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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 <毛诗芙》截纬思想析论

李世萍

[提 要】从对 《毛诗笺 》 的具体分析来看
,

郑玄引用诚纬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

用
:

一方面是今古文诗学融合的重要途径
; 另一方面是其批判现实

、

警戒君王的重要手段
。

郑玄引纬释 《诗 》 既具有学术价值
,

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前人对郑玄引用诚纬一般 多有

微词
,

其 实
,

这是在当时的政治时局和统治者的倡 导下
,

深受时代思潮影响的结果
,

也与

郑玄注释纬书有关
。

[关健词 J 郑玄 诚纬 《毛诗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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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多称谬纬
,

其实谬是徽
,

纬是纬
,

非

一物也
。

纬书是相对经书而言的
,

实为经之支

流
。

凡言阴阳灾异及河图洛书之说
,

皆出于纬

书
。

俄是诸如改朝换代等国家政治制度的预言
,

史所称
“

亡秦者胡
”
之类是也

。

徽与纬初本为

二
,

末流乃相附合
,

故 自东汉 以来 即连言之
。

纬一般包括
“
七纬

”
和 《河图 》

、

(( 洛书 )) 等
,

“

俄纬之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倾向
,

是把儒家经

典神秘化和宗教化
。

其中包括了完整 的三 皇五

帝系统
、

圣人感生受命的传说
、

任意比附的灾

异祥瑞等等
” ,

① 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框架
,

附

会经义
,

并与儒学相结合
,

构成一个复杂而庞

大的神学体系
。

东汉时期
,

徽纬思想大行其道
。

实际上
,

《毛诗笺 》 中几乎没有徽语
,

而主要与

纬书有关
,

为通俗起见而称俄纬
。

一
、

《毛诗笺》 中的谴纬

郑玄生 于东汉
,

兼通今古文
,

说经之外
,

又兼治纬
。

其 《戒子益恩书 》 云
“

博稽六艺
,

粗览传记
,

时睹秘书纬术之奥
。 ”

郑玄对 《易

纬 》
、

《书纬 》
、

《礼纬 》
、

《尚书
·

中侯 》 都作了

注解
,

而注纬先于注 经
。

所以郑玄的笺注参杂
13 0

着不少俄纬思想
。

《毛诗笺 》 引用的纬书主要有

《尚书纬 》
、

《易纬 》
、

《孝经纬 》
、

《诗纬 》
、

《中

侯 》 及 《河图 》
、

《洛书》 等
。

《小雅
·

节南山 》
“

不自为政
,

卒劳百姓
”

笺
: “

昊天不自出政
,

则终劳苦百姓
。

欲使昊天

出图书
,

有所授命
,

民乃得安也
。 ”

后一句话纯

粹是郑玄所加
,

读诗至此
,

他不禁有所感慨
,

想到如果昊天出河 图
、

洛书则能使 天下 安宁
。

顾领刚说
: “

河图是龙马驮出来的
,

洛书是神龟

献上来 的
。

不管怎样
,

二者一定 是最古 的陇

纬
。 ’ ,

② 郑玄 《六艺论》 云
: “ 《河图 》

、

《洛书 》

皆天神言语
,

所以教告王者也
。 ”

正因为河图
、

洛书是帝王治国安民的宝典要道
,

所以郑玄在

国家纷乱
、

民怨沸腾时想到了这些纬书
。

《商颂
·

殷武 》 “
天命降监… … 大立其福

”

笺
: “

谓命汤使 由七十里 王天 下也
。 ”

孔颖达

《毛诗正义 )) 云
: “ 《中侯

·

契握 》 曰 : `
曰若稽

古王汤
,

既受命
,

兴由七十里起
。 ” ,

还有
,

《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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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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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萍
:

郑玄 《毛诗笺 》 俄纬思想析论

鸟 》
“

古帝命武汤
”

笺
: “

古帝
,

天也
。

天命有

威武之德者成 汤
,

使之长有邦域
,

为政于 天

下
。 ”
出自 《尚书纬 》

。

刘小枫概括说
: “

纬书具有华夏国家宗教

的自然法圣典 的性质
,

其核心 是
:

受天命 而

王
,

以教化天下
。 ” ① 刘氏指出各种纬书的共同

点是天命论
,

目的是为了教化天下百姓
。

这便

与郑玄的
“

诗教
”

