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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汇集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 

记》、《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i仑语〉、〈孝经>、《尔 

雅》、《孟子）十三部儒家基本典籍。这些典籍本身荟萃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髓，涵盖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哲学、政治、历史、伦理、 

语言和社会制度等诸多领域，极具文献价值。而自西汉以降，它 

们又逐渐被确立为封建国家的经典，备受尊崇。尤其在宋代被 

定为科举用书后，它们更成为历代文人士子的必读教科书，而进 

人寻常百姓家，其影响由是日益深远，地位也愈加神圣。据统 

计,十三经总字数不过六十五万，而关于它们的传、记、注、疏、音 

则达到三亿字左右，为原文的四五百倍之多。可见，十三经的确 

深人人心，已完全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去，构成了中 

国古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体。因此，要了解和研究中国 

的封建社会，要认识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阅读十三经。 

然而，十三经或者艰深晦涩、佶屈聱牙，或者意蕴深奥、言简意 

賅，读慊弄通十分不易。为帮助读者最大程度地读通和理解原 

著，我社积十年之功，遨请名家分别对各经进行注释和今译，今 

终告成，汇为〈十三经译注 >，愿此项凝聚众多专家和编辑心血的 

艰辛工作，能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流播起到积极的作 

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四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刖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尚书》是流传至今历史最 

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中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 

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资料，成为研究中国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的一部重要古籍。著名经史学家金景芳 

先生称《尚书〉是记载尧以来历史的“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信史”（<〈尚书•虞夏书〉新解•序>,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6年 

版）。然而，这部古籍内容博大精深，文字佶屈聱牙，加之流传过 

程中的几多劫难，自然或人为的影响造成的阙佚错简，特别是今 

古文 < 尚书 > 的版本、真伪问题错综复杂，许多基本问题争论不 

止，难以定论。今就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略述如下。

一、《尚书》名称的嬗变

书在古代是简策的泛称，〈说文解字•叙>:“著于竹帛谓之 

书。”根据文献记载,至迟在商周时期就已有写在竹木片上的书 

了。〈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又〈礼记•中庸》说：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策就是用竹木片写成的书，周文王、武 

王的政令写在上面。〈论衡•量知篇>记载了简策的制作方法： 

“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



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椠是木版， 

也叫牍，是制成一块块木片，然后在上面写字。一根简写一行， 

或二三行。字少的写在竹木片上；字多不过百，写在木板上，称 

为方;字数过百，分写几简，然后用编绳编连成册（策），用熟牛皮 

编连的叫“韦编”，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据说孔子有过“读 

易，韦编三绝”的经历。这就是古代的书。此外，还有写在缣帛 

上的帛书，至少在春秋战国已流行于世，故《墨子•鲁问》说：“书 

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后者指青铜器、石碑、石鼓之类。

《尚书》最早单叫作《书》。在古代典籍中，常出现“(书> 曰”、 

书 >”，大多指后来的 < 尚书 >,有时也可在“书”前冠以朝代名， 

如< 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也指的〈尚书》。但也有把 

《国语》称为(书〉的，《大学》云：“〈楚书〉日‘楚国无以为宝，惟善 

以为宝’。”朱熹〈四书集注 >:“《楚书 >，(楚语》。” <诗>在当时也曾 

被称为《书 >,《墨子•尚同中 >:“是以先王之书 < 周颂 >之道之曰： 

‘载来见辟王，聿求厥章。’”今《诗•周颂•载见〉作“载见辟王， 

曰求厥章”。<易>、〈春秋》也可以叫作〈书〉。可见，在使用简帛 

作书的时代，用于书写，记言记事的简策都可以称“书”，故“书” 

本由简策引申而来，泛指书籍。〈尚书》也是其中的一种。后来， 

由于书籍的发展，因内容、体裁的不同，书名也g 生了变化，出现 

了诸如〈易 >、< 书〉、〈诗〉、〈礼>、《春秋〉等名称。\书>逐步成为专 

门记载帝王言论及活动的政事性书籍。

我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史官制度，商代的贞 

卜祭祀人员实际上就是早期的史官，“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除 

甲骨文外，商代还有简策之书。周代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史 

官制度，并一直流传下来，当时的史官主要是为统治集团，特别 

是君王服务的，君王的一言一行都在史官的记录中，（礼记 .玉  

薷>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则说：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右史官们随时记录君王的活动，真正 

