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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可以保證我們人類思維的複雜多樣性及其自由。但是文云

乎者，必需要我們自己去讀懂，需要通過研究，理解古人的心思，

否則只見一堆廢紙，只剩下考古遺物而已。熱切希望更多人去研

究經學文獻。

(後記 :研討會上有幸得到李威熊老師的評論指點，現在按照李

老師的意見修改了個別字詞。至於內容方面根本性的缺陷，無法

彌縫，祇好仍舊。謹對李老師的賜教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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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春秋公羊學張三世變易的歷史思想

王五華

輔仁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春秋公羊學的三世史觀，是公羊學解說歷史發展的事實，並規劃

國家未來藍圖的最好依據，原本只是孔子對於〈春秋〉不同時代的史

事，其記載的書法有所不同，以見年遠恩淺，時近隱諱，標明(春秋〉

用辭的不同，藉此隱約其辭，微加諷喻以避禍。至何休的三科九旨始

提出由「據亂」到「升平」至「太平」三世歷史漸進發展的思想、，開

啟了春秋公羊學者以歷史為鑑的史觀精神，肯定人類隨著歷史的邁

進，其文明與生活定當與時俱進，由蠻荒時代文明儷梢，到太平時代

遠近大小若一，文化鼎盛，民族和平共榮的理想世界，這是春秋公羊

學者對理想王道的期許。清代公羊學者引用三世之思想，亦須先釐清

三世思想之意涵，了解三世歷史變化思想之源由，當能配合其時代問

題，提出獨到的詮解與運用，更由於三世思想在清朝特殊的政治環境

中，面對西方思潮的挑戰，為清末之儒者引用傳統經學思想以因應世

界局勢之轉變，因此，更突顯其地位高於「存三統」及「異內外」等

公羊學之義例，成為清代公羊學者論述之重心，故本文先闡述春秋公

羊學三世思想之精義，繼而說明清代公羊學者對三世思想之應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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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三世思想在清末世局紛亂中所發揮的撥亂效用。

壹、張三世思想之精義

張三世思想源於何休對〈公羊傳} r 三世異辭」的闡發，指出{春

秋〉撥亂起治的三個步驟為由內而外，由近及遠，由文明麗梢到文教

大備，呈現出變易進步的歷史觀點。其前身為董仲舒的{春秋〉三等

的歷史階段論，將{春秋〉筆法所刻劃的時代區分為「見三世」、「聞

四世」、「傳聞五世」三個時代，表示記錄史事之用辭與時代之遠近配

合，發揮「重近略遠」的史鑑精神 l 。張三世思想於公羊學之內外華

夷觀常配合使用，在清朝滿族入主中國，及西方列強不斷侵凌的歷史

背景中，呈現出特殊的時代意涵，公羊學者將「三世異辭」與其時代

問題結合，成為劃分歷史之依據，也成為撥亂起治之步驟，進而形成

未來政治規劃之藍圖，因此，其影響清代之政治社會深遠。底下分兩

點論述張三世思想之精義:第一點為辭與情俱之筆法;第二點為變易

進步之史觀。

一、辭與情俱之筆法

〈公羊傳〉闡發{春秋〉有「三世異辭」的書法 r 所見異辭 、

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J 表達因應時代的遠近，記錄史事之筆法自

l 參閱孫春在〈清末的公羊思想} : r ... ... 空間上的『自近及遠ν 與前面『辭與
情俱』在時間上所顯示的『重近略遠.!l '或可能是{春秋〉歷史本質所引申出

2 的『史鑑』精神， .. . ... J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5年 10月初版， P. I3 。
見清阮元審定十三經注疏{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十二月: r 公子益師卒。何
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桓公二年 r 三月，公
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禮，以成宋亂。... ... 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傅
聞異辭。」哀公十四年: r 春，西持獲麟。. . . ...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

逮間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台北:藝艾印書館， 1997年 8
月第三刷， P.17 、 P.4 8 、 P.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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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甚至對於時代久遠之史事已「無聞焉爾」 3 ，〈公羊傳〉定公

元年指明孔子忌時遠害，因此:

