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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春秋》學論述及其

所涉秦漢經學史
 ?

宋惠如

提　 　 要

晚清民國時期僞經説蔚爲風潮，其中重大影響之一，在於康有爲、皮錫瑞

今文經學史觀成爲後人省察秦漢學術之基線，當中存在著對經學、孔子學術、

漢代學術的各項判定。然而他們的主張不僅爲古文學者如章太炎、劉師培所

質疑，錢賓四先生亦就其經學史主張，提出切實的學術史觀與論述架構。五

經中，《春秋》出於孔子之手，既史且經，性質特殊，尤其《春秋》在漢代被推

崇，復爲今古文經學之爭的爭議核心，是以秦漢之際《春秋》學流變如何，實

爲架構秦漢經學史的關鍵論題。錢先生《春秋》學論述有其特點，尤值得關

注的是，其中含括錢先生對秦漢經學發展的特殊見解，是以本文先説明錢先

生《春秋》學觀的基本立場，其次論述錢先生講論，作爲先秦王官學與諸子學

交界的孔子《春秋》學，以及講論作爲古學、今學之論的漢代《春秋》學等三部

分，説明錢先生《春秋》學説及其所涉經學史論述中，不同於今、古文經學者

的辨真之見。

關鍵詞：錢穆　 經學史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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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錢先生由學術史論《春秋》學的研究進路

eQf#0ghi，jklm=n?o108pq&rOst。uvw

xyzBB{O|"0}~�����，>����/0���“�0N”�

“�0�I”��，�x|"0���B�。��f1��)，CDEF《�t

���)�》�，���� ¡)¢H£¤�。? CDEF¥J《�》¦，!§

¡¨©�0，ª«&b¬®�0¯°±¢²，³xB§。f1´�µ)，CE

F¶�·，u§��“�0/¸”��，¹º»¼½¾《�0¿N》|"0ÀÁ，

ÂÃ��´·ÄÅ，Æ©oÇÈÉ0FÊË��ÌÍ，ÎÏÐ"ÑÒÓ。ÔÕ

§(“�0/¸”T，�¸¡Ö�0NO×A。? ØÙ�K´�、MÚÛ'ÜÝ

�、UM|Þ"�0，ßàá�âKãÝ?“Óä”±0，åæç�±0、Ë0è

�0、éê�0，ëÂÖÃQ?�0，ìµ�íî。

CEFO�09ïIJ，ðñò《I�》、《ó¦》ôÐ±õ，»(Ôö�÷

OÀÁKøI，�¸ù`(úû《10�I》（１９２３—１９２７）、《�t���)�》

（１９３０）、《UMüýèþÿ》、《Ù�KGH》K《!"ôÐ�?ÿ》（ó"#B

《UM�0|Þ"�$》，１９５８ )�%），Î&`Ôö'ô。? (CEF�0ô

Ð)¨，úûuv*ñ�0NO+ÓKPQ，>o,-.¡(/»eQf1x

)|"0���，0Ô¢12�)OçÞg3，n?089ï若4©567e

Qf189O:;08"化，<=b>，ÿï�÷?�@BA¸BËOIC。

CEFDE3o，FEGH，IBJ|"�0，BKÞ"�0，LB08pq

Më?N。ØOþP)¨，CEF4QR+?xïN，zÔSØÅæOTU。

0TV�，CEFSRØeQx)ØWØX、ßY，xZ([�、yzB“xN

\�”OO]，̂ CEFØJ：“�0P±×A，_�`BN0P±×A，ØGH

２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四期）

?

?
?

»b¦�%Å¢±abKcm，JIdeTùfÿ�g：《〈�t���)�〉O08a
bK#him》，《¿N9ï》２００１)j ３û，k ４５—６４。
CD：《îlmn》，《CoóEFpq》（+�：r��%s，１９９８)），t ５２，k ５０９。
dfuvÜ：《CDEFO�0》，《M09ïqw》xwy（２００５) １２*），k ２—４。



xz，¿{1，�L|M，p}¿N~�，�(N0ø�，�B�0�?w。”?�

NP，CEFb�QR�0N&r，ÐBøIKI}��O08NO“N”Oø

�，>ù��YØ�0�Ø��0IÞ?08Olm。?

º»|"0�0NÀ，CEF��©�LM�0NÀO{¸ôÐ，�w

《UM�0|Þ"�$》�nOó"。Ôo《�t���)�》、《UMüýèþ

ÿ》，I���¡�Ë、ÿ�M?08N&rON�R�，�¡���kO¿N

~n，��¼�、y����OLM08NÀ。《�t���)�》，�¸�}

《M¦·5u:》，0Kb�*O《M¦》、《¢M¦》�*O/�N�，�Ë�Ø

 M¡Ûé¢í)（Å ７９）�t�FÃ£¤¥¦ó)（２３），§)¨©��、£

¤ª«B¬O08NN，Î�è�}-R±èþ，K�-I0O®Á�¡、

¯�üý>O§`°±，©z《50��ÿ》ù²Tí�¶³：�>P¨、(

�´µþ¶·�¨、(�´¸O¨、(�¦¹Y¶ÌÍ¨，º»¡��Ð�

�O�N。?《UMüýèþÿ》¼QR½�LM±7üýO¹Y，©IUMü

ýèþ±�rK¾化，¿À�ê|"、Þ"×A±ïÁ。

ðÂ»LM08N&rO+?±õ，CEFÃ��ÄÅB���Ð±¸

÷，《!"》、《Æ:》O?�×A，x《!"ôÐ�?ÿ》��Ç÷、Èþ、ÉÊK

ÔöÊËÌÍ，êÔ>^ÌÍ��B´1±¦。��，�»(《!"》，CEF

没zÐë《Æ:》?�Oÿ+。»(《Æ:》，öz�>O¨þ，?�¸`(《o

1N0Xô》±《Æ:》Î�，Ï&`(ÔÐI0Î�。CEFÑ�_§��

�Ð�，ª没z^_《!"》ëÒ，(ÌÍP�ÓÔI�Ð。CEFôÐ《Ù�

３錢穆《春秋》學論述及其所涉秦漢經學史　

?

?

?

?

fÿÔÕÖ：《�、N±>：×ÖyzBKCDO�09ï》，《o1"化9ï》２００６ )G
±Ø，k １１。CEF�Ùfÿ《UM�0|Þ"�$·ØÚ》，《CoóEFpq》，t ８，
k ６。
CEF��ÛO£"0KÜèÝ±°，Øë?Þ�`ë?08，î0×(Øß“àá”P
âã¬B0，zä��åæç¬�Û，èù�éØ(jï��08Olm。`�ô：《o
1N0Xô》，《CoóEFpq》，t ３３，k ３８１—３８７。
fÿêë：《(〈�t���)�〉̈ CDON0Ëì》，《N0N9ï》２００５ )j ２ û，k
４７—４８。
Ùfÿíîï：《CDEFO〈Æ:〉0#ð》，CDñòóËB編：《CD9ïô>?æ
"pq17089:;I"q》（+�：õö/0，２０１０)），k ３２３—３５４。"�÷q&`
(CEF¯"O《Æ:》IJ，�ÐT、ÌÍ、µ:ø_Kùú，�êÔ¨þ。



KGH》，LÔûÞü.���Ð《Æ:》×AOO]。《!"》O×Aýþÿ!，

ùÂ�Ôabõ,KÌÍIÔ?�，Kù"OôÐ)?。�»(《!"》、《Æ

:》¼#$O%，-(&0ò'《GH》µ(:!ò')*O×A，-b�)+

@µ,ò'2;，µ,2;üR-)，.�@_Oò'Ù�K《GH》Oø

�，�+@O《GH》0À，.@Bò'Ù�K´�OO]、́ �OÌ/Kùú，

0Ôw《12》K《Æ:》�ØÐB|"�0KÞ"�0O?'，�@ØM?x

ZQ3、f14MÍO�0N×A。5Ý±，《GH》0¡õMKeQÐB

|、Þ"�0M$O®Á，*&Ù�《GH》Oà�、�0à�KLM�0¿N

&r±ò'¬�06!$A。

(eQ|、Þ"�0OI7)¨，《Æ:》ÐBM$®Á，ØyzB&89

:，{E�Ô?�，ÐB�Û《Æ:》:Ù�《GH》O�¸IÁ，V�¿¿，;

�Þ"�0/-�-<、�=>，�(�ÔB?O角Ë，�ê《Æ:》O:

�±Ý，“w”�Ð。�?，̀ ��、����@I}，�ê《Æ:》OA:、¡

UMO:B，x0ò�±ÝOÌÍúCA:(LM，?Ï"DEöFÄÅB

Þ"�0Oëè±Ý、G�øIAzHIO08J~。|"�0、Þ"�0!

