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楚竹書與《荀子》思想的互攝

———以古史人物活動事迹爲切入點

楊　博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給先秦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學者以爲其價值

至少體現在早期儒學；儒道關係；先秦道家史的研究；黄老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周易》經傳

研究；宇宙生成論；齊文化與楚文化之間的交流；民間思想研究；一些長期争議、難以解决

的思想史現象、命題的再整理；對先秦學派劃分的謹慎認識等十個方面的研究上面。〔１〕

以先秦學派劃分爲例，筆者亦曾根據郭店儒簡和上博簡《鬼神之明》的性質推定，

針對學界的相關認識簡單討論，以爲諸子百家以三代學術作爲他們的共同資源，彼此

之間的思想難免有所重疊。 單憑某一個標準，就想徹底釐清諸子的思想面貌，是不可

能的。 用“六家”、“九流十派”來判斷學派，雖然會有一些出土文獻的學派屬性不好判

斷，但是大部分篇目的學派屬性還是分得清的。 在今後的研究中，這個標準仍然會是

入手和把握的重要綫索。 〔２〕楚竹書與《荀子》書在“史料”、“思想”等方面的關係即爲

筆者這種認識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

一、楚竹書、《荀子》書史料

複現與時代交疊的特點

　　根據考古發掘等相關資料可知，出土郭店楚簡的墓葬年代在公元前４世紀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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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元前３世紀初，李學勤先生指出不晚於公元前３００年。 〔１〕根據清華簡文字的特

徵，李學勤先生推斷其年代在戰國中晚期之際，即公元前３００年上下。 北京大學加速器

質譜實驗室、第四紀年代測定實驗室對清華簡無字殘片進行了ＡＭＳ碳１４年代測定，經

樹輪校正的結果是公元前３０５±３０年。 〔２〕上博簡根據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

回旋加速器質譜計實驗室的檢測，竹簡距今時間爲２２５７±６５年， 〔３〕則經科學方法測定

的竹簡年代，約是公元前３２４—公元前１９４年。 但是竹簡年代還應該不晚於白起拔郢

之年（公元前２７８年），因此，上博簡年代範圍約是公元前３２４—公元前２７８年。 如此，

以公元前２７８年作爲楚竹書文獻的成書時代下限似是可以令人接受的看法。

楚竹書中既有“詩”類文獻如清華簡《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書”類

文獻如清華簡《尹誥》、《尹至》、《説命》、《程寤》、《保訓》、《皇門》；“世”類文獻如清華簡

《楚居》、《良臣》；“史”類文獻如清華簡《繫年》等對先秦史研究大有裨益的經、史類典

籍。 又有“語”類文獻如上博簡《容成氏》、《舉治王天下》、清華簡《赤鳩之集湯之屋》；

“子”類文獻如郭店簡《唐虞之道》、《窮達以時》，上博簡《子羔》、《鬼神之明》、《武王踐

阼》等珍貴的有關政治與學術思想的典籍。 這些出土文獻所記載的史實與傳世文獻

相對比，往往會出現大量的材料交疊互相與時間交錯重合的現象。 這就爲當前以新

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結合的方法，重新認識先秦學術演變規律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本文即擬就新出文獻與傳世《荀子》書中所廣泛涉及的周初以前古史人物的活動事迹

互現爲例，具體探討出土文獻視野下的先秦歷史與思想演變規律之一斑。

荀子，名况，戰國末期趙國人，祖上可能是春秋時期晉國的卿族荀氏。 〔４〕關於其

生卒年份，史無明文，至今學界仍有種種不同意見。 〔５〕儘管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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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公認公元前２９８—公元前２３８年這６０年間是荀子一生活動的重要時期。 雖然目前

