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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釋 題 

一 、 「 祧 」 與 「 不 遷 之 祧 」  

「祧」字有三層意思：一是祭祀帝王的遠祖、始祖的廟稱為祧；二是遷

移神主也稱為祧；三是當祧不毀的廟也稱為祧。茲依序作簡單的說明：  

1、祭祀帝王的遠祖、始祖的廟稱為「祧」  

《禮記》〈祭法〉說：「遠廟為祧」 ，孫希旦《禮記集解》說：  

遠廟為祧，蓋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之廟也。謂之「遠廟」者，言其世

數遠而將遷也。  

《左傳》〈襄公九年〉杜預《注》說：  

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  

可見「祧」可以指諸侯始祖的廟，也可以指諸侯遠祖的廟。  

2、遷移神主也稱為「祧」  

帝王對世數遠隔的祖先，依禮制將他們的神主遷入遠祖之廟的行為也稱

為祧。《周禮》〈春官〉有「守祧」 ，執掌的就是：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3、當祧不毀的廟也稱為「祧」  

「當祧不毀」的意思是：應該被遷入遠祖之廟的遠祖卻不被遷毀，而永

遠立廟祭祀，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不遷之祧」。《禮記》的〈祭法〉和〈王

制〉兩篇都說天子有「七廟」，而在七個祖廟裡有三個祖廟是「不遷」

的，也就是周的祖先后稷和建立周王朝的武王以及武王的父親文王這三

個人的廟是永遠不遷毀的。《禮記》〈祭法篇〉孔穎達《正義》說：  

「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為七廟也。  

〈祭法〉說「王立七廟」，其中「遠廟為祧，有二祧」 ，孔穎達《正

義》解釋說：  

「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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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而留，故謂為「祧」。  

古代只有始祖的廟是永遠不遷毀的，其餘只要超過四代就要遷入「祧」

裡；但是文王和武王兩人對周而言功勞特別大，所以破例不遷廟，稱為

「不遷之祧」。  

經過這麼費力、繁瑣的解釋，相信各位已經了解我用「中國敘事文學的

不遷之祧」來形容《左傳》在中國敘事文學的地位的用意了。  

二 、 「 敘 事 」 的 意 涵 與 相 關 問 題  

在當代的敘事理論裡，「歷史」和「文學」的交錯關係，一向是論者辯

論不休的重大課題之一。傳統的學者面臨「歷史」和「文學」的分野時，

往往傾向於把「歷史」看成是記錄、求證或評析過去真人實事的總合記

載；相對於「歷史」的重在「真實」，「文學」則在「真實」以外，加添

了或者空幻、或者玄奇的「虛構」成分。這種截然的二分法，不可避免

的錯失了「歷史」這種「敘事性質」和「文學」部門裡具有「敘事性質」

的文體，這兩者之間某些交會的可能性。這是相當令人遺憾的。不過這

種不太正確的二分法，在西方已經引起學者們廣泛的討論與修正。  

「歷史」毫無疑問是屬於「敘事」的：歷史家不可以憑空創造，他必須

依照史料，透過對「事件」的敘述，試圖勾勒出過去發生的事情的可能

真相，所以「歷史」的首要要求就是「真」；但是有文化責任感的史學

家除了記錄「歷史真相」，要求「真」以外，還要在他的敘述裡寄託「褒

貶」，希望達到「善」的目的，就這點而言，「史學」其實和「經學」經

世致用的目的是相合的。關於這一點，我們上次提到的齊國史官一再的

記錄崔杼弒其君的行為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真」、「善」的極致，當然

就是對美好世界的追求，也就是對「美」的追求。再就「歷史」做為一

種文體來說，它也要求「藝術」上的完美，也就是寫作的技巧，所以歷

史學者在「真」、「善」的追求以外，還希望達到「美」的目標。  

「文學」則不一定都是「敘事性質」的，譬如散文，可以是敘事的，但

抒情的也不少；又譬如詩，儘管有所謂的「敘事詩」，譬如像古希臘時

代，相傳是荷馬所作的兩部大史詩《伊里亞德》和《奧德賽》，以及中

國漢代的樂府〈孔雀東南飛〉和北朝民歌〈木蘭詩〉等都是有名的例子；

但是詩這種文體更多的勿寧是「抒情」的。  

「文學」裡的「小說」則純粹是「敘事」的藝術。它是「透過文字，構

成情節來敘述虛構故事的藝術」。它的最高要求是「藝術」，所以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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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追求的應該是「美」：就是符合藝術的最高要求，也就是「內容

與形式的統一」；但是對有責任感的小說家而言，透過小說來改善社會

現況，追求理想世界卻是他們永遠念茲在茲的最終目標，所以小說家除

了藝術形式的「美」的追求之外，也追求人生的「美」與「善」。  

進一步說，小說雖然可以憑藉想像，創造人物、虛構情節，虛擬人心；

但是「虛構」並不等於「虛假不真實」。小說家是將一點一點的「真實」，

透過「虛構」的線加以貫串，成為「人生的真實」，也就是說小說雖然

不一定是「現實中的事實」，但卻合乎「人生的真實」，所以才會有「小

說比歷史更真實」的說法。就這一點而言，小說又是追求「真」的。所

以就最終目的而言，「小說」和「歷史」，以及「經學」，它們所追求的

並沒有不同，也就是所謂的「殊途而同歸」。  

各位或許會聽得一頭霧水，以為我天馬行空，以致於駟馬難追了。其實

我所以看似離題的講了一大段「敘事」、「歷史」、「經學」、「文學」、「小

說」等等的問題，是因為《左傳》既是「經學」著作，也是「史學」著

作，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上個月已經做過討論。聽到這裡，各位可能會

在心中懷疑的說：「你該不會要說《左傳》也是文學作品，甚至還要說

《左傳》也是小說吧！」前面一句話很多人曾經這樣說，我也認為這種

說法從文學的角度來說，《左傳》是當之無愧的；至於後面一個命題，

我是不敢這樣說，不過這樣說的人，卻也不是沒有。至少現在已經有越

來越多的人採用小說，或者說是「敘事」的角度來探討《左傳》了；至

於指出《左傳》運用了類似小說的手法，或是說中國小說受了《左傳》

極大的影響的，那就更是不勝枚舉了。但這究竟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我只是想用這種意見來顯現《左傳》顯然是「敘事」的這一特質，用來

