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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孔子生於春秋時代的魯國，而魯國在立國之初已經奉行周文。觀乎《論語》，

孔子曾多次頌揚周文。然而孔子也是殷商遺民，乃係殷商遺民領袖微子啟之後。

若然純粹著眼於周文，難免會漠視孔子的殷商遺民身份，既看不見孔子殷商文化

交集下的複雜心理，更忽略此一身份如何影響儒家的人文精神。胡適看到了孔子

的遺民意識，並結合其他文獻證據，在 1934 年寫成了《說儒》。 

 

《說儒》出版距今八十餘年，其遺民研究較諸當代學者仍然是別樹一幟的。

學者普遍以遺民作為對象，描述遺民在改朝換代下的舉措和心態，甚或破譯遺民

所留下的隱語和暗碼，這類研究所彰顯的，不外乎遺民的堅貞之德與慎密之智；

胡適卻以遺民作為方法，透過殷商以及孔子的遺民意識，帶領我們觀察「儒」的

起源，重新理解儒之為儒的真正精神。換句話說，遺民作為對象，重點在於遺民

的言行心態；遺民作為方法，重點在於遺民角度所開拓的視野，讓我們看到一些

前所未見的東西，而胡適讓我們重看什麼是「儒」。 

 

本文分為三個部份。第一節簡述遺民研究的一般情況，解釋「遺民作為方法」

的意思。第二節以《說儒》文本為例，說明胡適如何以「遺民作為方法」，綜合

「遺民」與「儒」兩大課題，解釋「儒」的來源與意義。第三節闡釋胡適論「儒」

的含意（implication），展示胡適的學術宏圖，如何藉遺民以說儒，藉說儒以再造

文明。最後，本文在結語解釋「遺」字的雙重意義，重申遺民研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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