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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尚書》著作考述 

蔣秋華* 

摘 要 

清末民初之國學大師章太炎，在《尚書》方面的著作，生前原本撰有

《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古文尚書拾遺》兩部專書，以及多篇筆記和與友

人論學之書札。其逝世後大約 2 年，弟子諸祖耿據其師生前之講說及相關

論著，編纂成《太炎先生尚書說》一書，但因種種緣故，遲遲未能出版。

直至民國 102 年 2 月，始由北京中華書局為之印行，然距離章氏辭世，將

近 80 年。諸氏此書蒐羅章氏《尚書》學之材料，雖極為辛勤，但仍有所遺

漏。因此，本文詳細考察章氏著作中與《尚書》學相關之論述及其撰成之

時間，同時希望有心者能整編一部較為完整的章氏《尚書》學著作，以供

研究者參考。 

關鍵詞：章太炎、《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古文尚書拾遺》、《太炎先生尚書說》、

諸祖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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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Zhang Taiyan’s Writing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Chiang Chiu-Hua＊ 

Abstract 

Zhang Taiyan, the eminent scholar of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wrote a number of works related to the Book of Documents. During his 

lifetime, he published two monographs: The Ancient Script Documents 

according to Sima Qian and Notes on the Ancient Script Documents. In addition 

to these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he also composed several short pieces on 

the canonical text, and often referred to it in his scholarly correspondences. 

About two years after his death, his student Zhu Zugeng, drawing on Zhang’s 

lectures and other related writings, compiled the work, The Book of Documents 

according to Zhang Taiyan. However, this work was not published until almost 

eighty years later after Zhang’s death, by Zhonghua shuju in 2013. Zhu’s 

compilation of Zhang’s works is an admirable one, bringing together a large 

body of material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omissions that I would like to bring 

attention to.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identify and date among Zhang’s 

writings those discussions related to the Book of Documents. With this paper, it 

is hoped that the future scholars can compile a more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Zhang’s writing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Keywords: Zhang Taiyan, The Ancient Script Documents according to Sima Qian, 

Notes on the Ancient Script Documents, The Book of Documents 

according to Zhang Taiyan, Zhu Zug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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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國 102 年（2013 年）2 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章太炎（1869-1936）

講、諸祖耿（1899-1989）整理的《太炎先生尚書說》一書，這是章氏逝世

將近 80 年後，新出的一部著作，不禁令人感到好奇，想一探其內容究竟為

何？因為章氏的著作已有各式的編輯、刊印，甚至出現多達 8 冊的《章太

炎全集》，遺漏的應該不多了。何況章氏生前已有兩部關於《尚書》的專著

流傳，此本《太炎先生尚書說》所收錄的是那些資料？與前兩部書有何差

別？又是如何編輯成的？種種問題都亟待查證。及觀覽之後，得知此書乃

章氏之學生諸祖耿，將其生前講說的《尚書》材料，按部就班地置於今文

29 篇的相應處，使其看似一部通解《尚書》的著作。然而書中並非對所有

的經文字句都有解說，而且有些部分是用章氏先前的其他著作補上的。儘

管如此，但已經是章太炎通解《尚書》一經較為完整的書了。 

諸祖耿原名錫光，字介父，書室名雪龕，故或署名雪龕居士，江蘇無

錫人。民國 18 年（1929 年），經由李根源（1879-1965）的介紹，諸祖耿成

為章太炎的弟子。1民國 21 年（1932 年）秋，章太炎受到蘇州耆老的邀請，

南下講學，23 年（1934 年）秋，由上海遷居蘇州，成立「章氏國學講習會」。

每次講讀，身為弟子的諸祖耿2都在旁記錄，講稿經整理後刊行。3諸氏又與

孫世揚協助章氏編《制言》半月刊。4由於諸氏有記錄章氏講學的習慣，所

以對於章氏的《尚書》講義，特別留意，進而為之編纂成書。 

《太炎先生尚書說》的出版經過，諸祖耿的兒子諸泓說： 

《太炎先生尚書說》原題作《章氏尚書學》，後父親諸祖耿改此

名，是父親聽章先生講《尚書》的記錄稿。是稿早在章先生逝世

                                               
1 參見諸祖耿 Zhu Zugeng：〈雪龕自訂年譜〉“Xuekan ziding nianpu”，《文教資料》Wenjiao 

ziliao，第 6 期（1999 年），頁 6。 
2 有關章太炎與諸祖耿的師生情誼，可參洪爾新 Hong Erxin：〈章太炎與諸祖耿的師生緣〉

“Zhang Taiyan yu Zhu Zugeng de shishengyuan”，《文教資料》Wenjiao ziliao，第 6 期（1999
年），頁 36-38。 

3 有關章氏國學講習會的活動概況，可參諸祖耿 Zhu Zugeng：〈「章氏國學講習會」紀事〉

“‘Zhangshi guoxue jiangxihui ’jishi”，《文教資料》Wenjiao ziliao，第 6 期（1999 年），頁

49-52。 
4 參見諸祖耿 Zhu Zugeng：〈雪龕自訂年譜〉“Xuekan ziding nianpu”，《文教資料》Wenjiao 

ziliao，1999 年第 6 期，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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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完成了，定稿在 1938 年前後。父親一直珍藏未示人，直到

年邁，才示告我，囑我手抄清稿，在 1995 年5左右交給江蘇教育

出版社，由主編繆詠禾先生親自負責。出版社在排版後，將清樣

送到家中，時父親視力不佳，已無法看稿，後由我代為逐一讀樣。

出版社連封面都設計好了，但因為全國徵訂數字太低，無法付

印，將校樣和原稿又退回給我。現由中華書局刊出是書，甚為

可感。6 

原來此書是諸祖耿聆聽其師講授《尚書》的記錄稿，民國 25 年（1936 年）

章氏逝世，諸氏在兩年內，即纂成此書稿，初題為《章氏尚書學》，後改今

名。然而一直沒有出版的機會，到民國 75 年（1986 年），即章氏逝世 50

年後，才交給出版社，希望可以刊行。7經過了 3 年，雖然校樣與封面都完

成了，卻因徵訂數目太少，而宣告胎死腹中，8令諸祖耿抱憾而終。其後又

經過大約 25 年，此書才得以出版。 

諸祖耿的治學領域相當寬廣，撰成的已刊、未刊稿，多達 200 種。9他

雖無《尚書》的專著，但曾於民國 29 年（1940 年）春，在上海國學專修

學校講授《尚書》，10可見其對此經亦頗有研究。諸祖耿晚年回憶說： 

太炎先生耽翫《尚書》，老而彌篤。自言已通百之八九十，勝於

清儒。著《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古文尚書拾遺定本》。又於《文

錄》、《檢論》、《文始》、《新方言》、《小學答問》中，臚陳字義，

                                               
5 「1995 年」應是「1986 年」之誤。 
6 諸泓 Zhu Hong：〈寫在前面的幾句話〉“Xiezai qianmian de jijuhua”，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

