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有關《春秋》

“五情”之研究

單周堯

提　 　 要

中國大陸研究《春秋》“五情”者，主要有錢鍾書先生（１９１０—１９９８）；臺灣研

究《春秋》“五情”者，則有張高評先生；香港研究《春秋》“五情”者，似僅筆者一

人。本文所述者，爲筆者有關《春秋》“五情”之研究，其中包括：（一）讀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序》五情説小識，（二）錢鍾書《管錐編》杜預《春秋序》札記管

窺，（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五情説補識，（四）論《春秋》“五情”———兼論

“五情”與詩學之關係，（五）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論五情説管窺，（六）“五情”

之相關問題。

關鍵詞：《春秋》　 五情　 《左傳》　 錢鍾書　 竹添光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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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讀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五情説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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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錢鍾書《管錐編》杜預《春秋序》札記管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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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

“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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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

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

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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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之與“顯”，“志”之與“晦”，“婉”之與“成章”，均相反以相成，不同

而能和。“汙”，杜注：“曲也，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而不汙曲。”杜序又

解爲“直書其事”。則齊此語於“盡而直”，頗嫌一意重申，駢枝疊架，與

前三語不倫。且也，“直”不必“盡”（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ｒｕｔｈ），未

有“盡”而不“直”者也。《孟子·公孫丑》章：“汙不至阿其所好。”焦循

《正義》：“‘汙’本作‘洿’，蓋用爲‘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荀子·

大略》篇稱《小雅》“不以於汙上”，亦即此“汙”字。言而求“盡”，每有過

甚之弊，《莊子·人間世》所謂“溢言”。不隱不諱而如實得當，周詳而無

加飾，斯所謂 “盡而不汙”（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ｂｕｔ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耳。瑏瑩

¢»´)：“ü”m“ú”，“N”m“(”，B;oËòö；“¤”m“,�”，ëOo

Ë。!ãÎ“¤>,�”#：“¤，Üq。BÒÜ0©，¶4ÔP，¥v+�，>,

v�。”瑐瑠W“¤”B1g“,�”q。xöQ“¤>,�”，'öQ“á>,�”。

“á”m“,�”，�OoË；“¤”m“,�”，'OoË。�kPCã¨¸LI�

å;Wó，>Þô_rL;Wó。“ü>ú”m“N>(”，LêoË；“¤>,

�”m“7>{Ì”，Lê'oË。[!ò¥“Ü”�“Ì”，ê¥“Ì”)“g”;

jK。Q“7>{Ì”，æ*)¯ÁL�，�;m“¤>,�”o�。“7”m“{

Ì”，ê#oW，Cò{y©“Õ3h¡”。�kP¥“Ì”)“Ö”;jK，B“{

¢{P>1z8~，x9>Ù¤�，í4B‘7>{Ì’”。04Q�^4;�

×，M《j)》̈ ©XY，{¨©1z。1º�2p《̈ 》#：“å´，�À��©

$，��¥þj°ÿ。”瑐瑡��，ê����。《sÃ》#：“å´，��¥þj°

ÿ，)x�、Ø[q。”瑐瑢!ã：“�{G¸�¥x�，�{G÷VØÿ，Öº{G

７０２香港有關《春秋》“五情”之研究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¾�：《²Äl》，t １６２—１６３。
s§uÃ；!òã；¦É_-：《j)sÃã-》，s ２７，t １９ｂ，̄ t ４６５。
¸_，s ５，t １ｂ，̄ t ８８。
¸_，t ２ａ。



¥ü，[¢0z。{QØ，©þj，Q��þ¥jÿ，O²÷q。”瑐瑣¦-：

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

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

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

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

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

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爲隱諱

故也。瑐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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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

亦受田邑，爲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

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勳，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

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

之便，欲相與易。祊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

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假

田，非久易也。瑐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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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脩經，當改正真偽，以爲褒貶。周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偽而書者，周

人欲令諸侯速至，故遠其崩日以赴也。不書其實，而從其偽，言人知其

偽，則過足章矣。故即傳其偽，以懲創臣子之過。瑐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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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五情説補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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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É11��ö。”瑑瑩�#：“5´，É1¥A@¼58y3

�。”瑒瑠《sÃ》#：“)，��1��ö，©ô，�kÍq。”瑒瑡�#：“5´，É1¥

A@¼58y3�，åô，�A@q。”瑒瑢!ã#：“åô，B{©��。”瑒瑣《j)

¹》¦-#：

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銜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

爲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爲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

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别有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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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U²�：《U²�sÃãÎ》（æ�：IÁý�l�Ö}À，１９７２ p），t ３４０。
?�#：《j)sÃã》Êl²（��：IÁ�$，１９９０ p），t ８７０。
���læ：《5³Í��G》（æ�：ó¸^�D，１９７０ p），t ８１６ａ。
¸_，t ８１６ｂ。
¸_，t ３５４８ｂ。
SáH：《j),Ê》（æ�：ó¸^�D，１９８３ p），《wÎ{�》，ä １８１ �，s ２，t ５。
s§uÃ；!òã；¦É_-：《j)sÃã-》，s ２７，t １７。
¸_，t １８。
¸_，t １９。
¸_。
¸_。



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瑒瑤

《sÃ》¥“©ô，�kÍ”，“åô，�A@”Î《j)》，!ã、¦-);-Í，Î

�{G。�¢�05»，¶½Á!（１１７８—１２３７）瑒瑥、Ü�（Pëp{9，１５０２ �

ÿ）¡。瑒瑦

Mk¢'¶¥《sÃ》;5)O»，1�¬（１２７—２００）《Ý_Þ》Àg¨

（１２９—１８２）#：“《s8》¥��É1åô)�A@，�5º£wpß]"¢;

+AØ，Ïg4�>'åô？《j)》;º，%è�¬»，'¥M³O。”瑒瑧¢»

Ç：5�º£wp《j)》#：“á，��ßÀì�¡、ËÒl、¥��9P、à4

 、3¦á、��â、°@、�@I8。……)，w´，þã，ß]"¢;+AØI

8。”瑒瑨g¨B《s8》¥��É1åô)�A@，��ß]"¢;+AØ，ëÙ

4�，g¥'Ïåô？[¥)ÅÌ%è�¬M³;º。

Ç：5�º£up《sÃ》#：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

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衞，吾匹

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瑒瑩

\ä、_»，¥��p©ä、_q。êä、_�=�，0h=，)�\x+ì�+

Ë，5%©¾�，O�î4�，[�B��ß¥�5�;Í#：“¥��p©=

�ä、_。”x>�¥ä)0+�，8¥_)0+�。+��{ZmØÀ。��

#：“ä、_�J�;è+，ië)AÄ�，g[3p©ä、_？8、à，ëömi

１１２香港有關《春秋》“五情”之研究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_，s １，t １６。
½Á!：《j)sÃ*å》（æ�：æÌó¸^�D，１９８３ p），《wÎ{�》，ä １５３ �，s
２２，t ４—５。
Ü�：《µ�åm》，《wÎ{�》，ä ７１４ �，s ８，t ４。
�¬：《Ý_Þ》，《wÎ{�》，ä １４５ �，t ４。
s§uÃ；!òã；¦É_-：《j)sÃã-》，s ３８，t １—２。
¸_，t ９—１０。



��o¡。”ÌØ。《sÃ》¥)《j)》C�“ß”>{�0ô»，ê~0��k

�Ç#，�¾�©)8，Ç;=»，)8¥8êÍ;，�{Ä{�q。��ß�

=#á，)84�，\{�8ê，[j¥�ÍÍ;。��ùO�Í，[{§�;。

0z��ôÍ，�ô)�êO。$���ßAB�Í，ë�Zåÿ，h¥VÛ，

ù�;4Í，�{öô。�kÆÇ，DÅ%{。M��ÌrtWO，{§¸©=

�。¥0ò+�;é，ôk;Í，[《j)》Y;，{�0ô，C�“ß”。瑓瑠 W

《j)》w“ß]"¢;+AØ”，#Ù4�，M¶4Y。«《sÃ》5，ëOg¨

4B%è�¬M³;º。

��2p《j)》#：“�×Ö1��ö。å´，Ö¥A@¼5y3

�。”瑓瑡《sÃ》#：“j，þ+´，�×Ö1��ö，�kÍq。å´，Ö¥A@

¼5y3�，�A@q。”瑓瑢Åm“��É11��ö”、“É1¥A@¼58

y3�”̧ º，¦-：“�×'WP%，0èmôo$。”瑓瑣Wq。《�,Ã》]g

¨'¥Å)M³，《�,Ã》#：“Ö¥A@¼5y3�，Ög¥{©�×？%

è>�¬»，ëëq。”瑓瑤g¨ãÃ：“ë，½q；½C{ë»，M³。”瑓瑥�³:

»，@¸《�,Ã》>>G《sÃ》5»Xæ，1åç（１０１９—１０６８）《j)�

\》Ã：

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

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非也，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

此《春秋》之常耳，非爲尊君命，故舉氏，尊夫人，故舍族也。瑓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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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瑓瑥
瑓瑦

