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傳》接受與貞觀視角

———以《群書治要》截録“華元食士”爲例 ?

張瑞麟　 林朝成

提　 　 要

貞觀五年魏徵等人編纂《群書治要》，該書究竟有無思想内涵？如果有，應

該如何把握？根據序文，魏徵意圖編纂一部不同於《皇覽》、《遍略》，講求文義、

見本知末、治國理政、合時可用的經世群書文本。因此，如何從截録自古籍的文

句，挖掘出藴含編纂者詮釋的叙述，致用就是問題的關鍵。本文挑選《群書治

要·左傳》裏的一則記載———“華元食士”，以此爲切入點，透過文脈的分析與

語境的掌握，明晰《群書治要·左傳》藴含異於《左傳》的視角與意義。文分三

大部分，一者，以經典還原的方式，掌握《左傳》取捨先後面貌，以爲詮釋基礎；

二者，透過掌握“華元食士”記載的歷史解讀，定位唐代解讀的取向；三者，説明

“羊斟敗國”到“華元食士”評價觀點的異同，以及透過《貞觀政要》的語境外證

與《群書治要》編纂意圖的内證，彰顯此思想的内涵。經過以上的分析，藉由

“華元食士”叙述取向關注“恩結人心”的情感、重視“屈己得人”互動的人際經

營，顯見《群書治要》擁有反映時代的思想特色，“以編代作”的詮釋意圖，所以

持續從文本的比對與詮釋，拓展《群書治要》的思想研究有其重要性。

關鍵詞：群書治要　 華元食士　 貞觀政要　 左傳　 魏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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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左傳》接受與貞觀視角　

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ÅÆñ，Ù��¬Óä：《GHÆ:Óä》，k ３６２。
òüýV�“�，¡²�x¥±±~×”ëÑLÞ�，§Z“H�±�¡¦'ê²�UV，
û&Á²�»ì¦�，¬8¦õ，'L~±×。”̀ �編ô《GHÆ:ñ》（�¸：o«¦
¬，２０００)），k ６５１—６５２。
��OE°，̀ (ÅÆOñò。ÅÆñ，Ù��¬Óä：《GHÆ:Óä》，k ３６２。
_Pñ，k ３６３。



�Ý，《Æ:》NwÂ6�êÂå-~�O*�。��，?NáöoOG²、@

�w#$、%éO，ÿën²Oa¢Az#IGî*rô，Ï�w�2�n²

ÎIwÁøO，《Æ:》uv§~òPO��)KòzO2��tý»，Óùþ

B¨k�àÊOËÍ“å-�k”�»¡O×A。

Ôµ，«é+²O©´。(l«6éO角Ë¨《GH》O�³~�，��«

é0å1w�JO��，Ï�Núæ�zjÃ^²。��，_(《GH》ª�

]¥Üô�!O�角，《Æ:》®§³U�!OuÒ，øÞO�´�«éOò

*+²。

jë!�wz*«é-�Ëå¢K2�O{8，《Æ:》~�：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

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

來奔。瑑瑢

º»b�，《GH》SS~�Ã��«éÄ�B¬，Îye?¢7O&r，《Æ

:》ÝJ�³-5，ú�!�xÊàÊOÄÂò。R，¡å«¬O�«é

ËOÝJà�ê±¢，《Æ:》��q!K2�O»�，®¯«éO+²。ë

Ò)�，�{Ä°，Ì¬±²？äE±W，̂ Ììù？R，bÃ«éª¡`2

��E�Ý“�±W�Ï？”，³Q±�6±Â«éO´+，ÏrnÂ《Æ:》O

�。瑑瑣

jí!�wz*«éµ�ª¶.T·¸O.»，《Æ:》~�：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

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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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瑢
瑑瑣

ÅÆñ，Ù��¬Óä：《GHÆ:Óä》，k ３６２。A¹，Åñ：“A¹，2�Ï。”
<ºû»�B：“¼�ý�Ï=±8ýK，ØwéM，Ë�½±，éèØ��。”.�：“�
�Ú���，2�KÑ��，ë¼M×Å´，ë¼�1¾f，UU*t，�B«é¿À，�x
ìÔ{�±FÏ。”ÐBò«《Æ:》�JPO�¨，b��ûfÿùú。`�ô：《Æ:
;Á》（+�：]�¦¬，１９９３)），k ６８７—６８８。



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瑑瑤

b³(«éËOEp�ù¶Ep»�r�ÚÂ，Óù`《Æ:》4�Å¢U

�±�t，ú«éOBö¶±Ë，@BùÄËòO»²。/Þ�Ý，bB¦Òù

(UO/)¨：Ôë，ÌxBzO.TÁÃ>/ØÄEB/¯、ò(PVO«

é？Ýõ±§，ÓQª�«éÏf�p，xe�ÅæOë/；Ôí，*(�à

Orn，若�Å³�J*ñK2�O{8，�Í«éOå“Æ”；bB«éBÇ

.±�PT，µ¬�Z�Ð，ÈéÇ.TOÄÉKÊ&，Ô>O»�，ùÅBÓ

n«éO“,”。-bùr，�R《Æ:》OÅ角�¦ÒO«é，{���OF

&ÄË化Â，ëÂy`(《GH》OøÞ+²Ä+©ã)Â。

�-xPO�Ë，ùxQ?¨Ã《GH》K《Æ:》±>，WzÌk�^O(

°，èz�Ø_OÓn。R，《Æ:》ÌÍOüý化Kä{Oê�化，�N

úb�!Où«à/B+£。ßk¬æ.wN(bÁ，ôµ(《Æ:》ÌÍO

¹n。Ïw，BÍ�《E¦\¸·Æ:》bBÓnOw^bOÎ�|？z没z

u,O§ä|？^|zÂ@hOÎ�，U�ý»，ÔføàØ�QªÂôæ

ù°ÅO¦Î。

《E¦\¸·Æ:》K《Æ:》£xý»，ùx&nßk¬æ¹nbB"

m，µþLw�Ç，ÎÏu。@Gw《E¦\¸·Æ:》ÌÍOÇ@，¡Ð¥

�kØ《Æ:》OUÂ(°，ëwjë³“ÝJ�"”OÅÑ("^，íwjµ³

“2��1”±��à"^。Ñ�ÅT zÔ"，“G”、“é´¦?”K“b

�”¶ð，¢T¼wâÂàÊO�n。

R，¡¨��Ço，ªQª��ÇO±Î。zíÁú�jÑð:：Ô

ë，²6O¬"。U³"^ÒÓã)，rnOÎ��Ôw@!^b，�SS

ÿ�+]P^ÑOÔ�~�，Ê©¸OwÌÍP�§TUO\Õ。ßk¬æ

xjë³"^P6jµ³"^，ÂåÖz，�Í�¡§äO��PIÝU�。

Ôí，8�O~�。^P�J，《Æ:》LwxÝ³j、µn/)×�b�!，@

９７《左傳》接受與貞觀視角　

瑑瑤 ÅÆñ，Ù��¬Óä：《GHÆ:Óä》，k ３６３—３６４。



z《Æ:》O¦ÒTUKÓn�§，��《E¦\¸·Æ:》O³8，ª��Â�

ÎOb�。5Ý±，《E¦\¸·Æ:》OÌÍ，Îw《Æ:》�J"§O©

n。jë³Kjµ³ÌÍO§³，��wz§¥ù/“«é�ý”�!O§ä。

6b，Ã次�Å¹nOÌÍ，Å¢³Oà��z_。Å³a{�O~J，若ø

N(b，BÂ�ÃàÊOÓn，Ë>xjó³“å¬«é”)Ø6。-bùr，

《E¦\¸·Æ:》O���!>¡¢³，Å³�@BabÙíOÐ。Z(

@B®ÁO¢³，BÌ~8Øjµ³|？x*rà)�，jí³_Î&0{�

0Ô@�，jó³zôì_SÒOæ_，jÝ³_ÎSÒ«éO+²，Î?»

