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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张良卒年之考定 ,《 张良卒年考订》一文有所疏漏 ,对 历代史书关于张良卒年记载之误原因之探析 ,该

文亦过于简略。《考补》拟于上述两方面补其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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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 第

3期载有许良越《张良卒年考订》一文。在文中,作

者根据《史记》、《汉书》中所载 ,并 依梁玉绳《〈史

记〉志疑》之说 ,确 定张良卒年为高后二年。在此基

础上 ,作 者列举出大量书目,一 一排查指正 ,使 人读

后颇感受益匪浅。便细观之 ,该文似有头轻尾重之

嫌c考 订张良卒年 ,无疑重点在考 ,无 详实之考 ,即

无凭为订。作者推论张良卒年之过程 ,似流于简省 ,

且有可商榷之处。梁玉绳《〈史记〉志疑》否定《史记
·留侯世家》之说 ,作 者以之为立论之根据 ,亦似仅

为一家之言。笔者不揣学识谫陋 ,撰 此《考补》一

篇 ,对 张良卒年之推演过程 ,以 及后世史书记载失真

之原因,略发微见 ,以求正于学术界。

对张良卒年之记载 ,最原始、最权威之材料莫过

于《史记》、《汉书》。《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

云 :“ (良 )乃学辟觳 ,道 引轻身。会高帝崩 ,吕 后德

留侯 ,乃强食之 ,曰 :‘ 人生一世间 ,如 白驹过隙 ,何

至自苦如此乎 r留 侯不得已,强 听而食。后八年

卒 ,谥 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
[1](2048页 )《 史

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 :“ (高 祖)六年

正月丙午 ,文成侯张良。元年。(高 后)三 年 ,不 疑

元年。
”
[丬 (891页 )该《表》只言封年,于卒年只字未

提。《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云 :“ 高帝崩⋯⋯

后六岁薨。谥曰文成侯。
”
[2](2037页 )卷 十六《高

惠高后文功臣表》云 :“ (高帝六年)正 月丙午封 ,十

六年薨。高后三年,侯不疑嗣
”
[2](540页 )。

将《史记》、《汉书》所载之材料予以较比,便 可

见两书之别 :《 史记 ·留侯世家》所载
“
后八年

”
至

《汉书 ·张陈王周传》则成为
“
后六岁

”
;史 《表》所

载未及张良卒年 ,而汉《表》则云
“
十六年薨

”
。笔者

试图通过翻鉴历代校定、注解《史》、《汉》之书,以 视

其是否出于传抄、转载之误 ,以 及此问题解决之情

况。现将摘抄书目列次如下。邵泰衢《〈史记〉疑

问》(卷中)未 及
“
后八年

”
之说[3](713页 )。 张照

《(史记〉考证》卷十八考《高祖功臣侯者年表》[4]

(455页 )、 卷五十五考《留侯世家》[4](3O4页一305

页)均未及。郭嵩焘《〈史记〉札记》(卷 四)亦 未及

[5]。 齐召南等撰《〈汉书〉考证》云
“

后六岁薨
’

,《

史记》作
‘
后八年卒

”
[6](137页 ),但未加考证。杨

树达《〈汉书〉窥管》(卷 四)未及[7](321页 )。 倪思

编、刘辰翁评之《班马异同》卷五
“
后八年卒

”
下有小

字
“
六岁薨

”
[8](489页 ),只列异同而未加考定。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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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杰《两汉刊误补遗》未及 [9]。 张文虎《校刊(史

记〉(集解〉〈索隐)〈 正义〉札记》(卷 四)未及 [10]

(474页 )(以 上书目参见许良越《张良卒年考订》)。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五十五《留侯世家》云
“
后

