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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坑儒平议》分为两部分，其一为论述部分，以“坑儒”事件为考察对象，从现有的历史材料出发，
结合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儒者的发展为线索，探讨秦始皇“坑儒”的原因、结果、影响等，完整
地展现秦始皇“坑儒”始末，对以《史记》和卫宏为代表的对“坑儒”始末的不同看法进行客观的评
述。
其二为资料部分，将相关资料分门别类加以编选，展示事件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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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芳，女，1981年生，江苏苏州人。
2008年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师从李申先生。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传统的用途与滥用——以“天人合一”为例》，并参与了《敦煌本校释疏义》第
八章的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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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三八270 宋·叶适《习学记言》卷四五270 宋·陈傅良《西汉论·韩信二》（《十先生奥论注·续
集》卷九）270 宋·林之奇《荆轲刺秦王》（《拙斋文集》卷一三）271 又《卢生与侯生讥议始皇始皇
怒乃坑儒生》272 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卷二〇272 宋·夏僎《尚书详解》卷六273 宋·傅寅《禹贡
说断》卷一273 宋·陈经《尚书详解》卷二三273 又卷二四274 宋·周紫芝《读高帝纪》（《太仓稊米
集》卷四）275 宋·李石《策问》（《方舟集》卷七）275 宋·杨简《慈湖遗书》卷一六275 宋·陆游
《万卷楼记》（《渭南文集》卷二一）277 宋·杨冠卿《客亭类稿》卷八277 宋·陈子颐《五帝三代之
记如何》（宋·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论学绳尺》卷八）279 又《叔孙通为汉儒宗》279 宋·真德
秀编《文章正宗》卷一七280 宋·魏了翁《尚书要义》卷六280 又卷一〇281 宋·魏了翁《春秋左传要
义卷首》281 又卷一282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一〇四《周礼折衷》282 宋·王应麟《通鉴答问》卷
二283 又卷三284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三五285 又卷三八285 宋·王柏《送立斋入京序》（《鲁斋集
》卷四）285 宋·马廷鸾《商鞅》（《碧梧玩芳集》卷二一）286 宋·周密《三学之横》（《癸辛杂识
后集》）287 宋·邓牧《伯牙琴·君道》287 金·李俊民《庙学落成》（《庄靖集》卷一）288 元·耶
律楚材《西游录序》（《湛然居士集》卷八）289 又《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湛然居士集》卷一
二）289 元·刘祁《归潜志》卷一三289 元·郝经《文说送孟驾之》（《陵川集》卷二二）291 又《朱
文公诗传序》（《陵川集》卷三〇）292 元·方回《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续古今考》卷
六）293 元·方回《离骚九歌图》（《桐江续集》卷二六）295 元·陆文圭《跋蒋民瞻咏史诗》（《墙
东类稿》卷九）295 元·赵文《欧阳氏藏易赞》（《青山集》卷五）296 元·王恽《伏胜（封乘氏伯）
》（《秋涧集》卷六六）296 元·姚燧《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八）297 元·张起
岩《汉济南伏生祠堂碑》（《元文类》卷二〇）297 元·刘壎《秦不绝儒学》（《隐居通议》卷二六
）298 元·吾衍《闲居录》299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论秦蜀》299 元·陶宗仪《说郛》卷六
下299 元·王恽《黄石公说》（《秋涧集》卷四六）300 元·侯克中《怀古六首》（《艮斋诗集》卷一
四）301 元·叶懋《五言古诗》（《鄱阳五家集》卷一一）301 元·黄溍《博古堂记》（《文献集》卷
七上）301 元·胡助《始皇》（《纯白斋类稿》卷一〇）302 元·陈高《感兴》（《不系舟渔集》卷三
）302 元·郑玉《耕读堂记》（《师山集》卷四）303 元·汪克宽《重建祁门县儒学记》（《环谷集》
卷五）303 元·赵汸《黄楚望先生行状》（《东山存稿》卷七）304 元·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卷
五305 明·朱元璋《鼠啮书论》（《明太祖文集》卷一〇）305 明·宋濂《诸子辨》（《文宪集》卷二
七）306 明·陶安《送刘秀才序》（《陶学士集》卷一三）307 明《品官丧仪·总叙》（《明集礼》卷