ûñ�àKF8à。Gb，ßk¬æ¹³jµ³OÌÍ，.zÔu,O*1K

�。xz，-UO/O�Ë，̂ ¿�ê±。

三、 《左傳》的接受：“大棘之戰”的詮釋變化

¡ò《E¦\¸·Æ:》b¼ÌÍO§{Å，E¬\ÝÐÄò«K6é

Oá*，z®(Q?SJÔoO¾化K§ä。^P�J，ü�Z《GH》，

《E¦\¸·Æ:》b¼�JNw*r《Æ:》Ý³ÌÍ，¿)5Tz¯%n

/O*ñ，BÂ�¶《E¦\¸》O*1，å*U�O^n!'peï，

:IO®Áù¡æ_´�OÿWP。xz，�ÚÓn2�、«éK�ÚO�

*�ùI8。

　 　 （一）羊斟

¡《GH》O，å�/Û±{O¦Ò，Ï�0«éKËFU��，G�ò«

“å-�k”O->Î/，Vt«éRÜ�&wØ�Oqþ。��，zÂ《Æ

:》O�J，ï&»²¾%Â，“å-�k”ë��(ÿ!ÑtÂ#$，ùR'O

->Ï�¾/Â。

QR《Æ:》O�J，úæQ?ÂòÃ´@“å-�k”O*�，�¡2�¡

¢Ñ�。《Æ:》Ï“æ�~”O+]，x“Iæ”、“�1¾f”、“µfx¤”¬

��w¥¼�2�OE¬。¡�KËO�tz，《Æ:》O�þ�j@ÂÓ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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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NP�R¿?5TO6é，ò«RòÜFÂ�eOsÊK¾化。瑑瑥 ÊÞ�

Ý，ù�°Bµ,ò«~t：１． }�rä：åò�1；２． `áW�：rKz

,；３． �Ë�I：»ç(。

　 　 １． 據德知義：無良敗國

°《Æ:》O�8，��zUÂWpOùú�8，ëw)Ø(Âæ�ÜF

Oác，wa“�”OúC，Èõn，Ï没zÄ³PÝ/:IOùú；íw¡1

±“1”Ob�z，ÂÞ±“�”!þ¤ÆÞß，ÊÈx�ä1。-b，¡à

ÅÂÞO×Az，2�@Âáâ，«é�(��ã&O�à角§，�¾Bé)

ÎOKà角§。ÕP�,¨þO，̂ ÅÆ（éä，２２２—２８４）ñ“《Q》�~‘æ±

åò’T”½：

《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瑑瑦

ÿï《Q�》，>wV《角å》：“f±åò，�ÆëO。é�ú，Z¦C'

«。”瑑瑧�+)�，êªÂ“Æ”xÀ.2�“�æ”O“ ”，�jÏwÿ!Oò

�，Õw若£Pñ“»�：‘IWÏ，ÔæÏ。’”½：

叔牂知前言已顯，故不敢讓罪。瑑瑨

��ÅÆwÄ_《Æ:》wI�8OÅ角，Gb¡Þ¨Ôáöz，+@2�“

ÃúF”Oò«。Ï�w�，¡“�”—“Æ”—“F”O*rz，2�Ë>éÃ�

wOÊ&。z*(b，ú;�p（¥-，？—８３）、üu（bü，３０—１０１）K�ç

（�\，？—１９２？）¬¡«é¶2���ËaO�«P»¡°±，Õ`øI角

１８《左傳》接受與貞觀視角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µ《:》ò《�》，Øwx`(《�》O«éB�[，µ《:》>è{zlme&。���K2
�ÑÁ`(《Æ:》，Õé«éOò«¾化，èt±�¾。
ÅÆñ，Ù��¬Óä：《GHÆ:Óä》，k ３６３。
m1:，��Á，Ù��¬Óä：《mQÓä》，�é�ß：《�µ�ñ·》（+�：̀ "^¦
_，２００１)），k ５０３。
ÅÆñ，Ù��¬Óä：《GHÆ:Óä》，k ３６３。



ËO�¾，Z�Ù��（¥�，５７４—６４８）¡·ò�Ïw6(ÅÆO�þ，Ãn

b2��FOáö。瑑瑩 åæßÂè（«�，１１７８—１２３７）Ï¼�2�：

戎士尚節義，故訓之使知義。如羊斟之徒，是不知義也。瑒瑠

“ä”O“r”K“r”，�ÍÂå5¡5äùú@¼�8OIÁ¶Ö\�ËË

°O*1。_�Ïrn�»2�-õ¡¬BjÑÃÌ¡6�O¼�¾化。

《Æ:》�,6}6�ùúÐ�8O角Ë，ÏlmÃ�÷±õOò«，《�

é》w~�b�?Ä«JO÷æ，ÔÝ：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

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瑒瑡

K《Æ:》~�=�，³ZK《E¦\¸》�¶“æ�~”Oµþ�_，R�t

（�Ö，Å ７７ Å ６）ÐDÑ《4�》±o，þ`Çw《Æ:》}�¼�OÀ¨

角Ë。

　 　 ２． 見情察微：不知與有怨

x《Æ:》Å角B�Oò«O，���（üê，１１３７—１１８１）Ñ�Ï�：“/Û

±�，2�±FÏ。”瑒瑢FË2�，̈ þP�åfø，Õ(ÊÞOIJ)¨，�Ó

n�áË»®、##Å角OÁuÀÁ，ö�：

華元殺羊食士而其御羊斟不與，人皆以爲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爲待羊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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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ÅÆñ，Ù��¬Óä：《GHÆ:Óä》，k ３６３。
ßÂè：《GHÆ:¸ä》，̀ äë、 ì¬|Ò：《b^"¹`óíp¦》（+�：+,\
]^¦_，１９８６)），t １５３，k ５１８。
�t¥；tä4��：《�é��》（�¸：o«¦¬，２０１９ )），k １０７—１０８。îD4Ñ
《Þ|�"sß》7qØ�´O《ï�(》，̀ îD4，ý/4：《5編Þ|�"sß》（�
¸：¦¸"m�%s，１９９１)），k １２９４。
���：《Æ�:7�》，̀ äë、 ì¬|Ò：《b^"¹`óíp¦》，t １５２，k ２１３。



之厚焉。元之意豈不以斟爲吾御幾年矣？……今日饗士，吾肘腋同體之

人，豈計一杯羹以爲輕重？姑及疏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

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忿戾勃興，

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覆喪師徒而不顧。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

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瑒瑣

���\ÝOøI6}，�w“æá”，̂ _ö��：“]z±á，¢zQ±�ð，

ð±�QT，ùWÏ。”æá�K±7，zÌ�+ñ±õOUVùú¶_Þ

±á。瑒瑤 -b©5ò««éK2�{8，¡»®æK�、áKËO%ép;z，

;�ÀÁÓnÂjÃàK#Ëà。x2�)�，����Bö±�xz¿é

K¿1O“�æ±¬”，6!@G`¡(“r”，G“r”O�ò+¬，c;å

þÌéöæ±?“§”，Ï"Cþ(nN®äO“�”，ù~CÞ�æ±�p。Z

(，«éO/，ðÂêªæKæ±>¡�){8z.zOá�õ，Î?ËÍ¡

“K”o²À“_Þ”O“ÏQ”±§，ù~Cò«éO“æ�±�”。^bOò

«，(8I)�，�xw《Æ:》üÆ«é¼�2�OÑt，Õx“»Ã”Å角，�

áËó�Â“K”OËò，¼rnÊ£ôÚOp;。Ï�w�，¡���Oò

«O，Ó/BËÂ“æ�xBÃ2�±ð”O$A。

ÔN，“æ�xBÃ2�±ð”wëÂ*�×A，ÏQªÂ*�¦Î。Ã¨

zë³IJ，����：

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爲人，樂易慈祥之氣，温

然可挹，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斟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下至隸

役之嘲譙，亦逡巡退避而不校，則元豈寡恩者哉？元尚能恕斟於既爲變

之後，乃不能撫斟於未交兵之前，無是理也。此吾所以論元之待斟，蓋厚

而非薄也。瑒瑥

３８《左傳》接受與貞觀視角　

瑒瑣
瑒瑤
瑒瑥

���：《õ�EFÆ�ü$》（�¸：o«¦¬，１９８５)），k ２４４。
_Pñ，k ２４３—２４４。
_Pñ，k ２４４。



Ê³IJO¸O，åIwü:«é“8z�y”O�þ，���OÀÁ，P±z

ñ，Ý±@Ë，þx�“ð”B“Q”。R，6}���OT'，Ó*ùx\ÝÃ

UÂ©¸O¦Î：Ôë，¡Ê&2�±õ，C*ñÃ“2�±,”，G�YÅ«é

OÝ¬；Ôí，«é�yKÃðO�p，@BÂë,õÏÄ6é�:IO�þ，

Ïw����ü.O@G，��Í�bÀÁO»¡K&rCzë³�

O�>。-b�Ý，���OÀÁ.wÊ#ÅæO*ñ，xÁÃO<`，��Z

#àOò«。

}b，-���iÅ½:，�Nù`ë�R'¾化Oz²。^《��G

H·E<9·W�》�Ý：

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遂

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

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

知已，然後可也。瑒瑦

《��GH》wxB�O角Ë)kÑ，�xN(��TAì“wvHp”、“r¶

rC”，�p«é¡z·MOá-zÄöwùøùO8²。《Êá�·÷>

!》¼“2ø��å1ù”K“4úð�ûü�”̈ ýÎ©，§¡Ü�õæû

z`�rô、àýy�O<`。瑒瑧 �=O�þ，Ï`(��O《��》，�þ�：

智者，識輕小之爲害，故慎微細之危患，每畏輕微，懍懍焉若朽索之馭六

馬也。……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郈孫以鬪鷄亡身，齊侯以

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

下笑，不慎故也。瑒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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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瑦
瑒瑧
瑒瑨

eaÿ：《��GHq'》（�¸：o«¦¬，２００９)），k ４２０—４２１。
Ìç：《Êá�q'》（�¸：o«¦¬，１９９８)），k ７４２—７４３。
�þô，!Y"�'：《���'》（�¸：o«¦¬，１９９８)），k ３３６—３３７。



