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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学过《中国文学史》，不管哪一类、哪一种的文学史，《左传》和《战国策》这两部书在先秦文
学史中通常都被归入“历史散文”或“先秦叙事散文”，也有时候被归入“史传文学”这一类中。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就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
“史传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样式。
中国古代文学史，实际上是非常长久的。
如果把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比作一条浩浩荡荡、奔腾不息的长河，史传文学就是这条长
河中重要的一股劲流。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样式，关于史传文学，似乎有必要给予一个比较明
确的界定。
为什么要给它一个界定呢？
因为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称呼它为“史传文学”，一个根据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史传》篇。
《史传》篇解释“传”字是这样说的：“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
冠冕也。
”这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里面对“传”字的解释，这几句话的意思，说的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传”就是转的意思。
为什么是“转”的意思呢？
那是“声训”——音韵学里面叫作“声训”。
这几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传，就是转的意思，就是把孔子作《春秋》的用意，转授给后人，
所以“传”是经书的翅膀，是记事著作的首要之书——“羽翮”就是翅膀；“冠冕”就是头上的冠冕
——这就是最重要的，首要之书。
刘勰把解释经文的文字叫做“传”。
《左传》是解释《春秋》的。
《春秋》是“经”，是史书；《左传》是“传”，也是史书，所以是“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
这样，就把史和传联系起来，可以称为“史传”。
《文心雕龙》的《史传》篇就是这样来定义“史传”两个字的，它还论述了其他众多的历史著作，大
家如果去看一看《史传》篇的话，就知道它包括《尚书》《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等
，当然，里头有很多并不是解经之作。
所以我们说，刘勰所谓“史传”，包括上起虞夏下至东晋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各种史书或者叫各体
史书。
史传文学中“史传”二字的含意，就是这样的概念。
从先秦到六朝，有一批历史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不仅是其中的某一篇章或某一段落具有文学色
彩，而且是整部著作都堪称文学杰作，包括我们今天课程所要讲的《左传》《战国策》，还有《史记
》，等等，这些著作，可以说做到了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的有机统一——它们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
学著作——所以我们借用刘勰的“史传”的概念和限界，将这样的一批历史著作称为“史传文学”。
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人认为，这不能称为“史传文学”；有人认为，它统一称为“传记文
学”更好。
在不同的文学史里面的表述、归类也是有不同的，所以我要特别把这问题提出来说一说，把这个概念
界定清楚。
以前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对于上起先秦，下迄两汉魏晋六朝的一大批文学性很强的历史著作，诸如《
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国策》《史记》《汉书》等，有的称之为历史散文，有的称之为
传记文学，有的称之为史传散文，概念很不统一。
当然，就研究的角度不同来说，存在差异也是允许的，未必一定要整齐划一，但是就文学史的性质来
说，如果概念上太纷杂，就给作品的归类带来困难。
为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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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它们称为历史散文，倘若你们认真读这些作品的话，会觉得它又似嫌过于宽泛，其外延并不仅
仅涵盖上述作品；有的作品可不可以被涵盖进去呢？
称为史传散文，似又不够精当，不能突出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作品的个性特征；称为传记文学，它还
是有些缠夹不清的麻烦。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中国大百科全书》“传记文学”条“传记文学”这个词，它是这样说的：“古
代传记文学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历史传记文学即史传文学，一类是杂体传记文学即杂传文学。
”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这样来解释传记文学的后半部分是合适的。
因为魏晋以后，作为整部历史著作来说，全书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的已经不再存在，比如说沈约的《宋
书》，以至后来唐人唐初编的《晋书》啊，等等，它们的文学性——整部书的文学性当然不能跟《史
记》《汉书》相比，也不可能跟《左传》《战国策》相比。
那么代之而起的是什么呢？
代之而起的是杂传、散传以及单篇个人传记作品，所以你把这些作品称为传记文学或杂传文学当然可
以。
前面我们所讲的，先秦两汉这些历史著作，我们称它为史传文学。
传记文学论者往往局限于人物传记的界限而只从《史记》算起，你们去看看，有的书上，它写“传记
文学史”，第一部是什么？
就是《史记》。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你第一部是《史记》，那《史记》之前的《左传》《国语》《国策》这些著作，
你把它归到哪里去呢？
所以他们就改变一个方式，称它为“传记文学的萌芽”。
我觉得这样称呼是不太合适的。
有的把它称作“历史著作”，你在这边称它“历史著作”，后边称它是“历史散文”，这样就分不清
楚了。
实际上，《左传》《国语》《战国策》甚至也可以包括《尚书》《春秋》，它们的文学性——整部著
作的文学性是非常鲜明的。
所以，我这里还是主张：借用刘勰《文心雕龙》的这个“史传”的意思，把“史传文学”跟“传记文
学”分离开来，用“史传文学”来界定先秦到魏晋这个时期的史传作品，这样就能够更加突出地显示
史传文学的特色。
说到史传文学，我想还是有必要简单地把史传文学的特征给大家介绍一下：史传文学的根本特征，在