三七上）308 明·姚广孝《杂诗》（《古今禅藻集》卷一八）308 明·胡广等《书经大全原序注》308 
明·刘炳《咸阳怀古》（《刘彦昺集》卷六）309 明·郑真《题陕右峄阳碑》（《荥阳外史集》卷三
六）309 明·周是修《述怀》（《刍荛集》卷一）309 明·梁潜《爱民四》（《泊庵集》卷二）310 明
·杨守阯《古诗》（《甬上耆旧诗》卷八）310 明·薛瑄《安邑县修孔子庙碑》（《敬轩文集》卷二
一）311 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九四312 明·胡居仁《居业录》卷八313 明·周琦《荀子书》（《
东溪日谈录》卷一二）313 又《秦》（《东溪日谈录》卷一三）314 明·夏良胜《中庸衍义》卷一《天
命之性之义》314 又卷三《修道之教之义》315 明·陈献章《道学传序》（《陈白沙集》卷一）315 明
·陆深《俨山外集》卷一六《续停骖录中》316 明·张宁《重修海盐县儒学碑》（《方洲集》卷一八
）316 又《秦始皇》（《方洲集》卷二七）317 又《汉太祖高皇帝》（《方洲集》卷二八）318 明·董
说《七国考》卷一〇《以书葬》318 明·何乔新《六经》（《椒邱文集》卷一）319 明·朱诚泳《骊山
怀古与汤以修纪善同作》（《小鸣稿》卷八）320 又《恩赐胜览录》（《小鸣稿》卷一〇）321 明·刘
麟《与窗友蒋子谭文》（《清惠集》卷一一）321 明·孙绪《无用闲谈》（《沙溪集》卷一六）322 明
·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一323 明·夏言《申议天地分祭疏》（《明文海》卷五三）324 明·杨慎《
焚书起于韩非》（《丹铅总录》卷一三）327 又《丹铅余录》卷一五327 明·杨慎《荀卿李斯吴公》（
《升庵集》卷五一）327 明·张居正《三代至秦浑沌之再》（《明文海》卷九四）328 明·李濂《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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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海》卷一〇五）328 明·尹耕《诚斋先生易传序》（《明文海》卷二二一）329 明·海瑞《
备志稿引》（《明文海》卷二三八）330 明·朱载堉《乐律全书》卷一七331 明·孙承恩《管城答文》
（《文简集》卷三九）332 又《秦儒》（《文简集》卷四三）333 明·王世贞《赠李于鳞视关中学政序
》（《弇州四部稿》卷五七）334 又《札记外篇》（《弇州四部稿》卷一四〇）335 明·王世贞《读孔
丛子》（《读书后》卷一）335 明·胡应麟《策一首》（《少室山房集》卷一〇〇）336 又《读吕览》
（《少室山房集》卷一〇二）337 明·冯从吾《天道说》（《少墟集》卷一四）338 又《论荀卿非十二
子（阁试）》338 又《古文辑选跋》（《少墟集》卷一六）339 又《泾野吕先生》（《少墟集》卷二〇
）340 明·孙瑴《古微书》卷八341 又卷三〇341 明·刘宗周《知命赋》（《刘蕺山集》卷一七）341 明
·黄道周《榕坛问业》卷一四342 明·蒋德璟《题桃源索隐册之一则》（《明文海》卷三〇三）342 明
·李天植《咏史》（《明诗综》卷七三）343 清《幸鲁盛典》卷九343 清《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上
谕》（《四库全书总目》卷首）343 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八344 清《四库全书考证》卷二四
（史部）345 清（乾隆）《御制诗四集》卷四九346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朱子周易本义》346 
又卷一六《拟题》346 又卷一八《朱子晚年定论》347 清·施闰章《房枢部文集序》（《学余堂文集》
卷五）348 清·黄虞稷《授经图义例序》348 清·陈廷敬《经义考序》（《午亭文编》卷三五）350 清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〇351 又卷一三九351 又卷二九七351 清·朱彝尊《授经图序》（《曝书亭集
》卷三四）353 又《王维伏生图跋》（《曝书亭集》卷五四）353 又《书论》（《曝书亭集》卷五九
）354 又《秦始皇论》355 清·王士祯《秦穆公墓》（《精华录》卷一〇）355 清·姜宸英《黄老论》
（《湛园集》卷四）356 清·田雯《咏史》（《古欢堂集》卷三）356 清·吴景旭《焚书》（《历代诗
话》卷五三）357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357 清翰林院检讨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卷
四358 清翰林院检讨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余录》（《经问》卷一八）359 清翰林院检讨毛奇龄《四书
剩言补》卷二360 清翰林院检讨毛奇龄《孝经广训序》（《西河集》卷三六）360 清·姜宸英《董公传
》（《湛园集》卷五）361 清·姜炳璋《诗序补义》卷七361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一一362 清·
陆陇其《读礼志疑》卷六362 清·邵泰衢《史记疑问》卷上363 又卷下364 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
