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第 ! 期

&'()!"## *+,(-./+012+-345-36782-+/+39.-: ;,<5-7<<=-5>7(<5?9!@+85./@857-87<A:5?5+-" B+/C!%DEF)!

:+5!#!)GHIHJK)5<<-)#IL!M"NH%)!"##)"!)"!G

论,韩诗外传-对孟子圣人观的承袭
,,,-韩诗外传.渊源新探

!

李D华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N""#$#

摘D要!)法先王*和)法后王*#是儒家学说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圣人观#这一区别#往往成

为划分儒家学说中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的关键性依据% 然而#被人们认为是荀子后学的韩婴#

却在其著作-韩诗外传.中#展现出了对孟子圣人观的大量承袭+无论是对)圣*这一概念的推

崇&对古代圣人的称颂&还是对成圣标准的判定上#均与孟子的观点如出一辙% 这一现象提示

我们#对于-韩诗外传.的渊源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韩诗外传&孟子&圣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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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产生于西汉初年的+韩诗外传,杂采先秦百

家!其渊源所自向来难以确指!+四库提要,称(其

书杂引古事古语)!

/#0#GI所言甚确" 但是历来人们

所论!多局限于其与+荀子,的关系!

!而忽略了

+韩诗外传,对其它各家的采纳!尤其是对+韩诗

外传,中所反映出的尊孟倾向!目前鲜有论及"

+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不仅是汉代今文经三家

诗之一韩诗学派的创始人物!同时也与汉代学术&

思想发展关系密切" 据+汉书,载!韩婴在文帝时

为博士!传授+诗,&+易,#景帝时任常山太傅!辅

佐骄王#武帝时与董仲舒辩于朝廷!而仲舒不能

难" 由此可见!韩婴学说的接受者包括了皇帝&皇

子&朝中重臣和官学诸生等一系列与汉初学术关

系密切的人物!韩婴的学术倾向很有可能通过他

们而影响到汉代学术走向" 尽管韩婴的论著多已

亡佚!目前仅存的+韩诗外传,似已无法反映出韩

婴及韩诗学派学术思想的全貌!但由于+韩诗外

传,为韩婴亲撰!我们可以通过对+韩诗外传,的

把握!来管窥韩婴及韩诗学派对孟子的承传" 这

不仅对把握+孟子,在韩婴学术构成中的分量具

有积极意义!而且对理清汉代诗学渊源&重新考查

孟子在汉代诗学承传过程中的地位!也有一定的

辅助作用"

儒家学说对于前代圣贤的观点存在着两种截

然相反的态度!一种观点是以孟子为代表的(法

先王)思想!即认为前代圣贤为历代儒生的最高

榜样!应当取法先王先圣#另一种观点则是以荀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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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法后王)思想!即认为前贤无法制定出

适应现实社会的规则!所以圣贤不足取法" 这一

差别!往往成为人们区别这两个学派的重要标准"

虽然人们多把+韩诗外传,的渊源追溯于荀子!然

而观察韩婴对圣人观的取舍!却会发现!韩婴摒弃

了荀子的(法后王)的观点!而选择了孟子(法先

王)的圣人观" 例如+韩诗外传,在袭取+荀子,

(非十二子)

/!0%H P#"N的论断时!只取了对其中(十

子)的批评!而删去了非议子思&孟子(略法先王

而不知其统)

/!0HI的一段文字#同时!在+韩诗外

传,卷五袭取+荀子4儒效篇,时!又略去荀子批

评儒生(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

/!0##I的一段文字"

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在对圣人观的选择

上!韩婴更倾向于孟子" 当然!韩婴对孟子圣人观

的承袭并不仅限于以上行诸文字的部分!而是体现

于多个方面'对(圣)的推崇备至#一个前后相继的

圣人系统#以及提出(人人可以为尧舜)的观点!在

这三个方面上!韩婴的观点均与孟子颇为类似"

一$尊崇&圣'字

孟子对儒家圣人观的发展多有贡献!虽然圣

人观念古已有之!但是孟子却是将圣人观念系统

化&并统一于儒家学说的第一人" (圣)不仅是子

思&孟子的五行思想(仁&义&礼&智&圣)

!中的一

个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也被孟子赋予了(尊崇)的

意味!洪迈的评价颇为中肯'(自孔子赞易&孟子

论善信之前!未甚以圣为尊崇!虽诗&书&礼经所载

亦然也")

/G0I"NMI"I洪迈认为!从+尚书,开始!就有

了对(圣)

/$0#I字的多次运用!但是那时的(圣)字

却并不包含对人物的评价意义" +诗经,&+左传,

中的(圣)字也(混于诸字中!了无所异)!

