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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0汉书1 文本形成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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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两汉之际的诸家 $续 0太史公书1% 及班彪的 0史记后传1! 可以视为 0汉

书1 文本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这一时期 0汉书1 编撰尚未与皇权发生太多关联" 明帝

永平五年 2&#3 以后! 0汉书1 编撰受到政治的深刻影响!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班固的

历史写作与明章之间的政治! 最初是一种冲突的状态! 但碰撞的结果却是 $殊途同

归%! 形成了知识与权力的结盟" 在东汉皇权的巨大影响下! 0汉书1 逐步成为东汉王

朝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

关键词!汉书& 班固& 文本& 知识& 权力

!!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 &太史公书' 算起!

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 &汉书' 的编撰!

&汉书' 文本的形成史绵延 '$$ 多年$ 两汉之际的

诸家 "续 &太史公书'% 及班彪的 &史记后传'!

可以视为 &汉书' 文本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这一

时期 &汉书' 编撰尚未与皇权发生太多关联! 属

于相对单纯的历史写作$ 而随着明帝永平五年

+&#, 以后权力因素的介入! 班固 &汉书' 受到政

治的深刻影响! &汉书' 编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班固的历史写作与明章之间的政治! 最初是

一种冲突的状态! 但碰撞的结果却是 "殊途同

归%! 形成了知识与权力的结盟$ 在东汉皇权的巨

大影响下! 特别是经历了永平五年 +&#, 的政治

风波与永平十七年 ++*, 明帝的指导之后! &汉

书' 逐步成为东汉王朝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

一!永平五年 *"#+ 班固入兰台与

!! "中兴纪传# 的写作

!!关于两汉之际文学自萧条而复兴的历史进程!

王充 &论衡(佚文篇' 概括得很好) "王莽无道!

汉军云起! 台阁废顿! 文书弃散$ 光武中兴! 修

存未详$ 孝明世好文人! 并征兰台之官! 文雄会

聚$% 这段话指出! 新莽末年的战乱阻碍了文学的

发展! 光武帝方事干戈! 未遑文学! 到明帝即位

才开始重视文章之用! 征兰台之官$ 可见兰台文

人的兴起是东汉前期文学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

若追溯其源头! 则是班固私撰 &汉书' 引起明帝

的重视$ &后汉书' 卷四
"

上 &班固传' 云)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 乃潜精研思! 欲

就其业" 既而有人上书显宗! 告固私改作国

史者! 有诏下郡! 收固系京兆狱! 尽取其家

书" 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 下狱死"

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 不能自明! 乃驰诣

阙上书! 得召见! 具言固所著述意! 而郡亦

上其书" 显宗甚奇之! 召诣校书部! 除兰台

令史"

班固下狱! 是因为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自

"改作国史%$ 自光武帝建武三十年 +"*, 父亲班

彪卒后! #( 岁的班固归扶风安陵服丧! 同时潜心

著述! 续补父亲班彪的 &史记后传'$ "改作国史%

之狱对班固及其家人而言并非小事! 此时东汉王

朝的意识形态控制非常严厉! 之前与班固同郡的

扶风苏朗就因 "伪言图谶% 事件被处死!

$ 历史写

作虽然比不上图谶一类的政治预言那样敏感! 却

一样被统治者警惕和关注$ 班固的弟弟班超赶紧

"诣阙上书%! 说明情况$ 幸好明帝赏识班固的史

才与忠心! "召诣校书部! 除兰台令史%! 班固才

(#&'(



得以安全度过这场风波! 这一年是永平五年

+&#,

"

$

此时! 东汉政治开始进入平稳发展的轨道!

整个国家的政治情势呼唤着由武功到文治的转变$

明帝除了继承光武帝重视经术的政策外! 还非常

重视文史之学! 这是对前朝政策的调整$ 关于东

汉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 明帝与光武帝不同! 光

武帝主要是采取种种措施! 对王莽所为予以拨乱

反正! 恢复西汉的制度! 但在文学# 史学与政治

关系的处理问题上! 还在犹豫之中! 只是给出了

一些暗示和线索! 具体往哪个方向走! 尚不确定$

明帝则明确了这一路径! 就是朝着服务东汉王朝

意识形态的方向! 即回归到西汉武# 宣时代的

"缘饰%

#

! 也就是班固在 &两都赋序' 里所说的

"润色鸿业%$ 明帝意识到! 如果借班固改作国史事

件化敌 +或潜在威胁, 为友! 将 &汉书' 的撰写由

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意志! 政府可以由此掌握对西

汉# 新莽以及当代历史评价的主导权! 从而避免司

马迁 &史记' 的所谓 "微文刺讥! 贬损当世%

$

$

永平五年 +&#, 入兰台! 成为班固人生中的

一大转折! 此前班固继承父亲班彪的事业! 于扶

风安陵潜心编撰汉史%

! &汉书' 编撰还属于私家

著述的范围$ 但从永平五年 +&#, 明帝召班固为

兰台令史开始! 班固的身份转变为一名官方学者!

著述的立场也带有了显著的官方色彩000 &汉书'

编撰由私人撰述转变为官方行为! 这是 &汉书'

文本形成中的根本性转折$ 乔治忠认为! 中西古代

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 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

化# 组织化的官方史学&

! 从正史的传统来说! 班

固的 &汉书' 就是一个开端$ &汉书' 在编撰中明

确接受官方的指导! 从根本上改变了 &史记' "成

一家之言% 的传统! 这是汉代史学的巨大变化$

继班固应诏入洛# 校书兰台之后! 杨终# 贾

逵# 傅毅等学者文人也先后加入兰台! 以其文史

之才# 政教之用承担着东汉王朝的经国之业'

$ 就

文学方面而言! 兰台文人创作的主要倾向是颂美

主上# 润色鸿业$ 班固在永平年间所作的 &答宾

戏' 里写道) "方今大汉! 洒埽群秽! 夷险芟荒$

廓帝
&

! 恢皇纲$ 基隆于羲农! 规广于黄唐$ 其

君天下也! 炎之如日! 威之如神! 函之如海! 养

之如春$ 是以六合之内! 莫不同源共流! 沐浴玄

德! 禀仰太和$%

(以极富感情的笔调讴歌了汉朝的

盛世之局$ 此外! 贾逵在明帝时作有 &永平颂'!

并奉命为东平王刘苍所撰的 &光武受命中兴颂'

作注)

$ 班固# 贾逵# 傅毅# 杨终# 侯讽等曾同作

&神雀颂'! 赞颂祥瑞*

$ 班固# 杜抚曾同上 &汉

颂'! 称述汉德$ 王充 &论衡(宣汉篇' 云) "观杜

抚# 班固等所上 &汉颂'! 颂功德符瑞! 汪違深广!

滂沛无量! 逾唐# 虞! 入皇域$% &须颂篇' 又将杜

抚# 班固的 &汉颂' 与 &诗经(周颂' 相提并论!