講、諸祖耿 Zhu Zugeng 整理：《太炎先生尚書說》Taiyan xiansheng shangshushu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13 年 2 月），頁 1。 
7 諸祖耿於自訂年譜 1986 年曰：「校《太炎先生尚書說》，付江蘇教育出版社。」見諸祖耿

Zhu Zugeng：〈雪龕自訂年譜〉“Xuekan ziding nianpu”，《文教資料》Wenjiao ziliao，第 6
期（1999 年），頁 18。 

8 諸祖耿於自訂年譜 1989 年曰：「六月五日，江蘇教育出版社通知：《太炎先生尚書說》已

校對清樣完畢，因訂購不足三千冊，只能保存紙型，暫停出版。」見諸祖耿 Zhu Zugeng：
〈雪龕自訂年譜〉“Xuekan ziding nianpu”，《文教資料》Wenjiao ziliao，第 6 期（1999 年），

頁 18。 
9 參見諸祖耿 Zhu Zugeng：〈諸祖耿著述目錄〉“Zhu Zugeng zheshu mulu”，《文教資料》

Wenjiao ziliao，第 6 期（1999 年），頁 53-56。 
10 參見諸祖耿 Zhu Zugeng：〈雪龕自訂年譜〉“Xuekan ziding nianpu”，《文教資料》Wenjiao 

ziliao，第 6 期（1999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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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其類別，幾於纖屑彌遺。晚以全書親授及門諸子。余參末座，

備聞其詳，有聞必錄，積累成冊。季剛先生曾請先生手注全經，

先生笑而未遑。此冊所錄，則先生所講之全也。暇加整理，以類

相從，計：《尚書故言》、《尚書略說》、《書序》、《尚書》二十九

篇全文講義。其《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古文尚書拾遺》，則散

見當篇之中。末復殿以附錄四種：〈與吳承仕論尚書古今文書〉

五通、〈與簡竹居書〉一通、《文錄一･徵信論下》（一條）、〈說亂

洪迪爽四字義〉。凡先生所說《尚書》，具於是矣。於是定其名曰

《太炎先生尚書說》。不敢自秘，公諸同好。疏漏之責，或者可

免，編次不當，或前後重複，則請達者將而正之。11 

盛讚其師晚年研習《尚書》，頗有心得，完成兩本專著，在其他著作中也對

相關字義，有所詮釋，將其所得，傳授弟子，諸氏詳錄所聞，區為「《尚書

故言》、《尚書略說》、《書序》、《尚書》29 篇全文講義」4 部分，並附錄 4

種，以為其師疏釋《尚書》之大全。章氏自詡所解之《尚書》，已通其八

九成，勝過清儒，故諸氏編纂其說，公布於世。其傳播師說之用心，令人

感佩。 

諸祖耿對於編纂此書的自我評價，為「疏漏之責，或者可免，編次不

當，或前後重複，則請達者將而正之」，亦即或許有編次與重複的疏失，卻

自信沒有遺漏。事實是否如其所言？以下對章太炎的《尚書》學相關著作，

予以考證。 

二、章太炎的兩部《尚書》專著 

章太炎在其生前完成兩部《尚書》的專著，一是《太史公古文尚書說》

1 卷，一是《古文尚書拾遺》2 卷。兩書均收入民國 22 年（1933 年）在北

平刊印的《章氏叢書續編》中，此叢書收錄章氏五四前後的著作 7 種，由

其在北平的弟子出資助印，總其成者為吳承仕（1884-1939）。後來又一同

刊載於民國 23 年（1934 年）11 月的《國學論衡》第 4 期上冊及 24 年（1935

年）6 月的第 5 期下冊。《章氏叢書續編》於民國 33 年（1944 年），又由成

都薛氏崇禮堂重刊。民國 47 年（1958 年），臺北世界書局亦予翻印。民國

                                               
11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 講、諸祖耿 Zhu Zugeng 整理：《太炎先生尚書說》Taiyan xiansheng 

shangshushuo，〈前言〉“qian yan”，頁 1。 



42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一期 

 

100 年（2011 年）5 月，王小紅選編的《章太炎儒學論集》，也將《太史公

古文尚書說》收入。12 

章太炎逝後，弟子在民國 25 年（1936 年）9 月的《制言》半月刊第

25 期做紀念專輯，登載《古文尚書拾遺定本》，並同時出版單行本，標榜

此書為「太炎先生最後著作」，其〈《古文尚書拾遺定本》出版預告〉云： 

《尚書》有今古真偽之別，素苦難讀，雖經清師閻、江、段、王、

二孫之疏釋，而古文之說猶有未能通者。太炎先生在上海時。曾

作《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及《古文尚書拾遺》二種，收入《叢書

續編》。近卜居吳下，設章氏國學講習會，以半年之期，為諸生

講解《尚書》全部，續有發明，合之先刻《拾遺》數十條，凡得

百七十餘條，為《古文尚書拾遺定本》。從此二十九篇之書，句

句可讀，誠為說經之快事。先生矜貴此書，寢疾之頃，再三叮囑

門下，鄭重校刊。本社今將此書全部登入第二十五期紀念號，並

印單行本發售，以餉海內外研經之士，特此預告，制言社啟。13 

此一《定本》是章太炎在蘇州的章氏國學講習會上，以半年的時間講解《尚

書》全書，其間有新的見解，弟子遂將其與先前的《古文尚書拾遺》合併

成《定本》。民國 28 年（1939 年），上海章氏國學講習會有再刊本。民國

57 年（1968 年），香港九龍的廣華書店，亦據以翻印。民國 100 年 5 月，

王小紅選編的《章太炎儒學論集》，也將此書收入。14 

民國 21 年（1932 年）7 月，章太炎撰〈古文尚書拾遺後序〉，云： 

六經之道同歸，獨《尚書》冣殘缺難理。舊傳「古文讀應《爾雅》」，

解者牽于一耑，其說猶直躓。後之說者，獨高郵王氏以由裕為道，

瑞安孫仲容以棐諶、棐彝為匪字，持之有故，言之足以成理，其

餘皆皮傅爾。余始以為《尚書》必不可通，未甚研精也。15 

                                               
12 見王小紅 Wang Xiaohong 選編：《章太炎儒學論集》Zhang Taiyan ruxue lunji（成都

[Chengdou]：四川大學出版社[Sichuan daxue chubanshe]，2011 年 5 月），頁 1-11。 
13 見《制言》Zhiyan 半月刊，第 24 期（1936 年 9 月）。 
14 見王小紅 Wang Xiaohong 選編：《章太炎儒學論集》Zhang Taiyan ruxue lunji，頁 13-65。 
15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古文尚書拾遺》Guwen shangshu shiyi（北平[Beiping]，1933 年，

