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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書考證了今傳本《古文尚書》就是先秦古本的《尚書》，不可能是魏晉人偽造。東晉梅

賾（梅頤）奏獻朝廷的是孔安國《古文尚書傳》，而不是《古文尚書》的經文。今本孔安國傳

是真實的。司馬遷沒有見過《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傳，《史記》所參考利用的只有今文《尚書》。

在隋朝以前，今文《尚書》及完整的各家注都已經失傳。今本的《尚書》只有孔安國傳的《古

文尚書》。考證了今本《說命》和《仲虺之誥》肯定是春秋以前的文獻，不可能產生於戰國以

後。清華簡《說命》不是原始古本《說命》。遠古的「司空」是掌管土地的職官。今本《尚書．

洪範》是西周以前的古文獻。《尚書》「亂臣十人」的「亂」讀為「諫」，「十」是「七」之誤。

單數第一人稱代詞「吾」產生於春秋時代的東部文化區。《易經》以「龍」為占筮語是利用了

「龍」與「寵」為諧音。《詩經》有廣泛的諧音藝術。今本《論語》產生早於郭店楚簡《老子》。

我國春秋以來流行「法語」這樣的格言彙編來傳播智慧。《左傳》「君子曰」的內容早見於《史

記》，不可能是劉歆偽造。《金人銘》產生於戰國後期的黃老學派。以動詞為名詞的語根是我

國自春秋以來的語源學傳統。考證了《尚書》、《論語》、《左傳》、《國語》的訓詁學疑難。上

古音二等字帶 -l ／ r- 介音說不能成立。上古音歌部不帶 -r 或 -l 尾。附錄譯注評析了五篇清

代八股文。本書新見迭出，為所謂的《偽古文尚書》翻案是本書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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