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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孔子形象、地位的紛雜、變化，是周秦漢思想史的特殊

現象。人們持續追問孔子的「真面目」，卻是治絲益棼、人

言言殊。顧頡剛曾簡要提挈：「春秋時的孔子是君子，戰國

的孔子是聖人，而西漢時的孔子是教主，東漢後的孔子又成

了聖人」。1 如此周折起落，竟仍未盡芸芸眾說。一般認為，

當時美醜、尊卑不一的「孔子」，是出於諸子主觀的好惡。

然而，周秦漢之際是一個既有秩序全面轉型的時代，人們面

對為現實世界尋找、調整理想秩序的挑戰。值此百廢待舉之

際，為甚麼評述孔子的言行事跡、塑造孔子的形象、地位，

會特別成為眾人參與的熱門話題？ 

本書將指出：在西漢儒者尊孔前後的「孔子論述」，如

何牽動當時道、政關係的討論與發展。此間論議，外則以塑

造孔子形象、地位的方式呈顯，內則蘊含論者對政治、社會

秩序轉型的不同觀點。而周秦漢之際的孔子論述，就在各家

學說與現實發展的多方互動中不斷開展，既受時代影響，也

轉而影響時代。而在展開討論之前，本章將先說明「孔子論

述研究」作為一研究主題的基本關切、本書的問題意識、學

 
1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收入顧頡剛：《古史辨》第 2

冊（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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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相關研究的主要角度與成果、以及本書在研究範圍、方

法、結構上的安排。 

第一節 論題視野 
──從真相到定位的孔子論述研究 

分析既有的孔子論述，不是晚近才出現的思考。如果將

孔子論述研究寬鬆地理解為：評析某種傳達出孔子形象、地

位的言說著述，則這種後設的目光，其實早在戰國時代就已

經相隨孔子論述出現。從《墨子》譏刺孔子欺世盜名、《韓

非子》批評孔門後學人人自謂真孔子開始2，這類因探問

「孔子的真面目」（乃至「其真面目是否可受尊崇」）而來

的、對他人意見的反思，便一直延續至今。 

不過，近代對孔子形象或孔子地位的討論，又另推展出

不同於前人的視角──研究者不再將孔子的真面目視為考慮

重點，反倒愈加關注論述者的意見。此間思慮，啟自康有為

震撼清末士人的孔子論述。康有為一如前人般強調「真實的

孔子」，但是他所謂的「真實」毋寧說是價值判斷勝過史實

證據。縱使《孔子改制考》試圖撮舉文獻、多方舉證，其所

謂「陳三世之法」，於「君主專制」之世擘劃「立憲法而君

民同治」、「去君主，人民自治而行共和」的「孔子」，仍顯

然出於康有為的塑造，旨在藉此「真孔子」體現康有為的政

 
2  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9，孫啟治點校版），卷

九，〈非儒下〉，頁 300；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0），卷十九，〈顯學〉，頁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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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化理想。3  此說一面擴展為清末民初興孔教的浪潮，

另一面則增強了對於孔子論述中「論述者」之介入的覺察、

甚至警戒。稍晚的顧頡剛雖仍總結地宣言：「我們要崇拜

的，要紀念的，是這個真相的孔子」，卻也開宗明義地指出

「各時代的人，他們心中怎樣想，便怎樣說」4，並以相當的

篇幅闡發聖人、教主之說的由來。由此以降，研究者對於論

述者意見的關注日漸增強。如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

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一文，目的已不在辨正此事

是否合於史實，而是「想說明此一故事如何能假借孔子而出

現」5，探討言說此故事者的思想傾向。朱曉海〈孔子的一

個早期形象〉一文則更逕指：「上述在今人看來頗具神祕成

分及色彩的部分確實是孔子原始諸多形象之一。如果有人覺

得事涉迷信，則我們要提醒他們：『迷信』正是當時歷史文

化的真實情境」6  ──此說已然明顯排除孔子真面目的問

題，專注於論述者的想法（縱使涉及迷信）。 

當視角轉移至「論述者的意見」，近代對「孔子形象、

地位」的研究便以其所是地真正顯題。因為「孔子的真相」

 
3  康有為：〈共和建設討論雜誌發刊詞〉，收入康有為著，姜義華、張榮

華編校：《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卷

九，頁 288。 
4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頁 139、131。 
5  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收入

徐復觀著，蕭新義編：《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北：臺灣

學生書局，1988，增訂再版），頁 270。 
6  朱曉海：〈孔子的一個早期形象〉，《清華學報》第 23 卷第 1 期（2002

年 6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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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以孔子為主體，並將相關言說視為一種必須如實呈現主體

的「陳述」。但是這種視角並不符合關鍵詞本身的定義。畢

竟，無論是否言有所據，「形象」與「地位」並不是主體本

質的直接反映，而是添附於主體的外加之物。7  其形成過

程，必然要求主體之外的塑造者（乃至接受者）參與其中。

甚至，看似為形象、地位所附加的主體（如孔子），只是其

形象、地位塑成過程中的對象物。此間真正居於主導地位、

具有能動性者，其實是作為言說主體的塑造者；該言說也因

此不僅是一種陳述，而是以陳述為形式的論述。就此而言，

以孔子形象、地位為論題關鍵字，與關注說者的意見、將其

說視為其論，其實是先後開展出的一體兩面，二者共同形成

近代孔子論述研究的內在思維。 

由此，學界對於孔子論述的研究日興，各種不同學派、

時代、地域的論述者成為研究對象，擴充此題研究視野。作

為關鍵人物的康有為自不待言，清末民初的其他觀點且同時

備受關注。8  再則，歷來涉及此題的重要學者或文獻，也成

 
7  橋本敬司將這兩種關注的區分，釋為「誰是孔子」與「什麼是孔子」

（橋本敬司：〈記号化される孔子〉，《哲学（廣島哲學會）》第 58 期，

2006年 10月 25日，頁 137）。說參本章第三節。 
8  康有為說，參見唐文明：《敷教在寬──康有為孔教思想申論》（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宋德華：《從啟蒙維新到尊孔復

辟──康有為政治與文化思想的演變》（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18），第八章。清末民初諸說，如張衛波：《民國初期尊孔思潮研

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島田虔次著，鄧紅譯：〈辛亥革命

時期的孔子問題〉，《中國思想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頁 393-422；吳震：《孔教運動的觀念想像：中國政教問題再

思》（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 1-25；林甘泉等著：《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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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關注焦點──如使孔子論述與民間信仰結合的讖緯、對孔

子展現敬意的歷代《莊》學學者等等，皆以其特殊的孔子論

述受到關注。9  再至其他，則範圍尚及於來華傳教士、邊疆

或少數民族、東亞或西方漢學家、歐美社會、早期臺灣文人

等等。10  總的來說，這些研究都旨在探討某一（群）論述者

 
與 20世紀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又，相關討論

或內含在孔教問題的論著中，舉要備參。專著，如韓華：《民初孔教

會與國教運動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單篇論文，

如陸寶千：〈民國初年康有為之孔教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第 12 期（1983年 6月），頁 81-94；黃克武：〈民國初年孔教

問題之爭論（一九一二～一九一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

報》第 12 期（1984 年 6 月），頁 197-223；葛兆光：〈孔教、佛教抑或

耶教──1900 年前後中國的心理危機與宗教興趣〉，收入王汎森等：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國儒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

化〉，收入林富士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

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0），頁 511-540；陳熙遠：〈「孔」「教」

聯名的最後一搏：逆航在五四運動的風尖浪口上〉，收入呂妙芬、康

豹主編：《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的調適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2020），頁 113-157；魏綵瑩：〈民初的孔教理論與時代

思潮（1912-1919）──以宗教、經典問題為論述中心〉，收入《五四

運動與中國宗教的調適與發展》，頁 159-192。 
9  讖緯之說，參見徐興無：〈作為匹夫的「玄聖素王」──讖緯文獻中

的孔子形象與思想〉，《經緯成文──漢代經學的思想與制度》（南

京：鳳凰出版社，2015），頁 246；《莊》學學者之說，參見徐聖心：

〈「莊子尊孔論」系譜綜述──莊學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閱讀〉，《臺大中

文學報》第 17期（2002年 12月），頁 21-66。 
10  略舉所見：來華傳教士之說，參見程艾藍（Anne Cheng）：〈「漢學」：

法國之發明？〉，收入楊貞德編：《視域交會中的儒學：近代的發展》

（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15-41；李奭學：〈「耶穌不滅孔子，

孔子倒成全於耶穌」──試論馬若瑟著《儒交信》〉，《道風：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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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塑造孔子的形象和地位；著重論述者的主體性，而非

「真正的孔子」。 

正是在此愈趨多元豐沛的討論中，近代孔子論述研究的

共同關切──孔子的定位問題──也愈加呈顯。顧頡剛昔以

「要崇拜、紀念的，是身為君子的真孔子」為文旨，除了暗

中反駁康有為的教主說，實亦有意要在新舊學相爭、尊孔與

批孔之論紛起的清末民初，重新界定「孔子」的身分地位。

而近年出版的《東亞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想》一書，編者

黃俊傑指出：「孔子形象之建構與變遷，係東亞各國思想與

文化變遷之溫度計」，將「體顯」出「儒家知識系統」與各

國「政治權力系統」的關係11，則是要藉由孔子的形象變

遷，探討東亞各國如何定位孔子與儒家知識系統。──如何

 
文化評論》第 46 期（2017 年春），頁 27-43。邊疆少數民族之說，參

見曾德明、林純瑜：〈西藏文化中的孔子形象〉，收入黃俊傑編：《東

亞論語學：中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頁 93-
168；魏冬、益西群培：〈藏族傳統文化中的孔子形象〉，《西藏研究》

2009年第 1期（2009年 2月），頁 33-41。東亞或西方漢學家之說，參

見黃俊傑編：《東亞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出版中心，2015）中之「日本篇」及「朝鮮與越南篇」；張堯欽：〈卡

內提的孔子論述〉，《臺大中文學報》第 35期（2011年 12月），頁 247-
287。歐美社會，參見張濤：《孔子在美國：1849 年以來孔子在美國報

紙上的形象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陳其松：〈至聖

先師與停滯帝國──19 世紀英國報章所見孔子形象與中國論述〉，收

入黃俊傑編：《東亞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想》，頁 387-428。早期臺

灣文人，參見王淑蕙：《全臺首學：府城科舉制度與文化影響》（臺

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0），第七、八章。 
11 黃俊傑：〈引言〉，收入黃俊傑編：《東亞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

