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纪
此《左纪》由明代钱应奎编辑。全书共十一卷，其内容以“国家”的兴衰乱亡为线索，

注释春秋左传，分为：周、鲁、晋、郑、齐、宋、楚、吴、系年、音释、附文字正俗。

每国分三类：一叙本国之政，二叙邦交之政，三叙本国诸臣言行事。此为普林斯顿大

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年华叔阳刊本。

综观明人的《春秋》史学创作大体依循著《春秋》“原始要终”，“本末究竟”的原

则，时间顺序上皆可归纳在“本末体”的大范围中，其特征尽可以在史学体例上得到

印证，明末黄宗羲（1610一1695）云：“史之体有：年经而人与事纬之者编年也，以人

经之者列传也，以事经之者纪事也。其间自有次第：编年之法，《春秋》以来未之有

改也；有编年而后有列传，故本纪以为列传之纲；有编年而后有纪事，故纪事为《通

镢》之目”对于史体源流言虽简但意甚详，点出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史体。

明代《春秋》“本末体”之中实亦可区分为四类：一者为“纪事本末体”，以春秋时

代的“事件”为叙事主轴；二者为“纪传本末体”，以“人物”的行事言论为重点；

三者为“纪国本末体”，以“国家”的兴衰乱亡为线索；四者为“事类本末体”，

以“同类”的性质作区分，以编年为时序，将春秋时代相类似的人物身分、善恶、言

行、德行进行归纳比附。（介绍参考：: 林颖政《明代春秋學研究》）

左纪引（钱应奎撰）、总目、凡例

卷一：周

卷二：鲁

卷三：晋一、晋二

卷四：晋三

卷五：郑

卷六：齐

卷七：宋

卷八：楚

卷九：吴

卷十：系年

卷十一：音释、附文字正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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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乙丑钱应奎：左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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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应奎"跋"，提万历乙亥(三年，1575)华仪部起龙刻书事。

此书《四库目录》未收，北美各馆只普林斯顿大学有藏（《普大善本》页38），著录

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刊万历三年（1575）增补本。《中国善本》（经部2571号）

列载此书，只有万历三年刻本一种，应为此板，藏天津、浙江等四馆，香港、台湾各

书目均不见。（介绍参考）

卷端题: "句吳錢應奎汝文編輯"

http://fpslidx.lib.hku.hk/exhibits/show/fpslidx/bookdetails?RID=40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传为孔子所作。“春秋”一词，本是东周列国史官

所撰编年史的通称。传说孔子写《春秋》的目的就是要原始察终，见盛知衰，惩恶扬

善，拨乱反正。为达此目的，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这就是后人说的微言

大义，以一字寓褒贬。古人特别重视《春秋》，汉代为《春秋》立官学，列为“五

经”之一。阐述《春秋》经最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合

称“春秋三传”。至隋代，盛行《左传》，其馀二传渐衰。《左传》原名《左氏春

秋》，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大约成书

于战国初期。

注：此PDF文件包含分卷书签。此为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本。框22  x  16.2厘米，12

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单线鱼尾，版心中镌"左紀"及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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