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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编年史体

及编年史籍发展分期阀巍

彭 久 松

~ 苗创时期·   ˉ

ˉ

Ⅰ豸、用迄秦为编午体呛草创时期。

顾名思义,编年体是拉时间发展顺序记叙历史 f向一种史书体裁形式。人类社会历史,原

本表现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由简革到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时间、地点、入物、事件交

织于其中,成为基本要素。对这个过程加以记叙和斫究便形成了史学。史学的成果凝绪为史

著;史著不能不采用一定汝体裁和体例形式以为其内容之依托;怛艾家因受主客观条件的限

;柠刂常常不能自由地选择表达形式,此种情形,在史学的孩提时趑表现得尤其明显 。 上古 事

简,书写条件极其困难,负责记叙历史的史官或档案入员,只 能用简练的文字记下他们认为

重要之事,为所记资料更具使用价值,往往冠之以时标单位,因 而很自然地创造了编年记事

的形式。换言之,编年记事,作为历史发展过程最先投入史家头脑而产生的最古老的编纂方

法,具有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认识能力相统一的普遍意义,不独中国为然,世界各罔亦多循

由此途拉开各白史学发展沟序幕。

我国现存最早的记事文献为商朝甲骨文。 (作若注:近 口报载,西安近郊出土太批原始

甲骨文,与驰名中外的澍朝甲骨文有渊源关系而时代更早,正整理中,刁暂置不论。 )甲 骨

文,又称 卜辞,主要为商王室的占 卜记录。商人极其迷信,太至征饯、杀俘,小至出行、生

育,每事必 卜汽于神灵。 卜问日期、内容、视兆判语及应验情况契刻于龟甲或兽骨之上,成

为一种特玷的历史文献。此等占 卜文辞,当然算不上正规的史事记录,究其初意,或因疑生

问,以求避祸就福,歧裰造神意,以为行动张本,充满迷信和欺骗色彩,不足为训。但通过

史家审查,却能从中感觉变实 l力折光,窥见历史前进的步饯。可以推想,当 年亩王朝皇家档

馆,数以万计淘龟甲当骨 卜辞,按时期顺序陈列 ,徜徉其问,王家巨细事'尽收眼底,何等壮

观!如有太手笔,汰其芜蔓,去其虚妄,专就有关军国者,书1为 一缭,岜不碱是一卦商朝编

年史?若从编纂学淘角度考竟源流,后出的名 目繁多 F勺月代编年史 (包括周王室和各诸侯国

编年史 ),其按年月领起史事以展开历史记叙的方法,当 溯源于甲骨 卜辞。欲治编年体发展

史,此系开宗明义所宜知悉者。

《尚书·多士篇》称; 
“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
可知除甲骨 卜辞外,商 代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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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汜史事的典籍存在,殷革夏命之类 ,录载于其中。此类文献当用竹筒、本牍书成,记事形
式或与 卜辞耜类,今已不传,元 由绷论。不过,因商人

“
尊神

”,巫史一类专职人员率以神
事为主任,人事为时宕,以反映记录人事为特点的史学尚处在神权政治淘禁伊之中。

月初绕冶者从白劳兴起和i苟拐覆灭的过程中,总结历史经验教沪;,i是 挠
“
敬 符 像 民

”

(实为痰洱
“
饽治

”
手段以求

“
受天永命

”
)的基本国策,捷历史开0从神ti坑治转向人权

统冶。神本为人所创扌,神权统治不过是人权统治的粗鲁形杏。但远神而近人,元疑是历史
的进步。其彤嘀所及'导致史学初步地但叉是意义重大地从祥学桎硭i中 乍放出来。

“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
。

” (《 尚书·召诰篇 》)经周初统治者太ヵ
提倡,重视史事 )[l载和历史研究耜沿成风,遂为月文化一太忏色。从王室到渚侯国,无不设
置专官以萤史事。其所编纂沟史著通称

“
春秋

”
。晋杜预在 《寿秋冬传丰锣序 》中解释史以

春秋为名均绦曲说: “
}已事考以事系冂,以 日系月,以月系时9以时系ⅠF,所以记远近,别

异同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锆举以为所讠己之名也。
”
今 入 于 省 吾

《岁时起汐初考 》(载 《9i史研宄》1961年笫准期)称 :甲骨文及 《今文尚书》中沟西月之 文 皆
仅有

“
巷秋

”
而无

“
冬夏

”
之名,原因是

“
四时的划分萌芽于西用末叶

”
,故吉 人 称 年为

“
春秋

”
,缡年史速以

“
春秋

”
名之。于氏之说似觉于义为长。但不论钶种解释, “

春秋
”

皆与
“
年

”
为同义话,故史著以

“
春秋

”
名'实即

“
编年史

”
之谓。艹L类史书,几于无国无

之, 
“
有周之 《本秋 》,燕之 《春秋 》,宋之 《春秋 》,齐之 《春 秋 》

” (《 墨子 ·明鬼
篇》),难于遍讠卩,概称之

“
百国 《春秋 》

” (《 墨字·非命中》)。 孔宇困鲁史所记而
“
作春

秋
”,所谓

“
作春秋

”,犹言编史。后人以 《春秋 》特指孔子书, “
春秋

”
方成为一史之专

称。此外,晋国的
“
乘

”
,楚国的

“
祷杌

”,又皆
“
春秋

”
之剁称。此类按王室和国剔遍记

各事的
“
百国 《蕃秋》

”
,实为研究周史 (包括春秋、战国史 )之宝贵文献。秦统一后,实

行文化专胡政策, “
烧天下 《诗 》、 《书》,诸侯史记尤甚丿为其有所衤r讥也。 《诗 》、

《书》所以复见者,多疲人家,雨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 (《 史记。六曰年表序》)这 实

