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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孟 子之字,在 汉代文献均说未闻。自汉魏《孔丛子》起 ,孟 子之字讹说纷起 ,或 日子舆 ,或 日子车,或 日子

居 ,或 日子奥。六朝、唐宋以降,以 致现代教科书、词典、著述等 ,多 载讹说 ,今 有必要进行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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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乃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世称
“
亚圣

”
。他对

中国思想文化影响巨大 ,研究孟子的学者不计其数。

至今 ,孟子名已定 ,师承和生卒年大体与史载相合 ,

唯孟子之字众说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 是从

《史记》和《汉书》等,未载孟子之字 ;一是从《史记 ·

正义》和李善《文选注》,云
“
孟子 ,字子舆

”
;一是从

《汉书》颜师古注引《圣证论》,云
“
孟子,字 子车

”

(一字子舆 )。 对孟子之字的文献记载及孟子之字

讹传的有关问题 ,今当略加考辨。

- 有关盂子之字的文献记载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云 :“ 孟轲 ,驺

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
”
[1](2⒕3页 )《 汉书 ·艺

文志》载 :“ 《孟子》十一篇。
”
原注 :“ 名轲 ,邹人 ,子

思弟子,有 《列传》。
”

[2](1725页 )① 二书均未提孟

子之字,可见司马迁、班固已看不到有关孟子之字的

材料。

赵岐《孟子题辞》云 :“ 孟子9邹人也,名 轲 ,字则

未闻也。
”
[3](4页 )赵氏确切地指出,当 时他没有见

过孟子之字的有关记载。

魏人徐斡《中论 ·序》云 :“ 予以荀卿子、孟轲 ,

怀
‘
亚圣

’
之才,著一家之法 ,继 明圣人之业 ,皆 以姓

名自书,犹 至于今 ,厥字不传。原思其故,皆 由战国

之世 ,乐 贤者寡 ,同时之人不早记录。岂况徐子《中

论》之书不以姓名为目乎?恐历久远名或不传。故

不量其才。
”
[4](696册 ,哟6页下)可见徐斡也未闻孟

子之字。对此 ,徐氏作过工番研究 ,并推测了孟子之

字不传的原因。

汉魏时伪托孔鲋《孔丛子 ·杂训篇》云 :“ 孟子

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 ,甚悦其志 ,命子上待

坐焉 ,礼敬子车甚崇。子上不愿也。
”
[5](695册 ,

321页上)但 查《史记 ·孔子世家》载 :“ 孔子年七十

三,以 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已丑卒。⋯⋯孔子生鲤 ,字

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仅 ,字子思 ,年六十

二。
”
[1](1%5—1%6页 )可 知孔子之子伯鱼(即 子思

之父)比孑L子早死,而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

前们9年 ),那么伯鱼卒年不会迟于公元前们9年
,

即子思出生不会晚于伯鱼卒年的次年(公元前钾8

年)。 下推能 年即为公元前 416年 ,子思卒年不会

晚于此年。但此时孟子尚未出生 ,怎 能与子思直接

对话?再则 ,从 《孔丛子》看 ,子思应为孟子之师。

然检《孟子 ·离娄下》孟子曰:“ 予未得为孔子徒也。

予私淑诸人也。
”
[3](577页 )如果孟子之师果真是

名声显赫的子思,依常理说他应该公开宣布,不大可

能遮遮掩掩地说
“
私淑诸人

”
。更重要的是《孔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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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中没有
“
孟子车

”
一说的来历,而且据笔者所

查文献 ,至汉末绝无类似记载。

综上所述 ,司 马迁、班固、赵岐以及魏人徐斡在

对孟子之字的记载中,互相吻合 ,且从战国历史状况

分析,亦与史实一致。《孔丛子》所云,应为杜撰。

此后 ,历代亦有多位学者能比较客观地对待孟

子之字一事。如:颜 师古注《汉书 ·艺文志》云 :

“
《圣证论》云字子车。而此《志》无字 ,未 详其所

得。
”
[2](1Tz8页 )可见师古不敢确定孟子之字。其

注《急就篇》亦如是云。又,王应麟《困学纪闻》云 :

“
孟子字未闻。《孔丛子》云子车。注一作子居 ,居

贫坎轲 ,故名轲字子居 ,亦 称字子舆。疑皆傅会。
”

f6J阳54册 ,307页 )又
'吕

元善续史鄂《三迁志》云 :

