒林传》有传。所著《尚书

今古文注疏》三十卷，采辑汉、魏、隋、唐、清代诸家有关注释与研究成果而

成。不取宋、元、明诸儒之说。是清代诠释《尚书》较为完备的一种。收入

《皇清经解》。江，指江声，详见第一册第十课注瑐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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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课　 宋元明之《诗》学

宋儒治《诗经》者，始于欧阳修①《毛诗本义》与郑立异，不主

一家。苏辙广其义作《诗经说》，立说专务新奇。而南宋之儒，若

王质②、郑樵③专攻《小序》，程大昌兼攻《大序》。 朱子作《诗集传》亦

弃《序》不用，惟杂采毛、郑，亦间取三家《诗》，而《诗》义以淆。陆

氏门人若杨简、《慈湖诗传》。 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议义》。 咸治《诗

经》，或排斥传注，惟以义理擅长。若范处义④、《诗补传》。 吕祖

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严粲⑤《诗辑》。 则宗《小序》以说《诗》，长于考

证。朱子既殁，辅广⑥、《诗童子问》。 朱鉴《诗传遗说》。 咸宗《集传》。

元代之儒，若许谦⑦、《诗集传名物抄》。 刘瑾⑧、《诗传通释》。 梁益⑨、

《诗传旁通》。朱公迁⑩、《诗经疏义》。梁寅瑏瑡《诗演义》。 引申《集传》，尺

步绳趋。而王柏复作《诗疑》，并作《二南相配图》，于《召南》、
《郑》、《卫》之诗斥为淫奔，删削三十余篇，并移易篇次，与古本

殊。自明代辑《大全》胡广等选。 以私记。 之书，则杂采汉宋之说。

惟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瑏瑢、王夫之《诗经稗疏》瑏瑣又有《诗广传》亦多新

义。详于名物训诂，以朱谋瑏瑤《诗故》为最精。虽间伤穿凿，然

折衷汉诂，与游谈无根者不同。若夫蔡卞瑏瑥《毛诗名物解》、王应

麟《诗地理考》博采古籍，为宋代徵实之书。应麟复作《诗考》，于

三家《诗》之遗说，采掇成编，惟未注原文所从出，且遗漏之说甚多。近儒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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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瑏瑦作《诗考补传》，而诗考之书咸可观矣。 存古之功，岂可没乎！此宋、

元、明三朝之《诗经》学也。以上用《四库全书提要》、《经义考》、陈氏《毛诗稽

古编》瑏瑧诸书。

注：

① 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宋天圣八年（１０３０）进士，历官馆阁校勘、知谏院、知

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后加封开国公、进阶光禄大夫，

以太子少师致仕。《宋史》有传。所著《毛诗本义》（一作《诗本义》），辩驳

《诗序》、攻讦《毛传》与《郑笺》，首开宋代疑经学风。另著有《易童子问》、

《春秋论》等。

② 王质（１１３５—１１８９）：字景文，号雪山。始祖为郓州（今山东郓城）

人，后徙兴国（今属江西）。宋绍兴三十年（１１６０）进士，早年游太学，与九江

王阮齐名。官至枢密院编修、通判。《宋史》有传。著有《诗总闻》。

③ 郑樵（１１０４—１１６２）：字渔仲，自号溪西逸民，学者称“夹漈先生”。

宋兴化军甫田（今属福建）人。不应科举，居夹漈山上，刻苦力学三十年，访

书十年，编撰《通志》。网罗各代历史，合为一书，其中十二略，颇多创见。

《宋史·儒林传》有传。著有《尔雅注》、《夹漈遗稿》等。

④ 范处义：字子田，号逸斋。金华（今浙江金华）人。南宋学者。绍兴

二十四年（１１５４）进士，庆元三年（１１９４）除秘书监，进秘阁修撰。历官江东

提刑，殿中侍御史。事载《南宋馆阁续录》。著有《诗补传》、《解颐新语》等。

⑤ 严粲：字名卿，一字坦叔。宋邵武（福建邵武）人。曾任清浦令。以

吕祖谦《读诗记》为主，杂采诸说，著有《诗辑》，朱熹《诗集传》多取其说。

⑥ 辅广：字汉卿，号潜庵。宋秀州崇德县（今浙江嘉兴）人。师事吕祖

谦与朱熹。后筑传贻书院，以教授学者为业，时称“传贻先生”。《宋史翼》

有传。著有《诗童子问》、《四书纂疏》、《六经集解》、《通鉴解义》、《日 新

录》等。

⑦ 许谦（１１９９—１２６６）：字益之，晚年自号白云山人，学者称“白云先

生”。元金华（今浙江金华）人。幼年丧父，伯母陶氏口授《孝经》、《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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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受业金履祥门。后隐居东阳，讲学于华山。《元史·儒林传》有传。著有

《诗集传名物钞》、《读四书丛说》、《读书丛说》、《白云集》等。

⑧ 刘瑾：字公瑾。元安福（今江西安福）人。博贯经史，隐居不仕。

《宋史》有传。所著《诗传通释》二十卷，旨在诠释朱熹《诗集传》。另著有

《乐吕成书》。

⑨ 梁益：字友直，号庸斋。元江阴（今江苏江阴）人。博洽经史，工于

文辞。曾举江浙乡试，不及仕宦。《元史·儒林传》有传。著有《诗传旁

通》、《诗绪余》、《史传姓氏纂》、《三山稿》等。

⑩ 朱公迁：字克升。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元至正元年（１３４１）领浙

江乡荐，授婺州教授，改处州教授。著有《诗经疏义》、《四书通旨》、《四书约

说》等。

瑏瑡 梁寅（１３０３—１３８９）：字孟敬，号石门。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明

代学者。明初征修礼乐书，书成将授官，以老辞，归教乡里，居石门山讲学

以终。《明史·儒林传》有传。著有《周易参义》、《诗书演义》等。

瑏瑢 何楷：字元子，一作玄子。漳州镇海卫（今浙江镇海）人。明天启五

年（１６２５）进士。崇祯（１６２８—１６４４）年间，迁刑科给事中，曾因忤崇祯旨意，

被罢官。《明史》有传。所著《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提出“《书》、《诗》、

《春秋》原本首尾，诗即史也”的观点。另著有《古周易订诂》。

瑏瑣 《诗经稗疏》：原刊误作“诗经稗说”，今改正。注是一部大量引证

《尔雅》、《说文》、《左传》、“三礼”以及《山海经》、《淮南子》等秦汉典籍，以辨

正名物训诂、考订山川器服制度为主的《诗经》研究著作。

瑏瑤 朱谋：字郁仪，明宗室，宁献王七世孙，封镇国中尉。万历二十年

（１５９２）管理石城王府事，宗人咸就约束。博览群籍，闭门著述。著有《周易

象通》、《诗故》、《春秋戴记》、《鲁论笺》、《骈雅》等百余种。

瑏瑥 蔡卞（１０５８—１１１７）：字元度。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王安石

婿。宋熙宁三年（１０７０）与兄蔡京同举进士。历官中书舍人兼国史修撰，尚

书左丞、知枢密院事、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等。《宋史》有传。所著《毛诗

名物解》二十卷，多采《字说》，故有“琐碎穿凿，于经义无补”之讥。参见陈

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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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丁晏（１７９４—１８７５）：字俭卿，号柘堂。江苏山阳（今江苏淮安）人。

清道光元年（１８２１）举人。大挑为知县，未授实缺。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

英军入侵镇江，淮阴、扬州仓猝戒严。以练勇修城有功，迁内阁中书。后因

办团练而提用赈灾剩余公款，被拘禁扬州达两年之久。《清史稿·儒林传》

有传。著有《周易述传》、《周易解故》、《易经象类》、《周易讼卦浅说》等四十

七种，后均收入《颐志斋丛书》中。按：《诗考补传》，原名《诗考补注补遗》。

瑏瑧 按：陈氏，指陈启源，字长发，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明诸生，敏而

好学。所著《毛诗稽古编》三十卷，取唐以前古义解释《毛诗》，不取孔颖达

以后诸说。前二十四卷依次解经而不载经文，仅标篇目，是一部专门研究

《毛诗》学的重要著作，开启清代崇尚汉儒经注的学风。《清史稿·儒林传》

有传。另著有《尚书辨略》、《读书偶笔》、《存耕堂稿》等。

第二十六课　 宋元明之《春秋》学

宋儒说《春秋》者，始于孙复①。复作《尊王发微》，废弃传

注，专论书法，惨鸷刻深。王皙②《皇纲论》、萧楚③《辨疑》，亦发

明尊王之旨。刘敞④《春秋权衡》复作《春秋传》、《春秋意林》及《说例》。

复评论“三传”得失，以己意为进退。而叶梦得⑤、作《春秋传》、《春秋

考》及《春秋谳》。 高闶⑥《春秋集说》之书，咸排斥“三传”。陈傅良《春

秋后传》则又杂糅“三传”，荡弃家法⑦。自胡安国⑧ 作《春秋

传》，借今文以讽时事，亦与经旨不符。戴溪⑨《春秋讲义》亦然。

而张洽⑩、《春秋集说》。 黄仲炎瑏瑡、《春秋通说》。 赵鹏飞瑏瑢、《春秋经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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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咨夔瑏瑣、《春秋说》。家铉翁瑏瑤《春秋详说》。 之书，咸舍事言理，弃传

言经，以元人程端学瑏瑥为最甚。作《春秋本义》、《春秋或问》、《三传辨疑》。

自宋陈深瑏瑦《读春秋编》。 尊《胡传》，而元儒俞皋瑏瑧、《春秋集传释义大

成》。汪克宽瑏瑨《胡传纂书》。咸以《胡传》为主。明代《大全》胡广等选。

本之，而《胡传》遂颁为功令矣。明人若陆粲瑏瑩、袁仁、杨于庭瑐瑠则不从《胡

传》。又宋代以来，以《左传》为主者，有苏辙、《春秋集传》。 吕祖谦、

《左传传说》及《续说》。 程公说瑐瑡、《春秋分纪》。 吕大圭、《春秋或问》。 赵

汸、《春秋集传》、《春秋师说》、《春秋属词》、《春秋左传补注》。 童品瑐瑢、《经传辨

疑》。傅逊瑐瑣，《左传属事》。而苏、赵之书，亦间取资于《公》、《穀》，惟

魏了翁、《左传要义》。冯时可瑐瑤《左氏释》。 释《左传》以训诂为宗。其

以《公》、《穀》为主者，有崔子方瑐瑥、《春秋本例》、《春秋例要》。 郑玉瑐瑦，

《经传缺 疑》。 亦间取资于《左传》。若夫荟萃旧 说 者，宋 有 李 明

复瑐瑧，《春秋集义》。元有王元杰瑐瑨、《春秋谳义》。李濂瑐瑩，《诸传会通》。 明

有王樵、《辑传》。朱朝瑛瑑瑠《读春秋略记》。 杂采“三传”旁及宋儒之

说，惟语鲜折衷耳。此宋、元、明三朝之《春秋》学也。以上采《四库全

书提要》、《经义考》、《春秋大事表》瑑瑡。

注：

① 孙复（９９２—１０５７）：字明复，号富春。曾因客居泰山讲学，宋代学者

称其为“泰山先生”。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早年仕途受挫，遂隐居泰

山，后经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推荐，授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与胡瑗、

石介一起被后人称为“宋初三先生”。《宋史·儒林传》有传。所著《春秋尊

王发微》（一作《尊王发微》）十二卷，历来有褒贬两种不同的评价。

② 王皙：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北宋经学家。官太博士、翰林学士、

兵部侍郎、集贤校理。著有《周易衍注》、《周易纲旨》，今佚。传世的有《春

秋皇纲论》五卷。

③ 萧楚（１０６４—１１３０）：字子荆，号靖节，自号“三顾隐客”、“三楚隐

士”。庐陵（今江西吉水市）人。北宋绍圣（１０９４—１０９８）年间游太学，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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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不第。其时蔡京当权，比之宋代王莽。誓不复仕，隐居著述。弟子百余

人，著名的有赵汸、胡铨、冯獬等。《宋史翼》有传。著有《春秋辨疑》。

④ 刘敞（１０１９—１０６８）：字原父，号公是。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

宋庆历六年（１０４６）进士，任蔡州通判，迁直集贤院判尚书考功。历任右正

言、知制诰、集贤学士等职。曾一度出使契丹。《宋史》有传。著有《七经小

传》三卷，旧说首开宋代以义理说经之风（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

说》），根据现代学者考证，此说尚有疑点。另著有《春秋权衡》、《春秋传》、

《春秋意林》、《春秋传说例》等。

⑤ 叶梦得（１０７７—１１４８）：字少蕴，号肖翁、石林居士。江苏吴县人。

宋绍圣四年（１０９７）进士，为丹徒尉。徽宗时，由婺州教授召为议礼武选编

修官。后任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宋史》有传。著有

《春秋传》、《春秋考》、《春秋谳》、《春秋指要总例》、《石林词》、《石林燕语》、

《石林诗话》、《石林居士建康集》等多种。

⑥ 高闶（１０９７—１１５３）：原刊误作“高闳”，今改正。字抑崇，号息斋。

鄞县（今浙江宁波市）人。宋绍兴元年（１１３１）进士，官秘书省正字，国子司

业，至礼部侍郎。《宋史·儒林传》有传。著有《春秋集注》（原刊作《春秋集

说》）四十卷。

⑦ 陈傅良（１１３７—１２０３）：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

宋孝宗乾道八年（１１７２）进士，历任起居舍人、中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知

泉州，至宝谟阁待制等。曾师从薛季宣、郑伯熊，传永嘉之学。《宋史·儒

林传》有传。著有《周礼说》、《诗解诂》、《春秋后传》、《左氏章旨》等。另有

《止斋论祖》、《止斋文集》二种。

⑧ 胡安国（１０７４—１１３８）：字康侯，学者称“武夷先生”。建宁崇安（今

属福建省）人。宋绍圣四年（１０９７）进士，官太学博士，旋提举湖南、成都府

路学事。南宋时，官中舍人兼侍讲、宝文阁直学士。《宋史·儒林传》有传。

所著《春秋传》三十卷，明初定为科举用书。另著有《春秋通旨》、《资治通鉴

举要补遗》等。

⑨ 戴溪（？—１３１５）：字肖望，一作少望，号岷隐，学者称“岷隐先生”。

永嘉（今浙江永嘉县）人。宋淳熙五年（１１７８）进士，开禧（１２０５—１２０７）中为

５０１第二十六课　 宋元明之《春秋》学



资善堂说书，转太子詹事兼秘书监，以宣奉大夫、龙图阁学士致仕。《宋

史·儒林传》有传。著有《春秋讲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石鼓论语问

答》等。

⑩ 张洽（１１６１—１２７３）：字元德，因斋名“主一”，学者称其为“主一

先生”。清江（今江西）人。朱熹门人，宋嘉定中进士。官至著作佐郎。

端平元年（１２３４）知宝章阁。《宋史·道学传》有传。著有《春秋集注》、

《纲领》。

瑏瑡 黄仲炎：字若晦，永嘉（今浙江永嘉县）人。南宋学者。穷经笃古，

老而不第。著有《春秋通说》。

瑏瑢 赵鹏飞：字企明，号木纳，绵州（今四川绵阳县）人。宋代学者。著

有《春秋经签》十六卷。

瑏瑣 洪咨夔（１１７６—１２３６）：字舜俞，号平斋。临安于潜（今浙江临安）

人。宋嘉泰二年（１２０２）进士。历官成都通判、礼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中书

舍人、刑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等。《宋史》有传。著有《春秋说》。另有《平斋

文集》、《平斋词》二种。

瑏瑤 家铉翁（１２１３—？）：号则堂。宋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以荫补

官，后赐进士。官至端明学士、佥书枢密院事。曾在河间以《春秋》教授弟

子。入元不仕。《宋史》有传。著有《春秋详说》。

瑏瑥 程端学（１２８０—１３３６）：字时叔，号积斋。庆元（今浙江宁波）人。元

至治元年（１３２１）进士。授仙居县丞，改官国子助教。后迁太常博士，命未

下而卒。《元史·儒林传》有传。著有《春秋本义》、《春秋或问》、《三传辨

疑》等。

瑏瑦 陈深：字子微，号清全。平江（今江苏苏州）人。元代学者。宋亡后

弃举子业，隐居不出，潜心研究经学。著有《读易编》、《读诗编》，已佚，今存

《读春秋编》。

瑏瑧 俞皋，字心远。新安（今江西）人。元代学者。早年从乡人赵良钧

学《春秋》之学，宋末进士及第。授修职郎，广德军教授。宋亡不仕，以《春

秋》教授乡里。著有《春秋集传释义大成》。

瑏瑨 汪克宽（１３０４—１３７２）：字德辅，一字仲裕，号环谷，学者称“环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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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祁门（今安徽祁门）人。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受聘编撰《元史》，书成后

以老疾辞归。《明史·儒林传》有传。著有《程朱易传义音考》、《礼经补

逸》、《春秋经传附录纂疏》、《诗集传音义会通》等。

瑏瑩 陆粲（１４９４—１５５１）：字子余，一字浚明，号贞山。长洲（今江苏苏

州）人。明嘉靖五年（１５２６）进士，授工科给事中。因上疏言张璁、桂萼不

法，遭人诋毁，被贬为贵州都镇驿丞。后官江西永新知县。《明史》有传。

所著《春秋胡氏传辨疑》二卷，力纠胡安国《春秋传》繁文曲说之弊，是明代

首开批驳《胡传》的经学著作。

瑐瑠 杨于庭：字道行。全椒（今属安徽）人。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进士，官

至兵部职方司郎中。著有《春秋质疑》。

瑐瑡 程公说（１１７１—１２０７）：字伯刚，号克斋。丹棱（今四川丹棱）人。南

宋学者。二十五岁进士及第，官邛州教授。避吴曦之乱，弃官携所著《春

秋》等书匿居安固山，书成而卒。著有《左传始终》、《通例》、《比事》等均佚，

今存《春秋分纪》。

瑐瑢 童品：字廷式，号慎斋。兰溪（今浙江兰溪）人。明弘治九年（１４９６）

进士，官兵部员外郎。后弃官家居，潜心经学。所著《春秋经传辨疑》（原刊

作《经传辨疑》），今佚。

瑐瑣 傅逊：字士凯。明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归有光弟子，以岁贡授建

昌训导。传世的经学著作有《左传属事》、《左传注解辨误》、《左传奇字古字

音释》。

瑐瑤 冯时可：字敏卿，号元成。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明隆庆五年

（１５７１）进士，官至湖广布政使参政。《明史》有传。著有《左氏释》、《左氏

讨》、《左氏论》等。

瑐瑥 崔子方：字彦直，一字伯直，号西畴居士。涪陵（今四川涪陵市）人。

北宋学者。曾知滁州。绍圣（１０９４—１０９８）年间因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

报。于是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著述。著有《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

秋例要》等。

瑐瑦 郑玉（１２９８—１３５８）：字子美，号师山，学者称“师山先生”。徽州歙

县（今安徽歙县）人。元至正十四年（１３５４）授翰林待制、奉议大夫，称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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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后三年，明兵至徽州召之，拒绝归附。次年自缢死。《元史》有传。著

有《春秋经传阙疑》（原刊作《经传缺疑》）、《周易纂注》等。另有《师山遗

文》、《师山文集》二种。

瑐瑧 李明复：字伯勇。合阳（今属陕西）人。南宋学者。嘉定（１２０８—

１２１０）中为太学生，著有《春秋集义》。

瑐瑨 王元杰：字子英。吴江（今江苏吴江）人。元至正（１３４１—１３６８）年

间领乡荐，终身不仕，教授乡里以终。曾以程颐著《春秋》未成，而朱熹论

《春秋》亦无专书，遂著《春秋谳义》。

瑐瑩 李濂：字川父。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明正德九年（１５１４）进士。

官山西按察司佥事，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间罢归。以古文称名一时。《明

史·文苑传》有传。著有《春秋诸传会通》（原刊作《诸传会通》）。另有《祥

符乡贤传》、《祥符文献志》、《嵩渚集》、《观政集》等。

瑑瑠 朱朝瑛：字美之，号康流，又号罍庵。海宁（今浙江海宁）人。师从

黄道周。明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进士，知旌德县。入清后，隐居不仕。著有

《读易略记》、《读春秋略记》、《读尚书略记》、《读诗略记》、《读周礼略记》、

《读仪礼略记》、《读礼记略记》等多种。

瑑瑡 《春秋大事表》：清顾栋高（１６７９—１７５９）著。全书五十卷，附舆图

一卷，附录一卷。将春秋时期的天文历法、世系官制、疆域地理、列国史事

等，分类列表说明，条理详密，考证精深，可供研究春秋史者参考。收入

《皇清经解续编》。顾栋高，字震沧，又字复初，号左畬。无锡（今江苏无

锡）人。康熙（１６６２—１７２２）年间进士，赐国子监司业，后加祭酒衔。《清史

稿·儒林传》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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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课　 宋元明之《礼》学

宋儒治“三礼”者，始于张淳①。淳作《仪礼识误》，考订注

疏。而李如圭②《仪礼集释》，又有《仪礼释官》。 杨复③《仪礼图》，魏

了翁《仪礼要义》，皆以纂辑旧说为主。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

亦以《仪礼》为经，以《周礼》诸书为传，门人黄榦④ 续成之，惟篇

目不从《仪礼》。及元儒吴澄作《仪礼逸经传》，而汪克宽亦作《经

礼补佚》，杂采他书之语，定为《仪礼逸文》，或妄分子目，体例未

纯。敖继公⑤作《集说》，遂疑《丧服传》为伪书，而注文不遵郑氏

矣。治《礼记》者，始于卫湜⑥《集说》，征引该博，惟掇采未精。

及元吴澄作《纂言》重定篇次，陈澔⑦ 作《集说》，立说亦趋浅显。

明代《大全》胡广等选。本之，而古义遂亡。明以《仪礼》为本经。 若宋张

虙⑧《月令解》，明黄道周《表记》、《坊记》、《缁衣》、《儒行集传》，

咸为引古证今之作，以王夫之《礼记章句》为最精。治《周礼》者，

始于王安石《新义》⑨，王昭禹⑩《周礼详解》本之。 若郑伯谦瑏瑡、《太平经

国之书》。王与之瑏瑢《周礼订义》。 之书则长于论议，不考典章。及俞

廷椿瑏瑣作《复古编》，以“五官”瑏瑤 补《冬官》之缺，陈友仁瑏瑥《周礼集

说》。从其说。而易祓瑏瑦《周官补义》亦以臆说解经，惟朱申瑏瑧《周

礼句解》为稍实。明人说《周礼》者，若柯尚迁瑏瑨、《全经释原》。 王应

电瑏瑩《周礼传》。咸改乱古经，横行新解。而说“三礼”总义者，以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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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祥道瑐瑠《礼书》为最著。然掊击古义，穿凿浅陋，殊不足观。此

宋、元、明三朝之“三礼”学也。以上用《四库全书提要》、《经义考》、朱彬瑐瑡

《礼记训纂》、江永瑐瑢《礼经纲目序》。

注：

① 张淳：字忠甫。永嘉（今属浙江）人。精研《仪礼》。宋乾淳（１１６５—１１８９）

年间，与薛士龙、郑景望同为著名经师。《宋史翼》有传。著有《仪礼识误》。

② 李如圭：字宝之。庐陵（今江西吉水）人。宋绍熙四年（１１９３）进士，

官福建路抚干。曾与朱熹校定《礼经》。著有《仪礼集释》、《仪礼释官》、《仪

礼纲目》等。

③ 杨复：字志仁，一字茂才，号信斋。宋福州长溪（今福建霞浦）人。

曾受业朱熹，与黄榦相友。精于礼学。以所撰《仪礼经传通解续》献于朝，

赠文林郎。《宋史翼》有传。著有《仪礼图》、《仪礼旁通图》、《祭礼》、《家礼

杂说附注》等。

④ 黄榦（１１５１—１２２１）：字直卿，号勉斋。宋闽县（今福建闽县）人。早

年受业于朱熹，被称为志坚思苦，并以为婿。以荫补官，监嘉兴石门酒库。

后任汉阳军、安庆府。《宋史·道学传》有传。著有《礼记集注》卷、《书说》、

《六经讲义》、《论语通释》等。

⑤ 敖继公：字君善。元长乐（今福建福州市）人。通经术，知礼法，擢

进士。因平章高彦敬的推荐，授信州教授。所著《仪礼集说》首开义理说

《礼》之风。

⑥ 卫湜：字正叔，学者称“栎斋先生”。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宋宝庆

二年（１２２６）为武进令，后迁直秘阁、朝散大夫、直宝谟阁、知袁州。《宋史

翼》有传。著有《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取郑玄以下，凡一百四十余家之

说，征引赅博，去取精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礼家之渊海”。是

研究宋代以前注释《礼记》各家之说的重要经学著作。清初浙江学者黄宗

羲与吕留良之间的争执，即由该本的归属权而引起。

⑦ 陈澔：字可大，号云庄，一号北山。元都昌（今江西都昌县）人。陈

大猷之子。隐居不仕，教授乡里，学者称为“经师先生”。著有《礼记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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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张虙：字子宓。慈溪（今浙江宁波）人。宋庆元二年（１１９６）进士，累

迁秘书丞，出守南康，后为国子司业兼侍郎、国子祭酒兼工部侍郎。《宋史》

有传。著有《月令解》。

⑨ 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

人。学者称“临川先生”。宋庆历（１０４２—１０４８）年间进士，官至宰相。后因

受封“荆国公”，故又称“王荆公”。《宋史》有传。曾主持编撰《三经新义》和

《字说》，颁布全国，从而结束了汉唐经学，“宋学”也由此展开。其经学著

作，后人辑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沈》等。

⑩ 王昭禹：字光远。北宋学者。《宋元学案》有传。著有《周礼详解》。

瑏瑡 郑伯谦：字节卿。宋温州永嘉（今浙江永嘉）人。曾官修职郎、衢州

府教授。取刘歆“周公致太平之迹”之意。《宋元学案》有传。著《太平经国

之书》。

瑏瑢 王与之：字次点。乐清（今浙江乐清）人。宋代学者。师从松溪陈

氏，尽得《周礼》之旨。后由郡守推荐，授宾州文学，迁泗州通判。所著有

《周礼订义》八十卷，首列宋代说《周礼》者四十五家。

瑏瑣 俞廷椿：字寿翁。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乾道八年（１１７２）进士。

官任南安主簿、古田令、新淦令等。《宋元学案》有传。著有《周礼复古篇》、

《北游录》等。

瑏瑤 五官：五种官职。相传殷制以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

众为五官。周代则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六官，去冢宰为

五官。

瑏瑥 陈友仁：字君复，湖州人。南宋学者。所著《周礼集说》十卷，是在

宋人旧注基础上的重辑本。

瑏瑦 易祓：字彦章，一字彦祥，号山斋。潭州宁乡（今湖南宁乡）人。宋

淳熙十一年（１１８４）进士，历官著作郎。知江州、礼部尚书、左司谏等。著有

《周易总义》、《易学举偶》、《周礼释疑》、《禹贡疆理记》、《山斋集》等。

瑏瑧 朱申：元河南新安人。官朝散大夫知江州军州兼内劝农营田事。

著有《周礼句解》、《春秋左传句解》、《孝经句解》等。

瑏瑨 柯尚迁：字乔可。自号阳石山人。长乐（今福建福州市）人。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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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中，由贡生官邢台县丞。后因倭乱，避居江西。曾受业魏校之门。著有

《周礼传》、《图说》、《翼传》、《周礼全经释原》。

瑏瑩 王应电：字昭明。明昆山（今江苏昆山）人。精《周礼》。《明史》有

传。著有《周礼传》、《书法指要》等。

瑐瑠 陈祥道：字用之。长乐（今福建福州市）人。宋治平（１０６４—１０６７）

年间进士。历官太常博士、秘书省正字。反对汉儒经说，继承王安石“新

学”学风。《宋史》有传。所著《礼书》一百五十卷，多与郑玄说立异。如郑

玄以天子五庙，陈祥道则参证《周礼》、《荀子》、《穀梁》等书，提出天子七庙。

全书所论，多能贯通经传，缕析条分，前为论，后为图，考订详悉。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称：“论辩精博，间以绘图，唐代诸儒之论，近世聂崇义之

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另著有《论语全解》。

瑐瑡 朱彬（１７５３—１８３４）：原刊误作“朱林”，今改正。字武曹，号郙甫。

江苏宝应人。清乾隆十六年（１７９５）举人。常与表兄刘台拱切磋经学。《清

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礼记训纂》、《经传考证》、《游道堂诗文集》等。

瑐瑢 江永（１６８１—１７６２）：字慎修。婺源（今属江西）人。家道贫寒，闭门

授徒，所得尽购书籍，日夜诵读，博通古今，潜心研究《十三经注疏》，清代乾

嘉学者戴震、王鸣盛等均向他问学，是皖派汉学研究的直接导源人。《清史

稿·儒林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所著《礼书纲目》是为续朱熹晚年

未竟的《仪礼经传通解》之作。另著有：《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

《深衣考误》、《仪礼释宫谱增注》、《仪礼释例》、《律吕阐微》、《春秋地理考

实》、《乡党图考》、《近思录集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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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课　 宋元明之《论语》学附

　　　 　　《孟子》、《学》、《庸》

宋儒说《论语》者，惟邢昺①等所作《正义》采集古注，余咸以

义理说 经。自 程 颐 表 彰《论 语》，程 门 弟 子 如 范 祖 禹②、谢 显

道③、杨时、尹焞④咸说《论语》。朱子辑宋儒十一家二程、张栻、吕大

临、吕祖谦、谢良佐、范祖禹、游酢⑤、杨时、侯师圣⑥、尹焞。 之说作《论语集

义》，复作《论语集解》，门人黄榦复作《论语注义通释》。同时治

《论语》者，有张栻、《论语解》。朱震。《论语解》。元明以降，说《论语》

者，咸以朱子为宗。

宋儒说《孟子》者，有孙奭⑦ 等，所作《正义》以赵注为主，并

作《孟子音义》。自二程表彰《孟子》，尹焞复作《孟子解》。及朱

子辑宋儒十一家之说作《孟子集义》，复作《孟子集解》。张栻亦作

《孟子解》。元明以降，说《孟子》者，咸以朱子为宗。
《大学》、《中庸》本列《礼记》，宋儒特表而出之，与《论》、《孟》

并称。司马光作《学庸广义》，程颢亦作《中庸解》，其弟子游酢、

杨时咸解《中庸》，以石礅⑧《中庸集解》为最详。朱子作《学庸章

句》、《学庸或问》，并作《中庸辑略》，以《大学》为曾子所作，分《大

学》为经一章、传十章，复移易经文，并分《中庸》为三十三章。元

明以来，说《学》、《庸》者，多主朱子。惟王柏、高攀龙复考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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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方孝孺⑨、王守仁则主复《大学》古本⑩，与朱子不同。

自程朱以《学》、《庸》、《论》、《孟》为四书，而蔡模瑏瑡 作《集

疏》，赵顺孙瑏瑢 作《纂疏》，吴真子瑏瑣 作《集成》，陈栎作《发明》，倪

士毅瑏瑤作《辑释》，詹道传瑏瑥 作《纂笺》。明代《大全》胡广等选。 本

之，宋学盛行而古说沦亡矣。以上用《四库全书提要》、《经义考》、《蛾术编》。

注：

① 邢昺（９３２—１０１０）：字叔明。曹州济阳（今山东曹县西北）人。宋太

平兴国（９７７—９８４）年间以明九经及第，历任国子监丞、国子博士、诸王府侍

讲、国子祭酒等职。曾与孙奭等人校定诸经正义。《宋史·儒林传》有传。

著有《论语正义》、《孝经正义》、《雅尔正义》等，均收入今《十三经注疏》。

② 范祖禹（１０４１—１０９８）：字淳父（一作纯父、纯甫）、梦得。成郡华阳

（今四川成都）人。宋嘉祐八年（１０６３）进士。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

后历官礼部侍郎、给事中、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知州别驾等。《宋史》有

传。著有《家人卦解义》、《四德说》、《唐鉴》、《帝学》、《仁皇政典》等。

③ 谢显道：即谢良佐（１０５０—１１０３），字显道，学者称“上蔡先生”。寿

春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宋元丰八年（１０８５）进士。曾任州县官吏。因召

对忤旨，出监西京竹木场，后废官为民。与游酢、吕大临、杨时三人，号为

“四先生”。《宋史·道学传》有传。著有《论语解》、《上蔡语录》，今佚。

④ 尹焞（１０７０—１１４２）：字彦明，一字德充，号和靖。洛阳（今河南洛

阳）人。程颐弟子。宋绍兴（１１３１—１１４０）中，以布衣任太常少卿兼说书，迁

礼部侍郎兼侍读。后因力主抗金，与秦桧不和，辞官。《宋史·道学传》有

传。著有《论语孟子解》，门人将其著述编为《和靖集》。

⑤ 游酢（１０５３—１１２３）：字定夫，又字子通，学者称“廌山先生”和“广平

先生”。建州建阳（今福建建阳）人。宋元丰六年（１０８３）进士。历任萧山

尉、太学博士、监察御史、知汉阳军及和、舒、濠三州。师从程颢、程颐兄弟，

与杨时、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宋史·道学传》有传。著

有《易说》、《中庸义》、《论语孟子杂解》等。

⑥ 侯师圣：字仲良。宋江陵（今湖北江陵）人。曾师从周敦颐、程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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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论经术，通贯不穷。朱熹《伊洛渊源录》有传。

⑦ 孙奭（９６２—１０３３）：字宗古。博州博平（今山东茌平博平城）人。宋

端拱二年（９８９）以九经及第，为莒县主簿，迁大理评事，后为国子监直讲。

曾奉敕与邢昺等人校正诸经正义及《庄子》、《尔雅》释文，考证《尚书》、《论

语》、《孝经》、《孟子注》等。《宋史·儒林传》有传。著有《五经节解》、《五服

制度》、《乐图记》、《祀录》等。

⑧ 石墩（一作礅）：字子重，号克斋，学者称“克斋先生”。临海（今浙江

台州临海县）人。宋绍兴十五年（１１４５）进士。官福建路安抚司、将作监主

簿、太常请奉祠知南康军事等职。《宋史翼》有传。著有《周易集解》、《大学

集解》、《中庸集解》、《中庸辑略》等。

⑨ 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字希直、希古，号逊志，又号正学，学者称“正

学先生”。浙江宁海人。少从宋濂问学。明洪武（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间两应台

命，授汉中教授。曾是明蜀王朱椿的老师，后为建文帝的翰林学士兼侍读

学士，后以不愿为明成祖起草登基诏书而被凌迟处死。《明史》有传。著有

《大易枝言》、《逊志斋集》、《杂赋》等。

⑩ 《大学》古本：是指王阳明怀疑朱熹注释《大学》不确，因此转信古本

《大学》。《王文成公年谱》云：“先生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

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无经

传之分。”参见“正德十三年”条。

瑏瑡 蔡模（１１２８—１２４０）：字仲觉，号觉轩。建州建阳（今福建建阳）人，

蔡沈之子。早年隐居不仕，潜心经学。宋淳祐四年（１２４４）因丞相范钟之

荐，诏补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著有《周易集解》、《大学衍说》、《河洛探

赜》、《论孟集疏》、《续近思录》等。

瑏瑢 赵顺孙（１２１５—１２７６）：字和仲，号格斋，或作“格庵”。处州缙云（今

属浙江）人。宋淳祐十年（１２５０）进士，自秘书郎累迁御史兼侍读。朱熹三

传弟子。《宋史翼》有传。曾编《四书纂疏》，另著有《近思录精义》、《中兴名

臣言行录》等。

瑏瑣 吴真子：生平事迹不详。

瑏瑤 倪士毅：字仲弘，号道川。歙县（今属安徽）人。南宋学者。师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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栎，隐居祁门山，潜心讲学，人称“道川先生”。著有《重订四书辑释》、《作义

要诀》等。

瑏瑥 詹道传：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南宋学者。所著《四书纂笺》二十

八卷，仿古经笺疏的体例，取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较正音读，

考辨名物度数，对朱熹所引诸儒，考证其名姓居里，是研究朱熹《四书章句

集注》、《四书或问》的重要参考书。

第二十九课　 宋元明之《孝经》学

　　 附《尔雅》

宋儒治《孝经》者，始于邢昺。昺作《孝经疏》，不信伪古文，

以唐玄宗之注为本，列为“十三经义疏”之一。至司马光笃信伪

古文，作《孝经指解》以《孔传》为 主，朱 子 亦 信 古 文。又 因 胡

寅①、谓《孝经》引《诗》非经本文。 汪端明②谓《孝经》多由后人附会。 之疑，

作《孝经刊误》，就古文定为经文一章，复分传为十四章，多所删

易。元吴澄则以今文为正，遵朱子《刊误》章目，定为经一章，传

十二章。明徐③复作《孝经集善》，亦以今文为正，大抵宗吴澄

之说，与古说不符。若元董鼎作《孝经大义》，亦遵朱子之说。明

项霖④作《孝经述注》，则以孔注为本，而不尽宗朱，此未悉古文

之伪者也。惟黄道周《孝经集传》以郑氏今文为正，间以史事释

《孝经》，或参以己说，立意较为平实，但未能灼见古文之伪耳。以

上采《经义考》、《四库全书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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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治《尔雅》者，有邢昺《尔雅疏》，以郭注为主，然简直固

