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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郭登奎

历史人物的形象，犹如一枚包裹严密的洋
葱。只有层层地抽丝剥茧，才能在汗牛充栋的
史籍中探究到真实面目的蛛丝马迹。

北宋初年的经学大儒邢昺(bǐng），便是明
显的例证。他学术成就冠绝当时，可个人品行
却屡遭非议。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著
作《论语注疏》作评说：“汉学、宋学兹其转
关。”承认了他在经学体系中“承上启下”的
关键地位。可全面了解这位经学大儒，又会发
觉端正严肃的儒者形象下，隐藏着恋官 、慕
权、爱财等“不免俗”的常人形象。

如今在邢昺的故乡曹县，知晓的人少之又
少，了解的人更微乎其微。

“九经及第”老进士
邢昺年近半百步入仕途，在短时间内脱颖

而出，除了超颖绝伦的个人能力外，也往往和
政治大气候息息相关。

邢昺赶上了儒者的好时代。北宋初年的太
祖、太宗，萦绕心间的大事，首先是统一南
北、结束割据，其次是兴复文教、昌盛儒学。
以统一促文教，以儒学化天下，两者相辅相
成，互为倚重。

邢昺的青春岁月，史书记载少之又少。他
字叔明，生于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
年）的曹州济阴（今曹县西北）。当时天下混
乱无序，地方藐视中央，甚至有狂言“天子宁
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矣”的节度使。

北宋学者欧阳修著《新五代史》时，每每
以“呜呼”开首，哀叹礼乐崩坏纲常道绝，先
王制度文章扫地。“五代之乱极矣……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
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邢昺见惯了
“朝为天子，暮为亡魂”的动乱变故。

一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宋，混乱的局
面才告终结，此年邢昺29岁。

赵匡胤建宋后，重视纲常伦理振兴、儒家
思想重建。在这种大背景下，儒学渊博、精通
经学的邢昺虽年近半百方才入仕，却屡获超
迁，屡得重用。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46岁
的邢昺赴都城汴京参加《五经》科目考试。廷
试当日，宋太宗令他讲解《周易》中《师》和
《比》两个卦象。

《师》为《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七卦，主
旨为宣明战争乃王者治国平天下事。《比》紧
随《师》卦后，为《周易》第八卦，讲解国家
外交事宜。当时，北宋在为削平割据和收复幽
云十六州谋划，太宗选题颇有针对性，希冀选
拔合适的人才。

邢昺依据广博知识储备，有的放矢娓娓道
来，深得太宗赏识。接着太宗从群经寻题发
问，邢昺皆对答如流，极为得体。太宗嘉奖他
渊博，破格擢升为“九经及第” ，授大理评
事，参与疑案的审理，后任职泰州盐城监，负
责当地盐业管理，赐钱二十万嘉赏。

年近五旬方入仕，邢昺的起点比旁人低许
多。也许是深知年龄的劣势，邢昺起初办事兢
兢业业，经常将心得感悟呈递朝廷。他在泰州
掌管盐业不久，便发现盐城监虽隶属泰州管
理，却地处楚州和泰州间，盐业掣肘颇多。邢
昺经过研究，认为楚州交通便利，泰州位置偏
僻。关系国计民生的盐业，理应隶属交通畅达
的楚州方能进出无虞。所以他立刻上疏，建议
将盐城监变更隶属，朝廷也同意了他的意见。

第二年，太宗想起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
老进士，他将邢昺调回京师，任国子监丞。

在国子监任上，邢昺得展所长，如鱼得
水，渊博的儒学素养得到朝廷众臣的认可。

精于学而疏于政
因为文教成绩突出，太宗赐邢昺红色官

服，调其为诸王府侍讲。在东宫及内廷，邢昺
为帝王和皇子讲述《孝经》《礼记》《论语》
《书》《易》《诗》《左传》等儒家经典，解
答他们围绕经学提出的各种问题。与其他偏重
训诂考据的学者不同，这位老先生善于从儒家
典籍文字中发散出“义理”，而这也正是他后
来能领导群臣修订经籍的关键。

