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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東漢建初四年 (79) ， 章帝下詔太常、將以下，至諸生、諸儒會自虎觀，講議〈五

經〉同異，史稱「白虎觀會議」。章帝詔書揭槳，白虎觀會議緣起於，- {五經〉章句

煩多，議欲減省J 會議宗冒乃「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

莊述祖( 1750一 1816) (白虎通義考〉指出， {白虎通〉文本慘雜「識緯 J 乃

是「風尚所趨」、「附世主之好」。現代學者對於《白虎通〉雜引識緯一事，亦多表

達肯定，並多所舉證， {白虎通〉雜引識緯，乃是經學世俗化、儒學必然發展之結果;

並且， {白虎通〉雜引識緯，促使經學世俗致用之目的，乃是為將來制定國憲提供理

論基礎。然而， {白虎通} ，-雜論經傳」、，- {論語〉、《孝品的、六藝並錄 J 增

加「識緯 J 公然違悸章帝詔書旨意;而《白虎通〉全書具備國憲法典性質，亦非章

帝召開會議之目的。

本文以，- {白虎通》引識緯考」為題，探討《白虎通〉引述識緯之原始與發展。

本文論述層次有三 :首先，分析「識緯」名義，及「識」、「緯」二詞之分與合;其

次，溯源白虎觀會議緣起與宗胃，分析元大德本《白虎通〉引識緯概況，比較白虎觀

會議事跡與《白虎通〉卷I跌間之關係; 最後 ，舉證《 白虎通〉引識緯違倖章帝旨意，

以及《白虎通)文本具國憲屬性與白虎觀會議宗旨不相應，並以《白虎通〉文本引識

緯與國憲屬性二條線素，論證《白虎通〉係屬於白虎觀會議卷i快之悸謬。

關鍵詞{白虎通〉 白虎觀會議經學識緯國憲

周德良，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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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章帝建初四年 (79) ，下詔太常、將以下，至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

經〉同異;會議程序 í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間，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 J

一如西漢宣帝甘露三年 (B.C.51) í 石渠故事 J 史稱「白虎觀會議」。章帝詔書揭藥

白虎觀會議，緣起於 í {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滅省 J 會議宗旨與目的，乃「欲使

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 J 0 {後漢書〉記載白虎觀會議之卷|歐文獻，稱呼

不一 ，或曰「白虎議奏」、「通義」、「白虎通德論 J 尚未有「白虎通」之名;白

虎觀會議卷l候，亦未見於當世。直至蔡昌( 133 - 192) 撰〈巴郡太守謝版) ，謂「白

虎奏議 J 至魏時繆襲，始引述「白虎通」文句;至於所謂白虎觀會議卷|跌全貌之《白

虎通> '遲至元代大德九年( 1305) ，李顯翁持劉平父家所藏是書善本見張楷，東平

郡守並允然以此書鍾板重印， {白虎通〉開始流傳;至清代盧文招( 1717 一 1795 ) 

重新校刻《白虎通> '推廣《白虎通〉文本流行與研究。換言之，關於《白虎通》文

本研究，乃是近七百年之事。

莊述祖 (1750 - 1816) 參與盧文招校刻〈白虎通> '並撰寫(白虎通義考〉指出，

《白虎通〉文本摟雜「識緯 J 乃是「風尚所趨」、「附世主之好」。現代學者對於

《白虎通〉雜引識緯一事，亦多表達肯定，並多所舉證，說明〈白虎通》雜引識緯，

乃是經學世俗化、儒學必然發展之結果。並且， {白虎通〉雜引識緯'促使經學世俗

致用之目的，乃是為將來制定國憲提供理論基礎;而《白虎通〉文本具有國憲性質，

恰適呼應《白虎通〉雜引識緯之用心與動機。然而，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乃是要解

決 í {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滅省」之經學問題，目的是要達到「欲使諸儒共正經義，

頗令學者得以自助」之結果;反觀《白虎通〉文本 í雜論經傳」、 í {論語》、《孝

經〉、六藝並錄 J 增加識緯，公然違悸章帝旨意，徒增會議困擾;而〈白虎通〉全

需具備國憲法典性質，亦非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之目的。

本文以 í {白虎通》引識緯考」為題，探討《白虎通〉引述識緯之原始與發展。

本文論述層次有三 :首先，分析「識緯」名義，及「識」、「緯」 二詞之分與合;其

次，溯源白虎觀會議緣起與宗旨，分析元大德本《白虎通〉引識緯概況，比較白虎觀

會議事跡與《白虎通》卷|跌間之關係;最後，舉證《白虎通〉引識緯違悸章帝旨意 ，

以及《白虎通》文本其國憲屬性與白虎觀會議宗旨不相應 ， 並以《白虎通〉文本引識

緯與國憲屬性二條線索，論證《白虎通》係屬於白虎觀會議卷|快之悸謬。



一、識緯釋義

(一)釋「識」

《白虎通》引識緯考 3 

「識」字， {說文〉曰，-識，驗也。從言鐵聲。 J ，-識」是形聲字，指有驗證

之事。劉熙〈釋名﹒釋典藝〉則稱，-識，織也。其義纖微而有效驗也。 J ，-識」指

一種語意隱微，且有預測效驗之言。春秋時，即有所謂「秦識」、 I ，-趙識」 2 ，其意多

指←益占夢、預知吉凶之事。

東漢時期，稱「識」主要有二類，其一稱「圖識 J 0 {後漢書﹒光武帝紀》載:

「宛人李通等以圖識說光武云Jr劉氏復起，李氏為輔。 JJ J 李賢 (651-684 )注曰:

圈， {河圓〉也。識，符命之書。識，驗也。言為王者受命之徵驗也。《易坤

靈圖〉曰，-漢之臣李陽也。 J

李賢注解「圖」與「識J ，-圖」指《河圓> ' ，-識」則有二義:其一指「符命之書 J

其二指有徵驗之義，-圖識」便是有徵驗之符命之書。「識」另一類稱「識書 J 0 {後

漢書﹒張衡傳》載張衡 (78 - 139 )上疏曰，-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

之識書。」 4張衡所謂「前有言，後有徵 J 便是「識書」。張衡疏中區別「識書」與

「國識」曰: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卡萃，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

或觀星辰逆)11頁，寒煥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視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

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書始出，蓋知之者寡。 5

{史記﹒超世家〉云，-為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且害。籍之日，告公

干孟之與子與曰 ，- 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過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

霸，未老而死弱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l J 公孫、支書而藏之，秦鐵於是出矣。 J (;美)司馬遷摸，

(宋)裴耳因集解{史記> (北京市:中華書局， 1982年) ，卷四十三，頁 1786 一 1787 0

2 {史記﹒趙世家〉云，-居二日半，筒子寢。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
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策來，我又射

之，中蕉，蕉死。帝甚喜，賜我二筍，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

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贏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忠虞

舜之勳，通余將以其育女孟姚圓己而七世之手車。 J .l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為鵲言告筒子，筒子賜為鵲

回四萬款。」卷四十三，頁 1787 。

3 (宋);色。華撰， (唐)李賢注{後漢書> (北京市:中華書局， 1993年) ，卷一土，頁3 。
{後漢書﹒張衡傳》卷五十九，頁 1912 。

5 {後漢書﹒張衡傳〉卷五十九，頁 1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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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書」是指 「律歷 、卦侯 、九宮 、風角 J r 經天驗道」 之天文歷法，屬天文科學

知識，故識書非一術'知之者寡矣。 而「圖識J 張衡疏曰 :

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逞，可謂大事，當此之時 ， 其或稱識 。 若夏侯勝、

自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鐵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

亦無識錄 。 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 ......聖人之言，孰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

以要世取責 。 往者侍中賈達摘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3威者皆不能說 。 至於王莽

基位 ， ì莫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也 。 ......比皆欺世

罔俗，以味勢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 。 且律歷、卦侯、九宮、風角，數有徵

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 。 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

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 。 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站

矣 。 6

「 圖識」指預言性質之圖書 ，其意與李賢之注相應 。 張衡對於所謂「識書」與「圖識 J

態度明顯不同:律歷、卦侯、九宮 、風角等之「識書 J 如聖人之言 ， 有徵有效，故

應重視與學習 ;而 「圖識 J 乃是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 ，以昧勢位之虛偽造作，張

衡建議宜應禁絕，端正天子視聽 。 張衡稱 「八十篇」 者，即是指「圖識」。

東漢時期 r圖識」又稱「識記」 。 早於張衡之前，桓譚 ( B.C.23 ? - A.D.50 )便

識「識記」為虛偽，上疏光武帝請求禁絕， 曰 :

(桓譚)上疏曰 r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間，觀先王之所記述，成以仁義

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 。 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 。 自子貢以下，不

得而間，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使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

記，以欺惑貪邪，註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陸下窮折方士黃白之

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卡數隻偶之

類 。 陸下宜重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

詳通人之雅謀 。 ...... J 帝省奏，愈不悅 。 7

6 <後漢書 ﹒ 張衡傳》 卷五十九，頁 1912 。

7 <後漢書 ﹒ 桓譯傳〉卷二十八上 ， 頁 959 - 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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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譚稱「識記」乃是出於巧慧小才使數之人，增益圖書而成，欺惑貪邪，宜抑遠之。

桓譚此疏不僅招惹光武帝不悅，其反對識記之堅定立場，亦險些招致殺身之禍。 8光武

帝於中元元年 (56 )欲以圖識決定建靈臺處，顯示光武帝對於圖識之信任與高度興趣 。

《後漢書﹒方術列傳〉云 :