收於《章氏叢書續編》Zhangshicongshu xubian 本），卷末，頁 1 上-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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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說他早年對《尚書》並沒有深入的研究，因為此時他認為其書難通，僅

欣賞王引之（1766-1834）與孫詒讓（字仲容，1848-1908）兩家的說解，至

於其他學者的著述，他全看不上眼。16 

〈古文尚書拾遺後序〉續云： 

弟子歙吳承仕，獨好古文，先以敦煌所得〈堯典〉《釋文》，推定

枚氏隸古，又參東方足利諸本，增損文字，以為壁中書雖亡，其

當與此不遠。嘗以質余，余甚是之。其後自雒陽得三體石經殘碑， 

發見古文真迹，以校枚氏〈堯典〉，多相應，知其所以取信士大

夫者，非妄而獲是，恨清時段、孫諸師未見也。然于通訓故、撰

大義，吾猶未暇。17 

章氏後來受到弟子吳承仕的影響，對《尚書》古文有新的認識。吳氏先依

據敦煌唐寫本〈堯典〉的《經典釋文》，又與日本的足利刊本相比勘，以為

兩者字體當與枚賾的《古文尚書》字體相近。他以此說相詢，獲得章氏的

認可。後來吳氏又以當時洛陽新獲的魏三體石經殘碑，校勘枚本〈堯典〉，

謂文字多相應，因謂其非妄作。惟清儒段玉裁（1735-1815）、孫星衍

（1753-1818）等人無緣見到，至為可惜。此時章太炎從字體的辨識上，對

《尚書》有了不同的體會，卻仍沒有全心投入研究、撰述的心意。 

〈古文尚書拾遺後序〉又云： 

民國二十一年夏，返自宛平，盛暑少事，念棘下生孔安國之緒言，

獨存于太史公書，往反抽讀，略得統紀，因成《太史公古文尚書

說》一卷。次以己意比考，通其故言，以舊書雅記，徵其事狀，

復成《古文尚書拾遺》二卷。雖發露頭角，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16 章太炎對清儒《尚書》學的成就，評價不高，曾曰：「……江聲（艮庭）作《尚書集注音

疏》，於古今文不加分別，古文「欽明文思安安」，今文作「欽明文塞晏晏」，東晉古文猶

作「欽明文思安安」，江氏不信東晉古文，寧改為「文塞晏晏」。於是王鳴盛作《尚書後

案》，一以鄭康成為主，所不同者，概行駁斥，雖較江為可信，亦非治經之道。至孫星衍

作《尚書今古文注疏》，古文採馬、鄭本，今文採兩《漢書》所引，雖優於王之墨守，然

其所疏釋，於本文未能聯貫。蓋孫氏學力有餘，而識見不足，故有此病。今人以為孫書

完備，此亦短中取長耳。要之，清儒之治《尚書》者，均不足取也。」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
《國學講演錄》Guoxue jiang yan lu，收於《章太炎講國學》Zhang Taiyan jiang guoxue（南

京[Nanjing]：鳳凰傳媒出版集團鳳凰出版社[Fenghuang chuanmei chuban jituan fenghuang 
chubanshe]，2009 年 4 月），頁 104。 

17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古文尚書拾遺》Guwen shangshu shiyi，卷末，頁 1 上-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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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詒承仕，其將有以恢彉之。昔鄭君注《左氏》未成，悉以與服

子慎。余何敢望鄭君，而承仕敦古，次于子慎，其以是為執鞭前

蹕歟？18 

章氏於民國 21 年（1932 年）夏天，認為漢孔安國的《古文尚書》說，被

從其學的司馬遷紀錄於《史記》當中，於是利用閒暇，抽繹《史記》中之

《古文尚書》說，撰成《太史公古文尚書說》1 卷。接著用自己的想法，

考證訓詁，並參考舊籍，徵引史事，再撰《古文尚書拾遺》2 卷。至此雖

已有些微成就，但仍顯不足，遂將兩書交予吳承仕，希望他能發揚光大

此學。 

有關《太史公古文尚書說》之撰著原由，章太炎曰： 

今欲見《古文尚書》真本，非三體石經盡出無由。若其閒存古字，

未及改竄者，雖衛包以來俗本尚然。……《經典釋文》及諸書所

引馬、鄭《尚書》，有閒存古文真迹者，亦有直以馬、鄭所讀為

正文者，同一古文而馬、鄭異字，雖《說文》所引《尚書》，亦

有杜林、衛宏以來師讀之文矣。……大氐杜氏揅精小學，發疑正

讀，上揜臨淮，賈、馬諸君依以訓說者眾，亦或考訂稍疏，所改

乃不如其舊。今臨淮之書不傳，惟太史公嘗從問故，以其書考之，

猶略得二十許事。雖遺文殘缺，如窺豹得其一班（斑），猶可喜

也。19 

他認為真本《古文尚書》只有靠三體石經來辨識，但今日僅存殘石，無法

得見全貌，所以沒有辦法靠它來作全面的印證。其餘各家所引用的古文，

章氏謂都遭到後人的改竄，只有孔安國所傳之古文，才是真迹，但其書已

不傳，而因司馬遷曾從其問學，章氏以為《史記》保有孔氏古文之說，遂

自其中採集二十餘事，為之申說考辨，以成《太史公古文尚書說》一書。

書末另有附記 2 則。20 

                                               
18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古文尚書拾遺》Guwen shangshu shiyi，卷末，頁 1 上-1 下。 
19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太史公古文尚書說》Taishigong guwenshangshu shuo（北平

[Beiping]，1933 年，收於《章氏叢書續編》Zhangshicongshu xubian 本），頁 1 上-1 下。 
20 〈附記一〉批駁段玉裁謂《書序》有古文、今文之異。〈附記二〉考證漢初說《尚書》者