二二365 清·惠士奇《春秋说》卷二365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四九366 又《五礼通考》卷一二
三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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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
索隐：驺县之峄山。
驺县本邾国，鲁穆公改作邹。
《从征记》：北岩有秦始皇所勒之铭。
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传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
诸儒生或议日：“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索隐：蒲车，谓蒲裹车轮也。
扫地而祭，席用苴秸，集解：应劭日，秸，禾稿也。
去其皮以为席。
如淳日，苴读日祖。
秸读日戛。
晋灼日，苴，藉也。
索隐：《周礼》，祭祀供茅苴。
《说文》云，苴，茅藉也。
 言其易遵也。
”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
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
从阴道下，禅于梁父。
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
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
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日太公以来作之。
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
集解：苏林日，当天中央齐。
其祀绝莫知起时。
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
天齐渊水，居临萏南郊山下者。
索隐：顾氏案，解道彪《齐记》云，临蕾城南有天齐泉，五泉并出，有异于常，言如天之腹脐也。
《小颜》云，下者谓最下也。
二日地主，祠太山梁父。
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日畴。
集解：徐广日，一云之下上峙命日峙。
索隐：此之一云，与《汉书·郊祀志》文同也。
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圆丘云。
三日兵主，祠蚩尤。
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
集解：徐广日，属东平郡。
索隐：监音阚。
《皇览》云，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也。
四日阴主，祠三山。
索隐：小颜以为下所谓三神山。
顾氏案《地理志》，东莱曲成有参山，即此三山，非海中之三神山也。
五日阳主，祠之罘。
正义：《括地志》云，之罘山在莱州文登县西北九十里。
六日月主，祠之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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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解：韦昭日，在东莱长广县。
皆在齐北，并勃海。
七日日主，祠成山。
成山斗入海，集解：韦昭日，成山在东莱不夜，斗人海。
不夜，古县名。
索隐：案解道彪《齐记》云，不夜城古有日夜出见于东境，故莱子立城以不夜为名也。
斗入海，谓斗绝曲人海也。
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
八日四时，主祠琅邪。
琅邪在齐东方，索隐：《山海经》云，琅邪台在勃海间。
案，是山形如台。
《地理志》琅邪县有四时祠也。
盖岁之所始。
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畦币杂异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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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坑儒平议》编辑推荐：焚书坑儒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损失，是秦皇暴政的代表之一。
而对坑儒事件，则有以司马迁和卫宏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作者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考证了秦皇坑儒的始末及其对此后儒学发展的影响，使我们对这一事件的
认识更接近历史真相。
《坑儒平议》二十几万字的资料，可为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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