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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經義考》孟子類金元人著述考辨 

僑光技術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陳惠美 

一、前言  

筆者近幾年透過執行校內專題研究計畫案，規畫逐年考察歷代孟子著

作。九十二學年度將所得成果撰成三文：＜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 (一 )＞、

＜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 ----漢至唐之部＞、＜十二種見於別集類的宋人

孟子著述＞ 7陸續刊布。九十四學年度，規畫考察金元孟子著述 8，於此先

就考察《經義考》孟子類金元人著述所得之成果，舉凡生平、著述大旨、

書之存佚、版本考述，儘量蒐羅資料，參酌考辨，期能提供《經義考》及

孟子學相關研究者參考。  

二、金元人著述考辨  

1.王若虛《孟子辨惑》一卷  (235/6a)  存 

作者生平： 

王若虛字從之，蒿城人也。幼穎悟，金章宗承安二年 (1197)經義

進士。調鄜州錄事，歷管城、門山二縣令，皆有惠政。為國史院編

修官，遷應奉翰林文字。授同知泗州軍州事、留為著作佐郎。遷平

涼府判官。未幾，召為左司諫，後轉延州刺史，入為直學士。所著

文章號《慵夫集》、《滹南遺老》若干卷，傳於世，《金史．文藝傳》

有傳。 9 

著述大旨： 

《經義考》著錄此書，錄＜王若虛自述＞曰：「孟子謂『說詩者

不當以文害辭，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趙氏曰『欲使後人深

                                                 
7 陳惠美＜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一)＞，《東海大學圖書館訊》新 31期，頁 31-48，

2004 年 4月。陳惠美＜東海圖書館藏孟子書目----漢至唐之部＞，《東海大學圖書
館訊》新 32期，頁 40-47，2004 年 5月。陳惠美＜十二種見於別集類的宋人孟

子著述＞，《東海大學圖書館訊》新 35期，頁 33-51，2004 年 8月。 
8 ＜金元孟子著述存佚考＞，僑光技術學院，94學年度獎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案，

計畫編號：94A-035。 
9 王若虛傳記資料詳參新校本《金史》卷 126/列傳第 64＜文藝＞下＜王若虛傳＞，

元．脫脫等撰，北京．中華書局，1975年 7 月第 1版，1995年 8 月第 5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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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意，以解其文，不但施於說詩也。』此最知言！蓋孟子之書，

隨機立教，不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人之所傳，

茍可駕說以明道，皆所不擇。其辭勁，其氣厲，其變縱橫而不測，

蓋急於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律之，若參差而不合，所以生學者之

疑；誠能以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契矣！趙氏雖及知此而不能善為

發明，是以無大功於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不足道

也。蘇氏解論語與孟子辨者八，其論差勝，自以去聖人不遠，及細

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復不能盡，如論行仁

政而王王者之不作，曲為護諱，不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

此猶是鄭厚輩所見，至於對齊宣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

而不能措口。嗚呼！孟子之意難明如此乎！」 10 

概觀此文，知王氏蓋以孟子之所以辭勁氣厲，變化縱橫不測，

乃是急於救世，隨機立教，後人唯以意逆志，方能發明其旨。並就

趙岐、司馬光、蘇軾、張九成等人之孟子著述，發其議論，認為諸

賢之說或知以意逆志卻不能善加發明；或淺近不足論；或失孟子之

本旨；或不能深明其旨，以致護諱不敢正言。因而感歎歷來著述皆

難明孟子之意。 

今檢王若虛相關著述，見《滹南集》中，其第八卷，名＜孟子

辨惑＞。案其卷數一卷，與《經義考》所載同；而上述所引之文，

正為第一則，內容相同。則《經義考》所著錄即今所見者。 

＜孟子辨惑＞計十四條，首則言以意逆志，可謂王氏讀《孟子》

一書的原則，此殆竹垞所以詳引的原故。其次，針對前賢論《孟子》

「取傷廉」、「與傷惠」、「久假而不歸」、「男女授受不親，禮也；嫂

溺援之以手者，權也」、「子產以乘輿濟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不知

為政」、「禮輕食色重」、「性善」、「陽虎之言」、「自反而不縮，雖褐

寬博，吾不惴焉」、「必有事焉而勿忘」、「章子出妻屏子，終身不養」、

「孟子論孔子集大成之說」、「聞誅一夫紂矣」十三條，辨諸說之迂

                                                 
10《經義考》卷 235，葉 6＜王若虛孟子辨惑一卷＞條。《四部備要》本，台北．台

灣中華書局，1979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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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失孟子之本旨。 11 