漢白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其不負策抵掌，川頁風而屆焉 。 後王莽

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識言，士之赴趣時宜者，自騁馳穿鑿，爭談之也 。 故王

梁、蒜、成名應圖餘，越登牛鬼鼎之任，鄭興、賈達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

恃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9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J 自西漢武帝以降，列朝帝王喜好方術， 至王莽東漢以

降，方術轉成符命、識言之說，造成天下士族莫不「赴趣時宜」、「騁馳穿鑿， 爭談

之也」之風氣。而光武帝，便是開風氣之先之典型範例。

光武帝草創之初，便有人以圖識說服光武帝 10因此，光武帝推崇圖識，與其出身

背景有嚮切關聯。《後漢書 ﹒光武帝紀》建武元年 (25 )云:

行至郁，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唾華自關中奉(赤伏符) ，曰 r 劉秀發兵捕

不道，四夷雲集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 群臣因復奏曰 r 受命之符，人

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高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

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群望 。 」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郁南

千秋亭五成陌 。 1 1

光武帝憑藉著墮華所奉 (赤伏符〉為受命之符，便在郁南之地設壇場 。另外， (後漢

書 ﹒光武帝紀}X云

8 <後;美書 ﹒桓譚傳 ) : I 其後有詔會議靈壹所處 ，帝請譚曰 I 吾欲以3裁決之，何如 ? J 諱:默然良久，

曰 I 臣不議議。」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裁之非經。帝大怒、曰 I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

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 o J 卷二十八上，頁 961 。

9 <後漢書 ﹒方術列傳》卷八十二上，頁2705 。
10 <後漢書 ﹒光武帝紀) : I 莽末，天下達歲災喔，寇盜鋒匙 。 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為小盜。

光武避史新野，因責穀於宛 。宛人李通等以國鐵說光武云 ~劉氏復起，李氏為輔 。』光武初不敢當 ，

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買主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諜，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

李通從弟款等起於宛，時二十八。」卷一上，頁2 。

11 <後漢書 ﹒光武帝紀》卷一上，頁 21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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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己末，即皇帝位。......其祝文曰，......識記曰If'劉秀發兵捕不道，卯

金修德為天子 。 』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 。 群下命曰If'皇天大命，不可

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改都為高色。 12

光武帝以〈赤伏符〉為受命天子。至於東漢明帝、 章帝、和帝之政事，受識記影響亦

多，甚至和熹鄧皇后亦熟給圖識。

建武十七年 (41) , <東觀漢記〉卷一載:

十七年，上以日食避正殿，讀圖識多，御座廳下淺露，中風發疾，苦眩甚。左

右有白大司馬史，病苦如此，不能動搖。 13

光武帝閱讀圖識雖未必與日食有關，但他因為讀圖識而受風寒，足以見他對圖識之重

視。是以他在執政上舉凡:改正朔、易服色、用人、以及赴泰山封禪等重大政事 ，多

以識決疑;而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上泰山刻石，更見他對圖識信仰之堅定。尤有甚者，

光武帝，於建武中元元年 (56 )十一月「宣布圖識於天下 J ' 14促使圖識公開化，使圖識

真有合法性與正當性。

「識」 一詞，不僅可以檢證識記所述與事後結果之是否一致，更可以就識記所言

做為日後行事之依據，故本以預測未來、占驗吉凶之識，便具有一種暗示性，甚至與

符瑞受命之政治權力息息相關。「識」字，在東漢時期多指「圖識 J 或稱「識記 J

在政治上與當時之帝王受命之思想息息相關。

( 二)釋「緯」

「緯」字本義， <說文》曰 I緯，織橫絲也。從采韋聲。 J I緯」屬形聲字，

意指相對於縱之「經」而言 。 15 <釋名﹒釋典藝〉曰 I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 。 」

意與《說文〉同。《廣雅﹒釋言> : I 緯'橫也。 J I緯」指橫向之空間概念。

「緯」字在漢代，亦與天文歷法有關。《漢書﹒李尋傳〉曰:

12 <後漢書﹒光武帝紀〉 卷一上，頁22 。

13 (宋漢)學l珍等撰<束觀漢言己校j主) (北京市:中華書局， 2008年) ，卷一，頁 11 一 12 。

14 <後漢書﹒光武帝紀〉曰﹒ f.是歲，初起明堂、靈奎、辟雍，及北郊兆域 。 宣布國鐵於天下 。 」卷一下，

頁 84 。

15 <說文解字》曰﹒ 「 經，織從;其章也 。 從 fr. 呈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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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云，-天聰明 J 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

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

女宮在後。 16

孟康注曰，-六緯， {五經〉與《樂緯》也。」張晏稱，-六緯， {五經》就《孝經

緯》也。」顏師古則曰，-六緯者， {五經〉之緯及《樂緯〉也。」 i7考西漠之時尚無

「六緯」之書名，見(李尋傳〉上下文義，其「五經六緯 J 所指「紫宮rJ 、「太微」、

「翼張」、「少微」、「女宮」等星象，並非指與西漢經書相對之「緯書 J 0 18張衡(西

京賦〉 曰，-自我高而且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 l9李善注，-五緯 ， 冗星

也 。」 20 「緯」指星宿名，殆無疑義。此外，從緯書俠文中 ，可以看出所謂「五緯J 亦

是指五大行星 . 21水(辰星)、火(笑惑)、金(太白)、木(歲星)、土(填星) 0
22 {漢

書 ﹒律曆志〉將日、月、斗三辰1為三統， 三統為經 ，-三辰五星而相經緯J 五星之於三

辰，乃居於緯之地位，故「緯」亦指稱特定之天文星宿。

「緯」字，王先謙( 1842 一 1918) {釋名疏證補〉引蘇輿曰:

緯之為書，比傅於經，輾轉牽合，以成其誼，今所傳《易緯〉、〈詩緯》諸書，

可得其大概，故云反覆圍繞以成經 。 23

16 (采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漢書> ( 北京市 : 中 華書局， 1982年 ) ，卷七十五，頁 3179 。

17 <漢書 ﹒李尋傳〉卷七十五，頁 3 179 0 。

18 <前漢書補 j主》 王先謙引 i青人姚~曰 í 言天文當為人主所取法 。 此五經者，五經星也;六緯者，十二

之相向為六故。 人主當法之，以尊五行之術，顯十二洲之士耳 。與經書識緯何涉哉」。

19 (渠)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 (臺北:華正書局， 1987年) ，頁 38 。
20 同上泣 。

21 本文所引緯書俠文資料，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編之 《緯書集成〉為主。〈緯書集成〉收錄黃爽輯<逸

書考 ﹒通緯 > 0 <河圖帝覽嬉》曰 í 西方之星，其屬五十，其令八十五度，奎居西之中七度，徑以聯

之，緣以綜之 o J 頁 1588 0 <易是類謀》曰 í候終以季月八日，考經緯用事之氣，不效立五德鄧之期，

算其節以吹律，卡名 以糾胥 ，必視癸惑所在 ，以知亡象所次失之，至lji是災見晶L相」善 。 J <通緯> '頁 1685 。

《持合神霧〉曰 í 五緯合，王史紀。 J <通緯> '頁 1730 0 <春秋命痲序〉曰 í 日月五緯俱起，牽

牛四藹五千年，日月五緯一輪轉，天皇出焉，號曰防五 。 J <通緯> '頁 1979 0 <春秋內事》曰 í 天

地問闕，五緯各在其方，至伏犧乃合，故以為元。」頁 1982 0 <論言吾摘表聖〉 曰 í鳳有六像九包。六

像者: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日 Jt1象緯。 」 宋均曰 í 緣 ，

五緣也。」頁 1986 0

22 <漢書﹒律厝志〉卷二十一上 í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癸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

星 ，土合於填星 。三辰五星而非目經緣也 。」頁 985 。

23 王先謙<釋名疏證補> (臺北 :商務印書館， 1968年 ) ，頁 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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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輿將「緯」比傅於經，明確指出 r緯」是指書名如《易緯》、《詩緯〉諸書。 陳

槃 〈 識緯釋名〉考證稱 r 11 緯』之稱，大且可能早推至于昭、 宣帝之世。」 24又說:

r 11 綽』之稱雖遠自西漠中世，然稱謂猶未固定也，故又有『經識』之目。」 25其結論

是 :

按:方士化之儒生以「識」附經，因名為「緯 J r 經 J r 緯」相對之稱。今

乃曰「經識 J 不曰「緯 J 可知是時「緯」稱猶未甚著，故或以為「緯」

或以為「經識」。即中興以後 r 緯」之一名，猶未約定俗成，故章帝建初四

年詔儒會白虎觀，講論經義，令班回撰集其書。班于諸識緯或直稱其篇目， ... 

