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亂 世 哀 音
———程兆熊及其《春秋講義》

蔡長林

提　 　 要

本文略述程兆熊其人其學，及其《春秋講義》之主旨。以爲程氏深悉中國

歷代土地政策對型塑中國文化具關鍵影響力，故其討論中國文化，頗能從土地

開發與心靈開發相對應的關係上進行論述，以爲歷代農政之實施，同時包含了

王道教化之精神在内。而此一王道教化之精神，即是儒家的性情之教。程先生

《春秋講義》講述的内容，亦不外是對此儒家性情之教的贊揚與維護。是書所

揭護持人道大防、讚揚禮義之行、堅守民族（文化）大義諸論，振聾發聵，令人耳

目一新。而後知不論就學術史的角度，或者就當代新儒家的研究視野而言，程

兆熊都不應該是被忽視埋没的學者。尤其當風雨飄零之際，若研究傳統學問

之人，其視野仍僅在考訂字句之是非、版本之訛錯，而無視於天下家國之危，則

經學之運晦而難明，亦自身之失誤有以招之。觀 ２０ 世紀下葉，新儒家於海外之

聲勢，對照經學傳統之落寞，得無慨乎！

關鍵詞：程兆熊　 新儒家　 春秋講義　 農業政策　 性情之教

一、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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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唐君毅、程兆熊、徐復觀、牟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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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程兆熊其人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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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農政之實施，其總目標爲土地之開發。惟此土地之開發，必聯

結於心靈之開發，故言井田必聯結於王道，言力田必聯結於孝悌，言耕

必聯結於讀，言農必聯結於士。總之，言經濟必聯結於教化，如限田均田

固所以爲生産，但生産正所以爲人心。政以得財，教以得心，土地之開發

與心靈的開發，在中國歷代農政之實施上，正是一雙車輪，向無限和永

恒處不斷轉動著。心靈之開發是一個無限和永恒的工作，土地的開發

也是一個無限和永恒的工作。因之，中國歷代農政之實施，儘有其超越

一般所謂農業行政與農業政策以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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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草此講義（《文心雕龍講義》），係開始於……（１９６０ 年）十二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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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１９６１ 年）一月十一日完成。此乃緊接《人物志講義》後之

作，於論人物之餘，又復論文。余對中國文化之著述，有《儒家思想與國

際社會》、《理學人物之生活的體驗》、《禪門人物之風姿的領悟》、《中國

文化大義》、《中國歷史大勢》、《中國太平要義》、《中國治平要略》、《論

中國之庭園》、《論中國之庭園建築》、《論中國之庭園設計》、《論中國之

花卉》、《論中國之觀賞樹木等》。余對中國文化之講述，有《論語》、《孟

子》、《大學》、《中庸》、《莊子》、《老子》、《荀子》，《易經》等講義。其間

雖草木爲物，老莊爲玄，然皆歸之於性情之教；此雖不類，但欲一切加以

接引，予以開脱之意，則潛存於此。因此之故，遂更論人物，又論文章，並

皆欲納之於性情之中，以宏此性情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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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以上所引之句，自誠爲一農夫之歌，自誠爲一血汗之歌，自誠爲一孝敬

之歌。實則，此乃吾人立國之歌，此乃人類立極，亦即立人極之歌。並爲

全生命之歌，全心靈之歌，全性情之歌。以此之故，遂更爲開天闢地之歌，

遂終爲萬壽無疆之歌。此固爲我初民之歌，但亦正爲我聖哲之歌。由此

而更爲整個宇宙通透消息之歌，由是而更爲整個人間吐一真誠之歌。?

k~：

在那裏，有一己生命之安頓，有一個國家的安頓，亦會有一個世界與夫一

個宇宙的安頓。那是由内心的平衡，到整個世界和整個宇宙的平衡。又

由整個世界和整個宇宙的平衡，到内心的平衡。在那裏，“保合太和”由内

心的諧和，到整個宇宙的諧和；復由整個宇宙的諧和，到内心的諧和。在

那裏，儘有其主體性。有其交互主體性，並有其主體性中的主體性，或是主

中主。在那裏，有性情中的人，有性情中的事，自有其性情中的人間，自有其

性情中的宇宙。此正是所謂：性情之際，不可思議，性情之天，至爲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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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期中，余在昆明一破廟中草《一個人的完成》一書，此乃概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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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然亦頗思以此爲一太平之綫索。年來因試於一草一木，一花一椽中

體認中國文化，從而草成《中國庭園花木與性情之教》以後，遂復試於生

活上體認中國文化之兩大異彩，即禪宗與理學，草成《禪門人物之風姿

的欣賞》與《理學人物之生活的體認》。此後一書即本書，簡稱《大地人

物》，因彼等皆與大地深相聯結並逕從大地生長之故也。此乃對《一個

人的完成》，加以一一論列之作。書成，君毅兄來信云：“兄論宋明理學

家文，弟亦見到一篇。兄文之機之活，無人能及，亦易對人加以啟發，但

有時嫌太流走，即不免使人當作欣賞對象滑過……”而宗三兄則已將此

書原稿先閲一遍，認所取路向，係一新的重要方向。此皆知己之言也。

苟讀者亦願活看此書，從而活看理學，活看中國文化，則區區之意，既獲

所償，而於當世亦不無小補。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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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包括《老子》、《莊子》講義各二種，並附此前言，合成此書。本人在臺中

農學院曾爲開發山地園藝資源，爬遍臺灣中央山脈，走遍高山族同胞所居住

之區。心念古人入山求道，道在深山，又念古人“禮失而求諸野”，野是壙野。

隨後，因故改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更本此意，主講經子課程。時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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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遂埋首編寫經子講義及經子續講。舉凡《五經》、《四書》與《老子》、《莊

子》、《荀子》，以及《人物志》、《文心雕龍》等書，皆一一寫成講義。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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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開始寫作於……（１９６０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同年十月二十六日作畢，共

費時三十六日。其完成之速，固非始料所及。惟在此期間，個人心情，至爲

沉重，是以埋頭寫作，藉以忘去一切，並排遣一切，遂未有一時之間斷，而獲

速成，亦爲一重要因素。……中年傷於哀樂，自更有讀《易》講《易》之心。

`《ÑÒÇk·¾Z》þZ：

此書寫成後，擱置甚久，今始付印。兹欲更附數言：先父不幸消息，傳來

海外，經十年探聽，始悉確於……（１９５２ 年）八月十三日逝世。家姊則逝

世於同年三月二十九日。但逝世之時辰，猶俱不得而知。嗚呼痛哉！

《春秋》大義……謹以此書，永誌哀苦！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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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 ®$.�Çk，!£�2m®$:D�ó。h�ã®}h'�$Ù÷

