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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演義》孔子弟子故事源流考 

  孫秀君 ∗ 

一、前言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一稱《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亦稱《人物

演義》，是明朝末年的一部話本小說。 

李致忠、袁瑞萍點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云： 

此書對四書人物作集中描寫的繹述性質，正足以使其成為明代俗文

學發展中頗具特點的作品。四書人物被寫入系統性的演義，正是值

得研討的一種俗文學現象。 1 

石昌渝，《中國小說源流論》云： 

崇禎刊本《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四十卷演述戰國以前四十位著名人

物的故事，每卷標題用《四書》成句為之。此書磊道人序稱，作此

書是將理寓于趣，以教化中智之人。體制雖是話本小說，但實際上

卻是《四書》所褒揚的人物的形象注腳。 2 

以上，新近點校本書的李致忠、袁瑞萍，在出版說明中云：「四書人

物被寫入系統性的演義，正是值得研討的一種俗文學現象。」石昌渝也說：

「體制雖是話本小說，但實際上卻是《四書》所褒揚的人物的形象注腳。」

學者均不約而同舉出這本書值得研究的特殊處 3。 

由於《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以詩書禮樂教，弟子蓋三千焉，

身通六藝者七十有二人。」4所以，一般均言孔子有所謂三千弟子、七十二

賢人。徐梓認為：「三千」應是形容其學生之多，「七十二賢人」應指這些

人中有成就的人不少 5。而「七十二」在早期典籍的記載，也不見得完全是

                                                 
∗ 弘光科技大學通識中心副教授。  
1 無名氏著，李致忠、袁瑞萍點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8北京第 1版第 1次印刷），＜出版說明＞。頁 1–2。 
2 石昌渝，《中國小說源流論》（北京：三聯書店，1994.2北京第 1版，1995.10北京

第 2次印刷），頁 275。 
3 有關《人物演義》版本等問題的討論，請參考作者相關文章。 
4 (漢)司馬遷著、(明)凌稚隆輯校，《史記評林》(台北：地球出版社，1992.3 第 1 版)，

頁 1534。 
5 徐梓，＜孔子的學生究竟有多少＞(《中國教師》第 48 期，2007.5)，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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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七十二」，也有用與「七十二」相近的數字。例如： 

《孟子．公孫丑》：「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6 

《史記．仲尼弟子列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7 

另外，《孔子家語》有所謂「七十二弟子解」，但實際人數卻不只七十

二人 8。這些不同於七十二的，最後都改成七十二了，可見後人改動之跡 9。 

《人物演義》四十個人物中，以孔子弟子為主角的共有六篇。分別是：

卷二的子路、卷三的公冶長、卷四的宰予、卷九的原思、卷十的澹臺滅明

及卷十一的閔子騫。本文即以此六人之故事作探討。另，話本小說依其體

制有題目、開場詩詞、入話、頭回、正話、篇尾等部份 10，本文探討以正

話為主，不考慮其他部分。而在各人物溯源時有許多古籍是重複的，詳細

出處一併列於參考資料中。  

二、《人物演義》孔子弟子故事源流  

(一 )＜子路＞  

(1)子路為親負米百里之外。  

《孔子家語．致思》、《說苑．建本》。 

(2)子路好強逞勇粗野無禮。冠雄雞，佩猳豚，戎服見孔子。並拔劍而

舞之。孔子設禮稍誘子路，子路換了儒服，拜為弟子。  

《史記．仲尼弟子列傳》：子路性鄙，好勇力，志伉直。冠雄

雞，佩猳豚，陵暴孔子。孔子設禮稍誘子路，子路後儒服委質，因

門人請為弟子。  

《孔子家語．好生》：子路戎服見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

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

不出環堵之室，而知千里之外，有不善則以忠化之，侵暴則以仁固

之，何持劍乎？」子路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3)子路鼓瑟，孔子聞之，對子路說，「好為北鄙殺代之韻，豈能保七

                                                 
6 (宋)朱熹，《四書集注》(台北：世界書局，1995.12 初版 31 刷)，頁 247。 
7 (漢)司馬遷著、(明)凌稚隆輯校，《史記評林》，頁 1783。 
8 今所見(魏)王肅注，《孔子家語》(台北：世界書局，1984年 2 月 4 版)，頁 87–92。

