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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伯雄编著的《春秋经传讲义》内容提要：《春秋》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思想感情、道德情操、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春秋经传讲义》对《春秋》及三传的内容、形式、性质及其作为儒家经典的特点做了详细的介绍，
对《春秋》经传中所包含的种种问题以及古代学者所作的相关“注”、“疏”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春秋》经传的研究诠释史亦即“春秋学”的发展脉络。
本书兼顾普及与提高，既有关于《春秋》经传一般知识的介绍，也有作者的研究心得，是一部不可多
得的“春秋学”辅助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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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伯雄，1947年生。
天津人，现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兴趣集中在古史、经学史及历史文献的考证研究方面。
主要著作有《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春秋学史》以及古籍整理《周礼注疏》。
在《孔子研究》、《哲学研究》等核心期刊t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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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春秋》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
 一、“春秋”名义简说
 二、《春秋》的形式与内容
 三、《春秋》的今古文问题
 四、可信而并不完备的鲁史
 五、孔子与《春秋》的关系
 六、孟子的《春秋》观
第二讲“三传”是怎样解经的
 一、关于“三传”的基本知识
 二、三传解经之比较
 三、三传之同源与异流
第三讲《左传》的作者、成书时代及相关问题
 一、《左传》的作者
 二、《左传》的成书时代
 三、《左传》的编撰过程
 四、左氏处理史料的方式
 五、《左传》与《国语》之关系
第四讲《左传》中的“无经之传”
 一、“关联传事”与无经之传
 二、编年记事产生无经之传
 三、《春秋》阙文与无经之传
 四、补充史实的无经之传
第五讲《左传》的思想倾向
 一、重礼治
 二、重民
 三、君臣关系
 四、天道观
第六讲《左传》的价值
 一、经学方面
 二、史学方面
 三、文学方面
第七讲汉代今古文势力的消长
 一、《春秋》学成为汉代的“显学”
 二、汉世公羊学的传承
 三、汉代《谷梁传》的授受源流
 四、《左传》在西汉的传授
 五、今古文学的分化
 六、东汉今古文势力的消长
第八讲《公羊》之义与董仲舒的公羊学
 一、《公羊传》中的大义
 二、董仲舒的公羊学说
第九讲谈谈《公羊传》的“注”与“疏”
 一、何休的《公羊解诂》
 二、徐彦与他的《公羊传疏》
第十讲杜预的《左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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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杜预其人及其著作
 二、杜预关于“经承旧史、史承赴告”的思想
 三、杜预关于“例”的理论
 四、杜注的得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第十一讲《谷粱传》与范宁的《谷梁传集解》
 一、《谷梁》经义
 二、《谷梁传》的“日月时例”
 三、范宁的《谷梁传集解》
第十二讲唐代的《春秋》经传之学
 一、《春秋正义》的出现
 二、《春秋》经传之学在唐代呈现衰颓之势
 三、从折衷三传到舍传求经
第十三讲宋代学者与《春秋》经传
 一、北宋前期儒学的中兴
 二、孙复与刘敞
 三、王安石的“断烂朝报”之说
 四、程颐的理学《春秋》观
 五、朱熹的怀疑与困惑
第十四讲《春秋》的第四传——胡安国传
 一、胡安国及其学术渊源
 二、胡氏《春秋传》之成书
 三、胡安国的“史外传心要典”说
 四、胡氏《春秋传》之要旨
 五、胡氏《春秋传》的时代特征
 六、胡传成为了《春秋》的第四传
第十五讲清代崇尚实证的《春秋》之学
 一、清代学风的变化
 二、从顾炎武看清初实学
 三、乾嘉汉学的《春秋》经传研究
第十六讲公羊学的复兴与近代改制
 一、从庄存与到刘逢禄
 二、刘逢禄否定《左传》的解经性质
 三、开发公羊学经世功能的龚、魏新学
 四、康有为的公羊学与“托古改制”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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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时至今日，关于《左传》的作者及时代，学界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以上我们已大致做了
介绍。
谈到《左传》的编撰过程，由于对作者与时代的看法不同，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说法。
如果仍持鲁君子左丘明撰《左传》之旧说，那么司马迁所说的“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
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及班固所说的“（左丘明）恐弟子各安
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云云，已大致说出了《左传》是怎样编撰
出来的。
不过司马迁说左丘明作的是“左氏春秋”，这个“左氏春秋”是不是就等于“春秋左氏传”，古人就
曾有过争议，如果真的两者并不等同，那么《左氏春秋》是不是为解释《春秋》而作，也就成了问题
。
所以关于《左传》的编撰过程，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今日我们所见的《左传》究竟是怎样成书的，自来就有许多推测。
当年刘歆大力主张将《左传》立于学官的时候，就遭到了西汉博士的激烈反对，这些博士坚持“左氏
不传（读去声）《春秋》”的观点，实际上是怀疑《左传》的性质，以为《左传》根本就不是解释《
春秋》的传。
此后历代都有人认为《左传》与《春秋》本是不相干的两部书。
这种怀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并不总是与《春秋经》一一对应着的，
除了有大量的无传之经外，似乎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无经之传”。
此外，《左传》中虽也有不少解经的内容（包括“君子日”、“五十凡”、解经语等），但这些东西
都有很明显的嵌入的痕迹，多数都没有与传文融为一体。
我们在前面曾举过《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段为例，这段记事中间的那些解经语就很值
得玩味。
在记述郑伯的弟弟“段”被赶出郑国之后，夹着这样一段议论：“书曰：‘郑伯克段于鄢。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日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言出奔，难之也。
”这就是解经的话，解释经文“郑伯克段于鄢”里面的义。
这一段解经的话，插在了叙事的中间，使得本来与上文紧密相连的“遂置姜氏于城颍”的“遂”字显
得上无所承，突如其来。
因此清儒皮锡瑞就说“书日”云云显然是被人后加上去的。
应该说这个判断是不错的。
那么，究竟是谁将“书日”、“君子日”之类的解经语加进去的呢？
 自宋以来，就有人怀疑是刘歆改造了《左传》，加进了解经语。
宋人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日是刘歆之辞。
”到了清代，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详细论证了刘歆是怎样把先秦旧书《左氏春秋》改编为《
春秋左氏传》的。
后来康有为继承其说，进而提出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的新说。
刘、康的观点尽管有很多不同，但在《左传》（这里指刘歆以前的“左传”）与《春秋》本是不相干
的两部书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而这一点恰是《左传》问题的要害所在。
刘、康的意见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影响至为深远。
在20世纪初期，不少著名学者都是信从刘歆伪造说的。
 学问之道，有如积薪，总是后来居上。
现代学者的研究，又彻底推翻了刘歆伪造说。
研究表明，那些所谓由刘歆加进去的解经语、“君子日”等等，在刘歆以前早已存在了。
司马迁曾经引用过，先秦诸子也曾经引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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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刘、康的说法无异于釜底抽薪。
时至今日，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已很少有人相信刘歆伪造说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疑点依然存在。
《左传》之“述史”部分与“解经”部分之不相融合是不争的事实，大量“无经之传”的存在也有目
共睹。
怎样解释这些疑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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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传讲义》兼顾普及与提高，既有关于经传一般知识的介绍，也有作者的研究心得，是一部不可多
得的辅助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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