太宗雍熙年间，邢昺选撰《礼选》二十卷
献于帝王。太宗看到其中有《文王世子》篇，
便询问侍臣卫绍钦：“邢昺为诸王讲说，如何
提及这篇文章啊？”绍钦答道：“诸王向邢昺
访求文章经义所在，邢昺每次都发明君臣父子
之道，于诸王面前反复陈说。”太宗闻后甚
喜。

邢昺这种于文字中见义理的讲解，深受皇
帝和诸皇子的赞赏。太宗曾询问邢昺：“管
仲、召忽都是齐国公子纠的师傅。后来齐桓公
在国君争夺战中胜出，召忽为君主而死，管仲
却归顺任相国。召忽以忠诚死，管仲不能守臣
节，为臣之道难不成是这样吗？”邢昺便引用
历史其他典故和当下形势予以说明阐释，获得
太宗褒奖。而在《礼记·世子篇》中，东汉末年
大儒郑玄作注说：“周文王因为勤奋忧虑而折
损阳寿，周武王却以安逸享乐而延年益寿。”
太宗对此又表示质疑，“朕以为《礼记》本意
必非如此。夏禹焦虑烦劳，虞舜赐给他美玉雕
琢的玄圭，最终享国高寿。如果周文王有忧人
之心，不放松闲暇，纵使没有天人感应，也不
至于亏损寿命吧。”邢昺再次阐发道理，用历
史典故来对答。

太宗关注儒家经典，并不在字义精微，而
是重义理之道。邢昺解经教授，也不局限于字
句疏解，已初具宋学端倪。

邢昺虽精于讲学，对政事仍极为挂念。这
也是邢昺后半生的矛盾写照，既娴熟儒学，又
醉心仕途，总是在学与仕之间摇摆不定。

雍熙年间，邢昺抓住机遇，利用他人举荐任
水部员外郎，后又转任金部郎中，掌管天下库藏
出纳、权衡度量。但在两职上，邢昺没有多少政绩
可言。而邢昺精于儒学的特质，却为他所教授的
学生之一——— 寿王即后来成为真宗的赵恒所服
膺。

赵恒即位前，便对儒学恩师钦佩有加，即
位后予以重任。此时邢昺已66岁，却被委任为
审刑院长官，负责核查大理寺案件。审刑院事
关国家法制建设，对大理寺的案件有复核权，
地位远高于大理寺与刑部。邢昺任职不久，真
宗就发现恩师才学不在刑律，便又命刘元吉共
同主持事务。

虽有人帮辅，邢昺仍如盲人摸象，工作举
步维艰。当年冬天，百般无奈的邢昺只得上疏
请求去职，希望继续从事讲读讽谏的工作。真
宗将他迁任右谏议大夫这个闲职寄禄官，只任
职而不任事。

此时邢昺年近古稀，又从实权岗位调离，
仕途一片黯淡。但与46岁举九经及第相仿，宋
朝对文治的重视，让邢昺仕途反而步入快车
道。

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宋真宗于朝廷设
置翰林侍讲学士，邢昺任此职。更幸运的是，
邢昺立刻参与规模宏大的儒家经典校订和注疏
工作，也因此留名千古。

古稀老人校群经
随着北宋经济社会复兴，经籍图书数量增

加。宋初太祖太宗两朝，朝廷掌握图书数量少
得可怜。太祖时只有一万多卷，其后削平地方
割据，收图籍文字，又下诏购散亡，国家所藏
之书，才稍有增益。太宗于左升龙门北修建崇
文院，把国家掌握的书籍充实进去，还另建
“秘阁”，藏书一万多卷。至真宗朝，随着镂
版印刷发明推广，流通图书开始大量增加。国
家图书从一万多卷，骤增至十多万卷。

