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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体现齐文化变革、开放、务实、包容的主

旨，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姜太公的

生平、思想、著作及其影响。 一

二、本志共设家世与生平、六韬及其他著作、思想、研究与影响、

遗存遗迹与纪念物等5篇，并附以与姜太公有关的图片42幅和志

略、传说、碑记、史话等文章典籍30多篇。

三、鉴于姜太公去今久远，可信的史料较少，因此本志大量引用

了历史要籍中相关的权威性记述及近现代有关姜太公的有影响、有，．

卓见的研究论著。本志所引资料大都已注明出处，对不同的学术观

点也一并收入，力求诸说并陈，以广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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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一·／

概 述

姜太公是炎帝神农氏苗裔，尧舜之世四岳伯夷的宗胄。伯夷为尧“典三

礼”“立五刑”，又佐禹治水有大功，因而得受封于吕，继炎帝之业。以部族为

姓，以祖封为氏，故太公姜姓吕氏，名尚，史称姜太公、姜子牙，或称吕望、吕

牙等。世居东海之上。他约生于殷王武乙至文丁临朝时期，卒于周康王六

年。史家称之为周朝开国圣臣和齐国开国圣君。

古时东海泛指今山东江苏毗邻的沿海之地，秦汉时先后为琅邪郡和东

海郡，即今山东日照、莒县一带近海处。东海各地原是东夷故地，是“羲炎文

化”的主要发祥地。“下论孔墨，上述羲炎”，姜太公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

之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史籍称他为“东夷之士”或“东海上人”，意即生长

于东夷的秀士和世居于东海之滨的高人。

夏商之世，申、吕衰微。姜尚生值殷末，家世早已败落。他虽有匡世济

时的志愿，但纣王无道，贤愚颠倒，终是进身用世无地而穷困大半生。直到

年过七十，方遇周文王访聘为师。文王去世，其子武王继位，尊姜尚为师尚

父，师修文王的绪业，太公始得建立其“广利天下”的功业。

孔子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为的是“兼利天下”而非“独善

其身”；史家称吕望“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

即德、法、术“三材兼有”。姜尚“兼利天下”和“三材兼有”的体现有二：一是

灭商兴周，二是安齐兴齐。继伊尹辅助商汤灭夏兴商之后，姜尚先佐文王修

德倾商，再佐武王伐罪灭商，最后完成了三代史上“应天顺人”的“汤武革

命”，成为除暴安良、吊民伐罪的又一位谋主和功臣，所以典籍每以“伊、吕”

并称。周武王以开国首功封太公于齐。太公以其圣明建立立国之本，以尊

亿



2 概述

贤尚功而求富民强国之效，由此树起泱泱大国之风。从兴周到兴齐，姜尚先

后为自己写下了“佐天子为圣臣”、治邦国为“圣君”的历史。

姜尚用以兴周兴齐的是他的“修道术”和“开塞之术”。“人功和天地参

合，助成天地所生，才有道术可言”。“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谓政

之大端矣”。所以，“修道术”是姜尚实行“人本政治”、推行天下为公的思想

基础；“开塞之术”是姜尚实行变常通穷，实行尊贤富民，贯彻“不法古，不修

今，与时变，与俗化”的理论基础。

“助成天地所生”就是要以爱人利物为本。姜尚强调天下是天下人的天

下，而不是一人的天下。因此，他一方面行仁政，施德治，制礼立法必因俗顺

民；一方面“尊贤智，赏有功”，调动天下人的智力以治理天下。以此树立起

古代政治家独有的形象。

仁政之本在于富民，“不富无以为仁”，富民是强国的基础。因此姜尚在

强调国君必须同天下人共享天下之利而不得独擅其利的同时，更强调国君

必须善于为民广开生财致富之道。姜尚初为周设立了“九府圜法”，统一和

促进了金钱、布帛等的流通与交换，肇始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有机结

合，首次建立了财货管理体制，初开开源节流之道，充实了周国国力。及其

封齐建国，更因地制宜，调动与发挥当地人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通商工

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使齐“冠带衣履天下”；实行“本末”并重，促进货利往

来而使齐国“富强至于威、宣”，以此树立起富民强国的典范。

爱人之要在于安人。止暴禁非，吊民伐罪，“兴甲兵以讨不义”，都是安

人者所必务。姜尚运筹的牧野之战被视作三代战争史上重要的战例，正在

于它的以战止战、以杀止杀、“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正义性。“得道多助，失道

寡助”，因此牧野之战终于成为中国古代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最早战例”。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作为黄帝、汤、武兴盛之道，唯姜尚初能发扬光大，并