或曰傳， ......或曰說， ......或曰識，無稱「緯」者 。 蓋識書之說，流傳既久。

「緯」名後起，普遍使用，故非一朝一夕之效也。 26

依陳槃之意 ，在班固撰集《白虎通〉時，尚未有以「緯」名書之風氣，即使有緯書之

實 ，亦無緯書之名 r緯」是「識」之別名，作意在附經。黃復山明確指出 r以現

存文獻考之，賦予圖識以『緯』名者，當以鄭玄為始。」 27陳槃、黃復山二人所言 ，均

以為「緯書」與「識」或「圖識」只是「異名同實 J 若有所辨，亦只是在歷史時序

上，名稱之出現有先後之別。黃復山《漢代《尚書》識緯學述》言:

光武帝宣布圖識八十一卷，其後明、章以下諸帝所極力倡導，迄至漢末鄭玄所

注群緯'皆此八十一卷也。是以今日識緯學者所引據含鄭玄注文之緯書輯本，

亦即光武之官定圖識也 。 28

換言之，東漢初期並無以「緯」稱書名。 光武帝宣布八十一卷「圖識 J 因為依附經

書 ，始更名為「緯書 J 故「緯書」是從「圖識」分化而來;而以「緯」稱「圖識」

或「識記」者，乃是白虎觀會議(79) 之後，鄭玄( 127 - 200) 為始。

〈後漢書 ﹒蘇竟傳〉曰:

24 <纖緯釋名 〉該篇 收錄於〈史言吾所季長于n 十一本，頁 307 。
25 同上言主 。

26 同上言主 。

27 黃復山< r纖 J r 緯 」 異名同實考辨 ) , ( 兩;英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 臺北:輔仁大學， 1995 

年5 月) ，頁 108 。
28 黃復山著 (漢代 《 尚書》話也緯學述) (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6年) ，頁 73 。

但若
言人(音信

心話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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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孔丘祕經，為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

注曰，-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

甚明驗。」李賢言東漢時所稱之祕經，即後世所說之緯書;而對緯書內容之描述，即

是圓識性質。又《後漢書﹒方術列傳〉曰:

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識言， ......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

乏於時矣。 30

注曰，-內學謂圖識之書也。其事祕密，故稱內。」圓識有內學之稱，但八十一篇圖

識，並非全部改易成緯書;而緯書則皆以圖識為底本。

〈後漢書 ﹒方士列傳》曰:獎英「善風角， 星算， 河洛七緯，推步災異 。」 3 lj主曰:

七緯者， {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

類謀〉、〈辨終備〉也; {書〉緯(旋嘰鈴〉、〈考靈曜〉、(刑德放〉、〈帝

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 u巳厝樞〉、(含神霧〉也;

〈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 {樂》緯〈動聲儀〉、(稽

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

〈演孔圖 〉 、 ( 元命色 〉 、 ( 文耀鉤〉、 (運斗樞 〉 、 <~精符 〉 、 〈合誠圓〉、

〈 考異郵〉、 ( 保乾園〉、 u集合萃 〉 、 〈 佐助期〉、(握誠圖 〉 、 (潛潭 巴 〉、

〈說題辭〉也。 32

李賢注七緯 ，共三 卡五篇。 此說與《陷書 ﹒經籍志〉稱，-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

云孔子所作。」稍有出入。《隔書 ﹒經籍志》 曰 :

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另L立緯及

識，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 <洛書 〉 六篇，云自黃帝至

29 (後;真書〉卷三十上，頁 1043 。
30 (後漢書) ，頁 2705 。

31 {後;美書} ，頁 2721 。

32 同上言主，頁2721-2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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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

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今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

書> ' <中侯〉、 u各罪級〉、(五行傳〉、《詩> ' <推度災〉、〈氾厝樞〉、

(含神務〉、《孝經> ' <勾命決)、〈援神契〉、(雜識〉等書。 33

李賢所注與〈隔志》所列，不僅在數量上不一致，同-篇名之分額亦多有出入。如:

(推度災〉、〈含神霧〉、〈氾曆樞〉、(鉤命決〉、〈援神契〉等五篇， < I唷志》

稱在「七經緯」之外，而李賢所注則將以上五篇納入「七緯」之內，可見意見之分

歧。 34細推李賢之注不知所從何本，未可全信;刃而《隔志》與〈漢書〉張衡所去:

「河洛五九，六藝四九」之數若合，-河洛五九」即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九聖之

所增演三十篇，合則四十五篇，-六藝四九」即孔子所作「七經緯」 三十六篇;此

八十一篇「緯書」當與圖識關係密切。

東漢光武帝「宣布圖識於天下 J ' <後漢書﹒張衡傳》曰，-河洛六藝，篇錄已

定，后人皮傳，無所容裳。」李賢注曰，- <衡集》上事云Ir河洛五九，六藝四九』

謂八十一篇也。」 36是知「河圖洛書」四十五篇與「六藝」 三十六篇，即是以光武帝所

定之圖識為底本。故張衡(請禁絕圓識疏〉中舉證曰，-至於王莽墓位，漢世大繭，

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也 J 張衡言 「八十篇 J 蓋取其整數而言 。

苟悅〈申鑒〉曰: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有起于中興之

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

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

33 (唐)魏徵等著 o賣書﹒經籍志) (臺北﹒鼎文書局， 1990年) ，卷三十二，頁 941 。

34 (清)將清翊著<緯學源、j乘興廢考) (日本研文出版據蔣氏雙唐碑館刊本景 fp) ，其書卷土 「題目」

曰 r 清翊按 o賣書志}云「七經緯」三十六篇，而(癸英傳) ~.主只三十五策。又: (推度災 〉 、〈氾

曆樞〉、(含神務〉、〈勾命決〉、(援神契〉五書 '0青志〉不在三十六篇之列，與《樂英傳) ~主又

不同 。」

35 陳槃於0:鐵緯釋名〉一文中，分析《時志》與李賢:主之差異時亦稱 r I!r 此一端，可見所謂『纖.!I ~緯.!I ' 
去取之間，彼此漫無標準，各以己意為之。唯其如此，故賢注三十六緯之目，東拼西i奏，無以充其數，

故止於三十五氛也。」頁313 。

36 (後漢書) ，頁 1913 。

37 (采漢)茍悅著: (申鑒) (臺北:藝文印書館據四庫善本叢書子部影印) ，卷第三(俗嫌) ，頁 7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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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亦以緯書為圖識之書八十一篇。黃復山考據得出結論言，-是以今日識緯學者所

引據含鄭玄注文之緯書輯本，亦即光武之官定圖識也。」故「識緯」篇目 ，當以八十

一篇為主，而「緯書 J 則以三十六篇為準。此亦極可能是終東漠之世所流傳緯書篇

目之全數。

漢末以後，圖識、緯書屢遭後世帝王矯禁。《隔書﹒經籍志〉曰:

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識，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諭切。:場

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史所糾者至死。

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 38

由於政治干涉，民間所流傳之識緯圖籍不復存在，加以歷代禁絕，這些圖書至宋代幾

乎喪失殆盡，致使後學無法目睹緯書原來面目。"

(三 ) ，-識」、「緯」分與合

「識」、「緯」 二詞，在東漢時交互指涉。王鳴盛( 1722 一 1797 )曰，-緯者，

經之緯也。亦稱識。」 40俞正變( 1 77 5 - 1 840 )曰，-緯固在識。識，舊名也。」 41陳

槃(識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 ，-識緯互辭考 J '舉證歷歷，辨之尤詳。但是以「識」、

「緯」兩者之於識緯思想概念中，在東漢時代，並無嚴格之區分;並且相互依存、相

互支援。唯須特別釐清，-識」、「緯」兩詞在稱謂上之互通，肇始於鄭玄之世，於

此之前，多只是觀念上混淆而已;至少，東漢章帝建初四年，所謂班固撰集之「白虎

通 J 尚未直接稱呼圓識為緯書。

雖然，-識」、「緯」兩詞有互稱之事實，但是不能就此斷言「識」、「緯」兩

詞在當時即是「異名同實」 ;43 「識」、「緯」兩詞指涉意義與重點，均有所區分。

儘管陳槃認為，-由『識』至『緯dJ不過形式上一轉變，從而標新名目。其實質則

38 {時書﹒經籍志} ，頁 941 。

39 鍾肇鵬著{鐵緯論略} (臺北:洪葉文化， 1994年)頁 35 。書中蒐集有關禁止纖緯大事，自漢至明，

製成簡表，並標明朝代、禁纖緯者、主要內容、出處等頃，方便參考。

40 (;青)王嗚盛{蛾術編} (臺北:信誼書局印行， 1976年) ，頁 1 18 。

41 (;青)俞正受{癸已類稿} (臺北﹒世界書局印行， 1960年) ，卷十四(緯書論) ，頁 542 。

但陳槃<~鼓緯命名及其中目關之諸問題) , 1971 年《史話所集刊》第二一本，頁34 。
的殷善玲在〈識緯思想、研究〉言 r鐵緯名義從圈緯到國識，再從國識到國 i煒、經緯，最後互辭混稱，這

一名義變化現象在漢代思想史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不宜以混稱無別來權為解說。 J (臺北:國立政治

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6年) ，頁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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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JJ Ií緯』 一也。」叮且是陳槃仍然強調，-從其占驗言之則日識;從其附經言之

則曰緯 J 的顯示「識」、「緯」兩詞，仍然有所區別。蔣清翊指出:

平子言，-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墓。」又言，-律歷、卦

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其肯學。」貝IJ 緯與議在東漢原不相混。 46

前已述及，張衡謂「律歷、卦侯、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者，是指具有

科學實證'與天文歷法有關之「識書 J 或稱「緯 J 而「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