在是极可遗憾之事。遭此灾厄,先秦编年体史籍出两复见索,仅孔子 《青秋 》、 《左传 》和

《竹书纪午》数种而已。兹从史体角度,略为辨析之。

《春秋 》以鲁史为堇点,耒记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囤,主要内容为春I时 j突 的政治事″和

人物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缺乏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足书用鲁囝纪元,上起隐公

元年 (前”2年 ),中经桓公、应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 公 、 喝 公 、 定

公,迄哀公十四年 (前481年 ),前后二百四十二年, “
以事系日,以 口系月,以 月系 时 ,

以时系年
”
,午午相续,从不间断。按年、时、月、 日通贯记事,为 《春秋 》体式的一大特

点。这个特点揭出了编午侉的基本法则。后世编年史书纪年方法虽迭有改进, 日趋转密,但
寻其体制所出,无不肇源于 《春秋 》。 《春秋》体式的另一特点,是记事过于渐略。全书一

万六千佘宇,分一千八百多条记事,每条平均不足十宇。其最短者仅一 “
螟

”
宇 (隐 公 八

年 ),记下该年鲁国发生虫灾,但受灾范围、危害程度及社会影晌等均不得雨详。其最长者

四十七字,见于定公四年: “
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

男、营伯、莒子、苯∮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1小朱阝子、齐囤夏于召陵,侵楚 ,”

除罗列与会诸侯名号外,记事亦不过数字,对此次侵蔡的原因、战争经过以及结局,无一字

交待。严格讲来 ,《 春秋》记事只是写下了一连串事泞的标题,还没有达到途史的地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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萁编年体还具有原始性的特征。记事侧重评断,为 《春秋》体式的又一特点。用一定立场观

点对所记史实进行评价论断,本为史著与单纯史料书的重要区别。 《春秋 》断事 讲 究
“
书

法
”
。儒术独尊后,孔子被圣化,后世说 《春秋 》书法者,愈出愈玄。其实所谓书法`主要

指调动体例和文字手段对史实或人物进行褒贬,以表达编史者的政治瑾想,具体作法,大抵

不外
“
书

”
、 “

不书
”

与
“
如何书

”
的问题。如果具载史实,即或褒贬失当P历 史 真 象 犹

存,后入可再行论断之,无损大局。但
“
不书

”
与

“
如何书

”
却引来颅大弊端。 《春秋 》有

多项
“
不书

”
的规矩,单常事不书一项,就造成不少人为的要事漏记。 《春秋 》又 有 更 多

“
如何书

”
的规矩,仅为尊者讳一项,便生出多处含混的甚至使人产生相反理解的记载。凡

此都说明 《春秋 》编年体式还存在不少缺陷。总之, 《春秋 》一书,虽然勾出了编年体的雏

形,但因记事过简,且多漏失含混'需要进一步增补史料和加以疏解、方能为读者所理会而

成为独立的史著。

《左传 》是 《春秋左氏传 》的省称9相传为春秋时期
“
鲁君子

”
左丘明所作。关于此书

作者,历代颇多争̈汶,至今难决。从内容多方考察,其雏形太概由孔子约略同时的左丘明口

诵首传,后经鲁国孔闸弟子或七十子后学于战国初年删订成书。汊代尊经,与 《公羊传 》、

《谷梁传 》一起,被称为
“
《春秋 》三传

”
。和 《公 》、 《谷》二传旨在闻发 《春秋 》微言

大义不同, 《左传 》着重史事叙述。取材范围,大抵以 《鲁春秋 》为主,兼取各 国 史 策 为

之,勾勒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盛衰之迹。仍以 《春秋 》鲁国十二公纪元,起隐公

元年 (前″2年 ),迄哀公二十七年。内容中有上溯到周宣王二十三年 (前 8o5年 )晋穆侯伐

条之役者,下叙及智伯之灭 (前453年 )事者,叙事时限较 《春秋 》为长。《春》、 《左 》二

书,原本单行,晋杜预为二书作注,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为整齐记事,因将 《左传 》原

文分割,按年隶属 《春秋 》经文之下,先经后传,合为一书,而成今本。经此改动,故今本

面貌与古本已不尽完全相同。 《左传 》与 《春秋 》相比,史体有重太改进,一 臼丰 富 了史

料,二 曰注意了文采,三 口新创了史论,兹分言之。 《春秋 》记事简陋,形同标题杂陈,.使

人无法确知其所记史实的面貌。为了克服 《春秋 》作为史著的这个根本缺陷, 《左传 》着力

从史料上加以补充,增强厚度,变标题为叙事。如 《春秋 》宣公二年
“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

弑其君夷皋
”
条,寥寥十三字,读者不明赵盾何以弑其君,以及经过和结果等情。 《左传 》

则衍为五百三十四宇,详细地予以记述。从
“
晋灵公不君

”
的种种恶迹写起,引 出宣子 (赵

盾 )及士季的反复苦谏,不听,竟派人行剌赵盾,不成,又设宴诱杀之,后盾被灵公卫士灵

辄
“
倒戟相救

” (中又追叙先年赵盾有恩于灵辄事 ),得免于难出逃,本 反越境, 
“
赵穿杀

灵公于桃园
”
,盾闻讯赶回,太史书曰

“
赵盾弑其君

”,理由是
“
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

不讨贼,非子而谁?” 最后以赵盾的慨叹、孔子的评论和赵盾迎立新君
“
朝于武官

”
作结。

由于 《左传 》的补充,使事件真象大白,所谓
“
赵盾弑其君

”
这宗史实方才成为具体而可感

知的对象。原来
“
弑

”
君者实为赵穿,赵盾不过是

“
为法受恶

”
,而灵公之被

“
弑

”
,乃因

其不君、拒谏并无耻地诱杀谏臣所招致,可谓昝由自取。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尤其是纵横

