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子 學 名 稱 與 先 秦 諸 子 的 興 起 〉  

 

 

子 學 名 稱 與 先 秦 諸 子 的 興 起 （ 2 0 1 1 ）  

                                   李隆獻   謹編  

 

 

 

 

 

 

壹、〈前言〉  

貳、〈子字的本義及其演變〉  

參、〈先秦諸子的興起〉  

肆、〈儒墨道法思想的短長〉  

伍、〈論先秦諸子學術淵源、優劣及產生背景資料舉要〉  

 

壹 、 前  言  

  子部一般指「哲學著作」。劉歆《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

的群書分類，有「諸子略」一類，包含九流、十家。「諸子略」所稱的

九流及其代表者為：  

儒家：《孟子》、《孫卿子》、《董仲舒》……  

道家：《太公》
1

、《老子》、《莊子》、《列子》、《文子》
2

……  

                                                 
1

 班固自注：「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本姓姜氏。……周西伯昌之脫

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

之陰謀，皆宗太公為本謀。」 是史遷視太公為兵家、陰謀家之流。  

2

 班固自注：「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1973

年河北定縣 40 號墓出土竹簡有《文子》殘篇，或見於今本，或不見於今本。有

王利器《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李定生、徐慧君：《文子校釋》（上海：

【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採取創用 CC「姓名

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台灣 3.0 版

授權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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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家：《鄒子》
3

、《容成子》……  

法家：《商君》、《申子》、《慎子》、《韓子》……  

名家：《鄧析》
4

、《尹文子》、《公孫龍子》、《惠子》……  

墨家：《墨子》、《胡非子》
5

……  

從橫家：《蘇子》、《張子》、《蒯子》
6

……  

雜家：《尸子》
7

、《呂氏春秋》、《淮南子》……  

農家：《神農》
8

、《董安國》
9

、《氾勝之》
10

……  

加上「小說家」
11

，合稱「十家」。因此古代也將「小說家」列於子部

之中，故古書中如《山海經》、《穆天子傳》、《燕丹子》、《世說新語》、

《搜神記》等都被歸在子部中。  

  九流諸家中，至戰國末年，儒、墨二家成為顯學，韓非曾著〈顯

學篇〉討論二家的派別與流弊；後來墨家衰落，法家抬頭。至漢初則

道家勢力擴張，幾奪儒家之席，因而司馬談著〈論六家要指〉，在儒、

墨、名、法、陰陽、道德六家學派中，特別推崇道家學說。到了漢武

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則成了儒家獨尊的局面。  

  九流十家中影響中國政治、社會最大的是儒家、法家；但道家在

政治上也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尤以亂世或大亂初定時為甚；尤其在民

間社會，道家的旁支─道教─似乎比儒家更具影響力。而且就思想、

文學觀點言，道家的《老》、《莊》，也堪與儒家的《論》、《孟》、《荀》

比擬，《莊子》的深刻、圓通且常有超越儒家經典之處，更值得珍視。 

貳 、 子 字 的 本 義 及 其 演 變  

                                                                                                                                               

上海古籍出版社）。  

3

 班固自注：「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4

 班固自注：「鄭人，與子產並時。」  

5

 班固自注：「墨翟弟子。」  

6

 班固自注：「名通。」  

7

 班固自注：「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8

 班固自注：「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9

 班固自注：「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10

 班固自注：「成帝時為議郎。」  

11

 如《青史子》（班固自注：「古史官記事也。」 ）、《虞初周說》（班固自注：「河

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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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字的本義是「小兒」，甲骨文作    ，象頭及兩手，足在襁

褓之形。《論語》〈陽貨〉說：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可見子乃涵蓋男子與女子的年幼者而言。《說文》十四下〈子部〉說： 