現存版本： 

衡諸歷來著錄，《孟子辨惑》當未別行，係屬王若虛經史辨惑的

一部分，皆收入《滹南集》， 12《經義考》特為另立，實為朱彝尊運

用「通」、「互」著錄法的例子。 13經檢王若虛著述，知《孟子辨惑》

一卷，收入《滹南集》卷八。《滹南集》現存版本有清《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清《四庫全書薈要》本，集

名作《滹南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則作《滹南遺老集》。「四庫」

本系列，署名曰「金王若虛」；《四部叢刊》本則曰「滹南王若虛從

之」。至於《孟子辨惑》的內容，則諸本無異。 

2.趙秉文《刪集孟子解》十卷  (235/6b)  佚 

作者生平： 

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老人。磁州滏陽人。金世宗大定二十

五年 (1185)進士，金宣宗興定元年 (1217)，拜禮部尚書，兼侍讀學士，

知集賢院事。趙氏性好學，自幼至老，未嘗一日廢書。又工書畫詩

文。著作達二十五種，經史詩文，盡皆賅備。其為文出義理之學，

故長於辨析。曾參與修《章宗實錄》，與楊雲翼同作《龜鑑萬年錄》、

《君臣政要》、《貞觀政要申鑑》。著《易叢說》十卷 14，《中庸說》一

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六卷，《文中子類說》一卷，《南

華略釋》一卷，《列子補注》一卷，《刪集論語、孟子解》各十卷，《資

暇錄》十五卷，《滏水集》三十卷。 15 

                                                 
11 以所辨說的對象而言，則包括程頤、蘇軾、張栻、朱熹、張九成、呂東萊等宋儒。 
12 《滹南集》卷 1至 2，為<五經辨惑>；卷 3至 7，為<論語辨惑>；卷 9至 24，則
為<諸史辨惑>。 

13 筆者撰《朱彝尊經史之學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89學年度博士論文，2001
年 6月)，頁 163至 166，曾論「祁氏淡生堂書目通互著錄之法的運用」。另於＜

十二種見於別集類的宋人孟子著述＞(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35期，頁 33至 51，
2004 年 8月)，考查《經義考》運用「通」、「互」法的十二個實例。 

14 《易叢說》十卷，《金史》趙氏本傳作「易藂說十卷」。 
15 趙秉文傳記資料有《金史》卷 110(列傳第 48)＜趙秉文傳＞；元好問＜閑閑公墓

銘＞，見《遺山集》卷 17。 

又趙氏詩文集《滏水集》，今傳有《閑閑老人滏水文集》二十卷，附錄一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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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大旨： 