呼應我們今天的題目；當然也想指出《左傳》研究的一種新方向。  

現在我們不再跑野馬，回到今天報告的主題，舉例來說明《左傳》的敘

事技巧。限於時間的關係，我只舉兩個例子作分析、說明。  

貳 、《 左 傳 》 敘 事 技 巧 舉 隅  

一 、 鄭 伯 克 段 於 鄢  

「鄭伯克段于鄢」  是《春秋》隱公元年五月的一句經文，就經文而

言，這只不過是一句「記事之言」；《左傳》則將這個事件加以詳細的敘

述，成為一篇生動的故事，既闡明了這個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又記載

了後續的發展，企圖達到勸善的教化作用。  

這是描寫春秋初期的強國鄭國的一次內亂，主要是鄭武公的兩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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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莊公和共叔段─兩兄弟的權位之爭。既然重點是兄弟爭權，那麼作者

本來可以直接描寫兄弟兩人在鄢地爭鬥的過程，做個直截而簡單的交代

就可以了；但是作者對戰爭本身的描寫卻只有二十來字而已，而側重在

敘述引發戰爭的前因後果。這樣寫，一則是顯現這次戰爭其實並不激烈，

鄭莊公其實輕易的就把弟弟段打敗了。但導致這場兄弟鬩牆的卻有一個

重要人物，那就是這兩個兄弟的母親：姜氏。如果沒有姜氏的偏心，鄭

莊公的個性大概不會這麼陰沈狠辣，共叔段的野心大概也不至於那麼放

肆胡為。於是《左傳》就從這個核心人物姜氏寫起，而且由姜氏貫串全

篇。隱公元年《左傳》說：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

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本段先追述事件的遠因：記鄭武公夫人武姜生有二子，大兒子寤生，也

就是鄭莊公，因為生產時難產─腳先頭後─因此就用寤生來做他的名字，

並且因此而討厭他；而弟弟名叫段。武姜喜歡小兒子段，在武公在世的

時候，屢次請求武公改立段為太子，這是不合封建社會禮制的，所以武

公並沒有同意。在這短短的幾十個字裡，已經充分的顯現出武姜不可理

喻的個性，沒有道理的舉動。  

《左傳》接著寫武公死後，莊公即位以後的情形：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武公在世的時候，姜氏沒有辦法達到目的，莊公即位以後，姜氏依然不

死心，處心積慮的要替段爭取權勢。這一段文字顯示出，莊公表面上似

乎很關心弟弟；其實莊公老早就深謀遠慮，處處防範母親和弟弟，所以

姜氏替段請求地勢險要的制的時候，莊公就用「虢叔死焉」 來拒絕，

雖然也有警醒母親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制不易攻打。等到母親請求京

城的時候，莊公就大方的答應了，因為京城距離鄭國的新都新鄭不遠，

容易掌握。而越寫姜氏對段的照顧偏愛，也就越顯得姜氏對莊公的憎惡，

而這正是造成這個事件的根本因素。  

《左傳》接著用兩個段落寫事件發生的近因：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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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

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  

這一段寫段爭權奪位的野心日漸顯著，並舉例說明莊公的左右大臣已經

對段的僭越和姜氏的偏心感到不滿。我們在莊公回答「姜氏欲之，焉避

害」 的時候，可能會認為莊公孝順母親，不敢違逆；但是等到他說「多

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的時候，我們的心不禁下沉：原來莊公的

心機深沈，早有發覺，只是故意要讓弟弟坐大，讓群臣來勸諫，而不是

顧念母子親情，手足深情。  

於是《左傳》又接著寫段的果然坐大，再一次敘述事件的近因，並將情

節往前推移，寫出事件的必然發展：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

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

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

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段不斷的擴大屬地，引起更多鄭國大夫的不滿。雖然鄭國的大夫一再的

勸諫，但是莊公的回答都簡短而缺乏感情，而且非常冷靜，毫不緊張。

因為莊公胸有成竹，而且已經佈置好陷阱，等著段的踏入。  

在敘述完事件的近因之後，《左傳》接著就寫「鄭伯克段于鄢」這個歷

史事件的經過：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
1
；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

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

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段和姜氏做了爭權奪位的準備工作，準備篡位。照理說，這種篡位的商

                                                

 

1
 莊公二十九年《左傳》；「凡師：有鑼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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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應該是極高的機密，不可能洩露的，可是一句「公聞其期」 ，表

示一切機密，都在莊公的掌握之中，也顯示莊公早已派遣間諜埋伏在段

和姜氏的身邊。而莊公派遣兩次建議剷除段的子封去討伐段更可見莊公

人事任命的精準。而「京叛大叔段」 ，更說明了莊公的洞燭機先，成

竹在胸；也顯示了段的不得民心
2
。因此段一叛變，莊公很快的就「伐

諸鄢」，並且逼得段逃亡到衛國去了。到此，我們才知道，事件爆發前，

表面上是段和姜氏步步進逼，實際上卻是一步一步走向莊公所佈好的陷

阱裡。到此我們也才完全領會上文朝臣們紛紛進諫時，莊公反應冷靜的

機心。而孔子的《春秋》就是從這個觀點來批評這個事件的，所以底下

《左傳》就來解釋《春秋》的經文：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

「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這段對經文的闡釋，對段和莊公都有所責備，說段兄弟相爭，不像弟弟，

所以不稱「弟」；而且莊公和叔段兩個人就像兩國國君的對立，所以稱

之為「克」。又說莊公被稱為「鄭伯」，是譏刺他對弟弟沒有盡到教導的

責任，指出這個事件根本就是出自莊公的本心；而不說共叔段「出奔」，

也是責難莊公的意思。從這一段解釋經文的文字，我們清楚的知道《左

傳》是解「經」的「傳」了。  

這個事件本身到這裡已經告一段落，但是我們說過，這個事件的核心人

物是姜氏，所以《左傳》沿續這個觀點，繼續寫莊公和姜氏關係的改變：  

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

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

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

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

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

                                                

