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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三十六计，国内和国外都有很多专家解读过。空军少将乔良教授在百家

讲坛上有讲过“三十六计新解”。瑞士汉学家胜雅律教授在 1988 年出版过《智

谋》一书，是专门讲解三十六计的，在西方引起轰动，并被誉为“奇书”。本来

在这些大师面前，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是不应该班门弄斧的，但我看了国内外

这方面相关的书籍，觉得他们还不能真正把三十六计的精髓给表达出来，更多的

是材料的堆砌，再谈点自己的心得而已，背后的逻辑不清晰 ；当然，也有过理论分

析比较好的，但由于没有史料案例作为佐证，缺少论据以及可操作性，比较抽象，

所以我一个刚出道的无名小卒想填充一下这方面的不足之处，这是本书的成因。

计谋就是拿来用的，怎么用，才是关键。我人生读的第一本名著是《孙子

兵法》，可能我在这方面的悟性比较好，所以对它很感兴趣，并从此开始沉迷于

中国文化，难以自拔，对国学的酷爱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第一次真正把

兵法和计谋的东西用到实践上，竟然是用来解答数学问题。例如数学里面的换

元法，我就是用移花接木来对应的，等比数列里面的累成法，我就是用上屋抽

梯来对应的。但那是高中阶段，理论水平还不高，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直到

上了大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万种人”之后，我的知识不断增长，眼界不

断开阔，阅历不断丰富，自己对计谋的认识相应有了更加深入系统的了解。因此，

我想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来对计谋进行独特的解读，希望它可以跟别人的解读有所

区别，展现出我自己的特色来，同时，也希望它能带给读者一点有意义的收获。

古人写关于阴谋诡计的书，像《鬼谷子》、《反经》之类的，差不多都是归

隐之后才公开的。因为中国人虽然喜欢玩弄权术，对阴谋诡计的学问却很是忌

讳，所以这方面的书历代大多都被列为禁书。中国人是擅长窝里斗的，所以整人

的技术相当厉害，现在很多讲解阴谋权术的书很畅销，深受读者欢迎，介于此，

我也才蠢蠢欲动。

本书的第一个目的是让天下无谋。我会教你如何去识别计谋、使用计谋以



·2·

及防患于未然，但绝对不是教你用这个去对付别人，而是想尽全力，把计谋给

讲解透，让天下无谋。计谋的运用有两个阶段，一是看了相关的书籍而不敢让

别人知道自己所看的东西，只能偷偷摸摸地用 ；二是看透了，却不屑于使用，并

把它上升到系统的高度，将其公布出来，让大家也都能看清阴谋的本质。我把

计谋的东西给公开了，一是表明自己不屑使用，二是让大家也尽量不使用。既然

你知道如何使用计谋，我也知道，而且知道使用计谋的危害性，那么大家就会

谨慎使用。因此，人与人之间可以少却许多算计。与其机关算尽，倒不如坦荡

做人，以诚待人，加强自身的修养，光明磊落，问心无愧！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以阴谋致修养，就是用阴谋来论证修养。它包含了两

