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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诸子百家”一般是指先秦至汉代时期出现的学术流派。西汉刘歆在《诸

子略》中著录各家著作有一百八十九家，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

书总目》等书则使“诸子百家”的著作上升到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

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其著名的学派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

纵横家、杂家、名家、阴阳家、农家、小说家等。

先秦两汉时期，由于人们对于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持有自己的

态度和主张，愿望和要求，各家各派都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自己的观

点，他们之间的论点既互相批评，又互相影响，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

争鸣”的局面。他们的著作是中华传统学术思想的一个源头。在内容上，博

大精深，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管理学及自然科学等各个

领域。在语言上，文辞多采，议论风生。如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想像丰富；

荀子的文章气势磅礴，说理透晰；韩非的文章峻峭尖刻，锋芒毕露等等。在

各家所表达的思想理论中，包含着大量的格言警句，它不仅有治国安邦之策，

还有为人处世之道，具有广泛的教育性和实用性。像《孙子兵法》，不但其

治国治军的战略战术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也广泛应用到经营、管理、体育

竞赛等各方面。又如《鬼谷子》的智谋正在被应用到人才竞争、企业管理、

产品推销、司法诉讼等活动中，所以诸子百家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千百年来传颂不已。

然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众多的诸子文献，大多数人

恐怕难以尽瞻。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些诸子百家著作中有关为人处世之道，

经世济国之策的名言警句，以供读者借鉴。

读诸子名家名句，就像纲与网一样，提纲而知网，诸子思想的光点，均

能体现在此。在选录诸子著作时，首先在《百子全书》所收录诸子的基础上，

选录一些名家名人。其次是考虑到诸子思想的继承性和独立性，没有严格按

照“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学术流派”的时间观念去选录。如汉武帝时刘

安编写的《淮南子》，汉代学者高诱说：“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

之深。”它集箴言、格语构成沉博隽绝之书。东汉王充是卓越的唯物主义思

想家，他著的《论衡》不仅把当时的自然科学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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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可以说王充哲学是古代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知识结合

的典范。因此，我们将汉初以后著名的诸子著作也收入本书中。第三，是关

于孔子和孟子的著述，因《论语》《孟子》在独立成书的《四书五经名句鉴

析》中已详细记述，故而据《百子全书》收录了《孔子家语》《孔子集语》，

这两部书已把孔子思想的精髓囊括其中。

由于诸子思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我们对所选的诸子名句按作者分

类。又由于诸子思想的形成具有时代性和继承性，所以，又按作者生活年代

先后编次。全书的体例是名句、注释、译文、赏析，注释是简洁解释原文中

难懂的字、词，对深奥或隐晦的略加分析，弥补译文的不足。译文是在忠于

原著的基础上直译，又兼顾文意的易懂、连贯和文句流畅上辅以意译。赏析

力求抓住主旨，融会主观的认识与理解，并参以史实加以佐证，展示其在现

实生活中的启示和价值。

编  者

200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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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韬

【原文】

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

赏之。

【注释】

选自《六韬·龙韬》。

【译文】

惩杀一个犯人能威震三军的，就值得杀。奖赏一个有功者能使万人喜

悦的，那就去奖赏他。

【赏析】

一个将帅要树立威信就必须做到赏罚分明。能够诛杀地位高的人，就能

使人畏惧而显其威严；能够奖赏地位卑下的人，就能显示其清明而使人尊敬。

如春秋时期田穰苴军门惩罚齐君之宠臣庄贾，孙武宫中斩吴王之爱姬。但是

赏罚必须正确运用，公平得当，重要的是做好赏由下层起，罚从上层行，当

赏则赏，当罚则罚，不徇私情，不避权贵。

【原文】

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注释】

选自《六韬·龙韬·论将第十九》。

【译文】

讲信用而不欺骗他人，有忠心而不会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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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将帅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了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选用什么样的将帅统