八年卒。谥为文成侯
”
,后 录有日人泷川资言之《考

证》,云 :“ 梁玉绳曰:汉《传》
‘
八

’
作

‘
六

’
。考《表》,

良以高帝六年封 ,卒 于吕后二年 ,在位十六年,则 当

是九年 ,《 史》、《汉》俱误。
”
[11](1234页 )水 泽利忠

之《校补》未及此条 [11](lz39页 )。 王筠《史记校》

卷上校《留侯世家》有言曰“
后八年卒

’
,班

‘
八

’
作

‘
六

’”
[12](33页 ),但 未下断语 ,且 其所校未及诸

《表》。汪越撰、徐克范补《渎史记十表》卷六《高祖

功臣年表》未及[13](50页 )。 夏燮《校汉书八表》卷

四《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未对
“
十六年薨

”
之说作论

[14](238页 )。 钱大昭《汉书辨疑》卷六辨汉《表》未

及
“
后十六年薨

”
说[15](74页 ),卷 十七辨汉《传》亦

未及张良卒年事[15](287页 )。 周寿昌《汉书注校

补》卷八校补汉《表》未及[16](94页 ),卷三十二校

补汉《传》,“ 后六年薨
”
周按

“
六 ,《 史记》作八

”
,但

未予考定[16](554页 )。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

考史《表》未及[17](19页 ),卷 四未对《留侯世家》作

考[17](64页 ),卷 六考汉《表》未及张良事 [17]

(Ⅲ—II3页 ),卷 八考《张良传》亦未及 [17](lm

页)。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未及

[18](13页 )。 陈直《史记新证》未及 [19](lll页 ),

《汉书新证》亦未及 [20](263页 )。 其他如崔适《史

记探源》(卷 二)[21],周 尚木《史记识误》(卷 上 )

[22],李 笠《史记订补》(卷 三之《高祖功臣年表》、

卷五之《留侯世家》)[23],潘 永季《读史记札记》

[24],许 玉喙《读史记》[25],李 慈铭《史记札记》

(卷一)[26],《 汉书札记》(卷一之《高惠高后文功

臣表》、卷四之《张陈王周传》)[27],邹 在寅《汉书

疏证》(卷三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卷二十七之

《张陈王周传》)[28],王念孙《读书杂志》(25-26

页校史《表》、74页校《留候世家》、110页校汉《表》、

417页 校《张陈王周传》)[28],王 应麟《困学纪闻》

(卷十二)[⒛ ],李 景星《四史评议》(22-23页 《高

祖功臣侯者年表》、54—55页 《留侯世家》、154页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188页《张陈王周传》)[30],

钱大晰《三史拾遗》(卷 一《史记》、卷二、卷二《汉

书》)[31],亦均未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梁玉绳

《(史 记〉志疑》、王先谦《(汉 书〉补注》、吴恂《(汉

书〉注商》对《史记》、《汉书》有关材料有所分析 ,兹

摘抄如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六云 :“ 汉

《传》
‘
八

’
作

‘
六

’
。考《表》,良 以高帝六年封 ,卒 于

吕后二年 ,在位十六年 ,则 当是九年 ,《 史》、《汉》俱

误。
”
[32](1170页 )王 先谦《〈汉书〉补注》亦有言曰 :

“
《史记》作

‘
后八年卒

’
。据《侯表》,良 以高后二年

薨。
”
[33](3。 93页 )揆其语气 ,似亦有否定《史记》所

载之意。而吴恂《〈汉书〉注商》则云 :“ 《史记》作后

八年 ,是也。据《功臣表》:良 以高帝六年正月封 ;十

六年薨。高后三年 ,子 不疑嗣侯。考高祖在位十有

二年 ,自 良始封讫高帝之崩 ,计达七年 ,又 历惠帝七

年 ,其薨当在高后二年 ;上 云 :‘ 高帝崩 ,吕 后德良
’

云云 ,则 其时宜在孝惠之初 ,其后八年 ,正 当高后二

年 ,与 汉《表》十六年薨之文正合 ,故 不疑于三年嗣

侯也。
”
[34](” 页一93页 )三人皆以汉《表》之

“
十六

年
”
说为据 ,对 张良卒年加以考定 ,以 证《世家》、汉

《传》所载之正误 ,但 其所得结论却判若两类。合

《史记》、《汉书》中材料以考定张良卒年 ,无疑为正

确之思路 ,且 两书所载材料亦为此提供了可行性 :