个含义，一是修身养性的很多理论和行为都可以用阴谋诡计的逻辑来很好地解

释 ；二是用阴谋诡计可以达到修养的至高境界。举个例子，我们常常说要助人

为乐，特别是帮助穷困之人，为何要我去帮助别人呢？我又没有这个义务。这不

是吃饱撑着，闲得蛋疼么？如果老是以以往的逻辑经验，耳提面命、苦口婆心地

去教育别人，往往收效甚微。而换种思维方式，从阴谋的理论来解释，或许可

以更令人乐意接受，铭记于心，从而身体力行，建设“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

和谐社会。之所以要帮助穷困之人，一是富贵之人不需你帮。他们手中掌握的权

力和资源远远比我们多，正常只有他们帮我们，而不是我们帮他们。何况，以他

们的地位和能力，他们要是遇到问题都束手无策，我们作为一介平民，又如何

能够为他们排忧解难呢？二是富贵之人不屑你帮。首先，由于身份的尊卑关系，

他们会认为你帮他们是义务的，是分内之事，根本不需要感谢你，当然也就不

会回馈感恩你啦！其次，他们认为你帮助他们是另有所图，有求于他们，想以此

巴结他们，因此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你的善举当成是一笔买卖来交易。

而穷困之人就不一样了。第一，他们需要你的帮助。他们面临穷途困境时，往往

无能为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此时，你若肯援之以手，便是给了他们

一根救命稻草，重燃他们对生活的希望 ；第二，我们能够帮助他们。穷困之人

所要的帮助一般不是要我们帮其一劳永逸，而往往只需要你勇敢挺身而出，给

对方一句鼓励，帮对方暂且渡过眼前难关，或者为对方说一句公道话而已，这

些大部分是举手之劳，不需要我们赴汤蹈火，牺牲许多东西。只要你肯，一念

之间，便可以将温暖传递给他们 ；第三，帮助穷困之人是一项投入少、风险低、

收益高的投资。投资小，是因为双方作为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对方一般也不敢强

人所难，狮子大开口，要我们做那么大的投资 ；风险低，是因为那些投入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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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来说可谓是九牛一毛，如果真能急人所难，帮助到别人，则可成人之美，做

了一件好事，积了一点阴德，就算被骗了，那也只是点小钱而已，对我们的生活

根本毫无影响 ；收益高，如果真的帮别人渡过难关，助其造就了辉煌的人生，

他们则会欠我们一个人情，那么他们成功之后，自然不会忘记我们的恩情。所

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他们对我们的回报往往是始料未及的。举个例

子，我们常说不要在背后议论诽谤别人，说别人坏话，可有些人就是管不住自己

的嘴，喜欢论人是非，结果往往是自己反受别人非议。第一，如果对方跟自己是

好朋友，有什么缺点可以当面指出来，何必躲在背后指指点点呢？第二，对方若

不是自己的好朋友，说了又有何用，对自己是百害无一益。首先，如果这些不雅

之言传到对方耳中，对方若不肯跟你计较，则显示了他的胸襟广阔，那么你的人

格跟他一对比，自然立马猥琐下去 ；若对方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小人，那么

对方必怀恨在心，将来他要是有能力了一定会狠狠地整我们，以泄心中之怨，或

者当我跟对方有交集，我办事时，他必会从中作梗，阻碍我的步伐。明枪易躲，

暗箭难防，千万不可疏忽大意 ；第三，很多人一直在找我们的毛病，我们的言语

很多时候会成为小人挑拨离间的好药引，将我们搞得身败名裂。所以一定要谨

言慎行，深知言多必败。阴谋与修养的东西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可以糅合在一

起，以有为达无为的。很多修养高人，例如鬼谷子、李宗吾之类的，他们修养高

不是因为他们不懂阴谋，而是他们早已看透了阴谋，并不屑于使用，把精力都投

在自身修养上了，而不是算计别人。

当然，阴谋的东西不可以说得太开，太明了，否则，就是把它给说死了。本

书所引用的故事很多都是军事和政治斗争案例，我不想把它扯及人际关系以及

商战上，一是因为聪明的人会知识迁移、举一反三，汲取本书的精华，所以厉

害的人可以把《孙子兵法》用在商战上 ；二是因为阴谋的东西，很多人还没办法

驾驭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大部分还是以用为主，所以我还是希望各位能不外用

尽量不用，不要拿来对付别人 ；可以的话尽量内用，即拿它来提高自己的修养，

以此达到内圣外王之境界。如果你还没有那个必要和悟性，就把本书当做故事

书来读，至少本书内容较为丰富，故事生动、活泼、有趣，可读性较强，是一本

可以让你开阔眼界的史料秘籍！

                                                                                                   余林茂

甲午年·立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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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书名《明谋正养 ：三十六计密解》，其中“明谋正养”一词取自“名门正