�26�，æ®@½Õx£Q¢$$á，þDÃº。G¯《".Çk·[Z》，

Úr?m：

余寫成《詩經講義》後之翌日，即著手寫作此一講義。此乃緊接性情之

教，以言政治之道。多年前，余曾先後寫成《中國太平要義》、《中國治平

要略》等書。又在此等書册寫作之前，余更曾先後寫成《從農業看世

界》、《農業與時代》、《中國土地與心靈之開發》及《中國農業與農民之

文化的省察》諸書。凡此實皆有其一貫之線索，十餘年來之海外流亡，

對此等事，亦不能不有其一貫之思索。而因不能不有其一貫之思索，遂

又不免於無形之中，及無意之下，往往將古人之言，古人之意，配合此一

貫之思索，竟至於“六經責我開生面”之餘，而不惜以“六經注我”。惟一

念及“七尺從天乞活埋”，則能有此心之不泯，即於願已足。瑏瑣

À`NÎ£r，Á¢`Z�¿6、Z^O6î，fD`sj6vÇ，R�[�

¾9ZÀUÉæº1�Ó$�`6¹�Ç#�^v°ô06，-�¡�%

3�$^O6îÓ。9S®ÔÁ�Q�xy6½，-�`“Ô.P;��:”

6�，R#�v�æ�ÓÕÖ，HÝsj6;Ç。ØZ6，Ì.Çkæä:D9

N，LÚ��ªa�þ¯sä,@^$\û/#��g.�µ(:)`HÝ

;Ç91ÕÖ8$6a�/，£S=»`sj6;�ævÇ。9S®$ÕÖ

j[5x£QK，æ2m¹�½:45$;<，DÊ%$LM^。á5RX�

１１３亂世哀音　

瑏瑣 ¯/O.Çk�¡-《Ì.%k》6¹»ðË，Úrþ¹�s《[Z》，Fá$��Dð�
�u�í6¼，�Ù�Æ，Àc½Õ6·，ÑÖ“Ô.P;��:”SÑâ$ã×。LæD
ðM¾，̄ ³8Dð9N6�:，�¦N%�1P6�:，8áw<，@ìäMR÷â-
Z，�óD`#ç6�:，å�¢ìS�:6�»。kÚr�“�:”@8$TÙ，þW£
S�»�:：̀ s)6�，̀ @)ôA。H%¯.Dð³<9Y_�m$，Ä¢�%�1
P$6�，æ�%�1P6ôA。-8áw<，U%�%�:6¢S��»，-�ª'H
6ø，Ñ��<。%u�ìäMR66�，%u�ìä¹¯6ôA。5@)[MR$�Z
�q，³n�!，�Fyé，̂ O�í，-®`Dä`òÓ，ä`W9，ä`©�æ�ä`Ü
 `�6sVs<，R�%S%66�æ%S%6ôAÁ)�。



