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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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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既有之文獻做學術研究，乃是對現有之歷史資料做合理之說明，並且

提供詮釋系統，成為一種歷史研究之學術理論;因此，論述史料範圍之多寡

與援引史料之真偽，乃成為判斷學術理論價值重要因素之一。考證之工作，

首重在取得可靠之證據，證據愈充分，考證之結果愈可信;反之，證據愈薄

弱，考證之結果愈不可信。考證史料之工作，在學術研究之過程中，固然不

是終極目的，卻是提供理論者所需之基礎材料，且是論證一項學術理論是否

有效之客觀依據。因此，考證之結果必然影響學術理論之發展，舉凡古史、

目錄、思想、文藝思潮及學術演變等， (註 1 )每一項考證工作之完成，代表既

有之相關學術理論得服膺考證之結果而有所調整，輕者修改理論部份內容，

嚴重者能推翻既有之陳說。清人姚際恆( 1647"-' ? )言 : [""學者于此真偽莫辨

而尚可謂之讀書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讀書第一義也。 J (註 2 ) 即是說明考

證工作在學術研究領域中之重要性。

(註 1 )鄭良樹《古籍辨偽學》言: í我們承認，古籍的真偽可以影響到古史 ， ......古

史辨偽研究的範圍是歷史，古籍辨偽研究的卻是古籍的作者及古籍的本身，

而其價值及影響，更不局限於古史真偽而已，舉凡目錄、思想、文藝思潮及

學術演變等等，都莫不受古籍真偽的牽連。 J (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6 

年 8 月 ) ，頁 21 。
[泣 2 ) [清〕姚際恆 :~古今偽書考~ ( 北京:中華書局據 《知不足齋叢書》 本Mi'印，

1985 年 ) ，頁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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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 ( 1809"'-' 1869 ) 疏證《白虎通》時，感歎有四難 ( 註 3 ) 

蓋以石渠典仗，天祿圖渣， ;女南存異義之名，中郎蝕熹平之舊，

董、曹兵焚，劉、石憑陵，南國清談，華大崇元妙，北郊于民馬，滅絕

典墳。重以妄生異義，橫裂聖經，高才者蕉肆雌黃，末學者坑求青

紫，而欲溯微文于既j日，尋f失論于久涅，紹彼先氏，暢茲墜緒，其

難一也 。

《白虎通》文本因年代久遠且戰禍不斷，遂使其原來樣貌逐漸模糊;復以學

者對《白虎通》之詮釋分歧，皆難得《白虎通》立論初衷，致使其原本樣貌

溼沒不見。如今欲從久溼既泊之文本中，尋求當時之微文俠論， '1灰宏《白虎

通》之原創精神 ，此其難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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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JJ 卦~盈虛，而《易》丈指晰，雖雜以占候，未

底于醇，而徵諸遺經，間合乎契。故皆以誠斷禮，以緯儷經，內學

之稱，諒非徒雨 。 迄乎莊、老橫流，康壺自寶，帶偽謬託，廣鼎雜

陳，遂禁絕于天監之年， ~番滅于開皇之世，華容著錄，片羽僅存，

候官集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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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緯真有斷禮、儷經之學術價值，故有「內學」之稱，但至梁天監年間以後，

遂遭禁絕、焚般，如今識緯盛況不再，僅存隻字片語散落異處。《白虎通》除

引述經書之外，尚雜以識記之文，經書緯文交錯，使《白虎通》之解譚益加

困難，此其難之二 。

昔班氏之入比觀也，習《魯詩》者首重魯恭，撐歐陽者并崇桓郁，

景伯則專精古義，丁漓則兼習今經，共述師承，成資採析。今則淳

于之奏，美考舊間，臨制之章，無由資j初，師守之源流莫睹，專門

之姓氏誰尋，而欲綜《七略》之遺文，匯百家之異旨，津逮殊迷，

淵源何自?其難三也 。

《白虎通》雖詳載白虎觀會議結果，但卻疏漏淳于之奏，及帝親稱制臨之章，

甚至無由考辨發言人之姓氏。因此，如何在不其名之文句中，分析各家不同學

[泣 3 ) [ 清〕陳立:~白虎通疏證} ( 臺北:廣文書局據光緒元年春准南書局刊影印，

1987 年 5 月 ) ，頁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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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並由各家學說追溯其源流何白，乃成為一項嚴格考驗，此其難之三。

