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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

内容概要

春秋三傳及國語之探討　國史之有文字記載而極可靠者自春秋始。三皇五帝尚矣，實茫昧難稽，不可
得而聞其詳。夏之建國，現亦僅知其為一大部落。商代雖因近世於地下史料發掘特多，可識其略貌，
然尚不能斷定其史事，其記載少，無整部之史書可稽。西周初年亦無何詳盡記載，史記所載略可窺其
一二，然其所本僅尚書、詩經、世本等書，故語焉不詳；且其敘述文武之事備而成、康以後反寥寥，
可知周初歷史之難盡徵信。及至春秋，情形大變，儒家稱孔子筆削魯史而成春秋，遂有正式歷史之記
載，開吾國史學之新紀元焉。 　從歷史事實材料中看出，魯春秋、左氏春秋、國語確是在戰國時原已
存在的三部書。魯春秋是春秋時期魯國史官當時所記的史書，左氏春秋和國語則是事後追記的史書，
即到戰國時期把保存下來的春秋當時各國史料及與之有關各國的一些史料，所以是「薈萃眾史」，例
如也曾採用了國語中一些史料，故左氏成書又晚於國語。但三書所記是同一歷史時期的史事，只是彼
此的詳略和側量各有些不同，春秋最簡略，左氏最詳備，國語敘述事更繁而殘缺最甚 　魯春秋成於魯
國，左氏春秋最大可能成於三晉中的魏國而與楚國亦有關的人員之手，國語則集各國史料按國錄存而
大為殘佚。這樣三部敘同一時期歷史而原來各自獨立互不關連的書，連流傳到西漢後，魯春秋作為經
典被立於學官，因為獲得普遍傳習，左氏和國語只是那些有機會見到它的學者才得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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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

章节试读

1、《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的笔记-受東漢影響加入者

        顧頡剛以間接證據疑羿浞亂夏、少康中興之夏史乃光武中興後竄入《左傳》。其引《後漢書·祭
祀志》，言「司馬彪未引少康事者，蓋當時尤未盛行少康中興之故事」（因范曄《後漢書》的八志採
司馬彪的《續漢書》，故言司馬彪）。又據蔡邕曾引《左傳》夏史中的一句話，證東漢末的《左傳》
已有夏史。但司馬彪是魏晉人，蔡邕是東漢末人，約差一個世紀。顧氏何以言魏晉無而東漢有，百思
不得其解。核其引文，所引《後漢書》似應是《東觀漢記》。此書乃顧氏口授，劉起釪記，林劍華董
理。大抵是顧氏口誤或劉氏筆誤為「後漢書」，而後劉氏或林氏董理之時又補之「司馬彪」。但顧氏
構思之初絕無誤，其行文邏輯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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