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漢代之「識 J '其備二種型式.一為「日常生活依準所用之識書 J '賣誼、 j佳南王時已見

其書;二為「政治目的所造作之識語 J '則歷代屢見不鮮，以王莽時最為熾盛，君臣、宗室、

百姓皆藉以為基位、爭寵、起義之口實，遂行各自之政治意圖。

漢光武帝既賴識文興復漢室，基於政治目的，乃命朝臣校定當世流傳之圖識，並著意使之

與經義結合，費時三十載，賽成「圓識八十一卷 J '更宣布於天下，以為習學者之依準。此即歷

代學者論述所依據之「緯書」。漢末鄭玄為此「八十一卷」作注，或名之日「緯」或名之日「識 J ' 

並視為孔子所親撰，以提高識緯書之學術地位。追《情書﹒經籍志〉取後世崇緯觀念，乃強分

八十一卷為 「識」、「緯」二部分，致使歷代學者鑽研時產生誤解，以為古代本有孔子所撰之「緯

書 J '內容與預言徵祥之「識書」相異。

析論〈尚書緯》之內容，涵括地理、天文、曆法等領題，問有符合後世科學理念之載錄者，

多可由秦漢傳世之成書尋繹其說根源;而學者以為新奇可喜之「地動說 J '亦非今日所謂之「地

球自轉說」。其餘《尚書緯〉識文之內容，實多與《尚書〉經冒無關，而論及〈尚書〉議題之

識文，又有祇見於其他緯書者，是皆可證光武帝朝臣編墓園識諸書時，並未專就其篇名與內

容作仔細考量，加以鎔鑄也。至若緯書視為重要內容之星曆 、祭肥、受命、禮壇、災驗諸箏 ，

〈尚書緯》所論並不明晰，實應更取其他緯書詳作比竅，始能考論證成議題之原旨。

《尚書緯〉之價值在於哀輯東漢初年所流行之學術文獻，頗類《說苑〉之流，今日吾人研討

〈尚書緯} ，其中方士夸誕之識文固不足取信，而解經義、論天文、說曆象之快文，若已無法見

於今存漢代文獻中，則亦可藉為探討漢代學術之資也。固不必盲臣崇之、偉之，亦不必任意貶之、

棄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