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之「不古之書 J 即是指「識」或「圓識 J

張衡主張「宜收藏圖識， 一禁絕之 J 公開呼籲反對圖識，而非反對與天文歷法有關

之「識書 J 或稱「緯」。

所謂「識緯 J '含意頗為繁複，以「識」為共名者，是強調「識緯」之本質為「識 J

但是卻無法彰顯「識」在東漢時之發展流變;以「緯」為共名者，可以點出「識緯」

之時代意義，卻掩蓋「緯」之本質仍是「識 J 並且，-識緯」含意不僅是「識」與

「緯 J 而且包含「符」、「錄」、「圖」、「書」、「候」等與「識」相同質性之

典籍。以「緯」名圖識始於鄭玄，而鄭玄以「緯」名圖識，乃是將「識」在漢代演化

過程彰顯出來。黃復山言:

自王莽藉符命暴位，光武以識語中興，乃詔儒臣校定圖識，除暴輯前世之《河

圖》、《洛書〉與眾多識語外，更擷取《公羊春秋〉、〈春秋繁露》、〈尚書

大傳〉、《韓詩外傳〉等儒家經籍以為比傅，三十載後乃宣布圖識八十一篇於

天下，定為官本，斯學乃勃然興盛。 47

黃復山所言 ，即是「識緯」寓意之所在。「識緯」之本質，仍是「識 J 或稱「區|識」、

「識記 J 其後因為比附經學，而有「緯」之名。

至於「識緯」全部思想內容，陳槃言，-如〈孟茍列傳〉所述路書內容，則與吾

44 陳槃(t:戰緯釋名> ' 1971 年〈史話所集干o 第十一本，頁302 。
“〈識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 '頁 24 。
46 <緯學 j尿流與廢考) ，頁 12 。

47 <漢代〈尚書〉鐵緯學述) ，頁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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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現在所見之識緯，並無二致，謂史公所述即為整部識緯之大綱扼要，未嘗不可。」 48

陳槃稱〈史記﹒苟卿列傳〉中有關賜衍學說之描述，差可概括識緯之思維規模。 49顧頡

剛分析識緯內容，-有釋經的、有講天文的、有講歷法的、有講神靈的、有講地理的、

有講史事的、有講文字的、有講典章制度的 J ， 50可見識緯思想、所論述之內容範固相當

廣泛。簡言之，-識緯 J 是起源於語意隱微，事有效驗之識語;漢代發展成王者受

命之徵驗「圖識」、「識記 J '至東漢轉向比附經學，宣稱是仲尼閉門之作之「緯書」。

其內容，大致是一種建構宇宙圖式、詮釋政治權力、規範人倫秩序、以及安排客觀知

識等諸問題之思維方式。

二、自虎觀會議與《白虎通》

(一)白虎觀會議緣起與宗旨

東漢章帝建初元年(76) ，楊終上疏曰:

終又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

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

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回、賈達等，以終深

曉《春秋> '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白質出，乃得與於白虎觀

焉。 51

楊終指陳當時「章句之徒，破壞大體 J 建議章帝，效法西漢「宣帝博徵群儒，論定

《五經〉於石渠閩」之「石渠故事 J 建立學術傳統，以為後世典範。〈後漢書〉稱

48 陳槃著(1我緯j朔原土) ，收錄於《史言吾所集刊〉一一本，頁 318 。

49 <史記﹒茍卿列傳〉曰 I 喃衍自者有國者益泛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府、矣。乃深觀陰

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言吾閣大不經，必先驗小物，.jft而大之，至於無垠。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這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

而 J!f-、也。先于IJ 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

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名有宜，而符庭、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

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 )ji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 )ji 者九，

乃所謂九卅也。於是有神海環之，人氏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

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土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

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卷七十四，頁2344 。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臺北:里仁書局， 1985年)
51 <後;美書﹒楊終列傳〉卷四十八，頁 15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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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 J 顯示楊終 t疏與白虎觀會議真有因果關係'楊

終並且參與三年後之白虎觀會議。

建初四年 (79) ， 章帝詔閱白虎觀會議。《後漢書 ﹒ 章帝紀〉曰:

十一月去戌'詔曰 r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

經> '為置博士 。 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

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 '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

復置顏氏、嚴氏《春秋> '大、小戴《禮》博士。比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

藝也。中元元年詔書， {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7j(.校尉

慎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 。 孔

子曰 11 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 11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

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J 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

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

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0 52 

章帝詔書陳述，自西漢武帝「建立《五經> ， 1為置博士」之後，儒學發展日益蓬勃，

宣帝增立大、小《夏侯尚書〉 、《京氏易> '東漢光武帝，則「復置顏氏、嚴氏《春

秋> '大、小戴《禮〉博士」 。經學發展之結果，造成章句之學煩多，故光武帝時「議

欲滅有 J r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 J 此乃白虎觀會議之緣起因素 。

白虎觀會議之程序:首先由魏應制間，其餘如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諸生、

諸儒等與會者，講議《五經》同異，再命淳于恭記錄講議結果，上奏，最後由章帝稱

制|臨決，會議程序一如西漢宣帝甘露三年(B.C.51 )之「石渠故事」。白虎觀又稱白虎

殿，在未央宮之內 53因會議在白虎觀處，故所作議奏宇l之日「白虎議奏 J 李賢注之

曰 r今《白虎通> 0 J {隔志》以後，便通稱自虎觀會議資料為「白虎通」。

《後漢書﹒儒林列傳》又載:

52 {後漢書﹒章帝紀》卷三，頁 137-138 。

53 {三輔黃圈〉曰 I未失宮有宣室、麒麟、金華、承明、武奎、釣弋等殿。又有殿閣三十有二，有:壽

成、;lJt歲、廣明、椒房、清涼、永廷、玉堂、壽安、平就、宣德、東明、飛雨、鳳皇、通光、曲奎、白

虎等殿。」撰人不詳(臺北:藝文印書館， {百部叢書集成》據《平津館叢書〉本影印)頁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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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

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後漢書﹒儒林列傳》稱此會議資料為「通義 J 故《新唐書﹒藝文志》以降史書，

有「白虎通義」之名。叉， <後漢書﹒班固列傳》載:

(班)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成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在、

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 ，作

《白虎通德論} ，令固撰集其事。 55

《後漢書﹒班固列傳》稱此會議資料為「白虎通德論 J ' <崇文總目〉以降史書，以

此稱之 。

《後漢書》記錄白虎觀會議之事跡頗為詳實，但是對於會議之卷I跌文獻，谷11語焉

不詳，前後不一，或稱「向虎議奏」、「通義」、「白虎通德論 J 甚且未有「白虎

通」之名。因此，後世史書目錄對此一會議卷l跌，名稱分歧，而後世學者對白虎觀會

議卷l險之名稱與性質，亦有不同見解。

章帝建初四年詔書，揭示白虎觀會議宗冒圓的有三 :其一 ，經學之師法、 家法勃

興，以至，- <五經》章句煩多 J 遂有「議欲滅省」之需求;因此，章帝訊開白虎觀

會議之 |司的，主要在試圖透過會議之手段以解決當時，- <五經》章句煩多」之純學問

題。其二 ，章帝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 J

與會者之身分，涵蓋官方學術各層，甚至「帝親稱制|臨決 J 會議盛況可謂空前;章

帝詔|期間虎觀會議，是希望達到「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之目的。

其三 ，白虎觀會議之進行，係採「諸儒共正經義」之方式，由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間，

侍l十I淳于恭奏 ，最後結論由章帝親稱制臨決，藉此達到「講議《五經〉同異」之 11 的;

而這種以天子詔開會議討論經學問題之方式，乃是仿做西漢宜帝甘露之「石渠故事 J

此亦是呼應、楊終疏中所言之「立如石渠故事，永為後 !t!J!U J 之建議。因此，推論白虎

觀會議卷|跌之著述性質，當以討論經學章句相關問題為宗旨，以西漢廿露們渠故事犯

模仿對象，以「講議《五經} I司異」為目的。換言之:白虎觀會議之卷|候，理應以討

54 {後漢書 ﹒儒林列傳〉卷七十九上，頁2546 。

55 {後漢書 • .f:)王固列傳》卷四十下，頁 1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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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五經》為內容，以石渠故事為形式範本，方能符合史書對白虎觀會議事跡之記載。

(二)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文本

白虎觀會議後，至東漢蔡區( 133-192) 中平六年( 189) 作〈巴郡太守謝版〉

始呼「白虎議奏」 ;56百年之間(79-189) ，所謂白虎觀會議之「卷I跌 J 無人間間。

洪業考證1"所以不僅許慎馬融不能得其書而讀之，且蔡琶鄭玄並不曾舉引也。」 57直

至魏代繆襲( 186-245) 開始引述《白虎通〉文句 58至於〈白虎通〉完整文本重現於

世，則在千年以後。

《白虎通》韜晦於世何止數百歲而已。元代張楷記述曰:

《白虎通〉之為書其來尚矣。......平生欲見其完書，末之得也。余分水監歷常

之無錫，有郡之者儒李顯翁晦識余於官舍，望日攜是快來且云:卅守劉公家藏

書舊本，公名世常宇平父，過大元開國之初行省，公之子魯齋許左轄之高弟收

書不會萬卷，其經史子集士夫之家亦或互有，惟此快世所罕見，郡之博士與二

三子請歸之於學，將鐘板以廣其傳，守慨然許之。今募匠矣，求余識於卷首，

余謂:是書韜晦於世何止數百歲而已。"

《白虎通〉完整文本，元代之前甚為罕見。李顯翁持劉平父家所藏是書善本見張楷，

東平郡守並允然以此書鐘板重印，以廣流傳，時在元代大德九年四月( 1305) ，此即

所謂「元大德本 J {白虎通〉。

盧文招 (1717~1795) 於清代乾隆四十九年九月( 1784) 重新校刻《白虎通〉。曰:

案:古書不宜輕改，此論極走。......特初就何允中《漢魏叢書〉本校訂付雕，

於其語句通)1頃者，不復致疑。後得小字宋本，元大德本參枝，始知何本開有更

56 蔡芭作(巴郡太守謝版〉曰 r詔書前後，賜石鏡查{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

二百一十二卷。 J (宋漢)蔡琶{蔡中郎文集}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9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

《十萬卷樓叢書》本) ，卷八，頁 3 0 {蔡中郎集} (臺北:中華書局， (四部備要﹒集部》據《海原

閣校刊本》校刊) ，王昶考證蔡芭作(巴郡太守謝版〉當於中平六年，見附「中郎年表 J 頁 6 。

57 洪業著( (白虎通〉引得序) (燕京大學圖書館引得編察處編， 1931 年) ，頁 9 。

58 洪業( {白虎通〉引得序〉考證曰 r {南齊書禮志} (卷九上，建元元年，王儉議郊殷之禮)載魏繆

襲引 IF {白虎通〉云 r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 dl J 頁 9 。

59 (宋漢)班因等撰{白虎通}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9年《百部叢書集成》據{抱經堂叢書》本影

印) r 白虎通序 J 頁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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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之處，因亟加刊修以還舊觀，書內不能改者，其著其說於補遺中。 60

元明以來，訛謬之相沿者，幾十去八九焉。梓將畢工，海寧吳搓客又示余小字

舊刻本，其〈情性〉篇足以正後人竄改之失，蓋南宋以前本也，與其餘異同，

皆於補遺中具之。此書流傳年久，閒有不可知者闕之，然要亦無幾矣。 61

盧文招校刻《白虎通> '乃依《漠魏叢書〉元大德本之重印本，並沿用舊名「白虎通」。

然於校訂付雕之際，盧文招始見南宋以前「小字舊刻本 J ，-因亟加刊修以還舊觀 J

遂捨棄小字宋本;而其所刻之版本與小字宋本相參校，間有更改者，具著於「補遺」

之中，此即〈抱經堂叢書〉所收之《白虎通〉

盧文招所校刻之〈白虎通> '所掘明代新舊版本有五種 62

一 ，明遼陽傅鑰本。

二，明新安吳唱本。

三 ，明新安程榮本。

凹，明武林何允中本。的

五，明錢塘胡文煥本。

盧文招主要是以何允中之《漠魏叢書〉本校訂，並「掘莊(述兩且)校本覆校並集眾家」

而成，此即《抱經堂叢書〉所收之《白虎通》

抱經本〈白虎通〉目錄，下以表格羅列。

《白虎通〉目錄64

卷數 篇名 章 名

天于其爵稱 制爵一等五等之義

天子諸侯爵稱之異
第一卷 爵

庶人稱匹夫

諸侯襲爵

的抱經本《白虎通} I 元大德本跋後 J 頁 l 。
61 抱經本〈白虎通} I 校主IJ 白虎通序 J 頁 l 。

王者太子稱士

爵人於朝封諸侯於廟

天子即位改兀
(共十一章)

的抱經本{白虎通} I 白虎通牌所括新舊本并校人姓名 J 頁 l 。
63 盧文紹:主曰 I 明武林何允中本，四卷。今本多就此本吉丁正。」

內爵

婦人無爵

追賜爵

64 本表格所研IJ {白虎通》目錄之卷數、篇名、章名，悉依抱經本〈白虎通} 0 (東漢)班回等撰﹒《白虎

通}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9年《百部叢書集成〉據〈抱經堂叢書》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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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篇名 章 名

皇帝王之號 王者接上下之稱 君子為通稱
號

二皇五帝二王五1~1 伯子男於圈中得稱公
(共五章)

總論誼 帝王制誼之義 誼天子於南郊

主"且兮且 天子誼諸侯 卿大夫老有誼 無爵無誼

誼后夫人 號說取法(共八軍)

總論五爾巴 大夫巳上得祭 五爾巴順法五行
五祖 祭五ffrB所用牲

(共四章)

總論社稜 歲再祭
天子諸侯祭社櫻所用
牲

王者諸侯兩社 誠社 社稜之位

社櫻 大夫有社櫻 名社稜之義 社無屋有樹

王者親祭 社程之壇 祭社稜有樂

祭社稜廢禮
(共十三章)

總論禮樂 太平制作 帝王之樂

天子諸侯份數 王者六樂 四夷之樂

禮樂
歌舞異處 降神之樂 佑食之樂

五聲八音
通論異說

(共十一章)

一公九卿 封諸侯 設牧伯

諸侯卿大夫 封諸侯制土之等 封諸侯親賢之義

第一卷下
封公侯 夏封諸侯 諸侯繼世 立太子

昆弟相繼 為人後 興滅繼絕之義

大夫功成未封得封子
周公不之魯

(共十四章)

建國 遷國 京師

京師 一代異制 制而是 諸侯入為公卿食菜

太子食菜 公卿大夫食菜
(共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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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篇名 章 名

總、論五行 五行之性 五味五臭五方

陰陽盛衰 十二律
五行更王相生相勝變

五行 化之義

人事取法五行之義
(共七章)

總論一軍 王者征伐所服 告天告祖之義

第二卷
商周改正誅伐先後之 天子向山與使方伯之

兵不內御
一軍 義 義

遣將於廟 受兵還兵 師不愉時

大喪伐畔(共十章)

誅不遊親 不伐喪 討賊之義

誅伐 誅大罪 父殺子 誅佳人

復臨 總論誅討征伐之義 冬至休兵(共九章)

總論謙靜之義 一諜待放之義 士不得謀

諜語 妻諜夫 子謙父 五謙

記過徹膳之義 隱惡之義(共八章)

鄉射
天子親射 射侯 總論射義

鄉飲酒 養老之義(共五章)

第二卷下
致仕 (一章)

辟雍
總論入學尊的j之義 父不教子 師道有 一J

辟雍沖向 犀序之學 靈臺明堂(共六章)

災變謎告之義 災異妖孽其名 霜看

災變 日月食水旱
(共四章)

耕桑
論王與后在見耕親桑之

禮卜章)

封禪 封禪之義 符瑞之應 (共二章)

第二卷
巡j守

總論巡府之體 巡j守以凹仲義 巡j守述職行關行巴義

祭天告祉l繭載遷主義 諸侯待於竟 巡佇舍諸侯j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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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篇名 章

一公從守 道崩歸葬

五嶽四潰(共十章)

總論會出修 九錫
考點

諸侯有不免點義(共四
章)

一不臣 五暫不臣

王者
不臣諸父兄弟 子為父臣異說

不臣

五不名(共七章)

總論著龜 著龜尺寸

龜著←益名義 豈宜必於廟
著龜

←益之服 占←人數

灼龜 埋著龜

聖人
總論聖人 知聖

異表(共四軍)

論八風節候及王者順

八風 承之政
(一章)

商賈 (一章)

諸侯朝會合符信 五瑞制度名義

瑞賢65 見君之蟄 私相見蟄

子無蟄臣有蟄66
(共七章)

改朔之義 改朔征伐先後67

一正 改正右行 正言月不言日

第二卷下
百王不易之道 存二王之後

一教 聖王設一教之義 一教始於夏

的盧文招j主曰 í俗本作文質，今訂正其文質章本在下三正篇 。」
66 盧文紹:主曰 í 案此與閥文朝聘篇互有異同，今各仍之。」

67 虛文弱;主曰 í 重出略有異同。」

名

太平乃巡狗義

一考點陽義

諸侯不純臣

玉臣不仕諸侯異義

決疑之義

←2直方向

先益後←
周官，←益及取龜義
(共十二章 )

古聖人

合符還圭之義

婦人之蟄

一正之義

改正不隨文質

文質 (共九章)

一教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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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篇名 章 名

血管、論教 一教所以失
論二代祭揖明擺之義
(共六章)

一綱
總、論綱紀 一綱之義 綱紀所法

六紀 六紀之義
詳論綱紀別名之義

(共五章)

惰，性

總論性情 五性六情 五藏六府主性情

六情所配之方 魂魄 精神 (共六種)

青命
論二命之義的

(一章)

宗族 論五宗 論九族(共二章)

姓名
論姓 論氏 論名

論字(共四章)

釋天地之名 論天地之始 論左右旋之義

天地
論天地何以無總名 論天行反勞於地

(共五章)

日月右行
日月行遲速畫分夜之

釋日月星之有
日月 義

晝夜長矩 月有大小 閏月(共六章)

四時

論歲 四時 一代歲異名

朝夕晦朔(共四章)

第|且卷 衣裳
總論衣裳

珮 (共峙的

菩或K主E 其鬥詩3 

五刑 刑罰科條 刑不上大夫義
(共二章)

孔子定《五經》 《孝經} <論語〉 文王演《易》

五經 伏羲作八卦 《五經〉象五常 《五經》之教

書契所始(共七章)

嫁娶
總論嫁娶 嫁娶不自專 嫁娶之期

費幣納徵納采辭 親迎授緩 遣女戒女

68 盧文招注曰 I 當與前篇合為一篇。夫子過鄭八十三字，文義不類，疑後人誤鈔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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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篇名 章 名

