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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也许，真的像有人所说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谋略型的文化。
但是，当下谋略类书籍的流行，却似乎与所谓的“谋略型中国文化”并无太大的关系，起码没有本质
的联系。
因为文化的深处未必是谋略，而“谋略”的深处一定是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儒、道、兵、法、墨、纵横、阴阳等许多学派。
这些主要的学派不仅都非常关心政治，还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治人”;而治人就必须讲究方法，讲究
方法就是智谋，就是谋略，就是权术。
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智谋被提升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性的规范和原则，各种学派和文化都
在智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纳入了谋略的范畴，成为智谋的不同组成部分。
这样以来，中国的智谋型文化就形成了。
 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虽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
家。
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
核，也就把握住了中国的谋略和智慧。
 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
它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直接以智慧迫使对方服从
；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为王道理想献身。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
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
其实，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
了人性、人道的范畴。
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法家的智慧很特殊。
法家之法作为君主统治天下的手段，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础上的。
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
“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
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
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呢？
这就需要“术”。
“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
中国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
“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则是权术阴谋。
这些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
 道家的智慧是极为聪明的。
黄老的有关著作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鄙夷和不屑。
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道的支配。
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永远不可改变和亵渎的；世间的人是有限的，对于道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
应。
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
黄老哲学认为，那就是要顺应自然，要无为，然后才能无不为。
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圣人没有自己的主张，万物的自然运行就是圣人的主
张。
人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顺应自然，在现实中就容易招致祸害。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总是相互融合，甚至进而吸收其他
学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相互消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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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谋型文化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特征
。
当然，这里不仅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人的学问往往被理解成谋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很
有代表性的话。
有许多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上，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内耗。
遗憾的是，谋划和算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用，而且早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为人们
所称许的处世态度。
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人生的“道”，已成为中国人难以改变的文化精神。
一般所说的中国人善于“窝里斗”，就由此而来。
 然而，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也就是说，术只是道的表现形式，道则是术的根本，是术的决
定因素。
只要掌握了道，术就会无师自通，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阳谋”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是智慧谋略。
如果颠倒了这一关系，那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中国的智慧。
 所以鲁迅先生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成大事者，古今未有。
 因为，权谋决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
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
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冷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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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厄鉴》是一部十分罕见的著作，它不仅立足于“解厄”，更关注致厄的根源。
晏殊的官位和才华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几近他所处时代的顶峰。
他人仕之后，一路升迁，最后位极人臣，官拜宰相。
晏殊仕途如此之顺并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并不是缘于上天护佑，而是他深通解厄脱困之道的缘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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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北宋) 晏殊 译者:马树全晏殊，字同叔，北宋著名的“太平宰相”，十四岁即因才华洋溢而获赐
同进士出身。
在朝为官五十多年。
这部《解厄鉴》虽没有其诗词之华美，却句句真言，句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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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藏锋卷　第一　·不以困为困，不以厄为厄，方不为厄所困。
　·善隐藏锋芒者，趋利避害，解厄脱困。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虎行似病，鹰立似睡，乃处世至境。
　·志向远大的人，谦逊是常态。
　·人可无名，不可无仁无德。
    　·放弃比索取更需智慧。
    　·内敛藏锋者，永处于上风。
隐智卷　第二　·智谋可以消减困厄，却不能根除困厄。
　·上智不为人知，方可出奇制胜。
　·自私者常处困厄之境。
　·实在的好处是对一个人价值的肯定。
　·不洞察世情与人情，势必阻碍丛生，困厄不断。
　·祸患不因无智而生，常常因智而起。
戒欲卷　第三　·贪欲之根，祸患之源。
    　·君子能审时度势，不让欲望左右，所以能够消灾解厄。
　·不遵从自然法则，任私欲膨胀，毁灭便不远了。
　·智者从不小看一念：一念之失，生死之别。
　·贪欲无穷的特性，使困厄永伴。
　·冲动是失败的人共同拥有的一种特质。
　·对待欲望的不同，使君子坦荡，小人戚戚。
省身卷　第四　·有自知之明者，常处困厄之外。
　·学会取舍，是解厄之学。
　·人之差距可以通过省身来弥补。
　·律己严，待人宽，乃避祸的处世之道。
　·慎重行事，遵循正道，可以长久。
　·省身可使弱者变强。
求实卷　第五慎言卷　第六节情卷　第七向善卷　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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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藏锋卷第一·不以困为困，不以厄为厄，方不为厄所困。
原文厄者。
人之本也。
译文困厄。
是人生固有的现象。
轻评月有圆缺，人有顺逆，这是自然和人生的常态。
困厄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不可逃避的，是必须要面对的。
对人生有着本质认识的人，并不怨怪困厄，而是总能宠辱不惊，乐观向上。
事实上，要战胜困厄，首先要做到的便是认识厄，只有不以困为困、不以厄为厄的人，才能始终保持
平和的心态，走出困厄的深谷。
[事典]不避苦难的王尊西汉时，涿郡高阳人王尊从小就失去父母，跟着叔父生活。
王尊历尽艰辛，年纪稍长便在草泽中牧羊。
一次，他暗自哭泣，他的叔父发现之后。
痛声对他说：“你是不幸的，可要活下去，就必须学会坚强啊!我们是穷苦人家，如果你再自暴自弃，
就更无出头之日了。
”叔父耐心地开导教育他，王尊渐渐有了笑容。
他从此暗自用心学习，后来竟学会了诗书，有了不少的学问。
王尊13岁的时候，凭借其才学做了家乡管理监狱的小吏。
当地人引为奇事，有人便问王尊道：“你自幼不幸。
天天牧羊，你的学识难道是天生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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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先驾驭情感，再驾驭人生。
妙啊，解厄鉴！
　　——人民网网友一字可以致命，一字可以保身，世事险峻，确实须睁大双眼。
　　——新浪网友在生活闲适的时候读这样的文字，也算得上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网易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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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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