捭阖的外交活动,镨综纷繁的军事斗争,无不经 《左传》的史料补充而使 《春秋 》记事标题

顿然立体化。汉代学者桓谭称: “
《左氏传 》于 《经 》,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 《经》而无

《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 (《 新论》严可均辑本)从不能知到知,即 从 记

事的标题化而述史化,是 《左传》改进 《春秋 》史体的一个显著特点。 《春秋 》记事不仅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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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文辞复又干瘪,读之如观账簿,使人思睡。 《左传 》力克其弊,注意描绘,豇调修辞,

∶刈于̈列国间重要盟会交聘及战争场面等极复杂之现象,能提挈纲领'佼之严谨而分睨,能叙

述情节,使之委屈而简沽,记事渊懿美茂,出语生气勃勃,虽时代古远,然无诂 屈 聱 牙 之

病。文章傀美,便易习诵,有利流传,这是 《左传 》玫造 《春秋 》史体沟叉一特点。此外 ,

《皮传 》又创史伦9以评所叙事。或以
“
君子泗

”
发靖,或借引

“
孔子冂

”
代已立言,或系

简明判语于事尾9巧妙地将各种形式均史沦,纽合交织于 )E事之问。史丽肓沧,虽也可视为
“
书法

”
的一种表现冫但铰之 《春秋 》

“
书

”
、 “

不书
”
或于一宇见褒贬之类'已是大有不

同。这是 《左传 》改造 《春秋 》史体的笫三个特点。通过以上努力,遂使 《左传 》成为我夙

古代笫一部独立的史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左传 》虽然相当程度地推进了 《春秋 》

编年体,但从严格的意义看,它还没有把编年体确立起来。表现之一足还较为明显地存在多

体杂糅。 《左传 》基本以缡年为主干,怛同时兼采人扔传记、本末纪事及以言这史等手法
'

且于此等人、事、言沟记述中常常坎少时i可舁标以为眼制,攻丘翁年体式受射削弱。表现之

二是评论尚未能完全走握历史主钵。 《左传 》评论史事,基本上以礼̂沟 违合为标 准 , “
礼

也
”
、 η卜礼也

”
一类论断充斥全缡夕迈未熊i茁 过编午记事'从历史拚变化发肛和统治的戍

败得失来立论`读后Ⅰ霆人有诵伧理书之奸,而少现史策之得。表现之三足过多地嗖录宵闻软

事和频繁地佼用遥体人情的笔法,致佼间房私语、个人独∴i、 宙室次渫之突时有所闻,这些

昱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形象洵塑造,但却遘到
“
衣阍而途之郢

”
臼lV1许 ,于变料∴I可宙程度末

兔有所摈伤。

《竹书纪年》是西晋时出土nl一每先奈编年史书。酉玄戌宁五年,次祁 (战 瑚时娆地 )

一古基被垒'出土竹筏古书数十车,经 当时若名学者整理,其中一柑被定名 《纪年》汾十∴

卷,记事 f∶ △迄魏,夏、亩、用之后,接 以膏手,吾亡填以馊事,至 “
今王二十年

”
丽止 ,

所 i胃 今工。打i±次序列应为魏裴王 (甫⒊3午——·前⒛o午在位 ),臼此推定 《竹书纪午》当

系戚彐魏史官所作,或日j“ 吾之职
”
一类史书。此书宋以居逐浙失传,明代以后所出 《i1书

纪亻:i》 二卷9乃元、明人杂采各书缡成,称作今本,已非西晋古本本来面目。清人朱右尊辑

《汲冢纪年存真 》一卷,王国维叉据以编成 《古本竹书纪与i辑校》工卷,对亲辑 本 有 所 j曾

衤:`,共 辑佚三百六十二条。近年又有方诗饣j∶ ,王修龄 《古丰竹书纪年辑证 》9总结了荫人拉

钍戊采。从辑挟本看, 《竹书纪年》文辞淘鸡,确如杜顸所言, “
大饪l《 寿秋经 》

”,但记

事中
“
书法

”
程度似较 《春秋 》为炙,说明它昀发展次第,比 《蕃秋 》还要古老。

总之,白 甲骨 卜辞发展到 《杳秋左氏传 》,我国编午扌I已粗具规拦,稍加竣厩Ⅱ 守If进

入典立的形杏。

二、确立时期

两汉迄唐为编年体均确立时袁。

《史记》、 《汉书》
“
本绳

”
形式的创造和完菩,是这一时期编午确立的笫一个标志。

《史 》、 《汉》开创的纪传体'虽 与编午体争胜于史坛,各为一体,但就其自身加以辨析 ,

实为综编年记事、丿、物传记、年表谱录和剖度专史于一炉的综合体。其中
“
本纪

”
述史,明



确采用编年体式,论者往往不察这种述史体制在编年体确立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案《史》
《汊》

