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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谷梁传*时间观念探析
!

秦
!

平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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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春秋谷梁传*对)春秋*的时间性概念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提出了系统的时间观

念$通过对)春秋*'不遗时(规律的总结#对'合时(观念的抉发#对'日月(之例的归纳和对

谨而书'日(书法的提炼#)春秋谷梁传*将时间理解为一种有等级,有贵贱,有轻重的秩序

结构-人类活动的正当性与这一时间秩序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人类社会的秩序正是通

过效仿和提炼时间秩序结构而得来$

关键词%)春秋谷梁传*-时间观念-秩序

'时(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如孟子就曾经称颂孔子为

'圣之时者(

!

#)礼记.礼器*也指出%'礼#时为大$(

"近
!"

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国古代时

间观念的研究成果颇多#如%陈智勇发表的夏商至战国时期时间意识研究的系列论文#

#

高宏对西周时期时间观念的论述$

#萧放从民族与民俗学角度对古代时岁问题所作的独

到研究%

#以及尤炜,陈玲等以'六经(为文本对先民时间意识所做的探讨等&

$

位列'十三经(之一的)春秋谷梁传*!后文简称)谷梁传*"在解读)春秋*的过程中#极

为关注其中所蕴含的'时(的观念$与)公羊传*和)左传*相比#)谷梁传*对)春秋*的时间

性概念作了更为系统的解析#其成果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古代时间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而这一点尚未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谷梁传*的作者显然不认为)春秋*的年,时,月,

日的编年形式纯粹是出于史学记录的需要-在他看来#)春秋*特有的时间结构还应该有其

背后的寓意$换言之#在这种时间结构上承载有圣人的'微言大义($因此#)谷梁传*对

)春秋*中的时间性概念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系统的时间观念$

一,)春秋*'不遗时也(

首先#)谷梁传*揭示了)春秋*在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其按照年,时,

月,日的时间结构展开的记事过程中#无论有无事件发生#一年中的'春正月(,'夏四月(,

'秋七月(,'冬十月(这四个月+++作为时的标志总是不会遗漏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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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有时经文仅仅记载'夏#四月(,'秋#七月(或'冬#十月(#后面就再也没有下文了$)谷梁传*不认为

这是由史料缺佚造成的$客观地讲#那种将一切疑问统统归结于'史料缺佚(的态度并不能真正解决问

题#反而更像是逃避问题和推卸责任$如此一来#)春秋*仅具'时月(而空缺史实的做法就成了有意为

之#这显然是')春秋*史书论(所无法解释的$

)谷梁传*对)春秋*的这种'无事焉#不遗时也(的独特现象进行了归纳%

隐公九年!经"秋#七月$

!传"无事焉#何以书& 不遗时也!

$

桓公元年!经"冬#十月$

!传"无事焉#何以书& 不遗时也$)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

$

在)谷梁传*看来#'春(,'夏(,'秋(,'冬(四时并举#乃是由年,时,月,日的时间结构所决定的$所谓'四

时具而后为年(#无事而不遗时正是为了成全'一年含四时(的固定的时间结构$因此#年,时,月,日的书

写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记事的需要#其本身还具有独立的时间秩序的色彩$年,时,月,日的时间单位成

了一个事先预备好的框架结构#历史上发生的具体事件只需要一个一个填进这个框架中就可以了$换

言之#原本依附于历史事件的时间单位竟然可以脱离具体的事件载体#而具有了独立的形态$

二,'合时(

所谓'合时(#就是各类自然现象和宗庙祭祀行为都应该有其发生的时间$)谷梁传*的作者认为%只

有当这些自然现象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时间上#才是正常的#也才因此是有利的$同样#那些宗庙祭

祀活动也必须在规定好的时间段里进行才是合法而有效的$

首先#)谷梁传*比较关注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寒暑与雨旱等现象发生的时节$例如%

桓公十四年!经"无冰$

!传"无冰#时燠也#

$

成公元年!经"无冰$

!传"终时无冰则志#此未终时而言无冰#何也& 终无冰矣$加之寒之辞也$

$

冬季本应天气寒冷结冰#然而由于气候异常#桓公十四年和成公元年这两年的冬季均未结冰$对于这种

本应出现但届时未曾出现的自然现象异常#)谷梁传*认为是'不合时(的#所以经文才专门记载下来$同

样的道理#)谷梁传*认为#)春秋*中几乎所有的'志异(都是表示这些现象在应该发生的时候未曾出现#

或者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却出现了#又或者是其延续的时段和发生的程度异乎寻常$当然#)谷梁传*在