《留侯世家》、《张陈王周传》皆以
“
高帝崩

”
为参照

叙张良所卒之年 ;汉 《表》则以张良封侯为参照定张

良卒年。梁玉绳、王先谦与吴恂所下断语有异 ,概因

其演算张良卒年之思路、之过程有异也。为此 ,笔者

欲以两书所载材料为据 ,对 良之卒年重加推算 ,以求

得其正也。

欲推演张良之卒年 ,需应先对西汉初期有关纪

年、纪月之情形作一了解。过去史家所用之传统纪

年方法包括两种 :其 一 ,按 王公即位之年次纪年 ,如

周平王元年、汉高祖六年、汉惠帝三年等 ;其二 ,用 年

号纪年(自 西汉武帝始 ),如 建元元年、元光三年等。

史迁、班固对汉初历史之记载采用前-种。古人记

月有所谓
“
月建

”
之观念 ,即 以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

与一年之十二月份相配。具体做法为 :以 冬至所在

之十一月(夏历)配子 ,称 为建子之月 ,由 此顺推 ,十

二月为建丑之月 ,正 月为建寅之月 ,二 月为建卯之

月 ,直至十月为建亥之月。春秋战国时期有所谓夏

历、殷历与周历 ,三者之主要区别在于岁首之月建不

同 ,故 又称之为三正。周历以建子之月 (夏 历之十

一月)为 岁首 ,殷 历以建丑之月(夏历之十二月)为

岁首 ,夏历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 ,改 以建亥之月 (夏 历之十月 )为 岁首 ,但 因

夏正较适合农事季节 ,故不称十月为正月 ,不改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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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始皇讳 ,秦人称端月)为 四月,春夏秋冬与月份

之搭配,全与夏正同。汉初沿袭秦制。《史记》卷二

十六《历书》云 :“ 夏正以正月 ,殷正以十二月,周 正

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 ,穷 则反本。
”
[1]

(1258页 )又云 :“ 秦灭六国,兵戎极烦 ,又升至尊之日

浅 ,未 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 ,而 自以为获水德之

瑞 ,更 名河曰‘
德水

’
,而 正以十月,色 上黑。

”
[1]

(1259页 )下 又有言曰:“ 汉兴 ,高祖曰‘
北畸待我而

起
’
,亦 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

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 ,方纲纪大基 ,高后女主,皆

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
[1](1“0页 )《 汉书》卷二

十一《律历志》(上 )亦云 :“ 战国扰攘 ,秦兼天下 ,未

皇暇也 ,亦颇推五胜 ,而 自以为获水德,乃 以十月为

正,色上黑
”
[2](973页 ),“ 汉兴 ,方纲纪大基 ,庶 事

草创,袭秦正朔
”
[2](974页 )。 汉初袭秦正,直 至武

帝元封七年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即 夏历之正

月)为 岁首止。《史记 ·孝武本纪》云 :“ (元 封七

年)夏 ,汉 改历 ,以 正月为岁首 ,而色上黄 ,官名更印

章以五字,因 为太初元年。
”
[1](483页 )《 汉书 ·武

帝纪》亦云 :“ 太初元年冬十月 ,行幸泰山。
”
应劭注

曰:“ 初用夏正,以 正月为岁首 ,故 改年为太初也。
”

[2](l∞ 页)由 此 ,则 可知《史记》、《汉书》对汉初历

史之记载为何先言冬 ,再言春。只因其以十月为岁

首,则 每年之春当在此年冬季后之缘故也。如此之

例 ,《 史记》、《汉书》中比比皆是 ,兹不赘举。

《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 :“ (良
)

(高帝六年)正 月丙午封 ,十 六年薨。高后三年,侯

不疑嗣。
”
[2](540页 )《 史记 ·留侯世家》云 :“ 后八

年卒 ,谥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
《集解》:“ 徐广

曰:‘ 文成侯立十六年卒 ,子 不疑代立。
’”

[l](zO48

页)今按 ,徐广为晋末宋初之人 ,曾 作有《史记音义》

一部。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云 :“ 逮至晋末 ,有 中散

大夫东莞徐广始考异同,作《音义》十三卷。
”
[丬 (书

末附录第七页)其《后序》又云 :“ 宋中散大夫徐广作

《音义》十三卷 ,唯记诸家本异同,于义少有解释。
”