非獨伏生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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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書拾遺》為考辨《尚書》經文古、今字而作，先刊於學刊，

後於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面對大眾宣講，由弟子筆記，整理增補，成為

《定本》。而此書的撰成，則頗受與弟子吳承仕討論今古文字的影響。此書

解今文諸篇，惟〈牧誓〉、〈費誓〉兩篇無解，《定本》中又穿插〈尚書續說〉

的三條論說21（原由詳後文）；經文之後有數條考證《書序》之說，並附「薛

氏（季宣）《書古文訓》本三事」；最後又附〈說亂洪迪爽四字義〉一文，

反駁王引之《經傳釋詞》、《經義述聞》以亂、洪、迪、爽四字為語助詞之

不當。 

章太炎兩部《尚書》專著，均以「古文」標名，可見其對經書文字的

重視，他曾說： 

今日治《書》，且當依薛季宣《古文訓》及日本足利本古文，刪

去偽孔所造二十五篇，則本文已足。至訓釋一事，當以「《古文

尚書》讀應《爾雅》」一言為準，以《爾雅》釋《書》，十可得其

七八，斯亦可矣。王引之《經義述聞》解《尚書》者近百條，近

孫詒讓作《尚書駢枝》亦有六七十條，義均明確，猶有不合處。

余有《古文尚書拾遺》，自覺較江、王、孫三家略勝，然全書總

未能通釋，此有待後賢之研討矣。22 

指出研治《尚書》經文當用薛季宣（1134-1173）的《書古文訓》和日本足

利本即可，至於字義的闡釋，他認為應依班固（32-92）在《漢書‧藝文志》

所說「《古文》讀應《爾雅》」，亦即依照《爾雅》一書來解讀，可以解決大

部分的問題。 

而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孫詒讓的《尚書駢枝》雖有不錯的解說，但

也有不恰適處。而章氏自己已有的《古文尚書拾遺》，並非通釋全書之作，

所以他希望有後繼之人來完成此工作。以此之故，諸祖耿的《太炎先生尚

書說》就是為了卻其心願的成品。 

                                               
21 民國二十四年，章太炎撰〈《尚書》續說〉，包括「說〈西伯戡黎序〉」、「說〈太誓序〉惟

十有一年」、「說〈金縢〉篇成王疑周公事」三論，刊於《制言》Zhiyan 半月刊第 1 期（1935
年 9 月）。 

22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國學講演錄》Guoxue jiang yan lu，收於《章太炎講國學》Zhang 
Taiyan jiang guoxue，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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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太炎的《尚書》學單篇著作 

諸祖耿整理出版的《太炎先生尚書說》，綰合了章太炎許多著作中關於

《尚書》說解的資料，將章氏的見解，集聚一處，減省讀者查尋的困難。

然而他的蒐羅並不全面，還有一些材料失收，尤其是章氏的許多書信，未

被採納，致令其書不夠完整。雖然他收錄了章氏與吳承仕（5 封）、簡朝亮

（1851-1933）（1 封）討論《尚書》的信札，但仍有多封相關的論學信札可

以收附。 

章太炎除了兩部《尚書》專著外，也曾發表過一些單篇的相關論文，

以下略作考述。 

（1）收錄於《膏蘭室札記》者： 

光緒 16 年（1890 年），章太炎年 21，進入杭州詁經精舍就讀。詁經精

舍原為阮元（1764-1849）於嘉慶年間任浙江巡撫時所創建，用意在培育漢

學人才。太平天國戰亂時，毀於兵燹。同治年間重修，由俞樾（1821-1906）

主持，前後長達 31 年。俞氏沿用阮元的辦學宗旨，亦以培養漢學家為目的。

章太炎在此學習 7 年，除從學於俞樾，並向高學治（1814-1894）問經。章

氏曾與高氏論及《逸書》： 

炳麟問孫星衍，且及《逸書》，先生曰：「《逸書》置之，〈禹貢〉

鄭注引〈胤征〉曰：『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孫君曰：『詔導，

勴也，忠信為周。』說昭為勴則是，言忠信王，何其紆曲無文義

邪？」炳麟曰：「太康失邦，及仲康至相世，天子守府，有斟灌、

斟尋之地耳。〈地理志〉北海郡有平壽、壽光二縣，應劭曰：『平

壽故斟尋，壽光故斟灌。斟城、灌亭皆在焉。』然則周王者，壽

王也。地本名壽，漢世因以名縣。古者遷都，則國號從之，商更

為殷、豳更為周、唐更為晉是也。天子依壽為行在，故不曰夏王，

稱壽王矣。古文周、壽聲近，裯或作馬壽，其例也。望文生義，

言忠信王，未之思也。」先生稱善，且曰：「若是，《逸書》則可

說矣。雖然不見篇帙，從朽壁中得一二語已拉絕者，輒以施訓，

若得完書，當云何？」炳麟由是說經益謹。23 

                                               
23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高先生傳〉“Gaoxiansheng chuan”，《太炎文錄初編‧文錄》Taiyan 

wenlu chubian：wenlu（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年，收於《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quanshu 本），卷 2，頁 72 上-72 下。 



章太炎《尚書》著作考述 47 

 

此乃求學時期對《尚書》經義的商議，顯現章氏的銳見，獲得高氏的首肯。

這一段時間，章太炎在詁經精舍，撰有讀書札記，其中《膏蘭室札記》4

卷，今僅存 3 卷，約撰於光緒 17（1891 年）至 19 年（1893 年）間，而其

與《尚書》相關的，有 12 篇，即： 

1.〈滎波滎播解〉（〈禹貢〉）24 

2.〈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禹貢〉）25 

3.〈皙陽〉（《尚書大傳》）26 

4.〈伊尹出空桑辨〉（《尚書大傳》）27 

5.〈御衡不迷〉（〈洛誥〉）28 

6.〈晉〉（《尚書大傳》）29 

7.〈駮書古微〉（魏源《書古微》）30 

8.〈光宅天下〉（《書序》）31 

9.〈禽艾〉（《逸書》）32 

10.〈內于大麓〉（〈堯典〉）33 

                                               
24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i，卷 1，第 40 條，收於《章太炎全

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82 年 2 月），頁 52-53。 

25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i，卷 1，第 116 條，收於《章太炎

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84-85。 
26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i，卷 1，第 226 條，收於《章太炎

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134。 
27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i，卷 2，第 247 條，收於《章太炎

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149。 
28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卷 2，第 259 條，收於《章太炎

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153。 
29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卷 2，第 266 條，收於《章太炎

