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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代的谣言》由吕宗力所著，“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
会文化形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各种类型的谣言。
现代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察发现，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对种种谣言或类谣言作出反应，与
之互动。
在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市场学中，谣言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
许多脍炙人口、传诵千古的传奇、神话故事，其原型都是来自“谣言”；在军事、政治斗争中兵不厌
诈地使用的大量“诈伪”之言，亦可说是“谣言”；朝廷种种言不由衷的宣言，御史的风闻言事，庙
堂、民间的种种传闻，即使被载入正史，仍然可能是“谣言”。
汉代史籍记载的流言、讹言、妖言、谣言、谶言等，多发生、流传于西汉成、哀、平，东汉桓、灵之
世，以及两汉之际、汉魏之际。
对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流言、讹言或“谣言”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和研究，将有助于历史学者提
示官式文本、主流思维之外的另类真相或史观，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描
绘出更多维、多层、多彩的历史图像，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
作出更完整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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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四，神话、传说类史料常常包含一些错误或误导信息，例如所涉及的年代、人名、
事件、其他历史细节等。
但重点不在于这些细节，而是这些史料所透露的观念、信仰、价值、关注重点等。
神话、传说并非要伪造历史，而是要提供符合当时语境中的“本质真实”的符号式诠释。
如果我们将以上论述中的“神话、传说”置换为谣言类言论，再联系阴阳灾异观念盛行的汉代语境，
就可以理解这一类言论信息所具备的特殊历史价值了。
例如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史学编纂的一个重要门类是“古史”，在《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十
三类中，序第二，仅次于正史。
著名者包括谯周《古史考》、徐整《三五历纪》和皇甫谧（215-282）《帝王世纪》。
刘节说：“谯周撰古史考皆凭旧典，以纠司马迁之失。
其实司马迁所不采的，都是一些‘荐绅先生难言之’的事。
”所谓“荐绅先生难言之”事，就是先秦以来流传的上古神话、传说，后为谶纬吸收改造，成为其古
史论述的组成部分。
《三五历纪》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帝王世纪》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上起三皇，下迄汉魏，
皆将古史年代向前大幅度推进。
其天地起源、天地人三皇、人皇九头、古帝王名氏身世神迹等说，皆源出纬书的古史神话。
其实三代以前的历史，除了无声无言的出土器物，几无记录可言。
即使被“荐绅先生”认为叙事严谨的《左传》、《史记》，所述古史也难免有虚无缥渺、难以核实之
处。
更重要的是，经过数百年官方学术机构及著名民间经师的推崇、教授，神话化古史论述在当时的经、
史学界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常识”，被认为是“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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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深挖下去，掘出一口井，冒出水来，然后漫开去，这便是吕宗力先生的治学精神。
探究两千年前汉代流言传播研究，漫长的时间跨度与现代流言传播的理论力度有机结合，成就了这部
力作。
细致入微的历史考证与当代思维特征的诘难，使得本书既艰深又好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将历史、理
论、现实思考融为一体的著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陈力丹拜读吕宗力先生的力作，我认为有以下特色：第一，对中
国古代的流言谣言及相关的概念做了一次全面的整理，为学界提供了进一步探讨此问题的基础，也即
是必读之作。
第二，对于相关史料的性质有深入的探讨，充分体现了史家解读史料中蕴藏的讯息的本事，因而本书
的价值不单是讨论谣言及其相关问题，对于史学方法亦有重要的贡献，值得后学者参考。
第三，结合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对于谣言的被会心理机制及传播方式进行解读，来探讨历史
上一种难以捉摸，但又真实存在的现象。
亦即，全方位的研究历史，不拘一格，只要对解读文献、解决问题有帮助，都可以为我所用。
昌先生早年研究民间信仰，与此次研究的谣言，颇有类似之处，因为信仰之为物，亦为难以捉摸，但
又真实存在。
即此三点，尚不论数据之丰富，论证之严谨，本书即值得学者再三玩味，藏于书斋。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蒲慕州吕宗力先生的《汉代的谣言》一书视角新异、考论确当
，通过对若干语言文化表象的分析，深化了汉代意识史的研究，亦推进了对当时社会思想的全面认识
。
这部也可以看作汉代社会舆论史和文化传播史研究成果的论著，在近年汉史学术收获中质量和品级堪
称上乘。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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