S4úK2#�ÎB�O+]¶《Êá»Ðò》�_，Î?D(《\$jµ�

µ》±o，xTê“a�\�”OÀÁ，�§èw�=。Z(åæhØz¡編

|《~|¹§》�，�Â6��é�ùg《I$(》“G�M/”o，ù~(»

Â�,ò«O@�。瑒瑩 R，Ñ�“a�\�”ÀO��，úò«ÜFÂ��O

¾化，ÕÓC±§�yz¾øþ«éOÀ¨角Ë，2�&Þ±“Æ”K“,”ÇÄ

°Å。¿À%äé《&á5Ë;'4l~》：

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

猶克能稱，以垂到今。矧兹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瑓瑠

b"O�AB“'4”，(~«éO“8T0”K)¶ÆO“ýz*§”，Øw

BÂt+��æèCÃzaOë/。Å,《²÷》¼“Ø-gc�”B¸)

�Db³ñ�。瑓瑡 êi�《áN》Ï�Ã�：

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

取禍，觀夫庾悦亦鵝炙以速尤。乾餱以愆，斯相類矣。瑓瑢

“®”.Ñò««éK2�、/jK��OÆ¾，èwë�vò。R，Zú

�ôæ*ñOw，��ãæOò«�ûzë,ÑÑ“{8áö”OuÁ，ÓK�

��“»Ã”OÅ角�ð#。5Ý±，ãæwÂ“{8áö”)ò«"!OT

U，ú"!O�JÜFÂ5§。

　 　 ３． 依理推論：存疑不取

å?/¬Oç�z�g±ã(ã?ø50ï（Aã，７２４—７７０）、}1（ü

q，ã/2�），UæÓwº»《GH》��¿µ:O¾�à�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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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hØz編|：《~|¹§》（�¸：o«¦¬，１９８８)），k ３２２。
%äé：《&á5Ë;'4l~》，《%�õq》（P§：P§Þæ�%s，２０１７)），k ４４４。
Å,：《²÷》（�¸：o«¦¬，１９９２)），k ３８８４。
êi4：《áN》（�¸：o«¦¬，１９７５)），k ９２５—９２６。



７６８—８２４）《567》z½：“《GH》µ《:》8_`，Á´m�ï�h。”瑓瑣Óù

ÅÐÒ+。-ä0ï、}1O��（ü9，？—８０６）|JÂUæ»(b³ò�

O¨þ，瑓瑤Ô§B：

左氏説：“宋敗之由，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啖子曰：“且軍士猶

饗之，況其御乎！御既寡且親近，必無不與，故不可從也。”又言：“以贖

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于鄭。”“既受贖，許歸華元，何用逃乎！”又言：

“華元巡城，城者謳，華元之御答以‘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棄甲者，譏

其喪師徒也，豈專惜甲胄乎！華元賢臣，豈肯以多犀兕文其過，輕答城者

乎！皆近誣也，故不取，又非解經之義也。”

榖梁曰：“盡其衆以殺其將，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趙子曰：

“按軍敗身獲而云不病，此説非也。但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

之，有何褒貶乎！若欲褒貶之，乃足見其不身先士卒爾，何得云善也！晉

侯夷吾之見獲，爲馬陷濘中，師實不敗，各依事實而言，無煩曲説。”瑓瑥

U³ÌÍ，°vw0ï+《Æ�:》ò�µç;，K}1+《µÔ:》“Ñ�

Æ”�OÝI。(0ï��Oµ¨þ，¿�：2�OE°z“W�?Ï”Oa

à，ù"ÜF“K”Oá-；å�U1W��@¬æ�$，«é没zA¸

Ë；EBé0O«é，ù"z"Rì�O¬B。-b，ùrºw�}�Ë.>

&rO:4Ð�I，ûzL}OËà§u。Z(}1O/，�B《GH》O¦Ò

Ïw�“�N”、“次j”O�ÀÓn，若p¸½ÜÔoùrO“��”，«é

“EEý;”kw�ùO*�，_Îw��Ë)�I，��K《µÔ:》_O

`ò。0、}íæN�ÓwO�Ëò«，Ñ�ÍtGBy®0�-¾ø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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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瑣
瑓瑤

瑓瑥

5�：《567》，̀ C¥r：《5<�Q�)q'》（+�：0§�%s，１９８５)），k ７８２。
��!X�=，Gø>ä?�z。K0ï、}1O*¹，�þë，|(%äé-ä�。6
}��《GHq:7çÇv》�Í《GHq:7ç》L“|0、}±�”，ùrÀÁL°vË
aUæ。�=：《GHq:7çÇv》，�=編|：《GHq:7ç》（�¸：o«¦¬，
１９８５)），k １。
�=編|：《GHq:7ç》，k ８６。



�A('/化ORò，Õ�N"��Ùb?ðë�@A¡;O�þ，0Ô^

“�?Ï”±s，x«T±áËÏÑ"!Oò«O]，�N"åÞÞ÷x5§，

-���O=�ÀÁ`ù`�。

　 　 （二）華元

K2�Oò«�.，*(«éO�ù，Ñ�《Æ:》¡QBå"1ë�Px

“æ�~”Â5��¼��：“«é、b3(wj0。0，\C¶tTÏ，wx

#ª�M。|í�T，æF¼úÔt，ª.ÚÔD，wTæ(EÏ，Ì0±

B？”瑓瑦ÕÊ%�*�·O¦Ò，̂ EÑ?-、�E±/、FH±G¬，¼øzÂ

éT«éOò«Ot。Gb，ÅÆ¡ñòb³���，̀ ¶�b§x&ê±，̂

ñ“ø¦æõ，7�Ñ。”Ñ，̀ �：“7å.æ�¢Ñ，ÝH。”xÍ«éz×；

ñò»2��，̀ �：“«é`�½±。”x�«é³Q；ñò.TIë�，̀ �：

“«éJÔ�，K�Íp。”bÂ6Üô«éOLM。瑓瑧

K《Æ:》©¸à�>O《µÔ:》，Ïwót(Ó/)¨Ã«é。《µÔ

:》½：

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

不病矣。瑓瑨

(“�”̂ NFB/$I，ÓÞn《GH》ë^��OuÁ。6}《µÔ:》ir�

OT'，“K”K“Æ”�8，C°�Í��{åFOüÆ±§。B±ñòO

qç（Ú�，u ３３９—４０１），Ï6§T'�：“«é�p³é，ñK��±。”.�：

“EÝ�k�¢Ý�，r«é�p�，4��¢`�。”瑓瑩CÂ6ËÍ��K«é

OÀÁ。��，̂ bò«¨]，OÝ¦Î=廣，&«->=³，±`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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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ÅÆñ，Ù��¬Óä：《GHÆ:Óä》，k ４２７。
_Pñ，k ３６３—３６４。
qçñ，òýP·：《GHµÔ:ñ·》，�é�ß：《�µ�ñ·》（+�：`"^¦_，
２００１)），k １１６。
_Pñ。



ÌÍ（Q1，１２９—１８２）����ç�：“¦‘�’，�F�Ï。^4Æ«é，>

z¾"。”Ïwqç«Â��（y@，１２７—２００）O�þ)化ò，���：

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

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身獲，

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績”，非變文如何？瑔瑠

��wqUM�0/@O©¸5T，Ô`òØwôæ©Å。QR«"，Sù

`��Ó/ü.ÌÍ“¾"”O×A，Î?-“OêÔ°”ë�ÊwÂ6R�“-

�E�”O�ä，ú«éRz“é¬”±��øÅ。

《12:》»å�/Û±{Î没z��¨þ，ÕÌÍªzÐñ：

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瑔瑡

8#P"�ÃO�ç，ùrEB120O©¸0T，ÌÍ»(«é¡b�!O

¨þw¿/O。Õw，�^_�º（@�，１０１９—１０６８）»(ÌÍñòd1í)

K@1�Ý)���O�ç：“bë«é±E，�SåxE5±，�Såx°/

±，wÌ>/p。”瑔瑢.½：“若N5±j，若N°/j，ÌíµÏ？”瑔瑣»¼On

²，ÔNÏÓ�êÂÌÍt�DÁ、z�z�、°EÎíOò«O]。5Ý±，

`;ÌÍ«�Âë(°E5«éOZ6，Õ“é/¯”O+²，¾w�:ò««

éONV。

µ《:》±¢，å?0T»«éOò«Ón�T/O°±，̂ ×夢�（÷{，

１０７７—１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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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瑠

瑔瑡

瑔瑢
瑔瑣

qçñ，òýP·：《GHµÔ:ñ·》，�é�ß：《�µ�ñ·》（+�：`"^¦_，
２００１)），k １１６。
ÌÍñ，ÄU·：《GH12:ñ·》，�é�ß：《�µ�ñ·》（+�：̀ "^¦_，２００１
)），k １８９。
�º：《GHd�》，̀ äë、 ì¬|Ò：《b^"¹`óíp¦》，t １４７，k ３０１。
_Pñ，k ３０５。