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156-157。 
30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卷 2，第 270 條，收於《章太炎

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158-159。 
31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卷 2，第 297 條，收於《章太炎

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171。 
32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卷 3，第 406 條，收於《章太炎

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239-240。 
33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卷 3，第 434 條，收於《章太炎

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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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旅獻獒〉（《書序》）34 

12.〈一人冕執劉〉（〈顧命〉）35 

都是對文義訓詁的考證，屬於早年的讀書心得。 

（2）收錄於《詁經札記》者： 

章氏在詁經精舍「專課經義」的要求下，也撰寫了三十多篇課藝文，

分別收錄到俞樾編的《詁經精舍課藝文》第 7 集（光緒 21 年（1895 年）

夏刊）、第 8 集（光緒 23 年（1897 年）秋刊）中，後來輯出，編成《詁經

札記》，收入《章太炎全集》第 1 冊。《尚書》方面，有〈祖乙圮于耿〉一

篇見錄於第 7 集卷 2，36〈西旅獻獒解〉一篇見錄於第 8 集卷 2，37後者也

被收入《膏蘭室札記》，但文字略有差異。38兩篇也是訓詁考辨之作。湯志

鈞〈詁經札記校點後記〉曰： 

這些札記，是對《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孟

子》、《爾雅》諸書文字經義的詮釋，他宗漢學，但對宋儒略有可

取的也曾採用，如〈躐席解〉。崇古文，但對今文經學尚未完全

排斥，如〈無酒酤我解〉用三家《詩》說。他在詁經精舍「精研

故訓，博考事實」，對我國古代文獻盡心鑽研。39 

據此可見章太炎此時的為學旨趣，乃漢、宋、今、古並採，全面學習，以

拓展其視野。 

                                               
34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卷 3，第 450 條，收於《章太炎

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283-284。 
35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卷 3，第 474 條，收於《章太炎

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301。 
36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詁經札記》Gujing zhaji，收於《章太炎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82 年 2 月），

頁 315-316。 
37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詁經札記》Gujing zhaji，收於《章太炎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332-333。 
38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卷 3，第 450 條，收於《章太炎

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283-284。 
39 湯志鈞 Tang Zhijun：〈詁經札記校點後記〉“Gujing zhaji xiaodian houji”，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詁經札記》Gujing zhaji，收於《章太炎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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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統元年（1909 年），章太炎年 42，此年有與簡朝亮（號竹居）

商榷《尚書》疑義的信函。2 年後，發表於《國粹學報》。40簡氏為清末廣

東順德的著名學者，著述頗豐，有《尚書集注述疏》、《論語集正補注述疏》、

《孝經集注述疏》、《讀書堂集》等書。《尚書集注述疏》成於光緒 29 年（1903

年），曾被多次刊刻、翻印，41可見此書相當受到世人的重視。42章太炎從

門弟子處獲得《尚書集注疏述》，閱讀之後，致函簡氏，對其書中有關周公

居攝為攝政非攝位之說，43以為此用時制隱先民，表示反對的意見。另外，

簡氏依歐陽修（1007-1072）之說，不信文王受命稱王，認為受命是受「西

伯之命」，44章氏亦於信中提出不同的見解。同一期《國粹學報》另登載章

氏〈與鄧實書〉，其曰： 

                                               
40 章太炎 Zhang Taiyan：〈與簡竹居〉“Yu Jian Zhuju”，《國粹學報》Guocui xuebao，第 7 年

辛亥年第 8-13 號合刊（1911 年 9 月 12 日）。章太炎 Zhang Taiyan：《太炎文錄初編‧文錄》

Taiyan wenlu chubian：wenlu，卷 2，頁 19 上-23 下。又見馬勇 Ma Yong 編：《章太炎書信

集》Zhang Taiyan shuxinji（石家莊[Shijiazhuang]：河北人民出版社[Hebei renmin chubanshe]，
2003 年 1 月），頁 255-259。 

41 參見張紋華 Zhang Wenhua：〈簡朝亮生平事迹考辨〉“Jian Chaoliang shengping shiji 
kaobian”，《五邑大學學報》Wuyi daxue xuebao（社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1 期（2012 年 2
月），頁 47-51。張紋華 Zhang Wenhua、羅志歡 Luo Zhihuan：〈簡朝亮著述版本館藏述略

─附簡朝亮詩文刊載索引（1904-2008）〉“Jian Chaoliang zheshu banben guancang shulue：
fu Jian Chaoliang shiwen kanzai suoyin（1904-2008）”，《圖書館論壇》Tushuguan luntan 第

30 卷第 5 期（2010 年 10 月），頁 178-181 轉 160。 
42 江瀚曰：「《尚書集注述疏》三十五卷，廣州刻本，清簡朝亮撰。……嘗受業南海朱次琦

之門，與康有為同學，而顯晦淳駮判焉。次琦本講程、朱之學，是書以東晉古文及孔《傳》

為偽，蓋亦從朱子之說也。其〈自序〉謂辨偽如惠氏，猶謂偽古文於大義無乖也，則何

以使天下明偽古文之亂經而賊道哉？……其斥偽古文之誣甚具，茲不悉錄。據稱述草歷

十有五年，凡要義於注登之，異文異說之要於疏存之，外注或申其義，或總其義，皆與

內注相參。統而觀之，尚不失為融會貫通，明白詳盡。雖間有鄰於冗長者，大體無傷。

至於舊注從違，頗具斟酌。……此編經二十九卷，〈逸文〉三卷，〈書序辨〉一卷，〈偽古

文〉一卷，附〈讀書堂答問〉凡一百十一條，同為一卷。」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Zhongguo 
kexueyuan tushuguan 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經部》Xuxiu Sikuquanshu zongmu：jingbu
（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93 年 7 月），頁 268。 

43 簡朝亮有關周公居攝為攝政非攝位之說，見其〈尚書集注述疏序〉“Shangshujizhu shushuxu”
及《尚書集注述疏》Shangshujizhu shushu（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9 年，收於《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quanshu 本），卷 14〈大誥篇〉注。 

44 簡朝亮有關文王受命非稱王之說，見《尚書集注述疏》Shangshujizhu shushu，卷 10〈大

誓篇〉“Dashipian”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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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枚兄鑒：得簡君《尚書集注述疏》，其間新意甚多，要為陳古