   ，十一月昜气動，萬物滋，人以為偁，象形。……     ，

古文子，    ，象髮也。     籀文子，囟有髮，臂、脛在几

上也。  

許慎是東漢人，已參雜陰陽學說來解釋子字；不過仍維持以子為「人」

的通稱之說。其後則漸變為「男子」的通稱，如《孟子》〈盡心下〉：「萬

子曰：『一鄉皆稱原
12

人焉』」 ，漢．趙岐《注》說：  

萬子即萬章。子者，男子之通稱也。  

因為這種意涵，於是又進一步衍申為男子的美稱，如〈閔元年〉《春秋

經》：「季子來歸」 ，《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 ，晉．范寧

《集解》說：  

子者，男子之美稱也。  

因解「子」為男子的美稱，於是又以之為爵稱或居官者的稱謂或士大

夫的通稱
13

，《禮記》〈王制〉說：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白虎通》〈爵篇〉說：  

大國稱公、侯，小國稱伯、子、男。  

又如《春秋》〈隱公二年〉所稱的紀子、莒子等都以「子」為爵稱。以

子為居官者之稱的，見於《春秋》所載，周室的劉子、單子，齊國的

高子、國子等都是。而〈宣六年〉《公羊傳》：「子，大夫也」 ，何休

《解詁》說：  

古者士大夫通曰子。  

則以子為士大夫的通稱。清汪中《述學》〈釋夫子〉說：  

古者孤
14

、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官》〈典命〉：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眎小國之君。」〈大行人〉：「大國之孤，

其禮眎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小

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可以並稱，故著「子」

去「男」，從其尊者。王朝則劉子、單子是也；列國則高子、國

子是也。  

汪氏的說法雖則未必全然合乎古代實況，卻相當程度解釋以「子」為

有爵者，為居官者，為有高位者尊稱用法的可能原因。  

  因子有男子美稱、有爵位者、居官者、士大夫等多重意義，於是

                                                 
12

 「原」通「愿」，杜預《注》：「愿，謹善也。」  

13

 也可能因果關係互易。  

14

 孤，指孤卿，在六卿中其位最尊，故謂之「孤」。說見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八

〈周官述聞〉「孤」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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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用為對老師的尊稱，如《論語》〈公冶長〉說：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  

邢昺《疏》便說：  

古者稱師曰子。  

文中第一個子字是子路對孔子的尊稱，第二個子字是編寫《論語》者

對孔子的尊稱，而都用為對老師的尊稱。也有將姓氏冠在「子」字之

上的，如《論語》中有「有子」、「曾子」，劉寶楠《論語正義》解釋說：  

以《論語》所記，惟有子、曾子稱子。此必孔子弟子於孔子沒

後，尊事二子如師，故通稱子也。  

劉說可作為一種解說，另一種可能為：《論語》是由有子、曾子的弟子

記錄而成的，所以對二人也尊稱「子」。又有將「子」字冠在姓氏之上

的，如〈隱十二年〉《公羊傳》：「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

也。』」 何休《解詁》說：  

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

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  

這種情形自戰國後常見，如《墨子》書多用「子墨子」，《列子》之書

多言「子列子」；即使到了宋朝，朱熹《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在篇

首都引用「子程子曰」；不過《呂氏春秋》竟也稱「子墨子」、「子列子」，

《荀子》〈正論篇〉也有「子宋子」之稱。大約弟子稱其師曰「子」，

或冠其姓氏於「子」上，或冠「子」於姓氏上；但也可用以尊稱某一

學派之有創見者，如《荀子》〈解蔽〉所說：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

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

天而不知人。  

〈天論〉又說：  

慎子有見於於後，無見於先
15

；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

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二篇中都以「子」為學派的代表人物。於是「子」字便逐漸成為學派

的代稱，如老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等都取義於此。其後，

將思想家或某一學派之著述編纂成書，亦稱為「子」。「子」字遂由對

人的尊稱，變而為「子書」書名。  

參 、 先 秦 諸 子 的 興 起  

  舉凡一學說的產生，必定有其思想淵源、時代背景（學術與時代

的關係）及思想家個人個性的發揮，三種因素缺一不可。先秦諸子思

想的產生，自然也不能例外。  

  最早述及先秦諸子學術淵源的是莊子後學所完成的〈天下篇〉。〈天

                                                 
15

 慎到「不尚賢」，此文之「先」、「後」指賢與不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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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中述及相當於儒、墨、名、法、道五家道術（學術）的淵源
16

