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春秋》，孔子據魯史《春秋》修作而成，始自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共十二

公，二百四十二年。其後解經的五家之傳形成，流傳最廣的是三傳：《春秋左傳》、《春秋公羊

傳》、《春秋穀梁傳》，並最終取得經典地位。從《春秋》學整個發展史看，宋代研究《春秋》的

著作數量眾多，而對宋代《春秋》學，尤其是北宋《春秋》學與理學思潮的萌芽、發展關係的

系統、專門探討卻很薄弱。這方面的研究存在諸如「著重於經學意義的梳理，疏於社會學的考察」、

「重個案研究，輕系統論述」等問題。有鑒於此，本文以北宋《春秋》學發展為主題，試圖揭示

其與理學的互動關係，以期小益於拓展宋代學術的研究視野。

政治危機、儒學困境以及政府與學人共同做出的努力是北宋學人研究《春秋》的前提條

件，三者之間緊密聯繫。政治危機實質是追尋理想的政治憲綱，而《春秋》本身具有歷史批判、

政治批判的功能，蘊含「大中之道」。所以，政治危機為北宋儒者研究《春秋》提供了現

實土壤。儒學面臨自身困境，而外部佛道二教的成長、壯大有力地挑戰儒學權威。因此，儒學

需要做出更新。《春秋》整體上既有被樹立的資源，也有被批判的資源，其所含有的王道主題也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應對佛老。因此，儒學困境為北宋學人研究《春秋》準備了學術動力。為解

決現實問題，北宋政府及學者所做出的積極反應，為北宋《春秋》學的產生、成長指明了研究

方向。

北宋《春秋》學研究主要包括理學的解經與一般儒學的解經兩種模式。宋初疑經惑古思潮

下的《春秋》研究，主要是一般儒學的闡釋，其中蘊含理學解經的萌芽。范仲淹、歐陽修、「宋

初三先生」、劉敞等以迴向儒家之道為學術宗旨，或懷疑、批判漢唐訓詁式的《春秋》注疏，以

至對經本身產生懷疑、作出修改，或重視、重申《春秋》中相關的倫理道德規範，這為理學的

崛起掃清了障礙。熙寧新法前後，《春秋》學者既承接了前期學人一般儒學的解經方式，又開始

或有意或無意探索到新的解讀視角，即理學的研究。王安石與《春秋》的關係一方面對《春秋》

學發展有一定的阻礙作用，另一方面間接開啟了《春秋》學發展的新方向；蘇轍《春秋集解》

主張以「道」「勢」解讀《春秋》，直接推進了「道」與《春秋》的關係，同時對《春秋》研究

中的一般問題也有涉獵；孫覺承宋初學人胡瑗、孫復等人的「尊王」思想，明確《春秋》的「王

道」主題，又受當時學術環境的影響而使得《春秋經解》帶有「理」的味道，這一時期的《春

秋》學有承上啟下之功。之後到兩宋之際，《春秋》學兩條路徑的進程更加明朗化。一是義理化

的《春秋》，《春秋》完全從屬於「理」，同時又為「理」的實現準備了文化載體。周敦頤、邵雍、

張載等構建形上範疇「理」，《春秋》在此過程中只是起到輔助性作用。二程尤其是程頤對《春秋》

的認識全面而理性，「理」成為闡釋《春秋》的唯一、最高依據，並形成「理」與《春秋》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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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器、形上與形下之勢。胡安國《春秋傳》吸收程氏《春秋》觀的「天理」依據，又加入現實

政治的元素，塑造出體用相合的學術風格，《春秋》學至此在最高層面上施展其濟世功能。另一

路徑是一般儒學的《春秋》研究，這一時期在《春秋》的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崔子方、

蕭楚、葉夢得三人各有所得。兩條路徑的發展並非獨立平行，而是相互有交叉點。

從北宋《春秋》學的歷史發展來看，學人們在研究方法的總體導向上存在一變化過程，即

由依據制度化、倫理化的儒家之道解經轉向依形上意義之「理」解經。這種轉變是合乎邏輯、

合情合理的，具體表現為對《春秋》經、傳、史關係的不同認識。

北宋學人在解讀《春秋》思想的過程中表現出強烈的致用性、與理學的互動關係等特點。

可以說，北宋《春秋》學豐富了宋代學術的繁榮，為理學的興起、發展提供了實踐資源，而其

中所表現出的現實關懷更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北宋學人對《春秋》的研究於宋代學術不無功

勞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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