娶”。所谓“明谋”者，一是简明扼要，将计谋讲明了；二是把阴谋曝光，置其

于阳光下，显露其原形 ；而“正养”者，则可用权谋光明正大地进行修养也，以

达道德之圣境！此乃本书之现代文版本，凡二十二万余字，乃对三十六计之解

读。全书所采集之史料，凡五百多则，皆乃关于兵法、阴谋及诡计使用之典故，

庶几出于历代之正史、奇书、禁书，然皆有据可考，非小说野史一家之言。

全书共九卷，分为势计上、中、下九，敌计上、中、下十八，利害之计二，

捭阖之计二，万源之计一，杂计四，凡三十六计。本书目录之排序与三十六计之

固序虽有异，不过着眼点不同而已，曾无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之意，幸读者勿深

以为怪！

本书非第教你如何识别、使用计谋、且囊括用计之禁忌及其破解之术。吾

之旨乃使天下无谋，并教读者如何以阴谋达修养之至高境界也，而绝非令诸位

以阴谋诡计损人而利己也。盖权谋者，用于外交、军事抑或商战，为家国谋利，

方显其本色。以之为人处世，亦无可厚非，然但谋一己之私，而弃他人、家国

利益于不顾者，则乃小人大奸也，必无令名抑或不得善终，李林甫、卢杞、秦桧

之徒，皆乃前车之鉴。盖玩弄权术者，乃玩火自焚，将反受其害，其能无慎乎？

唯光明磊落，坦荡于世，不勾心斗角者，方得问心无愧，怡然自得也！

是为序！

                                                                                                   余林茂

甲午年·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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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火打劫第一

1. 为何要趁火打劫→主人忙于救火，无暇顾我

2. 火指什么 ：

 ①天灾

 ②无道

 ③内乱

 ④外患

3. 如何劫 ：

 ①趁危取利

 ②落井下石

 ③明助暗夺

 ④入伙分利

4. 何时不可劫 ：

 ①恩将不可仇报

 ②内有贤臣，外有强援

 ③欲先为不可胜

 ④欲以道义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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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火打劫

原典 ：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

敌方遇到的困难很严重，那么就应该乘机攻击它，以获

得利益，这是强者用来战胜处于危境之敌的策略。

“刚决柔也”，这句话出自《易经·夬卦》。《夬卦》的卦

象是异卦相叠，乾在下，兑在下。乾代表的是天，兑代表的

是湖泽，此卦为洪水涨上天之象。《夬卦》的《彖传》说 ：

“夬，决也。刚决柔也。”决的意思就是冲决。因为《乾卦》

是阳刚之卦，所以刚决柔的意思，就是以阳刚冲决阴柔。因

此本计引用《夬卦》卦象的涵义，就是以“刚”代表自己，以

“柔”代表敌方，根据敌人遇到的危险或困难，顺势而取胜

的意思。

为什么要趁火打劫呢？因为对方的营地着火了，他们必定会手忙脚乱，连

救火都来不及了，哪会注意到有人趁乱打劫，纵然知道了，也会因为顾彼而无

暇理我。

隋朝末期，隋炀帝荒淫无道，弑父淫母，极尽乱伦之勾当 ；又好大喜功，

连年征战，并役人开凿京杭大运河，百姓难忍其暴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

义。当时翟让领导的瓦岗寨义军势力较为强大，他们在汴水跟隋军正面交锋，

夺取了官军的货船。虽说暂时的胜利，让瓦岗寨一时声名远扬，可如果没有长远

的方针、战略指导，也难以形成大气候啊 ! 翟让一直在为此事忧虑，没想到李密

很快就为他解决了困惑，“如今炀帝征讨辽东不利，朝廷又和突厥关系断裂，内

困而外患，此诚起兵争雄之机也。而大帅军多粮少，不利打持久之战，应当趁火

打劫，直取荥阳城，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再慢慢壮大实力，见机行事，趁机席

卷二京。”李密的一番说辞，堪比诸葛亮的隆中对，让翟让茅塞顿开，也为义军的

发展指明了道路。“天下英雄，舍我其谁”，当机会来临时，就要善于把握，见机

行事，当仁不让，以过人的胆识、气魄和谋略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夬

兑上
乾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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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趁火打劫有事半功倍之效，而火只是一种状态，它究竟具体代

