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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古代，经学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个作用是已经走出经学时代的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
而《春秋》在经学中更是居于核心的地位，它向来被看成孔子微言大义的寄托。
中国文化自古就重视历史经验的记录和总结，生当春秋末世的孔子自觉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
但在过去，修史一直是政府的事，孔子以匹夫而修史实属僭越。
所以孔子要说：“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
”不过，孔子的修史却不同于前人，孔子在修史的过程中寄托了很多的深意。
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之矣！
”这两段话虽说出自孟子的记录，但却是历代儒生所深信不疑的。
近代以来，学者纷纷有撰文论证《春秋》非孔子所作。
其实，《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并不重要，关键是历代儒生都相信那就是孔子所作。
司马迁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
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
诛、死罪之名。
”在儒生看起来，孔子所修的《春秋》并非记录了已然的历史，而是记录了应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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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探究汉武帝长久地选择《公羊传》的根本原因则要分析《公羊传》对于汉武帝到底有什么用
。
根本而言就是“学”是怎样迎合“术”的。
　　首先，《公羊》大一统学说成为汉武帝加强中央专制的理论依据。
在西汉初年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士人们仍然没有实现从激昂处士到皇朝顺民的转变。
他们仍然奔走于诸侯之间。
汉武帝在文、景二帝对地方势力不断打击的基础上，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
而《公羊传》则提供了及时的理论支持。
尤其是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以“人臣无将，将而诛”为借口对淮南、衡山大狱的处理更使汉武帝十分
满意。
　　其次，《公羊》学的夷狄观和复仇理论成为汉武帝解决匈奴问题的依据。
西汉前期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一直十分严重，汉朝被迫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
汉武帝即位后不久就把解决匈奴问题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公羊传》对诸夏反击夷狄的战争一直持肯定的态度，比如庄公十九年“夏公追戎于济西”，《公羊
传》的解说是：“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
大其为中国追也。
此未有伐中国者，则其言为中国追何？
大其未至而豫御之也。
其言于济西何？
大之也。
”②后来《公羊传》的复仇理论也成了汉武帝再次出兵的直接借口：“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
单于书绝悖逆。
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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