，

認為都是由「古之道術」而來的：  

……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

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

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

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不侈於後世，不靡

於萬物
17

，不暉
18

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不累於俗，不

飾於物
19

，不苟於人
20

，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

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

文聞其風而悅之。……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

而不兩
21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本為

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天下篇〉說這五派學說都前有所承，不過並未指明其所自來；至西

漢劉歆《七略》而有「諸子出於王官」之說，東漢班固承其說，《漢書》

〈藝文志〉「諸子略」說：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
22

。……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
23

。……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
24

之守。……  

                                                 
16

 當時尚無「學派」的稱呼；但隱約中似乎已有類似概念。  

17

 宣穎：「不示奢侈，不事靡費。」 王師叔岷《莊子校詮》：「墨子貴節用，故

於萬事皆不靡費也。」  

18

 暉，借為「渾」，亂也。  

19

 成玄英《莊子疏》：「於俗無困累，於物無知飭。」  

20

 章太炎、劉師培等人以為「苟」，當作「苛」，形近而誤。  

21

 成玄英《疏》：「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無偏私，依理斷絕，無的主宰。所謂法

者，其在於斯。」  

22

 據《周禮》〈地官〉「大司徒」，司徒乃掌教化鄉官，六卿之一。  

23

 羲氏、和氏，唐堯時掌天地四時之官。  

24

 《詩經》《周頌》有〈清廟〉篇，《詩序》謂為祀文王之歌；鄭玄以清廟為祀文

王之宮。此指宗廟。清謂肅穆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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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荀悅《漢紀》卷二十五又本《漢志》立說。所謂「王官」即王朝官員，

也就是貴族官員。後世也多依從此說，如清．汪中〈墨子後序〉說：  

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

九流以興，於是各執其一術以為學。  

又如章太炎《國故論衡》下〈原學〉說：  

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抒，王官所不能與；官人守要，而

九流究宣其義，是以滋長。  

都認為諸子出於王官。  

  〈天下篇〉又有先秦諸子學說受時代影響而產生之說：  

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

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

時有所用。  

到了西漢，由淮南王劉安門客所撰寫的《淮南子》，在其〈要略篇〉中

更明白指出諸子之學起於「救世之弊」，乃應時而興：  

……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

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
25

，厚葬靡

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齊桓

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

絕如線。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

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

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

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

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

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

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

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

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

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

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

險而帶河，西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

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所說雖然偶或涉及「地域」因素，但大抵認為各種學說思想的產生，

起於時代因素，或為救時之弊，或是應時而興。  

  胡適之先生依從《淮南子》之說，作〈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以反

對《漢志》「諸子出於王官」之說，其說大略以為：劉歆以前論及周末

                                                 
25

 「說」讀為「侻」，簡易也。說詳王引之《經義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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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學派的，都沒有「諸子出於王官」之說。古代論諸子學說的，以