真宗曾前往国子监阅书，咨询邢昺图书收
藏情况。邢昺答曰：“国初不及四千卷，今已
有藏书十余万卷，经、传、正义皆已具备。我
年少求学时，经籍有注疏的往往百无一二。如
今镂版印刷大兴，平常人家都有藏书，这真是
儒者遇到好时代。”邢昺此语虽有阿谀之嫌，
却也道出了当时经籍繁富的事实。

图书数量暴涨，带来了质量的参差不齐。
为统一思想，校勘群经的工作势在必行。咸平二
年，真宗令68岁的邢昺总领校勘事。各经籍经邢
昺等人校勘后再雕刻颁行，谬误比唐以前靠传抄
的图书大为减少，这对儒学流布有重大意义。

邢昺不仅负责校勘，还亲自撰写了《孝
经》《论语》《尔雅》三经的正义。

邢昺对经学的最显著贡献，是其在“汉
学”和“宋学”转化中的关键地位。经学分两
类：一类是偏重训诂考证的“汉学”，一类是
偏重义理诠释的“宋学”。五代时，动乱的社
会严重冲击了“汉学”的独尊地位。在北宋初
年的学者看来，“汉学”对于弘扬世道人心、
重建思想体系裨益无多。北宋初年古文学家柳
开就对汉唐经师“不明理道”深感不满，一直
抱有重新注解儒家五经、复兴儒学的愿景。他
常说：“吾他日终悉别为注解矣。”

柳开念念不忘的宏愿，最终在邢昺的努力
下实现。虽然邢昺自幼学习汉唐经书，具有浓
重的守旧色彩，但他已开始关注义理，对汉唐
经学有所发明改造。

邢昺的经学思想，主要倾注于他负责注疏
的几篇儒家经典中。邢昺所撰写的《论语正
义》《孝经正义》和《尔雅义疏》，至今收录
于《十三经注疏》中，作为经籍的经典注解。

《论语正义》以曹魏何晏集解为主。邢昺
以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为底本，博采诸儒
之说刊定。《孝经正义》以唐玄宗御注为主，
邢疏取元行冲的疏本约而修之。《尔雅义疏》
则以西晋郭璞注为主，但邢昺认为后世注解浅
陋不足据，别为疏释。

邢昺作注疏后，朝廷立于学官，作为士子
研习标准。《四库全书》将邢昺《论语正义》
收入时，曾写有一段评语：“今观其书，大抵
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
转关……”邢昺详于名物训诂，但也“稍傅以
义理”。以义理说经，正是宋学的最大特点。
邢昺之后，宋学逐步蔚为大气候。但考镜源
流，其光大与邢昺的经学整理不无关系。

邢昺经学实开宋学义理说经先河，在经学
史上具有承前继后的转关地位。

结交权奸惹非议
经籍注疏修纂完成后，真宗大悦，升邢昺

为淮南、两浙巡抚使，考察两地吏治得失。不
久邢昺又回到中央担任讲读职。对于邢昺这样
的功勋老臣，真宗格外敬重。他于崇政殿宴请
近臣，就特地赏赐邢昺袭衣、金带，加器币等
物品，还升任邢昺为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

随着官职提升和年龄增长，邢昺对权位的
贪慕开始严重起来。

邢昺能够打破年龄限制，屡获重任，除了
学识渊博之外，和真宗朝权臣王钦若的良好关
系也是其中关键。

在《宋史》中，修史者只在邢昺本传最
末，委婉道出了二人之间的暧昧关系。

咸平年间，王钦若主持科举考试，录用了
名为任懿的考生。后来有人上告，任懿是凭借
贿赂王钦若得以中第。真宗把案事下达御史台
处理。御史台经过审理，认为任懿的确有向王
钦若行贿的嫌疑。

身为副宰相——— 参知政事的王钦若为自保
再次上诉，真宗下诏由邢昺领衔，会同大臣边
肃、毋宾古、阎承翰在太常寺重审。任懿不知
何故突然翻供，说自己造访过时任考官洪湛。

