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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年譜1
 

 

 

東漢年號  生平事蹟 備註 

光武帝建武三

(27)年 

王充出生 《論衡‧自紀》曰：「王充

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

任。……建武三年，充生」。 

 

 

《後漢書‧王充傳》曰：「王

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 

 

 

 

光武帝建武四

(28)年 

王充 2 歲   

光武帝建武五

(29)年 

王充 3 歲   

光武帝建武六

(30)年 

王充 4 歲   

光武帝建武七

(31)年 

王充 5 歲   

光武帝建武八

(32)年 

王充 6 歲 《論衡‧自紀》曰：「六歲

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

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

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

閭里未嘗讓。」 

 

 

 

光武帝建武九

(33)年 

王充 7 歲  黃暉按：《御覽》三八五引

《會稽典錄》云：「七歲教

                                                 
1
 本年表筆者參考黃暉撰：《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2 月）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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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數。」與〈自紀篇〉差一

年。 

 

 

光武帝建武十

(34)年 

王充 8 歲 《論衡‧自紀》曰：「八歲

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

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

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

失。」 

 

 

 

光武帝建武十一

(35)年 

王充 9 歲 《論衡‧自紀》曰：「手書

既成，辭師，受《論語》、

《尚書》，日諷千字。」 

 

 

黃暉按：八歲出於學館，手

書之成，尚須時日。受《論

語》、《尚書》，當為隔年

事，故誌於此。 

 

 

光武帝建武十二

(36)年 

王充 10 歲   

光武帝建武十 

三(37)年 

王充 11 歲 《論衡‧自紀》曰：「為小

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

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

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 

 

 

《後漢書‧王充傳》曰：「充

少孤，鄉里稱孝。」 

 

 

黃暉按：充六歲時，父母尚

存，則其父歿，當在此數年

間，故誌於此。 

 

 

光武帝建武十四

(38)年 

王充 12 歲 《後書光武紀》、《鐘離意

傳》：會稽大疫，死者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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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建武十五

(39)年 

王充 13 歲   

光武帝建武十六

(40)年 

王充 14 歲 《光武紀》：始行五銖錢。 

 

 

 

光武帝建武十七

(41)年 

王充 15 歲 《論衡‧雷虛》曰：「道士

劉春，熒惑楚王英。」 

 

 

黃暉按：《後書楚王英傳》，

建武十七年，英為楚王。 

光武帝建武十八

(42)年 

王充 16 歲 《光武紀》：罷州牧，置刺

史。 

 

 

 

光武帝建武十九

(43)年 

王充 17 歲   

光武帝建武二十

(44)年 

王充 18 歲 班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

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

事。」《謝承書》（《後漢

書‧班固傳》注。）《司馬

彪書》。（《書抄》六二引。） 

 

 

《抱扑子》：「王仲任撫班

固背曰：『此兒必為天下知

名。』」（《意林》引，今

本挩。） 

 

 

 

黃暉按：班固生於建武八

年，（公元二十三。）固年

十三，則為建武二十年，時

仲任十八歲，長孟堅五歲，

据理，不得以「兒」稱固。

且是時仲任仍在鄉里，未與

彪晤，此不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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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建武二十

一(45)年 

王充 19 歲   

光武帝建武二十

二(46)年 

王充 20 歲   

光武帝建武二十

三(47)年 

王充 21 歲   

光武帝建武二十

四(48)年 

王充 22 歲 《論衡‧自紀》曰：「在縣，

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

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

五官功曹行事。」 

 

 

《後漢書‧王充傳》曰：「仕

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

去。」 

 

 

《論衡‧自紀》曰：「廢退

窮居，舊故叛去，故閑居作

譏俗節義十二篇。既疾俗

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

之政，故作政務之書。」 

 

 

黃暉按：許慎說文序：「尉

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

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

後漢書百官志：「郡太守、

郡丞、縣令若長、縣丞、縣

尉，各置諸曹掾史。」是仲

任為掾功曹，當在十七歲以

後，二十一二以前。因二十

三四以後，已詣洛陽，則其

得為功曹，當在此數年中，

故誌於此。 

 

 

