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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传的研究思路与特色
＊

———张高评教授访谈录

张高评，邱诗雯，张瑞麟
（成功大学 中国文学系，中国 台南７０１）

［摘　要］张高评教授研治《春秋》《左传》四十余年，出版相关专著九种，发表论文八十

余篇。前三十年，张教授大抵着力于《左 传》文 本 之 探 讨，先 后 从 古 文 义 法、以 史 传 经 之 视

角，考察《左传》之文学价值，以及《春秋》书法之运用；近十年来，张教授掌握属辞比事之要

领，诠释孔子《春秋》之微辞隐义，对于中国叙事传统之脉络，尤有正本清源之提示。为传播

学术，沾溉后学，特就《春秋》学一题访谈张高评教授，以飨读者。
［关键词］《春秋》；《左传》；古文义法 ；以史传经；叙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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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高评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国家文学

博士，曾任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特聘教授（连续

四任），兼文学院院长、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学

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访问教授，香港树仁

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兼主任，现任浙江越秀外

国语学院大禹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成功大学 名 誉 教 授。学 术 专 攻 为《春 秋》《左 传》
《史记》、秦汉文、唐宋诗、诗话学、古文义法、叙事

传统。已出版《左传导读》《左传之文学价值》《左

传文章义法撢微》《左传之文韬》《左传之武略》《春
秋书法与左传学史》《春秋书法与左传史笔》《比事

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属
辞比事与〈春秋〉诠释学》等《春秋》《左传》学术论

著９种；《宋 诗 之 传 承 与 开 拓》《宋 诗 之 新 变 与 代

雄》《宋诗特色研究》《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自成

一家与宋诗宗风》《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创意造

语与宋诗特色》《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风之

异同》《唐宋题画诗及其流韵》《宋诗特色之发想与

建构》等宋诗论著１１种；《诗人玉屑与宋代诗学》
《苕溪渔隐丛话与宋代诗学典范》《清代诗话与宋

诗宋调》等诗话学论著３种；《论文选题与研究创

新》《研究 综 述 与 论 文 选 题———以《春 秋》《左 传》
《史记》、宋诗、诗话为例》《临场智慧与论文写作》
（２０１９年出版）等 治 学 方 法 专 著３种；《黄 黎 洲 及

其史学》一种；《唐诗三百首鉴赏》（与黄永武先生

合著）、《古文观止鉴赏》（上下册）科普读物２种。
张教授主张提倡实用中文、致力创意研发，尽心于

中国叙事传统之探究，发表论文３００余篇，主编论

文集２０余种，主编学术期刊３种。曾执行“国科

会”（台湾“科技部”）专题研究计划２３案，荣获优

等奖一次，甲种奖６次。《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
《创意造语与宋诗特色》，荣获台湾“国科会”人文

学研究中心出版奖 助。《会 通 化 成 与 宋 代 诗 学》，
荣获成功大学出版奖助。《宋诗特色研究》（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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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古籍出版

社），荣获中华发展基金会奖助。创立《宋代文学

研究丛刊》，自 任 主 编（１～１５期），自１９９３年 起，
刊登宋代 文 学 有 关 诗、词、文、赋、小 说、戏 剧、骈

文、诗话、笔记之研究。又执行实用中文之科研计

划，出版《实用中文写作学》６册、《实用中文讲义》

２册。主编《文学艺术与创意研发》４册，《传统文

化与经营管理》１册。邱诗雯、张瑞麟两位博士先

后两次对 高 评 老 师 进 行 了 学 术 访 谈，于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定稿。现将访谈内容归类整理，希望能嘉惠

学林。
一、《左传》编年，以历史叙事解经，是研读《春

秋》的基始

问：《春秋》三传历来各有拥护者，老师的看法

如何？为什么选择《左氏》学作研究？

答：从郑玄以下，就主张三传 要 会 通，不 能 专

主一传，必须要兼通其他二传。三传跟《春秋》的

关系，有点像一对父母生了三个小孩，三个小孩身

上都能找到遗传自父亲的特质，譬如身材、个性、
气质品味、胸襟气度，等等。《春秋》经有许多微辞

隐义，比较不容易了解。透过三传有助于理解《春
秋》经，犹如从三个小孩遗传基因去理解父亲。把

三个 小 孩 的 特 质 加 在 一 起，取 其 最 大 公 约 数，那

么，父亲的音容笑貌、个性胸襟，应该约略可以掌

握。所以我主张，治《春秋》，要会通三传。
不过，三传会通谈何容易？古 人 皓 首 才 穷 一

经，何况三传？然专主一传，旁通参考其 他 二 传，
应该不难。《公羊》《谷梁》以义解经，以历史哲学

解释《春秋》，就像报纸的社论，有既定的立场，能

自圆其说，与《左传》以历史叙事诠释《春秋》不同。
《公羊》《谷梁》解经，如果不参考《左传》叙事，等于

说不 知 世 界 发 生 什 么 事，主 笔 也 可 以 撰 写 社 论。
《公羊》《谷梁》的学者，研究以义解经、历史哲学，
应该要多多参考《左传》的叙事，解经才更精确，历
史哲学才更圆融。《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事件

当中，就具备有哲理，事实胜于雄辩。事件本身弄

得清楚，是非对错就可以明白。
我大学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左传》

的任课老师是程发轫、刘正浩教授。刘、程二位先

生，学养深厚，教学认真，引发我对《左传》的兴趣，
让我有了一些基础。四年后，我重回台湾师范大

学读 博 士 班，原 本 计 划 研 究 全 祖 望 的 学 术 思 想。
当时，台湾师大没有理学的指导教授，我只好去请

教黄永武教授。他说：“理学，我不懂。”不过，他有

一个心愿，想要研究中国的散文史，《左传》是中国

很早的散文，又是优美的杰作，值得研 究。那 时，
他当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院务繁忙，问我是否可

