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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
  然而对于我们，探求经籍之正解虽属理所当然，梳理历代的误读却也有着另外一番趣味。
况且，误读对历史的影响甚至还要远远大于正解，若要了解历史，理解误读往往会比理解正解更为重
要。
当初，一代代的经学家与政治家们不断在以事实与虚构交织的历史来影响时下的政治，他们对经籍的
探微求玄往往求之越深则失之越远。
在“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引之下去研究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这一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两千年之
久，于是，一片片的玉石与金线在无数人的精心打磨与织造之下成就出一袭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夸
张地包裹起了圣人的尸体——那是一具存在于所有人信念中的圣人的尸体。
可以联想一下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对出土的那件金缕玉衣的关注和赞叹不是大大超过了对中山靖王
本人的热情吗？
所以，我这里进入《春秋》一经三传，既从经籍本身的求是人手，同时也会详论经学史上的种种阐释
与纷争。
本书所做的是一种解剖跳蚤式的工作，试图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载中抽出一年，来作全景式
、历时性的分析，梳理历代学者对这一段被神圣化的文本的种种不同的定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解
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无穷无尽的辩难，并展示这些定义、信仰、解读与辩难是如何影响着不同时代
中的政治理念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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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秋》对于古人来讲，长期都被尊为政治哲学的最高圣典，并被认为是所有儒学经典中唯一一
部孔子亲手编撰的作品，因此而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其地位长期凌驾于儒家所有经典之上。
但《春秋》同时又是最费解的，甚至连遍注群经的朱熹都退避三合，孔子的微言大义在历代经学家的
解读之下变得越来越芜杂，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楚。
我们若想从《论语》、《春秋》等经典的字面本身来了解儒家思想，这几乎就是一种缘木求鱼式的努
力，因为真正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大影响的那些所谓儒家思想、孔子真义，其实和孔子本人并没有太
大关系，和我们所熟知的“四书五经”、“十三经”本身也没有太大关系，而真正发生巨大影响的却
是何休版孔子、杜预版孔子、郑玄版孔子、孔颖达版孔子、朱熹版孔子、王阳明版孔子⋯⋯这是一个
人们不断地赋予经典以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给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这些被人们
所赋予的意义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人们自身。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对经典的种种所谓正解与误读不断地冲突、互补、融合、灭亡、新生，许多由不靠
谱的考据引申出来的“大义”真实地在现实社会政治思想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又不断衍生出新的义理
与新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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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贾逵、杜预所谓隐公立桓公为太子的说法是不合语法的，而“奉”字是自下奉上之辞，子奉母是
可以的，兄奉弟却讲不通了。
这一点杜预想必也是明白的，所以他解作“帅国人奉之”，凭空添了“帅国人”三字来弥合矛盾。
而释“之”为仲子则文义顺畅，前后呼应：隐公认可仲子为惠公正妻，奉之为母。
自然也就认可了桓公作为惠公之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只待将来桓公长大便归政于他，这与《左传》后
文都是相符的。
于鬯此解，既合语法，也合文义，或许是迄今所见最通畅的解释了。
但是，疑点仍然存在：如果鲁隐公仅是摄政而非实际即位，为何称公，这岂不是僭越名分？
既然奉仲子为母，又为什么声子有谥而仲子无谥？
先说第二个问题。
如前所述，童书业是认可《史记》的记载的：隐公的母亲声子是惠公的“贱妾”，而仲子本该是隐公
之妻，却被惠公夺了去。
根据春秋时代的习俗，父夺子妻所生的儿子虽然可以成为太子，但并不太名正言顺。