½$�`Z6，��±m$�ALM。

ÚTs��《ÑÒÇk》'?@+6=½(�Ç，̀ #�+、r+d)s

Ç，¼ÝD?sÇ。æxy�¿《ÑÒ》6Q¢%M`Ê¾，̄ �Ú��6Çk

uRÃs\ª��K¯\Æpÿ�6�c，R`9¡)6a-AS\ÿk0

¾，¾¦]�，èSÙÖ，�-h�，DS4�、̀ k、ur、¡�6}，äÐ�、

þ、Ú、s、Ûû�6~S)�|，p�SäM6Çy，¡¢ä:%k6\ÿ。�

GasÇ�+�Y，Ýè» １ “ûÁ£ª”，２ “±Â-Ý”，３ “%kªû”，

４ “û��î”，５ “Ác`U”，６ “D-æÌÁ�”]c，½c\k，S±6M

V7。`·OÇ6QKþ@�%。LC��"a�，Õ£�«)Tè]h，R

±áM%Ë、ÈÓ-k6Ý、$+1P（�Ó）%kMM，-Ë�V�^O6

î。�`Z~，Uw�w86³，88`£，þÃÿM68，STÐaé¢6，S

�`�©。

三、 護持人道大防

ÚTs¯asÇ“�+;”$asUÇkØ，\Î“ûÁ£ª”6k，>“f

G°§��”sc)\Î6½'。¯è>�+�Ù《ÑÒ》.�6Ë，ÚTsD

El$Õ¢：“0Ì=，fG°§��，�ómØ³8�¿vJ62Û，ó5�

ë"6¼，æ��6p，%uM6�，%u^O6O。”Kß，®�è4《�》5

Ú�@%c6,ÃWµæÕ¢，-Ë�»HsE$\Î。ÚrH：

要知惟有在政治權力之鬥爭中，勝者爲克，且以克爲能，而能克，即能殺

之。此與通常之戰爭不同，故不足以言伐。在此之際，政治權力之觀念，

特别冒出，而駕乎一切之上。由是而可失其兄弟之義，亦由是而可亡其

母子之親。就因如此，政治即可成其爲非理性之政治。而政治權力之鬥

爭，即儘可使克者與被克者，皆成其爲大惡。此乃乖其人道之大惡，此乃

戾其性情之大惡。到此，人道上之一大界限，被其衝破。到此，性情中之

一大堤防，亦被其衝破。由此以往，即可形成其政治上一大不了之局，而

２１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三期）



整個天下亦即不能不有其步步逆轉與步步下墜之勢。瑏瑤

v"¢ë+æÈ§6Û¾<�，ÌÆ�%G《Ó�》、《Íã(》·T¹�S“Ú

^î”)1áHÝ¢Î，N»ë+6+¯�3´û�S"，)ãÝí³Ú，Áú

�ë"8n，°«È§<ÝÁk，M&®:7LË°é。瑏瑥 8wnË$�M，

�%s��þ%<ãL�³，¼%X¢·��，q'%k，S)Á2sÀ�M

®¤，SØ^î6Ú。瑏瑦 �wV[ó)《Ó�》×k，��N»ë+TÎâ"6

³，&È§cÄ6wó-，úÎ£ú6T，ãDâ"6§。瑏瑧 ØZ6，《Ó�》s

ä$¢Î，·T¹�½“̂ î”6k"4¸��。L《�s》6}，S)ë+s�

ÄÁDâ"6j，u��j(ÃÈ§:Ä，f-`q-â6。瑏瑨 %s“fq”6

~，̄ A±ST，]“̂ î”6kSD³E。ß`�¾G8¯�$《ÆfÓrô

３１３亂世哀音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ÚTs：《ÑÒÇk》（_5：y¾½ñ，１９６４ Ù），ò ３。
fÿ：《Íã�·/K�》（"í：@�9"õ，１９８９ Ù），ÿ ４，ò ６。
G�����~�Ù，̀ �@3DH：“�æé，�)`�ß。¼-±4À6k，æD��
6ñ，æË��。�fGÞ8r6®，àDÈ§Í�6-。”-¡{《Ë�"·u¾�》H：
“XÞ�^c，�6$7，�6/�，qD9«，]LXr。�f286¨È§，�ë+6
¯Y�，S-Áî，àá�O。«��6，S�Ð%，��-�6Sp，,9S¶6
e。……w¾¢÷��，®�È§、Y�W���。……¹Á®y=ôËµ��6¥，±
TD}©6Ú。”u¾SÈ§¼c)jÉ，-S8r)<¥$@A。k/È§æY�å
>，N�M�°��$7，�18ræ�ë+$^î。k《Ë�"·Qé�》W�û�B
¬@Ù，SôË\，Ò¯�ÄÂ(。û�$��.6，Ñl�f6�，ln1U，}á.6
6�GHþ�S»�e�，c�M�。Qéu¹yH：“Xwãñ3c，�Ó|ï。n�
.6»Ñ¹«，�#/µ，�f6Û，æD'�¤*6È，[Ëb¼，Â³ÂÖ，-Îp6
³，Ár¿?，�Úa�，�7ÍT，µ�ÈV，��<=。《"》å�ö'N，《ã》¦°��
�。�f�+À�r6®，UÂ"6O，ûá$�，LË�Ò。《ÑÒ》<6，S)^î。�
��íM，ö6Ð，³6M，�)zf。……ª+»n�，y¤�¤，¿GH，¡Ã^"，
qnñ��，¹T²ý。o±TSø�68，�Áú6³，°m>-，å³zO，u8%b，
µÂ�ÿ。”Qéy�>fë+¼c)�，~±M³c�Îp，�<ë+s�sÀ`�$
®¤，�°`"Â41U，mã��ö o$$ÉE，ã�Òâ，1-á《ÑÒ》<)^î。
“《ÑÒ》<6，S)^î”，×T《Ó�》“Ú^î”)~。'~û�“�Áú6³”，æ《Í
(》“íÁú”,4，À×Ä�:»æ¢�8n6j。Qé¢fG°§6c，æ《Í(》
£��dÎp，�¾£´$¯�Å%Å$Ã~。À×：《�"》（íó：#ô"õ，１９８３
Ù），ò ３４７５；¡{：《Ë�"》（íó：#ô"õ，１９８２ Ù），ò １４８５、１７６１。
V[ó：《ÑÒÓr�×k》（"í：@�9"õ，１９８９ Ù），ÿ ２，ò １９。
¡�：《ÑÒ�s��}》（"í：@�9"õ，１９８９ Ù），ÿ １，ò ５。



÷》，��ÖóT¡¢，±H：“�¾ü�，�uü��？´¾ü,，,uü�´？

ë+üÈ§，È§uü�ë+？”瑏瑩/ë+Q\)sÖßú，}çôG��，æ®

°6p$ß?6©，14§DpÄ6F、�k6]MM:)，f�ë+$��，

`)$¯��6SÚ-î6S�，Ã"6q¯�ÍT，UÒ6-MæÎ�。G

%ø³cz，�ÍT6á?。��，Ûû�《ÑÒ�》}fG°§¼c，S�B

Ò³6�， `fG³Ý，Fáë+³0ßQ$s:。瑐瑠

HÚr%§¢Î$»F6ø，ÔÁ¯�´¡d《+》、《�》@�“°”、“́ ”

6~，}�´°R)´â6k，S5Z°-ÁZV6¼；eÁ¯�½“̂ î”、

“fq”6�g¢ÎHÝ6Ó，/P°��È§Õë+；-¯�Fá�¿2Û6

à±，ÃM^O�`。G`9Z，1)�¿vJ69:�»，óÈ s_6

¹，)ãÜ��¿vJ，£S^ë"6k、í��6û。%sM6�`，Ã�

¿�)�0^6�¿；-�¿vJ62Û，RzDÎ36M，þR°¾æá°

¾f�%q6M。ÚTs66wz$�，sj�¿2ÛmdÎ0á，UM6

â0，̂ O6%ËRá'u，�°$��¿�õ$Ãm]T，-ÍT6%wþ

/DEEÚ=EETå6w。ÚrS}h6Ù，|¯'t�C�¿I�:Þ

}Õ6¼，̀ Së"¢è$�¿2Û�°M^O6�`)¦É，�ã»�0

½��86q$×1;l6�，́ Á]Mº<m`j�D9N？Úr9�：

“o%#jÊ，à:D9¯，M×þ£SÁæS`Ák¼¼，RëÁWø5`³

æe。”瑐瑡¸%-`«Z9¯，æÁ#þÁ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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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瑐瑠

瑐瑡

8¯�：《fë+#È§》，《ÆfÓrô÷》（�Y：�tv(»ðñ，１９９７Ù），ÿ １，ò １。
Ûû�：《ÑÒÛr�》（"í："¾»r9"õ�9《�¦ÇV��"》T，１９８３ Ù），ÿ
１，ò ６。��，Û《�》@±È½¾½LDÊ6$45，%£«�<《ÑÒ》½ß:½L\
BÛ《�》6¢SÂ6。ÑÛ《�》ST，¢¾@fë+<DÚé，G®`å~®�“/v
8s”、̂ Q¬S“£s”)fë+、�4~fë+�“7÷68s”RMO�*、-÷¯Ä
U'ë+S“ÑÒS"?µ?úÁ\Ò6ýq”$c¥、cK<þSÑÒ6“ýq”�6ë
+、Þµ?ë+ÑÒOP#as+M、Ê¤?ë+)“/v+M”，þÁ�<]。´yÙø
É:á06¢，Õ)ë+0Ä$，G�<、®�、Í¬�、>Ü%、ø6^OM9Z¾，å
Á<。
ÚTs：《¾Z》，《ÑÒÇk》，ÿý，ò ４。{：ÚrÀ_5|r""Ë，/《ÑÒÇk》æ
《X.》、《!"》、《ã.》、《-W》OÇk�¡-《Ì.%k》，Ú«±�»ðñ9Ý，)y
¾"J¶"6s�。`#《ÑÒÇk》6《¾Z》óH6。



S6a$�，Úræ/6�1�¯�¿2Ûhsõ:6T，L`}]Í�

6ø，u³Ë¯��ÍT$�ýéª6#，GH：

段之“有徒衆”，與夫段“彊”，瑐瑢實乃加强其在政治權力爭鬥中之惡。而

鄭伯初任段之有徒衆，繼任其彊，終則一舉而克之，則更顯其在政治權

力鬥爭之惡。前者爲陽惡。後者爲陰惡。在政治權力之鬥爭中，總常常

是陰惡取勝。由此，遂益使政治具備其非理性之性質，而進一步形成西

方政治學家所説“國家乃必要之惡”。此蓋使家國天下，一併陷於罪之

中，而無法自拔，故有此語。瑐瑣

 [î^±$ÉX¯�，Úræ�BA±3@ë+$º¬，S)ë+6ßq]

È§$nq)}。H®$)îåÁ�mhØRX�，®w³$�%sßqv

c÷�°“�¿{w`�0^6^ç”，Q-�X�¿½�9~“��uæa6

q”$Om。Úrk�：

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此乃思所以坐待其弟之斃，此

乃待敵之道。莊公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此乃思所以加速其弟之

崩，此亦爲待敵之道。在政治權力之鬥爭中，處心積慮，以待敵之道待

其弟，以待敵之道待其親，而終克其弟，終棄其親。此實爲其政治上

之一種權力慾，全歸於泛濫。於此，若無其一大界限，若失其一大堤

防，則即將更陷家國天下於一罪大惡極之中，而全歸於毁滅。在政

治權力之鬥爭中，無論如何，親不可滅，此乃一大界限，此實一大

堤防。瑐瑤

５１３亂世哀音　

瑐瑢

瑐瑣
瑐瑤

{：%øZ§“D©W”，k»《�s》；Z§6“¥”，u'Ú�6~。Ú�Z：“fG^)K
6，Îë"6k，¼?fG-ÁZ"。°，øe。Zø，�§6¥，9S°`qe。Á"
¾，kÁË�¾e。”
ÚTs：《ÑÒÇk》，ò ３。
ç¹。



