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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

孟子見梁惠王的年歲看起來只是一個小問題，但是錢穆在《先

秦諸子繫年》中由其考證出發，提出孟子在齊威王時遊齊之說，還

涉及了告子、匡章，宋鈃、莊周、惠施、白圭的年歲以及遊仕等諸

多問題，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學界雖有反駁其說者，但是在孟子

見梁惠王年歲的問題上論證不力。今專門論證此一問題，兼及告

子、匡章，宋鈃、莊周、惠施、白圭的年歲、時代等問題。不難發

現，孟子見梁惠王時只有五十餘歲，其年歲當小於宋鈃，甚至也晚

於莊周。

關鍵詞：	孟子 梁惠王 匡章 宋鈃 莊周

*

* 本文寫作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自選項目「新出簡帛與百家爭鳴的重要論題研

究」（12CZS01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出土簡帛文獻與古代中國哲學新發現

綜合研究」（11&ZD086）、「中國國家起源研究的理論與方法」（12&ZD133）子課

題、上海 085 社會學學科內涵建設科研項目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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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為戰國思想界重要人物，然而因秦焚書，列國史記不存，

秦史過於簡略，以致司馬遷寫《史記》時所可憑藉的材料太少，繫

年多有誤，因之孟子的遊仕經歷並大致年代也不甚清楚。清人朱右

曾依古本《竹書紀年》考訂《史記》繫年，說：「《孟子》之書，先

梁後齊，本為實錄」，1 梁啟超〈先秦學術年表〉從之。2 錢穆《先秦諸

子繫年》也據古本《竹書紀年》考求戰國史及諸子年代，但認為孟

子在齊威王時已經遊齊，後才至梁，其說很有影響。相關的不少諸

子人物，如告子、匡章、宋鈃、莊周、惠施、白圭，錢穆也多據孟

子而作推斷。孟子的生卒年代約數，古來存在很多不同意見，3 錢穆

在《先秦諸子繫年》中也是幾種說法並存，如謂「孟子生年，最早

當在安王之十三年，最晚當在安王二十年」，「孟子之生，最早在周

安王十三四年」，在〈通表第二〉周安王十三年條又說「孟子當生

於此時稍後」，而在〈諸子生卒年世約數〉中則定為公元前 390 年，

乃周安王十二年。4 特別是錢穆既贊同朱子之言認為孟子、莊子年歲

相近，但是最後他排定二人的年世約數卻相差二三十年。因此孟子

的有關問題，值得認真研究。此中的關鍵，則在於孟子見梁惠王時

的年歲。

一

《孟子》開篇說：「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據《史記．六國年表》，梁（魏）惠王生於

公元前 400 年。〈六國年表〉未記梁惠王後元之年，因此誤在魏惠王

三十五年（前 336）記「孟子來」。後人已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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