想》，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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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文化相互激盪的脈絡中安頓孔子的定位？這個或隱

或顯地內在於近當代孔子論述研究的疑問，提示：近代研究

者對於各種不同孔子論述的探討，既可謂源自研究者自身對

於孔子（及儒家）地位的關切，且可謂出於清末世變以來，

有識者對於傳統文化價值的深切關懷。孔子（及其所代表的

儒家思想與傳統中國文化）在思想、文化交會中的定位問

題，遂成為孔子論述研究主要的意義方向。 

而本書的討論，便循此論題視野前進，並將目光聚焦於

周、秦、漢易代之際，探問：戰國到西漢晚期之間，人們如

何定位孔子？又為何作此定位？這個問題看似已有顧頡剛的

概論為解，實際上卻仍有大量需要分梳的文獻、以及值得深

思的問題，有待進一步辨析。 

第二節 問題意識 
──周秦漢之際的孔子定位問題 

戰國到西漢晚期之間，是歷史上第一個秩序轉型時期。

前承西周禮崩樂壞，遂群雄競力、百家獻策，終開啟漢後綿

延的文化、政治秩序；下一次如此大規模的變革，須待晚

清。雖然今人由後視前，不難清楚指出這段歷史進程的前後

座標── 由貴族封建到君主集權、自諸子爭鳴至獨尊儒

術──，卻不應該將此簡單歸因某種一時決斷，而忽略此間

諸多摸索、探問，乃至不同意見彼此權衡的互動過程。因

此，近年的先秦兩漢研究便多方指出：戰國到西漢之間的政

體及思想變化，實際上並非直接取決於一、二關鍵事件所帶

來的戲劇性轉折。在關鍵事件的前後，人們對於應該轉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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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新秩序、如何重新安排各種新、舊事物的定位等等問題，

其實既有前行的發展脈絡，也有後續的檢討修正。政治體制

上，有戰國時代對血緣宗法政治的持續挑戰，也有西漢政權

對秦制既繼承且調整的推進。至於儒家地位，縱有漢武尊儒

的成說，晚近卻也有諸多學者指出，漢代的「尊儒」早自漢

初便已開啟端倪，且至西漢晚期才初步底定。12這是周秦漢

之際孔子論述所處的歷史時空，也是其所面對的現實問題。

因為值此秩序未定的時刻，孔子在後世政治中崇高且穩定的

形象、地位，不僅並不理所當然，甚至可說尚未建立。然

則，在這個尋求秩序轉型、一切重新定位的時代，人們如何

看待、商榷「孔子」的定位？ 

顧頡剛提出了一個至今蔚為通說的論斷：「戰國的孔子

是聖人，而西漢時的孔子是教主」（「教主」一語沿用自康有

為，漢儒用語為「素王」）。何以如此？顧頡剛認為：春秋末

期，一般人希望「有一個傑出的人出來收拾時局」，而孔子

「人望所歸，大家希望他成為一個聖人，好施行他的教化來

救濟天下」。在（戰國）儒者的「宣傳」與「揣測」下，孔

子便成為一個「政治意味」的聖人。並且，由於一般人認為

「聖人是特異的人，應當什麼都知道」，再加上「西漢的經學

 
12  漢武帝用儒為西漢儒家地位變化的標誌性事件，但是實際上儒家進入

政治運作尚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學者一般認為要到西漢晚期。如聶

保平所云：「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經由武帝的支持，逐步滲透到

漢帝國的政治思想中，但在整個社會、思想和學術方面，儒學並沒有

全面地佔據統治地位。……經過宣帝、元帝和成帝三朝的逐步扶持，

儒學開始真正全面地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許抗生等：《中國儒

學史．兩漢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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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就是宗教」，孔子便「浸入怪力亂神的醬缸裏去」，成為

孔教的教主。13──此說不僅具有鮮明的標誌性，也包含前

人未發的獨到觀察，遂成為近代孔子論述研究的先聲。 

只是，作為先聲，顧頡剛的說法仍因囿於既有視野，遺

漏了重要線索，進而使得其思想史解釋過於簡化。將戰國時

說化約為「儒者」與「一般人」（且二者實相應和），顯示顧

頡剛尚未注意到戰國孔子故事中，諸家學者的豐富論議。據

戰國諸子文獻（並西漢輯本）所載，戰國之世大量流傳著各

種孔子的言行故事。然而這類文獻材料歷來鮮少受到重視。

因為，若以史實檢證的視角，判別是否確為孔子言行事蹟的

真實記錄14，則這些故事極少能被檢證為「真」，反而是虛

構之跡斑斑可考。有些人、事、時、地明顯失實，有些所述

孔子言行與儒家思想要旨牴觸扞格，有些更出現多種版本

（即人物與基本情節雖然相似，孔子言行的內容卻大相逕

庭）。由此，往昔若非黜斥其文獻價值，就是置之勿論15，

 
13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頁 139、135、135-136、

136、138。 
14  舉例來說，如徐復觀綜述前代學者（包括金末王若虛、明代陸瑞家、

清代閻若璩、崔述、梁玉繩）對「孔子誅少正卯」故事的論斷：「綜

合他們的論據，可以分為三點。第一是從思想上看，認為此事與孔子

的整個思想不相容。第二是從歷史上看，認為在春秋時代，孔子不可

能作出此事。第三是從文獻上看，此故事不見於『論』、『孟』、『春秋

三傳』、『國語』、『大小戴記』等書。最早的見於荀子『宥坐篇』，及

『尹文子』。荀子已及戰國末期，『尹文子』一書根本不可靠，所以此

故事，是晚出的東西。」（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

進──論孔子誅少正卯〉，頁 270。） 
15  前者如劉知幾《史通》評劉向：「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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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加以分析。16  問題是，史實檢證的判定，其實從一開始

 
龍：《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482。）此指劉

向所編著之《新序》、《說苑》，二書雖編成於西漢晚期，但主要收錄

戰國文獻中的各種故事，其中亦包含許多孔子故事。後者則如嚴可均

〈書說苑後〉云：「向所類事，與《左傳》及諸子，間或時代牴牾，或

一事而兩說三說兼存，……良由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

不必同李斯之法，別黑白而定一尊。」（嚴可均：《鐵橋漫稿》，收入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89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浙江圖書館清道光十八年四錄堂刻本，

卷八，〈書說苑後〉，頁 47。） 
16  近年的新出文獻，更使得這個由來已久的侷限愈形突顯。因為新出文

獻中出現了許多一則單行的孔子故事。若僅僅著眼於這些故事是否真

為對孔子的陳述，則這些同樣真偽不明的新出孔子故事，也就只能一

同落到置之勿論的處境。附及：目前出土文獻研究中有所謂「語類文

獻」的說法，將《論語》（及《禮記》）之「最為可信」的地位取消，

與其他孔子故事視為同類。就文獻學而言是一種重要的提法，然在思

想內容的發展脈絡方面亦屬置之勿論的取徑，只是進一步將後人賦予

的「經」的地位一併取消，匯入戰國文獻之整體。（參見張鐵：《語類

古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李零：《簡帛古書

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2004；俞志慧：《古「語」有之：先

秦思想的一種背景與資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夏

德靠：〈論先秦語類文獻形態的演變及其文體意義〉，《學術界》2011
年第 3 期［總 154 期］，頁 172-182。）另外，郭沂另提出「論語類文

獻」之說，想要解決宋代以後只能以《論語》論述孔子生平的情況，

主張將《孔子家語》等數部文獻一併視為可信文獻。然而，在視為史

料的史實關切下，無法解釋異說的情況仍然存在。如孔子困於陳蔡的

故事，僅《孔子家語》便在〈在厄〉與〈困誓〉兩篇中同時收有兩種

不同的版本，若加上《論語．衛靈公》則有三種，因此即便從郭沂

說，認定《家語》的「史料價值與《論語》不相上下」，亦無法進一

步分析這些孔子故事何以不惟文字，即使內容的思想傾向亦可能人言

言殊。（郭說見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2001，頁 22-24；引文見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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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偏離了這些孔子故事的特殊性質。17  如孫德謙所指出，戰

國諸子文獻中的故事不能視為一種可求其實的事例，而是說

者闡釋說理的一部分。18  就此而言，戰國時代的孔子故事，

既是說者對孔子的詮釋，為其孔子論述，且連結於該論述更

深一層的問題意識，甚至可能藉著多版本的變異，蘊含說者

對其他論述的回應。因而，是孔子論述研究不可忽視的文獻

材料。 

若將戰國孔子故事納入考慮，則顧頡剛所謂的「眾望所

 
17  此處需要指出的是，史實檢證的方法取徑自有其考慮。因為歷代學者

考辨孔子及文獻之「真實」，背後其實有建構（或云重構）學術典範

的深遠用意，不只是辨析客觀事實上的真偽問題而已。如林慶彰討論

經學中之辨偽時所指出：「經書的作者因為是聖人集團的成員，所以

具有高出他書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一旦被認為偽作（非聖人集團

所作），這種神聖和權威馬上會消解掉。」（林慶彰：〈中國經學史上

的回歸原典運動〉，《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臺北：萬卷樓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2012，頁 86。）就此而言，史實檢證的角度雖然會使得

對於戰國孔子論述的研究有所侷限，卻可以展現出研究者自身孔子論

述的一個側面。 
18  孫德謙《古書讀法略例．寓言例》云，諸子典籍載言載事，往往別有

用意：「蓋古人不過取以備法，藉使後人有所適從，而其言或稍至失

實，在讀者善會其意可也。吾謂學者遇此等處，不妨以寓言例之，無

庸泥於其言也。……必問其事之有無，則滯矣。」（孫德謙：《古書讀

法略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 350-
351。）又，余嘉錫《古書通例》「古書多造作故事」條亦云：「若夫

諸子短書，百家雜說，皆以立意為宗，不以敘事為主；意主於達，故

譬喻以致其思；事為之賓，故附會以圓其說；……而或者采彼寓言，

認為實錄，……是皆見欺於古人，不免貽譏於來者矣。……夫引古不

必皆虛，而設喻自難盡實，彼原假此為波瀾，何須加之以考據。」

（余嘉錫：《古書通例》，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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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與「儒者宣傳」，就顯然過度簡化了「聖人孔子」的由