观不谋而合了
。

所以郑玄在

《毛诗笺 》 中多次引用俄纬
,

按 内容的不 同
,

可分为阐述阴阳五行和灾异
、

解说经义
、

说明

符瑞
、

论述五帝感生
、

说 明天 文历运等几个

方面
。

阐述阴阳五行是徽纬的一个重要内容
,

《史

记
·

孟子荀卿列传 》 记战国时的邹衍
“

深观阴

阳消息
,

而作迁怪之变
。 ”

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

这一思想
, 《春秋繁露

·

五行相生篇 》 云
: “

天

地之气
,

合而为一
,

分为阴阳
,

判为四时
,

列

为五行…… 五行者
,

五官也
,

比相 生而间相胜

也
。

故为治
,

逆之则乱
,

顺之则治
。 ” ②

《鱼藻 》 序
: “

刺幽王也
。

言万物失其性
,

王居镐京
,

将不能以 自乐
,

故君 子思古之武王

焉
。 ”
笺

: “

万物失其性者
,

政教衰
,

阴 阳不和
,

群生不得其所也
,

将不能以 自乐
,

言必 自是有

危亡之祸
。 ” “

群生不得其所
”

引 自 《易纬
·

乾

凿度 》
,

说明政治衰微导致阴阳不和
,

从而产生

了各种自然灾害
,

使万物失性不得其所
。

《大

雅
·

盛 民 》 “

天生盛民
,

有物有则
。

民之秉彝
,

好是茹德
”

笺
: “
天之生众民

,

其性有物象
,

谓

五行
,

仁义礼智信也
;
其情有所法

,

谓喜怒哀

乐好恶也
。

然而 民所执持有常道
,

莫不好有德

之人
。 ”

郑玄在这些笺注中加进了以天人感应为

基础的阴阳五行思想
。

灾指天灾
,

如水旱灾害
。

异指怪异的现象
,

如 日食
、

月食等
。

灾异说起于春秋时期
,

《春秋

经 》 记载了 日食 36 次
,

地震 5 次
,

山崩 2 次
,

大水 9 次
,

物异 5 次
。

③ 汉代董仲舒
、

京房等大

扇此风
,

灾异说愈加兴盛
,

纬书中反映此类内

容很多
,

认为灾异反映国君政治上 的失误
。

据

统计
,

两 汉大臣因灾异而上言的
,

西汉达 34

次
,

东汉 55 次
。

顺帝时 15 次
,

灵帝时 12 次
,

桓帝时 8 次
。

④ 董仲舒总结说
: “

凡灾异之本
,

尽生于国家之失
” 。

郑玄将 《十月之交 》 序改 为
“

当为刺厉

王
” ,

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 》 云
: “

郑笺用纬

说
,

改为周厉王时日食
。 ”

第一章笺云
: “

周之

十月
,

夏之八月也
。

八月朔 日
,

日月交会而 日

食
。

阴侵阳
,

臣侵君之象
。

日辰之义
,

日为君
,

辰为 臣
。

辛
,

金也 ; 卯
,

木也
。

又 以卯侵辛
,

故甚恶也
。

彼月则有微
,

今此 日反微
,

非其常
,

为异尤大也
。

君臣失道
,

灾害将起
,

故下民亦

甚可哀
。 ”

《毛诗正义 》 曰
: “

《推度灾》 曰
: `

十

月之交
,

气之相交
。

周十月
,

夏之八月
。 ’