表着什么？

第一，天灾。对方天时不利，例如遭遇饥荒、洪旱灾或者地震的袭击，可

能会引发人心不稳、财力交困等隐患，国家陷入混乱局面，全局失去控制，趁

机攻之，胜算必多。

南北朝的时候，东齐后主亲佞远贤，大诛功臣，天下怨声载道，盗贼四起。

周武帝一直对东齐虎视眈眈，想趁机消灭它，只是觉得时机还未成熟。古人云 ：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东齐百姓早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想到还遭遇天灾，

年景相当惨淡。有的地方半年不见一滴雨，闹起蝗灾，赤地千里，粮食颗粒无

收 ；有的地方却是阴雨连月，引发了洪涝灾害，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安

身之地。可以说整个东齐已经被灾难笼罩了，从东到西，由南而北，都可以见到

饿殍遍野，到处沉浸着哭声。可谓是伏弱之状已萌，土崩之势已生。周武帝知道

东齐大势已去，于是率兵一举消灭了对方。中国人一向是信天奉道，所以会把天

灾当成是上天对执政者的警示。因此，天灾频发之年，也是谣言盛行之时，到

处人心惶惶。此时，也是敌对势力蠢蠢欲动之时。想攘外必先安内，只要能稳

定民心，团结一致救灾对外，则民不乱，何惧敌之动？

第二，无道。为政无道，必定朝野皆愤，不得民心，趁机攻之，犹探囊取

物也。

战国的时候，宋康公有一个外号叫“桀宋”，桀是夏朝末代国君，也是暴君

的代言人。康公被诸侯冠此“美称”，看来他的为政之道跟桀也是有得一拼啊！

康公的王位是叛变，驱逐他的兄长所得。自从当上宋君后，他穷兵黩武，淫荡

无度，经常和妇人乱搞，为长夜之欢。看到哪家大臣的妻妾比较有姿色，就强

行占为己有，供自己蹂躏 ；并视臣民性命犹草芥，滥杀无辜，群臣有敢进谏的，

就亲自拈弓搭箭将他射杀。康公的种种作为，可谓是人神共愤。齐湣王知道康公

王位是要做到头了，于是派人出使楚国和魏国，邀请他们共同出兵攻打宋国。结

果，三路盟军气势汹汹，一路势如破竹地攻下宋国，将宋国的地盘给分了。爱民

者，民恒爱之 ；弃民者，民又何必怜之。君不爱民，必有爱民之人替君恤之。如

果敌人无道，我方就可以替天行道，顺天应人，取而代之。

第三，内乱。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内乱，像农民起义或者权臣篡位的，必

定无力于外交。我方就可以浑水摸鱼，取之易如反掌。

战国的时候，燕王没有将王位传给太子，而是让给了宰相子之。子之做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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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燕王后，国内出现大乱。将军市被和太子平密谋夺位，没想到举事不成，市