“
孟子字 ,自 司马迁、班固、赵岐皆未言及

”
,后 又引

《中论》为据
②。又,焦 循《孟子正义》引《困学纪

闻》、《孔丛子》、《圣证论》、《三迁志》后按 :“ 王肃、

傅玄生赵氏后 ,赵 氏所不知 ,肃何知之?《 孔丛子》

伪书,不足证也。
”
[3](4页 )今人杨伯峻先生《孟子

译注》亦云 :“ 孔子的字是什么,说法不一。东汉赵

岐《孟子题辞》说没有听到过 ;三 国魏徐斡《中论 ·

序》也说没有传下来 ;后来魏人王肃作《圣证论》,说

他字子车;晋人傅玄作《傅子》说他字子舆。赵岐、

徐斡所不知道的,王肃、傅玄怎么知道?可见这是他

们编造出来的。
”
[7](导 言,14页 )杨先生虽话有些武

断,但也基本与史实一致。

现再据考证结果 ,对所见现代流行读物分教科

书、辞典和著述三类加以检核。

教科书:王力《古代汉语》[8](282页 ),金毅《中

国文化概论》[9](149页 ),罗 宏曾《简明中国古代

史》[10](174页 ),邱 树森、陈振江等《新编中国通

史》[11](177页 )等 ,均云
“
字子舆

”
,俱误。张岂之

《中国思想史》[12](91页 )以
“
字子舆

”
与曾子字重 ,

更正为
“
字舆

”
,误。冯克诚、田晓娜《中国通史》

[13](1B9页 ),杨 檀等《中国古代史》[14](102页 ),

李道英、刘孝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15](221

页)等三书不载孟子之字 ,审 也。

辞典 :白 晓朗、马建农主编《古代名人字号辞

典》[16](1205页 ),谭 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17](4页 上)都 载
“
字子舆 ,一字子车

”
,均误。《中

国人名大词典 ·历史人物卷》[18](417页 ),钱仲联

等《中国文学大辞典》[19](4页 ),《 辞源》[zO](785

页),《 辞海》[21](” 40页 ),《 汉语大词典》[” ](z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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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中国百科大辞典》[23](13页 ),《 语文学习百

科知识词典》[z](⒍ 页),丁守和主编《中华文化辞

典》[乃 ](9s5页 ),吴 枫主编《中华思想宝库》[“ ]

(zs14页 ),张家富等《文学词典》[27](87页 ),《 中国

历代文献精粹大典》[28](zs14页 ),王 惠、董丁城等

《古代文学史语词辞典》[” ](19页 ),北京语言学院

编《中国文学家辞典》[30](10页 ),仓修良《史记辞

典》[31](Sz0页 ),张 舜徽《后汉书辞典》[3?](⒛ 5

页)等 ,均载
“
字子舆

”
,皆误。

著述 :刘重来《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33]