陋，未悉声音文字之源。罗愿⑤ 作《尔雅翼》，陆佃⑥ 作《尔雅新

义》，亦穿凿破碎，喜采俗说。自是其后，治雅学者，旷然无闻。
《尔雅》以外，治《说文》者，宋有徐铉⑦、徐锴⑧，有《说文系传》诸书。

元有吾邱衍⑨，亦浅率不足观。若夫宋陆佃作《埤雅》，于制度名

物考证多疏。惟明朱谋⑩作《骈雅》、方以智瑏瑡作《通雅》，咸引

证浩博。即宋郭忠恕瑏瑢《佩觿汗简》、明杨慎《字说》，见《升庵全集》

中。亦足助小学参考之用也。以上用《宋史》、《元史》、《明史》各列传及《四

库全书提要》、谢氏瑏瑣《小学考》、江藩《尔雅小笺自序》。

注：

① 胡寅（１０９８—１１５６）：字明仲，一字仲刚、仲虎，学者称“致堂先生”。

崇安（今福建）人。胡安国之侄。宋宣和三年（１１２１）进士。靖康初，召为秘

书郎。从学于祭酒杨时。后因力主抗金，触犯权相秦桧，被罢免，秦桧死后

复官。《宋史·儒林传》有传。著有《论语详说》、《读史管见》等。

② 汪端明（？—１１７６）：即汪应辰。字圣锡，信州（今江西上饶）人。宋

绍兴五年（１１３５）进士第一，官至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曾举朱熹自代。

提出传世的《孝经》为后人伪作。《宋史》有传。著有《二经雅集》、《唐书列

传辨证》、《汪应辰文定集》。

③ 徐：字仲行，广东顺德人。《明史·文苑传》有传。著有《通鉴前

编纲目》、《孝经集注》、《理学训蒙》、《西庵集》及《和陶集》等。

④ 项霖：临海（今浙江临海）人。明初官按察使佥事。曾以古文《孝

经》诠释《孝经》，著有《孝经述注》，今残缺。

⑤ 罗愿（１１３６—１１８４）：字端良，号存斋。安徽歙县人。宋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进士，官通判、知州等官。论学为朱熹、杨万里等推重。《宋史》有

传。所著《尔雅翼》（一名《小尔雅》）三十二卷，考据精确，体例严谨，其价值

被认为在陆佃《埤雅》之上。另著有《鄂州小志》、《新安志》等。

⑥ 陆佃（１０４２—１１０２）：字农师。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从学

于王安石。宋熙宁三年（１０７０）进士，授蔡州推官，选郓州教授，召补国子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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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讲，转至左丞。不久，罢为中大夫，出知亳州，卒于官。《宋史》有传。著

《礼象》、《春秋后传》，已佚。传世的有《埤雅》。

⑦ 徐铉（９１７—９９２）：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初仕南唐，

后归宋，官至散骑常侍。与弟徐锴齐名，号“大小二徐”。精通文字学。曾

与句中正等校订《说文解字》，新补十九字于正文中，又经典相承及时俗通

用而《说文》所不载者四百零二字附于正文后，世称“大徐本”。《宋史·文

苑传》有传。另著有《徐公文集》。

⑧ 徐锴（９２１—９７５）：字楚金。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徐铉弟，世

称“小徐”。官内史舍人。精通文字学，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又据

孙愐《唐韵》著《说文解字韵谱》五卷。

⑨ 吾邱衍（１２７６—１３１１）：一作吾丘衍、吾衍，字子行，人称“贞白先

生”。衢州（今浙江衢县）人。元代学者，隐居不仕。著有《学古编》、《闲居

录》等。

⑩ 朱谋：详见第一册第二十五课注瑏瑤。所作《骈雅》仿《尔雅》体例

及刘熙《释名》分类方式，分为《释诂》、《释训》、《释名称》、《释宫》、《释服

食》、《释器》、《释天》、《释地》、《释草》、《释木》、《释虫鱼》、《释鸟》、《释兽》等

十三篇。清魏茂林撰《骈雅训纂》十六卷，可参考。

瑏瑡 方以智（１６１１—１６７１）：字密之，号曼公，自号龙眠愚者、浮山愚者、

宓出愚者、泽园主人等数十种。安徽桐城人。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合

称“明季四公子”。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进士，任工部主事、翰林院检讨。明

亡后，皈依天界寺学佛。清康熙十年（１７６１），因粤事牵连下狱，囚于南昌，

在押解岭南途中病逝。《清史稿·隐逸传》有传。著有《通雅》、《物理小

识》、《药地炮庄》、《东西均》、《周易图象几表》、《易余》、《愚者智禅师语录》、

《一贯答问》、《性故》及《浮山文集》前后编等。

瑏瑢 郭忠恕（？—９７７）：字恕先。一字国宝。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后

周广顺中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入宋，官国子监主簿。后获罪流

配，旋卒。除擅长山水画外，尤精文字学。善写篆、隶二体书法。《宋史·

文苑传》有传。著有《佩觿》三卷，阐述文字变迁，考证传写错误。又汇编古

文字为《汗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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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谢氏（１７３７—１８０２）：指谢启昆。字蕴山，号苏潭。江西南康人。清

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进士，嘉庆间累官广西巡抚。《清史稿》有传。所著

《小学考》、《西魏书》、《广西通志》等，均为其幕僚桐城胡虔代撰。另著有

《粤西金石略》、《树经堂文集》等。

第三十课　 近儒之《易》学

明末之时，言《易》学者，咸知辟陈、邵之图。黄宗羲① 作《易

学象数论》，其弟宗炎②复作《周易象辞》、《图书辨惑》，然不宗汉

学，家法③未明。惟胡渭④《易图明辨》、李塨⑤《周易传注》，舍数

言理，无穿凿之失。毛奇龄⑥ 述仲兄锡龄之言，作《仲氏易》，又

作《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三书，谓《易》占五义，牵

合附会，务求词胜。惟东吴惠氏世传《易》学，自周惕⑦ 作《易

传》，其子士奇⑧作《易说》，杂释卦爻，以象为主，专明汉例，但采

掇未纯。士奇子栋作《周易述》，以虞注、郑注为主，兼采两汉

《易》家之说，旁通曲证，然全书未竟，门人江藩继之作《周易述

补》。栋又作《易汉学》、《易例》、《周易本义辨证》，咸宗汉学。江

都焦循作《易章句》，其体例略仿虞注。又作《周易通释》，掇刺卦

爻之文，以字类相属，通以六书九数之义。复作《易图略》、《易

话》、《易广记》，发明大义，成一家言⑨。武进张惠言⑩治《易》亦

宗虞、郑，作《周易虞氏义》、《郑氏义》，并作《周易易礼》、《虞氏消

息》。姚佩中瑏瑡、刘逢禄瑏瑢、方申瑏瑣宗其义，佩中作《周易姚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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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禄作《易虞氏五述》，申作《易学五书》，咸以象数为主，或杂援

谶纬，然家法不背汉儒。若钱澄之瑏瑤、《田间易学》李光地瑏瑥、《周易通

论》、《周易观彖》苏宿瑏瑦、《周易通义》。 查慎行瑏瑧、《周易玩辞集解》。 之书，

则崇宋黜汉，率多臆测之谈，远出惠、焦之下。此近儒之《周易》

学也。

注：

① 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学者称“梨洲先

生”，又称“南雷先生”。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明崇祯时，因草疏入京，为

父讼冤，与阉党对簿时，携铁锥刺许显纯、李实等而名震京师。后遵父遗

命，师从绍兴学者刘宗周。崇祯中为“复社”领袖。明亡，隐居不出，潜心研

究学术。《清史稿·儒林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所著《易学象数论》

六卷，提倡“还《易》以《易》，还象数以象数”，力辟宋人图书之学。另著有

《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授衣随笔》、《律吕新义》、《明史案》、《明文海》

等。今人编有《黄宗羲全集》。

② 宗炎（１６１６—１６８６）：指黄宗炎，字晦木。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明

贡生。幼与其兄黄宗羲、其弟黄宗会俱承父命师从刘宗周，潜心《易》学研

究。《清史稿·儒林传》有传。所著《图书辨惑》，考证出传世的所谓先天

图、太极图均出自北宋道士陈抟。另著有《周易象辞》、《寻门余论》等。

③ 家法：指汉代儒生传授经学，都由口授，弟子一字不能改变，界限严

格。某经数传之后，句读义训，互有歧异而各成一家之学。朝廷立五经博

士，试博士弟子，先试家法。家法实际上是将固定的经学传承转为各经博

士藉以维护个人学说专利的纽带。至东汉末年，许慎和郑玄治经学，兼采

古今文各家之说，未受家法的束缚。唐代则杂取诸家义训，所编《五经正

义》，家法基本消亡。可参见《汉书·儒林传》、《后汉书·儒林传》以及皮锡

瑞《经学历史》。

④ 胡渭（１６３３—１７１４）：初名渭生，字明，一字东樵。浙江德清人。曾

与黄仪、顾祖禹、阎若璩等人入幕徐乾学府编修《大清一统志》，后撰《平成颂》

奉献，得康熙皇帝的赞赏。因著《禹贡锥指》有功于经学，被康熙召至南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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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宴，并亲书“耆年笃学”四字相赠，一时传为“旷典”。《清史稿·儒林传》、江

藩《汉学师承记》有传。所著《易图明辨》十卷，专辨宋儒所谓“河图洛书”、“太

极”、“先天”、“后天”之说，与《禹贡锥指》同属清代经学史上的名著。

⑤ 李塨（１６５９—１７３３）：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今属河北）人。早

年贫寒，从父命师事颜元，习六艺之学，清初颜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后

又数次南游。深受汉学家重考据训诂的治学方法的影响，并师事毛奇龄，

以考证的方法撰成《田赋考辨》、《大学辨业》等，由此声名大起。《清史稿·

儒林传》有传。著有《周易传注》、《诗经传注》、《春秋传注》、《论语传注》等，

后均收录于１９３３年“四存学会”刊行的《颜李丛书》。

⑥ 毛奇龄（１６２３—１７１６）：字大可，号初晴、秋晴。又以郡望称西河，学

者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少时善词赋，兼工度曲。清康熙十八年

（１６７９），荐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充任会试同考官。论学一尊孔孟，批评宋明理学，乾嘉后期被阮元

推尊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清史稿·儒林传》有传。其主要经学著作，均

由后人编入《西河合集》。

⑦ 周惕（约１６４６—约１６９５）：即惠周惕。字元龙，号砚溪，一作研溪。

自号红豆主人，学者称“老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清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

进士。由庶吉士改密云县知县。少从苏州名士丁宏度治经，专门汉学，为

乾嘉吴派经学的创始人。《清史稿·儒林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传

世的经学著作有《诗说》、《易传问》、《三礼问》、《春秋问》等。

⑧ 士奇（１６７１—１７４１）：即惠士奇。字仲孺，一字天牧，晚年自号半农

居士，学者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惠周惕之子。清康熙 五 十 年

（１７１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充会试同考官。后任湖广乡试正考

官、广东学政等职。雍正初，因事削职。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复起为侍读，奉诏

纂修“三礼”，书成病卒。治经一宗汉学，言必据典。《清史稿·儒林传》、江

藩《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易说》、《礼说》、《春秋说》等。

⑨ 按：焦循主要《易》学著作有《易章句》十二卷、《易图略》八卷、《易通

释》（即《周易通释》）二十卷，合称《雕菰楼易学三书》，简称《易学三书》。它们

虽然是独立的三部著作，但是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纵横贯通，自成一个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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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系。《易通释》重点阐述由他创立的《易》学体系和解释《经》、《传》中有关

七百四十二个词语和名词，广征博引，从纵横两个方面通释全《易》。《易图

略》是针对《易通释》已制定的《易》学法则，以文字和图表的形式予以详细说

明。并对传统的象数《易》学作了较全面的评说。全书首列五图：旁通图第

一、当位失道图第二、时行图第三、八卦相错图第四、比例图第五。次列“原”

八篇：原卦第一、原名第二、原序第三、原彖象第四、原辞上第五、原辞下第

六、原翼第七、原筮第八。后列“论”十篇：论《连山》、《归藏》第一、论卦变上

第二、论卦变下第三、论半象第四、论两象易第五、论纳甲第六、论纳音第七、

论卦气六日七分上第八、论卦气六日七分下第九、论爻辰第十。《易章句》则

是按照《易通释》、《易图略》制定的原则，对《经》、《传》逐句注释。全书分为：

上经、下经、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传、说

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十二篇。《易学三书》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易话》、《易广记》则是他的读《易》札记。

⑩ 张惠言（１７６１—１８０２）：字皋文。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十四岁

为童子师。清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举人，嘉庆四年（１７９９）进士，选庶吉士，

散馆授翰林院修编。《清史稿·儒林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

《虞氏易礼》、《虞氏易事》、《虞氏易言》、《虞氏易候》、《周易荀氏九家义》；还

著有《茗柯文集》、《茗柯词》。并编有《词选》、《七十家赋钞》等。

瑏瑡 姚佩中（１７９２—１８４４）：又作“姚配中”，字仲虞。安徽旌德人。清道

光（１８２１—１８５０）年间诸生。工书嗜琴，博通经史百家之言，尤精于象数

《易》。事载《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周易姚氏学》、《周易通论月

令》、《易学阐元》等。

瑏瑢 刘逢禄（１７７６—１８２９）：字申受。江苏武进人。祖刘纶，仕至文渊阁

大学士、军机大臣、太子太傅。母庄氏，庄存与之女。清嘉庆四年（１７９９）进

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礼部主事。少从外祖庄存与、舅父庄述祖研习今

文经学，笃守今文经学家法。《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公羊何氏释

例》、《公羊何氏解诂笺》、《申何难郑》、《春秋论》、《论语述何》等多种。

瑏瑣 方申（１７９１—１８４０），字瑞斋，江苏仪征人。清诸生，受业于刘文淇。

幼读宋代《易》著，对义理解《易》颇为不满，于是致力于《周易》研究。《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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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儒林传》有传。著有《周易卦象集证》、《虞氏易象汇编》、《诸家易象别

录》、《周易互体详述》、《周易卦变举要》等，合称《方氏易学五书》。

瑏瑤 钱澄之（１６１２—１６９３）：原名秉镫，字饮光，自号田间老人。桐城（今

属安徽）人。学术见解与顾炎武相异趣，提倡考证与义理并重。《清史稿·

儒林传》有传。所著《田间易学》，兼采象数、义理。另著有《田间诗学》等。

瑏瑥 李光地（１６４２—１７１８）：字晋卿，号榕树，又号厚庵。福建安溪人。清

康熙九年（１６７０）进士，“三藩”之乱，因与陈梦雷共谋，遣人暗藏蜡丸进京密提

情报，累官至直隶巡抚、文渊阁大学士。生平自命宗法程朱，曾奉诏编纂《周

易折中》、《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清史稿》有传。著有《周易通论》、《诗

所》、《古乐经传 》、《榕村语录》等。其后人将其著述汇辑为《榕村全书》。

瑏瑦 苏宿：生平事迹不详。疑即清人苏秉国，字均甫，号蒿坪。江苏淮

阴人。著有《周易通义》二十二卷。

瑏瑧 查慎行（１６５１—１７２７）：原名嗣琏，字夏重，号他山。后改今名，字悔

余，号查田，晚号初白。浙江海宁人。早年师从黄宗羲，擅长诗赋。清康熙

三十二年（１６９３）举人，四十二年（１７０３）特赐进士。后因其弟查嗣庭案件的

牵连入狱，雍正时特许放还，卒于家。《清史稿·文苑传》有传。著有《周易

玩辞集解》、《经史正讹》等。

第三十一课　 近儒之《书》学

自吴澄、梅攻伪古文，太原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灼

见古文《孔传》之伪，惟体例未纯，不足当疏证之目①。弟子宋

鉴②广其义，别作《尚书考辨》。其后，惠栋作《古文尚书考》，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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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从栋受业，作《尚书集注音疏》，江南学者皆遵之。王鸣盛作

《尚书后案》，孙星衍作《尚书古今文注疏》，咸崇今文黜伪孔，以

马、郑传注为宗。段玉裁③作《古文尚书传异》，亦详于考核。惟

毛奇龄崇信伪古文，作《古文尚书冤词》。朱鹤龄④ 亦信伪古文。 其

后，庄存与⑤诸人亦言伪《尚书》不可废。存与作《尚书既见》，以

宣究微言。其甥刘逢禄亦作《书序述闻》，并作《尚书古今文集

解》。及魏源作《书古微》，以马、郑之学出于杜林漆书，并疑杜林

漆书为伪作，乃排黜马、郑，上溯西汉今文家言，虽武断穿凿，亦

间有善言。龚自珍治《尚书》，亦作《太誓答问》，以今文《太誓》为

伪书，常州学派多从之。若李光地《尚书解义》、张英⑥《书经衷

论》，据理臆测，至不足观。若夫释《尚书》天文者，有盛百二⑦

《尚书释天》，而胡渭《洪范正论》并辟灾异、五行⑧之说。虽不守汉

儒家法，然辨惑之功则甚大。 释《尚书》地理者，有蒋廷锡⑨《尚书地理

今释》，而胡渭《禹贡锥指》辨证尤详。后起之儒，有朱鹤龄、《禹贡

长笺》。徐文靖⑩、《禹贡会笺》。焦循、《禹贡郑注释》瑏瑡。程瑶田瑏瑢、《禹贡

三江考》。成蓉镜瑏瑣《禹贡班义述》。 诠释《禹贡》，咸有专书。此近儒

之《尚书》学也。

注：

① 按：阎著《尚书古文疏证》，在清代嘉道年间（１７９６—１８５０），已不为

学界所重。黄式三《古文尚书疏证跋》云：“近时述阎氏遗事者，或盛称其

《四书释地》而不及是书（《尚书古文疏证》）。儒者注意举子业，释地之书行

于世，而《尚书疏证》之大有功于经者，未及遍考以著之于传。而或者复以

阎氏之考订之细碎，其论著之是者，亦不过与时文家同科。”参见《儆居集杂

著》三下。

② 宋鉴：字元衡，号半塘，山西安邑人。阎若璩弟子。清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进士，初授浙江常山知县，调浙江鄞县，后迁广东南雄通判。以《尚

书古文疏证》文词曼衍，重辑《尚书考辨》四卷。又广采经史及《方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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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玉篇》、《广韵》、《水经注》等书而作《说文解字疏》。《清史稿·儒林

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易见》、《尚书汇抄》等。

③ 段玉裁（１７３５—１８１６）：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清乾隆二十

五（１７６６）年举人。至京师，师事戴震。官贵州玉屏县知县，署四川富顺及

南溪县事，巫山县知县。以父老引疾归，居苏州枫桥，专意经术。《清史

稿·儒林传》有传。著有《说文解字注》、《尚书古文撰异》、《毛诗故训传》、

《毛诗小学》、《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春秋左氏古经》等。

④ 朱鹤龄（１６０６—１６８３）：字长孺，自号愚庵。江苏吴江人。明诸生。

初为词章之学，后致力于经学。认为《尚书孔传》为真，《史记》所载《汤诰》

亲受于孔安国为伪。治学不分汉宋轸域。《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

《毛诗稽古编》、《毛诗通义》、《尚书埤传》、《易广义略》、《春秋集说》、《读左

日钞》、《禹贡长笺》等。

⑤ 庄存与（１７１９—１７８８）：字方耕，晚号养恬。江苏武进人。清乾隆十

年（１７４５）由翰林院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是常州今文经学派的

创始人，其学被誉为“真汉学”。《清史稿》有传。著有《春秋正辞》、《春秋举

例》、《尚书概今》、《八卦观象辞》、《彖传论》、《系辞传论》等多种。后均收入

于《味经斋遗书》。

⑥ 张英（１６３７—１７０８）：字敦复，号乐圃。安徽桐城人。清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进士。历任侍读学士、侍郎、尚书等职。先后充《国史》、《方略》、《一

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总裁官。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致仕南归，死

后追赠为太子太傅。雍正八年（１７３０），诏入贤良祠。《清史稿》有传。著有

《周易衷论》、《书经衷论》等。

⑦ 盛百二：字秦川，号柚堂。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乾隆（１７３６—

１７９５）年间举人。官淄川知县。《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尚书释

天》、《柚堂文存》、《柚堂笔谈》、《柚堂续笔谈》等。

⑧ 五行：即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中国古代思想家把这五种物

质作为构成万物的元素，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五行也称“五

常”，即儒家崇尚的仁、义、礼、智、信。在佛家典籍中，还有所谓的布施行、

持戒行、忍辱行、精进行、止观行等“五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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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蒋廷锡（１６６９—１７３２）：字杨孙，号西谷，一号南沙。江苏常熟人。

清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赠进士。历任内阁学士、侍郎、尚书、大学士、太子

太傅等职。曾为《大清会典》副总裁和《圣祖实录》总裁。工诗词绘画，博通

经史。《清史稿》有传。著有《尚书地理今释》。

⑩ 徐文靖（１６６７—１７５７）：字位山。安徽当涂人。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举

人，与任启运、陈祖范齐名。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以经学授翰林院检讨。生平

考据经史，讲究实学。《清史稿·文苑传》有传。所著《管城硕记》三十卷，全

祖望推服其考据精博。另著有《周易拾遗》、《禹贡会笺》、《竹书统笺》等。

瑏瑡 按：焦循曾著《尚书孔氏传补疏》，指出伪《孔传》仍具有七大优点。所

列六十二条考证，讨论的主题有二：一是《尚书孔传》虽是伪书，但是它的解释

较汉代马融、郑玄等经师更为精详，具有思想史上的价值。二是《尧典》未亡，

《大禹谟》、《皋陶谟》原为一篇。可参见《雕菰集》卷十六《群经补疏自序》。

瑏瑢 程瑶田（１７２５—１８１４）：字易畴，号让堂。安徽歙县人。少时与戴震

同从江永问学。清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中举人，曾任嘉定县教谕。《清史

稿·儒林传》有传。所撰《通艺录》对经书中的有关制度、典章、舆地、名物

等专题考辨，是研究经书名物制度极有参考价值的经学著作。

瑏瑣 成蓉镜（１８１６—１８８３）：字芙卿，后改名孺。江苏宝应人。《清史

稿·儒林传》有传。著有《周易释爻例》、《禹贡班义述》、《尚书历谱》、《春秋

日南至谱》、《春秋世族谱拾遗》等多种。

第三十二课　 近儒之《诗》学

国初说《诗》之书，如钱澄之、《田间诗学》。严虞惇①、《读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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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镇②《虞东学诗》。 咸无家法。而毛奇龄作《毛诗写官记》、《诗

札》，顾栋高作《毛诗类释》，亦多凿空之词。又吴江朱鹤龄作《诗

通义》，杂采汉宋之说，博而不纯。陈启源与鹤龄同里，商榷《毛

诗》作《毛诗稽古编》，虽未标汉学之帜，然考究制度名物，尚能明

晰辨章。及李黼平③ 作《毛诗义》，戴震④ 作《毛郑诗考证》、
《诗经补注》，咸宗汉诂。段玉裁受业戴震，复作《毛诗故训传》、
《诗经小学》，以校订古经，然择言短促。惟马瑞辰⑤《毛诗传笺

通释》、胡承珙⑥《毛诗后笺》稍为精博。至陈奂受业段玉裁，作

《毛诗义疏》⑦，舍郑用毛，克集众说之大成。并作《毛诗说》、《毛

诗音》及《郑氏笺考征》，以考《郑笺》之所本。近儒治《郑笺》者，有江都

梅植之⑧拟作《郑笺疏》，未成。 至若惠周惕作《诗说》，庄存与作《毛诗

说》，则别为一派，舍故训而究微言。详于礼制。 及魏源作《诗古

微》，斥《毛诗》而宗三家《诗》，然择说至淆。龚自珍亦信魏说，非

毛非郑，并斥序文。又丁晏作《诗考补注》，专采三家《诗》之说。 陈乔

枞⑨作《三家诗遗说》，并作《齐诗翼氏学疏证》，皆以三家为主，
然单词碎义，弗克成一家之言。若夫包世荣作《毛诗礼征》，焦循

作《毛诗草木虫鱼鸟兽释》，姚炳⑩作《诗释名解》，陈大章瑏瑡作《诗传名物集

览》，黄中松瑏瑢作《诗疑辨证》，亦与焦同。 亦多资多识，博闻之用。此近儒

之《诗经》学也。

注：

① 严虞惇（１６５０—１７１３）：字宝成，一字思庵。江苏常熟人。早年补博

士弟子。清康熙二十三年（１７５８）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官四川和湖广乡

试主考等。《清史稿·文苑传》有传。著有《诗经质疑》、《文献通考详节》等。

② 顾镇：字佩九，号古湫，又号虞东。昭文（今江苏苏州市）人。清乾

隆三年（１７３８）举人，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进士，补国子监助教，迁官宗人府主

事，充玉牒馆纂修。后主白鹿洞、钟山书院。《清史列传·儒林传》有传。

著有《三礼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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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李黼平（１７７０—１８３２）：字绣子，一字贞甫。嘉应（今广东梅州）人。

清嘉庆十年（１８０５）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昭文令。主讲越华书院、宝安

书院。后应阮元之聘，主学海堂书院。《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毛

诗义》。

④ 戴震（１７２３—１７７７）：字东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宁人。早年从江永

问学，因著《考工记》，名扬大江南北。后应秦惠田之邀编撰《五礼通考》。

三十九岁中举，六次会试均不第，后以举人身份特召担任《四库全书》纂修

官。五十二岁时特准参加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年后病卒。《清史稿·

儒林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毛郑诗考证》、《诗经补注》、《尚书

义考》、《仪礼考证》、《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原善》、《水经注》等多

种。今人编有《戴震全集》。

⑤ 马瑞辰（１７８２—１８５３）：字元伯，一字献生。安徽桐城人。清嘉庆十

五年（１８１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工部都水司员外郎等职。去官后，历

主江西白鹿洞、山东峄山、安徽庐阳等书院讲席。后被太平军所杀。《清史

稿·儒林传》有传。所著《毛诗传笺通释》，以兼采众说，不立汉、宋门户著称。

⑥ 胡承珙（１７７６—１８３２）：原刊误作“胡承琪”，今改正。字景孟，号墨

庄。安徽泾县人。清嘉庆十年（１８０５）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任编修。

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为广东乡试副考官。后历任御史、给事中，至台湾兵备

道。《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毛诗后笺》、《仪礼古今文疏义》、《尔雅

古义》等。

⑦ 《毛诗义疏》：一作《诗毛氏传疏》。清陈奂著。全书三十卷，仿照

《尔雅》体例，将《毛诗传》作了详细的分疏，被公认为清代研究《毛诗》最具

代表性的著作。该书有清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陈氏自刻本，后被王先谦收

入《皇清经解续编》，现在通行的有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⑧ 梅植之（１７９４—１８４３）：字蕴生，号嵇庵。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人。

清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举人。少勤学，家贫无书，手自抄写。工书善琴，曾拟

著《穀梁集解正义》，未成而卒。《清史稿·艺术传》有传。有《嵇庵诗集》

传世。

⑨ 陈乔枞（１８０８—１８６９）：字朴园、树滋。侯官（今福建福州市）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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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五年（１８２５）举人，任抚州知府。与其父陈寿祺均专事西汉今文经辑佚

学。《清史稿·儒林传》有传。《三家诗遗说》，原名《三家诗遗说考》，对《鲁

诗》、《齐诗》、《韩诗》三家在汉代递相传授的师法与家法及其师承源流都作

了详细的分析考订。另著有《礼堂经说》、《诗经四家异文考》等，并续成其

父未完成的《今文尚书经说考》，著作汇刻为《小琅玡馆丛书》。因其父文集

为《左海全集》，故取名《左海续集》。

⑩ 姚炳：字彦晖。钱塘（今浙江余杭）人。清代经学家。著有《诗识名解》。

瑏瑡 陈大章：字仲夔，号雨山。湖北黄岗人。清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进

士，官庶吉士，以母老乞归。精于《诗》。《清史列传·儒林传》有传。著有

《诗传名物集览》。

瑏瑢 黄中松：字仲严。上海人。清代学者。著有《诗疑辨证》，考证精

详，言多有据。

第三十三课　 近儒之《春秋》学

顺、康之交，说《春秋》者，仍仿宋儒空言之例。如方苞①、《春

秋通论》。俞汝言②《春秋平义》、《四传纠正》。 之书是也。毛奇龄作《春

秋传》，又作《春秋简书刊误》、《春秋属辞比事记》，以经文为纲，

然穿凿无家法。惠士奇作《春秋说》，以典礼说《春秋》，其书亦杂

糅“三传”。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博大精深，惜体例未严。治《左

氏》者，自顾炎武作《杜解集正》，朱鹤龄《读左日钞》本之。而惠

栋、《左传补注》。 沈彤③、《春秋左传小疏》。洪亮吉④、《左传诂》。 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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梿⑤、《左传补注》。梁履绳⑥《左传补释》。 咸纠正杜注，引申贾、服之

绪言，以李贻德⑦《贾服古注辑述》为最备。至先曾祖孟瞻公⑧

作《左传旧注正义》，始集众说之大成，是为《左氏》之学。治《公

羊》者，以孔广森⑨《公羊通义》为嚆矢，会通礼制，不墨守何氏之

言。凌曙⑩作《公羊礼说》、《公羊礼疏》、《公羊问答》，亦以《礼》

为纲。并注董子《繁露》。弟子陈立瑏瑡广其义，作《公羊正义》。并疏《白

虎通》。及庄存与作《春秋正辞》，宣究《公羊》大义，其甥刘逢禄复

作《公羊何氏释例》、《何氏解诂笺》，并排斥《左传》瑏瑢、《穀梁》。

而宋翔凤瑏瑣、魏源、龚自珍、王闿运瑏瑤咸以《公羊》义说群经，是为

《公羊》之学。治《穀梁》者，有侯康瑏瑥、《穀梁礼证》。 柳兴恩瑏瑦、《穀梁

大义述》。许桂林瑏瑧、《穀梁释例》。钟文烝瑏瑨《穀梁补注》。 咸非义疏。梅

毓瑏瑩作《穀梁正义》，亦未成书。是为《穀梁》之学。若夫段玉裁

校定古经，陈厚耀瑐瑠 校正历谱，江永考究地舆，咸为有用之学。

此近儒之《春秋》学也。

注：

① 方苞（１６６８—１７４９）：字凤九，号灵皋，又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早

年由父亲口授诸经。以孝著称。清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进士，官武英殿修

书总裁，至礼部侍郎，桐城派创始人。论学一崇宋儒，治经推衍朱熹、程颐、

程颢经说，尤精“三礼”。《清史稿·文苑传》有传。著有《周官集证》、《周官

析疑》、《周官辨》、《仪礼析疑》、《考工记析疑》、《礼记析疑》、《春秋直解》等

多种，后汇刻为《望溪全集》。

② 俞汝言（１６１４—１６７９）：字右吉。明亡后，自号“浙川老民”。秀水

（今浙江嘉兴）人。明诸生。后周游各地，搜罗载籍益富，所读均为当时稀

少之书，归而闭门著述，晚年双目失明，犹口授著书。著有《春秋平义》、《四

传纠正》、《易京房图》、《先儒语录》、《礼服沿革》、《谥法补考》等。

③ 沈彤（１６８８—１７５２）：字冠云，号果堂。江苏吴江人。自少力学，以

究经为事。清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因参与修撰“三礼”及《一统志》授九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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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亲老辞归。与惠栋相友，治经专精礼学。《清史稿·儒林传》、江藩《汉

学师承记》有传。著有《仪礼小疏》、《春秋左氏传小疏》、《尚书小疏》、《周官

禄田考》、《果堂集》等。

④ 洪亮吉（１７４６—１８０９）：原名礼吉，字稚存、君直，号北江，一号更生

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早年从学于朱筠，与戴震、邵晋涵、王念孙、

章学诚等交游。清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贵州学政。

嘉庆时因批评朝政，贬谪新疆伊犁，不久赦还。工诗文，与黄景仁齐名。

《清史稿》、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春秋左传诂》、《公羊穀梁古义》、

《比雅》、《六书转注录》。另有《乾隆府厅州县图》、《三国疆域志》、《更生斋

集》等，后汇刻为《洪北江遗集》。

⑤ 马宗梿（？—１８０２）：原刊误作“马宗琏”，今改正。字器之，号鲁陈。

安徽桐城人。清嘉庆六年（１８０１）进士。少师从其舅姚鼐，工文词。后受业

邵晋涵、任大椿、王念孙等。治《毛诗》、《周礼》及“三传”，《清史稿·儒林

传》有传。著有《春秋左传补注》、《毛诗郑诂训考证》、《周礼郑注疏证》、《穀

梁传疏证》等。

⑥ 梁履绳（１７４８—１７９３）：字处素。钱塘（今浙江余杭县）人。梁玉绳

弟，有诗名。清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举人。通晓音韵训诂之学，长于《左

传》。《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左传补述》。

⑦ 李贻德（１７８３—１８３２）：字天彝，号次白，一号杏邨。浙江嘉兴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举人，投孙星衍门下。孙晚年所著书，多出其手。

与冯登府、周茂才、张昌衢齐名。《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周礼
义》、《诗考异》、《诗经名物考》等。

⑧ 孟赡：刘文淇的字，刘师培的曾祖父。江苏仪征人。清嘉庆二十四

年（１８１９）优贡生，候选训导。曾拟分撰《左传旧注疏证》（原刊作《左传旧注正

义》）和《左传旧疏考证》两种。后者在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刊行，独《左传旧注

疏证》卷帙浩繁，未成书而卒。子毓崧、孙寿曾相继编注。但仅至襄公五年

为止。《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扬州水道记》、《青奚旧屋集》等。

⑨ 孔广森（１７５２—１７８６）：字众仲，一字约，号顨轩。山东曲阜人。孔

子六十八代孙，袭衍圣公。清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进士，选授翰林院庶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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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馆后授检讨。戴震门生，又师事桐城姚鼐和常州庄存与，以骈文知名，并

对《公羊》学复兴有一定影响。《清史稿·儒林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

著有《春秋公羊传通义》、《大戴礼记补注》、《礼记卮言》、《经学卮言》等。

⑩ 凌曙（１７７５—１８２９）：字晓楼，一字子升。江苏江都人。出生香工，

自学成才。国子监生。清道光（１８２１—１８５０）年间入阮元幕府校书。初治

礼，宗郑玄，后改宗何休公羊遗说。《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春秋繁

露注》、《春秋公羊礼疏》、《公羊礼说》、《公羊问答》、《礼论略钞》、《礼说》、

《四书典故核》等，后汇刻为《蜚云阁凌氏丛书》。

瑏瑡 陈立（１８０９—１８６９）：字卓人，又字默斋。江苏句容人。清道光二十

一年（１８４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升刑部主事、郎中，官任云南曲靖知府。

早年师从凌曙、梅植之，又从古文经学家刘文淇问学，通晓《春秋公羊传》、

许慎《说文解字》和郑玄《三礼注》，以罗列材料见长。《清史稿·儒林传》有

传。著有《公羊义疏》、《白虎通疏证》、《尔雅旧注》、《句溪杂著》等多种。

瑏瑢 按：刘逢禄认为《左氏春秋》为传《春秋》之书，是“刘歆妄作”。他

说：“余年二十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继读《公羊》及董

子书，乃恍然于《春秋》非纪事之书，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战国人，故其书

终于三家分晋，而续经乃刘歆妄作也。”（说见《左氏春秋考证》）。刘氏对

《左传》性质的这一定案，学界也都认同这是晚清康有为力倡“新学伪经”说

的最初源头。

瑏瑣 宋翔凤（１７７６—１８６０）：字虞廷，又字于庭。江苏长州（今吴县）人。

清嘉庆五年（１８００）举人。历官泰州学正、训导、知县。其学出于舅父庄述

祖。后入段玉裁之门。治经发挥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杂以谶纬，并兼

治东汉许、郑之学。晚年编撰《过庭录》，表彰两宋理学，将程朱与董仲舒并

尊，调和汉宋学术之争。《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周易考异》、《卦气

解》、《尚书略说》、《尚书谱》、《论语郑注》、《大学古义说》等，后汇编为《浮溪

精舍丛书》。

瑏瑤 王闿运（１８３２—１９１６）：字壬秋，一字壬父，晚号湘绮老人。湖南湘

潭人。清咸丰三年（１８５２）举人。少有文名，与邓辅纶、邓绎、李寿蓉、龙汝

霖等同立“兰林词社”，自标“湘中五子”。后为曾国藩幕僚。晚年从事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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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主持衡州船山书院、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曾任江西大学堂