被竟反过来攻打太子，最终的结局是，太子兵败逃亡他国，而市被为子之所杀。

燕国人对这场时间持续长达数月、死伤几万人的动乱感到相当恐恨。齐宣王听

说燕国出现动乱，自知有机可乘，于是派大将匡章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

攻打燕国，燕国士兵早就对子之恨之入骨，又岂肯为之卖命？不仅不出战，还干

脆将城门打开，放齐军入境，不做任何抵抗。齐军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顺利进

入燕地，将子之抓起来杀了，剁成肉酱，同时也将燕王哙的性命给了结了。内政

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往往会变成严重的外患，其根源就在于内部矛盾的

激烈演化，最终会导致武力冲突，从而造成军疲政乏之局面，给那些早已有所

图谋的外敌以可乘之机。

第四，外患。对方如果遭受强敌凌辱，兵戈不息，长此以往，国力必将劳

困，我趁其衰败之际，攻之，如汤化雪也。

春秋的时候，秦军和楚军在丹阳交战，结果楚军出师不利，被打得大败，

失去对汉中郡的控制权。楚王对这次失败极为不甘，决心跟秦国再干上一番，以

洗雪国耻。于是出动三军再次与秦军一决雌雄，双方在蓝田展开了生死殊搏，

可结局还是秦军略胜一筹，楚军屈居下风。韩、魏两国听说楚军再次落败，就

趁对方军疲士乏之际，联盟偷袭楚国。韩、魏盟军到达邓地后，楚人才发觉，

楚王怎一个震惊了得，简直吓得屁滚尿流，如果后方失守，自己连老家也回不了

了，于是马上割城赔地跟秦军讲和，而后率兵马不停蹄地返回楚国，以做好抵御

对方偷袭的准备。近代，俄国趁着清政府受西方列强蹂躏之际，出兵占据了我

国西北大片疆土。一个国家如果遭受了外敌的凌辱，往往会从此一蹶不振。其

原因并不在于战争的一级破坏，而在于失败的二级影响，因为那些潜在的敌人

会落井下石，就像一头受了伤的雄狮，那些饿狼总会竭尽全力也想扑上去咬一口。

在这样四面受敌，内外夹攻的攻势下，境况犹如雪上加霜，最终只能土崩瓦解。

那敌人的营地既然起火了，我应当怎么打劫呢？我乘人之危，可以说是无

道，也算是盗贼了。然而行军打仗，非合于道方动，只要对我方有利就可以出

击。当然，做偷盗也是要讲究技巧，遵循一定的规律的，否则，只会自投罗网。

第一，趁危取利。敌人处于危难之中，我就趁其劳困而不能自卫之际，出

兵攻打对方，这样定能获得丰厚的利益。

战国的时候，魏将庞涓兵败自杀后，魏国开始走下坡路，国力日渐衰败。秦

相商鞅见有机可乘，向孝公进谏说，可以趁魏国新败之际，诸侯众叛之时，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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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讨伐对方，魏国虚弱必定不能支撑，因此会迁徙，那么秦军就可以占据险要之

地，向东以制约诸侯，成就帝王之霸业。孝公对商鞅的一番说辞很是认同，于

是就任命他为将军，领秦军攻打魏国，刚好跟秦军对阵的魏将是商鞅的好朋友，

商鞅深知兵不厌诈之理，因此使诈欺骗了魏将公子卬，结果将魏军打得大败。

魏国不得已之下，只能把河西之地献给秦国，并把首都迁到大梁，自称为梁国。

当别人陷入困境，力量受到削弱之时，正是我方大展宏图，趁机大捞一把之日。

所谓的“英雄造时势”，就是要抓住机遇，顺天应人，完成新老势力的交替。

第二，落井下石。敌人已落井，可谓是苦不堪言，我再下石，这分明是雪上

加霜，将对方逼入绝境，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春秋的时候，秦穆公派孟明等人带兵偷袭郑国，没想到在路上闻知郑国已