Z?�#：《j)sÃã》Êl²，t １１３２；]s§uÃ；!òã；¦É_-：《j)sÃã
-》，s ３８，t ２ ]t １０ ¦-。
s§uÃ；!òã；¦É_-：《j)sÃã-》，s ２１，t １。
¸_，t ３。
¸_。
¬s§uÃ；!òã；¦É_-：《j)�,Ãã-》，《£å¨ã-》²，Ë^Ê³âº£
p~Ôt:¨ñ²，s １５，t １。
¸_。
åç：《j)�\》，《wÎ{�》，ä １４７ �，s ６，t １。



Õå�（１０７４—１１３８）、瑓瑧úâ8（１０７７—１１４８）、瑓瑨n�（？—１２１５）、瑓瑩�õ·

（１１０９ p�ÿ）、瑔瑠E�（１１６１—１２３７）、瑔瑡ñá�（8@，Pëp{9，《j)]

5》,©�Àåp〔１２３０〕）、瑔瑢ñÏ（１２１３—１２８０）、瑔瑣�¶T（8@，Pëp{

9，04h《̈ ^》ñ©6ù[èçpRG〔１２７２〕）、瑔瑤è+é（１２２７—１２７５）、瑔瑥

�ê（~8�ÿ，�2{ß，Pëp{9）、瑔瑦îë（１２４９—１３３３）、瑔瑧7):

（１２７８—１３３４）、瑔瑨3i（１２９３—１３６２）、瑔瑩û6Ë（１３０４—１３７２）、瑖瑠��（u³ù

³t〔１５２２—１５６６〕0@，Pëp{9）、瑖瑡Uù¥（１５６２—１６２６）、瑖瑢�AE

（１５７０—１６４４）、瑖瑣Á�¡（１６１３—１６８２）、瑖瑤Eòì（１６８８ p�ÿ）、瑖瑥gt

（１６６１—１７２２）、瑖瑦Auï（Ê@，Pëp{9）、瑖瑧oð（？—１７７０）瑖瑨、å³ 

（１７８９—１８５４）¡，瑖瑩'@¸g¨、åç;5。3í（１８１０—１８８２）ÉB：“ÅÌ³

ÛÚ~1ÅO，s8õ{ù³Û»Q！”瑘瑠3ò（１９０５—１９９９）《s8j)å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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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瑧
瑓瑨
瑓瑩
瑔瑠
瑔瑡
瑔瑢
瑔瑣
瑔瑤
瑔瑥
瑔瑦
瑔瑧
瑔瑨
瑔瑩
瑖瑠
瑖瑡
瑖瑢
瑖瑣
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瑖瑨
瑖瑩
瑘瑠

Õå�：《Õ8j)Ã》，《wÎ{�》，ä １５１ �，s ２０，t １０。
úâ8：《ú8j)Ã》，《wÎ{�》，ä １４９ �，s １４，t ２０。
n�：《j)�å》，《wÎ{�》，ä １５５ �，s ３ _，t ５７。
�õ·：《îC×》，《wÎ{�》，ä ８６３ �，s ４，t １０。
E�：《E8j)*ã》，《wÎ{�》，ä １５６ �，s ７，t ２０。
ñá�：《j)]5》，《wÎ{�》，ä １５６ �，s ９，t １５。
ñÏ：《ñ8P³》，《wÎ{�》，ä ７０７—７０８ �，s １１，t ２６。
�¶T：《j)¨^》，《wÎ{�》，ä １５７ �，s １０，t ６５。
è+é：《è8j)I�》，《wÎ{�》，ä １５７ �，s １６，t １４。
�ê：《j)*ÃÎå+,》，《wÎ{�》，ä １５９ �，s ８，t ３３。
îë：《j)æQ》，《wÎ{�》，ä １５９ �，s ８，t ３６。
7):：《åÃvG》，《wÎ{�》，ä １６１ �，s １４，t １２。
3i：《µj)l》，《wÎ{�》，ä １５８ �，s ８，t ２０。
û6Ë：《j)ÕÃz�æ-》，《wÎ{�》，ä １６５ �，s ２０，t ３１—３２。
��：《j)uN�》，《wÎ{�》，ä １６８ �，s ８，t ３７。
Uù¥：《j)¦å》，《wÎ{�》，ä １７０ �，s ８，t １８。
�AE：《j)�å》，《wÎ{�》，ä １７０ �，s １９，t １２。
Á�¡：《Pù�》，《wÎ{�》，ä ８５８ �，s ４，t ３１。
Eòì：《åÃ·"·sÃ·"》，《wÎ{�》，ä １７７ �，s １３，t １０。
gt：《åÎµ�m》，《wÎ{�》，ä ８６０ �，s １０，t ３。
Auï：《j)Ãã》（_Y：_Y9m�no，１９９５ p），《�ÊwÎ{�》，ä １３８ �，s
２０，t １４—１７。
oð：《�æj)áÍ》，《wÎ{�》，ä １７４ �，s ８，t ３０。
å³ ：《j)s8Ã°ã-â》（Ëô：N��$，１９６６ p），t ９０３。
3í：《ïïµ�m》（_Y：³¡�$，１９３６ p），t １０９。



v》©Å¶9Gv®，öZ。瑘瑡 W《sÃ》“©ô，�kÍ”，“åô，�A@”ÃÃ，

7Ú¿�《̈ 》;ê。

\Å;[，É¶¥)“ü>ú，N>(，¤>,�，7>{Ì，. >ý9”，

¶)É1��,�A@%è>Ò。ê!òuÆ5，Ì�3,�£wp《sÃ》，

Ã³Ã：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

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瑘瑢

oK（u@，Pëp{9）《j)sÃ+è》#：

爲君逆，故稱叔孫，舍族，爲不稱叔孫，因謂《春秋》之稱善也。或其詞微

以隱矣，而其義則明以顯；惟因事以誌其事，而以義則深以晦；或婉曲以

示順，而尤秩乎其成章；或盡其事而詳書之，而實粹乎其無污；凡善者以

褒，惡者以貶，而勸懲之訓著，故唯聖能之。瑘瑣

o8¥)“ü>ú，N>(，¤>,�，7>{Ì，. >ý9”¡，7)É1

�ö%è>Ò，\7Ú$。o8Î“7>{Ì”#：“70è>9�;，>zõ

Q0Ù4”，$+#Í。ª“1��ö”%è，¶g öY？Wo8;Q，{ö

7�。!ò《j)¹》ë¥)“©ô�kÍ，åô�A@”，p)“ü>ú”;

º，k×¥Å¡起讚歎《j)》;Æ，©Wð]“N>(”、“¤>,�”、“7>

{Ì”、“. >ý9”w»，OB“1��ö”%è，Ã¥7ÅuÆq。or;

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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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瑡

瑘瑢
瑘瑣

Z3ò：《s8j)åºv》（_Y：ó¸^�D，１９４７ p），s １，t ３０—３４；]《b*》t
６１—６２。
s§uÃ；!òã；¦É_-：《j)sÃã-》，s ２７，t １７—１９。
oK：《j)sÃ+è》，《wÎ{�》，ä １６９ �，s ８，t ２４。



２． �¡

!ò《j)¹》“ü>ú”;�º)“�¡”。Ç4�£5p《j)》w：“�

¡。”《sÃ》Ã：“�¡，{�0æ，3V;q。´，���ÓQ，Í6>Ö�。ê�

>Ö.，ë#：‘ö¶¢y’。Ì¨�p，#：‘�¢¿i。’ê}>á，�ÖV�。”瑘瑤

!ãÎ“{�0æ”#：“{�V�»æë。”瑘瑥4�£5p¦-#：“{�4V;

�，¥)��3¡，OÏV»;Á，4¥i �O，OQ�8(@�q。”瑘瑦

�《�,Ã》Ã：“Å7¶^»，0Q�¡g？3¡q。03¡þg？DÃ

>¡q。”瑘瑧《J�Ã》#：

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

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

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瑘瑨

Wå《Ã》�Ã�3V(¡，[{Q�@(�，>¥3¡)³。3�¥?，¥Å

)5»，¶SáH、瑘瑩!ò、瑝瑠¦É_、瑝瑡cè（？—８０５）、瑝瑢�Ï（９９２—１０５７）、瑝瑣

åç、瑝瑤�]（１０２８—１０９０）、瑝瑥`Ð（１０３９—１１１２）、瑝瑦�×g（8@，P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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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瑤
瑘瑥
瑘瑦
瑘瑧
瑘瑨

瑘瑩
瑝瑠
瑝瑡
瑝瑢

瑝瑣
瑝瑤
瑝瑥
瑝瑦

s§uÃ；!òã；¦É_-：《j)sÃã-》，s １４，t ２３。
¸_。
¸_，t ２１。
s§uÃ；!òã；¦É_-：《j)�,Ãã-》，s １１，t １９。
¬《£å¨ã-》²\±*Í；?ÿñ-：《j)J�Ãã-》（æ�：^³^�DË^Ê
³âº£p~Ôt:¨ñ²），s ９，t １—２。
SáH：《j),Ê》，s ４，t ９。
s§uÃ；!òã；¦É_-：《j)sÃã-》，s １，t １６。
¸_。
cè：《j)*Ãæº》，《wÎ{�》，ä １４６ �，s ５，t ４５；�《j)*Ãüï》，《wÎ{
�》，ä １４６ �，sI，t １７。
�Ï：《j)�þÒü》，《wÎ{�》，ä １４７ �，s ５，t １９。
åç：《å8j)Ã》，《wÎ{�》，ä １４７ �，s ６，t ６。
�]：《�8j)¨Í》，《wÎ{�》，ä １４８ �，s ６，t ４５。
`Ð：《̀ 8j)*Í》，《wÎ{�》，ä １４８ �，s ５，t １８。



9）、瑝瑧Õå�、瑝瑨úâ8、瑝瑩Uò（8@，Pëp{9）、???è�F（１１３７—

１１８１）、???½Á!、???7�5（１１６４—１２０７）、???�Ó（8@，Pëp{9）、???E

�、???�ó（8@，Pëp{9，±ùâ2ºp〔１１９６〕�ÿ）、???ñÏ、???ñá�

（8@，Pëp{9）、???�¶T、???4ô!（１２１３—？）???、îë、???7):、???3

i、???�Â（１２９８—１３５８）、???�õ（１３１９—１３６９）、???ö�`（１４６６—１５６０）、???)