 
2
 《詩．鄭風》有〈叔于田〉、〈大叔于田〉二詩，舊說以為叔、大叔皆指公叔段。〈叔

于田〉寫叔段美而仁好，〈大叔于田〉寫叔段打獵的排場與勇猛。或以為叔段不如《左

傳》所述之野心輕躁；或以為二詩乃叔段擁護者阿諛之作。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8 

遂為母子如初。  

這一段寫莊公在盛怒之下和母親正面決裂，後來受了潁考叔的孝心所感

動，並且採用潁考叔的計謀，恢復和姜氏的母子親情。但後人常認為這

段描寫正反映出莊公的不孝，是《左傳》作者用來譏刺鄭莊公的。關於

這一點，底下我會再提出個人粗淺的看法。接著《左傳》用「君子曰」

為這個事件作總結：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左傳》以詠歎潁考叔的「純孝」作結，上面我們說過，有人認為這是

用來反襯莊公的不孝的；但是潁考叔是不是真的就是「純孝」的人呢？

這點卻很難證明。我們從〈隱公十一年〉《左傳》的記載，可以知道潁

考叔實際上是一個急功近利的人，他在鄭國攻打許國的時候，和鄭國的

大夫子都爭奪車子，被子都追殺，後來攻城的時候，潁考叔為了爭功，

又拿取鄭莊公的旗幟搶先登城，結果被子都從城下射死。這讓我們不得

不懷疑潁考叔是不是為了討好莊公而想出「挖地及泉」的計謀，而不是

真的具有孝心，因為《左傳》的一句「聞之，有獻於公」 ，讓我們不

得不作此負面的聯想。不過《左傳》引用君子對這個事件的論贊，而且

基本上是正面的評價，除了說明孝心的可貴以外，也讓我們看到經書著

重在教化方面的用心：「與人為善」的用心，就是只要有心改過向善，

就加以贊揚。  

《左傳》寫君位之爭，歷時最久，矛盾重重，而且又寫得浪瀾壯闊的，

自然要推晉獻公的三子：申生、重耳、夷吾三人之間的爭讓，以及申生

自殺、重耳流亡、夷吾爭位，和後來衍生的重耳回國等過程最為精采、

曲折；但是這個事件，牽連太廣，枝節太多，在時間上實在不允許拿來

作例子，加以分析說明，所以我就用比較簡單的「鄭伯克段」的君位之

爭事件作例子來說明《左傳》的敘事技巧。不過，底下另一個例子還是

和重耳有關。  

二 、 晉 楚 城 濮 之 戰  

城濮之戰是春秋的第一次大戰，關係中原全局：自從齊桓公死後，楚國

的勢力日漸強大，北上中原的企圖也越加明顯。這時食古不化的宋襄公

曾企圖阻止楚的入侵；但這無異是螳臂擋車，最後只能含恨以終。這時，

中原諸侯裡的鄭、陳、蔡、曹、衛等國固然已經附從楚國，魯國也因為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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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的內亂，而援引楚國軍隊伐齊，引虎中原。楚既打敗原來的中原霸

主齊國，又聯合四國的軍隊圍宋，真可說是氣吞中國。這時幸有晉文公

崛起，給予楚國迎頭痛擊，潰其軍，殺其將；更聯合中原諸侯訂立「踐

土之盟」，團結一致，尊王攘夷，使得周室得以繼續擁有周天子殘存的

地位，中原得以保全大局；而且讓楚國在十五年內不敢再有北上的意圖；

更讓晉國終春秋之世擁有中原霸主的地位。而《左傳》透過簡潔流暢的

敘事，把戰爭的前因後果，條分縷析、層次分明的加以描述，更把相關

人物刻劃得個性分明，栩栩如生，充分顯現了《左傳》的敘事技巧。底

下我們就來作分析說明。  

城濮之戰交戰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左傳》對這個大戰爭的記載卻橫

亙了三年，〈僖公二十六年〉首先記載了這次戰爭的前因，接著又交代

了楚國和魯國、齊國的關係，說：  

齊師侵我西鄙。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衞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

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楚申公叔侯戍之。  

齊桓公死後，齊孝公以霸主自居，殘虐魯國，魯僖公遂引進楚國軍隊攻

打齊國；楚成王本欲問鼎中原，遂出兵助魯攻齊，取得穀地，並派遺申

公戍守穀地。  

宋襄公在齊桓公死後，企圖稱霸，面對楚國的阻擋，重傷而死，宋國籠

罩在楚國的勢力之下。晉文公重耳流亡經過宋國時，宋襄公曾經贈送馬

二十匹，所以宋成公背叛楚，和晉國和好。楚國不願失去控制中原的機

會，遂出兵攻打宋國。所以這時宋國既被楚國圍困在緡地，而齊國也被

楚軍困在穀地，中原兩大國都籠罩在楚國的勢力之下。這是城濮之戰戰

前的局勢。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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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一年，楚又圍宋，但是《左傳》卻不止於記載楚圍宋的經過，而從

楚令尹子玉的治兵記起，因為楚圍宋的結果，引發了晉、楚的交戰，而

這一戰的勝敗關鍵人物之一就是楚國的令尹子玉
3
。僖公二十七年《左

傳》說：  

秋，……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

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

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

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

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

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左傳》先將子玉治兵嚴峻的情況加以描寫，再用年紀尚幼的蒍賈預言

子玉將會戰敗；而且會死在國外，不能回國。這種方式，在小說裡稱為

「預言」，既有事先預告的作用，也可以達到令讀者好奇的懸疑作用，

那就是讀者會問：為什麼會如此呢？引發繼續往下讀的好奇心。當然，

《左傳》這樣寫，更重要的就是要說晉國為什麼能打敗子玉。這在下文

會有一段與子玉對照的描寫。此處蒍賈的論子玉，正和下文趙衰的論郤

縠相對。楚國任用「剛而無禮」 的人，晉國重用「說《禮》《樂》而

敦《詩》《書》」 的人，勝敗的關鍵在此已經大致決定了。  

《左傳》又接著寫宋國向晉國告急，以及晉國的反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

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

救之，則齊、宋免矣。」  

先軫指出這一戰既是報答流亡時受宋國恩惠的好機會，也是奪取威權，

                                                

 
3
 僖二十三年《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

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當年子文恐子玉矜功為亂，故授以令尹，

冀以靖國。蒍賈舉子文之言以非之。子玉在重耳流亡至楚時，曾勸成王殺重耳，見僖

23 年《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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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霸業的良機。但是這時楚國的勢力在晉國之上，而且重耳在流亡時，