兵，意义十分重大，历来兵家对此都十分重视。“信则不欺”是将帅首先必

备的条件。只有将帅做到讲信用、行赏罚、不徇私，士卒才会衷心地服从指

挥而不怀疑，上下一心，共同对敌。其次是“忠则无二心”，只有“忠”才

不至离心离德，才可授以重任。

【原文】

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

人将动，必有愚色。

【注释】

选自《六韬·发启》。卑 ：低。敛：收缩。弭：弓两头末端弯曲处，这里比

喻向后抿贴的样子。

【译文】

雄鹰恶鹞准备向猎物发起袭击，先收缩着翅膀盘旋低飞 ; 凶猛的野兽

准备捕捉猎物，先抿着耳朵把身子贴俯在地上不动；圣人准备进行大的举

动，常常表现出一副愚笨的样子。

【赏析】

“能而示之不能”是兵家的一种战争策略，在此姜尚连用三个比喻就是

借以说明这一观点。其实两军对垒，双方都想显示自己的强大以便在气势上

吓倒对方，而姜尚却鼓励制造假相，甚至造成自己队伍的人都看不起自己的

同时，必然造成敌人轻视自己。这样就能蓄积力量，瞅准要害，出其不意地

攻打对方，从而一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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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子

【原文】

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

【注释】

选自《管子·牧民》。辟：开辟、开垦。举：全部、尽。

【译文】

国家拥有了富足的财力，那些远方的人民就会来归属你，土地普遍开

垦了，人民就会安心留居。

【赏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安定可以吸引远方的人民

来投靠，从而便拥有了可贵的人力资源。管子生活的战国时代，诸侯割据，

大国相争，无视劳动力资源的流失，因此管子疾呼人力资源是发展社会生产

的决定因素。然而，人民的去留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所以，国富粮足是

保证与争取人力资源、扩大再生产的前提。

【原文】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注释】

选自《管子·牧民》。

【译文】

粮仓充实了，百姓就知道遵守礼节；衣食充足了，百姓才会知道荣辱。

【赏析】

物质与精神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精神虽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但物

质归根结底却具有决定作用。所以当老百姓在吃、穿、用等各个基本需求都

得不到满足时，精神层面就不可能有提高，也不可能提升自己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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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人的追求是在不断满足的条件下一步步提高的。当人的基本生理需求

得不到满足，整天为衣食而焦头烂额时，还哪有时间去追求感情上的满足和

人生价值的实现，说不定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还会引起社会动乱。正因为吃饱

穿暖是人的基本需求，所以为政者要想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必须搞好农事，

使人民丰衣足食。只有解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问题，才能对人民进行教化，

从而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管子的这两句名言始终为古代政治家和史学家所

传诵。

【原文】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注释】

选自《管子·牧民》。

【译文】

政事之所以兴盛，在于顺应民心；政事之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

【赏析】

得民心者得天下。自古以来都是顺民者昌，违民者亡。因为一种观念只

有顺应了百姓的意愿，才能得以推行进而巩固政权；反之，得不到百姓的拥护，

必将灭亡。说具体点，就是民心逆顺问题。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

经验教训。如周厉王统治时期，推行一系列暴虐政令：对山林川泽实行专利，

箝制“国人”言论，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众怒，于公元前842年，爆发了“国

人暴动”。而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竭力把赋役剥削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等有利于人民生产生活的政策法规，使唐初出现史称

“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因此唐太宗被后世评为历史上少有的一代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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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

【注释】

选自《管子·牧民》。家：第一个“家”是动词，治家，第二个“家”是名词。

【译文】

用治家的方法治理家，用治乡的方法治理乡，用治国的方法治理国家，

用治天下的方法治理天下。

【赏析】

在教育上，孔子一向主张“因材施教”；在为政上，管子在这里也提出

了任人唯才，量才而用的主张。他告诫为政者要防止“以小治大”或“以大

治小”等狭隘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将导致国不能治、乡不能治、家不能治。

所以，为政者在选取人才时应量才而用，应视不同的管理对象和管理范围而

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人才。

【原文】

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

【注释】

选自《管子·牧民》。惟：只有。患：祸患。未形：没形成。

【译文】

只有那些有道的君主在祸患没有形成的时候才能预防它。

【赏析】

“道”是一种复杂的哲学范畴，在此被管子当做一种美好的理想，他认

为只有那些有远见的人才能利用它治理国家、统一理想。他认为有道者治理

好国家，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是顺民心，兴民德，对百姓施行仁政，关心百姓

的疾苦，使其生活无后顾之忧。对于重大问题，有道者开诚布公，做到“言

室满室，言堂满堂”。这样的“仁政”，老百姓便会安居乐业而不会滋生事端，

国家便会免去各种灾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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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