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堉而問其傅，則未知己之有罪焉商。

孔子以褒貶之筆法論述史事，雖然以素王實行褒貶進退之權，但

其只是藉史筆以批駁史事，並未具備實際之權位，為避免觸怒時君而

遭致橫禍，故距離己世愈近的史事，論述的筆法愈隱微，而對於時代

久遠之事則可以多加論述，然而受時代久遠，歷史資料不免涅滅或損

壞之影響，因此「無聞焉爾」之事在所難免。《春秋〉之筆法為孔子

政治思想之寄託'因此，公羊學者在詮解〈春秋〉經文時，特別著重

其隱藏的微言對其加以論述，往往於簡單的文字中闡發出重要的思想

內涵， r 三世異辭」本來只是史事記載的單純筆法 ，隨著時間之遠近

因素，歷史之記錄必然有其差別，尤其在紛亂的時代中，若要發揮著

史者的政治思想，更應審慎小心，將批判褒貶之意寓藏於文辭中，以

待後世子孫取法，否則一且受到時君所忌刻，不免橫遭禍事，甚而使

著史之意溼滅不彰， r 三世異辭」之用意即是呈顯史筆之隱微，將〈春

秋〉大義寄託於文辭而表露，使著史者保身遠禍卻叉能抒發其意。

公羊學者便透過〈春秋〉隱微的用辭闡發其中的深意，由記載史

事之筆法衍生成三個階段的歷史論述，使後世於借鑑歷史時有所依

憑。董仲舒首論 r(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藉此三個階段之歷史

記載「屈申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而知遠近親疏、貴賤輕重等事之

區別，更能妥善運用史事之記載「義不訕上，智不危身」隱微其辭而

安身立命。董仲舒將〈春秋〉所記載的史事區分為「見」、「聞」、「傳

3 同注2 。隱公二年十月: r 紀子伯 、 莒子盟於密。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桓

公十四年 r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夏五者何?無聞焉爾。」文公十四年

九月: r 宋子哀，來奔。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J P.26 、 P.6 5 、 P.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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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三個階段，並指明此三階段的歷史劃分主要是依據〈春秋〉記錄

史事之用辭與實際的歷史情狀相符合，即所謂的「辭與情俱 J '此乃

是對自己親身經歷之史事，由於切己深遠，唯恐因批駁史事而遭罪，

因此「微其辭」以避害，將史事的批判透過隱微的用辭寄寓於 〈 春秋}

中;而對於距己稍遠的年代，由於自己感受深刻，因此，記錄史事時

「痛其禍」以顯示事件對己身之影響仍然存在;至於時代久遠的史

事，對於自己所處的環境及影響已減弱，反而可以詳細的論述，無須

思諱避害，由於事件距離己世己遙遠，因此「殺其恩 J 以批駁史事，

呼籲後世子孫記取歷史之教訓卜董仲舒雖將 〈 春秋 〉 區分成三個歷史

階段，但其公羊學之重心主要在發揮三統思想、受命改制及陰陽災異

上，因此，並沒有發展出特殊的三世思想意涵 。 但就其區分 〈 春秋}

為三等的歷史階段論述而言 ，卻能顯現 〈 春秋 〉 辨別 「 內外、賢不肯」

5之尊卑等級，將〈春秋 〉 以仁義禮法為判準的道德批判呈現出來，
配合史事記錄的時間因素，使歷史之事件蘊涵道德之價值，後世子孫

始能由史事之論述中學習前人之經驗，取鑑歷史之精神，而能在現實

生活中安身立命。

史書對歷史事件的記錄本在忠實傳達事件發生的原由及過程，使

閱讀歷史之人瞭解事件發生的本末，並能藉此闡發歷史之深意，使後

人靈活運用史事之教訓。「辭與情俱」的筆法， 一方面呈顯歷史事件

之實際情狀，一方面將著史者與歷史事件聯結起來，距己切近之事件

對著史者之影響自然較深遠，因此，無論史事之記載或史事本身與著

史者之關係都相對的密切，因而「微其辭」得以安其身;至於距己稍

遠或距己久遠之史事，其論述之用辭則可以大膽而詳實， r 痛其禍」、

「殺其恩」都不致於遭受禍事，因此，不必特別忌諱 ，故董仲舒藉{春

4 見董仲舒 〈春秋繁露) (楚莊王) : 1 {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閩、
有傳間， .. . ...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台
北:中華書局， 1948年5月台四版，卷-P.3 。

5 同注4 0 (楚莊王 ) : 1 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
此其別內外， 差賢不筒，而等尊卑也 。」 卷-P. 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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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 r 辭與情俱」之筆法顯現「別內外，差賢不肯而等尊卑」之大義 ，

