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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新论

应劭与《风俗通义》
许殿才　毛英萍

【提　要】应劭是东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熟悉朝廷典章制度, 著有 《汉官礼仪故事》

等典章制度史著作, 意在为国家施政提供借鉴。他为 《汉书》 作集解音义, 在 《汉书》 学

史上有开创之功 。他著 《风俗通义》 力图起到齐风俗 、 明义理 、正人心的作用 。 《风俗通

义》 有益世用, 在中国史学史上有一定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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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应劭和他的历史著作

《风俗通义》 的作者应劭字仲瑗, ① 东汉汝

南郡南顿县 (在今河南省项城县) 人 。关于他

的生卒年, 《后汉书》 本传中没有交待, 从其行

事的记载中, 可知他生平主要活动在灵帝和献

帝时期。他出生在一个官僚世家之中, 几世祖

都官至太守。父亲应奉字世叔, 《后汉书》 有

传, 历官武陵太守 、 从事中郎 、 司隶校尉。应

奉也说得上是个史学家, 他 “著 《汉书后序》,

多所述载” 。② 在 《后汉书》 李贤注中还有这样

的记载:“奉又删 《史记》 、 《汉书》 及 《汉记》

三百六十余年, 自汉兴至其时, 凡十七卷, 名

曰 《汉事》” 。③这是综合 《史记》 、 《汉书》 、 《东

观汉记》 三书而形成的简本两汉史, 可惜没有

流传下来 。

应劭少年时即专心向学, 有博览多闻之誉。

他 “灵帝时举孝廉, 辟车骑将军何苖掾” 。灵帝

中平二年 (公元 185年) , 汉阳边章 、 韩遂与羌

人入侵三辅地区, 朝廷派皇甫嵩出兵讨伐。因

兵力不足, 有人建议征鲜卑入助, 应劭驳之以

为不可。经反复辩论, “于是诏百官大会朝堂”,

最后 “皆从劭议” 。次年, “举高第, 再迁, (中

平) 六年拜太山太守” 。在任上, 他作了一件古

今历史评价不同的大事 。“初平二年, 黄巾三十

万众入郡界。劭纠率文武连与贼战, 前后斩首

数千级, 获生口老弱万余人, 辎重二千两, 贼

皆退却, 郡内以安” 。兴平元年 (公元 194 年) ,

曹操的父亲曹嵩和弟弟曹德来到泰山郡, 应劭

虽派兵迎护, 可是未赶到之前, 曹氏父子就被

陶谦派人袭杀。应劭害怕曹操诛讨, 弃郡赴冀

州投奔袁绍。建安二年 (公元 197 年) , 朝廷下

诏任他为袁绍军谋校尉 。“时始迁都于许, 旧章

堙没, 书记罕存 。劭慨然叹息, 乃缀集所闻,

著 《汉官礼仪故事》, 凡朝廷制度, 百官典式,

多劭所立”。④ 此后, 他在袁绍手下直到去世 。

关于他的生平行事, 吴树平先生有较详细的考

辨, 补充了 《后汉书》 本传记载的不足, 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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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劭的字, 有不同说法, 《后汉书》 本传作 “仲远” ,

李贤注引 《续汉书》 等史籍, 列出 “仲援”、 “仲瑗” 等记

载。吴树平先生据 《后汉书集解》 所引碑刻材料, 判断以

作 “仲瑗” 者为是。见吴树平 《秦汉文献研究》 , 齐鲁书社

1988年版, 第 297页。

《后汉书》 卷 48 《杨李翟应爰徐列传》 。

《后汉书》 卷 48 《杨李翟应爰徐列传》 李贤注引 《袁山松

书》。

以上引文均见 《后汉书》 卷 48 《杨李翟应爰徐列传》。



见其文 《 〈风俗通义〉 杂考》 。①

应劭熟悉朝廷典章制度, 在天下板荡的局

势下, 关注政府的制度建设和职能部门机能的

运转情况 。除上文所见的 《汉官礼仪故事》 外,

他还删定律令, 著有 《汉仪》 一书, 于建安元

年奏献给献帝。在上奏的表章中, 他详述了

《汉仪》 的撰述动机 、 结构内容以及编纂方法,

还介绍了他的另一部著作 《驳议》 。对于了解他

的思想和对他史学的认识有所帮助 。其奏曰:

