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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左传》是“五经”之一，已流传两千多年。
书很好，但难读。
没有特别目的，常人一般不花时间和精力去通读，所以历来选本很多。
　　《左传》全书近19万字，如果选辑的话，可划分出将近三百个单元。
本书所选，是选注者自以为大学生应该读一读、并且有助于今后自学的部分。
因此，尽管本书篇目不多，约为《左传》全书十分之一；但内容还比较全面，诸凡古史礼仪、宗法制
度、祭祀鬼神、治国方略、战役战术、多头外交、行人辞令、结盟发誓、婚姻嫁娶、姓氏名号、风俗
民情、地理山川、职官历法、车马装备、诗歌书信、占卜算卦、疾病医理、世态人情、忠奸贤愚等，
均有涉及。
所选篇目中的词语、句式，也较具典型性。
　　下面是关于本书的一些说明。
　　1《春秋》和《左传》　　《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编年史。
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年—前481年）242年间各国大事。
原著者是鲁国史官。
文献记载说孔子修订过这部书。
孔子在修订过程中，无论增删改订还是遣词用字，都遵循他的思想和道德准则，或褒或贬，立场鲜明
，形成“春秋笔法”。
全书记事十分简略，记录242年间事只用了不到两万字。
　　《左传》是在《春秋》基础上补充资料、增加史实而成。
记录时间扩大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共255年。
字数增加了八倍。
　　《左传》一书叙事详略得当，事件交代清楚，人物刻画生动，语言简练，措辞精妙。
尤其是关于战争和外交的部分，历来被史学家和文学家们推崇备至。
　　《左传》之所以能列入“五经”，和《春秋》有关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左传》本身
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左传》文章精美，含义隽永，是最早的、有大量完整故事的叙事文本。
　　2关于本书所据《左传》版本　　由于《左传》具有“经”的地位，历代关于此书的校勘工作都
没断过。
集大成之作是清代阮元主持刻印的《十三经注疏》本。
　　现代学者中，首推杨伯峻编著的《春秋左传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参考了近现代考古发掘成
果。
尤其是利用了甲骨文和金文的资料，对《左传》版本校勘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不少可信的见解。
　　本书底本为阮元刻印本，个别地方参考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的意见。
　　3关于《左传》作者　　《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
《史记》记载是鲁国君子左丘明所作。
　　孔子同时代人里有一位左丘明。
孔子很看重这位左丘明的人格。
《论语·公冶长》里记载：“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
之，丘亦耻之。
”但是，考虑到《左传》内容涉及孔子去世之后53年间发生的事情。
按常理推算，那位左丘明难以做到。
司马迁的说法由此遭到怀疑，从而有了种种推测。
　　现在一般认为《左传》作者是儒家别派的学者，生活年代晚于孔子。
　　4关于《左传》成书年代　　这个问题和《左传》作者问题有一定关联。
作者如果是孔子同时代的那位左丘明，成书年代就应当在春秋末期孔子去世后不长的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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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司马迁的说法没有被接受，成书年代由此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战国时期，《左传》在王侯大夫之间已经有很多书迷。
荀子、韩非子在他们的著作里就曾引用，《战国策》、《吕氏春秋》都提到过《左传》的书名。
晋代有一次重大考古文献发掘，即“汲冢古书”，其中一部叫《竹书纪年》，里面的记载可以证明《
左传》在公元前295年以前就流行于世。
　　学者们根据《左传》内容进行分析，将成书时间推定在公元前403年到前386年之间。
 5关于译文　　读《左传》的真正快乐，是品味原文。
　　动手写这本小书时，编辑方针里明确规定“难懂的句子才作整句翻译”。
所谓“难懂”，有一种和字、词、句的歧义有关，歧义容易导致误解。
编写过程中，发觉《左传》中“难懂”之处实在不少。
《左传》文笔太简练，措辞太古雅。
即使有注释，把注释代入原文，从今人角度去读，仍然容易产生误解甚至感到不解。
这时译文就比注解方便。
例如“与吴师遇于穷”（昭公27年），似乎只要加一条注释说明“遇”就可以。
其实不那么简单。
“遇”不是一般的“相遇”，而是“遭遇战”的“遭遇”；然而“遭遇”在现代汉语里可以当名词用
，这就有误解的可能。
用注解说明“遭遇”在这个句子里的用法，不如直接给出译文来得简便：“和吴军在穷遭遇”（穷：
地名）。
　　此外，《左传》具有强烈的先秦口语色彩，大量使用省略和指代手法。
如果不是已对原文有较全面的把握，仅仅浏览一过，很容易失去阅读连贯性，失去对“文脉”的感觉
。
如果有译文，可以让读者更方便地了解原文大意，然后才有可能品味原文。
先读原文，参考译文，再看注释，然后回到原文，这样一个阅读过程虽然费事一些，但却可以减少“
杀书头”的危险，不容易落入无法卒读的困境。
　　译文基本按“对号入座”原则直译，尽可能不改变语序、不改变词性。
汉语发展至今，已和两千多年前很不一样，所以无法完全对上号。
例如“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昭公27年）句，看起来上下两句结构一样，对称非常漂亮，可是
翻译起来，实在很难做到让这两句完全对称。
　　不能对号入座，就难免有所增益变通。
对这个不得已的“增益变通”，不同人有不同表现。
这便是为什么同一典籍古文今译的文本无一相同。
所以，本书译文部分并非是最终的“标准答案”，也无法避免词语甚至句子和其他学者的译文有相同
相似之处。
毕竟《左传》原文只有一个，无法改变。