黃暉按：「仕郡為功曹，以

數諫爭不合去。」此二句，

敘在「後歸鄉里，屏居教授」

後，蓋並前事言之，非歸鄉

里後，才為郡功曹也。論衡

起草於明帝初年，據自紀

篇，譏俗、政務之書作於論

衡之前，而譏俗書又為廢退

窮居而作。其廢退窮居，當

即指罷功曹也，故知為功

曹，必在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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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建武二十

五(49)年 

王充 23 歲   

光武帝建武二十

六(50)年 

王充 24 歲   

光武帝建武二十

七(51)年 

王充 25 歲   

光武帝建武二十

八(52)年 

王充 26 歲   

光武帝建武二十

九(53)年 

王充 27 歲   

光武帝建武三十

(54)年 

王充 28 歲 《後漢書‧王充傳》曰：「後

到京師，受業大學，師事扶

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

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

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

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

《謝承書》略同。 

 

 

袁山松《後漢書》：「充幼

聰明，詣太學。」 

 

黃暉按：《後漢書‧班彪

傳》：「光武雅聞彪才，因

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

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

命，輒去。彪復辟司徒玉況

府。」《光武紀》：「建武

二十三年，玉況為司徒。」

則叔皮于建武二十三年已

在洛。但其時，仲任方二十

一二，窮居鄉里。《後漢書‧

班彪傳》又云：「後察司徒

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

建武三十年卒官。」是叔皮

晚年，已離洛之官。則仲任

師事叔皮，必在其二十三四

以後，二十七八以前。 

黃暉又按：《水經‧穀水》

注：漢順帝陽嘉元年立碑，

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

學。」則仲任入太學師事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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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必在此數年。但《光武

紀》：「建武五年，初起太

學，車駕還宮，幸太學，賜

博士弟子各有差。」與陽嘉

元年碑說異。存之俟考。 

 

 

光武帝建武三十

一(55)年 

王充 29 歲 《論衡‧商蟲》曰：「蝗起

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

南。」 

 

 

《論衡‧感虛》曰：「陳留

雨穀，穀下蔽地。」 

 

 

黃暉按：《後書光武紀》：

「三十一年夏蝗。」《古今

注》：「建武三十一年，郡

國大蝗。」（《後書五行志

注》。） 

 

 

光武中元元(56)

年 

王充 30 歲 《論衡‧宣漢》曰：「光武

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 

 

 

黃暉按：《光武紀》：「中

元元年二月辛卯，柴望岱

宗，登封太山。」袁山松書：

「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

闕。」（《初學記》五、《御

覽》三十九。）《漢光武封

禪儀》曰：「建武三十二年，

封泰山，時天清和無雲。」 

 

 

光武中元二(57)

年 

王充 31 歲   

明帝永平元(58)

年 

王充 32 歲 袁山松《後漢書》：「觀天

子臨辟雍，作六儒論。」 

 

黃暉按《光武紀》，中元元

年冬，起明堂辟雍。《明帝

紀》，永平元年，冬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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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辟雍。《翟酺傳》，酺上

言：「光武初興，起太學，

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

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

辟雍始成，欲毀大學。太尉

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

兼存，故並傳至今。」據此，

則辟雍起於光武，成於明

帝，則此「觀天子臨辟雍」，

當為明帝時事。故誌於此。 

 

 

明帝永平二(59)

年 

王充 33 歲 《後漢書‧王充傳》：「後歸

鄉里，屏居教授。充好論

說，始若詭異，終有實理。

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

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

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

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謝承書》：「王充於宅內

門戶牆柱，各置筆硯簡牘，

見事而作，著《論衡》八十

五篇。（據汪文臺揖本。） 

 

 

《論衡‧自紀》曰：「傷偽

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

之書。」 

 

黃暉按：〈講瑞篇〉云：「此

論草於永平之初。」會稽典

錄云：「《論衡》造於永平

末，定於建初之年。」蓋永

平初，已屬草，時輟時作，

至永平末，方專精一志也。

又〈須頌篇〉云：「《論衡》

之人，在古荒流之地。」與

本傳謂仲任歸鄉里作《論

衡》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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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永平三(60)

年 

王充 34 歲   

明帝永平四(61)

年 

王充 35 歲   

明帝永平五(62)

年 

王充 36 歲 〈別通篇〉、〈超奇篇〉、

〈案書篇〉皆有記載。「班

固為尚書郎。」 

 

 