评定某一自然现象!特别是天气现象"是否'正常合时(时#往往倾向于采用对农业生产是否有利作为标

准$这与后世常说的'风调雨顺(一样#都反映了农业对于古代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

)谷梁传*的作者特别注意到分别发生在僖公和文公时期的两次旱灾$对于发生在僖公二年至三年

的'不雨(#)谷梁传*持褒扬的立场#称赞僖公忧戚旱灾,怜悯民生疾苦的爱民之心-而对于发生在文公十

年的'不雨(#)谷梁传*则持贬斥立场#批评文公无视旱灾,不以民为志的态度$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

)谷梁传*认为从冬季到来年夏季的长时期的'不雨(是严重'不合时(的-头年的冬季到来年的夏季之间

应该下雨才'合时(,正常$推而广之#)谷梁传*相信任何自然现象都应该有其适宜的出现时机$

其次#与宗庙祭祀相关的活动安排也严格体现了)谷梁传*所强调的'合时(观念$以桓公四年传文

的一段十分典型的论述来看%'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冬曰狩$(

%四时之

田#指的是为服务于宗庙祭祀!提供祭品"所展开的田猎活动$)谷梁传*认为不同季节的田猎活动#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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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强度都应该有所区别$根据晋代范宁的注释#春季的'田(指'取兽于田(#夏季的'苗(指'为苗除

害(#秋季的'?(指'舍小取大(#冬季的'狩(指'围狩(

!

$可以看出#为宗庙祭祀提供祭品的四时田猎#

必须顺应野兽在四季的不同生长情况而做出不同的安排$并且#只有四时的田猎各依秩序时#其行为才

是正当的#其田猎所得也才可以名正言顺地用于宗庙祭祀$而鲁桓公却在春季的正月举行了本应在冬

季举行的'狩(#其行为丧失了正当性#)谷梁传*对此提出了批评$

)谷梁传*认为'郊(,'雩(和'(的活动同样必须合乎其时$

以'郊(为例$郊祀是极为隆重的祭天之礼$根据规定%举行郊祀的时间是每年的春季#也就是正月

到三月之间-举行郊祀通常要向上天贡献牲牛#此前要三次卜问上天之意以决定是否免除牲牛$但是#

)春秋*多次提到'夏#四月#四卜郊(,'夏#四月#五卜郊(等非礼的情况#)谷梁传*对此的评论是'夏#四

月#不时也-四卜#非礼也(

"

,'五卜#强也(

#

$在夏季的四月举行郊祀是不合时的#这很容易理解+++正

常的郊祀时间应该在每年春季的正月到三月之间$而'四卜(,'五卜(之所以'非礼(!'强(为更严重的

'非礼("#据范宁的解释#不仅在于它的过度#还在于它'不合时(+++因为每卜一次都需要花费一段时

间#四卜,五卜之后就进入到夏季#无法再完成必须在春季举行的郊祀$

$

再举'大雩(之祭为例$从)谷梁传*定公元年的传文来看#告天求雨的'大雩(之祭应该举行的时间

是每年的九月#秋七月和冬十月举行此祭都是不合时的$因为'冬#禾稼既成#犹雩#则非礼可知(#求雨

是为了庄稼的生长#冬季庄稼已收获完毕#此时再来求雨显然多此一举$至于秋七月#因为'毛泽未尽#

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庄稼之干旱未到绝境#人力之施行尚或有功#情况还没有到山穷水尽,无计可施