®ºÕë+»SvJ6�，S&�6&`"，S&�6&`û，à°`"，

àa`û。%M�0^6�¿，»�vJ�ð6�¦，ÐÎ�Dqóå，/S«

��ÍT�s+%q?6#，-���éª。¼�Bs%â0，ys%§Ë。

-%s%â0，s%§Ë，R�ûÁ£ª。²%，U��ÍTD\U6w。-³

%sâ0§ËÃB6Ë，�¿vJ6ÛDsÁ£áæu6iv，0^æ^O$

\U6wXD¨�6£´，-��ÍT\U6wþX�Dr=6�-。Ú

rH：

一當其瞭然於“親不可滅”之後，便即有其理性之初步開啟，亦即有其性

情之初步安排。由是而家不可滅，即國不可滅。由是而國不可滅，即天

下不可滅。而全歸於罪惡與全歸於毁滅之禍，即有其初步之扭轉。潁考

叔之“愛其母，施及莊公”，告莊公以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又

告莊公：“若闢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遂使“大隧之中，其樂也

融融”。又使“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此誠所謂纔開啟，即一齊開啟；

纔安排，即一齊安排；纔扭轉，即一齊紐轉。此潁考叔之所以爲純孝。此

亦潁考叔之所以全歸於性情。在政治權力之鬥爭中，一不失其性情，即

不失其理性。一不失其理性，即不失其堤防，而有其界限。此即爲“親

不可滅”。瑐瑥

æLÚr/��ÍTû$Ë�sM6q，h�åSñ¿$0}¯£w="，3

ØÔá，HÍ�¯vw$�¿�ç#，ìeå�dÎ0。�`®9Fá¾，B

£wTZx6，R)@ivÕ�P�U$m6。ØZ6，�¿vJ6ÛÜTÎ

£ÝØ，LDiivÐá�²，U�ÿ$ª©q2^^���ÍT6\U。¼

FáÁ^`^O，R´Á^`0^，à´Á^`§Ë，-!B`â0，%Úr¢

fG°§sc69�，£�T6-³4。

��，̄ “%kªû”sÂ#，Úré¢Y�ªK5àMâY�sc，æ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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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ÚTs：《ÑÒÇk》，ò ４。



æ`¢«+ªK6Fá“ûÁ£ª”�Ï'�，�UFá$��M6%Ë，u

>《Ó�》ê¬â`�êX6c)�S±6。1êXæY�ûX，kDæªK

6c。《Ó�》?ê¬´%kªû，uåX。Úr¼�：“o¯�¿6%q#，Ã

ÃÄASm�¿6%k。”kH：

在政治之鬥爭中，親不可滅。而在政治之大義中，則可以滅親。州吁之

被殺，實乃“國人皆曰可殺”。故於此《公羊》稱：“其稱人何？討賊之辭

也。”又《穀梁》亦稱：“稱人以殺，殺有罪也。”要知州吁在政治權力之鬥

爭中，已連親亦可滅，而弒其君。石厚與州吁遊，其父石碏，“禁之不

可”，此亦已不顧其親。於此而欲重申政治之大義，實正所以重申性情

之大道。故儘可“滅親”，以返乎人道之正，以歸於性情之正。潁考叔在

政治之鬥爭中，使人知親不可滅，以歸於性情，此所以爲“純孝”。石碏

在政治之大義上，使人知親可以滅，此所以爲“純臣”。瑐瑦

{Y�¯�¿vJ62Û#，óªûþ£ª，-ª`K。¼Ð»S�¿%k，U

Y�£â。Úr¯%Fá$，��°u�¿2Û，faÈ+�P�U，eaD`

iv。²%iv，U�\U6w。%ivÔ�ª`û，U²%iv，�Mq�£

â。ÐSñTZ{Î%siv，R�æ¢6��¿6%k，%9S¸�^O

6%。¼�：}yÈ¯�¿62Û#，ÃMrûÁ£ª，S��^O，%9S

)“åt”。ê¬¯�¿6%k¹，ÃMrû£Sª，%9S)“åX”。

��，�84�iB+，°«+�ª，Úr�%cþDÕ¢。{《Ó�》µ

%cH：“?\ÙÑ，+/DÝ，Ræ8rGi。��：‘�D�，kD ，Î,

\e。�6D-。X%æ_。’+÷iP�®。R5�8Gi。iP4%。+

w6。S´。0V=4�，�+。Ã+�d�k+，+¯��。ªM´�i�：

‘K�K6¶，ÁI¬¤，"ÄÓL。---ÁÄ，Î9�^，q�OP。d

Sd��6。’iMâd�。”�%，Ú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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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瑦 ÚTs：《ÑÒÇk》，ò ６—７。



魯桓公之所以薨，實在其“遂與姜氏如齊”。經文稱：“公與姜氏遂如

齊”。《公羊傳》稱：“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内

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而《穀梁傳》亦稱：“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

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此後，劉氏敞復曰：“不言及而言與，猶匹

夫匹婦之相與云爾。自禍之道也。”此乃禍之來自姜氏，但終爲桓公之

自取其禍。此可顯示家之與國，國之與天下，有其一直之關聯。此亦可

顯示倫常之與政治，政治之與天心，有其一直之關聯。彼“女有家，男有

室”，又如何可以相瀆？相瀆即無禮，無禮即反常，反常即亂正。故曰：

“易此必敗。”此乃全失其性情之所致。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

云公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

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而所謂“義在其中”，實是室家之

義，倫常之義，政治之義，國與國間交往之義，與夫天下之通義，全在其

中。於此相瀆，性情便乖，天下即亂。瑐瑧

«+�ª，æ�-Ñ8r，�u«+6Ñ÷，̀ ¼¯�\7k�6Ë。{《+Q》

6��M，《�s》6¨?]，S)+¯�M，-Ý¾ìS)%«+Ñ-6。Ú

rHsE\�H：“%u-6"Ñ8r，Hà)«+6Ñ¦`-。”̄ Úr="，�

6æ�，�6æÍT，D`s�6Ãº，-mØ�ó!6æ�¿，�¿6æÍ³6

p。L%`ÜÄ，U¯“�D�，kD ”。w«+æ�MÔS%,\，uÎ-Ä

!7×6Ý，u�^`^O69°。¼HsE's�Zk¯`#，H�� �6

k，ó!6k，�¿6k，�æ�pÚ^6k，æ�ÍT64k，�¯`#。�%

,\，̂ OÁ�，ÍTR7。Ä6，)�¾æ^Oõ×，ÍTXD°û6w。

kÉë.éV\¯C、�6p$þ�6°，�9SéÇ±，�®�%Sé

*Í，SÕÍ6�6。Úr�%¢�：

於此，楚莊公之問鼎中原，實在當時，首犯天下之忌，與齊桓、晉文，以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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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攘夷，號召天下而圖霸業，已全異其趨。彼王孫滿之言“在德不在