有防备，因此不敢贸然动手，可又不甘心空手而归。当得知滑国没有防备时，于

是趁机攻打滑国，大肆抢掠而归。滑国的财富瞬间被抢劫一空。滑君也逃亡到

霍国。等秦军撤退后，滑国几乎变成一座废墟，残败不堪。滑君根本无法兴复

自己的国家，就在这国破家亡的悲境中，与滑国相邻近的卫国却趁机出兵围攻滑

国，一举得胜，吞并了滑国的地盘，滑国的名字从此消失在地图上，沦为卫国一

块属地。这个世界从来就是弱肉强食，强者不会因为你是弱者而怜悯你，让自己

受饿。只要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就逃不了被吃的宿命。想改变自己任人宰割的

命运，就只有适应竞争生存的法则，努力让自己变为强者。

第三，明助暗夺。对方的营地起火了，我表面上是去帮助对方灭火，助其一

臂之力，实际上是趁乱取利，暗中劫夺对方的财富。

春秋的时候，陈国的公子招和公子过拥兵谋反，想夺取王位，陈哀公看到

儿子们竟干起此等大逆不道之事，自觉愧对列祖列宗，竟气愤到自缢身亡。由于

陈国无君，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世子也逃亡到国外，只能暂立公子留为国君。后来

世子被反对派杀死了，公子留势单力薄，只好向楚国求助，请求楚灵王发兵攻

打陈国。灵王接到这样的喜讯，自觉苍天待己不薄，居然掉馅饼给自己。可他还

是强忍心中的喜悦，装作很同情世子留的样子，答应了对方的请求。结果，陈

国确实是给楚国消灭了，可公子留等人也被杀死了，陈国的宗庙被楚人毁掉了，

并沦为楚国的一个县。这个社会，不是所有人都会真心帮助你，有多少人是扛着

道德的大旗干尽丧尽天良之事。所以，当自己陷入困境时，不是所有人的援助都

可以接受的。如果因为感激而失去警惕性，无异于开门揖盗、引狼入室，让自己

蒙受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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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入伙分利。敌人的营地起火，我不仅不趁机打劫它，反而援之以手，

助其灭火，等事情成功之后，对方必定会感激我，对我论功行赏。

西晋的时候，西秦军进攻洛阳，河南太守恭靖因城固守，可双方力量悬殊，

坚守也撑不了多久。雍州刺史杨佺期想发兵相救，可自己势单力薄，去了也不过

是杯水车薪，因此只好派人向魏国求救，魏王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先派张洛

去打探，摸清战况。佺期对张洛说 ：“雍州兵寡粮少，洛阳的安危全系于魏国身

上。如果贵军能保全洛阳，我方将有厚报 ；如果洛阳失守了，与其让羌人得到

它，不如让它落入魏国之手。”张洛觉得对方很有诚意，因此回去之后就说服魏

王发兵援救洛阳，并一举击退了秦军，保全了洛阳。当然，魏国得到对方的报

酬也是大大的，绝对划算。打劫的方式有很多，不是都要明目张胆地去抢，有

时候换个花样，变相捞一下，往往要比你强取豪夺的效益来得高一些，这就叫各

有所需、各得其所。

当然，行军打仗，也不是见到所有的起火了都可以打劫。所谓水火无情，火

本身就是危险之物，若有不慎，很可能就会引火烧身，损兵折将，反受其害，连

自己的家当都给烧光了。

第一，恩将不可仇报。所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别人有恩于我，

我又岂能趁其危难之际，不思报答，反而算计对方，干此禽兽不如、人神共愤的

昧心事呢？

春秋的时候，晋惠公为政无德，把国内搞得一片乌烟瘴气。没想到“屋漏偏

逢连夜雨”，晋国年景不好，居然还遇上旱灾，闹起饥荒。晋国仓廪空虚，无力

救济百姓，只好向秦国求救，秦穆公爽快地将米借给了对方。第二年，秦国也闹

起了饥荒，而晋国的粮食却大丰收。秦国迫不得已，就向晋国借米，晋惠公接

到秦国的求救，不仅不帮助，反而觉得这是个扳倒秦国的好机会，因此发兵攻

打秦国，想趁机捞一把。秦穆公没想到晋惠公是如此狼心狗肺之人，于是率军

抵抗，幸运的是，晋国的百姓没有忘记秦国的大恩大德，大部分站在秦国这边，

惠公失去民心，结果三次交战都被打败了，并成为秦军的俘虏。“羊跪乳，鸦反

哺”，动物尚且有感恩之心，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又岂能猪狗不如，一切唯

利是图，连基本的感恩回报之情都没有呢？

第二，内有贤臣，外有强援。敌人的营地虽然着火了，可内有智者坐镇，外

有强邻为应，火势必将很快被扑灭，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引火烧身。

春秋的时候，齐孝公想重振霸业，听说鲁国闹饥荒，就蠢蠢欲动，想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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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对方，因此先派高虎先去打探一下虚实，摸清对方的底子。因为鲁国的关系