认为他们的作品使汉德彰于百代! 帝名垂如日月!

功莫大焉$ 这些都说明! 班固等兰台文人自觉地承

担了 "振大汉之天声% 的历史任务+,-

$

就史学方面而言! 班固和杨终的贡献比较突

出$ 杨终! 蜀郡成都人! 因作 &哀牢传' 而被明

帝 "征在兰台%

+,.

$ 班固的角色则更为重要! 他最

初担任兰台令史! 继而升为尚书令史# 尚书郎+,/

!

"典校秘书! 专笃志于博学! 以著述为业%

+,0

$ "校

秘书% 即知史务! 明帝时期班固的工作主要是修

史! 他 "与前睢阳令陈宗# 长陵令尹敏# 司隶从

事孟异 +当作 .冀/,! 共成 &世祖本纪'$ 11

又撰功臣# 平林# 新市# 公孙述事! 作列传# 载

记二十八篇! 奏之$ 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1

$

&史通' 卷一一 &史官建置篇' 云) "汉氏中兴!

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 诏撰 &光武本纪' 及诸

列传# 载记$%

+,2同书卷一二 &古今正史篇' 又载)

"在汉中兴! 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 长陵令

尹敏# 司隶从事孟冀作 &世祖本纪'! 并撰功臣及

新市# 平林# 公孙述事! 作列传# 载记二十八

篇$%

+,3可知班固入兰台以后! 最初撰写的是本朝

史! 受命先成 &世祖本纪' +即 &光武本纪', 及

列传# 载记 #% 篇等! 复终成前所著 &汉书'! 史

书所述先后次序十分清楚$

永平年间班固参与编撰的中兴纪传特别是

&世祖本纪'! 涉及对光武帝的中兴功业和政治遗

产如何评价! 处理不易! 班固等史臣一定是战战

兢兢# 如履薄冰$ 而明帝对此又十分关注! 大概

因为对 &世祖本纪' 的初稿不满! 明帝又找人修

缮! 如宗室临邑侯刘复# 学者贾逵等就曾参与其

事$ &后汉书' 卷一四 &齐武王刘?附刘复传'

载) "临邑侯复好学! 能文章$ 永平 +"%0+",

中! 每有讲学事! 辄令复典掌焉$ 与班固# 贾逵

共述汉史! 傅毅等皆宗事之$% 此处所谓 "汉史%!

即东汉之史! 宗室刘复是明帝信任的人! 由他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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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东汉初年历史的编撰! 确是合适人选$

永平十五年 ++#,! 明帝撰定 &世祖本纪'!

并公之于世$ &后汉书' 卷四二 &光武十王(东平

宪王刘苍传') " +永平, 十五年春! 行幸东平! 赐

苍钱千五百万! 布四万匹$ 帝以所作 &光武本纪'

示苍! 苍因上 &光武受命中兴颂'$ 帝甚善之! 以

其文典雅! 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 此 &光武

本纪' 当即永平五年 +&#, 班固与陈宗# 尹敏#

孟冀等始撰之 &世祖本纪'! 因其发端与成书皆出

明帝之意! 故明帝亦视为己作$ 关于其书名之异

同!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 云)

余尝推究其事! 盖明帝见固所作 0汉书1

而奇之! 知其有著作之才! 因思先帝之功业!

不可无纪述! 遂诏固与陈宗等作为 0本纪1"

又因以及诸功臣! 与所平服之群雄! 以彰世

祖之威德" 0东平王苍传1 云( $帝以所作

0光武本纪1 示苍! 苍因上 0光武受命中兴

颂1"% 以固等所撰而谓之自作! 或者帝慎重

其事! 亦尝有所点定于其间" 可见帝之所留

意! 独在于 0本纪1! 其列传自二十八篇之

外! 皆不复作" 虽有草创之功! 犹未足为建

武一朝之完史也" 且其著作之地在兰台及仁

寿闼 2原注( 见 0马严传13! 不在东观" 其

书或称 $汉史% 2原注( 0北海靖王兴传13!

或称 0建武注记1 2原注( 0马严传13! 尚未

定名为 0汉记1"

+,4

书或曰 &世祖本纪'! 或曰 &光武本纪'! 二者一

事也! 今传 &东观汉记' 卷一即题为 &世祖光武

皇帝纪'! 季忠平考证认为! 唐人为避太宗李世民

讳而改 &后汉书' 中 "世祖% 为 "光武%

+,5

! 可

从$ &世祖本纪' 的撰写! 可以视为班固编撰 &汉

书' 的预热000因为 &世祖本纪' 的核心是强调

"受命中兴%! 这与 &汉书' 撰写的主旨相合! 是

班固时时要放在心上的$ 需要注意的是! 班固等

始撰 &世祖本纪' 及诸列传# 载记时! 东观尚未

成为一个学术文化机构! 因此不能以 &东观汉记'

创始者视之! 但班固等人所撰纪传# 载记等为后

来 &东观汉记' 所本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二者

并不矛盾$

自永平五年 +&#, 到永平十五年 ++#, 的 '$

年间! &世祖本纪' 一直是明帝关注的重点! 不仅

用心简选撰者! 而且亲自参与编定! 这在历史上

绝无仅有000后来的唐太宗也不过是撰写了 &晋

书(武帝纪论' 和 &陆机传论' 两篇史论文字$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兴纪传特别是 &世祖本纪'

的撰写! 为后来的 &汉书' 编撰奠定了思想基调!

从 &世祖本纪' 到 &汉书'! 让我们看到官方因素

对史书修撰的逐步渗透和巨大影响$

二!永平十七年 *$%+ 明帝的指导

永平十五年 ++#,! 明帝撰定 &世祖本纪'!

标志着 "中兴纪传% 的写作告一段落$ 在解决了

当代史的编撰问题之后! 明帝更为关注西汉历史

写作! 永平十七年 ++*, 明帝特地就 &史记(秦

始皇本纪' 的评价问题诏问班固等人! 这在班固

&典引序' 中有详细的记载)

臣固言( 永平十七年! 臣与贾逵# 傅毅#

杜矩# 展隆# 郗萌等! 召诣云龙门! 小黄门

赵宣持 0秦始皇帝本纪1 问臣等曰( $太史迁

下赞语中! 宁有非耶,% 臣对( $此赞贾谊

0过秦篇1 云! 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 仅得中

佐! 秦之社稷未宜绝也" 此言非是"% 即召臣

入! 问( $本闻此论非耶, 将见问意开寤耶,%

臣具对素闻知状" 诏因曰( $司马迁著书成一

家之言! 扬名后世! 至以身陷刑之故! 反微

文刺讥! 贬损当世! 非谊士也" 司马相如?

行无节! 但有浮华之辞! 不周于用! 至于疾

病而遗忠! 主上求取其书! 竟得颂述功德!

言封禅事! 忠臣效也" 至是贤迁远矣"%

--伏惟相如 0封禅1! 靡而不典& 杨雄

0美新1! 典而亡实" 然皆游扬后世! 垂为旧

式" 臣固才朽不及前人! 盖咏云门者难为音!

