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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姓王名诩 （或利），又名王禅，号玄微子，春秋末战国初时人。祖籍

河北省临漳县香菜营乡盐食村。“王禅老祖”是后人对鬼谷子的称呼，是先秦诸子

之一。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 （其实也是兵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苏秦和张仪

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 （见 《战国策》）。另有孙膑和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 （见

《孙庞演义》）。他通天彻地，兼顾数家学问，人不能及。一是神学：日星象纬，占

卜八卦，预算世故，十分精确；二是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军，鬼神

莫测；三是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口成章，万人难当；四是出世学，修身

养性，祛病延寿，学究精深。

《鬼谷子》一书是其后学者根据其言论整理而成的，被完整地保留在道家的经

典 《道藏》中。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主要讲述有关谋略

的理论。

《鬼谷子》一书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包括 “捭阖”、“反应”、“内 ”、

“抵 ”四篇；中卷包括 “飞钳”、“忤合”、“揣”、“摩”、“权”、“谋”、“决”、

“符言”、“转丸”、“ 箧”十篇；下卷包括 “本经阴符七篇”、“持枢”、“中经”

三篇。由于中卷的 “转丸”和 “ 箧”两篇已经失传，后人无法知晓其中具体内

容，所以在此只能提及篇名。

从内容上看，前两卷第一篇 《捭阖》，是全书的总纲，是纵横学说的主要理论

依据；《反应》、《内 》、《抵 》、《飞钳》、《忤合》是让谋臣策士对组织进行分

析，着重从外部环境着手进行；《揣》、《摩》、《权》、《谋》、《决》则是按照事物

发展的逻辑思路，讲述说服对方各个过程中所需要运用的策略；最后一篇 《符言》

是作为国君或者利于上位的统治者言行修养的标准，也是对前面十一篇的总结。下

卷 《本经阴符七篇》探讨的是如何正心修身、决策转圆、趋吉避凶等；《持枢》探

讨的是君主治国要遵循自然规律、顺应民意；《中经》讲述的是如何立身处世、争

取人心的七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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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虽独具精深的游说之道、权谋之术，但历代人对此书却有着天差地别的

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一本经世之作：“其智谋，其变谲，其辞谈，盖

出于战国诸人之表。夫一闭一阖，易之神也。一翕一张，老氏之几也”；有人则

认为此书过于功利：“捭阖、飞钳、揣、摩等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

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书中的观点表明，只要能够达到自己

的目的，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去说服别人。这种功利主义明显的思想与

传统儒家的 “仁义礼智信”相冲突，这正是历史上对此书褒贬不一的最主要的原

因。虽然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但是无法遮掩其他学派的光芒。《鬼

谷子》一书的主导思想是以游说的谋略和技巧取胜，认为一个成功的谋臣策士在

游说之前必须 “定计”，“定计”前必须 “知情”。书中所阐述的诸侯国的政治、

经济、军事、外交以及诸侯间的关系、民心的向背和政治家本人的心性、能力、

品质、憎恶、喜怒等，为谋臣策士们游说君主、建功立业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方法和技巧。因此，对 《鬼谷子》一书的研究和探讨，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

今社会，都有不可小视的价值。

《鬼谷子》其实是一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与谋略的智慧奇书，在战争频繁的

春秋战国时期极具实用价值，其中游说术的成功运用，直接会影响到一国的政

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最有力的证据便是鬼谷子先生的几位高徒：张仪、

苏秦、范雎，都对战国七雄的实力格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鬼谷子》一书

历来有 “智慧禁果、旷世奇书”的美称，富含处世进取、发迹的哲学之道，其中

顺应时势、揣情摩意、见微知著、审时度势等理论，对我们现代人小到为人处

世、经商致富，大到治理国家、消除战争摩擦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自问世以来，历经过许多朝代学者的详细研析与注解，可见此书对后世影响