夫国之大事, 莫尚载籍也。载籍也者, 决

嫌疑, 明是非, 赏刑之宜, 允执厥中, 俾

后之人永有监焉 。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

仕, 朝廷每有政议, 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

巷, 问其得失。于是作 《春秋折狱》 二百

三十二事, 动以经对, 言之详矣 。逆臣董

卓, 荡覆王室, 典宪焚燎, 靡有孑遗, 开

辟以来, 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 巡省许

都, 拔出险难, 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

荣祚丰衍, 窃不自揆, 贪少云补, 辄撰具

《律本章句》 、 《尚书旧事》 、 《廷尉板令》、

《决事比例》 、 《司徒都目》 、 《五曹诏书》 及

《春秋折狱》 凡二百五十篇 。蠲去复重, 为

之节文 。又集 《驳议》 三十篇, 以类相

从, 凡八十二事 。其见 《汉书》 二十五,

《汉记》 四, 皆删叙润色, 以全本体 。其

二十六, 博采古今瓌玮之士, 文章焕炳,

德义可观 。其二十七, 臣所创造。岂繄自

谓必合道衷, 心焉愤邑, 聊以藉手。昔郑

人以干鼠为璞, 鬻之于周;宋愚夫亦宝燕

石, ……夫睹之者掩口卢胡而笑, 斯文之

族, 无乃类旃。 《左氏》 云虽有姬姜丝麻,

不弃憔悴菅蒯, 盖所以代匮也。是用敢露

顽才, 厕于明哲之末。虽未足纲纪国体,

宣洽时雍, 庶几观察, 增阐圣听 。惟因万

机之余暇, 游意省览焉。

文章提示史籍对于执政有重要参考作用,

而有关朝廷典章制度及政策方针实施情况的记

述现实指导意义更为突出。正是基于对纲纪国

体的关注, 他才留意于典章制度史的写作。这

体现了他强烈的史家责任感。

从以上自述中可知, 他所著 《汉仪》 为二

百五十篇, 包括 《律本章句》 、 《尚书旧事》 、

《廷尉板令》 、 《决事比例》 、 《司徒都目》 、 《五曹

诏书》 及 《春秋折狱》 等篇目内容。另外, 他

还撰有 《驳议》 三十篇, 采录以封建经典为准

则而论情断狱的事例八十二件, 其中二十九事

采自 《汉书》 和 《东观汉纪》, 二十六事采自其

他书籍中有关人士的文章议论, 二十七事是他

自己的创作 。上述著作都已亡佚, 只在 《隋

书·经籍志 ·史部 ·职官类》 中有下列两条著

录:一是 “ 《汉官》 五卷”, 下有注云:“应劭

注”。一是 “ 《汉官仪》 十卷, ” 下有注云:“应

劭撰” 。至于这两部书与上述著作的关系, 已不

易说清。

从自我介绍看, 应劭的典章制度史著作涉

及到朝章国制的多方面内容, 没有对国家体制

职能及运作较好的理解, 是不容易做出这样周

全的著述安排的 。虽然原书亡佚, 但其部分内

容在 《北堂书钞》 、 《太平御览》 等类书和 《通

典》、 《续汉志注》 等史籍中有所保存, 对后人

了解有关史实还是有帮助的。

对于他的著述情况, 《后汉书》 本传中还有

介绍和评述:“初父奉为司录时, 并下诸官府郡

国, 各上前人像赞, 劭乃连缀其名, 录为 《状

人纪》 。又论当时行事, 著 《中汉辑序》 。撰

《风俗通》, 以辩物类名号, 释时俗嫌疑。文虽

不典, 后世服其洽闻 。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 。

又集解 《汉书》, 皆传于时。”②

《状人纪》 和 《中汉辑序》 今已不存 。 《汉

书集解》, 《隋书 ·经籍志》 于史部正史类著录

曰:“ 《汉书集解音义》 二十四卷 。” 此书在 《汉

书》 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可能附 《汉书》 而行 。 《隋志》 在著录的 《汉

书》 条下出注曰:“汉护军班固撰, 太山太守应

劭集解 。”③ 可以说明这一点 。颜师古曾言:

“ 《汉书》 旧无注解, 唯服虔 、应劭等各为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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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树平 《秦汉文献研究》 , 齐鲁书社 1988年版。