來。因為戰國時代的孔子論述並非只有儒者的聲音，非儒家

學者的毀譽卻難一言以蔽，就連同部文獻中的意見都可能參

差不齊。若云學派歸屬會決定對孔子的好惡，進而影響對孔

子的定位，則孔子在許多非儒家學者話語中的正面形象，乃

至各家學者的內部分歧，都會難以解釋。換一個角度來說，

戰國儒者既然未能獨佔孔子論述的話語權，西漢初、中期儒

者也沒有「獨尊」的實際地位，則「聖人」與「素王」這兩

種抬高孔子地位的說法，為何能夠先後成立，其實並非想像

中順理成章。 

事實上，若回到道、政關係大致安頓之前，則如何定位

孔子的政治身分，其實曾是一個飽含意見衝突與現實緊張的

問題。後人習於儒家思想與政治運作兩相嵌合的後世秩序，

往往認為儒家一直、也理應享有重要政治地位，並受到政權

力量支持。然而周秦漢之際，政治體制正在調整，政治秩序

與儒家思想的關係也尚未斟定。此時，許多後人看似老生常

談或不值一哂的說法，背後其實都有一套對理想秩序的設

計，並因此牽動相異觀點的回應。具體來說，例如孟、荀二

家皆極力稱道孔子為聖人，董仲舒等西漢儒者則強調孔子不

只是聖人，更是擬於君而通於天的素王。這些說法看似只是

儒者尊師的尋常論調。惟若細究，士人出身的孔子如何可能

作為聖人，掌握得以作用於政治的強大力量？孔子既然不是

君王，是否可以在政治秩序中，享有如此崇高的身分，而不

妨礙真正的掌權者？孔子與君王──以及二者各自代表的道

與政──，又應如何相待？這些問題，將周秦漢之際關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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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權力結構與道、政關係的種種設想，落實為孔子身分的討

論。而「聖人孔子」這個可能妨礙君主集權的身分，不只引

發諸子的正、反論爭，更進一步開展出不少相關的子議題。 

進言之，沿著道、政關係的脈絡，便會看到西漢儒者尊

孔論述的現實緊張與特殊性。從春秋戰國到西漢，時代大勢

朝向建立君主集權體制推進，而儒家由力主周文轉為有所權

衡，卻也持續推進其尊孔論述。問題是，西漢儒者為何、又

如何在極度尊君的新政治體制下尊孔？其所主張的「素王孔

子」，究竟是承襲、變造、抑或重構了戰國儒者的「聖人孔

子」？其說內在的道、政關係，之於現實中的新政體，是應

和、反抗、抑或商榷？ 

反面來看，西漢皇權對尊孔論述的反應同樣啟人疑竇。

衡諸西方歷史，擁有如此大量論述以塑造偉大形象的人物僅

有兩種──神與國王。19  而柏克（Peter Burke）分析以專制

聞名的法皇路易十四如何塑造自身形象，便指出：由於「個

人光芒有政治上的功用」、「國王身上的氣勢與光芒，是他們

權力的一部分」。20  國王需要主導自身形象的塑造，俾以控

制 人 民 ； 同 時 ， 人 民 也 可 能 同 樣 需 要 具 有 卡 理 斯 瑪

（Chrisma）特質的國王，仰其為日月。21  掌握充滿「氣勢與

 
19  關於神的形象，可參見帕利坎（J. Pelikan）著，楊德友譯：《歷代耶穌

形象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1995）。該書舉出了耶穌自西元一至二十世紀中的各種形象變化。 
20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許綬南譯：《製作路易十四》（臺北：

麥田出版，2012，二版），頁 8、9。 
21  卡理斯瑪（Chrisma）意指「某種人格特質；某些人因具有這個特質

而被認為是超凡的，稟賦著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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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的個人形象，確切關乎君王的權力基礎。兩相參照，

西漢並非沒有開出相同發展的契機。漢興前後早有將劉邦神

化的各種傳說22，賈誼《新書》且念茲在茲地要以禮制差等

確立君王的崇高性。然而，包含武帝在內的西漢皇權，卻在

「聖人」這個稱號上表現出極大的自制力。如邢義田所指

出：「秦漢以降，皇帝的地位無疑趨向神聖化。值得注意的

是漢代天子幾乎沒有自稱大聖或敢以聖王自居的。」23  既然

「孔子」的形象、地位越是崇高，就越是可能妨礙皇權的光

芒，為何著力鞏固、收攏皇權的武帝並不自稱為聖，卻能容

忍董仲舒等儒者極力頌揚具有神聖性的孔子？或者，西漢皇

權也自有其不明言的孔子論述，無聲地作為語境中的另一種

聲音？ 

此一可能存在的角力，在西漢晚期（昭、宣、元、成四

 
或品質」。韋伯在分析支配的類型時，將此特質視為三種支配正當性

來源之一。（韋伯著，康樂等譯：《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三）（修

訂版）》，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二版，頁 61；並

參本書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點的討論。）而柏克則藉由此一概念說明路

易十四輝煌形象的重要性，並指出，縱使不能認定人人都對此深信不

疑，也不可忽略人民對於國王之偉大形象的心理需求。（彼得．柏克

著，許綬南譯：《製作路易十四》，頁 15-18。） 
22  這些神話性質的故事，對於劉邦塑造卡理斯瑪形象、鞏固權力正當性

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皇帝身上的光芒」，可見西漢君主並非未曾留

意於此。參見林聰舜：〈叔孫通「起朝儀」的意義──劉邦卡理斯瑪

支配的轉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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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頁 37-42。 
23  邢義田：〈秦漢皇帝與「聖人」〉，《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

（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50-83；引文見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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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孔子論述中展開後續脈動。先是，兩場由官方舉行的

會議，都出現了並不同意儒者尊孔論述、甚至貶抑「孔子」

身分地位的說法。在昭帝時舉行的鹽鐵會議中，代表官方的

大夫、御史對儒生的孔子論述多所譏評。史家目為西漢中興

之君的宣帝，則在石渠閣會議中刻意扶植穀梁學，為其增立

學官。──公羊、穀梁二家的經說雖然同異互見，對孔子政

治身分的定位卻明顯不同。24  ──不僅如此，兩場會議之

後，元帝、成帝年間的儒者，一反西漢中期賈誼、董仲舒逕

行論述孔子身分、地位的做法，重又彷如戰國及西漢初期儒

者，選編大量孔子故事為說。若云這些發展即為西漢皇權對

尊孔論述的回應以及儒者對皇權的再回應，雙方所持的論點

為何？是否藉著斟定孔子身分，達成對道、政關係的基本共

識？ 

「孔子」在政治秩序中的身分為何？周秦漢之際的眾多

答案，看似源自對孔子人格成就的褒、貶，其實涉及說者對

儒家思想的定位，甚至對道、政關係的安排。就此而言，周

秦漢之際孔子論述的發展，仍有許多值得分析的議題及尚待

尋繹的變化脈絡。戰國時代的眾多學者，如何將其理想政治

秩序寄託於「孔子」身分定位的論述？其所開展的脈絡，如

何向後影響秦漢的政治與思想，並轉出西漢儒者的尊孔論

述？西漢時代的皇權與儒者，又如何在君主集權與尊孔的緊

 
24  皮錫瑞：「《春秋》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在誅亂臣賊子，微言在為後

王立法。惟《公羊》兼傳大義、微言；《穀梁》不傳微言，但傳大

義。」（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春秋〉，「論

穀梁廢興與三傳分別」，頁 19。）本書第五章有進一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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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中，繼續探索、落實道與政的嵌合？這三個脈絡相續的提

問，即是本書的問題意識，及本書各章的討論主軸。 

第三節 既有研究成果述評 

如前節所述，近代的孔子論述研究，以顧頡剛〈春秋時

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為先聲。該文 初為民國十五年顧頡

剛在廈門大學的演講，後收入《古史辨》，文中初始即開宗

明義地解釋講題之源起： 

今天講演這個題目，似乎是很可笑的，孔子只有一

個，為什麼會變做兩個呢？唉，孔子哪裡止兩個，各

時代有各時代的孔子，即在一個時代中也有種種不同

的孔子呢。……各時代的人，他們心中怎樣想，便怎

樣說，孔子的人格也就跟著他們變個不歇。害得一般

人永遠摸不清頭路，不知道孔子的真面目究竟是怎麼

樣的。25 

文中並於兩處說明其問題意識： 

我數年來，心中常有一個問題要求解決，這個問題是

「孔子何以成為聖人？」26 

以及： 

 
25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頁 131。 
26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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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崇拜的，要紀念的，是這個真相的孔子！27 

顧頡剛的說法不完全是孤詣獨造，遠則韓非子批評孔門後學

自道真孔子，近則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批評歷代學派相

爭，是「浸假而孔子變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變

為馬季長、鄭康成矣」，都已經涉及顧頡剛「他們心中怎樣

想便怎樣說」之意。28  但是，顧頡剛真正質疑的焦點不只是

變說孔子的後世儒者，更及於身為聖人、教主的孔子。表面

話語雖仍呼籲眾人崇拜孔子，實質卻挑戰「孔子」深植人心

的神聖地位與崇高形象，直指為戰國以後的附會與建構。此

說在當時便得到許多回響，如傅斯年、張蔭麟、周予同等皆

撰文表示贊同並相與討論；周予同並有後續論著加以進一步

發揮。29  至今許多孔子論述研究仍然承襲其問題意識，或將

該文作為預設的基礎，可以見出該文的深遠影響。 

晚近二十年，討論孔子形象與地位的相關論著愈多，以

論述者意見為關切的「孔子論述研究」愈趨成形之外，內容

上的廣度與深度也逐漸累積而更進一步開展。以戰國到西漢

 
27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頁 139。 
2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四版），頁

143-144。 
29  傅斯年〈評「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張蔭麟〈評顧頡剛「春

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周予同〈讖緯中的孔聖與他的門徒〉，

俱收入顧頡剛編：《古史辨》第 2冊，頁 139-141、141-142、142-143。
周予同的後續論述，可參見朱維錚對於周予同經學研究「孔子問題的

真相」的主題性介紹。（朱維錚：〈中國經學研究五十年──《周予同

經學史論著選集》後記〉，《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社，2002，頁 22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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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這一段時間的研究來說，先是出現了許多論題範圍較小