B08&r±UT，�zÔI，è�zÔw，LM08A¾±ïÁ^Ì？IK(

“|Þ"�0±M”�LÔw，K:I“|Þ"�0±M”O��o。b7，MF

CEFÐBI7OjµO，ÔN!OtLPEµ:4M，Â(《Q�》、《I

�》�êÙ�K《GH》O*r，Ô�ôÐ《Ù�KGH》，QR¿?Rò《G

H》，�ê《GH》Oùú，_�V�“!"ä�，SBTJÙ�Ð《GH》±U

V。Z(Ù�《GH》!¦±ð:，¼Ô�WX，èI!"±�©。z�Ð08

N9ï，Ô©¸Y(08ôÐ!E±9ï”。? CEFO�，³z§Z，Ìx

^b？Ô�pT，Çw¡>?abz“�(N0ø�，�B�0�?w”Oø

�；uvw�|"�0T�XO!L�0O&r，M?|、Þ"�0K《Æ:》

¡UMOA:KÄ6é，N7P^Ì？@Blmn?�09ïON!$A，j

４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四期）

?

?

|æ�Ó[ôÐ《!L¯�JÆ:ÿ》（+�：+,\]^¦_，１９６６ )）《UM¯�JÆ
:ÿ》（+�：+,\]^¦_，１９６９)），(ÌÍN��、�±�。ùf¨。
CD：《Ù�KGH》，《UM�0|Þ"�$》，《CoóEFpq》，t ８，k ３１７。



jÆ`n?08NÀOpa，xZ(o108pqOb�O]。

5Ý±，CEF»《GH》0OIJ，ÔN?'ö»(Ù�K´�ON!¨

þ，rnö»�0NO©5��，Ô;c^Ì？zÌø(|、Þ"0�NÀT？

zÌd&？ú�n?0Tðï。wx!"E�êCEF《GH》0ÀON!ø

�，Ô次IJCEFîI，ÐBEL£"0K¯�0efOÙ�《GH》0，x

0îIÐBÞ0、|0±IOM?《GH》0¬µ(°，�êCEFx08Ng

OI《GH》0ON�Ì/，0�ÔIJ�`LM08N±ðïK+?。

二、 錢先生《春秋》學觀的基本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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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出孔子，自來無異議。

然謂孔子《春秋》一依舊史，無所變改乎？則“伯于陽”之不革，何以逃

“遵乖習訛”之譏？謂修辭正名，俱有深意乎？則五石六鶂之先後，亦難

免“窮鄉曲學”之誚。若謂僅事記録，不異諸史，則孔子不如丘明。若謂

文主褒貶，義踰袞鉞，則南、董賢於仲尼。廻護層出，疑難蜂起。三傳紛

紜，未有定是。所以知幾發憤，有“未喻”“虚美”之惑。介甫逞臆，有“斷

爛朝報”之喻。惟范寧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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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譏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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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謂據理通經
獉獉獉獉獉獉

，不能因經顯理
獉獉獉獉獉獉

，

則借後儒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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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絳抉實，等貫經、史。然謂經有丘明，傳有仲尼，則攘左氏之賢，以成孔

子之聖，亦烏在其爲聖耶？今稱情而論
獉獉獉獉獉

，則
獉
《春秋
獉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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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知微。”二書一言天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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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事，治孔學者尤樂道。故説經之有門户，自三傳始。而圖書之辯，於

後爲烈。迷山霧海，使學者惶惑沉溺於其中，更不知孔學之真相，則經生

儒者之過也。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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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葉夢得講過：“《左氏》傳事不傳義，《公》、《穀》傳義不傳事。”孔子

自己説：“《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春

秋》既是一部歷史記載，當然有事，《左氏傳》即是傳它的事，即是把《春

秋》裏的事，更詳備地傳下了。但孔子作《春秋》尚有一番大義，《左氏

傳》不講，而《公羊》，《穀梁》則就是講此義，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的

‘義’”，但《公》、《穀》又並没有詳細講述《春秋》書中的事。後來朱子又

説：“《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此與葉

説大致相同。但此已是宋代人的話，可以把它作爲三傳異同的一個大

概分别，但古人則並不如此。因古人並無史學、經學之分。如班固《漢

書·藝文志》，把太史公《史記》附在《六藝略》、《春秋略》之内，可見其

時人觀念，尚只有經學，無史學。故宋代人講的話，並不能代表漢代人的

意見。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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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講的便是《春秋》褒貶。若説孔子《春秋》没有褒貶，此決不然。如

“崔杼弒其君”“趙盾弒其君”“許世子止弒其君”，不就是貶嗎？然而褒

貶只在他們的事情上，而孔子《春秋》又頗於事不詳。於是讀者遂來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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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春秋》之書法，又從書法中定出凡例。杜預注《左傳》，便定出孔子

《春秋》五十凡例。這便愈講愈遠了。如《春秋》書“王正月”共九十二

處，春不書“王”一百零九處，試問如何一次一次地來講求？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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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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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0ò'《12GH》O©¸�Û。CEFª�B�ÎO

¦þO]ÏwN"Ðv。ö¡ÔöÎ�ÊjÑOÖÃ�Â×A；̂ ¡《îlm

n》，CEF�Ã：

至於爲什麽要講“春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程伊川曾説：“事在二

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春秋》裏如

魯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因正月有桓公即位一事，所以標出

“王正月”……《春秋》兩百四十年，春王王二月、王三月三條，盡皆如此，

没有一條錯。我覺得程伊川的話講的對。……講《春秋》通三統並不

錯，但是《公羊》家以“王二月”“王三月”謂存夏、存殷，這個講法，遠不

及程伊川的講得好。瑏瑨

�B^b¦ÒSw�z�å�O~n�Ó，�z�¦*ÔO_�C。_�，

öÑi»µ;�，Õ�B|"0èOR'R(�É，�~²µ;>^《I

�·B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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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o1N0Xô》，《CoóEFpq》，t ３３，k ３１。
CD：《îlmn》，《CoóEFpq》，t ５２，k ７６４—７６６。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瑏瑩

ÔNwëâëâ×OØRKÙÚ±�ÛÂ。CEFxN"x¦Rò《GH》，

xÔÞvà�!BN，Gb�NOxÜÝ¦þò'�"。

öi»《GH》zÙ�O��±Þ，̀ Ô�~“《GH》O/×A”，V

Ow：

朱子説：“《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

賤霸而已。”《春秋》就是這幾句話。你若要拿《春秋》一字一字講出大理

論來，怎麽講法？瑐瑠

ø�ë^ß�，�B《GH》/ä，ÝÑ���àÂ，AÃjÓ。若jÑÝ±，

ßá»(R'《GH》�，%Ø~�Ôþ：

常勸人不必做此經，他經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個‘王

正月’，便説不去。”瑐瑡

CEFqb，è»《GH》jÓ，�xN"x¦Å±。

WxN"x¦'《GH》，CEF.�B¢?±NýÅ?±NUg，Êk#

>���，�_ÎÏwßáO�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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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瑐瑠
瑐瑡

《�µ�ñ·》ÊË[\;：《I�ñ·》，（�¸：�¸/0�%s，２０００)），k ２５—２６。
CD：《îlmn》，《CoóEFpq》，t ５２，k ７６２。
ßá¥，ßâæ、�ã±、�äå�編：《ß�p¦》（P§：P§Þæ�%s；#ç：�è
¯°�%s，２００２)），t １７，k ２８６８—２８６９。