²（１４８５—１５６３）、???��、???oK???、Uù¥、???÷B（１５５８—１６３９）、???2áa

（１５８０—１６４４）、???!�÷（１６０５—１６７０）、???�øQ（１６１４—１６７９）、???×@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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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瑧
瑝瑨
瑝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8j)¨Í》，《wÎ{�》，ä １４８ �，s ５，t ２３。
Õå�：《Õ8j)Ã》，s １２，t １１—１２。
úâ8：《ú8j)Ã》，s ９，t ２１—２２。
Uò：《U8j)*ã》，《wÎ{�》，ä １５１ �，s １１，t ８。
è�F：《s8VQ》，《wÎ{�》，ä １５２ �，s １１，t ２３。
½Á!：《j)sÃ*å》，s １６，t ４。
7�5：《j)Km》，《wÎ{�》，ä １５４ �，s ８２，t １４。
�Ó5，¬�uÏ：《j)*å》，《wÎ{�》，ä １５５ �，s ２２，t １１。
E�：《E8j)*ã》，s ４，t ２１。
�ó：《j)þ¨b�³|l》，《wÎ{�》，ä １５６ �，s ３，t ３６。
ñÏ：《ñ8P³》，s ９，t ３８。
ñá�：《j)]5》，s ６，t １０—１１。
�¶T：《j)¨^》，s ７，t １６—１７。
4ô!：《j)*Ã95》，《wÎ{�》，ä １５８ �，s １１，t ５—６。
îë：《j)æQ》，s ５，t ４６。
7):：《j)²å》，《wÎ{�》，ä １６０ �，s ７，t ２０。
3i：《µj)l》，s ５，t ２３。
�Â：《j)QG》，《wÎ{�》，ä １６３ �，s ３８，t ６。
�õ：《j)*Ã》，《wÎ{�》，ä １６４ �，s ６，t ３。
ö�`：《j)+Ã》，《wÎ{�》，ä １６７ �，s １４，t １６。
)²：《j)è°》，《�ÊwÎ{�》，ä １３４ �，s １３，t １５。
��：《j)uN�》，s ５，t ５３。
oK：《j)sÃ+è》，s １７，t １。
Uù¥：《j)¦å》，s ５，t ２０。
÷B：《j)áÍ》，《�ÊwÎ{�》，ä １３６ �，s ５，t １９。
2áaò，\ù4l：《j)9å》，《�ÊwÎ{�》，ä １３６ �，s ５，t ５０。
!�÷：《µj)ôm》，《wÎ{�》，ä １７１ �，s ５，t ３７。
�øQ：《j)�å》，《wÎ{�》，ä １７４ �，s ５，t ２７。



（１６２３—１７１６）、???�uÌ（１６４２—１７１８）、???�ú（１６５９—１７３３）、???ã¹å

（１６６０—１７２５）、???¶ÿ@（１６７１—１７４１）、???Î�X（１６７７—１７００）、???úû（１７３９

p�ÿ）、???`jÏ（１７０６—１７５８）、???oð、???å³ ¡。???

《j)¹》¦-#：“�@(�，>#‘�¡’，³¬©Å。�¡，¬V»;Ù

Á。”???û6R《j)ÕÃz�æ-》Ã：

愚按漢帝禪末年，委權閹寺，國無政令，玩戎黷武，民勞卒敝，鄧艾兵至，

皇子諶謂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而帝不聽，率群臣面縛以

降，朱子於《綱目》特書“漢亡”，亦《春秋》之意歟。???

!×©《bo》�“�¡”，§《j)》�“�¡”q。

$'¶B^×�4¥¡;[»，E3（？—１７１７）《j)ù!vå》Ã：

“I³'>|�¡，W^×04¥¡;[，>0m´�{ö|q。”???Ç：�¡;

[，《sÃ》mwX9，E5${öV。

３． 6Zñ

!ò《j)¹》“ü>ú”;äåº)“"¢6Zñ”。Ç4�£wp《j

)》#：“"¢6Zñ。”???《sÃ》#：“j，"¢6Zñ>jü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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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j)×8Ã》，《wÎ{�》，ä １７６ �，s １５，t １９—２０。
¸_。
�ú：《j)Ãã》，《�ÊwÎ{�》，ä １３９ �，s ２，t ２５。
ã¹å：《j)Q1l》，《wÎ{�》，ä １７７ �，s ５，t １２—１３。
¶ÿ@：《¶8j)5》，《wÎ{�》，ä １７８ �，s １１，t １０。
Î�X、�uÌ：《P�j)Íå》，《wÎ{�》，ä １７２ �，s １８，t １７—１８。
úû：《j)jó》，《wÎ{�》，ä １８１ �，s ７，t ７。
`jÏ：《j)Ã》，《�ÊwÎ{�》，ä １４０ �，s ５，t ２２。
oð：《�æj)áÍ》，s ５ r，t ８。
å³ ：《j)s8Ã°ã-â》，t ３４２。
s§uÃ；!òã；¦É_-：《j)sÃã-》，s １，t １６。
û6R：《j)ÕÃz�æ-》，s １２，t ３６。
E3：《j)ù!vå》，《wÎ{�》，ä １７８ �，s ５，t ４０。
s§uÃ；!òã；¦É_-：《j)sÃã-》，s １３，t ２１。



Qq。”???!ã：“Zñ、ü¥。Ô_±，jJ©Zñ。”???�#：“Q，B!�{f，

697�>®，)¶{'q。”???Ç4�2p《j)》#：“�Ý、8Ý、�Ý6

ý。”???4�£wp¦-#：

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稱“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是器用具而城池固，故具列三國之師，詳其文以美之也。今此總云“諸

侯城緣陵”，不言某侯、某侯，與“城邢”文異；不具書其所城之人，爲其有

闕也。???

《j)¹》¦-#：“�º6ü，>�‘"¢6Zñ’，³¬©Å。6Zñ，¬"¢

;¶Q，'W³¬©Å，>起義在彼。�W©ü>åú。”???《�,Ã》ëÃ：

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言

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

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

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

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

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

可也。???

《J�Ã》û¶5Ã：“0#"¢，�©q。B>#�，gq？"¢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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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
¸_。
¸_，s １２，t １。
¸_，s １３，t ２２。
¸_，s １，t １６。
s§uÃ；!òã；¦É_-：《j)�,Ãã-》，s １１，t ９。



º.cP。”???W《�,》、《J�》;5，{¸©《sÃ》。

�¢¶¥åÃ;5�O»。1cè《j)*ÃvG》Ã：

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十三年會于鹹諸侯也———陸氏原注）。《左氏》

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按此傳不知有前目後凡之義，故妄爲此説。

《公羊》曰：“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按杞自懼楚而

遷，何關徐、莒事乎？又明年楚自伐徐，益知其謬也。《穀梁》曰：“其曰

諸侯，散辭也。桓德衰矣。”按此稱諸侯，即上會於鹹之國爾，不列序者，

前目後凡之例爾。???

