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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是否符合历史真实的问题 !

伪书中 " 固然有内容出自后
人虚造 " 所以常常不合史实
的情况! 但是如果后人在作伪
过程中 " 选择了可信的史料 "

本着如实的态度创作内容" 那
么则伪书里也可能存在着与历
史真实相合的内容! 相反" 一
本作者明确 # 年代归属清晰 "

内容未经后人改动的书籍也有
可能会因为作者虚构 # 失察 #

讳言等诸多原因记载了不符合
历史的内容!

$孔子家语%相鲁 & '而
西 方 之 诸 侯 则 焉 ( 一 句 "

$家语疏证 & 辨析云 ) '案
*西方+" $史记& 作 *四方+"

是也! 肃但求异于一字" 改为
*西方 + " 而注云 ) *鲁国在
东 " 故西方诸侯皆法则 +" 亦
太近纤 ! 司马贞 $史记索隐 &

反据以为说" 何也,( $史记&

称 '四方 ( 是泛指 - $家语 &

因鲁国在东 " 故曰 '西方诸
侯 (" 亦通 ! 两者小异 " 应属
于记载异辞" 完全不影响读者
对于文意的把握! 司马贞 $史
记索隐 & 云 '$家语 & 作 *西
方+(" 同时引王肃注" 不过取
相近记载发明 $史记 & 之文 !

而孙志祖认为此处经过改动 "

不足以补正 $史记 &" 从而将
书籍之伪与内容记载之伪等同
了起来!

不仅如此" 如果我们进一
步观察清人的疏证" 便可发现
他们判定 $家语& 不可信" 往
往缺乏深入的考辨" 只是简单
利用经籍的权威性来得出结
论 ! 如 $家语 & '孔子之楚 (

至 '无祭者乎( 一节" $家语
证讹 & 云 ) '本 $说苑%贵德
篇 & ! 圣人之祭 " 何等郑重 !

乃欲以弃粪壤之物受之" 以进
祖考 " 何以为圣人 , 不经尤
甚 !( 范家相以 $家语 & 记孔
子受腐鱼以祭祖的行为与经书
所见孔子态度不合" 便认为不
可相信! 其实" 经书中孔子形
象及其思想是否符合历史的本
来面目 " 是一个需要慎重探
讨# 仔细研究的问题! 而 $家
语& 中孔子的行为与其对待祭
祀的郑重态度是否完全冲突 "

也是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范家
相对这两个问题避而不提" 简
单地认定 $家语& 所记 '不经
尤甚 (" 实际上是以经籍的权
威性作为 '信( 与 '不信( 判
断标准! 又以前举 '而西方之
诸侯则焉( 而论" 即使有些极
度简单的疏证从表面上看仅止
于辩驳异文而无甚深意" 但是
细思之下" 似乎仍不难发现其
中所表现出的经学思维方式 !

此处 $史记& 虽不是经籍" 但
早已经典化! 清人多称史迁著
书上继 $春秋 & " 深于义法 "

考信必于六艺 " 叙事多本经
传 ! 又谓作 $孔子世家 &" 乃
据素王之说" 推尊孔子" 下笔
曾反复斟酌以尽善 ! 是故 "

$世家 & 之语相较于 $家语 &"

仍有着类似经籍的权威性" 不
可轻改!

因此 " 清人的疏证工作 "

实际是由论证 $家语 & 是伪
书" 进而否定其内容记载的真
实性" 而他们的判断标准和思
维方式却是利用经籍的权威性
来勘验 $家语&! 在这过程中"

由古书辨伪到史料甄别再到与
权威经籍相勘验" 问题被置换
了两次! 所以说范家相们疏证
工作的实质是一种经学活动 "

其最终目的是想要说明传世
$孔子家语 & 不合于深具大义
的经籍文献" 不具备充当经学
证据的资格!