的單篇文章──這些論著不作一代的總評，而是針對某部文

獻、某位論述者、某個關鍵詞等小範圍作個別的探討──；

繼而，集合或整合個別探討，嘗試展現某一時代的整體圖

象，甚或提挈跨代線索的思想史式研究，也開始出現。以檢

閱所及，目前以戰國至西漢為論題時間跨度的著作，依出版

時間序有：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

下的孔子和儒學》、李冬君《孔子聖化與儒者革命》、吳悅禎

《先秦兩漢孔子形象演變之研究》、陳瑩《先秦到西漢典籍中

的孔子形象》、馮治利《論先秦到漢代孔子歷史地位的變

遷》、鄭倩琳《先秦至魏晉孔子形象之道家化歷程──兼論

儒道關係》、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伍

振勳〈大儒與至聖：戰國至漢初的孔子形象〉。30  諸作各有

所見，亦皆為本書所借鏡的前導。 

進言之，在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三類研究成果與

 
30  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

（濟南：齊魯書社，2004）；李冬君：《孔子聖化與儒者革命》（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吳悅禎：《先秦兩漢孔子形象演變之研

究》（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06）；陳瑩：《先

秦到西漢典籍中的孔子形象》（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

學位論文，2011）；馮治利：《論先秦到漢代孔子歷史地位的變遷》

（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2011）；鄭倩琳：《先秦

至魏晉孔子形象之道家化歷程──兼論儒道關係》（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4）；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

的「孔子形象」〉，《文與哲》第 25期（2014年 12月），頁 21-76；伍振

勳：〈大儒與至聖：戰國至漢初的孔子形象〉，收入黃俊傑編：《東亞

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想》，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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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論題 為相關，分為：孔子形象的面向與意義、孔子故

事的情節與內容、孔子地位的稱號與變化。以下即簡述此三

類研究的概況，藉以說明本書的研究基礎，也指出本書將繼

續探討之處。 

一、孔子形象的面向與意義 

這類研究主要探討孔子在戰國、西漢文獻中所呈現的形

象。以此設題的研究數量相當多，論題多元以外，亦有不少

深入的分析與觀察。 

就論題及結構而言，這類研究大多選擇某部典籍（或篇

章），討論其所展現的孔子形象；綜觀者亦多以典籍區別章

節，可以說是前者的集合。其中以《莊子》的討論 豐。寓

言故事本即《莊子》的研究要點之一，而《莊子》中以孔子

為主角或主題的故事不僅數量頗多，且出現數種不同、甚至

衝突的人物形象設定，致使《莊子》中的孔子形象一題很早

便已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再加上此一問題牽涉儒道思想的交

會，因此近年中外學界仍陸續出現相關的探討。──《莊

子》之次，《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史記》

亦頗受關注；再次，則有《呂氏春秋》、新出文獻（郭店簡

與上博簡）及《淮南子》。由於各以典籍成說，這類研究以

呈現諸說的分立為重點。除了《史記》乃因其刻意撰寫之

〈孔子世家〉而受到重視並自有其討論脈絡之外，其他典籍

的選題及旨趣，大致可以看到研究者有意呈現戰國諸子的多

元論述。惟相較之下，研究者明顯較少關注西漢文獻呈現的

孔子形象，雖然如《新語》、《韓詩外傳》、《新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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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大、小戴《禮記》等，實皆含有相當多稱述孔子的材

料，有待研究者的探索。此外，在著重展現「分立」的結構

安排下，即便是研究成果較豐的戰國時代，對各種論述間之

互動關係的探討亦不多見，然而這種情況不僅與戰國以降各

種思想激盪的時代背景相隔闔，也不易真正展現一種共時性

的孔子論述圖景，甚至不易尋繹歷時性脈動的軸線。因而亦

有待後續的發展。 

就內容及方法而言，這類研究的討論內容大致可以區分

為三種：其一，歸納整理孔子所呈現出的各種面向，著眼點

包括孔子在該文獻中予人的印象、主要的活動、論述者對於

孔子或儒家所抱持的態度、稱述孔子的重點等等。31  此一層

面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可謂孔子形象及孔子地位研究的基礎。

不過，由於研究者的著眼點或表述方式不同，所得出的觀察

往往各有意趣。其二，闡釋孔子形象之重點面向的涵意。一

種做法是分判此面向屬於正面或者負面，進而說明論述者如

 
31  以陳瑩《先秦到西漢典籍中的孔子形象》第一章「先秦諸子中的孔子

形象」為例，該文在分為「儒家文獻」與「非儒家文獻」兩類後，再

將各部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歸納出幾種主要的面向：《論語》有「學者

之孔子」、「導師之孔子」、「君子之孔子」、「性情之孔子」；《孟子》為

「在論事說理時，以孔子之語作為理論依據」、「在論事說理時，以有

關孔子的事蹟作為事實論據」、「直接評價孔子」；《荀子》則有「有關

學習之道者」、「有關為人之道者」、「有關為政之道者」三類；《莊

子》先分「莊子學說的代言人、得道真人」、「被改造的對象，介乎俗

聖之間的學者」、「被攻擊的代表，現世最大的盜賊」，又分「虛心求

教，務求真理」、「死守仁義，營謀天下」、「追求隱逸」。（陳瑩：《先

秦到西漢典籍中的孔子形象》，頁 5、6、8、10、11、13、14、18、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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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及為何如此褒貶孔子；另一種做法則是根據論述者所選擇

的面向及其所建立的孔子形象，探討論述者的思想。其三，

由於某些文獻的斧鑿之跡過深，顯然出於論述者的造作──

例如明顯的變造或假託、刻意而不真實的詆毀、內部出現評

價的衝突等等──，研究者或因而進一步分析孔子在其中的

「功能性」。例如作為寓言人物、作為儒家或世俗的象徵性代

表、轉化為論述者的代言人、在論述中符號化地作為某種形

式角色等等。 

探討論述者思想的研究目前並不多見，卻是一種相當重

要且有待開展的做法。細究之，這類研究的取徑又可以分為

內部及外部兩種。前者是將孔子形象之重點面向的涵意，聯

繫、結合該部或該篇文獻的整體思想來作討論，旨在向內探

討論述者自身思想體系（藉由孔子論述所反映出來）的一個

側面。以鄭倩琳《先秦至魏晉孔子形象之道家化歷程──兼

論儒道關係》第二章對《莊子》內篇的討論為例，作者闡釋

「論處世之道的孔子」、「論修養工夫的孔顏」、「論聖人境界

的孔子」及「論禮制的孔子」四種面向，指出《莊子》內篇

中孔子形象的涵意為「既可說明世事之複雜難解，又可證明

心靈在此中有超越的可能」，而此一涵意在《莊子》內篇整

體的思想體系中的意義是：「溝通了凡與聖、方內與方外的

隔閡」，並且使「儒道兩種不同的生命取向進行溝通」。32  如

前述，先秦諸子對孔子言行事跡的稱述往往作為其思想論述

 
32  鄭倩琳：《先秦至魏晉孔子形象之道家化歷程──兼論儒道關係》，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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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因此此一連繫、結合的工作，有助於更全面地理

解、說明論述者言說某種特定形象之孔子時的思考。至於後

一種外部的取徑，則是將孔子形象的涵意，聯繫至當時政

治、社會、思想等各方面的歷史背景，旨在探討論述者用意

所內含的思想史線索。伍振勳〈大儒與至聖：戰國至漢初的

孔子形象〉一文即可為例。該文統合多種文獻，以典範、固

窮、事功三方面的孔子形象，結合各文獻之思想要旨及戰國

至漢初的政治、社會變化，指出戰國到漢初之間，論述者所

著力塑造的孔子形象「從儒者可學、可及的『大儒』式聖人

轉化為具有至高無上之神聖性的『至聖』」，並且其「參與政

治的實踐模式」，也由以「行動者」為主變為以「立法者」

為主，而此轉變乃是伴隨著戰國晚期至漢初「知識文化的轉

型」與「知識結構的調整」而來。33  此一取徑不僅可以探討

論述者的思想，且能進一步展現出孔子形象變化的思想史意

義。如以上兩例所示，這類探討論述者思想的研究可以加

深、擴大孔子形象的意義脈絡，使討論不再囿限於文本的字

面指涉，而能夠更深入地探討論述者如何在其思想內部或所

處時代中塑造孔子的形象，甚至能夠進一步繫連出思想史的

脈絡，因而尚蘊含著許多待探問的主題、以及後續開展的空

間。 

至於指出孔子在論述者話語中之「功能性」的研究成

果，則是出現了不少可以進一步思考的說法──特別是「代

言人」與「符號」二說。「代言人」角色是一種有趣的現

 
33  伍振勳：〈大儒與至聖：戰國至漢初的孔子形象〉，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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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此說已為許多研究者指出，且 常見於《莊子》、《韓非

子》研究，如莊文福云：「孔子在《莊子》中的形象雖然多

變、立場亦有不同，但主要仍是莊子闡述其思想理念的工具

罷了」 34；林存光云：「當孔子作為先哲時賢被莊子借重

時，實際是以莊學代言人的身分或面目出現的」35；吳悅禎

云：「第二種是法家化的孔子，韓非巧妙地轉化了孔子的思

想，孔子變成嚴刑峻法的贊同者」36；而徐復觀在探討《韓

非子》中的孔子故事時同樣指出：「由這三個故事看來，孔

子已經變成法家的代言人」。37  孔子既是人盡皆知的儒家宗

師，上述兩部文獻亦皆自覺地別於儒家的論說，因此以代言

人形象出現的孔子，可想而知地出於論述者刻意安排。研究

者一般將這種現象解釋為論述者譌託或利用孔子名聲宣傳，

但是此間的因果關係是否如此單純，卻可再商確。如林存光

所云，這種行為同時「暗示了對孔子作為一位眾所周知的

『賢哲』的肯認」。38  然則，孔子擔任代言人所反映的論述者

意見，仍可作更多角度的思索。 

而孔子在論述者言說中作為某種形式性「符號」的現

 
34  莊文福：〈《莊子》中的孔子形象探析〉，《馬偕學報》第 3 期（2003 年

5月），頁 247-262，引文見 260。 
35  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

頁 71。 
36  吳悅禎：《先秦兩漢孔子形象演變之研究》，頁 118。 
37  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頁

276。 
38  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

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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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相當值得注意。論及於此的研究數量尚不甚多，卻提