鼎”，乃明示我歷史文化之一大傳統，在國家政治上，皆遵循其一大理性

的途徑，而絶不能去除一大道德的理想。是以楚子伐陸渾之戎，終爲以

戎伐戎，只是戎首。瑐瑨

%øR9�s86d<。Úr<Éë.)Éë+，S�`6qÉëý�ÍT6

×。/Éëæi«、U�6²», ，Ë¾m*rÇ，[¾©ÕÍ6�6。G%

Ý)，R�ÿ²Úr9Zs%â0s%§Ë$�0^6Ý。ÚrFá$�#�

v��Ó$%�g，Í�¯���¿¹，ÔaÈk`s%0^$5´，þÁ´l�

s%ñ$0<。+U，RÃVþ�6°，þÁá})rÇ6Ý，¢)°ý。9S，

%s�¿¹60^æñ60<，R)M6%Ë。-h`Ä，a¯��^O6×。

四、 讚揚禮義之行

¯“D-æÌÁ�”sÂ#，Úr ]fGæ!P6Ýcæô`。ý�R“+

5iP、fG��”scÿ¢。ÚrH：“ª5iPfG��，Ã�q+6Ë，iP

S�]ª，ªW]f，-fGRÃ�%�LH��È¤�6Æ}。”�%，Úr�

�《Ó�》@%c6,ÃWµ：“……K��fë+�� D-。-，.��，1ñ

³，(M1，ÕËÌ¾e。�Îß-V6，q-¤6，̀ ñ-ø6，�J-Ý6，,

8-I，ÎwËM，£�r-。”-¯�sX:，!PU1æf“ZT,&”，ÁRÖ

ÄVf，¡N%_。Úr��《Ó�》6WµæÕ¢：“f、!D&Z，!PVf。

fGæ´�*。!A%_-Ä。K��Sr!6/íe。Á`ñ、Á�J，Áû

û，Á��，ÁYD+，�ÌÁ�，-SVM。`�Ae，Áþª 。”Ä-Õ¢�：

於此，鄭伯有禮與息侯五不韙，實直接有關於鄭、息兩國之存亡。戰爭乃

關係國家存亡之大事，而國與國間之戰爭的掀起，則總應當是出於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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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此必須在戰爭之對方，確實是無刑，確實是有罪，此其一。此必須

一己對於戰爭之本身，確實是無所企圖，確實是不貪其土，此其二。此必

須一己有其絶無可非之處，此其三。此必須一己有其絶對勝敵之力，此

其四。此必須根據時勢之推移，並計及後世之結果，此其五。凡此皆所

以絶對遵循其政治的理性，而具備其道德的理想。必如此，方爲有禮，方

爲知禮。由是而爲國以禮，則對戰爭亦必出之以禮。瑐瑩

ÚrÀfV�、!Vf$c-S5《Ó�》$Õ¢#，!�»%s¢Î。S)´Ûu

Ã~��$í6%c，Á�S-æ¢:@´Û，eæ¢$+G[ÎÌ�hU。S)

G%X´Èk`�¿$0^，-{w`ñ$0<。þX)D-，X)r-。k~：

“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

人”。凡此皆爲鄭莊公之有禮，皆爲鄭莊公之知禮，而其自云：“寡人有

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則正是發自性情

之語，有其深自悔悟之處。若息侯之“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

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自足以亡息而有餘。瑑瑠

¯¹Î�%#，ÚrS!Pæfë+6:), ]。!P�I`�，ÄïpÙ。

¯Úr="，�Ák�¿60^æ{wñ60<，uÁr-$�-6Ý。Ä

6，Ð´)�S-，U´Û��6%c，þæ/»�0^，%9�@´Ûþæ»

6S-。Ä�fë+，�Îß-V6，q-¤6，ÁD�É，̀ ñ-ø6，�J-

Ý6，�r-D-6Ý。)`r-D-6Ý，̄ Úr="，�ÿÑ^O6T，D

`6Ñ:�6ø。æ!P69)，ý-sFY6@ 。

��，B+ÜÙ，UÉÛ²，ÉóD�)6æ。-U6%�，W´>�。³

Ú´dõ，UPÕ£SÄ`[6M，Ú´*>`�，k>`�。《Ó�》?：“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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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õ，UPÕÌ%。?}�，̀ �e，/B6-�。kÕ%，@�：‘£e£。’�

�Qõ[p�，UP�：‘ò£Sw6？’@�：‘Fe£。’��ÃÚ£)#Ðµ，

QõFº6。K��：‘Ú´��´>��，?`�Á)Ó，B`�Á) ，>

`}Á)î。《»"》�：‘Î}Îî，.��。’̀ Ú´6��。}��>，Ú

£�\，Gô�à，!sà-4ï-，́ >�e�。Ô�，¼´>`R。《ã》H：

‘o`D6，�SÏ6。’Ú´D%。”@%Wµ，ÚrÕ�：

請老，乃請致仕。嗣，繼其職者。午乃祁奚之子。赤，即羊舌職之子，名

伯華。似此“唯善，故能舉其類”，實全由於其生命與精神之能客觀化，

並儘有其心靈之公，與性情之正。瑑瑡

ØZ6，�¿6�æñ6F，æh�³n6+æ^O6�。%^±¾，ÑL 

~È,，%RÚr@#��g�¿$ñ|�。

kB+?ãÙÒ>=，“UQ¶�A&i，á�，liP�，uÄ”。《Ó�》

?：“UQ¶�A&i，á�，l�-Ä，-e。”《+Q�》?：“Ä¾u？��e。

u�ë？%`ÁV�e。%2Z K-Vi，Uu% `ÁV�？%�SKZ

»，H|¯%�e。”o《�s�》W�：“Ä¾，c3l6�e。2Z-Ò�，p

Î9�`Ø，ÁV�，�6e。�6Uu)3le？KÁxíc，XÁ´%�，

�U?K，ÂU?p，U1:]�。Q¶�´KZ，¼�6e。LU)Q¶¾ª

øu？ª·¸-�Z /。”�%，ÁV�6�，《�s》þÎM�。á`9�

“¶ª·¸-�Z /”，U'þrF?：“õÁV�，!-e。S&KZ，�Ë

]í�，�MX±ï6e。”ÚrS)：

實則不伐喪，是常禮，義正是大義。大義之所在，自儘可斷然爲之。於

此，朱子亦云：“《春秋》分明處，只是晉士匄侵齊，至穀聞卒乃還。這分

明是與他。”這亦不能不與他，若趁人之喪，而仍侵入，此禮之所不許，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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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之所不許。惟從事所謂“權力政治”之人，則不復顧及於此。然即此，