自己的贿银托付给旁人交纳后，并不知最后送入
谁手中。邢昺等人趁机诬陷洪湛，说其接受贿银，
帮助任懿作弊，力证王钦若无罪。当时洪湛出使
陕西，回朝时官司已经定案，他虽受冤却百口莫
辩。最终在邢昺主持下，洪湛被坐罪削籍，流放儋
州，后客死异乡，而王钦若无罪开释。

事实上当洪湛代替王钦若入考场时，任懿
已考到第三场，根本没有机会行贿。后来官府
在查抄洪湛赃物时，也没有发现任懿贿赂的赃
银证据。此案影响甚广，许多朝臣明知洪湛代
人蒙冤，却因惧怕王钦若的权势而不敢直言。

邢昺关键时刻的雪中送炭，无疑让身处险
境的王钦若铭记在心。一旦他官复原职，便大
力提拔恩人。他除了不断举荐邢昺外，还破格
让邢昺贪财无能的儿子邢仲宝任三司判官。

邢昺在古稀之年能加官进爵，恩宠不减，
很大程度缘于王钦若的举荐。

枉法权奸王钦若，给邢昺的形象造成致命
打击，成为一生不能抹去的污点。《宋史》说
“昺之厚被宠顾，钦若与有功焉”，语带婉转
有为尊者讳的遮掩。但后世评论却没有顾及邢
昺的形象，对他个人品行无情鞭挞。例如《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虽对邢昺著作有较为客观
的评价，但对个人品性却称为“佥邪”。

在宋百岁寓翁所著笔记《枫窗小牍》中，
还记录了一则揭露邢昺品行的轶事。其大意为
“邢昺以九经及第起身，却郁结仅作一无用儒
者，就倾心结交了权臣王钦若。因为和奸臣同
流合污，所以为清流浅薄。他奉命校撰《尔雅
疏义》，在太学生中引发极大的非议。太学生
邹盛扬言：‘昔人不分辨老子与韩非的区别，
今人同样共传《尔雅》的郭璞注和邢昺疏……
郭璞因忤逆东晋叛臣王敦被杀，邢昺却因阿附
王钦若显荣，《尔雅》郭注近乎刚正，而邢疏
却走向奸邪。’邹盛不仅到处传说，更向朝廷
建议取消邢昺疏解。当时邢昺为经学大儒，常
自称为北魏大才子邢邵后人。邢邵为北朝贤
相，为人热忱，生活简朴，屡受赞叹。因此太
学相传：‘景纯（郭璞字）有孙，子才（邢邵
字）无后。’”

爱官恋权不免俗
邢昺在世时，并未受流言影响，一直受真

宗的尊敬和厚爱。而他也利用这层特殊关系谋
求了许多看似不应该的利益。

邢昺每次与真宗言谈，常常不自觉地谈及
从前一起共事却过世的旧僚。每当谈及这些
人，邢昺都会哀叹唯有自己还留存世上。真宗
也会感慨唏嘘，愈发珍惜这位年过七旬的白发
老人。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73岁的邢昺上
奏真宗：“我故去的哥哥曾考中过进士，希望
他能够享受赠典荣耀。”真宗尽量满足要求，
追赠邢昺亡兄为大理评事。

不久，真宗又赐邢昺白金千两，还将昺妻
传至宫廷，赏给冠帔珍贵衣物。景德四年（公
元1007年），邢昺表示自己年迈羸老，趋步上
朝困难，希望能休假一年回到故乡曹州看望乡
民，等到明年郊祀再还朝。真宗动了怜悯之
心，不断用温言好话慰劳他。为打消邢昺后顾
之忧，真宗说：“爱卿可临时担任曹州知州，
何须休假？”见到皇帝慷慨，邢昺又提出从前
旧臣杨砺、夏侯峤和自己同为府僚，两人去世
后都追赠了尚书职位。