《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淮南

子》〈要略〉等四家最為詳備，而這四本書中都沒有諸子出於王官的說

法。錢穆先生曾力駁之。  

  如果一定要說諸子學說全然出於「王官」，當然不免附會、枘鑿之

病；但孔子以前，政教未分，官師合一，學術掌握在貴族手中。孔子

教學「有教無類」，才打破官師合一，知識由貴族壟斷的傳統，將教育

平民化、平等化，大有助於戰國諸子學說的興起。如果定要說戰國諸

子全出於「王官」，雖則不必然，卻也並非全無道理；何況《漢志》在

「出」字之上加一「蓋」字。「蓋」是疑而未定之詞，即今日「大概」

的意思。胡先生特別強調先秦諸子出於「時代因素」，與「思想淵源」

無關；但事情的發生，原因常不止於一端。學術與「時代」有關，也

難以憑空而生，二者實不必然相排斥；除了這二個因素之外，而且另

有個人的個性及特殊體驗在內，才能構成一套有體系的學說思想。所

以論學術思想的產生，應當統合理論淵源、時代影響、思想家個人的

特殊個性與經驗三方面來考察分析，才不至於失之一偏，才能圓滿周

全。  

肆 、 儒 墨 道 法 思 想 的 長 短  

  《漢志》所舉十家中，在戰國時，以儒、墨、道、法四家聲勢最為

浩大；《韓非子》〈顯學篇〉便以儒、墨二家為當時的「顯學」。但墨家

一則自我要求太嚴；二則墨家設有「鉅子」，類似宗教組織，其信仰者，

一切聽命於鉅子，為當政者所疑懼
26

，因而自漢以下，墨家便逐漸衰微；

也有人以為後代的「幫會」，脫胎於墨家，墨家乃轉入低層社會，而非

全然衰歇。但無論如何，墨家自漢以後影響力逐漸降低，則是事實。

十家中影響中國思想、政治、文化、社會諸方面最大者為儒、道、法

三家。  

  茲將儒、墨、道、法四家思想之所重及其長短，略加比較：  

儒家重仁義，重人治、重親疏、重家族、合人情。長於守成，其弊流

於迂腐或虛偽。  

墨家重兼愛，重天治、重尚同、重社會、違人情。長於服務，其弊流

於鄙薄文化、藝術
27

。  

                                                 
26

 《呂氏春秋》〈孟春紀．去私〉：「墨者有鉅子腹    ，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

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

腹   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

殺傷人者，天下之公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   不可不行墨者之法。』

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27

 《墨子》有〈天志〉、〈尚同〉，又有〈節用〉、〈節葬〉、〈非樂〉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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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重道德，重自然、尚自由、重自我、超人情。長於應變，其弊流

於消極或陰險。  

法家重法治，重干涉、講平等、重國家、矯人情。長於收效，其弊流

於殘酷或專橫
28

。  

 

伍、論 先 秦 諸 子 學 術 淵 源、優 劣 及 產 生 背 景

資 料 舉 要  

☆  《莊子》〈天下〉  

☆  《尸子》〈廣澤〉  

☆  《荀子》〈非十二子〉、〈天論〉、〈解蔽〉  

☆  《韓非子》〈顯學〉  

☆  《呂氏春秋》〈不二〉  

☆  《淮南子》〈要略〉  

☆  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  《史記》：〈孔子世家〉、〈老子韓非列傳〉、〈仲尼弟子列傳〉、〈商

君列傳〉、〈孟子荀卿列傳〉  

☆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  

☆  荀  悅：《漢紀》  

☆  劉  晝：《劉子》〈九流〉  

☆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上〉  

☆  趙  蕤：《長短經》〈正論〉  

☆  胡  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胡適文存》第一集第二卷）  

☆  傅斯年：〈戰國子家敘論〉（《傅孟真先生集》〈中編〉丙）  

                                                 
28

 《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變法事云：「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

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

鬥，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亂化之民也！』

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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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根澤：〈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說〉（《古史辨》第四冊《諸子叢考》）  

☆  馮友蘭：〈原儒墨〉（《中國哲學史補編》）  

☆  馮友蘭：〈原名法陰陽道德〉（《中國哲學史補編》）  

☆  錢   穆：《先秦諸子繫年》  

 

頁碼  作品引用內容  
版權  

標示  
作者／來源  

1~12 字體：華康魏碑體、華

康中明體、華康仿宋體  

 

本作品由「威鋒數位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授權，且無再授權他人

使用之權利。您如需利用本作

品，請另向權利人取得授權。  

1 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

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

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班固：《漢書．藝文志》 (臺北：

鼎文書局）。本作品已超過著作

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

著作。  

1 太公望呂尚者，……故

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

謀，皆宗太公為本謀。  
 

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

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 老子弟子，與孔子並

時，而稱周平王問，似

依託者也。」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

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名衍，齊人，為燕昭王

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

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鄭人，與子產並時。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

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墨翟弟子。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

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名通。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

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名佼，魯人。秦相商君

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

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

農業，道耕農事，託之

神農。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

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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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作品引用內容  
版權  

標示  
作者／來源  

2 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

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成帝時為議郎。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

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古史官記事也。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

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

侍郎號黃車使者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

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   

孔子及其弟子：《論語》〈陽貨

篇〉。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

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 十一月昜气動，萬物

滋，人以為偁，象

形。……囟有髮，臂、

脛在几上也。  

 

許慎：《說文解字‧十四下〈子

部〉》。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

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

焉  

 
 