“
本纪

”
部份,以 时代 (如 《史记·五帝本纪 》)、 王朝 (姬 《史记》之夏、

·
殷 、 周

本纪 )t国别 (如 《史记·秦本纪 》)和一代帝王 (如 《史记》之 《秦始皇本纪》以后 七 本

纪和 《汉书》十二本纪 )为单元,依时间顺序,纪纪相次,载述史事,其体式无 疑 取 法 于

《春秋 》、《左传 》,但较之二书,已有重太突破。其一, 《史 》、 《汉 》本纪以年时月日为

经,以载录太事为纬,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乃中外交通诸方面,强
调揭示一定时期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和基本轮廊,因之戌为全书之总纲,其余列传、表、志

所述,无不据以为归依。刘知Jt3云 : “
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论篇目之大者,其莫

过于此乎!” 又曰: “
盖纪之为体者,犹春秋之经系月日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 国 统 。 ”

(《 史通·本纪》)刘 氏刈
·
本纪的释义,不免迂腐气,但却看出了它提纲挈领,表述一代历史

的作用。这种述史体制,较之《春秋》基本不录社会经济文化史料,政治军事又表现为常事不

书、非告元录、斤斤于礼、叔存细事,以 及《左传 》过多关注奇闻轶事之类,义 例 大 有 不

同。其工, 《史 》、 《汉 》本纪注重实录,强调直笔,克服在
“
书法

”
名义下对史实作出含

混不清甚至至曲性均记叙。如 《史记·秦始圭本纪 》之记秦王政扫除锣齑和吕不韦集团 的 斗

争,虽涉及太后通淫事,亦 明白书曲'未予违饰。叉如 《汉书·武帝本纪 》之记汉武帝 滥 用

浞力、迷惑神怪等行事,用 以袤现西汊之由盛转衰,关系重大,亦和盘托出,不立曲辞。较

之 《春秋 》
“
天王狩于河阳

” “
赵盾弑其君

”
等,记事章法 ,实有明显进步。其三, 《史 》、

《汉》本纪所附评论,一攻 《左传》氵I于 札的违合发论的i遗规,多从总结历史经验、探讨为

政得失立论,拓宽了史学评论的领域,使史书的戒鉴功能直接与现实的封建政治连系起来。

凡此种种,说明 《史 》《汉 》本纪对先桊编年体作了重大改造'因这种改造是在纪传体内部

完成的'故未有引起后世研宄者的足够重视。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史体发展,在肯定纪传、编

年二体区别的同时,也要注意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促进,不可拘泥为论。

《汊纪 》的成书,是这一时期编年体确立的又一标志。东汊末年,献帝常以班 囵 《汊

书 》 “
文繁难省

”
,乃 命苟悦亓瑟刂之 ,悦因于建安五年成编年 《汲纪 》三十卷。苟书以

“
辞约事

洋9论辨多美
” (《 ∫扌汶书》本∫午)茗称于世,复 以确立编 年 体 为 史 学 史 究 研 者 所 重 。

其史体方面的成枕:一 日亩创改纪传为编年之 法 。 具 体 作 法 , 苟 悦 《汊 纪序 》用 二

十字加以概括,叫作
“
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通比其事, 例 系 年 月 。 ”

就 是

说`用 《汉书》作底本,适 当参据他书以为补充订正史料之资,将散在 《汉书》纪 、 传 、

表、忘白1材料,分类摘抄,作通盘的排比归台,然后采用帝纪的形式,帝各一纪 , 纪 纪 相

次,把经考订侍属εj材料,按年时月 日加以编拌,而成西汉一代编午史。在这里, “
通比其

丰
”
首先是改纪传为镝午之法,I∈于纪传分载的材料经裨比后,于编年叙述中有 时 连 类 附

及,只是
“
通此其事

”
用于述史沟一种表现。经过如此处理 ,《 汉纪 》便将西汉

“
祖宗功勋 ,

先十事业,田 家胡纪,天地灾异,功 旺名贤,奇策善言,殊德异行,法式之典,统为一编,

而使
“
凡在 《汉书》古,本末体殊,大略粗举。

” (《 汉纪序》)因 之 , 《汉 纪 》已经不

是 《汉书》十二革纪的简单串连,而是其书四体材料排此归合
“
通比其事

”
的编年式表现 ,

无论述史击1广度与丰度均较 《汉书》本纪为优,更为 《春秋 》、 《左传 》等早期编年史所不

能比拟◇改纪传为编年' 《汊纪》以前尚无成例,荀悦改编 《汉书》的成功,为盾世编年史

特剃是 《资治通鉴 》的撰修,提供了宝贵经验。二曰首成断代编年之书。 《汉纪》以前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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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史 《春秋 》、 《左传 》都是写一个时代的历史, 《汉书》首创断代为传纪之法, 《东观汉

记 》继之, 《汉纪 》借用纪传描述一个王朝的经验,首成断代编年书。自兹以后,专写一个

王朝的编年史书接踵而起。 《汉纪 》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 断 代 编 年 史 , 其 开 山导 引作

用,不能低估。三曰首开以
“
纪

”
名编年之例。 《汉纪》作 为 西 汊 编 年 史 , 不 名

“
春

秋
”