以帮他研究中国散文史开端的《左传》。我当然受

宠若惊，老师把本来要写的题目让给了我。终其

一生，我的作风也深受黄永武老师的影响，把日积

月累得自别出心裁的题目，毫不保留地跟学生分

享。就因为黄老师的期勉，所以，我就从文学的角

度研究《左传》。
但《左传》面向多元，从《春秋》经的角度来看，

是经学；就编年史的角度来看，是史学。《左传》还
有若干天人消长的思想，以及一些先秦战国时期

思想的源头，这些算是义理。我在《春秋书法与左

传学史·自序》中曾提过，我的博士论文从文学角

度看《左传》，有些人不以为然。孟子的《春秋》学

曾经谈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

丘窃取之。”其事是讲历史叙事，其文是讲史家笔

法，其义是历史哲学。孟子认为《春秋》学应该是

结合其事、其文、其义，三者合一才算完 璧。从 文

学的角度 去 看《左 传》，所 了 解 的 是 历 史 与 叙 事。
这两个加在一起，进一步去了解《左传》的义，应该

是非常好的准备基础。我的《〈左传〉的文学价值》
《〈左传〉的文韬》《〈左传〉文章义法撢微》三书，都

是从文学、文章学角度来看《左传》。但是，《春秋

书法与左传学史》《春秋书法与左传史笔》二书，已
经慢慢从文学与历史的结合，迈进了《左传》的经

学、义理研究来。这是我２０１０年以前研究《左传》
的心路历程。

问：《〈左传〉之文学价值》曾经提示三十几种

叙事笔法。这些笔法是得自您的归纳，还是前人

古文义法的总结？

答：在《〈左传〉的文学价值》中，我提到了一些

手法。谈《左传》的古文，谈骈体文，谈诗歌，谈神

话小说，谈通俗文学，谈传记文学，谈叙事文，谈说

话艺术，谈战国纵横的文风，谈描写文，或多或少

都谈到《左传》的多元笔法。你所问的叙事笔法，
跟《〈左传〉文 章 义 法 撢 微》中 所 列 立 意、谋 篇、安

章、锻句、炼字，乃至于风格种种，都是我读了很多

关于《左传》的评点学著作，细心归纳得出的。只

要台湾公立、私立图书馆看得到、书店买得到的，
我都一一阅读，勤作笔记，分析归纳，最后得到结

论。我的观点不敢说是古文义法的总结，应该看

作文章作法的一种提示。《左传》是非常优美的文

学作品，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说上》推崇备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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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堪称叙事文学的典范，史传文学的矩矱。所以，发
现《左传》里面所呈现的史传笔法、叙事手法，甚至

于是文 章 义 法 所 谈 的 详 略、主 从、重 轻、虚 实、曲

直、显晦、先后、异同等等，在我看来，都要超出现

在的修辞学、章法学之外很多。
细案所谓《春秋》书法，这些术语也都是关键

课题。所以我曾经跟修辞学会、章法学会的朋友

谈过，要发现新的章法学、新的修辞格，应该多多

从古代的评点书中找材料，不要仅仅局限于陈望

道的那三十几个修辞格。不只评点著作，诗话中

也有不少，此外词话、文话、小说评点中 都 有。所

以，我这小小发现，当然不会是古文义法的总结。
因为 只 是 归 纳 出 所 见，当 然 只 是 片 段，不 会 是 全

面。如果我们能够考察古文的典范，求索《左传》
《史记》的文章作法，从评点学、文话去做竭泽而渔

的归纳，逐步进行唐宋八大家、桐城派及各大古文

学派的探讨，经过系统掌握之后，才能谈古文义法

的大概。说穿了，古文义法其实就是文章的写作

手法。
问：老师《春秋》《左传》学的研究，最大的心得

为何？集中关注哪些议题？有哪些特色？

答：《春秋》《左传》学的研究，是一处宽阔的学

术园林，一个漫长的学术旅程。《春秋书法与左传

史笔》，是有关《春秋》学的第七本书。说实在的，
对于《左传》，了解仍然有限，《左传》可供研究的实

在太多了。到２０１０年为止，我对《左传》的研究大

抵表现在专题导读、文学价值、兵法谋略、《春秋》
书法与史家笔法五大方面。《〈左传〉导读》，近于

专题导读性质。《〈左传〉之文学价值》《〈左传〉文

章义法撢微》《〈左传〉之文韬》，侧重文学价值的爬

梳。《〈左传〉之武略》，归纳战争个案，提示兵法谋

略之大凡。《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谈据事直书、
预言作用外，聚焦于《春秋》书法，以探讨《史记》笔
法、宋代诗学、《春秋师说》《春秋孔义》、方苞义法

及《春秋左传补疏》。《春秋书法与左传史笔》，亦

以《春秋》书法为纲领，以研讨《左传》之诗化修辞，
以叙事为论断，叙战资鉴之叙事策略；论证《史记》
之诗歌语言、叙战义法；下探刘知几《史通》、杜甫

诗史、苏辙《春秋集解》，见证书法、史笔、诗心之相

通。现当代 学 术，则 考 察 章 太 炎《春 秋 左 传 读 叙

录》、钱钟书《管锥编》，以见左丘明与孔子、《左氏》
与《春秋》之关系，而《左传》之书法、记言拟言代言

之叙事艺术，亦可得而知。

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左传》，是我的特

色。孟子谈到，《春秋》有其事、其文、其 义。我 研

究文学，当然已经掌握了史事跟史文。这样，对于

更进一步了解史义，大有利益，大有帮助。因为治

学步 步 为 营、稳 扎 稳 打，比 较 容 易 达 到 圆 融 的 目

标。绝大部分的人研究《左传》，多直接从经学的

角度切入。但是《左传》的属性，是以历史叙事来

解经，毕竟事件是历史，表现的手法是文学，这方

面如果不很了解，就直接去说历史叙事怎样解经，
解释什么微言大义，容易引喻失义、游谈无根。不

但精确度不高，而且常捕风捉影。我认为，事、文、
义三者应相资为用，不能偏废。司马迁私淑孔子，
典范《春秋》，《太史公自序》引孔子曰：“我欲载之

空言，不如见诸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因为“空言

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所以，透过其文、
其事来考察其义，比较“深切著明”。南宋胡安国，
就是据此理念，著成《春秋传》，而对诠释《春秋》经
贡献良多的。