黃暉按：《謝承書》，（御

覽四八四。）永平五年，班

固被召詣校書。《范書‧班

超傳》同。 

 

 

明帝永平六(63)

年 

王充 37 歲 《論衡‧宣漢》：「鼎見。」 黃暉按：《明帝紀》，永平

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

廬江太守獻之。 

 

 

明帝永平七(64)

年 

王充 38 歲   

明帝永平八(65)

年 

王充 39 歲 《論衡‧吉驗》：「虞延為

司徒公。」 

 

 

黃暉按：《虞延傳》，事在

永平八年。 

 

 

明帝永平九(66)

年 

王充 40 歲   

明帝永平十(67)

年 

王充 41 歲 《論衡‧恢國》：「廣陵王

荊迷於孽巫，孝明三宥，王

吞藥。」 

 

 

黃暉按：明帝紀，永平十年

春二月，廣陵王荊有罪自

殺，國除。 

 

 

明帝永平十一

(68)年 

王充 42 歲 《論衡‧驗符》：「廬江皖

侯國際有湖出金。太守遣吏

黃暉按：《明帝紀》，永平

十一年，漅湖出黃金。時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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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遣門下掾奉獻。」 

 

 

《論衡‧宣漢》：「明帝致

麟、醴泉、白雉、嘉禾。金

出。」 

 

 

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

出焉。 

 

 

明帝永平十二

(69)年 

王充 43 歲 《論衡‧驗符》：「永昌郡

有金。」 

 

 

《論衡‧佚文》：「楊子山

為上計吏，見三府作哀牢

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

明奇之，徵在蘭臺。」 

 

 

黃暉按：《明帝紀》，永昌

郡，永平十二年置。《郡國

志》注云：「二年。」誤。 

 

 

黃暉按：《明帝紀》：「永

平十二年，益州徼外夷哀牢

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

郡。」《西南夷傳》曰：「罷

益州西部所領六縣，合為永

昌郡，置哀牢、博南二縣。」

《郡國志》：「永昌郡哀牢

縣，永平中置，故牢王國。」 

 

 

明帝永平十三

(70)年 

王充 44 歲   

明帝永平十四

(71)年 

王充 45 歲 《論衡‧恢國》：「帝立廣

陵王荊子。」 

 

 

《論衡‧恢國》：「楚王英

惑於俠客，王吞藥。」 

黃暉按：《明帝紀》，永平

十四年封故廣陵王荊子元

壽為廣陵侯。 

 

 

黃暉按：《明帝紀》，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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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四月，楚王英卒。 

 

 

明帝永平十五

(72)年 

王充 46 歲 《謝承書》：「蝗蟲起泰山

郡，流徙郡國，薦食五穀，

彌衍兗、豫，過陳留、壽張

界，飛逝不集。。（後書虞

延傳注、書抄三十五。） 

 

 

 

明帝永平十六

(73)年 

王充 47 歲   

明帝永平十七

(74)年 

王充 48 歲 《論衡‧佚文》：「永平中，

神雀群集，百官頌上。」 

 

 

《論衡‧宣漢》：「明帝時，

致甘露、神雀、紫芝，離木

復合。」 

 

 

黃暉按：《東觀漢記》十八

《賈逵傳》曰：「永平十七

年，公卿以神雀五采，翔集

京師，奉觴上壽。上召逵。

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

頌》。」《范書‧逵傳》亦

云：「永平中。」 

 

 

黃暉按：《明帝紀》：「永

平十七年正月，甘露降於甘

陵。是歲，甘露仍降。樹枝

內附，芝草生前殿。神雀五

色，翔集京師。」《東觀漢

記》：「明帝永平十七年正

月，夜夢見先帝太后，覺悲

不能寐。明日上陵，樹葉有

甘露，上令百官採之。」（《類

聚》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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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永平十八

(75)年 

王充 49 歲   

章帝建初元(76)

年 

王充 50 歲 《論衡‧明雩》：「建初孟

年，北州連旱。」 

 

 

《論衡‧恢國》、《論衡‧

須頌》皆有云：「建初孟年，

無妄氣至。」 

 

 

《論衡‧宣漢》：「歲遭氣

運，穀頗不登。」 

 

 

《論衡‧恢國》：「地動。」 

 

 