共七十六人。 
9 另參考：蔡仁厚，《孔子弟子志行考述》（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9  2 版第

1 次印刷），頁 207–209。 
10 胡士瑩，《話本小說概論》（台北：丹青圖書公司，1983.5 初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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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之體哉！」  

《孔子家語．辯樂解》  

按：《孔子家語．辯樂解》所載，孔子聞子路鼓瑟所生之感慨，是

經由冉有以告子路。  

(4)子路為季氏宰。小邾大夫射，叛小邾奔魯。欲得子路一言與季氏為

盟，子路拒之。  

《左傳．哀公十四年》  

(5)子路治蒲。  

a.子路治蒲前，請教於孔子。  

《孔子家語．致思》：子路治蒲，請見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

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

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

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不難矣。」 

《說苑．政理》：子路治蒲，見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

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眾；恭以潔，可以親上。」  

b.子路治蒲之績。  

《孔子家語．辯政》：子路治蒲三年，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

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

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  

《韓詩外傳》卷六  

(6)與孔子周游列國：困於陳蔡、孔子見南子、遇著隱士。(約略帶過） 

《論語》  

(7)聘於楚。從車百來，列鼎而食。  

《孔子家語．致思》：子路見於孔子曰：「⋯⋯親歿之後，南遊

於楚，從車百乘，積粟萬鍾，累茵而坐，列鼎而食。⋯⋯」  

(8)做了孔悝的邑宰，於衛國為臣。殉難於衛國政變。  

《左傳．哀公十五年》  

(9)孔子覆醢。  

《禮記‧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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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子路之妻顏氏，兒子仲子崔，母子節孝。子崔為子路報仇。  

按：子崔為子路報仇之事，一般未見記載，尤其子路陰魂立於孔悝

之前且對孔悝說話。宗教色彩相當濃厚，恐為作者所加。而「二十

四孝」中選擇了子路的百里負米來強調子路之孝，本文雖有提及此

事，但僅稍微帶過，所佔比重不高。  

本篇題目為「子路問強」，但篇中卻沒有《中庸》子路問強之相關

內容。另外，古籍中尚有孔子與門人習射、齊人遺女樂於魯君、匡

人誤認孔子為陽虎等與子路相關的內容，本書作者沒有使用。  

(二 )＜公冶＞  

(1)公冶長聽見雀兒語：白連水邊，有車覆粟。  

梁．皇侃《論語義疏》、《海錄碎事》卷二十二上＜車覆粟＞  

(2)公冶長與朋友陳亢同游舞雩，聽見喜鵲叫聲，陳亢問公冶長喜鵲

說的是什麼事。二人回到杏壇，見齊國使臣來見孔子，向孔子請

教。果如鵲語。  

(3)孔子博識。「天將大雨，商羊鼓舞。」  

《孔子家語．辯政》、《說苑．辨物》  

(4）公冶長因雀語南山之羊事而獲罪。  

《留青日札》卷三十一＜黃雀語＞  

(5)孔子見魯哀公，哀公對公冶長能識鳥語一事，依舊懷疑。  

《留青日札》卷三十一＜黃雀語＞  

(6)公冶長因雀語：齊人出師而侵，獲得證實而被釋。魯哀公欲爵為

大夫，公冶長辭不受。  

《留青日札》卷三十一＜黃雀語＞  

(7)孔子以女妻之。  

《論語．公冶長》：「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公冶長，魯人，字子長。為人

能忍恥，孔子以女妻之。」  

另：作者云：有人認為公冶長因聽鳥語得了羊，卻不把羊腸與鳥吃。

因此鳥後來欺騙公冶長，使公冶長獲罪拘繫獄中，這件事是訛傳、胡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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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實事。  