孟軻 :《孟子》。本作品已超過著

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

之著作。  

3 愿，謹善也。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本作品

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

公共領域之著作。  

3 萬子即萬章。子者，男

子之通稱也。  
 

趙岐《孟子注》。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3 季子來歸  

 
 

(傳 )孔子：《春秋經》。本作品已

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

共領域之著作。  

3 其曰季子，貴之也  

 
 

穀梁赤：《穀梁傳》。本作品已超

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

領域之著作。  

3 子者，男子之美稱也。  

 

范寧《穀梁傳集解》。本作品已

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

共領域之著作。  

3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

伯、子、男，凡五等。   

戴聖：《禮記．王制》。本作品已

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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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作品引用內容  
版權  

標示  
作者／來源  

共領域之著作。  

3 大國稱公、侯，小國稱

伯、子、男。  
 

班固：《白虎通》〈爵篇〉。本作

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

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 子，大夫也  

 
 

公羊高：《公羊傳》。本作品已超

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

領域之著作。  

3 古者士大夫通曰子。  

 

何休：《公羊解詁》。本作品已超

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

領域之著作。  

3 古者孤、卿、大夫皆稱

子……列國則高子、國

子是也。  
 

汪中：《述學》〈釋夫子〉。本作

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

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  
 

孔子及其弟子：《論語．公冶

長》。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

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 古者稱師曰子。  

 

邢昺：《論語疏》。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4 以《論語》所記，惟有

子、曾子稱子。此必孔

子弟子於孔子沒後，尊

事二子如師，故通稱子

也。  

 

劉寶楠：《論語正義》。本作品已

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

共領域之著作。  

4 子沈子曰：『君弒，臣不

討賊，非臣也。』  
 

公羊高：《公羊傳》。本作品已超

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

領域之著作。  

4 沈子稱子，冠氏上者，

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

曰」者，辟孔子也。其

不冠子者，他師也。  

 

何休：《公羊解詁》。本作品已超

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

領域之著作。  

4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

文，……莊子蔽於天而

不知人。  
 

荀子：《荀子》〈解蔽〉。本作品

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

公共領域之著作。  

4 慎子有見於於後，無見

於先……宋子有見於

少，無見於多。  
 

荀子：《荀子》〈天論〉。本作品

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

公共領域之著作。  

5 其在《詩》、《書》、《禮》、

《樂》者……老聃聞其

風而悅之。  
 

莊子：《莊子》〈天下篇〉。本作

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

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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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子 學 名 稱 與 先 秦 諸 子 的 興 起 〉  

 

 

頁碼  作品引用內容  
版權  

標示  
作者／來源  

5 不示奢侈，不事靡費。  

 

宣穎：《莊子注》。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5 墨子貴節用，故於萬事

皆不靡費也。  
 

王叔岷《莊子校詮》。本作品已

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

共領域之著作。  

5 於俗無困累，於物無知

飭。  
 

成玄英《莊子疏》。本作品已超

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

領域之著作。  

5 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

無偏私，依理斷絕，無

的主宰。所謂法者，其

在於斯。  

 

成玄英《莊子疏》。本作品已超

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

領域之著作。  

5-6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

之官……小說家者流，

蓋出於稗官。……  
 

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

略」。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

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 昔在成周，禮器大備，

凡古之道術……於是各

執其一術以為學。  
 

汪中〈墨子後序〉。本作品已超

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

領域之著作。  

6 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

其發抒，王官所不能

與；官人守要，而九流

究宣其義，是以滋長。  

 

如章太炎《國故論衡》。本作品

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

公共領域之著作。  

6 天下大亂，聖賢不明，

道德不一，……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  
 

莊子：《莊子》〈天下篇〉。本作

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

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 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

風易俗。……故商鞅之

法生焉。  
 

劉安：《淮南子》〈要略篇〉。本

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

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7 墨者有鉅子……不許惠

王，而遂殺之。  
 

呂不韋等：《呂氏春秋》〈孟春

紀．去私〉。本作品已超過著作

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

著作。  

8 令行於民期年……其

後，民莫敢議令。   

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本

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

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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