的地步$所以#此时还不能举行求雨的'大雩(之祭$秋七月举行雩祭#不仅不能解燃眉之急#反而有违

于'请道($所谓'请道(#就是古人祈求神明赐福之道$'古之人重请(#所以不能轻易祈求神明#神明珍

贵的赐福应该用在人们真正需要的时候$什么是真正需要的时候呢& )谷梁传*认为那就是处于秋七月

和冬十月之间的'九月(%'月之为雩之正#何也& 其时穷#人力尽#然后雩#雩之正也$何谓其时穷,人力

尽& 是月不雨#则无及矣-是年不艾#则无食矣#是谓其时穷,人力尽也$(时至九月#庄稼已经干旱得奄奄

一息#人力也已经快耗尽了#这可以真正算得上是'最危险的时候(+++倘若上天仍然不下雨#很可能就

会颗粒无收了$身处这样的绝境#然后恭敬地举行雩祭以求雨#才合于'请道($从)谷梁传*对雩祭时节

的详细规定中#可以明确地感受到作者对于祭祀之'时(与'度(的微妙把握%

$

以祭祖为目的的'(也是如此$)谷梁传*桓公八年在评论春季正月和夏季五月的两次祀时说

'#冬事也#春兴之#志不时也(,'#冬事也#春,夏兴之#黩祀也$志不敬也(

&

$正常的祀应该举行

于冬季#若'春,夏兴之(就是对祀的亵渎$可见#合时与否又与行为的虔敬态度联系在一起+++只有

合于时的祭祀行为才有可能是虔敬的-不合于时的祭祀无论形式多么隆重#都不可能虔敬$毕竟#'祭

者#荐其时也#荐其敬也#荐其美也(

'

-)礼记.礼器*也说%'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

之(

)

#方
%

解释道%'天之运谓之时$(

0

'时(对于祭祀活动而言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在)谷梁传*看来#无论是与农事密切相关的风,雨等自然天象#还是以敬天祀祖为目的的

宗庙祭祀活动#都应该在它们合适的时候出现$'合于时(成了此类行为的正当性和有效性的根本保障

之一$从这种'合时(的观念背后#我们也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受到春,夏,秋,冬这四时似乎代表了一种神

秘的自然秩序-天象与人事只有合于此种自然之秩序才是正常,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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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月(之例

)谷梁传*时间观念的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反映在它对于)春秋*的'日月(之例的提炼和总结

上$这也是)谷梁传*最受学者非议的内容之一$吕大圭就曾经明确地将'以日月为褒贬(列为)春秋*穿

凿的两大弊端之一#指出%')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事成于日者书日#事成于月者书月#

事成于时者书时$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

!朱子亦有言%'或有解)春秋*者#专

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

"但)谷梁传*的作者却坚信)春

秋*经文在记录某一事件时书'日(,书'月(,书'时(#都不是随机的,偶然的#而是有褒贬之深意蕴藏在其

间$对于)谷梁传*的这一看法#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倘若从对)春秋*原义的发掘来说#也就是)谷梁

传*作为'解经(之书来说#它认定)春秋*的每一个时间单位几乎都蕴藏有圣人褒贬善恶的'微言大义(#

这种观点无疑是冒险的#甚至有'过度诠释(的嫌疑$但是倘若就)谷梁传*思想本身来说#也就是它借助

诠释)春秋*的形式而阐发自己的独立思想体系来说#认定存在'日月(之例并且'以日月为褒贬(#就构成

了)谷梁传*自身的思想特色#并因而具有了独立的思想价值$

当然#)谷梁传*所归纳的'日月(之例系统而复杂#并不能简单地用'以日月为褒贬(来代表#并且也

不像朱子所说的'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总体地看#可以将其凝练为三条规定%

第一#'日(,'月(,'时(存在等级差别#'日重于月,月重于时(-

第二#每一事件都有其应该对应的'日(,'月(,'时(之等级-

第三#可以通过改变'日(,'月(,'时(之书例来表达对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

首先#)谷梁传*认为作为时间之单位的'日(,'月(,'时(存在着轻重贵贱的等级区别#即%'日(重于

'月(#'月(重于'时($这可以从)春秋*对中原诸夏,小国及夷狄之国的不同书例反观出来%

宣公十五年!经"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

!传"灭国有三术%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婴儿#贤也#

$

襄公六年!经"秋#!!莒人灭缯$

!传"非灭也$中国日#卑国月#夷狄时$缯#中国也#而时#非灭也$

$

)谷梁传*很重视国家灭亡的重大事件$在记载此类事件时#)谷梁传*认为)春秋*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

