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春秋》經傳反映了先秦史學在歷史觀上從重視天命到注重人事的一個重要的轉折。在社會

歷史變化動因問題上，比之殷周時期的天命史觀，《春秋》在歷史觀上反映出注重人事的趨向。

《左傳》雖然並未完全割捨有關災異、神鬼的記載，但從全書敘述的重心所在來看，突出的都是

人的存在而不是神鬼的內容。在天人關係上，《左傳》通過大量歷史人物言語和作者本人的評價

表達出對「天命」的懷疑和對人事在歷史中作用的重視。

《春秋》與《周易》是中國古代通變思想的兩個重要來源，《周易》對歷史之「變」重在哲

理上的抽象與思辨，而《春秋》之「變」則貫穿於對世事變遷的記載與議論當中。《左傳》通

過大量的史料，詳盡、深刻且生動地記述了春秋時期二百多年來社會的變遷。《公羊傳》「三

世異辭」的說法，已經揭示出《春秋》的文辭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化的道理。此後經過

西漢董仲舒和東漢何休等人的不斷發揮，這種思想最終發展成為一種「三世」遞進的歷史學說，

從而成為中國古代歷史哲學的一個重要內容。此外《公羊傳》中的經權思想和《穀梁傳》對「順

勢」的強調，也蘊含著對歷史之「常」與「變」以及歷史發展趨勢的思考。

對「禮」的強調，也是《春秋》的一個重要思想。在《左傳》當中，禮作為一種「社

會法則」不僅是歷史評價的重要標準，而且更加突出了其作為社會規範和政治秩序的意義和

價值。「尊王」是貫穿《公羊傳》、《穀梁傳》始終的主張，它們以尊奉周天子來表達實現「大

一統」的政治理想。《公羊傳》不只提倡「尊王」，而且還有限制君權的思想；《穀梁傳》不但強

調「尊王」，並且有將君主權力絕對化的傾向。

發端於《春秋》經傳的「大一統」思想及其建立在文化發展程度上的夷夏觀，是解釋中國

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傳統之所以形成、發展並且能夠一直延續至今的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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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六經皆史」與《 春秋》經 傳 

 

 

 
 
 
 
「六經皆史」是清代史家章學誠的著名論斷，雖然在此之前，前代學者

也曾有過不少類似的表述﹝註 1﹞，但自近代以來備受中外學人關注的卻是他提

出的這個富於啟示性的命題﹝註 2﹞。從這個共識出發或者以這一共識為基礎，

討論《春秋》經傳在史學上的價值，尤其是其在歷史觀發展上的價值，一則

表明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經史關係問題，二則表明本書在研究方向上的史學

旨趣。 

第一節 「六經皆史」與史學研究 
關於「六經皆史」問題，這裡主要是梳理前人和時賢的有關論述，同時

闡述自己的認識，目的在於為本書的論述提供一個學術史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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