亦儘足以成性情之災，並足以成人道之禍。瑑瑢

%UWµ#，《�s�》�Q¶6´D«�，¡)®2�È�EÉ，y¸;ª，å

¦»d¡�dØ，{KZ-Ý。ÚrUÿBþF6~SÔ《�s》，S)ÁV

�，�!-，k×�%k。%k69¯，Ñ:£L)6。ØZ6，KZ�%0

2|]�%k6T。á�viÀc9�“vJ�¿”6M，̂ ^Áøz%M·

T-k，-D§M6$$�k6Ý。9Så-^O6Þ，åAS-M6-。

ko+VÙ0µÉ�6´÷OP，k)��，äægP、*P、�k、Å�、

Û�、��、kÇV�，)i�ª-â6，Rª·¦¹。ÚrW�：

是時，當魯昭公四年，即楚靈公（王）三年之夏，楚子已第一次專會諸侯。

與會者有蔡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小邾子、宋世子佐與淮夷。

會址是在申，時曾執徐子，惟尋亦釋之。秋七月，楚子更會同蔡侯、陳侯、

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執齊慶封而殺之，旋又滅賴，取鄫。

當魯昭公五年，即楚靈王四年之冬，又會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

人、越人伐吴。而越人更由是而始見於經。當昭公六年，即楚靈王五年，

楚薳罷又帥師伐吴。在楚連年伐吴之後，即魯昭公七年，楚靈王六年三

月之際，魯昭公如楚，至九月始還。此可見當時楚子之强大。而魯大夫

孟僖子則猶於將死之時，念念不忘“無禮無以立”，且囑其後人，師事孔

子。此實於民族大義與文化大義，皆能無背。瑑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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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Ts：《ÑÒÇk》，ò ８４。
ç¹，ò ９５—９６。{《Ó�》µ%c�：ã=，+áÑÉ。ir�ÕÁ´,-，uÇ½6，
Ç´-¾À6。5`/pe，c`%�，�：“-，M6¯e。Î-，ÎSB。�l/Dó
¾�Vµ，6M6Ëe，-ª�A。`¯¨JuSDA-È�+。5×yJ，ºy、2、Ò，
4Zö�#，¼`ÍDH：‘sZ-º，äZ-»，4Z-å，kè-Õ，þ¡aI�。¼�
�，½��，S¾a2。’̀ #eG�。¿¢ÀDZ�：‘6MD±ñ¾，ÐÁ³÷，̀ Ëæ
DóM。’w`/¯Vµ ！;Ð*z，æa~æu×���，Ãc6，-½-%，S1`
\。”¼iÑ�æde�ÈAcKE。KE�：“́ �Â¾，K�e。《ã》�：‘K��U�
q。’ir�£Uqó�。”



Úr¯%，µFÉ6´÷OP，):�%�，ª�¦F，kªªV�，BS1�ª

�%�ir���/p68，qqÁ7“Î-ÎSB”，)Á`ËM，AcV�

6c。S)%��1P%kæ�Ó%k，q´ÎP。�U¯Úr³#，9�$

F%，Á¯�gf2J，-¯�+±�±。

á��-6c，Úrþ<DÕ¢，Gë+@?D4Ù，“0，+Gi�ñ，+

áÑi”sc，《+Q�》?：“uS"？Ú。uÚë？OP²*�ñ，�-e。”

k《�s�》þ?：“!c�}，�!��。�，Îc6�e。S�)x�e，Î

cÁ»*。”HsEN»ë�²'�ñ，̄ j$�ý�$x�。Úr�%¢

6�：

一國之君，其一舉一動，皆爲國人所注視，如其非禮，即無以正國人之視

聽，而非所以正民整民。故曰：“政者，正也。”此在春秋之際，貴族社會

與貴族政治間，尤屬如此。《左傳》於此更稱：“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

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

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

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嗣何觀？’”到此，國君之生命，實即爲一完全客觀化之生命。若其一舉

一動，失去其客觀之意義，便即爲“不法”，亦即爲非禮。此可影響當代，

亦正可影響後嗣。瑑瑤

¯Úr="，�K)s�6wx，I��Ë，̀ °uÝc，q)�M9x}，G`

�-，RÎS×�M6}â，-�9S×1ì1。9S，�K6�Z，�R)s

I�æ�Ó6�Z。Ð`s>sI，̂ l`æ�6jk，ÁR)“Á�”，þR

)�-。%£45³w，þ×£45ËÌ。

k-+@Ù0V=4Â，“à¢Z��A5i´�¹?，àA_·”。Úr

�%Õ�：“³à¢Z��A5iA´�¹?，àA_·6¼，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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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ÃØ�z。àM*�`SQ^FÃSV。Q^，Rï¹。¯³8，OPï

¹，RdX，QG�8。FÃ，uÊÅ，qOP6á。%uS$æ�，RS�qO

¥，S½�M。”@%，《Ó�》�V�6Z�：“/e，ÁG<æ6F。Ô$æ�，

Á£S½M，K69Þe。�S»¿，¿S+$，$S©-，-SÝk，kS�

Õ，ÕS01，�6%Âe。ÐS½M，æM�e。�í，U��À6，̈ £�e

ó。”Úr¡)，¿æ-，u�¿6�%·ê，-“�S»¿”，æ�“$S©-”，

U×9S-R`�¿¹6%-%B。ÐS%½OM，ÁR�^`�Ä，-ÎS

�Ë`�¿，þRÎS�Ë`��。¼�：“�í，U��À6，̈ £�eó。”瑑瑥

k-+?DsÙÑ4=，“UPÃÅÆ"a，p°5ÅÆo。0t¢ÝJ

GU”。ÚrS)，³8，U)oª，L@ª�，VU°-Á�，÷U%-Á�，

oÅÆS�6，)ÝJS�6，£�@`o�，dÎ�j。“?D4ÙÑ，UPÃ

ÅÇ"ªA”。-ªÅÇþÎ`�j。《�s》?：“ª，6�e。vM6A，vZ

ªe。”%ª8��G`k9Z6��。ÅÇ，uUÅ°6�，R9�Ì_。�

%，《�s》?：“?D4ÙÑ，UPÃÅÇ"ªA。/cÁ�。i%��：År

`í ？-，Ù6¯e。�，Ù6·e。Å�Î·，)�K6Ì_e。2ZS¤

A，/ñµ�à，-Ã，aKZe。Áíu)？”9�/c，u°KZ。%D`�

Ú6ÃZ，kD`Ðc6ÃZ，ÑD`á)�G6jk。w*»6SÁ�，Ñ¢

�`�ZæÅm6êÃ，å£�`³næ^O6�Aæ�í。¼�：“Áíu

)？”瑑瑦69SG%，̄ �US%�²ª³¢ìÈoJ，ó^0M6。`ÝM

þÑlFv，ÑÁ´��È+�¼�¿p9S�á��m�$ÝchU。ß

à�°$��`�-�`Ùí`�，£ÁÉ ！

kB+>ÙÙ?=，“àPÃ¢�J"a，íÂ5¢�Jo”。ÚrZ：“̀

8àPÃ¢��，R¢�J，"aª�，èD^¢6ø。È¢;�å-øZ6，

UæÎ�S@，oþÎÈ\。;È�：‘¢�æí，)X-K，Â-ÁÈ，í6T

e。《ã》�：|�Ñ+，÷Z÷Z。�À¾e。�-÷Z，æç。’�%，‘)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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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Â-ÁÈ’，×9��Î`Y¼，«%-^-^¢，Á/Ñ^`9+，æá