[1](书末附录第九页)由 此可知 ,徐广之
“
十六年

”
说

似抄自汉《表》。《张良卒年考订》以徐广之言为据 ,

推定张良卒年 ,且 又以《史》、《汉》两《表》证徐广之

言为正,不免本末倒置矣!张 良于高祖六年受封 ,高

祖六年即为张良称侯之元年。如此 ,“ 十六年薨
”
则

意为良于封侯之第十六年卒 (《 张良卒年考订》理解
“
十六年

”
为
“
其后十六年

”
,该文又云《史记 ·留侯

100

世家》
“
后八年

”
为

“
其后八年

”
,如此理解 ,“ 其后十

六年
”
则为后十六年 ,自 高祖六年起后十六年为高

后三年矣),如 此推算 ,张 良当卒于高后二年(高 祖

在位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 )。 《史记 ·留侯世家》

云 :“ 会高帝崩⋯⋯后八年卒 ,谥 为文成侯。
”
[1]

(zO48页 )《 史记 ·高祖本纪》云 :“ (十 二年)四 月甲

辰 ,高祖崩长乐宫。⋯⋯丙寅 ,葬。
”
[1](392页 )《 集

解》云 :“ 徐广曰五月
”
[丬 (3” 页),“ 己巳,立 太子

”

[1](392页 )。 《正义》云 :“ 丙寅葬,后 四日至己巳,

即立太子为帝。
”
[1](393页 )《 汉书 ·高帝纪》曰 :

“
夏四月甲辰 ,帝 崩于长乐宫。

”
[2](79页 )“ 五月丙

寅,葬长陵
”
[2](80页 )。 《汉书 ·惠帝纪》又云 :“ 十

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 ,尊皇

后曰皇太后。
”
[2](gs页 )按 《史记》言

“(五 月)己

巳,立 太子
”

,《 汉书 ·惠帝纪》则云
“
五月丙寅,太子

即皇帝位
”
。综合上列材料言之,丙寅日似为高祖

入殓之时,惠帝即位当在己巳日,《 汉书》此记或有

失。据上述《史记》、《汉书》所载,可 确知高祖刘邦

崩于其十二年四月,惠 帝于五月即皇帝位。但依惯

例 ,新-年之始应自岁首之月即十月始 ,惠帝虽于五

月既已即位 ,但惠帝元年应自十月始,故十月以前仍

应视为高祖十二年。《史记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云 :“ (高祖)十二年六月壬辰 ,匡 侯陈仓元年
”
[1]

(972页—973页 ),“ (高 祖)十 二年六月壬辰,侯王竟

(《 索隐》:“ 壮侯王兢。
”
)元 年

”
[丬 (973页 ),“ (高

祖)十 二年六月壬辰 ,靖侯赤(《 索隐》:“ 煮枣端侯棘

朱。汉《表》作
‘
端侯革朱

’
,革 音棘 ,亦作

‘
束

’
,误

也。棘 ,姓 ,盖子成之后也。)元年
”
[1](973页一974

页),“ (高祖)十二年六月壬辰 ,节 侯毛泽元年 (《 索

隐》:“ 毛泽之 ,亦作
‘
释之

’
也。)” [1](gT4页 )。 《汉

书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纪 信匡侯陈仓
“(高祖

十二年)六月壬辰封,十 年薨
”
[2](615页 ),景严侯

王兢
“(高祖十二年)六 月壬辰封 ,七 年薨

”
[2](615

页),张节侯毛释之
“(高 祖十二年)六月壬辰封 ,二

十六年薨
”
[2](616页 ),煮 枣端侯革朱

“(高祖十二

年)六 月壬辰封 ,七 年,孝 惠七年薨。嗣子有罪,不

得代。
”
[2](6I6页 )汉 《表》下又有云:儒陵严侯朱濞

“(高祖十二年)十 二月封 ,十 一年薨
”
[2](617页 ),

卤严侯张平
“(高 祖十二年)十 二月封 ,十二年薨

”

[2](617页 )。 今按 ,《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录功臣

皆以时间先后依次排列 ,高 祖十二年十二月应在六

月之前 ,且十二月高祖亦有封侯之事,不知何故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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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侯置于十二年六月后。复察史《表》,史 《表》亦录

