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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士人富有浓厚的历史意识，所以古有“六经皆史”之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其诞生之始，就和巫史所代表的史官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人轻视巫史，认为巫医百工之人不齿于士人，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就持这种态度。
但在先秦上古社会，巫史地位很高，是当时进入国家决策的四种人（按：指君主、卿士、庶民、巫史
）之一，事载《尚书?洪范》篇。
可见当时的巫史属于知识精英阶层，与后世跳大神扶箕念咒的巫婆神汉大不相同。
古代历史，君主的言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见班固《汉书?艺文志》），言议与事功分开记述
，如果言而无序，叙而不法，则“后嗣何观”？
正如司马迁所说，“述往事”是为了“思来者”，以资后世借鉴。
后来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正取此义。
而《左传》作为先秦时期最优秀的文化典籍之一，正是当时史官文化的结晶。
孔子以前，“学在王官”，史官著述展现了上古的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
但在孔子之后的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学术下移，故孔子开民间私人办学新风，开始了私人讲学
著述。
有关《左传》的作者，是否如司马迁所说是左丘明，唐宋后颇有争论，至今尚无定谳，在此暂不讨论
。
但《左传》作者继孔子《春秋》而作，而孔子则是参阅当时鲁国史官的《春秋》而作，是对史官历史
著述的继承和发展，则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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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将采用历史描写法为主。
20世纪以来，文学与史学领域兴起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史学领域内的法国布罗代尔学派总体史
学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的新叙事史学法，文学领域内的新历史主义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
本书对这些方法，将择善而从，以切合实际、解决问题为旨归，力求通过《左传》的研究，对春秋时
代的文学面貌进行描写。
    如何把握研究中遇到的先秦文字、语言、思想方面的难点，是本书面临的一大问题。
《左传》研究在古代多以经学研究的面貌出现，而今古文经学、经学汉宋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材
料等问题，本书都要有所涉及，力求做到详择慎取。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努力都将围绕着本书的研究主旨而进行。
    本书主体是通过《左传》对春秋时代文学及文学活动状况进行研究，包括其形成、特点、活动、分
期、流派等重要问题，力求达成对春秋时代文学发展历史面貌的全景式描写。
其中，本书将重点研究春秋时代文学与列国民族的民风民俗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以此作为对春秋时代
文学分域分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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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此左氏独得之长也。
一是以其书于左氏叙事之文，撷取尤多，凡其叙事之提掇关键、联络照应种种入神入妙之处，皆各为
标识。
其眉批、旁批，则大抵探之孙汪二氏。
又依汪南溟之说，分左氏之文为叙事、议论、，辞令三体，各体之中，又分能品、妙品、真品三品。
稽其所论虽品评前人绪论为多，且每条不过一二语，略抒大意，亦不申其所以然，批点尤不脱评选时
文之习。
然博取约存，含英咀华，亦足以资循览，此其所以不废欤？
”①此书三卷一百一篇，以事隶于十二公之下。
此书以《左传》叙事法研究为主，是明人《左传》评点的较好本子。
有传抄本。
清代评点之学亦盛，而各种文派纷呈迭出，《左传》成为他们看重的范本，亦多有人评点。
而古文派的兴盛，亦以《左传》为取则之法。
金圣叹《唱经堂左传释》不分卷。
圣叹名喟，一名人瑞，字圣叹。
江苏吴县人。
为诸生，清顺治十八年因哭庙案被杀。
生平成就以文学评点为主。
金评《水浒》、《西厢记》均负盛名。
此书疑为草创之本，只释郑伯克段于鄢、周郑始交恶、宋公和卒三篇。
是书以作文法评论《左传》，钩剔字句，寻求语脉，推寻《左传》文法，而不拘于经义，与他评小说
、戏曲、古文同一态度，是一部比较纯粹的从文章学角度来研究《左传》的著作。
惜无完帙。
刘继庄.《左传快评》八卷。
继庄生平事迹不详，康熙年间人。
其书为弟子金成栋辑。
全书八卷，摘取《左传》菁华，以为修辞之用。
全书一百零五篇。
凡是句法古隽、叙事新异之处皆于各句之下详细评定，每篇之后附以总评，全以批点时文之法出之。
有康熙间蕉雨闲房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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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3年的初春，在参加完复旦大学的博士生笔试的第二天，我们这些报考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
代文学专业博士生的考生聚集到图书馆旁的旧文科楼里，参加随之而来的面试。
我报考的是蒋凡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方向的博士生。
报考的人很多，面试的时间从上午到下午，都安排得满满的。
面试前进行了抽签，以决定面试顺序。
我抽到了第一个。
进入语文所的办公室，一位身材不高，但一眼望去非常精神的老者坐在靠里的办公桌后面，两位中年
老师坐在旁边的桌子旁，一位可爱的脸圆圆的师姐坐在另一边的桌子边，担任记录工作。
没有多少寒暄，面试就进入了正题。
“你为什么对先秦感兴趣？
做过哪些方面的研究？
”“你认为王国维的学术路径是怎样的？
对他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能读甲骨文和金文吗？
请讲讲你的硕士论文的主要观点。
”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了。
只记得当时心里完全豁出去了，讲了很多大胆的话，这些话从现在看来。
有的过于囫囵吞枣，有的又太不知深浅，但那位桌后的老者一直很宽容地微笑着。
在考博前我并没有和蒋老师联系过，也没见过蒋老师本人或是照片，但我分明觉得这笑容似曾相识⋯
⋯后来同和我一起考上蒋老师博士生的张斌聊起来，才知道那天他是最后一个面试的，时间已经是晚
上六七点钟了。
张斌是治古代文论的，精于艺术，尤精于古琴，毕业论文研究的是《琴史》，毕业后去了南京大学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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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左传与春秋时代的文学:兼论春秋列国民族风俗》是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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