況其舊入祕書，久同俠典，毛公古義，美遇司晨，楊子元文，誰為

沛園，是以魯魚互錯，亥系交差，同《酒詩》之俄空，若《冬官》

之闕略。雖餘姚校正， 略可成書，武進補遣，差堪縷述，然亦終非

全壁，社錄羽王卒，而欲披精論于殘編，掠微旨于墜簡，其難四也。

《白虎通》入祕書既久，形同亡俠，雖經後人校補，終非原本面目。如何在

此一墜簡殘編之中，闡發《白虎通》精義 ，更是一大難題，此其難之四。《白

虎通》所以複雜難解，實有以致之。

《中國大百科全書 ﹒ 中國歷史)) I 白虎觀會議J ( Balhuguan Hulyl) 條釋

之:

東漢章帝時召開的一次討論儒家經典的學術會議。 東漢初年，經今

古文學的門戶之見日益加深，各派內部因師承不同，對儒家經典的

解說不一，章句岐異。漢光武帝劉秀于中元元年 ( 公元 56 ) ，“宣

布圖識于天下，'，把識緯之學正式確立為官方的統治思想。為了鞏

固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使儒學與識緯之學進一步結合起來 ，章帝

建初四年 ( 公元 79 ) ，依議郎楊終奏議，仿西漢石渠閣會議的辦法，

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陽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這就是歷史上有

名的白虎觀會議 。 這次會議由章帝親自主持， 參加者有魏應、淳于

恭、賈遣、班由、楊終等 。 會議由五官中郎將魏應秉承皇帝旨意發

間，侍中淳于恭代表諸儒作答，章帝親自裁決 。 這樣考詳同異，連

月始罷。此后，班固將討論結果慕輯成《白虎通德論~ ，又稱《白虎

通義~ ，作為官方欽定的經典刊布于世。這次會議肯定了“三網六

紀"，并將“君為臣綱"列為三網之首，使封建綱常倫理系統化、

絕對化，同時還把當時流行的識緯迷信與儒家經典揉合為一，使儒

家思想進一步神學化 。[泣 4 ) 

此條釋文描述白虎觀會議之由來，與《白虎通》 一書之內容，大致吻合史書

對白虎觀會議之記載，與現存之《白虎通》文本所反映之內容，此條釋文亦

可視為目前學界對白虎觀會議與《白虎通》文本之共識 。 史書記載，東漢建

初四年 ( 79 )章帝下詔集合當時學術菁英會於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拉 4 )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 ( 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

出版社， 1992 年 3 月 ) ，頁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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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 ( 32"'92 ) 將討論結果舉輯成《白虎通德論》一書，又稱《白虎通義》、

《白虎通)) ，會議由天子下詔而開，並親稱制臨決，是當時學術界一大盛事。

《四庫全書﹒總目》評論《白虎通》曰:

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識，乃束漢習尚使然。又有 〈 王度

記〉、〈三正記〉、(}jIJ 名記〉、〈親屬記) ，如J {禮》之逸篇。方漢時崇

尚經學，成兢兢守其師承，古義舊間，多存乎是，消治經者所宜從

事也。 〔拉 5 J 

因此， <<白虎通》 一直是研究東漢思想，特別是經學、識緯學、禮樂制度，甚

至是訓話學重要之文獻。

筆者於撰寫碩士論文期間， ( 註 6 J 時而發見《臼虎通》文本內容與相關史

料之論述存在若干差異，雖有不安，但終未深入探討以求真象。本篇論文，

最初計畫延續研究《白虎通)) ，在撰寫過程中，環繞於《白虎通》文本之諸多

疑點，益發明顯 。 諸如:書名問題，或日《白虎通》、《白虎通義》、《白虎通

德論)) ，名稱不同;作者問題，或不載撰者，或稱章帝，或謂班固，未有定論;