纬虽

不可尽信
,

其言主 以释此
,

故据之以为周十月

焉
· ·

一 日食
,

阴侵 阳
,

而以辛卯 日
。

卯比 臣
,

辛比君
,

是为卯侵辛也
。

辛 日以辰侵 日
,

而 日

为金
,

辰为木
,

金应胜
、

木
,

木反侵金
,

是 五行

相逆
,

犹君臣颠倒
,

故言亦甚恶也
。

案此
`

朔

月辛卯
’ ,

自是所食之 日
。

知取金木为义者
,

《推度灾》 曰
: `

及其食也
,

君弱 臣强
,

故天垂

象以见征
。

辛者正秋之王气 ; 卯者正春之臣位
。

日为君
,

辰为臣
。

八月之 日交
,

卯食辛矣
。

辛

之为君
,

幼弱而不明
;
卯之为臣

,

秉权而为政
。

故辛之言新
,

阴气盛而 阳微
,

主其君幼弱而任

卯臣也
。 ’
以此纬文

,

故知取卯侵辛为义
。 ”
可

见
,

郑玄对于 章句 的解释几乎都取之于 《诗

纬
·

推度灾》
,

其前提和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
。

他认为君 为 阳为辛
、

臣为阴 为卯
,

君 弱 臣强
,

则为阴侵阳
、

卯侵辛
,

这违 背 了阴阳思想和五

行相克观念
,

所以导致了 日食
。

郑玄把 日食这

种 自然现象归因为政治
,

以为是君 王 昏馈而 臣

子擅权所致
,

其用意深远
,

旨在委婉地批判当

时外戚宦官当权的政治形势
。

纬书之名
,

义在配经
,

郑玄有 时引用 截纬

来解说经义
。

如 《灵 台 》 序
: “

民始附也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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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受命
,

而 民乐其有灵德
,

以及鸟兽 昆虫焉
。 ”

笺云
: “

民者
,

冥也
。

其见仁道迟
,

故于是乃

附也
。

天子有灵台者
,

所以观浸象
,

察气之妖

祥也
。 ” “

民者
,

冥也
”
引 自 《孝经纬

·

援神

契 》
。

原诗本指文王有德而人民归附之
,

郑玄

解一字而意思全变
,

他认为天命附着在文王身

上
。

《诗纬
·

推度灾 》 曰 : “

关雌知厚
,

冀得贤

妃
,

正八殡
。 ”

《关雏 》
“

窈窕淑女
,

君子好述
”

笺化用 了这一说法
: “

言后妃之德和谐
,

则幽

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
,

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

怨者
。 ”

《毛诗笺 》 引用俄纬也有说明符瑞 的
。

祥

瑞是君王 受命于天的符信
。

符命即天符受命
,

人不 可违
。

如果君王行王道
,

则上 天示 以嘉

应
。

《白虎通义
·

封禅篇 》 曰 : “

天下太平
,

符

瑞所 以来至 者
,

以为王者承天统理
,

调 和 阴

阳
,

阴 阳 和
,

万物序
,

休气充塞
,

故 符瑞并

臻
,

皆应德 而至
。

德 至天
,

则斗极 明
,

日月

光
,

甘露降
。

德至地
,

则嘉禾生
,

莫荚起
,

柜

粤出
,

太平感
。 ” ① 王莽假借符命而移汉柞

,

光

武帝受之而 中兴
,

都是帝王 接受符命 的典型

例子
。

《周颂
·

思文 》 “

贻我来牟
,

帝领率育
,

无

此疆尔界
,

陈常于时夏
。 ”

笺云
: “

武王渡孟津
,

白鱼跃人于舟
,

出埃以燎
。

后五 日
,

火流为乌
,

五至
,

以毅俱来
,

此谓遗 我来牟
, ·

~ … 《书 》

说
: `

乌以毅俱来
’ ,

云毅纪后被之德
。 ”

《正义 》

云
: “ `

武王渡孟津
’

至
`

以毅俱来
’ ,

皆 《尚

书》 文
。 ”

并引其注解
: “

白鱼入舟
,

天之瑞

也
。 ”
可知郑玄的笺注多源 于 《尚书 》 及其纬

书
,

其中的
`

白鱼人舟
’

和
`

乌衔毅
’

都具有

神异的徽纬特点
。

郑玄化用之
,

说明后樱有德
,

乌含毁而来
,

乃接受天命而为
。

此为嘉瑞中的

植物瑞— 嘉禾
。

截纬中的
“

五帝
”
指的是五天帝

,

其名源

于 《周礼
·

天官
·

太宰 分之
“

祀五帝
”

郑注
:

“

五帝
,

谓四郊及明堂
。 ”

五帝各有其所主之德
。

《史记
·

封禅书 》 云
: “

(高祖 ) 问故秦时上帝祠

何帝也 ? 对 曰
: `

四帝有 白
、

青
、

黄
、

赤帝之

祠
。 ’

高祖 曰
: `

吾闻天帝有五
,

而四何也 ?
’

于

是高祖……乃立黑帝
。 ”

郑玄 《毛诗笺 》 多次阐

1 3 2

述五天帝
,

如 《长发》
“

帝立子生商
”

笺
: “

帝
,

黑帝也
。 ”

《正义 》 云
: “

商是水德黑帝之精
,

故

云
`

黑帝
’ ,

谓汁光纪也
。 ”

出自 《诗纬
·

含神

雾 》
。

纬书里有五帝感生神话的记载
:

关于青帝

伏羲
,

《诗纬
·

含神雾 》 曰 : “

大迹出雷泽
,

华

青履之
,

生伏羲
” 。

《春秋
·

元命包 》 这样记载

赤帝神农和白帝少昊的诞生
: “

少典妃安登游于

华阳
,

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
,

生神农
” ; “

黄帝

时大星 如虹
,

下流华诸
,

女节梦接
,

意感而生

白帝
” 。

《河图
·

始开图 》 记黄帝轩辕云
: “

大电

绕北斗
,

枢 星 耀
,

生黄帝
” 。

关 于 黑帝 撷项
,

《河图
·

稽命微 》 云
: “

瑶光之星
,

如虹贯月
,

感处女于幽房之宫
,

生帝撷顶于若水
。 ”

郑玄在说明商
、

周部族的诞生时也与此不

谋而合
。

如 《大雅
·

生民》
“

履帝武敏散
,

枚介

枚止
”

笺
: “

帝
,

上帝也
。

敏
,

拇也……祀郊媒

之时
,

则有大神之迹
,

姜源履之
,

足不能满覆

其拇指之处
,

心体欲散然
,

其左右所止往
,

如

有人道感己者
。

于是遂有身而肃戒
,

不复御后
,

则生子而养长
,

名之曰弃
。

舜臣尧而举之
,

是

为后樱
。 ”

不难看出
,

郑玄是依据纬书而立论

的
。

因为
“

五帝感生之说徽纬家用 以作为帝王

应命之要件
。 ’ ,

② 日本学者池 田秀三在 《纬书郑

氏学研究序说 》 中指出
: “

郑有说 《诗》 从毛的

原则
,

但在
`

感生帝说
’

方面
,

就是丝毫不肯

让步
,

因为
`

感生帝说
’

是构成纬书的基本要

素之一
。 ” ③

郑玄有时引用俄 纬来说 明天 文历运
,

如

《绸缪 》
“

三星在天
”
传

: “

三星
,

参也
。

三星在

天
,

可以嫁娶矣
。 ”
而笺云

: “

三星
,

谓心星也
。

心有尊卑
,

夫妇父子之象
,

又为二月之合宿
,

故嫁娶者以为候焉
。

昏而火星不见
,

嫁娶之时

也
。

今我束薪于野
,

乃见其在天
,

则三月之末
,

四月之 中
,

见于东方矣
,

故云
`

不得其时
’ 。 ”

陈立撰
、

吴则虞点校 (( 白虎通疏证》 ,

中华 书局 19 94 年版
,

第 2 8 3 页
。

吕凯
: 《郑玄之徽纬学 》 ,

( 台北 )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 8 2 年

版
,

第 21 9 页
。

转引自 日本东海大学洪春音博 t 论文
“
纬书与两汉经学关

系之研究
” ,

20 0 2 年
,

第 5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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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对于
“

三 星
”

的解释不同于毛传
,

因为涉

及到一个关键问题— 婚时
,

毛以秋冬为婚时
,

郑玄则认为嫁娶应在仲春
,

即心 星未见之时
。

故他用 《孝经纬
·

援神契 》
“
心

,

三星中独明
”

解经
。

再如
,

《大明 》 “

殷商之旅
,

其会如林
。

矢

于牧野
,

维予侯 兴
。

上帝临女
,

无贰 尔心
。 ”

笺
: “

殷盛合其兵众
,

陈于商郊之牧野
,

而天乃

予诸侯有德者当起为天子
。

言天去封
,

周师胜

也
。

女
,

女武王也
。

天护视女
,

伐封必克
,

无

有疑心
” 。

郑玄认为武王伐封乃 天 意所为
,

与

《诗纬》 天人感应说不谋而合
。

《诗纬
·

泥历枢》
“

午亥之际 为革命 …… 午
,

采芭也
。

亥
,

大明

也
。

然则亥为革命
。

一际 也
。 ”

齐诗认为 《大

明》 处于午亥之时
,

应该革命
,

武王 伐封正好

把握了时机
、

顺应 了天 命
,

所 以最终取得 了

胜利
。

从以上论述可见
,

《毛诗笺 》 中表现出较多

的截纬思想
,

这符合汉代经学的总体特点—以
“
天人合一

”

为基本模式
,

这 种解经思想有

其积极意义
:

在某种程度上 是对君权的限制
,

以保证帝王的施政符合经学所要求的德政
,

体

现了经学家们的 良苦用心
。 “

当时儒者以为人主

至尊
,

无所畏惮
,

借天象以示做
,

庶使其君有

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
。

此 《春秋 》 以元统天
、

以天统君之义
,

亦 《易 》 神道设教之旨
。

汉儒

籍此以匡正其主
。

其时人主方崇经术
,

重儒臣
,

故遇 日食地震
,

必下 诏罪 己
,

或责免三公
。

虽

未必能如周 宣王之遇灾而惧
,

侧身修行
,

尚有

君臣交澈遗意
。

此亦汉 时实行孔教之一证
。 ’ ,

①

即统治者不施行德教
,

骄奢淫逸
,

则会众叛亲

离
;
滥用刑罚

,

则 民怨沸腾
;
这样

,

阴阳失 调

就会有灾异发生
。

所 以
,

灾异是君王
“

失德
”

的结果
,

必须反省 自身
。

显现灾异既是天对君

王的警告和惩罚
,

也是试图挽救君 王 的过失
,

体现了天的仁慈
。

供了引申发挥的方便
。

李寻对哀帝问引 《十月

之交 》
“

烨烨震电
,

不宁不令
”

的诗句
,

认为灾

异在皇甫卿士之属
。

郑玄笺注中俄纬观念的产生存在多方面的

原因
,

既有时代和政治的因素
,

更与其本人经

历及学术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

首先是政治时局的影响
。

汉代整个社会动

荡不安
,

战争暴乱连绵不断
, “

自桓帝即位之元

年至灵帝中平元年
,

黄巾大暴动之前
,

这三十

七年 中
,

农 民暴动共发生 了 二 十二次
。 ’ ,

② 据

《后汉书
·

五行志 》 记载
,

地震
、

日食等自然灾

害层 出不穷
。

郑玄所处 的桓
、

灵之时
,

政治 日

趋腐败
,

宦官外戚专权
,

党锢之 祸接二连 三
,

文士们更加惶恐不安
。

面对这样的时局
,

自然

会引发人们对天道人事的深刻思考
。 “

徽纬的泛

滥与政治危 机 的 日益严 重
,

两者 是互 为 因

果的
。 ” ③

其次
,

统治者的倡导和重视
。

汉武帝听从

董仲舒的建议而
“

独尊儒术
” ,

董仲舒的思想集

中体现在以
“

天人感应
”

为核心的 《春秋繁露 》

中
,

它奠定了汉代思想的基调
。

那么从 自身的

统治出发
,

阴阳五行学说一定是统治者的不二

法宝
。

侯外庐先生认为 《白虎通义 》 “
百分之九

十的内容出于俄纬
” ,

④ 而它又是当时君 主认可

的国家意识形态 的理论表述
。

俄纬思想为西汉

哀
、

平以来的统治思想
,

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

说服力
。

《后汉书
·

张衡传 》 云
: “

初
,

光武善截
,

及显宗
、

肃宗
,

因祖述焉
。

自中兴之后
,

儒者

争学图纬
,

兼复附以妖言
。 ’ ,

⑤ 西汉后期至东汉

之际
,

成帝改德
,

王莽篡汉
,

刘秀起兵
,

公孙

述称帝
,

都利用 了徽纬
,

而以汉高祖和光武帝

二
、

郑玄谴纬思想成因初探

《诗经 》 本身有大量表现王朝衰微
、

政治黑 ⑤

暗的作品
,

具有天灾人祸的内容
,

为经学家提

皮锡瑞著
、

周予同注释 《经学历史》 ,

中华 书局 1 9 5 9 年版
,

第 10 6 页
。

剪伯赞
:

《秦汉史》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 9 9 年版
,

第 5 02 一

50 3 页
。

金春峰
: 《汉代思想史 》

,

中冈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3 65 页
。

侯外庐
: 《中国思想通史》 第 2 卷

,

人民出版社 19 5 7 年版
,

第 2 2 9 页
。

范哗撰
、

李贤注 《后汉书
·

张衡传 》 ,

中华 朽局 2。。 5 年版
,

第 1 2 9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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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盛
。