區分歷史為三個階段，其親疏貴賤尊卑之等有所不同 ， 提出其歷史分

劃之觀點。

二、 變 易進步之史觀

三世思想之成形始於何休對三世異辭的詮解，何休提出公羊學之

三科九冒 ， 以「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 所傳聞異辭」為二科六冒，說

明{春秋〉撥亂起治的歷史進程為「治起於衰亂之中 J '漸於「見治

升平 J '最後及於「著治太平 J '而有「衰亂」 、 「升平」 、 「太平」三世

的思想出現。並肯定人類之文明將隨著歷史的進展而逐漸完善:起初

文教未成，人民用心組疏，因此，先將撥亂起治的用心集中於治理國

家內部的事務「內其國而外諸夏 J '待國家內部治理完善，當能妥善

處理華夏諸國之事務「先詳內而後治外」。隨著歷史發展的軌跡漸漸

攝大撥亂起治之用心，處理諸夏各國之事務「內諸夏而外夷狄 J ' 將

華夏諸國統合在一起，保持中原文化之優異特質 ， 避免夷狄的侵擾，

使文明漸漸發展，教化的力量逐漸展現，人心因而敦厚良善。藉著道

德文化導化夷狄「用心尤深而詳 J '漸致文明發展教化大備，使其渴

慕華夏優異之文化， 1.民除華夷之種族界線， r 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各

民族平等相處，和平共榮，以文化的力量超越血統的分界，使夷狄大

化進至於華夏之文化水準'達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之境界。

何休提出三世思想的原意，是指{春秋〉由近而遠撥亂起治的步

驟，配合公羊學以文化為分辨的內外華夷觀點，引用中國艾德教化之

王道仁政理想，透過文明及教化預平種族間的差異，展現華夏文化兼

容並包之特性，以文明及仁德同化邊夷之族，達至世界一家，天下太

平的理想境界。清代公羊學者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欲從傳統思想中

找尋解救之方 ， 唯有公羊學以文化為區分之華夷觀點，配合政教施行

之步驟，由文化組疏之據亂世，進至文教漸行之升平世，最後達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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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備之太平世，透過文明教化的力量，使華夷各族同沐於華夏鼎盛

的文明教化中，共亟於太平。中國與西方各國一樣受文明教化所習

染，共進於文化強盛的太平世代，因此，公羊學者能以寬容的心看待

西方的文化，進而學習西方文化之優點，效法西方之政治與學風而變

法圖強。魏源、康有為等先見之士目賭西方政治之進步，西學之優長，

運用公羊學文化之華夷觀，因此，能虛心效法西學，尋求自強之道，

更結合自己所處的時代，將己世定義於「升平世 J '配合公羊學三世

進步變易之歷史思想，從文教漸成「見治升平」希望能勵精圖治，努

力改革，逐漸達至「著治太平」之理想境界。清代之公羊學者成以經

世濟民為曠遠的政治懷抱，因此，突顯公羊學之三世思想的重要性，

將三世進步之歷史變易觀點運用於政治規劃上，自由闡發其理想的政

治形態，企圖勾勒出理想的政治藍圖，因此，康有為於戊戌變法失敗

後便將其政治理想寄託於「大同」中，即是源於公羊學三世思想之政

治規劃'賦予公羊學者政治理想實踐的美好遠景，無論據亂世或升平

世，其終究之歷史進程總會導向於世界大同之太平理想，再配合(禮

運) r 大同」之思想，形成「大同書」之理想，將三世進步之歷史變

革作一完滿的結局。

公羊學之三世思想指明歷史在不斷的變化改易中，人類之文明也

跟著不斷地進化，由組疏而精細，由蠻荒而進步，政教之施行亦配合

內外遠近之關係'由近及遠，由內而外，最後不分遠近大小，文化齊

達於鼎盛，人人平等相處，天下太平，世界大同，戰爭侵奪之災禍自
然消摺於無形，世界共享和平安樂之生活，如此理想的世界榮景，藉

由三世進步之歷史思想始能逐步實現，一一達成。

貳、張三世思想之發揮

清代公羊學者對三世思想的發揮者主要分為單純的三世思想之

運用及繁複化三世思想之連用，單純的三世思想運用是從何休三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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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衍生而來，配合其時代的問題，及其對歷史的觀點，將歷史發展的