二、会通诗史与研究创新

问：《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文

史通义·史德》称：“必先通六义比兴之旨，然后可

以读春王正月之书。”老师同时研究史传文学与诗

歌，对于孟子与章学诚的话，是否有更深刻的体会

与诠释？

答：孟子讲“《诗》亡，然后《春秋》作”，明显是

在说诗歌跟《春秋》有着相同的特质，才能彼“亡”
而此“作”。如果根据闻一多、朱自清的说法，“诗”
的本义、引申义，就有记忆、寄托跟怀抱三个意思。
从诗歌保存宗庙祭祀、朝廷燕飨、会盟征战，以及

士人庶民哀乐情愁等历史记忆的角度来说，跟《春
秋》为记 事 之 书 是 相 通 的。黄 永 武 教 授 以 为《诗

经》小序，跟《左传》的历史叙事可以相互补充。从

这个角度来看，诗歌跟《春秋》经有相通相融之处。
诗与《春秋》如何相通？我写过一篇《杜甫诗史与

春秋书法》的论文，论证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作

叙事歌行，多运用《春秋》书法来叙次史事，褒贬人

物。杜甫书法之渊源，来自十三世祖当阳君杜预。
可见，到了唐代诗与史都还相通。乐府诗是叙事

的，叙事诗就更接近原始诗的属性，所以，诗歌中

有许多与《春秋》书法相关。我另一篇论文《刘知

几之〈春秋〉〈左传〉学———兼论诗化之史学观》，论
证《史通》对《左传》诗歌语言的提示，诗与史可以

相通为 用，又 得 一 信 证。在《会 通 化 成 与 宋 代 诗

学》这本书中，我提出三篇论文，谈宋代诗学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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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书法、史家笔法的关系。由此看来，原来，诗与

史就相通，即使后来诗与史各自分行、各自独立，
其相通的属性犹存。

１９８５年，我来 到 台 湾 成 功 大 学，在 历 史 语 言

研究所开授“文史综合研究”必修课程，指定硕士

生研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对于其中文学与史学

的会通，特别关注。由于研究《春秋》《左传》，所以

对其中提及文史及经传材料，特别注意。《文史通

义·史德》说：“必通六义比兴之旨，然后可以读春

王正月之书。”叶瑛的注释，未说明；研究章学诚学

术的专家，也未见关注着墨。因为，这句话牵涉到

《诗经》学和《春秋》学两大专业领域，必须进行会

通整合，取其交集，所以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章学

诚精通文史，这两句话，应该有其可信度。“春王

正月之书”，指孔子《春秋》经。读得懂《春秋》经的

先决条件，必先通晓《诗经》学的比兴寄托。比兴，
是《诗经》创作的手法之二，后来发展成为兴寄，陈
子昂、杜甫、白居易都主张作诗要用比兴寄托。通

晓《诗经》的比兴妙旨，有助于解读《春秋》经的借

事明义，藉其事其文以见指义。董仲舒说《春秋》
可以决狱，就是用比兴的方法。虽然历史不会再

现，但是事件却可能重演。历史资鉴就是应用模

拟推理。“兴”是 联 想 法，就 眼 前 事 件 联 想 到《春

秋》经文，就其相似之处加以模拟。明代晚年的红

丸案，国君因 食 物 中 毒 而 身 亡，类 似《春 秋》经 所

记：“许世子弒其君。”红丸案发生时，《春秋》学者、
朝廷谏官，都拿《春秋》经“许世子弒其君”来影射

这件事，这就是比兴寄托。胡安国《春秋传》，作于

南宋之初，因激于时事，故语多感慨。《春秋》载：
“纪侯大去其国。”胡安国不同意纪侯去国而不存；
“荆以蔡侯献舞归”。《胡传》贱其亡国失地。要皆

就古今类似事迹，作联想比况，以寄托怀抱。历史

学界常说：“所有的历史都是近代史。”大抵是就比

兴寄托来说的。这个课题，学术界着墨不多，应该

多多从《文史通义》的命题去探讨申说。这是学科

整合的好题目，对于《春秋》学的诠释，以及史传的

解读，当有贡献。
问：关于整合诗学与史传的研究，最值得关切

的文本是叙事诗、咏史诗还是其他？

答：关于诗歌跟史传的整合，叙事诗跟咏史诗

当然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重要而值得关

切的，就是《春秋》书法与史家笔法。在中外、古今

的文学中，在政治高压统治的时代，通常会失去言

论自由、表达自由、书写自由。这时候，为 了 避 免

触犯忌讳，文学的书写方式往往暗合史家笔法与

《春秋》书法。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既要忠于历

史客观，又要避免得罪汉武帝，下笔当然要多做斟

酌。鲁定公、哀公时代，就孔子而言，是现代史、当
代史，当权派都还在。孔子作《春秋》，下笔时不得

不有所顾忌。所以，他运用《春秋》书法，委婉含蓄

地反映历史真相，而且其中还要寓托褒贬。同样

的，谈到清朝统治，或者是元朝统治的时代，中央

专制集权，文人因应时代剧变，无论作诗、写文章、
写小说，不约而同就会运用书法或史笔。这方面，
可以多多探索。

刚才提到诗歌与史传的关系，的确如咏史诗、
叙事诗，还有乐府诗、讽喻诗，通常以事件的描述

为主，可以去着墨。还有明末清初所谓的诗史，一
定跟 史 传、书 法 史 笔 有 关，学 术 界 对 这 点 关 注 不

多。研究文学的人通常不研究历史，也不兼顾经

学。研究经学者，可能研究《诗经》，但是不见得涉

猎《春秋》，也不会注意三传，所以，对《春秋》书法

可以说是比较陌生。研究诗歌者很少同时研究史

传，所以对史家笔法、《春秋》书法体现在叙事诗、
乐府诗、咏史诗中的现象视而不见，值得学术界关

注。如果要保证不会踏空的话，最好就是找一些

史学家所作的咏史诗。当然，这跟所探讨的专家

诗人，是否同时具备书法素养、史笔专业有关。历

代都有国史馆，在国史馆担任过史官的诗人，因为

他有纂修历史的经验，应该知道什么是《春秋》书

法。对于敏感事件、忌讳问题如何处理？如 果 退

而作诗，就比较可能流露专业。大家不妨去注意

曾经当过史官的历代诗人，研究他们的叙事诗、咏
史诗、乐府诗。有些《春秋》学家，也有诗集传世。
所作叙事、咏史、乐府诗，是否也有《春秋》书法，或
史家笔法的表现，这也值得注意。

