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中葉以降，對於諸多先賢先儒中何者得以入廟陪祀，可謂眾聲喧嘩。王世貞（1526-1590）
除是明代中晚期的意見領袖，本身並是儒者，加入「考察聖賢」之列為其素志之一。除曾

議論王守仁（1472-1529）入祀，更於晚年上疏奏論己見，欲升降從祀先賢。雖王世貞甚看
重此議，然最終未獲允准，成其人生一大憾事。然王的議論並非黯然而退，反於歷史潮流

中持續展現餘韻。

▌蔡承豪

論哲與餘韻─
王世貞的孔廟從祀哲儒之議

考察聖賢之志
  自漢武帝（156 BC-87 BC，141 BC-87 BC

在位）罷黜諸子百家，獨尊儒術，孔子（551 

BC-479 BC）的儒家思想遂逐步被納入政治核

心，孔子之教與治國密不可分。（圖 1）而原

由孔子弟子將其「故所居堂」立廟祭祀的孔

廟，同於傳統文教當中取得獨尊的崇高象徵地

位，以「文廟」的身分作為一種國家祭祀體制，

並漸次成為傳統社會中文化力量與政治權力的

匯聚之處。而何人得以入廟陪祀，更是一複雜

的角力場域。

  出身江蘇太倉、嘉靖丁未進士，為明代中

晚期文壇領袖兼著名的史學家王世貞（字元

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著作等身，更

以史家之筆擬盡世間繁華，深入評論各種藝文

發展與文化現象。1（圖 2）而身為一個儒者，

文廟的從祀議題自是其關心焦點之一，尤其明

中葉以降，對於諸多先賢先儒中何者得以入廟

從祀享祭，可謂眾聲喧嘩。作為《明史》所稱

「獨操柄二十年」的文壇意見領袖，亦加入「考

察聖賢」之列。王世貞子王士騏（1557-?）即

於〈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先

府君鳳洲王公行狀〉中稱「至戊子孔廟一疏，

則府君素志云」。

圖 1　至聖先賢半身像　冊　孔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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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清　顧沅輯　《吳郡名賢圖傳贊》卷 9　王尚
書像　清道光六至十年顧氏家刻本　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　購善 002436

圖 3　 清　顧沅輯　《聖廟祀典圖攷》卷 1　至聖先師孔子像　清道光六年至十年顧氏家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善 002447

  鑒於王世貞的影響力，其關於從祀議題之

論述，實具有一定代表性。除反映當時的時代

氛圍，也為現今諸多研究者所援引。但關於王

世貞對於做為國家重要祭祀空間孔廟中，從祀

先哲儒之評議，尚無專對此一議題進行較完整

之爬梳。2王世貞甚看重此議，雖最終未獲允

准，成其人生一大憾事。但王的議論並非黯然

而退，反於歷史潮流中持續展現餘韻，其轉折

歷程實是一值得探究的課題。

文廟：道統與治統交會的場域
  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傳統社

會當中，官方將原屬家廟性質的闕里孔廟，提

升為具全國性質的文廟，顯係為了彰顯國家對

孔子之道的尊崇。（圖 3、4）而文廟中不僅祭

祀孔子，還通過從祀制度把孔子弟子及後世儒

家聖賢引入其中。從本質上講，從祀制度代表

了儒家道統的衍續。王世貞在區辨太廟與文廟

圖 4　 清代臺灣府學內的文廟，造型規制。　  
清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重修臺灣府學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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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即指出「太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

主，衍斯世之治統也，以報功也；文廟之有

從祀者，謂能佐其師，衍斯世之道統也，亦

以報功也。」3

  歷代儒生將孔子作為道統的最高精神領

袖，使孔廟祀典樹立了神聖形象。統治者並往往

以祭祀孔廟宣揚對倫理教化的重視，從而收攬知

識分子以為政權的意理基礎。然既進入國家系

統，文廟的祭祀禮制勢須為透過官方體制來認可

與實踐，然所謂「官方標準」又隨著時代背景、

朝廷成員、意識形態、學術風格等不斷變化，孔

廟中從祀者的名單也必須受到官方的檢視與評

價，連帶時有增補、罷黜等更迭情貌。4

  隨制度之複雜化，依與孔子關係遠近和對

儒學發展貢獻，文廟之從祀者逐漸被分為「配

享」、「配祀」與「從祀」等三個位階。這一

制度的形成，既有上古禮制作為憑據，又有後

代統治者及士人階層的大力推動。固然大部分

從祀人選都由朝廷確定產生，其過程大致為：

官員提議—各部集議—皇帝批示。但皇帝有

時不僅僅只是充當終端決策者，也可能是提議

者及直接裁決者。5

圖 5　 明代帝后半身像（二）　冊　世宗肅皇帝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327 圖 6　 明　王守仁　書五言古詩　軸　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　故書 0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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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初對於文廟祀典即甚重視，並隨國家禮制