乾隆时期形成的 '$家语&

王肃伪作 ( 的观点是 $家语 &

伪书说的第三种形态! 其核心
乃在于强调王肃改易材料" 伪
造 $家语& 全书" 因此其书内
容不值采信 ! 晚清近代以来 "

疑古风潮逐渐兴起并大盛" 疑
古派接受继承了清人的观点 "

这使得 $家语& 在文史研究领
域长久地被弃掷不道! 但现在
看来" 清人的疏证并不是客观
的文献辨伪活动" 而其最终目
的乃在于消解 $家语& 作为王
肃经学立论依据的合理性!

回
顾 $家语 & 辨伪在历
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

可以发现有关此书真伪的争议
总是同与之有关义理的争议相
伴相生 ! 不论是马昭的 '增
加( 说" 还是王柏的 '王肃编
$家语 &" 托名孔安国 (" 抑或
是 清 人 的 '王 肃 伪 作 $家
语&(" 这些不同形态的伪书说
产生的背后都指向了相似的目
的" 即辨伪者以辨书籍之真伪
为名行辨义理之醇疵之实! 换
言之 " 他们预设了真 $家语 &

必然是孔门的传而极富精醇义
理的前提 ! 而这又非为质疑
$家语 & 者所独享 " 除开王肃

取之以为 '圣证( 外" 称颂此
书价值者历代不绝! 在儒教立
国的时代里" 一般士人要摆脱
意识形态的干扰" 将这本名字
带有 '孔子( 二字的书籍本身
的真伪与义理的醇疵两分看
待 " 实在是一个艰难的考验 !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尽管在清代
也有清醒者 " 如陈士珂发出
'周末汉初诸子 " 其称述孔子
之言" 类多彼此互见" 损益成
文" 甚至有问答之词" 主名各
别" 如 $南华& 重言之比" 而
溢美溢恶" 时时有之! 然其书
并行" 至于今不废" 何独于是
编而疑之也( .陈诗 !孔子家

语疏证序 "/ 的诘问 " 却和者
寥寥- 甚至其有意彰显诸书互
见文字" 以示 $家语& 内容有
源有本的 $孔子家语疏证& 也
长期被视为辨伪专著" 而备受
误解!

近代以来" 以经学为中心
的传统学术体系的解体和以文
献史料为基础的现代文史学术
体系的建立" 使得客观探究书
籍的真伪性质及其形成过程成
为可能! 而近几十年间" 随着
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 $儒家者
言 &# 安徽阜阳双古堆

!

号木
牍等一批与传世 $家语& 相似
材料的出土" 学界开始重新审
视传世 $家语 & 之真伪以及
'王肃伪作 $家语 &( 的问题 !

研究者们一方面意识到出土材
料的发现可以证明传世 $家
语& 与诸书的互见内容可能并
非简单的承袭关系" 而是一批
共有的文本" 他们可能存在某
个共同的源头" 却经历了更为
复杂的演化过程! 因此" 传世
$家语& 应当可以脱去 '伪书(

的帽子" 而进一步考虑孔安国
编纂此书的可能" 及其在儒学
上的意义与价值! 而同时" 研
究者发现" 与出土文献# 乃至
$说苑 & 等书相比较 " 传世
$家语 & 文本上存在着大量后
代生成的痕迹" 因此证明传世
$家语 & 文本生成和定型的时
代更晚" 传统上以王肃为作伪
者的意见似不宜轻易放弃!

以上两方面的看法都有其
合理性" 但也依然存在着局限
性 ! 英 国 历 史 学 家 埃 尔 顿
.