问：老师所作《〈史记〉的诗歌语言》《杜甫诗史

与〈春秋〉书法》等论文，跨际研究，同时兼备两方

面的专长。如何养成这样的法眼，才可以看出文

史会通 之 轨 迹？有 没 有 哪 些 入 门 必 读 的 书 籍 或

刊物？

答：诗歌与史学、《春秋》学间的跨际 整 合，不

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按部就班、盈科而后进的。我

的硕士论文研究史学家黄宗羲，论文涉猎所及，自
然得懂一些史学。博士论文研究《左传》，既是史

学、也是文学，更是经学。紧接着承蒙黄永武教授

抬爱，与其合作撰著《唐诗三百首鉴赏》，从此踩进

唐诗 的 殿 堂。１９８５年，应 征 到 台 湾 成 功 大 学，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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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黄 师 旨 意，筹 编 台 湾 版 全 宋 诗，于 是 又 进 入 宋

诗、宋 诗 话 的 门 户，从 此 与 唐 宋 诗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截至２０１０年，出 版 有 关 唐 宋 诗 的 论 著 共 八

部。由于有研究唐宋诗这样的心路历程，因此，就
容易看出诗学跟史学，以及《春秋》学的关联。可

见，学养的积累，最好稳扎稳打、盈科而 后 进。真

积力久，自然就会水到渠成。因为研究者同时具

备史学、诗学、《春秋》学的素养，考察问题，就比较

会作创意解读，自然会从诗歌语言的角度去考察。
看杜甫的诗歌，尤其是叙事歌行，就会运用“异域

之眼”的特识来探究，发挥会通化成的梅迪奇效应

（Ｍｅｄｉｃｉ　ｅｆｆｅｃｔ）。
杜甫诗歌既然被称为诗史，明显跟史学有关。

孟棨的《本事诗》谈杜甫所作安史之乱前后的诗歌，
提及“《春秋》推见至隐”这个关键术语。如果富于

《春秋》学素养，就会知道，这句话典出《史记·司马

相如列传》，跟《春秋》学有密切之关系。杜甫十三

世祖，为当阳君杜预。于是从孟棨《本事诗》所提

“《春秋》推见至隐”，联结到司马迁《史记》典范《春
秋》，再从《史记》典范《春秋》，类推到杜甫《祭远祖

当阳君文》，再推拓杜甫叙事歌行，于是撰成《杜甫

诗史与春秋书法》一文。就因为具备《春秋》的素

养，是有“先验”做基础的，所以看到杜甫诗歌时，
自然而然从《春秋》学的角度来考察探究一番。这

种水到渠成、植基于积累的功夫，先验与新知互相

碰撞，往往激荡出独到的创意。
这方面 有 哪 些 入 门 必 读 的 读 物？ 基 本 上 没

有。如果有的话，表示这是一般的题目，学界有人

耕耘，有人探讨过。起码是个半生半熟、被人家开

拓过的领域，才会有所谓必读书目。我做研究，喜
欢尝试陌生，挑战一些人家没做过的论题。所以，
除了自己写过的书目以外，基本上没有相近、相似

的论著，何况相同？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要看

什么叫作诗歌语言、文学语言？然后去看什么叫

杜甫诗史，什么是《春秋》书法。但把这两个领域

会通整合在一起，就少之又少，几乎没有。
问：老师有几篇专文，提供１００多则的《春秋》

经传研究多样性选题。何以如此大方地公开研究

构想？这些文章对学界是否造成一定的影响？

答：在台湾《汉学研究通讯》《文与哲》以及大

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先后刊出三篇有

关《春秋》经传研究选题的论文，的确产生很多回

响。台湾有没有反应？不确定，但在大陆，的确造

成了不小的回响。我常常接到一些素昧平生研究

生的电子邮件（ｅｍａｉｌ），问我这个题目怎么做？或

者是参加研讨会时，常常有人拜访，也是从未谋面

的。所以这些报导，的确发挥了影响。像 有 一 年

在北京香山大饭店，就有北大的三位博士生，登门

讨论；在四川大学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位

博士生远从湖北来跟我谈《春秋》书法。后来，他

们都各自完成了博士论文。其中一位是研究清代

《左传》评点学，一位研究《春秋》书法与中国文论。
还有一些受到提点，陆陆续续撰写博士论文，完成

以后，都从大陆各地寄来，告诉我，因为他们看了

那几篇论文，受到启发而完成了著作。
《春秋》经传多样性的选题，其实不算研究构

想，而是阅读札记。从读硕士开始，我就有一个习

惯，读书的时候，觉得这个题目值得研究，就随手

记录。后来稍加整理，从枝节的题目变成有机组

合，变成中型的课题。再把中型的题目汇集起来，
就成为比较宏观的大型专题。这种大型专题，可

以提供我们执行两年、三年、五年的研究。刊登在

期刊里面的三篇论文选题，大概８０％以上都还没

有人做过，是陌生的、新鲜的。学术是一 种 公 器，
没必要据为己有。既然发现这些题目值得做，那

就公诸于世，大家一起来研究，不是很好吗？何况

《春秋》学这个领域，在２１世纪经学算是冷门，在

大陆可能稍微热络一点。如果是冷门，很需要鼓

励；就算热门，也需要加持啊！这些题目 的 提 出，
希望能够激荡出研究的火花。学术研究，希望大

家共襄盛举。众志才能成城。至于这些题目值不

值得做，要怎么做？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大 家 有

兴趣，欢迎跟我讨论。我打算出版一个选题学的

专书，主要就是针对我所专长的《春秋》经传、《史

记》学、宋诗、宋代诗话，列举专题研究选题，每个

题目都做１００～３００字的解说。这样的做法，应该

算是一种创举。
三、建设自信，是持续研究的推力

问：老师《春秋》《左氏传》与唐宋诗、诗话学的

研究，均有多元的角度与创新的独到见解。是什

么 原 因，让 老 师 对 学 术 研 究 持 续 抱 有 这 么 大 的

热情？

答：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最主要的是勇于将

自己推向舞台，展现自己的研究心得，建立自信。