楚竹書中並無與《荀子》直接相關的文獻發現，但上文舉諸篇楚竹書文獻的古史人物，

大都可與《荀子》三十二篇所涉人物情况相比勘。 衆所周知，荀子在楚近二十年，其著

述也似主要在楚國蘭陵完成的，且楚竹書與《荀子》書所反映的古史觀念在年代順序

上亦仿佛可接續，這些均吸引人們探究二者在學術、思想等方面的承傳異同。 筆者不

揣譾陋，亦擬在楚竹書史料文獻分類基礎上，對《荀子》三十二篇與楚竹書諸篇記述之

古史人物具體情狀，作一相應的比較，以期在《荀子》書的取材編纂與思想傳流等方面

有所進益。

二、論《荀子》與楚竹書

史料複現的啓示

　　《荀子》一書，“其説多從儒家思想出發而適應新的形勢，强調性惡，以貫徹禮制與

仁義”。 〔１〕在諸篇文章中常舉堯舜禹湯文武等所謂聖人事迹，朱象桀紂盗蹠等惡人

事迹以爲其説樹立楷模。 據筆者粗略統計，《荀子》三十二篇中分别述及周初以前古

史人物狀况大概有百余次，諸具體人物出現頻次可參見表１，如《儒效》篇謂周公“履天

子之籍”，武王伐商“東面而迎太歲”；《解蔽》篇則評論人君、人臣、賓孟之弊，均涉及多

位古史人物情况。

表１　《荀子》三十二篇所見周初以前古史人物頻次

人物 頻次 人物 頻次 人物 頻次 人物 頻次 人物 頻次 人物 頻次 人物 頻次

堯 ３０ 后稷 ２ 直成 １ 商容 １ 許由 １ 霍叔 １ 飛廉 ４

舜 ２９ 夔 ２ 昭明 １ 比干 １１ 倕 １ 朱 １ 惡來 ３

禹 ３２ 契 １ 伊尹 ５ 箕子 ９ 浮游 １ 象 １ 尹諧 １

湯 ２７ 益 １ 傅説 １ 召公 ２ 羿 ５ 桀 ３３ 潘止 １

周文王 １４ 皋陶 ２ 閎夭 １ 吕望 ８ 奚仲 １ 紂 ２６ 管叔 ２

周武王 ２４ 横革 １ 關龍逢 １ 伯禽 １ 乘杜 １ 盗跖 ２ 華仕 １

周公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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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１所示，《荀子》在諸篇文章中常舉典型的古史人物事迹爲其説樹立楷模。 清

華簡《良臣》篇，按時代依次記黄帝、堯、舜、禹、康（湯）、武丁、周文王、武王、成王等著名君

主的良臣，其中所涉人物多有可與《漢書·古今人表》對應者，結合史籍記載來看，其所

選臣名應無遺漏。 〔１〕簡文提供了一份類似《漢書·古今人表》的著名人物事迹，與《荀

子》書中論列的典型人物當可相對照。 除黄帝、武丁外，《良臣》篇出現所有西周成王以

前的君王，《荀子》中均有涉及。 所列君王的第一良臣如舜、禹、伊尹、傅説、閎夭、召公、

周公等名號亦爲《荀子》所習見，其他名號如史皇、伊陟、臣扈、保衡、泰顛、散宜生、南宫

適等則所見不多。 《荀子》書所舉古史人物事迹强調典型性，以增强説服力，《良臣》篇强

調人物與時代的對應延續性，這應是文獻性質的不同所造成的記述差異。 重要的是，

《良臣》肯定了《荀子》書中這些古史人物世系與名號記載的可靠性，或至少説明戰國時

人存在着對於古史君王與其良臣的名號與世系的對應情况，並爲社會所廣泛接受。

通過世系類文獻與《荀子》的比較，確定了人物名號與世系的可靠性。 而由表２

可知，對於《荀子》書中所舉證的古史人物，楚竹書詩、書類、史類和語類文獻也有相當

部分可與其對照。

表２　楚竹書與《荀子》所見周初以前古史人物對勘文獻舉例

人物事迹
德行

《荀子》篇章
詩、書類
文獻

世類
文獻

史類
文獻

語類文獻 子類文獻

堯舜禹禪
讓事迹與
德行

《修身》《不苟》《非相》《非
十二子 》 《王制 》 《富國 》
《王霸》《君道》《議兵》《强
國》《天論》《正論》《解蔽》
《性惡》《成相》《賦篇》《大
略》《子道》《哀公》《堯問》

《保訓》 《良臣》
《容 成 氏 》
《舉治王天
下》

《子羔》《唐虞之
道》《窮達以時》
《鬼神之明》

商湯滅夏

《榮辱》《非相》《富國》《王
霸》《臣道》《議兵》《强國》
《正論》《解蔽》《性惡》《君
子》《成相》《賦篇》《大略》
《宥坐》

《尹至》
《尹誥》

《良臣》
《容 成 氏 》
《赤鳩之集
湯之屋》

《鬼神之明》

武丁與傅
説

《非相》 《説命》 《良臣》 《窮達以時》

文王興周
《仲尼》《王霸》《君道》《臣
道》《議兵》《解蔽》《宥坐》

《程寤》
《保訓》

《良臣》
《容成氏》《舉
治王天下》

《窮達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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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人物事迹
德行