而晦翁之意，則若謂學孔子者，當學之於孔子之後學，不當學之於孔子

之前賢；學術所重，當重於孔子所創之儒學，而不當仍重於孔子所從學

之經籍；則遥遥千古，仍少解人。瑐瑢

CEFdïß�《GH》0，ö¨Ãß�ØÐ《é\²êë¸》，Lw»¢Nk#

�?�ìOûÞNí。ß�C´�ÅBë,Nn，uvw《GH》，LwÙ�

±Nn，Ôj§G�?Gî�ðÓ，ÏGB×þ¾ï，"ð#¢��?$

A，�xÏAjÓ。W�¢�±N©(Å?±N，�»O，ÐBN"d�O

《Æ:》，Ê"�Ãß�ñò。CEF�V�：

朱子認爲我們要讀《春秋》不如讀《左傳》，《左傳》是講事情，《公羊》、

《穀梁》傳連事情都不講，要講義理。大的義理就是剛才講的“誅亂臣，

討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春秋》裏的大道理都在裏

邊。……與其講古代史，不如講後代史。《左傳》應該讀，更應該讀《通

鑑》。那麽可以讀《左傳》同《通鑑》，不必讀《春秋》了。《春秋》難讀，我

們只要《春秋》裏知道事情好了。瑐瑣

wxCEF¨©《GH》、《Æ:》Oùú，¡N0�¡�0，x���z«þ，

«《GH》�w¡«¿N。

CEFótß�《GH》IOø�，瑐瑤ß�I《GH》OO]�>]N，-(

R'《GH》z�>OôX，^°±，zÃ)T。5Ý±，CEF_ÎÏ�B

KÔ+@ÓÔÝõ±§ORËR'õæ±Ý，^¡�pO�öo，Ó~õæ

±Ý，Z÷øùÂxyêOÝõ±§誤òõæ±§Où"。�wë,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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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Ù�KI�》，《CoóEFpq》，t ４，k ２４９。
CD：《îlmn》，《CoóEFpq》，t ５２，k ７６９。
CEF《GH》0Izw(ß��，¡úû%V�buÁ，Ô"Î�êCEFx《GH》B
N0、£"0，ÎV�Ôx¿N¥Ë0、08N角ËI《GH》，�`üý，þBfÿ。`�
ô：《CDO〈GH〉0》，《ÿ!"\�0~：GHµ:9ïIk》（+�：#Ø$À¦%Ô
z&1'，２０１５)），k ３３３—３６６。



÷O()*Ë，Ïwë,�+R'õæ±§，()õæ±§Ou,ø�。Gb，

¡《GH》�µ:R')*K�kà^《I�》Oá-z，CEF()OR'

《GH》/ä，瑐瑥Ï©Å《GH》/ä，/äOò'()¡Q�±�x0《I�》

OäËËòo，wxS�Ûx“./0，:1�；Ìo1，õ23；4£56”7

²《GH》/ä。Ñ��ÎO¨þÔNw¡�ÔòOÅ�z��O8I，Õ

w�?'CEF9p《GH》0Ô/äOùú。

�¢���ùé:ò《GH》é�，CEF�《I�》、《Q�》K《N~》±

J，Ð《Ù�KGH》�ê《GH》ÐBÙ�±¦O©¸¥V，ö%�“̂ «《I

�》¢，ùÃ«《GH》，b�`w-‘'æ’;@B‘²0’Â。G《I�》、《G

H》��Ù�，W�wÙ�±0，»«Ø.;²”瑐瑦L(50O角Ë，op《G

H》ÐBÙ�ôÐOu,ùú。瑐瑧 _�，-(R'《GH》OÌ(×A�Ô

ò，CEF�(¿?©Å《GH》、Rò《GH》，08NO角Ë，�ê《GH》Ð

B�，�b��O《GH》0N。CEF6é�0�´��N�o，£"0KÜ

èÝO°v，uvw£"0- !Ãõ!O©¸�t，-b�Ù�《GH》ÐB

-£"0�BÜèÝO¿�o©¸J<§ä，x`Ô©/=m。

三、 論作爲先秦王官學與諸子學
交界的孔子《春秋》學

　 　 ú)CEFôÐ《10�I》，HtxN0角Ë�$《GH》，wxö6éÞ

"0T^�=>、�-<O�þ。CEF_Î(《GH》ôÐÞvO¿N¹Y，

>«《1�·?�》@A�I¯=��©OÞ?÷æ“̄ ±《GH》，�B±BC

�DEF，xGHÔ�。”《à�》“2IJ|(《GH》”，《K�·êL》：“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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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瑐瑦

瑐瑧

CEF³Z��：“\Ù0©《I�》，MBwëÍNO。若z©《GH》，¼wëÍªO。
b¡å5úC¨Q。”̀ �ô：《=Ü))¯5I«¦》，《0O》，《CoóEFpq》，t
２４，k １３３。
f`CD：《Ù�KGH》，《CoóEFpq》，t ８，k ３１０—３１７。CD：《0×±ÑK
�》，《0O》，《CoóEFpq》，t ２４，k １７９。
CD：《0×±ÑK�》，k １７９。



!±《GH》”、“ô¡³±《GH》”、“ô¡å±《GH》”，�B>�£â©1±

N，�>B《GH》，瑐瑨op©1《GH》¡>?Ou,Ð，e)ôÐÇPbI。

ö³Z�BQ��Ý“《Q》«�¢《GH》Ð”VOw“Ü1《GH》”，ÎwÙ

�《GH》。瑐瑩 �ÎO08NÅR，¡i¢£ÑÂ�0�“́ ��N”�，g�S

Û、2;O�Ób�，��0�IJ———uvwÔ£"0KÜèÝO°v，(

õ!T/OUÀÅR，�êÙ�《GH》Ou,à。CEFO�Û，rn¡f1

ó�µ)�h¥JO《Ù�KGH》o，ö»《GH》KGH0NO2;�Û，ù

�Vp(b。

CEFIJ《GH》0zUÂ�¸§`，ëwò'“《Q》«�¢《GH》

Ð”，íw�êÙ�Ð《GH》O08K"化§ä。UT�BCEF»>?08

*�KAtOÀW，ûÞJXôØ£"0ZÜèÝ， !N":;z:JN、

äOY*z��É¾化。

�0�´��NIZú�� !N":;O�ê，�¸�B：

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學專其師，官守

其法，是絶地天通之義也。瑑瑠

´[°\´÷，-ÝN'ó，�~“絶¥]²”'n¡N"')"^、ôÐ，0z

'，"z)。CEFÏ(�Â角ËËò´��N，瑑瑡è%V�：

在周代，官學則掌於史。章學誠《文史通義》所謂“六經皆史”之“史”

字，並不指歷史言，而實指的官學言。古代政府掌管各衙門文件檔案者

皆稱“史”，此所謂“史”者，實略當於後世之所謂“吏”。古代之六藝，即

六經，皆掌於古代王室所特設之吏，故稱六藝爲“王官學”。而古代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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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0�I》，《CoóEFpq》，t １，k ２２。
CD：《îlmn》，《CoóEFpq》，t ５２，k ２９６。
�0�：《'²》，《�0�m¦》（�¸："_�%s，１９８５)），k ３６。
CD：《o1N0Xô》，《CoóEFpq》，t ３３，k ３８６。



學中最主要者則應仍爲近於後代歷史之一類。故古代宗廟史官實爲職

掌官學之總樞，而其他一切所謂“史”者，則似由史官之“史”而引伸。瑑瑢

ö�_�0�O´`，̀ ¢�O´�，!B£"0，Þ?N"�\±N，�\±

Naà=(¢?¿N。

CEF�B´`、́ �K¢?¿N_T，uvwÅTO*ñ¡×b：

但當時宗廟史官之所掌，與其謂之重要在歷史，則不實如謂其重要在禮

樂。周公制禮作樂，就傳後之著述言，則又毋寧説其主要更在《詩》；

《詩》有禮樂意義，亦有歷史價值。故王官六藝，最主要者，實應爲

《詩》、《書》。瑑瑣

ö�BZ"rnÞ?£"±0T，>¡《Q》、《¦》í(÷æ，³Z�B《Q》(

°Î�L!1±Ð，�BÞ?£"0O?'。�+±z，《GH》±ÐLwN"