【注释】

选自《管子·形势》。

【译文】

和不可交往的人交往；强做不可能做的事情；告诉别人听不明白的话，

这就叫做劳动而没有效果。

【赏析】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要问自己这样做有意义吗？如果强行做某些事却不能

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徒劳无功的。盲目地、不分对象地去做这些事，必定是

没有效果的，甚至会画蛇添足，弄巧成拙。

【原文】

欲为天下者，必重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其民；

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

【注释】

选自《管子·权修》。重：珍惜，珍重。

【译文】

要想治理好天下，就必须珍惜本国的国力；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

珍惜国内的人民；要想治理好人民，就必须珍惜民力以防耗尽。

【赏析】

这三个条件是管仲富国强兵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君主君临天下的先决

条件。在此，管仲十分重视爱惜民力，所谓民力，实际上是指农民的承受能力。

在小农经济时期，这个承受能力本来是不大的，所以，只要国家在征用民力时，

不超过他们的负担限度，就可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人民负荷小，

农业生产就能恢复和发展，从而君主也可以实现富国强兵，天下大治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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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

身之计，莫如树人。

【注释】

选自《管子·权修》。树：种植、培育。

【译文】

想在一年内获得利益的，不如种植粮食；想在十年内获得成果的，不

如种植树木；想终身获取利益的，不如培育人才。

【赏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至理名言便是从管子的上述三句话中提炼

出来的。它体现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家的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培养人才虽

然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从长远利益来看，从中得到的益处是无法估算的。

因为，人才的培养对于治理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古人有之，今人更有之。清代学者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写道“我劝天公

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说明了人才对社会起到的巨大作用。

【原文】

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 ，而不能为多寡。

【注释】

选自《管子·乘马》。治：安定太平。

【译文】

通过市场可以看出国家的治乱，可以了解到物质的多寡。但是市场并

不能使物质财富本身增加或减少。

【赏析】

市场具有调节作用，它反映着政治经济的好坏，在这里管子强调的是物

质进入流通领域后的功能。产品只有进入社会流通，才能知道社会成员除自

用的部分外，可用于社会流通的剩余产品有多少，可以了解社会生产力的大

小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少，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只有物质丰富了，市场才

有充足的货物流通。但是市场交换不同于生产，交换不能使商品变多或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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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能知道上市商品的多寡。商品的多寡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市场不能生产

出商品来，但却能促进商品的生产。这实际上体现了利用市场调节经济发展

中的难题，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原文】

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

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

【注释】

选自《管子·乘马》。

【译文】

不是诚实的商人，不得依靠经商为生；不是诚实的工匠，不得依靠做

工为生；不是诚实的农夫，不得以务农为生；不是诚信的士人，不能在

朝中做官。

【赏析】

古往今来，不管你作为什么身份，这个社会都提倡“诚信”。因此“诚实”

是做一切事情的基础。管子采用了排比句的修辞手法，连用四个“非诚”，

强调了“诚信”的重要性。告诫各行各业的人要有敬业精神，诚信责己，诚

信待人，只有诚信才能各食其所。作为为政者，如果言而无信而让百姓失望，

那么迟早会被百姓推翻。

【原文】

然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

【注释】

选自《管子·五辅》。利：利益，得利。

【译文】

然而获取民心的法则，不如给人民利益；给人民利益，不如对人民进

行教育。

【赏析】

这里体现了管子在治理国家中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只要国家富强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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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就会安居乐业，人民得到足够利益了，就不会再争夺；给人民以足够受教