于文与史交融，或者说文与史的融合为一。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我们讲文、史、哲不分，这是我国上古史官文化的一个特有现象。
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划分文学与非文学，没有确立纯文学的观念。
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的《核才》篇里说：“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
盖史者，当时之文也。
”尼父就是孔子，这大家都知道。
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先秦时期，文学尚没有从整体文化形态中分离出来，文、史、哲三者交融为一体：有以文学写哲学
，如《庄子》；有以文学写历史，就像我们后面要讲的《左传》《战国策》，等等。
在先秦时期的各种典籍之中，这是很常见的，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两汉，所以就史传文学而言，
它既是历史又是文学。
从史的角度来看，它展现了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历史运动的规律、历史变化的动因，它是历史
著作，文学不过是其手法。
从文学的角度而论，史书只是载体，它以史的形式包容了人类社会的众生万象，是人类社会全部生活
的缩影，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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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特点来讲，我把它称为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就这个意思。
总的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史传文学的载体既然是史书，那么它当然具备历史著作的特征，我们称它为本体特征。
这一点也要注意。
一般来说，大凡历史著作所应有的本体意识，比如史鉴和劝惩的职能，讲求实录的原则，还有史家所
必须有的德、才、学、识，在史传文学作品中都得到充分的表现。
就我们视野所及的史传文学作品来说，以史学的地位来看，它们大多是杰出的历史著作甚至是伟大的
著作，像《史记》，这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它们比之于后代的史书，不但毫不逊色，有的甚至是后代史书所无法比肩的楷模。
这一点，我们在读中国文学史的时候，要注意到：它这个特征，又是中国古代文学其他样式所不具备
的。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史传文学，它不是简单地枯燥地排比历史史实或者是机械地阐述历史变化规律。
这个我要略加说明：我们读现当代人写的历史著作包括大学里面用的《中国通史》，它是叙述性的，
把政治、经济、文化在各个朝代的历史状况叙述出来，但是它没有人物形象，没有故事情节，没有细
节描写；而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史传文学，它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用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
情节解绎历史、演述历史。
我这里用了“解绎”这样一个词，也就是“演述”的意思。
它用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甚至细节，来解绎历史和演述历史。
我们读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作品，可以发现这些作品极少有那种乏味的说教，或者乏味的陈述。
它是把整个历史，或者是历史事件，或者是历史认识融通于人物的言行之中，将历史运动转变为情节
复杂的历史故事，也就是说将历史文学化、故事化。
不论是先秦史传文学作品，还是两汉史传文学作品，都将历史人物描绘成可视、可感、可爱、可憎的
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我们去读的时候——大家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作品，例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
书》——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描述的人物性格相当鲜明，有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而且历
史事件有时候非常曲折复杂，不是那么简单的：有时候，复杂纷纭的历史事件，常常被这些作者组织
成曲折跌宕甚至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有时候还增加了很多很有兴味的细节描写，这个细节描写跟
历史本质没有多大关系，可是他加进去了，我们读起来感觉增加了很多的趣味性。
包括心理状态的描写，心理情态的描写，这些都加进去了，那么这就正是它的文学特性的所在。
我们知道，文学的特质在于形象，叙事文学的基本构成在于情节，史传文学具有上述特征，就必然地
使这些作品成为品位极高的文学作品。
我们给它一个这样定位，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朱自清先生就说过：《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
是文学的权威。
那当然可以称它为“品位极高的文学作品”。
不但如此，我们说这些史传文学作品，它们用形象和情节来解绎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往往还加入自己
的评价，还会自己发出一些感慨，甚至加入个人的感情，这点我们读《史记》的时候，就很鲜明地感
觉到。
我们不是常说司马迁“笔端常带感情”吗？
这就是加入了自己的感情。
著名的学者也是《史记》研究的专家李长之先生，曾经说过《史记》“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本质”，
因而它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所以我们说，史传文学还为叙事文学确立了楷模，这里包括《左传》文章的叙事手法，《史记》中的
写入艺术，千百年后仍然被史家和文学家奉为楷模，或者说奉为圭臬。
从这点来讲，请大家注意：过去有人叹息中国古代没有史诗，因为西劣有史诗，有《荷马史诗》，中
国没有长篇叙事文学作品，其实不然，这话是不全面的。
可以说，史传文学就是伟大的史诗，就是规模宏伟的长篇叙事文学。
从先秦到六朝，史传文学高潮迭起、杰作频出，在史学与文学方面，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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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要注意的。
这里也牵涉到一些理论问题。