M)¢O$/±Ð。

�NP，CEF�V《GH》Ø《Q》�ã，ùxzí,Ëò，ëB“Ü1G

H”，ëBÙ�《GH》。ÔxB“Ü1GH”T，̂ Ô%V�：

史官由周天子派來，義不臣於諸侯。崔杼可以把當時齊史官殺了，但不

能另派一人來做。……大概在宣王時，或許周王室便早正式分派史官

到各國去。其時周之王政一時中興，尚未到崩潰階段。此後“王者之跡

熄而《詩》亡”，而以前那些分派出外的史官卻大見功效，即是所謂

“《詩》亡而後《春秋》作”了。瑑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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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Ù�KGH》，《UM�0|Þ"�$》，《CoóEFpq》，t ８，k ２７８。
_Pñ。
CD：《o1N0Xô》，《CoóEFpq》，t ３３，k ２５、２６。CEF¡b>Bëc�，�
��《QµÜ》jµûB�£õï¢。若w^b，KÅ�Vd£�`}N"Z�1�@O
“Ü1GH”，�ez�>Pfg。hë,ù"BCZjµû，!âijC`Ôk，wxú
¡d£�C}lN"，èåù，�b�mn，opë�。



x!£q�T¡!d£�Cz}rN"Ã�1OÊË，�~O“Ü1GH”�

wN"OôÐ。�ësOôÐ，CEF�B：

如《雅》、《頌》、二《南》，既由周公手創，而《春秋》則是周道既衰，由一輩

史官隨便的記述了。故《春秋》實遠不能與《詩》比。至於孔子，他自身

並不是史官，由他來作《春秋》，這是由私人而擅自來著作了官家的史，

故曰“其文則史；《春秋》，天子之事也”。正惟《春秋》經了孔子手，纔得

有大義微言，宏旨密意，其精美處，遂上媲周公之《詩》、《書》，而亦成爲

一王大法了。瑑瑥

�1z�1O《GH》，��“Ü1GH”�wCEF�Vë?N"Ot�~J，

Ø�"Pý《Q》Ð。CEFS¡f1Ý�¶)《o1N0Xô》oÐb

I，CEFe)I“《Q》«�¢《GH》Ð”èx“Ü1GH”'±。瑑瑦 _�，-

«"Z¢sÑ�ùr，Ù�《GH》èw_sôÐ，ÏRwGÙ�±µ，�z

_(“Ü1GH”O~JÌÍKùú。

jí,ò'“《Q》«�¢《GH》Ð”O�þ，VÙ�《GH》，̀ (CEF

¡f1´�í)《o108pqIk》oOIJ。öopQ�±��，_�

Ö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孟子以孔子

繼周公也。蓋周公之創爲《雅》、《頌》，乃一代王者之大典，所以爲治平

之具、政教之本；而孔子之作《春秋》，其義猶是也。瑑瑧

�ÛÙ�《GH》LR!1£Ö±ä�Ð。

CEFE��《QµÜ》Oà@uù°Bµû，jëûw!#，Q/cx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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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Szí《á》，Gbù�w《Q》O《î》、《v》�û。jíû¡w、d、

xO“《¾î》�û”，jµû¡�£õï¢，~±“《1g》�û”，b�，CEF

V“ZwSå《v》，�《íî》èpy，�《g》Qè¾”。Âò《QµÜ》O;

¾Kà@�Ú，�ùrÌx《GH》Ø±�ã。瑑瑨

ö�BQ�“£T±z{�《Q》«”，£T±zVOw!£±Ö，《î》、

《v》±Ý«。wxö¡《o1N0Xô》%�N¥V�：

《詩經·大雅》把西周開國前後歷史，原原本本從頭訴説。……那時遇

禮必有樂，而禮樂中亦必寓有史。這些都是周公制禮作樂精意所

在。……但究亡在什麽時候呢？照一般説法，這應在宣王以後至於平王

東遷的一段時期中。瑑瑩

Z(Ìx《Q》«，B《î》、《v》±«|？öV�ÝÁ，ë、}~《ñ》x“《v》

�Ð”B«。í、ß《ñ》x“《�T》�B《1g》�《î》«”B«。µ、��

《Q�》~“(w£q±�K¯�åø，ÔQ"�《î》，ñ�±~±£1±

《¾g》”。ó、��ê~“�£õï，Ö ��，Q"�《î》，z©>《g》”。

Ý、Ù��>：“£�Ñ¡，Ö¯�¬(�Ì，化±�0，K¯���。《g》、

《î》�Ö廣�，£�Ñ�，�xÖ�Ñ《g》。”瑒瑠Ôo，}~~《v》，N¼《î》、

《v》�K，Kß���²。��、��êKÙ����，º¡V�，若£Ö"�

0¯�，¼£â±《Q》"《î》，若£Ö"z�，¼K¯���，¼~±《g》，

ñ"�《î》。�xQ��>《Q》«，NV《î》«，B£Ö±z{O¢²。

Ù�《GH》©/ùú，�w¡£Ö±z{，Ø±�ÐO§äP。�»O，¡j

µ《1g》�ûÑÇzQÐ，ª">±B£T±z。若Ç»z£T±z，¼Ù

�AÐ《GH》。wxÙ�±Ð《GH》Lw�R !《î》、《v》，Ù�C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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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Ð。瑒瑡 �b�Ý，《GH》ÑB>?N"M)±$/~JBV!，Ñý

P《î》、《v》ÐB!1±zO¥V，ªwÙ��J!1±ÖO©¸��。�w

CEF�KÙ�《GH》O{¸@G。

Ô次，(08N&r)¨，Ù��Ð《GH》，¡>?.ûz£"0stÜ

èÝO©¸�É§ä。�0�%I0Þ?£"±0��Û：

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

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

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説

亦詳外篇《校讎略》中《著録先明大道論》）。瑒瑢

÷�)('æ±"，'æ\8�("×±Ê，wx´`ÐBõ£÷�，�B"

×±m。瑒瑣 bÞ?£"±Ê，¡õ!ãÂ©/¾化，¡£"0D�MÊ，�æ�

�°&Oá-z，Ù�R£"0;c，�Ð《GH》，"^、08，-1��，bë

�Éà§ä，CEFîOIÝQ?：

孔子作《春秋》在古代學術史上，其人其書，同時實具兩資格，亦涵兩意

義。一則是由私家而擅自依倣著寫官書，於是孔子《春秋》，遂儼然像是

當時一種經典，即是由私家所寫作的官書了。而孔子之第二資格，則爲

此後戰國新興家學之開山。故孔子與《春秋》，一面是承接王官學之舊

傳統，另一面則是開創了百家言之新風氣。《論語》雖非出於孔子親筆，

但記載的多是孔子言行，後來家學著作則皆由此創其端；故我們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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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瑡
瑒瑢
瑒瑣

CD：《IQ�》，《o108pqIk》（ë），《CoóEFpq》，t １８，k １９０—１９１。
�0�：《Q¯》z，《�0�m¦》，k ６。
»(《!"》K“"×”O*r，0T9ïV�：“‘"×’O.�ý《!"》̧ 廣，ù�‘"
×’%M:，»�TÏz《!"》，?‘ \÷×，ÔÙÚTCÑ《!"》’，Gb�0��B
‘�zÞj《×�》，^x《!×》́ ÷Bë，�ëk×"，��Í�Ë¡，b¼#��ÔÍ
7，#_�Ô;ä。’(w，ö�0‘"×’�，N!P�wuV《!"》。”̀ ö§"：《〈!
"〉〈GH〉K�0�ON0》，《N0ËI9ï》２０１０)j ３û，k ８０—９０。



説，孔子《春秋》尚是舊官學，而孔子《論語》，纔是新家言。因此《漢書·

藝文志·諸子略》，以儒家爲之首。但因孔子《春秋》既已立爲漢廷之官

學，於是《論語》、《孝經》因其同屬於孔子之書，遂也附帶歸入於六藝，而

不列入諸子了。故由上之所述，我們又可説：古代之官學，創自在上之

王者；而漢代之官學，則實創自社會之私人，其人即是孔子。瑒瑤

Ù�!Ø"0O《GH》B:;N"OØR，《I�》~�Ù�Ý¬，¼@ÜèÝ

Ox³。CEF�B《I�》B?ÜèÝ±³，�《GH》ÑBØR"0±Ð，�

NPw�æôÐ，è"9pÔBÜèÝOà�，wx《GH》à�WB£"0

.»ÜèÝ，�b�)(°N�P¢BÜèÝO�³，wx>M?xÙ�《G

H》B08±ä�，ÐBM?"0，½6ïVÔNwxØs;�æ，BÙ�±x

´Â。-08N角ËÀ¨�ë-1��、-��108à�O&r，�BCE

F±£`。

»(Ù�±�èÝ，¡M��Bë?±“"0”±Áuùú，CEFÊ-¿

?Ö\&r�þ±。^ÔV�：

秦始皇併六國，他自然自居爲一新王了。他自然也想自創一王之新

法。……此一新王朝之學官，照理又該是代表著天下，而不再專代表著

秦國，於是秦廷遂始於“史官”之外，又創設了“博士官”。秦廷博士官所

代表的學術，大體言之，卻是當時六國相傳之家學。因此當時社會上諸

子百家各派新興的學者，秦廷都羅致，博士員額多至七十人。瑒瑥

VLh¦¤Þ?£"±þ，x�“üý"”±0，âBë?±þ。ZM，�¥¦

“x《GH》>5£”，瑒瑦�z“《GH》BMÊþ”±�；瑒瑧xØ�æO《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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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CD：《Ù�KGH》，《UM�0|Þ"�$》，《CoóEFpq》，t ８，k ２７９。
_Pñ，k ２７９—２８０。
�¥¦ô，§¨ä�：《GH©ªä�》（�¸：o«¦¬，１９９２)），k ２００。
£ô，®¯�'：《I��'》（�¸：o«¦¬，１９９０)），k ８５７。