按：《論語．公冶長》、《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對公冶長的記錄

均極簡略。公冶長通鳥語之說，首見於皇侃《論語義疏》。因為皇疏從宋

朝至明朝泯滅，直到清朝乾隆年間，才得之於日本 11。  

皇疏引書大意是：公冶長從衛返魯途中，聞鳥相呼，至清溪食死人肉。

正巧遇一老婦哭尋其子，公冶長告往清溪一視，老婦得其兒，已死。老婦

將此事告訴村官，村官認為如非公冶長所殺，怎知其死所。於是公冶長下

獄。後來公冶長多次解了雀語、燕語、豬語，屢次應驗，才被釋放 12。  

除了《論語》原文，公冶長的其他事蹟均不詳，一直到南宋朱熹的《四

書集註》中仍云：「長之為人無可考」。所以，公冶長因識鳥語，入獄後又

被釋之事，極有可能是南宋以後的人所虛構的 13。  

有關「粟車翻覆，雀相隨往食」一事，陳留《耆舊傳》及張勝《桂陽

先賢畫贊》 14也有相似記載，其中人、地、時不同。可見，皇侃《論語義

疏》兼採異說的態度，雖為後代學者所不取，此書後也亡佚，但這類故事

並未隨之消失 15。  

又：《孔子家語．辯政》：齊國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

齊候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腳，

振訊兩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本篇將此事與公冶長能識

鳥語串連。  

(三)＜宰予＞ 

(1)宰予與子貢均能言善辯，由彼此問難，互相評駁，議論鋒生，竟成

詬厲。後宰予化解子貢怒氣，二人反成知心之友。 

《論語．先進》言語：宰我、子貢。 

(2)a.宰予自覺吐詞如意，只在言語上做工夫，孔子對此嘆息「以言取

                                                 
11 蔡仁厚，《孔子弟子志行考述》。頁 148–149。 
12 蔡仁厚，《孔子弟子志行考述》。頁 148–149。 
13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古本小說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年月未

著錄)，孫一珍，＜前言＞，頁 1。 
14 李昉等（宋），《太平御覽》（台北：新興書局，1959.1 初版），頁 3998（卷九二二

「羽族部九」雀）、3679（《太平御覽》卷八四○「百榖部四」粟）。 
15 金文京，＜公冶長解鳥語考＞（《漢學研究》第 8卷第 1期，1990.6），頁 50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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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失之宰予。」 

《孔子家語．子路初見》：「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b.宰予十分懊悔，之後潛心於睡鄉之學。孔子猶恐他不能直証黑甜

鄉，故用朽木、糞土的譬喻提醒他。 

《論語．公冶長》：「朽木不可雕也，糞土之牆不可杇也，於予

與何誅。」 

(3)齊欲伐魯，孔子派子貢出行游說釋患解紛。孔子本只願亂齊存魯，

子貢卻造成四國動亂—強晉以敝吳、吳亡而越霸。 

《孔子家語．屈節解》 

(4)范蠡怨恨子貢奪其功而離越至齊，改名為鴟夷子皮。 

(5)齊簡公聘宰予為政，宰予屢屢長臥不起。簡公擔心田常作亂，宰予

雖請簡公以修德來化解，但簡公終究對田常不能放心，命宰予趁夜率兵擒

拿。宰予力諫無效，只得勉強奉旨。 

(6)另一方面，鴟夷子皮受田常之請，為其圖謀。鴟夷子皮怨恨子貢，

也遷怒宰予。 

(7)宰予設伏之事被鴟夷子皮看破，致使宰予大敗，簡公為田常所弒。 

《說苑．指武》：「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

令於卒中曰：『不見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

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韓詩外傳》卷六：「田常弒簡公。」 

(8)後宰予逃歸魯，臥隱於東山之下。 

按：《論語．先進》言語：宰我、子貢。由此，作者設計了一段兩人

由互相競爭至交相推許的一段情節。 

其次，子貢的游說行動，史書上多有記載。司馬遷對此評價極高，《史

記．仲尼弟子列傳》云：「子貢一出，存魯、亂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年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經過深思熟慮的連

環計謀，精采絕倫，「史無前例，是一起歎為觀止的間諜藝術傑作」16。《七

十二朝人物演義》作者利用嫉妒的心理，使范蠡將對子貢的怨恨轉嫁至宰

                                                 
16 褚良才，《中國古代間諜史話》（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 第 1 版第 1次印

刷），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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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身上。另，馮夢龍編《新列國志》與本書時間相近。第八十一回＜美人