此書今已佚，《經義考》於孟子類處僅標出作者、書名、卷數及

存佚狀況，其餘皆未說明。今檢《經義考》卷四十一＜趙秉文周易

叢說十卷＞條，引《金史》，可推知乃據本傳著錄。核《金史》本傳

及元好問＜閑閑公墓銘＞，均未於此書多加說明。晁公武《郡齋讀

書志．後志》著錄有《百家孟子解》十二卷，云：「右集古今諸儒，

自裴日休至強至賈同百餘家解孟子成一編。」16可知即以晁氏所見已

有號稱匯集百家的孟子解出現。其中「裴日休」為「皮日休」之誤，

皮氏為唐人；「賈同」，字希德，乃北宋真宗時人，則該書當是《孟

子》漸受重視時，書坊匯集唐、宋諸賢論及孟子的文章，號稱百家，

以標榜其全。筆者頗疑趙氏此書即是針對這一類書而予以刪汰整理。 

3.劉章《刺刺孟》一卷  (235/6b)  佚 

作者生平： 

劉章，明郎瑛《七修續稿》卷四「辨證類」＜書名沿作＞條云：

「王充有《刺孟》，宋劉章作《刺刺孟》。」 17明黃瑜《雙槐歲鈔》

卷六<非非國語>：「宋劉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刺孟》，

柳子厚作《非國語》，乃作《刺刺孟》、《非非國語》。」18而王圻《續

文獻通考》則載「《刺刺孟》，金劉章著。」或言宋人，或云金人，

《經義考》將此書置於＜趙秉文刪集孟子解＞與＜杜瑛孟子集注旁

通＞兩種金人著述之間，顯然朱彝尊認為劉章之書當列為金人著

作。至於此一劉章是否嘗為狀元，有文名，則暫繫資料於此，闕疑

以待考。 

著述大旨： 

                                                                                                                         
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年圖書館藏鈔本。《四部叢刊初編》本《閑閑老人滏

水文集》，據汲古閣精寫本影印。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閑閑老人

滏水文集》，據《畿輔叢書》本影印。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6 見卷 2，葉 1，宋．趙希弁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據台北故宮博物院藏本照

相縮印，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年。 
17 見葉 2(總 361)，《續修四庫全書》本，據揚州市圖書館藏明刻本縮印，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5 年 
18 見頁 101，《叢書集成》本，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年不詳。 



文稿 

 37

明郎瑛《七修續稿》卷四「辨證類」＜書名沿作＞條云：「王

充有《刺孟》，宋劉章作《刺刺孟》。柳子厚有《非國語》，劉章

作《非非國語》。此皆反而正之之意實難也。況王乃辭勝理者，因

孟而矯之，時則可耳。柳以正理，而矯淫誣之辭，劉何能勝之耶？

惜未見其書。」 

按，《經義考》云此書已佚，以郎瑛之言，則當於明代已佚失。

又《經義考》孟子類處，未繫附資料；細核之，則於卷二○九葉 8

＜劉章非非國語＞條，引黃瑜曰：「劉章有文名，病王充作《刺孟》、

柳子厚作《非國語》，乃作《刺刺孟》、《非非國語》。江端禮、虞槃

亦作《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即引《雙槐歲鈔》語)

由郎氏、黃氏二人所載，能推知《刺刺孟》乃針對王充《論衡》＜

刺孟篇＞ 19而發，實為論難之作。雖其書已佚，亦可略窺該書著述的

背景及用意。 

4.杜瑛《孟子集注旁通》四卷  (235/6b)  未見  

作者生平：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長七尺，美鬚髯，氣貌魁偉。

金將亡，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搜訪諸書，盡讀之而究其指趣。其後

教授汾、晉間，應中書粘合珪之聘，遂家焉。世祖徵為大名、彰德、

懷孟等路提舉學校官，不就。杜門謝客，著書窮學，以優游厭飫於

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有《春秋地里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

《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律呂律曆禮

樂雜說》三十卷、《文集》十卷。天曆間，以孫貴，贈官翰林學士，

爵魏國公，諡文獻。 20 

按：杜氏著作經部各類著述，《經義考》卷二九三葉 1＜春秋地

里原委十卷＞、卷二二○葉 4＜緱山論語旁通四卷＞、卷二三五葉 6

                                                 
19 ＜刺孟篇＞，見王充《論衡》卷 10。《經義考》卷 232＜王氏充刺孟一卷＞(存)，
即從《論衡》別裁之。 

20 杜瑛傳記資料，參點校本《元史》＜隱逸傳＞卷 199(列傳第 86)杜瑛本傳，明．

宋濂撰，北京．中華書局，1976年 4 月第 1版，1995年 3 月第 5刷；馬祖常碑墓

(《經義考》卷 193 頁 1＜杜瑛春秋地里原委十卷＞條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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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集注旁通＞、卷二七一葉 8＜極學十卷＞、＜皇極引用八卷

＞、＜皇極疑事四卷＞等予以著錄，然註明「未見」、「佚」；今存僅

有《緱山集》一卷，見清《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本

《元詩選》。 

著述大旨： 

杜氏本傳及馬祖常碑皆作「語孟旁通八卷」，似乎杜氏原書乃論

語、孟子並為一書；而焦竑《國史經籍志》、王圻《續文獻通考》均

將《論語旁通》、《孟子旁通》分別著錄，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杜瑛緱山杜氏論語旁通二卷」條，曰：