昏禮不賀 授緩親迎辭 父商業子辭

不先告廟義 廟見 嫁娶以春

妻不得去夫 天子諸侯適駿之義 ←娶妻

人君宗子自娶 大夫受封不更聘 世子與君同體

天子必娶大國 諸侯不娶國中 同姓外屬不娶

同姓諸侯主昏 卿大夫士妻妾之制 人君摘死胺攝

嫁娶變體 婦人有師傅 事舅姑與夫之義

不娶有五 出婦之禮 王后夫人

妻妾
論嫁娶男女夫婦婚姻 閉房開房之義

名義 (共三十三章)

綁冕
綁 總論冠禮 皮并
冕制 委貌母追章甫 爵并69 (共六章)

諸侯為天子 庶人為君 臣下服有先後

論一年喪義 衰經 杖

倚廬 喪禮不言 變禮
喪服

婦人不出竟弔 一不弔 弟子為師

私喪公事重輕義 互尹依「耳百佑了已 哭位

論周公以王體葬

第四卷下 (共十六章)

崩堯異稱 天子至庶人皆言喪 天子赴告諸侯

諸侯奔大喪 臣赴於君 諸侯赴鄰國

諸侯夫人告天子 諸侯歸瑞圭 天子弔諸侯

朋ι1ι~~覓芝3立
君弔臣 含斂 贈褪蹲H冒

項日 一代頰禮 天子舟車贖

而且載 棺榔厚薄之制 尸框
莽 兆域

合葬

墳墓(共二十二章)

的處文紹:主曰 í 當與衣裳篇合為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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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篇名 音一?一- 名

郊而巳

宗廟

朝聘

闕文 貢士

車薪

田獵

雜錄

封禪
今本凹十

五刑
一篇闕文

嫁娶

抱經本〈白虎通》目錄共:四卷(各分上、 -1") ，四十三篇(不含闕文) ， 三百

一十一章。 7。其「闕文」以下七篇，乃莊述祖 ( 1 7 50一 1 8 16 )所輯，盧文招校刊增訂，

為舊本所無。

至於卷數問題，抱經本盧文招於第一卷注曰 r本書六卷，宋本廣為十卷，俗本

又合為凹卷，今不得古書校正卷數篇目，姑仍其舊。至於錯簡失編，皆分注各題下去日

左。」史書記載《白虎通》之卷數，自《隔書》、《舊唐書》、《新唐書〉皆稱六卷，

宋〈崇文總目》始稱十卷，盧文招所見小字宋本即分十卷 71且元大德九年之刻本亦分

十卷 72盧文研校刻乃依的木， i'沒分四卷。

( 竺 ) {冉虎通》引識緯文句

白鹿文招重新于rj刻元大德本《白虎通》之後，帶動一波研究《白虎通〉卷I歐與東

漢白虎觀會議事跡之風氣。陳立疏證《白虎通> '感嘆欲「疏其指受，證厥源由， I暢

70 抱經本《白虎通》每篇內又分章，各立章名，舊本所祭。陳立〈白虎通疏證) r ，右論天子為爵稱」下;主

曰 r 舊再是細目，今依盧本。」是知陳立承襲盧本分章，改稱「細目 J 兩本之章名、細目，並無明顯

差異，兩本最大不同，在於抱經本(t朱伐> r復蟬」、「總論誅討征伐之義」、「冬至休兵 」 三章，陳

立本之次序調整為「冬至休兵」、「復仇」、「總論誅討征伐之義 J 0 (清)陳立疏證: (白虎通疏證》

(臺北:廣文書局，據光緒元年春洛南書局刊影印， 1987年) ，頁 1 0 。

71 抱經本 r {白虎通〉校勘補逍」曰 r 此書有'J ~J~~j吏，海寧吳搓客以小字舊本見示，目錄前略有小序云﹒

凡十卷。今作上下卷。云其細目，上作囡囡者凡十，此必十卷之舊也。」頁 l 。
72 抱經本 r {白虎通》校勘補遠」曰 r 後於是主州朱文游家又借得小字本上卷，乃影鈔者，吳本有模糊處，

鈔本皆分明，并借得元大德、九年刻本，分十卷。」頁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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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抉微 J 有四大難題 73其中， {白虎通〉卷~快引述識緯文句，即是難題之一 。陳立

曰:

至若緯著七篇，識傳百首， {鑿度》、《運樞》之說， {推災》、《考燿〉之

文，敘郊邱則旁徹〈禮經} ，論始際則隱符風、雅，辨殷周文質，而〈春秋〉

義昭，剖卦象盈虛，而〈易》丈拈晰，雖雜以占候，未底于醇，而徵諸遺經，

問合乎契。故皆以識斷禮，以緯儷經，內學之稱，諒非徒爾。迄乎莊、老橫流，

康壺自寶， 1督偽謬託'膺鼎雜陳，遂禁絕于天監之年，矯滅于開皇之世，華容

著錄，片羽僅存，候官集遺，塵珠略見，而欲旁搜星緯，遠索芭符，求鄭、宋

之絕學，述曹、史之元經，其難二也。 74

陳立以為，東漢初期是識緯流行時代，識緯與經學合流，甚至具有斷禮、儷經之學術

價值，故有「內學」之稱。至梁天監年間以後，識緯遂遭禁絕、焚殿，僅存隻字片語 ，

散落異處。如今《白虎通》之中， {五經〉雜以識記之文，經學與識緯思想交織;如

何尋素識緯原典出處，重建經、緯合流之絕學，是疏證《白虎通〉難題之一 。

以下以陳立〈白虎通疏證〉為底本，表格羅列《白虎通〉引識緯文句。

《白虎通》引識緯簡表75

卷數 篇名 引識緯篇名

〈援神契〉曰

〈鉤命決〉曰

卷一 (爵〉 (中侯〉曰

〈含文嘉〉日

(中侯〉曰

卷二 〈號〉 (鉤命決〉曰

卷一 〈社韓〉 〈援神契〉曰

73 <白虎通疏發) r 自序 J 頁 1 -3 。

74 <白虎通疏證) r 自序 J 頁2 。

司| 文

「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 J (頁的

「天子 ，爵稱也 。 J (頁6)

「天子臣放勛。 J (頁8)

「殷爵一等，周爵五等。 J (頁 11 ) 

「廢考，立發為太子。 J (頁39 ) 

「 一皇步 ， 五帝趨。一王馳，五伯驚。 J (頁56 ) 

「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稜。 J (頁 100 ) 

7S 本表所列卷教、篇名 、引纖緯篇名、引文與頁數 ，悉依陳立《白虎通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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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篇名 引識緯篇名 司| 文

卷四 (五行〉 (兀命琶〉曰
「土無位而道在，故大一不與化，人主不任部職。」

(頁201)

(孝經識〉日 「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 J (頁260)
( 誅伐〉

「戰者，延改也。 J 76 (頁265 ) 〈春秋識〉日

卷五 〈謙語〉 (援神契〉曰 「一諦，待放復一年，盡倦倦也 。 J (頁272)

(鄉射〉 (含文嘉〉曰
「天子射熊，諸侯射壤，大夫射虎豹，士射鹿家。」

(頁288 ) 

(辟雍〉 (論語識)日 「五帝立師 ， 一王制之。 J (頁303 ) 

(援神契〉曰
「行有點缺，氣逆平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

(頁318)

卷六 (春秋潛潭巴〉 「災之言傷也， 隨事而誅。異之言怪也，先發感、
〈災變〉

曰 動之也。 J (頁3 19 )

(樂稽耀嘉〉曰
「禹將雯，位， 天意大變 ，迅風靡木， 雷雨晝冥。」

(頁320)

(一教〉 (樂稽耀嘉〉曰 「顏回尚 一教變，虞夏何如? J (頁438 )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J (頁442)

( 二綱六
(台文嘉〉日

又曰 r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

紀〉 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 J (頁

442) 

卷八
r '1育生于陰，欲以時念也。性生于陽，以就理也 。

〈鉤命決〉曰 陽氣者仁，陰氣有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

(頁451)

( 性情 〉 (樂動聲儀〉曰 「官有六府，人有五藏 。 J (頁453 ) 

「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

〈兀命苦〉曰 肺之使，肺者金之精 ，制割立斷 。耳者心之候，

心者火之精，上t!l張星。陰者腎之寫 ，腎者水之

76 本條文抱經本《白虎通〉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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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篇名 引識緯篇名

(姓名〉 〈刑德放〉日

〈天地〉 (乾鑿度〉五

卷九 (含文嘉〉曰

(刑德放〉曰

〈日月〉 〈感精符〉日

(援神契〉曰

(識〉曰

(禮稽命徵〉曰

卷十一 (崩嘉〉

(含文嘉〉曰

卷十二 (安1)爾巴) 77 (易乾鑿度〉五

三、《白虎通》引識緯商榷

( 一)白虎觀會議宗冒與識緯

司| 文

精，上為虛尾。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 _l 
為北斗 ， 主變化者也。 J (頁457)

「堯知命，表稜、契、賜姓子、姬。辜陶典刑，

不表姓， 言天任德遠刑。 J (頁481 ) 

「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

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也。 J (頁

501 ) 

「計日月右行也。 J (頁503 ) 

「口月東行。 J (買到3)

「 一綱之義，日為君，月1為臣也。 J (頁504 ) 

「月一日而成魄， 一 月而成時。 J (頁505 ) 

「閏者，陽之餘。 J (頁509)

「天子舟車贖何?為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

車在舟中。 J (頁的 1 ) 

「天子墳高={刃，樹以松 。諸侯半之，樹以柏。

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魄。庶人無墳，

樹以楊柳。 J (頁661 ~662) 

「 一王之郊，一用夏正也 。 J (頁663 ) 

楊終上疏，指陳「章句之徒，破壞大體 J 而章帝建初四年詔書，重申「中元元

年詔書， <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 J 因此，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之宗旨目的，

是冀望透過「欲使諸儒共正經義 J r講議《五經》同異」之方式，解決因為章句氾

濫所產生之經學問題。從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之宗旨目的而言，則《白虎通》引述識

緯文句三十二條，頗為突兀。

77 陳立{白虎通疏證) ;主曰 r 此下閥文，並莊氏述祖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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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識緯」非《五經〉範疇。章帝詔書明白宣示，召集太常以下至諸生、諸

儒會白虎觀，會議目的是「講議《五經〉同異 J 0 {五經》係指{易》、《尚書》、

《詩〉、《禪》、《春秋〉五部由太常博士職掌之經書。 78識緯縱使矯稱仲尼之作，並

有「儷經」、「內學」之稱;但是， {五經〉各有太常博士學官職掌，識緯終究非《五

經〉之屬，則章帝指派白虎觀會議之與會者，豈容識緯混雜會議其中?甚至最終讓識

緯作成會議結論?