言者有心，听者无意。直到第二天，真宗
才从邢昺的话中品出点滋味来。他对宰相说：
“这句话能看出邢昺的心志啊。”就任命邢昺
为工部尚书、知曹州、职如故。

辞别归乡当日，真宗又赐邢昺袭衣 、金
带，以示优宠。为表达对邢昺的尊重，真宗特
意打开龙图阁，召近臣在崇和殿设宴，亲自作
五、七言诗二首赐予邢昺。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真宗到泰
山封禅，邢昺上表代曹州民请求帝王銮驾能够
经过。真宗言听计从，还顺便将邢昺带回汴
梁，任为礼部尚书。

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79岁的邢
昺患病。真宗下诏令太医诊视。六月，真宗亲
自来到邢昺府邸问候，还赏赐名药一奁、白金
器千两、缯彩千匹。按照旧例，北宋如果不是
宗戚将相，没有皇帝亲临问候的先例。如今对
邢昺特意优待，正是真宗感念与邢昺君臣多年
的深厚情分。一个月后，经学大儒邢昺去世。

邢昺年近半百入仕为儒者，却连获超拔，
屡得重任。他奉命校勘经籍，注解儒学经典，
为北宋初年文教作出巨大贡献。但他个人为官
行事贪慕权势，结交权奸，个人形象留下难以
磨灭的污点。身为道德楷模的经学大儒亦不免
俗，使得后人扼腕叹息。

■ 名流影像

他在北宋初年参与儒家群经的校订和注疏，是首屈一指的经学大儒。但他亦爱慕权位，攀附权奸，受到当时和后世非议议。

学术涵养与为官之道的背道而驰，留给后世诸多指摘之处，让人扼腕叹息。

邢昺：经学大儒不免俗

□ 本报记者 鲍 青

在北宋太宗真宗时，朝廷组织力量修纂了
四部大型类书。四部类书可谓囊括古今政史、
小说和诗文，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也印证了北宋文教之盛。

宋初大型类书的集中涌现，一方面和帝王
重视图书积累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有安置地
方割据政权旧臣的考量。南宋学者王明清在
《挥尘录余话》中就说：“太宗太平兴国年
间，原先投降的诸王先后薨逝，其原先旧臣或
有怨言。太宗闻之，将他们全部召入馆阁，让
他们修纂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
御览》《太平广记》之类的群书。四部类书卷
帙浩博，太宗又给他们极好待遇。这些旧臣多
半老死于文字中。”

宋代编纂的类书，最著名的便是上述提及
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
《册府元龟》。其中除《太平广记》为五百卷
外，其余三部均为一千卷。清《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称之为“宋朝四大书”。其中《太平御
览》采经史百家言，《册府元龟》录历代君臣
事，《文苑英华》辑录诗词文章，《太平广
记》较为奇特，它专收文言纪实小说。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宋太宗见前
代类书“门目纷杂，失其伦次”，就下诏编纂
修书。太宗令南唐降臣翰林学士李昉为首，组
织十几位大臣入馆阁潜心修撰。太平兴国八年
（公元983年）十二月，该类书编纂完成，书名
原定为《太平总类》。但在完成前一个月，太
宗每日听政闲暇，即御览该书三卷。如果遇事没
读完，无论寒冬酷暑都要补齐卷数。最终，太宗用
一年时间阅完，因而改书名为《太平御览》。

全书分五十五部，部之下再有类，共计五
千三百六十三类。每类之中，依据时代先后，
广采经史子集各类古籍资料。据卷首所附《经
史图书纲目》，类书所引图书总数一千六百九
十种。但1959年马念祖在《水经注等八种古籍
引用书目汇编》序言和凡例核实，《太平御
览》所引书目数字为二千五百九十七种。类书

所辑录资料，多首尾完整，并注明出处。所引
用的古籍，如今十之七八已亡佚。《太平御
览》是现存类书中，保存五代以前文献最多的
一部，是后人辑录佚书的宝库。清嘉道年间学
者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部分，就是
从《太平御览》中抄录所得。