華元獲再見宋，華元盡力於戰，不以獲恥華元，善之也。瑔瑤

`òKÌÍø，�B《GH》±§¡x“�”�z«é，�wop«é"“±*

({”。®V（õ&，１２１３—１２８０）S~×�O�þ，Ï«JÂ}"#O

ò«：

歸生雖勝，卒爲弒逆之階。華元雖敗，不失爲賢大夫。信乎！聖門不道

戰功也。瑔瑥

}�ò«�.ÑQ�6{�，6�w66±��，¡V�（ê�，９９２—

１０５７）《GH�£&�》oC"¨Ã，ÏwV�©¡êª“E�1�ËF”�y0

(«é，瑔瑦}�¼ÂÝ“õæ6{�”，«éÑ�ÎåÙ(“é/¯”O+²。

Kb��zv，̂ ê�（rs，１１０８—１１８１）�B：

嗚呼！百乘之車、百駟之馬與一食之羊孰多？有以見宋華元無統衆之

才，杜預釋之，以華元寬而容衆，非也。瑔瑧

Â6i×ÅÆV«é“³�Íp”O�þ，~�?±OwoÉ“;p±k”O�

çK¼�。×O（Ó¼，１１５０—１２２３）Ï�：

華元敗師見獲，逃歸，其材與節皆喪矣。雖役人歌之，而君子無貶辭，將

以所長蓋其所短耶？然則人材之所至，要亦未易論也。瑔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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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瑤
瑔瑥
瑔瑦

瑔瑧
瑔瑨

×夢�：《×�GH:》，̀ äë、 ì¬|Ò：《b^"¹`óíp¦》，t １４９，k １４６。
®V：《®�ñ�》（̧ º：̂ ];so"�%s，１９７９)），k １２０。
V�：《GH�£&�》，̀ äë、 ì¬|Ò：《b^"¹`óíp¦》，t １４７，k ７０—
７１。
ê�：《OWq》，̀ äë、 ì¬|Ò：《b^"¹`óíp¦》，t １１４９，k ７９３。
×O：《|0~Ý》，P§-./0ÞæÊË9ï�編：《påÉ~（j ９編）》（�Y：/²
�%s，２０１８)），t ９，k １２７。



Ñ�×OZ¢(��X->，Õw�Ê!�á)�，×OC�p«éw“8K

5�Y”，ê�rn���B�O¼�ÀÁ。êê�（üÂ，１１７４—１２３４）¡《G

Hqä》oÏ«JÂ��0�BF¡`�TO¨þ，x0dZ（PÓ，éüg

ý）OÀÁ，瑔瑩dZ�：

然則大棘之戰，由宋華元好戰致之也，故以華元主戰而罪之，師曲在宋，

可知也。華元逞一朝之怨，進不由義，出不量敵，乃至師衆大敗而身獲于

人。書“獲宋華元”著，大夫好戰之禍也。瑖瑠

;“*{”、“¤ëâ±Æ”、“g-ä”、“��r”±�V&«é，ù~C

wc(�O¼�。-“/¯*{”ë�Oº»à，ð²ÀGH�?×[b\

±§õ，ÊwÂ6“]”Vtåù?&O«é，《Æ:》“2��1”@Âå*

¶¸O��。bõ，Vë（�ê，１０２８—１０９０）Ïi×《µÔ:》Æ«éO�

þ，�B«é¡å�Ö，>;^�)，ª_jZ-�`�，《GH》�x¦Ò，

`w¸'�“F±”±§。瑖瑡 xP¯�，þ`¼�«é*6±}。

¡��ë、̀ ò°±Oå?，���¨Ã«éOÀÁZB©¸，ú�j

Ñ:I。����：

宋鄭大棘之戰，華元師敗身囚，其辱國亦甚矣，終不失爲春秋名臣者，蓋

元之爲人雖有寬縱處，亦有含洪之度。觀羊斟與入鄭師而敗……元乃

曰：“子之馬然也。”又如，城者之所嘲誚……全不與之校，聞其言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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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瑩

瑖瑠

瑖瑡

��êV��`0TOË0Å角w(]ËO±C±°)&péT，�K《12:》、《µÔ
:》“BéT?”O*Ë，zIÝ/O_。b>`Á�À¨角Ë�ÜFOR'¾化。`
《�`0T»�w1O�ù———x�`、dZKÃ�1B��》，《@/o"0¤》j ５６ û
（２０１７) ３*），k １—３６。
êê�：《GHqä》，äë、 ì¬|Ò：《b^"¹`óíp¦》，t １５５，k ５５９。�{
±�，è`(�º：《��GH:》，äë、 ì¬|Ò：《b^"¹`óíp¦》，t １４７，
k ４２７；Ã�1：《Ã�GH:》，äë、 ì¬|Ò：《b^"¹`óíp¦》，t １５１，k
１３７。
Vë：《GH�ò》（�¸：o«¦¬，１９８５)），k ２８４。



之。此二事，足見元之度量，深得爲上之體。大抵爲上有包含容納之度，

雖有小疵亦蓋覆得過，古人居上克寬之道，元雖未盡如古人之寬，亦足

以得其髣髴，所以能維持宋國也。瑖瑢

“²1è³”ë�，�êÂ���Ïi»«é�{�´@Oaä，Õ“MB

GHX0”O�þ，¼�ÍÂ���R6ÂÓ/�J«éOÀÁ。^Ìsò±

>OÆ¾？¸Ý±，̀ *ñÌ¡O��UV。����B«é±�xBX0，

(殺2�KCþ.T·¸U�，þx�Í�«éûz“Àb±Ë”，�³U

OË�Óð#(ÞæòPO“c³±6”，�Ïw«é�x“aPå1”O*�

@G。5Ý±，���Â6�{O“�d”eD，QRæá{8O角Ë，©5

ò«U�!，xÌ¡ùúOÞ¨KËÍ，ú«éOéò+²Ã次Fø。>�，R

ÔOfR、é°，�^?Nx»)Oz)，���>jrb6，ñ½：

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日與斟周旋，不知其肺腑，猶以君子待之，一罪也；

簞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乃與共載，託於死生，二罪也；情意未孚，而遽忘

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逢禍

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瑖瑣

Çw�æ7{8OáË)pÿ，�B«éz<æê、g±FªKe×Ýjµ

F，Rhe�X�~Ã±xæ�、ìªF、i¶MO�þ，i�e��«é�

N?�O°�，bÃFCIF，Ó^�~“zæ�±é�y^0”，w��(�

Oµþ。ñ!M0è<ºû»（b[，１８４２—１９１７）¡《Æ:;Á》o�Ã：

華元逃歸不怨叔牂，巡功不怒城者，一則寬釋在前，一則含容在後，兩兩

關映，皆爲華元寫照，所以著其賢也。瑖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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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瑢
瑖瑣
瑖瑤

���：《Æ�:�》（�¸：o«¦¬，１９８５)），k ４９。
���：《õ�EFÆ�ü$》，k ２４４。
<ºû»：《Æ:;Á》，k ６８９。



x"�8�BkÑ角Ë，�BU�¦ÒO§，̀ ¡“Æ”K“,”o+`«

é“³'”K“ÀÍ”O´+，Î¡U�»tzÜô«ééòO+²。`òK�

��=�，ùrbò«O]s(ôÚþtBæ�6é。

K2�Oò«�.，«é¡å?Ón�O¨þ°±èùiÅ½�。ðÂ

Å"�J，x»Ã*¹、{8áöß®*ñ«éK2�õ，KQ"ÒÐ�*?

ûz廣§A²¶lmàOs¦編|，̂ j�á《�l¦k》、�ul《̀ "s

ß》、Ä¤《#0~》¬，b�·©5°(KËs，Ðþ��èi7Zå、ês

¦，̂ 《=�89》、《Þ|�"sß》、《¥lmÿ》¬，»(DE《Æ:》Oò«

Ùb，.èÜFë�).。^!n《«é》：“yr4þoHI，]ò¦ppq

r。@ñ2�%Æ，|âBÖ�^Ì。”瑖瑥�ç«éHIO�Ö，³ZBÖO

"*，ù¡“BéT?”OR'TUO，��wIÝu�O。

　 　 （三）狂狡

ÀW“«é�ý”�!o�0O��，ùx¨ÃÑã¢R'O¾化。xÙ

��O�þBv，ö�：

軍法以殺敵爲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之。狂狡失即戎之禮，違元帥之

命，曲法以拯鄭人，宜其爲禽也。……人言在軍對敵必須殺也……是軍

法務在多殺，殺敵乃爲禮也。《公羊》善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以爲“文

王之戰亦不過此”。武王之戰既知不然，文王之戰豈當若是？審如《公

羊》之言，文王未曉戰法，其不能身定天下，豈爲此乎！瑖瑦

b>Qªµ¦Î：Ôë，wÙ��K《Æ:》ëc»��P¼�Oø�；Ôí，w

Ù��K《Æ:》OÀÁzv；Ôµ，w《12:》K《Æ:》O¨þ�Æ。E�

¼���)�，《Æ:》x“æ��”��¼�OÀÁ，Ù��_Î�B��“s

ÔBz”，ø�ëc。��，ÿïÔqþ，UTÀÁª»zfø。�《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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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瑥
瑖瑦