楚成王曾經有恩於他，這都讓晉國不便和楚國正面衝突。狐偃於是提出

「圍魏救趙」的計策：攻打楚之必救，以迂迴的方式解除齊國和宋國被

圍的困境；並且用攻打楚國盟友曹、衛的方法激怒楚國。《左傳》接著

寫晉國為了城濮之戰所做的準備：作三軍，而且特別挑選帶兵的將、佐：  

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

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

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

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
4
；使欒枝將下軍，先軫

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
5
。  

面對來勢洶洶的楚國，晉國的君臣上下不僅全力以赴：特地為了抵禦楚

國，而將本來只有二軍的兵力擴增為三軍，又慎重其事的選擇三軍元帥。

而且臣子之間都能舉賢、讓賢，為這一仗奠定不敗的基礎。接著《左傳》

又運用了追述法和預言的方式，描寫晉國之所以能戰勝楚國的原因：  

晉侯始入
6
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

於是乎出定襄王
7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

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

                                                

 
4
 《國語．晉語四》：「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

以為輔佐，臣弗若也。』」  

5
 成公五年《穀梁傳》，范寧《集解》：「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士在右，所以

備非常。」 右，或稱戎右、驂乘，《周禮．夏官》「戎右」：「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

賈公彥《疏》云；「戎右者，與君同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制非常，並充兵中

使役。」  

6
 重耳在魯僖公二十四年返國。  

7
 魯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平定王子帶之亂，將流亡在外的周襄王送回國。事詳僖二

十四、五年《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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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

而霸：文之教也。  

《左傳》作者除了指明晉國君臣上下同心協力對付楚國以外，再指出晉

國之所以能打勝仗的原因是晉國能用「文德」─也就是「義」、「信」、「禮」

─來教民，《論語》〈子路篇〉記載孔子的話說：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

用情。  

孔子主張執政的人要重視「禮」、「義」、「信」；晉文公回國後實行的正

是和孔子主張相同的「文德」之教，所以《左傳》作者在〈僖公二十七

年〉的結束處總結晉文公入國以後的施政情況，預告正確的統治方式才

能使全國上下同心協力，戰勝強敵。這當然可以看成是「經學」的寫法，

因為它具有勸善的作用和政治教化的意義。  

其實城濮戰前楚國的勢力可以用「傾天下」來形容：當時中原各國，除

了齊國和宋國以外，都向南方的楚國俯首稱臣：陳、蔡、許這三國都因

為國土靠近楚國，跟隨楚國攻伐宋國；魯國因為感謝楚國借師攻齊，於

是也會合楚國攻宋，後來並且派遣公子買幫忙戍守衛國；曹國則因為剛

被楚國征服；而衛國則因為剛和楚國有婚姻關係，所以曹國和衛國都是

楚的盟國；甚至連鄭國也派兵參與楚國的行動。另外一方面齊國因為魯

國的引進楚國軍隊，打了敗仗，而且正面臨楚國大夫申叔的攻打；而宋

國則正被子玉所圍困：所以整個中原地區沒有被楚國兵威籠罩的只剩下

周王朝和晉國而已。這時中原的局勢真可以說是岌岌可危。所以這一戰

可說關係著春秋時代中原的華夏民族和南方的荊楚民族勢力的消長，因

此《左傳》在戰前一再的加以描寫，達到強調的目的。雖然晉文公的重

信、重禮、重義，不免有臨時抱佛腳的嫌疑；但是晉文公流亡在外十九

年，回國以後能立刻如此做，實在也算得上難能可貴了，因為這時晉文

公不過才即位四年而已。  

那麼晉國君臣要如何旋乾轉坤的來扭轉這個艱困的局勢呢？那就是前

面提到的先軫的計謀。於是《左傳》接著就寫晉國君臣如何的來貫徹先

軫的「圍曹救宋」之計，僖公二十八年《左傳》這樣記載：  

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

正月戊申，取五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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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晉國使用「假道伐虢」之計，向衛國借路攻打曹國，衛國自然不願

借路；衛國的行為已經為日後的滅國埋下導火線。晉國繞道攻曹、衛，

並且順利的攻取衛國的五鹿。接著《左傳》記載了晉國統帥的更換：  

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尚德也。  

城濮之戰，先軫是主謀者，所以中軍元帥郤縠的死，讓先軫得以由下軍

佐超升為中軍將，無疑的又為晉國的勝利添加了元素。《左傳》接著寫

晉國的拉攏同盟國，並一一減除楚國的盟國：  

晉侯、齊侯盟于歛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晉國先和被楚國圍攻的齊國訂立盟約，鞏固同盟國；對於敵國的衛國則

拒絕她的參與同盟。但是衛國已被晉國打敗，所以衛國人趕走國君來討

好晉國：於是楚國失掉了第一個盟國。《左傳》接著寫道：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

卒戍也。」  

衛國和楚國是婚姻之國，魯國想和楚國結盟，於是派公子買幫衛國防守；

衛國國君被逼流亡在外，使楚國不得不派人幫助衛國，但卻沒辦法打贏

晉國。魯僖公信心動搖，於是殺了公子買來討好晉國，並且向楚國騙說

因為公子買臨陣脫逃，所以把他殺了。於是魯國搖擺在晉國和楚國之間，

不再是楚國的忠實盟友。《左傳》再接寫晉國的計謀─攻曹：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稱「舍

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

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8
。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

                                                

 
8
 僖二十三年《左傳》載重耳流亡至曹時說：「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

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

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

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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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

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  

這一段寫晉國軍隊攻打曹國以及晉文公在愛材和執法之間的掙扎與衡

量。晉國攻打曹國的時候遭到強烈的抵抗，在城門的地方犧牲了不少軍

士，曹國還把晉國軍士的屍體陳列在城上，用來恐嚇晉軍。這件事讓晉

文公很是擔憂，最後他聽從地位低下的輿人的計謀，詐稱要將軍隊駐紮

在曹國人的墳地上，並且遷移軍隊，表示就要如此做。曹人怕祖先墳墓

遭到破壞，於是將晉國的軍士用棺木裝好送出，晉國於是趁著曹國軍心

浮動的時候，功入曹國；並責備曹共公不能重用賢臣僖負羈，而以區區

小國竟有三百位擁有軒車的人。並且為了報答僖負羈的知遇，特地命令

不可騷擾僖家。這時曾經追隨重耳流亡國外，回國以後沒有得到重賞的

顛頡和魏犨心理不平衡，於是放火燒了僖家，魏犨還因此胸部受了傷。

晉文公愛材，最後還是赦免了魏犨，而殺了顛頡來徇師立威，並且改立

舟之僑為戎右。  

晉國雖然攻入曹國，楚國卻依然不肯解除對宋的攻打，這使得晉國必須

另謀對策。《左傳》接著寫：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

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

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

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此段透露了幾點訊息：第一點是：對於城濮之戰，晉文公並沒有必勝的