進程分為簡單的三世模式，藉此以議論時政，並規劃未來政治發展之

方向。繁複化的三世思想模式則是配合世界上各國政治發展的現實，

希望將所有的政治情況容納入三世思想中，由於世界各國政治之發展

各異，為了圓滿解釋所有的政治情勢，因而配合三統及文質，將三世

思想繁複化以因應政治之現實狀況。

一、單純三世思想之詮解

莊存與公羊學之重點放在內外問題之處理上，利用公羊學以文化

為區分的華夷觀，替漠化之滿清政權正名，對通三統及張三世義例的

運用則非常簡略。他對三世歷史變易改革的觀點，只著眼於曆法正朔

制度的改易，不包含任何時代進步的先進思想，這與他運用存三統義

側的態度一樣，雖接受制度更革的需要，卻少言變易。因為乾隆時期，

清朝正當隆盛，任何變易思想都是莊存與所無法接受的，他極力所推

崇的是尊奉王室的思想，因此，對三世說也不多作發揮，而且在天下

承平之時代侈言改革似乎是多此一舉，莊存與因而簡略地論及:

撥通L鼠治，漸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 B

只把三世思想當作〈春秋〉擾亂起治的步驟，並未加以衍申其義。

莊存與依據董仲舒及何休的思想詮解〈公羊傳) r 所見異辭、所聞異

辭、所傳聞異辭 J '表明「三世異辭」之運用乃因為時間及年代的遠

近不同，史料之詳略亦不同，事件人物之間的關係也有深淺之別，記

6 見莊存與〈春秋正辭) <奉天辭弟一) , (皇清經解〉第二冊: r 據哀錄隱，隆薄

以恩，屈信之志，詳略之艾。智不危身，義不訕上，有罪未知，其辭可訪。摟

亂啟治，漸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上海:上海書店， 1999年 12月影

E口， P.7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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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史事的用辭自然不同。董仲舒將春秋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視為非僵

化的三階段歷史史實，將〈春秋〉分為「見、閩、傳聞」三等。

何休則因時間及時代遠近之不同強調記錄史事時 r 見恩有厚

薄，義有深淺」採用異辭以表示不同的人倫等分，說明孔子修〈春秋〉

時對於距己切近的定、哀二世多採用委婉隱晦的筆法以避諱時君之思

恨，而對於距離自己較遠的年代如隱、桓二世則概述時事，直言論說。

然而，後人仍能從他微妙曲折的用辭中，探求其深藏的隱意，將隱微

的史事褒貶，及人倫尊卑等分之觀念寄託於〈春秋〉的文辭中。何休

採用進化變易的歷史觀點，將史實區分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

莊存與則將其簡單地解說成是撥亂起治達於升平的步驟，更將天象之

月數與〈春秋〉歷史所記載之十二位君王相比擬，藉此顯示〈春秋}

取法天道，備足法式，為後世撥亂反正取法之要典。其「十二有象」

是指{春秋〉十二位君王的數目與一年十二個月相一致，符合天象之

數目，即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詰〉所言:

故〈春秋〉攝哀錄隱，上治祖楠，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

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

莊存與之三世思想完全不涉及何休三世歷史變易進步的觀點，其

對三世義例的運用雖然非常簡略，也稱不上獨出新意，但仍真有啟發

後世應用春秋公羊思想的先導作用，為清代公羊學者引用三世思想的

肇始者。

孔廣森對三世說也不甚重視，只是執著於考據的觀點，認為魯襄

公應劃入所見世，對於何休據亂、升平、太平三世變易改革的歷史進

步觀點，視為違礙之論，贊同顏安樂對 {春秋〉十二公的區分:

〈春秋〉分十二公而為三世。... ...顏安樂以為... ...斷自孔子生

後即為所見之世。廣森從之， ... ...所見之世，據襄為限，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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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文、傳四廟之所違也。所聞之世，宜據傳為限，閩、莊、

桂、隱亦四廟之所遠也。 7

三世歷史進化的觀點在此完全喪失，只成為魯國君主究竟如何劃

分的問題，其汲汲於探究魯襄公應劃入何世，議論〈春秋〉書日與不

書日的考證之爭，對於〈春秋〉隱含的微言大義毫不理會，失卻春秋

公羊思想藉由三世歷史進步變易的觀點，以解決其時代所面臨的問

題，並藉此規劃政治施行的進程，強調與時俱進的變易精神。

清朝中葉的劉逢臉對張三世思想則有較深入的發揮，認為〈春秋〉

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是藉此:

辨內外之洽，明王化之 i斬，施詳略之文，魯愈微而〈春秋〉之

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 B

運用三世歷史變易進步之觀點彰顯〈春秋〉教化之功，其政治之

施行應由內而外依序進行，其文明教化之進展亦由組疏而精細，漸至

文教大備，教化功成之境，因此，雖然就歷史事實而言，春秋時代是

愈到後世，世局愈昏亂，但為了彰顯禮義教化之功用， (春秋〉所記

7 見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皇清經解〉第四冊 :r( 春秋〉分十二公而為三世。