與祭器的整備而更加完善。洪武一朝的祀孔禮儀

在態度虔恪的要求上和在祭奠禮數的表現上，

都是超越前代的。如即便於明洪武三年（1370）

詔革除諸神封號，但對孔子封爵仍照舊，以示尊

崇。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更「詔天

下通祀孔子」。後文廟內開始不斷增祀先賢先

儒，文廟從祀制度也愈加規範，人員降升並隨諸

儒與官員的提議及皇帝的意志有所更迭。

  當中變動最大、且影響延續至今者，當為

明嘉靖九年（1530）的變革。（圖 5）嘉靖皇帝

（1507-1567，1532-1567在位）採用大學士張孚

敬（1475-1539）等議，先是釐正祀典，改「大

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並

毀塑像，用木主，去章服，祭器減殺。其三則

更定從祀制，其四為祭祀之所不稱「廟」而稱

「殿」，祭祀禮儀大為降縮。另四配（顏回、曾

子、子思、孟子）、十哲俱稱為子，四配不再

稱公，改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十哲及

七十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之歷代儒者改

稱「先儒」，使孔廟的祭祀變成聖、賢、儒三

級。6此一體制訂立後，直至清朝成為定制，甚

至影響迄今。

  在嘉靖朝孔廟祀典改革中，無論是孔子不

宜稱王或是另建啟聖祠等，都是循著「大禮議」

的爭論與明世宗改革的意志。帝王一反唐宋以

降孔廟祭典日趨崢嶸之勢，壓制道統所象徵的

制衡力量，終引起了官員強烈的反對，使得整

個更定祀典的爭議過程中，不但大幅更新國家

祀典制度，同時隨制度變易帶來的人事糾紛與

權力更動。7不論對於任何形式的「祀典」來說，

其重要的內涵與標準即是古文《尚書》所言的

「崇德報功」，也就是說被奉祀的人必須具有內

在良好的「德性」與外在「事功」的表現。明

弘治十二年（1499）間，官員們正爭論著誰該

從祀與罷祀於孔廟的問題，當時的禮部官員兼

大學士程敏政（1445-?）對此提出其看法，認為

孔子是有功德於天下萬世，故陪祀之人，必須

是符合「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

無疵於公議者」。然何者真為有功，各人則有

各自的評判標準。

  這一次的改制可能也影響到了王元美對於

孔廟祀典的某些看法，當他晚年回顧這場大變

革時，對嘉靖皇帝的大刀闊斧是頗為贊同的。

而其子王士騏在省思父親年輕的理念之際，也

特別提出：「南陽祠張雎陽及鐵尚書鉉。在南

都請崇文廟，釐配享。公嘗言曰，吾讀書萬卷

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牽衣而窺廊廡之末。則

世人齷齪皋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恥

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死未嘗敢

忘。」對於儒者的論斷，有其評判的準則。

先論王守仁入祀之策議
  王世貞著作等身，在其論著及對當代的紀錄

當中，不難發現對於文廟從祀的議題之評論。而

王較早對於先儒從祀文廟表達較完整的意見者，

則可以包括王守仁（圖 6）在內的該朝大儒從祀

孔廟議題為切入點來觀察。

  在幾位入祀孔廟的明代大儒當中，王守仁的

議論可謂是最多且激烈者。雖陽明學影響之廣

及無庸置疑，但對於王守仁的功過朝野則是評

判不一。明嘉靖八年（1529），王陽明方逝世

未久，朝廷即會議其功過。而嘉靖皇帝在收到

朝臣的議決結果後，仍認為其學詆毀先儒，非

聖人之學；其人則是「用詐任情，壞人心術」。

然在明穆宗（1537-1572，1567-1572在位）即

位後，對陽明功過的定位則大為改觀，最主要

之原因是篤信陽明學的大學士徐階（1503-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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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運作。8故明隆慶元年（1567）四月，王守