把握。城濮之戰，雖然沒有齊、秦兩國參戰的記載，但是兩國的助力想

必不小，至少讓晉國的軍隊在心理上比較篤定。晉文公想和楚國決戰，

卻須仰賴齊、秦的同意，可見晉文公對此次戰役並沒有十足的把握。不

夠這也反應出晉文公的謹慎，相對於楚國子玉的蠻悍，也是晉國能立於

不敗之地的一個原因。  

第二點是先軫的計謀：先軫設計讓宋國去賄賂齊、秦，把齊、秦這兩個

大國拖進這次戰役裡，增加晉國的盟國；並且拘執曹共公，再將曹、衛

兩國從諸侯侵略來的土田分給宋人，用這種方式來激怒楚國，反客為主，

讓楚國求戰，來解開楚國對宋國的圍困。城濮之戰晉國獲勝的關鍵，就

是這個戰略的運用。《左傳》用寥寥幾句話，就把先軫的計謀清楚的勾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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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出來。  

不過楚成王究竟不是一般的君王，《左傳》記載楚成王的反應說：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

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

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

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

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

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
9
實從之。  

楚成王洞悉晉國君臣的用心，於是離開宋地進入楚國的申地，表示不再

和晉國爭勝；並且下令圍齊的申叔解除對穀地的包圍，以免除齊國參戰

的決心；又命令子玉撤去對宋的包圍；並且明白告誡子玉和申叔不可和

晉國發生戰事。《左傳》詳細記載了楚成王認為不能和晉文公對抗的理

由，先說晉文公人生經驗豐富，歷盡艱險，能夠回國得位，可以說是老

天福佑，而且堅苦踔厲，能夠掌握局勢，所以一再引用兵書裡的話來證

明晉文公的難以對抗。可是驕狂成性的子玉，不能忍受蒍賈「剛而無禮」

、「過三百乘不能入」 的批評，又為了戰功，不聽成王的話，派人

請戰。因此觸怒楚成王，沒有將楚國的兵力全數交給子玉：君臣不合，

軍隊又少，日後的戰敗，在此已經埋下了機因。而這也清楚的對映了晉

國君臣上下的同心合力。  

《左傳》緊接著寫子玉和晉國群臣的鬥智：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

「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

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

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

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

                                                

 
9
 若敖乃子玉之祖，若敖之六卒蓋子玉之親信兵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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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子玉得請之後，就向晉國談條件：聲稱晉國如果能讓衛成公和曹共公復

位，楚國就撤退對宋的包圍。這個要求充分顯示了子玉「剛而無禮」的

性格；當然子玉就是要用這樣不合禮的要求來逼晉國決戰。舅犯認為子

玉要求太過分，應該立刻和楚決戰。先軫不同意子犯的想法，認為如果

不照子玉的請求，晉國會陷入理虧，無法對諸侯交待。而且先軫知道子

玉已經踏入彀中，於是又定下計謀：一方面離間楚國的新近盟友，那就

是私底下答應恢復曹國和衛國，來離攜這兩國和楚國的感情，減低楚國

的勢力；一方面則激怒子玉，讓他自動求戰，將戰爭的責任推給子玉，

於是就把宛春拘禁在衛國。曹、衛兩國果然中計，於是和楚國絕交。楚

國的盟友於是少了兩國。  

《左傳》緊接著寫子玉的被激怒，以及晉國的善於因應時勢，將不利於

己方的因素一一去除，並且激勵士氣：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

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

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10
。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

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  

子玉果然被先軫的計謀所激怒，於是從宋撤退，迎戰晉軍。宋國的被圍，

到此才真正解除。子玉既準備和晉軍迎戰，晉卻命令軍隊退了三舍的距

離來迴避楚軍。這個舉動表面上是報答楚國在重耳流亡時的幫忙，避免

自己掉入忘恩負義的不良形象；實際上則是用來激勵晉國軍隊的士氣，

並降低楚國軍隊的鬥志。果然楚國的軍士，在晉軍退避三舍以後就不想

打仗了；但是子玉一則已向楚王請戰，再者告晉的宛春又被拘執，更何

況盟國的曹、衛竟然背叛，所以被激怒的子玉自然不肯，也不願善罷甘

                                                

 
10

 僖二十三年《左傳》記載重耳流亡至楚時說：「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

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何以報君？』曰：『雖然，可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

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

屬櫜、鍵，以與君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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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濮之戰至此真可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而晉國也順利的把

自己不利的因素一一掃除：這時楚國既失掉魯、曹、衛這三個大國的支

持，北方的捍衛力量完全失去，盛勢大不如前；再加上君臣不合，以致

軍隊有限。而且楚國的軍隊因為晉軍的「退避三舍」而士氣已老，不想

打仗，和一心決戰的子玉意見並不一致；而反觀晉國，從最初的只有宋

國，加上了齊、秦兩個強國。楚國只憑西廣、東宮、若敖六卒和陳、蔡

等弱國的軍隊，想和晉、宋、齊、秦四強的聯軍一爭雌雄，實在很難有

勝利的機會，更何況晉國的將、佐們又有完整的戰術和戰略，所以到此

為止，城濮之戰的勝負實在可說已經清楚的決定了。我們可以清楚的看

到《左傳》透過層層的記載，一一的記錄了晉國扭轉局勢的整個過程。  

在進入決戰的時刻，晉國實在已經掌握了必勝的條件，《左傳》卻故意

減緩情節的節奏，描寫這時晉文公對戰敗的疑慮，為決戰之快節奏作舖

陳：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

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11

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裡山河，必

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

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

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由晉文公既「患之」 ，又「疑焉」 ，可見出他對這一戰的猶疑不決；