@BM?Ö\K50Oùú6}。

Ø"0O�ø�Ý，L、Mâ°�)!Ê，Ê©/O§ä¡xÊøþ，�ë

?±5±²，i¢�没z�ÎOU/±²，bLCEF�V：

魏晉以下的中央政府更不成樣子，他們不再有創制立法，與民更始，以

及創建王官學這一套想法。而社會私家言，亦不再有上撼政府，來取得

創制立法的氣魄與能力。换言之，古代學術分野所謂“王官學”與“百家

言”之對抗精神均已不存在，於是魏荀勗所創的“經史子集”四部分法，

遂代替了西漢《七略》分類，而永遠爲後代所沿用。此後的所謂經籍，則

只是幾部傳統的古書，而再不是所謂六藝王官學。而“子”與“史”則從

此截然與“經”爲異類。他們更想不到新興的子與史，同樣可成爲一代

的王官學，與所謂六藝經典，在古代則並無嚴格的區分。孔子《春秋》是

一部亦子亦史的經。也可説是一部亦經亦史的子。瑒瑨

�ë³�Izj§，ù(íÂ角Ë)¨。Ôë，ØÖ\K08�Ý，â°"O

Ãz£"0、x�ë?08O�/pa，�èÝèÃzxÊøþO±´K"

*。�§ZôÖ\K08Ogëµ°化，/ø(�0��>!Ê"-ëÞO

0Ö、\¯#ëOÖÞ�Ê。Ê^CEF�V，>oK�»¡ôÜèÝK£"

0OJ�UV，�»¡，Ö\�CM¶Â08ò>OÊ�)。Ôí，Ø08

�Ý，>ß·¸Oó(°þ~?《< 》°s�， M¶´`ÐB£"0O§ä

KÌ/，�5BÞ?�æ±§�C。_�，�、N、�±>¹�°ø，_(^Ù

�《GH》，! !N"±“N”，.Bõ!�èÝ±“�”，¡M?.B´�±

“�”OA8Où"。(�Â角Ë)¨，Ù�《GH》LBè�èNO�，.Bè

�èNO�，vûu,§äKùú。

(08N)¨Ù�《GH》，¢�°化ON、�、��ùØb`ÔYh，�»

OÏùÀWÃÞ?ôÐºBëÞON!à+。_�，}CEF±I，ù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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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08*�±_，wxùxNÅ±，x�Å±，x�Å±，ª"

�《GH》�wN，I�、I�，Ï"�《GH》w�，I�、IN，Ê"Ï�

《GH》w�。Ù�《GH》Ou,à，-b08&rN±ËQ，O�x�&。

-PJ，ùx¨�CEFO《GH》IJ，Ñ�zë,=(ß�W�KÔB

Ù�µÐ±ùú，."jêÔ/ä，�Å±BNO»¼ø�，Õ¡ö½~Â

�0�£"0ËI¢，�"(Êj廣�ûÞO08ab，¾�Ù�《GH》Où

ú，¿�zkOÀ.Q�O《GH》�J。��，CEF»(《GH》0，LZ(

µ:，"“ÑqÁÂ”，wxXx�Ô/ä2;KÔjÃOäËÌ/。öxQ

�±�BIJÅ�，¡»“《Q》«�¢《GH》Ð”±~《GH》，èzÄÅ±�。

»(>�N"O�ù�zÆ¾；ö�B“Ü1GH”wõ!N"Ç/O~�，ª

.vÈà=N、��ON"Éþ，�x“Ü1GH”BÇ/±ÐO�þ。CEF

¡ãå《GH》0ÅRz，Ñ�ÊùxN0角Ë�ù《GH》ÌÍ，ÕÔä��

0�´��NI±£"�，jËÙ�《GH》¡EL08NÐB©¸O�ÉÁ，

CEFNzÔÌjÅæ±`，ê�V�£"0KÜèÝe6OûÞf&，¿�

zkOØ《Q》̂ Ì«，rÍÙ�《GH》RØ!1×b±ÖO©/ùú。^b

�Ù�K《GH》，/_(|"0^yzB±ÁKÙ�，iþ6=Þ"0è^

�=>，(《GH》ÞÎÖÙ�《GH》¹Y，ª._(�=>�Ï¢æ�³O

�þ，Ù�¬(N"，³Z±K��¬Å±，�zÔ1Ð�Ó±ò。_�，

CEFèjÑÙ�《GH》ÐB"0OM?，ûÞ�ê¡>?&«O08IM。

四、 論作爲古學、今學之論的漢代《春秋》學

CEFW(08N角ËI《GH》0，èQR《GH》0B08N+?，ÔO

þB°J�?《GH》0&r�êÔ+@¿�K�¸IA，wxrnCEF0

8N角ËI《GH》0±u,à，"xÔI�?《GH》0B�¸ÌÍ。E

L�¸¡Ù�《GH》K£"K、�0�A，6ôZUM《GH》0¼gÑ《G

H》0K|、Þ"�0±MOIA。¡�¥¦�Tz，Ù�《GH》¡M?ÐB

Ö\K08OÛ!，-br�lmo108pqÑtÂZ=n?O|、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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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M。Ù�《GH》¡EL08¥VKùú，CEF%_§Þ"�00T±

�，ª_§o)�ûO�=>，Ù�zÒ��O�Û。_�，CEF^_|

"�0T»Ù��ÓO�K，ªÏ_§¼½¾《�0¿N》��OELUM

�0N，0Ô»Ù�《GH》O�þ。

¼½¾'Í，y�Ù�ÔJÅO《GH》，Sw~�±¦，zN、z��å

ä，i»Þ"0è��Û《GH》~N±v、v�!1O�þ。瑒瑩 Z(M?，¼

��B“ÕMærÙ�a�ø¯±ä，ñ~Ù�BMp6、BMÊÐ”，瑓瑠S

�KÙ�《GH》，Ê«M?|"0TBÙ�0±rÖ。ö_�¼×Þ"�0

0T0ãå0TÅ《GH》Bñ�：

孔子所作之《春秋》，以爲本周公之凡例；則孔子於《春秋》，不過如《漢

書》之本《史記》、《後漢書》之本《三國志》，鈔録一過，稍有增損。杜

《注》、孔《疏》又不信一字褒貶，概以爲闕文疑義；王安石乃以《春秋》爲

斷爛朝報。瑓瑡

¼�¼�Þ"�0，NzÔØ;±Ý。ö6}ÅÆ《GHÚ》“Ô&ÇxÝv，

��1±ÝÊ，!1±Ùþ，N¦±x�。¥Ú(�Ò±，x@ë�±²Þ。”瑓瑢

±�，ÛØ�BÅÆxÙ�±þ)Ø!1±v，xZ(¢)ÜF!1ÌxÆ`

GH±/O�ç。ÔN¼�ÎyÓ�\ÝÅÆ�Ý，VOw!1�N"¦v，

�IPÞàOÛØÅB!1±v。¼�W_§Ù�RØ!1±Ê、N"±

0，wxÏ¼�ãå《GH》0ØN0ÅÙ�《GH》Oø�。åIÅÆ《GH》

0�wãå《GH》0，¼�ºi»öFx!1ØRT、N0角ËOø�¨ÃÙ

�《GH》，ù�x�、N¹��»，��wK�DNOø�，�êÙ�《GH》0

Où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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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¼½¾：《�0¿N》（+�：M¸"化�Óz&1'，１９８３)），k １９—２０。
_Pñ，k ２６—２７。
_Pñ。
《�µ�ñ·》ÊË[\;：《GHÆ:Óä》（�¸：�¸/0�%s，２０００)），k １６。