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要讲的《左传》《战国策》是个背景知识，因此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还有几点要再补充说明一下。
一是课程的内容。
我们主要介绍《左传》《战国策》这两部著作，它们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著作，而我们的介绍，主
要以文学性为主，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讲。
大家到图书馆去借书，借到童书业先生的著作——童先生是顾颉刚先生的学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历
史学家——他有一本《左传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谈《左传》的，跟我们现在要讲的《左
传》不一样，我们是从文学的角度，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讲。
我们要让大家去领会《左传》和《战国策》这两部著作的文学魅力之所在，让大家知道早在先秦时期
的历史著作中就有如此优秀的叙事文字。
大家要领会这点，并了解它们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我要说明的是：在讲解时尽量地结合作品来讲，会举作品中的一些段落和例子。
要了解和领会这两部作品，特别是要领会它们的文学特性和审美价值，大家要熟读这两部著作，最好
是读原著，而不只是选本。
第三个问题就是：还要强调别忘了这两部著作是历史著作，我们常说文史不分家，史传文学最能体现
这个特点。
我们讲史传文学，讲《左传》《战国策》，是出入于历史与文学之间，也就是前面我讲的史传文学是
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因此我们是要懂得历史的。
这点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现在中文系的学生的历史知识，还是停留在高中学过的水平上，因为你
们进入大学中文系以后不开“中国通史”这门课，我曾经呼吁过，中文系应该也要开“中国通史”，
它开的内容可以跟历史系有所不同，但应该是要开的。
你不开“中国通史”这门课，那么这不但对于学习史传文学，就是对古代文学的其他体裁样式，如古
代诗词、散文、小说等，都是一个欠缺。
这个问题，我们教古代文学的老师，好多人都有同感，所以我的确有些忧虑和担心，觉得这个课要补
，就是“中国通史”的课要补。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到了：现在兴起“国学”热，古代史是“国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懂历史，就不懂中国文化，那谈何“国学”呢？
所以建议同学们在学习这门课程时抓紧补一下历史文化知识。
这不但是对于我们这门课，对于大家的整个文化素质构成，也是大有好处的。
这是第三个我要强调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我这里开出了一个参考书目，供大家学习参考：1．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
达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8年影印本。
2．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8年影印本。
3．国语(吴韦昭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
4．战国策(汉刘向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
5．史记(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
6．汉书(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
7．搜神记(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8．世说新语(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9．文心雕龙注(梁刘勰著，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0．史通(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1．文则(宋陈骥撰，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2．文章正宗(宋真德秀著，《真西山全集》本)，清康熙中家祠重刊，同治中重印。
13．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
14．左绣(清冯李骅辑注)，清康熙五十九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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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17．左传分国集注(韩席筹编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8．左传选(朱东润选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9．左传选(徐中舒选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
20．左传疏证(徐仁甫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1．左传之文学价值(张高评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
22．战国策注释(何建章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
23．战国策考辨(缪文远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
24．战国策新校注(缪文远著)，巴蜀书社1998年版。
25．战国策研究与选译(熊宪光著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26．韩非子集释(陈奇猷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新1版(原中华书局版)。
27．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8．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著)，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29．战国史(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0．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范文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版。