论文 发 表，最 好 是 已 准 备 好 了，难 得 有 机 会 来 宣

传、广告自己，准备好了，再上场。先建立自信，就
能受到学术界的推崇与肯定，而后就能生发信心。
有心得，有挑战，就有乐趣，就有推力继续做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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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换言之，后续效应是，学者们主动 认 识 你，
尤其是知名学者的惺惺相惜，产生涟漪效应。研

讨会自然邀约不断，研究也就持续拓展加深，成果

自然更加可观。做学术研究，建议要找寻规模大

一点的研究领域，细心专注阅读文本，从中提炼专

题，然后参加研讨会。这样规划，最大的 效 益，是

在论文次第完成之后，容易结集成书。我的专业

领域多，就是这样规划的。我做学术研究，都有规

划。书籍出版流通，研讨会就会邀约不 断。而 在

学界 邀 约 中，就 拓 展 了 领 域，也 是 建 立 自 信 的 方

式。论文修改后，再投寄到学报期刊。接受刊登，
又是另类自信的确立。

四、持续性的研究，新领域的拓展

问：老师近四年来，在《春秋》《左传》领域的研

究，有更新的展现。延续性的研究、新领域的开拓

各为何？何以有这样的创新思维？

答：２０１０年以 前，我 出 版 两 本 书，一 是《春 秋

书法与 左 传 学 史》，另 一 是《春 秋 书 法 与 左 传 史

笔》，又有《杜甫诗史与春秋书法》一文，都在谈《春
秋》书法。比较侧重的是，《左传》所运用《春秋》书
法的一些状况、层面。杜甫这篇，提到的是叙事诗

运用《春秋》书法的情形。所以，一个是《左传》，一
个是杜甫诗，都是对《春秋》书法有一些后续探讨。

新方向 的 开 拓，主 要 研 究 孔 子 所 作《春 秋》。
研究《春秋》三传以下，包括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历经六朝唐宋元明清，《春秋》学者怎样诠释解读

孔子《春秋》经。换言之，是针对孔子所写的一万

六千多字的《春秋》，如何做经典诠释的问题，研究

重点在谈《春秋》书法。以前研究文本是《左传》，
是叙 事、歌 行，现 在 是 孔 子 参 考 鲁 史 而 写 成 有 独

到、有 别 裁、自 成 一 家 的 历 史 哲 学，即 所 谓 的《春

秋》。研 究 聚 焦 在《春 秋》一 书 的 书 法，即 写 作

手法。
书法有内容思想，即义的部 分；有 形 式 技 巧，

就是法的部分。义法这两个字，司马迁最先提到。
文学作品，靠作家创作，历史需靠史料编纂。孔子

根据鲁国历史编纂成一部《春秋》，司马迁利用金

匮石室之书，写成一部《史记》，其中有史学家的别

识心裁，这就是“义”。研究孔子如何写作《春秋》？
就是探讨创作论。读者怎么解读《春秋》，始能晓

得微辞隐义的言外之意，这是阅读论。《史记》、三
传对《春秋》如何诠释，才比较主观，才能萃取别识

心裁？中唐啖助、赵匡的新《春秋》学派，宋元明清

的《春秋》宋学，对《春秋》又如何诠释？这是“诠释

法”。以上所 谈《春 秋》书 法，有 别 于 以 前 只 锁 定

《左传》所作之研究。
孔子笔削《春秋》，历代学者如何解 读、诠 释？

这是研究重点。《论语》称孔子“述而不作”。“述”
是引述前人所言，是继承，所谓“作”，即是创作，即
是无中生有，乃发明之意。孟子《离娄》所谓“作”，
绝非随意。又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 文 则 史，
孔子 曰：其 义 则 丘 窃 取 之 矣。”此 即 明 示 创 作《春

秋》三元素：为其事、其文、其义。合其事 与 其 文，
谓之法。合 三 者 而 一 之，即 是 义 法。《礼 记·经

解》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事，相当比事，其
文即是属辞。属辞比事，为何是《春秋》之教？透

过属辞，藉由比事，可以求得《春秋》的微言大义。
何谓属辞比事？属辞，是连接先后的文辞，可以看

出《春秋》的微言大义。比事，指排比事迹，把前前

后后不同的事迹排比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孔子的

言外之意。
譬如《春秋》“弒君”之书法，《春秋》共记鲁君

十二，除鲁哀公外，十一位国君的去世，依例当书

“薨”。国君死于皇宫之中，属于正常死亡者，有八

位，《春秋》皆书地点，称薨于“路寝”、薨于“正寝”。
但有三位国君书法异常：鲁隐公只写“公薨”，底下

没有记载地点。另外，闵公也是写“公薨”。经过

事迹的排比，发现“君薨”的书法属辞不同：以臣弒

君，以下犯上，不可为训，故只写“公薨”。鲁桓公

死，《春秋》书“公 薨 于 齐”。鲁 君 何 以 死 在 齐 国？

原来 夫 人 文 姜 与 齐 襄 公 私 通、乱 伦，被 鲁 桓 公 责

备，因而被齐国所杀。此事使鲁国蒙羞，却不可不

载，孔子斟酌以为当为君者讳，为亲者讳，乃如此

记载。因此，透过其事、其文，即可了解其 义 之 所

在。另外，透过属辞、比事，可以看出其义之幽微。
再举关于鲁君结婚的书法。孔子所作《春秋》，婚

姻正常，第一夫人循规蹈矩，通常不记，所谓“常事

不书”。反之，反常则书之。鲁君娶齐女，《春秋》
必详书之。清代学者张自超就指出，孔子很厌恶

齐女，以为好色荒淫、嗜杀成性、乱国乱 政。何 以

知之？张自超掌握《春秋》全书，排比相关事迹，连
接前后文辞，于是发现言外之意：齐女乱鲁，引发

孔子厌恶。
三传都自认解释《春秋》是最佳诠释，如何判

准？庄子于濠梁之辩有言：“请循其本。”研究《春

秋》三传，也该追本溯源，回到《春秋》本身来掌握。
掌握本始，则因革损益，自能厘清。以后的纷纷扰

扰，也不难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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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