(Ts页 )、 陈延斌《三教九流》[34](啁 页)和 刘方元

《孟子今译》[35](导 言 1页 )等 均云
“
字子舆

”
,俱

误。张志哲《中国史籍概论》[36](78页 )、 安作璋

《中国史简编》[37](84页 )、 李双《孟子白话今译》

[38](导 言 1页 )、 金良年《孟子译注》[39](导 言 1

页)、 董洪利《孟子研究》[40]均 不提孟子之字。然

《孟子研究》乃孟子研究专著 ,却 避而不辨孟子之

字,似有不妥。

二 盂子之字讹传源流辨

孟子之字讹传的源头应是汉魏《孔丛子》书中
“
孟子车

”
一说 ,上文已及 ,兹不赘述。

魏人王肃《圣证论》云 :“ 子思书及《孔丛子》有

孟子居 ,即 轲也,轲少居坎轲 ,故名轲字子居也。
”③

[41](笏 舟)且不说王肃引证上有误 ,《 孔丛子》犹不

足信 ,况《圣证论》乎?而从另一个角度看 ,王肃所

言,仅据
“
子思书

”
及《孔丛子》,而无视《史记》、《汉

书》、《孟子题辞》和《中论》等文献所载 ,主观断定孟

轲
“
字子居

”
,不可取。

晋人傅玄《傅子》云 :“ 昔仲尼既没 ,仲尼之徒追

论夫子之言,谓 之《论语》。其后 ,邹 之君子孟子舆

拟其体著七篇 ,谓 《孟子》。
”
[钽 ](⒆6册 ,520页 )很

明显 ,傅玄认为孟轲字子舆。然《傅子》未注明
“
子

舆
”
一说来处 ,仍可疑也。又 ,梁代刘峻《辨命论》有

云 :“ 子舆困藏仓之诉。
”
[铝 ](TH· 8页下)此说以

“
子

舆
”
为孟轲之字 ,当 本于《傅子》。

到唐代 ,张守节《史记 ·正义》云 :“ 轲 ,字子舆 ,

为齐卿。
”
[1](2344页 )。 此后《史记》注家多从之。

如吴顺东等《史记全译》[佴 ](zO81页 )即 用张守节

《正义》。王利器《史记注译》云 :“ 孟子(约前 372-

前 289),孟轲 (ke),字 子舆,(一说子车 )。
”
[弱 ]

(17gS页 )也认为孟子字子舆(或子车)。 而清人梁玉

绳《史记志疑》对张守节之说有论。曰:“ 《史》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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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之字。赵岐《题辞》曰
‘
字未闻

’
。考《汉 ·艺文

志》师古注引《圣证论》云
‘
字子车

’
。王氏《艺文志

考》、《困学纪闻》八引《傅子》云
‘
字子舆

’
,《 文选》

刘竣《辩命论》
‘
子舆困藏仓之诉

’
注亦引《傅子》云

‘
邹之君子孟子舆

’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引《孟轲

传》、《荀子 ·非十二子篇》杨注并云
‘
字子舆

’
。

《孔丛子 ·杂训》云
‘
孟子车

’
,注

‘
一作子居

’
。据

此则魏晋以来始传孟子之字 ,故《正义》著之,虽未

详其所得,要非无据 ,可 以补史遗。王氏疑为傅会 ,

非也。古
‘
车

’
、
‘
舆

’
通用 ,如秦三良子车氏,《 史》

于《秦纪》、《赵世家》、《扁鹊传》并作
‘
子舆

’
可验。

惟
‘
居

’
字恐以音同而讹。颜师古《急就篇》注

‘
孟子

字子居
’
。《广韵》去声

‘
轲

’
字注云/孟子居贫撼 ,

故名轲字子居。
”

[46](1“8页 )梁玉绳考证颇为详

细,但从文中表述看,仍从张守节之说。另日本学者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47](1430页 )基本上袭

梁玉绳。

《汉书 ·艺文志》师古注引《圣证论》后 ,学者多

误认为师古以
“
字子车

”④
为正确 ,乃 至后辈学者多

从
“
字子车 (一 字子舆 )” 说。王先谦《汉书补注》

云 :“ 王应麟曰,《 傅子》云,字子舆。《广韵》云,字子

居。⋯⋯《孔丛子 ·杂训篇》
‘
孟子车尚幼,请见子

思
’
是王肃所据。

”
[们 ](sT9页下)文 中表述显然认

同
“
字子车,一作字子舆

”
。另查梁玉绳《汉书人表

考》云 :“ 孟氏名轲(孟子),字子居。
”
[⒆ ](弱 页)后

又引《孔丛 ·杂训》、师古注《急就篇》和《圣证论》、

《辩命论》、《傅子》为据。可见梁氏亦用其《史记志

疑》之说 ,而未究其详。

《文选 ·辩命论》李善注引《傅子》
“
邹之君子孟

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孟子》
”
后云 :“ 子舆 ,孟子之

字也。
”
[们 ](⒎8页下)可见李善仍误从。

从以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 史记》张守节《正

义》、《汉书》师古注引和《文选》李善注三家影响之

大。但这三家的凭据 ,均不出《孔丛子》、《辩命论》、

《圣证论》和《傅子》等。所以此三家之说 ,亦成无本

之木 ,更不用说其它注疏之类。

孟子之字在《孟子》注疏及研究中的讹传尤为

严重。

汉至唐代之《孟子》注疏 ,现仅赵岐一家完整保

存下来,其它几家大都已亡佚。但从马国翰《玉函

山房辑佚书》[sO](叼 册、鲳册)中 看,汉代程曾《孟

子章句》、郑玄《孟子章句》、刘熙《孟子注》、高诱

《孟子章句》,晋代綦毋邃《孟子注》,唐代陆善经《孟

子注》、张镒《孟子音义》、丁公著《孟子手音》,几部

辑遗书中都没有记载孟子之字一事。宋 (伪 )孙 爽

《孟子正义》云 :“ 《史记 ·列传》云孟轲邹人也。不

记其字。故赵岐云,字 则未闻焉。后世或云字子

舆。
”
[51](“ 61页 )不做定论。朱熹《孟子集注》云 :