总教习。清末，授翰林院检讨；民国初任清史馆馆长等职。经学推崇公羊

何休注。《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周易说》、《尚书大传补注》、《尚书

笺》、《春秋公羊笺》、《周官笺》、《礼记笺》等经学著作十部，另有《庄子注》、

《湘军志》等。

瑏瑥 侯康（１７９８—１８３７）：原名廷楷，字君模。广东番禺人。清道光十五

年（１８３５）举人，长于《春秋》。曾仿照裴松之注释《三国志》体例注释隋以前

诸史。《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春秋古经说》、《穀梁疏证》、《后汉书

补注》、《三国志补注》等。

瑏瑦 柳兴恩（１７９５—１８８０）：初名兴宗，字宾叔。江苏丹徒人。清道光二

十年（１８３２）举人。受业阮元。以治《春秋穀梁传》著称。《清史稿·儒林传》

有传。著有《穀梁春秋大义述》三十卷、《周易卦气辅》、《虞氏逸象考》、《尚

书篇目考》、《群经异义》、《毛诗注疏纠补》等。

瑏瑧 许桂林（１７７９—１８２１）：字月南，一字同叔。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

人。清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举人。甘泉罗士琳曾从其学。长于《春秋穀梁

传》，兼及文字、天文、算学。《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春秋穀梁传日

月书法释例》、《易确》、《许氏说音》、《算牖》等。

瑏瑨 钟文烝（１８１８—１８７７）：字展才，一字朝美，号子勤。嘉善（今浙江嘉

善）人。清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举人。同治初，应江苏忠义局之聘任编纂。

治经一宗汉学，所著《穀梁补注》是对东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的补充，

是现传清人十三经新疏中较好的一种。《清史稿·儒林传》有传。另著有

《鲁论语》、《论语序》、《乡党集说备考》等。

瑏瑩 梅毓：字延祖，梅植之之子。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举人，曾拟作《穀梁

正义创通条例》，长编已具，未写定而卒。《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

《刘更生年表》传世。

瑐瑠 陈厚耀（１６４８—１７２２）：字泗源，号曙峰。泰州（今江苏泰州）人。清康

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进士，官苏州府教授。因精通天文算法，授编修，与梅穀成

同修历书。官至司业、左谕德。曾补杜预《长历》为《春秋长历》。《清史稿·

儒林传》有传。著有《春秋战国异辞》、《礼记分类》、《春秋世族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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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课　 近儒之《礼》学

近儒治“三礼”学者，始于徐乾学①《读礼通考》。仅“凶礼”一门。

而万斯大②、作《学礼质疑》、《仪礼商》、《礼记偶笺》。 蔡德晋③、作《礼经礼传

本义》及《通礼》。毛奇龄、于“昏礼”、“丧礼”、“祭礼”、“庙制”、“学校”、“明堂”、“宗

法”、“效禘”咸有著述。 盛世佐④《仪礼集编》。 咸治《礼经》，然糅杂无家

法。安溪李氏亦深于“三礼”，李光地作《周官笔记》，其弟光坡复作《三礼述

注》，兄子某亦作《周礼训纂》⑤。方苞问业光地，殚心《礼》学，于“三礼”皆

有书。亦武断无伦绪。惟张尔岐⑥《仪礼郑注句读》分析章句，条

理秩然。而吴廷华⑦、《仪礼章句》。 金曰追⑧、《仪礼正伪》。 沈彤、《仪

礼小疏》。褚寅亮⑨《仪礼管见》。 亦宗汉诂治《仪礼》。及江永作《礼

经纲目》，于“三礼”咸有撰著，作《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释宫

补》。戴震、作《考工记图》。金榜⑩作《礼笺》。承其学。同学之士，有胡

匡衷瑏瑡、作《仪礼释宫》。程瑶田。作《宗法小记》、《丧服足征录》、《释宫小记》、

《考工创物小记》，兼通水地声律之学。后有凌廷堪瑏瑢、胡培翚，以廷堪《礼

经释例》为最精。任大椿、作《释缯》、《弁服释例》。 阮元瑏瑣、作《车制考》。

孔广森作《大戴礼补注》。 咸从戴震问《礼》。张惠言与榜同学，作

《仪礼图》，秦惠田《五礼通考》，集“三礼”之大成。 亦采江、戴之绪言。

自胡培翚作《仪礼正义》，而朱彬作《礼记训纂》，孙诒让瑏瑤 作《周

礼正义》，“三礼”新疏咸出旧疏之上矣瑏瑥。后起之书，有黄以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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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书通故》为最详备。若夫论《礼经》者，有惠士奇、《礼说》。 庄存

与、《周官说》。凌曙。《礼论》。考名物制度者，有齐召南瑏瑦、沈彤、《周

官禄田考》。 王鸣盛、《周礼军赋说》。惠栋、《明堂大道录》。 金鹗瑏瑧。《礼

说》。疑“三礼”者，有方苞、《疑周礼仪礼》。 邵位西。瑏瑨《疑仪礼》。 此近

儒之“三礼”学也。

注：

① 徐乾学（１６３１—１６９４）：字原一，号健庵。江苏昆山人。清顺治十七

年（１６６０）举人。康熙九年（１６７０）进士。授编修，后任内阁学士、左都御史、

刑部尚书等职。曾汇集唐迄明以来解经之书，编为《通志堂经解》。《清史

稿》有传。所著《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实由万斯同代撰），仿朱熹《仪礼经

传通释》，专考历代典制，尤详丧礼，是研究中国古代丧礼的重要参考书。

② 万斯大（１６３３—１６８３）：字充宗，晚号跛翁，学者称“褐夫先生”。鄞

县（今浙江宁波）人。师从黄宗羲治学，不事科举，潜心经学研究。《清史

稿·儒林传》有传。著有《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学礼质疑》、

《春秋随笔》等。另据《文献征存录》载有未刊稿《礼记集解》与《春秋明辨》

二种。

③ 蔡德晋：字仁锡。江苏无锡人。清雍正四年（１７２６）举人。乾隆中

举明经行修，授国子监学正，迁工部司务。《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

《礼经本义》、《礼传本义》、《通礼》等。

④ 盛世佐：字庸三。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贵州龙里知县。

《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仪礼集编》。

⑤ 按：此谓兄子某，即李光地之子李钟伦。清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举

人，曾从其叔父李光坡学习“三礼”之学，撰有《周礼训纂》二十一卷。据该

书后跋称：“钟伦初受三礼于其叔光坡，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乡荐，公车后，

日侍其父光地于京邸。及光地出督顺天学政，复迁直隶巡抚，十余年中，钟

伦皆随行，得其指授。又多与宣城梅文鼎、长洲何焯、宿迁徐用锡、河间王

之锐、同里陈万策等，互相讨论。”

⑥ 张尔岐（１６１２—１６７７）：字稷若，号蒿庵。山东济阳人。明末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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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绝意仕进，潜心《仪礼》研究，著述终身。《清史稿·儒林传》、江藩《汉

学师承记》有传。著有《周易说略》、《诗经说略》、《老子说略》、《蒿庵闲话》、

《济阳县志》等。

⑦ 吴廷华（１６８２—１７５５）：初名兰芳，字中林，号东壁。浙江钱塘（今浙

江余杭）人。清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以《五经》中乡试，雍正二年（１７２４）授

中书舍人，为福建海防同知、兴化通判。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以经学举。《清

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三礼疑义》、《仪礼章句》、《曲台小录》、《东壁书

庄集》等。

⑧ 金曰追：字对扬，号璞园。嘉定（今属上海）人。王鸣盛门人，精于校

勘，于《十三经》皆有校。《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仪礼经注疏正讹》。

⑨ 褚寅亮（１７１５—１７９０）：字搢升，号鹤侣，自号宗郑。长洲（今江苏吴

县）人。清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举人，由内阁中书迁刑部员外郎。早年习《公

羊》何休之学，后主郑玄之学，精《仪礼》，并精通天文历算，长于勾股和较

相求诸法。《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春秋公羊传释例》三十卷、《仪

礼管见》、《十三经笔记》等。

⑩ 金榜（１７３５—１８０１）：字辅之，一字蕊中，号檠斋。安徽歙县人。清乾

隆二十九年（１７７０）举人。授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８）一

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充山西副考官。与戴震同师从江永，治《礼》宗

郑玄。《清史稿·儒林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礼笺》。

瑏瑡 胡匡衷：字寅臣，号朴斋。安徽绩溪人。清乾隆（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年间

由岁贡生候选训导。与胡承珙、胡培翚合称“三胡”。《清史稿·儒林传》有

传。所著《仪礼释官》九卷，以三礼与《左传》、《国语》相参证，多补旧注疏之

阙。另著有《周易传义疑参》、《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郑氏仪礼目

录校证》、《论语补笺》、《左传翼服》、《庄子集评》等。

瑏瑢 凌廷堪（１７５５—１８０９）：字次仲，又字仲子。原籍安徽歙县，后随父

迁居江苏海州。清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进士，例选知县，改宁国府教授。

所著《礼经释例》，被誉为研究《礼经》的佳制。《清史稿·儒林传》、江藩《汉

学师承记》有传。著有《礼经校释》、《校礼堂文集》、《校礼堂诗集》、《元遗山

年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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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清乾隆五十四

年（１７８９）授编修，历任巡抚、总督，至体仁阁大学士。在任职期内，组织编

纂《经籍籑诂》、《畴人传》，汇刻《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撰写《十三经注

疏校勘记》，创建了学海堂、诂经精舍等书院，推阐古圣贤说以教士，主持学

术五十余年。《清史稿》有传。其著述均收录于《揅经室集》。

瑏瑤 孙诒让（１８４８—１９０８）：字仲容，一作仲颂，号籀居士。浙江瑞安

人。清同治六年（１８６７）举人，任刑部主事。晚年主持温州师范学堂，充任

浙江教学会会长等职。对先秦诸子、文字学及甲骨文都有研究。所著《周

礼正义》，是解释《周礼》较为完备的著作。《清史稿·儒林传》有传。另著

有《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契文举例》、《札迻》、《名原》等。

瑏瑥 按：清人著有九种新疏，共十二部，分别是：江声的《尚书集注音

疏》，王鸣盛的《尚书后案》，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的《诗毛氏传

疏》，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刘文淇的《左传旧注疏证》，陈立的《春秋公羊传

义疏》，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焦循的《孟子正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

懿行的《尔雅义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

瑏瑦 齐召南（１７０３—１７６８）：字次风，号琼台，晚号息园。浙江天台人。

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副贡，乾隆元年（１７３６）举博学鸿词科，授庶吉士，修《一

统志》及《明鉴纲目》。后授翰林院检讨，以擅长文学为乾隆所赏识。《清史

稿》有传。著有《水道提纲》三十卷、《史汉功臣侯第考》、《历代帝王表》等。

瑏瑧 金鹗（１７７１—１８１９）：字秋史，一字风荐，号诚斋。清浙江临海人。

优贡生。精于礼学，曾肄业于杭州诂经精舍。《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

有《求右录礼说》、《乡党正义》等。

瑏瑨 邵位西：即邵懿辰（１８１０—１８６１），字位西。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清道光十一 年（１８３１）举 人，考 取 内 阁 中 书，入 值 军 机 处。咸 丰 十 一 年

（１８６１），太平军攻杭州，自杀于城中。以理学之见解经，排斥汉学。所著

《礼经通论》，宏扬李光地理学；《尚书通义》则斥刘歆而崇尚梅赜。《清史

稿·儒林传》有传。另著有《尚书传授同异考》、《孝经通论》、《位西遗稿》、

《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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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课　 近儒之《论语》学附

　　　　　 　《孟子》、《学》、《庸》

国初之儒，治《论语》者，咸宗朱注，空言义理。及刘台拱①、

作《论语骈枝》。方观旭②、作《论语偶记》。 钱坫③、作《论语后录》。 包慎

言④作《论语温故录》。始宗汉注治《论语》。而刘宝楠《论语正义》以

何晏《集解》为主，集众说之大成。后刘逢禄、作《论语述何》。 宋翔

凤、作《论语发微》。戴望作《论语注》。咸以《公羊》述《论语》，别成一家

言，而焦循《论语通释》析理尤精。江永《乡党图考》，亦究心名物

制度。继起之书，有黄式三⑤《论语后案》，力持汉宋之平，时有

善言。

近儒治《孟子》者，亦空言性理，惟黄宗羲《孟子师说》为稍

优。若焦循《孟子正义》折衷赵注，广博精深。而戴震《孟子字义

疏证》解析义理，黜宋崇汉，亦近代之奇书也。

国初治《学》、《庸》者，亦从朱子定本。自毛奇龄、作《大学证

文》。李塨《大学辨业》。始排斥朱注。而李光地治《大学》，亦主复古

本，惟所作《中庸章段》仍空言义理。乾嘉以后，治汉学者，则反

《学》、《庸》于《礼记》，而汪中《大学评议》尤为正本清源之论。若

惠栋、《易大义》。魏源《易庸通义》。则以《周易》述《中庸》，宋翔凤、包

慎言则以《公羊》述《中庸》，别为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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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儒虽多宗汉学，然以《学》、《庸》、《论》、《孟》为四书，仍多

沿宋儒之号。毛奇龄作《四书改错》，排斥朱注不遗余力⑥。而

阎若璩《四书释地》、翟灏⑦《四书考异》、凌曙《四书典故核》考证

亦精，皆宗汉注而排斥宋注者也。

注：

① 刘台拱（１７５１—１８０５）：原刊误作“刘台琪”，今改正。字端临，江苏

宝应人。清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中举。与朱筠、王念孙、戴震相善。曾任

丹徒训导，取《仪礼》内容与诸生共习礼容。治学兼取汉学与宋学。《清史

稿·儒林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论语骈枝》、《论语补注》、《汉

学拾遗》、《荀子补注》、《国语补注》等。

② 方观旭：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代学者，官庶吉士，著有《论语偶记》。

③ 钱坫（１７４４—１８０６）：字献之，号十兰。嘉定（今属上海）人。钱大昕

之侄。通经史之学，为朱筠所推重。清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游关中，入毕

沅幕府，与方子云、洪亮吉、孙星衍等讨论经学。后官乾州州判。《清史

稿·儒林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诗音表》、《车制考》、《论语后

录》、《十经文字通正书》等，后汇刻为《钱氏四种》。

④ 包慎言：一名孟开。泾县（今属安徽）人。曾与刘宝楠、刘文淇、梅

植之、柳兴恩、陈立等人相约各治一经。《清史列传·儒林传》有传。著有

《经义考言》、《公羊传历谱》、《论语温故录》等。

⑤ 黄式三（１７８９—１８６２）：字薇香。定海（今属浙江）人。清道光年间

岁贡生。博通经籍，精研“三礼”。所著《论语后案》，以不持汉宋门户之见

著称。《清史稿·儒林传》有传。另著有《诗序说通》、《诗传笺考》、《易释》、

《春秋释》、《音韵部略》、《诗丛说》、《儆居集经说》等。

⑥ 按：毛奇龄《四书改错》云：“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就其注义

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

里错、宫室错、器用错、衣服错、饮食错、井田错、学校错、郊社错、禘尝错、丧

祭错、礼乐错、刑政错、典制错、故事错、记述错、章节错、句读错、引书错、据

书错、改经错、改注错、添补经文错、自造典礼错、小诂大诂错、抄变词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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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抑圣门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章太炎谓“毛奇龄诋

朱有余，自身瑕垢则或转过于朱，如《四书改错》，可笑可鄙之处甚多”参见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首《章太炎先生论订书》。

⑦ 翟灏（？—１７８８）：字大川，一字晴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乾

隆十九年（１７５４）进士，任金华、衢州教授。精于文字训诂，《清史稿·儒林

传》有传。著有《说文称经证》、《四书考异》、《尔雅补郭》、《通俗编》等。

第三十六课　 近儒之《孝经》

　　　　 　学附《尔雅》

近儒治《孝经》者，始于毛奇龄。奇龄作《孝经问》，排朱子、

吴澄之说，然以空理相驳诘，颇乖著书之体。自阮福作《孝经义

疏》定郑注为小同所著，而近人皮锡瑞① 复作《孝经郑注疏》，以

伸郑注之义。若丁晏《孝经征文》，征引繁博，且力攻《孔传》为伪

书。汪宗沂《孝经辑传》复攻郑注为不经，而姚际恒② 作《古今伪

书考》，直列《孝经》于伪书，定为张禹同时人所作，殆疏于考证

者也。

近儒治汉学者，咸治《尔雅》，以古训为宗。邵晋涵③ 作《尔

雅正义》，以郭注为主，守疏不破注之例。郝懿行复作《尔雅义

疏》，虽亦宗郭注，然注有讹谬，则博采汉注，或以己说订正之。

且正名辨物，咸即字音求字义，多得阮元之传。若臧庸④ 辑《尔

雅》旧注，叶蕙心⑤复作《尔雅古注斠》，皆旁采汉魏以前旧说，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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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鲜折衷。又近人胡元玉作《雅学考》，于雅学源流叙列颇详。
《尔雅》以外，疏张揖《广雅》者，有王念孙⑥。疏扬雄《方言》者，
有戴震、钱侗⑦，而杭世骏⑧复作《续方言》，沈龄⑨为之作疏。疏

刘熙《释名》者，有江声、毕沅⑩。释许慎《说文解字》者，有段玉

裁、桂馥瑏瑡、王筠瑏瑢。余书甚多。 辑吕忱《字林》者，有任大椿瑏瑣，而

大椿复辑《小学钩沈》。若夫吴玉搢瑏瑤 作《别雅》，宋翔凤疏《小尔

雅》，孙星衍辑《仓颉篇》，皆足补《尔雅》注疏之缺。此小学所由

日盛也。

注：

① 皮锡瑞（１８５０—１９０８）：原刊误作“皮日瑞”，今改正。字鹿门，湖南

善化（今湖南长沙）人。因崇尚今文经学家伏生，故称“师伏先生”。清光绪

八年（１８８２）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先后主持湖南桂阳龙潭书院、南昌经训

书院。１８９８年，被聘为南学会学长。生前推崇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理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举人，交地方官管束。后历任湖南高等师范馆、中路

师范、长沙府中学堂讲席等。所著《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在近代中国的

学界影响深远。另著有《今文尚书考证》、《王制笺古文尚书》、《六艺论疏

证》、《驳五经异义疏证》等多种，均收入《师伏堂丛书》或《皮氏八种丛书》。

② 姚际恒（１６４７—１７１５）：字立方，一字首源，号善夫。安徽桐城人，寄

籍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所著《古今伪书考》，为

清初辨伪名著之一。阎若璩编撰《尚书古文疏证》曾受他影响。《清史稿·

儒林传》有传。另著有《九经通论》、《庸言录》等。

③ 邵晋涵（１７４３—１７９６）：字舆桐，一字二云，自号南江。余姚（今浙江

余姚）人。清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进士，以庶吉士入四库全书馆，历任《万

寿盛典》、《八旗通志》、国史馆、三通馆的纂修官。他继承了浙东学派的传

统，精于史学。《清史稿·儒林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所著《尔雅正

义》，为清代十三经新疏之一。他校勘群经的成果均保存在《南江札记》中。

④ 臧庸（１７６７—１８１１）：原名镛堂，字在东，号拜经。臧琳玄孙，江苏武

进人。师从卢文弨，并与钱大昕、段玉裁等学者切磋学问。曾入阮元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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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汇辑《经籍籑诂》，校勘《十三经注疏》，汇刻曾祖臧琳与己书为《拜经堂

丛刻》。《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孝经考异》、《乐记二十二篇注》、

《子夏易传》、《诗考异》、《韩诗遗说》、《拜经日记》、《拜经堂文集》等。

⑤ 叶蕙心：生平事迹不详。著有《尔雅古注斠》、《如兰诗钞》，载《清史

稿·艺文志一、四》。

⑥ 王念孙（１７４４—１８３２）：字怀祖，号石瞿，学者称“石瞿先生”，江苏高

邮人。清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进士。所著《读书杂志》，首开清代研究诸子书

的先河。《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广雅疏证》、《释大》、《方言疏证

补》、《群经字类》、《逸周书杂志》等。

⑦ 钱侗（１７７８—１８１５）：字司人，号赵堂。嘉定（今属上海）人。钱大昕

侄子。精于音韵训诂之学。《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九经补韵考》、

《说文音韵表》等。

⑧ 杭世骏（１６９５—１７７２）：字大宗，号堇甫，别号秦亭山民、阿骏。室名

道古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乾隆元年（１７３６）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

院编修，因上疏直言获罪罢官。晚年主讲广东粤秀、扬州安定等书院。相

传其挚友全祖望曾揭发他在主持书院期间变相索贿，心怀不满，以至乘全

祖望弟子请他为其师撰写墓志铭之机，索去全氏编定的《鲒埼亭集》手稿，

藏匿多年。一说手稿部分已据为己有而编入他的《道古堂集》中。《清史

稿·文苑传》有传。著有《礼例》、《续礼记集说》、《石经考异》、《续方言》、

《史记考异》、《汉书疏证》、《补晋书传赞》等。

⑨ 沈龄：甘泉（今江苏扬州）人。清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曾应梅植之

的邀请，参与校勘《旧唐书》的编撰。著有《续方言疏证》，载《清史稿·艺文

志一》。

⑩ 毕沅（１７３０—１７９７）：字湘蘅，一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

（今江苏太仓）人。清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以举人为内阁中书，军机处行

走。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进士，授编修，历官巡抚、总督。治学提倡考据，

精于校勘学。《清史稿》有传。所校《山海经》、《夏小正》、《老子道德经》、

《墨子》、《吕氏春秋》、《晋书》等多种，均收录于《经训堂丛书》中。

瑏瑡 桂馥（１７３６—１８０５）：字冬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清乾隆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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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７９０）进士，官云南永平知县，卒于官。精于《说文》。《清史稿·儒林

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说文解字义证》、《札朴》、《晚学集》等。

瑏瑢 王筠（１７８４—１８５４）：字贯山，号箓友。山东安丘人，清道光元年

（１８２１）举人。曾任山西乡宁知县，徐沟、曲沃等县代理知县。精研《说文》，

与段玉裁、桂馥、朱骏声并称“四大家”。《清史稿·儒林传》有传。著有《说

文释例》、《说文解字句读》、《文字蒙求》、《说文系传校读》、《禹贡正字》、《毛

诗重言》等。

瑏瑣 任大椿（１７３８—１７８９）：字幼植，一字子田，江苏兴化人。清乾隆三

十四年（１７６９）二甲一名进士，授礼部主事。三十八年（１７７３）为《四库全书》

编纂官，其礼经提要多出其手，后以郎中授御史。经学长于《礼》，尤擅名物

考证。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深衣释例》、《弁衣释例》、《释缯》、

《小学钩沉》等。

瑏瑤 吴玉搢（１６９９—１７７４）：字藉五，号山夫。江苏山阳（今江苏淮安）

人。清康熙（１６６２—１７２２）年间由廪贡生任凤阳府训导。博学多思，精通六

书假借之学。曾删略重定阎若璩《潜邱剳记》。《清史稿·儒林传》、江藩

《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说文引经考》、《六书述部叙考》、《别雅》、《金石

存》等。

３４１第三十六课　 近儒之《孝经》学附《尔雅》



第 二 册



弁　　言

《班志》言《五经》，《易》为之原，则经书当首列《易经》。《易

经》一书，所该之学最广，惟必先明其例，然后于所该之学分类以

求，则知《易经》非仅空言，实古代致用之学。惜汉儒言象、言数，

宋儒言理，均得《易》学之一端。若观其会通，其惟近儒焦氏之书

乎？故今编此书多用焦氏之说，刺旧说者十之二，参臆解者十之

三。如《易》于《象传》之外，兼有《象经》，则系前人所未言。惟限

于篇幅，引而申之，是在读者。又此编计三十六课，以供学校第

三学期之用。体例虽与前册稍殊，然均以发明《易》例为主，揭重

要之义为纲，而引申之语，参考之词，皆列为目，以教科书应以简

明为主也。然《易经》全书之义例，粗备于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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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易经》总义

《汉书·艺文志》云：“《诗》、《书》、《礼》、《乐》、《春秋》五者，

五常之道，而《易》为之原。”① 故《易经》之书为《六经》之首。今

先举《易经》之大纲条列如下：

一、《易经》之名义。

《参同契》②曰：“日月为易。”虞翻注云：“字从日下月。”

《说文》曰：“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

《乾凿度》③ 云：“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

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案：此即《易经》所谓“援始”。其详见后

课哲学条。

二、《易经》之作用。

《系辞》④曰：“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郑玄《周

易注》云：“《易》道周普，无所不被。”

又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

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又曰：“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

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又曰：“《易》弥纶天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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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易》之 为 书 也，广 大 悉 备，有 天 道，有 地 道，有

人道。”⑤

三、《易经》之义旨。
《礼记 · 祭 义》篇 云：“昔 者，圣 人 建 阴 阳 天 地 之 情，立

以为《易》。”
《礼记·经解》篇云：“洁净精微，《易》教也。”
《春秋繁露》曰：“《易》明其知。”⑥

《庄子》曰：“《易》以道阴阳。”⑦

《史记》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二字衍。 故长于变。
《易》以道化。”⑧

《淮南子》⑨云：“《易》之失鬼。”注云：“《易》以气定吉凶，故鬼。”

又云：“《易》之义，清明条达。”

郑玄《六艺论》⑩曰：“《易》者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

之所从生。”

四、读《易》之法。
《系辞》云：“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褚澄曰：“盖无体不可以一体求，屡迁不可以一迁执。”瑏瑡

焦循曰：“学《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前系何世界？伏

羲作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何以能治天下？神农、尧、舜、文王、周

公、孔子何奉此卦画为万古修己治人之道？”

又曰：“《易经》一书，不外比例、引申《易》辞，俱是举一隅欲

人三反。”

以上所言，皆《易经》一书之总纲也。治《易》者，当用褚氏、

焦氏瑏瑢之法以求之，庶乎可以通《易》学矣。

注：

①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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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

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

而《易》为 之 原。”参 见 汉 班 固 《汉 书》卷 三 十 《艺 文 志》，中 华 书 局

１９８３年版。

② 《参同契》：全名《周易参同契》，三卷。东汉魏伯阳著。魏伯阳，名

翱，自号云牙子，生卒年月不详，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本高门之子，性

好道术。《参同契》假借坎、离、水、火、龙、虎、铅、汞等各种法相，来说明炼

丹养生，是中国早期道教的一部重要著作。引语参见清惠栋《易例》卷上

“易”条。

③ 《乾凿度》：全名《周易乾凿度》，二卷。西汉郑玄注。为汉代《易纬》

的一篇。内容包括《易》学名义说、太易说、九宫说、八卦方位说、爻辰说、卦

气说等，以象数发挥《易》旨，并使之神秘化。自东汉至唐，李鼎祚《周易集

解》多取其说。宋代朱熹的《易本义》也深受其影响。引语参见清惠栋《易

例》卷上“易”条。

④ 《系辞》：“十翼”之一，分上下二篇。通论《周易》的起源、作用、占筮

方法，诠释卦名以及补充《彖》、《象》、《说卦》三传的不足。有关《系辞》的分

章，通常采马融、荀爽、姚信等分上篇为十三章，此外尚有虞翻的十一章、孔

颖达的十二章、陆德明的七章、李心传的十五章等分法，下篇则一般均分为

十二章。

⑤ 按：此 引 语 为《系 辞》下 篇 第 十 章，有 删 略。现 录 之 以 资 参 照：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⑥ 按：此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考：“六艺以瞻养之民，《诗》、

《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

所长。”参见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第二》。

⑦ 按：引语参见《庄子·天下篇》。

⑧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

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

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事

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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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

序》，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⑨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淮南内篇》、《刘安子》，二十一卷。旧

题西汉刘安撰。实是由刘氏召集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

晋昌等八宾客集体编撰而成。该书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五

行等家思想，一般认为它是杂家著作。注本有东汉高诱的《淮南鸿烈解》。

引语参见《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

⑩ 按：原刊无“曰”字，据上例，今补上。

瑏瑡 褚澄：字彦道，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南朝齐学者。宋文帝时拜为

驸马都尉，为官清显，精医术。建元（４７９—４８１）中为吴郡太守，永明元年

（４８３）迁侍中，后领右军将军。永元元年（４９９）卒，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南

史》有传。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褚澄曰：“《易》弥天地之道，

通万物之情，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盖无体不可以一体求，屡迁不可

以一迁执也。”参见清朱彝尊《经义考》卷四《易三》。原刊“盖无体”误作“虽

有体”，今改正。

瑏瑢 焦氏：即焦循，详见第一册第十四课注瑏瑢、第三十课注⑨。引语均

见焦循《易话》卷三。

第二课　《易经》卦名

《易经》当伏羲时，仅有八卦。即《乾》椸、《坤》椺、《坎》椾、
《离》楀、《艮》楁、《震》椻、《兑》楃、《巽》椼。乾为天、坤为地、坎为

水、离为火、艮为山、震为雷、兑为泽、巽为风。后圣有作，重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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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卦。孔颖达云：“王弼以重卦为伏羲作，或以为神农作。”①案：《三国志》高贵

乡公云：“后圣重之为六十四。”②此语最审慎，今用之。

重卦者，合八卦中之二卦为一卦，即《系辞》所谓“因而重之”

也。故其卦六十有四：

乾棤下乾上乾，与 椾相合为讼棩，与楃相合为履棭，与椺相合

为否棲，与楀相合为同人棳，与椻相合为无妄椄，与楁相合为遁

椑，与椼相合为姤椝。

坤棥 下坤上坤，与椾相合为师棪，与椸相合为泰棯，与楁相合

为谦棶，与楃相合为临棽，与 椻相合为复椃，与楀相合为明夷椕，

与椼相合为升椡。

坎椉 下坎上坎，与椻相合为屯棦，与椸相合为需棨，与椺相合

为比棫，与椼相合为井椣，与楃相合为节椲，与楀相合为既济椶，

与楁相合为蹇椘。

离椊 下离上离，与椸相合为大有棴，与椻相合为噬嗑棿，与椺
相合为晋椔，与楃相合为睽椗，与椼相合为鼎椦，与楁相合为旅

椬，与椾相合为未济椷。

艮椨 下艮上艮，与椾相合为蒙棧，与椼相合为蛊棻，与楀相合

为贲椀，与椺相合为剥椂，与椸相合为大畜椆，与椻相合为颐椇，

与楃相合为损椚。

震椧下震上震，与椺相合为豫棷，与椼相合为恒椏，与椸相合

为大壮椓，与椾相合为解椙，与 楃相合为归妹椪，与楀相合为丰

椫，与楁相合为小过椵。

兑椯下兑上兑，与椻相合为随棸，与椼相合为大过椈，与楁相

合为咸椌，与椸相合为夬検，与 椺相合为萃椞，与椾相合为困椢，

与楀相合为革椥。

巽椮下巽上巽，与椸相合为小畜棬，与椺相合为观棾，与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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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为家人椖，与椻相合为益椛，与楁相合为渐椩，与楃相合为中

孚椳，与椾相合为涣椱。

六十四卦之次第，俱见于上、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

四卦。六十四卦递生之故，俱见于《序卦传》③，学者汇而观之

可也。

注：

① 重卦：《易》学术语。由两个不同的单卦组合而成的卦称为重卦。

《周易》六十四卦，即由八个单卦互相重叠和置换所组成。一般认为重卦始

于伏羲或神农。惠栋《易汉学》云：“重卦之始，其说纷纭。虞翻、王弼以为

伏羲，郑康成以为神农。愚以《系辞》考之，郑氏之说是也。”参见卷八“重

卦说”。

② 高贵乡公：即曹髦（２４１—２６０），三国魏国皇帝。公元２５４—２６０年

在位。字彦士，曹丕之孙。初封高贵乡公。嘉平六年（２５４），司马师废曹

芳，立他为帝。他曾说“司马之心，路人所知也”，因不甘心做司马氏的傀

儡，率宿卫数百攻司马昭，为司马昭所杀。死后无封号，史称“高贵乡公”。

《三国志·魏书》有传。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丙辰，帝幸太

学，问诸儒曰：圣人幽赞神明，仰观俯察，始作八卦，后圣重之为六十四，立

爻以极数，凡斯大义，罔有不备，而夏有《连山》，周曰《周易》，《易》之书，其

故何也？”参见晋陈寿《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髦传》。

③ 《序卦传》：一称《序卦》，“十翼”之一，解释《周易》六十四卦上经以

乾坤两卦居首，下经以咸恒两卦为首的排列秩序。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

是周文王将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二篇，但卦序不明，后由孔子就上下两经“各

序其相次之义”，所以称之为《序卦》。今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中未发现

《序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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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卦 名 释 义

六十四卦，卦各有名。《文言》①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名者，命也。名起于言，先有此义，乃锡此名，先有此物，乃有此

象。《易经》卦各有名，夫乾、坤、坎、离，名也。健、顺、陷、丽，义

也。惟先有健、顺、陷、丽之义，然后有乾、坤、坎、离之名。卦义

在先，卦名在后。卦名者，以一字代表一卦之义者也。其取名之

义有四：一曰言其德，二曰言其用，三曰言其象，四曰指其事。

言其德，如乾，健也，坤，顺也是。言其用，如咸，感也是。言

其象，如屯，盈也，坎，陷也是。指其事，如《讼》卦、《师》卦是。
《易经》、《彖传》②、《象传》③、《系辞》、《序卦》、《说卦》④、《杂

卦》⑤，有以一字释卦名者，有以一义释卦名者，大抵不外此四

端。惟训释之法，有以本字训本字者，有以有偏旁之字训无偏旁

之字者，有以双声叠韵之字训本字者，有以同义之字训本字者，

亦分为四类：

以本字训本字者。此由字包数音，音包数义，或以虚义释实

义，或以此音推彼音，如蒙者，蒙也，剥者，剥也是。

以有偏旁之字释无偏旁之字者。由于字义起于右旁之声，

故右旁为声之字。一字有数多之义，后人昌造合体之字，故以合

体之字释独体之义。如咸，感也，夬，决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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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声叠韵之字训本字者。由于上古之时，一字一义，因语

言不同分为数字。故音近之字义即相同。如乾，健也，坤，顺

也是。

以同义之字训本字者。由于一字各有界说，各有义象，故一

字必有所该之义。如震，动也，艮，止也是。

今将《彖传》、《象传》、《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训释

卦名之说，分列如下：

凡言其德者加“□”于下，言其用者加“○”于下，言其象者加

“◎”于下，指其事者加“、”于下：

卦名 彖　传 象传 系　辞 说卦传 序　卦 杂　卦

乾
大 哉 乾

元◎
健□

天下 之 至 健

也□
健也□ 刚□

坤
至 哉 坤

元◎
天下 之 至 顺

也□
顺也□ 柔□

屯 盈也◎
见而不失其

居◎

蒙
蒙 也 物 之

稚也◎
杂而著◎

需 须也
饮 食 之

道也、 不进也◎

讼 不亲也、

师 众也 众也◎ 忧◎

比
辅 下 顺

从也、 比也◎ 乐◎

小畜 寡也◎

履 下顺从也、 德之基也□ 有礼、 不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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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卦名 彖　传 象传 系　辞 说卦传 序　卦 杂　卦

泰 通也◎

否 反其类也、

同人 亲也、

大有 众也、

谦 德之柄也□ 轻□

豫 怠□

随 无故、

蛊 事也、 则饰、

临 大也◎ 与○

观 求○

噬嗑 合也◎ 食也◎

贲 饰也◎ 无余也◎

剥
剥也 柔 变

刚也
剥也○ 烂也◎

复 德之本也□ 反也◎

无妄 灾也、

大畜 时也、

颐 养也○ 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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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卦名 彖　传 象传 系　辞 说卦传 序　卦 杂　卦

大过 大者过也、 类也○

坎 重险也◎ 陷也◎ 陷也◎

离 丽也◎
明 也 □
丽也◎

丽也◎
离上而坎下

也◎

咸 感也○ 速也□

恒 久也□ 德之固也□ 久也□ 久也□

遁 退也◎ 退◎

大壮 大者壮也、 止◎

晋 进也◎ 尽也◎

明夷 伤也、 诛也、

家人 内也◎

睽 乖也◎ 外也◎

蹇 难也、 难也、 难也、

解 缓也◎ 缓也◎

损 德之修也□ 盛衰之始○

益 德之裕也□

夬 决也○ 决也○ 决也○

姤 遇也 遇也◎ 遇也◎

７５１第三课　 卦 名 释 义



续　表

卦名 彖　传 象传 系　辞 说卦传 序　卦 杂　卦

萃 聚也 聚也◎ 聚也◎

升 不来也◎

困 刚揜也 德之辨也□ 相遇也◎

井 德之地也□ 通◎

革 去故○

鼎 象也◎ 取新○

震 动也◎ 动也◎ 起也◎

艮 止也◎ 止也◎ 止也◎ 止也◎

渐 进也◎ 进也◎
女 妇 待 男

行也、

归妹 女之终也、

丰 大也◎ 大也 多故也、

旅 亲寡◎

巽 德之制也□ 入也◎ 入也◎ 伏◎

兑 说也◎ 说也◎ 现◎

涣 离也◎ 离也◎

节 止也◎

中孚 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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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卦名 彖　传 象传 系　辞 说卦传 序　卦 杂　卦

小过
小者 过 而

亨也◎
过也、

既济 定也□

未济 男之穷也、

注：

① 按：原刊《系辞》，当作《文言》，今改正。

② 《彖传》：“十翼”之一。彖，《系辞传》：“彖者，材也。”材通裁，有裁

断之义。屈万里《读易三种》引吴凌云《吴氏遗书》谓：“彖读如彘，材读如

之。”按：甲骨文彖、彘本为一字，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下编六十一页有说

明。《彖传》就是裁断一卦之义的文辞，全篇分为上下两篇。孔颖达《周易

正义》：“夫子所作彖辞，统论一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德，或说其卦之义，或

说其卦之名。”如“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这就是对乾卦“元亨”

卦名的解释。今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中未发现《彖传》。

③ 《象传》：“十翼”之一，象指卦象，是对《周易》六十四卦的卦爻象的

解释。全篇分为上下两篇，其中包括《大象》、《小象》。《大象》解释一卦之

象，《小象》解释一爻之象。如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乾卦“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这就是“大象”。古本《周易》“大象”与“小象”依卦合编，并随上