之巨大。在各家的注解中，陶弘景、皇甫谧、乐壹和尹知章四家注最为有名。书

本就是智慧之作，再加上后世的详细注解，其中的权变谋略的法术便成为历代乃

至各国政治权谋家的枕边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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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鬼谷子

捭 阖 第 一

【原文】

粤若稽古①，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

之开阖以命物②，知存亡之门户③，筹策万类之始终④，达

人心之理，见变化之臮焉，而守司其门户⑤。故圣人之在天

下也⑥，自古之今，其道一也。

【译文】

纵观上古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圣人之所以生存在

世界上，就是要以先知先觉的导师的姿态示芸芸众生。通

过观察阴阳、分合等现象的变化，对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

进行辨别，并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事物的本质的属性；从而

推算和预测事物的发展过程，及时通晓人们内心变化的

规律；以便及时发现事物发展变化的征兆，从而把握和利

用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以求因势利导。所以圣人生存在

天地之间，从古至今，其立身处世遵循的规律都是一

样的。

【原文】

变化无穷，各有所归①：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

闭，或弛或张②。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

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夫贤、不肖③，智、愚，勇、

怯，仁、义，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

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④。审定有无，以其实虚，随

【注释】

①稽：考察。此字是

模仿《尚书·尧典》

的开头。

②命物：为万物命

名，辨别万物。

③门户：途径，道理。

④筹策：计算，洞察。

万类：万物。

⑤守司：掌握，运用。

⑥之：到达。

【注释】

①所归：归属，表现。

②弛：松弛，放松。

③贤：具有德行、才

能的人。不肖：不具

有德行、才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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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言⑤，而捭反之，以求其实，

贵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

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⑥；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⑦。

可与不可⑧，审明其计谋⑨，以原其同异⑩。离合有守瑏瑡，先

从其志瑏瑢。

【译文】

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无穷无尽，纷纭多端，然而最终

都有其各自的规律和本质特征：有的归于阴，有的归于阳；

有的以柔为特征，有的以刚为特征；有的归于开放，有的

归于封闭；有的松弛不固，有的紧张难入。因此，圣人处

理事务时，要善于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审慎地考察

事务的来龙去脉和先后顺序。任用人才要估量其权谋和能

力的优劣，然后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因材而用。世间之

人，有贤良与不肖，有聪明与愚蠢，有勇敢者与怯懦者，

有仁人君子，也有苟且小人，总之是有差别的，因而针对

不同的人品的态度和方法也就彼此不同，（对于贤德之人）

可以迎为上宾，（对不肖之人）可以拒之门外；（对聪明的

人）可以引进重用，（对愚蠢的人）可以废黜斥退；（对怯

懦的人）可以使其卑贱， （对勇敢的人）可以使其尊贵；

总之一句话，要顺应人的自然本性，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

加以控驭和掌握，可使人尽其才。要审定和选择贤才，必

须考察此人才能的有无大小，性格品行的虚实优劣；可以

先放任他的个人嗜好和欲望肆意行事，从而观察其意趣和

志向。在和对方辩论时，可以适当地贬抑或置疑对方的言

论，以便诱导他展开话题，顺畅议论；待话匣子打开后进

行再反驳和诘难，从而探求出事情的原委，进而把握其真

④牧：看守，管理。

⑤微排：试探性地

反驳。

⑥同其情：使双方思

想相同。

⑦异其诚：分辨出对

方的诚意。

⑧可：赞同。

⑨审明：一本作“明

审”。

⑩原：探究，分析。

瑏瑡离：乖离，不相合。

瑏瑢从其志：掌握对方

的思想。从，跟从，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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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意图。得知对方的实际情况之后，自己应该缄默不语以

挑动对方畅所欲言，以便了解对方所说是否于己有利。全

面把握了真实情况后，或者向对方敞开心扉，让对方知道

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封闭心扉，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

