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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左氏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以《春秋》为本，并采用列国史料，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

说明《春秋》的纲目。笔者通过一十九篇《左传》篇目的阅读研习，认为《左传》的价值可从叙事和说理两个角度

来阐明，并于文中提出笔者自身一些浅薄的看法来阐述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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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以《春秋》

为本，并采用列国史料，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

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本学期有幸修读了

徐教授开授的《左传》导读课程，课程中有必读篇

目一十九篇。在认真阅读和研习了这些篇目后，笔

者认为这些篇目重点有二，一者是叙事，再者是说

理，其中前十一篇重在叙事，后八篇则重在说理。

接着笔者将从这两方面切入谈谈笔者的阅读后的理

解与感悟。

叙叙叙事事事

《左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其叙事非

常重要的意义便在其史学价值。首先作为《十三

经》之一的左传对于《春秋》的解读，对春秋那

个年代历史的了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再者《左

传》开创了全新的叙史方式，《漢书．艺文志》

有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
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而《左传》打破这
个体例，在对《春秋》进行传达的时候，有言亦

有事，这样对历史事件进行详尽刻画，使读者能对

史实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无疑是史学史之巨创，对

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标定了编年体史书的体例，对

《史记》的出世亦是功不可没；此外，《左传》叙

事十分完备，涉及战争、礼乐以及公侯士大夫对话

的记录，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私以为读历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且受众可以非

常广的事。数理类相关的书籍往往要有基础才能读

懂；许多隐晦的小说，比如《红楼梦》往往没有一

定的生活经验作为底子，只能是“满纸荒唐言”；更
別提“顾左右而言他”的哲学书了。而历史不同，白
丁可读鸿儒亦可读，小时能读、上学时能读、步入

社会还是能读，不同人不同时期则会有不同感受，

幼时可能只觉得有趣，长大或许就明白了其中的哲

理。读历史的方式也有很多，许多人会采取读历史

小说的方式来了解，何也？因为小说往往叙事生动

有趣而易懂，如《三国演义》或许是每个中国人心

中历史小说的无上之瑰宝。

笔者阅读了半白话的《東周列国志》而略知春

秋之一二，《東周列国志》亦主要以《左传》为蓝

本进行编篆，但为了使故事更为流畅，难免做了些

改动以及采取野史的一些说法，使得其真实性有所

下降，与《左传》相对照有不少出入。而读了《左

传》才发现，其文学性完全不亚于古典以及近现

代小说，《左传》的叙事细节描写有很多，亦如小

说一般丰富且有趣。例如《郑伯克段于鄢》中大臣

与庄公的三谏三答，庄公语气的加重以及一下子平

定段乱的这种老谋深算的形象一览无余；《晋公子

重耳之亡》中重耳在得知子犯用计强使他离开齐国

后，下车用戈追着子犯，这样的生动的细节描写看

过一遍就不会忘记；《晋楚城濮之战》开战前两军

对峙的刻画，互下战书，子犯巧解晋侯疑梦等等大

量叙说，直接把叙事的气氛推向高潮，令人身临其

境。除了细节描写外，左氏还极工于语言的艺术。

如《秦晋殽之战》中，郑国发现了秦国有谋，厉

兵秣马，并使皇武子去告知驻守郑国的几位秦国将

领：

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
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

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

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
杨孙奔宋。

这种客套却暗带埋怨的逐客说辞，就算是今天的人

也难以表述出来。不只是皇武子，每篇的人物的表

达方式都值得细细品味，宫之奇、子犯、知罃、晏

子都能说会道，不一一而足。

试想在那个文字只能写在竹帛的年代，每个字

是有多么珍贵，而左氏能够把这些史事用之于那

年代可谓是开创性的写作笔法把历史描绘得如此淋

漓尽致，他的文学造诣也就昭然若揭了。《古文观

止》中二吴对字句的注疏常有一个“妙”字，可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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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说说说理理理

文学并不是只讲究词藻的华丽，更重要的是揭

示深刻的道理。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能引起历经

世事后人的强烈共鸣，当这种说法、表达直达多数

人的心坎，那么这样的文学作品一定会流传百世。

《兰亭集序》中有言：“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
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如果能
使名家大师都感到“不能喻之于怀”，那么这部作品
的水平一定是难出其右的。而作为揭示文学这个道

理的《兰亭集序》同样引发后人的强烈共鸣，这样

的作品，即使不考虑它的书法价值，也一定为古今

后众人所知。

《古文观止》精选了先秦至明代上百篇优质散

文，共有十二卷，而《左传》独居两卷，古文大家

韩愈的文章也只占了二十四篇，《左传》选篇作为

散文的这种“文以载道”的价值可见一斑。在必读篇
目中，《左传》阐述道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

是通过“君子曰[2]”，另一种则是通过人物间的对话
来表达，后者占多数。

《晏子不死君难》中晏子这种社稷非君，社稷

重而君轻的思想用了短短几句话就说得如此清楚，

在两千多年那个封邦建国的时代，能够明白又解释

清楚这个道理是多么不容易。相反，随着后来的中

央集权不断加强，帝王即天下的这种思想刻入读书

人的骨髄，反倒是退步了。

《子产不毁乡校》是笔者受益最深的一篇文

章。在科技信息发达的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能明

白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但能说明言论自由为什么如

此重要时却只有少数人能说明白。郑子产“大决难
救，小决使道”的这个例子一下子就切中要害，将
这个众人言为执政者之师的道理表达得如此言简意

赅，怎么能不“临文嗟悼”呢？
晏子论和与同的哲学观念今天为中西学者所研

究，且适用于今日；伍子胥之谏许越平的小疾不

去，大病难除、“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治患思想在今
天仍然高效。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现今的高科技与信

息时代高速发展的生产力，但对于人性本身、治国

处世的理解程度不逊色于今人，这样的经典，怎么

能不读呢？

事事事理理理

在古时惜字如金的年代，如果是陈腐无用之

事，必不会加以记载。司马迁于《报任安书》中

明确了著书《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明白天人的关系，就是要明白人如何生
于天地间；通古今之变，就是要理清古往今来事情

的发展规律，也就是他的著书，不是只想说明一些

事发生过，而是想让这本书，将成为为人、处世乃

至治国的指导书。《左传》亦是如此，读了《郑伯

克段于鄢》我们确信了“多义不义必自毙”，为人处
世以和为贵；读了宫之奇谏假道，明白辱亡齿寒道

理自古如是，所以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炮轰东北边

境，就必然要抗美援朝，今日国家都重视与邻国的

友好往好，互通有无，这样才能和谐发展。

历史的惊人之处不在于其总能教会今人什么大

道理，而在于今人自觉发现某个真理而无处共鸣时

却在千百年前的古书上找到了同样的这个道理。此

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为何史书能“通
古今之变”也是这个道理，虽然时代在发展，思想
在变化，但人本性、本心并不会改变，所以古今

许多事，都是无独有偶，在古人留下的东西中寻找

的，其实就是自己。

于是后来的人不仅喜欢叙史，还喜欢评史。如

古时有许多论及秦的文章，贾谊有《过秦论》、杜

牧有《阿房宫赋》、苏辙有《六国论》，看似评论

古事，实是针砭时弊。所以叙事即说理，论古必讽

今。

故读《左传》，可见事理昭于其中，读懂做人

的道理，也看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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