Ç4�up《�,Ã》#：“�]�¢、8�、3¢、p¢、��、°8、��Àþ³

×I�n……ç´，"¢ØI�n。"¢g¥{¹？%è>�¬»，�o>�

»q。”???cè4æþ�、�ÿ;5，¿²Åê。ê4�£åp《j)》w：“�À

�¢、8�、3¢、p¢、��、°8、��I!。”4�£wpj，À©!;"¢，

Ï£>6Zñ，《j)》Ö¯Q"¢，{�+%¹b。�]《�8j)¨Í》

'Ã：

緣陵之地，《經》不言杞者，杞未遷也。不叙諸侯而凡言之者，會鹹之諸

侯，於是復合而城之，前目後凡，《春秋》之簡辭也。去年之冬，《經》書公

子友如齊，則是公子友受命於魯公而聘齊侯也，公子友受命而聘，則齊

魯之君皆嘗反其國矣。然《經》不再叙之者，以去年定其謀，今年終其

役，事無殊，異國無增損，可以簡言之矣。《春秋》城杞、城邢，斥言其國

緣陵、虎牢，但書其地，蓋遷國者書國，未遷者書地，《春秋》之法然也。

會盟戰敵，不書其地之國名，可推而知者也。《左氏》曰不書其人，有闕

也。按前目後凡，何所闕乎？《公羊》曰：“徐、莒脅之。”案徐、莒亦小國

９１２香港有關《春秋》“五情”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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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ÿñ-：《j)J�Ãã-》，s ８，t １０。
cè：《j)*ÃvG》，《wÎ{�》，ä １４６ �，s ５，t １４。
s§uÃ；!òã；¦É_-：《j)�,Ãã-》，s １０，t １７—１８。



爾，何能脅杞使遷乎？且《經》無其事，未可據也。《穀梁》曰：“諸侯散辭

也。”按會鹹之諸侯，歸而復合，前目後凡爾，何散乎？三傳之説皆非。???

c、�º8;[，#�o�»5»，¶Õå�、???úâ8、???Uò、???3o�

（１１３７—１２０３）、???�ê、???7):、???3i、???�Â、???4u"（u�¡£åp

〔１３８０〕{u¨）、???ÕÄ（１３７０—１４１８）、???��、???þ#（１５２１—１５９９）、???�A

E、???E3、???g§（１６６８—１７４９）、???úû、???oð、???o9S¡，???057)¶

。《sÃ》{�0@，¥v¶Q;5，\O《j)》eê，[!ò¥“6Zñ”)

“ü>ú”;º，7ÚWq。

　 　 （二）志而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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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Í》，s ６，t ２８—２９。
Õå�：《Õ8j)Ã》，s １２，t ２—３。
úâ8：《ú8j)Ã》，s ９，t １２。
Uò：《U8j)*ã》，s １６，t ４。
3o�：《38j)�Ã》，《wÎ{�》，ä １５１ �，s ５，t １３。
�ê：《j)*ÃÎå+,》，s ５，t ２９。
7):：《j)²å》，s １１，t １７；�7):：《78j)I�》，《wÎ{�》，ä １６０ �，
s ４，t １；�7):：《åÃvG》，s ８，t ５５—５７。
3i：《µj)l》，s ５，t １５—１６。
�Â：《j)QG》，s １５，t ３。
4u"：《j)�Û:¬》，《wÎ{�》，ä １６５ �，s ３，t ３５。
ÕÄ：《j)+{》，《wÎ{�》，ä １６６ �，s １３，t ３７。
��：《j)uN�》，s ５，t ３５。
þ#：《j)�Ã》，《wÎ{�》，ä １６８ �，s ５，t ６３。
�AE：《j)�å》，s １０，t １５。
E3：《j)ù!vå》，s ５，t ２７。
g§：《j)áÍ》，《�ÊwÎ{�》，ä １４０ �，s ５，t ２３。
úû：《j)jó》，s ６，t ２８。
oð：《�æj)áÍ》，s ５ _，t ２７。
o9S：《j)åÃpå》（æ�：ó¸^�D，２００６ p），_�，t ４４８—４４９。
s§uÃ；!òã；¦É_-：《j)sÃã-》，s ２７，t １９。
æau¦À`：《s8À`》，s １３，t ２２—２３。



“³�´s”Î“ü”，ë“ü;Ë”，(B³�{$q。M“N”C~�“m”，³�

{Ú�q。Ì³ÿ（１７５８—１８２７）、Aö （１７６２—１８４３）4h《5³zQ》#：

“N，+Ü�Ê£5³q。《xl·��8》：‘¥N±°。’�Ã：‘N，9³Ï。

Ï，mq。’”???!ã�“N”)“m”，XW。

１． ZÀ{Ì

!ò4{“N>(”;�º)“ZÀ{Ì”。Çº�ºp《j)》#：“�]

�Ø©ú。s，�y3ú。”???《sÃ》#：“aoÀ，;?©Ì，Oèq。3Z¥

_，ë;©Ì，?©À，,èq。”???!ãÃ：“aoÀ，�m%�Àq。ÀÚ¶

æ，º@AÀ，ëH§)æ，¾O，Àè{,，[C�Ì。”???《j)¹》¦-#：

“0êQÀÚ¶æ，º@·À，ëH§)æ，¾oòO，Àè{,，[¥Ìd。å

�¥_，ë%@)æ，º@¸Í，Àè¶,，[¥Àd。”???

R?Q《j)》4m�º�m�Øè，BT©Ì、{Ì»$。《sÃ》;5，c

èÀ�ÿ;QO;，0《j)*ÃvG》Ã：

趙子曰：按成會而歸，即非止於讓；以會告廟，有何不可？此不達内外異

辭之例，妄爲異説爾。且諸書至自會者，所會悉非魯地，故知四處至稱

地，皆魯地故也。???

è²I（１１３６ p�ÿ）《è8j)*Í》'À�];Q�-#：

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者，皆志其所出之事，以地至者四而已，此年公

至自唐，文十七年公至自穀，定八年公至自瓦，十年夏公至自夾谷，四處

１２２香港有關《春秋》“五情”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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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æ：《5³Í��G》，t ４６５２ｂ。
s§uÃ；!òã；¦É_-：《j)sÃã-》，s ５，t ５。
¸_，t １８。
¸_。
¸_，s １，t １７。
cè：《j)*ÃvG》，s ２，t ５。



爾。趙子以爲魯地，則至自地，此説是也。???

4ô!、???þ#'@¸W5。??? y©《sÃ》B“aoÀ，;?©Ì，Oèq”，ë

@¸»Ó，$)OW。

２． mT#]

!ò4{“N>(”;�º)“mT#]”。Ç��wp《j)》#：“á，�

À�¢^]。”???《sÃ》#：“á，�À�¢^]，{mTq。»Ý�，mT#

‘]’，{mT#‘À’。”???!ãÃ：“mT»，B¸N;�，om�Q0r，t,>

D;，[¥oe])³。�{µ§，ÆÍ>�，ë¥[£)³。”???《j)¹》¦

-#：“Åºè»，å;4b，D©%�。js0Q，¥vÛ�；ò§0è，¥ù

0º。W4mè¶n，>0³(üq。”???M《sÃ》;5，�@7¶G;»，1

þø（8@，Pëp{9）《j)âbT》Ã：

《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而桓十六年，春，魯、宋、

蔡、衛會于曹；夏，伐鄭，言會不言及，杜氏遂以爲諱，納不正故，從不與之

例。又見伯主侵伐，亦有與謀而書會者，遂以爲盟主之命，則上行乎下，

雖或先謀，皆從不與之例，此蓋傅會《傳》文，實非通論。案《經》稱

“會”、“及”，則其與謀也，從可知矣，豈有不與乎？果若本非期約，則當

書曰某侯來會公。如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公，此例是也。《公羊》曰：

“會，猶聚也；及，我欲之也。”又曰：“汲汲也。”《穀梁》曰：“會者，外爲

主；及者，内爲主也。”二傳文雖不同，義亦相近。案：僖四年，及江人、黄

人伐陳，是時齊桓帥諸侯伐楚，執袁濤塗，遂命魯伐陳，豈是我欲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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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²I：《è8j)*Í》，《wÎ{�》，ä １５０ �，s ３，t １９—２０。Ç：�]4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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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ô!：《j)*Ã95》，s ３，t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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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Ã；!òã；¦É_-：《j)sÃã-》，s ２２，t ４。
¸_。
¸_。
¸_，s １，t １７。



又桓十七年，公與邾儀父盟，至秋，及宋人、衛人伐邾，此乃宋志，豈是内

爲乎？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又豈是内爲主，而我欲之

乎？由是觀之，則三傳之説，俱不通矣。杜氏又曰：“《傳》唯以師出爲

例，而劉、賈、許、潁濫以《經》諸‘及’字爲義，欲以彊合，所以多錯亂也。”

愚案：《經》凡盟會戰伐俱言“會”、“及”，而《左氏》唯以師爲義，則仲尼

何故於盟會亦分“會”、“及”乎？諸儒自不通《春秋》制文之體，遂紛亂

爾。謹詳此“會”、“及”之例，凡盟與伐並皆通用。蓋“及”者，魯先至；

“會”者，彼先至，而魯往會爾。何者？若首止之會，公已先至，諸侯在

後，即不可以言公會諸侯，故以公及之。若諸侯有一人先至，即公在後，

不可言公及諸侯，故以公會之。又以公之寡，則公先至者少，故書及者少

也。以諸侯之衆，則公後至者多，故書會者多也。義既當然，仍有明據，

若雉門及兩觀災，亦以先後而言，與此同也。況凡及盟、及伐之類，諸侯

一心，善惡同之，故止以先後爲義，唯戰及則異於是，以兩相仇敵，須分曲

直輕重，故變其例，以直及不直，以罪輕及罪重，若以先及後，則當以客及

主，蓋不可通之於《經》，況此義亦有據焉，若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

孔父，是以尊及卑也，尊卑曲直之義，亦相類也。其有已書會例于上，下

欲明魯與諸侯盟，則但書“及”，以我及外且不嫌也，若定四年，公會諸侯

于召陵，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鼬，襄三年，公會諸侯同盟于雞澤，書叔孫豹

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義例昭然，無足疑矣。???