不露心迹。敞开心扉，让对方明白自己的真实想法，前提

是双方的意愿和志趣相同；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不露心

迹，是要考虑双方的意愿是否相悖，诚意如何。要确定计

谋是否可行，应该审慎地对计谋的不同方案进行仔细研究，

这样才能弄清彼此的异同优劣之处。彼此的计谋中，或于

自己的意愿相悖的，或于自己的意愿相契合的，如果都有

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应该在尊重对方意愿的前提下，确定

自己的计谋主张。

【原文】

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

与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①。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

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②；其不中权衡

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

纳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捭阖者，天地之

道③。捭阖者，以变动阴阳④，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

反出、反覆反忤⑤，必由此矣。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

也。必豫审其变化。

【译文】

假如想要畅所欲言 （和对方辩论），坦白自己的内

心，抒发自己的见解，最重要的是严密周详；假如想要不

露心迹，隐藏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是深藏不露、隐藏自

【注释】

①料其情：探测对方

的虚实真假。

②为之虑：为对方

谋划。

③天地之道：自然的

根本大道。

④变动阴阳：使阴阳

发生变化。

⑤纵横：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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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真实意图。周详、保密的重要之处在于运用微妙而且

可以谨慎地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与 “道”有相通之处。

之所以要畅所欲言地和对方激烈辩论，是为了全面了解

和考察对方的真实情况；之所以缄默不语，隐藏自己的观

点，是为了考验对方的诚心，找出与对方的共通之处。所

有这些手段，都是为了权衡得失利害、轻重缓急，从而对

对方的实力和计谋作出测度和分析，圣人会根据测度和

分析的结果，谋划下一步的行动方略。假如这些分析有失

轻重之理、不合度量之数，那么圣人也只好舍弃不用，另

谋良策了。因此，同样是 “开”，可以是把自己的观点袒

露进而实施，也可以是把别人的建议纳入脑中而深藏起

来；同样是 “闭”，可以是采纳别人的建议并付诸实施，

也可以是拒绝采纳而弃置不用。“开放”和 “封闭”是天

地间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形式。二者会导致阴阳处

于对立统一的运动之中，构成春夏秋冬四季交替，从而使

得万物生死轮回、万事兴亡交替。万事万物的自然变化，

或纵横，或返回，或翻覆，或忤逆，都离不开开放和封闭

这种基本的运动形式的相互作用。开放和封闭的矛盾运

动，是天地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而就游说者纵横辩论而

言，也存在这样的方法，所以必须事先审慎地考察对方的

不同变化。

【原文】

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

思虑、智谋①，此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

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

阴也。阴阳其和，始终其义。故言 “长生”、“安乐”、“富

【注释】

①志意：志向愿望。

喜欲：爱好欲望。思

虑：思 索 考 虑。智

谋：智慧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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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

欲”②，为 “阳”，曰 “始”。故言 “死亡”、“忧患”、“贫

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

戮”、 “诛罚”③，为 “阴”，曰 “终”。诸言法阳之类者，

皆曰 “始”；言善以始其事④。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

“终”；言恶以终其谋。

【译文】

口是一个人袒露心灵的门户，而心灵则是一个人精神

世界的主宰。每个人的意志、喜好、思想、智谋都要通过

口这个门户出入，向别人表达。因此，要通过开放和封闭

来把守自己的 “口”，用出和入来控制自己的言谈。所谓

“捭”，就是开放、言谈、阳气 （袒露）；所谓 “阖”，就是

封闭、缄默、阴气 （隐藏）。阴阳二气必须中和、协调，那

么开放和封闭才会节制有度，阴阳才能各得其宜。所以说

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

欲等，都属于 “阳气”，叫做 “始”；而死亡、忧患、贫

贱、羞辱、弃损、亡利、失意、灾害、刑戮、诛罚等，都

属于 “阴气”，叫做 “终”。凡是那些遵循 “阳气”进行游

说的谋士，其谈论的均属于 “始”的内容，也就是通过论

证 “阳”的方面使自己的建议得到采纳，进而付诸实践；

凡是那些遵循 “阴气”进行游说的谋士，其谈论的则属于

“终”的内容，也就是通过论证 “阴”的方面来终止实施

某种计谋方略。

【原文】

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①。与阴

②尊荣：地位高而荣

耀。爱好：受到宠爱

信任。

③弃损：被抛弃、被

损害。

④始其事：谋划事情

的开端。

【注释】

①崇高：高大，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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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者②，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

