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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行國 著

胡安國《春秋傳》在清代的遭際



提    要

本文以清代為主要的歷史脈絡，嘗試結合科舉、政治、學術等方面，分別從元明、清初、

乾隆時期以及晚清不同的歷史時期，揭示出學者、官方對胡安國《春秋傳》的理解歷程。主要

圍繞如下方面展開：

一、梳理《胡傳》的主要內容與元明時期《春秋》科舉的情況。《胡傳》以天理統攝天人

秩序、人倫秩序與夷夏秩序。元朝時，《胡傳》被納入科舉。明朝洪武時期又加入張洽的《春

秋集注》，直至永樂時期停用，而只用《胡傳》。

二、討論《胡傳》在清初的情況。王夫之、顧炎武推崇《胡傳》，強調「攘夷」高於「尊

王」。毛奇齡批評《胡傳》，倡導「尊王」，貶斥「攘夷」。

三、討論清初官方對《胡傳》的承襲與摒棄。《日講春秋解義》《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繼承

胡安國的天理觀，而對其中夷狄的討論或避開或刪節。

四、討論乾隆時期「大一統」敘事與《胡傳》。乾隆帝對胡安國公然指責其夷夏大防之見。

《御纂春秋直解》提倡其「尊王」之義，棄置其「攘夷」之義。《四庫全書》對《胡傳》「攘夷」

內容加以改易、刪削。莊存與、孔廣森對《胡傳》進行重新理解。

五、討論《胡傳》在晚清的新變。晚清時期，康有為受進化論理論影響，再度解讀夷夏問題，

藉以批評胡安國。黃節在推許胡安國的夷夏大防之論的同時，融入了西方人種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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