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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蘇東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關於魏初太學博士制度，學者歷來據《宋書．百官志》而稱有

所謂「十九博士」，惟此十九博士之具體師法，則諸家異辭，尚無

定論。本文通過對《宋書．百官志》史源的系統考察，指出「十九

博士」實為西晉太學博士制度，《宋書．百官志》訛以傳訛，實難據

信。在此基礎上，文章依據《三國志》中關於曹魏博士的記述，並

結合東漢後期博士制度的新變，指出魏初太學博士恐不標師法，唯

以某一師學是否得與課試判定其官學之身份。文章進而系統考察了

魏初獲任太學博士者凡九人，對他們的師學背景逐一進行了考察，

論證了以「鄭學」為代表的古學已成為魏初太學師法所宗。文章還

對曹魏太學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以及曹魏博士制度在漢晉經學制度

史上的地位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	曹魏 太學博士 十九博士 鄭玄

*

* 本文在修訂過程中採納了匿審專家的建議，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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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曹魏太學上承東漢後期今、古學地位之升降，下啟兩晉南朝鄭、

王學全面對抗之開端，在中古經學史上具有重要的過渡意義。考察此

期太學博士制度及其師法所宗，對於我們了解官學層面今文經學向鄭

王之學的轉變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若以太學所宗師法為劃分依據，

曹魏經學在整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為黃初（220–226）、

太和（227–233）年間，此期太學學風頗宗賈、馬以來之古學，尤以

「鄭學」為大宗；後一階段則為正始（240–249）以後，呈現為王肅之

學的崛起及其與鄭學的競爭。而關於這兩個階段的具體博士制度，學

者多循《宋書．百官志》「十九博士」之說，擬測其具體師法為何，

歧說紛見，迄今尚無定論。然溯其本源，所謂「十九博士」說本身是

否可信，學者卻鮮見驗覈。本文將以「十九博士」說的史源考察為切

入點，在揭示其訛謬的基礎上、結合東漢中後期太學博士遴選情況的

現實變化，重新思考魏初太學的博士制度。此外，鄭學於漢魏之際有

「河洛小一統」之說，而此種風氣對於魏初太學有何影響，王國維〈漢

魏博士考〉已有簡略論述，惟尚缺充分之論證。本文將據《通典》等

文獻考察所見魏初九位太學博士的具體師法，驗覈所謂「鄭學小一

統」之說，進而對魏初太學在當時士林中的影響力進行探討。

二、曹魏「十九博士」說考源

歷來學者研究曹魏時期博士制度，多受沈約（441–513）《宋

書．百官志》中「魏及晉西朝置十九人」一說之影響，以「十九人」

之數推定曹魏經目。案《宋書．百官志》：

魏及晉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減為九人，皆不知掌何經。

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

後又增為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1

1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三九，頁 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