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③。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

以说国，可以说天下。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

就、倍反④，皆以阴阳御其事。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

动而出，阴随而入；阳还终阴，阴极反阳。以阳动者，德

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⑤。以阳求阴，苞以德也⑥；

以阴结阳，施以力也⑦。阴阳相求⑧，由捭阖也。此天地

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

门户⑨。

【译文】

合理运用开放和封闭的规律行事，必须从阴阳两方面

来进行论证和实施。因此，与处于 “阳气”中的人谈论，

可以用崇高的语言来说服他；与富有 “阴气”的人交流，

则要用低微的语言引导他。这样以低下求取卑小的认同，

以崇高求取博大的宽容。照此而论，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

的人采取不同的策略，当说则说，当停则停，出入自如，

天下便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没有人不能说服了。谋士可

以用这样的方法去说服普通民众，可以说服一个家族，甚

至可以说服一个将相国侯，可以游说天下国君。若要成就

小事，可以小到极限，没有更小的事；若要成就大事，可

以大到极限，没有更大的事。所有的损害和裨益、离去和

接近、背叛和复归，这些复杂的情形，都可以运用 “阴

阳”的规律加以驾驭和控制。面对阳势 （有利的形势），

就要积极运动前进；面对阴势 （不利的形势），就要停止

行动而隐藏。面对阳势，就要主动出击；面对阴势，就要

退避隐藏。阴阳两者总是互动循环，阳势运动发展的终点

积极高远。

②阴：指性情消积退

缩的人，地位低下

的人。

③无所不可：任何地

方、任何场合都可以。

④益损：增加或减少。

⑤形相成：以可见的

表现相互帮助。

⑥苞以德：以道德去

包容。苞，通“包”。

⑦施以力：以力量去

施行。

⑧相求：互相追求，

互相结合。

⑨圆方：指不同的表

现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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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阴势，阴势运动发展的极致则是阳势。乘阳势积极而动

的谋士，道德意志也会随之相生相长；乘阴势冷静处理局

面的谋士，形势也会随之相辅相成。以阳势而求助于阴

势，需要用道德加以包容；以阴势求助于阳势，则需要尽

智竭力，以诚感人。阴势和阳势相互转化循环，遵循的正

是开放与封闭的基本法则。这是世间万物阴阳变化的规

律，同时也是游说之士所应遵循的基本法则。 “捭”与

“阖”、“阴”与 “阳”的相辅相成，是万事万物生长变

化的先决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天地 “方圆”之门户。



反应第二 ｜ ９　　　　

反 应 第 二

【原文】

古之大化者①，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②，覆以验

来③；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动静虚

实之理④，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圣人

之意也，不可不察⑤。

【译文】

古代用大道教化平民、指导万事的圣人，其作为都是与

无形的自然之道 （自然规律）相伴而生的。他们往往通过追

溯既往的历史，然后再据此向前去推测未来；通过回首以往了

解历史，然后再了解当今的形势；通过审视以了解他人，然后

再据此认识自我。动静、虚实之理，若与当今的现实不符，就

需要追溯既往的历史，去寻找控制现实的规律和方法。有很多

事情，往往需要在反求于远古的探索中而得到成功的启示，这

就是圣人处理事情的见解，不可不认真地加以观察和研究。

【原文】

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

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言有象，事有比①；其有

象比，以观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

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②，得人实也。其犹张?网而取兽

也，多张其会而司之③。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

也。常持其网驱之。其言无比，乃为之变。以象动之，以

【注释】

①大化者：指教化众

生的圣人。

②反：翻过来，返回，

重复。

③覆：翻过去，反面。

④动静：行动与停止。

⑤察：仔细考察。

【注释】

①比：类比，可供比

较的先例。

②钓语：诱导对方说

出真实想法或情况

的启发性、试探性的

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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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其心④，见其情，随而牧之⑤。己反往，彼覆来，言有象