此二侯于六月后 ,但 一云
“
十二年中

”
,一 云

“
十二

年
”
[1](975页 )。 其他功臣录于《表》者 ,云 其所封

之时 ,皆 (年 )月 日并举 ,于 此二侯 ,则 言之暖昧 ,恐

因其限于材料失考 ,而 置其于此表最后之故也。汪

越撰、徐克范补之《读史记十表》卷六《高祖功臣年

表》最后有徐氏所作《存疑》,其 言曰 :“ 《表》载功

封 ,始 自高帝六年十二月 ,至 十二年六月止 ,汉 《表》

同。按高帝于十二年四月甲辰崩 ,五月丙寅葬长陵 ,

不应有六月封侯之事 ,或在孝惠即位后耶?又不应

人高表 ,此必有误也。
”
[17](55页 )今 按 ,四 侯为惠

帝所封 ,但封时仍在高祖十二年 ,故置于此 ,《 史》、

《汉》应不误。由上引可知 ,高祖十二年六月授封四

侯 ,而 惠帝于五月既已即位 ,《 史》、《汉》两《表》不

称惠帝元年六月 ,而 言高祖十二年六月 ,是惠帝元年

至当年十月始之故也。

如前所引 ,高祖于其十二年四月崩于长乐宫 ,

《史记 ·留侯世家》载良于高祖崩后八年卒。据此

推算张良卒年 ,则 需考虑两种情形。其一 ,推演之起

点自高祖十二年始 ,即 张良卒于八年后的夏四月甲

辰日至秋九月末这一时间范围内。如此演算 ,自 高

祖十二年始 ,“ 后八年
”
为高后元年。其二 ,推演之

起点自惠帝元年始 ,即 张良卒于八年后的冬十月至

其年夏四月甲辰 日前之时间范围内。如此演算 ,自

惠帝元年始 ,“ 后八年
”
为高后二年。此结果正与前

面据汉《表》
“
十六年薨

”
推演之结果相合。《汉书 ·

张陈王周传》又有
“
后六岁薨

”
之说 ,据此 ,仍应如上

所述进行两种假设 ,得 出之结果分别为惠帝六年
(四 月甲辰日至秋九月末间)与惠帝七年(冬 十月至

夏四月甲辰日间),与据汉《表》所得结果显然不合。

综上所述 ,据《史记 ·留侯世家》、《汉书 ·张陈王周

传》以及《史记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未及张良卒

年 )、 《汉书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提供的四则材料

推算张良卒年 ,共得出五个时间 :高后二年、高后元

年(夏 四月甲辰 日至秋九月末 )、 高后二年 (冬 十月

至夏四月甲辰日)、 惠帝六年 (夏 四月甲辰 日至秋九

月末 )、惠帝七年 (冬 十月至夏四月甲辰 日)。 其中

据《留侯世家》和《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演算所得结

果相同。由此 ,应断定张良卒于高后二年
①

,《 史记
·留侯世家》、《汉书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所载

均为正 ,《 汉书 ·张陈王周传》之
“
后六岁薨

”
说 ,误。

梁玉绳《(史 记)志 疑》卷二十六云 :“ 汉《传》

‘

'、

’
作

‘
六

’
。考《表》,良 以高帝六年封 ,卒 于吕后

二年,在位十六年 ,则 当是九年 ,《 史》、《汉》俱误。
”

[32](HTO页 )梁 玉绳主张《留侯世家》之
“
后八年

”

应改为
“
后九年

”
,则 其必然未将西汉初年之特殊历

正现象考虑进去 ,故其所下断语似有可商榷之处。

王先谦《〈汉书)补注》似亦对《史记》
“
后八年

”
说持

怀疑态度 ,如 此 ,则 亦有失矣。吴恂《〈汉书〉注商》

肯定《史记》
“
后八年

”
之说 ,但其云

“
高帝崩 ,吕 后

德良
”

[34](92页 ),“ 其时宜在孝惠之初 ,其后八

年 ,正当高后二年
”
[34](” 页-93页 ),则 其所下结

论又似过于突然 :高帝崩至惠帝纪元始,其间时光长

达五月之多,何 以得知
“
吕后德良

”
即在孝惠之初 ,

而非在高祖十二年呢?(如其理解
“
孝惠之初

”
为孝

惠即位之初 ,则 亦有失矣 ,孝惠即位之初亦为高祖十
二年,非惠帝元年也。)吴 氏之失,失 之未抓住问题

之根本 ,故其说亦不得圆通矣 !