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信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
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為:襄公二十三年，如實鼻我來奔。〈傳〉
云:都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叉昭公二十七年，都要快來奔， (傳〉
云:錦賽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生
後即為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以三世異辭者，見恩有深淺，義有隆殺。所見
之世，據襄為限，成、宣、文、倌四廟之所逮也。所聞之世，宜據傳為限，閔、
莊、桓、隱亦四廟之所逮也。」上海:上海書店. 1999年 12月影印. P.703-704 。

8 見劉逢祿〈春秋公羊何氏釋例) <張三世例弟一) • (皇清經解〉第七冊: r 故分
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三世，有間四世，有傳聞五世。於所見微其詞，於所聞
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由是辨內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略之文，魯愈微
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上海:上海書店. 1999 

年 12月影印， P.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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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之史事則是愈到後世，文明教化反而愈進步，終至文教鼎盛，天下
太平之境界。所以，劉逢祿認為:

{春秋〉起衰萬L 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極太平， ... ...聖人以此見

天地之心也。 9

〈春秋〉為聖人撥亂反正之法，由「據亂」而進於「升平」再進

於「太平」為天地變易進步道理之展現，人類之文明亦循此進化之跡
不斷創進奮發，朝向太平理想發展。

劉逢祿的張三世思想是引申何休注解〈公羊傳〉文中三世歷史變

易的觀點，運用於社會進化的變革，於隱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

四年三次明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J '說明三世異辭

之書法表明「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為〈春秋) r 緣禮義以致太平」 lD

運用禮義教化治理萬民，達至天下太平之理想。另外，於桓公五年引
用何休注針對所傳聞世和所聞世書法的不同，詮解齊侯、鄭伯相會於

紀之史事:

至所闖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嫌外處在

9 同注8 (張三世例弟一) : r {春秋}起衰亂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極太平，尊親至
於凡有血氣，而推原終始之運， 無平不肢，無往不復，聖人以此見天地之
心也。 J P.371 。

10 同注 8 o ( 張三世例弟一):r隱元年注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害者來接內也。
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J r 桓二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注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 J r 十有四年
春，西持獲麟。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間也 。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所傳聞異辭。 J P.370-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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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 11

桓公五年屬所傳聞世，按何休的書法，在傳聞世只對魯國內部的

事記載詳細，對華夏各諸侯圓的事記載簡略;至所聞世進到「著治升

平 J ' (春秋〉書法也跟著改變，對諸夏的事詳細記載「乃書外離會 J ' 

齊侯、鄭伯到紀會紀侯的事，現在卻照所聞世的書法記載，原因是此

次會見只屬於一般低調的會見(離會)悶，不屬重要的盟會，故變丈處理

以避免書法的不妥。劉逢祿引證許多條目，說明張三世思想是從歷史

變易的觀點解說春秋公羊學的要義，表明春秋公羊學對二百四十二年

的魯國史事，其書法不是凝滯不動的，而是隨著時間的遠近，恩、義的

深淺，書法也有所不同，對待民族的關係也採取不同的態度，還不時

引用「實與而文不與」及「變丈」的手法，描述〈春秋〉複雜的歷史。

這是劉逢祿對三世變易歷史進步思想的衍生，由於歷史將不斷地變

化，人類社會也當不斷地進步以符合歷史的腳步，因此，三世變易之

歷史進步觀點，為〈春秋〉施行文明教化的發展進程，使天下能由據

亂世禮義未具，進而達至升平世禮義漸成，終至太平世禮義完備之理

想文明社會。

宋翔鳳對張三世義例的連用，基本上與前面幾位公羊學家並無不

同，但他特別強調太平政治的理想就是堯舜之治〈論語說義) : 

孔子救亂世，作春秋，謂一為元，以著大始而欲正本然，張三

世以至於治太平。顏子繼其後，太平之治已見。... ...言太平之

世，群聖相繼，故至捷也。春秋致太平之後，與堯舜之道為一。

其倡言三世之義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撥亂反正，循致理想的堯舜

IJ 同注 8 <張三世例弟一 ) : r 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書離不言會

也。注{春秋〉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略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世，

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 。 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

嫌明疑。 J P. 370 。

12 離代表附著、附麗，離會引申為兩國國君或使者相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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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之治。

