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集解》是两汉长期古今经学之争后出现

的第一部集解体训释专著 , 它吸收了汉魏时期《论

语》注释的优秀成果 , 加之编纂者何晏等人在当时

政坛和学界的实力和影响力 , 因此取得了极大的成

就 , 影响深远 , 在我国的训诂史上尤其是《论语》的

训释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弃门户之见, 创“集解”训体

汉代自武帝“卓然罢黜百家 , 表章六经”[1]后 , 从

此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宗的学术思想 , 经学开始兴

盛。当时被立于学官的是今文经学 , 古文经学作为

经学内部的一个学派, 是在西汉末年才兴起的。

古今文经学在经文的字体、篇目用字、对孔子

和六经的看法、依据的材料、史实的解释、研究原则

和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分歧 , 加之二者的政治

地位的不同, 两派誓不两立, 形同水火。而今文经又

“立五经博士 , 各以家法教授”[2], 明经就必守家法 ,

造成了汉代经学严格的门户之分 , 诸生各执师说 ,

互不相让, 难以通融。古今经学的对立, 今文经学内

部的拘守师法家法 , 使得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渐渐

趋于僵化衰落 , 从而严重阻碍了经学的发展。这一

时期《论语》的传授和发展亦是陷入如此局面。

西汉传 《论语》者三家 :《鲁论》、《齐论》、《古

论》, 正如何晏《论语集解》叙所述 :“《鲁论语》二十

篇, 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

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齐论语》

二十二篇, 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瑯琊王

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古论》

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说, 而世不传。至顺帝时, 南郡

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三家弟子亦严守师法。不

过 , 东汉的郑玄已尝试打破这种局面 , 以《鲁论》为

主 , 并参以《齐论》、《古论》为之作注。然而 , 真正彻

底破师法门限、集众家所长而为之注的, 则是玄学家

何晏的《论语集解》。

何晏依《鲁论》篇次 , 集合包咸、周氏、孔安国、

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八家之说 , 其中有糅

合齐鲁论语的今文经学 , 有以古论语为本的古文经

学 , 也有杂糅古今的郑学 , 特别是他敢于将冰炭不

相容的郑学和王学汇集在一起 , 创立了一种新的训

释体例———“集解”体。可见他能破除师法门户之

见 , 对各派各家的训诂能依己意作出公正客观的评

价 , 并加以选择利用。正如《集解叙》中所言 :“前世

传受师说虽有异同 , 所见不同 , 互有得失 , 今集诸家

之善说, 名曰《论语集解》。”

《论语集解》一出 , 不仅使《论语》的训释和发展

开辟了新的途径 , 而且给西汉以来经学的僵化保守

造成极大的冲击 , 从而开创了一派清新、自由、融和

的学术风气。正如今人吴承仕所叹:“自何氏《集解》

以迄梁、陈 , 说《论语》者 , 义有多家 , 辞旨华妙 , 不守

故常 , 不独汉师家法荡无复存 , 亦与何氏所集者异

趣矣。”[3]

而何晏所创的“集解”体更成为他身后千余年

古书训诂的主要体裁之一。这种体裁能不囿一隅之

见 , 博采众家之长 , 成为历史语言学家们注释古书

时最喜爱的一种训诂方法。此后杜预的《春秋左氏

集解》、裴马因《史记集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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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清代汗牛充栋的训诂著作 , 使用的多是“集解”

体, 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二、承上启下, 成果卓著

魏晋经学家在诠释、训诂文献经典时所展示的

精深的学问之功 , 已被古今学者广泛认可。皮锡瑞

说 :“世传十三经注 , 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 , 以注

而论, 魏晋人似不让于汉人矣。”[4]