《論衡‧恢國》：「第五司

空，股肱國維。」 

 

 

《論衡‧恢國》：「隱彊侯

傅，縣書市里，誹謗聖政，

今上海恩，犯奪爵土。」 

 

 

黃暉按：《章帝紀》：「永

平十八年，是歲牛疫，京師

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兗、

豫、徐州田租芻稿。其以見

穀賑給貧民。」又建初元年

丙寅詔曰：「比年牛疫，墾

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

亡。」 

 

 

「地動。」黃暉按：《章帝

紀》，事在建初元年三月。 

 

 

黃暉按：《章帝紀》，永平

十八年八月即帝位，十一月

第五倫為司空。 

 

 

黃暉按：《後漢紀》十一云：

「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傅坐

驕溢，免為庶人。」 

 

 

章帝建初二(77)

年 

王充 51 歲 《論衡‧恢國》：「元二之

間，嘉德布流。」 

黃暉按：《章帝紀》，建初

二年三月辛丑詔曰：「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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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衡‧對作》：「建初孟

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

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

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

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

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

《備乏》。酒縻五穀，生起

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

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

題記草，名曰《禁酒》。」 

 

 

《論衡‧恢國》：「帝立楚

王英子。」 

 

 

陰陽不調，饑饉屢臻。」《後

漢紀》十一，建初二年夏四

月太后詔曰：「今水旱連

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餒

者。」 

 

 

黃暉按：《楚王英傳》，建

初二年，封英子為楚侯。 

 

 

章帝建初三(78)

年 

王充 52 歲 《論衡‧恢國》、《論衡‧

驗符》：「零陵生芝草五本。」 

 

 

黃暉按：《章帝紀》，建初

三年，零陵獻芝草。 

 

 

章帝建初四(79)

年 

王充 53 歲 《論衡‧雷虛》：「夏六月，

雷擊殺羊五頭，皆死。」 

 

 

《論衡‧恢國》、《論衡‧

驗符》：「甘露降五縣。」 

 

 

黃暉按：《章帝紀》，建初

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陽二

縣。 

 

 

章帝建初五(80) 王充 54 歲 《論衡‧恢國》、《論衡‧ 黃暉按：《章帝紀》，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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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驗符》：「芝草復生泉陵六

本。黃龍見，大小凡八。」 

 

 

五年，零陵獻芝草。有八黃

龍見於泉陵。 

 

 

章帝建初六(81)

年 

王充 55 歲   

章帝建初七(82)

年 

王充 56 歲   

章帝建初八(83)

年 

王充 57 歲   

章帝元和元(84)

年 

王充 58 歲   

章帝元和二(85)

年 

王充 59 歲 章帝時，麒麟五十一至。(《御

覽》八八九引《論衡》佚文。) 

 

 

《論衡‧講瑞》：「元和、

章和之際，此篇謂講瑞篇。

已成。」 

 

 

黃暉按：《東觀漢記》，元

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

麒麟五十一至。 

 

 

章帝元和三(86)

年 

王充 60 歲 《論衡‧自紀》：「徒家辟

難，詣揚州部丹陽、九江、

廬江。」 

 

 

《論衡‧自紀》：「入州為

從事。」 

 

 

《後漢書‧王充傳》：「刺史

黃暉按：〈自紀篇〉「入州

為從事」句，次於「在縣，

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

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

五官功曹行事」句下，乃通

前後事言之，非為從事、為

功曹並一時事也。「入州為

從事」，即本傳所云「刺史

董勤辟為從事」。〈自紀篇〉

云「後入為治中」，即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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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勤辟為從事。」 

 

 

「轉治中」。王充明言「徙

家辟難，詣揚州部丹陽、九

江、廬江，後入為治中」，

則「入州為從事」當在此時

也。 

 

 

章帝章和元(87)

年 

王充 61 歲 《論衡‧自紀》：「後入為

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

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 

 

 

《後漢書‧王充傳》：「轉治

中。」 

 

 

《論衡‧講瑞》：「元和章

和之際，嘉瑞奇物，同時俱

應。鳳皇麒麟，連出並見。」 

 

 

《論衡‧講瑞》：「永平以

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 

 

 

黃暉按：云「歷年寢廢」，

則「轉治中」與「為州從事」

當隔一年，故誌於此。 

 