观隋和者难为珍" 不胜区区! 窃作 0典引1

一篇! 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 犹启发愤

满! 觉悟童蒙! 光扬大汉! 轶声前代! 然后

退入沟壑! 死而不朽" 臣固愚戆! 顿首

顿首"

+67

&典引' 作于章帝元和末年! 是章帝末年礼制复兴

运动的产物! 其中讲到巡狩# 封禅等事! 是班固对

章帝政策的积极配合+6-

$ &典引序' 则交代了班固写

作 &典引' 的缘起! 这篇序言范晔在编撰 &后汉

书' 时大概也看到了! 但他没有全录! 只是在 &班

固传' 中撮述了几句) "固又作 &典引' 篇! 述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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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 以为相如 &封禅'! 靡而不典- 杨雄 &美

新'! 典而不实$ 盖自谓得其致焉$%

+6.

&典引序' 的第一段文字是班固对于永平年间

明帝诏问之事的回顾! 其中讲到明帝对司马迁及

其 &史记' 的批评! 称 "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

扬名后世! 至以身陷刑之故! 反微文刺讥! 贬损

当世! 非谊士也%$ &典引序' 载班固 "具对素闻

知状%! 其更为详细的意见见于 &史记' 卷六 &秦

始皇本纪' 之末赞语所收录的几段文字)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 曰(

周历已移! 仁不代母" --盖得圣人之

威! 河神授图! 据狼# 狐! 蹈参# 伐! 佐政

驱除! 距之称始皇
!!

"

始皇既殁! 胡亥
!!

极愚! 郦山未毕! 复作

阿房! 以遂前策" --不威不伐恶! 不笃不

虚亡! 距之不得留! 残虐以促期! 虽居形便

之国! 犹不得存"

子婴
!!

度次得嗣! 冠玉冠! 佩华绂! 车黄

屋! 从百司! 谒七庙" --贾谊# 司马迁曰(

$向使婴有庸主之才! 仅得中佐! 山东虽乱!

秦之地可全而有! 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之

积衰! 天下土崩瓦解! 虽有周旦之材! 无所

复陈其巧! 而以责一日之孤! 误哉+

俗传秦始皇
!!!

起罪恶! 胡亥
!!

极! 得其理矣"

复责小子
!!

! 云秦地可全! 所谓不通时变者也"

纪季以餋! 春秋不名" 吾读 0秦纪1! 至于子

婴车裂赵高! 未尝不健其决! 怜其志" 婴死

生之义备矣+

这几段文字一般认为是班固所作! 被称为班固

&秦纪论'! 如唐人司马贞 &史记索隐' 曰) "此已

下 +笔者案) 即 &史记(秦始皇本纪' 篇末所附

的班固 &秦纪论', 是汉孝明帝访班固评贾马赞中

论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 后人因取其说附之此

末$%

+6/日本学者泷川资言 &史记会注考证' 引清梁

玉绳曰) "此篇是 &秦记'! 魏了翁 &古今考' 谓

班固明帝时所得也$ 史公言秦烧书! 独 &秦记'

不灭! 故东汉时犹有存者! 后人遂并班固语附载

&本纪' 之末! 以备考证$ 11而 &索隐' 以为马

迁重列则误也! 史以传信! 无一事两书之理! &史

记' 中惟此及 &郦生传' 有之! 皆后人附益! 非

迁史元文$% 又引黄以周曰) "世系为明帝时贾逵#

班固所考定! 故记其时曰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

十五日乙丑/$%

在班固撰写 &汉书' 的敏感时刻! 明帝与之

讨论 &史记(秦始皇本纪' 末的赞语以及司马迁

对武帝的态度问题! 显然有警告之意000人主论

学对班固撰史的深刻影响! 是怎样高估也不过

分的$

明帝认为司马迁 &秦始皇本纪' + &秦纪',

关于秦王子婴的评论不当! 让班固发表意见$ 针

对明帝提出的 &秦纪' 赞语的是非问题! 班固指

出! 司马迁的话源出贾谊 &过秦论'! 贾# 马二人

在秦政与汉德的评价问题上意见都不正确$ 接着

班固既批评了贾谊 &过秦论' 中 "向使子婴有庸

主之才! 仅得中佐! 秦之社稷未宜绝也% 的说法!

也批评了司马迁著 &史记' "微文刺讥! 贬损当

世% 的做法$ 班固回应之后! 明帝与班固单独谈

了一次话! 并以诏书的形式发布对司马迁 &史记'

的判断! 其中谈到西汉二司马的优劣问题$ 在明

帝看来! 司马迁虽然撰写了 &史记'! 但由于其中

有讥刺武帝的内容! 其思想境界远不如司马相如!

因为司马相如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武帝的封禅大典!

完成 &封禅文' 以俟武帝之用$

明帝所谓 "微文刺讥! 贬损当世%! 指司马迁

&史记' 对汉武帝暗喻讥讽# 多有贬抑之词$ 对于

本朝皇帝! &史记' 褒贬不一! 持肯定意见# 甚至

大加赞赏者有之! 如 &史记' 卷一六 &秦楚之际

月表序' 称高祖刘邦) "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 岂

非天哉6 岂非天哉6 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

乎*% &史记' 卷十 &孝文本纪' 赞文帝刘恒)

"汉兴! 至孝文四十有余载! 德至盛也6% 关于汉

武帝! 司马迁虽然没有全面否定! 但不少地方寓

有讥讽之意! 如 &史记' 卷三
"

&平准书') "而

大农颜异诛$ 11自是之后! 有腹诽之法比! 而

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又如 &史记' 卷一一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 太史公曰)

苏建语余曰( $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 而

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 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

择贤者! 勉之哉" 大将军谢曰( .自魏其# 武

安之厚宾客! 天子常切齿" 彼亲附士大夫! 招

贤绌不肖者! 人主之柄也" 人臣奉法遵职而已!