《郑兴传 》 记郑兴因不善俄而不被任用
,

《景丹传 》 记
“

世主即位
,

以徽文用平狄将军孙

咸行大司马
。 ’ ,① 可见东汉对于徽纬的重视

,

竟

关系到人事的升迁
。

据 《章帝纪 》 记载
,

章帝

建初四年召儒生
、

官员会聚白虎观
, “

讲议五经

同异
” ;② 《樊愉传 》 记

“
以俄记正五经异说

” 。

③

由于帝王喜好
,

臣子必然竭力迎合
,

桓帝延熹

八年 (公元 16 5 年 ) 刘瑜上书陈事
, “

特招召瑜

问灾异之徽
,

指事案经截以对
。 ’ ,④

再次
,

上有所好
,

下必从之
。

当时学者竞

传截纬
。

刘向 《洪范五行传论 》 主要内容是把

先秦至成帝时的一切灾异与君王言行联系起来
,

以天人感应进行解释
。

⑤ 《汉书
·

董仲舒传 》 记

载
: “

及至后世
,

淫佚衰微
,

不能统理群生
,

诸

侯背畔
,

残贼良民以争壤土
,

废德教而任刑罚
。

刑罚不中
,

则生邪气 ; 邪气积于下
,

则怨恶畜

于上
。

上下不和
,

则阴阳缪庚而妖孽生矣
。

此

灾异所缘而起也
。 ” ⑥

两汉时期
,

今文经学盛行并立为官学
,

以

灾异
、

俄纬解经是当时的潮流
, “
五经之义

,

皆

以俄决
。

贾透以此兴 《左 氏 》
,

曹褒 以此定汉

礼
。

于是五经为外学
,

七纬为内学
,

遂成一代

风气
。 ’ ,

⑦ 东汉学者 多通数 经
,

兼 明 图 俄
,

据

《后汉书 》 记载
,

姜脓
、

刘瑜
、

任安
、

景莺
、

樊

英
、

韩说
、

董扶等皆通俄纬
。

其时学者精于此

学
,

大有不治纬而不能通经之势
。

而作为一代
“

通儒
”
的郑玄 自然也不例外

。

特别是
,

汉代三家诗也都有徽纬化倾向
。

如 《后汉书
·

儒林传》 云
: “

薛汉 …… 世习 《韩

诗》
,

父子以章句著名
。

汉少传父业
,

尤善说灾

异俄纬
,

教授常数百人
。

建武初
,

为博士
,

受

诏校定图俄
。 ” ⑧ 这说明韩诗中以截纬说 《诗 》

的趋势比较大 ; 鲁诗学者刘向也有以阴 阳灾异

说 《诗 》 的倾向
。

《五行志 》 记载其说定公十五

年暇鼠食郊牛
,

引 《相鼠 ;)) 说文公十六年有蛇

自泉宫出
,

引 《斯干 》
。

说明连严谨的鲁诗学者

也有徽纬化倾向
。

《儒林传 》 又云
: “

景莺… …

能理 《齐诗 》
、

《施氏易 》
,

兼受 《河 》
、

《洛 》 图

纬
,

作 《易说 》 及 《诗解 》
,

文句兼取 《河 》
、

《洛 》
。 ’ ,

⑨ 《河书 》 和 《洛图 》 是较早的凿纬
,

而

齐诗学者景 莺每每吸取之
,

说明齐诗更信奉
13 4

俄纬
。

三家诗均有俄 纬的因 素
,

这对郑 玄有很

大的影 响
。

郑 玄对徽 纬亦深 信不 疑
,

不过
,

这应该一分为二地 来看
。

周予 同先生 指 出
:

“

汉代经学家
,

不仅今文学家与俄纬有密切的

关系
,

就是 古文学家及混 淆今古文学 家者
,

其对于俄纬
,

也每有相 当的信仰
。

至 于反对

凿纬的
,

如 《文心雕龙
·

正纬 》 篇中所举的
`

桓谭疾其虚伪
,

尹敏戏其深瑕
,

张衡发其僻

谬
,

荀悦明其诡诞
’ ,

都是完全出于个人见解

的超脱
,

和 经学学统 上没有多大 的关 系
。 ” 。

周氏所言比较公允
,

徽纬乃 时代潮 流
,

为绝

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

郑玄笺注中表现 的徽纬

思想并不奇异
,

也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为一个

缺点
,

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 当时学术思潮 的

影响
。

当然
,

郑玄笺注中的俄纬思想还与其本人

经历和学术活动有关
。

他遍注群经
,

尤其是注

释过 《易经 》 和纬书
,

还精通天文历数
、

图纬

和算术
,

所以 《毛诗笺 》 中表现出一些阴阳俄

纬思想就不足为怪 了
。

《隋书
·

经籍志 》 云
:

“

汉末
,

郎中榔萌集图
、

纬
、

徽
、

杂 占为五 十

篇
,

谓之 《春秋灾异 》
。

宋均
、

郑 玄并为俄律

之注
。 ’ , 。 徐兴无总结说

: “

至郑玄出
,

为 《洛

书 》
、

《易纬 》
、

《尚书纬 》
、

《诗纬 》
、

《礼纬 》
、

《礼记默房 》
、

《乐纬 》
、

《春秋纬 》
、

《孝经 》
、

《尚书中侯 》 诸纬作注
,

其所注之经和所注之

纬
,

皆以经纬互证
,

对俄纬文献作出 了系统的

整理
。 ” 。

① 《后汉书
·

景丹传 》 。

② 《后汉书
·

章帝纪 》
。

③ 《后汉书
·

樊佰传 》
。

④ 《后汉书
·

杜架刘李刘谢列传 》
.

⑤ 金春峰
:

《汉代思想史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3 3 2 页
。

⑥ 《汉书
·

董仲舒传 》。

⑦ 皮锡瑞
: 《经学历史》 ,

第 1 09 页
。

⑧⑨ 套后汉书
·

儒林传》
。

0 《周予同经学论著选集
·

纬书与经今古文学 》 ,

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 83 年版
,

第 56 页
。

0 《隋书
·

经籍志 》
,

中华书局 19 7 3 年版
,

第 9 41 页
。

0 徐兴无
: 《徽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 》 ,

中华 书局 2 0 03 年

版
,

第 7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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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凯在其 《郑玄之漪纬学 》 序言 中指 出
:

“

盖以信纬罪郑玄者
,

是未详考东汉之时代也
。

谓郑玄以纬乱经者
,

是未明汉初经学之流变

也
。

自光武颁布图俄于天下
,

俄纬已成东汉之

国教
。

时 尚如此
,

不 精 于 是
,

不 足 以 称 通

儒
。 ” ① 池田秀三就郑玄引纬证经的理由作了如

下说明
: “

一
、

证明各经之间互 不矛盾
;
二

、

使经学体系致密化 ; 三
、

打造无可动摇的经学

世界
,

此为最高 目的
。 ” ② 他所言三点值得我们

深思
。

由此可以推出引用俄纬是今古文融合的

重 要途 径
,

也是郑 学 自成体系 的一个 必 要

前提
。

三
、

对郑玄引用谴纬之评价

弄清楚郑玄俄纬思想的由来之后
,

就应该

对 《毛诗笺 》 中的俄纬给以 比较客观的评价
。

而清代以前的学者多从正统的思想出发
,

对郑

玄以纬注经多持贬斥的态度
。

梁许惫说
: “

郑

玄有参柴之风
,

不能推尊正经
,

专信纬侯之

书
,

斯为 谬 矣
。 ’ ,

③ 孔 颖达 《舜典 》 疏 亦 云
:

“

郑玄 笃信 俄纬
。 ”
王 应麟 《困学纪 闻 》 云

:

“

郑康成释经
,

以纬书乱之
。 ” 《四库提要 》 于

《周礼注疏 》 下直接表明
: “

好引纬书
,

是其一

短
。 ”

现代学者多半仍因循传统
,

对郑玄引纬

颇有微词
。

杨天宇说
: “

郑 《注 》 之谬
,

还在

于用与阴阳五行思想紧密结合的宗教神学思想

注经
。 ” ④

平心而论
,

郑玄引用截纬解经并不能一概

加以否定
,

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第一
,

俄 纬思想 本 身极其 庞杂 而 矛 盾
:

“

一方面反映政治上各种势力的勾心 斗角
,

借

俄纬语言表现种种政治野心
;
一方面却又在俄

纬迷信的形式下
,

反映 出汉末真实的社会矛盾

和进步的社会理想
; …… 因此对于俄纬需要持

细致的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
。

作为西汉 以前今

文经学思想运动发展的产物
,

应当把俄纬作为

汉末的社会思潮来加以分析
,

而 不应作为误人

歧途的思想垃圾
,

简单摒弃
。 ” ⑤ 即俄纬的出现

和流行 自有其历史必然性
,

存在 自有其合理

性
,

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它
。

何况
,

徽

纬依附于经书
,

与经典 自然难脱干系
,

所 以

注释经典也难免会碰到这些缠夹不清的问题
。

范文澜先 生 认 为
“

康 成兼 杂古 今
,

故 信 纬

也
。 ” ⑥ 相信俄纬之说是郑玄兼采今古文的一个

自然结果
,

不足为怪
。

第二
,

在现实的政治生 活中
,

俄纬 可 以

有效地遏制皇权
,

缓解社会矛盾
。

正如前面

皮锡瑞所言
。

余敦康说
: “

在纬书中
,

通过对

灾异的解释
,

指责
`

人 主 自悠
’ 、 `

后党擅

权
’ 、 `

女渴乱公
’ 、 `

邪臣蔽主
’ 、 `

君臣无道
’

的言论 比 比皆是
,

并且直言不讳地预言亡 国

丧主
,

天 下大乱
,

世界 已面临末 日
,

这完全

是一种危机时代 的意识
。 ” ⑦ 可见

,

俄纬与政

治休戚相关
,

郑玄 引用俄纬为后人认识东汉

的政治形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

第三
,

郑玄所引俄纬大多有助于经义之正

解
,

这些我们应该信从
。

清代徐养原说
: “

夫纬

书虽起于西京之末
,

而书中之说
,

多本于先儒
,

故纯驳杂陈
,

粗精互见
,

谈经之士
,

莫能废焉
。

康成之信纬
,

非信纬也
,

信其与经义有合者也
;

《诗》
、

《书 》 注中所引
,

皆淳确可据
,

比之何

休
,

特为谨严
。 ” ⑧

第四
,

俄纬本身有其合理的成分
,

在学术

发展过程中
,

它还有不小的用处
,

即在某种程

度上使古文经学得以立足
。

《后汉书
·

贾透传》

为此提供了一个旁证
: “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

图徽合者
,

先帝不 遗当尧
,

省纳臣言
,

写 其传

话
,

藏之秘书… … 五经家皆无 以致图麟明刘 氏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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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尧后者
,

而左氏独有明文
。

五经家皆言撷项

代皇帝
,

而尧不得为火德
。

左氏以为少昊代皇

帝
,

即图徽所谓帝宣也
。

如令尧不得为火
,

则

汉不得为赤
。

其所发明
,

补益实多
。 ’ ,①这段话表

明贾透是借助徽纬才使 《左传 》 得 以 立为学

官的
。

因此
,

不能简单地认为徽纬思想是郑玄学

术的污点
,

而作为一位古文经学家
,

郑玄能恰

当地融汇俄纬
,

体现 出
“

有容乃大
”

的魄力
。

“

辩证地看
,

郑玄此举促进了经今古文学的进一

步融合
、

统一
,

加快了今古文之争的平息
。 ’ ,

②正

是在此基础上
,

郑玄才能真正实现经学的
“

小

统一时代
” 。

可以说郑玄引用截纬是其融合今古

文的一个重要途径
。

第五
,

截纬的最 终 目的与郑玄 的学术思

想不谋而合
。

俄纬的内容包罗 万象
,

几乎囊

括 了 自然
、

社会
、

人事等各个方面
。

但其最

终指向是实现德治国家
,

即为受命 而 王寻找

依据
,

或成为 教化 天下的方式
。

葛 兆光说
:

“

中国思想世界中纬书之学由兴而盛
,

由盛而

衰
,

它把古代 中国关于 宇宙的观念
、

天文地

理的知识
、

星 占望气等技术
、

神仙传说与故

事
,

与传统 的道德和政治学说揉 合在一起
,

一方面试 图以理论与经典在知识系统中提升

自己的文化等级 与品位
,

一方面试图以这一

套囊括诸家
,

包笼天地人神
,

贯通终极理想
、

思想道德
、

制度法律与具体方术的知识 系统

干预政治
,

以建立理想的秩序
。 ’ ,③ 这与郑玄

的德治思想 不谋 而合
。

作为一位 大儒
,

郑玄

不是
“

不 闻身外事
” ,

而是通过笺注来表现他

对社会和时世的关注
,

体现 出古代知识分子

深切的优患意识
。

总之
,

郑玄 《毛诗笺》 引用俄纬多数符合

经义
,

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一则为其融合

今古文构建
“

通学
”
奠定了基础

,

这是其学术

价值 ; 另则折射出东汉政局的混乱
,

为当时的

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

此为其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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