而且子犯的回答也不敢說一定打得贏，而說即使戰敗了也還有退路。接

著晉文公甚至還疑懼到夢見自己和楚成王在肉搏，這都可以看出晉對楚

還有相當的畏懼，表現出楚國國勢的強盛，以及城濮之戰的事關重大。

不過這也正反映了晉國君臣對這一仗戒慎恐懼的態度，而這種態度正是

剛愎任性的子玉所欠缺的。因此我們看到本段極力描寫晉文公的臨事而

懼，以及群臣從各方面袪除晉文公的疑慮：子犯從利害關係推斷可以一

戰；欒枝進一步從義理上說「恩惠」和「恥辱」都不能忘，但是從大局

著眼，「大恥」和「小惠」一比，不如一戰；子犯又遷就文公的夢，見

機行事，曲為解說，改凶作吉：這些都告訴文公楚國的「背酅而舍」 ，

                                                

 
11

 若謂：晉軍正盛，應捨棄舊惠（楚）而圖謀新猷（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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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值得畏懼，楚國的小惠更是不值得掛念。經過這一番勸解，終於讓

晉文公不再疑慮，而決定放手一搏。《左傳》底下就接寫兩軍挑戰的情

況，把晉、楚對戰爭的態度更清晰的顯現出來：  

子玉使鬥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
12
，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

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

爾君事，詰朝相見。』」  

兩相對照，子玉的驕狂浮躁，和晉文公的敬慎堂皇，從子玉的「戲」字

和欒枝的「敬」字就自然顯現了。而且在會戰前，晉文公又親自閱兵，

《左傳》說：  

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

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晉文公看到軍隊駕乘修備，少長有禮，可以一戰。「其可用也」 透過

晉文公的口說出來，表示晉文公這時候才真正擁有勝利的信心；但他還

是慎重其事的砍伐樹木來增加戰鬥工具，更可見晉文公的敬慎行事，也

為打仗時的「輿曳材而偽遁」 作了伏筆。接著就是城濮會戰的描寫：  

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

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

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

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

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

穀，及癸酉而還。  

《左傳》再一次寫子玉的狂傲暴躁，才詳細的敘述了交戰的經過，並且

交代晉國的將、佐們戰術、策略的運用：交戰的時候，晉國用中軍抵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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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添光鴻《會箋》：「戲者，狎侮之辭也。」 楊伯峻解戲為「角力」，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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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國的中軍，用上軍抵擋楚國的左師，用下軍佐抵擋楚的右師，而用下

軍將來引誘子玉。詳細的合戰經過是：晉國的下軍佐胥臣利用心理策略，

用虎皮蒙馬，首先攻擊屬於楚國右師的陳、蔡部隊。陳、蔡兩國的軍隊

本來就沒有鬥志，於是驚竄奔散，楚右師迅速的潰敗。上軍將狐毛設了

兩隻大旗而退走，用來表示上軍的將、佐兩部分都敗退了，實際上是詐

敗。上軍的將、佐狐毛和狐偃其實都留在原地待敵，下軍將欒枝也派輿

人拖著柴假裝撤退來引誘楚軍，於是楚國的中軍和左師各自追逐他們所

對付的晉軍。晉國的中軍將、佐本來就留在原處等待楚軍的中計追來，

這時一看楚軍追來，就以晉國親族同姓所組成的部屬從旁攻擊楚國的左

師和中軍；上軍將、佐狐毛和狐偃則夾攻楚國的左師，楚國的左師三面

受敵，終於潰敗，楚國的左、右兩師都潰敗，中軍也遭受晉國中軍將、

佐原軫、郤溱和下軍將欒枝的夾攻，兩面受敵，楚師終於大敗；不過子

玉不愧是整軍嚴格的將帥，最後還是能整編楚軍而沒有造成大潰敗。  

這一大段對於交戰的描寫，我們看到了楚國三軍的各自為政，右師一下

子就驚慌潰散，左師也可以輕易的誘進，似乎是彼此不相關聯的三個軍

隊；我們又看到了晉國的三軍就像是一個人的身體，可以隨時互相呼應，

又像常山之蛇，攻擊頭部則尾來救，攻擊尾部則頭來回擊，攻擊蛇身，

則頭尾都來救援與回擊，幾乎無懈可擊。晉國就是靠著這樣的軍隊打敗

了各自為政的楚軍的。  

城濮之戰到此已告一段落；但是《左傳》接著寫城濮之戰讓晉國登上中

原霸主來作收束：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先寫在踐土作王宮，預示周天子將要來慰勞晉軍，並封賞晉文公。但是

天子封賞諸侯要有贊禮的人，於是追述晉國和鄭國的關係，為底下鄭文

公的相禮作伏筆：  

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

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緊接著《左傳》就寫周襄王封賞晉文公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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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13
。己酉，

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

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

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

出入三覲。  

本段詳細的記載了晉國獻俘的數目，以彰顯晉文公的卻楚有功；再寫周

襄王用周平王享晉文侯的禮儀享晉文公
14
，標幟著晉國從晉文侯之後，

到此時國勢又達到顛峰。並且寫晉文公被正式任命為「侯伯」，也就是

諸侯之長。春秋時代周天子的地位雖然已經式微，但還是受到相當程度

的尊重，所以晉文公受到周天子正式的策命，名正言順的當上了霸主，

從此擁有征伐的主權，而且從此晉國在春秋時代一直居於中原霸主的地

位，而這都是因為城濮之戰勝利而獲得的。呼應了先軫所說的「取威定

霸」 的話。接著並詳細記錄了天子賞賜的事物，以及策命之辭，表現

出晉文公依守禮節的行為。  

接下來《左傳》為這次戰役做了總結性的記述：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

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

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這就是有名的「踐土之盟」。《左傳》引用了君子的話來說明晉國之所以

能戰勝的原因是晉國能用「文德」教民，然後才用兵，所以打了勝仗。

末了這幾句話可以是史書的褒貶，也可以是經書的褒貶。  

城濮之戰到此為止，可說已完全結束；但是《左傳》在君子的評論之後，

卻又記載了兩件事，一件是有關楚將子玉的：  

                                                

 
13

 如周平王之見晉文侯仇也。  

14
 晉文侯有護送周平王東遷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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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

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

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

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

「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

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蒍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