何与招士+/% 骠骑亦放此意! 其为将如此"

再如 &史记' 卷一二五 &佞幸列传')

今天子中宠臣! 士人则韩王孙嫣! 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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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李延年" --李延年! 中山人也" 父母及

身兄弟及女! 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 给事

狗中" --佩二千石印! 号协声律" 与上卧

起! 甚贵幸! 埒如韩嫣也"

其中或言 "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 或言 "魏其#

武安之厚宾客! 天子常切齿%! 或言宠臣 "与上卧

起%! 之所以没有直接批评汉武帝而采用曲笔的手

法! &史记' 卷一一
"

&匈奴列传' 末的 "太史公

曰% 可谓夫子自道) "孔氏著 &春秋'! 隐桓之间

则彰! 至定哀之际则微! 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

忌讳之辞也$% 宋代朱熹对太史公也有这样的推

测) "王允云) .武帝不杀司马迁! 使作谤书$/ 如

&封禅书' 所载祠祀事$ &乐书' 载得神马为 &太

一歌'! 汲黯进曰) .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 公

孙弘曰) .黯诽谤圣制! 当族$/ 下面却忽然写许

多 &礼记'$ 又如 &律书' 说律! 又说兵! 又说文

帝不用兵! 赞叹一场$ 全似个醉人东撞西撞$ 观

此等处! 恐是有意$%

+60

&史记' "贬损当世%! 而班固著史以 "光扬大

汉% 为目的$ 在秦朝灭亡这件事上! 班固 &秦纪

论' 认为贾谊与司马迁的意见都是错误的! "秦之

积衰! 天下土崩瓦解! 虽有周旦之材! 无所复陈

其巧! 而以责一日之孤! 误哉6% 最后一段也说)

"俗传秦始皇起罪恶! 胡亥极! 得其理矣$ 复责小

子! 云秦地可全! 所谓不通时变者也$% 认为不应

苛责子婴! 而且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同情) "纪季以

餋! 春秋不名$ 吾读 &秦纪'! 至于子婴车裂赵

高! 未尝不健其决! 怜其志$ 婴死生之义备矣6%

+61

&典引序' 的第二段文字记载了班固对明帝

"圣论% 的评价和回应) "臣固常伏刻诵圣论! 昭

明好恶! 不遗微细! 缘事断谊! 动有规矩! 虽仲

尼之因史见意! 亦无以加$ 臣固被学最旧! 受恩

浸深! 诚思毕力竭情! 昊天罔极6% 所谓 "圣论%!

五臣刘良注曰) "圣论! 云司马迁非义士之论也$%

"昭明好恶% 至 "亦无以加% 几句! 是班固对明帝

"圣论% 的具体评价$ "昭明好恶! 不遗微细%! 指

明帝对秦始皇评价这样的 "小事% 都明白表示自

己的褒贬好恶+62

- "缘事断谊! 动有规矩%! 指明帝

通过对 &秦始皇本纪' "太史公曰% 的评判来表达

政治意见! "谊% 即 &春秋' 之 "义%! "古人未

尝离事而言理%

+63

! 载之空言! 不如见于行事深切

著明! 具体说来就是即事明义! 寓以褒贬! 这实

际上是继承了孔子的 "春秋笔法%

+64

$ 接下来 "虽

仲尼之因史见意! 亦无以加% 二句非同一般! 指

明帝 "政治指示% 的 "英明% 连孔子也无法相提

并论! 这显然是班固对明帝的谀颂之词$

&汉书' 编撰是在班固代受汉恩# 刻诵 "圣

论% 的背景下完成的! &典引序' 记载了史家对皇

恩的感戴之情) "臣固被学最旧! 受恩浸深! 诚思

毕力竭情! 昊天罔极6% 前面讲到! 明帝时期文

学# 史学开始朝着服务东汉王朝意识形态的方向

发展! 章帝时期的班固更是积极地以自己的赋颂

之作及 &汉书' 这篇大文章对汉朝的 "成功% 予

以回应+65

$ 了解到这一层! 就不能不让人心中别有

一番感触$ 史家的感恩之心在历史撰著过程中既

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 也会给史家带来沉重的

心理压力! 如北宋司马光 &进资治通鉴表' 所说

"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11陨身丧元! 未足报塞!

苟智力所及! 岂敢有违%$ 让人庆幸的是! &汉书'

编撰虽然受到班固个人对汉朝感情的影响! 但总

的来说! 这种感情并没有完全压倒他对历史的理

性认识$

从 &典引序' 提到的明帝永平十七年 ++*,

到 &典引' 创作的章帝元和末年! 正是班固撰写

&汉书' 之时$ 这一时期班固沉浸于一种兴奋的创

作状态中! 其精神面貌见于永平年间所作的 &答

宾戏') "摅意乎宇宙之外! 锐思于毫芒之内! 潜

神默记! 跩以年岁$% "摅意% 二句! 反映了班固

撰写 &汉书' 的思想境界! 也即 &礼记(中庸'

"致广大! 尽精微% 之意! 可以视为 &汉书' 之文

心$ "潜神默记! 跩以年岁%! 则是一种深沉渊静

的写作境界! 可与之相媲美的是司马光编撰 &资

治通鉴' 时的 "研精极虑! 穷竭所有! 日力不足!

继之以夜%

+87

! 这些正是 &汉书' 成功撰写的关键$

三!建初七年 *&#+ 班固所上

!! (汉书) 面貌之推测

!!关于章帝建初年间 ++&0%*, 班固所上 &汉

书' 之情形! &汉书' 卷一百下 &叙传下' 班固自

述云)

固以为唐虞三代! 0诗1 0书1 所及! 世

有典籍! 故虽尧舜之盛! 必有典谟之篇! 然

后扬名于后世! 冠德于百王! 故曰( $巍巍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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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成功! 焕乎其有文章也+% --太初以

后! 阙而不录! 故探纂前记! 缀辑所闻! 以

述 0汉书1! 起元高祖! 终于孝平# 王莽之

诛! 十有二世! 二百三十年! 综其行事! 旁

贯 0五经1! 上下洽通! 为 0春秋1 考纪#

表# 志# 传! 凡百篇"

班固批评司马迁 &史记' 将汉代皇帝 "编于百王

之末! 厕于秦# 项之列%! 认为这与汉朝的政治地

位不相匹配! 因此断汉为史! 使汉朝皇帝可以

"冠德于百王%$ 并称 &汉书' "综其行事! 旁贯

&五经'! 上下洽通! 为 &春秋' 考纪# 表# 志# 传

凡百篇%! 其中 "为 &春秋' 考纪# 表# 志# 传凡

百篇% 一句! 高步瀛先生断句作) "为 &春秋' 考!

纪# 表# 志# 传凡百篇$% 并云) " &周语下' 韦

+昭, 注曰 .考! 合也/! &经传释词二' 曰 .为!

犹与也/! 言与 &春秋' 合也! 旧注考纪连读! 殆

非是$%

+8-其说可从! 这里还可补充两个例子$

&诗经(大雅(江汉') "虎拜稽首! 对扬王

休$ 作召公考! 天子万寿$% 毛 &传') "对! 遂$

考! 成$% 郑 &笺') "对! 答$ 休! 美$ 作! 为

也$ 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时! 称扬王之德美! 君

臣之言宜相成也$% 综合毛郑两家的意见! "作召

公考% 即 "为召公成% "与召公成%! 意谓召虎答

拜宣王之策命! 与其先祖召康公受封之礼成 +合#

同,$ 又 &礼记(中庸') "非天子不议礼! 不制

度! 不考文$ 今天下车同轨! 书同文! 行同伦$

虽有其位! 苟无其德! 不敢作礼乐焉- 虽有其德!

