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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罗军凤《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既成，索序于我。
我比较了解作者为这部书稿所付出的心血和获得的成就，故乐于从命。
　　这个选题很难，实际牵涉到两个重大的学术领域，一是《左传》本身，包括其成书年代、作者、
流传、性质等问题，是一个纵向的学术史研究；二是清代的学术背景，所涉及的问题又远远超出学术
范围，学术掺杂着政治，中外文化又融汇其间，是一个横向的断代学术研究。
如此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视角偏失、方法不力，一旦涉入，恰如《左传·隐公四年》所说：“
犹治丝而棼之也。
”　　根据刘向《别录》（《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引）、《汉书·儒林传》以及陆德明《经典释
文序录·注解传述人》的记述，左丘明作《传》，传授给曾申，曾申又传给卫人吴起，吴起传其子吴
期，吴期传楚人铎椒。
铎椒作《铎氏微》八卷，授虞卿。
虞卿作《抄撮》九卷。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乃楚威王时人，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339年，末年为公元前329年，
《铎氏微》当作于这11年间。
《战国策·楚策四》说“虞卿谓春申君日：‘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就是《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
虞卿的生活年代在公元前305至235年之间，也就是说，公元前300年左右，《左传》已在世间流传。
虞卿又将《左传》传授给同郡荀卿，荀卿传给西汉初年的张苍。
进入两汉以后，《左传》传授的线索多有文献记载，比较清晰。
可以略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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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秋左传学”是中国古代的一大显学，更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大显学。
     本书以还原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内在发展线索为要，在清代学术的背景之下，分析、把握清代春秋左
传学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成就与不足，并对当前的《左传》研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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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军凤，女，1971年生，湖南邵阳人，文学博士，现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左传》学术史，已在《文学遗产》、《汉学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国文化
研究》、《求索》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参编《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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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三、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阶段    四、清代春秋左传学的特点及其评价第一章  清初经学的复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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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师刘逢禄的关系之澄清    二、宋学经师庄存与《春秋正辞》义理阐发的不入时流  第二节  刘逢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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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超越    结语第六章  清代《左传》评点学——《左传》文学研究的范式  第一节  清代《左传》评点
学概述    一、清代《左传》评点学著作概述    二、清代《左传》评点学的特点    三、清代《左传》评
点学发展概观  第二节  《左传》的古文评点与经世之风    一、魏禧与王源的古文评点    二、《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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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与盛大谟    一、金圣叹的《左传》评点    二、盛大谟的《左传》评点    结语第七章  回归原
典：《左传》与春秋学源流——《左传》的性质之探讨  第一节  《左传》“经”、“史”概念的辨正  
 一、《左传》“经”的概念的澄清     二、《左传》“史”的概念的澄清  第二节  《左传》的撰作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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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日”不关孔子的微言大义    结语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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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杜注引文不注出处，不合清人学术规范　　杜注对参考过的各家旧注不缀名姓地引用，不合
清人治学规范。
清代学术由宋元学术的反动而起，凡有明一代学术的空疏习性都唯恐避之而不及。
引文而不注出处，明代为盛。
明代著书虽多，但学术荒芜，著书犹同抄书，引文都不注出处。
不注出处的作风和抄书风尚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然激起清儒的反感。
因为对明代学术的反覆，也因为清代学术的客观性质，清儒对引文出处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惠栋《左传补注》指责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中“礼为邻国阙”一条，“用服虔说而不称服注”，
又采《汉书·五行志》数条，而不明这数条实出自汉儒《左传》旧说。
可知标明出处，也有相当的学问，只知道引文出处，而不明家法派别，亦不为学者所赞同。
顾氏可谓一时疏忽，惠氏进一步深究，都未可指摘，而四库馆臣对顾氏不标汉儒古注但标《汉书·五
行志》辩护，又对惠栋《左传补注》引文出处的标例提出批评，可见事情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
《四库全书总目》“左传杜解补正”云：案征引佚书，当以所载之书为据。
栋引《世本》不标《史记注》，引京相皤《土地名》，不标《水经注》，正体例之疏.未可反讥炎武。
　　至服虔一条，当由偶忘出典。
栋注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证以王肃《家语注》，亦明冯时可之说，未标时可之名也。
①四库馆臣于此提出“征引佚书，当以所载之书为据”的标例原则，据此对惠栋的标例法提出批评。
四库馆臣对惠栋的讥弹，正如惠栋对顾炎武的摘谬。
在这样的批评意见之后，隐含着清儒日渐严整的学术规范。
以顾炎武、惠栋二人的学识，尚有不周，难免存一两处遗漏，授人以柄，何况杜注引文无一处有来历
。
　　清代学术广泛吸取前人及时人的研究成果，有一言之善，则采而用之，丝毫不敢掠美，这成了学
术的基本要求。
梁履绳《左传补注》用汉唐以前的古注添补杜注的阙失，每一注都注明出处。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用古注将《春秋左传》从头到尾注释了一番，无一不标明出处，且用语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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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春秋左传学”是中国古代的一大显学，更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大显学。
《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以清代极为丰富的春秋左传学学者及其论著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在理路”
说理论，藉以探讨清代的《左传》学术史，并为当今春秋左传学研究拓一新途。
（每下一论，）言之有据，论之成理，体现出作者的创新思维，取得了良好的理论成果。
　　　——郭英德 　　作者广泛搜集资料，泛览清代《左传》研究群书，又在深入研读原著的基础上
，总揽清代左传学大局，成竹在胸，比较深入地梳理了清代左传学发生、发展的内、外诸原因。
⋯文章写作规范，富有才气和锐气，论著格局完整，颇具气象。
　　　——傅刚　　　本书给人的印象是扎实而厚重，堪称清代学术著述中有价值的新作。
文章对具体问题的剖析细致入微，又能从纷纭中理出头绪，表现出作者强劲的思考能力；语言表达不
温不火，运笔力于平稳，寄识断于叙述，一派老练。
 　　——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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