31．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北京)1976年版。
32．中国史探研(齐思和著)，中华书局1981年版。
33．竹简帛书论文集(郑良树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
34．古史辩(第四册，罗根泽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5．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刘泽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6．左氏兵法(朱宝庆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37．左传漫谈(郭丹著)，台湾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8月版。
38．春秋左传学史稿(沈玉成、刘宁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9．管锥编(第一册，钱钟书著)，中华书局1979年版。
40．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朱自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1．中国古代文学论稿(胡念贻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2．史记通论(韩兆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3．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44．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夏志清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45．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孙绿怡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6．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齐裕焜主编)，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47．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刘叶秋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48．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黄霖、韩同文选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49．缪灵珠美学译文(第一卷
，章安祺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50．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郭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1．寓言智慧(郭丹、黄培坤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2．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
53．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刘泽华著)，三联书店1987年版。
我这里把这个“参考书目”发给大家，总共开出了53种。
不过从最重要的原著来讲，有“十三经注疏本”的《春秋左传正义》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战国策》
。
如果从适合同学们的阅读来说，我这里想着重介绍的就是：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这套书有
四大本；还有何建章先生的《战国策注释》，有上、中、下三本，这两部书就作为我们的基本读本。
我这里列的其他著作，大家可以择善而从。
这个参考书目我再说一下，我打出来的时候，是隔行分开来的，请大家留心：第一部分是基本的史传
文学原著；第二部分，就是跟它们有联系的一些参考书目，包括选本；第三部分，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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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学著作和文学史著作；第四部分，就是跟我们的课程有关系的研究著作，这四类著作，可供参考
。
我们的课程内容是：《左传》《战国策》研究。
《左传》《战国策》记载的是先秦时期春秋战国这一段的历史。
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发生激剧变化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的时期之一。
这个时期，它的激烈变化体现在哪里？
当然有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出现了全新的思想观念，也出现了一大批崭新的著作，这就是
我们在文学史里所说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这两大块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
这里我插一句，请同学们注意一下：《光明日报》有个“国学”专版，还有大家所知道的“百家讲坛
”。
“国学”专版里面，它从“十三经”开始介绍，还包括《老子》《庄子》，介绍了诸子散文和历史散
文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著作。
最近百家讲坛里面，选的作品也是——像有的学者讲的《老子》和《庄子》。
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
在先秦时期众多的历史散文之中，《左传》与《战国策》堪称它们中杰出的代表。
这两部巨著，详细地记录了中国古代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貌，从文学性上看是如
此，从历史学来看，我们要了解春秋、战国这段历史的话，它们也是最珍贵的历史材料和历史文献。
讲到《左传》——大家都知道春秋有所谓“三传”：《左传》、《公羊传》和《毂梁传》。
三传之中，《公羊传》和《毂梁传》是以义理解说《春秋》的，所谓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
而《左传》则是以史料阐述《春秋》的。
《左传》作者广泛地采集旧文简册，同时也采集流传在口头上的历史传说，非常详细地反映了春秋时
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等历史面貌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描述了各方面代表人物的