苟无其位! 亦不敢作礼乐焉$% 孔颖达 &正义')

"不考文! 亦不得考成文章书籍之名也11书同

文! 覆上不考文$% 意谓 "同文% 即 "考文%$ 由

以上二例可知! 班固笔下的 "为 &春秋' 考%! 意

即与 &春秋' 成# 与 &春秋' 合# 与 &春秋'

同$ 反观 "综其行事% 几句! 可推知班固所说的

"综其行事! 旁贯 &五经'%! 当指 &汉书(律历

志' &天文志' &五行志' &艺文志' &礼乐志' 等

承担了与 "五经% &易' &诗' &书' &礼' &乐'

相应的功能- 而 "上下洽通! 为 &春秋' 考%! 当

指 &汉书' 的纪传特别是帝纪部分承担了与 &春

秋' 相应的功能$

至于班固上呈 &汉书' 的具体时间! &后汉

书' 卷四
"

上 &班固传' 云) "固自永平中始受

诏! 潜精积思二十余年! 至建初中乃成$%

+8.

&史

通' 卷一二 &古今正史篇' 略同) "经二十余载!

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8/

"建初中% 究竟是哪一年!

陈汉章考证其事应在建初七年 +%#,! 他在 &缀学

堂初稿' 卷二 &马班作史年岁考' 中说)

班固作 0汉书1 二十五年! 始永平元年

戊午! 终建初七年壬午" 固以永平五年入校

书! 而 0汉书1 之作! 不始是年也" 传云迁

为郎! 典校秘书! 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按 0贾逵传1 永平中为郎! 与班固典校秘书"

0汉书4叙传1 永平中为郎! 典校秘书" 0本

传1 又云固自永平中受诏二十余年! 至建初

中乃成" 自永平五年至建初六年为二十年!

建初止八年" 0史通4正史篇1 曰( $二十余

年! 至建初中乃成"% 若以建初六年成! 止二

十年! 不当有余" 以建初八年成! 在建初末!

不当曰中" 故谓 0汉书1 以建初七年成! 固

是年五十一岁矣" 班固之书! 踵父业以成!

既成之后! 后人更有所裨益" 其可考者! 班

氏及身之年岁而已"

此说可从! 这里再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建

初七年 +%#, 班固所上 &汉书' 是否为一完璧*

东晋袁宏 &后汉纪' 卷一九 &顺帝纪下' 载)

"+马融, 兄续博览古今! 同郡班固著 &汉书'! 缺

其 &七表' 及 &天文志'! 有录无书! 续尽踵而成

之$%

+80

&后汉纪' 所说的 "七表% 及 &天文志'

"有录无书%! 是说班固去世时 &汉书' 这些篇章

只有目录! 而没有具体内容+81

$ 在这一问题上! 南

朝刘宋范晔的记载也是前后不一! &后汉书' 卷四

"

上 &班固传' 云班固于 "建初中% 上 &汉书'!

似已成书! 但同书卷八四 &列女(曹世叔妻传'

则云) "兄固著 &汉书'! 其八表及 &天文志' 未

及竟而卒! 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

之$ 11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82知班固去世

时! &汉书' "八表% 及 &天文志' 未竟$ 又一说

谓班固所上 &汉书' 不含 &十志'! &隋书' 卷三

三 &经籍志二' "史部%) "建初中! 始奏表及纪

传! 其十志竟不能就$ 固卒后! 始命曹大家续成

之$% &隋志' 成书于唐初! 所述 "始奏表及纪传%

"十志竟不能就% 等内容! 不知何所依据*

对这些矛盾现象如何理解! 笔者最初也十分

困惑! 后来看到西晋华峤编撰 &汉后书' 的情况!

才有所领悟$ &晋书' 卷四四 &华表附子华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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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云)

初! 峤以 0汉纪1 烦秽! 慨然有改作之

意" 会为台郎! 典官制事! 由是得遍观秘籍!

遂就其绪" 起于光武! 终于孝献! 一百九十

五年! 为 0帝纪1 十二卷# 0皇后纪1 二卷#

0十典1 十卷# 0传1 七十卷及三 0谱1# 0序

传1# 0目录1! 凡九十七卷" 峤以皇后配天作

合! 前史作 0外戚传1 以继末编! 非其义也!

故易为 0皇后纪 1! 以次 0帝纪 1" 又改

$志% 为 $典%! 以有 0尧典1 故也" 而改名

0汉后书1 奏之" --元康三年卒! 追赠少

府! 谥曰简" 峤性嗜酒! 率常沈醉" 所撰书

0十典1 未成而终! 秘书监何劭奏峤中子彻为

佐著作郎! 使踵成之! 未竟而卒" 后监缪徵

又奏峤少子畅为佐著作郎! 克成 0十典1! 并

草魏# 晋纪传! 与著作郎张载等俱在史官"

永嘉丧乱! 经籍遗没! 峤书存者五十余卷"

华峤撰成的 "后汉史% 共九十七卷! 有 &帝

纪' 十二卷# &皇后纪' 二卷# &十典' 十卷#

&传' 七十卷及三 &谱'# &序传'# &目录'! 后

"改名 &汉后书' 奏之%! 但本传又载 "所撰书

&十典' 未成而终%! 既云 "奏之%! 又云 "未

成%! 二者似乎矛盾$ 看来! 华峤所撰 &汉后书'!

最初只有纪传部分! 后来其中子华彻# 少子华畅

为佐著作郎! 才补成 &十典'$ 与此相类似! &华

峤传' 所载华畅起草的魏晋史也是要先完成纪#

传部分 +而且只有纪传部分,$ 考虑到华峤 &汉后

书' 的体例 "多同班氏 + &汉书',%

+83

! &汉后书'

的例子可为我们理解 &汉书' 的编撰提供参照$

表# 志后成! 史书编撰多有其例! 如东观史

臣所撰 &东观汉记'! 最初也只有纪传部分! 到了

东汉末年! 蔡邕有意编撰 &十志' +又称 &十意'!

避桓帝刘志讳改,! 但最终也没有成功$ 又如南朝

刘宋范晔的 &后汉书' 最初也只完成了纪传部分!

后来才与谢俨共同完成了 &礼乐志' &舆服志'

&五行志' &天文志' &州郡志' 等五篇志稿+84

$ 在

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明了的是! 古人对史书纪# 传#

志# 表诸体重要程度及先后次序的认识! 与今人不

同$ 今人重视典志与史表! 主要是把握历史线索的

需要! 而古人重视纪传! 强调以人物事迹探求其心

志! 或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或以论赞直书褒贬$ 班

固的父亲班彪所撰 &史记后传' 甚至只有 "纪传而

已%! 其 &史记略论' 评 &史记' 诸篇! 也都是限

于纪# 传而未及书 +志,# 表+85

! 表明班彪心目中同

样认为纪传重要! 这种做法与班固是相通的! 也有

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这一问题$

班固建初七年 +%#, 上呈的 &汉书'! 当与华

峤 &书' 及上述诸例一样! 仅是 &汉书' 的纪传

部分$ &后汉书(班固传' 所载 "至 +章帝, 建初

中乃成%

+97中的 "乃成%! 与 "未及竟% 并不冲突!