育的机会，人民就会知书达礼，进而懂得忠孝两全；只有民心安稳了，社会

才会稳固。古今中外大凡有所作为的帝王、将相、实业家都不会忽略政治秩

序中的“民本”思想，亦不会不重视管理过程中人的因素。

【原文】

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

【注释】

选自《管子·枢言》。

【译文】

爱护人民，使民得利，使民得益，使民安居，这四点都是道的要求。

【赏析】

在此管子提出的“受之、利之、益之、安之”等政策其实是孔孟“仁政”

治国之道的体现。他认为只有把百姓和土地放在第一位，才能成就帝王之业。

为政者能够运用好这一法则，天下就可大治。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之所以能够

战胜比他强大的项羽，是他首先做到了爱民这一法则。公元前 206 年，刘邦

首先率军攻进咸阳，并制定了爱民措施，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

抵罪”，废除秦的严刑苛法，并引军驻扎在郊区，深得民心。而项羽后于刘

邦进咸阳，项羽进驻咸阳后，掠夺财富，并火烧秦都阿房宫，造成很大的损失，

从此失去民心。刘邦借此击败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刘邦在位期间实行了

一系列利民、益民、安民的措施，如轻徭薄赋、释放奴婢、复员士卒、重农

抑商、与民休息等政策。并且，正是因为汉初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才使

国家昌泰，人民安居乐业，促成了日后“文景之治”局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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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量力而知攻，善攻者，料众以攻众。

【注释】

选自《管子·霸言》。量：估计，估量。料：料想，揣摩。众：军队。前一“众”

指自己的军队，后一“众”指敌人的军队。

【译文】

估量自己的力量而知道如何进攻的人，是真正善于打仗的人，（这样

的人）能正确分析自己军队的优势，进而去进攻敌人。

【赏析】

在战争中，兵家十分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管子在这里论述

的这一句话也正是此思想的体现。在作战中，应充分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

只有对敌我双方都明确了解以后，才能发动进攻。无准备之战，盲目地乱打

乱攻，是兵家所忌的。所以善于征战的人，总是先估量敌我双方兵力 的多少，

粮草的多少和准备情况，然后确定是否进攻。这一作战思想，不仅适用于战

争中，也适用于政令的实施。在颁布任何政令或施行政策前，如果没有做好

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没有真正了解事物的本质及估计到自己的力量，那么，

它的政令或措施就是不可行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原文】

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

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

【注释】

选自《管子·霸言》。王（wDng）：称王，统治天下。

【译文】

称霸天下的形势是 : 在德义上超过别国；在智谋上超过别国；在军事

上超过别国；在地形上超过别国；在掌握时机上超过别国。具备以上五个

因素便可以统治天下。

【赏析】

管子认为成就霸王之业必须实行霸王之道。这就要求分析天下大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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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各方面的情况，进而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这里虽然是言霸王之道的，

但是，它的妙义对各行各业无不有借鉴作用。也就是说，要想在本行业成为

佼佼者，并“称霸”于本行业，那就必须做到管子所说的这五个方面。否则

在本行业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原文】

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意一心，

守职而不营，下之事也。

【注释】

选自《管子·君臣上》。谋：检验，审察。营：通“荧”，迷惑。

【译文】

评论人才、衡量能力、审察德行而提拔官吏，这是君王的职责；一心一意，

恪守职责而不迷惑，这是臣子的职责。

【赏析】

管子在此论述了君主与臣下各司其职的问题，他认为君臣之间只有分工明

确，才能共同把国家治理好。所以，君主要端正自己的德行，不能依靠自己的

地位、权力干预臣下的事务，要君临臣下，让臣下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这

才是君主要做的。臣下要对君王负责，恪守职责。概括来说，就是君主的职

责主要是用人、制令和赏罚，人臣的职责则是守住治事。显然，管子在这里

极力维护了君王的独尊地位，但他认为君臣“一体”的唇齿相依关系也体现

出了时代的进步性。

【原文】

非其所欲，勿施于人。

【注释】

选自《管子·小问》。

【译文】

不是别人所希望的，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

【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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