《荀子》篇章
詩、書類
文獻

世類
文獻

史類
文獻

語類文獻 子類文獻

武王克商
《仲尼》《王霸》《議兵》《强
國》《正論》《成相》《賦篇》
《大略》《宥坐》《堯問》

《耆夜》 《良臣》 《繫年》
《容 成 氏 》
《舉治王天
下》

《鬼神之明》《武
王踐阼》

周公建政
《仲尼》《儒效》《王制》《王
霸》《君道》《臣道》《解蔽》
《君子》《宥坐》《堯問》

《金縢》
《皇門》
《周公之
琴舞》

《良臣》 《繫年》

　　由表２亦可看出，楚竹書中與堯舜禹事迹相對應的多爲語、子類文獻，而文獻可

靠程度較高的詩、書類文獻，僅有清華簡《保訓》記述了舜“恭求中”、“得中”後“翼翼不

懈，用作三降之德”而被“帝堯嘉之，用授厥緒”的事迹。 〔１〕楚竹書詩、書類文獻更主

要的則以夏商周三代興替的史事爲記述對象，這切合了 《荀子》書常舉典型事例的

情况。

叙事主題相同的情况下，詩、書類文獻與作爲子書的《荀子》在具體叙事上存在着

不小的差異。 究其原因，一個可能是與相關材料的發現多寡有關，如《荀子·正論》

云：“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逸周書·克殷》則有：“武王答拜，先

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吕，斬之以黄鉞。 折縣諸太白。 適

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吕，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逸周

書·世俘》又云：“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斾，乃以先馘入。”

另一個可能是與詩、書等帶有强烈的商周檔案性質的文獻與子書的體裁差異有

關。 史、語與子等均有在原始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整飭的過程。 它們會取材於詩、書等

原始性較强的文獻。 作爲“材料”的詩、書和形成“成品”的史、語與子之間的具體記述

必然會有所差别與側重。 例如同樣是“武王克商”的主題，上博簡《容成氏》的記載與

《荀子》反映的情况的聯繫就更加緊密：“武王於是乎作爲革車千乘，帶甲萬人，戊午之

日，涉於孟津，至於共、滕之間，三軍大犯。 武王乃出革車五百乘，帶甲三千，以宵會諸

侯之師於牧之野。” 〔２〕“周公建政”的事迹，清華簡《繫年》則同樣有反映，“周成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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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既遷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設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衛叔封于康

丘，以侯殷之餘民。” 〔１〕這種記述的差别與側重，主要服務於論説者想要表達的政治

思想。 就這一層面來説，上舉與古史人物記述有關的楚竹書與《荀子》書之間也有可

資比較處，這即要求我們從思想流變層面來進一步探究。

可以説，《荀子》書中廣泛出現的周初以前古史人物，絶大部分爲楚竹書世類文獻

所涵蓋。 有關堯舜事迹及夏商周三代興替等古史事件，楚竹書詩、書類文獻則提供了

梗概的“母題”，而豐富的語、子類文獻却更多地與《荀子》記載的事迹之間存在共通之

處。 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後起的《荀子》著作應當參考了以上幾種文獻的内容，或者存

在二者同源的參考材料，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叙述差異逐漸擴大的過程。 筆者

列表舉例的目的，則是希望借助這種情况來説明古史傳説的流傳載體和《荀子》書編

纂的材料來源之間的關係。

三、《荀子》與楚竹書史料

互攝的思想史意義

　　上文已述，楚竹書世、詩、書、史、語、子諸類文獻的叙事與關注點都與《荀子》一書

産生交集。 這些交集從學術思想層面上則體現出伴隨着歷史主題的發展演變，一些

重要思想觀念與立場的變遷。

楚竹書與《荀子》史料互現中體現出第一個思想層面變遷的例子是禪讓觀念的轉

折與批判。 筆者簡單討論《荀子》書與楚竹書人物複現的情况及可能存在的原因，其

一即是論説者想要表達的政治思想不同，會造成記述的側重不一。 以著名的禪讓傳

説爲例，由於時屬遠古，故其事之有無，並不能得出確鑿結論。 若僅就思想層面來説，

堯舜禪讓是一個廣泛流傳的上古傳説，不可能是戰國時代的某一學派所創造出來的。

在戰國中期以前的特殊情况下風行一時，儒、墨等家都大講禪讓説。 〔２〕禪讓説的流

行，終於釀成了公元前３１８—公元前３１４年間燕王噲禪位相國子之，最後國破君亡的

慘劇。 楚竹書《唐虞之道》、《容成氏》、《子羔》的寫作年代，當在這一事件之前， 〔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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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禪讓持早期的讚美與支持態度。 而荀子的活動時間在戰國晚期，是時禪讓學説已