建初中所上 &汉书' 初具规模! 班固又不断补充

完善! 在去世时尚有 &八表' + &后汉纪' 作 &七

表'! 稍异, 及 &天文志' 还未完成! 因此才有班

昭与马续 "踵而成之%$ 汉代的私人撰著! 虽然有

陆贾 &新语' 随写随上的情况! 但大多是上呈完

整的著作$ 在班固看来! 纪传是 &汉书' 的主体!

完成了 "纪传% 部分! 也即意味着 &汉书' 初步

完成! 大局已定! 可以上呈章帝! 而表# 志部分

可以从容为之# 渐竣其功$

有一些线索表明! &汉书' "十志% 的编撰要

晚于纪传部分$ 如 &汉书' 卷七三 &韦贤 +附韦

玄成, 传' 本为班彪所作! 其中有关宗庙祭祀的

大段内容可以归入 &郊祀志'! 后人为此有过议

论! 质疑班固的做法! 如东汉蔡邕 &表志' 云)

"宗庙迭毁议奏! 国家大体! 班固录 &汉书'! 乃

置 &韦贤传' 末$ 臣以问胡广! 广以为实宜在

&郊祀志'! 去中鬼神仙道之语! 取 &贤传' 宗庙

事实其中! 既合孝明旨! 又使祀事以类相从$%

+9-唐

刘知几 &史通(编次' 亦云 "宗庙迭毁! 枉入 &玄

成传' 终%$ 两种意见都认为 &韦贤传' 中多载宗

庙祭祀毁立之事并不合适! 应归入 &郊祀志'$ 其

实! 如果考虑到 &汉书' 纪传先竣# 表志后成的编

撰次序! 这一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释000班固编

撰 &汉书' 纪传部分时! 尚未开始 &郊祀志' 的写

作! 因而对父亲班彪所修的 &韦贤传' 承而不改!

这些内容就暂时保留在了 &韦贤传' 中$

另外! 对于当代社会现象! 班固常常在史志

中予以评论! &汉书' 卷二三 &刑法志'# 卷二二

&礼乐志' 的一些内容明显撰写于章帝时期! 也可

以作为证据$ 如 &汉书' 卷二三 &刑法志' 针对

刑政之事所发的感慨和议论) "自建武# 永平! 民

亦新免兵革之祸! 人有乐生之虑! 与高# 惠之间

同! 而政在抑强扶弱! 朝无威福之臣! 邑无豪桀

之侠$ 以口率计! 断狱少于成# 哀之间什八!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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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清矣$ 然而未能称意比隆于古者! 以其疾未尽

除! 而刑本不正$% 肯定了光武帝和明帝已取得的

成绩! 并指出有待改善之处! 似当撰于章帝时期$

又如 &汉书' 卷二二 &礼乐志') "世祖受命中兴!

拨乱反正! 改定京师于土中$ 即位三十年! 四夷

宾服! 百姓家给! 政教清明! 乃营立明堂# 辟雍$

显宗即位! 躬行其礼! 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 养

三老五更于辟雍! 威仪既美矣$ 然德化未流洽者!

礼乐未具! 群下无所诵说! 而庠序尚未设之故

也$% 明确出现了明帝的庙号 "显宗%! 显然撰于

章帝时期$ 在班固看来! 礼乐具备# 庠序设立#

德化流洽# 群下颂说等太平景象! 属于明帝尚未

实现的政治理想! 这是班固对章帝有所寄心的表

示$ &礼乐志' 又云) "今叔孙通所撰礼仪! 与律

令同录! 臧于理官! 法家又复不传$ 汉典寝而不

著! 民臣莫有言者$ 又通没之后! 河间献王采礼

乐古事! 稍稍增辑! 至五百余篇$ 今学者不能昭

见! 但推士礼以及天子! 说义又颇谬异! 故君臣

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 这段话当是针对章帝章

和元年 +%+, 曹褒制礼之事所发的议论! &后汉

书' 卷三五 &曹褒传') "章和元年正月11撰次

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 以为百五十篇!

写以二尺四寸简! 其年十二月奏上$% 这表明 &礼

乐志' 当完成于章帝章和元年 +%+, 之后$

如前所述! 班固去世后! &汉书' 经班昭# 马

续之手始成完璧$ 班昭不仅续补 &汉书'! 且授

&汉书' 于马融! 成为 &汉书' 学的第一人+9.

$ 汉

书' 发轫于诸贤! 草创于班彪! 成书于班固! 续

补于班昭# 马续! 至此定型矣$ 正如清代学者赵

翼所云) " + &汉书', 凡经四人手! 阅三四十年始

成完书! 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

+9/

余!论

综观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演进! 知识与权力

的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现象! 甚至常常占据主流

地位$ 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是中国古代的 "常% 态!

而不同历史时期知识与权力结合的不同形态则是

常中之 "变%$

就汉代而言! 经学# 史学# 文学等不同文化

部门又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节奏和历史面貌$ 自汉

武帝 "罢黜百家! 表章六经%

+90

! 武宣之间行政多

"缘饰% 以儒术文辞! 公孙弘# 董仲舒# 魏相# 丙

吉之上疏# 奏议每每援经立义! 司马相如# 王褒等

创作辞赋颂美汉德# 揄扬鼓吹! 知识与权力形成了

牢固而有效的结盟$ 可知西汉武宣之世! 经学与文

学已成为帝国行政及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效工具$ 而

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迟至东汉明章之世才

得以成立! 其标志就是 &汉书' 的完成$

&汉书' 成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过程! 也是汉代

史学被权力驯化的过程$

先秦史家如晋之董狐# 齐之南史以独立之立

场不畏强权# 秉笔直书! 西汉司马迁的 &太史公

书' 批判意识亦十分鲜明! 显示出史学与政治的

巨大冲突000司马迁及其 &史记' 甚至被视为对

政权的一种威胁+91

$ 西汉后期冯商等续 &太史公

书'! 虽或奉命而为! 但基本上是学者个人的自觉

选择$ 到了东汉时期! 史学开始成为一种权力话

语$ 光武帝时期! 对史学尚重视不够$ 明章之世!

随着机构化和组织化的官方史学的建立! 以及历

史著作审查制度的形成! 这一时期的历史编撰特

别是 &汉书' 受到皇权的格外眷顾! 深深打上了

官方意识形态的烙印+92

$ 权力不仅关心史家写作的

内容! 更关心史家写作的目的! 其中既有皇权的监

管# 审查! 又有宗室外戚的监督# 指导! 这些方面

正体现了 "虽任英贤! 犹援姻戚$ 亲疏相错! 杜塞

间隙% 的 "汉家之制%

+93

$ 权力的介入和审查制度!

对历史写作进行了一种区分) 什么是可以记录的!