下经分为“上象”、“下象”，而以“小象”散配于诸爻之后。

④ 《说卦》：即《说卦传》，“十翼”之一，解释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八卦的取象意义。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卦者，陈说八卦之德业变化及

法象所为也。”今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未发现《说卦传》全文，唯帛书《系

辞传》杂有今本《说卦传》前三章的文字。据《隋书·经籍志》载：“及秦焚

书，《周易》独以卜筮存，唯失《说卦》短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按：此说不确。

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一篇，并不是今

本《说卦传》，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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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象》、《说卦》、《文言》。”《史记》作于汉武帝时，证明《说卦传》不待汉

宣帝时始出，而在汉武帝之前已经广泛流行。同时，说明它在流传过程中，

也出现了错简、误讹的现象。

⑤ 《杂卦》：即《杂卦传》，“十翼”之一，也是对《周易》六十四卦的卦爻

象的解释。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杂卦传》是孔子“更以错杂而对辨其次

第，不与《序卦》同”。今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中未发现《杂卦传》。

第四课　 论《易》卦之作用

《易》卦始于伏羲。
《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

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其用有四：

一曰明人伦。以乾、坤示夫妇之象，即以坎、离、震、巽、兑、

艮为六子，以示父子兄弟之伦。
陆贾《新语》曰：“先圣乃仰观于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

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

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①《白虎通》曰：“古之时，未有三纲

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有父，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

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定治下。”② 焦循曰：“《序

卦传》所言‘有天地’一节，所以明伏羲定人道之功也。知母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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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则同于禽兽。父子、君臣、上下，礼义必始于夫妇。以知识未

开之民者，知有夫妇；不知有父子者，知有父子。人伦王道，自此

而生，故伏羲画卦为知母不知父者示也。观乾坤定位，而复一

索、再索、三索，以生六子。”③六子者，一索得震为长男，一索得巽为长女，再

索得坎为中男，再索得离为中女，三索得艮为少男，三索得兑为少女，皆见《说卦传》，

故汉儒有乾坤生六子说。有父子而长少乃可序，故伏羲之卦首定乾坤

也④。其说甚精，故《易经》多言伦理学。见后课。

二曰定人品。以阴阳二字，为一切善、恶、邪、正各名词之代

表，以崇正黜邪。
《说文》引秘书说：“《易》象阴阳。”《庄子》曰：“《易》以道阴

阳。”《晋纪》⑤瞻曰：“伏羲作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是《易经》以

言阴阳为主，然《系辞》云：“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一阴一阳之谓

道。”《说卦传》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则阴阳之说，始于伏

羲。《管子》言“伏羲作造六峜，以迎阴阳”⑥，尤其确证也。阴阳

之说，既始于伏羲，然阴阳二字不独为一切对待名词之代表，见后

课。且以阴阳衡人品。凡《易经》所谓刚柔、内外、君子、小人均以

阴阳二字代其用，见后课。 故知伏羲之言阴阳所以示人民立身之

表率也。与空谈《易》理不同。⑦《易经》为修身之书，亦详见下课。

注：

① 陆贾（约公元前２４０—约前１７０年）：楚（今湖北江陵）人。西汉初期

政论家。从汉高祖刘邦定天下，官至太中大夫。生前积极提倡以儒学与黄

老之学治国，对汉初政治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著有《新语》一书。《史

记》、《汉书》有传。按：原刊“天”字下脱“文”字，今补上。引语参见《新语》

卷上《道基第一》。

② 按：原刊“定”字下脱“治”，今补上。原刊“有母”、“有父”，当为“其

母”、“其母”，今改正。“民人”后脱“但”字，今补上。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

资参照：“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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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后。卧之，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到韦。

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

下。”参见汉班固《白虎通义》卷上《德论》“号”条。

③ 乾坤生六子：易学术语。语出《说卦传》，是指震、巽、坎、离、艮、兑

六卦都由乾坤两相交而成，分别代表三男三女。如震卦椻阳爻居下者为长

男，巽卦椼阴爻居下者为长女，坎卦椾阳爻居中者为中男，离卦楀阴爻居中

者为中女，艮卦 楁阳爻居上者为少男，兑卦 楃阴爻居上者为少女。三男三

女的顺序自下而上。索，求。一索、再索、三索，不是求索一次、二次、三次

之意，而是表示所求索者在卦画中的位次。男，男性，为阳爻。女，女性，为

阴爻。

④ 按：今本《序卦传》分二节，均以“有天地”起节，焦循所引，当属第二

节，文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

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

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引语俱见《易图略·原卦第一》，有删略，文长，不

俱录。

⑤ 《晋纪》：书名。唐代以前私家修晋史者颇多，其中用编年体以“晋

纪”为名者有：晋陆机、干宝、曹嘉之、邓粲，南朝宋有刘谦之、徐广、王韶

之、郭李产。自官修《晋书》刊行后，诸家均废。《文选》中录有干宝《晋纪总

论》一篇。清汤球有《晋纪辑本》，可参考。

⑥ 按：引语出自《管子·轻重戊》：“伏羲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

九之数，以合天道。”“六峜”，旧注“峜”即计数的“计”。清代学者洪颐煊、

庄述祖及近人闻一多说“峜”当作“佱”，“佱”为古文“法”字。六法即《易通

卦验》上所说的乾、离、艮、兑、坎、坤。郭沫若认为“六峜”古本作“大陆”，

故认为“峜”是“坴”的错别字。“大坴”即乾坤六法。可参见郭沫若等《管

子集校》。

⑦ 按：此课刘师培明言其易学“其用有四”，但是文中仅见“明人伦”、

“定人品”两用，疑全文有脱漏。由于这部分内容不见于其他刊本，所以在

此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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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释 三 《易》

古有“三易”，夏《易》曰《连山》，商《易》曰《归藏》，与《周易》

相合，名曰“三易”，西周之时，太卜掌之。
《周礼·太卜职》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

易》。”杜子春以《连山》属伏羲，《归藏》属黄帝。郑《志》云：“近儒

皆以为夏殷。”

盖“三易”均裨卜筮之用，其卦名相同、其不同者有三：一曰

序次不同，二曰占法不同，三曰卦辞不同。

顾炎武谓《连山》、《归藏》本不名“易”，因《周易》之名，遂混

称之为《易》耳。

序次不同者。《连山》以艮为首，《归藏》以坤为首，《周易》则

以乾为首。
《周礼》贾《疏》云：“名曰《连山》，似山出内气也者。此《连山》

易其卦以纯艮为首。《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者，此《归

藏》易以纯坤为首。”又云：“周以十一月为正天统，故以乾为首。

殷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夏以十三月为正人统，人无为

卦首之理，艮渐正月，故以艮为首也。”又案：《礼记·礼运》①篇云：

“孔子曰：吾欲观殷道，是故至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

即《归藏》，言坤乾，不言乾坤，此商《易》以坤为首之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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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法不同者。夏、殷《易》以七八不变为占，《周易》以九六变

者为占②。
《周礼》贾《疏》云：“按襄九年《左传》云：穆姜薨于东宫，始

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注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
惟六二不变。”《连山》、《归藏》之占，以不变者为正。但《周易》占

九六而云“遇艮之八”，是据夏、殷不变为占之事云。惠栋《周易

述》曰：“夏、商占七八，文王始用九六，以变者为占。”③

卦辞不同者。《左传》所引古《易》之文，多为《周易》所无。

如僖十五年《传》，秦伯伐晋，所引“千乘三去，获其雄狐”。
成十六年《传》，晋侯及楚子战于鄢陵，所引“南国蹙，射其元王中

厥目”，均今《周易》所无，足证夏、殷《易》之文殊于《周易》，此皆

《周易》殊于夏、殷之证。列国之时，夏、殷之《易》，犹与《周易》并

行。如穆姜、秦伯、晋侯所用之《易》是。

秦代以后，所存者仅《周易》，而夏、殷之《易》俱亡。其所以

湮灭者，一则国亡之故，一则未经孔子编订之故也。故秦汉以

来，所治之《易》，均《周易》，近世所有《归藏》系伪书，又近儒庄氏、宋氏④均

以《归藏》为《说文》所从出，亦可参考。 实则仅三《易》中之一种耳。或以周

非朝名，乃周普之义，非也⑤。

注：

① 《礼运》：《礼记》篇名。相传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

子答问的著作。其中对儒家理想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了典型的

描绘，故有“礼运大同”之称。篇中还提出了“天下为家”的“小康”之治，是

进入“大同”之前的初级阶段。“大同”思想对后来思想家如洪秀全、孙中山

等都产生过影响。

② 七八、九六：《易》学术语。《周易》以数记爻的四个数字。七与九是

阳爻，八与六是阴爻。据《系辞传上》记载的古代筮法，凡经过分二、卦一、

揲四、归扐等营成一变，三变成一爻，十有八变成一卦。四营而成一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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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或七或八或九或六一个数字。《仪礼·士冠礼》贾公彦疏：“筮法依七

八、九六之爻而记之，但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

③ 按：引语自《易例》，非《周易述》，有脱漏。现录之以资参照：“夏占七

八，文王演《易》，始用九六，以变者为占。”参见清惠栋《易例》卷上“易”条。

④ 按：庄氏，指庄存与。宋氏，指宋翔凤。详见第一册第三十一课注

⑤、三十三课注瑏瑣。

⑤ 按：《周易》之“周”字的意义，古人说法不一。孔颖达《周易正义》卷

首引郑玄注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陆德明《经典释文》说：

“周，代名也；国周，至也，遍也。今书名，义取周普。”贾公彦《周礼·春官·

大卜》疏说：“《连山》、《归藏》皆不言地号，以义名《易》，则周非地号，以周易

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匝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则“周”字取周普、

周遍、周匝之义。朱熹《周易本义》说：“周，代名；易，书名也。”近是。

第六课　 释《周易》之旨

《周易》之宗旨，所以发挥有周一代之政教典章也。《易经》

之书，夏、商二代均有之。而《周易》一书，则兴于殷末周初。《系

辞》有言，“《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此其确证。

是则《周易》者，乃文王、周公自述其宗旨之书也。故全书之旨，

约有三端，试述之如下：

一曰言阴阳而不言五行。

伏羲画卦，以天地为首，又以天秉阳而地秉阴。《礼运》。 由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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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而生四时，故《易经》者，即伏羲所创之宗教也。若五行之说，

以金、木、水、火、土为体，始于黄帝物有其官，及夏禹以五行为宗

教，举声、味、容、色皆入于五行，而一切天文、如五纪①是。 卜筮、如

稽疑②是。杂占如庶征③是。 悉该入五行之中，并以五行该人事，演

为《九畴》④，而伏羲阴阳教顿衰。然大禹复攻克曹魏，屈骜有扈

之邦⑤，以推行其教。《吕览》。 有扈氏威侮五行，则夏启克其国，

盖有扈信阴阳而斥五行也。殷人亦信五行，故以五纪官，而《洪

范》之书传于箕子⑥。惟周处西方，即有扈故墟，故文王治《易》

崇阴阳而黜五行，复取法两仪四时以立六官⑦，此阴阳教战胜五

行教之始也。故《易经》不言五行。孔子师文王之意，亦不言五

行。子思、孟子稍言五行，即为荀卿所斥⑧。 汉孟喜言阴阳气无箕子，箕

子为信五行 之 人，即 言《易 经》中 无 五 行 之 说 也。西 汉 之 焦、

京⑨，东汉之郑、马⑩，宋之陈抟，近儒之孔广森、钱塘瑏瑡均杂以五

行之说缘饰《易经》，失《易经》之家法瑏瑢矣。

二曰言人事而兼言天事。

周代以神道设教，故《易经》以天为万物之主宰。《观》卦曰：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瑏瑣 是其证也。又以人事与天事

相表里，故卜筮之学，亦出于《易》。王弼及程朱诸儒，均以人事

说《易》，汉儒专以天事说《易》，均失之于一偏。《周易》者，以人

事为主，而以天道统人事者也。其所以然者，则因所处之时为神权时代。

三曰言周礼而不言古礼。

周礼者，时王之制也。《周易》为周书，故所言均时王之制，

此韩宣子所由以《周易》为周礼也。其详见后课。

以上三端，均《周易》一书之大旨也。学者能明于《周易》之

宗旨，晓然于《周易》为有周一代之书，则《周易》之大义不难了然

明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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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五纪：岁、月、日、星辰、历数，五者都是记录天象的，故称“五纪”。

② 稽疑：决断疑事。《尚书·洪范》：“次七曰明用稽疑。”《疏》：“明用

卜筮以考疑事。”

③ 庶征：某事发生前的一些迹象、征候。《旧唐书·天文志》：“是故

古之哲王，法垂象以施化，考庶征以致理。”

④ 《九畴》：相传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语出《尚书·洪范》：“天乃

锡禹《洪范》、《九畴》。”

⑤ 有扈：古国名。夏帝启与战于甘，灭之。其子孙以国为姓，扈氏即

其后。

⑥ 箕子：名胥余。商代贵族。纣王的诸父，官太师。受封箕（今山西

太谷东北）。曾因劝谏纣王，为纣王囚禁。周武王灭商后被释放。《尚书·

洪范》记述了他与武王的对话，实出自后人拟作。

⑦ 六官：六卿之官。周代以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

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全称六官。见宋代王应麟《小学绀珠》八。

⑧ 按：荀子所斥子思、孟子言五行语，参见《荀子·非十二子》篇云：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

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

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

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⑨ 按：焦、京，指焦延寿与京房，详见第一册第九课注⑥、瑏瑡。

⑩ 按：郑、马，指郑玄与马融，详见第一册第三课注③、第九课注⑥。

瑏瑡 钱塘（１７３５—１７９０）：字子渊，一字禹美，号溉亭。嘉定（今上海）人。

钱大昕侄子。乾隆（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年间进士，官江宁府教授。《清史稿·儒

林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春秋左氏传古义》、《述古篇》、《史记

三书释疑》等。

瑏瑢 家法：指汉代经学传授的原则，详见第一册第三十课注③。

瑏瑣 按：此引语为《彖传》解释《观》卦卦名，原刊“服”后脱“矣”字，今

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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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论《易》有三义

“易”字含有三义，《乾凿度》云：“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

也，不易也。”①郑玄《易赞》曰：“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易

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是“易”字含有三义之证。试

即此三者引申之。

一曰“简易”。即儒家“反约行简”、道家“抱一”② 之说所

从出。
《系辞上》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又云：“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又《系辞下》曰：“夫乾，确然示人

易矣；夫坤，然示人简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

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扬子《法

言·五百》篇云：“或问天地简易，而圣人法之，何《五经》之支离？

曰：‘支离盖其所以为简易也，已简已易矣。焉支焉离。’”皆言简

易之道者也。若夫孟子之言“反约”，老子言“抱一”，为天下式。

凡治学治国，持挈纲提要之旨者，均由简易之义而生者也。

二曰“变易”。即汉儒改制更新之说所从出。
《系辞》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

为典要。惟变所适。”又曰：“生生之谓易。”生生不已，即变化也。

郑玄云：“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③ 宋人胡瑗曰：“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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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变易之义。盖变易之道，天人之理也。”④ 程子曰：“易，变易

也。随时变易，以从道。”⑤朱子谓易为交易、变易之义。章学诚

《文史通义》曰：“《易》之为义，实该羲、农以来不相沿袭之法数

也。《易》之初，见于文字，则帝典之平在朔易。”⑥《孔传》谓岁改

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书，则王者改制更新之大义，显而可

知矣。又曰：“且以天地改时，汤武革命，为革之卦名，则易之随

时废兴，道岂有异乎！”⑦ 案：此 说 即 近 世 改 制 变 法 之 说 所 从

出也。

三曰“不易”。即儒家则古称先、汉儒“天不变，道亦不变”之

说从出。
《系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

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此皆指理

之有定，道之不易者言也。《礼大传》曰：“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

矣。亲亲也，尊尊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也。”⑧

案：不变之说，即近世守旧之说所由来也。

此皆《易经》之大义也。《乾凿度》所引孔子之说，或即孔子

论《易》之词乎？

注：

① 按：引语参见《周易乾凿度》卷上。

② 抱一：道家谓“道”生于“一”，故称精思固守为抱一。《老子》：“曲

则舍，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抱朴子·明本》：“儒者汲汲于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独善。”后来泛指坚守

某种信仰为抱一。

③ 按：引语参见《周礼》卷二十四《大卜》注。

④ 按：引语参见宋郑樵《六经奥论》卷一“易经总论”条。

⑤ 按：引语参见宋郑樵《六经奥论》卷一“易经总论”条。

⑥ 帝典：《尚书·尧典》的别称。《礼记·大学》：“帝典曰：‘克明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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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正月丙寅诏：五教在宽，帝典所美。”

朔易：指北方随岁时改易而变换生活方式。《尚书·尧典》：“平在朔易。”

《传》：“北称朔，亦称方。谓岁改易于北方。”《疏》：“人则三时在野，冬入隩

室；物则三时生长，冬入囷仓；是人之与物皆改易也。”按：原刊“羲农”后脱

“以”字，“更新之”后脱“大”字，“显然”当作“显而”，今均补正。引语参见清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内篇》“易教中”。

⑦ 按：引语有改易，原刊“易以天地改时”，当作“且以天地改时”，今改

正。原刊“岂有异乎”前应有“道”字，今均补上。引语参见清章学诚《文史

通义》卷一《内篇》“易教中”。

⑧ 按：引语“此其不得”“不”后脱“可”字，今补上。

第八课　 释 《彖》 辞

《彖》辞者，文王之所作也。
《系辞》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

与纣之事邪？”又晋阮籍曰：“文王系其辞，于是《归藏》逝而《周

易》兴”①。盖文王革商为《周易》，因取伏羲之卦而系以《彖》辞。
“彖”训为“材”，言以《彖》辞分析每卦中所含之意也。《系辞》曰：
“彖者，材也。”阮元曰：“彖字古音当读若弛，音近于材，故彖训为

材，音义相兼。”②《方言》曰：“蠡者，分也。”蠡当训为分，则彖字

本训为分可知矣。材即裁也。孔子所训之材，言用此《彖》辞说

卦象以分之也。其说最精。朱子以“彖”为“断”，当为近是。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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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训为“遁”，非也③。

故《彖》辞为每卦之界说，而每卦所含之情、所包之象，均该

于《彖》辞之中。

案：《系辞》曰：“爻彖以情言。”又曰：“彖者，言乎象者也。”是

每卦之情、象均该于《彖》辞，故《彖》辞为每卦提要之词。《系辞》

曰：“智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言《彖》辞既解，则一卦之大

义均可解也。
《彖》辞立十二字，为全经之标。字各一义，即“元”、“亨”、

“利”、“贞”、“吉”、“凶”、“悔”、“吝”、“厉”、“孚”、“无咎”是也。
《易经》各卦，于此十二字之中，有含有数字之义者，有仅含一二

字之义者，均于《彖》辞见其凡：
“元之谓言始也”。《乾·象》。“善之长也”。《乾·文言》。“万物

所资始也”。《乾》卦。

“亨之谓言通也”。《广韵》。“嘉之会也”。《乾·文言》。“观会通

而行典礼之义也”。《系辞》。

“利者，义之和也”。《乾·文言》。“利物足以和义”。同上。“利

者，变而通之之谓”。《系辞》。

“贞者，事之干也”。《乾·文言》。“贞固足以干事”。“贞者，正

也”。《师》卦。

“吉凶者，失得④ 之象也”。“吉凶生于外”，“爱恶相攻而吉

凶生”。《系辞》。

“悔吝者，忧虞之象也”。“言乎其小疵也”，“远近相取而悔

吝生”。《系辞》。

“厉者，危也”。厉与孚并言。《夬》卦。凡未悔吝者均为厉。焦

循《易通释》。

“无咎者，善补过也”。《系辞》。 凡既悔吝者，均为无咎。焦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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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通释》。

十二字之中，又以“吉凶”二字为总纲，元、亨、利均吉，贞则

凶、吉相兼。此即守旧不化固执己见者，有得有失之谓也。悔吝可以由凶而

入吉，未悔吝则凶，是曰厉。既悔吝则吉，是曰无咎。
《彖》辞有举所标之字而自释之者。

如《蒙》“亨”下云：“童蒙求我。”《谦》“亨”下云：“君子有终

是。”余可类推。

有首一字举卦名与下连贯为义者。

如《同人》“于野”，《否》之“匪人”，《履》“虎尾”是。余可类推。

然皆文王所系之辞，故《易经》者，文王之学也。

注：

① 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魏国文学

家。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学

宗老庄，贵自然。后人辑有《阮嗣宗集》。按：引语参见清朱彝尊《经义考》

卷四《易三》。

②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周易》彖之为音，今俗皆读团

之去声，与古音有异。古音当读若驰，音近于才，故《系辞传》曰：彖者，材

也。此乃古音训相兼，是彖音必与才音同部。”参见清阮元《揅经室集·释

易彖音》。

③ 按：其说见焦循《易通释》“遁”条：“文王作卦辞，名为彖，彖即遁

也。遁谓捝而去也。乾坤交而成屯，捝去从鼎，鼎二之五，即名之为遁，遁

以舍此就彼为义，即屯之从鼎，可例其他矣。”

④ 按：失得，原刊误作“得失”，今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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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释 爻 辞 （上）

爻辞者，或以为文王所作，或以为周公所作。

陈澧①《东塾读书记》云：“《系辞传》：《易》之兴也，其当殷

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左传》昭二年孔疏

云：‘郑玄云：据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断可知矣。但《易》之

爻辞，有箕子之明夷、利贞。’又云：‘王用享于岐山，又云东邻杀

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故先代大儒郑众、贾逵等，或以

为卦下之《彖》辞，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辞，周公所作。‘虽复纷

竞大久，无能决其是非。’澧谓，孔子言《易》之兴，但揣度其世与

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孔子所未言，后儒当阙疑而已，何必

纷竞乎？惠定宇必以为文王作，所撰《周易述》，用赵宾② 说而小

变之，以箕子为其子。又据《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雅》‘梁

山晋望也’，因谓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享于岐山者，

为夏王。纡曲如此，更可以不必矣。”③其说最精。

盖各卦均为重卦，故卦各六爻，所谓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

合六十四卦计之，共三百八十四爻。

每爻必有义，就爻义而释之者，谓之爻词。

凡《易》道从下升，故卦爻亦由下而上。最下之爻为初爻，其

上为二爻，其上为三爻，其上为四爻，又其上为五爻，又其上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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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例如：

离　楀上五四　　　　大有　楀上五四

　　楀三二初　　　　　　　椸三二初

由初爻至三爻为上卦，由四爻至上爻为下卦。凡爻之作

“ ”形者，均为阳爻；凡爻之作“ ”形者，均为阴爻。阳爻均从

《乾》来，阴爻均从《坤》来。

阳爻称九，阴爻称六。

如阳爻之卦，初爻称“初九”，二爻称“九二”，三爻称“九三”，

四爻称“九四”，五爻称“九五”，六爻称“上九”。阴爻之卦，初爻

称“初六”，二爻称“六二”，三爻称“六三”，四爻称“六四”，五爻称

“六五”，六爻称“上六”。

凡一卦之中，杂有阳爻、阴爻者，则阴爻均称六，阳爻均称

九。爻者，效也，所以效天下之动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

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④，故吉凶生。盖爻义取

于交。《说文》云：“爻，交也。”《易》之有爻，所以表参伍错综之

象⑤者也。而参伍错 综 之 象，必 待 变 动 而 后 著，此 旁 通⑥、相

错⑦、卦变⑧三端所由，为治《易》学者之要义也。见下课。

注：

① 陈澧（１８１０—１８８２）：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清道

光举人，曾为河源县训导，后主讲学海堂、菊坡精舍，为学不囿于汉学和宋

学的门户。光绪七年（１８８１），以“耆年硕德”赏五品卿衔。治学主张调和汉

学与宋学。《清史稿·儒林传》有传。所著《东塾读书记》十五卷，读书札记

六百十一条，详述经学源流，九流诸子，为学者所推崇。文王与纣之事，指

《周易》反映的是商纣王将周文王囚禁在羑里这一历史事件，即《彖传》解释

《明夷》所说的“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② 赵宾：蜀（今四川成都）人。西汉经学家。曾受《易》孟喜，事载《汉

书·儒林传·孟喜传》。著有《赵氏易论》，今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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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四《易》。

④ 按：文，原刊误作“物”，今改正。

⑤ 参伍错综：《易》学术语。语出《系辞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对它的解释，古人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参伍”即三五行者，有的认为三五

以相参合以相改变者。《淮南子·泰族训》：“何谓参伍？仰取象于天，俯

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此之谓参；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

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凡此种种都是后人附会曲解之辞。朱熹

《周易本义》认为：“参者，三数之也；伍者，五数之也。既参以变，又伍以变，

一先一后，更相考核，以审其多寡之实也。错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谓

也；综者，总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谓也。此亦皆谓揲蓍求卦之事。”基本符合

《系辞传》的原意。

⑥ 旁通：《易》学术语。焦循创拟的重要《易》学法则。它主要有四种

形式：１ 以旁通卦内容相同的卦爻辞，揭示卦爻之间的关联。如《同人》

“九五”爻辞为“大师相克遇”，《同人》的旁通卦为《师》卦，因此“师之相克”、

“师之相遇”的确切蕴意便可在《同人》与《师》两卦中求得。２ 以旁通卦爻

的置换而产生新卦，其新卦与它的旁通卦相印证。如《涣》和《丰》通过初爻

与四爻转换，《丰》成为《明夷》卦。据《涣》“六四”爻辞“匪夷所思”，而《丰》

“九四”爻辞“遇其夷主”，因此《丰》、《涣》、《明夷》三卦通过爻位转化，其内

容能够互相印证。３ 某卦的爻辞内容，与某一组旁通卦爻的置换而产生

新卦的爻辞内容互为补充。如《明夷》“六五”爻辞“箕子之明夷”，《中孚》

“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按《中孚》的旁通卦是《小过》，通过初

爻与四爻置换而成《明夷》卦。由《明夷》联系《中孚》、《小过》两卦来补充说

明“箕子之明夷”与“其子和之”的内在联系。４．非旁通卦的卦爻辞内容相

同，均由各卦各自寻求旁通卦，以证明卦与卦的性质一致。如《小畜》卦辞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过》“六五”爻辞亦为“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按

照旁通原则，《小畜》与《小过》彼此不能进行旁通。但《小畜》的旁通卦是

《豫》卦，《小过》的旁通卦是《中孚》卦，于是两组旁通卦各自经过初爻与四

爻，三爻与上爻，四爻与初爻的互相置换，《小畜》与《小过》均变为《需》卦，

因此经过旁通同样能揭示非旁通卦组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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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相错：《易》学术语。焦循创拟的重要《易》学法则。它主要有四种

形式组合而成：１ 凡旁通卦的下卦相互置换而成相错。如《同人》与《师》

两卦相错成《讼》、《明夷》两卦，反之亦然。２凡旁通卦二五爻位置换，而组

合成新卦的相错。如《乾》、《坤》两卦二五爻位置换得《同人》与《比》两卦。

《同人》与《比》相错为《否》与《既济》两卦，反之《否》、《既济》相错亦为《同

人》与《比》两卦。３ 凡旁通卦初四爻位或三上爻位置换而组合成新卦的

相错。如《乾》、《坤》两卦初四或三上爻位置换而成《小畜》、《复》、《夬》、

《谦》四卦。《小畜》与《复》相错为《益》、《泰》两卦，《夬》与《谦》相错为《泰》、

《咸》两卦，反之亦然。４ 凡旁通卦先二五后三上或初四爻位置换而组合

成新卦的相错。六十四卦中只有《家人》、《屯》、《革》、《蹇》、《需》、《明夷》等

六卦。《家人》与《屯》相错为《益》、《既济》两卦，《革》与《蹇》相错为《咸》、

《既济》两卦，《需》与《明夷》相错为《泰》、《既济》两卦，反之亦然。可参见陈

居渊《焦循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第１８１页，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版。

⑧ 卦变：《易》学术语。通过卦爻的阳阴变化解释卦名的一种方法。

“卦变”脱胎于《彖传》“刚柔”、“内外”、“上下”、“往来”等概念。自汉代荀

爽、虞翻等主卦变说后，北宋苏轼、程颐的“往来”说，李挺之的“反对”说，以

及俞琰、朱熹也兼采升降的卦变说等，成为象数《易》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详见下面第十八、十九、二十课。

第十课　 释 爻 辞 （下）

《周易》各爻，凡其象相同者，则所用之辞亦多相同。大抵内

卦为主，外卦为朋①。阳爻为刚、为君子、为吉、为存，阴爻为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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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人、为凶、为亡，此《易》例之大略也。然各爻所称，均有一定

之例。试揭之如下：

凡二五爻称“中”，《乾·文言》九二、《坤》六五《象传》，《师》九二、《夬》九

五，余可类推。亦称“中正”，《需》、《讼》、《井》九五《象传》，《晋》六二《象传》。 亦

称“正中”，《比》、《随》、《巽》九五《象传》，《豫》六二《象传》。 亦称“正”，《履》、

《否》、《遁》九五，余可类推。 亦称“中直”，《同人》、《困》九五。 亦称“直”，

《坤》六二、《未济》九二。 亦称“中道”，《蛊》、《解》、《夬》、《既济》九二。 亦称

“中行”，《师》六五、《泰》九二。亦称“黄”。《坤》六五、《离》、《遁》六二。

凡三四爻称“内”，《中孚·彖传》。亦称“际”，《泰》九三、《坎》六四。亦称

“或”，《乾》、《渐》九四，《坤》、《讼》六三。亦称“疑”，《豫》九四、《贲》六四、《损》六三、

《升》九三。亦称“商”，《兑》六四。亦称“进退”，《乾·文言》九四、《观》六三。亦

称“来往”，《坎》六三、《蹇》九三、九四。亦称“次且”。《夬》九四、《姤》九三。

凡初爻称“始”，《坤》、《恒》初六。亦称“下”，《乾》、《屯》、《益》初九，《剥》、

《井》初六。亦称“卑”，《谦》初六。 亦称“足”，《剥》初六。 亦称“趾”，《贲》、

《夬》初九，《离》、《艮》初六。亦称“履”，《坤》初六、《离》初九。亦称“屦”，《噬嗑》

初九。亦称“藉”，《大过》初六。 亦称“尾”，《遁》初六、《既济》初九。 亦称

“穷”，《豫》、《旅》初六，《大壮》初九，亦称“隐”，亦称“潜”。《乾》初九。

凡上爻称“终”，《需》、《比》、《复》、《夬》上六，《否》、《剥》、《家人》上九。 亦

称“上”，《履》、《大有》、《姤》、《鼎》、《巽》上九，《豫》、《咸》、《解》、《萃》、《升》、《井》上

六。亦称“尚”，《小畜》、《蛊》上九。 亦称“高”，《蛊》上九、《解》上六。 亦称

“亢”，《乾》上九、《小过》上六。亦称“穷”，《坤》、《随》、《无妄》上六，《姤》、《巽》上

九。亦称天，《大有》、《大畜》上九，《明夷》、《丰》上六。 亦称“首”，《比》上六、

《离》上九。亦称“顶”，《大 过》上 六。 亦称“角”，《晋》、《姤》上 九。 亦称

“何”。《噬嗑》、《大畜》上九。

有指其方位而言者，即《系辞》所谓“旁行而不流”也。其例

如下：

７７１第十课　 释 爻 辞 （下）



凡外卦为西南，内卦为东北，五为南，四为西，三为北，二为

东，上为南方之外卦，二四为左，三五为右，初为前，上为后。邹叔

绩《读书偶识》②。

有指其地而言者，即《系辞》所谓“各指其所之”也。其例

如下：

凡初为国门，二为野，三为都鄙之邑，四为侯国，五为疆埸。
邹氏《读书偶识》。

有指其位而言者，即《系辞》所谓“列贵贱者存乎位”也。其

例如下：

凡初为元士，二为大夫、为家，三为君子、为三公，四为诸侯，五

为天王、为大君、为大人、为圣人，上为首、为宗庙。《易例》及《读书偶识》。

数例以外，《易》爻之例尚多，均见于焦氏《易通释》、惠氏《易

例》。今举其要者著于下：

凡爻之在上者，于下为乘；爻之在下者，于上为承③。阴承

阳则顺，阳乘阴则逆。

凡初爻之义，从二爻而定。三爻、四爻之义，从五爻定者，谓

之“往”。凡二五两爻更端而起义先于初、四、三、上四爻者，谓

之“来”④。　
凡以阳爻乘阴爻者，为“据”。非所据而据者，名必辱。

凡由此卦二爻通彼卦二爻者，谓之“至”，谓之“括”，谓之

“假”，谓之“怀”。

此皆《易经》之例也。学者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则易学不

难明矣。

注：

① 内卦、外卦：《易》学术语。即每一个由六画构成的卦，实际是由两个

三画单卦相重而成，居下者称内卦，居上者称外卦。如屯卦棦，内卦为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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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为坎。如大有卦棴，内卦为乾，外卦为离。内卦也称下体，外卦也称上体。

② 邹叔绩：即邹汉勋（１８０４—１８５３），叔绩是其字。湖南新化人。清咸

丰元年（１８５１）举人。应曾国藩招募，参加湘军。因坚守南昌，授以知县。

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邀其相从，不久即战死于卢州。生前与同郡魏源相

友，曾应聘校刊王夫之遗书。论学考证、义理并重。《清史稿·儒林传》有

传。所著《读书偶识》三十二卷，后因兵燹乘八卷，是以札记的形式所撰写

的经学论著。

③ 乘、承：《易》学术语。指一卦中两爻相邻，阴阳相异，居于上者对下

者谓之“乘”，反之谓之“承”。如豫卦棷第五爻为阴爻（为柔），而其第四爻

则为阳爻（为刚），所以《彖传》解释说：“六五贞疾，乘刚也。”又如夬卦検第

六爻为阴爻（为柔），而其第五爻则为阳爻（为刚），所以《彖传》释说：“扬于

王庭，柔乘五刚也。”《周易》六十四卦的卦爻乘承关系，均可以此类推。

④ 往、来：《易》学术语。在《周易》中，这一术语的使用频率较高，表达

的意义也颇多。有一般意义的往来，有过去和未来意义的往来，有屈伸意

义的往来，有上下内外意义的往来。此处则谓爻向上进或止而不进，或向

下呼应的关系。如蹇卦椘初六爻辞“往蹇来誉”，程颐《易传》：“来者对之

辞，上进则为往，不进则为来。”其六四爻辞“往蹇来连”，孔颖达《疏》：“六四

往则无应，来则乘刚，往来皆难。”

第十一课　 释 《易》 象

《周易》一书，名《易象》。

惠定宇以“象”为书名，且谓古《易》只名为“象”①，其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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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易例》曰：“八卦者，由纳甲而生。故《系辞》曰：‘在天成象。’易者，象也；象也

者，象也。古只名象。《皋陶谟》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是也。至周始有‘三易’之

名，然《春秋传》曰：‘见《易象》。’则象之名犹未亡也。”

象也者，以万物之体皆有自然之象，古人举众物不齐之象，

悉分括于各卦之中。象也者，像也，像此者也。拟形容以象物

宜，故古人立象以尽意，后人观象以明吉凶。《易》之有卦象，犹

《诗》之有比兴②也。

盖象与形不同，形属于质体，象属于形容，故成象与成形并

言。象与卦不同，卦可该象，象不可该卦，故立象与设卦并言。

而复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也。《说文》云：“象，南越大兽也。”而《易》有

《象》辞，六书有象形③，皆借用“象”字。孔子作《易传》曰：“象也者，像也。”又曰：“天

垂象。”《释文》云：“像，拟也。”盖象生南越，为北方人民所未见。故言及于象，皆出于

拟像之词。《韩非子》④曰：“人希见生象，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凡人之所意想者，

皆谓之象。”盖形者有实状可指者也。而象者无实状可指，而以虚形拟之者也。古人

以虚形拟南方之象，故凡言事物之虚形者，皆 谓 之 象。《象》辞 者，《易》之 取 虚 形

者也。

《周易》本有《象经》，今《象传》存而《象经》亡，故《易》有佚

象。凡见于《序卦传》及《国语》、《左传》诸书者，皆《象经》之佚

义也。

见于《序卦传》者，如“帝出乎震”⑤一节以下皆是也。

见于《左传》者，如“坤，土也。巽，风也。离为牛”之类是也。

见于《国语》⑥者，如“坤，母也。震，长也。坎，众也。车，震

也”之类是也。

汉儒说经，多引《易象》佚文，盖亦古经义之仅存者也。

近儒张惠言举郑氏“易象”，毛西河⑦ 亦略引诸家“易象”二

十七则，而方申于虞氏“易象”外，复辑《诸家易象别录》，共得“佚

象”一千四百七十一则，古《象经》之文盖备于此矣。此书刊入《方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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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五书》⑧中。