經破産，所以對禪讓持懷疑與否定態度。 這與戰國后期統一趨勢日漸明朗的歷史背

景下，加强君權的歷史要求相統一。 世殊時異，所以會有二者觀念上的差異。

表３　楚竹書與《荀子》所反映禪讓思想對勘舉例

主　題 《荀子》 子 類 文 獻

堯舜禪讓

世俗之爲説者曰：“堯舜擅讓。”
是不然。 天子者，埶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
有誰與讓矣？ 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
天下，生民之屬莫不震動從服以化順之。 天
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
夫有惡擅天下矣（《正論》）。

堯舜之行，愛親尊賢。 愛親故
孝，尊賢故禪。 孝之方，愛天下
之民。 禪之傳，世亡隱德。 孝，
仁之冕也。 禪，義之至也（《唐虞
之道》）。 堯見舜之德賢，故讓之
（《子羔》）。

　　不惟如是，《荀子·正論》批評堯舜禪讓説，舉例有“死而擅之”、“老衰而擅”等不

見於其他現存有關禪讓的傳世文獻的説法，而郭店簡《唐虞之道》有“古者聖人二十而

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聰明衰，禪天下而授賢，

退而養其生。 此以知其弗利也。” 〔１〕兩相對照，《荀子》書的批評或即針對《唐虞之道》

所論而言。 〔２〕楚竹書與《荀子》書這種思想上的承繼關係或許也體現在儒者豔稱的

“中”道甚至道統存續之上。 〔３〕對此筆者不敢置喙，惟年代可接續且編纂材料來源趨

同的楚竹書與《荀子》書在思想上的承繼關係確實是不能否認的。

楚竹書與《荀子》史料互現中體現出第二個思想層面變遷的例子是臣道觀念的認

同與繼承。 上文以禪讓學説爲例，涉及了《荀子》書對楚竹書的批評。 當然，《荀子》書

對楚竹書的思想也有認同的層面。 如表４所示，楚竹書與《荀子》均論及有關臣道思

想。 《荀子·宥坐》有“女以知者爲必用邪？ 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 女以忠者爲必用

邪？ 關龍逢不見刑乎！ 女以諫者爲必用邪？ 吴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 夫遇不遇

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該篇以比干、關龍逢及伍子胥爲例，强調“遇時”，即便是如

比干之“知”、關龍逢之“忠”、伍子胥之“諫”也需要“遇時”，這顯示出了與郭店簡《窮達

以時》以伍子胥爲例所論“遇與不遇，天也”一脈相承的思想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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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門市博物館編： 《郭店楚墓竹簡》第１５５—１５６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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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梁濤先生即曾論清華簡《保訓》的“中”道源於宗教性的禮儀活動，是禮學的重要範疇。 這一“中”的傳
統爲荀子所主要繼承。 參見《清華簡〈保訓〉與儒家道統説———兼論荀子在道統中的地位問題》，《邯鄲
學院學報》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而且，《荀子》書在此思想上又更進一步，更多地强調了人臣所應具有的諫、争、

輔、拂的品質，並將之分爲“大忠者”、“次忠者”、“下忠者”三個層級。 站在有益於國家

社稷的立場之上，對於諫言“不用則死”、“强君撟君”、“抗君之命”的行爲給予了前所

未有的頌揚，肯定了强諫者在“尊君安國”中的重要作用。 當然，《荀子》也對强諫者提

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希望他們通過個人的道德品行“覆君”、“調君”來達到良好的政

治效果。 對於遭到“後戮死”的伍子胥，評價爲“下忠”，則更多的是强調其道德品行和

政治行爲的失策，這就不是簡單的“遇時”與否所能涵蓋的了。

表４　楚竹書與《荀子》有關臣道思想舉例

主題 《荀子》 《窮達以時》

臣道

……女以諫者爲必用邪？ 吴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 夫遇不遇
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宥坐》）。
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
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
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强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
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
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
國之大利，謂之拂。 故諫争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
君之所尊厚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争矣，平原
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臣道》）。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
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若周公之於
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
差，可謂下忠矣（《臣道》）。