什么是不可以记录的-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不正

确的! 是呈现也是遮蔽! 是暴露也是压制! 两方面

都显示了历史写作背后绝对权力的存在$

经学# 文学# 史学这三种意识形态工具! 前

两种工具在西汉时期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 东汉

时期则有史学的加入$ 东汉史学的意识形态建构

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对过往时代的记录! 如

&汉书'- 一种是对当代历史的撰述! 如 &东观汉

记'$ 班固既是前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的主持者! 也

是后一种的开创者和肇始者$ 明帝永平五年

+&#,! 由于政治因素的加入! 皇权以一种光明正

大的方式实现了对历史写作的有效管控$ 明帝一

方面通过权威对班固施加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组

织# 制度实现对知识生产的控制000历史编纂从

此不再是简单的知识生产! 而是一种政治知识的

生产! 文本则成为权力话语的固化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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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虽然没有经学

崇高却更加隐蔽! 没有文学敏感却更为稳固$ 最

终! 这三种意识形态都汇入了 "润色鸿业%

+94的历

史洪流! 成为汉代留给两千年帝制中国的政治文

化遗产$

就班固而言! 他在东汉王朝的意识形态建构

中! 可谓一人而三任$ 章帝建初四年 ++), 白虎

观会议后撰写的 &白虎通义'! 可以视为一种经学

意识形态+95

- 他的文学创作! 自 &幽通赋' &答宾

戏' 而 &两都赋' &典引'! 经历了由个体抒情到

政治代言的发展过程! 带有典型的意识形态特征-

班固的 &汉书' 以及预其撰事# 肇其端绪的 &东

观汉记'! 则可以视为一种史学意识形态$ 细而言

之! &白虎通义' 作为经学意识形态! 班固是撰

集# 叙述者的角色! 难以体现个人思想- &两都

赋' 与 &典引' 虽然是 "一代之典章%

+:7

! 但作为

文学意识形态毕竟具体而微- &汉书' 则是一个规

模庞大的系统性工程! 这一史学意识形态的宏伟

建构! 最终成为汉朝功德的纪念碑$

!附记& 本文承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

意见* 谨此致谢+

!

&隋书(经籍志' 所载隋炀帝初年严格控制意识形态的

情形! 可与东汉明帝处死苏朗的事件相参照) "炀帝即

位! 乃发使四出! 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 皆焚之!

为吏所纠者至死$% +魏徵# 令狐德) &隋书'! 第 )$%

页! 中华书局 ')+( 年版$,

")+85+97+9.

范晔撰! 李贤等注) &后汉书'! 第 '(((0'((*

页! 第 '*(& 页! 第 '(#( 页! 第 '(($ 页! 第 #+%* 页! 中

华书局 ')&" 年版$

#

&史记' 卷一一二 &平津侯列传') "于是天子察其 +公

孙弘, 行敦厚11而又缘饰以儒术! 上大悦之$% +司马

迁) &史记'! 第 #)"$ 页! 中华书局 ')%# 年版$, 司马迁

之 "缘饰%! &汉书' 卷八九 &循吏传序' 代之以 "润

饰%) "时少能以化治称者! 唯江都相董仲舒# 内史公孙

弘# 儿宽居官可纪$ 三人皆儒者11以经术润饰吏事!

天子器之$% 班固) &汉书' 颜师古注! 第 (&#( 页! 中

华书局 ')&# 年版$ &汉书' 卷一百上 &叙传上' 所用

"文致% 亦近之) "平帝即位! 太后临朝! 莽秉政! 方欲

文致太平! 使使者分行风俗! 采颂声$% + &汉书'! 第

*#$( 页$,

$(+,-+67+94

&文选' 卷四八 &典引序'! 卷四五 &答宾

戏'! 卷五六 &封燕然山铭序'! 卷四八 &典引序'! 卷

一 &两都赋序'$ 本文所引 &文选' 篇章! 均见中华书

局影印清胡克家刻本 &文选'! 不一一出注$

%

这在 &汉书' 中也有一些痕迹可寻$ 如 &汉书' 卷八七

下 &扬雄传赞' 云) "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 其 &法

言' 大行! 而 & +太, 玄' 终不显! 然篇籍具存$%

+ &汉书'! 第 (""+ 页$, 扬雄卒于新莽天凤五年 +'%,!

没后 "四十余年% 正当永平 +"%0+", 初年! 说明 &汉

书(扬雄传' 的编定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 关于 &汉

书(扬雄传' 之作者! 古今学人依据班固 &赞' 语中

"雄之自序云尔%! 普遍认为是 "扬雄自序之文%$ 当然!

班固编入 &汉书' 时可能有所删改! 但大体应还是扬雄

之自传$

&

参见乔治忠) &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

示'! &学术研究' #$$+ 年第 '' 期$

'

参见陈君) &论汉代兰台文人及其文学活动'! &文学遗

产' #$$% 年第 * 期$

*

&论衡(佚文篇' 云) "永平中! 神雀群集! 孝明诏上

爵颂$ 百官颂上! 文皆比瓦石$ 唯班固# 贾逵# 傅毅#

杨终# 侯讽五颂金玉! 孝明览焉$% +王充) &论衡'! 第

('#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版$, 据 &后汉书' 卷

二 &明帝纪'! "神雀五色! 翔集京师%! 事在永平十七

年 ++*,! 则班固# 贾逵# 傅毅# 杨终# 侯讽等作 &神

雀颂'! 也应在此年$

+,.

王充) &论衡(佚文篇'$ &哀牢传' 之作! 当与永平十

二年 +&), 哀牢夷归化汉朝有关$ &后汉书' 卷二 &明

帝纪') "永平十二年 +春正月,! 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

率内属! 于是置永昌郡$% + &后汉书'! 第 ''* 页$, 由

此来看! 杨终入兰台校书! 当在永平十二年 +&), 哀牢

夷归顺之后$

+,/

&太平御览' 卷二一三引 &汉官仪') "能通 &仓颉'#

&史篇'! 补兰台令史! 满岁补尚书令史! 满岁为尚书

郎$% +李窻等) &太平御览'! 第 '$') 页! 中华书局

')&$ 年版$,

+,0+90

班固) &汉书'! 第 *##" 页! 第 #'# 页$

+,1

&后汉书(班固传' 之 "孟异% 当作 "孟冀%! 清沈钦

韩 &后汉书疏证' 云) " &史通(正史篇' 作 .孟冀/!