《太平御览》修撰同时，宋太宗不满足于
仅辑存经史百家的材料。他于太平兴国二年
（公元977年）又命令李昉主持编修《太平广
记》，从野史小说中吸取能够“鉴照古今”的
部分。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太平广
记》编修完成，三年后雕版印刷。

《太平广记》专收汉代至宋初野史、传记
和小说故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
“小说家之渊海”。书分神仙类、女仙类、鬼
类、妖怪类和报应类，所辑故事，多半是谈神
仙鬼怪、因果报应。《太平广记》为后世编写
戏曲、小说故事提供了大量素材。南宋时善于
“说话”的艺人，从小都博学《太平广记》。
宋元明清人所写话本、杂剧、小说，素材也多

取自该书。清人评其书“虽多谈鬼神怪，而采
摭繁富，名物典故多错出其间，词章家恒所采
用，考证家亦多取资。又唐以前书，世所不传
者，断简残编，尚间存其什一，尤足贵也”。

《太平御览》编纂工作接近完成时，爱书
痴书的宋太宗又觉得“诸家文集其数至繁，各
擅所长，蓁芜其间”，又于太平兴国七年（公
元982年），决定继南梁昭明太子《文选》后，
续修文学总集。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历时
五年编纂的《文苑英华》完成。

《文苑英华》既是类书，也是一本诗文总
集。《文选》所选文集止于南梁初年，而《文
苑英华》则起自梁末至唐，采录历代各家二千
二百余人，诗文二万三千余篇。其中绝大多数
为唐人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实
为著作之渊海”。

六朝及唐人文集，十之八九已经失传，后
人对文集的辑佚工作，主要依靠《文苑英
华》。明代编《古诗记》，清代编《全唐诗》
《全唐文》，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

六朝文》，资料来源皆取材于《文苑英华》。
《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李邕、李华和李商隐诗
集，便是从《文苑英华》中辑录而出的。

《文苑英华》还保存着大量的诏诰、书
判、表疏和碑志等原始材料，足能补充史传缺
漏，考订史籍得失。

《册府元龟》一书，则以集历代名臣事
迹、治乱兴衰为主，是一部史料类的巨著。宋
太宗时，就有意编修此书。但因为此前三部类
书工程浩大，文人官员已无暇旁顾，到宋真宗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才开始修撰。至大
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册府元龟》终
于编纂完成。

编书之始，书名初定为《历代君臣事
迹》，书成之时则由宋真宗亲自定名为《册府
元龟》。元龟即大龟，上古时代中国古人用龟
甲来占卜未来，预测吉凶。《册府元龟》书名
之意，即指其内容可作君臣鉴戒。此书因为是
为帝王提供理政镜鉴，真宗决定选历代“君臣
善迹，帮家美政，礼乐严格，法命宽猛，官师
论议，多士名行”。所以该书取材极严格，只
限于“正经”“正史”和部分子书中提及的君
臣事迹，凡小说、杂书、天时地序、动植器物
等一概不收。

《册府元龟》几乎囊括了北宋以前的全部
史料，其中又以记述唐五代之事尤为详实。清道
光年间，刘文淇等人就曾经用《册府元龟》，对《旧
唐书》进行校勘，进而写成《旧唐书校勘记》。
解放后，中华书局点校《宋书》《南齐书》
《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
书》和《隋书》，都曾利用《册府元龟》进行
勘校，订正了史书中的许多谬误。

·相关阅读·

北宋建立后，统治者先后组织文臣修纂了四部大型类书。编修类书，一方面有统治者安抚降臣的考虑，也有复兴文教的的期待。

四部类书，保存了宋前许多珍贵资料，可谓功勋彪炳。

文教之盛：宋初四大类书的编纂

邢昺注疏的《论语注疏》邢昺的《孝经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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