使之“切近世，极人变”。由此可知行德行仁是姜尚战胜攻克之本，而正奇巧

用则是他为达“以义正之”目的的权变。

姜尚“大兵发而万物皆服”的武功是以“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善发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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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皆利”的文德为前提的。即在树立仁德政治、招揽民众归心的原则下，姜

尚兼用文伐、武伐、正奇制胜的战略战术。文伐是政治先于军事的战略，用

奇是“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战术。姜尚用他这样的战略战术佐文王、武王

倾商灭商所形成的“兵权与奇计”，便为其“后世之言兵者”宗奉为“本谋”，他

也因此而被尊奉为兵主或武祖，树立起中国古代第一位军事家的高大形象。

姜尚将其先祖伯夷的制礼立法充实升华为德威兼用、先礼后刑的治国

之道。他一方面强调要“为国以礼”：治国以仁德义道四者具备，是“为国以

礼”；有德有才者进而任之，无德无才者退而黜之，是“为国以礼”；“明长幼，

别贵贱”也是“为国以礼”。另一方面又强调置法出令，强调法令必行。他以

“杀贵大，赏贵小”立信；以“刑上极，赏下通”树威；以宽严相济之道佐文、武

行“一张一弛”之治，这成为他兴周兴齐的政治保证，并由此树立了礼法兼用

的“政之大经”。

坎坷穷困的遭遇，造就了姜尚韬光养晦、勤身苦志的性格；怀才不遇的

经历，又养成了他穷理致知、动心忍性的品节；先祖功业和传统文化，则陶铸

了他足智多谋、文武兼备的个人素质。而多年的穷困不遇，又坚定了他兼济

天下的意志；长期的勤身苦志，更增益了他兼济天下的能力。姜尚以“先疏

后亲”尊贤，以尊贤尚功强国；以变常通穷发展，以本末并重富民。他仁德先

行，法术辅成，所以称他“独擅谋略”则差之公允；他用德求昌，用兵求强，所

以称他“专善阴权”则失于片面。

姜尚因其文德武功备受历代尊崇，经史典籍称之为圣臣圣君，诸子百家

尊之为“百家宗师”，并受到历代王朝的追封和加谥。其文德武功为周史官

镂于金版，传于世，《庄子》所称《金版六驶》应即其书。后经管仲、王子成父、

田穰苴及孙武等齐人的继承发展，太公之业更得发扬光大，齐国得长盛不衰

800年。张良受太公法于黄石公而为王者师。桑弘羊等法太公术而有汉武

盛世。房玄龄、李靖等师承太公法以佐唐太宗，而有贞观之治。总之，中国

的兵家莫盛于齐国，齐国的兵家莫不归宗于太公。因此，太公或者被尊为大

智大勇、独来独往的救世主，或者被尊为聪明正直、除暴安良的圣君。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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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王朝的褒封加谥，还是古今民众的顶礼膜拜，无非都是太公“兼利天下”

的效应使然。但是，姜太公毕竟是人不是神。有必要恢复他本来的历史面

目，使其“兼利天下”的思想和富民强国的事功再现于当代，传于后世。



家世与生平

《易·系辞传》：神农氏继包牺(伏羲)氏之后而兴起，初以农业和商业贸易教

天下。黄帝、尧、舜氏继神农之后相继兴起，仍以羲、炎之道化民使宜，教以“穷

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华民族赖此道不断发展壮大、繁荣昌盛起来。所以炎

帝、黄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共祖，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也本于此。

炎帝神农氏姜姓，“当是所谓东夷者也”；黄帝轩辕氏姬姓，“当是所谓华夏

者也”o由此可知，姜姓氏族是炎帝之后，固为东夷的土著民族。姜尚姜姓，是

炎帝后裔，东夷土著。炎帝之后，先后兴起的共工、蚩尤、伯夷和逄伯陵等东夷

姜姓氏族的著名首领，都是姜尚的先祖。共工任智刑霸诸侯，蚩尤以武力威天

下，伯夷典三礼而立五刑，都成为姜尚必然传承的先德旧业。东夷主要指齐地。

伏羲始画八卦，故“阴阳的信仰起于齐民族，⋯⋯(阴阳学)是齐学的正统”；“黄

老之学起于齐”，所谓因“四时之大顺”和“治各有宜”①等政教思想早已萌生于

东夷齐地，也是姜尚必然受熏陶、就教化的文化传统。

唐、虞时期，伯夷为四岳而封国于吕，姜姓族人微而复振。姜姓有邰氏女姜

螈生后稷，为周人的始祖，是弘扬神农氏“耕农”之业的第一人，尧举以为“农

①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齐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