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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新论》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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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新论》

内容概要

《左传新论》以《左传》为切入点，对轴心时代中华文化形态的一些不成熟的探讨。史学界认为在众
多的史学典籍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史书实为六部。即《左传》、《史记》、《汉书》、《后汉
书》、《三国》和《资治通鉴》。《左传》又称《左氏传》、《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左
传》是我国最旱的一部编年史，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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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新论》

书籍目录

从学科之间的夹缝来研读《左传》（代序）第一编 《左传》与有周官学第一章 试论有周官学第一节 
“官学”义解第二节 有周职官制度概述附：《西周早期官制系统表》、《西周中期官制系统表》、《
西周晚期官制系统表》、《六官总表》第三节 有周官学举例第四节 有周官学吸收了殷商官学的有益
成分第五节 宗周官学之下衍与列国官学之崛起及融合第六节 有周官学的性质和特点第二章 《左传》
是有周官学的结晶（上）——《左传》是有周官学精华之荟萃第一节 我国的“兵法之祖”第二节 周
礼的权威阐释者第三节 精彩绝伦的卜筮之传第四节 一部珍贵的古天文学史和古历法学史第五节 一部
生动的上古乐书第六节 百科知识的万宝全书第三章《左传》是有周官学的结晶（下）——《左传》引
书考第四章史官是官学集成者，《左传》作者非史官莫当第一节 释史、瞽、史官第二节 史官成为三
代官学传承者的原因第二编《左传》与诸子第一章群星辉耀、硕果纷出的文化春天第二章左氏对诸子
的严密关注和深切理解第三章诸子援史入“道”促进了春秋学的发展第一节 重视历史经验是华夏民族
的传统第二节 诸子援史入“道”第三节 诸子习史研史蔚成时代风尚第四节 轴心时代春秋学的蓬勃发
展第四章《左传》的作者及其与儒家的关系第一节 《左传》作者考第二节 孔子心仪左丘明，左氏亦
敬重仲尼师徒第五章“哲学的突破”催生了我国的史学第一节 《左传》为我国“哲学的突破”所催生
第二节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达到史学高度的历史著作第三节 论《左传》作者对我国史学的贡献第
六章史学的“突破”与哲学的“突破”相激荡第七章论我国“轴心时代”的特点——文史哲兵法数术
等的整体性突破附论一章 孔子与春秋学第一节 《春秋》非孔子所作或所修第二节 论《左传》“孔子
日”均符合夫子思想第三编《左传》与《春秋》第一章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回顾第一节 经学今古文之争
简述第二节 研究《左传》《春秋》关系问题的基点第二章前贤已指出左氏仅依经以比事第三章从经学
发展史的角度证《左氏》不传《春秋》第一节 《左传》成书时《春秋》尚未尊为“经”第二节 《左
传》成书时儒学尚未积累至著长篇巨传第四章始作为圣——《春秋》开创编年史体例第一节 《春秋》
确立了我国编年史之体例第二节 《春秋》开创了兼载人文史自然史之传统第五章《左传》以《春秋》
为系事之纲第一节 左氏之职官决定其必以《春秋》为系事大纲第二节 《左传》从内容到形式均不受
《春秋》限制第六章《左传》叙事常嵌入《春秋》之文第一节 左氏常采用《春秋》文字，并融入《传
》文第二节 “解经语”剖析第七章 论《春秋》对《左传》成就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左传》与古
希腊史学名著的对比谈起第八章 简评今古文经学在《左传》《春秋》关系问题上的观点结语 三传皆
历史必然产物，其并存体现了中华古代文化的特点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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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新论》

章节摘录

第一编 《左传》与有周官学古今中外，无论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还是一部学术著作，都有其思想资
料和学术渊源。因此，研究该思想学派或著作，探讨其思想资料的来源和学术渊源是极其重要和必做
的功课。研究《左传》也不能例外。事实上，前贤对此已经作了许多探讨。早在唐代，啖助对《左传
》所采材料之广博就有精辟的论述：“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
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
，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
当时文集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
杂在其中⋯⋯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馀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以下，颇
见本末。”及至上世纪中叶以后，一些学者又先后提出了“史官文化”的概念和课题，现在已经得到
学界的普遍认同和重视。史官文化是我国先秦时代以史官为主体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在史官
职守之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华夏民族前轴心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夏商周三代官学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左传》作者的学术渊源就是源远流长的史官文化，但是《左传》的
思想资料却远远超出了史官文化的范围，这不奇怪，因为史官本是三代官学的职业的集成者和传承者
。《左传》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它是夏商周三代官学精华的荟萃，是华夏民族上古文明灿烂辉煌
的结晶，而这也恰恰是《左传》的作者非史官不能胜任之佐证。这就是本编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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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新论》

后记

这部书稿是我以《左传》为切入点，对轴心时代中华文化形态的一些不成熟的探讨。在结稿付梓之际
，心中既有多年艰辛跋涉后的欣慰，也充满了对鼓励、支持、帮助过我的师友们的感激。1982年初在
南京大学结束研究生学业时，我面临着留校任教还是回故乡申城进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工作的抉择。我
写信请教曹先擢老师，曹老师回信说还是回上海吧，有些在高校的人我也未见他们的业务有长进，进
出版社一样能提高业务。于是我回沪参加了《汉语大词典》工程。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想象这项工
程是何等艰巨，工作量是何等浩大。十余年的“苦役”改善了我的知识结构，拓宽了我的思路。如果
我没有参加这项工程，也许这部书稿就不会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付出的也实在太多了：每天急
匆匆从沪东赶到沪西上班，上班时间是不允许做私活的；下班时头脑已沉重如石头，还要采购执炊，
然后才能在灯下读书涂鸦。加上很长时间连放置一张床的空间也没有，生活缺乏安定感。眼看岁月蹉
跎，心中日益煎熬。1987年前后，同学们已是成果斐然，我却还是一片空白。鲁国尧老师来信严厉地
批评我：“你是不是家务太重了！”这记警钟使我清醒过来。是的，人生苦短要努力。这以后无论多
苦多累，未名湖上的月光——朗照着博雅塔和湖畔小山上的松林，也曾映照过我和同学们青春理想的
清辉，一直在心中陪伴着我深夜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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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新论》

编辑推荐

《左传新论》由黄山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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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新论》

精彩短评

1、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後記，裏面記載了一個何樂士的八卦：把未發表的論文手稿放在大衣櫃的梳妝
盒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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