盖象分四类，即天、地、人、物。或一卦而取数象，或数卦而

同一象。

一、取象于天，如乾为天，震为雷是。

二、取象于地，如坤为地，艮为山，震为大涂是。

三、取象于人，如乾为父是。又有取象人身者，如巽为广颡。有取象

人情者，如震为决躁。有取象人病者，如坎为心病。

四、取象于物，析为动物、如乾为马一节。 植物、如乾为木果。 珍

宝、如乾为 玉 器。 器 物、如 乾 为 布。 物 形、如 乾 为 圆。 物 色 如 震 为 玄 黄。

六类。

后儒不知象之有经，或以卦画为象，或以爻辞为象，均失之

矣。《易》以设卦与设象并言，则卦非象。又言爻象动乎内，则象

非爻。

至王弼创“得意忘象”⑨之论，而汉儒以象说《易》者，其说渐

亡。宋人作《易》注者，亦舍实象而言虚理。夫“易象”之说，固近

穿凿，谓之不易明则可，若举而废之，夫岂可哉！

注：

① 惠定宇：即惠栋，详见第一册第四课注②。

② 比兴：中国古代诗歌写作的两种手法。比，譬喻，以彼物比此物；

兴，寄托，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两字合用，通常指通过外物、景象而

抒发、传达情感、观念。

③ 六书象形：六书有二说。一是指古人分析汉字的造字方法归纳出

来的六种条例，亦称“六义”。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现在

一般认为“转注”与“假借”实是用字方法，与造字无关。二是指东汉末王莽

时的六种字体，即古文（战国时通用的六国文字）、奇字、篆书、左书、缪篆、

鸟虫书。参见《说文·叙》。

④ 韩非子：即韩非（约前２８０—前２３３），韩国人。战国末法家代表人

１８１第十一课　 释 《易》象



物。曾与秦国大臣同学于荀况门下。曾多次上书韩王，主张变法图强，因

其著作传至秦国，得秦嬴政的赏识。公元前２３３年，为秦臣李斯、姚贾陷害

下狱，被迫服毒自杀。著有《韩非子》一书传世。按：引语多脱漏，现录之

以资参照：“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

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

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参见《韩非子·解老》。

⑤ 按：此引《序卦传》语，误。当为《说卦传》。原文如次：“帝出乎震，

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

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

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

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

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

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

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⑥ 《国语》：书名，相传春秋时由左丘明著，二十一卷。以记西周末和

春秋时期鲁国等贵族的言论为主，可与《左传》相参证。其中晋语最详，周、

鲁、楚三国语次之，齐、郑、吴、越四国语又次之。有三国时韦昭注本。近人

徐元诰著有《国语集解》，可参考。

⑦ 毛西河：即毛奇龄，西河是其字。详见第一册第三十课注⑥。按：

毛氏所举“易象”二十七则，具见《春秋占筮书》。

⑧ 《方氏易学五书》：清方申著。详见第一册第三十课注瑏瑣。

⑨ 得意忘象：王弼诠释《易》学的观念。认为“象”是用以表“意”，即阐

发思想的手段，一旦得“意”，象即应忘掉。其谓：“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

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

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意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

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参见《周易略例·明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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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释 《十翼》

孔子所释之《易》，谓之《十翼》。《十翼》者，上《彖》、下《彖》、

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①、《说卦》、《序卦》、《杂

卦》也，皆谓之传。翼也者，以传辅经之谓也。

按班固谓孔子晚而学《易》，读之韦编三绝② 而为之传，传即

《十翼》是也。郑康成、孔颖达本以上《彖》、下《彖》、上《象》、下

《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当之。先

儒多主此。至宋胡旦③、谓《彖传》、大《象》、小《象》、上《系》、下《系》、《乾文言》、

《坤文言》、《说卦》、《序卦》、《杂卦》。 胡瑗、谓上《彖》、下《彖》、大《象》、小《象》、《文

言》、上《系》、下《系》、《说卦》、《序卦》、《杂卦》。 郑樵、谓《彖传》、大《象》、小《象》、

《文言》、上《系》、下《系》、《说卦》、《序卦》、《杂卦》，及无咎、悔吝等辞自为一篇。 吴

仁杰④谓《彖传》、《象传》、《系辞》上下传、《文言》上中下、《说卦》、《序卦》、《杂卦》。

诸儒其说不一。见《经义考》。 今按经分上下，则《彖》、《象》释卦亦

当随经而分。故二吕氏大防、祖谦⑤。 据孔、郑之说定为十二篇，颜

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⑥朱子《本义》⑦因之，无容异议矣。
《彖传》者，即“大哉乾元”以下之文是也。经皆称“彖曰”以

别之，所以引申文王象词之说也。

如“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即释《象经》之“元”字。“品物流

行”，即释“亨”字。“乾道变化”，即释“利”字。“保合太和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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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即释“贞”字。余可类推。
《象传》者，有大《象》，有小《象》。大《象》者，即“天行健”以

下之文是也。乃孔子释古《象经》之文，大抵先言每卦所从之象，

即所从上下卦之象，而使人法《易》象以作事也。

如“云雷屯”，即言其所从上下卦之象。其例甚多，可阅《正义》。

又言“君子以经纶”，即所以使人法《易》象以作事也。

小《象》者，即“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以下之文是。乃孔子分

释六爻之词，经于大《象》。小《象》皆各称“象曰”以别之。

有按本卦之爻以释之者，有此卦之爻附于他卦释之者。见焦

氏《易通释》。

《文言》者，文饰之言，所以释每卦之用、每卦之德也。仅

《乾》、《坤》有之。

阮元曰：“文者，文饰之言也。故奇偶相生，声韵相叶，而

《乾》、《坤》、《文言》多用偶句。”⑧ 其说甚精。盖《文言》者，乃寡

其词，协其音，以文饰其言之谓也。
《系辞》亦分上下，“天尊地卑”以下为上《系》，“八卦成列”以

下为下《系》。
《系辞》之用有三：一曰溯《易》义之起源，二曰推《易》学之作

用，三曰杂释卦辞之义，以补《象传》之缺，盖孔门哲学之讲义也。
《说卦传》者，“昔者圣人之作《易》”以下之文是也。共十有

一章。《说卦传》多用《易经》古《象》辞，乃偏于言象者。若《系

辞》则偏于言理。
《序卦传》者，即“有天地然后万物生”以下之辞也。
《杂卦传》者，即“乾刚坤柔”以下之文是也。
《序卦》分上下二篇，而《杂卦》仅一篇。《序卦》言六十四卦

相承相生之序，《杂卦》于反卦及正对之卦对举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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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孔子之《十翼》，即《彖》、《象》爻辞之笺疏，此孔子赞《易》

之功也。

注：

① 文言：指《文言传》，“十翼”之一，专门解释乾坤两卦。对“文言”二

字的字义，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乾坤为门户，以文说乾坤；二、依

文而言其理；三、因卦爻辞为文王所作，所以称“文言”；四、文谓文饰，以乾

坤德大，所以为“文言”；五、单就卦爻辞而推衍，故称“文言”。其中第二说

“依文而言其理”较为近实。《文言传》是专门解释乾坤两卦的卦辞、爻辞，

孔颖达《周易正义》说：“《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门户

邪？其余诸卦及爻皆从乾坤而出，义理深奥，故特作《文言》以开释之。”今

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中未发现《文言传》。

② 韦编三绝：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

《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此说又分见于《史记·田

敬仲完世家》、《汉书·儒林传》。意谓孔子晚年于《易》用功甚勤，串联简策

之韦条竟多次折断。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十翼”之名，最早见于《易纬·乾

坤凿度》，但不完全是由孔子亲自编定的。侯外庐先生曾从方法论的角度

分析，认为与思孟学派的方法相近。（可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所以《易传》的主要篇章，大致由战国初期至中

期逐渐形成。这些篇章，反映了孔子思想，是后学托孔子之名而作。

③ 胡旦：字周父，北宋滨州渤海（今山东惠民东）人。北宋太平兴国三

年（９７８）进士，历任将作监丞、左拾遗、司封员外郎、史馆修撰、保信军节度

副使等职。景德初年以目疾致仕。事载《宋史·儒林传》。著有《周易演圣

通论》、《胡旦集》，今佚。

④ 吴仁杰：字斗南，一字南英，昆山人。南宋淳熙（１１７４—１１８９）间进

士。博洽经史，讲学于朱熹之门。官罗田令，后为国子学录。著有《古周

易》、《易图说》、《汉书刊误补遗》等。

⑤ 按：大防、祖谦，指吕大防、吕祖谦。详 见 第 一 册 第 二 十 三 课 注

瑐瑣、瑐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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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颜师古（５８１—６４５）：名籀，字以行，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

代训诂学家。官中书侍郎，至郁林太守。通天文、历算，作《浑天图》，注

《易》，著有《太玄经注》。以注《汉书》著名。按：引语参见《汉书·艺文志》。

⑦ 《本义》：指朱熹《周易本义》。原书经传不分，共十二卷，上下经为

二卷，十翼为十卷。现行的《周易本义》为四卷，为后人所更改。卷一为上

经，卷二为下经，卷三《系辞》上下三卷，卷四《说卦传》、《序卦传》、《杂卦

传》。《彖传》与《象传》分别附于经文各条之下。篇首冠以“河图”、“洛书”、

“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

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卦变”等九图。

⑧ 按：引语参见清阮元《揅经室三集·文言说》。

第十三课　说 筮 法

人心不能无所疑，凡作一事，欲先预料其吉凶成败，而后筮

法以兴。筮法者，以蓍草揲成卦形，复于揲成之卦，察其变动者

为何爻，取原爻之文以释之，以验作事之吉凶成败①。

例如：“周史以《易》见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

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②《观》棾四爻变

而为《否》棲，遇《观》之《否》，即占得《观》卦第四爻，“观国之光”

二语，引原爻之文也。“此其代陈有国”，称原爻之文，以验其作

事之吉也。吉者，必成。崔子欲娶东邪姜，筮之，遇《困》之《大过》，

陈文子曰：“妻不可娶也。”其繇③ 曰：“困于石，据于蒺蔾，入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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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不见其妻，凶。”下略。《困》椢 三爻变而为《大过》椓，遇《困》之

《大过》，即占得《困》卦第三爻，“困于石”数语，引原爻之文也。

以下则释原爻之文，以验其作事之凶也。凶者，必败。

盖古人以《易》爻之文，占吉凶成败，由今人之用古人诗语为

数本也。然古人作《易》，非为卜筮而设，故《易》有圣人之道四，

卜筮仅居其一。《系辞》言“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

变而玩其占”，即所谓“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也。故不

必假诸卜筮。《系辞》又言“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盖百姓即下

民，未能以道喻。所欲者吉与利，所忌者凶与灾，欲与忌交锢于

中，不能无疑，古人即以所作之《易》用为卜筮，即神道设教之义，

使之以趋吉避凶之心，化为迁善改过之心，故于尚辞、尚变之外，

抑且尚占，非果有所谓神而化之之道也。

此理焦循《易图略》言之最详。其言曰：《传》云：“探赜索隐，钩深致

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又云：“鼓之舞之以尽神。”又

云：“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

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云：“因贰以济民行，以明

失得之报。”贰即疑也，因民之疑，而使之迁善改过，以从于德行，所以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亹亹，勉也。民不能自喻于善，因其疑而转移于吉凶之际，乃勉强以自改过，

则所以鼓之舞之者，在此卜筮也，即在此《易》也。天下之赜，天下之动，谓百姓也，假

卜筮之事，而《易》之教行乎百姓矣。《易》之教行乎百姓，而吉凶乃与同患。《传》云：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

夫。”察于民之故，知民疑于吉凶也。知民疑于吉凶，而以神道设教。其道神，其物亦

神，故称蓍策为神物，神明其德，所谓济民行也。君子自明其德，百姓不能自明其德，

而神道设教以明其德，所为神而明之也。夫云德、云行、云亹亹，而筮以济之，则《易》

之用于筮者，假筮以行《易》，非作《易》以为筮也。《易》为君子谋，用《易》于卜筮，则

为小人谋。此筮之道，即《易》之道也，而岂有二哉！④ 故《易》不可占险。见

《左传·昭十二年》。

盖《易经》之戒恶，戒之于未为之先。顾炎武曰：“卜筮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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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所以教人去利怀仁义也。”⑤ 又曰：“《易》以前民用也，非以为

人前知也，求前知非圣人之道。”⑥ 焦循曰：“《易》非徒卜筮之书，

乃寡过之书也。古之卜筮，所以教人寡过也。”⑦ 后世术士家，言

多托之《周易》，非《周易》之旨也，亦可谓之虚妄矣。

注：

① 筮法：《周易》用蓍草做筹码进行计算以求目卦的方法。即运用四

十九根蓍草随意分成二部分，并从一部中抽取一根蓍草置于一边不再用，

然后按四根一组地数，数至最后，或余一、或余二、或余三、或余四，将其剩

余的蓍草放置一边。然后再将数过的蓍草合起来，仍按四根一组地数，将

剩余的蓍草仍置于一边，仍将数过的蓍草合起来，按四根一组地数。如此

者三，便可得到一爻，（或阳爻或阴爻）一卦有六爻，所以要进行十八变才能

成为一卦。据《周礼》记载，古代有九种筮法，今已不存。现在可以考见的

筮法仅见《系辞传》。有关《周易》筮法的考证，可以参见高亨的《周易筮法

新考》一文，载《周易古今注》，第１３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

② 按：引语参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条。

③ 繇：即繇辞，卦辞、爻辞的统称，《周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繇

音宙。《左传·闵公二年》：“成风闻成季之繇。”杜预注：“繇，卦兆之占

辞。”嵇康《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元亨利贞，卜之吉繇。”

④ 按：引语见《易图略》的《原筮》篇，句末的“岂有二哉”，原刊误作“宁

有二哉”，今改正。

⑤ 按：引语参见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卜筮”条。

⑥ 按：引语参见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卜筮”条。

⑦ 按：引语参见清焦循《易图略》卷六《原筮第八》。按：引语有脱漏，

现录之以资参照：“又云《易》不可占验，此古占法之犹存一线，异乎诸术士

之谈，而当时傅会牵合，汩没圣经，孔子所以韦编三绝，以明其书非徒卜筮

之书，而寡过之书也。古之卜筮，所以教人寡过也。”

８８１ 经 学 教 科 书　第二册



第十四课　 说 互 体 （一）

卜筮之法，用互卦以与正卦相参谓之互体①。此即古太卜

所用占法，而《说卦传》所谓“分阴分阳，迭用柔刚”者也。《系辞

下》云：“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又云：“二

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此言二至四、三至五两体

交互各成一卦也。是为互体之正例。试举之如下：

一为二、三、四三爻互卦之法。

即《系辞》所谓“二与四同功异位”也。郑氏《蒙》卦注云：“互

体震。”②《同人·彖》注云：“卦体有巽。”③《恒》“九三”爻注云：

“互体于乾。”④《困·彖传》云：“互体离。”⑤ 此二、三、四三爻互

卦之法也。试演其式如下：

蒙棧下坎上艮，二三四互震椻，同人棳下离上乾，二三四互巽椼，

困椢下坎上兑，二三四互离楀，恒椏下巽上震，二三四互乾椸。

又《左氏传·庄二十二年》：陈侯使周史筮，遇《观》之《否》。

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盖巽变为乾，故曰风为天。乾在坤

上，故曰于土上。自二至四为艮，艮为山。试演其式如下：

观棾下坤上巽，六四变则上卦乾为椸，椸与椺合成否棲上乾下

坤，中三爻为楁。此即春秋时所用二、三、四三爻交互成卦之法。

余可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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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三、四、五三爻互卦之法。

即《系辞》所谓“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也。郑氏《大畜》卦“六

四”爻注云：“互 体 震。”⑥《离》“九 四”爻 注 云：“互 体 兑。”⑦

《损·彖》注云：“互体坤。”⑧此三、四、五三爻互卦之法也。今演

其式如下：

大畜椆下乾上艮，三四五互震椻，离椊下离上离，三四五互兑楃，

蒙棧下坎上艮，三四五互坤椺。

又《左氏传·僖十五年》：晋史苏占嫁伯姬，遇《归妹》之

《睽》，又云：“为雷为火，为嬴败姬。”

服注云：“秦 水 位 三 至 五，有 坎 象，水 胜 火。”⑨ 今 演 其 式

如下：

归妹椪下兑上震，上六变则为睽椗下兑上离，三四五互坎椾。此

即春秋时所用三、四、五三爻交互成卦之法。余可类推。

试将以上所举二例汇列如下，以发其凡：

屯棦下震上坎，二三四互坤椺，三四五互艮楁。

否棲下坤上乾，二三四互艮楁，三四五互巽椼。
同人棳下离上乾，二三四互巽椼，三四五互乾椸。

注：

① 互体：《易》学术语。汉儒取象释卦方法之一。一卦六爻，其中除

初、上两爻外，中间二、三、四爻与三、四、五爻交互变换而成两个单卦（三爻

卦）。前者称为“下互”，后者称为“上互”。此外互体还包括“先天互体”、

“环互”、“伏互”、“连互”等多种。可参见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全祖望《经

史答问》、俞樾《周易互体徵》等。

②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

未开着之名也。人幼稚曰童，未冠之称。亨者，阳也。互体震而得中，嘉会

礼通，阳自动其中，德施地道之上，万物应之而萌芽生。教授之师取象焉，

修道艺于其室，而童蒙者求为之弟子，非已乎求之也。弟子初问则告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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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义，不思其三隅，相况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师而功寡，学者之灾也。渎筮

则不复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义而干事是也。”参见宋王应麟编《周易

郑康成注》“蒙”卦。

③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郑玄注：乾为天，离为火，卦体

有巽，巽为风。天在上，火炎上而从之，是其性同于天也。火得风然后炎上

益炽，是犹人君在上施政教，使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以是为人和同者，君

之所为也，故谓之同人。”参见宋王应麟编《周易郑康成注》“同人”卦。

④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互体为乾，乾有刚健之德，体

在巽，巽为进退，不恒其德之象。又互体兑，兑为毁折，后将有羞辱也。”参

见宋王应麟编《周易郑康成注》“恒”卦。

⑤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坎为月，互体离，离为日，兑为

暗昧，日所入也。今上掩日月之明，犹君子处乱世，为小人所不容，故谓之

困也。君子虽困，居险能悦，是以通而无咎也。”参见宋王应麟编《周易郑康

成注》“困”卦。

⑥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巽为木，互体震，震为牛之足，

足在艮体之中，艮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参见宋王应麟编《周易郑康

成注》“大畜”卦。

⑦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震为长子，爻失正，又互体兑，

兑为附决。子居明法之家而无正，何以自继其君父之志也。”参见宋王应麟

编《周易郑康成注》“离”卦。

⑧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艮为山，兑为泽，互体坤，坤为

地。山在地上，泽在地下，泽以自损增山之髙也，犹诸侯损其国之富，以贡

献于天子，故谓之损矣。”参见宋王应麟编《周易郑康成注》“损”卦。

⑨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服虔云：‘离为日为火，秦嬴

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胜火，故为嬴败姬。’”参见宋魏了翁《春秋左传

要义》卷十五“释离震卦变坎互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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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课　 说 互 体 （二）

《易》卦互体之法，于三画互体法之外，复有四画互体法，汉

儒言之较详，今详考之，约有三例：

曰中四爻互体之法。即以此卦中四爻，易为他卦上半、下半四爻中增二

爻另成一卦。

虞氏《大 畜》“九 三”爻 注 云：“谓 二 已 变，二 至 五 体《师》

象。”①《睽》“初九”爻注云：“四动得位，二至五体《复》。”②《丰》

“初九”爻注云：“五动体《姤》遇。”③此中四画互体之法也。今演

其式如下，余可类推。

大畜椆下乾上艮，中四画互归妹椪，若九二变则为贲椀，故中

四画互师棪。

睽椗下兑上离，中四画互既济椶，若九四变则为椚，故中四画

互复椃。

丰椫下离上震，中四画互大过椈，若六五变则为革椥，故中四

画互姤椝。

曰下四爻互卦之法。即以此卦下四爻，易为他卦上半、下半四爻中增二

爻另成一卦。

虞氏《蛊》“六四”爻注云：“四阴体，大过本末弱。”④《无妄·

象传》注云：“体颐养象。”⑤《小过》“六二”爻注云：“得正体姤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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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⑥此下四爻交互之法也。今演其式如下，余可类推。

蛊棻下巽上艮，下四画互大过椈。

无妄椄下震上乾，下四画互颐椇。

小过椵下艮上震，下四画互渐椩。若六二变则为恒椏，故下四

画互姤椝。

曰上四爻互卦之法。即以此卦上四爻，易为他卦上半、下半四爻中增二

爻另成一卦。

虞氏《大畜》“六五”爻注云：“三至上体颐象。”⑦《丰》“上六”
爻注云：“三至上体大壮屋象。”⑧《兑·象传》注云：“三至上体

大过。”⑨此上四爻交互之法也。今演其式如下，余可类推。
大畜椆下乾上艮，上四画互颐椇。

丰椫下离上震，上四画互大壮椓。兼互归妹 椪。

兑椯下兑上兑，上四画互大过椈。

此皆四爻相互之法也。试举一卦中之具三互体者，汇列如

下，以发其凡：

复椃下震上坤，中四画互坤棥，下四画互本卦，上四画互坤棥。

颐椇下震上艮，中四画互坤棥，下四画互复椃，上四画互剥椂。

坎椉下坎上坎，中四画互颐椇，下四画互解椙，上四画互蹇椘。

约举三卦，余可类推，此亦互体之正例也。

注：

①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乾为良马，震为惊走，故称逐

也。谓二已变三，在坎中，故利艰贞吉。离为日，二至五体师象，坎为闲习，

坤为车舆，乾人在上，震为惊卫，讲武闲兵，故曰日闲舆卫也。”参见唐李鼎

祚《周易集解》卷六“大畜”卦。

②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无应，悔也。四动得位，故悔

亡应在于坎。坎为马，四而失位之正入坤，坤为丧，坎象不见，故丧马。震

为逐，艮为止，故勿逐。坤为自二至五体复象，故自复四动。震马来，故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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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自复也。”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八“睽”卦。

③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妃嫔，谓四也。四失位，在震

为主，五动 体 姤 遇，故 遇 其 配 主 也。”参 见 唐 李 鼎 祚《周 易 集 解》卷 十 二

“丰”卦。

④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裕不能争也。孔子曰：‘父有

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四阴体大过，本末弱，故裕。父之蛊，兑为见，变而

失正，故往见吝。《象》曰‘往未得’，是其义。”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

五“蛊”卦。

⑤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先王谓乾，乾盈为茂，艮为对，

时体颐养象，万物出震，故以茂对，时育万物，言物皆死。违此，甚矣。”参见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六“无妄”卦。

⑥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五动为君，晋坤为臣，二之五

隔三艮为止，故不及其君。止如承三，得正体姤遇象，故遇其臣无咎也。”参

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二“小过”卦。

⑦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二变时，坎为豕，剧豕称豮，令

不害物。三至上体颐象，五变之刚，巽为白，震为出刚，曰从颐中出牙之象

也。动而得位，豮豕之牙吉。”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六“大畜”卦。

⑧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丰，大；蔀，小也。三至上，体

大壮屋象，故丰其屋。谓四五已变，上动成家人，大屋见则家人怀，故蔀其

家。与泰二同义，故象曰天降祥明，以大壮为屋象故也。”参见唐李鼎祚《周

易集解》卷十二“丰”卦。

⑨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体屯，故难也。三至上，体大

过，死变成屯，民说无疆，故民忘其死。坎心为忘，或以坤为死也。”参见唐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一“兑”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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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课　 说 互 体 （三）

《周易》互卦之例，于三画互卦、四画互卦法而外，别有五画

互卦，其例有二，试述之于下：

一为下五画互卦之法。

虞注《豫·彖》注云：“初至五体比象。”①《萃·彖传》注云：

“五至初有观象。”②《归妹》“六三”爻注云：“初五五体需象。”③

此下五画互卦之法。其例如下：

豫 棷 下坤上震，比 棫 下坤上坎，若去豫上爻 则成之 象，与

比之上二画相同。

萃 椞 下坤上兑，观 棾 下坤上巽，若去萃上爻 则成 之象，与

观之上二画相同。

归妹 椪 下兑上震，需 棨 下乾上坎，若去归妹上爻 变六三为

九三则成 之象，与需之上二画相同。

一为上五画互卦之法。

虞氏《蒙·彖传》注云：“二至上有颐养象。”④《大有》“九三”

爻注云：“二变得位体鼎象。”⑤《明夷》“上六”注云：“谓三体师

象。”⑥此上五画互卦之法。其例右下：

蒙棧下坎上艮，颐 椇 下震上艮，若去蒙初爻 则成 之象，与

颐之下二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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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 棴 下乾上离，鼎 椦 下巽上离，若去大有初爻 变九二为

六二则成 之象，与鼎之下二画相同。
明夷 椕 下离上坤，师 棪 下坎上坤，若去明夷初爻 则成 之

象，与师之下二画相同。
盖四画、五画能互诸卦，而三画又为四画、五画之本，此定例

也。今举一卦之具有七类互体者，立表如下：

卦 棤 棥 棦 棧 棨 棩 棪 棫 棬 棭
名 乾 坤 屯 蒙 需 讼 师 比 小畜 履

二三 椸 椺 椺 椻 楃 楀 椻 椺 楃 楀
四互 乾 坤 坤 震 兑 离 震 坤 兑 离

三四 椸 椺 楁 椺 楀 椼 椺 楁 楀 椼
五互 乾 坤 艮 坤 离 巽 坤 艮 离 巽

中四 棤 棥 椂 椃 椗 椖 椃 椂 椗 椖
画互 乾 坤 剥 复 睽 家人 复 剥 睽 家人

下四 棤 棥 椃 椙 検 椷 椙 棥 検 椗
画互 乾 坤 复 解 夬 未济 解 坤 夬 睽

上四 棤 棥 椘 椂 椶 椝 棥 椘 椖 椝
画互 乾 坤 蹇 剥 既济 姤 坤 蹇 家人 姤

下五 棤 棥 椇 棪 棴 椱 棪 椂 棴 椳
画互 乾 坤 颐 师 大有 涣 师 剥 大有 中孚

上五 棤 棥 棫 椇 椲 棳 椃 棫 椳 棳
画互 乾 坤 比 颐 节 同人 复 比 中孚 同人

以上约举十一卦，其余五十三卦，均可本此例以类求矣。

注：

①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复初之四与小畜旁通，坤为邦

国，震为诸侯；初至五体比象，四利复初，故利建侯。三至上体师象，故行

师。”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四“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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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享，享祀也。五至初，有观象，

谓享坤牛，故致孝享矣。”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九“萃”卦。

③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须，需也。初至五，体需象，故

归妹以须。娣，谓初也。震为反，反为归也。三失位，四反得正，兑进在四

见，初进之初在兑后，故反归以娣。”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一“归

妹”卦。

④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君子为二，艮为果，震为行，

育，养也。二至上，有颐养象，故以果行育德也。”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

卷二“蒙”卦。

⑤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天子谓五，三公位也。小人谓

四，二变得位体鼎象，故公用亨于天子。四折鼎足，覆公，故小人不克

也。”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四“大有”卦。

⑥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君子谓三，体师象，以坎莅坤，坤为

众、为晦，离为眀，故用晦如眀也。”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七“明夷”卦。

第十七课　 说 互 体 （四）

互体之例，别有一画互卦法及两画互卦法。两画互卦，汉儒

称为“半象”①，一画互卦，汉儒称为“爻体”②。今试述之。
一为两画互卦之法。每卦初与二为下半，五与上为上半，其二与三，三与

四，四与五，皆兼有上半、下半。今皆并举之。

虞氏《需》“九二”爻注云：“《大壮》、《震》为言四之五，震象半

见。”③《讼》“初六”爻注云：“三食旧德，震象半见。”④《小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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彖》注云：“《需》、《坎》上变为阳，坎象半见。”⑤ 此两画互卦之法

也。今试揭其例如下：

需 棨 下乾上坎，初九九二兑下半 楃，九二九三乾下半 椸，巽上半 椼，

九三六四震下半 椻，坎上半 椾，六四九五巽下半 椼，艮上半 楁，九五上六

兑上半 楃。

讼 棩 下坎上乾，初六九二巽下半 椼，九二六三震下半 椻，兑上半 楃，

六三九四坎下半 椾，艮上半 楁，九四九五兑下半 楃，乾上半 椸，九三上九巽

上半 椼。

小畜 棬 下乾上巽，初九九二兑下半 楃，九二九三乾下半 椸，巽上半

椼，九三六四震下半 椻，坎上半 椾，六四九五坎下半 椾，艮上半 楁，九五

上九乾上半 椸。

此即两画互卦之例也。三卦而外，均可援此例类推。

一为一画互卦之法。

郑康成《贲》“六四”爻注云：“六四，巽爻也。”⑥《萃·彖》注

云：“四本震爻，五本坎爻，二本离爻也。”⑦《井》“九二”注云：

“九二，坎爻也；九三，艮爻也。”⑧ 此一画互体之法也。今试揭其

例如下：

贲 椀 下离上艮，初九九三上九乾爻 椸，六二六四六五坤爻 椺，初九

震爻椻，六二离爻 楀，九三艮爻 楁，六四巽爻 楁，六五离爻 楀，

上九艮爻 楁。

萃 椞 下坤上兑，九四九五乾爻 椸，初六六二六三上六坤爻 椺，初六

巽爻 椼，六二离爻 楀，六三兑爻 楃，九四震爻 椻，九五坎爻 椾，

上六兑爻 楃。

井 椣 下巽上坎，九二九三九五乾爻 椸，初六六四上六坤爻 椺，初六

巽爻 椼，九二坎爻 椾，九三艮爻 楁，六四巽爻 椼，九五坎爻 椾，

上六兑爻 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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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一画互卦之例也。三卦而外，亦可援此例类推。

六十四卦，其互体之法，均有此二例。然两画互法所互者仅

八卦，而一画互法，又分二画互法之传，此互体之附例也。合前

七例而观之，则《易经》之互体共有九例矣。

注：

① 半象：《易》学术语。即半象之体，汉儒取象释卦方法之一。如《坎》

象为水，《兑》二、三爻象《坎》上半，下爻为阳，则为不雨之象。《坎》象为月，

《巽》初、二象《坎》下半，上爻为阴，则有月望之象。焦循云：“虞翻解‘小有

言’，为《震》象半见，又有半《坎》之说。余以为不然。盖《乾》之半，亦《巽》、

《兑》之半；《坤》之半，亦《艮》、《震》之半；《震》之下半，何异于《坎》、《离》之

半；《坎》之半，又何异于《兑》、《艮》、《巽》之半。求其故而不得造为半象。”

可参见焦循《易图略·论半象》。

② 爻体：《易》学术语。以体名爻取义，汉代郑玄注《易》的取象释卦方

法。如《屯》卦，上体为《坎》，下体为《震》，《震》之初为阳爻，凡阳爻在初或

在四都可称“震爻”，并取其震义。“爻体”与“半象”相似，但半象注重两爻，

而爻体侧重在一爻。二者同属汉《易》的互体系统。

③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沙谓五，水中之阳称沙也。二

变之阴，称小。大壮、震为言，兑为口，四之五，震象半见，故小有言。”参见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二“需”卦。

④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永。长也。坤为事，初失位而

为讼始，故不永所事也。小有言，谓初四易位成震，言三食旧德，震象半见，

故小有言。初变得正，故终吉也。”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三“讼”卦。

⑤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密，小也。兑为宻，需、坎升天

为云，坠地称雨，上变为阳，坎象半见，故密云不雨，上往也。”参见唐李鼎祚

《周易集解》卷三“小畜”卦。

⑥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六四，巽爻也。有应于初九欲

自饰以适初，既进退未定，故燔如也。”参见宋王应麟编《周易郑康成注》

“贲”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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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四本震爻，震为长子。五本坎

爻，坎为隐伏。居尊而隐伏，鬼神之象。长子入阙升堂，祭祖祢之礼也，故

曰王假有庙。二本离爻也，离为目，居正应五，故利见大人矣。”参见宋王应

麟编《周易郑康成注》“萃”卦。

⑧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九二，坎爻也。坎为水，上直

巽。九三艮爻也，艮为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鱼无大鱼，但多鲋鱼

耳。”参见宋王应麟编《周易郑康成注》“井”卦。

第十八课　说 卦 变 （一）

《易经》卦变之法，一为旁通、相错、变化之法。六爻变易者，

为旁通。《乾·文 言》曰：“六 爻 发 挥，旁 通 情 也。”陆 绩 注 云：
“《乾》六爻，发挥旁通于坤。”①此旁通之法所由昉也。例如：

乾 棤 下乾上乾，下卦旁通坤 椺，上卦旁通坤 椺，重卦旁通

坤 棥。　
坤 棥 下坤上坤，下卦旁通乾 椸，上卦旁通乾 椸，重卦旁通

乾 棤。　
屯 棦 下震上坎，下卦旁通巽 椼，上卦旁通离 楀，重卦旁通

鼎 椦。　
蒙 棧 下坎上艮，下卦旁通离 楀，上卦旁通兑 楃，重卦旁通

革 椥。　
凡此卦与 彼 卦 旁 通 者，则 此 卦 之 义，互 见 于 彼 卦，所 谓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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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如：

师 棪 与同人 棳 为旁通卦，而同人言“大师克，相遇”。

需 棨 与晋 椔 为旁通卦，故晋者，进也；需者，不进也。

涣 椱 与丰 椫 为旁通卦，故丰言“遇夷主”，而涣言“匪夷

所思”。　
鼎 椦 与屯 棦 为旁通卦，故鼎言“雉膏不食”，而屯言“屯

其膏”。　
讼 棩 与明夷 椕 为旁通卦，故讼言“食旧德”，明夷则言

“不食”。　
履 棭 与 谦 棶 为 旁 通 卦，故 履 者，礼 也。而 谦 以 制 礼

《系辞》。　
有旁通之卦，即有相错之卦，故《系辞》言“八卦相错”，即各卦亦

然。如：

乾 棤 与坤 棥 旁通，而否 棲 泰 棯 即为乾坤相错之卦。

震 椧 与巽 椮 旁通，而恒 椏 益 椛 即为震巽相错之卦。

坎 椉 与离 椊 旁通，而既济 椶 未济 椷 即为坎离相错之卦。

凡此卦与彼卦相错者，则此卦之义亦互见于彼卦。如：

蒙 棧 革 椥 为困 椢 贲 椀 之相错，故蒙称“困蒙”。

睽 椗 蹇 椘 为旅 椬 节 椲 之相错，故蹇称“中节”。

家人 椖 解 椙 为涣 椱 丰 椫 之相错，故丰称“蔀其家”。

故旁通、相错之义，均因比例而后见，然咸有一定之例可以类求，

一爻变易者为变化，故变化可附于旁通。
《说卦传》云：“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虞注云：“谓乾变

而坤化。”②《左氏传·昭二十九年》传云“在乾之姤”，又曰“坤之剥”，均一爻之变

化也。此变化之法所由昉也。例如：

乾 棤 初九变姤 椝，九二变同人 棳，九三变履 棭，九四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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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 棬，九五变大有 棴，上九变夬 検。

坤 棥 初六变复 椃，六二变师 棪，六三变谦 棶，六四变豫

棷，六五变比棫，上六变剥 椂。

屯 棦 初九变比 棫，六二变节 椲，六三变既济 椶，六四变

随 棸，九五变复 椃，上六变益 椛。

约举数卦，余可类推。盖变化者，即阳爻变阴、阴爻变阳之谓也。

注：

① 陆绩（１８７—２１９）：字公纪，吴郡（今江苏吴县）人。年幼聪明有俊

才，史称“怀橘陆郎”。与名士虞翻、庞统相善。孙权辟为奏曹掾。出为郁

林太守，加偏将军。汉《易》孟、京象数学派的重要传人。吴承仕《经典释文

序录疏证》云：“绩既述《易》十三卷，更注京氏《易》（现存三卷）。则陆为京

氏学也。又与虞翻撰《日月变例》六卷。（《隋志》云梁有，亡。）则又兼治孟

氏学也。”著有《京氏易注》，今存。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陆

绩曰：乾六爻，发挥变动，旁通于坤，坤来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

也。”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乾”卦。

②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七“说卦”。

第十九课　 说 卦 变 （二）

《周易》卦变之法，一为反复往来之例，而往来之例附于反复

之中，六爻移易者，为反复。凡反复之卦，必相连，义必相反。见《杂卦传》。

《乾·文言传》云：“反复其道。”《复·彖》云：“反复其道。”此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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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之法所由昉也。虞氏《观·彖》注云：“观反临也。”①《渐·彖》

注云：“反成归妹。”②盖反复者，六爻交易之谓也。例如：

临 棽 下兑上坤，反复之则为观 棾 下坤上兑，而观反复亦为临。

渐 椩 下艮上巽，反复之则为归妹 椪 下兑上震，而归妹反复亦

为渐。

约举二例，余可类求。舍《乾》、《坤》二卦而外，无一非反复之

卦也。

一爻移易者为往来。
《蹇》“六四”爻辞云：“往蹇来连。”荀爽注云：“欲往之三来

还承五。”③此往来之法所由昉也。虞氏《蛊·彖》注云：“泰初之

上。”④《颐·彖》注云：“五上易位。”⑤即往来之例也。例如：

蛊 棻 下巽上艮，初六九二易贲 椀 九二九三易本卦，九三六四易未济

椷 六四六五易本卦，六五上九易井 椣 上九初六易泰 棯。

颐 椇 下震上艮，初九六二易蒙 棧 六二六三易本卦，六三六四易本卦，六

四六五易本卦，六五上九易屯 棦 上九初九易本卦。

约举二例，余可类求。盖移易之两爻，悉为阳爻，或悉为阴爻，则

均易本卦。若一阴一阳，则改易他卦，此一定之例也。

二例而外，别有上下易之例，上下易者，六爻交易之谓也。
《系辞》第十二章云：“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虞注云：“履