出了有趣的觀察。其中，橋本敬司的〈被符號化的孔子〉

（記号化される孔子）是目前唯一以此專題為文的研究。39 

該文提出，與其問「誰是孔子」（孔子とは誰か），不如問

「甚麼是『孔子』」（孔子とは何か），因為從《孟子》到《荀

子》稱述孔子的變化看來，孔子不只是一個話語被引用的歷

史人物，更成為一種對話故事中的角色──說話人（語り

手）。作者認為此一角色不僅提示「孔子」在（孔子故事）

敘事中的作用，並且可以再擴大地用以探討先秦諸子的言

說。另外，Lionel Jensen 亦在〈古代敘事中孔子的起源：作

為歷史的比喻〉（“The Genesis of Kongzi in Ancient Narrative: 

The Figurative as Historical”）一文中，因戰國至西漢多樣的

孔子形象與孔子故事敘事，大膽地提出將「孔子」考慮為一

種「不固定的能指符號」（a free-floating signifier）。40  編者

Thomas Wilson 於導言中評述，認為讀者不必非得同意該文

將孔子視為一種「象徵的人造物」的說法，卻可以注意該文

對於將一種崇拜對象（icon）不假思索地視為具體事物之習

慣的挑戰。41  這些指出孔子在敘事中之符號性質的說法，以

 
39  橋本敬司：〈記号化される孔子〉，頁 137-150。該文的英文題名為 

“Confucius Who is Symbolized”。 
40  Lionel M. Jensen, “The Genesis of Kongzi in Ancient Narrative: The 

Figurative as Historical,” in Thomas A. Wilson ed., On Sacred Grounds: 
Culture, 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 of Confuciu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pp. 175-221; 
quoted in p. 214. 

41  Thomas A. Wilson, “Introduction,” in Thomas A. Wilson ed., On Sac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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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前述研究所討論的代言人角色，皆指涉著孔子論述中之

「孔子」與其人歷史真實脈絡的分離，並因而指向更抽象、

且更理論性地思考孔子論述中之孔子的作用。對於論述者所

論之「孔子」的性質與意義，遂可由此作更深入的探討。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對於戰國至西漢文獻中的孔子形

象，已經累積許多研究成果。不僅對於孔子形象的各面向作

出相當豐富的整理與分析，而且對於這些面向所展現的意

義，也有許多不同角度的思索。惟藉由現有的成果，也能夠

看到許多可以再拓展、追問的端緒，因而仍有待後續探討，

亦涵蘊本書踵繼之處。 

二、孔子故事的情節與內容 

這類研究主要探討戰國至西漢文獻中以孔子言行事跡為

主題之孔子故事的情節或內容。相關論述不在少數，惟視角

與著重點相當不同。根據研究者對孔子故事的性質定位，可

分為歷史事件、神話傳說與論述題材三類。 

（一）歷史事件 
這類研究將孔子故事定位為歷史事件的陳述，並考辨其

 
Grounds: Culture, 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 of 
Confucius, p. 28. 又，戴梅可（Michael Nylan）在其著作《幻化之龍》

中回應此說，認為「孔子」的意義是否如 Jensen 用語所指仍可商榷，

但也同樣指出了孔子在漢代已經具有多重角色，並非只是孔子其人而

已。See Michael Nylan, “Kong, the Uncrowned King,” in Michael Nylan and 
Thomas Wilson, Lives of Confucius: Civilization's Greatest Sage through the 
Ages (New York: Doubleday, 2010), p. 97.（該書中譯本為戴梅可、魏偉森

著，何劍葉譯：《幻化之龍：兩千年中國歷史變遷中的孔子》，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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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內容的真偽，亦即前文所謂「史實檢證」視角的研

究。由於是前賢治學重點，相關研究成果甚多。重要的集成

之作，有崔述《洙泗考信錄》與錢穆《先秦諸子繫年》。42

《洙泗考信錄》以孔子生平事件為綱，考辨相關言行事跡的

真偽。歷來對於孔子生平的考辨通常依於經籍說解，崔述卻

刻意以此為主題著書，是其開創之處。而《先秦諸子繫年》

雖然並非專為考察孔子生平資料所作，但書中共有二十六篇

關於孔子及弟子生平事跡的考證，大抵囊括了前人在這方面

詳加考辨、爭訟的主要議題，且較崔述之考證精平詳實，其

成果因而可以作為指標。前述史實檢證的視角會侷限孔子論

述研究的視野，但是史實檢證視角的研究成果對於孔子論述

研究仍有重要價值。因為那些含有造作之跡的故事情節，或

許正蘊含說者的孔子論述，而前賢所考便可指出此類造作之

跡，為孔子論述研究提示切入點與著力處。 

（二）神話傳說 
這類研究將孔子故事定位為民間文學中的神話傳說，並

根據民間文學研究的觀察重點，分析其中情節與角色的設計

安排。而研究者 為關注的兩個重點，一是情節安排與人物

設定背後的世俗心理，二是多版本孔子故事所呈現的類型化

發展。43 

 
42  崔述：《洙泗考信錄》，《孔子世家附洙泗考信錄》（臺北：藝文印書

館，1970）；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外一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

版社，2002）。 
43  群眾的世俗心理乃是民間文學有別於個人創作的基本性格，也是民間

文學研究的關切重點。而類型化的發展則是民間文學在形式內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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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相較，世俗心理的相關討論較多。如顧頡剛的一篇

短札〈孔子遇難；子路與張飛、李逵〉云：「凡是一個聖

人，照民俗心理，一定要度過許多難。……孔子之圍於匡

人，圍於桓魋，圍於陳、蔡大夫，亦是如此。……民俗的腦

中，見得聖人一定受災難，但一定有救星，不會死。這是一

個極普遍的方式。」44  而陳金文分析孔子故事，同樣指孔子

出生的傳說（野合而生）「並非是有意醜化聖賢，而恰恰是

民間沿用描述英雄或偉人出生時常用的敘事模式，將孔子的

出生傳奇化。」45  袁珂〈孔子與神話及民間傳說塑造的孔子

形象〉一文，則更進一步地將孔子崇高形象的由來，整體地

解釋為「以世俗各自誇張的心理，將孔子塑造為一個形體稟

賦俱異於人的人物」。46  雖然世俗心理尚不足以簡單化約孔

子形象的複雜成因，卻可以由此見出：戰國至西漢間所謂的

孔子論述，並不只是少數學者之間的討論，而具有比既有研

究預設更加廣泛的社會基礎與影響層面。這一點一方面提示

著孔子論述之研究題材的範圍可以更加擴大，不必侷限於二

三思想家或特定文獻（如邢義田《畫外之意：漢代孔子見老

 
特色之一，研究者將表現此特色的性質稱之為變異性，為民間文學的

四種主要特性之一。（參見譚達先：《中國民間文學概論（修訂本）》，

臺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頁 29、38。） 
44  顧頡剛：〈孔子遇難；子路與張飛、李逵〉，收入顧洪編：《顧頡剛學

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頁 276。 
45  陳金文：〈孔子「野合而生」乃民間傳說〉，《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

會科學版）》第 30卷第 4期（2004年 10月），頁 114。 
46  袁珂：〈孔子與神話及民間傳說塑造的孔子形象〉，《文學遺產》1995

年第 1期（1995年 1月），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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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畫像研究》，便根據漢代畫像石所見之史料，指出「孔子

見老子」這一故事在漢代的社會史意義）。47  二方面，也提

示研究者可以將整個時代或某文化群體之全體成員納入考慮

範圍，更加開闊地探討孔子論述的形成、發展、影響，甚至

進一步作出方法論的新思索。 

另一方面，孔子故事在人物、情節方面的類型化發展

亦為關注焦點。「類型化」（genre）是民間及口頭文學的重

要特徵，意指由某些相似的情節或人物角色，構成某種固

定的敘事模型，惟細部有所「變異」（variability）。48  而孔

子故事類型化的例子所在多有。故如陳金文《孔子傳說的文

化審美研究》一書49，便結合典籍文獻及當代的田野調查資

料，歸納整理出歷來孔子故事的類型主題。由此進言之，周

秦漢孔子故事的樣態符應於民間文學的特徵，又提示孔子故

事在當時流傳的動態過程。即，不同版本之孔子故事的差

異，可能並非只是無意中的傳聞異辭，而是由於當時人們將

部分情節或人物設定視為共同的固定模型，其餘便依照傳述

者的意見自由變異。然則，不同版本之眾多傳述者以何為共

通處，又於何處變異，便為探析箇中思慮的線索。研究者因

而有需要考慮多版本故事中固定與變異兩部分所內蘊的論述

者意見，並且更加注意下一類研究的觀點，即：將孔子故事

 
47  邢義田：《畫外之意：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研究》（臺北：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2018）。 
48  參見譚旭東：〈文學類型化探析〉，《中州大學學報》第 24 卷第 1 期

（2007年 1月），頁 42-44。 
49  陳金文：《孔子傳說的文化審美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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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某種共同的論述題材。 

（三）論述題材 
這類研究聚焦特定的孔子故事情節，探討論述者言說此

事的用意。孔子故事在此並不被視為歷史事件或神話傳說，

而是論述者刻意選擇、創造，以進行其思想論述的題材。此

一視角晚近方興，因此相關研究的數量及主題不如其他類型

的研究來得豐富。 具規模的論著為渡邊卓《孔子傳之形

成》（孔子傳の形成）第二編「孔子故事之思想史的研究」

（孔子説話の思想史的研究）50，該書之綱目顯示作者有意

整體探討戰國至西漢各類孔子故事所共同「塑成」的孔子生

平。惜該書為依照作者生前自訂綱目與已發表之相應文章所

編成的遺著，因此不少綱目的內文從缺，作者的整體構想亦

僅能由現有篇章窺見。至於其他單篇論著，則綜觀有兩大焦

點──孔子誅少正卯及孔子困於陳蔡──，各自採取不同類

型的研究取徑。 

「孔子誅少正卯」引起關注的原因，主要起於其情節內

容的非真實性。這則並見於《荀子》、《新語》、《淮南子》、

《史記》、《說苑》等書的故事沒有出現不同版本的異說，卻

有許多證據指其並非實事（參見前節註  14 引徐復觀的整

理）。近人因而開始分析其中所蘊含的傳述者思想。專題為

文者，有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

誅少正卯〉、夏長樸〈子為政焉用殺──論孔子誅少正卯〉

 
50  渡邊卓：《古代中國思想の研究──〈孔子傳の形成〉と儒墨集團の

思想と行動》（東京：創文社，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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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以及渡邊卓書中第二編之第二章「少正卯」（原以〈少