龔自珍對張三世義例的運用展現於論政的警世作用上，以「三等

之世」說明「治世」、「亂世」、「衰世」人才的區別，針對衰世發出警

語，並特別注重衰世人才流落於山野的問題，表明民族危機已趨於緊

迫，吏治敗壞，朝政昏亂，若不知變革，將有大亂興起。其以早時、

午時、昏時說明封建統治的三個階段，提醒衰世已經來臨， (尊隱) : 

是故歲有三時:一曰發時，二曰怒峙，三曰威時;日有三時:

一曰平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

當其早時， r 夫日胎於淇津，浴於東海吸引清氣，宜君宜

王。丁此也以有圈，而君子適生之， ... ...天下法宗禮，族歸心，鬼歸

靶，大川歸道但有鄙夫，皂隸所家，虎豹食之，曾不足悲。」

象徵朝廷統治的力量仍然隆盛，封建勢力尚處於上升的階段，皇帝仍

專制地掌控全國，而鄙夫、皂隸等卑賤的人此時仍未受到重視。至日

之午時， r 日之亭午，乃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 ... 

百寶萬貨，奔命喘塞，汗車牛如京師。山林冥冥，但有窒士，天命不

猶，俱草木死。」此時朝廷統治的力量仍未崩解，封建勢力尚控制著

局面，禮樂制度及禮法秩序尚未毀壞，朝廷所在的京師仍是人才物力

集中的地方，在野的窒士對統治者仍無法構成威脅。到了昏時「日之

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暮氣，與夢為鄰， . 

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 ... ...貴人故家，系嘗之宗，不樂守先人之

所予重器，則京師之氣泄， ... ...則府於野矣。」到這個時候，有識見，

有作為的人才都誕生於民間，他們才是應當受到朝廷重視信賴的能

臣，但是統治者卻重用小人，壓迫人才，因此「山中」的力量便起了

大變化， r 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

矣。」果然不久清朝便爆發太平天國起義的動亂，使清朝政局動盪不

安，影響遍及數省，龔自珍早就引用三世思想之詮解，提醒衰世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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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這是龔自珍援引春秋公羊三世思想以經論政的實例，開啟了

後世春秋公羊學者以三世史觀認知歷史，解釋古史的演變，並藉此規

劃未來政治的新制及美好的遠景。

魏源對張三世義例的應用，他有自己特殊的三世觀點，以解釋中

國歷史的發展，說明歷史是循環變化的模式，在一個個的氣運中文分

為數個階段，乃有後學關於歷史進化、退化，複雜模式的產生{古微

堂內集) : 

禪讓一局也、征誅一局也、傳子傳賢一局也。... ...三皇以後、

暴以前，一氣運焉;漢以後、元以前，一氣運焉。

〈老子本義) : 

今夫赤子哺乳峙，知識未間，呵禁無用，此太古之無為也。違

長，天真未漓，則無竇以嗜欲，無芽其機智，此中古之無為也。

及有過而漸喻之，戚悟之，無迫束以決裂，此末世之無為也。

魏源認為「時不同，無為亦不同」引用變易的事實詮解中國歷史

的發展，指出歷史循環的模式以茲後世引用。

二、繁複化之三世思想、

清代公羊學者面對時代的巨變，急於思索救急之方，因此，亟於

確立撥亂反正之步驟，三世思想提供其施政的順序，也提出變易之歷

史觀點，為求變求治之清代公羊學者奠定理論的依據，但此時三世思

想之運用已超出何休單純之三世模式，配合歷史的詮解及政治現質之

應用，複雜殊異之三世思想應運產生。龔自珍「洪範八政配三世」之

思想隱約己提出繁複化之詮解，將八政與三世配合，提出「八政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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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之論點以解釋古代歷史之治革，為後學三世思想之繁複化埋下

伏筆。魏源時代與氣運之說相配合亦給予三世思想繁複化提供立論之

契機，後世之公羊學者乃自由地連用其本身的歷史觀點，與時代所面

臨的問題相結合，提出複雜殊異的三世思想。

康有為為了與其政治主張相配合，其三世思想會歷經諸多的轉

折，在戊戌變法前其秉承傳統三世思想的精義，以據亂進而升平以及
於太平:

〈春秋〉亂世討大夫，升平世退諸侯，太平世貶天子。 13

褒貶進退皆為天子之職權，以此說明孔子作〈春秋〉行素王改制

之事，引用單純的「據亂」、「升平」、「太平」三世模式闡述孔子

之制作。並且強調三世進化不可蠟等的觀念，說明輸越三世進化之步

驟將導致悸分亂禮之禍，例如宋宣公於據亂世應將君位傳予其子，卻

施行太平世傳賢之法，導致宋國五世宴殺之禍，致使骨肉相殘爭奪君
位， (春秋董氏學〉謂:

宣公在據亂世時而行太平世之義，不中乎法，故孔子不取。 14

此時康有為將己世定位於升平世，如此始能激勵君主及世人施行

變法，向太平盛世邁進，若將己世定為據亂世則過度否定當朝之政治

權力，不易勸說君王力行改革，也無法鼓動人民實現太平理想，故以

13 見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卷八「孔子為制法之王考 J : r (春秋}亂世討大夫，
升平世退諸侯，太平世貶天子。... '"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
惡，人事挾，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北
京:中華書局. 1958年9月初版， P.212 。

14 見康有為〈春秋董氏學) r 春秋↑局第一」為善不法不取不棄: r (春秋〉義分三
世，與賢不與子是太平世，若撮亂世則與正而不與賢。宣公在撥亂世時而行太
平世之義，不中乎法，故孔子不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69年 1 月初
版，卷一. P. 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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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世為升平世以利於變法改革之施行，而將治世之理想寓託於太平世

之實現。

康有為運用「三統」及「三世」的模式，將據亂世視為包含夏、

商、周三統，為孔子力法三世四代的時代。將升平世視為包含君主、

君民共主、民主三統，各統之間彼此相輔相成。至太平世則為地球各

地仍有三統，但各國各取所需 15 。他考察各國的政治現實 ，叉覺得簡

單的三世史觀不敷使用，則將三世遞迴成九世的模世， (中庸注〉謂 :

孔子世為天下所歸往著，有三重之道焉。... ...重者，三世之統

也。有撥亂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 ...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

則據亂亦有亂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據亂升平之

別。

據亂世之中未開發的原始部落為據亂世之據亂。開發中的土耳

其、波斯等有禮教的國家為撮亂世之升平。而已開發的美國等先進國

家則為據亂世之太平，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 

印度土耳其波斯頗有禮教政治，可謂據亂之升平矣。若美國之

人人自主，可謂據亂之太平矣。

另外升平世之中也有升平世之據亂，升平世之升平，及升平世之

太平。最後還有太平世之中有太平世之據亂，太平世之升平，以及無

15同注: r 康有爵的『三世三統』模式(戊戌前) :據亂世內含夏、商、周三統，

孔子法四代。升平世內含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統，相輔相成。太平世仍有

三統，地球各地各取所需。 J P.206 。

487 



「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所不有，不可思議的太平世之太平 16 ( 中庸注〉

若推三重之道於三世九世八十一世，至無量不可算數不可思議

之世，則無所不有，如天之大矣!

這種說法使得康有為所期許的萬世太平的盛世變得遙不可及，最

後斷裂為亂世、平世兩極化的發展 17 <孟子微)

{春秋〉三世亦可分而為二 ， ... ...通其意，不必泥也 。 ... ...亂

世主於別，平世主於同。... ...亂世近於私，平世近於公 0

萬L 世近於塞，平世近於通。

而寄託於大同理想的規劃'將理想的政治藉大同平世「四海兄
弟，萬物同體」而實現 。

康有為為了堅持君主立憲的政治立場，主張中國的改革變法不可

驟進，所以認為目前世界各國仍停留在小康階段，叉將三世模式簡化

為二世，使升平成為由亂世升於平世的過度階段，如此，亂世與平世

遙遙相隔，而且康有為並未提出任何明確的升於平世的方法，

使亂世與平世斷裂為二，而且亂世的治理方法則愈來愈趨保守，

無怪乎康有為於戊戌變法失敗後，卻退化成阻撓革命，倡言復辟的民

主逆流，這是春秋公羊學者過度比附，穿鑿附會的悲哀，也是一位經

世致用的熱血志士逐步走向隔斷現實與理想的末世宿命，但春秋公羊

學改革變法的火種並未熄滅，公羊學變易改革之思想影響清末中國積

極變法國強進而引發一股改革進化之思潮，並對中國之近代化產生深

16 同注 I : r 康有爵的『遞迴三世』模式(一九0一) :據亂世之據亂，各原始部族;
據亂世之升平，土耳其、法斯等有禮教國家;據亂世之太平，美國。升平世之
撩亂;升平世之升平;升平世之太平。太平世之撮亂;太平世之升平;太平世
之太平，無所不有，不可思議。 J P.206-207 。