活动，包括周朝的衰落，从王权独尊到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从郑庄公的“射王中肩”到群雄争霸、
诸侯蜂起，等等。
《左传》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春秋时代的非常绚丽的历史画卷。
同样的，《战国策》则将战国时期纵横捭阖的时代风貌和瑰丽恣肆的人文精神展现在我们面前——尽
管历代都有学者怀疑《战国策》一书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而且，包括在古代，有些学者批评它，
说它是“畔经离道之书”，当然，它这是用儒家正统的眼光来看待的。
但是，我们去读《战国策》，可以感受到，《战国策》一书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纵横策士们的思想、个
性、人格风貌，他们的才华智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战国策》反映了战国时期的一种全新的意
气风发的时代精神。
这两部著作也是杰出的文学巨著。
且不说朱自清先生将《左传》称为“史学的权威”“文学的权威”，《战国策》也同样是文学杰作。
从正统的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左传》也好，《战国策》也好，都是有一些“浮夸”的、不符合正
统史学家要求的内容。
但是在他们眼里看来好像不是很正规的这些内容，恰恰是闪烁着文学光芒的地方。
《左传》的文章叙事完整，文笔严密，富有魅力。
《左传》善于描写人物，善于将人物的动作和内心活动刻画得生动细致，以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特
征；《左传》叙述战争，善于把复杂的战争描绘得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另外，《左传》的外交辞令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左传》的应对辞令之美，也是一大特色，《左传》的辞令，曲折缜密、委婉
多切，许多记述辞令的篇章，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了——在后面我们还会一一介绍。
《战国策》的人物描写，又有了新的发展，许多篇章已是简短的人物传记。
一篇里头，可以说就是一个简短的人物传记，比如说大家读过的《冯谖客孟尝君》，这是大家最熟悉
的例子。
有人认为《战国策》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都值得怀疑。
我们从文学的眼光来看它，恰恰就是《战国策》的作者摆脱了史料真实性的束缚，更好地表现那些纵
横倜傥的战国策士们，按照刘向的话称，就是“高才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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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的《战国策序录》里，就称他们都是“高才秀士”，描写他们的风采。
作者摆脱了史料真实性的束缚，唯以表现倜傥恣肆的战国“高才秀士”的风采为务，因此更加大胆地
以虚构的手法塑造人物。
在作者笔下，那些纵横策士一个个无不风姿卓异、栩栩如生。
另外，策士们的说辞，变其本而加恢奇，比起春秋时期的行人辞令，更加铺张扬厉、气势奔放。
还有大家都不会忘记的，就是《战国策》里还汇集了大量的寓言故事，成为士人文化智慧的结晶。
所以，我们要介绍的这两部著作，可以说它开创了史学的传统、史学文章的体例、风格特征，影响着
后世史学的发展。
这两部著作开创的史学传统、著文体例和风格特征，影响着整个后世历史学的发展。
从史学的角度来讲，有的学者认为：《左传》可以说是“集古史之大成，留给后人以无尽的宝藏”。
司马迁创作《史记》，大量采用了《左传》《战国策》的内容。
《史记》纪传体的创立，与《左传》也有很深刻的关系。
这个后面我们也还会再介绍。
所以它们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著作，从它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学特征，同样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尤其
是叙事文学的发展。
所以，《左传》《战国策》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
在这两部著作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特征和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以上内容，我把它叫做“绪言”——就是从“史传文学”这个总体概念和背景，到对《左传》《战国
策》两部书作简单的概括性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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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郭丹教授从文学角度来研究《左传》和《战国策》两部先秦典籍的讲堂实录，共分十讲，约30
万字。
    对于《左传》一书，作者主要分析了它的时代特征和思想倾向，分析了书中的人物形象，总结《左
传》作者塑造人物的艺术特征；同时，作者还对全书中的战争进行了细致的统计，论析了《左传》的
战争思想。
对于《战国策》一书，作者主要分析了《战国策》的思想特征，考察了《战国策》史料的真伪，列举
历代学者对《战国策》的评价；分析了《战国策》的人物形象，还对战国策士的智慧与谋略进行归纳
和总结；最后，对《战国策》的文学成就进行了总结。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左传战国策讲演录>>

作者简介

郭丹，福建龙岩人，1987年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师大工会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已出版学术著作1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先后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三项，福
建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7年被评为福建省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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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第一讲  中国史学之发轫  第一节  史、史官与史官文化传统  第二节  从言事分记到言事相兼第二讲 
《左传》：大变革时代的历史记录  第一节  《春秋》《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  第二节  “射王
中肩”与“群雄争霸”  第三节  以民为本、崇礼与崇霸第三讲  春秋人物画卷  第一节  雄主和贤臣  第
