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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他是两千多年前华夏文明的捍卫者，是中华大一统思想的先声，其次，他是中国古代成就卓著
的改革家之一，被梁启超誉为“中国之最大政治家”。
再次，他是法家思想的先驱，开创了我国古代以法治国的传统。
作为春秋政坛上的领军人物，管仲富国强兵的经世思想对后人影响深远。
据《国语·晋语》，嫁给晋公子重耳的齐姜氏，在管仲去世若干年后依然娴熟地背诵着管仲“纲纪齐
国”的治国言论。
到了战国末期，承载着管仲思想的《管子》篇章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了。

始自战国末约1400余年的《管子》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曰两汉的勃兴，二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
展与沉寂，三曰唐代的再兴，四曰宋代的繁荣。
这四个阶段构成了《管子》研究虽有波折但整体上升的历史轨迹。
耿振东的这本《&lt;管子&gt;研究史(战国至宋代)》即对宋以前的《管子》研究作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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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管子》论说文论证技巧 1.托古援经——权威论证 权威，指为人信服的、具有示范
作用的措施、言论或古书。
《管子》中的权威论证分为托古论证和援经论证两类。
 《管子》中的托古论证与其他子书的以事说理不同。
《管子》所托之古事基本没有故事情节，这与《庄子》、《孟子》、《韩非子》用来说理的具有情节
性的故事形成鲜明对比。
托古论证在战国很有市场。
罗根泽曾说：“返古思想为人类通性之一，中国人尤甚。
况当战国乱离之时，颠沛失所，更易引起慕古返古之思，故各家著书立说，每每托古。
即彰彰较著者言之：‘儒墨两家，俱祖尧舜，道家为黄帝之说，许行托神农之言。
”’①因此，假古人之言、托古人之事，以坚人之信、益己之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论证方式。
 托古论证在《管子》中有三种表现形式。
有时，它以特称帝王的形式托古立言。
这些帝王往往上溯到汤、禹、舜、尧以至黄帝、燧人、伏羲。
用特称帝王作论据，作者似嫌不足，于是又采用了“七十九代之君”、“封禅之王，七十二家”、“
五帝三王”的群称帝王的形式，力求加强涵盖广度、造成气势，增加论证的力量。
当然，《管子》中也有以全称式“先王”为名说明事理的。
形式多样，不一而足。
 在古代，书籍是一种权威的象征。
“古者政教不分，书在官府，欲得诵习，颇非易易。
”②作者著述论说，征引古书以加强自己的论辩力量势在必然。
《管子》征引古书共有七处，分别出现于《法禁》、《法法》、《兵法》、《任法》、《七臣七主》
。
如《法禁》篇：“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
《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
武王有臣三干而一心。
’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
安也。
”这里引《泰誓》论证人“和同以听令”、用法律同人心的重要性。
古书的引用，加强了论说的力度。
 2.推前衍后——因果论证 在《管子》中，有一种类似修辞顶真的语言形式，不过，它的存在并非为了
取得修辞效果，而是旨在说理。
笔者称之为因果论证。
 因果论证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前溯式和后衍式。
前溯式是对要达到某一目的应如何去做或对已形成的某一现象原因的分析，强调重点在前因。
后衍式是对某一现象或某一做法的发展趋势的推测，强调重点在后果。
如：“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
”（《权修》）这是前溯式因果论证。
“农事胜则人粟多，人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
而民不恶也。
”（《治国》）这是后衍式因果论证。
有时，前溯式和后衍式联合交错使用，形成了单线、复线、多线等多种形式。
 由于揭示了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采用这种论说方式线索非常清晰。
又由于前溯式、后衍式各有表达的重点，在较短时间、较小篇幅内能将复杂的问题加以简化。
它不仅洞察了潜在的原因，还预测了事物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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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论说在《管子》中被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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