/G0I"N只

有到了孔子&孟子那里(圣)字才开始有了尊崇的

意味" 然而+论语,中提到(圣)字仅有 % 次!

/N0而

+孟子,中提到(圣)字却达 NG 次之多!可见孟子

已经将(圣)这一概念广泛的应用于其思想" 同

时孟子对(圣)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可欲之谓善!

有诸己之谓信"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

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I0HLG

$+孟子4尽心下,%由此可见!在孟子的判断标准

中!(圣)被置于仅次于(神)的位置!然而事实上!

+孟子,中从未出现过用(神)对人进行评价的状

况!所以(圣)实际上是孟子对人的最高评价标

准" 并且孟子对(圣人)推崇备至'(圣人!人伦之

至也")

/I0$H"

$+孟子4离娄上,% (圣人!百世之师

也)

/I0HLI

$+孟子4尽心下,%!并且认为圣人是与

儒家最高理想天道相关联的'(仁之于父子也!义

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

之于天道也")

/I0HH"

$+孟子4尽心下,%通过上述

论述可看出!孟子对(圣)与(圣人)的推崇程度"

韩愈在+读荀,中称'(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

之道尊!22尊圣人者孟氏而已")

/L0#%!M#%G可谓深

得孟子宗圣之旨"

与孟子极力推崇(圣)的态度相类似!韩婴也

把(圣)作为一个最高的价值评价标准" 韩婴明

确把人分作四等!分别是民&士人&君子和圣人'

传曰+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性为己

为道#是民德也#未及于士也% 行法而志坚#不以

私欲害其所闻#是劲士也#未及于君子也% 行法而

志坚#好修其所闻#以矫其情&言行多当#未安谕

也&知虑多当#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也#下则

能开道不若己者#是笃厚君子#未及圣人也% 若夫

百王之法#若别白黑&应当世之变#若数三纲&行礼

要节#若运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时&天下得序#

群物安居#是圣人也% 诗曰+)明昭有周#式序在

位%*

'%(%$M%N

!-韩诗外传.卷三"

根据韩婴的描述!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圣人

是远远高于普通民众以及(士)与(君子)等人物

之上的!他们不仅是道德和礼义的楷模!而且还具

有能使得天下秩序井然的神秘化色彩" 这一判断

与孟子对(圣)的推崇备至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古圣人'谱系的建构

孟子不仅对圣人推崇备至!而且率先建构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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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在 #HLN 年发稿的精装本-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注释中指出+)-孟子2尽心下.+4仁

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3由帛书可知此既思孟之4五行3说*%

庞朴先生在-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6老子7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中明确指出#思孟五

行说就是)仁$义$礼$智$圣*%



一个自上古时代开始的圣人系统'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

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 由汤至于

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

王#则闻而知之% 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

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

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

则亦无有乎尔%*

'I(#"G$

!-孟子2尽心下."

这个圣人系统包括了孟子之前的(古圣人)'

尧&舜&汤&文王&孔子" 孟子在+孟子4滕文公

下,为自己的(好辩)做辩解的时候!再一次提及

这一系统中的三个重要人物!即孟子所希望继承

其功绩的(三圣)'(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

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

惧")

/I0$L!把孟子的圣人系统略加整理!可见其中

主要包括了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等" 这

一圣贤系统的提出!代表了孟子对儒家道统传承

谱系的理解!焦循曾因此评价说'(古之精通易

理!深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旨者莫如孟

子")

/I0L并且认为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源于对这些

圣人的承袭'(至于道性善&称尧舜!则于道德类

情!变通神化!已洞然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

文王&周公&孔子之道22)

/I0H这一圣人谱系对后

世影响深远!唐代韩愈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

统)观!而汉代学者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对孟

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I0G"H思想的完整的继承"

不过!在早于+史记,百余年的+韩诗外传,中!已

经出现了与孟子的这一个圣人谱系非常相似的

论述'

哀公问于子夏曰+ )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

民乎/*

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

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

子夏曰+)臣闻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禄

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

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乎相#文王学乎锡畴

子斯#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虢叔#仲尼学乎老

聃% 此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能著乎天

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诗曰+)不愆不忘#

率由旧章%

'%(#HNM#HI

!-韩诗外传.卷三"

在这段对话中!韩婴借子夏之口提出了圣人

皆有师承的观点!其中提到黄帝&颛顼&帝喾&尧&

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仲尼十一位圣人" 与

孟子所列的谱系相比较!韩婴列出的从尧&舜到孔

子的圣人序列几乎与孟子完全一致"

韩婴对孟子圣人思想的继承不仅体现在圣人

谱系上的一致性上!在对(古圣人)之为(圣)的原

因描述上!韩婴的叙述也与孟子非常相似" 除了

上述(古圣人)之外!在+孟子,中出现频率较高的

圣人还包括伯夷&柳下惠&伊尹等" 在对他们的评

价上!韩婴也几乎完全照搬了孟子的观点'

,孟子-与,韩诗外传-对古圣人的评价对照表

+孟子4万章下,

/I0IIHMIL$

+韩诗外传,卷三/%0#!!