 

黃暉按：《後漢紀》十二：

「元和二年二月鳳皇集於

肥。五月丙戌詔曰：『鳳皇、

黃龍、鸞鳥比集七郡。神

雀、甘露降自京都。』」《東

觀漢記》：「元和二年以來，

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鳳皇

三十九見郡國，麒麟五十

一，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

四，青龍、黃鵠、鸞鳥、神

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

赤烏、白兔、白鹿、白燕、

白鵲、甘露、嘉瓜、秬秠、

明珠、芝英、華苹、朱草、

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

官，不可勝紀。」《古今注》：

「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

三足烏集沛國，麒麟見陳，

一角，端如蔥葉，色赤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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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生沛，如人冠。」 

 

 

章帝章和二(88)

年 

王充 62 歲 《論衡‧自紀》：「罷州家

居。」 

 

 

《後漢書‧王充傳》：「自免

還家。」 

 

 

《後漢書‧王充傳》：「友人

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

學。肅宗（章帝。）特詔公

車徵，病不行。」 

 

 

《謝承書》：謝夷吾薦充

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

雖前世孟軻、孫荀，近世揚

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

也。」（范書本傳注。） 

 

 

 

和帝永元元(89)

年 

王充 63 歲 續〈講瑞篇〉稿。 

 

 

黃暉按：講瑞篇云：「至元

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

則其續稿，已在章帝歿後，

故誌於此。 

 

 

和帝永元二(90) 王充 64 歲 《論衡‧自紀》：「年漸七 黃暉按：臧琳《經義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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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十，時可懸輿，乃作養性之

書，凡十六篇。」 

 

 

《後漢書‧王充傳》：「年漸

七十，志力衰耗，乃作養性

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

自守。」 

 

 

《會稽典錄》：「年漸七十，

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 

 

 

《文心雕龍‧養氣》：「昔王

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

而作，豈虛語哉？  

 

 

韓愈《後漢三賢贊》：「年七

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 

 

 

《抱朴子‧自序》：「王充年

在順耳，道窮望絕，懼聲名

之偕滅，故自紀終篇。」 

 

 

四曰：《後漢書‧王充傳》：

「充年漸七十，志力衰耗，

乃造《性書》十六篇，裁節

嗜欲，頤神自守。」案充所

著《論衡》八十五篇，今本

無缺，而《性書》失傳，

《隋》、《唐志》亦無著錄。

《論衡》末有〈自紀〉云：

「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

漸七十，作《養性》之書十

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

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

適輔服藥引導，（以上疑用

十六篇之目。）庶冀性命可

延，期須不老。既晚無還，

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

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

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

猶入黃泉，消為土灰。上自

黃、唐，下臻秦、漢而來，

折衷以聖道，理於通材，如

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

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

延，吁歎悲哉！」讀此，可

想見其書之彷彿。 

 

 

黃暉按：《會稽典錄》作「養

生」，「性」、「生」字通。

《文心雕龍‧養氣篇》作「養

氣」，蓋〈養氣篇〉為《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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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書》之目。「年漸七十」

與「七十餘」義異，韓氏失

之。 

 

 

黃暉按：六十耳順，云「六

十」者，舉成數也。仲任六

十二罷州家居，年漸七十，

作《養性書》，而《養性書》

目，已見〈自紀篇〉，則其

〈自紀篇〉非六十歲時作

也。 

 

 

和帝永元三(91)

年 

王充 65 歲   

和帝永元四(92)

年 

王充 66 歲   

和帝永元五(93)

年 

王充 67 歲   

和帝永元六(94)

年 

王充 68 歲   

和帝永元七(95)

年 

王充 69 歲   

和帝永元八(96)

年 

王充 70 歲 《後漢書‧王充傳》：「永元

中，病卒于家。」 

 

 

黃暉按：永元共十六年，其

云「永元中」，故誌於此。

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推定

仲任為八十歲，梁廷燦《歷

代名人生卒表》因之，並未

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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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暉又按：清唐煦春《上虞

縣志》二十五下：「漢郡功

曹王充墓，在縣西南十四都

烏石山，（據《萬歷志》。）

嘉慶十二年，邑人林鑑修

治，（據《嘉慶志》。）咸

豐五年，林鼎臣、謝簡廷重

修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