比，因而定基⑥。重之、袭之、反之、覆之，万事不失其

辞。圣人所诱愚智⑦，事皆不疑。

【译文】

（就动静而言）别人在侃侃而谈，是动态的；而自己缄

默不语、静心聆听，则是静态的。此时就要在静态中根据别

人的言谈，来观察和分析出对方的真正意图。若听出其言辞

有自相矛盾和不合情理之处，可以反过来诘难他，追问究

竟，那么对方必定会有对应之辞，自然就会吐露真情。凡是

语言，都有其可以模拟的形象，而事物也都有其可以类比的

规范；既然其语言有可以模拟的形象，事物有可以类比的规

范，就可以从中预见对方下一步的言行。所谓 “象”，就是

表现事物本质的表征；所谓 “比”，就是言谈举止中的同类

共性。要用无形的规律促使有声的语言表露出来 （借助无形

的逻辑技巧让道理明白易懂）。首先要引导对方通过言辞表

露自己的想法，如果所言与事实相一致，也就可以从中得知

对方的真实想法。这种方法就如同张开网诱捕野兽一样，要

多设几处拉网的地点，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恢恢天网，才能

捕获到野兽。如果将这个方法运用到实际中，引诱对方多说

话，那么对方就会自投罗网，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意图，这就是

钓人的网。我们应该经常用这种钓人的网去诱导对方，如果对

方的言辞并不符合平常的规范，反映不了实际的情况，这时就

需要应时而动，改变钓人的方法，要以形象的事物去感化对

方，触动其感情，进而了解其真实思想，这样就可能使对方暴

露出实情，从而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控制他的思维。我们向

对方的言辞提出反诘，对方做出相应的回复，如此循环往复，

③会：会聚，指野兽

出没多的地方。

④ 报：回应，合符，

适合。

⑤牧：牧养，引申为

观察、控制的意思。

⑥定基：确定基本

策略。

⑦诱：诱导。



反应第二 ｜１１　　　

就有了模拟和类比，以此类推，便有了继续交谈、了解对方的

基础。再经过反复推敲琢磨，观察验证，抛却其中妄谬的成

分，那么所有的事物都会通过对方的言谈有所反映，而不会因

语言失实而导致失败。若像圣人这样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诱导智

愚众人，所有的事情都会遂顺通畅，这是毋庸置疑的。

【原文】

故善反听者①，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

也。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变象比，必

有反辞，以还听之。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

下；欲取，反与。欲开情者②，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

呼，实理同归。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听

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③。动作言默，与此出入；喜怒由

此，以见其式。皆以先定④，为之法则。以反求覆，观其所

托⑤。故用此者，己欲平静，以听其辞，察其事，论万物，别

雌雄⑥。虽非其事，见微知类⑦。若探入而居其内，量其能，

射其意也；符应不失⑧。如酟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

【译文】

所以，善于从反面听取他人言论的人，能通过鬼神般变

幻莫测的方法诱导他人说出实情。能够采取随机变通谈话的方

式，而且运用得当，就可以清楚地掌握实际情况，周详而有效

地驾驭对方的思想，从而明察其真实含义。如果无法周详地掌

握对方的情况，不能明察其言语的真实意图，那么得到的情况

就不明确；得到的情况不明确，据以制定决策的基础也就不坚

实、不周密。如果我们在谈话中改变了事物的表象和事理的类

比，那么对方必定会有相应的问难和辩驳的言辞，此时我们就

【注释】

①反听：从正反各方

面了解，反复了解。

②开情：开诚相见。

③情诈：真诚与欺诈。

④先定：预先的决断。

⑤托：寄托。

⑥雌雄：指高低、强弱。

⑦微：微小的征兆。

⑧符：符节，古代传

达信息的凭证物，用

竹木或金属制作，并

刻上文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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