åç《j)�\》'Ã：

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非也。

古者行師，非無奇術秘策以紿人者也，諸侯相率而討罪伐畔，則是與謀

已，焉有連兵合衆，人君親將，而曰不與謀者哉？且用《左氏》考之，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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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而後伐者，稱會多矣，不必云及也，此其自相反者，吾既言之矣。???

�úâ8《j)åÃ%·j)sÃ%》Ã：

霸主徵兵於諸侯，而相與應命，不過曰：以某事討某人，此即謀也，何“與”、

“不與”之有？使不與謀，則何名爲會乎？凡言會者，以會禮合諸侯也，此蓋

與會盟、及盟同義。《左氏》既不得於盟，故併伐失之，而妄爲此義。???

÷B《j)Os》#：“《̈ 》�‘À’�P，̧ ^、̧ Ø�©‘À’。WGq，�á;

)9，Ñ8{mT！»《Ã》º;Ù)，}Å。”???Ü6&（Ê@，Pëp{9）《j

)²�》#：

愚謂師出，必先要約，而後舉兵會之，安有不與謀者！非主兵，而又分與

謀、不與謀，書法不已瑣乎！按桓十七年，《經》書及宋人、衛人伐邾。

《傳》曰：“宋志也。”既曰宋志，明非魯謀矣，何以書“及”？哀十一年，

《經》書公會吳子伐齊，明魯志也。既爲魯志，豈不與謀乎？何以書

“會”？《左氏》不且自爲矛盾乎？歷觀《春秋》，師出，書“會”，必稱公與

大夫；書“及”，皆不言公與大夫。是“會”與“及”，乃公與大夫書不書之

分，非與謀不與謀之謂也。???

W"4�¥《sÃ》“mT#]”;5)OP。

　 　 （三）婉而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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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4PÔ

!ò4{“¤>,�”;�º)“"4PÔ”，¦-#：

言“諸所諱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諸”以總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

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

執止之耻，辟而不言，《經》乃書“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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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s》、!)5»，¶`Ð、???Õå�、???E�、???3i、???�ê¡。???

M�]ë¥)O，0《�8j)¨Í》Ã：

考之於《經》，無魯侯見執之迹。《春秋》雖爲内諱，亦不全没其事，則異

其文爾。如公弒，書薨而不地；殺大夫，書刺；奔走，變爲孫，不全没其事

也。若齊侯實嘗執公，亦當異辭以見之，《經》無其辭，則《左氏》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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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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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

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易許，

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

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

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何

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爲隱諱故也。???

《j)¹》¦-#：

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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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受田邑，爲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

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勳，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

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

之便，欲相與易。祊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

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以假

田，非久易也。???

ÑÒ《sÃ》、!ã、¦-;Q，ù�¥Øÿ÷�°ÿ，M"¢{8è÷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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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²÷。《�,Ã》#：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曷爲爲恭？

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

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

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

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J�Ã》#：

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

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

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

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Ç：《�,Ã》、《J�Ã》;5，m《sÃ》+do¸，*�ÒÜ0©，�0å�，

７２２香港有關《春秋》“五情”之研究　

???
???
???

¸_，s １，t １７。
s§uÃ；!òã；¦É_-：《j)�,Ãã-》，s ４，t １—２。
\±*Í；?ÿñ-：《j)J�Ãã-》，s ３，t ２。



¥v+�;é，0©¤Ü>,0v�q。�¢`Ð、???Õå�、???E�、???4ô

!、???îë、???�ú¡��;。???

M!òB“þj°ÿ”，ê)�º�P；åçë{¥)$，0《j)�\》#：

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曰：“爲周公、祊故也。”非也，祊自祊

田，許自許田，以祊易許，改云以璧易許，乃是爲鄭伯諱，不爲魯公諱也。

且入祊久矣，《經》有明文，何故至此，乃卒易祊田乎？若實以祊易許，則

隱八年“我入祊”，爲《春秋》增誣，其君若實以祊易許，强諱云璧假，是又

《春秋》諱鄭不諱魯。實説祊者，鄭所以平怨於魯也。許者，鄭見桓篡

位，利得其地，以璧易之，桓旣不肖，貪嗜寶貨，又逼初立，欲得鄭歡，故聽

其易也。許則《詩》所謂“居常與許”，蓋周公受封之地，非謂近許也。

《傳》本誤，謂許田者，近許之田，又見鄭、許鄰國，數相侵伐，疑鄭欲求近

許之田，又見鄭前入祊，遂牽引傅（引者案：疑“傅”下缺一“會”字），致

成此説爾！不然，無爲倍《經》害義也，故學者莫若信《經》，莫若信義。???

å8;ê，B“þj°ÿ”，z)���P。Uò《U8j)*ã》Ã：

先言會于垂，而繼言假許田，見鄭伯貪利忘義之甚也。夫璧者，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非若土地人民之重，而魯亦何用璧爲哉？特以桓既弑立，

懼諸侯之討己，鄭伯得其情，姑以璧藉口而實欲得許田耳！聖人若書魯

以許田賂鄭，則無以顯鄭伯之罪，故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而魯之罪自見

矣。……鄭雖利其與己接境，而欲得之，勢不可也。今度許已歸服，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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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又乘桓公弑立，恐懼不自安之時，自可必得之，而無以爲辭，故特爲

垂之會，欲以璧假之，假之爲言，婉其辭以示不强取，而于魯亦無嫌也。???

�3o�《38j)�Ã》#：

取許田，則曷爲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公羊氏曰：“爲恭也。”春秋

之初，諸侯之爲惡必有辭焉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

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皆善辭也。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

而不慚。”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

莊之欺也。???

U、3º84Q，°;~0Æz，'7±£。M《j)》¥“j”)Q，�)¤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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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盡而不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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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預是把“汙”字講成“汙曲”。好像他把“汙”看作“迂”（或“紆”）

（·ｉｗｏ）的假借字。“迂”（紆）的意思是“彎曲”、“曲折”、“偏歪”，而

陸德明也就把“汙”字讀成“憂于反”（·ｉｗｏ）。顧偉 Ｃｏｕｖｒｅｕｒ以爲，杜

注説：“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那麽杜氏的意思是要把這句

話講成：“它是詳盡不遺的（説出了所有的事實），是没有（偏差的 ＝）遁

辭的（謂没有委婉曲折的説法）。”但是，這種理論絶無成立之可能，因爲

如果這樣講，在“盡”與“不汙”之間就必須要形成意義上的對比才可以

（就像“微而顯、志而晦”那句話裏“微”與“顯”；“志”與“晦”之間的那

種關係）。……其實“汙”字並不需要用假借來講。“汙”字另外有一

個讀法作“〤”（·ｗｏ）。這一讀的基本意思是“不純”、“骯髒”、“污

穢”，如：宣公十五年《左傳》云：“川澤納汙。”也時常與其他的字構成

複詞，如：“汙濊”（見《韓非子》），“汙垢”（見《儀禮》）；又可以當動詞

來用，如：《荀子·儒效篇》云：“行不免於汙漫。”所以，這句話就是説：

“它是詳盡的（記載了所有的細節），但是卻不（玷污 ＝）毁損（人的名

譽）。”???

�¾�kPT“ü”m“ú”、“N”m“(”;Wó，ê¬mU²�ô¸，M¥“Ì”

)“Ö”;jK，�kP《²Äl》#：

“微”之與“顯”，“志”之與“晦”，“婉”之與“成”，均相反以相成，不同而

能和。“汙”，杜注：“曲也，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而不汙曲。”杜序又解

爲“直書其事”。則齊此語於“盡而直”，頗嫌一意重申，駢枝疊架，與前

三語不倫。且也，“直”不必“盡”（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ｒｕｔｈ），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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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而不“直”者也。《孟子·公孫丑》章：“汙不至阿其所好。”焦循《正

義》：“‘汙’本作‘洿’，蓋用爲‘夸’字之假借，夸者大也。”《荀子·大

略》篇稱《小雅》“不以於汙上”，亦即此“汙”字。言而求“盡”，每有過甚

之弊，《莊子·人間世》所謂“溢言”。不隱不諱而如實得當，周詳而無加

飾，斯所謂“盡而不汙”（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ｒｕｔｈ，ａｎｄ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ｂｕｔ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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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梁傳》曰：“禮：楹，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注

云：“黝堊，黑色；黈，黄色。”又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

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加密石”注

云：“以細石磨之。”《晉語》云：“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

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言雖小異，要知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

“皆非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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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

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

以飾夫人，非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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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公不能爲桓復讎，而反娶其女，以奉宗祀，其無父之心，夫人皆知之。

而莊公惡人之議己也，???故丹楹刻桷以示孝心之不忘。甚矣！莊公之無

父。甚矣！莊公之行詐也。夫宗廟之飾，國有彛典，而妄肆奢麗，加于禰

宫，亂王制，瀆先君，不恭莫大焉。聖人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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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香港有關《春秋》“五情”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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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8j)*ã》#：

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以庸。蓋王之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

差，非諸侯所得而私爲，況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于列國乎？天子之畿内

方千里，租賦所入，足以待諸侯；諸侯之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者。

上越禮以求之，下違法而供之，則示貪風於天下，開賄道於邦國。其失自

上，非小故也，故特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則周室微弱，號令不行，所

求無藝，以取輕於諸侯。家父爲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

之罪具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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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

捷，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獲，故以捷爲獲也。……獻者，自下奉上之

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楚人（案：僖

公二十一年《春秋》：“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失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

其來辭，見自卑也。以其大卑，故書以示過。此《經》言獻捷，《傳》言遺

俘，則是獻捷，獻囚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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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齊侯用兵，皆貶稱人，於此獻捷，顯言齊侯者，蓋齊大魯小，齊於

魯無所畏憚，若言齊人，則是微者無疑也，特書其爵，以見齊威之罪。齊

威，伯者不務德以綏諸侯，而專恃兵革，遠以伐戎，已有過矣。又因過魯，

以其伐戎之所得，誇示諸侯，以自矜大，因使之威服焉。《春秋》誅齊威

矜功威魯之罪，故特書之曰“齊侯來獻戎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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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齊侯來獻戎捷者，所以愧魯也。嗚呼！魯以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

土地之廣，人民之衆，非不可以致伐也。而莊公疲弊，國政不能成功，反

借力於人以禦國難，其不同邢、衛之滅亡，幸矣。???