¼pÓ¬編：《pãQ》（�¸：o«¦¬，１９９２)），k ８３４２。
ÅÆñ，Ù��Óä：《GHÆ:Óä》，k ３６２—３６３。



�，*ñO®Á��¡“×”，�B��Iå×，�wr“��±G”O×，xI

×B×，�x¡“M×Å´”O¼�zTê×OÌÍ。Z(，Ù��O�þ，�

�ÞnÂKGH�û»þO_*ËK�r，Ñè�0“×”，Õ“þ”kwI8

��，�x]¡Tê“4þ”。U�ýþ，��“×”O�rz�_，¡Ù��

OÀÁo，�~“4þ]¡%殺，殺rLB×”，b“×”>`B“Ë”，V#Ë#

sO¬B，�xzê�OËàUV¶4þOÎ8。5Ý±，ÃÂÙ���，QR

©5OÞ¨，ÀÁCzÂ¾化。6bxÀ《²÷》，Å,±ò«B“ìtc

�”，瑖瑧Ñy"CÞ��±�ö，ªÏÓn�bÃ�ùàR'Os�。

Z(《12:》K《Æ:》̈ þ�ÆO/。Ù��8#åt1um±{):

I，*r�,·�，Õ�b$A�ÝNûREd¢OÐ。ÌÍV�：

狂狡近於古道。瑖瑨

“=(Þ6”ë�ÓËÍ����xz^b¬ÛOÌ¡UV，ÏwKåt1Î

�O*�。5Ý±，̀ ;¨þ�Æ，Õw*ñOn/ª�=。x��O`òB

v，��V�：

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讖。瑖瑩

“=(Þ6”K“ò(�¬”O»ø，°±ÁÓwùúUVPËò“×”�+@O

fø。b¢，���`i7b$AÃø5�，��V�：

宋襄公持“不重傷、不擒二毛”之説，以敗於泓，舉國皆咎之，其説不足以

移人可知矣。裹糧坐甲，固敵是求，非我殺彼，則彼殺我，當是之時，反欲

縱敵以爲仁，其迂暗至此，尚足與之辨乎？……三四世之後，乃有狂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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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瑧
瑖瑨
瑖瑩

Å,：《²÷》，k ４０５７。
��：《vwx》，̀ äë、 ì¬|Ò：《b^"¹`óíp¦》，t １４５，k ８６８。
_Pñ。



生長於宋，聞襄公之風而悦之。……是知邪説不足以惑當時者，未必不

能惑後世。……異端邪説之在天下，固有鄙陋乖誤不足以欺愚眩衆者，

然安知世無偏好獨嚮若狂狡之於宋襄乎？吾是以益知異端邪説果不可

存於世也。瑘瑠

_(»«éOÞ¨Kùú©�，���»åt1K��rnÂ�wO¼�。

��，“úrxB¬”D(殺�D{o，����BwÅË{誤O，�xSV

>åt1“yÛ”，Î?Å±B“ø³z�”。-��ÏrnÂ“úrxB¬”O

¬Û，Ó{NÂ“ø³z�”±tKä。»(å5)�，¡|¯lmK50©

“r”OGîz，“ø³z�”@Bu,O$AKc�O×A。瑘瑡 5Ý±，“ø³

z�”OVÕ，ûz}ÐO�?§u。Gb，�XËò���4�xÜê“ø

³z�²ù»(�”OËì。

四、 貞觀視角： 《群書治要·左傳》的應用詮釋

zÂR'N¶6éNO\Ý，�"S}up~³"!R'O¾化。BÂ

ûÞÓnßk¬æ¹n《E¦\¸·Æ:》�{ÀOäË¶Àì，°UÁ�ê

Ô§{0>~±§：ëT，òßk¬æ¡“«é�ý”�¹n�:"!O¶~

@¼；íT，�《E¦\¸》³n"!OÌ�K《FÀÖ¸》�`�öTUOõ

�，¡Ìõ�tzêªb¹n"!O.R'。

　 　 （一）定焦“華元食士”

��ò'(《Æ:》Ã《E¦\¸·Æ:》O¾化？Z�ôOføz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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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瑠
瑘瑡

���：《õ�EFÆ�ü$》，k ２４２—２４３。
í��：“|ø¯±ä，6è±�¼Ê没ù�，û'�±�N�¤�Zj。”/»ø³OÉ
�K§{，�`�：“æ�x<B!，¬次±。|zæF，*"¬±，�<þxr±，¼z
ø³T�，¶A��ri。”å5ô*(“r”BÐ5'±+。`��、�`：《í�
q》（�¸：o«¦¬，２００４)），k ３８、３２０。



{E，2 À。¡《Æ:》O，@z“é´¦?”ó^，ÅÆñ�：“é?´

Ï。”瑘瑢x�ê�1&H9�å1，�¸@G)Ø(?1O´ô。?1，¡G

H�ûwÄÅB23，̂ 《12:》：“�L±？?�L±。�BÝ?�L±？

K23±Lo1Ï。”瑘瑣CÀê�O2 ±vO§<+*，�ÂÀÁ¡V�

“�£�2”ÀzÄô§&«，�~“��o1”̀ w，瑘瑤®VÏ�：“¡23��

o1”�E°��B�ê。瑘瑥 ��，¡FÀ�û，ú;#ûøz»õOºP“�

H�Ú”�“�'ð"”OO�M7，瑘瑦ÕxFÀó)ó2æ�Pã=ä“]ù

�”�y，瑘瑧x0FÀí�ë)�=äØJ"@�Ræ�ÓOÝ/@¼±ë：

“ØÞ�4o«，52、3，mÁá±^ë，ñÔ,j��m^��。”瑘瑨-bù

`，.z`v2 OÀÁ，¡FÀ�ûÎû=/§ä，Gb“é´¦?”ó^

ÄÔ¶�`(《E¦\¸·Æ:》，wùxËòO。

Ô次，Ô¶��。^Å�J，¡#û�:OÅ�O，ð#×[b\O�?�

A，“×”w*ñO®Á，ÕwÃÂã?，QRÙ��iÄ《12:》�Kåt1

um±{O�þ，��CPE��“�¬”KÌÍ“Þ6”OM7，îïOwD�

~ãO#ËÐB。��¬Ûê�zÅ4þ，ÎåéêÐ，�¶~，>a

#Ë。

µT，®Á�Å。�~®ÁO�Å，LV-《Æ:》“2��1”O¿N�J

®Á�ÅZ“«é�ý”OáöTUP。-(éÃ«éé/¯+²Olm，�

è¡Rò�{�，ðÌÍzø$õ，»«é%züÆ，《Æ:》Êê��·，Â6

“åò”¼�2�。Gb，x�æ¾f、�1µfB§O“2��1”，�@B

Z�¸OR'Ùb。��，tôR'ÙbO�8，ÃLPÿëO角Ë)¨Ã

b�，�h©5pÿ“2�±,”，«&,±O«é�gÑÂÄ�ÅOÅ�，�

５９《左傳》接受與貞觀視角　

瑘瑢
瑘瑣
瑘瑤
瑘瑥
瑘瑦
瑘瑧
瑘瑨

ÅÆñ，Ù��Óä：《GHÆ:Óä》，k ３６２。
ÌÍñ，ÄU·：《GH12:ñ·》，k １４３。
V�：《GH�£&�》，̀ äë、 ì¬|Ò：《b^"¹`óíp¦》，t １４７，k ７１。
®V：《®�ñ�》，k １２０。
ö�¥，d(@q�：《FÀÖ¸q�》（�¸：o«¦¬，２０１２)），k ２９０。
'Wû：《é\²ê》（�¸：o«¦¬，１９７６)），k ６０７３。
_Pñ，k ６２４７。



��Oò«ù~wUuOrn。�,DEéT«éOWp8�，ß®«éK

2�Opÿ，̂ Å�J，¡ã?ù`Ãë�ù4OÀÁ，R'Å角C�Å�p

®¡“«é�ý”P。x《E¦\¸·Æ:》�Ý，Ô¶“æ�~”ë³，2�

ÃwÊÎIJO®Á，Î?ùx�化»2�¬ÛO¼�，�Ã©5pÿ«éK

2�{8OÐ。

　 　 （二）人際經營：“惠下廣施”與“屈己得人”

QRxPO°，Ñ�ùx¨`R'O¾化，ÕïÁ《E¦\¸·Æ:》K

ÀOpqBÌ？(“«é�ý”Ow�，Ón*ñá�、©Å{8Oæ7�î~

t。>FÀpqrnz§<O�TØM，�t¨`öTOùú»¡，}s¶b

O{8áöz，́ @2�FÆO«é，�wëÂ�æ�、zoMOú¥T。瑘瑩

Gb，¹n¢O“«é�ý”，D(FÀpq±o，5Oò«K*ñ��nÂ

�)。xz`(ÌõU/�ê±。

　 　 １． 外證：《貞觀政要》的“惠下廣施”觀

=ä#¬/V�，\1OºÎy�ø，ßk“¬äB\”KX��“lþ8

æ”OM7，瑝瑠�wÂ*�àO�!。ßk�Û：

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

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瑝瑡

�ßkO角Ë�Ý，æfwëÛ5�，;z^ÌOrn，³¨LÖTO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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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瑩
瑝瑠