《后汉书》 卷 48 《杨李翟应爰徐列传》 。

《隋书》 卷 33 《经籍志二》 。



自别施行 。”① 说明应劭和服虔对 《汉书》 学有

开创之功 。颜师古在为 《汉书》 作注时, 大量

吸收了应劭 《汉书集解音义》 的成果 。现在我

们从 《汉书》 颜注中还可看到许多引用的应劭

之说 。在 《汉书 ·高帝纪》 “高祖为亭长, 乃以

竹皮为冠, 令求盗之薛治” 之文下, 应劭注曰:

“以竹始生皮作冠, 今鹊尾冠是也。求盗者, 亭

卒。旧时亭有两卒, 一为亭父, 掌开闭埽除,

一为求盗, 掌逐捕盗贼 。薛, 鲁国县也, 有作

冠师, 故往治之 。” ② 注文条分缕析, 把这段史

实解说得非常清楚。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 中

颜师古共出注 145条, 其中引应劭之说的注有

42条, 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弱, 颜师古为 《汉

书》 作注所引共有 23 家之说, 那么, 应劭之说

在本篇注中所占比重之大可想而知 。更需说明

的是, 在这篇序开头的总论部分, 颜师古共出

注30条, 而引应劭之说的达18条, 占了一半以

上。由此可以看出应劭 《汉书集解音义》 的价

值, 也可以看出应劭确实熟悉朝廷典章制度 。

二 、 《风俗通义》 的内容与价值

《风俗通义》 是一本特殊性质的史著, 其书

“以记述历代风俗礼仪为中心, 上至考察古代历

史, 下至评论时人流品, 旁及音乐 、 地理 、 怪

异传闻等”, ③ 意图通过 “辩物类名号, 释时俗

嫌疑”, ④ 起到齐风俗 、明义理 、 正人心的作用。

以往的目录书往往把它作为杂家之言而归入子

部杂家类, 考虑似乎有些欠妥 。

对于 《风俗通义》 的撰著旨趣和关注风俗

的必要, 应劭在书前的序中作了详细阐述:

昔仲尼没而微言阙, ……汉兴, 儒者

竞复比谊会意, 为之章句, 家有五六, 皆

析文便辞, 弥以驰远 。缀文之士, 杂袭龙

鳞, 训註说难, 转相陵高, 积如丘山, 可

谓繁富者矣 。而至于俗间行语, 众所共传,

积非习贯, 莫能原察 。

今王室大坏, 九州幅裂, 乱靡有定,

生民无几。私惧后进益以迷昧, 聊以不才,

举尔所知, 方以类聚, 凡三十一卷, 谓之

《风俗通义》 。言通于流俗之过谬, 而事该

之于义理也 。风者, 天气有寒煖, 地形有

险易, 水泉有美恶, 草木有刚柔也。俗者,

含血之类, 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

鼓舞动作殊形, 或直或邪, 或善或淫也 。

圣人作而均齐之, 咸归于正, 圣人废则还

其本俗。

《尚书》 :“天子巡狩, 至于岱宗, 觐诸

侯, 见百年, 命大师陈诗, 以观民风俗

人。” 《孝经》 曰:“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

传曰: “百里不同风, 千里不同俗, 户异

政, 人殊服。” 由此言之, 为政之要, 辩风

正俗最其上也。⑤

序文首先指出汉代学术的发展出现了偏差,

虽然成果繁多, 但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文

辞繁杂, 而与儒学要旨越来越远;二是只注意

儒学在知识界的传播与发挥效用, 没有注意要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起到应有作用, 导致社会生

活出现一些积非成是的价值导向 。然后论述风

俗的含义, 风俗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处于当

时社会环境下整顿风俗的必要 。

应劭强调知识学术要关注日常生活, 要发

挥其在为人行事方面的重要指导作用, 与其他

史著更多关注治乱兴衰的思路有所不同, 他从

对治乱安危转向对为人行事的指导, 把教化工

作做到生活日用层面上, 要从人的思想改造入

手, 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 。古人虽然常有整肃

风俗之论, 但对此重要性强调得如此明白, 且

用专门著作实践其说, 应劭是大有功劳的, 《风

俗通义》 的特殊价值也正在于此 。可以说他在

与其他史著相同的出发点下, 开辟了一条新的

途径, 在古代学术思想中, 非常值得注意。后

来郑樵 、 颜元 、 李塨等人强调实学, 与他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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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树平校释 《风俗通义校释 ·序》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以下所引 《风俗通义》 之文均用此本。