'¶B�m��×;，[<O ¶Á，#Å5»¶ñÏ、???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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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Oº�ºOl，1E+â（１０８５ p�ÿ）《j)]�》Ã：

春秋之世，諸侯小朝大，大未有朝小者，小獻大，大未有獻小者，況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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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齊桓之霸也，以德不以力，以功不以勢，會則親接四國之微者，伐則

請師于天子，會王世子則不敢主其會，尊王世子則不敢與之盟，可謂知

禮矣。今也朝魯，而獻戎捷。以爲讓，則奸先王之典；以爲惠，則屈方伯

之威。而《春秋》不譏其非禮，何也？齊桓之伐山戎，蓋以衛中國也，齊

桓之獻戎捷，蓋以撫諸侯也。伐戎，小事也；衛中國，大功也。獻捷，小失

也；撫諸侯，大德也。《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文王之所以

爲西伯也。《詩》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文王之所以造區夏也。

宋襄一會而虐鄫、滕之君，晉文一戰而分曹、衛之地，君子比其德而計其

功，則齊桓之禮，可以無愧矣。???

�AEëBÅ)《j)》;a¢，0《j)�å》#：

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蓋 《春秋》予齊桓攘夷狄匡天下之特筆焉。

《左氏》懵不曉事，漫以諸侯不相遺俘常理斷之。此時二伯未起，天下尚

不知尊周，安能責其獻王，即使獻王，不告于魯，魯安從書之。觀宣公十

六年晉使趙同獻狄俘于周，此最當書，亦以不告不書，可見矣。且《春

秋》固魯史也，夫子借魯表一王之法，繫天下之事，深幸其有此一獻，以

著尊攘之業，何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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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B"¢{o%ø？”0《¶8j)5》Ã：

齊侯來獻戎捷，禮歟？曰：禮也。《左氏》曷爲謂之非禮？《左氏》以爲

非禮者，言當獻於王，不當獻於魯。獻於王不書，獻於魯則書之曰“來

獻”者，尊宗國也。古者致物于人，通行曰饋，尊之則曰獻。《周官·玉

７３２香港有關《春秋》“五情”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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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鄭康成謂百

工所作，可以獻遺諸侯者。《内府》則“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

器，凡良貨賄，入焉。”幣獻者，諸侯朝聘所獻國珍，故言四方以别之，然

則獻者，上下同名，雖君賜臣爵，亦曰獻。《祭統》：“君洗玉爵獻卿”，“以

瑶爵獻大夫”，“以散爵獻士”。爵不同而獻則同等，夷相饋亦曰獻。《曲

禮》：“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粟者，執右

契；獻米者，操量鼓”。推而至于獻鳥、獻魚，皆謂之獻。祭禮“獻尸”、

“獻賓”、“獻祝”、“獻佐食”，上自尸，下至佐食，皆曰獻，故《春秋》貴賤

不嫌同號，孰謂諸侯不相獻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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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 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

惡北宫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

故齊豹、北宫喜、禇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

焉。???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

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 雖其不善，吾亦知

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子行事

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

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

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公聞亂，乘驅自閲門入。??? 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

及公宫，鴻駵魋駟乘于公。??? 公載寳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

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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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 公如死鳥。??? 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

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

内，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

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

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

稷，則有宗祧在。”???乃止。??? 衛侯固請見之。??? 不獲命，以其良馬見，???

爲未致使故也。??? 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

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 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

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

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宫子。??? 北宫氏之宰

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宫喜盟于彭水之

上。???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

高魴出奔晉。??? 閏月戊辰，殺宣姜。??? 衛侯賜北宫喜謚曰貞子，賜析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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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 齊侯

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

必及于其罰。???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

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

孟縶之賊，女何弔焉？??? 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

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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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sÃ》¥“>”)�ß»，¶!ò、???¦É_、???åç、???`Ð、???

úâ8、???Uò、???3o�、???ñÏ、???îë、???3i、???�õ、???¹k（１４７９—

１５４６）、????I6（１５８０ p�ÿ）、???þé_（１６２１ p{@）、???�1æ（u@，Pë

p{9）、???�øQ、???þA;（１６１９—１６９２）、???×@Õ、???ÜÁ&（Ê@，Pëp

{9）、???úû、???oð、???¦n（１７１９—１８０８）、???æau¦¡。???

8¢Õå�ëû¶5，0《Õ8j)Ã》Ã：

竊以爲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

“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

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

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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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

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

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

賊，其大惡隱矣！???

Õ8B“>”)ù�，�¢#05»，¶n�、???4ô!、???cb（１４９４—１５５１）

¡。??? þA;TÕ5#：

乃胡氏謂齊豹爲司寇，例得書名。不知唯天子之司寇爲卿，侯國之司寇

亦下大夫耳。孔子爲魯司寇，且不得與三桓等，況豹仕於縶而又見奪乎！

胡氏據《檀弓》之文，歸罪于宗魯，不知孔子之告琴張，乃君子慎擇交遊

之精義，非《春秋》討賊之大法。責宗魯可也，釋齊豹之首惡其可乎？齊

豹非卿而書“盜”，又何疑焉！???

þ8B�½×;X¶)·，�ß)=�X¶，[O·>�“>”，05#¥“>”

)�ß，Mm《sÃ》¶4{¸。《j)¹》¦-Î《sÃ》;5#：“�ß、p�;

·。《j)》;º，·��0ë8。�ßcp¢;�，起>�;，O<{Í?�;

ë。《j)》ä;，�#‘>’。>»，I@¶Á;©q。”???

２． åÃ@ë

!ò4{“. >ý9”;�º)“åÃ@ë”。Ç5�º£%p《j)》

#：“ä>0¥d©§?é。”???《sÃ》#：“>0O·q，¥Ì?，#IÚ�，̈

３４２香港有關《春秋》“五情”之研究　

???
???
???
???
???
???
???

Õå�：《Õ8j)Ã》，s ２５，t １４—１５。
n�：《j)�å》，s ４ _，t ２６—２７。
4ô!：《j)*Ã95》，s ２５，t １０—１１。
cb：《j)Õ8ÃvG》，《wÎ{�》，ä １６７ �，sr，t １５。
þA;：《j)`-》，sr，t ８４。
s§uÃ；!òã；¦É_-：《j)sÃã-》，s １，t １８。
¸_，s ３４，t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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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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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5。??? m�å£%p《sÃ》#：

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

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

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

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

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

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

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

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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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¹》¦-#：

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

《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

滅。若其爲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爲？若竊邑求利而

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

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獎善人……盜與三叛，俱是惡人，

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勸，故連言之。???

�¢ê¬¸©!、¦，B《j)》�åÃ@ë¥.{å»，¶`Ð、???è+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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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謂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來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故

《春秋》皆名之，以章其惡焉。説者多從之，而不知非聖人意也。夫庶

其、牟夷、黑肱竊邑叛君，爲盜賊穿窬之事，彼何暇以書名史册爲愧哉？

而盜賊穿窬之輩，亦何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然《春秋》所以書者，正以

見魯之罪焉耳！當叛人竊邑奔竄，使天下諸侯皆莫之容，則盜賊穿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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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當不禁而自絶，今乃利其賂邑而招聚之，則世之叛竊者復何所憚哉？

魯以周公伯禽之國而爲盜賊穿窬之淵藪，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是以聖

人惡而書之，非徒以責叛人也。庶其、牟夷、黑肱者，邾、莒之大夫也，惟

大夫得食采邑，故以邑奔，非大夫不得以邑奔矣。《左氏》以爲庶其非

卿，以地來，雖賤必書，尤妄也。《春秋》非大夫不名。???