而称
“
纪

”,好象只是一个称谓问题,实则寓有深意 于 其 中 。
“
盖 纪 者 , 纲 纪 庶

品,网罗万物
”,取纪以名史,表明其记事原则不是有闻必录,洪纤 靡 失 , 而是 突 出 重

大事件,纲纪万物,以表现一代之史。荀悦在 《汊纪序 》中,迳将其书称 作 《汊 书纪 》,

表明他的编年体式实取法于纪传的本纪而扩充之,和早期编年巷秋在发展次笫上 已处 于 不

同地位。四曰首为自立凡例与著书意图以统驭全书。著书需有凡例,否则便自陷 于 乱 。 杜

预 《春秋经传集解 》中指出 《春秋 》(实为 《左传 》) 
“
五十凡

”,从中看出《春 秋 》经

传的义例,但这是后人的研究归纳,并非著者自道。修史自立凡例并著书意图于卷首,自 《

汉纪 》始。荀悦在 《汉纪》卷一正文开始前明确宣称 ,“夫立典有五志焉:一 曰达道义 ,工 n
彰法式,三 曰通古今,四 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

”
为了实现这些标准, 《汉纪 》调动多方

面的修史手段,特别是精心撰写史论,反复探讨西汊一朝的历史经验教切l,供统治者取为鉴

戒。由此之故,遂使 《汉纪 》戌为一本供统治者
“
参得失

”
、 “

广视听
”

的历史教科书,进
一步明确了史学与现实政治的连系。 《汉纪》在史体方面的创新冫使编年体正式确立起来 ,

步入了它的发展史的第二时期。对 《汉纪》确立编年体的成就,后世史家给予高度评价。刘知

几在 《史通》中总结历代史体发展,提出
“
六家

”
、 “

二体
”

之说,认为包括 《春秋 》、 《

左传 》在内的六家, “
其体久废

”,唯 独以《汉书》和 《汉纪》为代表的纪传、 编 年
“
二

体
”
,为史体正宗,大行于世,看出了 《汉纪 》体式不同于 《春秋 》、 《左传 》的特点,肯

定了苟书J立 编年体的历史地位。梁启超更用
“
此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也

” (《 中冈历史

研△法》笫二革 )来赞评 《汉纪 》,所谓
“
新编午体

”
、 “

笫一部书
”

云云,均为 针 对 《汉

纪 讠确立编年休历史功绩而发。今人金毓黻 《中国史学史 》一书认为后来司马光编 《资治通

鉴 》成功,乃是
“
仰食苟悦所赐

”,此语虽不免稍感扬抑失度,但不言饰食仲尼或丘明所赐

之类而独许苟悦,实从另一个侧面肯定
ˉ
了 《汉纪》为确立编年体之开山,与梁启超

“
此现存

新编年体之笫一部书也
”
指意略同。

西汉司马迁著 《史记》为纪传之体,网罗千载,驰骋其文,迄于东汉末追,三百年间,

“
史官系用其法

”
。迨荀悦 《汉纪》出,用 编年体表述西汉史,获得成功,于纪传之外推出

编年,使史家撰写
“
一代之典

”
时在基本史体方面,方才有了选择的自由。自兹 以 降 , 纪

传、编年二体,同被视为史体正宗,史 家各以其喜好而采用之p遂开创了我国史体上二体平

行发展,角 丿j争先的新局面。

在 《汉纪 》影响之下, 自汉末迄于隋唐,编年体书连抉而出。据 《隋志》及新、旧《唐

志 》等记载,汉末至唐,编年史书不下六七十种。由于多种原因'这一时期踵继 《汉 纪 》

雨起的编年群书,除荀悦 《汉纪》与袁宏 《后汉纪 》外,今 已无存。只能依据古代一些目录

书的介绍、类书的著录、史著的征引和清人的辑本之类,了解其大略情形。

这一时期的编年史书,以袁宏 《后汉纪 》、孙盛 《晋阳秋 》、干宝 《晋纪 》、王韶之 《晋

安帝阳秋 》、裴子野 《宋略 》、何之元 《梁典 》以及王劭 《齐志 》等影响较大。其中一些著

作,各以不同程度的创新,为继续推进经 《汉纪 》确立起来的编年史体作出了贡献。如袁宏

,
亻



《后汉纪》三十卷,记东汉事。其书以先出多家东汊史著为基础,参以灵献二帝起居注,名
臣奏议,旁及各郡耆旧先贤传等资料数百卷,复吸收新出张蹯 《后汉纪 》的成果 : 方 才 成

书。由于融汇多种体制书为一书,较之荀悦基本改一纪抟为编年'难度大增。其述史手法,

在 《汉纪》
“
通比其事

”
的基础上,更提出

“
言行趣舍,各以类书,故观其名迹 , 想 见 其

人,”
(《 后汉纪序》)的原则,常常于记某人茱事之时,连类附叙一件或数件情况路同之他人

他事,此例J汪 没'实在编年的叙过巾导入了比较斫究,进 一步开拓了缡年史的容 量 和 感 染

力。叉如干宝《晋纪》二十二卷9记西0丰。其书以长约三千字的 《总论 》纵探西 吾 盛 衰 之

变,以统驭全书,起锌论作用,绊论与分纪记享相结合,再以小论锫杂全书,送使编年史书

别开生面。再如何之元 《粱典 》三十卷,记南朝有梁一代事。其书以《追述 》、 《太平 》、

《叙乱 》、 《世祖 》、 《敬帝 》、 《后泗王》为口,将梁王朝两史分为六个时期加以叙述 ,

对编年体沟改革作了重大探索。

两汉迄唐编年∴得以蓬勃发展,元论质量与数量均堪与同期纪传史相匹莰,一些王朝甚

至超而过之,处丁主寻地o,杜本原因盖汀亍时代的恃点和攻治莳需要。东汉以后,国家较

长时期处在分△功荡丬l丿 厂
^灾

泅曰土上,往往冂时出现几个政权`且兴灭频仍。为了总结前

轵崔亡沟教训9说墒臼己有狂七望由夕元论汉弓t或少数民族统冶者,均 注意于史学,多在立

囡 :∶ i久,旋 F阝 设官侈妄l扌△,也侈本tⅠ j之 ,冂时叉鼓劢私修,不病重出,饮位
“一代之记,

豆攴十宋
”