刺今，不盡關於經義。惟周公攝位、文王受命二事，漢世古今文

說皆同，自宋以降，始有異說。近世儒先服膺漢學，然於此二義，

或未能冰釋，徒承襲舊訓，無所發明。簡君所以攻擊者，亦在是。

僕舊時說《春秋》，於隱公居攝事，已稍稍解此疑。今詳為執證，

庶幾宗周大法，不墮於冥昧之中。草作此書，質之簡君。因未詳

簡君住址，故求兄錄之報內，不敢附於諍友，以備矇誦之職焉。

書此，敬候起拘，不具。章炳麟叩頭。45 

信中說明章氏讀簡氏書後，有二事見解不同，故作書相質。當時章氏似與

簡氏並不相識，所以不知其住址，因而將此封論學信函交予鄧實（字秋枚，

1877-1951），刊登於《國粹學報》。 

（4）民國 14 年（1925 年），章太炎年 58，4 月、5 月，有與吳承仕討

論《尚書》的 5 封信函，46發表於《華國》月刊。47此 5 篇信札之內容，均

為兩人對《尚書》今、古文字的討論，章氏頻頻舉例以曉喻吳氏。 

（5）民國 14 年（1925 年）11 月，章太炎撰〈疏證古文八事〉，刊於

《華國》月刊。48此文對孔壁中所出之《古文尚書》，認為孔安國以今文字

讀之，當中應有不少以聲音訓詁展轉求通者，而壁中古文殘存於正始石經，

孔氏所讀間存《史記》之中，三體石經所錄，上為古文真本，下為師讀，

師讀或同或異，已不復為孔氏之舊，陸德明（550？-630）《經典釋文》、孔

                                               
45 章太炎 Zhang Taiyan：〈與鄧實書〉“Yu Dengshi shu”，《國粹學報》Guocui xuebao 第 7 年

辛亥年第 8-13 號合刊（1911 年 9 月 12 日）。此一資料承蒙審查人提供，謹識於此，以示

謝忱。 
46〈第一書〉撰於 1924 年 12 月 26 日、〈第二書〉撰於 1925 年 3 月 5 日、〈第三書〉撰於

1925 年 3 月 11 日、〈第四書〉撰於 1925 年 4 月 3 日、〈第五書〉撰於 1925 年 4 月 4 日。

著成時間，參見李希泌 Li Ximi：〈章太炎先生致吳承仕的六封論學書─兼正《章炳麟

論學集‧釋文》之誤〉“Zhang Taiyan xiansheng zhi Wu Chengshi de liufeng lunxueshu：
jianzheng Zhang Binglin lunxueji：shiwen zhiwu”，《文獻》Wenxian，第 1 期（1985 年），

頁 112-113。 
47 章炳麟 Zhang Binglin：〈與吳承仕論《尚書》古今文書〉“Yu Wu Chengshi lun Shangshu 

gujinwen shu”，《華國月刊》Huaguo yuekan 第 2 期第 6 冊（1925 年 4 月）刊載第一至第

三書；章炳麟 Zhang Binglin：〈與吳承仕論《尚書》古今文書續〉“Yu Wu Chengshi lun 
Shangshu gujinwen shu xu”，《華國月刊》Huaguo yuekan 第 2 期第 7 冊（1925 年 5 月）刊

載第四、第五書。 
48 章炳麟Zhang Binglin：〈疏證古文八事〉“Shuzheng guwen bashi”，《華國月刊》Huaguo yuekan
第 2 期第 10 冊（192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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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達（574-648）《尚書正義》、裴駰《史記集解》所引馬融（79-166）、鄭玄

（127-200）之說，兩家有異者，其一必為改讀之字；兩家相同者，也可能

是師讀相沿之字，不可執此以求壁中古文。於是取《尚書》太史公本及《周

禮》故書各四事，為之疏通證明。其中《尚書》四事，為〈堯典〉「嵎夷」、

「昧谷」，〈微子〉「淪喪」，〈洪範〉「曰圛」，這幾條都見於後來的《太史公

古文尚書說》，不過文字有所不同。此篇之作，殆為《太史公古文尚書說》

之先聲。 

（6）民國 20 年（1931 年），章太炎年 64，7 月 6 日有〈與潘景鄭論

古文尚書書〉，49論及《尚書》之古文字體。 

（7）民國 23 年（1934 年），章太炎年 67，2 月 13 日撰〈與邵瑞彭論

〈太誓〉書〉，6 月刊於《國學論衡》，12 月 1 日刊於《河南圖書館館刊》。
50邵瑞彭（1887-1937），浙江淳安人，早年治學精勤，對《齊詩》、《淮南子》

及古曆算學，頗有研究，又工於為詞，有詞集行世。民國初年，參與政治，

以揭發曹錕賄選總統一事，名揚天下。51後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國民大學、

河南大學等校。著有《尚書決疑》52（包括《序目決疑》53、《太誓決疑》542

                                               
49 見〈章太炎先生遺札未刻稿‧第二札〉“Zhang Taiyan xiansheng yizha weikegao：dierzha”，
《社會科學戰線》Shehui kexue zhanxian，第 4 期（1982 年），頁 137。又收入馬勇 Ma Yong
編：《章太炎書信集》Zhang Taiyan shuxinji，頁 913-914，題作〈與潘景鄭〉“Yu Pan 
Jingzheng”。 

50 章炳麟 Zhang Binglin：〈與邵瑞彭論〈太誓〉書〉“Yu Shao Ruipeng lun ‘tai shi’shu”，《國

學論衡》Guoxue lunheng 第 3 期（1934 年 6 月）。又載於《河南圖書館館刊》Henan tushuguan 
guankan第 4期（1934年 12月 1日）。又收入馬勇Ma Yong編：《章太炎書信集》Zhang Taiyan 
shuxinji，頁 943-944，題作〈與邵瑞彭〉“Yu Shao Ruipeng”。 

51 參見方一戈 Fang Yige：〈揭發「賄選總統」的直士邵瑞彭〉“Jiefa‘huixuan zongtong’de zhishi 
Shao Ruipeng”，《文史精華》Wenshi jinghua 第 5 期（2003 年），頁 49-50。 

52 邵瑞彭 Shao Ruipeng：《尚書決疑》Shangshu jueyi（臺北[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wenfeng chuban gongsi]，1984 年，收於《尚書類聚初集》Shangshu leiju chuji 第 8 冊