了不同的日月书例$对于中原诸夏之国的灭亡#经文书'日(-对于中原的一些小国的灭亡#经文书'月(-

对于夷狄之国的灭亡#经文则书'时($结合)春秋*以及)谷梁传*的'外夷狄而内诸夏(的尊卑观念#很容

易看出%书'日(最尊#书'月(次之#书'时(最卑$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发现)谷梁传*似乎有一种'重细微,

重具体(的价值倾向#表现为%越是细微,具体的东西就越是尊贵$例如#)谷梁传*庄公十四年对'荆楚(

称谓进行了评论%'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 州举之也$州不如国#国不如名#名不如字$(

%从大小的

秩序来看#州大于国#国大于名#名大于字-但是#从尊卑的秩序看#却是称字尊于称名#称名尊于称国#称

国尊于称州$换言之#称谓越具体就表示越尊贵#这与书时越具体就越慎重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谷梁传*相信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其对应的'日(,'月(,'时(的等级#这也是'合时(观念的又

一体现$仅举'卒(,'葬(的书例为证%

古人重死#不惜大废周章对不同爵位,等级的人的死亡作出不同表述#如)礼记.曲礼*云%'天子死

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

)谷梁传*认为#记录不同等级之人的去世#差别不仅

仅表现在称谓上#还表现在'卒(与'葬(的时间记录上$对于天子#'天子志崩不志葬(#经文只是具书'时

月日(以记录天子去世的时间而不记载其下葬的时间$因为天子为天下至尊#举全天下葬其一人#丧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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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

平%)春秋谷梁传*时间观念探析

的时间已由礼制规定好#全天下人都知道#所以没有必要再记载了!

$而对于鲁国以外的诸侯之死#'日

卒时葬#正也(

"

#也就是应该用日期注明其去世的时间#用季节注明其下葬的时间$如%

隐公三年!经"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传"诸侯日卒#正也#

$

成公十三年!经"冬#葬曹宣公$

!传"葬时#正也$

$

襄公七年!经"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郑伯髡原如

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操$

!传"!!其地#于外也-其日#未逾竟也$日卒时葬#正也%

$

)谷梁传*认为#)春秋*对于鲁国以外的诸夏之国国君去世采用记录具体日期的方式#这是'正(的$所谓

'正(#范宁认为'正#谓承嫡(

&

#表明该诸侯在继承身份上的合法性!为先君的嫡长子"$综合)谷梁传*

前后的传文来看#'正(还包含有诸侯死亡方式正常的含义$只有当诸侯因自然衰老或疾病等正常原因

死亡#并且新君即位无异常情况时#才能按照正常的方式以'日(书其'卒(#以'时(书其'葬($)谷梁传*

认为#诸侯去世书'日(,下葬书'时(乃是正常,合理的情况#它表明了诸侯身份的合法性以及死亡方式的

正常性$这一点#可以从昭公十九年许悼公'卒(,'葬(的例子中得到很好的印证%

昭公十九年!经"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
!

其君买$

!传"日
!

#正卒也$正卒#则止不
!

也$不弑而日弑#责止也'

$

昭公十九年!经"冬#葬许悼公$

!传"日卒时葬#不使止为
!

父也)

$

许悼公因病中误服世子进献的药而意外身亡$对于许君之死#经文既书卒日,又书'弑($)谷梁传*认为

只有当国君正常死亡时才会书'日(#所以这种'日(,'弑(并书的现象实质表明许悼公并非死于许世子的

篡逆谋杀#而是死于意外-至于书'弑(则是为了表示对许世子献药而不知先尝药的错误行为的批评$而

且#后文书'时(以葬许悼公也再次表明许世子并非弑父的凶手$如此#)谷梁传*仅凭'卒(,'葬(的'日(,

'时(之例就为许世子洗脱了弑父的恶名#这恐怕是其'日月(之例的一个意外收获吧/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是)谷梁传*认为通过改变'日(,'月(,'时(的书例可以表达对历史事件的价

值评判$春秋是一个旧有的社会秩序结构逐渐被破坏,被取代的动荡时代#原本用来维系整个社会运转

的礼乐制度渐次崩坏#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大夫,士#僭越礼制,背弃人伦的行为比比皆是$面对礼乐崩