做到了《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所云：“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 

何观?”这样就形成了《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事为〈春秋}，言为 

《尚书》”的不同书名，即记事之书成为后来的编年体类《春秋>， 

记言之书成为后来的政事性《书》。故《荀子•劝学篇》云：“故 

《书》者,政事之纪也。”< 庄子•天下篇>:“《书> 以道事。”吴澄（书 

纂言》：“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 

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经部书类叙》中说：“（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总 

之，至迟在春秋战国书籍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们逐步把那些 

专门记录君王言论（如讲话、文告、誓词）的书叫做〈书〉，在此之 

前的类似典籍，也逐步冠以〈书》或某《书h 先秦典籍中广泛出现 

的（书>,一般都属于这一类。

〈尚书》的名称，目前来看至迟出现在西汉中期，司马迁〈史 

记•五帝本纪>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 

来。”司马迁〈史记>最早给 <书>定名为< 尚书〉。他说《尚书〉只记 

载尧以后君王的事迹。他又说:“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 

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 帝系姓 >，儒者或 

不传。”“予观〈春秋〉、〈国语 >,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 > 章矣， 

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 >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 

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 

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正义〉云:“言〈古文尚书〉 

缺失其间多矣，而无说黄帝之语。”由于记言的〈书）没有黄帝等 

言论，而《大戴礼》、（春秋>、〈国语 >、诸子百家有许多黄帝的传 

载，所以为了贯通历史，身为儒家的司马迁打破门户观念，从其 

他记事类史书中补充了黄帝的内容，完成了〈五帝本纪》。可见， 

<尚书〉名称的出现与春秋战国以后的儒家有很大的关系，他们



传载的是尧以后的君王言论，这些记载S 论的书，被专称为《尚 

书》，其“尚”字，成为“书”名变化的关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 

在下面交代。《史记•儒林列传》谈到了汉初儒家传《尚书>的情 

况:“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 

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 >以 

教矣。”可见至少在汉初，《尚书》已在东方齐鲁一带广为流传，这 

里正是儒家最集中的活动区域。

《尚书》又被称为《书经》，这是更晚的事情。“经”作为书名， 

起于春秋战国。《国语•吴语》几处提到“挟经秉桴”，韦昭注： 

“经，兵书也。”清人俞摧不以为然，认为“挟经”是掖着剑把手， 

“秉桴”是拿着鼓槌。可见，此经究为何物难定。《庄子•天下 

篇>云：“墨者……俱诵（墨经>。”今存世有（墨子>的<经上>、<经 

下>两篇。可见以书名加经连称的，战国时已有。《荀子.解蔽 

篇>有“道经”。〈韩非子>的< 内储说》、《外储说》也有“经”和“说” 

之分。杨伯峻先生说:“‘经’是提纲，‘说’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 

证和说明。”(〈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 7 月版）这里的经和 

前面的书都是指书的某种体裁，没有后来的儒家经典的尊贵意 

义。因为经本是丝织之名，由于可以用来把竹木典籍编连成册 

(策），—— 这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 故而引申为书箱，进 

而专指某种提纲型的书籍。<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 

‘丘治<诗>、(书>、《礼>、<乐 >、〈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这本是寓言故事，时代不好定。《荀子•劝学篇》云：“学恶乎始， 

