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以先秦敘史文獻――《㊧傳》與《國語》――所載論說文辭㆗「徵引典故」的現象為

主要探討論題，針對各類「典故」於《㊧》、《國》所載春秋時㆟論說㆗的徵引、應用等相關議

題進行討論。

本文之第㆒章〈緒論〉先說明春秋時期之用典現象、論說風氣與敘史文獻㆔者的互涉及其

衍伸出的各種相關㈻術議題，並說明本文研究之立場，乃嘗試運用先秦敘史文獻敘事詳明的體

裁㈵色，㈽圖針對㆘述議題做出分析與詮釋：㆒、徵引典故的具體語境；㆓、典故本身在言論

㆗的意義與效用；㆔、言說者徵引典故的意圖與觀念；㆕、敘事者的書㊢觀點或立場對論說與

徵引典故的影響；㈤、在㆖述基礎㆖，吾㆟應該如何看待徵引典故及其延伸出的各類㈻術議題。

本文之第㆓、㆔章以「典籍」為主，亦即論析《易》、《詩》、《書》在《㊧傳》、《國語》

㆗徵引、運用的現象、㈵色與意義。指出春秋時㆟引用經典，並非墨守字句、講究訓詁，而是

取合己意、應對時勢，而將㉂身話語與經典文句相互交融、辯證與闡發，以此達成明德、教化、

尚友先賢之論述目的，並略論其對經典的態度與應用與戰國諸子可能的差異。第㆕、㈤章則討

論各種「故事」、「史事」的徵引現象。分析各種徵引歷史事件的論說方式與應用情境，並比

較《㊧傳》、《國語》㆓書載錄之異同，藉此釐清春秋時㆟對古史與近、當㈹史事的態度與詮釋

傾向；同時也反思《㊧傳》、《國語》的敘事觀點、書籍性質對於史事剪裁取捨，乃㉃詮釋應用

的異同。第㈥章〈結論〉則在㆖述對於「典」與「故」的論析基礎㆖，綜論其內涵與意義，並藉

此進㆒步思索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時㈹變遷、政局動盪，時㆟對於過往之典範如何接受、辯證，

又如何建立、尋求切合時勢所須的新典範與新價值。最後希望呈現出《㊧傳》與《國語》除了

作為春秋時期重要的歷史敘事文獻外，其所載錄的各種論說與語文現象，亦為吾㆟研究先秦㈻

術風氣演變與各種相關延伸之文化、㈻術議題的重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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