巛陀书。经{志 》 )。 分裂时期王朝一羧有葫乱和短促的特点,因 “
编年所载,于

一国治乱↓事关l洋
” (《 下:∶ l∴ ∴}忘 ∷芯二),故袁现⒈L种特点,缟午伟故之纪抟体更为J已便。

七Ⅰ·时代忤点、玟氵f|嚣要、加上变体方≡的原扭,亲 :'仁卜攵著在韭晋南北姿时期形戍空前高

战,丿l是到了店代,规定只能∷纪传体为正史体削后'才开始出现相对低落的势态。

甙

哇△忭甘:∶庄忄,∷ 《fF冶辽苎 卜门亡为其历主界标。 《资汪迈鉴 》,∶ ;L宋刁马光主绵 ,

办j兮∴、赳坩、范诅△!∶∴坟,全韦二百九十r;亡 9外三Ⅰ∶f△
’
字,上志用威烈王二十三午 (前硬o

3ii),下三Ιi H世宇且妊六
=(s5=年

),∶∶∶:文了白坟国初年迄于五弋末汁一千三石六十二

年铃拧复杂 f∶ I历攵'∷t一谇茧迈古今汾绽午史匚
=。

《jΙiΙ 》
'∶
i谷 了叭往统ΙⅠ圭家泅经验,t展饣宄苷了这种古老泅体扌t'攵坑乍钵仔 r,i重

振,i扌了我¤古 Ⅱ“fr主 j女高庄tt。 玄从⒈下匹方百房述其`H∶ 钔诗卢 :

一、△彡L∷订严刂f|1Ι亻i∶ I=丨 '扌:洌 锚叫
=';指

:绕纂全过枉。 《迁荃 》编书程序,分 作̄

Ι∴玎节`失伍j丛 L:'∶六戍长0,吊后广杭。∴两步Ⅰ怍由助塥者公 尖负茭,后一步工钅由
j∶ f}△铽 0Ι∶∴i。 ▲日羽`i卜 之法`莒戋扌广泛河:原许文献 iI妄截「t上,拧时闩颅序列出莩

I1∷ 二冫r吒 忄
“
i日

”
。拄后∴宇均年0,r∵ t讠ji人 乍自之材 :{” 刂jF1△卷出处,阀事日繁

=,鼓
谁之

“
丛吕

”
。长巯叉称

“
车击

’,实 ⒊r初耪,钔作之艹,足根捃丛目提供的线索 ,

'刂

^丈
料进行宋舍、综 △ 诠亡;(,写 出编年主雏形。长媾写成后,交 出主绲

“
竿削

”,祚进一

步加工,叉有
“
枉丿IJ” 、 “

细踟
”

沟程序,∷期定稿趋于宪支。司马光在修 《通 鉴 》古 挨

《通鉴释洌》一巷9定曳全书用潘、格式簦方百 △̌1例 二十六条9后叉与刘恕反复商讨,定 出

丶寸
刂

°
υ



纪元、薨卒等多项义例,又对范祖禹工作指示,全面申述丛目及长编修撰细则,为所有编写

人员所遵守,成功地体现在整个编书实践中。以上种种措施,皆为编书质量提供了保证,使

《通鉴 》在结构谨严、体例统一方面,能够卓然高出于传统编年史书。

ェ、主干材料与辅翼材料交相为用,使编年史书体制一新。为什么要编 《资治通鉴 》,

司马光自道原囚说: “
《春秋 》之后,迄今千余年, 《史记 》至 《五代史 》,一千五百卷

'

渚生历午莫能竞其锦第,毕世不瑕举其大略,厌烦趋舁,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

Ⅰ玮、赵、魏为诸俣,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 网罗 众 说 ,成 一 家

书
”

。0刂恕《通鉴外纪序》引)又说: “
每患迁、囝以来'文字繁多,白 布衣 之 士 , 读 之 不

这,况于人主, 日有万机,何瑕周览!旺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 取 国 家 盛

衰9系 生民体成,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糨‘不杂。
”(《 进资治

j豆鉴表》)可见《通鉴》之修9实存在满足士子学史需要承i提供君主治国借鉴两方面的原因。曲

于前者,必需写成
“
举其大略

”
的Lh较全面反映历叟内容的通史,曲 于后者,必薷强调政治

史,1冱 便从
“
国家盛袁

”
与

“
生民休成

”
中引出

“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
的历史借鉴,二者

的综合,达造成了主干材料与辩萋材料交相为用述史体制的应运雨生。 《通鉴 》着重叙述历

亻℃重大玟治事件和战争,以 “
穷探治乱之迹

”
,同时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论事迹,各类典

扌H度的沿革,氏从问的交往,经济均发展,习 俗的变迁,历法的进步之类,皆有扼要的记

录,以为
“
生民弥戌

”
之表讧和

“
治舌L兴衰

”
之基托。所以胡三省说: “

温公作 《通鉴 》,

不恃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亍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 《通鉴 》者,如饮河之

鼠,各充其量而已。
” (《 通鉴》卷二一二注)“尤致其详

”
、 “

各兖其量
”