上下象易也。大壮、大过、夬此三盖取直两象上下相易，故俱言

易之。”⑥此上下易之法所由昉也。又虞氏《小畜·彖》注云：“豫

四之坤初为复。”⑦《大畜·彖》注云：“此萃五之复二成临。”⑧惠

栋《易例》云：“豫者，复两象易也；萃者，临两象易也。”⑨例如：

履 棭 下兑上乾，使乾居下而兑居上则为夬 検 下乾上兑。

豫 棷 下坤上震，使震居下而坤居上则为复 椃 下震上坤。

临 棽 下兑上坤，使坤居下而兑居上则为萃 椞 下坤上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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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举数例，余可类推。《左传》言“雷乘乾曰大壮”，即此例也。

要而论之，《易经》之位，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

惟变所适。故《易》爻无定位，观于反复往来，上下易三例，可以

知矣。
《系辞》曰：“列贵贱者存乎位。”然《易》经之言位也，至为无

定。如五为君位，二、三、四为臣位，而《乾》之“九四”首言“或跃

在渊”，则以臣位而有君象矣。君位岂有定哉！《乾》之“上九”则

曰“贵而无位者”，非指隐忍不仕者言也，乃指功成不居者言也。

约举二例，可以知《易》位之无定矣。

注：

①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观”卦。

②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一“渐”卦。

③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荀爽曰：寒难之世，不安其所，

欲往之，三不得承阳，故曰往蹇也。来还承五，则与至尊相连，故曰来连

也。”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八“蹇”卦。

④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蛊”卦。

⑤ 按：引语“《临·彖》”当作“《颐·彖》”，今改正。参见唐李鼎祚《周

易集解》卷六“颐”卦。

⑥ 按：引语原刊“下”字后脱“象”字，今补上。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

解》卷十五“系辞”。

⑦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三“小畜”卦。

⑧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六“大畜”卦。

⑨ 按：引语参见清惠栋《易例》卷下“两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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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课　 说 卦 变 （三）

《周易》卦变之法，别有“升降”① 一例。升降者，一爻交易之

谓也。故与上下易不同，亦与往来之例不同。
升降之说，见于荀爽。解“云行雨施”云：“乾坤二卦成两既济，阴阳和均

而得其正。”②解“日月合其明”云：“坤五之乾二成离，乾二之坤五为坎。”③解“或曰

在渊”云：“欲下居坤初。”④解“行而未成”云：“谓行之坤四。”⑤解“含宏光大”云：

“乾二居坤五为含，坤五居乾二为宏，坤初居乾四为光，乾四居坤初为大。”⑥ 但荀

氏明升降于乾坤二卦，于诸卦则不详。
升降者，二与五易，初与四易，三与上易。若本卦无可易，则

以此卦之二爻，交彼卦之五爻，以此卦之初爻，交彼卦之四爻，以

此卦之三爻，交彼卦之上爻，即《系辞》所谓“各指其所之”也。
例如：

乾 棤 上乾下乾，初与坤四易姤 椝，二与坤五易同人 棳，三与坤上易履

棭，四与坤初易小畜 棬，五与坤二易大有 棴，上与坤三易夬 検。
坤 棥 下坤上坤，初与乾四易复 椃，二与乾五易师 棪，三与乾上易谦

棶，四与乾初易豫 棷，五与乾二易比 棫，上与乾四易剥 椂。
屯 棦 下震上坎，初与四易萃 椞，二与五易临 棽，三与鼎上易既济

椶，四与初易萃 椞，五与二易临 棽，上与鼎三易益 椛。
凡此卦某爻与彼卦某爻互交，而他卦某爻亦与彼卦某爻互

交者，则两卦之义象必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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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 椗 二之五为无妄椄，井 椣 二之噬嗑 棿 五亦为无妄椄，

故《睽》之“噬肤”，即《噬嗑》之“噬肤”。

坎 椉 三之离 椊 上成丰椫，噬嗑 棿 上之三亦成丰椫，故

“离”之“日昃”、“丰”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

晋 椔 上之三为小过 椵，小畜 棬 上之豫 棷 三亦为小过 椵，故

《小过》“遇其妣”，即《晋》之“王母”；“遇其祖”，即《豫》之“祖考”。

渐 椩 上之归妹 椪 三，则归妹成大壮椓，渐成蹇椘，蹇、大壮

相错成需棨，故《归妹》“以须”，须，即“需”也。

归妹 椪 四之渐 椩 初，则渐成家人 椖，归妹成临 棽，临通遁

椑，相错为谦 棶 履 棭，故“眇能视，跛能履”。临二至五，即履二

之谦五之比例。

若援此类推，可得引伸触类之义矣。

此例焦氏《易图略》言之最详。其言曰：“洞渊九容之数⑦，如积相

消⑧，必得两数相等者，交互求之，而后可得其数，此即两卦相孚之义也。非有孚，则

不相应；非同积，则不相得。《传》明云：‘裒多益寡。’又云：‘参伍错综其数。’⑨又云：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其脉络之钩贯，或用一言，或用一字，转相牵系，似极繁赜，

而按之井然，不啻方圆弦股以甲乙丙丁之字指之，虽千变万化，缘其所标以为之识，

无不了然可见。”

又升降之法，先二五而后初四、三六者为当位，不俟二五而

初四、三上先行者为失道，故升降一门，必兼言当位、不当位⑩，

焦氏《易图略》一书可参考也。

注：

① 升降：《易》学术语。是汉代象数《易》学卦变系统的重要法则之一，

又称“乾升坤降”或“阳升阴降”。“升降”一词的概念，京房《京氏易传》说：

“阴阳升降，反归于本，变体于有无。”《乾凿度》则明确谓：“阴阳所以进退，

君臣所以升降。”荀爽则是将“升降”概念系统地运用于诠释《周易》。后世

象数《易》学研究者多取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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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乾”卦。

③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乾”卦。

④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乾”卦。

⑤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乾”卦。

⑥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坤”卦。

⑦ 洞渊九容：指北宋处州的洞渊大师李思聪。“九容”，是一个数学

术语。

⑧ 如积相消：又称为“同数相消”，它是古代数学“天元术”的一种运算

法则，与现代通常的代数教课书中列方程的方法极为相似。首先是“立天

元一为某某”，也相当于现代的“设ｘ为某某”的意思。其次再根据问题给

出的条件列出两个相等的多项式，令二者相减即可得出一端为零的方程。

“相消”是令二者相减，“如积”即“同积”，就是指两个相等的多项式。焦循

曾运用“旁通”法则和这种以二多项式相减以列于方程的步骤，将《周易》

六十四卦组合成同爻位阴阳相对的三十二组旁通卦。可参见陈居渊《焦循

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第２３８页，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版。

⑨ 按：引语参见《易图略》的《比例图第五叙目》，文字有脱漏。如“又

参伍错综其数”，当作“又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文长，不具录。

⑩ 当位、不当位：《易》学术语。《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均由

阴阳两种不同符号组合而成。按照传统《易》说，每一卦的阴爻居二、四、六

爻位，阳爻则居初、三、五爻位，按这样的次序的排列而成的卦称之为“当

位”，反之则为“不当位”、“失道”。当位与失道是传统《易》学判断卦爻象吉

凶祸福的主要依据。

７０２第二十课　 说 卦 变 （三）



第二十一课　 说 比 例

《易经》之例，不外比例①、引伸。比例、引伸者，即参伍错综

之谓也。

焦循曰：“卦起于包牺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命之以名。文王

以其简而不易明也，系以《彖》辞。周公以其简而不易明也，系以

爻辞。‘密云’②、‘庚甲’③，以爻辞释《彖》辞也。‘笑号’④、‘马

壮’⑤，爻辞自相释也。然而，犹不易明。我孔子韦编三绝而后

赞焉，且不一赞而至于十赞者，佐也，引也。佐文王、周公之辞引

而申之也。包牺之卦，参伍错综。文王、周公之系辞，亦参伍错

综。故《小畜》、《蛊》、《明夷》之辞，互见于《小过》、《巽》、《涣》之

辞也。文王、周公之辞，以参伍错综系之，孔子《十翼》，亦参伍错

综赞之，所以明《易》之道者，备矣。”⑥

而辞之引申，均由比例而后见，所谓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

也。此即儒家一贯之道，故彼此互相例，即彼此互相通。

焦循曰：“《易》有纵通，有横通，有参伍错综之通。”其词曰：“夫

学《易》者，亦求通其辞而已矣。横求之而通，纵求之而通，参伍错综之而无不通，则

圣人系辞之本意得矣。如《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十五字，何以一气贯注？须字字承接、讲明，此纵之能通也。上顾《彖》辞，下合诸爻

之辞，皆须一贯，此横之能通也。‘有孚’便与全经诸‘有孚’一气相贯，‘盈’字便与全

经‘盈’字一气相贯，‘缶’字便与全经‘缶’字一气相贯，‘终’字、‘来’字、‘有他’字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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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经‘终’字、‘来’字、‘有他’字一气相贯，此参伍错综之无不通也。”⑦

《易》辞以引伸明比例，其例有十，故辞之引伸，尤神妙无方。

一、立数字为全《易》之纲目，如遇“交求”与“艰匪”、“笑誉”

等词是也。

二、立数字以标卦位、爻位，如“大小”、“内外”、“远近”、“新

旧”是也。“君子”、“小人”亦然。

三、以卦名为引伸，如《困》、《夬》、《履》、《蒙》、《观》、《颐》、
《咸》、《临》是也。

四、以卦象为引伸，如冰即乾，龙即震，《说卦传》所云者

是也。

五、以一辞兼明两义，如乾为母，母从手，为拇，则兼取《艮》

象是也。

六、以同辞为引伸，如“用拯马壮”，《明夷》与《涣》互明是也。

七、以同辞稍异者为引伸，如《蛊》言先后甲，《巽》言先后庚

是也。

八、以一字之同为引伸，如“频复”、“频巽”、“甘节”、“甘临”

是也。

九、以一字之训诂为引伸，如“迷”训“冥”，又训“晦”，“久”训

“长”、训“永”，“成”训“定”、训“宁”是也。

十、以同声之假借为引伸，如“礿”为“豹”，“祥”为“羊”，“巳”

为“祀”是也。

此引伸之词，由比例而见之证也，故《易》之道，不外于参互。

此孔子读《易》所由韦编三绝也。《易》辞者，举一隅而欲人三反

者也。

焦循曰：“《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非不

能解也，正是解得其参伍错综之故。读至此卦此爻，知其与彼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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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爻相比例，遂检彼以审之，由此及彼，又由彼及彼，千脉万络一

气贯通，前后互推端委悉见，所以韦编至于三绝。即此韦编三绝

一语，可悟《易》之参伍错综。孔子读《易》如此，后人学《易》，无

不当如此，非如此不足以知《易》也。若云一见不解，读至千百度

至于韦编三绝乃解，失之矣。”⑧

注：

① 比例：是焦循在“相错”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卦爻之间的等值关系的

法则。主要包括以卦的相错为比例和以爻位置换为比例二种，从而确定

《周易》六十四卦之间的比例关系。对此，焦循认为《周易》六十四卦之间有

十二种比例形式：１《泰》、《否》为《乾》、《坤》之比例，《益》、《恒》为《震》、

《巽》之比例，《损》、《咸》为《艮》、《兑》之比例。２《小畜》二之《豫》五成《家

人》、《萃》，为《夬》二之《剥》五成《观》、《革》之比例；《姤》二之《复》五成

《屯》、《遁》，为《履》二之《谦》五成《无妄》、《蹇》之比例。３《升》通《无妄》而

二之五成《蹇》，为《睽》通《蹇》而二之五成《无妄》之比例；《大畜》通《萃》而

二之五成《家人》，为《解》通《家人》而二之五成《萃》之比例。４ 《乾》四之

《坤》初成《复》、《小畜》，为《离》四之《坎》初成《节》、《贲》之比例；《兑》三之

《艮》上成《谦》、《夬》，为《巽》上之《震》三成《丰》、《井》之比例。５ 《乾》、

《坤》成《家人》、《屯》，为《蹇》、《革》之比例。《乾》、《坤》成《复》、《小畜》，为

《谦》、《夬》之比例。６《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复》，《小畜》通《豫》为

《复》、《姤》之比例；《坎》三之《离》上成《丰》、《井》，《丰》通《涣》为《井》通《噬

嗑》之比例。７《乾》二之《坤》五，《乾》成《同人》，《坤》成《比》，为《师》二之

五之比例，亦为《大有》二之五之比例；《巽》二之《震》五，《巽》成《渐》，《震》

成《随》，为《蛊》二之五之比例，亦为《归妹》二之五之比例。８ 《履》四之

《谦》初成《中孚》、《明夷》，《丰》四之《涣》初亦成《明夷》、《中孚》，皆成《小

过》四之初之比例；《同人》上之《师》三成《升》、《革》，《蛊》上之《随》三亦成

《升》、《革》，皆为《蒙》上之三之比例。９《小畜》上之《豫》三成《小过》，《小

过》通《中孚》，成《小过》通《豫》之比例；《诟》上之《复》三成《大过》，《大过》

通《颐》，仍《复》通《诟》之比例。１０《丰》、《涣》相错为《家人》、《解》，《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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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同于《小畜》二之《豫》五，则《小畜》二之《豫》五为《涣》二之《丰》五之比

例；《贲》、《困》相错为《蒙》、《革》，《蒙》二之五同于《夬》二之《剥》五，则《夬》

二之《剥》五为《困》二之《贲》五之比例。１１《归妹》三之《渐》上，成《大壮》、

《蹇》，相错为《需》、《小过》，则《需》通《晋》，《小过》通《中孚》即《蹇》通《睽》、

《大壮》通《观》之比例；《同人》四之《师》初成《家人》、《临》，相错为《中孚》、

《明夷》，则《中孚》通《小过》，《明夷》通《讼》，为《家人》通《解》，《临》通《遁》

之比例。１２《乾》二之《坤》五既同于《师》二之五，亦同于《大有》二之五，则

《师》成《临》，《大有》成《大畜》，为《坤》成《复》之比例；《巽》二之《震》五既同

于《归妹》二之五，亦同于《蛊》二之五，则《蛊》成《升》，《归妹》成《大壮》，为

《震》成《丰》之比例。可参见《易图略·比例图》。

② 密云：语出《周易·小畜》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效”。

③ 庚甲：指人的出生年、月、日、时，用以干支八字来表示。这里指卦

爻辞与干支相配合。如《周易·蛊》卦辞为“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周易·

巽》卦九二爻辞为“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即是一例。

④ 笑号：语出《周易·旅》卦上九爻辞：“旅人先笑后号咷。”

⑤ 马壮：语出《周易·明夷》卦六二爻辞：“用拯马壮。”

⑥ 按：引语参见《雕菰集》卷十六《易通释自序》。

⑦ 按：引语参见《易图略·原辞下第六》及《雕菰集》卷九《读易韦编三

绝解》。原刊“有它”，焦循《易图略》作“有他”，今改正。

⑧ 按：引语参见《易图略·比例图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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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课　 论《易经》与

　　　　　　 文字之关系

《易经》一书，上古之时，以之代字典之用。试举其证如下：

一曰八卦为象形文字之鼻祖。
《说文》序曰：“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盖象形之字，

即古图画。上古之时，未有字形先有图画，故八卦为文字之鼻

祖。《乾》、《坤》、《坎》、《离》之卦形，即天、地、水、火之字形。试

举其例如下：

乾为天　　今天字草书作　 　　象乾卦椸之形

坤为地　　古坤字或作　 　 象坤卦 椺 之倒形

坎为水　　篆文水字作　 　 象坎卦 椾 之倒形

离为火　　古文火字作　 　 象离卦 楀 之倒形

盖知画卦即知象形，伏羲之画卦，即以卦画代文字之用者也。

二曰卦名之字，仅有右旁之声，为字母之鼻祖。

上古声起于义，故字义咸起于右旁之声。任举一声，闻其

声，即可知其义。故《易经》之命名辨物也，近其声则通其义。例

如“豹”、“礿”同声，与虎并言，则借“礿”为“豹”；与祭并言，则借

豹为礿。“羊”、“祥”同声，《兑》有吉义，则借“羊”为“祥”；《大壮》

失道不吉，则借“祥”为“羊”。“拘”、“狗”皆句声，则借“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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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蚌”、“邦”皆丰声，则借“蚌”为“邦”。“硕”、“鼫”皆石声，

则借“硕”为“鼫”。“鲋”、“附”皆付声，则借“附”为“鲋”。此皆焦

循《易通释》所言，足证造字之初，先有右旁之声，后有左旁之形。

右旁之声既同，则义象必同。古人分析字类，悉凭义象之同义而

区；而凡字之义象，悉寄乎右旁之声。故右旁为声之字，一字有

数多之义。试观西人拉克伯里① 氏解《离》卦之文，见下。 则上古

只有离字，凡从离之字，皆用离字以代之，与字母之用相同，故知

卦名即字母之鼻祖也。

三曰字义 寓 于 卦 名，即 以 卦 名 代 字 义，为 后 世 训 诂 学 之

鼻祖。

如“乾，健也”，健字之义，即寓于乾，而乾字即代健字之用。
“坤，顺也”，顺字之义，即寓于坤，而坤字即代顺字之用。

由此三者观之，足证未有文字之前，即以《易经》为文字之符

号，此《易经》所由有裨于实用也。

附录拉克伯里氏解《离》卦说：

经　　文 古 文 字 近 代 字 意　　义

离 離 離之一字有数多之意义

离 离 缡 靴鞋之物

错 离 謧 误也

然 离  燃也燃米

敬之 离 瞝 注目谛视

黄离 离 离鹂 黄鸟之名

大耋之嗟 离 囄 老人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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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经　　文 古 文 字 近 代 字 意　　义

焚如 离  失火

出涕沱若 离 漓 流涕

王用出征 离 褵 王出征所用之衣

有嘉 离  婚姻之结合

折首 离 离 断首

获 离  猛兽

匪 离 篱 竹篮小笼

具 离 篱 掬簸谷物之器

丑 离 离 丑物怪物

　　附录《国粹学报》②《小学发微补》一节，以备参考：

昔江都黄春谷③先生之言字学也，谓字义皆起于右旁之声，

任举一字，闻其声即可知其义，凡同声之字，但举右旁之声，不必

举左旁之迹，皆可通用。又谓明乎声音通用之例，则凡同音之字

多可通用。推黄先生之旨，盖以右旁之声为纲，而以左旁之形为

目。厥后归安姚氏④ 作《说文声系》、长洲朱氏作《说文通训定

声》⑤，皆用此例。然造字之源，言之颇略。案《易经》有言“书不

尽言，言不尽意”。意即字义，言即字音，书即字形。惟有字义，

乃有字音；惟有字音，乃有字形。许君作《说文解字》，以左旁之

形为主，乃就物之质体区别也。如从草之字，皆草类也。从木之字，皆木类

也。然上古人民未具分辨事物之能，故观察事物以义象区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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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质体区分。然字音原于字义，既为此声，即为此义。凡彼字右

旁之声，同于此字右旁之声者，其义象亦必相同。且右旁为声之

字，半属静词、动词，而名词特鲜，以是知上古造字，以一义一象

为纲，而区别义象之字，皆属静词、动词。凡此字义象，同于彼字

义象者，在古代亦只为一字。后圣继作，乃益以左旁之形以示区

别，而名词以成，此古人抽象之能也。吾观焦理堂先生《易话》语

《易经》假借之例最详⑥，而先生复作《易通释》，谓古者命名辨

物，近其声即同其义。如豹、礿为同声，与虎连类而言，则借礿为

豹；与祭连类而言，则借豹为礿。羊、祥为同声，《兑》有吉义，则

借羊为祥；《大壮》失道不吉，则借祥为羊。借狗为拘，以拘、狗皆

句声。借硕为鼫，以硕、鼫皆石声。借蚌为邦，蚌、邦皆丰声也。
借鲋为附，鲋、附皆付声也。反复辨论，得义数十条。如言蔑与灭同，

获与穫同，蕃与藩同，祗与羝同，弟与娣、梯、涕三字同，轮与纶同，宠与龙同，角与桷

同，倾与仇、九同，宫与躬同，茀与拂同，攻与工同，巳与祀同，颡与桑同，立与泣同，幹

与翰同，连与烂、兰、莲三字同，晖与挥同，形与刑同，无不以声义之通为字形之借。

而西人拉克伯里著《支那太古文明论》，以《易》卦为古文，于一字

之中，包含众多之义。又解释《离》卦 之 文，谓 古 文“離”字 作

“离”，“初九”言“履错然，敬之”，履即缡字，错即謧字，然即字，
敬之即瞝之。“六二”言“黄離”，黄離即字。“九三”言“日昃之

离，则大耄之嗟”，嗟即囄字。“九四”言“突如，焚如”，焚即字。
“六五”言“出涕沱若”，涕沱即漓字。“上九”言“王用出征，有嘉

折首，获匪具丑”，出征即离字，有嘉即字，获即字，匪即篱

字，具即篱字，以证《周易》为古文之字典。以孔子读《周易》韦编三绝，

即系翻阅字典之故也。 其说与焦氏合。盖离字本系动词，而缡、等

字则皆名词，此由静词、动词借为名词之确证。试用拉克伯里氏

之例，解《坤》、《屯》二卦，《坤》卦古文本作“申”字，初爻言“履

霜”，即解释“神”字也。《郑注》读履为礼，即祀霜神也，此其证。 二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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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即解释“陈”字也。陈字本从申字，申训为重，

陈字亦有重义。三爻言“从王事”，即解释“伸”字也。从王事则身见用，故

为伸字。四爻言“括囊”，即解释“呻”字也。呻训为吟诵，从口申声，而括

囊亦指口言。五爻言“黄裳元吉”，即解释“绅”字也。绅以束裳。 六爻

言“龙战于野”，即解释“雷”字也。阴阳相斗则成雷电，电字亦从申。 是

神、陈等字，皆由申字引伸。“屯”字训“难”，亦非名词。初爻言

“盘桓”，二爻言“迍如邅如”，即解释“迍”字、“钝”字也。有迟延不进

之义。三爻言“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即解释“杶”字也。杶为成林

之木。四爻言“乘马班如”，即解释“纯”字也。班为杂文，通作斑，纯为不

杂之文。五爻“屯其膏”，即解释“肫”字也。六爻言“泣血涟洳”，即

解释“顿”字也。顿首泣血，皆为凶礼。 是迍、纯等字，皆由屯字引申。
又如《巽》卦初爻言“利武人之贞”，即解“選”字也。二爻言“用史巫”，即解“譔”字也。

四爻言“田获三品”，即解“巽”字也。六爻言“丧其资斧”，即解“鐉”字也。余卦可由

此类推。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上古之时，有月、阳、岁、冬之号，故乾字

即乙字，坤字即申字，震字即辰字，睽字即癸字，是也。余皆静词、动词以外，则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其例也。即此例以推六十四卦，大约皆然。因文繁，不具

引。且非特《易》为然也，即按之中国文字，亦无不然。

注：

① 拉克伯里：法国人，从小生长在香港。１８７０年前往英国，任教于伦

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期间担任《巴比伦与东方纪事》（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ｒｅｃｏｒｄ）杂志主编。曾著有《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Ｗｅｓｔｅｍ０ｒｉｇｉｎ

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书，以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考古界对

近东地区的发掘成果为基础，大胆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

文明。

② 《国粹学报》：杂志名。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二月在上海创刊，月

刊，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武昌起义停刊，共出八十二期。邓实主编，参加撰稿

的有章炳麟、陈去病等。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刊载经学、史学、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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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学、文字训诂等论著颇多，并附有明末遗民撰著及图片，阐发学术传统和

宣传反清思想。

③ 黄春谷：即黄承吉（１７７１—１８４２），字谦牧，号春谷。江都（今江苏江

都县）人。清嘉庆十年（１８０５）进士，补兴安知县，后调岑溪。与同县的焦

循、江藩、李钟泗相友，时称江、焦、黄、李。著有《周官析义》、《字诂义府合

按》等。

④ 归安姚氏：指姚文田（１７５８—１８２７），字秋农，归安（今浙江湖州）

人。清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嘉庆

四年（１７９９）为状元。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历任侍郎、学政、尚书。精于

《说文》之学。《清史稿》有传。著有《说文声系》、《说文校义》、《说文解字

考异》等。

⑤ 长洲朱氏：指朱骏声（１７８８—１８５８），字丰芑，号允倩。长洲（今江

苏苏州）人。师从钱大昕，被钱氏视为继承衣钵的传人。清嘉庆十三年

（１８１８）中举，授黟县训导。《清史稿·儒林传》有传。所著《说文通训定

声》十八卷，成于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刊于同治九年（１８７０），是一部根据

《说文》按谐声编排的字典。另著有《左传旁通》、《尚书古注便读》、《经史

答问》等。

⑥ 按：“握”、“渥”两字，《周易》中凡两见。一见于《萃》卦“初六”：“有

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一见于《鼎》卦“九四”：

“鼎折足，覆公，其形渥，凶。”“一握”，王弼《周易注》：“一握者，小之貌也。

为笑者，懦劣之貌也。”“渥”，王弼《周易注》：“渥，沾濡之貌也。”对于王弼

的解释，焦循颇为不满。他说：“王弼谓一握者，小之貌也。为笑者，懦劣

之貌也。求之于经，皆不能达。畜疑者数十年矣。今日乃得之。”所谓“一

握为笑”，焦循《易章句·萃》注：“握与渥同，鼎其形渥。渥，足也。足则终，

终则乱，惟有孚于萃，不终，而乃乱乃萃。乱者，渥矣。萃不终则不渥，萃不

渥而仅大畜渥，是为一渥，两渥则凶，一渥则号变为笑矣。”据此，握、渥两字

互相假借，一以贯之，经文由此互相钩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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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课　 论《易》学与

　　　　　 　数学之关系

《易经》为数学所从生。上古之时，数学未明，即以卦爻代数

学之用。如卦有阳爻、阴爻，阳卦为奇，阴卦为偶。《易》爻之分

阴阳，犹代数之分正数、负数也。
《易经》各卦之爻，非阳多于阴，即阴多于阳。或一阳五阴，

或四阳三阴，即《系辞》所谓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也。是犹正数、

负数两不相等也。故减一阳则增一阴，增一阴即减一阳，斯为定

例。又阴爻可进为阳，阳爻亦可降为阴，是犹正数之变为负数，

负数之变为正数也。若夫一卦之中，阴爻、阳爻相等，均三阳三阴之

卦，则其象必销。如《泰》、《否》、《未济》、《既济》是。是犹正等于

负则销也。此理至精。

且《易经》之中有言加法者。

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

十”一节，是又如“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

五”①，亦即加法之最浅者。

有言减法者。

如大衍之数②，五居中央，一、六居北，五加一为六，六减一

为五，是六与一同根也。二、七居南，五加二为七，七减五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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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七与二同根也。三、八、四、九，其理亦然。

有言乘除各法者。
如《说卦》言“叁天两地而倚数”，凡数学以一乘一，以一除

一，皆不可变，故必起于叁两。叁两者，乘除各法之所生也。
且大衍之数，为勾股③、开方④、径七⑤之法所从生。
《周髀经》云：“勾广三股修四弦直五。”案：勾三其积九，股

四其积十六，弦五其积二十五，合之则为五十，故大衍函勾股三

面积。开方之法，以七数计之，七七四十九，即大衍四十有九

之数。
径七之法，圆者径一而围三⑥，以径一围三而计径七之圆

数，则圆周二十一。方者径一而围四，以径一围四而计径七之方

数，则方周二十八，合二十一与二十八，共为四十九，此亦大衍之

数。以上多本简氏说。

此皆数学出于《周易》之证。又《周易》一书，参互错综，近于

算学之比例。以此知《周易》之义，实与数学相通矣。
焦循曰：“《易经》卦画之所之，其比例⑦、齐同⑧，有似九

数。其辞则指其所之，亦如勾股割圆用甲、乙、丙、丁、子、丑

等字，指其变动之迹。吉、凶、利、害，视乎爻之所之，泥 乎 辞

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 之 义 索 算 数 也。”⑨ 其 说

最精详。见前课。

注：

① 按：引语参见《系辞传上》第九节。

② 大衍之数：《易》学术语。语出《系辞传》：“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

十有九。”所谓“五十”，在中国《易》史上至今无定说。《汉书·律历志》认

为，五十之数由元始象一，与春秋二、三统三、四时之四相加得十，再现此

五体相乘而得五十，即（１＋２＋３＋４）×５＝５０。荀爽认为是每卦六爻乘八

经卦，再加上乾坤二用，即６×８＋２＝５０。京房提出十日加十二辰和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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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宿，即１０＋１２＋２８＝５０。郑玄认为是由天地之数五十五，减去五行通

气为五十。崔憬又以天地之数配八卦，八卦之数为五十，即３（艮）＋５
（坎）＋７（震）＋９（乾）＋２（兑）＋１０（离）＋８（巽）＋６（坤）＝５０。朱熹还提

出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五十。宋代著名数学家秦九韶著《数书九

章》，在该书卷首列有“蓍卦发微”一篇，他所得出的五十之数与上述诸人

相异。现代学者认为他实际上是运用一次同余问题的数学模型，并推导

出元数：１，２，３，４；衍数：２４，１２，８，６；用数：１２，２４，４，９。因此，诸衍数之

和为：２４＋１２＋８＋６＝５０，故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数之和为：１２＋

２４＋４＋９＝４９，故称“其用四十有九”。按照《周易》之理，筮人左右两手所

分得这策应一奇一偶，以象征阴阳；若以五十策分之为二，则不能合此要

求，故不可以五十为“用数”，称之为“衍数”，以表示筮法用蓍之“限率”而

已。可参见 陈 居 渊《焦 循 儒 学 思 想 与 易 学 研 究》，第３２４页，齐 鲁 书 社

２０００年版。

③ 勾股：即勾股定理，亦称“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斜上的正

方形的面积等于两条直角边上的正方形面积之和。中国古代算学中称两

直角边勾和股，斜边为弦，在算书《周髀算经》所载的商高的谈话中，曾提出

“勾三股四弦五”的关系，开始使用繁复的分数算法开平方的方法。

④ 开方：即今代数中求方根的运算方法。

⑤ 径七：即今代数中计算圆周长度的方法。

⑥ 径一而围三：即径一周三，也作周三径一，中国古代用以指直径与

圆周长度的近似比。后来汉代刘歆、张衡，三国刘徽等，各设新率，至南朝

宋祖冲之求得圆周率值在：３１４１５９２６和３１４１５９２７之间，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计算圆周率数值准确到七位小数的人。

⑦ 比例：是焦循援入《易》学研究中的主要数学法则之一。“比例”作

为数学术语，其定义和现代数学的“比例”基本相同。如现代数学符号来表

示，即ａ与ｂ的比值等于 ｍ，ｃ与ｄ的比值也等于 ｍ，那么ａ∶ｂ等于ｃ∶ｄ，

ａ∶ｂ与ｃ∶ｄ之间的关系就是比例关系（一般也称ａ、ｂ、ｃ、ｄ四数成比例）。

如以ａ、ｂ、ｃ、ｄ分别替代《乾》、《坤》、《泰》、《否》四卦，那么这四卦的比例关

系用数学符号表示就成为ａ∶ｂ＝ｃ∶ｄ的比例关系。如将诸卦分别代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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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ｃ、ｄ、ｅ、ｆ、ｇ、ｈ数学符号，那么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为：ａ∶ｂ＝ｃ∶ｄ，

ｅ∶ｆ＝ｇ∶ｈ，所以ｃ∶ｄ＝ｇ∶ｈ，ａ∶ｂ＝ｅ∶ｆ。总其六十四卦的各种比例方

式，都可以由上述举例中类推。可参见陈居渊《焦循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

第２４７页，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版。

⑧ 齐同：是焦循援入《易》学研究中的主要数学法则之一。“齐同”一

词，语出《九章算术·方田》“分合术”，刘微注：“凡母互乘子谓之‘齐’，群

母相乘谓之‘同’。同者相与通，同其母也。齐者与母齐，势不可失本也。”

焦循认为：“相乘则两数如一，故谓之同（三乘五得一十五，五乘三亦得一

十五）。互乘则两子之差立见，可以施加施减，故谓之齐。”“齐同”就是以

不同的分母和分数相加减时，必须先进行通分，然后将分子相加减的运算

法则。可参见陈居渊《焦循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第２４７页，齐鲁书社２０００

年版。

⑨ 按：引语参见《雕菰集》卷十三《与朱椒堂兵部书》。引语“易经”两

字，为刘师培所加，原文无。

第二十四课　 论《易》学与

　　　　　 　科学之关系

《易经》一书，于阐明物理，其大旨有二：一曰有裨于化学，二

曰有裨于博物。试析之于下：

有裨于化学者。以地、气、水、火为四行，即化学所谓原素。

昔印度以地、风、水、火为“四大”，希腊以地、气、水、火为“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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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之教，亦四行而非五行。伏羲作《易》，首重八卦，故八

卦之中，有正位之卦，有孳生之卦。《乾》、《坤》、《离》、《坎》，卦之

列于本位者也；《震》、《巽》、《兑》、《艮》，卦之出于孳生者也。山

传于地，泽附于水，雷生于火。雷与电本一物，雷为电之声，电为雷之形，故

《离》为火，又为电。若天之与风，又皆空气所积者也。《庄子》言“大块噫

气，其名曰风”，而西人亦以为天即蒙气①。由是言之，则八卦出于四行，有

明征矣。《易·系辞》言“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②，四象殆即

四行与。旧注以四象为四时，恐不足据。 及轩辕③ 御宇创为五行，于四

行之中屏气弗列。观《周易》一书，言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言天地缊，万物化

醇。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即气之代表也。至《周易》之学不明，而气之用废，故格

致之学④因以不明。以金之可以耀武也，于是乎贵金；以木之可以备

物也，于是乎贵木。由是五行之名成，四行之名灭，而《周易》之

学，亦失其传矣。

有裨于博物者。盖于众物之繁，悉该以阴阳二大类以立其

纲。《系辞》曰：乾阳物，坤阴物。又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

者亲下。盖以众物之繁，悉该以阴阳二类。凡阳爻所言之物，皆

阳物也，本乎天者也。阴爻所言之物，皆阴物也，本乎地者也。
汉儒析之最详。又《易经》格物学，多见于子夏之言，盖古《易》相

传之义也。《家语·执辔章》⑤子夏问孔子曰：“商闻《易》云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

各有奇偶，气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

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鸟鱼生

阴而属阳，故皆卵生。鱼游于水，鸟游于云，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蚕食而不

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万物之所以不同。介鳞夏食而冬蛰，龁吞者八窍而

卵生。龃龇者，九窍而胎生。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无角无前齿者膏，

有角无齿者脂。昼生者类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阴主牝，至阳主牡。敢问其然

乎？”孔子曰：“然，吾昔闻诸老聃亦如汝之言。”又子夏曰：“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

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托土之人丑。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无

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怡，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善有绪而蛾，食肉者勇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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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盖《易经》多格物之学，子

夏所言，其乃一端也。

要而论之，《周易》之言科学，非仅裨研究学术之用也。盖即

以科学为实业之基因，以备物利用，故《系辞》言“以制器者尚其

象”，又言“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此皆研究科学之功也。则《周

易》一书，非仅蹈空之学矣。

注：

① 蒙气：包围地面外围的大气。汉代京房曾上封事说：“辛酉以来，

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可参见《汉书》卷七十

五《京房传》。庄子语，参见《庄子》卷一《逍遥游》。

② 两仪四象：《易》学术语。前人有多种解释。一般将“两仪”解释为

阴阳，“四象”解释为老阳、少阳、老阴、少阴。或谓春夏秋冬四时为“四象”，

或称实象、假象、义象、用象为“四象”，至今尚无定说。

③ 轩辕：即黄帝。相传上古黄帝作轩冕之服，所以称作“轩辕”。

④ 格致之学：“格物、致知”的省称。谓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取知识。

语出《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清代末年，人们对从事

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工作的统称为“格致之学”。

⑤ 《家语》：即《孔子家语》。《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著录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非今所有《家语》。”清代乾嘉学者一般

都认为系王肃杂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大戴礼》等书相关内

容，假借孔子的名义，为攻击郑学而伪造并作注。清孙志祖有《家语疏证》，

以辨王肃学之伪而申郑玄学，亦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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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课　 论《易》学与

　　　　　 　史学之关系

章学诚以《易》为周公旧典，实则《周易》一书，有裨考史。其

用有四：
一曰周代之政，多记于《易经》，故《易经》可以考周代之制

度。封建之制①，见于《震》，《彖》云：“震惊百里。”②郑注云：“雷发声闻于

百里，古诸侯之象。”③ 见于《晋》，《彖》云：“晋，康侯用锡马蕃庶。”④ 又见于

《屯》，《屯》云：“利建侯。”⑤见于《豫》，《彖》云：“利建侯。”⑥见于师。《象》

云：“先王以建万国。”⑦大夫食采之制⑧，见于《讼》。“九二”云：“其邑人

三百户。”此即《周礼》以室数制都鄙之制，亦即大夫得世禄之制。 出师⑨ 之制，
见于《师》，《师》云：“师出以律。”⑩ 见于《巽》，六爻皆军礼，见张惠言说瑏瑡。
见于《离》。“上九”：“王用出征。”军赋之制瑏瑢，见于《萃》。《萃》“初六”：

