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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衣恩普先生不断有新的著作问世，继诗词选《雪韵》、《心底孤烟》先后出版后，又有散文选《
生命因你而延续》和经济论文集《轻重揆度》相继摆上书架。
匆匆读过，深为他文字中饱含的人文主义精神与议论中纵横捭阖的引证所吸引。
几天前，恩普先生又拿出来力作《走近管子》书稿，不待阅读，已为他学术领域涉猎之广、用力之勤
、著书之快而称奇了。
恩普先生长期担任省政府要职，工作繁要程度毋庸赘述，然而他在国内《管子》研究方兴未艾之际，
却已完成了如此系统的研究，成果颇丰，在全国较少，在我省也可谓独步。
望着那厚厚一叠书稿，想着他不得不压缩休息时间在学术研究中痛并快乐的情怀，就不禁为之动容，
心里一阵阵发热。
　　《管子》研究是一个很艰难的课题。
不仅因为它上承夏、商、周思想文化，下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内容上丛集诸说，涉及百家，
包罗宏富，还因为它的思想搭建起儒道分化的桥梁，是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孔子和老子的思想的一把钥
匙，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在道家、儒家、法家、兵家思想中看到《管子》的道德伦理思想、法治思想
和军事思想的基因。
《周易》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思想是人文的精华，思想的流动与
传承，不断凝聚成文化，不仅融入到社会的深层结构，而且融入人类生活的精神深处。
　　恩普先生显然是循着思想——文化的路径来探究《管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的。
先秦思想文化的形成是漫长而纷纭的，清晰而完整地描述《管子》对儒学、道学等思想的影响是相当
困难的。
由于资料的匮乏，也由于《管子》“简篇错乱，文字夺误”，“号称难读（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
）”，《管子》只留下了苍茫而模糊的背影。
恩普先生却知难而上，力图在管子人本思想的现代视觉、管子改革的理论和历史意义、管子哲学思想
探析、管子法制理念及时代价值、管子道德论指要、管子政治论概说、管子军事思想及实践、管子经
济思想揆度、管子与孔子等思想的现代考察中完成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前的思想勾勒和描述。
虽然这样的描述仍然是粗线条的，但是在许多问题上有了突破，对《管子》思想的研究有借鉴和启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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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进管子（衣恩普文集）》不过多地在《管子》每篇的年代作者真伪的考证上和三千多年前佶
屈聱牙的释义上盘结，而是将其视做历史的客观存在，视做几代人的思想集成。
以《管子》“化人易代，创制天下”为思想核心，提纲挈领，对《管子》分门别类，说其要点，论其
宏旨，谈古证今。
其论文风格，似讲义，如纲要，简繁随心，不拘一格。
尤其针对今人读史之艰难，把一部晦涩难懂的古籍摘编成语录，更利于人们接近《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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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衣恩普，1950年底出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现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黑龙江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多年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学习、研究、写作，曾出版诗词选《雪韵》、《心底孤烟》，散文选
《生命因你而延续》，经济论文选《轻重揆度》。
《走近管子》是其倾心研究《管子》的一部历史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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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郑国是后起的诸侯国。
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姬友于郑，是为郑国开国之君，谥为郑桓公。
郑武公继位后，迁都新郑。
周幽王被翟人所杀，郑武公让出一块领土，与秦、齐、卫等一起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
开始郑武公与后来的郑庄公先后在平王朝中任卿士，权倾朝野。
陈、宋、鲁、齐等诸侯都唯郑武公马首是瞻，俨然小霸。
周平王为削弱郑国势力，曾想分权于其他诸侯，郑庄公当面质问，周平王吓得大气不敢出，最后被迫
周郑交质，各自把儿子交给对方做人质。
周平王死的那年，丧事还未结束，郑庄公就率军去抢夺周地的小麦。
周桓王十三年秋，周桓王率领诸侯伐郑，郑庄公反击，箭射周王肩膀，周军大败。
到齐桓公时，郑的势利虽有所减弱，但仍成为齐国称霸诸侯的障碍，因此齐国要想称霸诸侯，必须先
降伏郑国。
　　齐桓公七年秋，齐桓公会同宋、卫之师，以郑国违背鄄之盟为借口，讨伐郑国。
郑国不服而双方开战。
战之正酣，郑军背后杀声大起，原来是楚国从郑国背后袭来，致使腹背受敌，郑国大败。
但齐国却觉得突然，因事先并未联合楚国共同伐郑，不知楚国是何来头。
派使问之，楚国借口郑厉公复位时告知太晚，说是对楚国的无礼，所以乘郑国全力对付齐桓公所帅联
军之机，从郑国背后袭击，一直打到郑国的别都栎地。
但当时楚国还不很强大，故未敢与齐桓公争锋，撤兵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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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近管子（衣恩普文集3）（春秋篇）》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
民也，期于利民而止。
故其位齐也，不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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