(9)±�)¨，>Þ"�0è�=>、�-<Aìü.|"�0è《Æ

:》�Ð�O9:，�C|、Þ"�0OIMß®¡�Ð�O9àP，�jÑ

S"à)、�����、R'Þ"�0Ì/K&rO®VD，(�;�¢

�0TêÞ"�0±?，�Î�ÜFÂÅJ¼½¾Sy"Ó�ËòÅÆ

�，Ê¡êõMÞ"�0T�ÛN_(ÅÆ�ÛOá-z，ÛØxÅÆ�

?'Þ"�0，;�¢�»Þ"�0OÂò，Áx|"�0è�R'OÞ"�

0B�Â。�N¡wëÂ�É#$O08��eâ、MãOR�Kn²。CE

F_§|"�0èR'OM?Þ"�0，ä¡Ó?Oø�，¿ÀåQÌ~Þ

^、Þ"、Þ0，xÔI|"0、èIÞ"0Oø�，PE|、Þ"�0>ø�

_�ÜFOæç，�=N1《N~》、UMN¦，�êM?|、Þ"�0±M±&

rK?N。

ú¡ôÐ《10�I》�，CEF`C*ñeQ|"0è»UM�0&r

O誤�。ö_§�0�OLM08NÀ，�¸V�íÁ：ëLæ“xèB-，µ

?±xþÏ。Læ±é(ÞT，ê《Q》、《¦》�SxþëB-�”。í“Læ

xèB-，h�ÞÊ”。Ï�w�，Læ¡ÐþP¤)µ?，xèB-，Õ¡-

þOÌÍP，ªwê《Q》、《¦》。瑓瑣 h¦ì¦`^£��，Sì《Ý�》，ì

¯�。瑓瑤 h¦ì¯�，ªê¬¯�ÜèÝ¡f>A:，Süý"�x�í。

_�，L¡ÊËP¤)µ?@ø"0，�xÜèÝB"0±�。瑓瑥 Ê©¸Ow，

CEF�B《Q》、《¦》±�xÄìzíÂ�¸@G，ëK�Ê#，íB;ë

"^，xÞ"¦ÒO《Q》、《¦》KL"#。ö��µÂ�}：瑓瑦

（一）《史記·太史公自序》：“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

（二）揚雄《劇秦美新》：“（秦）始皇剗滅古文，刮語燒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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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瑣
瑓瑤
瑓瑥

瑓瑦

CD：《10�I》，《CoóEFpq》，t １，k ７６。
£ô，®¯�'：《I��'》：“LÑå6，î¯�，̄ �ï¦，"Îû¡。”（k １１５９）。
CD：《10�I》，《CoóEFpq》，t １，k ７９—８２。《10�I》CVpCEFO《G
H》0À，wxw《10�I》±�，_zÔÂæ\0ä�K¿�±�ê，Ô¢《UMüýè
þÿ》oI|、Þ0À±�Î�(b。wx!"w¬ÅT±�。
CD：《10�I》，《CoóEFpq》，t １，k ８２—８３。



（三）許慎《説文解字·序》：“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

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絶矣。”

Þ"wd£xzõ!�:O"^，>�.z´1x)G"^±¾�5ðO"

^。>h¦í�´)_¦"^，Zµ�ó)ì¦，�¶)，\Þ"TñÚò÷。

ÃZ]Ûðó¦ô，õì¦Cí�µ)。瑓瑧 ËQLâ08gtO¾化，CEF

Ê86：“�Ö0°ñz¯�，L�Ö0�#，̀ w絶¯�±0TÏ。ö¶�

æ， �Mæ|Þ"±M。”瑓瑨Ôo，̄ �0———`ÜèÝ，KÄö¶OÞ"�

æ，jjlmôM?08Ñt。

�>oCEFzëu,`ò：�~Þ"，̀ !?£"0O《Q》、《¦》±

0，è`´`±0。öV�LM±7b0O&r：

若今古文之别，則戰國以前，舊籍相傳，皆“古文”也。戰國以下，百家新

興，皆“今文”也。秦一文字，焚《詩》、《書》，古文之傳幾絶。漢武之立

《五經》博士，可以謂之古文書之復興，非真儒學之復興也。逮博士既

立，經學得志，利禄之途，大啟爭端。推言其本，則《五經》皆古文，由轉

寫而爲“今文”；其未經轉寫者，仍爲“古文”。……故漢武以上，“古文”

書派之復興也。漢武以下，“古文”書派之分裂也。……雖謂兩漢經學

僅爲秦人焚書後之一反動亦可也。瑓瑩

ö(UO/)¨，ë(Þ"（̂ ／¦）OAT：{1xÅ>BÞ"（̂ ／¦）A:

O�?，�»O{1xzB|"（̂ ／¦）A:O�?。í(Þ"（¦）《Q》、

《¦》O¾8)¨：MÚÛø《Ý�》üý，̀ wÞ"（¦）O�ð。��>?z

Þ"（¦）�Ò@|"（̂ ）O¸Ó，Þ"（¦）(°�Ò，(°y�Ò，+@Þ

"（¦）¡MÚÛ¢°ø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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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瑧
瑓瑨
瑓瑩

CD：《10�I》，《CoóEFpq》，t １，k ８３—８６。
_Pñ，k ８９。
CD：《10�I》，《CoóEFpq》，t １，k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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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üý²¯�Üè，《M¦·`"Þ》þuèz《Ýÿ"Ê》ÝÎ，ñ~

“�üý�Í”；ù`M#$\Üè±0g。瑔瑠

5Ý±，CEF�÷æYA，°ÔB£" ／´` ／《Q》、《¦》±Þ0，K¯

� ／ÜèÝ±|0。Þ0OA:Í!G"^O&Ê，y"þ±|0±|"

（̂ ），A:廣"，;�Þ0O:|$Ñ|0，èB�g�s。(�Â角ËYW

UM|、Þ"�0OA¾，uvw�»(eQ|、Þ"0èUTøøY( 

MO�þ，CEF�dÂ_À¨角Ë。Ø±，¡CEFIÞ0、|0Ob�

z，gëµ\ÝÔM?《GH》0À，Îx《GH》0±ûÞ&r，ü-�êÔ0

8NÀ。xz°µÁ@I±。

　 　 （一）論西漢初之古學、古文

CEF�B，"Ûx#F《ø¦》、@<《Q》、《I�》、《$�》、《Q�》、

《%î》Büý，;Þ"50±²|&©，$b�x'¢Büý�， “xÞ"¦

�M$”。瑔瑡 öV�《M¦·5u:》~�Oë³NN，ù`>�Þ0 ／50，K

|0 ／ÜèÝ±Mã。

《M¦·5u:》~：“(=)*《ù�》¦，+×üý'¢F。¢�：‘bè

æÝ�。‘=),�：‘��'-./¦j？’L;¢Ñ0:1。”瑔瑢CEFò

'�：

“家人言”者，謂百家言也。諸子皆民間尺書，晚出今文，而《詩》、《書》

則古代官書，簡長二尺四寸，傳統相承，其體制與民間尺書不同。轅固治

《詩》，鄙黜《老子》，故斥爲家言。太后怒而曰“安所得司空城旦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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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瑠
瑔瑡
瑔瑢

CD：《10�I》，《CoóEFpq》，t １，k ９２—９３。
CD：《10�I》，《CoóEFpq》，t １，k ９４—９５。
2¢：《M¦》，�¸：o«¦¬，１９５９)，k ３６１２。