网不错，后台也很硬，孝公担心对付不了对方。高虎奉孝公之命抵达鲁国后，本

来趾高气扬，气势咄咄逼人，没想到遇到了俊才柳下惠，那小子曾经坐怀不乱，

德才兼备，能言善辩，将高虎驳得理屈辞穷。高虎羞愧万分地溜回齐国，劝孝公

不可出击。没想到鲁国不解气，认为齐国太过嚣张和小看自己了，于是派人向楚

国借兵，楚国看到鲁国受欺受，就出兵攻打齐国，攻下了齐国阳谷的地盘，齐

国实在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吃不到狐狸肉反惹得一身骚。“打狗也要看主人”，

有时候对方确实无足轻重，可对方的后台老大我们却实在惹不起。四大名著归

根到底也是在比后台关系。《西游记》里是老子天上有人，《水浒传》里是老子

江湖上有人，《红楼梦》里是老子朝廷里有人，《三国演义》里是老子有的是人。所

以下手之前要三思，所谓的“知彼”，不仅要了解对方，还要摸清对方的关系网。

第三，欲先为不可胜。乘人之危，不如自力更生。打劫成功了，不能一劳永

逸 ；失败了，却有可能一蹶不振。因此不如让民休养生息，养精蓄锐。巩固自家

后院，不让敌人有可乘之机。

东汉初期，匈奴内部遭遇灾荒，瘟疫疾播，各部相互混战，实力大为削弱。

汉臣都很高兴，以为匈奴的末日到了，纷纷劝光武帝趁机攻打匈奴，不给匈奴喘

息的机会。光武帝却不以为然，认为东汉刚建立，国力还很虚弱，民众亦不富

强，攻打匈奴的时机还未成熟，因此拒绝了群臣的建议，与民休养生息，以恢

复元气。结果，国力日益强盛，百姓安居乐业。匈奴闻知后，自知难以和汉朝抗

衡，很是害怕，因此就派使者向汉朝示好，双方互赠礼物，握手言和。所谓“祸

起萧墙”，矛盾往往来自内部，有时候，与其苦苦暗算别人，倒不如留点时间来

巩固完善自己，提升自身的实力，不让敌人有可乘之机，而后凭借自身的威力，

威慑敌人，让敌人俯首称臣，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第四，欲以道义服天下。以武胜人，难以长久。唯有以道义服人，争取民

心，让对方心悦诚服，方能成就王者万世之霸业。

唐朝初期，突厥颉利日益衰落，国人离散。刚好又遇上雪灾，冻死了很多

羊马，百姓也有很多受冻而死的。群臣大多劝唐太宗趁机攻打突厥，太宗义正

词严地说 ：“刚刚和人家盟约而背弃对方，此乃不信 ；乘人之危，此乃不仁 ；纵

然获胜了，亦乃不武。即使对方的部落都反叛了，六畜都死光了，我也始终不主

动出击，一定要等到对方有过错，然后才会兵戎相见。”众臣对太宗的胸襟与气

度大为折服。初唐时，贞观能采取开明政策，对各少数民族的同胞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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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以道义，因此各国都向唐朝纳贡称臣，将唐朝的皇帝称为“天可汗”。中国人

民向来爱好和平，喜欢以道义服人，故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因此即使有时被

狗咬了，也能以德报怨，以人性的方式对待对方，而不会像疯狗一样反咬对方一

口。我们坚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主张构建和谐世界，决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

大侠点评 ：趁火打劫，是乘势之计。如果火势不够大，时机还不成熟，不

适合打劫，我方就应当隔岸观火，静观其变，待机而动 ；如果火势够猛烈，敌

人损失惨重，元气大伤，那就随机应变，顺势而动，不可错失机遇。所谓“敌之

害，吾之利也”。顺时应势者，就像水离开高处流向低处一样，是顺从了天地宇

宙之法则，并没有违背用兵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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