按孟冀即 &马援传' 中人$ 作 .异/ 误$% 孟冀! 平陵

人! 名见 &后汉书' 卷二四 &马援传'$

+,2+8/+83

刘知几撰#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 下册! 第 ('$

页! 第 (() 页! 第 %$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版$

班固所撰 &光武本纪' 及列传# 载记二十八篇! 似有前

史 "二十八宿环北辰% + &史记' 卷一三
"

&太史公自

序', 之意! 这些内容成为后来 &东观汉记' 的基础$

+,3

其中陈宗当即陈平仲! &论衡(须颂篇' 云) "陈平仲纪

光武! 班孟坚颂孝明! 汉家功德! 颇可观见$% + &论

衡'! 第 ($) 页$, 由王充所言 "陈平仲纪光武%! 可知

&世祖本纪' 出于陈宗之手者当复不少$

($+'(

文学评论!#$'% 年第 ( 期



+,4

余嘉锡著) &四库提要辨证' 卷五 "史部三% "别史类%

" &东观汉记' 二十四卷% 条! 第 #*$0#*'页! 中华书局

')%$年版$ 余先生所言 &建武注记' 之事! 见于 &后汉

书' 卷二四 &马援附马严传') 永平十五年 ++#, 明帝召

见马严! "有诏留仁寿闼! 与校书郎杜抚# 班固等杂定

&建武注记'%$ + &后汉书'! 第 %") 页$, 在笔者看来!

&建武注记' 与 &世祖本纪' 不同! 当即光武帝的起居

注$ 起居注! 汉代称为注 +著, 记! &汉书(艺文志' 有

&汉著记' 一百九十卷! 颜师古注曰) "若今之起居注$%

史书中所见又有 &长乐宫注'! 应是起居注的一种$

+,5

参见季忠平) &是 "光武% 还是 "世祖%* 000点校本

4后汉书5 唐讳锥指'! &史林' #$'' 年第 " 期$

+6-

参见陈君) &东汉社会变迁与文学演进' 第五章第三节

的有关论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版$

+6.

&后汉书' 卷四
"

下 &班固传'$ 另外! 初唐时期的

&班固集' 也收录了 &典引序'! &后汉书' 卷六
"

下

&蔡邕传' 章怀太子注所引 &班固集' 就有 &典引序'

中的句子! 可以为证$ 引文曰) "司马迁著书! 成一家

之言$ 至以身陷刑故! 微文刺讥! 贬损当世! 非谊士

也$% + &后汉书'! 第 #$$+ 页$,

+6/

在笔者看来! 这几段文字也有可能是班固本人加于 &秦

始皇本纪' 之末$

+60

&朱子语类' 卷一三五! 朱杰人等主编) &朱子全书'

第十八册 &朱子语类' +五,! 第 *#$# 页! 上海古籍出

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年版$

+61

"子婴车裂赵高% 事不见载于 &史记' 卷六 &秦始皇本

纪'! 彼云) "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 三族高家! 以徇咸

阳$% + &史记'! 第 #+" 页$,

+62

&?梁传(僖公十六年') "故五石六餻之辞不设! 则王

道不亢矣$% 范宁注) "不遗微细! 故王道可举$%

+63

章学诚) &文史通义'! 第 '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版$

+64

&史记' 卷四七 &孔子世家' 云) "孔子在位听讼! 文

辞有可与人共者! 弗独有也$ 至于为 &春秋'! 笔则笔!

削则削! 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弟子受春秋! 孔子曰)

.后世知丘者以 &春秋'! 而罪丘者亦以 &春秋'$/% 最

先对这种笔法做出精确概括的是左丘明! &左传(成公

十四年' 君子曰) " &春秋' 之称! 微而显! 志而晦! 婉

而成章! 尽而不污! 惩恶而劝善! 非圣人谁能修之$%

关于 "春秋笔法% 的详细研究! 参见李洲良) &春秋笔

法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版$

+65

&汉书' 卷一百下 &叙传下') "固以为唐虞三代!

&诗' &书' 所及! 世有典籍! 故虽尧舜之盛! 必有典谟

之篇! 然后扬名于后世! 冠德于百王! 故曰) .巍巍乎

其有成功! 焕乎其有文章也6/% + &汉书'! 第 *#(" 页$,

+87

司马光) &进资治通鉴表'! &资治通鉴'! 第 )&$+ 页!

中华书局 ')"& 年版$

+8-

&班孟坚汉书诸侯王表序' 题解! 高步瀛选注# 陈新点

校) &两汉文举要'! 第 ##$ 页! 中华书局 '))$ 年版$

+8.

又袁宏 &后汉纪' 卷一二) "自永平始! 研精积思二十

余年! 至建初中! 其书乃成$%

+80

袁宏著# 周天游校注) &后汉纪校注'! 第 "#+0"#% 页!

天津古籍出版社 ')%+ 年版$

+81

王先谦 &汉书补注' "前汉书目录% 注引卢文?曰) "史

公之 &自序' 即 &史记' 之目录! 班氏之 &叙传' 即

&汉书' 之目录$% + &汉书补注'! 第 & 页! 中华书局

')%( 年版$,

+82

司马彪 &续汉书(天文志上' 亦载) "孝明帝使班固叙

&汉书'! 而马续述 &天文志'$% + &续汉书'! 第 (#'"

页! 中华书局 ')&" 年版$,

+84

后来范晔因谋反下狱而死! 谢俨害怕受到牵连! 毁掉了

这些志稿$ 今天我们看到的附在 &后汉书' 之后的 &续

汉志'! 出于西晋司马彪之手$ 当然! 表# 志撰写之艰

难也是其后成的原因! 清纪昀 &乾隆己卯 +'+)", 山西

乡试策问' 云) "史家之难! 无过表志! 诸史或有志无

表# 有表无志! 或表志皆无$%

+9-

司马彪) &续汉书(祭祀志下'! 梁刘昭注引! 第 (#$$

页! 中华书局 ')&" 年版$

+9/

赵翼撰) &廿二史札记'! 曹光甫校点! 第 ' 页! 凤凰出

版社 #$$% 年版$

+91

&史记' 卷一三裴
'

&集解' 引卫宏 &汉旧仪注'

曰) "司马迁作 &景帝本纪'! 极言其短及武帝过! 武帝

怒而削去之$% 王允杀蔡邕时也说) "昔武帝不杀司马

迁! 使作谤书! 流于后世$% 见 &后汉书' 卷六下

&蔡邕传下'$

+92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 编撰 &汉书' 的班彪# 班固父子

因为出身外戚# 世受汉恩! 在政治立场和个人感情上都

是倾心汉室的! 除了 &汉书'! 班彪 &王命论'# 班固

&答宾戏' 都清晰表达了这一点$

+93

&后汉书' 卷二九 &申屠刚传'! 第 '$'' 页$ 除了历史

编撰! 经学活动也是如此! 章帝建初四年 ++), 的白虎

观会议就有宗室刘羡参与! &后汉书' 卷三十七 &丁鸿

传') "建初四年11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楼望#

成封# 桓郁# 贾逵等! 论定 &五经' 同异于北宫白虎

观$% + &后汉书'! 第 '#&# 页$,

+95

参见朱汉民) & 4白虎通义5) 帝国政典和儒家经典的结合'!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7

刘勰) &文心雕龙(封禅篇'! 第 ()( 页! 人民文学出版

社 #$$& 年版$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赵!培

('+'(

知识与权力) 关于 &汉书' 文本形成的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