�í。”瑑瑧NÁ`L，B+@?DÔÙ@=jG“à�Ðª`Kr，à¢�J�

�ÉS�”，ÚrZ：“《ÑÒ》6"�，�Ä�%。”《Ó�》?：“¢�JSÉG

U，"�：‘��ÉS�。’+¢re。X6V，K�D6。kUH，+U�Ù-

|。´VS*�，>e。”¢rW6Z�：“%+6¾ie，¢�JD6。�Ðª

rS«%+，¼�J�，��ÉS�。”�%，"�，Ñ³}�¾。à¢�J[D

`K，à��ÉS�，-�`�。Ô�`�，URÁ\��M，-DP�1P6

%k。瑑瑨

五、 堅守民族（文化）大義

{ÑÒ8wO�)�¾，�+³#D1Pæ�Ó6©q，Á´Á]M$

Ï。LËME¸�%，Ñ£Sû�`8w6O'，»SÑÙ6}¸。%þÚr

9$á6“Ô.P;��:”$SÔ.x;6½þBE。�M¸Úr"，9³

)¾，�m6æ0}`¿.8æ#69A，æ�R#9ÿB6�F，-ÁæÊ

Ê�Sv�ªk$¢`，]¢`��。Ã�iM�vsc，ÚrDGT÷¢：

此一年，狄人伐邢，而齊人救邢，以嚴其夷夏之分，意義實至爲重大。

《穀梁》於此稱：“善救邢也。”似此特書“齊人救邢”，乃善救邢之義舉。

而此救邢之義舉，則又全根據其諸夏之立場。此有二義，一爲文化之義，

二爲民族之義。夷狄非中國，故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夷狄無文

化，故夷狄得勢，人即“披髮左衽”。從民族之義上説，“諸夏親暱”，自不

可棄。從文化意義上説，“夷狄豺狼”，自不可厭（音淹）。於此，《左傳》

稱：“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夷狄豺郎，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

可棄也；宴安耽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

５２３亂世哀音　

瑑瑧
瑑瑨

ÚTs：《ÑÒÇk》，ò ７８。
ç¹，ò ８７—８８。



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諸夏既親暱，便自應

“同惡相恤”。由此同惡相恤，既所以申民族之大義，亦所以申文化之

大義。瑑瑩

Ç±,@�O0-Z，Ã�D1Pæ�Ó6M。《+Q》»��Ó_\$�`，

S)Ç±�#�U#�6，LÇ±Ð�Ç±6Ý，ÑÁ÷Å¡`)O0$sÚ

�，À-eì�Ó¹$_\。Úr�%Áª《+Q》6~，�+D`91$8w

�ç645，èö��。³8ÐË)O0，<T)Ç±。UO0ûÌ，“çq,

ÿ”6�，Áþª ？

��，r+4?4Ù0，“UM58°_�A�Í”sc，Úr¡)%c4

5�³86ÍT}7，u1��ç�Ç±。@%，4《�》Y-��BE�Sé

¢。《+Q》S�G6ÁâLH、ÎÈ�6·，u»A/H-�f，¼Ç±6。-

《�s》þSZ_±�，¡)�G7M��6î，Îk�6:。S)�6)Ç

±，ÑÍ6´Ä。@%，ÚrÕ¢�：

此乃華夷之辨。於此，“入中國則中國之，入夷狄則夷狄之”，民族的立

場與文化的立場有時可以分，亦有時可以合。而秦以“千里而襲人”，又

“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别”，遂被人目爲夷狄，則全是從文化立場，加

以論斷。瑒瑠

á�《Ó�》，Uæ《+》、《�》MÊ，uÀ��1P6BEB¢。@%，ÚrÕ

6�：

原軫力言“敵不可縱”，由是而“必伐秦師”。此乃就國家民族之立場而

言。其“敗秦於殽”，本可使（晉）襄公繼文公而稱霸。惟終以釋敵三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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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瑩
瑒瑠

ÚTs：《ÑÒÇk》，ò ３３。
ç¹，ò ４９。



所謂“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君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

遂招致無窮後患。於此，當一再思及“敵不可縱”之言，實不能不愈覺其

老成謀國之苦。瑒瑡

ØZ6，《+》、《�》@�À�ÓBEº¬�G；《Ó�》UÀ1PBEJZ“�

Á£4”，“æV�A”。%»ÿ�6M，þÊD`�[，¼ÚrY:é¢-.

16。

k-+4Ù0，+GU，UP�+-Á�。¯%UÉá²，Û¦OPS)õ

�$Ã)8�，ìÁ-�"i$ª-+。¼�ÙÒ，-+�ÑU，u®¤-�

É。-t��·6，S“�;PR，̀ ³æM”6T�-+，u�。@%，ÚrÕ

6�：

魯成公中無所主，聯晉聯楚，每舉棋不定。惟終因此“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之言，而有其決定。此固然是根據民族之大義，但亦正是根據文化

之大義。若其於是時聯楚，即兩失之。瑒瑢

��，k-+?kÌÙ，OPÄ÷��¬`。Ú��%�：“��F%，¤÷�

OP。OP6W，̂ -À6。¼"O�^æ6÷e。8OPÕÉ，¼æ�û。”

-É¯³8，×æUÛ²。û�SÃ�÷:áÉ，×9�SÇáÇ。《+Q�》

?：“�)G÷�？��e。�)�e？《ÑÒ》Ò`�-�OP，ÒOP-�Ç

±。”9�G÷�，R《ÑÒ》�"÷UQÏ、i^Î^，SáÐM6Ë，kÄ"

“÷��¬`”。《�s�》?：“÷k÷，�6e。”Ô2DôÇ6Y，ÁÑ2ÒO

P-�Ç±。¼¢“�6”，Xm%s%k。瑒瑣

L-mãB+@?ãÙ0，“��Ã�"a”，%u�6Äa，)¯《ÑÒ》

#，�6KXÑ�，þÄ�%。《+Q》Yt�6]�，S“�#�，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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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瑡
瑒瑢
瑒瑣

ÚTs：《ÑÒÇk》，ò ５０。
ç¹，ò ６７。
ç¹，ò ７３。



¢`K«®。《�s》þç8?¸��´�Ãt�S5t�´mK6Y。@%，

Úr¢6�：

吴在魯成公六年伐郯，始見於經。又魯襄公五年會於戚，稱吴人。今則

稱吴子，此乃因其慕義來聘，故進之。此分明爲從文化大義以立言。而

對吴季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則更從文化大義之立場上，

以明季子之賢。吴在當時，對中國文化，有其嚮往之心，亦有其瞭解之

切。此觀季子之觀樂，而特有其會心，即足以知之。瑒瑤

Úr�%Y:dÁ���Kæt�。S��rk"a，¼H6；-t�，“S`

Á2)k，S`Áâ)�”。@¾q�À�Ó%k6BE¹?�6。ßË?