荀悦《前汉纪》卷五《前汉孝惠皇帝纪》云 :“ 十

月,安 国侯王陵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按此条

列于惠帝五年下 ,然 观其叙述次序 ,实 自惠帝五年十

月至此,故此处十月应为孝惠六年之十月)赐 民爵

户一级。六年十月 ,齐 王肥薨,谥悼惠王。夏六月 ,

武阳侯樊哙薨,谥 曰武侯。留侯张良薨,谥 文成侯。
⋯⋯复置太尉官 ,周 勃为太尉。

”
[35](9页 )《 汉书 ·

惠帝纪》云 :“ (惠 帝)六 年冬十月辛丑 ,齐 王肥薨。

令民得卖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 ,五算。

夏六月,舞 阳侯哙薨。起长安西市 ,修 敖君。
”
[2]

(91页 )将两者作一较比,可易见前者所载孝惠六年
之事多于后者 ,但笔者不禁要问,《 前汉纪》多出《汉

书 ·惠帝纪》未载之事 ,荀 悦从何得来?《 史记》卷
五十六《陈丞相世家》:“ 孝惠帝六年 ,相 国曹参卒 ,

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
”
[丬 (2059

页)《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惠帝六年,相 国

曹参薨,安 国侯王陵为右丞相 ,平 为左丞相。
”
[2]

(zO46页 )《 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

表》又云 :“ (孝惠六年)十 月己巳,安 国侯王陵为右

丞相。曲逆侯陈平为左丞相。
”
[1](l123页 )卷 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陈平)(孝 惠)五年,为 左

丞相
”
[1](8BT页 )(此之

“
五年

”
应改为六年),“ (王

陵×孝惠)六年 ,为 右丞相
”
[1](924页 )。 《史记》

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 孝惠帝六年 ,置 太尉

官 ,以 勃为太尉。
”
[丬 (2071-2072页 )《 汉书 ·张陈

五周传》:“ 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 勃为太尉。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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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54页 )《 汉书》卷十九(下 )《 百官公卿表》(下 )云 :

“(孝 惠六年)十 月已丑 ,安 国侯王陵为右丞相 ,曲 逆

侯陈平为左丞相。绛侯周勃复为太尉。
”
[2](751

页)由 上引可知 ,荀 悦《前汉纪》所载王陵、陈平、周

勃事皆由《史记》、《汉书》之世家、列传、及诸《表》

补。而《前汉纪》叙及刘肥、樊哙薨之事 ,则 直取《汉

书 ◆惠帝纪》(《 史记》、《汉书》除《惠帝纪》外 ,言 及

两人薨之材料皆未明言月份 )。 《汉书 ·张陈王周

传》云 :“ 高帝崩⋯⋯后六岁薨。谥曰文成侯。
”
[2]

(⒛37页 )《 前汉纪》卷五《前汉孝惠皇帝纪》云 :“ (惠

帝六年)夏六月 ,武 阳侯樊哙薨 ,谥 曰武侯。留侯张

良薨 ,谥文成侯。
”
[35](9页 )由 此可知 ,荀 悦定张良

卒年为惠帝六年是据《汉书 ·张陈王周传》,且 其计

算之起点自高祖十二年始 (如 此 ,荀 氏则未考虑从

惠帝元年起算之另一种情形 )。 高祖刘邦于其十二

年四月崩长乐宫 ,故计算始点应在高祖崩后至该年

九月底之时间范围内 ,“ 后六岁
”
为惠帝六年四月至

九月间。但荀悦于
“
张良薨

”
前又冠以

“
夏六月

”
,

“
夏六月

”
固然在四月至九月范围内,但不知其据为

何。反观《前汉纪》于惠帝六年所载 ,荀悦皆冠以月

份 ,但王陵、陈平、刘肥之
“
十月

”
、樊哙之

“
六月

”
,

《史记》、《汉书》之世家、列传、及诸《表》皆有前记 ,

于张良则无 ,荀 悦置之于
“
夏六月

”
,个 中原因 ,限 于

史料已无从考实矣。《前汉纪》以《汉书 ·张陈王周

传》为据 ,得张良卒年 ,不 考汉《表》、不查《史记》,其

推算过程未免有失偏颇 ,由 此得出之结论 ,亦与前述

据《史记 ·留侯世家》和《汉书 ·高惠高后文功臣

表》所得结论相颉颃。且《史记 ·高祖功臣侯者年

表》云 :“ (高 后)三 年 ,不 疑元年。
”
[1](891页 )《 汉

书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亦云 :“ 高后三年 ,侯不疑

嗣。
”
[2](540页 )设使张良卒于惠帝六年 ,张不疑于

高后三年嗣侯 ,前后相隔四年之遥 ,此 有悖常理 ,故

此之结论当为误。

又 ,自 《前汉纪》明言张良卒于惠帝六年夏六月

后 ,后世史书承之者不胜枚举 ,非 但如此 ,细 察后世

史书对惠帝六年之记载 ,亦未有超出《前汉纪》所载

之范围者 ,古 人抄书之举 ,由 此可见一斑矣 !今略举

几例以为证 :司 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二云 :“ (惠 帝 )

