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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
有人认为这个左
    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
但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现在
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无名氏的作品。
其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
七年。
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
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本书从《左传》中选出三百多个精彩的历史故事，用通俗易懂的平实语方娓娓道来，传达出古代先
人的智慧、勇气、精神与风采，引领青少年读者感受那已经远去了的文明留给今人的无尽的财富、自
豪与尊严。

  著名画家为故事配上了精美的插图，直观形角地高扬出原著的精髓与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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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与母亲交换人质联手打郑国石大义灭亲郑庄公伐宋郑庄公伐许羽父弑君华父督乱国周王中箭少师
祸国太子忽两谢婚以逸待劳女婿杀丈人厉公复位替兄赴死文姜夫人瓜熟时节兄弟争位曹刿论战南宫之
乱息妫与子元晋国内江楚文王与鬻拳郑厉公勤王庆父乱鲁卫懿公申生失位借道陷害申侯晋公子出逃二
次借道太子倾碰壁夷吾回国里克自杀借粮 多事之秋太子圉继位重耳出逃兄弟争位泓水之战晋文公二三
事引狼入室晋文公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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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左传故事(上下册)》：《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
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纯用义理解释《春秋》，而《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
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
一些专门解释《春秋》“书法”而与史实无关的文字，显然是后加的。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
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
书中虽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
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此类议论，都是作者所赞同的。
诸子散文（尤其《孟子》）也有类似的议论，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但应该看到，所谓“民本”思想是有具体背景的。
在春秋战国大兼并的时代，“民”作为财赋和士兵的来源，其人口众寡直接关系到国力的盛衰。
而当时北方诸国，仍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国与国之间，也不存在封锁的疆界，“民”可以自由迁徙。
故争取民众，甚至比占领土地更为首要。
《孟子》记载，梁惠王对“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很感焦急，便是此意。
说到底，这还是从统治者的利益来考虑的。
作者所信奉的准则始终贯穿于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述，可谓褒贬分明。
书中不少地方揭示了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物暴虐淫侈的行为，也表彰了许多忠于职守、正直和具有远见
的政治家。
总体上说，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
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
但是，试图用简截鲜明的道德观念评价复杂的历史，难免要遇到麻烦。
最明显的，对于各国间频繁的战争，作者总是要首先辨明双方在道义上的曲直是非，并将此同胜负结
果直接联系起来，企图说明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
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战争多是因各国间争夺土地与人口而发生的，如果一定要以简单的儒家道德标准
衡量，只能如孟子所说“春秋无义战”且一场具体战争的胜负，也很难归结于道义上的原因。
因而作者勉强作出的评述，常显得迂腐可笑。
如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为诱敌深入，助长敌方的骄傲懈惰之气，故意“退避三舍”，这本是一项巧
计书中却指责楚军统帅子玉步步进逼作为国君的晋文公，是“君退臣犯，曲在彼矣”，故不能不失败
。
这不但毫无道理，亦不能适用于其他类似的情况。
《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应该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
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
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
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为后人称道。
写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
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
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
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
《左传》所记外文辞令也很精彩。
这一类文字照理应该有原始的官方记录作为依据，但必然也经过作者的重新处理，才能显得如此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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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而有力。
与《尚书》乃至《国语》所记言辞相比，差别是很明显的。
最突出的例子，要数“烛之武退秦师”一节。
整篇说辞不到二百字，却抓住秦国企图向东发展而受到晋国阻遏的处境，剖析在秦、晋、郑三国关系
中，秦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
盟，挽救了已经必亡无疑的郑国，至今读来，仍是无懈可击。
这是世界外交史上运用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很早的杰出范例。
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
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
这些都是显著的文学因素。
一般说来，史籍记载中，愈是细致生动的情节，其可信程度愈低。
因为这一类细节，作为历史材料的价值不大，在发生的当时或稍后，也不大可能被如实地记载下来。
尤其所谓“床笫之私”、“密室之谋”，更不可能是实录。
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虽主要出于史官记录，但也有不少原来就是社会上
以各种方式流传着的历史故事，其中已经包含了若干虚拟的成分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作者又根
据自己对历史的悬想、揣摩，添加了不少内容。
当然，这种虚拟和揣摩，不同于小说、戏剧的虚构，它是完全依附于历史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
，并表现作者的历史观念。
但不能够说，这里就没有追求一种“故事趣味”以满足作者自身和读者的搜奇心理的潜在意识。
人们对故事的兴趣，是产生文学的基本动力之一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也是小说和戏剧的基本要素。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的产生相当迟，但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却不可能很迟才出现。
只不过它借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孕育了很久才分离出来。
而《左传》正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
》的写作风格，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
这种传统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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