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說列國＞，僅敘子貢獻計齊相陳恆、吳王夫

差、越王句踐及晉定公，並未提及越之范蠡。 

至於宰予一生是如何結束。 

《史記．仲尼弟子列傳》：「宰我為臨菑大夫，與田常作亂，以夷其族，

孔子恥之。」的這段記載，引起後人許多辯駁 17。不過，宰予忠於齊簡公

而死難，應為大多數論者所接受 18。本書作者卻以隱逸做結。 

綜觀本篇作者的處理，引用睡鄉等事，云宰予潛心於睡鄉之學，導致

方向偏差。所以，如《孔叢子．記義》：「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

車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是賜之華不若

予之實也。」等資料作者可用而未用。 

(四)＜原思＞ 

(1)原憲字子思，春秋時宋國人。家道饒裕，但天性廉介。 

(2)原憲至魯國游學，成為孔門弟子。居住於極為簡陋之處，怡然獨樂，

只曉得一味讀書。 

《韓詩外傳》卷一、《新序．節士》、《高士傳》卷上 

(3)孔子由中都宰進任司寇，中都宰之位由原憲接任。 

                                                 
17 參考：蔡仁厚，《孔子弟子志行考述》。頁 73–76。袁金書編著發行，《孔子及其

弟子事蹟考詮》（台北：1991.4 初版），頁 222–224。 
18 明嘉靖三十七年（一五五八）所刊《四書人物考》＜宰我＞，薛應旂曰：「史遷

謂宰我為臨菑大夫，與田常作亂，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及觀呂氏春秋則言陳恒

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可見其相憎而不相為謀也。豈得助之為亂哉。嗚呼，

予雖不仁，弒父與君亦不從也。」此段文字與明刻本《孔門儒教列傳》＜宰我＞

的按語幾乎完全相同（僅「孔子恥之」－「孔子恥」；「呂氏春秋則言」－「呂氏

春秋言」；「不相為謀也」－「不相與謀也」三處不同。）《孔門儒教列傳》經前

人推測，可能是明代初期書坊刻本【闕名撰（明），《孔門儒教列傳》，［中國古代

版畫叢刊］二編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0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錢伯城，＜孔門儒教列傳跋＞，頁 1】，或明嘉靖間（一五二二－一五六六）【吳

哲夫主編，《中華五千年文物集刊—版畫篇一》（台北：中華五千年文物集刊編輯

委員會，1991.2 初版），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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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孔子為魯司寇，原憲嘗為孔子

宰。」 

(4)原憲庶事肅清，為官清介，連朝廷俸祿也辭了。經孔子勸諭，後

將俸祿貯作公用，是為不辭之辭。 

《論語．雍也》：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

以與爾鄰里鄉黨乎！」 

(5)孔子辭魯而去，原憲也就掛冠。因父母年老，歸宋侍奉雙親。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6)至父母百年後又至魯，跟隨孔子做學問。矢志讀書，隘巷棲身，安

貧樂道。可謂顏子之後一人。 

(7)子貢歷聘列國，見子思閉門不仕，想以自己的才具榮華來感動他。

不僅無功而返，更為子思所言而羞愧。 

《史記．仲尼弟子列傳》：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

衛，而結駟連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見子貢。

子貢恥之曰：「夫子豈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

學道而不能行者謂之病。若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不懌而去。

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莊子．讓王》、《韓詩外傳》卷一、《新序．節士》、《高士傳》卷上

也有類似記載。 

按：原憲安貧樂道的精神，頗受世人的敬重。而關於原憲貧困，子貢

恥之一事，雖然多書均載，本書作者亦採用。但也有持不同看法的，如：

袁金書認為：「以子貢之賢、原憲之清操，恐不足採信。」19另，《史記．

游俠列傳》提到了原憲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20，可見他也是一個具有俠義

精神的人。 

(五)＜澹臺＞ 

(1)澹臺滅明字子羽，魯國武城人，面貌醜陋。為孔子門徒。 

《史記．仲尼弟子列傳》：「狀貌甚惡」 

(2)武城邑宰周駝請子羽相會於私衙之頹垣小徑，子羽拂衣而出。 

                                                 
19 袁金書編著發行，《孔子及其弟子事蹟考詮》。頁 347。 
20 (漢)司馬遷著、(明)凌稚隆輯校，《史記評林》。頁 2752–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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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語．雍也》：「有澹臺滅明者，行不由徑，非公事，未嘗至