篇數問題，或稱六卷、十卷、十二卷、四卷，亦未有定數;以下試舉史書及

藏書目錄記載之「白虎通J '表列比較其異同:

〔 社 5 J [ 清)紀昀等總暴:{四庫全書﹒總目} (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9 年 l 月 ) , 
頁 2355~2356 。

[泣 6 J 周德良: “白虎通》識緣思想之歷史研究} ( 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論文， 1997 年 l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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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籍 類 別 名 稱 卷、篇數 作者

《情書》
卷三十二(經籍志﹒

《白虎通》 六卷五經總義)

《舊唐書》
卷四十六(經籍志﹒

《白虎通》 六卷 漢章帝撰

七經雜解〉

《新唐書》
卷五十七(藝文志﹒

《白虎通義》 六卷 班固等
經解)

《崇文總目》 卷一(論語類〉 《白虎通德論》 十卷，四十篇 班固撰

《通志》 卷六十三(藝文略) 《白虎通》 六卷，十四篇 班固

《玉海》 (中興書目〉 《白虎通》 十卷，四十篇

《郡齋讀書志》 卷四(經解〉 《白虎通德論》 十卷 班固奉詔賽

《直齋書錄解題》 卷二(經解〉 《白虎通》 十卷，四十四門 班固撰

《宋史》
卷二百二(藝文志﹒

《白虎通》 十卷 班固
經解〉

《山堂群書》 《白虎通》

《文獻通考》 《白虎通德論》 十卷

《清史稿》 (草文志〉 《白虎通》 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
卷一百十八(子部﹒

《白虎通義》 四卷，四十四篇 班固撰
雜家類〉

《四部叢干1))) 《白虎通德論》

《續補漢書藝文志》 (經部﹒經解) 《白虎通德論》

《五十萬卷樓藏書目
卷十一〈子部三〉 《白虎通德論》 十卷 臣班固黨集

錄初編》

「白虎通」既是如此重要，但是最基本之名義卻是如此紛歧。試就梁啟超

( 1873~1929 ) 所舉鑑別偽書之法 ，其中: [""一、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

徵引而忽然出現者，什有九皆偽J ' [""二、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仗，

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偽J ' [""三、其

書不間有無舊本，但今本來歷不明者，即不可輕信J ' [""四、其書流傳之緒，

從他方面可以考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為不確者J ' [""八、書中所言

確與事實相反者，買IJ其書必偽J' (註 7 )以此五條鑑別偽書之法檢證《白虎

〔註 7 )梁啟超舉鑑別偽書有十二例，除上述五條外，尚有「五、真書原本，經前人

稱引，確有左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貝IJ 今本必偽 J ' í六、其書題某人撰，

而書中所載事E貴在本人後者，貝IJ 其書式全偽成一部分偽 J ' í七、其書星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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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似可懷疑《白虎通》文本諸多矛盾之處。《白虎通》文本來歷不明 ， 且

依其文本及內容性質 ， 對照於史書之記載，兩者存在若平矛盾，甚至當時如

許慎 、 馬融、鄭玄等大儒皆不曾舉引此書，凡此諸多疑點 ， 無不啟人疑竇，

亦不容小獻。基於對《白虎通》文本之理解，與面對《白虎通》文本之諸問

題，欲闡釋《白虎通》思想精義 ，與探究《白虎通》文本之問題，兩項議題

一樣重要。因此，為兼顧撰寫論文之初衷與探索《白虎通》文本問題，採以

闡釋《白虎通》思想義理為主 ，以考證工作為輔 ，以期達到由義理證成考證，

考證支援義理之目的。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篇論文題目 : 1 <<白虎通》研究J '即是以《白虎通》為研究對象，透過