矣。」  

前段追述子玉吝惜瓊玉，不肯為民犧牲寶物，注定要失敗，呼應蒍賈的

批評。後段講子玉敗後，楚成王錯殺子玉。晉文公直到聽到子玉被殺，

才喜形於色。用這樣的記載來形容晉文公畏懼子玉的程度。子玉是楚國

的悍將，善於帶兵，這點我們可以從楚國在左、右師都潰敗，中軍也受

到夾攻的情況下，子玉還能整束中軍的兵士，安然撤退這件事看出來。

但是由這段敘述，《左傳》作者告訴我們：子玉的戰敗是咎由自取，因

為他自私而不肯為國犧牲自己心愛的東西；另外作者又再一次強調了晉

文公深謀遠慮、戒懼恐懼的個性，用這種個性來和子玉的剛愎暴躁、狂

傲任性作對比，而這兩個城濮之戰靈魂人物的個性正是城濮之戰晉國打

敗楚國的決勝關鍵。  

另一件是關於晉國的賞罰的敘述：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

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

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
15
、大賞；徵會討貳；

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15

 凡國君出外，出行時必告于宗廟，還時亦必告于宗廟，並慰勞從者，謂之「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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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三罪」，指的是：「殺顛頡以徇于師」 、「殺祁瞞以徇於諸侯」

、「殺舟之僑以徇于國」 。最後又引君子的話來說明治國要能「賞

罰分明」，這段還是兼有經書和史書希望達到美善作用的評語。可以說

是對晉文公能夠贏得城濮之戰的總評。  

城濮之戰，晉國仗著文公的戒慎恐懼和君臣上下的同心協力而打了勝仗；

楚國則因為君臣的意見不合和子玉的驕狂任性而吃了敗仗。但是楚國這

時的勢力非常強大，晉國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並不容易，其中有不少

又是出於陰謀性的戰略；即使是「禮」、「義」、「信」的講求，也是臨時

硬湊的；但是城濮之戰關係中原的是否能防制荊楚北上。如果戰敗，則

華夏文化淪夷，所以《左傳》在行文裡雖然似乎也有一點貶抑的意思；

但是仍加以大力的贊揚，稱許這一戰「能以德攻」，稱贊晉文公「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這些話都是經書「與人為善」，教化勸善的本質的表

現。  

參 、 餘  論 ： 敘 事 文 學 的 要 素  
《左傳》是中國經學和史學著作的典範，也是對中國後世敘事作品產生

巨大影響的著作。敘事文學的四個基本要素是：情節、人物、敘事觀點

和主題。在結束報告之前，我就用這四個敘事文學的要素來檢視《左傳》

的敘事技巧：  

一 、 情 節 佈 局  

城濮之戰的情節，是由勢力大致相當的晉國和楚國雙方的衝突、糾結和

解決所構成的。作者經過細心的佈置安排，使情節顯得緩急有致，並由

子玉和晉文公的個性加以貫串。晉文公的個性，一方面是明智的，所以

他願意傾聽臣下，甚至「輿人」的意見和勸告，很多情節就是建構在這

條線上的；再一方面，晉文公的個性又是謹慎的，像盬腦之夢以及回答

子玉的挑戰的情節就是這種個性的顯現；又一方面晉文公的個性又是顧

念舊情的，對僖負羈的報答和面對輿人「原田之誦」的疑慮就是因為這

種個性而生的情節；另一方面晉文公的個性又是堅決的，所以他執法嚴

格，情節裡的「殺三罪」，就是沿著這條線而來的。相對的，子玉的個

性則是剛愎而強悍，蒍地治兵和「今日必無晉矣」 的誇口，這兩個情

節就是表現子玉強悍個性的；而不聽楚成王的勸告和不聽榮黃的勸告這

兩個情節，便建立在子玉剛愎個性之上。而最後整個情節在子玉之死和

晉文之霸結束，更是因為人物個性而生的「內在必然」發展，而且條分

縷析，首尾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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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人 物 刻 劃  

前面已經稍稍對人物的個性有些討論，不過那是以情節為主。作者對人

物的處理，是理解作者真正意圖的關鍵，關於這一點，用我們上面對晉

文公和子玉的個性的討論，可以作很好的說明。在人物個性的刻劃上，

《左傳》大部分是透過人物的對話和行動來呈現，有時也通過其他人物

的評論來傳達，務求達到栩栩如生的境界。關於晉文公和子玉兩個人，

前面已經說過了，另外像先軫和子犯的機智而善於應變，以及楚成王的

英明而通達，都可以從他們的行動和對話中看出來；而蒍賈和榮黃對子

玉的批評，也是作者刻劃人物的一種手法。在這方面《左傳》作者真可

以說達到了聞其聲而知其人的地步，像子玉的「請與君之士戲」 ，和

「今日必無晉矣」 ，是何等傳神的對話！  

三 、 敘 事 觀 點 與 視 角  

《左傳》的敘事觀點，基本上是第三人稱限制觀點，也就是作者把敘述

者限於記錄者的角色，他透過所見、所知、所聞來描述事件；這正是歷

史記錄的觀點，近乎「客觀觀點」，隱藏敘事者的視角。不過《左傳》

還是有視角的選擇：像〈鄭伯克段于鄢〉的敘事觀點基本上是冷靜、客

觀的，敘述者似乎冷冷的講了一件事，最後才透露出一點贊許，以表示

勸善的目的，因此使鄭莊公在歷史上產生了許多爭議，而且大部分偏向

負面的評價；而〈城濮之戰〉的視角則明顯偏向晉國，所以許多敘述的

角度都從晉國出發，對晉國君臣的作法雖然也有或多或少負面的描述，

但是顯然的以正面居多，因此歷來對晉文公的負面評價也比較少，尤其

是對城濮之戰。  

四 、 主  題  

一般會認為《左傳》是對春秋時代的事件與人物生動逼真的描述，這是

符合史學著作要求的，也就是說《左傳》的敘事主題是「求真」─要

求符合歷史的真相。但是我們卻也看到了作者的另一個企圖：那就是作

品的主題除了如實的寫出事情的真相以外，還隱藏了作者的道德準則／

勸說。《左傳》的作者希望透過正面的人物得到好的結果，負面的人物

得到壞的下場來達到他勸善懲惡的教化目的。譬如城濮之戰的意義在於：

將楚國企圖把它的勢力範圍從南方擴充到中原的意圖的再一次受到挫

折，以及晉國因為這次的戰爭而成為中原地區諸侯的新領袖這兩個事實

加以清楚的傳達；但是作者除了傳述這個主題以外，又告訴我們晉國之

所以能如此，乃是因為國君英明、臣下賢能，而楚國之所以不能達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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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則是因為將領子玉剛愎蠻橫，以及君臣不合。這或許是作者在敘述