其二 ，-識緯」非章旬之學。縱使光武帝「宣布圖識於天下 J 圖識具有法定地

位，然而，識緯既非《五經》原有之章旬，白虎觀會議豈會出現識緯?並且， ,- {五

經〉章句煩多，議欲滅省」是白虎觀會議之既定問標，則會議中討論識緯，豈不是公

然違背章帝詔書意冒?叉，白虎觀會議議欲減省章句，猶恐未逮'頻添識緯'不官徒

增會議困擾，治絲益努?

此外， {白虎通〉文本不僅引述《五經〉與「識緯 J 甚至雜引《論語〉、《孝

經》、《爾雅〉、《管子〉等非《五經》之文。合計《白虎通》引述典籍，大致歸納

凡十一類(經與傳合為一類) ，共五百九十六則。各類典籍佔全書引述之總數比例如

下:
《而單》 美頁 : 231則 (38.75%) 

《春秋〉類: 114則 (19.12%)

《書》類: 79則( 13 .25%) 

〈詩〉類: 58則 (9.73% ) 

《論語〉類: 51則( 8.55%) 

「識緯」類: 32則( 5.36%) 

《易〉類: 20則 (3.35% ) 

《孝經》類 :9則( 1.51 %) 

《爾雅> : 1 則 (0.16%)

《管子> : 1 則 (0.16%) 79 

依此統計數字，呈現以下意義:其一 ， {白虎通》引述典籍，屬《蟬》類為最大宗(38.75%) , 

佔全書引文總數近凹成， {春秋》類有二成， {書》類一成三 ， {詩〉近-成， {易〉

類則不過百分之四。 IÍI此可知， {白虎通》引述《五經〉經與傳，不符比例原則 。 只

78 {白虎通} (五經〉篇曰 I {五經》何謂? {易》、《尚書〉、〈詩〉、《禮》、《春秋〉也 。 」

79 周德良: {{白虎通〉研究一一 《白虎通》暨 c美禮》考) (上、下) (全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I 古

典文獻研究輯列」十四編第2 、 3冊， 2012年) ，考參土冊，頁27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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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引述典籍之對象，不以《五經> 1有限，明顯違反章帝詔書「講議《五

經〉同異」旨意。其三，-識緯」次數多過《易》類，在「講議《五經》同異」之經

學會議，有喧賓奪主之嫌。

最後，縱使識緯有「儷經」、「內學」之性質，依附經學而稱「緯書 J 但是，

〈白虎通》時尚未以「緯」稱「識J 並且， {白虎通〉直接稱「識」者，有<孝

經識〉、(春秋識〉、〈論語識〉、(識)甚至引述不在七緯之(中侯〉、(論語

識〉。由《白虎通〉文本引述識緯文句觀察，章帝詔書揭示「講議《五經》同異」之

會議宗旨，並未確實落實在白虎觀會議之中;換言之， {白虎通〉卷l跌引述「識緯 J

與白虎觀會議事跡不相應。

(二) {白虎通〉司 l識緯與國憲性質

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乃是以天子之名，動員太常博士學官系統，以講議方式解

決經學章句煩多問題;因此， {白虎通》卷|跌出現識緯文句，顯然與會議事跡不相應。

然而，自清代以降，諸多學者一方面肯定《白虎通》具有國憲、禮制性質， 一方面則

為〈白虎通〉卷I跌內之識緯，提出種種解釋。莊述祖曰:

《白虎通義〉雜論經傳。...... {論語》、〈孝經〉、六藝並錄。傅以識記，援

緯證經，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其後靈台郊耗，皆以識決之，風尚所趨然

也。故是書論郊中巳、社程、靈臺、明堂、封禪，悉嗓括緯候，兼綜圖書，附世

主之好，以棍道真，違失六藝之本，視石渠為駛矣。 80

莊述兩且明確指出，光武帝因以〈赤伏符》即位天子，其後靈台郊靶，皆以識決之，顯

示光武帝帶動識緯流行。因此， {白虎通> (莊述祖正名為「白虎通義 J )內文「雜

論經傳 J ' ,- {論昌的、《孝品的、六藝並錄 J ，-傅以識記，援緯證經 J 乃是風

尚所趨，並附世主之所好。莊述祖肯定《白虎通〉是出自白虎觀會議之卷I跌，將《白

虎通〉出現識緯之詭異現象，歸咎於「附世主之好」所導致之「風尚所趨然也」。

林麗雪則言:

尤其遺憾的是，儘管白虎通全書處處透露出漢儒企圖賦予大一統專制政體新的

政治理想和內容的苦心，譬如它主張「崇禮樂教化 J (禮樂篇)、「刑以佐德

80 (白虎通義玖> '頁 6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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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治 J (五刑篇)以及富團結而非壓制意義的「三綱六紀」之倫理觀等，但往

往因全篇累月賣援引識緯而遭到後世學者的詬病。 81

林麗雪一方面肯定《白虎通〉具有國憲禮制性質，全書透露「漢儒企圖賦予大一統專

制政體新的政治理想和內容的苦心 J 同時，也試圖為〈白虎通} I 因全篇累贖援引

識緯而遭到後世學者的詬病」提出解釋。林麗雪言:

相隨著學術地位的提升，識緯在政治的措施上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後來，

章帝制漢儀，亦依識緯立制 11 元和二年下詔曰章和元年正月迺召褒詣

嘉德門， ...... JJ 白虎集議的目的既在為漢立制，豈有不引用鐵緯的道理? 82 

林麗雪解讀《白虎通〉引述識緯現象，是因為當時識緯之學術地位，漸次提升，作用

力同時擴散至政治措施;因此《白虎通〉所以引述識緯，其目的是「為漢立制 J 而

稍後章帝召曹褒作《漢禮} , I 亦依識緯立制 J 顯示識緯之作用已然橫跨經學與政

治，並且預見經學轉為政治實用，標誌經學世俗化之階段。

黃復山( 1953 一 )見解與林麗雪類似。黃復山言 :

識緯所以受帝王重視，並將之融入經義中，肇因殆與經學之世俗化有密切關

條。......亦因其世俗化，始有獎饒、沛獻王劉輔、東平王蒼、曹褒等雜取五經、

鐵記以訂禮制、作《通論〉等事，此亦欲用便宜行事，以達世俗致用之目的也。..

經學所以如故，帝王之經學世俗化用心，當有以致之也。 83

黃復山肯定〈白虎通〉是白虎觀議論所集結之成果，以依此前提推論， {白虎通〉所以

引述識緯 I以達世俗致用之目的 J 其實與經學世俗化關係密切。 黃復山將東漢識

緯與經學之發展關係，導向「帝王之經學世俗化用心並且以此論證當時如獎懦、

劉輔、王蒼、曹褒等人，雜取《五經〉、識記之文，皆是為制訂禮樂制度之世俗致用

81 林麗雪白虎通與鐵緯) , {孔孟月于n 第二十二卷第三期( 1983年 11 月) ，頁鈞。
82 (白虎通與鐵緯) ，頁泣 。

83 黃復山著{宋漢鐵緯學新探}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00年) ，頁 17 。
84 黃復山言 r {白虎通〉源、自宋漢章帝建初四年(西元七九)之白虎觀議論中，所考詳五經異同。 J {束

漢鐵緯學新探} ，頁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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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便宜行事」。

林聰舜 (1953 - )更直接點明，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其實與日後制定國憲之「熱

切企圖心息息相關 J 0 85林聰舜言 :

章帝急切想制定「國憲 J 是他想藉著統一的禮制，作為帝國制度的規範'所

以當時視之為「一世大典」。他召開白虎觀會議，則是因為當時經學發展過於

煩瑣，支離破碎，缺乏作為帝國指導思想的作用，所以必須整合經義，欽定經

學的要話，使能有效地為朝廷服務。“

林聰舜肯定《白虎通》真有國憲禮制性質，因此將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解釋為統一

經學提供帝國指導思想作用;白虎觀會議整合經義之目的，乃是為使經學「能有效地

為朝廷服務 J 而《白虎通} ，便是章帝利用經學達到制定國憲之理論基礎。至於《白

虎通〉引述識緯，林聰舜認為是歷史發展必然結果 。 林聰舜言 :