所以，仲子所生的桓公本在可立可不立之间。
这些大概就是仲子后来虽然升格为夫人却没能获得谥号的原因。
而据当代学者刘丽文的说法是，如果死去的元妃没儿子，继室的儿子继承君位是顺理成章的，如杜预
注“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也”。
隐公对桓公的谦让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母亲地位低，自己没有继位的资格，而是牵连着仲子掌纹上的那
句神谕——“为鲁夫人”。
刘发出了和前文中于鬯同样的疑问：回顾前文，《左传》对仲子的叙述有些闪烁其词：“故仲子归于
我”是说仲子嫁到我国，但问题是，嫁给鲁惠公是“归于我”，嫁给鲁隐公（当时的太子，未来的国
君）也是“归于我”。
仲子本来到底要  [清】于鬯《香革校书》，中华书局。
1984年，第740-一741页：“立者即谓臆公挺立为君也。
《经》不书即位，故《传》明隐之所以立奉之者。
之字当指仲子，谓奉仲子为母也。
而杜预《集解》谓隐公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太子，帅国人奉之。
则以立为枉公立为太子，非臆公立为鲁君。
奉为奉桓，非奉仲子。
其说本之郑众。
贾逵而小变之。
殆非也。
然据孔义引郜说，隐公摄立为君，奉桓为太子，则其解立却不误，盖此语承上文志公薨而言，又明出
隐公字。
凡言某公薨、某公立，史文之常例。
又下文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住，摄也。
即紧承此立字而言，伸明隐既主而《经》不书即住之意。
《左传》为经割《侍》附《经》之前，其文本相连接，则立之指隐不指极，显可见也。
惟郑亦以奉为奉扭为太子。
夫既奉仲子为母。
则正以枉为太子故矣。
但日奉谓奉仲子则可，谓奉桓则不可。
奉者必自下奉上之辞，子可以奉母，兄未便日奉弟也。
杜亦正嫌于奉之之义，故曲谓帅国人奉之，珠添设帅国人丰矣。
且《史记·鲁世家》言登宋女为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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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为太子，在惠公卒之前，而下《传》亦云惠公之薨也，太子少，则桓在惠公时田早巳立为太子矣
，亦何烦隐之追立而奉之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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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来想写完隐公元年的全年的，结果只写了上半年。
这样出版已经很困难了，如果再加一倍篇幅，读者就只能到网上找电子稿了。
这书写了很久，改了很多次，我觉得如果不考虑出版定稿的话，我大概可以一辈子一直改下去。
这书的出版要感谢很多人。
感谢责编杨晓燕女士，因为，如果我不是作者而是责编的话，断然不会出这种书的，就算想出，也一
定拗不过领导，而书竟然真的出了，实在不容易呀！
还要感谢徐戈和吴新宇两位老师百忙之中为我的稿子校订文字，看了他们的校样，我感觉自己在文字
上又获新知了。
他们与我素昧平生，只是出于一种关怀而义务地承担了这些，实在让我非常感动。
还有杜垣老师一直以来热情的推荐，在此一并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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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
然而对于我们，探求经籍之正解虽属理所当然，梳理历代的误读却也有着另外一番趣味。
况且，误读对历史的影响甚至还要远远大于正解，若要了解历史，理解误读往往会比理解正解更为重
要。
经与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举例来说，明代嘉靖朝嚣嚣多年的“大礼议”，在现代人看来，大家在头破血流中争论的问题实属无
聊——为什么非要皇帝把父母当成叔叔和婶婶？
但在经学背景下现察，就会知道那些“愚蠢无聊”的大臣们拼了性命所争的东西确实是关系重大的。
但是。
大臣们誓死捍卫的那一则春秋大义，在现代史家的考据之下，却有可能被证明为错，甚至是从其理论
源头《公羊传》本身就错起的。
——熊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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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春秋大义2:隐公元年》所作的是一种解剖跳蚤式的工作，试图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载出抽
出一年，来作全景式的分析，梳理历代学者对这一段被神圣化的文本的种种不同的定义、不同的信仰
和不同的解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无穷无尽的辩难，并展示这些定义、信仰、解读与辩难是如何影响着
不同时代中的政治理念与社会思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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