還原文本，詮釋文本 ，以闡釋《白虎通》所蘊含之思想與義理。其次 ， 論文

副標題 : 1<<白虎通》暨《漢禮》考J '其中 1<< 白虎通)) J '係指現存流傳最廣

之元大德本所傳之文本 ， 而 1<<漢禮)) J ' 貝 IJ指東漢章帝敕曹褒集作之書。稱

「暨J ' 實質有二義:其一 ， 與也， 分別考證《白虎通》與《漢禮》兩書;其

二 ，即也，考證《白虎通》與《漢禮》兩書是否因遭後人 I~吳會 J ' (註 8 ) 遂

冠以 「 白虎通」 之名於《漢禮》文本之可能性。因此，為保留此一可能性，

並避免論述過程產生同名之累 ，且為論述之方便，本文以下以 1<< 白虎通)) J 

稱現存之文本，以 I Il' 白虎通 j] J 表示史書與傳說中白虎觀會議之任何形式資

料。

然一部分經後人竄亂之蹟既確鑿有據，則對於其書之全體須慎力口經別 J' 1"九、

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 ， 貝IJ 必有一偽tx.兩俱偽 J ' 1"十、各時代之文體，蓋有

天然界畫，多讀書者自能知之，故後人偽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

i查 ， 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偽者J ' 1"十一、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吾儕據各方面

之資料，總可以推見崖吟，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者，

即可斷為偽 J ' I十二、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

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斷為偽J ' ~中國歷史研究法} ( 壹北:

臺灣中華書局， 1985 年 4 月 ) ，頁的"'88 。
[泣 8 )顧頡剛於 〈 古今偽書考 ﹒ 跋〉 一文中，取章實齋之言，分偽書為七類: 一曰

『 師說』 、二曰 『後才己』 、三曰 『挾持 』 、四曰 『假重 』、 五曰 『好事 』 、六曰 『攘

奪 』 、七曰 『誤會』。 所謂 『誤會 J ' 係指「本非偽書，後人迷不能辨，遂沿傳

為偽作。舉凡此君所謂有後人妄託其人之名者 ，有兩人共比一書名，今侍者

不知為何人作者，有未足定其著書之人者，皆是也 。 」收錄在《古史辨)) ( 臺

北:藍燈文化事業， 1993 年 8 月 ) 第一冊 ，頁 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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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既定，研究方法隨之而起。本文之日的，乃是以闆釋《白虎通》文

本之思想義理為主，考證工作為輔，然而，考證之結果能引導詮釋之角度，

詮釋之角度亦可以影響考證之結果;換言之，考證與義理詮釋兩者互為因

果，若試圖以義理證成考證，考證支援義理，易流於邏輯之循環論證之中。

唐君毅 ( 1909"-' 1978 ) 就學術之分際言: I我們當說，此中各種學術之分際，

初只由人自身之看對象事物之觀點與態度之不同而來。此中之分際，初只是

此諸態度觀點間之原有其分際，而不必是因其所涉及之對象事物，原可互不

相涵攝，而先自身有其截然的分際 。 J ( 註 9 ) 因此，義理與考證雖各有其獨立

性，但是兩者之界域並非森嚴，無論是外綠資料之歷史考證，或是文本形式

之詮釋批評，兩者必然交互映襯。若獨立義理或考證之研究領域，或許可以

純化研究範圍，避免論證之干擾;但是，面對歷史文獻如《白虎通>> '若能從

義理證成考證，考證支援義理，豈不兩全其美!