據民國 21 年刊本影印）。此書包括《序目決疑》Xumu jueyi、《太誓決疑》Taishi jueyi。 
53 邵瑞彭 Shao Ruipeng：《序目決疑》Xumu jueyi（臺中[Taizhong]：文听閣圖書公司[Wentingge 

tushu gongsi]，2013 年，收於《民國經學叢書》Minguo jingxue congshu 第 5 輯據民國 21
年刊本影印）。此書為《尚書決疑》Shangshu jueyi 之一，全稱為《尚書序目決疑》Shangshu 
xumu jueyi，或又簡稱《書序決疑》。 

54 邵瑞彭 Shao Ruipeng：《太誓決疑》Taishi jueyi（臺中[Taizhong]：文听閣圖書公司[Wentingge 
tushu gongsi]，2013 年，收於《民國經學叢書》Minguo jingxue congshu 第 5 輯據民國 22
年刊本影印）。此書為《尚書決疑》Shangshu jueyi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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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目長編》55等書。56章太炎的信中，提到彭氏致贈《書序決疑》、《太

誓決疑》2 書，其中謂《書序》「過為深文」，似有不滿之意，但信中並未

出現商榷之語。對於〈太誓〉，則謂「抉擿疵瑕，條流審正，誠無間然」，

似乎頗為稱賞。然而信中卻指出邵氏以《尚書大傳》、《史記》、董仲舒（西

元前 179-西元前 104 年）、終軍（西元前 133？-西元前 112 年）等所引〈太

誓〉之文，全出自緯書《中候》，此說他不能同意。章太炎認為《中候》依

附《尚書》而出，當在漢武帝尊經之後，諸家引用〈太誓〉，必非來自《中

候》。而抱殘守缺的今文家，對於河內老屋所得之〈太誓〉，若非有其淵源，

豈肯取以補入伏生之書？ 

（8）民國 23 年（1934 年），章太炎撰〈疑年拾遺〉，先刊於《國學論

衡》第三期，後又刊於《制言》第 19 期。57此文考證古書中的一些年代問

題，其中第一條考辨《尚書‧無逸》中文王的年壽問題。 

（9）民國 24 年（1935 年）9 月，章太炎撰〈《尚書》續說〉，包括「說

〈西伯戡黎序〉」、「說〈太誓序〉惟十有一年」、「說〈金縢〉篇成王疑周公

事」3 論，登載於《制言》半月刊。58所謂《續說》，乃接續先前所說，蓋

章氏先有《古文尚書拾遺》，其後於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講學，對於《尚書》

有了新的見解，所以撰作此篇，以續前書，其後弟子為之編纂《定本》，即

將此 3 論增入其中。 

                                               
55 邵瑞彭Shao Ruipeng等：《書目長編》Shumu zhangbian（臺北[Taipei]：成文出版社[Chengwen 

chubanshe]，1978 年，據民國 17 年（1928 年）京師排印本影印）。 
56 邵瑞彭的生平、交遊及詞作、詞學觀念，可參李靜 Li jing：《邵瑞彭研究─以生平、交

遊、詞作為中心》Shao Ruipeng yanjiu:yi shengping.jiaoyou.cizuo wei zhong xin（開封

[Kaifeng]：河南大學碩士論文[Henan daxue shuoshi lunwen]，2013 年 5 月）。 
57 章太炎 Zhang Taiyan：〈疑年拾遺〉“Yinian shiyi”，《國學論衡》Guoxue lunheng 第 3 期（1934

年 6 月）；《制言》Zhiyan 半月刊第 19 期（1936 年 6 月 16 日）。後收入《太炎文錄續編》

Taiyan wenlu xubian 卷 1，《章太炎全集（五）》Zhang Taiyan quanji wu（上海[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85 年 3 月），頁 30-32；《民國叢書第三編》

Minguo congshu disanbian（上海[Shanghai]：上海書店[Shanghai shudian]，1992 年 1 月），

頁 13-16。 
58 章太炎 Zhang Taiyan：〈《尚書》續說〉“Shangshu xushuo”，《制言》Zhiyan 半月刊，第 1

期（1935 年 9 月）。後收入《太炎文錄續編》Taiyan wenlu xubian 卷 1，收於《章太炎全

集（五）》Zhang Taiyan quanji wu（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85 年 3 月），頁 23-30；《民國叢書第三編》Minguo congshu disanbian（上

海[Shanghai]：上海書店[Shanghai shudian]，1992 年 1 月），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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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章氏國學講習會講稿─《經學略說》民國 24 年（1935 年）冬

至次年夏，章太炎於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授《小學略說》、《經學略說》、《史

學略說》、《諸子學略說》。其中《經學略說》講於 24 年 10 月，由弟子王乘

六（1894-1980）、諸祖耿記錄，孫世揚校，錄於《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記

錄》第 3、4 期，當中講論《尚書》部分，分六段：一命名、二孔子刪《書》、

三秦焚書、四漢今古文之分、五東晉古文、六明清人說《尚書》，59將《尚

書》學的重要議題及歷史，有相當扼要的論述。 

以上所述，是章太炎在兩部專書之外，關於《尚書》研究的著作，有

早年讀書的札記、課藝，論學的信函，講演的記錄，涉及的大都是學術的

探討，沒有政治的爭議，可說是純學術的研究。 

四、結語 

以上對章太炎的《尚書》學著作，略作考述，緣起是受到諸祖耿整理

《太炎先生尚書說》所引發，因為該書收錄章氏之說，雖已相當盡心，但

仍嫌不足，尚有失收者。究其因，大概此書於章氏逝世後不久即整理完稿，

雖因故未能及時出版，似乎往後也無較多的增補修訂，所以有些當時未見

及或後出的資料，沒有援以添入，這市相當可當可惜的。 

民國 100 年（2011 年）5 月，王小紅選編《章太炎儒學論集》時，所

收錄章氏《尚書》說之篇目，包括《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古文尚書拾遺

定本》兩部專著，以及〈尚書故言〉、〈光宅天下〉、〈內於大麓〉、〈滎波滎

播解〉、〈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祖乙圮於耿解〉、〈西旅獻獒〉、〈御衡

不迷〉、〈一人冕執劉〉、〈尚書續說：說西伯戡黎序、說太誓序惟十有一年、

說金縢篇成王疑周公事〉、〈皙陽〉、〈伊尹出空桑辨〉、〈晉〉、〈與吳絸齋論

尚書古今文書〉、〈論尚書古今文答吳絸齋書〉、〈與吳絸齋論尚書書〉、〈疏

證古文八事〉、〈禽艾說〉、〈駮書古微〉、〈與簡竹居書〉等 20 條目，已將章

氏之《尚書》說採輯得較為完備，但是仍與諸祖耿所整理之書不同，畢竟

後者是以通釋《尚書》為目的而作的。諸氏、王氏 2 人以不同的需求，蒐

羅纂集章氏的《尚書》說，可謂頗用心力，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章氏與

                                               
59 見章太炎 Zhang Taiyan：《國學講演錄》Guoxue jiang yan lu，收於《章太炎講國學》Zhang 

Taiyan jiang guoxue，頁 9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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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朋之信札論及《尚書》者，可以再檢索收錄，若是有心者願意投入此業，