事件背後的另一個重要意圖，而這也就是一般所稱的作品的主題。  

這個有關主題的特殊現象，正提供我們許多思考的空間：因為《左傳》

雖然是敘事的，但它終究不是小說，而是經學和史學的著作，所以最後

免不了會有褒貶性的教化文字。譬如〈鄭伯克段于鄢〉的「君子曰」和

〈城濮之戰〉的兩次君子的評論，都是屬於這種性質的文字。  

另外就小說的技巧而言，也不太可能出現晉文公重視「禮」、「義」、「信」

的陳述性文字；小說即使要寫這等事，也只能透過事件來呈現，而不是

運用陳述、說明的方式。這都顯示《左傳》雖然是屬於敘事性質的，而

且也具有極高的文學寫作技巧，甚至有很多地方已經符合現代小說的高

度要求；但是《左傳》究竟是經書和史書的結合性著作，所以和文學裡

小說還是同中有異的，這是十分耐人尋味，且值得繼續探討的。  

（原載：《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第 5 期，1997 年 12 月）  

 

頁碼  作品引用內容  版權  

標示  

作者／來源  

1-33 字體：華康魏碑體、華康

中明體、華康仿宋體  

 本作品由『威鋒數位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授權使用，且無再授權

他人使用之權利。您如需利用本

作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得授

權。  

2 遠廟為祧   戴聖：《禮記．祭法》。本作品已

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

共領域之著作。  

2 遠廟為祧，蓋謂高祖之

父、高祖之祖之廟也。謂

之「遠廟」者，言其世數

遠而將遷也。  

 孫希旦：《禮記集解》。本作品已

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

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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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本作品

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

公共領域之著作。  

2 守祧   作者不詳：《周禮．春官》。本作

品 已 超 過 著 作 財 產 權 存 續 期

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作者不詳：《周禮．春官》。本作

品 已 超 過 著 作 財 產 權 存 續 期

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王立七廟」者，親四、

始祖一、文、武不遷，合

為七廟也。  

 孔穎達：《禮記正義》。本作品已

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

共領域之著作。  

2 遠廟為祧，有二祧   戴聖：《禮記．祭法》。本作品已

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

共領域之著作。  

2-3 「 遠 廟 」 謂 文 、 武 廟

也。……特為功德而留，

故謂為「祧」。  

 孔穎達：《禮記正義》。本作品已

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

共領域之著作。  

4 鄭伯克段于鄢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5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

姜，生莊公及共叔段……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5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

公曰：「制，巖邑也，虢

叔死焉；佗邑唯命。」請

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叔。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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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虢叔死焉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5-6 祭 仲 曰 ：「 都 ， 城 過 百

雉……公曰：「多行不義

必自斃，子姑待之。」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6 姜氏欲之，焉避害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6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

之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6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

於己。……公曰：「不義

不暱，厚將崩。」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6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

乘，將襲鄭……公伐諸

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

共。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6 凡師：有鑼鼓曰伐，無曰

侵，輕曰襲。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7 公聞其期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7 京叛大叔段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pyright_declaration


 

27 

7 書 曰 「 鄭 伯 克 段 于

鄢」。……譏失教也，謂

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

也。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7-8 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

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遂為母子如初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8 君 子 曰 ：「 潁 考 叔 純 孝

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其是之謂

乎！」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8 聞之，有獻於公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9 齊師侵我西鄙。……公以

楚師伐齊，取穀。……楚

申公叔侯戍之。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0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

討其貳於宋也。……吾以

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

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0 秋，……楚子將圍宋……

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

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

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

有？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0 剛而無禮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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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說《禮》《樂》而敦《詩》

《書》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0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

「 楚 始 得 曹 而 新 昏 於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

之，則齊、宋免矣。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1 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

軍，謀元帥。……荀林父

御戎，魏犨為右。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1-12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

年，欲用之。……出穀

戍，釋宋圍，一戰而霸：

文之教也。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1 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

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

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

弗若也。』」  

 作者不詳：《國語．晉語四》。本

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

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1 凡車：將在左，御在中，

有力之士在右，所以備非

常。  

 范寧：《穀梁集解》。本作品已超

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

領域之著作。  

11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   作者不詳：《周禮．夏官》。本作

品 已 超 過 著 作 財 產 權 存 續 期

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1 戎右者，與君同車，在車

之右，執戈盾，備制非

常，並充兵中使役。  

 賈公彥：《周禮疏》。本作品已超

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

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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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  

 孔子及其弟子：《論語》〈子路

篇〉。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

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2 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

衛；衛人弗許。還，自南

河濟，侵曹、伐衛。正月

戊申，取五鹿。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3 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

中軍，胥臣佐下軍，尚德

也。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3 晉侯、齊侯盟于歛盂……

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

出居于襄牛。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3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

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

以說焉；謂楚人曰：「不

卒戍也。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3-14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

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

僑以為戎右。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3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

公子受飧反璧。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4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

急。……公說，執曹伯，

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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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

穀……唯西廣、東宮與若

敖之六卒實從之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5 剛而無禮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5 過三百乘不能入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5-16 子 玉 使 宛 春 告 於 晉 師

曰……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6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退三舍。楚眾欲

止，子玉不可。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6 楚 子 饗 之 … … 若 不 獲

命，其左執鞭、弭，右屬

櫜、鍵，以與君周旋。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7 夏四月戊辰……吉，我得

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

矣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7 患之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7 疑焉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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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背酅而舍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8 戲者，狎侮之辭也。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本作品

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

公共領域之著作。  

18 子玉使鬥勃請戰，曰：「請

與君之士戲……戒爾車

乘，敬爾君事，詰朝相

見。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8 晉車七百乘，韅、靷、鞅、

靽。……遂伐其木以益其

兵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8 其可用也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8 輿曳材而偽遁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8 己巳，晉師陳于莘北……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

而還。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9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

踐土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19 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

其師。……晉欒枝入盟鄭

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

伯盟于衡雍。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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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

百乘，徒兵千。……受策

以出。出入三覲。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20 取威定霸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20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

庭，……君子謂是盟也

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

德攻。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21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

纓……莫余毒也已！蒍

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

已，不在民矣。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21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

澤……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22 殺顛頡以徇于師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22 殺祁瞞以徇於諸侯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22 殺舟之僑以徇于國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22 今日必無晉矣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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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請與君之士戲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23 今日必無晉矣   左丘明：《左傳》。本作品已超過

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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