坏的困境#心怀匡扶秩序的宏志#)谷梁传*坚信)春秋*为圣人拨乱反正之书#于是'日(,'月(,'时(的书

例也就成为圣人进退褒贬的有力武器$

例如#正常情况下对于诸侯之死应该书'日(以记之#但是襄公三十年经文却书'夏#四月#蔡世子般

&

其君固($)谷梁传*认为这里变'日(为'月(#实际上是采用了描述夷狄之君卒亡的记载方式#目的是

贬斥蔡国世子弑君夺政的行为近乎夷狄0

$

再如桓公二年#纪侯来到鲁国朝聘$依礼制#诸侯之间朝聘应书'时(以记录-但是经文却说%'秋#七

月#纪侯来朝$()谷梁传*道出了其中的原由%鲁桓公
&

兄篡政#受人之赂而成宋之乱#正当罪深责大之

时#纪君却来朝聘-故经文变化书例#以'月(代'时(#一则抨击鲁桓公的恶行#二则批评纪侯'不择其不肖

而就朝之(!范宁注"的糊涂行为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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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谷梁传*认为)春秋*经文在记载逾礼,篡弑和种种危葬的现象时#往往会采用变化正常的

'日(,'月(,'时(之书例的方式$这样做的目的#从表面上讲可以对事件的异常作出简单而有效的标志-

从深层讲则蕴涵了作者对于这些非礼现象的忧惧,愤慨的情感和维护正常秩序的良苦用心$

四,谨而书'日(

)谷梁传*对于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通过书'日(的形式以示郑重#这就是所谓的'谨而日之($所谓

'谨(#有严肃,谨慎,郑重等等含义$对于某些异常事件#由于其性质严重或者意义重大#)春秋*在记录

时会特别地书'日(以'谨(之$

第一类'谨而日之(的事件主要是大自然的异常现象$例如隐公九年%

!经"三月癸酉#大雨#震电$

!传"震#雷也$电#霆也$

!经"庚辰#大雨雪$

!传"志疏数也$八日之间#再有大变#阴阳错行#故谨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

三月的癸酉日到庚辰日仅隔八天#但天气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先是下雨,打雷#后来气温又急转直下#

下起大雪$)谷梁传*的作者认为这是阴阳驳乱所造成$因为雷电为阳#雨雪为阴-雷既已出#雪不当复

降$现在先雷而后雪#阴迫于阳#阴阳皆失其序#故经文书'日(以示关切与郑重$

第二类书'日(以谨之的事件多是那些失礼,失德的行为举止#)谷梁传*认为书'日(的目的在于表示

对这类行为的厌恶#并进而警以戒之$例如对于侵占他国城池的行为进行批评的'日入#恶入者也(

"

#

和对于夷狄乱诸夏行为进行贬斥的'恶之#故谨而日之(

#等#都属于此列$

第三类'谨而日之(则是借书'日(表示对于某些现象的嘉许$如昭公十三年楚平王帮助被楚国灭掉

的蔡,陈二国复国#有存亡续绝之功$所以#)春秋*对达成此事的平丘之盟书'日(以示褒扬$

$

追溯'年(,'时(,'月(,'日(等时间性概念的源头#不难发现它们其实都源自于人们对日月星辰等天

象和四季寒暑等现象的长期观察$在古人'仰观俯察(的活动中#逐渐意识到某些自然现象的出现是次

序的,循环的,稳定的#遵循一定的秩序$'天(正是通过这种自然的秩序性来展示自身$因此#'年(,

'时(,'月(,'日(等时间概念其实正是人类对于天地自然的秩序与节奏的模拟与归纳$

总体而言#)谷梁传*的作者通过细致入微地剖析)春秋*的时间性概念#提出了系统的时间观念$

)谷梁传*所呈现的时间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时位观的发展历程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无论是对)春秋*

'不遗时(规律的总结#还是对自然人事'合时(观念的抉发#又或是对'日月(之例的归纳#以及对谨而书

'日(书法的提炼#)谷梁传*都表达了共同的思想旨趣#即%将时间理解为一种有等级,有贵贱,有轻重的

秩序结构#任何自然现象与人事活动都在此时间秩序结构中展开#而中国传统的'合乎时宜(,'因时制

宜(的观念正是在这一时间秩序结构中得以确立$于是#人类活动的正当性与时间结构的秩序感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而人类社会的秩序也顺理成章地从天地自然的时间秩序结构中效仿和提炼得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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