「一作四卷，有中山李桓序之。李桓，字晉仲，溧水人。」21諸種著

錄，顯示後來二書曾別行，至明末黃虞稷尚得見其《論語旁注》，至

於《孟子旁通》別行的狀況，則未見相關記載。  

又，胡炳文為張存中《四書通證》作序文，曾論曰：「北方杜緱

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其中

各有未完處，觀者病焉。」(《經義考》卷 254 葉 5 引) 藉胡氏之說，

知其書曾有的評價。 

5.李恕《孟子旁注》七卷  (235/7a)  佚 

作者生平： 

李恕，字省中，廬陵人。與龍麟洲、劉水牕同輩行。著有《五

經旁注》。 22 

著述大旨： 

此條未繫李氏任何資料，檢《經義考》卷四四，葉 5＜李恕周易

                                                 
21 黃氏語，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論語類，頁 77，瞿鳳起、潘景鄭整理，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年 5 月。 
22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頁 16 著錄「李恕周易旁注」條，曰：「恕字省中，廬陵人。」

(《經義考》卷 44，葉 5＜李恕周易旁注條＞亦引黃氏說)。 

《經義考》卷 42葉 8＜龍仁夫周易集傳十八卷＞條引吉安府志云：「龍仁夫，字

觀復，永新人。⋯⋯著《周易集傳十八卷》⋯⋯學者稱麟洲先生。」又，《江西

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6，葉 37「劉友益」條：「劉友益，永新人。⋯⋯

凡經傳子史、天文地志、律歷象數，靡不淹貫⋯⋯宋季，杜門不與世接。世稱水

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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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注＞條，引黃虞稷曰：「恕字省中，廬陵人」，相當簡略；而卷二

四六，葉 2 著錄「李恕五經旁注六卷(未見 )」，並引楊士奇曰：「廬陵

李省中先生名恕，與龍麟洲、劉水牕同輩行。五經者，易、書、詩、

論、孟。旁注，簡明切當便於學者」則稍詳，能知《孟子旁注》乃

《五經旁注》之一，且書以簡明為要，意在便於學。若以李氏＜周

易旁注自序＞：「余不諒淺陋，輒合程、朱二家之說及本義附錄、《何

氏發揮》、《大易粹言》、《南軒解義》諸書，節而一之，以為旁訓。

通異同之說，集一書之成，非敢有去取於其間，約而歸之，儻便初

學云爾」23觀之，或可推知《孟子旁注》亦屬合諸書意見，明其異同

之說，便於初學者參考，而非發揮義理的著述。 

若以李氏＜周易旁注自序＞所言：「輒合程、朱二家之說⋯⋯《南

軒解義》諸書，節而一之，以為旁訓」云云，則書名似當作「旁訓」，

而「孟子旁注」，似亦當作「孟子旁訓」。 

其次，若如楊士奇所言書有六卷，此一《孟子旁注》有七卷、《周

易旁注》有四卷，已超過其書卷數，遑論其餘。然經核對楊士奇文

集，於《東里續集》卷十六檢得＜五經旁注條＞：「易、書、詩、論、

孟旁注，廬陵李省中先生作。簡明切當，便於初學。先生名恕，與

龍麟洲、劉水窓同輩行。余識其從曾孫思益，為沐陽縣教諭。其家

已不傳此書，余所畜總六冊，書坊板，頗有闕誤。」 24則《經義考》

所引，即出於此；唯云「六冊」，至《經義考》則誤作「六卷」。 

又，檢索臺灣公藏書目，元代李恕有《五經旁訓》十九卷，書

名與李氏自序者相同；然其五經乃易、書、詩、禮、春秋，亦與楊

氏所載不符。頗疑楊氏所見與今傳者非一，姑存疑俟考。 

6.吳迂《孟子集注附錄》  未見  

7.吳迂《讀孟子法》一卷  未見   (235/7a) 