"#$%%&#' () *+,$-

/ 说 ) '历
史研究并非对过去的研究" 而
是对过去的当前痕迹的研究 -

如果人们所说# 所想# 所做以
及所经历的事情没有留下任何
痕迹" 那么这些事情就好像从
来没有存在过! 至关重要的因
素是当前的证据" 而不是过去
的存在这一事实- 从严格意义
上来说" 那些没有材料来回答
的问题并不是问题 (" '历史
学家的方法有时促使他依据消
失之物周围仍然存在的事物来
重建它! 不过限制依然是重要
的 " 在 实 践 中 尤 其 如 此 ! (

.!历史学的实践 "/ 分辨传世
$家语 & 真伪的疑难在于 " 一
方面除了 $汉志& 中二十七卷
的著录外" 我们无法找寻到更
多的 $家语& 在汉代流传的线
索" 因此无以传世 $家语& 即
汉代流传之本 - 而另一方面 "

比较分析的方法能找出文本演
化的痕迹" 却无法说明这些痕
迹源自王肃! 以当前的证据与
方法 " 既然无法解决这一争
议"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暂时将
其搁置" 而选择一条更为超脱
的路径!

在过去" 像 $家语& 这类
早期古籍的真伪问题之所以会
产生" 引得人们纷纷讨论" 实
源于人们对于书籍著作权的一
种粗略认识" 即一本书应该有
明确的作者" 可考的创作年代
以及稳定的文本内容 ! 但是 "

这样的观念往往只能反映后世
个人的著述体例" 用以匡范先
秦至汉代形成的一批早期古籍
则力有不逮! 由于出土文献的
不断增加以及研究的渐次深
入" 学者已经意识到早期古籍
的形成往往需历经一个长期而
复杂的过程! 在这期间" 它的
内容的创作者可能不止一人 "

文本# 篇章# 编次都不是很固
定- 从最早的面貌到最终定本
的产生之间" 古书可能经过了
多次整理 ! 所以 " 以往那种
'真 ( '伪 ( 二分的判断标准
并不适合用来说明早期古籍的
性质" 因而对这些古书著作权
的追问 " 应当转换成对其形
成# 编纂# 流传过程的一种历
史的动态的把握! 事实上" 利
用相似的互见材料对 $家语 &

进行严谨细致的文本分析" 探
索其形成与演化" 已成为了当
前 $家语& 研究的重要方向!

有出土新材料以供利用 "

现代人得以比古人更加幸运 -

能够剥离义理的判断而客观分
析文本" 现代人可以比古人更
加明晰 ! 由此以拾级 " $家
语& 的悬疑或将逐步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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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卫城博物馆的珍宝

展期 !

./!0

年
!

月
!!

日*

.1!0

年
2

月
0

日

地点!上海博物馆大堂

#

欧亚衢地! 贵霜王朝

的信仰与艺术

展期 !

.1!3

年
!.

月
.4

日*

.1!0

年
5

月
!0

日

地点! 上海博物馆第三

展厅

#

巡回展览画派 !俄罗

斯国立特列恰科夫美

术馆珍品展

展期 !

.1!3

年
!.

月
!6

日*

.1!0

年
5

月
2

日

地点! 上海博物馆第二

展厅

#

航行! 塞尔维亚当代

艺术之旅

展期 !

.1!3

年
!.

月
!

日*

.1!0

年
5

月
5!

日

地点!中华艺术宫
.!

展厅

#

学院与沙龙!法国国家

造型艺术中心" 巴黎国

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

展期 !

.1!0

年
!

月
5!

日*

.1!0

年
6

月
7

日

地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

南
0

展厅

#

纪念 十 月 革 命
#&&

周年#$$俄罗斯国 家

历史博物馆藏十月革

命文物展

展期 !

.1!3

年
!!

月
3

日*

.1!0

年
.

月
3

日

地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
!1

展厅

#

幸运狗$$$南博藏犬

文物特展

展 期 !

.1!0

年
!

月
6

日0

.1!0

年
2

月
6

日

地点! 南京博物院特展

馆
5

楼
!.

展厅

#

走进养心殿$$$大清

的家国天下

展期 !

.1!3

年
!.

月
..

日0

.1!0

年
5

月
..

日

地点! 南京博物院特展

馆
5

楼
!!

展厅

#

海上画派绘画艺术

特展

展期 !

.1!3

年
!!

月
5

日*

.1!0

年
5

月
5!

日

地点! 南京博物院艺术

馆
.

楼
.!

展厅

!正在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