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 

也,〈诗〉、〈书 >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 

是把所有僑家的经典都说成是经,《书》也在其中，我们认为这里 

的经似乎也没有超出“墨者倶诵 <墨经》”的意思。所以蒋善国先 

生说:不过周、秦间只是把〈礼 >、<乐 >、<诗〉、《书》、《春秋> 混称



“经”,而实际未把“经”字加于《礼》、《乐》、《诗》、《书》、《春秋>下 

(《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到了西汉初期，多 

把儒家的“六艺”叫做“六经”（贾谊《新书•六术篇>)。汉武帝立 

五经博士，儒家的经书已开始具有经典的尊贵地位，但当时还是 

称《书》或《尚书》。直到隋唐亦然。蒋善国先生说:“‘书经’二字 

连称，当起于赵宋以后。”此时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完全成 

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尚书》等儒家经典的地位达到了 

“会当凌绝顶”的崇高地位，（书经> 名称的出现，是其合理的结 

果。总之，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尚书》完成了由泛指的书，到专 

门记录君王言论的《书》，再到儒家传授的专门记录尧以来君王 

言论的《尚书》，最后成为地位至高无上的《书经》的嬗变过程。 

这一过程和中国古代典籍的发展，特別是和儒家传载的孔子整 

理、编次、删定过《尚书》密切相关，和儒家思想逐步发展成为封 

建统治思想密切相关,它直接导致了〈尚书》这部原本尘封的故 

档的价值被重新发现,最终登上“书经”的圣殿。

二、《尚书》名称的涵义

那么，为什么儒家把〈书〉改称为《尚书》呢？在古代，“尚”和 

“上”是同义通用字，尚即上。其解释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说法认 

为尚是上古的意思，表示远古以前的书，〈史记索隐 尚，上也， 

言久远也。”〈尚书 >就是“上古之书”。（孔传>云：“以其上古之 

书，谓之〈尚书》。”〈尚书序.孔疏>引马融说:“上古有虞氏之书， 

故曰（尚书〉。”<释名.释典艺>:“<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 

而书其事也。”现在学者大多持此观点，刘起衧先生说:“‘尚’只 

是上古的意思。用今天语言来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 

我们认为此说值得商榷:其一，既然是上古之久远以前的书，那



么中国古代的历史远不止从尧开始，尧以前还有三皇及五帝中 

的黄帝、颛顼、帝喾等，司马迁已发现这个疑点：“学者多称五帝， 

尚矣。然《尚书 > 独载尧以来，而 百 家 言 黄 帝 《尚书 >斩去了尧 

以前的历史，称不上是最古老的史书。（易》所记，相传从伏羲氏 

开始，在尧之前，为什么不称《尚书> ? <春秋》、《国语》载有五帝 

事，也不称尚。可见，上古之说不准确。其二，检阅现存的今文 

《尚书》，许多篇如《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等已经是春秋时 

代的事了，在孔子以下的儒家眼光中，更算不上是上古之书。 

《尚书》只不过是今存最古的典籍，当时没有流传下来的，比（尚 

书》更早的典籍还有，不然诸子百家所津津乐道的三皇五帝就成 

子虚乌有了。所以称《尚书》为“上古之书”不是尚的本义。第二 

种说法认为《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史通•六家>引《尚 

书璇玑钤 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把〈尚 

书>说成是天书，神圣中自然包含尊崇的意思。〈尚书正义》引郑 

玄(书赞》说:“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这 

种说法充满神秘的谶纬思想,没有任何根据。古代受尊崇的书 

很多，为什么单称<书>为〈尚书>,<诗》、〈易>等不加尚呢？第三 

种说法认为“上”，代表“君上”，即古代帝王、君王。王充(论衢• 

正说篇》云：“〈尚书 >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 

书。”《须颂篇>云：“或问<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 

下者谁也，曰臣子也。”这种说法是从〈尚书〉的体例、内容绝大多 

数是记载君王与臣下的对话言论，如诰、命、誓、谟、典，以及君王 

的活动为根据，所以叫做{尚书>,这是很有道理的。（汉书•艺 

文志〉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 

王靡不同之。”问题是古代帝王很多，为什么《尚书》独载尧以来， 

且主要是尧、舜、禹、启、汤、伊尹、文、武、周公、康、穆的事迹呢？ 

为什么“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间的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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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何其多多呢？可见，简单地认为《尚书》是古代帝王之书也不

完全正确。

上述三种说法都不完全正确，但都有一定道理，笔者认为， 

如果把这三种说法结合起来考虑，有助于我们弄清“〈尚书 >”名 

称的真正含义。解铃还须系铃人，最早称《尚书》的司马迁已经 

透露了一些信息:其一，“学者多称五帝，尚矣”。五帝，是黄帝、 

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世本>、（大戴礼记 >)或少昊、颛顼、髙 

辛、唐、虞;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帝王世纪》、孔安国〈尚书 

序》)《索隐 >:“尚，上也，言久远也。然‘尚矣’文出〈大戴礼 >。”学 

者可能指春秋战国至西汉的诸子百家是把三皇五帝统统称为尚 

的，如果〈尚书〉之尚是上古、远古的意思，理所当然包括三皇五 

帝在内。“然（尚书 > 独载尧以来”，可见（尚书》排除了尧以前传 

说的帝王,独取尧、舜。因而称“尚”为上古，不符合司马迁的意 

思。其二，司马迁看到的 < 尚书 >是记载尧以后的事，但诸子之书 

大量记载了黄帝的事迹，〈五帝德》和〈帝系姓》也有黄帝的记载。 

但是“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〆正义 >:“驯，训也。谓百 

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训。”故而排斥不论。连相传为“孔子所传宰 

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 >”,儒家也或“不传”。荐绅先生当是包 

括孔子在内的懦家学者，特别是西汉以后的懦家,正是由于儒家 

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造成“<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 