仁先是被下詔追贈為新建侯，謚文成。不久後，

王門後學耿定向（1524-1596）於六月上疏請讓

陽明從祀，隨即引起了群臣們的激烈爭論。而

明代朝廷對於從祀人選，尤其是當代人選，是

持審慎態度的，故最終禮部以陽明「世代稍近，

恐眾論不一」為議，並獲皇帝同意而告做結。9

  但與徐階有深厚交情的王世貞，對於王守仁

從祀孔廟事件基本上亦是持贊同支持的態度。

明隆慶三年（1569）十月，請假回鄉且身體病

勞的王世貞完成重新安葬父親之事後，十二月

即得到轉任山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的任命。他

雖一度上疏請辭，但未獲允准，最後仍於明隆

慶四年（1570）前赴山西任職。就任後，王世

貞於八月監試山西鄉試，並撰山西五策，包括：

一、教太子策，二、六經策，三、太廟、文廟

從祀策，四、論財計策，五、論邊事策。10在關

於從祀的〈山西第三問〉中，對於王守仁等人

從祀孔廟之事，王世貞在王陽明逝世 40餘年後

也加入了這場論爭，即便他承認王學的「致知」

有流於於慧寂之處，然認為這是「其流之罪也，

非其師說也」，指出陽明學所引發的種種爭議，

實是末流之過。甚至搬出了程顥（1032-1085）、

程頤（1033-1107）與朱熹（1130-1200）三位大

儒來比擬，認為王守仁之道德事功，應當具有

從祀於孔廟的資格，更希望禮部官員重新考慮

王陽明從祀的課題。

  雖王世貞的議論並未能有立即的迴響與影

響，但在爭論不已的王守仁從祀課題中，為支

持的聲浪多了一份論說依據，扮演著串聯接續

的推動角色。故王守仁去世後 50餘年後，於明

萬曆十二年（1584）終得獲准從祀，尚因病在

籍調理的王世貞聽聞此事，不禁回顧了其在山

西監試時所出之策，且甚為感慨。11

弇州考察聖賢
  除了對於王守仁這樣的當代大儒是否得以

從祀文廟申論己見外，王世貞在晚年更對於文

廟的先儒先賢提出其整體性的看法，展現其對

於從祀秩序的認知。

  文廟除了主祀孔子，並配祀有所謂四聖、

十哲（十二哲），東西二廡則奉祀孔孟弟子及

歷代代表先賢儒，即王世貞所言：「文廟之有

從祀者，謂能佐其師，衍斯世之道統也，亦

以報功也。」四配基本上不會更動，也意味著

不再有上升管道，而十哲（四科十哲）名額同

是固定，何者得以入祀，便因個人見解之不同

而帶來議論。

  十哲地位僅次於正祀與配享，其成員脫胎

於「孔門四科之子」，分為「德行」、「言語」、

「政事」及「文學」等四類別（科），首見於唐

開元年間。但十哲既具代表意義，何者得以廁

身十哲，便成為歷代帝王、官員與諸儒勢必觸

及的議題。最初的流動是升補，後來是增祀。

升補即有人員升入配享，接著另擇人員補入，

如有顏淵升，補曾子之例。但顏淵、子思、曾

參及孟軻等四配定制後，升補之途終止。圍繞

著十哲問題遂相繼出現了「黜替」及「增祀」

二說。

  所謂的黜替，即係在十人定數的前提下，

降祀莠者於兩房，升祀良者於殿上。而增祀論

者則指出應不以十人為限，應再行納入其他門

生，在南宋時即出現十哲人數多於十人之景況，

至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因曾子、子思

升，補子張，方又重議為十名。至明代，十哲

定數十人，但自洪武年間已有論者提出更替之

議，至明中後期更為大盛，提議中的莠者無一

例外均指向了宰我、冉求二人，至於候選的名

單在取擇上則因各人觀點而略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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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方向則是基於壯大道統隊伍，以及

作為當代儒士為榜樣等考量，對於歷代聖賢先儒

入祀人數的爭議。明代，在洪武年間已有名儒

王褘（1322-1374），從傳統「傳經、翼經」考

量，上奏〈孔子廟庭從祀議〉建言，主張「宋

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

陽修、真德秀、魏了翁」等人選。12後再經等

歷朝討論，包括歐陽修（1007-1072）、周敦頤

（1017-1073）、張載（1020-1077）、王陽明⋯⋯ 

等陸續從祀。除了增設，亦有主張應剔除某些

特定人選，如至明中葉，即便王守仁與陳獻章

（1428-1500）、胡居仁（1434-1484）等俱得崇

祀，但爭論仍然持續。明萬曆十三年（1585），

崇奉程朱理學，反對王守仁「心學」的主事唐伯

元（1541-1598）即上〈爭從祀疏〉，除議論當

朝者，更言及前儒，認為應當移除南宋的陸九淵

（1139-1193）。

  而北宋的范仲淹（字希文，諡文正，989-

1052），則是屢被提出的候選人選之一。（圖7-1、

7-2）在明洪武年間，已有范仲淹從祀孔廟之議，13 

卻長期未能入選。范仲淹雖與經學傳承有關，然

清代以前，從祀孔廟者多為「傳道」、「明道」

之儒，以其道德文章名世。所謂的「行道之儒」

尚非是擇取的標準，以致尚無緣進入文廟。

圖 7-2　宋　范仲淹撰　《范文正公文集》　宋乾道三年鄱陽郡齋刊元天曆元年范氏歲寒堂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2200∼ 002211