庶幾可以編纂一部相對完整的《太炎先生尚書說》，以供研究者參考運用。 

另外，章太炎既特別看重《尚書》的文字，多篇文章中所談論到的，

都與經書文字相涉，所以對於他的石經方面的著述，如《三體石經研究》

等著作，也可引入其《尚書》學的探考。 

 

【責任編校：張月芳、李宛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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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尚書》著述年表 

1891 年─1893 年，〈滎波滎播解〉。 

1891 年─1893 年，〈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1891 年─1893 年，〈皙陽〉。 

1891 年─1893 年，〈伊尹出空桑辨〉。 

1891 年─1893 年，〈御衡不迷〉。 

1891 年─1893 年，〈晉〉。 

1891 年─1893 年，〈駮書古微〉。 

1891 年─1893 年，〈光宅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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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 11 月，〈疏證古文八事〉。 

1931 年 7 月 6 日，〈與潘景鄭論古文尚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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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一期 

 

主要參考書目： 

專書 

王小紅 Wang Xiaohong 選編：《章太炎儒學論集》Zhang Taiyan ruxue lunji，

成都 Chengdou：四川大學出版社 Sichuan daxue chubanshe，2011 年

5 月。 

馬 勇Ma Yong 編：《章太炎書信集》Zhang Taiyan shuxinji，石家莊 Shijiazhuang：

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renmin chubanshe，2003 年 1 月。 

章太炎 Zhang Taiyan：《太史公古文尚書說》Taishigong guwenshangshu shuo，

北平 Beiping，1933 年，收於《章氏叢書續編》Zhangshicongshu xubian

本）。 

───：《古文尚書拾遺》Guwen shangshu shiyi，北平 Beiping，1933 年，

收於《章氏叢書續編》Zhangshicongshu xubian 本。 

───：《膏蘭室札記》Gaolanshi zhaji，《章太炎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82 年 2 月。 

───：《詁經札記》Gujing zhaji，《章太炎全集（一）》Zhang Taiyan quanji 

yi，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82

年 2 月。 

───：《太炎文錄初編》Taiyan wenlu chub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

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年，收於《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quanshu 本。 

───：《國學講演錄》Guoxue jiang yan lu，《章太炎講國學》Zhang Taiyan 

jiang guoxue，南京 Nanjing：鳳凰傳媒出版集團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anmei chuban jituan fenghuang chubanshe，2009 年 4 月。 

章太炎 Zhang Taiyan 講、諸祖耿 Zhu Zugeng 整理：《太炎先生尚書說》Taiyan 

xiansheng shangshushu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3

年 2 月。 

簡朝亮 Jian Chaoliang：《尚書集注述疏》Shangshujizhu shushu，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年，收於《續修四庫全

書》Xuxiu Sikuquanshu 本。 



章太炎《尚書》著作考述 57 

 

期刊論文 

李希泌 Li Ximi：〈章太炎先生致吳承仕的六封論學書--兼正《章炳麟論學

集‧釋文》之誤〉“Zhang Taiyan xiansheng zhi Wu Chengshi de liufeng 

lunxueshu：jianzheng Zhang Binglin lunxueji：shiwen zhiwu”，《文獻》

Wenxian 第 1 期，1985 年。 

章太炎 Zhang Taiyan：〈再與鄧實書〉“Zi yu Dengshi shu”，《國粹學報》Guocui 

xuebao 第 7 年辛亥年第 8-13 號合刊，1911 年 9 月 12 日。 

───：〈與簡竹居〉“Yu Jian Zhuju”，《國粹學報》Guocui xuebao 第 7 年

辛亥年第 8-13 號合刊，1911 年 9 月 12 日。 

───：〈疑年拾遺〉“Yinian shiyi”，《國學論衡》Guoxue lunheng 第 3 期，

1934 年 6 月。 

章炳麟 Zhang Binglin：〈與吳承仕論《尚書》古今文書〉“Yu Wu Chengshi lun 

Shangshu gujinwen shu”，《華國月刊》Huaguo yuekan 第 2 期第 6 冊，

1925 年 4 月。 

───：〈與吳承仕論《尚書》古今文書續〉“Yu Wu Chengshi lun Shangshu 

gujinwen shu xu”，《華國月刊》Huaguo yuekan 第 2 期第 7 冊，1925 年

5 月。 

───：〈疏證古文八事〉“Shuzheng guwen bashi”，《華國月刊》Huaguo 

yuekan 第 2 期第 10 冊，1925 年 11 月。 

───：〈與邵瑞彭論〈太誓〉書〉“Yu Shao Ruipeng lun ‘tai shi’shu”，《國

學論衡》Guoxue lunheng 第 3 期，1934 年 6 月。 

潘景鄭 Pan Jingzheng 提供：〈章太炎先生遺札未刻稿〉“Zhang Taiyan 

xiansheng yizha weikegao”，《社會科學戰線》Shehui kexue zhanxian 第 4

期，1982 年。 



58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一期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章太炎先生乃清末民初國學大師，其經學、小學之研究，有出乎

前人所不及者，遂開「章、黃學派」之先。尤以章黃之學，經高

仲華先生、林景伊先生、潘重規先生等傳至台灣，於各大專校院

發展，蔚成大觀，而台灣研究太炎先生學說者雖多，而尟少及經

學者，本論文就此而言，即有其價值。論文作者並建議章太炎先

生重視《尚書》文字，並以古文字、石經之相關論著與《尚書》

有關者，一併列入，方為完備。此誠有識之見也。 

第二位審查人： 

 章太炎為近代國學大家，專精文字、聲韻、訓詁傳統小學，影響

近代學術的發展甚鉅。章氏的著作，後人將其彙編為《章氏叢書》

及《章氏叢書續編》，然散逸刊落者仍不少，有待後人進一步全

面完整的蒐集。本文作者在文章中嘗試將章氏《尚書》學的相關

著作，無論是專著或是單篇論文，細緻的進行考察論述，資料涉

獵廣泛，論述深入淺出，文字淺顯通暢，對研究章太炎《尚書》

學及其學術思想有其重要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