秦下令燒《詩》、《書》，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太后欲罪轅固，故以轅治古

文，謂於何處得此城旦書也。瑔瑣

�ë³V�，'¢F�|T，B�»(ÜèÝO5T《Q》，ë¼"¦Kf>¯

�¦ÞÊ_，í¼ù`>�ÜèÝK50J�±�。bëI�，¡《îlm

n》o�OÊQ?：

轍固生這“家人言”三字，出了大問題。……“家人言”三字，在太史公

《史記·五帝本紀》，稱之爲“百家言”。“百家言”大家懂，换成了“家人

言”，或“家言”，大家便不懂了。其實“家人言”便是“家言”，“家言”便

是“諸子百家言”。轅固生就站在經學的立場看不起“家人言”。瑔瑤

�ù`>�50 ／£"KèÝ ／¯��»±�。

_�，CEFV'¢FB5T，B《Q》±0T，¢�3，Õöx《Q》、

《¦》BÞ"（¦）±pä，V'¢FB“Þ"”0T，¼/ø(eQ|、Þ"0T

O�þ。¼½¾x�、4、5µè《Q》B|"�，�=>èxbB�。_�，�

CEF±§，M#"Û�±üý�BÞ"（¦）�，#F�:、µè《Q》�BÞ

"50，ÊK¼�、��、�-<¬±�fø³/。瑔瑥

¼、�v《Q》、《¦》±|、Þ"}�àp�_，x#F《ø¦》、µè《Q》B

|"0，�-<¼�#F:《¦》B|"0，Sêµè《Q》:R，没z�öFw

|"0。-bù`，Z|廣B�è�0N�V>O M|、Þ"0±v，若½�

Ôø�±Y，ÔNwz×AO。

４２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四期）

瑔瑣
瑔瑤
瑔瑥

CD：《10�I》，《CoóEFpq》，t １，k ９４—９５。
CD：《îlmn》，《CoóEFpq》，t ５２，k ４３６。
¼½¾《�0¿N》：“6《ø¦》z|Þ"±°，#F�:B|"，Ù���BÞ"”（k
７１）。�=>《10�I》è°#FB|"è（78：µr¦9，２００１ )，k ４４）。�-<
《�0¯º¦》：“û:á#F:《ø¦》。#FB;3、ÛF……��:±《¦》Sí�¶
Î，wB|"《ø¦》，L《ø¦》o±�0Ï。”（̀ �ô：《�@Am¦》，á¸：<§Þæ
�%s，１９９７)），k ２０７７。



�-<�ê#Fø¦0OA:，V�RØ《M¦》±《5u》、《̀ "Þ》¶

《¢M¦》±《5u》0�©:，《�÷'"》、=若>《Þ"ø¦·�》、£?@

《ø¦¢A》，<�《ø¦Þ|"qñÖ·》，x0《M0-R~》��。£?@、

<�K<B��q=���。=�~：

《漢書·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即安國所獻之壁中書也。

次載《經》二十九卷，即伏生所授之今文書也。（第四）

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寫之者，故謂之古文《尚書》。（第十八）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

經所勒者得其正。（第二十三）瑔瑦

x#F�:B|"（¦）。Õwý»UM《5u:》K《�÷'"》，Ý0#F

T，º没zI0#Fx|"Bé±�，Ïz《�÷'"》�Ã：

《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伏生所誦，

是曰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别記。瑔瑧

x《ø¦》±^z“CÒÞ"”±>，Ù��V“Ý‘CÞ’T，Ó~�Þ"Þ�(

Cp±。»ÞBùD，xCBù<，ñ�‘CÞ’，xÑC��Þ。”瑔瑨����

Ý，ù"O�þw，>�#F�»TB《Þ"ø¦》，�ETx|"（̂ ）�±，�

Ï@B¢�îJ#F:��Ý`OU,�þ。5Ý±，|"0、Þ"0O°v，

ù"¡��êîJ#F《ø¦》�ÜF±ä，�;�=若>�ê#F《¦》�，V

ÔB|"（¦）�，Z÷zU,ù"À§，ëB|"^�¦Ò，ëB|"�¦。

��，若}CEF�pä±Þ"（¦），VÔxÞ"（̂ ）¦Ò，若z(°�

５２錢穆《春秋》學論述及其所涉秦漢經學史　

瑔瑦

瑔瑧
瑔瑨

=若>：《Þ"ø¦Fn》，《ø¦Þ"·�》（P§：P§Þæ�%s，２０１０ )），k ５３、
１６０、１９４。
��ê：《�÷'"》（P§：P§\]^¦_，１９３６)），t １，k ６、１０。
《�µ�ñ·》ÊË[\;：《ø¦Óä》（�¸：�¸/0�%s，２０００)），k １８。



Ò@|"（̂ ）O�þ)¨，#F±¦Ä��VB“CÞ”，WBÞ"（̂ ）.û

L|"（C^）O¦Òá*，.�《M¦·5u:》��：“L�ê¦，#FGí

±，Ô¢/Hã，A«。Mp，#FÓÔ¦，«I�Î，Á�í��Î，̀ x¯(

�、4±>。”�J#F»Gí¦±�，ÓJ#CEFV#F《¦》0BÞ"（¦）

OuÁ。

ÃI�-<Ö《Q》0O}v，R《M¦》±《5u》、《̀ "Þ》¶《¢M¦》

±《5u》0�©:，《�÷'"》、《M0-R~》x0íK《Q·Ú》±�，dÔ

N，�y%�0µè《Q》B|"（¦）±�。��¼�K��±I|"�0O

}v�，ÔNLú�\M。�b�Ý，CEF�Ý，¡M"Û、bÛ�üý"B

Þ"（¦），åIw9w|"（̂ ）Ò@，ÐFÐBKÜèÝ�»O《Q》、《¦》

±§，wLùx@øO。

bõ，»(《N~》I0Þ"±Ý，yzB、NO、¼½¾Sx���P'

±，ùQRÞæ。CEF¼x=N1�IÞ"B�，ò'=N1»Þ"Oø

�，瑔瑩若�x《N~》±"，̄ ^：

《五帝本紀贊》：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

老皆各往往稱黄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孝武本紀》：群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

敢騁。瑖瑠

《三代世表》：余讀諜記，黄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

傳，古文咸不同。

《十二諸侯年表序》：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

成學治古文者要删焉。瑖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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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瑩
瑖瑠

瑖瑡

CD：《10�I》，《CoóEFpq》，t １，k ９８—９９。
STV�!ÎwN1±Ð，L M3)0TU÷V±Ð。`'Wï：《N~》，�¸：o
«¦¬，１９５９)，k ４５１。若b，x《Q》、《¦》BÞ"，>B M±|�，bíÑ.`(《X
Y¦》。
'Wï：《N~》，k ４６、４７３、４８８、５１１。



¬Î�o，�ù`N1»“Þ"”±¨©，Î《Q》、《¦》�±Þ"。CEFO

�Û，Nù;=N1�þ�ÃëcOò'。

Z¢，CEFZJ MÞ"（¦）±&r�ÖÃ：

“古文”書籍，自秦廷一火，不絶如縷。漢興，殘簡朽編，出於山崖屋壁之

中，一二大師，流落人間，私相傳授，遂傳於後。未及百年，轉益信重，遂

爲學術界之權威者，是亦多故。瑖瑢

bëI8，v�F/，xÞ"（¦）OA:BIJ�[，_(xi0T|"�

�ø(0"±¦B�[O角Ë，N�n?�09ï±5¬。瑖瑣

Ø±，qbTU，CEFV� Mo¢û�0&r，�n�]R'´`±

0O5ð±0。b5ð±0，¢�wx|"（̂ ）@，Õw¡îJO]K��6

}P，vz5�，w~|0。

　 　 （二）論漢代中期之所謂“今學”

eQ|、Þ"�0è^¼½¾¶�=>，¡Ì~|"�、Þ"�？zôëc

OøNÁ，�xø(0"O�óüýB|"�。¼��OLQ?：“e\~Ù

�Òp´�，�Þ"；�¼，Ù�K#F�í¦，èAwÞ"。M#&íxB

F]，AzB²¬±|"，L�0TE|。ñMøüý�ó，�|"è。�>Þ

"yð±Å，y^vø|"±X。”瑖瑤x"^O_âB|、Þ"�¦O{�f

ø，Øxø(0"T，pB|"�¦。CEFÎ没zx"^¶ø(0"ÐB

N_Á，̀ ° MO|、Þ"�，ö��ëÂþB#$O08A¾¿�，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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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瑢
瑖瑣