圖 7-1　 宋　范仲淹撰　《范文正公文集》　宋乾道三年鄱陽郡齋刊元天曆元年
范氏歲寒堂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2200∼ 0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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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家既有側重，王世貞也不例外，且甚為

看中此事，於明萬曆十六年（1588）就任南京

兵部右侍郎期間，提出了他對於文廟從祀的完

備想法。在〈為孔廟光復舊典訂定從祀疏〉（四

庫全書題名為〈為光復孔廟舊典訂定從祀諸儒

以昭聖化以慰眾心疏〉）的八百餘言中，王世
貞系統性呈現其思維，重點大致可分為三方面：

一、除木主師號外，其餘祭禮規制一切光復；

二、考察聖賢：十哲行列主張降宰予、冉求，

而升有若、南宮适；三、先儒增祀范仲淹。

  這些意見基本上反映了相當數量士人的期

望。因有若與南宮适，在嘉靖九年被列名為「先

賢有子」與「先賢南宮子」，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孔子逝世後，若干學生即曾想推舉有若接

替。而關於南宮适，《憲問》則載：「南宮适

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

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

人。』」至於范仲淹，則是王世貞相當推崇的

先儒，在王世貞的書法作品中即可見其對范仲

淹的評價。14明萬曆七年（1579），王世貞跋宋

范仲淹書〈道服贊〉（圖 8）中便稱：「范文正

楷書〈道服贊〉，遒勁中有真韻，直可作散

僧入聖，評贊詞亦古雅，所謂寵為辱主，驕

為禍府，是歷後得之，非漫語也。」這與王世

貞當時的心境有許多相似之處。王世貞在〈曇

陽大師傳〉所表露出羨慕嚮往、將儒轉道的心

境跋於范文正〈道服贊〉，而墨蹟跋正成為當

圖 8　明　王世貞　跋宋范仲淹書道服贊　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帖 0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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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心境的註腳。王燾貞在二十三歲羽化，王世