云云,虽不 兔 有

些夸大,但 《通戈》以攻冶史料为主干'与其余史料交相为用,则为实情。这种述变体制是

授贺缉书习闸艹心没计F勺产扔。此例窍设,为 鳊年体注入了新的血液,使绵年史书真正建立

t1了 与纟E传史书并
=齐

吓均忭钅}刂姜础。

二、古 1刂 灾料考异乏泞,攴衷∴i乇i史钵制臻于精善。 《通竺 》述一千三百六 十 二 年 历

△,了t对支料圾其洛劈。如何衤订鉴鄂,戌为一太准题。在所处珏支料中,十七史为甚本史

料9而 十七史是用纪传饽裁写戍均,这就存在一个攻纪传为缡年井前后遇贯的问题。纪传史

屮,同一享件△栌l疒l容有时丁免文生牛1轩,仨可以分傩共存,不芒为斧9两编年史则一事一

丨il,元法曰通,艹须考订清楚,方可入录戍缄。纪传之外,复 广据不同体制书,厘清订正 ,

更觉为难。为了准琦记芋'对互相矛君渖艾料9必须有 j^击 取,对各有￡长的记载,必须综

合诠次。司耳光挣此每击玎t诠玖坊忖形9写戍 《通鉴考异 》二十卷,狩随 《通鉴 》并行,曲

此创迭了置l料 i甘异t∶J∶ ,也开启丁修史之家
臼
白扌一书,明 斫以去⒌之故

”
的先例,遂使古

老编午体艹亍∷ ∵。 《迁j△ 》考异沟变j垂,哀咽司马光是一伫诚实的学右,一位对读苷负声

门学者◇考异之∷一置i,^扌后↓丿f家是动芒大9卞仵△而叉实事求是的史家,争椐仿效之。

;l《 通芏 》助纬考之一范祖再之子范冲.t宋高字Ⅱ时重修t宋 《神宗实录 》,蛋r若 《神宗

实录考异 》五者9=i明 对 !日 录剁麦击ˇ∶t±。史△,扌焘竿一些史家,在他们的 缡 年 著 作

中,更将考异文宇,苴接拊于五文有关丈芋牟下,体式叉肓所推进。

四、主体若作与戍妾系列者作双fI一 t,佼编午史体气象万千。 《通鉴 》因记事时限太

长,虽极简耍之能事,亦洋洋三百万言,汀难掌握。为便阅读,提高史著的社会效益,司 马

光以《i透鉴 》为中心,先后编写了一系列著作,以与主体互相发明。除 《通鉴考异》三十卷



起辨析增广史料的作用外, “
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各检寻,为 《目录 》三 十 卷 。 〃

(《 进资治通鉴表》)《 通鉴目录 》与一般书籍的标题目录不同,其特点是
“
年经国纬, 著 其

岁阳岁阴名于上,而 各标 《通鉴 》卷数于下,又以刘羲叟 《长历 》气朔闰月及列史所载七政

之变著于上方,复摄书中精要之语散于其间。次第厘然,具有条理。
” (《 四库全=β总口》卷

四七《资治通鉴目录》条 )实为一内容提要的大事年表。 《目录 》与 《考异 》随 《通鉴 》同 时

上奏宋神宗,是 《通鉴~》 的两部主要的辅翼之作。此外,又恐 《目录 》过于简略,复有 《通

鉴举要历 》八十卷, 《通鉴节文 》六十卷,以为简编。加上修 《通鉴 》前撰写的 《通 鉴 释

例 》一卷,载录修书凡例及与助编者来往信札,又 《历年图 》五卷, “
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下尽周世宗显德六年,略举每年大事,编次为图
” (《 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五一《乞令校

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札子》)可 以说是司马光为 《通鉴 》设计的雏形。总上六种辅翼著作 ,共一

百八十六卷,与 《通鉴 》正文二百九十四卷交相辉映,从不同侧面增强了 《通鉴 》这部编年通

史臣著的表现力。主干著作与成套系列著作联为一气,是编年体的一顼重大革新。

编年史 自苟悦 《汉纪 》确立体制之后,中经袁宏、干宝、何之元等众多史家不断推进 ,

至司马光 《资治通鉴 》出,已发展到完善地步,困而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胡应

麟 《史书占毕 》说: “
编年之史,各于司马氏。

”
这个

“
各

”
字,应 视为对 《通鉴 》完菩编

年体历史功绩的确评。

仿 《通鉴 》而作者,接踵以起,自 宋迄清,逐步形成了一个从古到今的编年史书系统 。

举其要者:司 马光在世时,刘恕已著成 《通鉴外纪 》十卷、日录五卷,补足了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以前《通鉴 》未记之事。其 《目录 》与 《通鉴目录 》例同,其记事因涉及远古,春秋时

期又不取 《左传 》而本 《国语 》,故多阙误,难为信史。南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五