�]、ñá�;5，#m《sÃ》$¶{¸，*�“. ý9”;êq。

　 　 （六）五情綜論———兼論五情主要爲經學而非史學觀念

!ò《j)¹》©&Î“uÆ”�#：“òÅu<，¥§《̈ 》、《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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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云情有五，此言五體者，言其意謂之情，指其狀謂之體，體、情一也，故

互見之。“一曰微而顯”者，是夫子脩改舊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

意爲主，故爲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

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

“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

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汙，雖因舊史，夫子即以爲

義。總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曰”，或言“不書”。“五

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

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懲惡勸善”

在五例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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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論五情所重在經學不在詩學

�¾�kP�Ã：

古人論《春秋》者，多美其辭約義隱，通識如劉知幾，亦不免隨聲附和。

《史通·敘事》篇云：“《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省文之貴，用心是

否欲寡辭遠禍，“辟當時之害”，成章是否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姑

不具論。然有薄物細故，爲高睨大談者所勿屑着眼掛吻，可得而言也。

春秋著作，其事煩劇，下較漢晉，殆力倍而功半焉。文不得不省，辭不得

不約，勢使然爾。孫鑛《月峰先生全集》卷九《與李于田論文書》：“精腴

簡奥，乃文之上品。古人無紙，汗青刻簡，爲力不易，非千錘百鍊，度必不

朽，豈輕以災竹木？”章學誠《乙卯劄記》曰：“古人作書，漆文竹簡，或著

縑帛，或以刀削，繁重不勝。是以文詞簡嚴，取足達意而止，非第不屑爲

冗長，且亦無暇爲冗長也。後世紙筆作書，其便易十倍於竹帛刀漆，而文

之繁冗蕪蔓，又遂隨其人之所欲爲。作書繁衍，未必盡由紙筆之易，而紙

筆之故，居其强半。”阮元《揅經室三集》卷三《文言説》亦曰：“古人無筆

硯紙墨之便……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雖皆不爲《春秋》而

發，而《春秋》固不能外此。然則五例所讚“微”、“晦”，韓愈《進學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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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謹嚴”，無乃因傴以爲恭，遂亦因難以見巧耶？古人不得不然，後人

不識其所以然，乃視爲當然，又從而爲之詞。於是《春秋》書法遂成史家

模楷，而言史筆幾與言詩筆莫辨。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一四《詩話》嘗

引“微而顯”四語與《史記》稱《國風》二語而申之曰：“此《詩》與《春秋》

紀事之妙也！”因舉唐宋人詩詞爲例（參觀卷八三《頤菴詩稿序》），是其

驗矣。《史通·敘事》一篇實即五例中“微”、“晦”二例之發揮。有曰：

“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晦也者，省字約文，事

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一言而鉅細咸該，

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

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

讀者望表而知裏，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大

矣哉！”《史通》所謂“晦”，正《文心雕龍·隱秀》篇所謂“隱”，“餘味曲

包”，“情在詞外”；施用不同，波瀾莫二。劉氏復終之曰：“夫讀古史者，明

其章句，皆可詠歌。”則是史是詩，迷離難别。老生常談曰“六經皆史”，曰

“詩史”，蓋以詩當史，安知劉氏直視史如詩，求詩於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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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論《春秋》“五情”———兼論
“五情”與詩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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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ôkP（１９２７—２００４）#：

錢鍾書先生在 １９８０ 年曾指示我：漢代對後世文學理論批評影響最大

的，並非《詩·大序》等等，而是“《春秋》筆法”問題。這一問題前人從

未提及，我開始也不大理解，後經長期思考，終於醒悟，設專節做了

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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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左氏傳》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此《詩》與《春秋》

紀事之妙也。近世詞人，閒情之靡，如伯有所賦，趙武所不得聞者，有過

之無不及焉，是得爲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

雙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云：“珊瑚枕上千行淚，不是

思君是恨君。”是得爲怨悱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來深殿早，春到

２５２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二期）

???
???
???

òô：《I�³:T�U^》（}j：FGtu�no，１９９３ p），_�，《¹》，t ２，ã １。
¸_，t １０２—１１１。
x""：《x""�9S³T》（~�：m`tu�no，２００５ p），t ３６—４８。



後宫遲。”可謂怨悱而不亂矣。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

“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謂爲微、爲晦、爲婉、爲不汙

穢乎？惟李義山云：“侍宴歸來宫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

晦，盡而不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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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成公十四年載：“《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

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此即所謂“《春秋》五例”。前四例側

重《春秋》之遣辭用筆，屬修辭學範圍；最後一例著重倫理教化，社會功

能，後世皆尊崇之，稱爲《春秋》書法，或史家筆法，簡稱爲書法或史筆。

蓋《春秋》書法在修辭方面，講究措辭簡要，而旨趣顯豁；明載史實，而意

藴深遠；委婉曲折，而順理成章；周賅盡致，而不歪曲事理，此四者之語言

結構特色，在用晦、尚簡、崇虛、貴曲；而晦、簡、虛、曲之風格，最易形成含

蓄美與朦朧美之詩美趣味。就比較而言，運用微婉顯晦之史筆，其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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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有意破棄常識邏輯之關聯、過渡、轉折和交代，於是語境剥離、變形，

文意斷裂、跳躍，此與宋代詩話標榜之“詩家語”、“詩家三昧”的變形結

構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其含蓄美、朦朧美，則與“温柔敦厚”、“主文譎

諫”之傳統詩教近似；章學誠所謂“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

月之書”，比興之旨，即言婉多風之詩教，此與“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之

筆削大義，“旁見側出，未敢斥言”之《春秋》之教，豈非貌異而心

同？……至於“懲惡勸善”之褒貶使命，等同於詩教之美刺功能，又可與

“興觀群怨”之“言志”教化相發明，更與屬辭比事、筆削見義之“《春秋》

之教”相融通，此皆顯而易見者，不必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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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惡勸善”之褒貶使命，等同於詩教之美刺功能，又可與“興觀群怨”之

“言志”教化相發明，更與屬辭比事、筆削見義之“《春秋》之教”相融通，

此皆顯而易見者，不必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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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化，注重和合集成，反映在學術或文藝上，自然呈現會通的風氣。

宋代詩學，爲宋代文化“雜然賦流形”之表現，自然也就表現會通化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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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其現象之一，爲立足詩學，多層面借鏡、融通、化用其他邊緣學科，

時作“出位之思”，展示“破體”破格……就彼此相通相融處，相資爲用，

觸類引申，往往未經人道，獨具慧眼，如以禪喻詩、以禪衡詩、以書道喻

詩、以書道衡詩、以戲劇喻詩、以史筆説詩，及“以書法論詩”等等，皆以

會通複合爲特色。???

EkP�Ã：

宋學影響既無所不在，於是文貴載道，詩尚言志，一切文藝皆以致用爲

依歸。《春秋》學之反思致用，反映政治現實，於兩宋號稱顯學。以胡安

國《春秋傳》而言，兼採衆傳，以義理説經，力倡《春秋》大義，講求《春

秋》筆法，於當代文風頗有影響。宋人之詩話筆記不乏“以《春秋》書法

論詩”之例，此固是宋人“以當世之務折衷經義”的致用體現，更是載道、

言志、反思、資鑒精神之錯綜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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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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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言其屬文。《易》曰：“其稱辭也小，其取類也大。”此爲的證。

“微”者，文字希少之謂也。“微而顯”，蓋指“書齊豹盜”，一字而義著。

如“稱族”、“舍族”，亦一字、二字而義則廣涉，故曰“微而顯”。“與謀曰

及”、“參會不地”，亦當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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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婉而成章、盡而不汙”，主要謂書寫之態度；“懲惡而勸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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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

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言“爲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爲

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

!ãBÅ�¨³��8�，Ì)�º�P，ÅuÆ;“¤>,�”。æau¦¥

Å)“N>(”;º，${1!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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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åÀ¦|�'Ó《sÃ》;mw1r：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

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

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

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

惜也，越竟乃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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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婉而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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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章”，言文章順序也，曰“斐然成章”，曰“不成章不達一意”。“諸所

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非 “篇章”之謂也。昭三十一年所謂“婉

而辨”者，成辭婉而義卻判然有别也，與“微而顯”對；“而”者，反應之辭

也。此則與“盡而不汙”對，“而”字順應，不可牽合。???