六年冬十月 ,以 王陵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齐悼

惠王肥薨。夏 ,留 文成侯张良薨。以周勃为太尉。
”

[36]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三云 :“ (孝 惠皇帝 )

壬子六年 ,冬 十月 ,以 王陵为右丞相 9陈平为左丞相。

102

夏 ,留侯张良卒。以周勃为太尉。
”
[37](220页 )袁

了凡、王凤洲《纲鉴合编》卷六云 :“ (孝 惠皇帝)壬 子

六年 ,冬 十月 ,以 王陵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周

勃为太尉。夏 ,留 侯张良卒。
”
[38](” 2页 )吴 乘权

《纲鉴易知录》卷十一云 :“ (孝惠皇帝)壬子六年 ,冬

十月 ,以 王陵为右丞相 ,陈 平为左丞相。夏 ,留 侯张

良卒。以周勃为太尉。
”
[39](“ 1页 )傅恒等奉敕所

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十三云 :“ (孝 惠皇帝 )壬

字六年 ,冬 十月 ,以 王陵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 c

夏 ,留 侯张良卒 ,谥 曰文成c以 周勃为太尉。
”
[40]

(318页 )以 上三书全抄朱子《纲 目》,而 朱子书又抄

《通鉴》矣。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九云
“(汉 孝惠

皇帝六年)留 文成侯张良薨
”
,下 又有

“
解题曰 :· 按

《功臣年表》以厩将从起下邳
”

[41](344页 )云 云。

由此可知 ,吕 氏曾核查《史记》、《汉书》之《功臣

表》,但未留意有关张良卒年之载 ,如 此 ,则 过于信

古矣 !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三 :“ (惠 帝六年)留 侯

张良薨 ,谥 曰文成侯。
”
[42](馄 页)王 氏自云上言据

《史记 。留侯世家》与《资治通鉴》修 ,据 《留侯世

家》何以能得出惠帝六年?王 氏所失同于吕氏矣 !

如此之例 ,兹 不赘举 ,不 论上举书 目为直抄还是转

抄 ,溯 其源皆至荀悦《前汉纪》。

后世史书中亦有对张良卒年之记载 ,因 盲目抄

袭而不考 ,以 致自相矛盾 ,贻笑于后人者。郑樵《通

志》卷二十二《前汉年谱》云
“(孝 惠皇帝六年)冬 十

月 ,以 王陵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夏 ,留 侯张良

卒。以周勃为太尉
”
[43](168页 ),因袭《前汉纪》明

也。卷九十六又有《张良传》,云 :“ 高帝崩 ,吕 后德

良,乃 强食之 ,⋯ ⋯后八年薨 ,谥 文成侯。
”
[43](51

页)笔者将此之《张良传》与《史记 。留侯世家》校对

后发现 ,郑樵于此又全抄《史记》。如此抄袭而不加

甄辨 ,张 良卒年不得其正可知矣 !李贽《史纲评要》

卷五云 :“ (孝 惠皇帝 )六 年 ,以 王陵为右丞相 ,陈 平

为左丞相。周勃为太尉。留侯张良卒。
”
[佴 ](133

页)李 贽《藏书》卷十一又云 :“ 高帝崩⋯⋯后八年

卒 ,谥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
[45](194页 )李 氏

《史纲评要》为编年体 ,《 藏书》为纪传体 ,两 书于张

良卒年所载之所以互为矛盾者 ,在 其抄袭所本不一

也。李贽之失 ,同 于郑氏矣 !