                                                 
23 核對今存李恕《周易旁訓》未見此序，經核對清．孫承澤《五經翼》卷 3(葉 1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年)錄有李恕＜周易旁

注序＞，即為此文。朱彝尊曾作＜五經翼序＞，文見《曝書亭集》卷 34，以孫、
朱二人交遊密切，頗疑《經義考》乃據《五經翼》而著錄。 

24 楊士奇《東里續集》卷 16，葉 20至 2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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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孟子年譜》一卷  (236/1a)  佚 

9.《孟子冢記》一卷  (236/9b)  佚 

作者生平： 

吳迂，字仲迂，浮梁人。從饒魯學，博學明經，隱居著書。元

仁宗皇慶間(1312~1313)，浮梁知州郭郁延之為師，以訓學者，人稱可

堂先生，汪克寬嘗從而問業。著述有《易學啟蒙》等十一種。 25 

按，《經義考》＜吳迂易學啟蒙＞條引黃虞稷曰：「迂字仲迂，

浮梁人」26，然又分「吳迂」、「吳仲迂」，顯見朱彝尊存黃氏之說，卻

未盡信之。其中，著錄為「吳迂」者，有《易學啟蒙》(卷 44，葉 10，

佚)、《書編大旨》(卷 86，葉 8，未見 )、《詩傳眾說》(卷 111，葉 3，

佚)、《左傳分記》(卷 194，葉 9，佚)、《左傳義例》(卷 194，葉 9，

佚)、《孝經附錄一卷》(卷 227，葉 4b，未見 )及孟子類所著錄四書，

計十種。另外，卷二四六，葉 4 著錄《吳仲迂經傳發明》一種。頗疑

諸書實出一人，今姑從黃虞稷之說。 

10.李昶《孟子權衡遺說》五卷  (235/7a)  佚 

作者生平： 

李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昶穎悟過人，讀書如夙習。釋褐，

授徵事郎、孟州溫縣丞，累官至吏禮部尚書。品格條式、選舉禮文

之事，多所裁定。凡議大政，宰相延置上座，傾聽其說。其後，授

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不事苛細，未幾致仕。元世祖

至元二十六年 (1289)卒，享年八十七。著有《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

《孟子權衡遺說五卷》。 27 

著述大旨： 

按，此書已佚，而據《元史》本傳載，李昶「早年讀論孟，見

                                                 
25 吳氏傳記資料參《明一統志》卷 50 葉 29＜元吳仲迂＞條。《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 

26 《經義考》卷 44，頁 10＜吳迂易學啟蒙(佚)＞條，引黃虞稷語。黃氏語見《千頃

堂書目》卷一易類＜吳迂易學啟蒙＞條。 
27 《元史》卷 160(列傳第 47) ＜李昶傳＞；邵遠平撰《元史類編》亦有其本傳，《經

義考》卷 195，頁 5＜春秋左氏遺意＞條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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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之失，考訂成編。及得朱氏、張氏解，往往脗合，其書遂不復

出。獨取孟子舊說、新說矛盾者，參考歸一，附以己見，為《孟子

權衡遺說》五卷。」則李氏本有一編考訂先儒於論、孟論說之失者，

以合於前賢而作罷，其後方獨就《孟子》權衡新、舊說，並附己見，

而成此書。 

11.夏侯尚玄《原孟》  (235/7a)  未見  

作者生平： 

此人相關資料非常少，今僅繫附所得資料於後： 

陸元輔曰：「元華亭夏侯尚玄文卿撰，別字石嵓」(《經義考》卷

235 葉 7 引)。又，錢金甫曰：「夏侯尚玄，字文卿，華亭人。趙孟頫

薦為東宮伴讀」(《經義考》卷 15 葉 6b《中庸管見》《中庸聚疑》引)。

《千頃堂書目》則曰：「夏侯尚玄，字文卿，號石巖，雲間人」 28 

12.亡名氏《孟子通解》十四卷  佚 

13.《孟子衍義》十四卷  佚 

14.《孟子思問錄》一卷  佚 

15.《孟子旁解》七卷  未見 (以上皆為《經義考》235/7b 著錄 ) 