问：对《春秋》书法的探讨，老师除“以传解经”
外，已经跨领域到文学叙事。可见对叙事艺术的

关注。这与后来聚焦“比事属辞”，有何关系？

答：以往研究都以《左传》为主，出版专书都以

历史叙事视角来看待《左传》这部经典。至于《〈西
厢记〉笔法通〈左传〉》这篇文章，从历史叙事，转变

一个方向，《左传》可以是文学叙事，跟《西厢记》的
文学叙事，可以相通相融。最近发表十六篇论文，
主要诠释孔子《春秋》的经学叙事，则从文学叙事

变成经学叙事。不管是历史叙事、文学叙事、经学

叙事，研究都聚焦在“比事属辞”上。掌握“比事属

辞”这个多功能钥匙，就可以研究春秋书法、史家

笔法、传统叙事学、古文义法。
《春秋》经的元素是其事、其文、其义，其 文 则

史，是史家的文笔。通常一些史书，都是优良的文

学作品，像是《左传》《史记》。所以，我从文学的角

度进入《左传》的学术殿堂，跟上古史的专家纯粹

从史事的角度去看《左传》，以及经学家只看到《左
传》解释《春秋》经，这是不同的。但就传统叙事学

而言，《春秋》的三大元素，跟《左传》的三大元素，
其事、其文、其义，并无不同。我的博士论文，以及

在２０１０年以前的研究比较偏重《左传》的历史叙

事。《左传》的历史叙事就包含两个，第一个是文

学的部分，是“其文则史”的部分，也就是属辞的部

分。透过其文，透过属辞，不难知道事件 报 导，因

为事跟文是合而为一的。不管是孔子或左丘明，
《春秋》或《左传》成书后，一般人看到的是其文，从
其文容易推敲出其事。

我最近完 成 一 篇 论 文，名 为《书 法、史 学、叙

事、古文与比事属辞———中国传统 叙 事 学 之 理 论

基础》，２０１７年１月刊登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

文化研究所学报》。这篇论文，对于刚才所说，有

一个比较整体的观照。孔子的《春秋》经，应该是

中国叙事传统的源头，所谓的经学叙事。《左传》
解释《春秋》，以历史叙事来解经，是从经学叙事演

变为历史叙事。司马迁从历史编纂学来说，他学

习孔子和左丘明。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慢慢地

从历史叙事兼顾文学叙事。《史记》因为历史叙事

兼顾 文 学 叙 事，于 是 成 为 后 世 志 怪 小 说、传 奇 小

说、话本小说、明清小说的源头。至于《春秋》的经

学叙事，司马迁则是涵泳摄取，内化为“制义法”之
利器。

六、称属辞比事，盖从俗；称比事属辞，乃从实

问：比事属辞在整个叙事学的诠释过程中，位
居枢纽地位。这个书法术语，究竟叫属辞比事，还
是称比事属辞？概念的内涵有何重要性？

答：《礼记·经解》提到：“属辞比事，《春秋》教
也。”从汉朝开始，历代学者谈到这四个字，通常使

用属辞比事。历经六朝、唐、宋，直至宋代 张 洽 作

《春秋集注》，首先用“比事属辞”。其后，至清朝时

方苞的老师 张 自 超，不 断 在 著 作 中 谈 到“比 事 属

辞”。方苞受《春秋》学于张自超，所以方苞在《春

秋通论》与《春秋直解》中，皆用“比事属辞”。章学

诚为乾嘉史学家，《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提
到这个术语十余次，都使用“比事属辞”。嘉庆年

间的张应昌，著有《春秋属辞辨例编》，也再三提及

“比事属辞”。换言之，称为“属辞比事”乃既定的

习惯，是从俗；若称为“比事属辞”时，是根据历史

编纂学的实际状况而言，是从实。何以认为比事

属辞比较精确呢？我的新著《比事属辞与古文义

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回答了这个问题。
“义以为经，而法纬之”，这是方苞“义法”说的经典

名言。为文之道，未下笔先有意；犹绘画 之 道，必

先成竹于胸中。孔子作《春秋》，未下笔之际，于编

纂史料的同时，已确定褒美或贬刺，这就是“义”。
方苞所谓“义以为经”，犹言“义以为先”；“而法纬

之”即是“法后之”的意思。因此，法是因为义而起

的，法常随着义而有所改变。
例如，孔子对于鲁君娶自齐国的夫人，深恶痛

绝。因为根据鲁国史料，这些齐女，一个比一个淫

乱，一个比一个好杀成性。因此，对于娶 自 齐 女，
孔子应该先有讽刺之“义”，然后记鲁君娶齐女时，
才会如实地记述呈现。至于鲁君不娶自齐女，表

现正常而合礼，则《春秋》根本不记载。比事之时，
取舍之际，已 确 定 写 作 意 图。属 辞 之 时，修 饰 润

色，又作第二步确认。记载的称为“笔”，不记载的

称为“削”。笔、削即是在下笔之前，甚至在收集材

料的当下，就大抵确定了。所以，《春秋》之作，先

有“义”，之后再有“法”。“法”就是材料的收集、排
比，文辞的修饰、润饰，这是因义生发的。由 此 可

见，要写《春秋》《左传》《史记》，甚至写一篇文章，
都应该“未下笔先有意”。

又譬如司马迁《史记》要写《淮阴侯列传》，在

开始收集资料、未下笔之前，已经决定其“义”。其

“义”，要为开国功臣韩信冤狱平反。官方档案记

述韩信被 杀，乃 是 背 叛 刘 邦，意 图 谋 反。不 仅 被

杀，还惨 遭 抄 家 灭 族。然 而，司 马 迁 掌 握 多 方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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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发现其实不然。因此，在“义”已确认下，取舍