更有甚者 ,抄袭前书而不考 ,为 自圆其说而臆改

史书 ,此 之类者 ,罪莫大焉 !王之枢、周清原等奉敕

撰《御定历代纪事年表》,该书卷二十二云 :“ (孝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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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 )壬 子六年 ,冬 十月 ,以 王陵为右丞相 ,陈平为

左丞相。夏 ,留 文成侯张良薨。以周勃为太尉。
”
下

又有云 :“ 齐王肥 ,封 十三年薨 ,谥 悼惠
”

,“ 留侯张

良,封十三年薨 ,谥文成
”

,“ 舞阳侯樊哙 ,封 十三年

薨 ,谥 武
”
[46](怕 页)。 《汉书 ·高惠高后文功臣

表》云 :“ (良 )(高帝六年)正 月丙午封 ,十 六年薨。
”

〔2](540页 )“ 十六年薨
”

,《 御定历代纪事年表》改

之为
“
十三年薨

”
。《史记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 :

“(高祖)六 年正月丙午 ,武侯樊哙元年。
”
[丬 (895

页)《 汉书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舞 阳武侯樊哙
“(高帝六年)正 月丙午封 ,十 三年薨。

”
[2](546页 )

《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云 :“ (高 祖

六年)正月甲子,初 王悼惠王肥元年。肥 ,高祖子
”

[l](808页 一809页 ),“ (惠帝六年×肥)薨
”
[丬 (815

页)。 《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云:齐 悼惠王肥
“(高帝六年)正 月壬子立 ,十 三年薨。

”
[2](398页 )

由此可知 ,张 良、樊哙、刘肥同于高祖六年受封 ,且樊

哙、刘肥均于其
“
十三年薨

”
,《 御定历代纪事年表》

采张良、樊哙、刘肥均薨于惠帝六年之说 ,故 改汉

《表》良
“
十六年薨

”
为

“
十三年薨

”
,以 求与哙、肥相

齐也。该书同卷下又有云 :“ (孝文皇帝)丙寅五年 ,

留侯张不疑嗣封 ,十 四年 ,坐谋杀故楚内史 ,当 死 ,赎

为城旦 ,国 除。
”
[46](71页 )《 史记 ·高祖功臣侯者

年表》云 :“ (高 后)三 年 ,不 疑元年。(孝 文)五 年 ,

侯不疑坐与门大夫谋杀故楚内史 ,当 死 ,赎 为城旦 ,

国除。[1](⒆ l页 )《 汉书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亦

云 :“ 高后三年 ,侯不疑嗣 ,十 年 ,孝 文五年 ,坐 与门

大夫杀故楚内史 ,赎 为城旦。
”
[2](540页 )由 此可

知 ,该书又为使不疑之事与其所采张良卒年相合 ,而

改汉《表 》之
“
十年

”
为

“
十四年

”
。《御定历代纪事

年表》擅改张良卒年在前 ,妄 提不疑封年在后 ,揆其

因由,皆一
“
抄

”
字之误也 !抄 之而不加考 ,盲 目信

古矣 ;不考而臆改 ,非学人之当为也 !如 此竟造史

书 ,谬之甚也 !②

刘勰《文心雕龙 ·序志》有言云 :“ 及其品列成

文 ,有 同乎旧谈者 ,非 雷同也 ,势 自不可异也。有异

乎前论者 ,非 苟异也 ,理 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 ,不

屑古今 ,擘肌分理 ,唯 务折衷。
”
[47](⒛5页 )正 如彦

和所言 ,以 上所论 ,非为苟然取异 ,哗众取宠 ,而 力在

于
“
势

”
,力 在于

“
理

”
,力 在于还历史以其本真

ˉ
m^目

也 !

注释 :

①鉴于西汉初年特殊的历正现象 ,笔者对张良卒年的表述 ,不采用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中的公元纪年 ,因 为后世的公元纪
年 ,无法准确反映出当时的历正现实。

②以上所举自《前汉纪》以下材料 ,参见许良越《张良卒年考订》,但 该文于材料引文只及张良卒一事 ,笔 者将范围扩至惠帝六
年整年。以求更深入地探求张良卒年所误之成因、之延因。《张良卒年考订》之摘要云 :“ 但历代史书及后世工具书的记载颇
不一致 ,其原因亦较复杂。

”
笔者认为 :张 良卒年代代延误之因并不复杂 ,归 根结底 ,皆 因抄袭所误。史书作者以古为崇 ,抄

之而不予考正 ,致使张良卒年代代传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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