貞因積極投入其善後之事而招惹時人評議，故

在題跋時引用范文正「寵為辱主驕為禍府」的

文意，以表心有戚戚焉的同感。如此贊詞古雅

正因為與當時的心情境相似，更稱范文正的楷

書遒勁中有真韻，直可作散僧入聖。15

  在與時任內閣次輔、交情甚深的王錫爵（字

元馭，1534-1611）往來的書信中，王世貞更多

次提到增祀范仲淹之事，如有稱：「條陳十事，

多瑣屑，無關治體，然皆卑卑可施行者。⋯⋯

至於孔廟之復、全盛典與十哲之斥宰予、冉

求，兩廡之進范仲淹，弟此念蓄之已久，老

死之日，豈敢復留臆嗉間。即諸公不遽行，

作异時公論張本，何如。」16但即便論理真確，

朝中有人，最終此議仍未能獲得採納。擔當首

輔的申時行（1535-1614）回信給王世貞時婉轉

地說明理由：「大疏指陳時務，關切政體，承

教謹悉。惟孔廟舊議及配從升黜之議，則今

上動稱，廟見謂嘉靖中所定，恐未肯遽有變

更，禮官必自有說也。」時人對於此議則有所

譏諷，稱「王弇州遂疏請裁定孔廟從祀，欲升

有若、南宮适，而降宰予、冉求。申、王二

相在位，俱弇州所厚，竟從中格。而說者遂

譏弇州考察聖賢，此等大事，非君相主持，

萬無行理，此議似可已。」17

  王世貞自己對此頗有感嘆，甚至牽動了其

日後即便升任南京刑部尚書，但在健康及不受

重視的心情下，仍是而求去。

歷史接力
  王世貞之議雖最終未能被採納，他並在上

疏後兩年於明萬曆十八年（1590）十一月因病

去世，年六十五。但其論並非就此黯然而終，

反在歷史長流中持續發揮著影響力。

  在漫長的文廟祭祀論議中，諸多重要著作

都陸續援引其孔廟一疏，如明代李之藻（1571-

1630）撰的《頖宮禮樂疏》、徐學聚（1556-?） 

所編的《國朝典彙》等。清代諸多儒者亦援引

王世貞之說以為己證，如清儒閻若璩（1636-

1704）於〈孔廟從祀末議〉內言：「宋范文正公，

公宜從祀，屢為議者所歸⋯⋯王氏世貞則欲

黜脩而進仲淹。」18而王世貞所提的幾位人選

後確被陸續納入體制當中。

  先是十哲的部分，不管黜替說中候選者優

劣如何，或如《文廟祀典考》中所稱：「冉、

宰兩賢，聖門高弟，佑鄉食千秋，豈容輕

議」，是以清人最終還是選擇了增祀的方式。

先是由於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在位）

大力推崇朱熹，且朱子學自康熙後期取得主導

地位後，於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下詔增朱

熹入從祀先哲之列，原「十哲」遂增為十一人。

至清乾隆三年（1738），乾隆皇帝（1711-1799，

1735-1796在位）再將王世貞所提人選之一的有

若升入，先哲共達十二位，居顓孫師之後、朱

熹之前，十二哲之定制並告成形。或如明末清

初經學家及文學家毛奇齡（1623-1716）所觀察，

「後人有補十哲之遺，各申論議。而明代鄭曉

謂宜補有若、公西赤，王世貞謂宜補有若、

南宮适，優劣未判，何能畫一。」19但有若應

是較多交集下的共識。

  范仲淹從祀之議亦未曾中斷，如清順治二

年（1645），時任國子監祭酒的李若琳（?-1651）

奏請更張孔子諡號，禮科給事中、「江左三大家」

之一的龔鼎孳（1616-1673）也上〈陳孔廟事宜

疏〉相為呼應。龔鼎孳言孔子諡號一事宜從李

若琳所請，同時還提出請以范仲淹從祀孔廟，

並稱「嘉靖中登歐陽修而遺范仲淹，先臣王世

貞以為餘憾。」然而經議後並未被接納。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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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議者持續提出，最重要者莫過於江南提督

學政余正健（?-1717）在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

上奏所提出：

   宋儒范仲淹學術精醇，行誼卓絕，如

延胡瑗入郡學以聞聖經，勉張載讀《中

庸》以明道學。會變通于《大易》，

著褒貶於《春秋》。俾所在州縣各立

學校，以祀先聖、先師。朱子稱宋朝

道學皆因范仲淹作興，實有功於聖道。

謹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今宋

儒橫渠、明複、涑水諸賢皆得配享，

而范仲淹僅祀專祠，於典似乎未備。

敬順輿情，冒昧陳請，伏祈皇上大沛

隆恩，敕部議覆，特予從祀，以昭文

治。20

歷經討論，至十一月九日，康熙皇帝下詔「以

宋儒范仲淹從祀孔廟，從江南提督學政余正

健請也」，終同意將范仲淹從祀孔廟，位列東

廡唐儒韓愈（768-824）之後，並隨於隔年（1716）

正月，進木主於西廡。除是清代新增從祀孔廟

之第一人，並開創了有清一代大量增加孔廟從

祀儒者之先聲。（圖 9-1、9-2）先儒從祀過往

係以「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為斷」，若非「著

書立說，羽翼經傳，真能實踐躬行者」，不

圖 9-2　臺南孔廟西廡內的先儒牌位，包含范仲淹。　林姿吟攝

圖 9-1　臺南孔廟之大成殿　林姿吟攝

圖 10　 明　李時珍撰　《本草綱目》　王世貞印　 
明崇禎十三年錢蔚起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6496∼ 00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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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濫請。而自范仲淹從祀後，開啟了兼取經世

濟民之例，讓漢之諸葛亮（181-234），唐之陸

贄（754-805），宋之韓琦（1008-1075）、李綱

（1083-1140）、文天祥（1236-1283）及明之方

孝孺（1357-1402）等得以陸續入祀。而王世貞

在這場歷史洪流當中，除扮演了傳承角色，更

是發揮其意見領袖的樞紐影響，其論述成為請

議者之重要佐證，也可謂是某種歷史接力下的

成果。

餘韻猶存
  考察聖賢為王世貞對素志之一，然其議論

卻未能立即在當代政務上發揮影響。即便如此，

作為意見領袖的身分，王元美的言論仍成為後續

推動從祀人選增列者援引之重要意見依據。至清

代，先有范仲淹於康熙年間列祀先儒，後有乾隆

年間升有若為先哲，皆可謂呼應了王世貞的理

念。顯示其言非僅是黯然而退，反仍於歷史潮流

中成為一重要節點，持續展現其餘韻。（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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