史料，修饰文字，必以平反之意为依归，详略、重轻

亦据此调配。《淮阴侯列传》开篇记载韩信三件很

不名誉的 事 情：寄 食 亭 长、漂 母 送 饭、胯 下 之 辱。
呼应后文韩信回到淮阴，有恩报恩，以德报怨。由

此刻画韩信为人。刘邦任用韩信，以为大将，解衣

推食，言听计用，终为齐王，三分天下有 其 二。则

韩信当忠心耿耿，感恩图报，可以想见。拥有三寸

不烂之舌的蒯通，游说韩信背叛刘邦，自立为王，
明指“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韩信依

旧忠心。司马迁下笔写《淮阴侯列传》之前，就先

有上述的“义”，然后排比材料，再用文辞修饰。例

如，韩信被杀后，司马迁写刘邦“且喜且怜之”。五

个字表现出历史的真实，即是用“属辞”来烘托韩

信的忠心。刘邦询问吕后，韩信临终前有何言语？

吕后回应，韩信说：“悔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

所诈。”出自夫妻间的对话，更可见韩信未尝背叛

了。这些都是“属辞”的展现。总之，先有比事，才
有属 辞，从 比 事 可 以 看 出 义，从 属 辞 更 可 以 表 现

义。另外，整部书合观，掌握笔 削、比 事、属 辞、探

究终始，都可以看出“义”。
七、从经学解读与文学诠释，看方苞古文义法

问：近年来的研究，老师特别关注方苞。何以

方苞是如此的重要？

答：最 近 出 了 一 本 书，《比 事 属 辞 与 古 文 义

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方苞，是经学家

又是古文家。但学界的刻板印象，多认为他只是

古文家。然而，他的古文成就并未普遍受清朝人

推崇。包括其传人姚鼐，对方苞的古文也有一些

微辞，更不用说乾嘉时期的汉学家。因为汉学宋

学是对立的，他们从汉学的角度去看宋学，怎么看

都不对。但是，汉学在乾嘉势力中如日中天，所以

宋学几乎被淹没了。方苞受到汉学家批判，对古

文成就存有争议。他的宋学色彩也备受质疑，被

视为不学无术。方苞有四本《春秋》学著作，《春秋

通论》《春秋直 解》《左 传 义 法 举 要》《春 秋 比 事 目

录》，并且在乾隆时期任礼部要职，关于《礼》学的

著作有 七 八 本，这 不 算 经 学 家 吗？《四 库 全 书 总

目》提到他以属辞比事来解读《春秋》，四库馆臣是

推崇的。方苞治《春秋》，提出笔削的观点，馆臣亦

加以肯定。
方苞４９岁开始研究《礼》，紧接着就研究《春

秋》。他用属辞比事的方法推敲孔子《春秋》经的

微辞隐 义。又 发 挥 属 辞 比 事 的 方 法，来 研 究《左

传》《史记》《汉书》《新五代史》等史传文。换言之，
方苞是经学兼文章的，是从经术入、从文章出，两

者兼而有之。我研究方苞，方法比较特殊，并不专

谈古文义法，而是从比事属辞的经学基础去谈古

文义法。《春秋》书法如何影响古文义法？共计有

四个要点：其一，笔削取舍，演变为古文义法，就是

叙事 艺 术 的 详 略 互 见；其 二，春 秋 书 法 的 比 事 措

注，演 变 为 先 后 位 次；其 三，约 文 属 辞，派 生 为 虚

实；其四，为张本继末，探究终始。
问：对古文义法的理解，一般多是从古文辞章

的角度切入。老师的研究，却从《春秋》经学谈起。
如此解读，显示什么重大意义？

答：方苞《又书货殖传后》云：“《春秋》之制义

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这里

涉及两个部分，一个是《春秋》，一个是古文。义，
指言有物，内容思想。法，指言有序，指形式技巧。
接着又提示：“义以为经，而法纬之。”义，先有；法，
后起。义与法搭配相成，就成为一篇文 章。方 苞

从《春秋》谈 到《史 记》，再 从《史 记》讲 到 古 文，因

此，提示了《春秋》书法、史家笔法、古文义法，叙事

手法发展的一个历程。法，即是其事其文，就是属

辞加上比事。依照历史编纂学来说，指义是发想，
其次有比事，其后有属辞；先有其义，次有其事，再
有其文。方苞云：“法以义起，法随义变。”《史记
高祖本纪》叙刘邦之为人，“豁达有大度”。司马迁

属辞比事用互见法，在《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
《淮阴侯列传》表现刘邦的负面人格：苛刻寡恩、忌
才畏能。司马迁先掌握高祖的真实性情，然后取

舍有本，属辞有据。司马迁用这种方式，表现真正

的刘邦，书写信史和实录。这就是先有“义”，然后

找材料（其事），再属辞。再如《陈丞相列传》写陈

平，其义在为阴谋家作传，于是其事的取材，其文

的修辞，都随“义”而来。由此可见，不论是《春秋》
书法、史家笔法、古文义法，或者是叙事技巧，比事

属辞都是开启研究殿堂的一把钥匙。
孔子作《春秋》，历代有很多论述。论 述 切 当

精准与否，是可以检验的。《三传》解经是否自由

心证，还是有所宗法？可以利用比事属辞作为标

准，来进行检验。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为《公羊

传》诠释解 读《春 秋》书 法，已 作 最 早 而 绝 佳 的 示

范。因此，比事属辞，确实可作古文经《左传》，今

文经《公羊》《谷梁》是诠释《春秋》的一把锁钥。
八、“以经解经”的理念与局限

问：《春秋》微辞隐义迷茫难明，历来研究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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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谷梁》《左传》。“《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