“
《史记 ·列传》曰孟轲(赵氏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

后)。 《汉书》注云
‘
字子车

’
,一 说字子舆。

”
[52]

(19T册 ,90页 )可见朱熹曲解师古注。此后研究《孟

子》以及为《孟子》注疏的多从朱熹之说。如蔡模

《孟子集疏》[53](zO0册 ,sB5页 上),真德秀《四书集

编》[54](zO0册 ,zs8页 下)和 赵顺孙《四书纂疏》

[55](201册 ,496页下),完全照搬朱熹之说。金履祥

《孟子集注考证》云 :“ 字子车,一说子舆 (轲 ,车轴 ,

故字子车。《孔丛子》作
‘
子居

’
,以 音同也。一说子

舆,但说者以曾子字子舆 ,故不称孟子。)” [56](202

册,10z页 )可 以看出金氏主张也应承朱熹而来。胡

广《四书大全》云 :“ 《史记 ·列传》曰‘
孟轲

’
,赵 氏

曰‘
孟子鲁公族之后

’
。《汉书》云 ,‘ 字子车,一说字

子舆
’
。
”
[57](⒛5册 ,sz9页 )其 观点也袭朱熹说。

另外 ,明 清时对孟子之字考证的学者亦不少。如:明

人陈士元《孟子杂记》云 :“ 孟子 ,名 轲 ,字 子车 (《 汉

书 ·艺文志》注 )。 元按 :《 孔丛子》、《圣证记》
⑤
等

书,子车一作子舆、一作子舆、一作子居 ,而杨惊《荀

子》注又作子舆。盖车、居音同,舆 、典 ,舆字讹也。
”

[58](207册 ,z91页下)陈氏对孟子之字作了深究 ,可

惜不能跳出朱熹等前人的讹传 ,终未得出正确的结

论。其后清末学者对孟子之字的考据 ,从 目前所见

文献来看结论多不准确。但焦循《孟子正义》却主

张孟子之字不传。

纵观以上所论 ,孟子之字讹传源起汉魏时的

《孔丛子》,其后代有讹传。但真正左右后人观点的

却是《史记》张守节正义、《汉书》颜师古注引和《文

选》李善注三家之说。可见唐朝后 ,孟子之字讹谬

愈演愈烈 ,实乃张守节、李善等不详察之过也。虽

《汉书》师古注未下定论 ,却 引《圣证论》,后人亦多

曲解其本义。宋人朱熹《四书集注》引《汉书》师古

注引,断章取义 ,后人便更不容置疑了。而现代诸多

学者也受《史记》正义、《汉书》师古注引、《文选》

注,以 及朱熹说之累,而致以讹传讹 ,实属不该。

9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注释 :

①《汉书》述孟子师承不准确 ,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导言 1-2页 ,另 见董洪利《孟子研究》10-21页 。

②转引自焦循《孟子正义》第 4页 ,中华书局 19sT年版。

③此引与原文有异。子思书及《孔丛子》原文皆为
“
孟子车

”
而不是

“
孟子居

”
。(《 四库全书》有汪绰编《子思子全书》,《 提要》

斥其编撰多误。)

④《圣证论》作子居 ,后人一作子舆。

⑤原书应为《圣证论》,参见《汉魏遗书抄》第二十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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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ⅡcaJon of Mencius’  sty1es

DU Ke-hua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No record is Jound in the Han Dynasty documentation of Mencius’  style。  sta⒒ ing from

Ko尼g Co尼 g zjof Han Wei, several eⅡ oneons styles are attaChed to Mencius, which are seen in textˉ

books, dicu。 naries and other books froⅡ 1 the Liu Chao Period and Tang song dynasties up to modern

thnes and Ⅱnust be veri丘 ed。

Key wOrds:Mencius; style; veriJ∶ 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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