伯夷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

不使" 治则进!乱则退" 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

忍居也" 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 当

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 故闻伯夷之风

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伯夷叔齐!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弗忍居也#

思与乡人居!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 故闻伯夷之

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

柳下惠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 进不隐贤!必以其道"

遗佚而不怨!?穷而不悯" 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

也" (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

哉5)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至柳下惠则不然!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

必由其道#?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与乡人居!愉

愉然不去也!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彼安能浼我哉*

故闻柳下惠之风!鄙夫宽!薄夫厚"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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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孟子4万章下,

/I0IIHMIL$

+韩诗外传,卷三/%0#!!

孔子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

母国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

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至乎孔子去鲁!迟迟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

而止!去父母国之道也"

整体

评价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

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孔子之谓集大成" 集大成也

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

者!终条理也" 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

也" 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 由射于百步之外也!

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伯夷&圣人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人之和者也!孔子&

圣人之中者也" 诗曰'(不竞不?!不刚不柔")中庸

和通之谓也"

DD通过这个表格!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韩婴在

对伯夷&柳下惠和孔子的描述上!大量参考了孟子

的叙述!甚至完全承袭了孟子对三者的评价!仅在

个别字句上有所出入" 尤其在对伯夷&柳下惠的

评价上!韩婴与孟子完全一致!称(伯夷!圣之清

者也)&( 柳下惠!圣之和者也)" 韩婴与孟子最

大的不同表现在对孔子的评价上!孟子极力推崇

孔子!认为孔子是(时)圣!因其(时行则行!时止

则止!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

/I0IL!方才成

为圣贤中的(集大成)者#而韩婴在此对孔子并没

有表现出特别的推崇!认为孔子是(中)圣!强调

孔子之(圣)在于他(中庸和通)的处世态度" 这

一不同表现出韩婴对孟子圣人观的批判性接受"

不过!虽然在此段论述中韩婴没有展现出对

孔子之圣的特别关照!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婴对孔

子之(圣)毫不推崇!恰恰相反!韩婴也同孟子一

样对孔子推崇备至!认为其是圣人之中的集大

成者'

齐景公问子贡曰+)先生何师/*对曰+)鲁仲

尼%*曰+)仲尼贤乎/*曰+)圣人也#岂直贤哉8*景

公嘻然而笑曰+)其圣何如/*子贡曰+)不知也%*

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圣人#今言不知#何也/*

子贡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

不知地之厚也% 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

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

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8*子贡曰+)臣赐何

敢甚言#尚虑不及耳8 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

附泰山#其无益亦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

杷泰山#无损亦明矣%*景公曰+)善岂其然8 善岂

其然8*诗曰+)绵绵翼翼#不测不克%*

'%(!%I

!-韩诗

外传.卷八"

孔子出卫之东门#逆姑布子卿% 曰+)二三子

引车避#有人将来#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

亦曰+)二三子引车避#有圣人将来%*孔子下#步%

姑布子卿迎而视之五十步#从而望之五十步% 顾

子贡曰+)是何为者也/*子贡曰+)赐之师也#所谓

鲁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鲁孔丘欤8 吾固闻

之%*子贡曰+)赐之师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尧

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 从前视之#盎盎

乎似有王者&从后视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圣

者也%*子贡吁然%

'%(G!G

!-韩诗外传.卷九"

在齐景公与子贡的对话中!子贡明确提到孔

子不仅是贤人!而且还是(圣人)!并且描述孔子

之(圣)!如天之高&地之厚&江海之深" 景公认为

子贡对孔子的赞美过于夸张!但子贡却认为自己

仍然没有完全的描述出孔子之(圣)来" 在卷九

的记载中!姑布子卿不仅称孔子是(圣人)!而且

称孔子' (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

喙")

/%0G!G从面容的描摹上比附孔子之德行兼具与

尧&舜&禹&皋陶!四圣之美" 这一评价与孟子以

(集大成)极言孔子之(圣)的判断有异曲同工

之妙"