　　另外也有原文照录的地方，那是因为古今一样，没有变化。
总之，阅读注释，加上对原文的领会，应该可以理解有所变通或原封不动之道理所在。
6关于注释　　注释主要以古今意义或用法不同的词语为对象。
包括实词、虚词、句型等。
以往训诂家给文献作注，对相同的词语几乎都不再次注出。
本书基本遵循这一传统。
不过，考虑到已将《左传》拆分为若干篇目，各自加有标题，相对独立；所以注释不避重出，但重出
从简。
这样一来，读者不一定要从头读起。
当身边携有此书，兴之所至，尽管随意翻检，遇到哪篇就读哪篇。
这样可以避免看到后篇还要翻找前篇、反复折腾以致兴味索然。
　　说明代词的指代内容也是注释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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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左传》行文特点决定的。
如果不明白代词所指对象究竟是什么，就一定读不通，会产生误解和困惑。
　　无论是译文还是注解，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即使是这本小书里所选的部分，也有一些至今无法做出确切说明的地方。
这种现象在先秦典籍里并不鲜见。
如果读者通过阅读此书能发现那些问题，既而有兴趣钻研一下，就是选注者的望外之福了。
　　7关于参考文献　　选注此书期间，客居异国，行囊极简，因此所列参考书，仅限案头所有。
好在杨伯峻先生所著《春秋左传注》开卷就分类列出了相关重要书目。
若为满足一般阅读需要，杨伯峻先生所列书目足以资用。
即使要做专题研究，那些书也是极好的向导。
　　进入研究阶段，自有导师或你的知识和智慧指引，届时，应该不至于回头来批评我这本小书里所
列书目太少吧。
　　最后说点仿佛题外的话。
 年少时见过一本关于《左传》的小册子，虽有注释，但几乎读不懂，只记得有晋公子重耳出亡。
还记得有一个“匜”字，因为它形体很不对称。
真正开始接触《左传》，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时，听陆宗达先生讲《城濮之战》。
众多的人物、宏大的场面、生动的言行，加上陆先生用他特有的京味儿韵律和节奏道出的许多遣字用
词当中的奥妙，令人心神俱为之醉。
读硕士时，在许嘉璐师指导下点读了《春秋左传正义》。
这时才知《左传》之妙，难以言传。
硕士论文便是在肖璋师和许嘉璐师指导下就《左传》写成。
当年许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授《左传》时，我曾从头至尾听过两遍，笔记颇详。
后来自己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左传选读》课，就是以当年课堂笔记为底本。
再后来，从郭锡良师读汉语史博士课程，很自然地选择了《左传》作为论文方向。
因为这是一部对个人来说百读不厌、常读常新的书。
当时甚至还有一个隐秘的盘算：《左传》绝不会让人因为写论文读来读去而读倒了胃口。
即使论文写不出来，光读了几遍《左传》，也不亏。
　　唐代学者、《春秋左传正义》编著者孔颖达曾提到一条和《左传》有关的史料，引自汉代刘向《
别录》：“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
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抄撮”就是节录。
铎椒是楚国太傅、虞卿是赵国的相，他们节录《左传》，作为教材，转相传授，直至荀子。
这本小书也可说是“抄撮”，即便是注释和译文，也包含了编著者对前人著述和老师讲稿的“抄撮”
，完全属于个人的创造性的地方其实有限。
若是定名为《左传抄撮》，最为妥帖。
　　这次蒙学长李建国先生信赖，遵嘱编这本小书，抄撮之余，有机会将自己过往的些微心得放进去
，真是乐莫大焉！
　　编辑刘金菊老师认真热情，且宽宏大量，对推迟两周半交稿无半字厉言，铭感至深。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左传>>

内容概要

《左传》也叫《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
儒家经典之一。
《左传》和《公羊传》、《榖梁传》一样都是对《春秋》的解释。
《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编年史。
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年—前481年）242年间各国大事。
原著者是鲁国史官。
文献记载说孔子修订过这部书。
孔子在修订过程中，无论增删改订还是遣词用字，都遵循他的思想和道德准则，或褒或贬，立场鲜明
，形成“春秋笔法”。
全书记事十分简略，记录242年间事只用了不到两万字。
    《左传》是在《春秋》基础上补充资料、增加史实而成。
记录时间扩大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共255年。
字数增加了八倍。
    不同于《公羊传》、《榖梁传》完全用义理来解释《春秋》，《左传》一书多用事实，是最早的、
有大量完整故事的叙事文本。
叙事详略得当，事件交代清楚，人物刻画生动，语言简练有力，措辞精妙得体，含义隽永深沉。
尤其是关于战争和外交的部分，提供了很丰富的史料，历来被史学家和文学家们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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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猛  字济宽。
1954年生于江西南昌。
文学博士。
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现任日本京都女子大学外国人教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理事。
研究汉语的文字训诂和先秦汉语专书语法。
著有《左传谓语动词研究》、合作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参加编写《中华文明史》等。
已发表论文、散文各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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