“一握为爻。”郑注云：“读 为 夫 三 为 屋 之 屋。”瑏瑣 张 惠 言 云：“此 言 军 赋 起 徒 役 之

法。”瑏瑤刑制见于《离》，“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盖言周法

凡不孝之世子，当处以焚杀之刑及流宥之刑也。 见于鼎。“九四”：“其刑剭。”郑

云：“臣下旷官失君之美德，当刑之于屋中。”瑏瑥盖此即《周礼·司烜氏》所谓“邦若屋

诛，则为明龟也”。 若九州五服之制，亦见于《系辞》“一君二民”节

郑注。
二曰古代 之 事，多 存 于《易 经》，故《易 经》可 以 补 古 史 之

缺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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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其事见于《既济》。与《诗·殷武》篇互

阅。箕子为纣所囚，“利艰贞以晦其明”，其事见于《明夷》。与《尚

书》互阅。成汤名帝乙，其名见于《归妹》。文王离殷独立，其事亦

见于《既济》。如东邻指纣，西邻指文王，即文王受命独立之证。

三曰古代之礼俗，多见于《易经》，故《易经》可以考宗法社会

之状态。周代盛行宗法制度，如《同人》一卦所言均是也。若宗法制度，详于《历史

教科书》第一册、第二册。

周制妾子为君，不得尊其母，此制见于《鼎》卦。“九二”：“鼎有

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周制不娶同姓，虽百世而婚姻不通，其制见

于《同人》。“六二”曰：“同人于宗，吝。”周制以长子主祭，遂以长子嗣

位，其制见于《震》卦。《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长子。”周制长子虽卒，不

立适孙，犹立妾子，不立长子之弟，其制见于《鼎》卦。《鼎》“初六”曰：

“得妾以其子，无咎。”张惠言以为不立适孙，立妾子之制瑏瑦。周 制 王 后 无 出

道，其制见于《同人》。《同人》“六二”，郑注云：“天子、诸侯、后夫人，无子

不出。”瑏瑧

四曰社会进化之秩序，事物发明之次第，多见于《易经》，故

《易经》可以考古代社会之变迁。

一见于《系辞下》第二章，即“伏羲氏王天下”数节也。此言

事物发明之次第，于农业、商业、工业、礼教、文字之起源，言之

最晰。

一见于《序卦传》上篇，即“有天地然后万物生”一节也。此

言社会进化之秩序，于野蛮进于文明之状态，言之最精。

此皆《易 经》之 有 裨 于 史 学 者 也。昔 王 阳 明 谓 “六 经 皆

史”瑏瑨，岂不然哉！

注：

① 封建：指中国历史上春秋以前的帝王把爵位、土地赐给诸侯，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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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区域内建立邦国，即“封国土，建诸侯”的贵族分封制度。相传黄帝建

万国，为封建之始。

② 按：“震惊百里”，语出《彖传下》，原刊误作《象传》之文，今改正。意

思为《震》的卦象是震惊远方而畏惧近旁。

③ 按：引语“古诸侯之象”，李鼎祚、惠栋均作“古者诸侯之象”。参见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震”卦，清惠栋《增补郑氏周易》卷中“震”卦。

④ 按：“康侯用锡马蕃庶”，语出《彖传下》，原刊误作《象传》之文，今改

正。意思为《晋》的卦象是康侯出征异国，打了胜仗，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的

很多马。

⑤ 按：此为《屯》卦“九二”爻辞：“磐桓，利贞居，利建侯。”意思是以大

石为院墙，是居处安固之象，也是诸侯围护王朝之象，所以有利于居处和建

立诸侯。

⑥ 按：“利建侯”，语出《彖传上》，原刊误作《象传》之文，今改正。意思

为《豫》的卦象是顺以动，国君能适应时代潮流，那么天地也将顺从他的意

愿，所以有利于封建诸侯和出兵打仗。

⑦ 按：“先王以建万国”，语出《象传上》，意思是以地上之水比喻大地

之上的民众，王可以分封诸侯，建立万国，亲近诸侯。

⑧ 食采：卿大夫的封地，即采邑。《汉书·地理志》：“本周宣王弟友

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内，是为郑。”

⑨ 出师：派兵或带兵出征。《左传·文公十六年》：“乃出师，旬有五

日，百濮乃罢。”

⑩ 按：此为《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意思是率师出

征要有军队纪律，如有人不遵守军队纪律则凶将至。

瑏瑡 按：张惠言说：“巽初爻曰‘利武人之贞’，二曰‘用史巫’，四曰‘田

获三品’，上曰‘丧其资斧’大抵六爻皆军礼，与师相出入。”参见张氏《虞氏

易礼》卷下“师”条。

瑏瑢 军赋：亦称“兵赋”。中国历史上向臣属征发的军役和军用品。《汉

书·刑法志》：“因井田而制军赋。……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法。”

春秋后期，军赋从田亩征发，合赋税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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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按：引语参见宋王应麟编《周易郑康成注》“萃”卦。

瑏瑤 按：引语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言》卷下“萃”卦。

瑏瑥 按：引语“美德”，当作“美道”。参见宋王应麟编《周易郑康成注》

“鼎”卦。

瑏瑦 按：引语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言》卷下“鼎”卦。

瑏瑧 按：引语参见宋王应麟编《周易郑康成注》“同人”卦。

瑏瑨 按：王阳明的“六经皆史”，实际上是说“五经皆史”。《传习录上》：

“以事言之谓之史，以道言之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

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之史，《礼》、《乐》是三代之史，其事

同，其道同。”此后明代李贽与清代章学诚、龚自珍等也都提出过相似的观

点，参见李氏《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章氏《文史通义·易教上》、龚氏

《古史钩沉·论四》。

第二十六课　 论《易》学与政治

　 　　学之关系

《易经》之论政治也，约有三端，均为古代圣贤之微言。试述

之如下：

一曰内中国而外夷狄。

如虞翻注《未济》，以高宗为乾象，以鬼方① 为坤象，即以阳

为中国，阴为夷狄。则《周易》一书，爻分阴阳，阳爻象中国，阴爻

必象四夷②。凡以阳爻加阴爻，皆指中国征夷狄言。如《谦》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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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利用行师”、《离》卦言“王用出征”是。郑玄注《易》，亦以阴阳

区夷夏，故以一君二民为中国，二君一民为夷狄也。又类族辨物

见于《同人》，《孔疏》以“聚类”③ 释之，此即类聚群分之义，故《系

辞》又言“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也。则区别种族以《易经》一书为

最详。

二曰进君子而退小人。
《易经》并称君子、小人者六，单称君子者十四，单称小人者

三，盖以柔为小人，刚为君子；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内君子而外

小人，则为《泰》。内小人而外君子，则为《否》。盖以用君子则

治，用小人则乱，君子与小人不两立，故君子、小人之道互相消

长，《夬》卦云：“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否》卦云：“小人道长，

君子道消。”此其证也。然进小人则为凶、为不利。如《剥》卦言

“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是也。故《师》卦又言“小人勿用，必乱

邦”，且《周易》一书首斥小人，其扶阳抑阴，即进君子退小人之

义。盖历代之亡国，莫不亡于小人。《易经》之垂戒深矣。约举

数端，余可类求。

三曰损君主以益人民。

观《易经》损下益上，其象为《损》；损上益下，其象为《益》。

此即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也？故

《益》卦又言“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又

《兑》卦言“说以先民”，先民者，以民为先也。焦循说。《咸》卦云：
“君子以虚受人。”受人者，通民情也。又《夬》言“施禄及下”，
《谦》言“裒多益寡”，均与益下之义相符。故郑玄《易注》云：“人

君之道以益下为德。”④ 盖《履》言“辨上下”，此即卦位言之也。

《益》卦所言，则就政治言之。又汉盖宽饶⑤ 引《韩氏易》谓“五帝

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不以天下为私有也。此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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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传之大义，惜淹没失传。

此皆《易经》之大义也。《易经》之论政治，均就立国之本以

立言。则《易经》兼为道政事之书矣。

注：

① 鬼方：此为《周易》第六十四卦《未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小人勿用。”高宗，商代中兴之君武丁的字号。鬼方，古人解释不一。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云：“高宗，殷王武丁。鬼方，国名，”又引干宝云：

“高宗，殷中兴之君。鬼，北方国也。”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引《毛诗·大

雅》“覃及鬼方”，认为是泛指远方。王国维考定为中国西北的鬼方国。参

见《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猃狁考》。

② 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统称，是古代对华夏族以外各少数

民族的称名。《尚书·大禹谟》：“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③ 聚类：即类聚。孔颖达说：“君子以类族辨物者，族聚也。言君子

法此同人以类而聚也。辨物谓分辨事物，各同其党，使自相同不间杂也。”

参见《周易注疏》卷三“同人”卦。

④ 按：引语“人君”后脱“之道”，今补上。参见宋王应麟编《周易郑康

成注》“益”卦。

⑤ 盖宽饶：字次公，魏郡（今河北邯郸）人。以明经为郡文学。汉宣帝

时举方正，对策高第，迁谏议大夫、大中大夫，擢司隶校尉。《汉书》有传。

受《易》于孟喜及韩氏，是汉代《韩氏易》学的唯一传人。曾奏封事引《韩氏

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

功成者去，不得其人，不居其位。”按：一说此语出自《韩诗外传》，参见唐徐

坚《初学记》、宋黄伦《尚书精义》、元方回《续古今考》、清沈自南《艺林汇

考》。今检今本《韩诗外传》不载此文。清代四库馆臣则认为是“《易纬》之

文是也”，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易纬坤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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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课　 论《易》学与

社会学之关系

《周易》为社会学之祖。社会学者，必搜集人世之现象，发见

人群之秩序，以求事物之总归。美人葛通哥斯① 有言，社会所

始，在同类意识俶扰于差别览，制胜于模效性。今即《周易》全书

观之，则《周易》之有《象》辞，即所谓现象也。
《系辞传》曰：“象者，像也。”详见前课。

《周易》之有《彖》辞，即所谓差别览也。
《彖》训为分，《系辞传》曰：“彖者，材也。”材即裁成之谓也。其详

见前课。

《周易》之有爻辞，即所谓模效性也。

爻训为效，故效字与爻字古通。其详见前课。

故《周易》、《系辞》均言社会学之作用，所言社会学之作用，

约有二端：

一曰藏往察来。
《系辞》曰：“藏往而察来。”又曰：“往来不穷谓之通。”又曰：

“神以察来，智以藏往。”焦循《易话》曰：“学《易》者，必先知伏羲

作八卦前是何世界”②。

一曰探赜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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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辞》又言“极深研几，钩深致远”，均 即“索 隐”二 字 之

义也。

藏往基于探赜，以事为主，察来基于索隐，以心为主。

以事为主，即西人之动社会学，以理为主，即西人之静社

会学。

藏往之用，在于聚类群分，援始要终，拟形容以象物宜，以推

记古今之迁变，是为探赜之学。
《系辞》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又曰：“原始要终。”③ 故

知死生之说。又曰：“拟诸形容以象其物宜。”又曰：“为道屡迁，

一阖一辟之谓变。”

知来之用，在于无思无为，洗心藏密，证消息、盈虚之理，以

逆数而知来，是为索隐之学。《系辞》曰：“《易》无思也，无为也，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圣人④ 以此洗心，退藏于

密。”又曰：“遂知来物，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藏往以事为主，执一理以推万事，近于分析派，阴阳家之旨

本之。

故邹衍⑤ 持 论 先 验 小 事、小 物 以 至 于 无 垠，又 观 消 息 论

终始。

察来以理为主，执定数以逆未然，近于归纳派，道家之言

本之。

故《班志》言道家，历叙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

本清虚以自守。

此《易》道所由精微也。《史记》言《易》本隐以之显，岂不

然哉！

注：

① 葛 通 哥 斯：即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吉 丁 斯（Ｃｉｄｄｉｎｇｓ，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Ｈｅｎ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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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５—１９３１）。

② 按：语引焦循《易话》卷三，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学《易》者，

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何以能

治天下。神农、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画为万古修己治人之道。”

③ 按：“原始要终”，原刊误作“援始要终”，今改正，下同。与《系辞上》

“原始反终”近似。意思是穷其事物之初，又要会事物之末。始，初。要，

约。初爻代表事物之初，故称“始”。终，终 结。上 爻 代 表 事 物 之 末，故

称终。

④ 按：引语“君子”，原刊误作“圣人”，今改正。

⑤ 邹衍（约前３０５—前２４０）：又作驺衍。齐国（今山东淄博）人。战国

末年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曾游学于稷下。历游魏、燕、赵等国，颇得诸侯的

赏识。好谈阴阳消息、五德终始说，成为后来汉代谶纬学说的主要来源之

一。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始终》五十六篇，今佚。

第二十八课　 论《易》学与

伦理学之关系

《周易》为 古 代 伦 理 之 书。其 言 伦 理 也，一 曰 寡 过，二 曰

恒德。

孔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曰：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故处若何之时，居若何之位，即行若何之伦理。如《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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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此《易》之言时也。故以变通为趋时①。
处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变，此《易》之言位。故曾子言“君子

思不出其位”，盖时者所以定出处用舍，位者所以别贵贱荣辱，
《易·象传》所言之君子，即言君子当法《易》道以作事耳。

故所言之伦理，有对于个人者，有对于家族者，有对于社会者，有

对于国家者。观于《易经》之《彖传》，而伦理之学备乎此矣。今也

于个人伦理加“○”以别之，于家族伦理加“◎”以别之，社会伦理加“●”以别之，国家

伦理加“□”以别之。

《乾》自强不息○，《坤》厚德载物●，《屯》经纶□，《蒙》果行育

德○，《需》饮食宴乐●，《讼》作事谋始●，《师》容民畜众□，《小畜》
懿文德○，《履》辨上下定民志□，《否》俭德避难○，《同人》类族辨

物●，《大有》遏恶扬善□，《谦》裒多益寡 ●，《随》向晦入息◎，《蛊》
振民育德□，《临》教思无穷保民无疆□，《贲》明庶政无敢折狱□，
《大畜》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颐》慎言语节饮食○，《大过》
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坎》常德行○，习教事●，《咸》以虚受人●，
《恒》立不易方○，《遁》远小人不恶而严●，《大壮》非礼弗履○，
《晋》自昭明德○，《明夷》莅众用晦而明□，《家人》言有物行有恒

◎，《睽》以同而异●，《蹇》反身修德○，《解》赦过宥罪□，《损》惩忿

窒欲○，《益》迁善改过○，《夬》施禄及下●，《萃》除戎器□，《升》顺

德积小高大○，《困》致命遂志□○，《井》劳民劝相□，《革》治历明

时□，《鼎》正位凝命□○，《震》恐惧修省○，《艮》思不出位○，《渐》
居贤德善俗●，《归妹》永终知敝○，《丰》折狱致刑□，《旅》明慎用

刑□，《巽》申命行事□，《兑》朋友讲习 ●，《节》制度数议德行□，
《中孚》议狱缓死□，《小过》行过恭丧哀用过俭○，《既济》思患预

防□，《未济》辨物居方●②。
立身处世之道，均见于《周易》，君子之所谓观象玩辞者，其

在斯乎？故古人之言《易》，均视为伦理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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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策》颜斶引《易传》云：“居上位，未得其实而喜其为名者，

必以骄奢而行倨慢，骄奢则凶必从之。”③此《易传》未知何人所作④。
《韩诗外传》曰：“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

国，下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⑤《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
约举二条，以例其余。汉、宋人之说《易》，类此者甚多，可类

求也。则读《易》者，首宜取法者也。故《易》言“利用安身以崇

德”，又言“过此以往未之或知”，则《易经》为教人寡过恒德之书

益可知矣⑥。

注：

① 按：此“变通为趋时”说，渊源于焦循对《易》学中“时”的观念的诠

释。焦循认为：“时行即变通以趋时，元亨利贞全视乎此……圣人教人改

过如此，皆于爻所之示之。盖当位则虚其盈，盈不可久。不当位则忧其消，

消亦不可久。故盈宜变通，消亦宜变通，所谓时行也。”（《焦里堂先生佚

文·寄王伯申书》）焦循认为“时行”的目的，是使六十四卦经过爻位之间的

转换，避免出现两个重复的《既济》卦。即它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也能进行卦

爻元亨利贞的循环：二五先行当位变通不穷、初四先行不当位变而通之仍

大中而上下应、三上先行不当位变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应三种。

② 按：上述五十二卦的分类，渊源于南宋的叶适。叶适曾著有《上下

经总论》一篇，总论六十四卦中五十二卦的意义，认为“皆因是象，用是德，

修身应事，致治消患之正条目也”。其所列卦序和诠释与刘师培上述所列

均同。可参见叶氏《习学记言序目》。

③ 《国策》：一名《战国策》，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

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称谓和本子，西汉刘

向编订为十二篇。宋代已残缺，由曹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宋鲍彪

重订次序而作新注。元吴师道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近年湖

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内容与本书相似。

颜斶：齐（今山东淄博）人。战国时期隐居不仕。事载汉刘向《说苑》卷九

《正谏》。按：引语“喜”字后脱“其”字，今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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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按：阎若璩谓：“（此传）虽未知《传》出何人，要自颜斶、荀卿前有

之。然则谓经解始于汉儒者，岂非沿其流而未溯其源与？”参见清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上，第八十三条。

⑤ 《韩诗外传》：详见第一册第九课注瑐瑠。按：引语有误，现录之以资

参照：“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参见

《韩诗外传》卷三。

⑥ 按：《周易》为“教人寡过”之书的观念，引自焦循《易章句·系辞下》

注云：“《易》之道，大抵教人改过，即以寡天下之过。改过全在变通，能变

通即能行权所谓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格致

诚正，修齐治平，全于此一以贯之，则《易》所以名《易》也。”

第二十九课　 论《易经》与哲学

　　　 　之关系（一）

《易经》又为言哲理之书。其言哲理也，大抵谓太古之初，万

物同出于一源，由一本而万殊，是为哲学一元论。
《易》言“天地缊”①，“缊”二字为形容宇宙之词，“缊”

二字之合音，即为元字。

故《易经》首言“元”字。
《易经》言“元”者二十四卦，《乾》、《坤》、《屯》、《讼》、《比》、《履》、《泰》、

《大有》、《随》、《蛊》、《临》、《复》、《无妄》、《大畜》、《离》、《睽》、《损》、《益》、《萃》、《升》、

《井》、《革》、《鼎》、《涣》皆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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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训为“始”，故《周 易》以 元 为 道 本，兼 以 元 为 统 摄 众 物

之词②。

《乾》卦《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惠氏《周易

述》曰：“元，始也。乾初为道本，故曰元。”又《乾》卦《文言》曰：
“元者，善之长也。”

为一切对待名词之代表。

元为阴阳、有无各名词所从生，故《易经》用为对待名词之代

表。凡《易 经》所 谓 一、所 谓 初、所 谓 始、所 谓 本 者，皆 指 元 字

而言。
《通典》魏缪袭云：“元者，一也，首也，气之初也。是以周文

演《易》以冠四德。”③虞翻注“复德之本也”云：“复初乾之元，故

德之本也。”④ 又虞翻《恒》卦注，训一为初⑤。盖初字、始字、一

字、本字互相训释。《易》言其初难知，即其元难知也。天下之动

贞乎一，即天下之动贞乎元也。

惟以道本为难见，故求道本于恍惚之中，而形容道体，约有

六名：

一曰隐。
《乾·文言》曰：“隐而未见。”《系辞》曰：“探赜索隐。”又言“寂

然不动”，亦“隐”字之义也。

二曰微。
《系辞》曰：“微显阐幽。”《礼记·经解》篇亦曰：“絜静精微，

《易》教也。”

三曰潜。
《乾》爻辞曰：“潜龙勿用。”又曰：“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

而未成。”

四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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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辞》曰：“极深研几。”又曰：“知几其神乎。”又曰：“几者动

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五曰深。
《恒》爻《象》曰：“浚恒，贞凶，始求深也。”《系辞》言“无有远

近幽深”。又言“钩深”“极深”，亦深微之义。

六曰远。
《系辞》言“致远”，又虞注曰：“乾为远。”⑥

此皆《易经》形容道本之词，所以形容道体浑沌未分前之情

状也。故知《易经》所言之哲理，皆从一元论而生，此即中国玄学

滥觞也。一元者，即《易经》所谓“太极”⑦，纬书所谓“太易”、“太

初”、“太始”也。

注：

① 缊：一作“氤氲”。，本义指麻线，缊，指绵絮。古代指天地间阴

阳二气交互作用的状态。即《系辞下》所谓“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

精，万物化生”之意。

② 按：此归纳“元”字意义。亦见于焦循《易通释》卷一，释“元”条。

③ 《通典》：书名，唐杜佑著。二百卷。从大历元年（７６６）开始，完成于

德宗贞元十七年（８０１），编撰时间达三十五年。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

上起传说中的唐虞，下迄唐肃宗、代宗时。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

刑、州郡、边防八种门类，每门类又分若干子目，其中对唐代记述尤详。缪

袭：字熙伯，三国魏东海（今山东郯城西南）人。有才学，多所著述。历事

魏四世，官至尚书、光禄勋。《三国志·魏书》有传。四德：《易》称元、亨、

利、贞为四德。《易·乾·文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

贞。”儒家称孝、弟、忠、信为四德。《大戴礼·卫将军文子》：“孝，德之始也；

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也，中夫四德者矣哉！”按：引

语参见《通典》卷七十二“天子追尊祖考妣”条。

④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六“复德之本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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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按：虞翻曰：“一谓初，终变成益，以巽应震，故从一而终也。”参见唐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七“恒”卦。

⑥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四“泰”卦。

⑦ 太极：前人有种种解释：马融释为“北辰”（《经典释文》），郑玄释为

“极中之道”（《文选》注），虞翻释为“太一”（《周易集解》），王弼释为“无”，孔

颖达释为“气一”，朱熹释为“理”等等。按：太即大。极，《说文》训为“栋”，

《逸雅》训为“栋”为“中”。《广雅释诂》：“极，至也”，“极，高也”。“至”、“高”

皆缘“栋”而生，所以“太极”有高大而中和之义。因而“太极”在古代又常常

被解释为无所不包、派生万物的本原。

第三十课　 论《易经》与哲学

　　 　之关系（二）

《易经》之言哲理也，首持一元论，复由一元论之说易为二

元论。
《左传》曰：“物生而后有象，即前文隐、微、深、潜之象。 象而后有

滋，滋而后有数。”物生有象，此象物未区分之形也。而万物之所

以区分，由于由一而二，由一为二，是之谓兹。即“滋”字。 兹从两

玄，即二元并见之形也。玄象一物，初生之形。兹象二物，并生

之形。《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①《易》曰：“生生之谓易。”言二物并生，

《易》道乃见也。 然古人哲学，其界说有二：一曰万物非开则不生。
故《易》言“乾坤”为《易》之门。又曰“道义之门”，又曰“妙万物而为言”，言字、门字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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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开。一曰万物非交则不生。如《易》言“天地交而万物通，天地不交而万物

不生”，又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天地合德”，皆即此义也②。既生则一元

可剖为二元，故《易》言太极生两仪也。以太极代表一元，即以阴

阳代表两元，由两元而充之，推而至于十百千万，谓之众物，即

《左传》所谓“滋而后有数③”也。

二元论以外，一曰惟神论。
《系辞》曰：“神无方，而《易》无体。”又曰：“阴阳不测之谓

神。”又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又曰：“惟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此

“神”字与神道设教之“神”字不同，乃不可思议之义也。为《易

经》最高尚之哲理。

一曰惟理论。
《系辞》曰：“天下之理得，而易位乎其中矣。”《说卦》曰：“穷

理尽性，以至于命。”案：《易》言继之者善，又言闲邪存诚④，推之

言中、言仁，大抵所言均偏于道德，与惟理论相似而稍不同。

一曰惟心论。
《易·复》卦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⑤《乾》卦曰：“各正

性命。”⑥又曰：“利贞者，性情也。”此《易经》所言之心性学也。

近于惟心论。

要而论之，《易经》之言哲理，其大致有二：

一曰言有不言无。
《易》言“必有余庆”、“必有余殃”⑦，富有之谓大业，则《易

经》言有不言无。《北史》：梁武帝问李业兴云：“《易》有太极，极

是有无。对曰：所传太极是有。”⑧ 此其确证。彼以虚无之旨释

《易》者，非《易》旨矣。

二曰执简以御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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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易经》言一、言本、言要，均执简御繁之证。故《易经》又

言素、言虚，此即儒家言约、道家言要之旨也。其详见第七课。

《易经》所言之哲理，大抵不外此数端。然中国古人之理想，

略于斯可见矣。

注：

① 按：引语参见《老子道经》卷上《体道第一》。

② 按：上述诸“易曰”语，均参见《系辞传》上下篇。

③ 按：引语参见《左传》僖公十五年：“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

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杜预《集解》云：“言龟以象

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生后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变吉凶。”

④ 按：“闲邪存诚”，《文言传》作“闲邪存其诚”，解释《乾》卦“九二”爻

辞。意思是平时的言行应当诚实谨慎，防止邪恶而保持诚信。

⑤ 按：“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语出《彖传上》，解释《复》卦卦名之辞。

意思是天地中的运动规律，有往必有复，往复循环，这就是天地之心。

⑥ 按：“各正性命”，语出《彖传上》，解释《乾》卦卦名之辞。意思是万

物中人与鸟兽虫鱼草木等都受到天道变化的支配，如能够适应天道变化而

运动，便能各得其性命之正。

⑦ 按：此引自《文言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此解释《坤》“六

二”：“履霜，坚冰至。”《白虎通德论·诛伐》篇：“弑者，何谓也？弑者，试

也。欲言臣子杀其君父不敢卒，候间司事，可稍稍杀弑之。”

⑧ 李业兴：长子（今山西长治市西南）人。师从徐遵明，博涉百家，尤

精算历。初为校书郎，后因上《戊子元历》，受封爵长子伯。官至太原太守。

《魏书·儒林传》有传。按：引语参见清惠栋《周易述》卷二十二“无”条所

引《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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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课　 论《易经》与哲学

　　 　　之关系（三）

《易经》之言哲理也，其最精之义蕴，犹有三端，均至高至尚

之哲理也。试揭之于下：

一曰不生不灭之说。
《易》言“精气为物”、“游魂为变”①，此二语即不生不灭之意

也。上语言由灭而生，下语言由生而灭。陈师道② 谓“游魂为

变”为轮回③，而吕柟④ 驳之曰：“灯息而然，非前灯也。云霁而

雨，非前雨也。”案：轮回之说过拘，驳之诚是，钱竹汀亦作论驳之⑤。

而吕说亦非。何则？烛灭为膏，融膏则复，复烛器毁为土，范土

则复为器，故此国灭而彼国兴，国之土犹自若也。若即此例以观

之，则不生不灭之说，似未可非。张横渠曰：“聚亦吾体，散亦吾体。”⑥即

《周易》此二句之确说，立说最精。

二曰效实储能之说。

斯宾塞耳《群学肄言》⑦曰：“一群之中，有一事之效实，即有

一事之储能。方其效实储能以消，而是效实者又为后日之储

能。”其理甚精。盖储能即翕以合质之说，效实即辟以出力之说

也。近世侯官严氏⑧谓，《易·系辞》言“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

直”，即辟以出力之意。又言“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即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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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质之意。其说固然。然吾观《周易·系辞》之言曰：“夫易无

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而不动，即储能

之义，所谓翕以合质也。感而遂通，即效实之义，所谓辟以出力

也。又如“推显阐幽”，推显即效实，阐幽即储能。何思何虑即储

能一致，百虑即效实，是效实储能之理大，《易》早发明之。
三曰进化之说。
焦循《易话》曰：“《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以治言，不以乱

言，失道乃乱。圣人治天下，欲其长治而不乱，故设卦系辞以垂

万世，岂曰治必有乱乎？圣人处乱，则拨乱以反乎治。处治，则

继善以防乎乱。反乎治，防乎乱，何从而乱乎？故谓否极而泰、
泰极而否者，此不知《易》者也。谓治必有乱，容容者得而藉口

矣。谓乱必有治，汶汶者得而任运矣。大抵气化皆乱，赖人而

治，治而长，治者人续之也。治而致乱者，人失之也。不勤耒耨，
田畴乃芜，怠于政教，人民乃紊。说者以阳为治，以阴为乱，则将

暑治而寒乱乎？日治而月乱乎？故否泰皆视乎人，不得委之，气

化之，必然也。”据焦氏之说观之，则《易经》一书，言进化而不言

退化，彰彰明矣。
此皆《易经》言哲理之最精者也。汇而观之，而《周易》之大

义可得矣。

注：

① 按：此两语引自《系辞》，文云：“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

之形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精气，指阴阳精灵之气。游魂，指气之游

散。意为精气聚合而生成物形，精气散而导致物形变化。它又是汉代京房

创拟《易》学“八宫”说中第六卦的名称，取其变化之义。

② 陈师道（１０５３—１１０２）：字履常、无己，号后山居士。徐州彭城（今江

苏徐州）人。北宋诗人。元祐时因苏轼的推荐，为徐州教授。后任太学博

士、秘书省正字等职。诗风奇峭清新，有所谓“闭门觅句陈无己”之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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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黄庭坚等唱和，是江西诗派的代表作家。《宋史·文苑传》有传。

③ 轮回：一作“轮回六道”。佛家用语。佛家认为，世界众生莫不展转

生死于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修罗道、人道、天道等六道之中，如车轮旋

转，往复循环。只有成佛之人始能免受轮回之苦。《法华经·方便品》：

“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

④ 吕柟（１４７９—１５４３）：原刊误作“吕枬”，今改正。字仲木，号泾野。

陕西高陵人。明正德三年（１５０８）进士，授修撰。后官南京太仆寺少卿、国

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学宗程朱，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明

史·儒林传》有传。著有《周易说翼》、《尚书说要》、《礼问内外篇》、《毛诗说

序》、《春秋说志》、《四书因问》、《宋四子钞释》等多种。

⑤ 钱竹汀（１７２８—１８０４）：即钱大昕，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

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清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

学士，广东学政。多次出任省乡试正副主考官。曾先后主讲钟山、娄东、紫

阳等书院二十余年。《清史稿·儒林传》、江藩《汉学师承记》有传。著有

《廿二史考异》、《金石文字目录》等，均收入于《潜研堂全书》。按：其驳“轮

回说”云：“夫生死者，人之常，犹草木之春荣秋落也。形神合而有身，若色

香合而为花，未闻花落而香留，安得身亡而神在？自众庶挴生，方士以长生

诱之，久而不验。释氏后入中国，乃谬悠其词，以为形有去来，神无生灭，不

受吾法，即坠轮回之苦。骤听之似亦导人为善，而不知其教人以不孝不弟

之为祸烈也。”参见《潜研堂集》卷二《轮回论》。

⑥ 张横渠：即张载，详见第一册第二十三课注瑏瑠。按：《张子正蒙·

太和篇》云：“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聚而成

形，散而归于太虚，气犹是气也。神者，气之灵，不离乎气而相与为体，则神

犹是神也。聚而可见，散而不可见尔，其体岂有不顺而妄者乎？”

⑦ 斯宾塞耳：即赫伯特·斯宾塞（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２０—１９０３）。英

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曾任《经济学家》杂志会主编。１８５３年接受其叔遗赠

后，辞去公职，专事著述。他是“综合哲学”与“普遍进化论”的倡导者。著

有《综合哲学》、《社会静态学》、《社会学研究》，严复摘译名为《群学肄言》。

⑧ 侯官严氏：指严复（１８５４—１９２１），初名传初，又名宗光，字几陵，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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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清光绪三年（１８７７）赴英国留

学，回国后奉李鸿章之调，长期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所译《天演论》，

在晚清思想界影响甚巨。《清史稿·文苑传》有传。译著有《侯官严氏丛

刻》、《严译名著丛刊》等。按：引语参见他的《天演论自序》。

第三十二课　 论《易经》与礼典

　　 　　之关系（上）

《周易》为周礼之一，《左氏传·昭二年》：韩宣子观书于鲁，
见《易象》曰：“周礼尽在鲁矣。”①又《礼运》篇云：“夫礼本必于太一②，转

而为阳，阳变而为四时。”张氏、惠氏据此以证《易》为礼象，其说最精。 故郑氏、虞

氏均本礼以说《易》，而《易经》一书具备“五礼”。张氏惠言曰：
“《易》家言礼者，惟郑氏，惜残缺不尽存，虞氏于礼已略，然揆诸

郑氏，原流本末，盖有同焉。”③试举《易经》之言礼者，列证如下：
郊祀之礼，见于《益》。《益》曰：“王用亨于帝，吉。”④

蔡邕⑤《明堂论》正月卦⑥ 曰：“经曰：‘王用享于帝，吉。’”而

庄氏棫据《月令》孟春令曰择日祈谷于上帝，以此为祈谷之礼，非

是⑦。张氏惠言订为南郊祭感生帝之礼。
见于《豫》，《豫》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⑧ 见于

《鼎》。《鼎》曰：“圣人烹以亨上帝。”⑨

《郑注》引《孝经》配天配上帝之文，张氏惠言定为明堂之祭，
以祖配天之礼。又《鼎》卦“以享上帝”，张惠言曰：“此言凡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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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礼也。”⑩

封禅之礼，见于《随》，《随》曰：“王用亨于西山。”瑏瑡 见于《升》。《升》

曰：“王用亨于岐山。”瑏瑢

惠氏栋曰：“即《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瑏瑣 之义。”张氏惠言

曰：“是巡狩封禅之礼。”瑏瑤《升》卦所言，乃文王受命封禅之礼。

宗庙之礼，见于《观》。《观》曰：“盥而不荐，有孚颙若。”瑏瑥

虞氏以禘祭释之。张氏惠言曰：“此明宗庙之祭。”瑏瑦若郑以为

宾士之礼，亦非。

时祭之礼，见于《萃》，《萃》曰：“孚乃利用禴。”瑏瑧 见于《升》，《升》曰：

“孚乃利用禴。”瑏瑨 见于《既济》。《既济》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

其福。”瑏瑩

虞氏云：“禴，夏祭也。”瑐瑠

馈食之礼，见于《损》，《损》曰：“二簋可用享。”瑐瑡又曰：“祀事遄往。”瑐瑢

见于《困》。“九二”、“九四”二爻咸言“利用祭祀”。

郑注《损》卦曰：“言以簋进黍稷于神也。”瑐瑣 张氏惠言曰：“此

同姓之祭礼。”瑐瑤《困》“九二”、“九四”所言，一为天子、大夫之祭

礼，一则诸侯之祭礼也。

省方之礼，见 于《观》。《观》曰：“先 王 以 省 方 观 民 设 教。”瑐瑥 皆 吉

礼也。
省方，巡守也。
田狩之礼，见 于《屯》，《屯》曰：“即 鹿 无 虞，惟 入 于 林 中。”瑐瑦 见 于

《师》，《师》曰：“田有禽。”瑐瑧 见于《比》，《比》曰：“王用三驱，失前禽。”瑐瑨 见于

《大畜》，《大畜》曰：“日闲舆卫。”瑐瑩 见于《解》，《解》曰：“田获三狐。”瑑瑠 见于

《巽》，《巽》曰：“田获三品。”瑑瑡此军礼也。
虞注：“虞，虞人，掌禽兽者。田，田猎也。”瑑瑢 郑注以殴禽为

搜狩习兵之典，张氏惠言以闲卫亦指田猎，讲武言三品，即《王

制》之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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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见于《泰》，《泰》曰：“帝乙归妹。”瑑瑣见于《归妹》。《归妹》曰：“归

妹愆期，迟归有时。”瑑瑤。又曰：“女承筐。”瑑瑥

张氏惠言曰：《归妹》九月卦，周以春季、夏初行婚礼，故以九

月为愆。又谓六五之娣，即媵女礼。女承筐，即妇祭宗庙礼瑑瑦。

见于《咸》，《咸》曰：“取 女 吉。”瑑瑧 见 于《渐》。《渐》曰：“女 归，吉，利

贞。”瑑瑨此嘉礼也。

张氏惠言以《渐》卦所言为请期之礼，《咸》卦则言婚期之正。

注：

① 按：此语不确。《左传·昭公二年》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

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易象”是中国古代

《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易象主要是通过对天、地、人、物等形状的摹拟，

象征自然变化与人事休咎，从而推求和印证某一现象与结论。自《春秋左

传》将“易象”作为书名与《春秋》、《周易》等经典并提后，引起了历代许多

《易》学研究者的种种猜测。晋代杜预认为《易象》，就是今本《象传》上下两

篇的概称，唐代孔颖达则提出《易象》是周文王为了演德的需要所作，后来

的《易》学研究者都认同孔氏的说法。

② 太一：古代多指“太一”星，《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

者，太一常居也。”郑玄认为太一即北辰。孔颖达认为是天地未分，混沌之

元气。可参见第二册第二十九课“太极”注。

③ 按：引语有删略，现录之以资参照：“《易》家言礼者，唯郑氏，惜其

残缺不尽存，又其取象用爻辰，爻辰者远而少变，未足以究天地消息。至其

原文本质，使周家一代之制损益具备，后有王者临仪在时，不可得而废也。

虞氏于礼，盖已略矣。然以其所及，揆诸郑氏，源流本末，盖有同焉。何者？

其异者所用之象也。而所以为象者不殊，故以虞氏之注推礼，以补郑氏之

阙，其有不当则阙如，一以消息为本。”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礼序》。

④ 按：此引《益》卦“九二”爻辞，意思是王用亨祭天帝亦为吉事。

⑤ 蔡邕（１３３—１９２）：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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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汉灵帝时为议郎，后因遭诬陷，流放朔方。董卓专政，被迫为侍御