他说”。这里，司马迁说〈书〉缺有间矣，而不说〈尚书》缺有间矣。 

可见，司马迁知道，《书 >和< 尚书〉已有区别,前者多，是上古流传 

下来的(书 >;后者少，是儒家传下来的叫做（尚书>的（书〉。〈汉 

书•艺文志 >:“〈易 >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 

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 

言其作意。”孔子晚年整理过〈尚书〉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孔 

子是否删过书，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



《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 

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传》自孔氏。”(《孔子世家>)由 

于上古传下来的《书》本来就阙佚很多，史书不足征，孔子整理 

《尚书》，没有怎么删书。然《史记•老子伯夷列传•索隐>:“又 

《书纬》称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 

十篇，乃删以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 >。今百篇之内见 

亡四十二篇，是《诗》、《书 >又有缺亡者也。”认为孔子曾删过书， 

《书纬>B卩《尚书璇玑钤>,郑玄〈书论>亦引，郑玄《书论>说有三千 

二百四十篇不可全信。上古之书本来就少,孔子哀叹文献不足， 

怎么能删掉三千多篇呢？《墨子•贵义》云：“昔者周公旦朝读 

《书》百篇。”有人以为是周公每天都读商代的〈书）百篇，实在有 

点望文生义，古代的竹木简那么多、那么重，周公一早上怎么能 

读百篇呢,今天留下来的今文二十八篇，即使印刷在一本书上， 

谁敢说一天就能读完呢？当年东方朔上汉武帝的奏章,竟用了 

三千片竹简，要两个大力士才抬得动。可见这里的百篇或是虚 

数，多的意思，或是专用书名，像今天的诗三百篇、唐诗三百首之 

属。但也不可全不信，孔子以儒家学说评判是非道德,在整理 

〈书>的过程中，删去了尧以前半神半人的君王，<孔子世家>云： 

“古者〈诗 >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 

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既能 

删 <诗>，当然也能删〈书〉,只是以档案形式保存下来的〈书 >太 

少，删去的不多罢了。其三，作为一位公正的史学家，司马迁摒 

弃学派门户之见，从其他史籍，特别是诸子中补充了《尚书〉的缺 

佚，并实地访古调査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 

首”，撰成了（五帝本纪〉。这对完成从黄帝到汉武帝数千年的通 

史著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的说法与《大戴礼记》基本相符。宰予（又名宰我），



是孔了早年的弟子,也是最不喜欢的弟子。他曾多次受到孔子 

的严厉批评，被斥责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但 

宰予“利口善辨”，甚至有点离经叛道，曾公开反对老师的观点， 

他不断追问连孔子也难言的事迹来难为老师。《大戴礼•五帝 

德》载:“宰我问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 

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 

生难言之。’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暗昏忽之 

意，非君子之道也，则予之问也固矣。’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 

也，曰轩辕。生而神灵，……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 

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请问帝颛顼。孔子 

曰：‘五帝用记，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闻古昔之说，躁哉予也！’” 

孔子被问得不耐烦，反而斥责宰予浮躁不踏实。但下面还记有 

宰予问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禹，以及孔子的详尽的回答。从 

这段被后世懦家添油加醋加以描绘的资料看，孔子并非完全不 

了解黄帝的事迹,只是不愿意多说罢了，在被刨根问底的宰予死 

追不放时，还是逐一回答，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宰我问 

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这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夫 

子，以宰予“不足明五帝之德也”（王肃语)搪塞过去，正反映了孔 

子及儒家对黄帝的鲜明态度，不但自己不愿意讨论，也不喜欢弟 

子论及。所以到了后来，黄帝从懦家典籍中基本消失了。<大戴 

礼记〉也不是最受尊崇的经书。

从(论语〉中孔子的褒贬评判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尚书 > 所传载的是以尧为首，按儒家的道德评价#准称得上是 