17 同注 I : r 康有爵的『二世』模式:亂世(升平) ;平世。 J P.2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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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之影響。

康有為三世思想之演化皆著眼於政治現實之應用，初期以中國歷

史中先秦時期夏、商、周三朝之史實，及孔子因時改制之事實，視為

據亂世之政治制度。而清朝所處的升平世則有中國之君主及西方之君

民共主及美國之民主政治制度，三者制度雖異卻可以互相輔助，參酌

取法以改革成適合當時情勢的政治制度 。但為了鼓舞君主施行變法，

將己世立於升平世，期待天下各國各取所需，努力進於太平之世，故

太平世之理想境地亦包含三統，令各國自由應用，以符合各國之政治

現實，希望藉此靈活運用三世之思想以解決中西政治情況之不同，共

同實現天下太平之理想。繼之叉發現單純之三世模式不敷應付現實政

治狀況之詮解，乃將三世思想繁複化，以遞迴三世之模式擴張三世之

規模，用以解釋世界各國的政治情況，嘗試將各國之政治制度納入三

世進步之模式中，以中國傳統之經學因應歷史轉變及現實環境之轉

化。最後叉礙於太平理想不易實現，各國現實之政治情況也並非如想

像中美好，因此，將三世之模式簡化為二世模式，以現世為文明尚未

完備的亂世，而升平世隱然變為升於平世之過渡期 ，而理想的平世則

變得遙遠難及，僅然是與現世斷決的烏托邦境界。

奠定今文學地位，且治學多變的廖平，其反對「三世」、「王魯」

等義例，也未如以往的〈公羊〉學者重視三世說，反援引其二統思想

以發揮西方所引進的進化論〈令古學考) : 

學者不察，則附會之說，最易誤人。... ...如公羊本素王，因素

王之義道附會以為王魯是也。

〈何氏公羊春秋再續十論):

今于王魯三世，悉力。刪改。

將公羊三世思想加以變形，成為今古二統之理論，則是另一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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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思想之殊異，其今古二統之理論雖為三世思想之殊異但對於中西政

治現實境況之詮解並無多大建樹，僅可能提供康有為二世模式之參
考。

梁啟超{讀日本書目志書後〉亦提出三世繁複化之應用:

〈春秋〉發三世之義 ，有撥亂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

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質三統焉。

利用天地文質三統將三世思想擴充為繁複之模式，以處理各國政

治之現實情況。而且自創一個「三世六別」的模式:一為多君為政之

據亂世，此世區分為二段， r 一日酋長之世 J ， r 二日封建及世卿之世」。

二為一君為政之升平世，此世亦區分為二段， r 一日君主之世 J ' r 二

日君民共主之世」。三為人民主政之太平世，此世也區分成二段， r 一

日有總統之世 J ' r 二日無總統之世」 ls 。不僅將三世思想作一個多種

政治型態的應用，並指出三世不能蠟等，應依序實施踐履，以及於人

民主政之太平盛世，不能跳過任何階段，急於施行現實狀況無法適應

之政治模式，所以，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成以君主立憲為當時清朝救

亡圖存之法，強調: r 未及其世，不能蠟之，既及其世，不能關之。」

要世人謹守歷史進步的規則， r 由簡而進於繁 J ， r 由質而進於艾 J ， r 由

惡而進於善」 l9一步一步遵循歷史進步之軌跡，實現理想的太平之世。

清代公羊學者即透過各式各樣三世模式以詮解現質存在的政治

18 見梁啟超〈飲冰室文集) (論君政民政相壇之理) : r 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日多
君為政之世，二日一君為政之世，三曰民為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叉有二，一日
酋長之世，二日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叉有二，一日君主之世，二曰君
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日有總統之世，二日無總統之世。多君者
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別者，與

l 地球始有人類己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 。」台北:中華書局 ， 1978年初版。
9 同注 18 : r 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簡而進於繁，由質而進於文，由惡而進於善﹒
有定一之等，有定一之時。如地質學各層之石，其次位不能凌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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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藉此說明歷史變易的事實，人類之文明及政治制度之演變都隨

著時間推移而變易，因此，變化是歷史的常則，人類亦應追隨歷史之

變易努力改革變法，因時而制作，制定出更適合現世之理想政治型

態，從歷史變易的借鑑中，因革損益舊有的禮制，參酌現實的需求，

朝著太平理想的境地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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