æa84{“"4P%”、“þj°ÿ”ºº，???m!ò《j)¹》̧ 。

　 　 （五）盡而不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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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懲惡而勸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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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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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五情”之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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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情”與“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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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Ã�Ûåº�j》Î“º”Ã：

甚麽是“例”呢？最早對“例”作出規定的大概是北宋時期的程頤。他説：

“《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程頤的這種界定，應是代

表了當時人的一種普遍認識，而這種認識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後人對

“例”的理解。元俞皋在程頤理解的基礎上，對“例”又作了重新界定。他

説：“愚今遵程子説，以事同義同辭同者，定而爲例十六條。凡書經之事義

如此而其辭例如此者，是所謂例也。”這裏，俞皋又在程頤之説的基礎上，

增加了“義”這一規定，即事同辭同且義同者，即爲“例”。後來，清代的鍾

文烝乾脆説：“例者，義而已矣。”對此，趙伯雄先生總結説：“‘例’其實就

是一些記事的規則，同一類的事，用相同的手法記下來，這就構成了例。

而《春秋》的‘義’往往就存在於對這些書法與例的遵循與違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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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事再見卒名省文”與“一事再見前目後凡”

!ò4{“ü>ú”;�º)“©ô�kÍ，åô�A@”。Ç,�£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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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銜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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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爲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

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别有所尊，

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

3nG《U!ò〈j)sÃ¹〉-“å<uº”�m》#：

在杜預眼中，《左傳》所謂“稱族”、“舍族”，意義非同尋常，是“文見於此

而起義在彼”，也就是“微而顯”之例證。其實，《左氏》的解釋是錯誤的。

這不過是《春秋》記事“先目後凡”原則的體現而已。如《春秋》僖公五

年載：“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戴。”又載：“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公羊》釋曰：“諸侯何以不序？一

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是其證。對於《左氏》的解釋，何休在《左

氏膏肓》中就有批駁：“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

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而再見者亦以省文耳。《左氏》爲短。”宋劉

敞也説：“《左氏》曰遂不稱族，尊夫人也。非也。此所謂一事而再見，卒

名耳。”清代經古文學家郝懿行也不爲杜預辯護，説：“一事而再見者，卒

名之。僑如不氏，前已見也。”由此可見，杜預的“微而顯”云云，是不可

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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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

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衞，吾匹

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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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情”之性質———史學抑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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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春秋》書法只是杜預的發明，錢鍾書認爲它只是“古人作史時心嚮神

往之楷模，殫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此論至確。錢鍾書跳出經學之

外，以現代學者的眼光觀照《左傳》，得出《左傳》是史書而無《春秋》“筆

法”的論斷，可惜没有深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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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論證“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等不是經師

標榜的“春秋筆法”，可以從杜預這段話的出處———《左傳》的“君子曰”

本身加以分析證明。《左傳》文字中被誤認爲“春秋筆法”之處有如下

兩例：

１．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

聖人，誰能修之？’”（成公十四年）

２．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

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

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故曰，《春秋》

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

子貴之。”（昭公三十一年）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承“疏不破注”舊例，沿襲杜注，把“非聖人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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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修之”句中的“聖人”理所當然地理解爲孔子：“聖人指謂孔子，美孔子

所修成此五事。”至於“孔子作《春秋》”的説法，由孟子首倡，《史記》、

《漢書》並無異辭，從此成爲一種根深蒂固的説法，然而《左傳》所言“非

聖人其誰能修之”是否就是其後孟子所説的“孔子作《春秋》”，没有人多

去思考。東漢何休把“聖人修《春秋》”理解爲“孔子修《春秋》”，但他有

個驚人的發現：他看到《左傳》中的“聖人”並不專指孔子，還有一個叫

臧武仲的人也稱聖人。何休《箴膏肓》：“説《左氏》者，曰《春秋》之志，

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子聖人，乃能修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

孔子。”爲了解釋臧武仲被稱聖人，何休説臧武仲“述聖人之道，魯人稱

之曰聖”。在他的用意裏，《左傳》中一個聖人指孔子，修《春秋》；另一個

聖人指臧武仲，述聖人之業。何休的解釋煞費苦心，在他的解釋中，《左

傳》所指“聖人”不單指孔子，部分地消解了孔子的神聖性。實際上，《左

傳》中孔子從未被稱爲“聖人”，而被稱爲“聖人之後”，倒是臧武仲在

《左傳》的記載中被稱爲“聖人”，而且在先秦多部典籍中，臧武仲均被時

人目爲“聖人”，而春秋時人視臧武仲爲“聖人”與儒家視孔子爲“聖人”

有本質的不同。《論語·憲問》：“若臧武仲之知。”《孔子家語》顔回：

“武仲世稱聖人。”可見臧武仲“聖人”之名不虛。《左傳·襄公二十三

年》仲尼曰：“有臧武仲之知。”杜預注：“謂能辟齊禍。”《襄公二十二年》

載臧武仲出使晉國，不巧遇上下雨，就到御叔那兒去，御叔説：“焉用聖

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譏諷臧武仲名爲“聖人”，卻不能

未卜先知。在春秋時人的觀念裏，大概聖人都要有趨避福禍、未卜先知

的智慧，《莊子·胠篋》：“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稱未睹而能見的特異

功能爲“聖”，與未卜先知同義。這樣的聖人與經學家理解的道德之極

致的聖人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終《左傳》一書，“聖人”未凝結成專有名詞的固定結構，終《春秋》之世，

孔子並未以“聖人”著稱。據顧頡剛考證，《詩經》、《論語》等先秦諸子

書中的聖人並非指孔子，孔子亦只自稱“君子”，未曾以聖人自居，直到

孟子的時代，儒家纔將“聖人”之名專指孔子。《左傳》中的聖人既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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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經學家於《左傳》中發明的“《春秋》筆法”及孔子的“微言大義”

都不復存在。這就産生了一個難題，《左傳》曰“非聖人，誰能修之”到底

如何解釋？

考察“非聖人，誰能修之”的用語環境，是説《春秋》之義微、晦、汙、婉，不

易發覺，唯聖人能曉人所未曉，知人所未知，察人所失察，只有聖人纔能

於微、晦、汙、婉等細微隱晦處求得“善惡”的痕迹，修習得《春秋》的真

意。這樣的聖人符合時人（如御叔）對未雨先知的聖人之智的期望。在

左丘明之前，《春秋》記事都非常簡略，從現存《春秋》及《竹書紀年》可

知其概。但這樣簡略的《春秋》，卻是史官教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要

在簡略的語句中“明辨是非”，“善惡勸懲”，顯然是非常困難的，也是見

仁見智的事。所以説《春秋》無達辭，無通義。左丘明對照魯史《春秋》

編年紀事，看到了古春秋學簡略述事中的微、晦、汙、婉，在把握了事情的

詳細經過之後愈發感覺到《春秋》的深隱曲折，於是感歎“非聖人其誰能

修之”———不是聰明人誰理解得了它“勸善懲惡”的用意呢？可見，經生

們理解的“《春秋》大義”不過是左丘明在習染春秋學傳統的環境裏對古

春秋學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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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wÎ{�》，ä １６８ �。

��G：《〈j)〉åÃ�Ûåº�j》。��：@ê�no，２０１０ p。

���：《j):^》。}~：·ïtu�no，２００４ p。

�õ：《j)*Ã》，《wÎ{�》，ä １６４ �。

�¶T：《j)¨^》，《wÎ{�》，ä １５７ �。

å³ ：《j)s8Ã°ã-â》。Ëô：N��$，１９６６ p。

åç：《j)�\》，《wÎ{�》，ä １４７ �。

åç：《å8j)Ã》，《wÎ{�》，ä １４７ �。

å:à、²o'£l：《�ó¢.G*Í》。��：IÁ�$，１９８８ p。

�¬：《Ý_Þ》，《wÎ{�》，ä １４５ �。

�Â：《j)QG》，《wÎ{�》，ä １６３ �。

�¾�：《²Äl》。��：IÁ�$，１９７９ p。

n�：《j)�å》，《wÎ{�》，ä １５５ �。

�uÏ：《j)*å》，《wÎ{�》，ä １５５ �。

½Á!：《j)sÃ*å》，《wÎ{�》，ä １５３ �。

¦+¨：《"GÂÊ》。��：IÁ�$，１９８３ p。

¦n：《µj)²¬》，《�ÊwÎ{�》，ä １４１ �。

¦»d：《ÊSj)sÃ:�j》。��：@ê�no，２０１０ p。

Auï：《j)Ãã》，《�ÊwÎ{�》，ä １３８ �。

`Ð：《̀ 8j)*Í》，《wÎ{�》，ä １４８ �。

Á�¡：《Pù�》，《wÎ{�》，ä ８５８ �。

二、論文

3nG：《U!ò〈j)sÃ¹〉-“å<uº”�m》，《̂ :*ñ》，１９９９ pä ３ ä，t ６４—６９。

ýx9：《!ò〈j)¨Ã*Í¹〉uÆ5�Ï》，《I�³��j]Ñ》，２０１０ pä ４ ä，t

７９—１１９。

ýx9：《µ!ò〈j)¨Ã*Í¹〉uÆ5=Ï》，wÍ��jW：《Í�:·》（��：��+

:�no，１９９６ p），ä ２ ä，t ９１—１０４。

��G：《〈j)〉åÃ�Ûåº�j》，w�P�、g&ïæl：《9³%�j*ñ》ä ６ �（~

�：de�no，２０１２ p），t ３０—４３。

７７２香港有關《春秋》“五情”之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ＩＮ Ｃｈｏｗｙｉｕ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Ｎａｎｇ Ｙ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ｏｎ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ｎａｌｓ，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Ｑｉａｎ Ｚｈｏｎｇｓｈｕ （錢鍾書）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Ｇａｏｐｉｎｇ （張高評）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ｂｕｔ Ｉ ｒｅｍａｉｎ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ｉｘ ｏｆ 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ｆｉｖｅ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 Ｚｕｏｚｈｕａｎ，Ｑｉａｎ

Ｚｈｏｎｇｓｈｕ，Ｋōｋō Ｔａｋｅｚｏ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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