贤君明王以及他们的贤臣，只有他们的言论和事迹才有资格人 

档这部经典文献汇编。下面兹举几段(论语〉为证：

1. <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



‘《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 

政？’”这是《论语》直接引用《尚书》的话，后被纳于伪《古文尚 

书•君陈》之中。 1

2 .  《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 

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又•/‘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论述夏、 

商、周三代，以西周为尊，《尚书》亦以西周为主。

3 .  《论 语 *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 

周公。’”崇尚周礼，赞美周公。

4 .  《论语•述而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 

也。”以《尚书〉为符合儒家思想的稚言，符合司马迁的说法。

5 .  《论语•泰伯》是孔子盛赞古代人物最多的一篇。“子 

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 

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里，孔 

子这位以批评见长的政治家、思想家，把完满的溢美之词，都加 

在尧的身上。故〈汉书•儒林传》云孔子“究观古今之篇籍，乃称 

曰……（即上引<泰伯》内容，引者省略）于是叙 <书> 则断（尧 

典>”。

6.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7.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这五位名臣是禹、稷、契、皋陶、 

伯益，在《尚书 > 中都有言论和事迹,且多是君王或比较重要的部 

落首领。

8. “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这十位能臣是周公旦、召公 

寅、太公望、毕公、荣公、大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文母（或说 

邑姜）。今文〈尚书〉中周公、召公是主要人物。其余也进了今文 

或伪古文< 尚书>。

9. “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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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焉，九人而已。’”

10.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11.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 

已。’”对禹、周公极力称颂。只有泰伯的事迹在《尚书 >中没有论 

及，其余人物，或有专篇，或间接涉及。

1 2 .  又《论语•子罕》赞颂周文王：“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

13 .  《论 语 • 先 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 

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间接赞扬周 

公以王室至亲，功大位高，却节廉自律。孔子赞扬最多的是周 

公，《尚书》中周公的篇章也最多，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正反映 

了儒家与《尚书》的关系。

1 4 .  《论语•颜渊>:“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 

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 

矣。，”

15. <论语 .宪问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葬荡舟， 

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 

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可见孔子十分赞同南宫适的 

评价，背后夸奖他。

1 6 .  〈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 ：“高宗谅阴，三年不 

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 

听于冢宰三年。’”此处直接提到〈尚书 >,殷高宗即商王武丁,<尚 

书〉多有涉及。

17. <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奴，比干谏而死。孔 

子曰：‘殷有三仁焉。’”受孔子赞扬的殷商三位仁人，尽管命运各

• 11 •



不相同，但都反对纣王暴政，《尚书》有专篇。同时还赞扬伯夷、 

叔齐。“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1 8 .《论 语 .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 

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 

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文武 

之道，即指周文王、周武王的谟训功烈与周代的礼乐文章。这些 

都是 < 尚书 >中屡屡提及的。

《论语•尧曰》中还涉及了尧禅位舜，商汤放桀而告天下诸 

侯，武王克商大赉四海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多见于今文〈尚 

书》或伪古文《尚书>。

综观《论语》,凡是孔子赞誉过的古代人物，特别是君王及著 

名大臣，在〈尚书> 中绝大多数都能找到。在诸如〈中庸〉、(孟子〉 

之类后代儒家的经典中，也都有这些君王的记载，并且还增加了 

太甲、大戊、祖乙、盘庚等。

顾颉刚师很早就注意到《尚书 > 等古籍和儒家的关系。他在 

研究了 (诗〉、《书 >、<论语〉之后说:“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 

念比较看着，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 亮、舜、禹的地位的问 

题！〈尧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 

的东西;哪知和《论语 > 中的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 

〈论语 > 之后。”由此，顾先生提出了轰动学术界的“古史是层累地 

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疑古观念。 

他又说:“我便温了几遍〈尚书 >，把里面关于古史的话摘出比较， 

由此知道西周人的古史观念实在只是神道观念，这种神道观念 

和后出的〈尧典 >等篇的人治观念是迥不相同的。又知道那时所 

说的‘帝’都指上帝，< 吕刑》中的‘皇帝’即是‘上帝’的互文；〈尧 

典>等篇以‘帝’为活人的阶位之称，是一个最显明的漏洞。…… 

这种变迁，很可以看出古人的政治观念:在做< 吕刑 >的时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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