瑝瑡

uâ@：《〈E¦\¸〉KFÀ±\———(æ0{8Öã》，k １０１—１４２。
bB�~ã=ä�þ：“m¨Þ)Û£，x¬äB\T，1�i�，lþ8æT，Ñ�
�ë�，�«è�。W`Å£@�，þwé�，|4'x¬ä、�¿B\，望'=?±�ð
Ï。”�>Ñ~�(FÀé)，Õ(IJÌÍùrw6ÌßkO�Ý，FÀí)O�þù
éB�，=ä�：“m~/T±¢，g�XÅ。ýÀÜ�br�±，"æcþ， 1ñ¡，ñ
ræåÝ�，ÕÖz\/�。wxB1±6，Aì?±x¬ä，Í±xe¿。Gæ±�，¶
Ô¯Ã，Ðø³，Ø��¢。”(“g�XÅ”Ã“æåÝ�”，þ`ÀÁO¾化。`ö�
¥，d(@q�：《FÀÖ¸q�》，k ２４９、２５１。
ö�¥，d(@q�：《FÀÖ¸q�》，k ３６。



xÞ?OËqÖ\———“£6”、“Û6”，wùÃnO。X��¼i×�：

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

欲？若信魏徵所説，恐敗亂國家。瑝瑢

X��ÎI9pßk��OÖ\Ëq，�wº»Nín/���ç，�BLl

þ、M6，�wGBæfCIµ?OÞ�，¡ñs�}z，Ï"z¾\ËO]，

若¾w¤P¬;£6，;1è�/。^_åæ$£（/à，１１３７—１２１３）�

�：“ã=äÓ\±#，ßk¬ä±�，Ø|À±，wB-Ý；X��þë±�，

Ø|À±，wBN。�=ä8�¬ßk±Ý，�@FÀ±\。”瑝瑣¡nNáö

o，X��BåË，ßkABw，�Gã=äOí¬，́ �Â�æ:¤O

“FÀ±\”。

“¬äB\”ÐB\1ËÖOOº，ÔÌ/A�&0%é/t，ÔozÂ©

¸O/tK!"O$A�*。¿ÀFÀ�ë)�ßk��O�þ：

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

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

成矣。瑝瑤

"^IJ¶�ô6�¬ä，SûÞÀ}Z�Ëq，Î?@êNíOO]。b

>uvú�*ñOw，ßk»“¬”���Ofp———“I¬åx廣�”K“]z

x¬”。x“]z廣�”ÐB“¬”Oò'，LQ?O�wô©(KöTO*¹，

�»(“¬äÌ¡”，LótNín/Opÿ。^wÀÁ，¡ôXO《×=ä�

p·》Ïù`Ã，ß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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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瑢
瑝瑣
瑝瑤

ö�¥，d(@q�：《FÀÖ¸q�》，k ３６。
$£：《IN-Ý》，《9¥q》（�¸：o«¦¬，１９８５)），k ３０１。
ö�¥；d(@q�：《FÀÖ¸q�》，k ２９３。



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

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瑝瑥

�»(²T�(¦、ÂT/(*、¿T±(ÜOrn，“¬”T�¸`¡("�

]öæ。��，¬TO“y]”，ÎISVÿ!O_�P®ÚOÏÞ，�xKö

T��ãá�Oì��²，kw*��¡。¿Àë¼=äKßkO»�，《F

ÀÖ¸》~�：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爲政，仰止前烈。至於積德、

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爲稱首，朕皆庶幾自勉。人苦不能自見，不知

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内

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

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瑝瑦

=äê�¥(�Ön/)pÿ×A，*1O�wNíO@)，�±�x>

“�”，¬±�x>“§”，�±�x>“ü”，®±�x>“Q”，�w�化OûÞ

�Å。��，ßkïÁI¨×±ë，;¡ÿOùúOUVÂ6_化，�x>

ù�化O“�”，“Ì�]/，õð�3”)�p±¢，67°“®”�，�~

“�¯�é，�zFÓ”，BÌa“�”.a“¬”？ßkÑyz�ò，Õ~

_�n/OÏÞK�ÚB¬±�、�±¬，.wùxËòO。-b�Ý，̂ Ìk

"w“�”K“¬”？FÀ�ë)�W!（o£，６０１—６４８）P·o�Ã：

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

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

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

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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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瑥
瑝瑦

ö�¥；d(@q�：《FÀÖ¸q�》，k １８。
_Pñ，k １５３。



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

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且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

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

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

作也。瑝瑧

“��”O�þKÅ"�t，�x�b>ù\ÝÌ~¬�±�§O×A。p"

IJO©�，¡(ËÍ“��§Ó，y8(æ�”wµ?KMâBÌ"*:��

Ø�ßàx)¼1��O*�。he°“��§Ó，y8(æ�”ë�，ùx

&n^V>¡“8”̂ ，V“y”"gÑæOF´，;éyOöT»z�ì，�w

�~O“ùp”。Gb，W!iñ}s“]廣y化”、“yzÕ¥”、“y£(æ”¬

�þ，ú��ñ“j”、y“8”æ�，ÜFá^��、©^ñ*、r^VêOá�

Î8。^b¨þ，Ï`(ßkOÝ�。^FÀ�ë)�Gª=«¬g，ßk

`P·�：“x±B®¯，¼~�åù¿；x±B�Â，¼~Ý�ù~。bæy

�x8(z，0Ü�x�(P。”瑝瑨_Îx“8”ËÍá�UOOÎ�。

±�xz^bO*1，̂ _ßk��：

夫君臣相遇，自古爲難。……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

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

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薄厚，然則爲人上者，安可以無

禮於下哉？瑝瑩

“æ0ìF”w《E¦\¸》�¸*k$A，ô©OwæK0UTO»Ã*¹，S

/)�，LpÿKöT{8O×A。QRßkO'J，ùræ0Ñz�°、Pz

A�O±Ú*¹，Õw�Àn.SzR�àRÐ，q¸ÜÓ��Þn“¶�

９９《左傳》接受與貞觀視角　

瑝瑧
瑝瑨
瑝瑩

ö�¥；d(@q�：《FÀÖ¸q�》，k ３５７—３５８。
_Pñ，k ２９２。
_Pñ，k ４０３—４０４。



±5”Oæ"ùú，�Aìí¬“×”，x#sO»ÃO]，¡“y8æ�”¢，k

ù"�@。-(=ä»ßkO¿(，*¬¬äO8²，̂ 《FÀÖ¸》��：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爲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

人，鋭精爲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

饉尤甚，一匹絹纔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

貞觀三年，關中豐熟，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²ç”、“³´”O]¹，¾µ¶·Oõýz，ã#�¬8��，Ü�若Æ�

�6，>BÝá。ÕbÃÜ�Ñõ §�，ª"Ø��åÆ,，“Áåëæ

&”b>zù�O�æ,-。"ox“�æ�”，ÐB�K=äO�，ÕÏÓ

V�Â¸UBÖ�，h¬“¬äB\”，�~“y8æ�”O@²。

　 　 ２． 内證：《群書治要》的“屈己得人”觀

°“«é�ý”O�J，ZÂ6OitwD{áöo�(O×A。6b

xÀ《E¦\¸》，�`¯%�=O��。3Â_Îw¹n《Æ:》Oñ�，xê

Ô§：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頁 ９０）

b¼�nOÌÍ，K“«é�ý”ÓnOÎ�Ó*@»ý。GB]¹¥º，ý±

A�Tj，?£6»0O�,，"xûÞ“¼�Ñ±”OÐB，K4ýe�，ñ"

�Ãéæ½Ñ��Ã¹½“ó¾”O)²，~�{MOã®。《E¦\¸》³n±

®�1《µ 》èzÝ：

夫將（師）［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昔者良將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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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也，人有饋一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

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頁 ９８０）

_ÎwúKý;O{8áö，V�ëV"*úýHþ�¿�、crÊãOò

，A�w"*Ký;“_ÀZ�ì�ù”，�»¡b,�éL)Ø(“0ß”O

ûÞ3Õ。《E¦\¸·´Á》Êê5òb>ýá�8eOá+，《Â

Á》�：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攻城爭先登，野戰爭

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禮。冬日

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幕，名曰三禮也。將身不服禮，無以知

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下步，名曰力將。將身不服力，無以

知士卒之勞苦。……故上將與士卒共寒暑，共飢飽、勤苦。故三軍之衆，

聞鼓音而喜，聞金聲而怒矣。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

士爭先赴，非好死而樂傷，爲其將念其寒苦之極，知其飢飽之審，而見其

勞苦之明也。”（頁 ７３９—７４０）

bFEª，Læ±Ýá，̂ Ì"úæåÅªa？Ú£�ÝÏ^��，þB*�。

��，̂ Ì�@？=1�Bú"í¬“µ×”，�"*Ký;Ã8jÃOá

�，úý;MEcr。Ì~“µ×”？"oÝ“µ×”B：“Äñ�Å， ñÁ

Æ，]õÛPÂ。”x"§Ý，EBú�"�ý;±�，Aìw¡“¹Ç”、

“*È”K“ÉÊ”µ,kE±�P，:�úz“ì”、“r”、“̀ ”Oì_Þ;。

t¢《ËÁ》.Ã¹n“ýy{Ì{，ýy�Ì�，¹ÇA_，rùãÏ。”（k

７４４）Ê±，bBèwô©¡“�æ�”/t。

《E¦\¸·N~》~�öã.HOOþ，z��ë³�J：

吴起者，衛人也。魏文侯以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

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者，吴起爲吮之，卒母哭之。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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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不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