m，�¯³8，@#��Ó，D`]^6³，þD`1}6_。t�6�g，-9

D`÷³，%¯《Ó�》±µ6。

ko+?ÌÙ“Ò，U¯��AVá]”。ÚrH：

使大夫荀吴帥師伐鮮虞，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由是而率義不爽，

好惡不愆，固所以使民知義所，亦所以使夷狄真知中國之偉大。《胡傳》

曰：“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爲主將。而或稱人，或稱

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爲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

義，而以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

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敵之略咸見矣。”但於

此必須著眼於人禽之辨、華夷之分，與夫義利之辨。就民族大義上説，如

夷狄同於禽獸，即以殄滅爲期，仍非可貶。就文化大義上説，能以正兵加

敵，則必須褒。此實不能視同諸侯與諸侯間之自相攻伐。瑒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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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瑤
瑒瑥

ÚTs：《ÑÒÇk》，ò ８８—９１。
ç¹，ò ９８—９９。



Úr6~，£�Y:À1Pæ�Ó$�`，@《Û�》HÝã6Ó。

á�1+VÙÙ?Ds=3£，“gPS��5ÉM´�Z>，ÉA_c，

ÉÒz»¾f”。《+Q�》µ�：

吴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

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仇于

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

之義，復父之仇，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

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

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

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吴，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

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

《�s�》µ�：

吴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

何也？吴信中國而攘夷狄，吴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

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

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

義，復父之仇，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囊瓦求之，

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

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

蔡請救於吴。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

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

ÚrS)¯%Æp，É6wJó]ð，-&_OP。U-%÷OPS�g，LÁ

´±¯É6+，)^OP6³，¼Î�-Ä，R-UÉßËs=6ÚÄ。ÞË，

É)�¼，çg，-U*ö}Á�，gud���。《ÑÒ》�%，R"“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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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ÉM´�Z>”。åH：“�Ä"�，"´。”ÚrkH：“SË6《Û�》，þ

Sg6¤�，‘Dd�U。GU`z；��ÍT¡F%，�OP9´Se，Dd

��，G%`X’，¼"��，�9S‘6+UM，4Õak，z��ge’。�

%，qTO�‘Dw#�6³’，RD?�SH�6~。¼H�S?�，à1�

´�g，½Á^`Dw#�6³。V��ÝKS�，×þS‘«ÝK，�`á¶

ÓÓ�’。”瑒瑦

六、 結　 　 語

T�uÎÚTs`M`½，5`《ÑÒÇk》6ª7。S)Úr6�#�

vwUÉ�3@fÅ#��Ó{Ã)45J，¼`é¢#��Ó，è´ÀUÉ

�ÿæ³n�ÿ,@2$Ã~¹HÝ¢Î，S)vwº�6� ，ç8_¢ã

.îÓ6Åm¯Ò。-%s.îÓ6Åm，R�3�$^O6î。Ú��

《ÑÒÇk》ÇÎ$Ò\，þÁ��@%3�^O6î$�Óæ�±。�"9

¸±áM%Ë、ÈÓ-k6Ý、$+1P（�Ó）%kO¢，;ÔÿÕ，yM"

)s¹。-ËrÁ¢R½þ�$�`，Õ¾R³w¹3�$ât}]-Z，Ú

TsfÁ2å�á�}Üz$½¾。�`³:Þ}h6¼，Ðât�g½Õ

6M，̀ }]�¦¯y�8×6��、ðT6¼5，-Î}�ÍT��6$，U

.½6{w-z±，þÑÙ6^®DS÷6。� ２０ ÷¿TÎ，¹3��'�6

Öw，@J.½�g6Í\，�Î¦ ！

（作者：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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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瑦 ÚTs：《ÑÒÇk》，ò １０７—１０８。



� B " )

專書

V[ó：《ÑÒÓr�×k》。"í：@�9"õ，１９８９ Ù。

8¯�：《ÆfÓrô÷》。�Y：�tv(»ðñ，１９９７ Ù。

Ûû�：《ÑÒÛr�》。"í："¾»r9"õ�9《�¦ÇV��"》T，１９８３ Ù。

¡�：《ÑÒ�s��}》。"í：@�9"õ，１９８９ Ù。

¡{：《Ë�"》。íó：#ô"õ，１９８２ Ù。

�;�：《#��Ó¡|》。¹'：ôÆAò%½»ðñ，１９９７ Ù。

ÚTs：《%ÉMï》。_5：M�»ðñ，１９５６ Ù。

ÚTs：《#��½ºÕ¢¶》。"í：y¾»ðñ，１９７１ Ù

ÚTs：《�³äåÇk》。"í：y¾»ðñ，１９６３ Ù。

ÚTs：《ÑÒÇk》。_5：y¾½ñ，１９６４ Ù。

ÚTs：《�;<———õë%k》。"í：±�"õ，１９８５ Ù。

ÚTs：《¢#�6ð~》。"í：y¾»ðñ，１９７０ Ù。

ÚTs：《3�;<———^O6î》。"í：y¾»ðñ，１９６３ Ù。

Ú±}：《G�;¯》。"í：ð¶ÀQ��zÚD0+Þ，２０１０ Ù。

fÿ：《Íã�》。"í：@�9"õ，１９８９ Ù。

�0~、�TF、±§$：《í½d.———5"��°`%》。"í：ð¶ÀQ��zÚD0+

Þ，２０１５ Ù。

１３３亂世哀音　



Ａ Ｗａｉｌｆｕｌ Ｓ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Ｔｉｍｅｓ：
Ｃｈｅｎｇ Ｚｈａｏｘｉ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Ｃｈｕｎ Ｑｉｕ Ｊｉａｎｇ Ｙｉ

Ｃａｉ Ｃｈａｎｇｌ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Ｃｈｅｎｇ Ｚｈａｏｘｉｏｎｇ，ｈ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ｄｅａ ｏｆ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Ｃｈｕｎ Ｑｉｕ Ｊｉａｎｇ Ｙｉ． Ｉｔ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ｈｅｎｇ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ｏｔｉｃ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ｈｕｓ，ｈｅ ｈｏｌ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ｋｉｎｇｃｒａｆｔ ｓｐｉｒｉｔ ｆｏｒ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ｈｉ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ｙ ｐｒａｉｓｅｄ ｉｎ 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ｕｎ Ｑｉｕ Ｊｉａｎｇ Ｙｉ． Ｉｎ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Ｃｈｅｎｇ ｓｈｏｗｅｄ 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ｐｉｒｉｔｓ． Ｓｏ，ｗｈｅｔｈ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ｅｎｇ Ｚｈａｏｘｉｏ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ｅｄ． Ｉｎ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ｔｉｍｅｓ，ｉ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ｗｒｏ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ｓ ｏｗ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ｐｕｔ ｉｔｓ ｂｌａ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ｒｅａｌｌｙ ｍａｋ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ｉｇｎ ｗｉｔｈ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ｅｎｇ Ｚｈａｏｘｉ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Ｃｈｕｎ Ｑｉｕ Ｊｉａｎｇ Ｙ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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