正卯──孔子説話の思想史的研究 その四〉為名發表於

《東方學》）。三篇文章都從故事文字內容析論傳述者的觀

點，並連繫至戰國思想發展的整體脈絡，惟取徑上又各有創

見。渡邊卓以《荀子》之文為本，將故事中孔子對何以誅少

正卯的解釋，比對《荀子》中的相關論說，並以戰國晚期的

社會、思想發展為輔，指出這則文字反映出荀子的刑罰觀。

徐復觀則是先分析孔子之言的思想傾向，指出「這是與法家

思想及專制政治有密切關連的故事」，並列舉《韓非子》中

其他關於誅殺與刑罰的故事比對互證；再則從用語、說法的

變異，尋繹各版本的發展脈絡，嘗試闡明：「一個故事的發

生，固然有其思想與時代的背景；但對於同一故事的觀點與

解釋，也會隨著思想與時代為轉移」。52  而夏長樸同樣自分

析孔子之言的法家思想傾向切入，再結合戰國晚期學術發展

的融合趨勢，指出：「雖然不一定能證實法家出自儒家，但

卻是戰國末期儒、法合流現象的一個具體的佐證」，是「戰

國末期荀學與法家合流的產物」。53  在以上各種取徑之中，

徐復觀之文以用詞序列「誅少正卯」故事之思想發展的做法

稍可商榷，因為誅少正卯故事正好涉及官名等歷史資料，可

供判定「部分詞語的」寫成時間，而且時間排序需要細密而

 
51  夏長樸：〈子為政焉用殺──論孔子誅少正卯〉，《儒家與儒學探究》

（臺北：大安出版社，2014），頁 87-124。 
52  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頁

286。 
53  夏長樸：〈子為政焉用殺──論孔子誅少正卯〉，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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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論證支持，然則此一研究方法（正如作者自云是「大

膽的嘗試」54）並不容易成立，也不容易推展至其他孔子故

事的研究。不過在此之外，上述三篇文章將這則故事與所在

文本之相關論說、相近學說之思想觀點、以及所在時空中之

思想史趨勢相結合，開展並定位「誅少正卯」故事的意義脈

絡，實為後續的孔子故事研究指出了重要且值得參考的三種

取徑。 

「孔子厄於陳蔡」的討論焦點則正與「誅少正卯」相

異。「厄於陳蔡」故事的文字及內容本身沒有悖於史實的證

據，問題在於此一故事在戰國西漢文獻中出現了許多不同的

版本。（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這些版本不同的故事因

之不可能全為真實記錄，故而引起研究者注意，加上新出文

獻中亦包含不同版本的陳蔡故事，致使近年出現不少相關討

論。綜觀所論，研究者的關注大致有兩個重點：一是各版本

的思想來源是否相同，二是各版本所共同展現的思想議題為

何。以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前一種譜系式關注的問題在

於，各版本的思想來源其實並不容易確切論證。主張系出一

源者，將內容相似的版本繫連起來，排出發展順序，提出頗

具新意的說法。55  但是戰國至西漢文獻寫成的時間先後已經

很難確定，要證明師承關係更非易事。即使不考慮戰國時代

 
54  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頁

270。 
55  李學勤：〈天人之分〉，收入鄭萬耕主編：《中國傳統哲學新論：朱伯

崑教授七十五壽辰紀念文集》（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9），頁

23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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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環境本無後人所謂師法家學，各版本所出典籍也並非

出自相同的思想家派。就此而言，如陳少明〈「孔子厄於陳

蔡」之後〉所云：「不同時代不同家派的學者，均踴躍參與

這個故事系列的創作」56，或如王中江主張源流問題難以遽

下定論57，應該更接近「厄於陳蔡」故事實際的發展狀況。

相較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後一種關注思想議題的研究。研究

者根據基本情節與共通內容，提引出「厄於陳蔡」故事所意

蘊的思想議題，並將各種同類型版本的變異，視為傳述者對

此議題的回應。如王中江〈《窮達以時》與孔子的境遇觀〉

一文58，便指出「厄於陳蔡」故事各版本的不同思路，並以

「境遇觀」一語標舉此一系列故事的共同主題。類似的切入

手法並見於于淑娟〈《韓詩外傳》的貧困考驗主題及其文學

價值〉，作者指出：「《韓詩外傳》中，有許多孔門弟子安貧

樂道的故事出現，形成了貧困考驗主題」59，該文雖以小說

敘事主題為研究方向，其研究路徑卻同樣呈顯出類型化孔子

故事中的思想議題。這種視角將共同故事情節視為不同論述

者（或傳述者）所共享的議題，不僅可以與前一類研究所指

出的類型化特徵相應，更可以為孔子論述研究開啟跨文獻的

 
56  陳少明：〈「孔子厄於陳蔡」之後〉，《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上

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 104-119；引文見頁 105。 
57  王中江：〈《窮達以時》與孔子的境遇觀〉，收入董平主編：《浙東學

術》第 1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頁 99。 
58  王中江：〈《窮達以時》與孔子的境遇觀〉，頁 92-114。 
59  于淑娟：〈《韓詩外傳》的貧困考驗主題及其文學價值──兼論孔門弟

子的安貧樂道形象和故事演變〉，《蘭州學刊》2006 年第 7 期［總 154
期］（2006年 7月），頁 85-88；引文見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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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路徑，而有待更多的探索。 

另需補充者為，在以上三類研究成果之外，並有研究者

以敘事學分析的角度切入，將這類文字提稱為「孔子敘

事」。如李隆獻〈先秦漢初雜家文獻中的「孔子形象」〉一

文，便藉由分析及並比敘事手法，探討《呂氏春秋》及《淮

南子》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及其特色，既以敘事學拓展分析孔

子故事的方法，且由探討敘事者安排而將孔子故事連接至孔

子形象塑造，為孔子形象研究轉入孔子論述指出一種可待開

展的後設視角。60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對於孔子故事的研究，雖仍處於開

端，且不若前一類孔子形象研究的數量之多，但是其中多種

出於不同視角、觀點、取徑的研究成果，卻為孔子論述研究

提供了尋繹論述者意見的多樣線索，並且可以展現在現有孔

子形象與孔子地位研究中不易看到的側面。孔子故事因而值

得研究者進一步探索與追問，並與孔子形象、孔子地位的研

究成果相結合，更完整地呈現戰國至西漢的孔子論述。 

三、孔子地位的稱號與變化 

這類研究主要探討周秦漢之際孔子地位的變化，並聚焦

在相關論述中的關鍵稱號──「聖（人）」與「素王」。前者

自戰國時代便備受討論，後者則是漢儒用以尊崇孔子的主要

說法，遂成為探討孔子地位（及地位變化）的兩大切入點。

這類研究的設題範圍與前兩類的情況略有不同。因為聖

 
60  李隆獻：〈先秦漢初雜家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政大中文學報》第

29期（2018年 6月），頁 12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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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素王二詞皆自有其豐富的意義脈絡與牽動其他論題

的重要性，本身可以自成論題，所以許多相關論著是逕以關

鍵詞為題，未明示為孔子地位研究。惟細究問題意識與內

文，研究者在討論時確實意識著此間存在某種論述者加於孔

子、欲以改變孔子地位的意見，並且由此提出某種屬於孔子

論述研究的觀察，因此以「孔子地位」設題的論著雖不如

「孔子形象」之多，實際上卻有不少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 

從問題意識及取徑分析，這類研究大致上有一共同的疑

問：孔子何以得此地位？（亦即，何以將孔子塑造為聖人或

素王？）而在此共同的關切之下，又可以分為兩種取徑。一

種是，研究者扣住該關鍵詞的詞義，以一套既有的理論架構

解釋孔子地位的成因，並說明其發展過程。如李冬君《孔子

聖化與儒者革命》，便在劉澤華所提出之王權主義的理論架

構下，以「聖化模式」與「王道二分」論析聖人說與素王說

的發展及目的。至於另一種取徑則是，研究者先將該詞彙置

於某種可以連繫至特定論述者的背景（如某一文本或某位學

者），再將孔子的地位問題連結到該背景所可能延伸的意義

脈絡。如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便依據董仲舒之公羊學，

指出將孔子說為素王，可以「使《春秋》帶有體現天意的神

聖性」61；伍振勳〈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

家》析論〉則是根據《史記．孔子世家》的情節安排，分析

司馬遷「將孔子生平塑造為神聖典範」的方式與用意。62 
 

61  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 167。 
62  伍振勳：〈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家》析論〉，《清華學

報》第 39卷第 2期（2009年 6月），頁 227-259；引文見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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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言之，由研究者所推展的意義方向，又可看到這類研

究的兩點內在關切──儒家的政治定位、以及漢代的典範塑

造。前者可以諸家對素王說的討論為例。關於董仲舒以孔子

為素王的用意，目前學界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或云是儒生為

了鞏固儒教地位──如淺野裕一《孔子神話》認為，孔子不

遇而終的歷史事實，是儒家德治理論無法落實於現實政治的

重大破綻，因此後來的儒者開始建構孔子為素王之說，用以

填補理論的缺漏。63  或云是西漢公羊學欲以《春秋》指導漢

朝政治的理論基礎──如黃開國指出，若孔子受命於天，則

「孔子著《春秋》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著書立說，而是受命

改制，是天意的體現」。64  或云是為了制衡君權──如馮樹

勳〈董仲舒從師到素王的心結〉認為，由於儒生的王者

「師」地位下降為「臣」，「為了作出一定的抗衡，董生試圖

把孔子和《春秋》的地位提高，於是便引生了孔子為素王之

說」。65  或云是為了與政統對立，突出道統高於政統──如

李冬君《孔子聖化與儒者革命》認為，西漢儒者欲「使王與

道相對二分，政歸於王，而道歸於聖」，因此「董生堅信素

王為帝王立法，堅信道統高於政統，此儒術所以獨尊」。66 

眾說雖各有不同，綜觀卻都圍繞著儒家如何在漢政中立足、

 
63  淺野裕一：《孔子神話：宗教としての儒教の形成》（東京：岩波書

店，1997），頁 44-48、318-319。 
64  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頁 167。 
65  馮樹勳：〈董仲舒從師到素王的心結〉，《陰陽五行說的階位次序──