遗经究终始”之“以经解经”理想，是否可行？其困

境是否可藉由跨领域的视野来突破？

答：探索《春秋》的微辞隐义，如果善用“比事

属辞”之诠释法，百分之九十可以透过“以经解经”
来完成。但仍有百分之十左右，必须仰赖三传来

厘清、补充、印证。所以，《春秋》三传不能完全束

诸高阁。如 何“以 经 解 经”？门 径 有 四：笔 削、比

事、属辞、探究终始。比事、属辞，前已详说，不赘。
就笔削而言，我发表《笔削显义与胡安国〈春秋〉诠
释学———〈春秋〉宋学诠释方法之一》一文，谈的就

是这个问题。《春秋》经过取舍、笔削，看似“断烂

朝报”，如果贯通全经而观之，却可以“互发其蕴、
互显其义”，于是微言大义就显示出来了。例如，
《春秋》内辞、外辞书法不同；书鲁君被杀与正常死

亡，书法亦不同。其间有详略、有异同，互相比较，
即可互显其中意蕴。

又如，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云：“非天下

所以存亡，故 不 载。”张 良 献 策，关 系 到 汉 朝 的 建

立，所以《留侯世家》中记载楚汉相争，与兴亡攸关

的就记载，反 之 则 删 略。记 载 谓 之 笔，删 略 谓 之

削。《萧相国世家》言“非天下之功，不记”，道理一

样。除此之外，还有探究终始。韩愈《赠卢仝》诗

已经提示了“究 终 始”，就 是 以 系 统 思 维 来 看《春

秋》。方苞《春秋通义》所谓“按前后而考其义例，
则表里具见”“通全经而论之”。前文举内辞书弒

君，鲁君娶齐女，就是运用“究终始”之法。
问：老师探讨问题，并非简单 概 念 的 稼 接，而

是从不同的方面来寻求突破。例如，以胡安国《春
秋传》作为解析对象，试图由叙事艺术切入经学诠

释，此中构想如何？

答：关于胡安国《春秋传》，已发表一篇有关笔

削的文章。另外，还有八个主题尚待完 成。胡 安

国的《春秋 传》影 响 巨 大，不 仅 上 承 孙 复、程 颐 的

《春秋》学，往下开启朱熹这一派的《春秋》义理学、
性理学，甚至影响了元明。我持“以经解经”方式

来看胡安国的《春秋》学，运用“比事属辞”之书法

来进行解读。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以“六艺比兴”
诠释《春秋》。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提示：“必
通于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
意即必须通晓《诗经》中的比兴，才能解读《春秋》
经，这成为诗学与《春秋》学的整合研究。这命题，
适用于胡安国《春秋传》。

九、化解争议与规划未来

问：在汉学视野下，考据学家钱大昕对方苞进

行了批判。如何看待或化解这种立场分歧下的学

术争议？

答：这个问题，千古难解。如汉学、宋学之争，
今文、古文之争，甚至于古文中也有秦汉古文、唐

宋古文之争，就“争”而言，容易流于意气。宋代党

争的人 物，一 个 比 一 个 聪 明，如 司 马 光、苏 轼、程

颐，在卷入情绪之争后，都是意气用事，不可理喻。
先入为主，锁定其一，排除其余，如何能客观持平？

只有平心、静气、客观、理性，才能够欣赏他人的成

果，才能沟通。
以宋诗来说，面对质疑，我尝试建立一个客观

衡量的标准，适用于宋诗，也适用于唐诗、六朝诗、
《诗经》，甚至于西洋文学。此标准即是诗歌语言

（好诗的标准）。面对三传纷争时，我也尝试找寻

一个标准来进行检验，今天所说的比事属辞，就是

以客观的标准来分辨。对于讨论是非曲直，名作

家陈之 藩 称：“理 直 而 气 和，义 正 而 辞 婉。”可 作

典则。
问：学术研究贵在有延续性，对于未来的研究

规划，老师的学术触角将伸向何方？

答：现在最 想 完 成 的，就 是《史 记》的 叙 事 传

统。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香港中央图书馆，我有一

个新书发表会，是有关《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
方苞“经 术 兼 文 章”考 论》的 心 得 分 享。我 强 调：
“比事属辞”的诠释法，是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一

把钥匙。三民书局跟我约稿，要写一本《史记》的

论著，已经完成了八篇论文，每一篇都在三万字左

右。叙事传统，是其中的亮点。规划中还 有 两 篇

未完成，主要谈《史记》与《左传》在叙事传统上的

关联。其一，《史记》绍续《左传》的叙事传统，属于

传承多于开创部分。加上司马迁《史记》如何开创

属于自己的叙事风格，而影响到后代。我要在《春
秋》《左传》研究的基础上，谈“《史记》纪传与叙事

传统”，尤其是叙事传统部分，来与西方对照。
目前，大家谈所谓中国叙事 传 统、叙 事 学，都

是乞灵西方的叙事学。而西方的叙事学，是从小

说叙事学演化来的。西方叙事学，较强调“事”；而
中国传统叙事学较关注“叙”。小说叙事学可以用

来研究《春 秋》吗？可 以 用 来 研 究 史 传 的《左 传》
《史记》吗？恐怕不行。中国既然有自己的叙事传

统，从《春秋》《左传》《史记》，一路下来，一直到方

苞古文义法、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而集大成，我

们为什么不加以运用？因此，我打算推广中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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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传统。这本书如果完成，将成为我推广中国

叙事传统、研究史记，甚至于史传的发始。
第二本书，打 算 完 成《比 事 属 辞 与 历 史 叙 事

学》，已经发表了五篇论文，预计再撰写两篇，就可

以结集成书了。第三本书，是《比事属辞与经学叙

事学》。这 方 面，已 写 作 了 八 篇 论 文。《谷 梁 传》
“曲笔书灭”与《左传》“直书灭国”两篇完稿后，共

有十篇，经学叙事学就完成了。

延续以往之论文选题研究，目前次第完成的，
是《论文写作的策略》（暂定），已经写好十一篇文

章，约１０万字，剩下三篇待作。另外，念念不忘的

是从文学艺术中提炼创意、从传统文化来谈经营

管理。面对社会实用的要求，将创意转移到产品

之开发，将文化转变到经营管理上。
（责任编校　张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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