於偃之室也。」 

(3)澹臺滅明（子羽）得罪武城邑宰周駝，率領弟子遊歷江南暫避。 

《史記．仲尼弟子列傳》：「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

去就，名施乎諸侯。」 

(4)途經一村落遇見子游，子游贈其白璧。 

(5)子羽一行人將近陽侯渡口，陽侯廟神遣海蛟索取白璧，子羽斬蛟。

陽侯廟神奉還白璧。子羽不願以斬蛟沽名，將白璧打破丟入江中，雇船重

回武城。 

《博物志．異聞》：澹臺子羽渡河，齎千金之璧於河，河伯欲

之，至陽侯波起，兩鮫挾船，子羽左摻璧，右操劍，擊鮫皆死。既

渡，三投璧於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水經注》卷五：(延津)昔澹臺子羽齎千金璧渡河。陽侯波起，

兩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不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

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吝意。(《史

記正義》引《水經注》文字稍異 ) 

(6)當地人為子羽建一座澹臺斬蛟殿，開一澹臺湖。 

《水經注》卷二十二：按《陳留風俗傳》曰：陳留縣裘氏鄉，

有澹臺子羽冢，又有子羽祠，祈禱焉。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

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未知孰是。 

按：關於澹臺滅明的容貌，《孔子家語．子路初見》云：「澹臺子羽有

君子之容，而行不稱其貌。」 21與《史記．仲尼弟子列傳》文意相反。 

其次，斬蛟投璧之事，雖具濃厚的志怪色彩。但《史記．仲尼弟子列

傳》明．李光縉增補云：「且考水經註所稱子羽斬蛟事，則子羽之勇誠不

減季路矣。」 22今人袁金書也認為，這件事與他行不由徑的為人處世是相

符合的 23。 

另外，《左傳．哀公八年》記載了澹臺滅明的父親與吳大夫王犯相善，

                                                 
21 王肅注(魏)，《孔子家語》(台北：世界書局，1984.2 第 4 版)，頁 49。 
22 (漢)司馬遷著、(明)凌稚隆輯校，《史記評林》。頁 1799。  
23 袁金書編著發行，《孔子及其弟子事蹟考詮》。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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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犯曾做武城之宰，國人懼其為內應之事。 

(六 )＜閔子＞ 

(1)閔子騫的繼母有親生之子之後，則對閔子騫無端毒罵，百般凌辱。

閔子騫依舊盡人子之道。直至閔子騫為閔老御車，閔子繼母以蘆花代絲棉

為閔老發覺，大怒，欲離其妻。閔子騫以「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挽

回。 

《說苑．佚文》（《藝文類聚》人部四．孝） 

(2)閔子騫拜孔子為師。面有菜色至面為芻豢之色。 

《韓詩外傳》卷二 

(3)閔子騫阻止長府改作。 

《論語．先進》 

(4)閔子的父母過世，三年喪滿見孔子，孔子命其彈琴。 

《孔子家語．六本》、《說苑．脩文》 

(5)季孫氏欲請閔子騫為費邑之宰，閔子不仕。 

《論語．雍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

焉！如有復我者，必吾必在汶上矣。」 

《史記．仲尼弟子列傳》：「如有復我者，必在汶上矣。」 

《孔子家語．執轡》：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 

按：閔子騫是否為費邑宰，歷來學者有不同意見。如明代薛應旂《四

書人物考》云：「及觀孔子六轡六官之說，皆治天下之法，縱可行之一邑，

夫子亦不如是立言也。」認為《孔子家語》所言為附會。在此，《人物演

義》的作者選擇了「閔子不仕」的看法。 

三、結語 

以上就目前所見探討孔子弟子故事源流，除了對《人物演義》內容做

文獻溯源，對此書有更進一步的了解外，還希望可以有以下助益： 

首先，做為研究孔門弟子學者的參考資料。 

其次，提供研究明清小說的學者參考的佐證。 

第三，提供童蒙教育、社會教育者更多可利用編撰的素材。 

目前所見孔子弟子故事的相關書籍，有《四書五經經典故事》、《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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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的故事》、《論語故事》24等。《四書五經經典故事》收了 209 則與經典

有關的故事。《孔子弟子的故事》是相關民間文學故事的搜集。《論語故事》

則選擇了 28 個主題做較長的綜合敘述，屬性各有不同。但以人物形象而

言，《人物演義》較為完整豐富。因此，本文對於今後孔子弟子人物故事

改編、及對經典普及化、大眾化方面，相信會有一定程度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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