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当然!以上的相合之处均是行诸文字的!在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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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观的深层把握上!韩婴也与孟子存在着一致

之处'虽然圣人是儒家的评价人物的最高标准!但

是韩婴也并没有把圣人神圣化到难以企及的地

步!而是通过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普通人经

过后天的学习也能达到圣人的标准!这与孟子

(人人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也非常相似"

首先!在圣人产生的外在条件上!韩婴所持的

观点与孟子一致!也认为圣人的产生不受时间和

地域的影响'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

东夷之人也% 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

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

岁% 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 先圣后圣#其揆一

也%*

'I(NGL

!-孟子2离娄."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

也% 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

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然得志

行乎中国#若合符节% 孔子曰+)先圣后圣#其揆

一也%*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

'%(##$

!-韩诗

外传.卷三"

比较上面两则论述!其差别仅在于+外传,去

掉了(孟子曰)!并把(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的论

断归于孔子!尽管+外传,这种让孔子替孟子代言

的做法是否出于有意!现在已难以确知!但是有一

点可以肯定!就是+外传,对于(先圣后圣!其揆一

也)的认同与孟子一致" 这一观点!强调了圣人

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他们并不受外部条件的影

响!而是服膺于其自身的道德诉求!这一思想倾向

恰恰是孟子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观点的理论

基础"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

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55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子服尧之

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

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I(%#"

!-孟

子2告子下."

孟子在与曹交的对话中称(人皆可以为尧

舜)" 尽管孟子对(圣人)推崇备至!但是这一论

述却表明!他对圣人采取了一种平视的态度!这种

人人皆可以为圣人的观点不仅消解了圣人的神秘

性!而且指出了达到圣人之道的具体途径!即对圣

人的模仿和学习'(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

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

行!是桀而已矣")由此可见!孟子对圣人的极力

推崇!并非是为了树立让后人膜拜的偶像#恰恰相

反!是为了以圣人的言行为榜样!来规范士人的言

行举止" 这才是孟子极力推崇圣人的根源所在"

与孟子的观点相似!韩婴也强调了圣人之

(圣)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达到的" 在+韩诗外传,

卷三子夏答哀公问中!韩婴提出了五帝(皆有师)

的观点!认为前文所提及的(十一圣人!未遭此

师!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

也)

/%0#HN

" 也就是说!即便是圣贤!也要通过老师

对他们进行教授和引导!他们并非生而具有功业

(著乎天下)

/%0#HN

&名号(传乎后世者)

/%0#HN的能

力" 另外!+韩诗外传,还通过(孔子学鼓琴于师

襄子)

/%0#LNM#LI的记载!强调了在达成圣道的过程

中!(学)的重要性" 但是!与孟子略有不同的是!

韩婴认为!圣人虽然需要通过(学)而成(圣)!但

是士人通过(学)却只能到达君子的境界!而无法

成为圣人" 在韩婴的叙述中!多能看到士人通过

(学)变成君子的论述!却不见君子通过(学)而到

达圣人的记载'例如(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

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

/%0!HN

&(士必学

问然后成君子)

/%0!HI

" 可见!在韩婴的眼里!圣人

之道虽然是要通过学习达成的#但却并非人人均

能达成圣道" 韩婴不仅把圣人树立为榜样!同时!

也进一步的把圣人推向了常人不可企及的高度"

四$结论

以上所论是韩婴对孟子的思想承袭中最具代

表性的部分!韩婴对孟子继承并不仅限于此!韩婴

对孟子的+诗,学观&士人观&王道观等诸多问题

也多有采纳!然而圣人观问题!是判定孟&荀渊源

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推崇圣贤又是孟子学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故而本文仅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部分!以窥其全貌"

前贤时修多认为!孟子其人其书引起广泛关

注是在宋代+孟子,列入十三经以后!因而人们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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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孟子,的影响!普遍缺乏关注" 韩婴所著的

+韩诗外传,却为我们打破了这一学术上的偏见"

+韩诗外传,是目前所见的今文经学三家诗流传

至今的唯一一部诗学著作!其中保存了汉代今文

经三家诗对于孟子的看法!从+韩诗外传,对孟子

圣人观的承袭上我们能够看出!韩婴对孟子思想

的重视" 以韩婴为代表的汉代儒生非但没有漠视

+孟子,的思想!而是将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融入

于自己思想的核心层面" 由此可见!关于+韩诗

外传,的渊源问题值得我们重新探讨#孟子在汉

代的学术地位问题!也有待我们的重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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