《论语集解》也是如此 , 何晏“少以才秀知名 , 知

老、庄言 , 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以

材辨显于贵戚之间”, [5]“能清言 , 而当时权势 , 天下

谈士, 多宗尚之”[6]。可见, 何晏是魏晋玄学最早的代

表人物 , 学识才辨受世人瞩目 , 在正始玄风中举足

轻重。正因为如此 , 何晏能广览汉魏以来诸家《论

语》注释 , 择善而录 , 从中继承包咸、周氏、孔安国、

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八家学者的优秀成

果 , 首创“集解”训诂之体 , 又能并列己意于其中 , 有

一定的创新。

由于八人特别是孔安国、马融、郑玄、王肃皆是

名动一时的大家 , 加上何晏本人的广博精深的学识

见解 , 所以《论语集解》训释内容广泛 , 涉及字词训

诂、章句、名物考证、制度考证、历史背景考证、修辞

说明等 , 训释方法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 而其中的

字词、章句训释虽有不足之处 , 但仍因其精当深刻 ,

能得经文大意而为后世所重 , 所以一经问世便受到

世人的推崇 , 成为《论语》的最佳注本 , 以至于使其

他注本衰落和失传, 后被收入《十三经注疏》, 成为传

世的注本 , 影响甚远。后世皇侃义疏、邢昺义疏、刘

宝楠的《论语正义》等《论语》注释方面重要的著作 ,

都以《集解》作为原本。朱熹的《集注》虽力图另辟新

径 , 然文中不少注释仍显示出与《集解》千丝万缕的

联系。可见 , 何晏《论语集解》在训诂方面的价值不

容忽视。

《论语集解》完成之后 , 为世所贵 , 一时间诸注

皆黜 , 渐行散佚 , 唯郑注与之并行 , 然唐以后 , 郑注

也渐行逸散。因此 ,《集解》成为保存八家注说的资

料库。虽说各家注解在《集解》中保留得不完整 , 但

仍可显其大貌 , 这对研究西汉时期《论语》的注释有

重要价值 , 特别是《集解》叙所述的三家论语的区别

所在以及三家的传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 所以《集

解》的保存之功亦值得一提。

三、以古为体, 崇简弃繁

汉代经学严格的师法门户之分不仅阻碍了学

术的交流,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经学的又一弊端———

解经烦琐。各家弟子严守师法家法 , 只能在各自的

小 领 域 中 寻 求 发 展 , 古 文 经 派“分 文 析 字 , 烦 言 琐

碎 , 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7]; 今文经派走得更

远 , 为了阐发师说 , 对师说“具文饰说”, 往往“说五

字之文 , 至于二三万言”[8], 竭尽文理阐发之能事 , 而

且用微言大义将经典与现实勉强合附 , 甚至用谶纬

之学诠释经典 , 使章句之学越来越烦琐芜杂 , 支离

破碎。古今文经学的这些做法必然会造成“西汉之

末 , 五经章句皆极繁衍 , 东汉经学 , 病在烦琐”[9](P17- 18)

的结果。

何晏的《论语集解》一反汉儒烦琐考证僵死教

条的解经方法 , 摒弃西汉经学如层层迷雾般的章句

之学的弊端 , 依古文经学治经之重文字、章句的训

释之风为体 , 力求依经解经 , 文字、章句训释简洁易

了 , 即使申发大义 , 也多直指其义 , 并不多作敷衍。

由于《论语集解》取得很高的成就 , 一经问世便引起

世人的关注,

加之何晏是魏晋玄学最早的代表人物 , 在正始

玄风中举足轻重 , 他的这种注释方式 , 扫荡了学界

的烦琐之风 , 使之呈现一种崇尚简约的新气象。正

如蒋伯潜所言 :“魏晋人说经 , 独尚玄言 , 文辞隽永

简约, 一反东汉人之学风。王弼《易》注之外, 如何晏

《论语集解》, 亦与东汉经师所注大异其趣 , 此魏晋

经学之特色也。”[9](P18)