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

（頁 ２６５—２６６）

öãw{1ôXú，�b�J>ùËòcrÊã±*�。�Jo¦Òöã

¡ß1.H�Í�ý{8Oá+，(_�、°h、�Î、Ïf，Cþx�Í

öãKý;>O¶Ì*¹，Z¢�-»�+]，DÂÁÐOrný;Oá�ü

Ñ。Ñ�，øyrZ¢b;OFªá+，ÕùÆûOw¡öãÞ¨O3Õz，C

��æ�，Z�ý;èME殺rxBü¤。

Ú�《µ 》Ï�：

夫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賞禄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

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者也；亡國破家，失人者也。是

以明君賢臣，屈己而申人。（頁 ９７９）

"Tx“�±þ”ã，x“êæé0”�，þ`UTz�²O6Ë。B¡Ò英

£±�，BæB0，Ï�¸QR“Óß”OO]，¡“�æ�”z，1�x\，è�

x�。《E¦\¸》.¹n·j《@ê》OU¼ÝI，Ôëê“6”±6：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

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

之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下有憂

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

傷心，民憂傷國。??? （頁 １１３６）

b¼IJ，EÝ0，¢Ýf，ñN¿Àæ、0、fµTO*¹。¡æ0*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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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Oø�，å:望0�"��6(，ÕæKæ±>O{8，ïÁ^Ìkw

?OÚÕ|？bB，·j��“\�±6”K“i�±6”O`v，�B\�O

“�6”、“ö6”K“66”¬µ6，kw“?6”，�i�O“Þ6”、“�6”K

“�6”¬µ6，w“F´”，O�ÔiOc6。(´5、́ ÜK´6，ùrbsc

6，w+6�V´。i±，ùx�r�~?6wÌ¡ùúOð#。-bù`，æ

0{8*¹PîÓUOÌ¡O?NÎ�。Z(，Pz±v，ùxËòBòPO

æ0Kòz±f，¡“þ¹a�，fÖa1”OÀÁz，PzBëÞO*¹。

R，ÑwëÞOÎ8*¹，Õ¡�t»Ã*¹pÿ¢，B“�æ�”，æ7*¹O

�î，�@BëÂ©¸O5�A。

《@ê》hë¼ê]z±bO§ä：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

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

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

之，天之道也。”（頁 １１３５）

bBæ£K]zùxÅB{8±UO，>“Óß”x@�]zæ±b，bÃ�]

zæ±�，]zæÅÔBõ��ü¤±；i±，若“@ß”x;]zæFÖ，¼

]zæèÅÔBÇ��Öèi¤.Ã�±E。-bù`，({8*¹.�

Oæ7�î，@Bã?\1ËÖo�¸O®Á。

五、 結　 　 語

Ù��：“M4�±-Ý，^`±(¬�±jkôêÏ。”'WïÏ�：

“《GH》7wI，ñ�(\æ。”.�：“《GH》x6ä。”???�x《Æ:》��，¡

æ�±o，Ï�trnÂùúOÌ/。《E¦\¸》BÓ\1ËÖ，îï¡t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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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ï：《=N1ØÚ》，̀ ×É�=Ø：《N~;ñÿ�》（+�：UÓ¦¬，１９９０ )），k
１３３７。



¬O6Ë，�,G�ÓË，¡ËK�O*rPK《GH》、《Æ:》�¤。Ïw，

《E¦\¸》/»ô#ãÓ&FO�A，“nÞ”oNz“�|”OnN§ä。B

Â¡%I0TÙ*ÚÛ《E¦\¸》O"m0ùú±õ，Ü�ÔÌ¡{ÀO�

?ÀÁ，!"^¿³~Ôoë¼¹nØ《Æ:》O“«é�ý”ñ�Bðï»²，

QR�÷�JO¾@K¿Nò«O\Ý，pVã?À¨OÅ角，Ã}《FÀÖ

¸》B���ÍO�ö¦Î，x0《E¦\¸》rnO�tÀÁ，êª“«é�

ý”D(《E¦\¸》o��ÍOFÀpq。

QR《GH》K《Æ:》OüË，êªÂDÑ《E¦\¸·Æ:》o“«é�

ý”�JO@�。�《GH》��pO.�，《E¦\¸》O《Æ:》@hî8w

xÝ/³j、µ/n/)Ón，¿À“ÝJ�"”n/Ojë³、“dê�k”n

/Ojí³Kjµ³、“�´«é”n/Ojó³KjÝ³。Ý³�û§ä，Î

�@ëàÊO�J。��，《E¦\¸》H~jë³Kjµ³"^ÐÔ�，�Í

Ô�Jo4Ü�O�ËK�ù。

BÂ\Ý《E¦\¸》�*ñO\¸äË，!"�-ÀW“«é�ý”O¿

Nò«，êªb¾化OÎ�。(2�Oò«)�，ù°B“}�rä：åò�

1”、“̀ áW�：rKzÆ”K“�Ë�I：»ç~”¬µ/t，Ôo�-

���Oò«5§，�YZã?ÑÑ{8áöOÀ¨uÁ。-«éOò«�

Ý，K2��.，(üÆ、opÔéT+²�tYÅ、¼�Ôþ，ã?x»Ã*

¹、{8áörn5O`ò。���Oò«)�，Ù��REd¢OÐ，t+

�ã?©Å¬B#Ë#sOR'�_。

\ÝÂã?Å角O_，BÂêª《E¦\¸·Æ:》±§C_《Æ

:》，!"{Exp®“«é�ý”，�ê《E¦\¸·Æ:》O~�，0ÔQ

R“®Á�Å”，ò«Ø《Æ:》“2��1”��¾B“«é�ý”O§ä；

Ô次，x《FÀÖ¸》±“]z廣�”ÀO�öõ�，8#《E¦\¸》±“Ó

ß�æ”ÀO編|Ì�，Tê《E¦\¸》¹n《Æ:》"!OFÀÅ角K.

R'À。

ZP�J，ùr《E¦\¸·Æ:》o“«é�ý”O�J"ÑÑK《Æ:》

åø，ÕÔ�~�¢DÑ《E¦\¸》，Ô§{C¡5OÇ#oKÀ5Å角�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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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x�`/，��I±，《E¦\¸》ÎIÏw´�¶("mÌÍOÅÜ，

Êw�÷"äOÎÝ，�wßk¬æ�¶(#ã�ûrnÀÁOë(“x編

?Ð”OÐ´。

（作者：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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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專書

m1:，��Á，Ù��¬Óä：《mQÓä》，�é�ß：《�µ�ñ·》。+�：̀ "^¦_，

２００１)。

£]：《ã;¸》。¸º：̂ ];so"�%s，１９７８)。

£.L：《M§》。P§：P§Þæ�%s，１９９２)。

'Wû：《é\²ê》。�¸：o«¦¬，１９７６)。

<ºû»：《Æ:;Á》。+�：]�¦¬，１９９３)。

ÌÍñ，ÄU·：《GH12:ñ·》，�é�ß：《�µ�ñ·》。+�：̀ "^¦_，２００１)。

Ìç：《Êá�q'》。�¸：o«¦¬，１９９８)。

ö�¥，d(@q�：《FÀÖ¸q�》。�¸：o«¦¬，２０１２)。

���：《Æ�:�》。�¸：o«¦¬，１９８５)。

���：《Æ�:7�》，äë、 ì¬|Ò：《b^"¹`óíp¦》，t １５２。+�：+,\]

^¦_，１９８６)。

���：《õ�EFÆ�ü$》。�¸：o«¦¬，１９８５)。

ê�：《OWq》，äë、 ì¬|Ò：《b^"¹`óíp¦》，t １１４９。+�：+,\]^¦

_，１９８６)。

êi�：《áN》。�¸：o«¦¬，１９７５)。

êê�：《GHqä》，äë、 ì¬|Ò：《b^"¹`óíp¦》，t １５５。+�：+,\]^

¦_，１９８６)。

Å,：《²÷》。�¸：o«¦¬，１９９２)。

ÅÆñ，Ù��¬Óä：《GHÆ:Óä》，�é�ß：《�µ�ñ·》。+�：`"^¦_，

２００１)。

Oûë：《〈E¦\¸〉9ï》。P§：�//0üýI"，２０１０)。

%äé：《%�õq》。P§：P§Þæ�%s，２０１７)。

Ã�1：《Ã�GH:》，äë、 ì¬|Ò：《b^"¹`óíp¦》，t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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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１９８６)。

qçñ，òýP·：《GHµÔ:ñ·》，�é�ß：《�µ�ñ·》。+�：`"^¦_，

２００１)。

V�：《GH�£&�》，äë、 ì¬|Ò：《b^"¹`óíp¦》，t １４７。+�：+,\]