想是一脉相承的, 而他实为辟荆斩莽者 。

《风俗通义》 原书三十一卷, 包括 《录》 一

卷, 《隋书 ·经籍志》 著录于子部杂家类。旧 、

新 《唐书》 也都有著录, 所记卷数都是三十卷,

与 《隋志》 相比, 只是没把 《录》 算进去而已。

宋神宗时, 苏颂以官私本校定本书, 当时所见

的就是十卷本, 宋代的官私书目, 如 《崇文总

目》 、 《郡斋读书志》 、 《直斋书录解题》 、 《文献

通考》 等都著录本书为十卷。现在通行本的卷

数与篇名次第与苏颂所校本同。据此可以判断

出宋初其书还属完帙, 到宋神宗时就亡佚了十

卷以外的内容。现存的十卷中, 内容也有部分

缺失和论误。宋代苏颂之后, 清人对其所下整

理校雠工夫较多, 其中卢文弨和孙诒让为恢复

其书本真做的贡献较大。今人吴树平先生整理

出的 《风俗通义校释》, 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现本 《风俗通义》 十卷十篇, 每卷一篇。

篇目为:皇霸第一, 正失第二, 愆礼第三, 过

誉第四, 十反第五, 声音第六, 穷通第七, 祀

典第八, 怪神第九, 山泽第十。缺失篇目为:

心政, 古制, 阴教, 辨惑, 析当, 恕度, 嘉号,

徽称 (或为秽称 ) , 情遇 (或为恃遇 ) , 姓氏,

讳篇, 释忌 (或为释忘) , 辑事, 服妖, 丧祭,

宫室, 市井, 数纪, 新秦, 狱法。

在撰写体例上, 他斟酌得法。其结构大致

是这样的:“各卷皆有总题, 题各有散目 。总题

后略陈大意, 而散目先详其事, 以谨案云云辨

证得失” 。①

每篇前的总序, 讲立篇之由。时时关照着

整齐风俗的主题 。 《怪神第九》 的序是这样

写的:

《礼》:“天子祭天地 、 五岳 、 四渎, 诸

侯不过其望也。大夫五祀, 士门 、 户, 庶

人祖 。非其鬼而祭之, 谄也 。” 又曰: “淫

祀无福 。” 是以隐公将祭钟巫, 遇贼蒍氏。

二世欲解淫神, 阎乐劫弑 。仲尼不许子路

之祷, 而消息之节平 。荀罃不从 《桑林》

之祟, 而晋侯之疾间 。由是观之, 则淫躁

而畏者, 灾自取之, 厥咎响应。反诚据义,

内省不疚者, 物莫能动, 祸转为福矣。传

曰: “神者, 申也 。怪者, 疑也。” 孔子称

土之怪为墳羊。 《论语》 : “子不语怪力乱

神。” 故采其晃著者曰怪神也 。②

把淫祀无福 、 修德方可禳灾的道理说得非

常清楚。对于沉迷其中的世人, 无异醍醐灌顶。

在文中的每条记载之后, 应劭又用案语加

以点评, 使其因事明理的作用更为显豁明白 。

在 《愆礼第三》 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九江

太守陈子威生下来就没见过母亲, 为了尽孝,

在山里见到了一位与母亲同姓的老太太, 就请

回家中, 作为母亲供养起来。在这条记载后,

他评论道:“谨按 《礼》 :`继母如母, 慈母如

母。' 谓继父之室, 慈爱已皆有母道, 故事之如

母也 。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 世间共传丁兰剋

木而事之, 今此之事岂不是似 。如仁人恻隐,

哀其无归, 直可收养, 无事正母之号耳。” 对于

这种过当而有矫饰之嫌的行为作了恰当的批评 。

四库馆臣评论:“其书因事立论, 文辞清辨, 可

资博洽。”③对其特点的总结是很精到的。

从 《风俗通义》 的篇目上看, 应劭的考虑

十分周全, 涉及的面非常广, 为读者提供了丰

富的知识 。其有益世用, 于此可见一斑 。

而且书中所载内容多有正视听 、 解疑惑的

效果 。我们可以从 《怪神第九》 中抽取一条内

容, 来认识其价值:《鲍君神》 条记述:

汝南鲖阳有于田得麇者, 其主未往取

也。商车十余乘经泽中行, 望见此麇著绳,

因持去。念其不事, 持一鲍鱼置其处。有

顷, 其主往, 不见所得麇, 反见鲍鱼, 泽

中非人道路, 怪其如是, 大以为神, 转相

告语, 治病求福, 多有效验 。因为起祀舍,

众巫数十, 帷帐钟鼓, 方数百里皆来祷祀,

号鲍君神。其后数年, 鲍鱼主来历祠下,

寻问其故, 曰: “此我鱼也, 当有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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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四库全书总目》 卷 120 《子部·杂家类四》,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参见吴树平校释 《风俗通义校释》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上堂取之, 遂从此坏 。传曰:“物之所聚斯

有神 。” 言人共奖成之耳 。

不但揭露了真相, 还说清形成迷信说法的

原因 。这样的记述, 在当时有提醒人们理性认

识个别事物, 避免宗教迷信泛滥的客观作用;

现在看又有着延续朴素唯物主义传统, 为中国

古代思想增光添彩的意义 。

本文作者:许殿才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毛英萍是沈阳大

学历史系主任 、教授

责任编辑:赵　俊

Ying Shao and Feng Su Tong Yi

Xu Diancai 　Mao Ying ping

Abstract:Ying Shao w as a famous scholar in East Han Dynasty.He was acquainted wi th

the governments insti tutions and rules and w ro te the book Of f icial Manners in Han Dy-

nasty which aimed to of fer references to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 ration.He w rote Phonol-

ogy and Semant ics of Hanshu which set the fashion in the histo ry of Hanshu studies.His

book Feng Su Tong Yi has values in adjust ing the customs, identify ing the duties and purif-

y ing the spirit s, and just for these reasons, i t has a place in Chinese histo rical histo ry.

Key words:Ying Shao;Feng Su Tong Yi;Phonology and S emant ics o f Hanshu;histo rical

w ri tings;customs

观点选萃

藏文化传统视域下的基础教育研究

金家欣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金家欣在 《藏文化传统视域下的基础教育研究》 一文中说:费孝通先生曾深刻地

指出, 原始土著文化具有 “一种在自然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原生态文化特征” , 对于土著居民而言 , “他们的直觉与非

理性化特征使他们能直接感悟大自然的许多规律。” 藏文化传统作为藏民族的土著文化以乡土知识和民间智慧的形态

大量存在于藏民间, 许多藏文化传统尽管没有正规的文本载体, 但是却时时刻刻伴随着他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 , 构

成藏区内民众的生存基础, 培育了藏民族的独特的审美情趣和道德习俗。藏文化传统中的历史文献典籍 、 经典民歌 、

民族舞蹈 、 民族神话 、 文学艺术 、 绘画与雕刻等为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和挖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物质文

化层面, 藏区存在着大量的以实物为载体的文化资源, 如到处可见的寺院 、 经幡 、 嘛呢堆 、 独特的民族建筑物 、 民

族服装等;在制度层面, 藏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各种禁忌规定 、 乡规民约 、 政治法律等都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精神

层面, 至善利他的奉献精神和乐于吃苦的精神, 宗教哲学与思想智慧, 整个民族表现出来的爱国 、 爱族 、 爱教 , 好

客 、 友善 、 守信等崇高的风尚。这些优秀的藏文化传统培植着藏族人民扎根故土的情结, 促成了藏民族的认同的基

础, 积淀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藏文化传统中的这一切无不彰显出浓厚的 、 明显的藏区基础教育意蕴。 “在现代化过

程中, 每个民族都只能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同时吸取其他民族发展中的经验, 走出自己的路。这条路既有普遍

性 (如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的应用) , 又有特殊性 (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发展历史) 。” 藏区的基础教育也毫不例外,

也只有在此基础上传播现代理念和科学知识与技能, 加强优秀的藏文化传统与现代教育及其他民族的优秀成分等的

融会贯通, 才能真正促使藏区内的基础教育焕发出其内在的生命活力。

(马光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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