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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論文格式示例 

 

 

備註： 

1. 本文檔，供同學作為論文基礎格式之參考。其論述內容因已經刪改，不再完整。 

2. 為便於同學區別引用資料之不同性質與引用體例，註腳中已用紅色字體在括號內進

行說明，此皆非論文本身內容。 

3. 論文示例，自下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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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義」精神之具體呈現 

 

 

壹、前言/緒論 

「義」是中國文化重要構成部分。《左傳》凡 112 次提及「義」字，涉及的義士形

象不勝枚舉。通過文獻分析，可發現《左傳》所見「義」精神指示了一條開啟道德生命、

實現人生價值的修身之路，人人皆可遵循，人人都能受用。「義」的踐履是聽從良知的

聲音，在本位上將本分事做得恰到好處，以求一心之安；如事父，則做個孝子；事君，

則做個忠臣；交友，則做個信友；治民，則做個仁君。行義之人襟懷磊落、眾人敬欽；

而義風之影響，則可謂澤及萬世、感人至深，超越種族、超越時空。 

 

貳、 義德之涵養 

既然「義」的追求是在本位上將本分事做得恰到好處，以完成道義、實現生命價值，

那麼「反求諸己」便成為昭然顯著、貫穿始終的態度。對此，《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明

確指出：「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為義。」1楚平王殺鬥

辛之父鬥成然，當吳軍五戰入郢、平王之子昭王狼狽出逃之際，鬥辛之弟欲趁機殺之，

以為「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2鬥辛卻毅然制止，以為違強陵弱不勇，

乘人之約不仁，滅宗廢祀不孝，動無令名不知。又如為人子者只問自己孝不孝，父母是

否慈愛亦一概不予考慮；因父母不慈自是其有失父母之義，我卻不因父母不義而失人子

之義。因此，當衛宣公聽信宣姜與公子朔的讒言，意欲偽派急子出使齊國、以便暗中殺

害的時候，急子不顧壽子勸阻，毅然赴命，認為：「棄父之命，惡用子矣！」3 

 

參、義行之本源 

西方倫理學家也發現，美德是快樂或滿足的重要補充；4翻開二十四史，會發現歷

 
1  賴炎元註譯：《春秋繁露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年），卷 8，頁 275。（現代專書） 
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724。（現代專書） 
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57-158。（連續性再次徵引） 
4  〔美〕雅克·蒂落（Jacques P. Thiroux）、基思·克拉斯曼（Keith W. Krasemann）著，程立顯、劉建等譯：《倫理學

與生活》（北京：世紀圖書出版公司，2008 年），頁 6。（外籍作者專書） 



 

2 

 

代作惡之人，即使金銀滿山、權傾一時，亦無法平息內心不安所帶來的焦慮、恐懼；心

理學研究也表明，只要違反道德準則，人都會產生被懲罰的預期并感到內疚；5伴隨內

疚的，往往有抑鬱、焦慮、痛苦、悔恨等負面情緒。6這種良知的本能反應，辜鴻銘指

出： 

不像哲學家和倫理學家的道德律令，是關於正確與謬誤的形式或程式之枯燥的、

沒有生命力的死知識，而是像基督教《聖經》中的正直一樣，是對是非或公正，

對稱作廉恥的公正之生命與靈魂，對那種無法名狀的絕對本質之一種本能的、活

生生的洞察與把握。7 

 

一、狼瞫 

文公二年載，晉狼瞫在殽之戰中因勇武而被任命為車右，然箕之役中卻為先軫黜免。

狼瞫十分憤怒。其友欲與狼瞫共殺先軫以洩胸中之忿，雖死無怨。然狼瞫認為，若殺先

軫，則必因犯上而被處死；「死而不義，非勇也。」8後在彭衙之役中，狼瞫率領所部衝

入秦軍，英勇戰死；晉師從之，大敗秦軍。  

 

二、臾駢 

文公六年載，晉賈季奔狄，趙宣子派臾駢護送其妻子出境。因賈季曾羞辱臾駢，其

屬下欲趁機殺掉賈氏家人以報前仇。然臾駢認為： 

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

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9 

 

三、趙姬 

趙衰隨同晉文公居狄十二年，娶狄女叔隗，生趙盾。後文公歸國即位，趙衰亦返晉

 
5  崔曦蕊、諸夢妍、尚文晶：〈内疚情緒的心理學研究進展〉，《承德醫學院學報》2014 年第 4 期，頁 349。（期刊論

文） 
6  何華容、丁道群：〈内疚：一種有益的負性情緒〉，《心理研究》2016 年第 9 期，頁 3。（期刊論文） 
7  黄興濤編：《辜鴻銘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年），頁 58。英文原文見 Gu Hongming：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8 年），頁 49。辜鴻銘說：‘This sense of honour, called by Confucius the 

law of the gentleman, is not like the moral law of the philosopher and moralist, a dry, dead knowledge of the form or 

formula of right and wrong, but like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Bible in Christianity,an instinctive, living, vivid perception 

of the indefinable, absolute essence of right and wrong or justice, the life and soul of justice called Honour.’（含英文原文

