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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赵友林君是一位性格沉稳而又坚毅的青年学者，1995年留校任教后，一直研习《春秋》三传，孜孜不
倦，毫不懈怠，于三传中的《谷梁传》更是情有独钟，用力尤勤。
2005年负笈津门，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赵伯雄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赵先生乃当今《春秋》学界的巨擘，无论学术造诣还是学术成就，敝人都是十分钦佩的。
在赵先生的指导下，友林君在《春秋》学的研究方面有了长足进展，并将研究所得写成《（春秋）三
传及其注疏之书法义例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友林君不但从纵向角度深入地考查了书法义例在三传及其“注”、“疏”中层累发展
的情况，而且还深入地探讨了三传及其“注”、“疏”的说解方法及说解逻辑，同时又深入地分析了
三传及其注疏的书法义例对后世《春秋》学的影响。
在这些考查、探讨、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位青年学者所提供的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参考价值的新见解，
为《春秋》学的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令人欣慰！
然而，《春秋》学领域，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层累地造成的问题实在太多。
要较为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既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力所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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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春秋》三传及其注疏为文本研究对象，通过穷尽式的材料分析，横向考察了传、注、疏所阐
发的书法义例概况，纵向考察了书法义例在传、注、疏中的层累发展。
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分析了三传及其注疏在阐发书法义例时所运用的不同的说解逻辑。
同时，阐明了传、注、疏所阐发的书法义例对后世《春秋》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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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友林(1970～  )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1995年起在聊城大学文学院古籍所工作至今，曾先后讲授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主于课程。
主要研究经学文献，主攻三传，已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曾参加王世舜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系年》、《先秦要籍词典》的撰写工作，参加由北京
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儒藏》工程部分内容的点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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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三传及其注疏的具体阐释看，我认为“属辞比事”作为一种探求书法的方式，它首先是一种比较的
方法。
利用“属辞比事”这种方法，经过前后比较，以明《春秋》书法之异，这是强调书法的特殊性。
如文公七年：“晋先蔑奔秦。
”《谷梁》：“不言出，在外也。
辍战而奔秦，以是为逃军也。
”《谷梁》认为这里不记作“出奔”是书法所在，因为同样是出奔，其他出奔者多言“出奔”，先蔑
出奔却不书“出”，这必定蕴含有孔子之义，故《谷梁》解释说，这里不书“出”，是因为先蔑当时
在国外，并逃离军队，跑到秦国。
其次，利用“属辞比事”这种方法，经过前后比较，以明书法上的共同性，这又是一种归纳法，即经
过比较同类事件，加以归纳推衍，揭示其普遍性。
如隐公二年：“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何休注：“内女归例月。
”徐彦：“即此文冬十月、隐七年‘三月，叔姬归于纪’、成九年‘二月，伯姬归于宋’之属是也。
”依徐彦的解释，“内女归例月”这一例，实际上是何休对隐公二年、隐公七年和成公九年等经文，
经过前后比较、归纳而得出的，即《春秋》对鲁女出嫁之事，一般都记其月份，因此，何休推衍说，
鲁女出嫁，《春秋》都记月份。
（四）阐发《春秋》大义的“语义场”语义场本是语言学上的一个概念，它对于词义的理解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
在语义系统中，有一个基本的语义单位，即“义位”（相当于义项）。
不同的义位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关系，有一定关联的义位，聚合成一个具有共同语义特征的语义系统，
这个语义系统就是语义场。
如“说、道、讲、唠、聊、唠叨”这几个义位，聚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说”的语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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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也是我在《春秋》学研究领域内第三个阶段性的成果。
记得在读大学本科时，我就开始接触《左传》了。
但当时并不知读书做学问的门径，只是随便选取了杜预注的本子，由着兴致，一路读下来。
大学四年级时，我从中撮取了一些材料，写了一篇关于郑国政治家子产治国的文章，算是蒙混过关。
这是我研读“春秋学”的初始混沌阶段。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经我的导师王世舜先生的同意，我选取了《春秋》三传中篇幅相对较小的《谷梁
传》作为文本研究对象，具体考察它的书法义例。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还是比较肤浅的，但当时对文本所做的钩沉稽考，为我后来的学术研究铺好了相
对坚实的基础。
这是我研读《春秋》学的第二个阶段。
后来，我追随赵伯雄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并在赵先生的帮助下，最终把研究的对象选定在《春秋》学
领域中处于原典地位的《春秋》三传及其注疏。
本着正本清源的目的，我详细考察了他们所阐发的书法义例。
这是我研读《春秋》学的第三个阶段。
现在，我的博士论文即将以著作的形式置于大众的视野之下，不免有些惶恐不安，肯请大家指正。
下一步，我打算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唐代以来《春秋》学者的阐释方式，探讨前人阐释经典的
理路。
回顾这几年的为学之路，虽说艰辛，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独行，其间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鼓
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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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春秋〉三传书法义例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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