以上四書僅於《孟子通解》標注「亡名氏」，然此為《經義考》著

錄通例：凡某一朝代之著作而失其撰人姓名，移置當代之末，並於為

首一書標注「亡名氏」以概括其餘。 

《經義考》引黃虞稷曰：「以上四部不知撰者，皆元人所著也。《旁

解》所載趙氏題辭，其本文下細書以釋之。」核對《千頃堂書目》，實

僅三書，而無《孟子通解》十四卷，或乃朱彝尊疏忽而闌入，俟考。 

16.吳萊《孟子弟子列傳》三卷  (236/9b-11a)  佚 

作者生平： 

吳萊字立夫，浦江人。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

輒成誦。元仁宗延祐七年 (1320)，以春秋舉上禮部不利，退居山中，

益窮諸書奧旨，著有《尚書標說六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

                                                 
28 《千頃堂書目》卷 3孟子類＜夏侯尚玄原孟＞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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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授譜一卷》、《孟子弟子列傳二卷》、《文集》六十卷等書。另有《詩

傳科條》、《胡氏傳證誤》，未脫藁。萊尤喜論文，嘗論作文如用兵有

正、有奇，能千變萬化而不曾亂，聞者服之。吳氏輩行稍後於柳貫、

黃溍。柳貫平生極慎許與，而每稱萊為絕世之才；黃溍晚年屢屢推

許吳萊之文，嶄絕雄深，自稱弗及。萊以御史薦，調長薌書院山長，

未上，卒，年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諡曰淵穎先生。 29 

著述大旨： 

吳氏此書已佚，《元史》本傳及王圻《續文獻通考》均作二卷；

而《千頃堂書目》作三卷，則《經義考》當是據《千頃堂書目》著

錄。書雖佚，《經義考》於此條引吳萊自序，尚可藉以窺其大概。序

文開宗明義質疑：「太史公<孟子列傳>首孟軻，繼鄒衍奭、淳于髡、

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盧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

彼數子者不同道，奈何同傳？」其次，詳論諸子不當同傳，並因「本

太史公<孟子列傳>，刪去諸子，益以高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

十九人云。」 30 

吳氏未逐一列出十九人之名，朱彝尊於此條後，特繫附按語：「宋

政和五年 (1115)，太常寺言袞州鄒學孟子廟，詔以樂正子配享，公孫

丑以下從祀，定其封爵，內季孫贈豐城伯，子叔贈承陽伯。凡配享

一人，從祀一十七人。而淵穎吳氏<孟子弟子列傳序>稱一十九人，

蓋益以滕更也」，說明吳氏所言十九人，基本上是宋政和五年 (1115)

以來孟子廟配享、從祀諸人之外，再加上滕更。 

朱彝尊往往將考證結果以繫附按語的方式呈現，此即一例，而

關於孟子弟子部分，甚至別成一文，曰＜孟子弟子考＞，收入《曝

書亭集》卷五十七 31；又收入《經義考》卷二八二，屬＜承師類＞的

一部分。朱彝尊所以一再致意，乃因承師問道，形成授受淵源，甚

                                                 
29 點校本《元史》卷 181(列傳第 68)＜黃溍傳＞附＜吳萊傳＞。 
30 吳萊＜孟子弟子列傳序＞，見氏著《淵穎集》卷 11，葉 20至 22。《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 

31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 57，總頁 674至 676。台北．世界書局，1989 年 4月再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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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成為學派；而各個學派流衍的情形，往往可以窺知經學發展的綜

向面貌，因此朱彝尊《經義考》在全書以書為主的架構上，編入一

門以人為主的「承師類」，用以記述各經傳授淵源，實寓其別裁：使

《經義考》不僅著錄經書傳義各種經學著述，更具備了考鏡源流的

功用。 32 

三、結語 

 本篇針對《經義考》孟子類中金元人的著述，逐條繫附考證心得，雖

僅十六種著作，然其中討論所及，或見《經義考》運用「通」、「互」的著

錄方式；或窺朱氏於經學傳授淵源之重視；或考述諸書之大旨、存佚、版

本概況；或標出著錄未確俟考之處，凡此皆與《經義考》大旨有關，當亦

於金元《孟子》學研究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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