的專書） 
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568-570。（間隔性再次徵引） 
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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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公以其女妻趙衰，是為趙姬。僖公二十四年，《左傳》記載： 

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

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

而己下之。10 

趙姬是晉文公的女兒，且深得趙衰寵愛，不論娘家勢力還是自身條件，都有足夠資本「恃

寵」。然而趙姬考慮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地位與恩寵。她請求接回留居於狄的叔隗、趙盾，

趙衰不同意，乃直斥其「得寵忘舊，何以使人！」叔隗、趙盾既已返晉，她又因趙盾之

才，請求以趙盾為嫡子，讓自己的三個兒子居趙盾之下；並主動讓出嫡妻之位，心甘情

願居於叔隗之下。從《左傳》兩次使用「固請」一詞，可知趙姬確乎發自內心、情真意

切。她之所以能夠這麼做，是因為她能夠不為利欲所蔽，深明身為妻子的義務，不是爭

風吃醋、固寵專權，而是助夫成德、振興家業。因此，她能夠順從良知的聲音，協助丈

夫完成道義、幫助家族選立嫡子，以完成身為妻子之義務。 

 

肆、義風之影響 

孔達死國時的擔當：「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死之。」11 

貞觀宰相房玄齡，在位期間「虔恭夙夜，盡心竭節」，12堪稱一代賢相。雖然史籍沒

有他嗜讀《左傳》的記載，然而他為兩個兒子命名，一曰遺直，一曰遺愛，正是《左傳》

中孔子讚歎叔向、子產之語：「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13又：「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14其

受《左傳》影響之深亦可見一斑。 

《宋史》記載，寇準「少英邁，通《春秋》三傳」。15他力排眾議，輔佐宋真宗澶淵

退遼，保護了北宋的領土完整，范仲淹讚其「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天下謂之大忠」。 

16此外，以忠孝節義流芳千古的岳飛，年少時「尤好《左氏春秋》、孫武《兵法》」，17亦

深受《左傳》影響。 

 
10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442-443、455-456。 
1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821-822。 
12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66，頁 2461。（古籍專書） 
1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517。 
1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580。 
15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 281，頁 9527。 
16  〔元〕佚名撰：《宋史全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330），卷

5，頁 42 上。 
17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365，頁 1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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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伍子胥復仇的故事，高麗時期即流傳到朝鮮半島；李朝後期，朝鮮出現通俗小

說《伍子胥實記》，廣為流傳。18  

錢穆先生指出： 

道德行為之發乎其人之內心，雖其一時之設心處慮，若僅顧己心，僅為其一己當

前作打算；而就其事之影響於人人之心者言，則已不啻為全人類之全生命打算。
19  

道義之士對於人類文化的深遠影響可見一斑。左丘明因為具備春秋義士同樣的德操，

故能彼此相知、交互感應。其出神入化的描寫，產生了「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20的

千秋效應，使凜然萬古的道義之風，以文學為載體，在中國、東亞乃至歐洲持續產生影

響，可謂澤及萬世、感人至深。 

 

伍、結語/結論 

《左傳》所呈現的「義」精神，係聽從良知的聲音，在本位上將本分事做得恰到好

處，以求一心之安。良知對善惡有一份天然的覺知，因此只要「去人欲存天理」，則事

父，自然是孝子；事君，自然是忠臣；交友，自然是信友；治民，自然是仁君。行義之

人不僅自身享有源自生命深處的暢達與喜悅，其義德、義行之流風餘韻，更感人至深、

千古不磨。 

「義」是一條有修有證的修身之路，人人皆可遵循，人人都能受用。唯有在道義之

路奮勉前行，人類才可以超越植物及動物功能性的活動，成就理性的高貴。21倘人人都

能蹈義而行，則人生幸福可期、社會和諧可期。

 
18  黃智詠：《伍子胥故事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接受》（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頁 1、5、

36。（學位論文） 
19  錢穆：〈論春秋時代人之道德精神·上〉，《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頁

301。 
20  〔宋〕文天祥：〈正氣歌〉，收入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202。

（含有篇名的古籍專書） 
21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譯注：《尼各馬可倫理學》，譯序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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