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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改错》

内容概要

《四书改错》，清初毛奇龄撰，凡22卷，分32门。毛奇龄反对朱熹的理学，他的作品如《大学问》、
《中庸说》、《论语稽求篇》、《四书剩言》、《婚礼辨正》、《周礼问》等有大量批评《四书集注
》的文字，后由其弟子收集成书，罗列他认为的朱熹《四书集注》注释的错误达451条，是历史上批评
《四书集注》最为严重的著作之一，在思想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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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改错》

作者简介

毛奇龄（1623—1716），清初学者、诗文家。字大可，又字于一、齐于，号西河，又号初晴、春庄、
僧开等，浙江萧山（今杭州萧山区）人。明诸生。清军下江南，曾入南明军抗清。后变姓名流亡。清
康熙间举博学鸿词，受检讨，充《明史》纂修官。旋告归不出。经术深湛，工诗古文辞，亦善填词。
有《西河全集》。
毛奇龄的学识渊博，能治经、史和音韵学，亦工词，擅长骈文、散文、诗词，都自成家数。精通音律
，并从事诗词的理论批评。他在书法艺术上也功力深厚，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在清代初年很受推崇。
毛奇龄的书法，骨力骏健、笔势挺拔，儒雅清奇、个性强烈，是文人书法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
毛奇龄博览群书，经学词章，各擅胜场。遇有异说，必"搜讨源头"、"字字质正"，好持自己独特见解。
其所撰《四书改错》是针对朱熹《四书集注》之抨击。毛奇龄一生以辩定诸经为己任，力主治经以原
文为主，不掺杂别家述说。他在少林寺写的《大学知本图说》，为其得意之作。以及其他众多著作，
均阐明他的治经思想。除潜心经学外，对地方志也有研究，著有《湘湖水利志》3卷、《萧山县志刊
误》3卷等。此外，毛对文学、音乐颇有造诣，好诗词歌赋，著有《西河诗话》、《西河词话》多卷;
又曾教授乐律，著有《竟山乐录》4卷、《乐本解说》2卷等。近人邵瑞彭评其词"雅近齐、梁以后乐府
，风格在晚唐之上"。
毛奇龄以经学傲睨一世，挟博纵辩，务欲胜人，抨击朱熹《四书集注》，撰《四书改错》，阮元尝推
他对乾嘉学术有开山之功。他亦好为诗。初受知于陈子龙;反复变化，由三唐而上窥齐梁。其论诗，主
张以"涵蕴"、不着□际"见难"，以"能尽其才"为妙;大抵尊唐抑宋，甚至痛诋苏轼。所作亦颇博丽窈渺，
声名甚著。曾有琉球使者过杭州拜访他，并觅买其诗集。但毛奇龄自谓其诗"酬应者十九，宴游者十一
，登临感寄无闻焉"，张维屏也说:"名家古诗多存寿诗者，殆无过毛西河。"(《国朝诗人征略》)可见其
内容比较狭窄和贫乏。他还写了一部《仲氏易》，把宋人讲的《易经》推倒了。毛奇龄认为周敦颐的
《太极图》是来自道佛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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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改错》

精彩书评

1、毛奇龄是个奇人，也是个俗人，是个急性子，也是个老滑头，所以活得久一些。康熙年间，假道
学开始盛行，皇帝口头不能不提倡，心里其实瞧不起，这一点，毛看得很清楚。敢撰《四书改错》摸
朱老夫子这个理学死老虎的屁股，有跟风的因素。没想到，天威难测，理学是众多学子的饭碗，也是
皇帝老儿的脸面。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熹在孔庙中的座次发生变动，原在东廡，现升入大成殿
十哲之次。这个信号很强烈，把政治嗅觉无比灵敏的毛老先生吓了个半死。自古非圣、无法并列，“
无法”者尚有法可办，“非圣”者却因无法可办，生死全在统治者一念之间，处境更加凶险。《四书
改错》旗帜鲜明地挑战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权威，大概是攀得上“非圣”的罪名的，当时书刚刚
刊布，毁灭证据最重要，毛先生忙让人把书板劈掉当柴火了。这不能怪毛先生胆小怕事，草木皆兵。
戴名世，康熙四十八（1709）年皇帝钦点的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只因其《南山集》中用南明三王年
号，康熙五十年（1711）被赵申乔参劾，酿成大狱，株连数百人。这次杀鸡，猴子能不害怕吗？亡羊
补牢，可惜印出去的书想全收回来却难了，这不能不让毛先生担心。第二年三月，毛先生寿终正寝，
终年91岁，也是这个三月的初六日，戴名世被砍了头。时间证明，毛先生活得谨慎，死得也很及时，
不然迟早会出问题的。乾隆修《四库全书》，给天下图书过筛子，毛奇龄的文字就出问题了！乾隆四
十七年（1782）十月末，皇帝上谕云，四库馆进呈的毛奇龄《词话》中有“清师下浙”字样，用“清
师”而不用“王师”或“大兵”，显然是“谬妄已极”，但因为毛的名望大、死得久，就不按戴名世
等人的案子追罪了。结果，板子打在了四库馆臣身上，总纂官、总校官、分校官五人分别议罪，总纂
官纪昀被降一级，从宽留任。作者有作者的命运，书也有书的命运，比起那些遭禁毁失传的书来说，
《四书改错》命不错。上头还没发话，作者先自宫了，让人对这本书更好奇。看过的人，叫好的不少
，乾嘉时的凌廷堪将其比作医家之大黄，有“立起沉珂之效”，民国时刘师培更称其使“宋儒释《论
》、《孟》之书失其依傍”，钱穆称其“足以振聋发聩，转移一世之视听”。 这种暧昧的准禁书，书
商大概是居为奇货的。    嘉庆时，金孝柏从书商处购得此书，见读书界需求甚盛，于是在学圃重刊。
后光绪十六年上海珍艺书局有排印本、十九年同文书局有石印本。书应该销得不错，很有影响，这一
点从拥朱派的反应可以看出来，批《四书改错》的论著如戴大昌《驳四书改错》、严可均《毛氏四书
改错》、洪人骅《毛氏四叔说斥妄》等出了好几种。学人的批驳让局面更热闹，这个时候清廷出手了
。光绪二十年甲午六月十六（1894年7月18日），清廷根据河南学政邵松年的奏章发出上谕给各直省督
抚，严禁出售毛奇龄《四书改错》，并向各级教官、学校重申了朱注的权威地位。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遭禁，《四书改错》再一次陪绑。当然，光绪时期的文字狱，无
论力度、规模，皆较其先祖逊色了许多，其效果，不外乎是帮死人做了免费的活广告！另：这个点校
本《点校说明》中说了光绪二十年邵松年奏请朝廷严禁此书后并未细说清廷的反应，而是接着便说光
绪二十四年此书被列为禁书，容易让人误解为二十四年的行动是对二十年邵松年上奏的反应，其实清
廷当时就有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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