子胥前多功，
後戮死，非其
智 衰 也 ……
遇 與 不 遇，
天也。

　　可以看出，《荀子》書之於楚竹書在思想層面的交集，不僅有批判與接受，而且還

有進一步的思考，可以很好地看出戰國晚期儒家思想的揚棄性。

楚竹書與《荀子》史料互現中體現出第三個思想層面變遷的例子是對禮論的總結

與發展。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上博簡《天子建州》甲、乙篇，從其内容和篇章結構分析，

屬“禮家雜記”。 學界一般認爲《大戴禮記·禮三本》與《荀子·禮論》存在着密切的聯

繫，而《天子建州》“凡天子七世，邦君五世，大夫三世，士二世”， 〔１〕則恰可與以上兩種

文獻合觀。 其中，七世、五世等即言廟制。 廟制源於宗法制度，並與之相應地形成、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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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演變。 根據學者研究，最初普遍和基本的是五廟制，且並無諸侯、天子的等差。

商周之際廟制接近完成，正式立制或在周初。 東周時期廟制隨宗法瓦解亦有紊

亂。 〔１〕作爲政治思想體現的楚竹書與《荀子》書的七廟制則强調等級性，這與“禮三

本”所强調的“貴始”：“先祖者，類之本也”、“無先祖，惡出？”及“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

敢壞……”等都統一在《荀子》書所論證的“禮”上。 “禮”是《荀子》書中最推重的概念，

不僅在政治、法律層面，而且在哲學、文化及日常生活層面，荀子都做出了創造性的闡

釋。 〔２〕 《天子建州》這樣一篇以闡述“禮制”爲主的簡文，在第一章與《荀子》有關“禮

三本”論述的聯繫，似可看出《荀子》書對包括楚竹書篇章在内的當時流傳的“禮”類文

獻的總結性嘗試，不僅部分説明了《荀子》論“禮”思想的學術淵源，也在側面論證了

《荀子》“禮”論的可行性。

表５　楚竹書與《荀子》論禮思想舉例

主題 《荀子》 《大戴禮記》 《天子建州》

禮三本
之先
祖者

禮有三本：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
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無天地，惡生？ 無
先祖，惡出？ 無君師，惡治？ 三者偏亡，焉無
安人。 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
師。 是禮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
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貴始；貴始得之
本也。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
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禮論》）。

禮上事天，下事地，
宗事先祖，而寵君
師，是禮之三本也
……故有天下者事
七世，有國者事五
世，有五乘之地者
事 三 世 （《 禮 三
本》）。

凡天子七世，
邦君五世，大
夫 三 世， 士
二世。

四、小　　結

作爲與楚竹書成書時代下限最爲接近的《荀子》三十二篇，二者在編纂材料來源、

思想傳流等方面都存在着密切的聯繫。 通過學術層面的討論，可以看出後起的《荀

子》著作或參考了部分楚竹書文獻的内容，也許二者存在相同的材料來源。 而通過思

想層面的討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荀子》書直接針對楚竹書有關思想的批判、繼承

和進一步發展，甚至有對前者的總結性嘗試等内容。 這反過來似可以説明楚竹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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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篇章的確曾作爲《荀子》書編纂的材料來源。

在學術層面，我們用之與《荀子》比勘的楚竹書篇章涵蓋“詩”、“書”、“世”、“史”、

“語”、“子”等多類文獻。 這種史料複現的情况確實證明了“諸子百家以三代學術作爲

他們的共同資源，彼此之間的思想難免有所重疊”。 而在思想層面的對照，我們可以

明晰地看出，帶有儒家性質的郭店簡《唐虞之道》、《窮達以時》，上博簡《子羔》、《天子

建州》等篇與儒家經典《荀子》間，在政治思想的“禪讓”、“臣道”及“禮治”等諸多層面

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繫。 這些在“學術”與“思想”諸多層面緊密聯繫的實例，恰恰説

明了漢人以“六家”、“九流十派”來判斷學派的正當性，在今後的研究中，這個標準確

實應該是入手和把握的重要綫索。

以上是筆者以楚竹書與《荀子》書中互現的古史人物爲切入點，對有關學術傳流

層面及編纂材料來源、思想揚棄層面所作的簡單嘗試，其中難免有管窺蠡測、挂一漏

萬之處，敬祈方家不吝指正。

附識：本文經崔存明教授審閲並提出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楊博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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