^¦_，１９８６)。

Vë：《GH�ò》。�¸：o«¦¬，１９８５)。

[É\：《Þ"x¦ÿ》。+�：廣"¦¬，１９６７)。

îD4，ý/4：《5編Þ|�"sß》。�¸：¦¸"m�%s，１９９１)。

eaÿ：《��GHq'》。�¸：o«¦¬，２００９)。

�=編|：《GHq:7ç》。�¸：o«¦¬，１９８５)。

®V：《®�ñ�》。¸º：̂ ];so"�%s，１９７９)。

¼pÓ¬編：《pãQ》。�¸：o«¦¬，１９９２)。

��、�`：《í�q》。�¸：o«¦¬，２００４)。

òüý：《GHÆ:ñ》。�¸：o«¦¬，２０００)。

×夢�：《×�GH:》，äë、 ì¬|Ò：《b^"¹`óíp¦》，t １４９。+�：+,\]

^¦_，１９８６)。

×O：《|0~Ý》，P§-./0ÞæÊË9ï�編：《påÉ~（j ９編）》，t ９。�Y：/

²�%s，２０１８)。

|ë%：《|ë%pq·ãQ編P》。ÚM：��æf�%s，１９９３)。

}~ñ，V�·：《Q�ñ·》，�é�ß：《�µ�ñ·》。+�：̀ "^¦_，２００１)。

�t¥，tä4��：《�é��》。�¸：o«¦¬，２０１９)。

�þô，!Y"�'：《���'》。�¸：o«¦¬，１９９８)。

�º：《GHd�》，äë、 ì¬|Ò：《b^"¹`óíp¦》，t １４７。+�：+,\]^¦

_，１９８６)。

�º：《��GH:》，äë、 ì¬|Ò：《b^"¹`óíp¦》，t １４７。+�：+,\]^

¦_，１９８６)。

�x：《/ã5�》。�¸：o«¦¬，１９９７)。

$£：《9¥q》。�¸：o«¦¬，１９８５)。

hØz編|：《~|¹§》。�¸：o«¦¬，１９８８)。

��：《vwx》，äë、 ì¬|Ò：《b^"¹`óíp¦》，t １４５。+�：+,\]^¦

_，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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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5<�Q�)q'》。+�：0§�%s，１９８５)。

ßÂè：《GHÆ:¸ä》，äë、 ì¬|Ò：《b^"¹`óíp¦》，t １５３。+�：+,\

]^¦_，１９８６)。

ßk¬編¥，《E¦\¸》�b!編4[\;�b：《E¦\¸》�b!。�¸：o1¦9，

２０１４)。

×É�=Ø：《N~;ñÿ�》。+�：UÓ¦¬，１９９０)。

二、論文

öO«：《 Öñ!ÞÒ!〈E¦\¸〉O"m0ùú》，《"m》２００３)j ３û，k １１８—１２７。

uâ@：《〈E¦\¸〉KFÀ±\———(æ0{8Öã》，《@/o"0¤》j ６７ û（２０１９ )

１２*），k １０１—１４２。

uâ@：《〈E¦\¸〉KFÀ±\———x“zf±6”Bv》，《@/o"0¤》j ６８ û（２０２０

) ３*），k １１５—１５４。

uéZ：《(〈E¦\¸〉̈ ã#〈V�〉%!2;———»I〈V�〉A:、Î¸次Ú¬×A》，

《ÞæÊË9ï0w》２０１１)j ３û，k ６２—６８。

uéZ：《(ñ!íØ�!〈E¦\¸〉̈ 〈µ1Þ〉�ß0Ô%!×A》，《o1"化9ï�0

¤》j ５３û（２０１１) ７*），k １９３—２１６。

uéZ：《〈E¦\¸〉«〈ö�GH〉ð�———»I|:〈ö�GH〉B¦wh!》，《ÞæÊË

9ï0w》２０１９)j １û，k １９—２３。

}Q~：《\¸K@ëèÝ：I〈E¦\¸〉»〈N~〉O��KÃ´》，《@/o"0¤》j ６８

û（２０２０) ３*），k ４３—７２。

Û¾L：《〈E¦\¸〉³編〈K�〉O§{：(#ûK0Oò«Öã》，《@/o"0¤》j ６８

û（２０２０) ３*），k １—４２。

Û¾L：《�xB5：〈E¦\¸〉O編|K§ä》，《"K®》j ３６û（２０２０) ３*），k １—５４。

Ûff：《 IoÞ�æOÊË———(�ùgO�ÐÖã》，《M09ï》j ３２ Øj １ û（２０１４

) ３*），k ３９—７２。

®��：《I〈E¦\¸〉»〈ù�〉O~ÛKNí———xFÀ±\B�》，《õ«M0》j ３１ û

（２０２０) ６*），k １—３１。

��ê：《�`0T»�w1O�ù———x�`、dZKÃ�1B��》，《@/o"0¤》j

５６û（２０１７) ３*），k １—３６。

hiN：《ñí���?�jè!〈E¦\¸〉9ï》，《o1"化9ï�0¤》j ６７ û（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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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k １—４０。

hiN：《〈E¦\¸〉��〈Q�〉9ï》，《CõMæ9ïqw》j １６ 4（２０１８ ) ８ *），k

２９３—３１７。

hiN：《〈E¦\¸〉�n〈M¦〉0Ôñò9ï———»IÔ�}〈M¦〉ñ!》，《@/o"0

¤》j ６８û（２０２０) ３*），k ７３—１１４。

�xX：《pY<¡〈"�〉µ!¿ð》，《®0K"化》２４Øj ２û（１９９７) ２*），k ９８—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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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ｕｏｚ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Ｚｈｅｎｇｕ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ｉｎ
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ａ Ｙｕａｎ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Ｈｉｓ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ｎｓｈｕ Ｚｈｉｙａｏ

Ｃｈａｎｇ，ＪｕｉＬｉｎ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ｅｎｇ Ｋｕ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ｎ，ＣｈａｏＣｈｅ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ｅｎｇ Ｋｕ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Ｑｕｎｓｈｕ ｚｈｉｙａｏ ｉｓ 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ｂｙ Ｗｅｉ Ｚｈｅｎｇ （５８０ ６４３）ａｎｄ

ｈｉｓ ｔｅａｍ ｉｎ ６０３． Ｄｏｅｓ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ａｎ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ｆ ｓｏ，ｈｏ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ｏｎｅ ｅｎｓ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ｕｃｈ 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ｎｓｈｕ ｚｈｉｙａｏ，Ｗｅｉ Ｚｈｅｎｇ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ｉｌｅ 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 ｉｔｓｅｌｆ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ｌａｎ ａｎｄ Ｂｉａｎｌｕｅ． Ｂｙ ｌａｙｉｎｇ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ｈｅ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ｗａ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ｕｎ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ｅｘｃｅｒ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ｓ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ｏｎｅ ｓｕｃｈ ｋｅ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ａ Ｚｈｕｏｚｈｕａ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Ｈｕａ Ｙｕａｎ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Ｈｉｓ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ｎｓｈｕ ｚｈｉｙａｏ，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ｘｃｅｒ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Ｚｈｕｏｚｈｕ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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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ａｌｓ：（１）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Ｚｈｕｏｚｈｕ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２）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Ｈｕａ

Ｙｕａｎ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Ｈｉｓ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ａｎｄ （３）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Ｙａｎｇ Ｚｈｅｎ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Ｄｏｗｎｆａｌｌ ｏｆ Ｈｉｓ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ｕａ Ｙｕａｎ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Ｈｉｓ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ｔ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ｗａ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ｅｎｇｕａｎ ｚｈｅｎｇｙａ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ｎｓｈｕ ｚｈｉｙａ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ａ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Ｈｕａ Ｙｕａｎ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Ｈｉｓ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ｃｅｎｔｅｒｓ ｏｎ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ｂｌｉｎｇ

ｏｎｅｓｅｌｆ ｔｏ ｗ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ｈｕｍ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ｉｓ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ｕｎｓｈｕ

ｚｈｉｙａ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ｃｌｅａ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ｂｙ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ｔｏ ｐｒｏｃｌａｉｍ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ｅｘｃｅｒ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ｎｓｈｕ ｚｈｉｙａｏ．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Ｑｕｎｓｈｕ ｚｈｉｙａｏ，“Ｈｕａ Ｙｕａｎ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Ｈｉｓ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Ｚｈｅｎｇｕａｎ

ｚｈｅｎｇｙａｏ，Ｚｕｏｚｈｕａｎ，Ｗｅｉ Ｚｈ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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