百二十卷,记北宋事。是书原被称为 《续通鉴 》,后经李氏自正名曰《续资治通鉴长编 》。

后世或据
“
长编

”二宇,论定其书为
“
未定稿

”,或以为自谦之词,实则李焘将 《通鉴 》编

纂中的一道工序,发展成独立的史体,用 以载述当代史,取得了重大成就,进一步显示了编

年体的述史功能。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二百卷,记南宋高宗一朝三十六年事。是书

以南宋人记南宋事,材料网罗较李焘书更为宏富。元朝金履祥 《资治通鉴前编 》十八卷,记

《通鉴 》前事。是书本为正刘恕 《通鉴外纪 》之失而作,但亦不免臆断无稽之弊 。 古 史 荒

远,存世史料多从传说或神话中出,欲作传信编年,势所不能。因《通鉴 》影响太太,其未记

前事,后世史家总以无补为憾。刘、金二氏书,勉力为之,虽不尽满人意,却也聊胜于无。

明朝王宗沐 《宋元资治通鉴 》六十囚卷,薛应旃 《宋元资治通鉴 》一百五十七卷,清朝徐乾

学 《资治通鉴后编 》一百八十四卷,均 记宋、元史事。徐书编撰,曾得李焘 《长编 》残稿,

多见宋、元以来郡县旧志,成就远在王、薛二书之上。然其记事仍多
“
荒略

”, “
辽、金正

史止阅本纪
”, “

而诸传表志全未寓目
”,不足以副 《通鉴后编 》之名。毕沅 《续 资 治 通

鉴 》二百二十卷,本为损益订正徐乾学 《资治通鉴后编 》而作。毕书较徐书晚出一百年,一

些重要史料,前续鉴诸家所不得而观者,如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

年要录 》之类,已从 《永乐大典 》辑出,毕氏得以参据,困 而后来居上。是书以宋 、 辽 、

金、元四朝正史及 《长编 》、《要录 》、《契丹国志》为基础。兼采各家说部、文集百余种
'

在重视宋史叙述的同时,又注意增补辽、金及宋末史料,对元代史实也着力搜求,改变了先

前续鉴书忽视辽、金、元的倾向。其叙事多直录原文,又折衷诸史异同著为
“
考异

”,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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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之下,但主张
“
据事直书,善恶自见

”
,因 而不立评论,是其不足处。此外,记明史事

者,有 明清之际谈迁 《国榷 》一○四卷,清中后期陈鹤 《明纪 》六十卷和夏燮 《明通鉴 》-

百卷等书。总计以上编年体书,包括 《通鉴 》在内,共十二种,二千一百四十九卷。

编年体史书至南宋出现了一种分枝发展形式。孝宗乾道年问,朱熹及其弟子 , 对 《通

鉴 》进行改编,别为义例,撰成 《资治通鉴纲目》五+九卷,又卷首凡例一卷。朱熹自叙其

书体例特点称: “
表岁以首年,而 因年以著统;太书提要,而分注以各言。

” (《 资治通鉴纲

H自 序》)案朱书所创体式,不外以时间为顺序,用很少的字把一些史事概括起来,以 大 号

字体单行领书,起提要作用,谓之
“
纲

”,纲以下进行比较详细地记叙,包括基本史料、古

今评语及著者自断之类,以小号字体双行接书,起汇集史料和进一步发表见解的作用,谓之

“
目
”
。分设纲目叙史 ,较之传统编年体流水账式的记事方法,无疑更便突出重点而利检读。

因有纲有 目,后世研究者称朱书所创之体为
“
纲目体

”,实则当称
“
编年纲目体

”
更 为 确

切,因为它是编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分枝演化,一种特殊的表现形态。 《通鉴纲目》十分

强调加强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 “
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

举而监戒昭矣,众 目毕张而几微著矣
” (《 通鉴纲目自序 》 )。 由于意在褒贬,极力宣扬正统

观念和纲常名教思想,故 《通鉴纲目》和 《通鉴 》相比,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加上叙事

简明醒目, “
纲举而不烦, 目张而不紊

” (《 朱子年谱》卷一 ),所 以其书一出,立即受到士

子的热烈欢迎9迨至明、清,士子多迳读 《纲目》而废观 《通鉴 》,成为一时风气。复以统

治者大力提倡9遂伎仿 《通鉴纲目》体而作史者,不乏传人。明人商辂奉敕编 《资治通鉴纲

目续编 》,接叙宋、元史事。其后南轩又作 《资治通鉴纲目前编 》,起 自上古,终于三家分

晋。纲日书在清代各受统治者重视。康熙皇帝以金履祥 《资治通鉴前编 》取换南书,重加评

定,编成所谓 《御批通鉴纲日》,乾隆时又敕撰 《通鉴纲目三编 》,专述有明一代之史,从

而形成了贯穿古今均纲目休史书系列。一般而论,纲 目体书专为维护封建统治而作,只讲书

法,不广采史料,故无论史学思想还是史料价值都甚为低下,学者咸以此卑视之,是可以理

解的。但卑视之则可,弃之如敝屣则断乎不可。从史体发展看,编年纲目体表现历史,能使

线条明晰,灵便自如,若去其说教,还是有生命力的,如近丿、柳征抬 《中国文化史 》、邓之

诚 《中华二千午史 》采用编年纲目体汇集史料取得成功,便是证明。又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

看,纲 目书的出现及其发展本身即为一种史料,说明封建思想统治的加强和史学理学化的演

芟,困之对史料 阶值问题也不宜作简单的理解。

古代编年记事典锌,尚有起居注、时政记、 日历、实录一类。尤其是明、清两朝实录,

卷帙庞大,保存完好,甚具史料价笪。但此类文献,带有明显的史实原始记录和史料汇编的

性质,还不能称为严格的史学紊作。为避枝蔓,兹不具论。

自《春秋 》至 《通鉴 》,编午体有了长足的发展,遂步从草创、确立而臻于 完 善 。 在

《通鉴 》成就的锉发之.下 ,前接后续,形成大宗系列书 (包括编年纲目体系列书 ),加上早

期编年史和各种记注资料如起居注、实录之类,伎我国数千午历史,均有编年书以记其事 ,

特别在共和以后,基本上做到年年相次,二千多年来,从不闷断,世界各国,无有其比,这

实在是我国编年史家为人类文化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