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尚書》與《逸周書》是兩部重要的先秦典籍，二者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對其中任

何一部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都無法繞開另外一部。兩部典籍中所記載的史料、所蘊含的思想，

對先秦思想史、政治史等方面的研究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兩部典籍在思想內容、文體風格

等方面的異同，對我們來說也非常重要。然歷年來研治《尚書》者固已不勝枚舉，即近年來研

治《逸周書》者也與日俱增，卻始終沒有學者將這兩部關係異常密切的典籍放在一起進行比較

研究。有鑒於此，本論文即選取《尚書》與《逸周書》的比較作為研究課題，對兩書在諸多方

面的異同進行比較研究。

全文由六部分組成：緒論、第一、二、三、四章和結語。

緒論部分首先強調了對兩部典籍進行比較研究的意義，在對兩部典籍的研究現狀分別作出

回顧與述評的基礎上，指出當前研究中的成績與不足，提出本論文所要解決的問題及進行研究

的方法。

第一章對兩部典籍進行溯源。主要對兩部典籍的成書，以及兩書歷史上的重要問題進行分

析和研究。本文認為《尚書》乃是經過孔子整理，用以教學的教本。這一點漢儒多有記載，本

文在漢代典籍的相關內容的基礎上，對這一觀點進行論述。《尚書》學史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

就是梅賾所獻古文《尚書》是否為偽作。自宋代吳棫始獻疑以來，經過歷代學者，特別是清代

學者閻若璩的考辨，晚出古文《尚書》為偽作幾成定論。然而，經過我們對閻若璩考辨方法的

研究，認為閻氏的考辨存在許多漏洞和不合理之處，其結論有待商榷。故本文認為，不能輕易

斷定古文《尚書》為偽作。歷代學者對《逸周書》的成書與性質向來眾說紛紜，未有定論。本

文從先秦典籍稱引《逸周書》的情況入手，對其資料來源進行分析，認為其主體部分當為孔子

刪書之餘的原始「書」篇，再混以西周時期的其他文獻編定而成，並從文體與內容兩方面考證

其脫離《尚書》序列的原因。最後一部分對《逸周書》與汲塚的關係進行分析，從《晉書》、《顏

氏家訓》等書的相關記載切入進行分析，最終得出二者並無關聯這一觀點。

第二章對兩部典籍所存的西周初年的重要史料進行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對

兩書中的月相詞語進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排列出武王克商的行程。二是從兩書的相關篇章中

對營建洛邑的記載進行分析，結合相關今文材料對營建洛邑的整個過程進行細緻的分析。並且

對這一歷史事件中所體現的周公的建都理論進行闡述與分析。

第三章從歷史、政治、軍事三方面對兩書的思想進行比較研究。第一節對其中所蘊含的天

命觀、史鑒觀以及聖王崇拜等觀念進行闡述與分析。第二節對政治權力的獲取與傳承的狀況進

行分析，並詳細闡述了先秦時期的官人之法。第三節則對兩書中所記載的關於軍備與戰爭的內

容進行係統梳理。

第四章對兩書在敘事時所採用的策略及所使用的修辭手法進行比較與分析。詳細分析和比

較了對偶、頂真、以數為紀這三種辭格在兩書中的運用，並指出兩書在我國修辭學史上所產生

的作用和影響。

結語部分是對全文的一個總結，說明對本課題進行研究的意義所在，並指出研究的不足和

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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