史，官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熹平四年（１７５），与堂溪典等写定《六经》文

字，部分由蔡邕书丹于石，立于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后人辑有《蔡

中郎集》。《后汉书》有传。

⑥ 正月卦：《易》学术语。此指《泰》卦，渊源于汉代孟喜《易》学的“卦

气说”。孟喜将《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复》、《临》、《泰》、《大壮》、《夬》、《乾》、

《姤》、《遁》、《否》、《观》、《剥》、《坤》等十二卦与一年的十二个月相配，并根

据十二卦中阴阳爻画的多少，将它们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以表示一年四

季十二月阴阳消长的变化特征。如《泰》卦棯三阳生，内卦为阳，外卦为阴，

阴阳交通，所以与一月相配，故称正月卦。

⑦ 庄棫：原刊误作“庄域”，今改正。字中白，清江苏丹徒人。先世为

盐商。专治《易》与《春秋》。曾校书淮南、江宁等地。著有《周易通义》、《易

纬通义》、《静观堂文》、《蒿庵遗集》等。

⑧ 按：此引《象传上》解释《豫》卦卦名之辞，意思是先王制作音乐以增

崇其德，用盛大祭祀进献于上帝，并配享祖宗。

⑨ 按：此引《彖传下》解释《鼎》卦卦名之辞，意思是圣人用鼎烹饪（特

牲）食物，以祭祀上帝，又用大烹（牛羊）以宴请圣人贤从。

⑩ 按：引语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礼》卷上“鼎亨上帝”条。

瑏瑡 按：此引《随》卦“上六”爻辞，意思是周文王被殷纣王放归后，在西

山进行祭祀活动，以报答神的保佑。

瑏瑢 按：此引《升》卦“六四”爻辞，意思是周文王以享祭岐山之神。

瑏瑣 按：引语“礼器”误作“礼运”，今改正。参见清惠栋《周易述》卷三

“随”卦。

瑏瑤 按：引语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礼》卷上“亨西山”条。

瑏瑥 按：此引《彖传上》解释《观》卦卦名之辞，意思是祭前要洗手，祭神

不必一定奉献祭品，心存诚信、崇敬即可。

瑏瑦 按：引语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礼》卷上“盥而不荐”条。

瑏瑧 按：此引《萃》卦“六二”爻辞，意思是祭祀时，仅用饭菜而不用大牲，

则有利于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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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 按：此引《升》卦“九二”爻辞，意思同上。

瑏瑩 按：此引《既济》卦“九五”爻辞，意思是殷王杀牛以祭鬼神，周王则

以饭菜，而后者却得到了鬼神的保佑。

瑐瑠 按：引语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九“升”卦。

瑐瑡 按：此引《彖传下》解释以《损》卦卦名之辞，意思是馈食于鬼神仅用

二簋饭，即可举行享祭。

瑐瑢 按：此引《损》卦“初九”爻辞，意思是祭祀之事应该速往，并可以酌

情减少其祭品。

瑐瑣 按：引语参见清惠栋《新本郑氏周易》卷中“损”卦。

瑐瑤 按：引语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礼》卷上“二簋用亨”条。

瑐瑥 按：此引《象传上》解释《观》卦卦名之辞，意思是国君巡视邦国，观

察民情，推行德教活动。

瑐瑦 按：此引《屯》卦“六三”爻辞，意思是君子猎鹿而虞官相助，鹿逃入

林中，则求之不如舍之。

瑐瑧 按：此引《师》卦“六五”爻辞，意思是田猎得禽兽。

瑐瑨 按：此引《比》卦“九五”爻辞，意思是某王行猎，三度驱车逐在前之

禽，但终于未能逮获。

瑐瑩 按：此引《大畜》卦“九三”爻辞，意思是田猎以驾良马，路中艰险，亦有利。

瑑瑠 按：此引《解》卦“九二”爻辞，意思是行猎获得三狐，自为吉事。

瑑瑡 按：此引《巽》卦“六四”爻辞，意思是行猎将得到三种猎物。

瑑瑢 按：引语当为“虞谓虞人掌禽兽者”。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

二“屯”卦、卷八“解”卦。

瑑瑣 按：此引《泰》卦“六五”爻辞，意思是殷王帝乙嫁少女于周文王，为

周邦之王妃，所以得福为大吉。

瑑瑤 按：此引《归妹》卦“九四”爻辞，意思是嫁女延期，稍迟而后嫁，乃有

所待。

瑑瑥 按：此引《归妹》卦“上六”爻辞，全句为“女承筐无实”，意思是古代

婚姻有献祭宗庙之礼，此时女捧筐以祭神，但筐中无物。

瑑瑦 按：引语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礼》卷下“归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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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 按：此引《彖传下》解释《咸》卦卦名之辞，意思是咸为阴柔处上而阳

刚处下，阴阳二气相感应，娶女吉祥。

瑑瑨 按：此引《彖传下》解释《渐》卦卦名之辞，意思是少女出嫁则有吉。

依卦气说，《渐》为正月之卦，少女在正月出嫁则有吉。

第三十三课　 论《易经》与礼典

　　 　　之关系（下）

宾王之礼，见于《观》。《观》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①

虞注引《诗》“来享”“来王”②，张氏惠言曰：“即《周礼》以宾

礼亲邦国也。”③

时会之礼，见于《萃》。《萃》云：“王 假 有 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

牲吉。”④

虞注以为孝享之事，郑氏以为嘉会之事，张氏惠言曰：“此即

《周礼》所谓时会以发四方之禁也。”⑤用郑义。
酬庸之礼，见于《大有》。《大有》曰：“公用享于天子。”⑥

张氏惠言曰：“公为上公，《周礼》注言上公有功德，加命为之

伯。《诗 · 彤 弓》曰：‘钟 鼓 既 设，一 朝 飨 之。’享 之 者，盖 锡

命也。”⑦

朝觐之礼，见于《丰》。《丰》曰：“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⑧

郑氏注云：“初修礼上朝，四四以匹敌，恩厚待之，虽留十日

不为咎。”⑨张氏惠言曰：“王者受命，诸侯修礼来朝者，恩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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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即聘礼之稍礼。”⑩

聘礼，见于《旅》。《旅》曰：“旅琐琐，斯其所，取灾。”瑏瑡

郑氏注云：“三为聘客，初与二其介也。介当以筐实瑏瑢 之人

为之，而用小人琐琐。”然客主人为言，不能辞曰非礼，不能对曰

非礼，每者不能以礼行之，则其所以得罪。又张氏惠言谓下文

“旅即次”即宾次，“怀其资”即圭币，“得童仆贞”即有司。

王臣出会之礼，见于《坎》。《坎》曰：“尊酒簋贰用缶，内约自牖。”瑏瑣皆

宾礼也。

虞氏以此为祭礼，郑氏以为天子、大臣以王命出会诸侯主

国，尊酒于簋，副设玄酒而用缶。今用郑义。

丧礼，见于《大过》，《系辞》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

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以棺椁，盖取诸《大过》。”瑏瑤见于《益》。《益》曰：“益之

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瑏瑥

惠氏栋曰：此凶事用圭之礼瑏瑦。

见于《萃》。《萃》曰：“赍咨涕洟。”瑏瑧

张氏惠言曰：“此天子哭赙同姓诸侯，为大臣者之礼。”瑏瑨

见于《涣》，《涣》曰：“王假有庙。”瑏瑩

张氏惠言引曾子问谓：“天子崩，臣下至于南郊告谥之，告必

以牲，既定谥，乃立新庙。”瑐瑠

见于《小过》，《小过》曰：“过其祖，遇其妣。”瑐瑡此凶礼也。

张氏惠言曰：“此即妇祔于皇姑之礼。”瑐瑢

以上所举，皆周礼附见于《周易》者。若夫《姤》卦“包有鱼”为馈宾之

礼瑐瑣，此类尤多，兹不赘引。若用张氏惠言《虞氏易礼》之例汇而列之，

则《周易》一书兼有裨于典章制度之学矣。若封建宗法兼涉于政治伦

理，此课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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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按：此引《观》卦“六四”爻辞，意思是诸侯或大臣往朝于王，以观国

之光，作王之宾客，则利。

② 按：谓引《诗》“来享”“来王”，不确，当为《诗》曰：“莫敢不来享，莫敢

不来王。”参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观”卦。

③ 按：引语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礼》卷下“宾王”条。

④ 按：此引《彖传下》解释《萃》卦卦名之辞，意思是大王至庙推行孝祖

祭祀，利于见大人，用大的牺牲祭祀则有吉祥。

⑤ 按：引语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礼》卷下“用大牲”条。

⑥ 按：此引《大有》卦“九三”爻辞，意思是公侯将受天子的宴飨。

⑦ 按：引语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礼》卷下“公用亨于天子”条。

⑧ 按：此引《丰》卦“初九”爻辞，意思是出行遇其女主人，一旬之内无

咎，而且往而得其赏。原刊“丰”字后脱“曰”字，今补上。原刊“遇其配主”

作“遇其妃主”，今改正。

⑨ 按：引语“十日”，王应麟作“十旬”，惠栋作“十日”，惠说是。参见王

氏编《周易郑康成注》“丰”卦、惠氏《增补郑氏周易》卷中“丰”卦。

⑩ 按：引语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礼》卷下“折其右肱”条。

瑏瑡 按：此引《旅》卦“初六”爻辞，意思是客人多疑，离开原来的居处，结

果招致灾难。

瑏瑢 按：引语“筐实”，王应麟、惠栋均作“笃实”。参见宋王应麟编《周易

郑康成注》“旅”卦，清惠栋《增补郑氏周易》卷中“旅”卦。

瑏瑣 按：此引《坎》卦“六四”爻辞，意思是有人被囚于狱中，其亲属好友

为之送酒食之类的情况。

瑏瑤 按：此引《系辞下》解释《大过》卦卦名之辞，意思是古时丧葬，只用

薪草厚厚裹覆死尸，埋葬于荒野之中，不聚土做坟墓，不植树为标记，丧期

没有定数，后世圣人改用棺椁下葬，这大概取象于《大过》卦。

瑏瑥 按：此引《益》卦“六三”爻辞，意思是殷国有灾害之事，某公助益之，

结果无咎，而且有所俘获。中行来告灾乞援，用圭作为乞援的礼物。原刊

“有孚”作“有符”，今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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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按：引语参见清惠栋《周易述》卷六“益”卦及《惠氏易说》卷四。

瑏瑧 按：此引《萃》卦“上六”爻辞，意思是往吊他人之丧，必携持财物以

赠之。原刊“咨”误作“资”，今改正。

瑏瑨 按：引语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礼》卷上“赍咨涕洟”条。

瑏瑩 按：此引《彖传下》解释《涣》卦卦名之辞，意思是大王在庙中，可举

行祭祀活动。

瑐瑠 按：“引曾子问”，当作“《白虎通》引曾子问孔子曰”，参见清张惠言

《虞氏易礼》卷上“涣王假庙”条。

瑐瑡 按：此引《小过》“六二”爻辞，意思是行越其祖之前，遇到他的祖母。

瑐瑢 按：引语参见清张惠言《虞氏易礼》卷上“大过死”条。

瑐瑣 按：此引《姤》卦“九二”爻辞，意思是家中有鱼可食，不必外出作客。

第三十四课　 论《易》词（上）

《易经》之词，不外参伍错综，故全书之文，或与他籍不同，其

例有三：

一曰参互见义例。

其例见俞氏《古书疑义举例》①。其言曰：《周易·杂卦传》：“乾刚坤

柔，比乐师忧。”皆两两相对，他卦虽未必然，而语意必相称。独“晋，昼也；明夷，诛

也”。其义不伦。愚谓此亦参互以见义也。知“晋”之为“昼”，则“明夷”之为“晦”可

知矣。“明入地中”，非晦而何？知明夷之为“诛”，则晋之为“赏”可知矣。“康侯用锡

马蕃庶”，非赏而何？自来言《易》者，未见及此。

一曰文具于前而略于后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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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例亦见《古书疑义举例》。其言曰：文具于前略于后，斯例也，孔子

传《易》即已有之。《同人·象传》：“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王氏引之②曰：同人之

先，谓同人之先号咷而后笑也。先者，有后之辞也，言先而后见矣。《随》“六二”：“系

小子，失丈夫。”《传》则曰“系丈夫”，而省失小子之文，是其例也。今以王氏之说推

之，《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传》则但曰“终日乾乾”。《坤》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传》则但曰“括囊无咎”。《蒙》“初六”：“发蒙，利用刑人，

用说桎梏。”《传》则但曰“利用刑人”。《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传》则但

曰“无往不复”。《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传》则但曰“拘系”。《无妄》“六

三”：“不耕获，不葘畬。”《传》则但曰“不耕获”。《离》“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

如，弃如。”《传》则但曰“突如其来如”。《鼎》“六五”：“鼎黄耳金铉。”《传》则但曰“鼎

黄耳”。《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传》则但曰“上六无实”。《中

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传》则但曰“或鼓或罢”。并文具于前而略

于后者也。

一曰文见于此义见于彼例。

一为此卦之文，与他卦相赞明。焦氏《易话》曰：《传》云：“需，饮食之

道也。”乃是与《讼》之“食旧德”相赞明。《讼》二之《明夷》五为食，《需》二之《晋》五亦

为食，两相发明，则知凡两卦相孚之二五为食，其不孚者，不得为食也。《中孚》、《小

过》相错为《归妹》、《渐》，《归妹》二之五，即《中孚》二之《小过》五，故《渐》“六二”：“饮

食衍衍。”而《小过》“飞鸟离之垂其翼”成《明夷》，则《中孚》不与之孚，便三日不食，故

《井》孚《噬嗑》则食。《井》成《需》，《需》则泥《井》不食，《需》二不食于《明夷》五，而食

于《晋》五，故《井》成《需》不食，而《需》通《晋》，为饮食之道。其说最为精审。

一为两卦旁通，以彼卦之意，系于此卦之辞。《易话》曰：两卦旁通，

每以彼卦之意，系于此卦之辞。如《明夷》“主人有言”，即《讼》之“小有言”。而《讼》之

“小有言”，指《需》之“小有言”，《需》之“小有言”，即《困》之“有言不信”。《困》二本是

《贲》五之主人，今《贲》成《明夷》，《困》成《需》，《贲》五之小未大，而其主人当复于《需》二

而有言，故在《需》云：“小有言。”在《明夷》云：“主人有言。”《睽》旁通《蹇》，《蹇》下《艮》

为鼻，《睽》先成《无妄》，上《乾》为天，然后四之《蹇》初，《蹇》成《既济》，下《艮》消去为劓，

故云：“其人天且劓。”若专在《明夷》、《睽》求之，《明夷》无兑，焉得有言《睽》无艮鼻，焉

得云劓。《乾》“九二”：“见龙在田。”见谓《坤》成《屯》，龙谓《屯》下震田，则“地之已治”

者四字，全指《坤》治之《屯》，故《杂卦传》赞屯为见，《说卦》赞为龙，《乾》之六爻无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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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信孔子震为龙，而径以乾为龙易之，词何由得通乎！

三例而外，厥例尤多，有变文之例。

如《系辞》之释《易》，“罔罟”即“括囊”之变，“杵臼”即“好爵”

之靡，“棺椁”本于“栋挠”，“书契”由于“约纳”。焦氏《易图略》说③。

其文不必为经所有，而无非赞经。

有隐语之例。

如高尚其事为佚民，匪躬之故为臣节，此一例也。合“手”艮

象“母”坤象二字而为拇，合“弓”坎象“瓜”艮象二字而为弧，此一例

也。樽酒即尊卑之尊，蒺藜为疾徐之疾，此又一例也。大抵以曲

文其直，以隐蕴其显，所谓不可泥字句而求也。

此《易》辞所由奇妙也。非好学深思，孰能心知其意乎！

注：

① 俞氏：即俞樾（１８２１—１９０６），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清道光

三十年（１８５０）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提督河南学政，晚年讲学于杭州诂精经

舍。《清史稿·儒林传》有传。所著《古书疑义举例》（原刊作《古书疑义举

要》，今改正，下同）七卷，是专门研究周秦两汉古代典籍的辞例。另著有

《群经评议》、《诸子评议》等，后汇集所著书编为《春在堂全书》。

② 王氏引之：即王引之（１７６６—１８３４），字伯申，号曼卿。王念孙子。

清嘉庆四年（１７９９）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所著《经传释词》，耗时二十余年，

是研究古汉语虚词的重要参考书。另著有《经义述闻》、《太岁考》、《春秋名

字解诂》、《字典考证》、《周秦古字解诂》等。

③ 按：引语参见焦循《易图略·原翼第七》，文长，不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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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课　 论《易》词（下）

《易经》一书，句法亦有数例，非通其句法，则其词亦捍格难

通，今试述之。
一为倒句之例。
《周易》《震》“六二”：“亿丧贝。”《释文》引《郑注》云：“十万

曰亿。”梁玉绳曰：“‘亿丧贝’乃倒文，与《庄子·在宥》篇‘万有亿

丧’同一句法。”而焦循《易话》言之尤详。其言曰：“古人词多倒装，《易》

尤多此。如见舆曳先舆曳而后见之，先帅师而后长子，先舆尸而后弟子，其例同也。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传》云：‘虽危无咎。’明所以厉而无咎以能夕惕故

也。夕惕则虽厉无咎，若不夕惕则厉而不能无咎，终日而不能乾乾矣。推之‘妇三岁

不孕，终莫之胜，吉’，谓能三岁不孕，而终虽莫之胜，亦吉也。‘履校灭趾，无咎’，‘噬

肤灭鼻，无咎’，灭趾灭鼻不能无咎。若履校、噬肤则虽灭趾灭鼻亦得无咎也。‘君子

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言君子所以豹变者，以小人革面。若不豹变，则征凶

矣；能豹变，则居贞吉。先八月而后至为至于八月，先十年而后至为至于十年，因丧

而易，因易而羊，而云丧羊于易。因丧而易，因易而牛，而云丧牛于易。以此类推，其

辞之清明条达，信有然矣。”案：焦氏之说，甚为精当。

一为复句之例。
如《系辞》两言“天下之至赜”，是郑、虞改下句之“赜”字为

“动”，非也。
一为以大名冠小名例。

其例见俞氏《古书疑义举例》。谓《中孚·传》“乘木舟虚也”，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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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大木而为之曰虚，总名曰舟。”①

一为上下文变换虚字之例。

如《系辞传》变化云为吉事，有祥云即有也，文一律而虚字不同。

一为以读若字代本字之例。

其例亦见《古书疑义举例》。其言曰：“《周易·鼎·彖传》曰：‘鼎，象

也。’按：六十四卦，皆观象系辞，而独于《鼎》言象，义不可通。虞注曰：‘象事知器，故

独言象也。’此亦曲为之说耳。《周易》‘象’字，依《说文》当作‘像’。《说文·人部》：

‘像，象也。从人象声，读若养字之养。’然则‘鼎象也’犹曰‘鼎养也’。下文云：‘圣人

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是其义也。学者不知‘象’为‘养’之假字，故不得

其义。”②

一为两字相连而分指之例。

其例见焦氏《易话》。其言曰：“《易》辞每相连两，而实分指两处。《夬·彖》

‘王庭’二字，庭指《剥》五，王指《夬》二。《复》‘上六’‘国君’二字，国指《复》成《明夷》上

《坤》，君指《姤》成《需》下《乾》。‘帝乙’二字相连，帝指《归妹》上《震》，乙指《泰》上《坤》，

而帝乙谓《归妹》成《泰》也。‘高陵’二字相连，高谓《师》成《升》下《巽》，陵谓《升》成《蹇》

下《艮》，高而陵，谓《师》先成《升》后成《蹇》也。举此数端，可例其余。”

一为一句中自为转折之例。

其例亦见《易话》。其言曰：“《易》辞每一句中，自为转折。如‘大师克，相

遇’，《同人》上之《师》三成《升》，为‘大师克’；《升》通《无妄》，《升》二之五，即《姤》二

之《复》五之比例，为‘相遇’，因克转而为相遇也。‘履霜，坚冰至’，《乾》上之《坤》三

成《谦》，为‘霜’；《谦》通《履》为‘履霜’，《履》上《乾》为‘冰’；《履》二之《谦》五则‘坚冰

至’。霜轻而不坚，冰坚而不薄，霜变为冰，则轻薄改而为坚厚，非冰与霜为一事也。”

一为先顺言而后反言之例。

其例亦见《易话》。其言曰：“辞有一气顺说，末以一二语反掉以申明之

者。如《夬》‘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谓《夬》二之《剥》五，而《剥》上应

失成《革》，《革》改通于《蒙》矣。末反掉云：‘闻言不信。’《大壮》‘九三’：‘小人用壮，

君子用罔，贞厉。’谓二之五，而后四之《观》初应之矣。末反掉云：‘羝羊触藩，赢其

角。’《师》‘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谓二之五，而初应之成《屯》，

《屯》通《鼎》，而《鼎》成《咸》，所以无咎者，以先帅师而长子，此帅师也。末反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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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舆尸，贞凶。’《丰》‘上六’：‘丰其屋，蔀其家。’谓《涣》二之《丰》五，而后四应之

也。末反掉云：‘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③

明于《易经》句法之例，庶几可以解《易》，即古书句法，亦可

援此类推矣。

注：

① 按：引语原为：《中孚·传》曰：“乘木舟虚也。”按《正义》引《郑注》

曰：“空大木为之曰虚，总名皆曰舟。”然则舟、虚并言，舟其大名，虚其小名

也。王《注》曰：“乘木于用舟之虚。”此说殊不了，辅嗣徒习清言，未达古义

也。参见《古书疑义举例》卷二《以大名冠小名例》。

② 按：引语参见《古书疑义举例》卷二《以读若字代本字之例》。

③ 按：引语参见《易话》卷三。

第三十六课　 释 《易》 韵

《易经》一书，由《彖》辞、爻辞以及孔子之《十翼》，莫不声韵

相叶。如告，渎告《蒙》、复夙《解》、虩哑《震》、身人《艮》。 此皆《彖》辞

之协韵者也。约举数例，余可类推。

田人《乾》“九二”、血穴《需》“六四”、师尸《师》“六五”、辐目《小畜》“九

三”、否喜《否》“上九”、陵兴《同人》“九三”、墉攻《同人》“九四”、光王《观》“六

四”、园戋《贲》“六五”①、稊妻《大过》“九二”、华夫誉《大过》“九五“、坎枕窞

《坎》“六三”、棘得《坎》“上六”、离歌嗟《离》“九三”、来思《咸》“九四”、壮罔

《大壮》“九三”、翼食《明夷》“初九”、逐复《睽》“初九”、龟违《益》“六五”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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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觌《困》“初六”、食来祀《困》“九二”、食恻福《井》“九三”、足渥《鼎》“九

四”、干言《渐》“初六”③、期迟《归妹》“九四”、沛沫《丰》“九三”、下斧《巽》

“上九”。　

此皆爻辞之协韵者也。约举数例，余可类推。

元、天，形、成、命、贞、宁《乾》，疆、亨、贞、行、常、庆《坤》，生、

贞、盈、宁《屯》，穷、中、功《需》，通、同《泰》，明、行、亨《大有》，中、功、

升、陵《坎》，明、行《晋》。

此皆《彖传》之协韵者也。约举数例，余可类推。

下、普，道、造、久、首《乾》，凝、冰，方、光，中、终、穷《坤》，行、常《需》。

此皆《象传》之协韵者也。约举数例，余可类求。

雨、暑、女，知、能，从、功，位、卦、辞、介、悔、大、易、知，以上上《系

辞》。地、宜，马、下，利、济，处、宇、雨，虑、涂，生、成。以上下《系辞》。

此皆《系辞》之协韵者也。约举数例，余可类求。

信、谨，骄、忧，虎、睹、下，以上《乾文言》。 阳、刚、章，位、气，以上

《说卦传》。 生、盈，穷、终，丽、离，以上《序卦传》。 柔、忧、求，居、著，

时、灾，以上《杂卦传》。

此《易》、《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传之用韵者也，

余可类推。
《易经》所用之韵，皆系古韵，故与今韵之分部不同。

顾亭林④ 分为十部，段若膺⑤ 分为十七部，王怀祖⑥ 分为二

十一部。

其变例有三：

有协韵不必拘于语尾之例。

如“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与效协，象

与像协。

有一句而协两韵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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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迍如邅如”，屯、邅协韵，“既雨既处”，雨、处协韵，“其亡

其亡”，两亡字协韵，“先否后喜”，否、喜协韵是也。

有变文协韵之例。

如“既雨既处”，处者，止也。“既雨既处”者，“既雨既止”也。

不曰止，而曰处者，变文以协韵也。其例见俞氏《古书疑义举

例》中⑦。

此《周易》一书，所由多用韵文也。韵文而外，间有偶语。

如“云从龙”、“风从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之类，是

也。则以古代之经，须凭口耳流传，必杂以偶语韵文以便记诵，

故有韵之文，不独《文言》一传已也。

注：

① 园：原刊误作“团”，今改正。

② 按：查《益》卦无“六五”爻辞，此例不知何据？

③ 干：原刊误作“千”，今改正。

④ 顾亭林：即顾炎武。详见第一册第一课注⑥。

⑤ 段若膺：即段玉裁。详见第一册第三十一课注③。

⑥ 王怀祖：即王念孙。详见第一册第三十六课注⑥。

⑦ 俞氏：指俞樾。详见第二册第三十四课注①。其《古书疑义举例》认

为《周易》亦多用韵之文，亦有变文协韵者。如《小畜》：“上九，既雨既处。”

按：处者，止也。《说文·几部》：“处，止也。”处，即止字。故《毛传》于《江有

汜篇》、《凫鹥篇》，并曰：“处，止也。”“既雨既处”者，“既雨既止”也。止，谓雨

止也。不曰“既雨既止”，而曰“既雨既处”，变文以协韵也。《正义》以“得其

处”释之，则与既雨之文不伦矣。参见《古书疑义举例》卷一《变文协韵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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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刘君申叔事略

蔡元培

君名师培，申叔其字也。又名光汉，别号左盦，江苏仪征人。

其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寿曾，均以治《春秋左氏传》有声于时；

父贵曾，亦以经术名。君幼慧，年十二，即读毕四子书及《五经》。

初习为试帖诗，一夜，月色皎然，讽诵之顷，恍然有悟，遂喜为诗

赋。曾作《水仙花赋》，又穷一二日之力，成《凤仙花诗》一百首。

其读他书，勤备亦如是，博学强记，出语恒警其长老。年十八，补

县学生员。十九，领乡荐。二十，赴京会试，归途，滞上海，晤章

炳麟及其他爱国学社诸同志，遂赞成革命，时民国纪元前九年

也。归娶，旋偕其妻何班至上海，何班进爱国女学肄业，而君则

改名光汉，著《攘书》，昌言排满复汉矣。前八年，与林君獬主持

《警钟日报》社。冬，与万君福华等谋刺王之春，未遂。前七年，

春，君时作文揭载于《国粹学报》。未几，《警钟日报》被封。君与

陈仲甫、章士钊诸君在芜湖之皖江中学任教员，并发行《白话

报》。前五年，亡命日本，何班偕往，改名震。时为《民报》撰文，与

炳麟甚相得。夏，君创《天义报》。秋，与张君继设社会主义讲习

会。前四年，又创《衡报》。此两报皆言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者也。是年，君忽与炳麟龃龉，有小人乘间迹，炳麟不念旧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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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君，乃约余共登一广告于上海各报，劝君东下。民国二年运动

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君于是年冬归国，依端方于江南。前一

年，随端方至四川。端方死，君幸而免，盖在四川国学院讲学；然

长江下游不易知君踪，君赴山西。三年，赴北京。四年，君忽为

杨度等所勾引，加入筹安会。袁世凯死，君留滞天津。余长北京

大学后，聘君任教授。君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

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君卒，年三

十有六。所著书经其弟子陈钟凡、刘文典诸君所搜辑，其友钱君

玄同所整理，南君桂馨聘郑君裕孚所校印者，凡关于论群经及小

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除

诗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其勤敏可惊也。

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

所成说宁可限量？惜哉！

二十五年八月

（选自《刘申叔遗书》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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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刘先生行述

陈钟凡

刘先生讳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也。曾祖文淇、祖毓崧、

伯父寿曾，均以治《左氏春秋》名于清道、咸、同光之世，列传国

史。父贵曾，亦以经术发名东南。先生少承先业，服膺汉学，以

《春秋》三传同主诠经，《左传》为书，说尤赅备。审其义例，或经

无传著，或经略传详，以传勘经，知笔削所昭，类存微恉。汉儒说

《左氏》，据本传以明经义。凡经字相同，即为同恉。又引月冠

事，明经有系月不系月之分，创获实多，亦较二传为密。爰阐厥

科条，著之凡例，成《春秋左氏传例略》一卷。又据《汉志》，《礼古

经》五十六卷，卷与篇同，谓与今文十七篇外增多三十九篇，故合

五十六篇言，则曰“古经”，亦曰“古文《礼》”；即三十九篇言，则曰

“逸《礼》”。至五十六篇所自出，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云：鲁恭王得

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

孔安国献之，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据是则秘府所藏，即系孔壁

所得。《志》云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孔氏即安国也。是则古经篇

目当据班书，逸《礼》原流当宗歆说。

西汉之时，其古文旧简，盖惟藏于秘府，民间亦私有传授，然

其说不昌，是以绝无师说。东汉古经之行于民间者，别本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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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逸《礼》三十九篇，当世经师均不作注。计其散亡，盖在东晋以

前，而遗文佚句，时见郑氏及诸家称引。宋王应麟、元吴澄并事

考辑，所采未备，爰举佚《礼》篇名之确可征信者，成《佚礼考》一

卷。又以《礼经》十九篇目，大、小戴及刘向《别录》所次不同，郑

注据小戴本，其篇次则从《别录》，《既夕》、《有司彻》二篇，篇名仍

从小戴。魏晋以下，推崇郑本，三家旧谊，遂以湮没。考郑氏《目

录》，于经文十七篇分属吉、凶、嘉、宾四礼，前此《礼》家并无此

说，郑义虽合古文，然不得目为此经旧谊。爰广征两汉经师之

说，为《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以《周礼》先师六乡之吏，则冢宰

六官，亦即六军之将。知者，贾公彦引贾逵说，以为六卿之吏则

冢宰以下是。《说文》乡字注云：“封圻之内，六乡，六卿治之。”勘

以《五经异义》所引古《周礼》之说，符契适合。自马、郑始以乡吏

别六官，则王国之卿十有二人，并数三孤，则为十五，迥异古说。

近孙诒让为《正义》，一是折衷马、郑，疹发实鲜。先生爰申贾、

服、杜子春古说，正其违失，著《周礼古注集疏》二十卷。又以古

文《尚书》安国所得，既献汉廷，因藏秘府。仁和龚自珍顾云秦烧

天下图书，汉因秦宫室，不应独藏《尚书》。假使宫中有《尚书》，

不应安 国 献 孔 壁 书，始 知 增 多 十 六 篇。不 知 汉 收 图 籍，非 谓

《诗》、《书》。若实有《书》，安国无缘再献。史公云“献”，则是未

有其书。是知中秘古文，藏自武帝。既为孔壁之书，即非嬴秦之

籍。观刘歆言安国献古文，又言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成帝乃陈

发秘籍，校理秘文。所云秘籍，即谓中文之属。所云校理，盖即

刘向所司。是刘向所观，安国所献，既无殊本，应即一书。龚氏

所疑，不析自解。著《驳太誓答问》一卷。又以《汉志》“《书》类”

著录《周书》七十一篇，自注云：孔子所删百篇之余。近儒每援之

以说群经。爰参考异同，详加篇次，成《周书补正》六卷。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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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三监、五服、濮路、月令、明堂诸考，则别著为篇，成《周书略

说》一卷。先生说经之书，略具于此。其他间有撰述，未遑写定，

或孤文只义，靡得而详焉。清代经师治古文者，自高邮王氏父子

以降，迄于定海黄氏、德清俞氏、瑞安孙氏，各揭厥识，匡微补缺，

阐发宏多。若夫广征古说，足诤马、郑之违，且钳今师之口，则诸

家未之或逮。故述造视前师为渻，而精当浸浸过之。信乎！研

精覃思，持之有故者矣。

又历检群籍，至于内典、道藏无不究宣。尝取老、庄、荀、董

之书，雠正讹脱，独创新解，按文次列，成《老子斠补》二卷、《庄子

斠补》一卷、《荀子斠补》四卷、《墨子拾补》二卷、《楚辞考异》八

卷、《贾子新书斠补》三卷、《春秋繁露斠补》三卷。计所发正凡数

百事，均王、洪、俞、孙之所未诠。盖先生每论定一说，必旁推交

通，百思莫能或易，乃著简毕，其精审有如此。雅性勤劬，博览载

籍，过目成诵，久而不渝。神志亦缘是日隳，年未四十，疾疢缠

萦，狄涤医门，岁无闲日，以民国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北京。

上距生于清光绪甲申年闰五月二日，享年三十有六。生平精力，

敚于著述，世变纷纶，匪所能悉。而以贫病故，不能亡情爵秩，时

时为佥壬牵引，致不退不遂，入于坎陷，非 深 知 先 生 者，孰 能

谅之？

先生于学无所不窥，而论文则考型六代，撢源两京。尝谓汉

魏之际，文学未尝别自成科，宋文立四学，文学乃与儒、玄分馆，

故《南史》恒以文史、文义并词，而文章志诸书，亦以当时称盛。

凡所持论，见《文说》、《广文言说》、《文笔诗笔词笔考》。又裒次

所为辞赋诗文如干首，成《左盦文集》五卷。

先生教泽遍中国，清季主讲安徽公学、两江优级师范、四川

国学院，执经问业者几千人。民国以来，主讲北京大学、女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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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师范，弟子从游者益进，闻先生之丧，莫不哀恸，太息流涕而不

能自已也。以某年月日归葬仪征先垄之原。妻何氏，无子。钟

凡性颛蒙，未能知先生之深，于其他行事不备书，书其学术之著

者，与天下学人共悼之！

（选自《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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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见存经学论著选目

陈居渊

本篇选目，是根据刘师培自撰的《左盦集》、《左盦外集》、钱

玄同编撰的《刘申叔先生遗书》、赵万里编撰的《刘申叔著述目

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出版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一编（上下

二册）、李妙根编撰的《刘师培生平和著作系年》、江苏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０年出版的《中国古籍整理研究论文索引》等书刊所提供

的刘师培经学论著目录剪裁而成。全篇由群经总义和专经分述

两部分组成，群经总义以一般经学论著为主，专经分述则以易、

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尔雅等八类为先后次序。由于刘师

培的经学论著宏富，限于自己的学识，率尔操觚，遗漏错误之处

正多，仅供读者参考。

一、群经总义

群经大义相通论

六经残于秦火考

秦汉说经书种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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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古文学辨诬

刘向撰五经通义五经要义五经杂义辨

南北学派不同论

中古文考

白虎通德论补释

白虎通义源流考

白虎通义佚文考

白虎通义斠补

白虎通义定本

清儒得失论

近代儒要变迁论

近儒学术系统论

近代汉学变迁论

二、专经分述

１．易类

连山归藏考

周易悬象序

易不言五行

周易言位无定

易言不生不灭之理

易卦应齐诗三基说

易系辞多有所本

司马迁述周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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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易略例明彖篇补释

刘周易注补辑

２．书类

尚书源流考

今文尚书无序说

尧典钦明文思光被四表古文说考

古文尚书五服说

驳泰誓答问

答方勇书论太誓答问

周书略说

周书补正

王会篇补释

史记用古文尚书考略

史记述尧典考

３．诗类

毛诗札记

毛诗词例举要

毛诗词例举要略本

齐诗国风分主八节说

齐诗大小雅分主八节说

诗纬星象说

邶鄘卫考

４．礼类

礼经旧说

礼问答

周礼古注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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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经旧说考略

王制篇集证

王制篇集证序

王制篇言地理中多精言

王制有后儒窜易之文考

明堂月令即周书月令解说

古周礼公卿说

丧服经传旧说

西汉周官师说考

立庙议

逸礼考

５．春秋类

春秋原名

春秋古经笺

春秋名学解诂书后

春秋记事成法考

春秋三传先后考

春秋左氏传例略

春秋左传传注例略

春秋左传传注例略解略

春秋左氏传古例考序略

春秋左氏答问

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诠微

左传隐元年百雉说

左氏不传春秋辨

左传学行于西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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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左传札记

周季诸子述左传考

孔子作春秋说

司马迁左传义例序

史记述左传自序

王鲁新春辨

答章太炎论左传书

公羊解诂误字

公羊尔雅相通

刘兆公穀注补辑

跋沈小宛左传补注序

６．论语类

刘氏论语正义左邱明姓氏驳议

读戴子高先生论语注

７．孟子类

孟子兼通古今文考

刘熙孟子注补辑

８．尔雅类

尔雅虫名今释

尔雅逸文考

尔雅误字考

注尔雅舍人考

音近义通之例多见于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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