瑖瑤

CD：《10�I》，《CoóEFpq》，t １，k ９７。
xÞ"（¦）B《Q》、《¦》́ `，CEFÊ-《M¦》±《¥ËÞ》�±，dfÔ《UMüý
èþÿ》，《CoóEFpq》，t ８，k ２２３—２２４。bõ，®Üa_§CEFxÞ"B
《Q》、《¦》́ `±�，SxÞ"（̂ ）ò''Wï�~“Þ"”。`�ô：《�|Þ"0×
A5I》（+�：+,\]^¦_，１９９２ )），k ７５—７７。��x'Wï“Þ"”BÞ"
（̂ ），ÎKx±B´`£"0±�Æ¾，ùx�®�Ï(°Oò'Â'WïO“Þ"”
�，»CEFØÊÞ08&r��rO£"0 ／ÜèÝOb�ËI，yz�.OËò。
¼½¾：《�0¿N》，k ８８。



ê Mo、¢û|0、Þ0°化OIJb�。

ÐB£"0§äOÞ"（¦）¡M#b@，̂ _Lh¦��"0±§，�

¥¦cÙ�《GH》Ïw¡Û£§À©�08de、Ã´"0s�z，f��

ã。���¥¦、�tÑc«Þ"�¦，ªwx¢{1ðãO¯�0^¹ø、þ

u�¬，R'Ù�GH0。�x，CEFV�：

故漢儒之經則本“古文”，其所以説經者，則盡本於戰國晚起“今文”之説

也。漢武之表彰六經，罷黜百家，亦僅僅爲今文書與古文書之爭耳，至於

謂儒説勝而黄、老、申、商廢則誤。瑖瑥

CEFÀWÃ，M¦ã5F，�c5¦，¡N7Ö\Pªwx58¬�，�

xö�：“ñ~±MÚx¢，Ý�Düý，BÞ"¦¯B�®g±h¼ùÏ。~

Øb58Á¼9。”瑖瑦

Gb，¡Þ"（¦）K|"（¦）O°vP，CEF{EK|、Þ"0è_

T，¡(öx"^°，�wi7Ø!Lx)O£"0 ／¯�Üè�O°v，p

ÔÞ"、|"OÌÍ。

Ô次，|、Þ"0èxø(£"0K9，ÐB|"（¦）、Þ"（¦）ON_，

CEF��《M¦》±《5u》、《̀ "Þ》K《��:》，V��~�óüýO@

ø�>K�¦ON7ÌÍíÁ，_(|、Þ"0TO§`。ÏGb，�~|、

Þ"±MO�>ÁKN�Ì/BÌ，ÏzÂ_Oò'。

uvw¼½¾}《M¦·5u:È》>«�óüý，yeVÔ@ø�>，C

EF¼}ju《å¦·Ü"Þ》：

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

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瑖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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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瑥
瑖瑦
瑖瑧

CD：《10�I》，《CoóEFpq》，t １，k １１３。
_Pñ，k １１５。
_Pñ，k １１８。



V�ÂZõMkz�óüý。�óüýO+@�¿ë³�>，üýO@øÝ

«ãM³。CEFV�，̂ 《12》、《µÔ》±M，《12》¡ÚÛ�Eøüý，

《µÔ》ZdÛ�Oø。lÛ���$ø《mQ》、《Þ"ø¦》、《ú×》K《Æ�

GH》，Ïw_Îà�。�ó(�¦¡�Û�øBüý。b�Î没z�~O|

"、Þ"�M±X。£¤�，G��±ñ，.ø《!"》üý。Zb，+@�ó

üý。瑖瑨

õM�óüý¡n¨P，Çi7 Müý"O�D，Ñ�《µÔ》、《Æ�》、

《mQ》、《Þ"ø¦》、《ú×》̄ ¦zo，��¡��*Mü"OR�ýo，�

s(¦O:|BICp，�x�x+@K>�â°üý0�J±�，G�z¢

)¡ûÚ�，qrKíéMø《s�t》K《Æ�GH》、�Û�ê°KüuMI

《12》、《Æ�》�v，x0wÛ、xÛ�ÌÍK��M$µ:�v。瑖瑩 b`B

|、Þ"±M。Ìx^b？CEF��ëÂ�þ，�ê《Æ�》ÜF^b%OM

$，KÔ¡M?E|±-z*。CEF�：

此皆當時所謂今古文之爭也。其爭點以《左氏》爲主……其用意在請立

官置博士，與禁抑其立官置博士而已。然當劉歆校秘書，初見古文《左

氏》，則《左氏》之傳習猶未盛也。故歆請立官而諸博士或不肯置對，“猥

以不誦絶之”，是當時諸博士多未見古文《左氏》也。及東漢時，范升、陳

元之爭，范升奏《左氏》之失十四事，又上《左氏春秋》不可録三十一事。

李育、賈逵之爭，育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何休墨守《公羊》，而亦兼治

《二傳》，故著書論其得失。是當時雖阻抑《左氏》立官者，亦未嘗不誦習

其書。則書籍之流布傳授，已不如西漢之艱難，故學者得以博綜兼覽，實

不必有賴於立官之博士。此則當時一大進步也。瑘瑠

(r<:yO角ËÖI《Æ:》O×A，_�ÏV�UM08±��!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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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瑩
瑘瑠

CD：《10�I》，《CoóEFpq》，t １，k １２０。
_Pñ，k １２１—１２３。
_Pñ，k １２３—１２４。



"0，¡《Æ:》$øOR�o，!¡f>BéOr<2;，�Rë�øø、×

z、I7K�{9×O¿�，@ø(0"Oüý，Ä|/»ûz"mé�ÐB

}/¢¼O《Æ:》0IJ�，08�*OA8Gb�xg¬。

(Ê/O角Ë¨，CEF�BM?|、Þ"±M，ÔN~Â誤ò。ö

V�：

且當時所謂今古文者，考其實，亦均爲“今文”而非“古文”。故前漢有

“今文”之實，而未嘗有“今文”之名。後漢則有“古文”之名，而無“古

文”之實者也。瑘瑡

"o�>“|"”、“Þ"”>V"^，�I�¦�08}v。

ÿWCEF�~“y^z‘|"’”±X，Õ《N~·5u©:》>“Ù�z

Þ"《ø¦》，��1x|"«±”，Ïz=N1�êÙ�1x|"（̂ ）:�Þ

"《ø¦》ë��C，VOÏw"^PO_。�xCEF�Â�þw#Ë，N

ùÐBò'UM�0NON�。���~“‘|"’±N”|？VOèwø(0

"±÷æ，�x|"（̂ ）:�、�Ò，wx�B“|"”（̂ ）�¦。CEF«x

z�þB�：̂ 《ñrn》：“wõ¸Þ"±:，Õ《ø¦》�C。”WØX�OÊ

Q?：“#FGo¦，N‘Þ"’Ï，�u、 �±]，x‘|"’«±，:¯üý，¢

�G�#F‘|"’è±�，bMÔXÏ。ÙG¢‘Þ"’Ï，Ù�1x‘|"’

«±，¼KüýÌxø？��Ù�1‘Þ"’è±�，b.MÔXÏ。”ö��è

Vê：“íè±ø，¡ÎØ%��，¡"Þ|Ï。”5Ý±，#FKÙ�1《ø

¦》�BÞ"（¦），èBÞ"（̂ ），¢�x“|"”（̂ ）«±，w�“|"”。瑘瑢

�ÎOá-_Î&F¡Ôö÷æ，CEFèdeý»《t》、《Q》、《×》¡UM

OA:。

ö�B《t》¡MÚBøüý，x!BÞ"（¦）±ñ。�~Þ"《s�

t》、《̀ "Þ》“�txoÞ"《t�》��、Q、Ô��，�E¶å��«，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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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瑡
瑘瑢

CD：《10�I》，《CoóEFpq》，t １，k １２５—１３１。
_Pñ。



《s��》KÞ"_。”wMÌ°zÞ"《t》，Õ>K|"《t》å/ø。_�

《¢M¦·5u:》：“õ�sÂ:《t》，!xÞ^，yÞ"《t》。”瑘瑣CEF�

B，�~“!xÞ^”T，nµè!xÞ^，è`s�:¢，èxÞ^。ù`

《t》¡ÌÍPKCB"0O《t》，没z_，_�Ïz�Ò@“|"（̂ ）”O

¿�。

¡《Q》，CEF}£1a《M�Þ"!¯�:ÿ》�I：“《MÞ》、《mQ》

í��Ø，ÝÔBÞ"，《�>m£:》©3��Þ"x¦，èå《mQ》。Z

¢Mhx《mQ》KÞ"《ø¦》、《GHÆ�:》Î>，>xµT_B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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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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