同樣地，識緯之學在《白虎通〉時代也與經學融合在一起，代表當時人認識世

界的思維模式， <白虎通〉想要有效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角色，是無法排斥識

緯之學，且必然要透過識緯之學論證其經學思想，這是儒學要順利推展下去，

必然要走的一條路。 87

林聰、舜認為，白虎觀會議是章帝利用經學研討成果，移作制定國憲之理論基礎，故《白

虎通》便是經學為政治服務之具體成果。識緯之學既已與經學融合為一，則《白虎通〉

「想要有效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角色 J 必須「透過識緯之學論證其經學思想 J 此

乃儒學發展「必然要走的一條路 J 0 <白虎通》引述識緯'適足以說明當時識緯流行

之樣態，亦可論證經學世俗化之過程，更與章帝欲制定國憲之事息息相關。

8S 林聰舜言 r 白虎觀會議的召開，正是與章帝制定『國憲』的熱切企圖心息息相關 。 我們可以把 〈 白虎

通》的產生，視為章帝制定『國憲』的努力的一部分，而且就今日的角度來看， ( 白虎通〉 的重要性甚

至遠超過本想作為 r 國憲』的漢禮百五十篇。因為〈白虎通》探討的是更為根源性的經義統一的問題，

唯有作為漢帝國指導思想的經義登合成功了，才能有效論證贅個體制的合理性，包括『國憲』的合理性，

也才能企求『永為後世則.!I 0 J (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中國思想史研究叢書 ;9) ， 2013年) ，頁 218 。

86 林耳車、舜著(漢代儒學方l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 (全北 函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中國思想
史研究叢書; 9) , 2013 年) ，頁 219 ' 

87 (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 ，頁 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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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多同意，元大德本《白虎通> '即是東漢章帝建初凹年召開白虎觀會議之卷

|跌文獻，在此一前提下，於是:因〈白虎通〉卷|跌具有國憲禮制性質，原是「講議《五

經〉同異」之白虎觀會議，淪為制定國憲禮制之前期工程;因《白虎通〉卷l跌引述識

緯，原是 r {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滅省」之經學會議，反而融合識緯，促使經學世

俗致用。在此一前提下 r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講議《五經〉

同異」之經學會議，竟成制憲大會 r {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滅省」之經學會議引

述識緯，也合理化成為儒學必然要走的一條路。

(三)經學會議與制定國憲

現代學者不約而同將《白虎通〉引述識緯現象，視為漢代經學世俗致用之過程，

並且肯定白虎觀會議與東漢制定禮樂之關係密切，同時又與曹褒制作《漢體》之事相

提並論。學者如此解釋，顯示〈白虎通〉與曹褒《漢禮> '在「識緯」與「國憲」方

面具有共通性。

《後漢書》載章帝元和二年 (85 )詔曰:

r {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l 0 {尚書玉是機鈴》曰 IJ 述

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于數終，蜀以續興，崇弘祖宗，

仁濟元元? {帝命驗》曰 IJ )1頃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

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本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思焉。」 BB

章帝詔書透露制定禪:盡之企圖心，且詔書中所引《河圖〉、〈尚書王起機鈴〉與〈帝命

驗> '皆是識緯之文。曹褒知章帝欲有所興作，乃上疏申論，受命之王者必要「制禮

作樂 J 以顯其功德。而「功成作樂，化定制體 J 乃是經世濟民之舉，亦是漢初以

來諸帝共同致力之目標，因此，曹褒建請章帝 r宜定文制，著成漢禮 J 0 89章帝以曹

褒所疏，議於太常，太常巢堪則「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口J許 J ， 90章帝制定漢

禮之事，暫時作罷。

88 <後漢書﹒會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2 。

89 曹褒上疏曰 í 昔者聖人受命而玉，其不申IJ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

禎祥，為;再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美禮，

丕顯祖采盛德之美。 J <後漢書﹒曹褒 7'J傳》卷三十五，頁 1202 。

90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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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體會「群僚拘擎，難與關始 J 然而「朝廷禪憲 ，宜時刊立 J ， 91於是元和三

年 (86) ，復下詔曰，-朕以不德， ......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 ，未可觀

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 92章帝詔書，公開徵求能有改進當時禮樂者。曹褒再次

面對章帝詔書 ，乃歎息曰，-昔莫斯頌魯 ，考甫詠殷 。夫人臣依義顯君 ，竭忠彰主，

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 J 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 J 0 93 

適時，章帝召班固詢問改定禮制之事。班固臼，-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

集，共議得失。」 94班固對於改定禮制之態度， 一如解決經學問題，-宜廣招集，共議

得失」。章帝曰:

「諺言 11作令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眾訟，互生疑異，筆不得

下 。 昔堯作《大章} ，一聲足矣 。 」 95

章帝既已體會「群僚拘擊，難與圓始 J 若依班固建議，-宜廣招集，共議得失」

終必引發更多糾紛，治絲益琴。因此，對於改定體制之事，章帝一貫主張由一人制定 ，

而章帝理想人選，便是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之曹褒。

《後漢書 ﹒曹褒列傳》載曰 :

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回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

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 於南宮、東觀盡

心集作 。 」 96

章和元年 (87 )正月，章帝正式敕命曹褒，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改定禮制。章帝敕

曹褒集作之要點有二 : 其一 ，以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為底本，重新集作;

其二 ， 需「依禮條正J 使其集作能施行於當時 。 換言之，曹褒集作之基礎，乃是以

叔孫通之〈漠儀〉為底本 ，參酌《禮品莖〉博士所治之〈儀禮} ，與當時通用施行之禮

制，並以其父所傳及自己所治之禮學而成。

9 1 <後漢書 ﹒曹 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2 。

92 <後;美書 ﹒曹 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2一 1203 。

93 <後漢書 ﹒會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3 。

94 <後漢書﹒會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3 。

9S <後漢書﹒曹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3 。

96 <後;美書 ﹒曹 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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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曹褒列傳〉載曰:

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

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

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97

曹褒受命集作，乃依禮之性質與舊典秩序，撰次論及「天子至於庶人 J 範圍涵蓋冠、

婚、吉、凶終始制度，其中慘雜《五經》與識記之文。曹褒用一年時間，獨自完成

百五卡篇《漢禮> ， 98寫在二尺四寸竹簡，達成章帝交付使命。然而，京師諸儒、會禮

之家，既「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 J 反對曹褒一人改定禮制，則曹褒奏

上《漢禮〉之際，仍是「眾論難一 J 章帝被迫擱置〈漠禮> '以平息眾論。自章帝

元和二年 (85 )詔書，至章和元年 (87 )正月，正式敕命曹褒制作，至其年十二月曹

褒制作上奏《漢禮》為止，章帝與曹褒，從未提及白虎觀會議與白虎觀會議卷l跌《白

虎通〉

章帝元和二年詔書之中引述《河圓》、〈尚書王起機鈴〉、《帝命驗〉等，皆識記

之文，曹褒於《漢禮》之中引述識記之文，無非是呼應章帝詔書之旨趣 。 況且，章帝

即位之初，問「制禮樂云何」 一事，曹褒之父曹充，即以《河圖括地象》、《尚書班

機鈴〉等識記之文應對之，顯示曹充對識緯之熟槍、;而曹褒既傳父業，對識緯內學腔:

不陌生，故於《漢禮〉之巾雜以「識記之文 J 乃是極其合理之事。反觀章帝召開向

虎觀會議宗旨，是，- <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 J ' <白虎通〉卻引述「識緯」

憑添會議閃援;白虎觀會議目的，是「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白助 」 、「講

議《五經〉同異 J ' < I1虎通〉卻是「是一古巴粗具規模的組織法 J ， 99會議事跡與會議

卷i跌， I大|果不相應。

97 (後漢書﹒會褒列傳〉卷三十五，頁 1203 。

98 (後漢書﹒儒林列傳〉 曰 r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 c美禮 ) ，事在 〈褒傳 ) 0 J 卷

七十九下，頁2576 。

99 夏長樸言 r從這些大綱及分目(參疏證細目)看來，上白天文，下至地理;陰陽五行災異，及政治社
會的制度，教育學術的定規，主巨細靡遺，無所不包，是一部粗具規模的組織法，也是白天子以至於庶人，

立身行世的根本 。 就這一點而言，這部書的出現，象徵著;美帝國成立以來，定思想於一尊的目標實現 。」

《 兩;美儒學研究 ) (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四十八， 1978年) ，頁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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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自元大德本〈白虎通} ， 一直被學者視為東漢章帝白虎觀會議之卷峽文獻，並且

試圖從《白虎通》文本比對、印證會議事跡，還原會議過程;於是， {白虎通〉成為

東漢官方學術代表，標誌經學發展里程，同時也是制定國憲法典之理論基礎{白虎

通〉儼然成為研究東漢學術不可或缺之文獻史料。不僅如此， {白虎通》引述識緯，

成為東漢經學世俗致用之典範，是東漢儒學發展之必然結果，亦是集體儒學服務於政

治之歷史文獻。

然而，白虎觀會議緣起於 í {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滅省 J 會議做效西漢「石

渠事故 J 以「欲使諸儒共正經義 J í講議《五經〉同異」方式，獲致「頗令學者

得以自助」之學術活動。《白虎通〉召|識緯，已經悸離白虎觀會議宗冒， {白虎通》

之國憲屬性，亦非章帝召開會議之日的;若以《白虎通》即是白虎觀會議卷l跌為前提，

而見《白虎通〉引識緯為合理，乃至於將經學會議等同制憲大會，則試圖化解環繞於白

虎觀會議事跡與〈白虎通》卷l跌間之諸問題，多屬徒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