董仲舒的儒學思想》（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頁 268。 
66  李冬君：《孔子聖化與儒者革命》，頁 20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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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如何使道、政共處。這個涉及道、政關係的關切本就是

思想史中的一大課題，學者聚論遂理所當然。惟換個角度來

說，這些聚焦「素王」的論著，不啻提示孔子論述之於儒家

政治定位問題的重要性。 

與此相關聯的另一意義方向是典範的塑造。因為在尋找

定位的同時，整個時代也縈縈牽念於重修秩序與建立典範。
67  尤其漢家尊經以後，孔子的身分位階便與五經的正典地位

互相糾纏。學界目前的討論已及於此。如吳悅禎《先秦兩漢

孔子形象演變之研究》便認為孔子的「權威」地位與五經

（乃至儒生）的地位相生互成：「今文學家為了抬高孔子「素

王」的地位，故而鞏固經典（尤其是《春秋》）的權威，再

借解釋經典以自重，進而捍衛孔子於至高的地位而不墜，復

以詮釋經典的權威性確立並鞏固今文家的政治地位及力量，

 
67  在政治方面，如陳蘇鎮所指出：「如何認識和確定『漢道』，是漢朝統

治者思考了四百餘年的問題」；所謂「漢道」，即一種可以恆守的「治

國治天下之道」。（說見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

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0，二版；引文見頁 2。）而在學

術思想方面，不僅經學的推尊是西漢一代的重大事件，並且尋求某種

具神聖性的典範文本，其實可以考慮為一種時代性的思考。普鳴

（Michael Puett）〈聖境的誘惑／早期中國神聖書寫的興衰〉便指出：

西漢時代「聖人創造連結天境與人間（Heaven and Earth）的文本，並

以之作為給後世的指南」的說法，其實不只專屬孔子。（See Michael 
Puett, “The Themptations of Sagehood, o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agely 
Writing in Early China,” in Wilt L. Idema ed., Books in Numbers: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2007), pp. 23-47; quoted in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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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反覆循環加強」。68  而前引伍振勳文則明以「典範」為

說，指出《史記》聖人敘事的情節脈絡不僅「將孔子生平塑

造為涵蓋政治事功、文化精神、政教律法的神聖典範」，且

因以「確立漢代以『六藝』為神聖正典的政教規範。」69  只

是，漢儒此番推昇的基礎為何？有何考慮？是否成功？皆仍

有待繼續追問。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對孔子地位問題的探討，已深刻觸

及戰國至西漢思想史的重要議題。只是或將孔子論述置於印

證某種既有觀察或理論架構的附從地位。當孔子論述成為主

角，是否可能從新的側面展現不同圖景？尤其，如目前研究

成果所示，孔子地位問題與周秦漢的歷史脈絡牽連甚深，更

涉及政治秩序的建構。孔子論述本身所推演出的思想史脈

絡，遂值得投注更多考慮與探索。 

以上簡要地分類及述評了目前與孔子論述研究相關的研

究成果。除了呈現近年研究動態及進展之外，也指出可資借

鏡與開展之處。既有的討論雖常被打散在不同的主題下進

行，但是近年學界的關注與探討日廣、日深、日專，適足展

現周秦漢孔子論述的重要性與可能性，而本書亦將由此續作

推進。以下，則就本書所採取的研究範圍、方法、架構等作

相關說明。 

 
68  吳悅禎：《先秦兩漢孔子形象演變之研究》，頁 193。 
69  伍振勳：〈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家》析論〉，頁 253、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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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相關說明 

本節將分三部分說明本書的研究設計：「研究範圍」，說

明本書的研究對象、時間斷代、及文獻範圍的畫定與分層；

「研究方法」，說明本書所參照之方法論，並藉以說明本書整

體的視角；「章節架構」，則從三個角度說明本書的結構安

排。 

一、研究範圍 

說明本書的研究範圍前，首先需要界定本書的研究對

象。如前文所言，孔子論述即論述者藉著塑造孔子形象、地

位所表達的意見、觀點、思想。此間，「孔子」是被論述的

對象，而非論述的主體。換言之，本書所要研究的對象，不

是孔子的思想，而是言說「孔子」者的思想；本書研究中所

關注的「孔子」，亦不是生於春秋晚期的孔子其人，而是在

戰國至西漢晚期之間眾人言說中的「孔子」。本書第二章將

指出，「孔子其人」與「眾人言說中的孔子」二者之間的意

義區隔，隨著戰國孔子論述成形而愈趨清晰。二者因而雖非

無關，卻並不等同。為便於讀者理解，本書在戰國中晚期以

後的討論中，將使用不加引號的孔子或孔子其人表述前者，

並以加引號的「孔子」表述後者。至於無法清楚區分的情

況，論及春秋至戰國初期孔子論述未出現及成形之初時，概

以前一種方式提稱；論及戰國諸子的議論及戰國中、晚期以

後的發展時，則視情況兩種方式並列、或另作說明。 

據此，本書所討論的具體對象（文獻材料）為以下三

種：對於孔子的稱道（褒貶或評論之辭）、對於孔子事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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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述（孔子故事）、以及對孔子之言的引用。其中，第三種

材料的納入需作說明。因為將引述孔子之言的段落視為孔子

論述，可能會引起疑問──是否認定該段文字並非真為孔子

之言，而是後人所造？如前所述，本書不擬專題考辨真偽問

題，而第三種材料在本書中的作用，亦不在於呈現孔子說了

甚麼，而是說者如何說「孔子」。換言之，本書將說者的引

用視為一種取捨、判斷後的行為，並關注說者如何、及為何

引用。例如引用孔子之言佐證說者自己的意見、引用孔子之

言以代替說者評論、或者引用孔子之言並加以批評等等，這

些不同的做法本身實即內含說者對於孔子的不同意見，而不

必關乎所引述的內容是否為孔子本人所說。這種取徑的侷限

是將略於指出說者是否承襲或改造孔子的真實言論。不過，

在「言公」以及思想會通的時代風氣下，所謂的承襲或改造

其實本就不容易釐清，相關考辨甚至因而易於滲入研究者自

身所認定的孔子形象與地位。因此換一個角度來說，這種做

法的長處便是可以不必割捨引述之舉所提示的孔子論述線

索，卻又能夠在進行大範圍的討論時，更加聚焦於說者意

見，不必橫生枝節。 

其次，本書討論的時間範圍，始自春秋戰國，斷至西漢

晚期（昭、宣、元、成年間），並統名為「周秦漢之際」，俾

使更有效地聚焦西漢尊孔論述的前後脈絡，以及孔子論述在

易代轉型之際的發展。西漢一代，一般分為高、文、景之前

期，武之中期，昭、宣、元、成之晚期，乃至哀、平之末

期，所面對的政治情勢等問題各有不同。之於孔子論述，西

漢中期及西漢末期是兩大重點。前者有董仲舒集大成的尊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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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自此提引出孔子在政治場域中的特殊意義。後者則既

有以孔子為感生聖王的讖緯之說日興，又有尊周公的王莽竄

起。至於西漢晚期，則是鉸接前後兩個時期，既為西漢中期

的後韻，也發西漢末期的先聲。本書基於前者而下探西漢晚

期，至於其為先聲的一面、乃至西漢末期的新發展，將俟後

另論。 

由此，本書所論涵蓋戰國至西漢晚期相關的典籍文獻。

處理上則區分為以下三層：整體性、一般性的觀察（所謂當

時普遍意見、一般共識等），乃綜合觀照戰國至西漢晚期的

傳世與新出文獻。70  進則，選定重要典籍或思想家派為基本

座標，包括：戰國時代的《墨子》、《孟子》、《荀子》、《莊

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及西漢時代的陸賈《新語》、

賈誼《新書》、《韓詩外傳》、董仲舒《春秋繁露》及〈賢良

對策〉、劉向《新序》及《說苑》、小戴《禮記》。71  至於敘

 
70  新出文獻中的孔子故事有：郭店簡〈窮達以時〉、上博二〈民之父

母〉、〈子羔〉、〈魯邦大旱〉、上博三〈中弓〉、上博四〈相邦之道〉、

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君子為禮〉、〈弟子問〉、上博六〈孔子

見季桓子〉、上博八〈顏淵問於孔子〉、上博九〈史蒥問於夫子〉。

又，上博八〈子道餓〉，整理者原認定為陳蔡故事，但後來研究者一

般不作此解，故暫排除。 
71  此處需補充說明者為，基於廓清本書論述脈絡的考量，《淮南子》與

《大戴禮記》雖具重要性，卻只提供整體觀照基礎，未列為討論座

標。《淮南子》黃老道家視角的孔子論述值得注意，但是該書在歷史

或學術史上皆與西漢官方有一定程度的相對性，因此有必要與儒家的

尊孔論述脈絡區別，俟後另作考察。至於《大戴禮記》，雖然成書時

間與小戴《禮記》相近，且亦收有許多孔子故事，但是相較之下，小

戴《禮記》較適宜觀察尊孔論述的後續發展。至於小戴《禮記》較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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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類文獻──包括《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

《漢書》，以及較近於實錄的《論語》──，則隨文釋義，即

視各段文字內容，決定應視為史料（如《左傳》之記孔子

卒 ）， 或 用 以 觀 察 作 者 的 孔 子 論 述 （ 如 《 史 記 ． 孔 子 世

家》），抑或視為對某位人物之孔子論述的記錄（如《漢書》

所錄之董仲舒〈進賢良對策〉）。 

並需說明上述安排中的兩點考慮：一是，本書對文獻時

代的判定，著眼該文獻對於某一時代之孔子論述的代表性，

而非著錄時間。因此，雖然《韓詩外傳》、《新序》、《說

苑》、《禮記》等書所收錄的孔子故事多有傳自戰國時代者，

但是本書仍將這幾部典籍置於西漢時代討論。因為，編者選

錄大量孔子故事編成該書，是西漢時代的事件。其取捨、著

錄的行動本身，實即一種當下原創的孔子論述。 

再者，本書選定討論座標，是為了便於對照既有的思想

史脈絡，並在此基礎上梳理出孔子論述的發展脈絡。這使得

本書將顯得略於照顧戰國文獻本以篇行的特性，以及近年備

受討論的新出文獻。所謂戰國文獻本以篇行，是前輩學者早

已指出的基本認知。近年且有部分學者據此反省司馬談〈論

六家要旨〉的家派框架，認為簡化了戰國學術的複雜發展。
72  只是此說縱為深識，卻尚不適用目前的戰國孔子論述研

 
宜的原因，詳見本書第五章第二節針對該書所作的討論。 

72  相關的討論情況，可參見柯馬丁的簡述。柯馬丁（Martin Kern）著，

劉倩譯：《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5），頁 151-152。不過，戰國晚期本有思想交融的情況，司