这种简约之风 , 深深影响了以后的学者。如王

弼注《周易》“要约明畅”, 为刘勰《文心雕龙》力赞 ,

尤使南朝经学学风尚简。正如《世说新语·文学》所

云“南人学问, 清通精要”, 与北学“穷其枝叶”[10]大为

异趣。

四、去阴阳五行, 援道入儒

两汉的经学 , 尤其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

学 , 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灾异符命等思想解释儒

家经典 , 为封建大一统服务 , 在西汉后期社会矛盾

日益尖锐的情况下 , 今文经学的这一特点更为突

出 , 正统的学术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 向宗教方面发

展 , 谶纬之学大肆泛滥 , 成为思想领域中一股强大

的思潮; 古文经学派相较于今文经学派掺杂阴阳五

行的思想虽较少 , 但仍难逃脱此一学术风气 , 如郑

玄便是一例。

何晏解《论语》是杂糅古今学派 , 而主要是延续

古文经学派的态度及治学方法 , 并在此基础上有所

超越 , 从而剔除了其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因此虽郑

玄解经有不少这种五行之说 , 但在《论语集解》中 ,

我们看不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存在。如:

《公冶长》:“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 不可得而闻

也。”《集解》:“何注: 性者 , 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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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元亨日新之道 , 深微 , 故不可得而闻。” 郑注 :

“性 , 谓人受血气以生 , 有贤愚、吉凶、天道 , 谓七政

变动之占也。”

郑玄用“七政变动之占”来释天道 , 正是汉时流

行的阴阳五行思想的反映 , 亦即所谓的谶纬之说。

而何晏在注释时 , 弃郑玄之解不用 , 援引《易·乾卦》

“乾 , 元亨利贞”及《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 , 日

新之谓盛德”来解释这一条经文 , 使孔子的学问变

成了道家“元亨日新”之道。

另外 , 何晏在注《述而》“志于道”时 , 说“志 , 慕

也。道不可体, 故志之而已”, 注“据于德”时说,“据,

杖也。德有成形 , 故可据”, 将儒家的“道”和“德”替

换道家的“道”和“德”, 即“有”和“无”。注《雍也》“有

颜回者好学 , 不迁怒 , 不贰过”时说“凡人任情 , 喜怒

违礼。颜回任道, 怒不过分。迁者, 移也。怒其当礼,

不移易也。不贰过者, 有不善, 未尝复行”, 将儒家的

好学而温柔敦厚的贤人 , 变为道家任道而行的智

者。

如此种种 , 何晏多处援用道家思想来解释《论

语》, 可见他的出发点是以道解儒 , 把儒家思想道家

化。他的这种做法 , 使《周易》、《老子》、《庄子》开始

与《论语》融合 , 故“自何氏《集解》以迄陈梁之间 , 说

《论语》者 , 义有多家 , 大抵承正始之遗风 , 标玄儒之

远 致 , 辞 旨 华 妙 , 不 守 故 常 , 不 独 汉 师 家 法 荡 无 复

存 , 亦与何氏所集者异趣矣”, [3](P146) 也从而导致了魏

晋经学“儒道兼综”思想格局的形成和经学的玄学

化。

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何晏的做法值得商榷 , 但换

一个角度看 , 儒学因此被注入义理学 , 即形而上学

的思想 , 使儒家能面对富有哲学意味的道家或各派

给予相当的回应。正如一些学者所述 ,《论语集解》

的撰就 , 标志着《论语》之学实现了由章句训诂之学

向义理之学的发展。它一方面深化了儒学的义理内

容 , 涤荡了汉儒阴阳五行、灾异谶纬的泛滥 , 另一方

面也造成了儒家原始精神的歧出与悖离。[11]

从上述分析可见 ,《论语集解》是《论语》注释方

面一部重要的专著 , 它既有所继承 , 又有所创新 , 特

点鲜明 , 并对后世的几部重要的《论语》训释专著产

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论语集解》能破除师法 , 创

立了集解体 , 又能训释简洁 , 摆脱了阴阳五行之说

的影响 , 给经学注入一股清新简约之风 , 这一切都

在训诂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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