基於本文之目的，同時為避免有 「先入為主」觀念之譏，故本文之論述

程序如下:首先，介紹《白虎通》文本之版本，以釐定研究對象，進而分析

文本之篇卷、著述體例、篇章結構與引述典籍，以確立文本之基本結構 。 其

次，由歷史溯源推論白虎觀會議之緣起，及與會學者之學術背景，推測會後

可能產生之會議資料，即 「白虎通」之成書性質，並以《白虎通》內容對照

「白虎通」 之可能成書性質，比較兩者之同異 。 再者 ，以《白虎通》內容為

主 ，參酌東漢以前之陰陽五行與天人感應學說，分析文本可能蘊含之思想義

理，以此建構《白虎通》之思想理論。其後，以文本之思想理論為基礎，全

面分析《白虎通》之內容，以期達到有效詮釋《白虎通》之目的 。 請容在此

稍做說明， <<白虎通》乃是以闡發當時之 「名物度數」為宗旨，深具 「法典」、

「國憲」之性質， <<白虎通》之基調既定，輔以漢代禮制思想與流行之「三禮」

學說，印證《白虎通》做為禮樂制度之書之可能性，並以此建構《白虎通》

之禮制思想，以呼應當前學者對《白虎通》文本之判斷 。 其後，再論白虎觀

會議乃是做效西漢石渠閣會議而成，故由石渠閣會議之緣起，與輯石渠俠文

並分析其體例，比較《白虎通》與石渠俠文兩者之同異，說明《白虎通》與

石渠俠文並無承襲關係 。 論文最後，由確立《白虎通》具有禮帝IJ I國憲」之

性質，繼之由漢代禮制之沿革，探索漢代禮制與《禮》學，推論東漢章帝改

〔 泣 9 )唐君毅: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 (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8 年 11 月全集初

版 ) , {唐君毅全集} ，卷七，頁 1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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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的研究一一《白虎通》暨《漢禮》考

定禮制過程中，敕命曹褒撰述《漢禮》之意;以史料中所論述之《漢禮》對

照《白虎通)) ，比較兩者在篇目結構與內容性質之若合符節。本文篇末以蔡區

與《白虎通》之關係提供一則線索，追究曹褒之《漠禮》被誤植為《白虎通》

之可能性，以此作為結論。

第三節研究材料之範圍

本文研究之目的，既在闡釋《白虎通》思想義理，兼具明辨《白虎通》

之身分。方法既定，貝IJ主要運用材料可分四部分:其一， <<白虎通》文本，此

部分以《抱經堂叢書》校刊之《白虎通》、[註 10) (以下稱抱經本)准南書局

刊陳立撰之《白虎通疏證》、(以下稱陳立本)與吳則虞點校之《白虎通疏證)) , 

[註 11 ) ( 以下稱中華本)三本為主要研究材料。其二，古籍部分，此部分又

分經、史二部，經書部分以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為主，史書部分以中

華書局《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魏書》、

《隔書》為主，以《漢書補注》、《東觀漢紀》、《後漢紀》等為輔。其三，前

人研究《白虎通》之成果，此部分乃以元大德本《白虎通》問世以來，有關

《白虎通》之論述， 此部分概可分成專書、單篇期刊論文與書中部分篇章，

凡所涉及白虎觀會議及《白虎通》等相關論述，皆在此列。其四，有關《白

虎通》之思想義理部分，可分為漢代思想與禮學兩部分，前者又可分陰陽五

行與天人感應學說，與漢代經學發展;禮學部分以「三禮」為中心，並擴及

漢代禮制發展過程，由於此部分為數頗多，並散落以下各章節所引資料之中，

不再贅述。(參閱書末「徵引與參考資料J )

(重主 10) (漢〕班固等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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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本校刊最椅，且有莊述祖〈白虎通義玖) , < 白
虎通閑文 〉 及盧丈招之校勘補遣。

〔泣 11 ) (清〕陳立撰 ﹒ 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 (北京:中華書局， 1994 年 8

月 )。 本書書末附錄: <今本四十四篇關文) (盧 文招 ) 、〈白虎通義玖 ) (莊述

祖 ) 、〈白虎通義斜補〉、〈白虎通義闕文補訂〉、〈白虎通義俠文考〉、〈 白虎通

義定本〉、〈白虎通義源流考〉、〈白虎通德論補釋) (劉師培)等八丈，頗利考

證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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