馬談說屬於學術史上的分類，不必泥為後世門牆各別的學派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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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因為前述反省其實也奠基於既有的學術史框架，只是修

正、商榷其中邊界。而戰國孔子論述卻仍待建立框架，梳理

紛然多元的表面樣態。就此而言，戰國孔子論述的研究，目

前仍不能脫離提供定位與意義脈絡的學術史座標。至於以篇

單行、且呈現戰國混融學風的新出文獻，既然不宜統括地

「自成一家」，與其他既有家派並立，遂亦不免隱於本書的整

體性觀察中，未能個別顯題。此為取徑上的限制。為衡偏

隅，本書並不預設同部典籍之不同篇章必出一人之手，且留

意指出一部典籍中有不同意見的情形。而個別新出文獻若有

針對特定孔子論述議題的特殊觀點（如〈窮達以時〉之於孔

子困窮），本書也將在正文或附註中指出，以備讀者參考。 

二、研究方法 

為因應各時期孔子論述的特性，本書具體研究取徑將於

各章簡述。以下則針對本書整體所採取的視角，作方法論的

說明。 

本書的研究視角，主要借鏡於劍橋學派所主張的語境主

義（contextualism）方法論。73  簡要地說，語境主義方法論

 
73  語境主義之方法論，可參見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著，任

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言語行動的詮釋與理解〉，俱收

入丁耘編：《什麼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95-
135、136-165；昆廷．斯金納著，孔新峰、康子興譯：〈文化詞典之觀

念〉，收入許紀霖編：《啟蒙的遺產與反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2010），頁 108-124；並可參見昆丁．史金納著，蕭高彥編：《政

治價值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楊貞

德：〈從論述看歷史――波卡克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轉向自我――

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上的個人》（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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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將言說視為一種出於說者特定意圖，並回應其所處之特

定時空（語境）的行動；因此，在理解某種言說（如文本）

時，便應該掌握說者希望自己的言說如何被其語境及聽者所

理解。史金納（Quentin Skinner，或譯斯金納）〈觀念史中

的意涵與理解〉云： 

理解文本的前提在於掌握文本試圖傳達的意涵，以及

希望這一意涵怎樣被理解。為了理解一個文本，我們

至少必須理解考察對象的意圖，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意

欲的溝通行動（intended act of communication）。這

樣，我們在研究這些文本時所要面對的問題在於：這

些文本的作者身處特定的時代，面對特定的讀者群，

他們通過自己的言論實際要傳達甚麼。74 

而所謂「特定的時代」對於文本及理解文本的重要性在於： 

任何言說必然是特定時刻特定意圖的反映，它旨在回

應特定的問題，是特定語境下的產物，任何試圖超越

這種語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75 

這兩段文字清楚指涉本章初始所謂「孔子論述研究」的兩個

重點：關注說者的意圖為何，以及在語境中看言說的意義。

史金納等人提出此說的重要目的，即反思是否真存在一種無

視說者意圖與時空環境，而能夠恆久地維持相同意義的哲學

 
2009），頁 49-82。 

74  昆廷．斯金納著，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頁 132。 
75  昆廷．斯金納著，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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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此一反思所蘊含的觀點與孔子論述研究的起點正可

相應──是否真存在一位意義恆定的孔子？抑或，孔子會在

不同時代、不同意圖的說者口中，展現不同的樣貌與意義？

就此而言，語境主義雖然與孔子論述研究的文化背景脈絡相

異，但在旨趣相通的提問與著重下，語境主義方法論其實相

當適合作為孔子論述研究的基本視角。 

由此，本書借鏡語境主義方法論之處，主要為其所提出

的兩個視角：其一，即理解文本時，著重於說者「試圖傳達

的意涵，以及希望這一意涵如何被理解」。採取此一視角的

原因並不在於要使「作者復活」，而是為了對應孔子論述這

一研究對象本身的性質。因為，任何所謂呈現某人形象與地

位的言說，在意義上都要求說者思考「如何被人理解」，甚

至是「如何被多數人理解」。一套不被人理解、接納的形

象、地位論述，無論說者以多麼複雜精密的論證加以建構，

都沒有達成其論述目的。換言之，孔子論述的言說本質，就

是試圖傳達某種說者希望被人理解的意涵。語境主義的關

注，因而適足用以探問孔子論述的言說。至於如何探問？如

史金納所言，線索即在說者所身處的時代及所面對的聽

（讀）者。舉例來說，同樣是宣揚財富之危險的言論，說者

在富裕抑或貧困的時空、面對的是苦行僧抑或清教徒，這些

脈絡性線索會呈顯出說者在言說當下的特定意圖。本書以下

的討論因而將會格外注意下列問題：說者意見與當時一般共

識的比較、說者意見對其所處時空之重大問題的回應、以及

說者針對其他論說的回應與往來；並進一步透過這些問題，

思考論述者希望在其所處時空、對其所面向之人物，塑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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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樣的「孔子」，其論述又具有何種欲施加於該時空與聽

者的意圖。76 

其二，本書將「孔子論述」的性質，界定為一種「特定

語境中的言說行動」，因為： 

任何認真的言說者在言說（saying something）的同時

也在行事（doing something），行事是透過言說實現

的。77 

此界定可以建立孔子論述中說者意見（思想）、言說行動與

歷史脈絡（語境）的連結，亦即前後二者得以互動的中介。

藉此，本書一則將向為重要參照的歷史背景，確立為孔子論

述內在（因其性質所需）的外部因素，二則著重抉發孔子論

述於其所處時空的行為（行動）意義，由此推進、開顯周秦

漢孔子論述的意義面向。進則，本書亦因此留意於此言說行

動中的互動情況──不只是論述者與其時空，且及於論述或

論述者之間。之於周秦漢思想，探討論述互動的嘗試別具重

要性。近年研究已多言及戰國思想走向會通融合並下啟漢代

思想的發展，一般卻仍傾向點狀思考戰國諸家學說，並在論

述中分立地呈現；前述孔子形象研究的現況便是如此。但

是，各種同題異旨的類型化孔子故事，提示著一條思考的線

索：即，所謂戰國學者的互動，未必得要侷限為人物相會或

 
76 

一體兩面地，這種做法將較為略於關注孔子論述對於說者自身思想體

系的意義與作用。不過該視角已見於近年分析個別典籍之孔子形象的

豐富論著，且既有成果亦內在於本書的討論之中。 
77  昆廷．斯金納著，任軍鋒譯：〈言語行動的詮釋與理解〉，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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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與問學，說者藉由變異語境中已有的孔子故事，表達自己

與原版本不同的意見，同樣也是一種回應的行動。孔子論述

由此遂得跨越學說脈絡的隔閡，呈顯為共同的言說行動主

題。在孔子論述的脈絡中看諸子異說，而非在諸子各自的脈

絡中看其孔子論述。 

不過，需附帶說明一個本書與語境主義方法論略有不同

的觀點。語境主義作為一種關注歷史文本的方法論，其所謂

的「語境」實即「歷史語境」，並且由於（線性時間觀之）

歷史時空當下即逝的特性，語境主義學者根本地質疑「超越

語境」的觀念。而本書以下所謂的「語境」一般亦仍指歷史

語境，不過，並不排除孔子論述之議題或「孔子」之意義的

部分脈絡跨越語境的可能性。因為就孔子論述來說，其相關

的言說將可能藉由文本的載述而自成一種「經典內部的語

境」。這種語境將因為由當時人們的意見所組成而具有時空

性，也因為載於文本而可能在歷史中傳承，與不同時空的說

者分享其意義。特別是西漢中期以降，五經成為權威文本之

後，依附於經解的孔子論述或將更加具有跨語境的力量。由

於是孔子論述本身的特性，本書因而需對語境主義方法論中

無法超越語境的觀點有所保留。 

三、章節架構 

本書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為四章。依序為： 

第二章 戰國孔子論述的形成──並論孔子論述研究的

基本面向 

第三章 「孔子」的身分──戰國孔子論述中的學政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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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問題 

第四章 尊「孔」的意義──秦至西漢中期的孔子論述

重構 

第五章 皇權的回音──西漢中晚期孔子論述的道、政

調處 

這四章在時間上可分為相接續的兩部分。第二、三章探

討戰國時代的孔子論述，第四、五章則循前章脈絡探討秦至

西漢晚期的孔子論述。（第四章聚焦秦至西漢中期，第五章

論西漢中、晚期。）冀以整體呈現孔子論述在周秦漢之間發

展的變化與延續。 

內容上，第二章別於其後三章，總論戰國孔子論述全

景；以其為基礎的「『孔子』的身分」、「尊『孔』的意義」

及「皇權的回音」三章，則延伸所見線索，聚焦本書論題，

分別探討周秦漢之際針對「孔子之政治身分」的論議緣起、

論述建構、及後續調整。 

此外，本書並以第二章的討論作為例示，嘗試建立一種

孔子論述的研究進路。如第二章的節副標題──「符號意義

的衍生」、「概念交涉與議題形成」、「詮釋活動性質的呈

顯」──所示，此一進路可以分為三部分：其一，藉由歸納

說者所預設的「孔子片面」（主要的關注面向），探討「孔

子」一名在其所處語境中所具有的象徵意義；其二，分析說

者在論述時援以與「孔子」一名作意義連結的概念（如戰國

之「聖」、西漢中期之「天」），藉此探討說者在其言說行動

中所關切的議題，以及所表達的意見；其三，探討孔子論述

在其所處語境中作為一種言說行動的特質，進而思考「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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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對其所處語境的作用與意義。第四、五章的討論基本

亦循此進路，惟為了因應西漢語境的不同樣貌，增強了對於

時空背景的梳理。此一進路對於各種不同時空之孔子論述的

適用性仍有待拓展，冀能藉此開啟更多討論，使各種不同的

孔子論述能在系統性的討論中分別呈顯、亦能互相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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