二节  昏君和佞臣  第三节  其他人物系列第四讲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第一节  频繁的战争  第二节  
《左传》的战争思想  第三节  奇计与谋略  第四节  波澜壮阔的战争描写第五讲  “文学的权威”  第一
节  小说化的叙事写人  第二节  思涉鬼神，工侔造化  第三节  《左传》的语言艺术  第四节  《左传》中
的文学思想第六讲  纵横之世与纵横之书  第一节  七强纷争与策士纵横  第二节  《战国策》其书第七讲 
《战国策》的史料价值  第一节  史料的可靠性与真实性  第二节  “畔经离道之书”第八讲  众士如云唱
大风  第一节  重士贵士与重利轻义的全新思想  第二节  风姿各异的战国风云人物  第三节  高才秀士的
“长短纵横之术”第九讲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第一节  写人艺术的新发展  第二节  敷张扬厉，驰说
云涌  第三节  “利口者以寓言为主”第十讲  先秦史传散文的文化内涵及其影响  第一节  史学传统的形
成  第二节  《左传》《战国策》与《史记》  第三节  多种文体的萌芽与雏形  第四节  《左传》《战国
策》与中国古代小说附录  一、读书与做学问  二、主要著作及简介  三、主要学术论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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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讲 《左传》：大变革时代的历史记录第一节 《春秋》《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二、《左
传》的作者第二个问题是《左传》的作者，前面我们说了，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里明确地说
是左丘明。
班固基本上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
⋯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
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
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从这段话来看，他是同意司马迁的说法的——是左丘明所著。
班固此说并非一般的附和史迁。
《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源自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因此可以知道向、歆父子也是同意这种看
法的。
此外，两汉至魏晋的一些大儒硕彦尤其对古文经和《左传》有研究的一些学者，比如说像贾逵、郑玄
、何休、桓谭、王充、许慎、范宁、杜预等人，也基本上没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之前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认为作者是左丘明。
但是唐代以后开始有人怀疑左丘明作《左传》，其后持怀疑论者代不乏人，清代刘逢禄和康有为等人
甚至认为《左传》是刘歆割裂、篡改《国语》伪造的。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里面，就持这样的观点。
当然，这个说法是不是能够得到承认，大家去看看他的书就知道是不是刘歆据《国语》伪造。
不过，正如许多先秦典籍一样，由于时代的变迁、聚散无常，加之古代长期传抄流传，尤其在唐以前
，没有印刷术，印刷条件之不具备，以手抄写，常有后人增损窜入，总会发现与原书抵牾矛盾之处。
所以持怀疑论者虽提出了一些证据，始终觉得没有足够的依据来推翻它，就是所谓的“文献不足征”
，难以使人信服。
从我个人的倾向来讲，我们还是肯定《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
这是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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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初，接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赵明节先生的电函，约我编一部《左传词典》。
当时考虑编词典甚费时间和精力，便婉拒了。
不久赵明节先生又改约撰写“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中的《左传战国策讲演录》，并叫编辑农雪玲
小姐寄来了编写要求以及其他选题的样书。
我觉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丛书策划得好。
把大学教师讲课的讲稿变成书，并且还配以讲课录音，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关于《左传》，我已经写过几本小书，前面已列出。
不过每一种都有一些不同，有一些深入，由此也可以看出我研究《左传》的轨迹。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写《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一书，视角扩大到先秦两汉史传文学，
其中必然涉及《国语》和《战国策》。
《国语》在内容上与《左传》有许多相同点，《左传》与《战国策》在内容上正可把春秋战国的史传
散文连续起来，这样就有了把二者组合起来的动机，由是出版了《左传国策研究》。
这本“讲演录”就是在《左传国策研究》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
但是讲课稿和写专著有很大的不同。
关于“左传战国策研究”这门课，我已经在学校给本科生、研究生开过多次，从讲课的角度来说似没
什么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有不少问题。
一是专著要求严谨，而讲课要考虑到教学效果和课堂气氛，可以比较随意，有时会随意穿插一些题外
话。
但是把讲课的所有话语全数照录却不行，所以讲稿变成书稿，也有严谨这一条要求。
我曾把讲课的录音文字全部记下来，但发现不行，有些口语，重复的承接语，是没必要都变成文字的
，在整理成文字时应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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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左传战国策讲演录》是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之一。
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这些名师讲课，但有了这样的“讲课实录”在手，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应
该是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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