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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对人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她就像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无论你怎样躲避她，她都会钻进你的心灵，“侵蚀”你的肉体，在
你的记忆里留下痕迹。
对于个人来说，历史研究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她可以丰富头脑，开拓视野，增加智能，净化灵魂。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则可以培养人们的爱国心，增强自豪感和凝聚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
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更是如此。
知道过去曾经有过而现在没有的东西，看到有多少来源于过去的东西仍然存在，原有这些都是高级文
化的开端与条件。
对于一个希望把现实与历史相结合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民族来说，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生活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比小说更精彩。
”确实如此，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条历史的长河中，蕴含着无数文明智慧的浪花，一幕幕
王朝帝国的兴衰成败，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重大事件隐含的曲折内幕，伟大创新背后的艰辛
努力，无不折射出做人与做事的道理，“读史使人明智”，史书在为我们讲述人类昨天的同时，也在
告诉我们如何去解读今天周围的一切。
　　《史记》的诞生，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部史家巨著记载了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初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开创了本纪、世家、列传、书
、表等独特体例。
它的光辉，亘古至今，影响极其深远，是中华古代文化的一座仰之弥高的巨峰。
　　世事沧桑，风云变幻，上万年累积下来的做事之道经过时间的洗涤却历久弥新，依然适用于这个
波谲云诡的时代。
历史的智慧，是无数先贤圣哲们将前人所付出的血与火的代价总结而得出的宝贵经验，这笔巨大的精
神财富，不只成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培养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和共同的民族心
理；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不只留给了我们阅读的材料，更多的是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学会立世之道
。
　　风雨苍苍，王朝更易，或忠或烈，青史无亏。
不识乡土先贤，岂知爱国之道？
在寒雨敲窗的长夜，在柔和温馨的灯下，透过一缕轻舞的茶香，古往今来洞悉于胸。
你将不惑不惧，更加有力⋯⋯　　人间无必胜之途，丹青有可索之骥。
与整个社会的一切事物相较，世上最无情的莫过于历史，那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人，不管今人如何费
尽心思为他们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一切的人为涂抹和粉饰终究要被历史的长河淘汰。
同样，与一切事物相较，世上最有情的也莫过于历史，那些真正能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的人，不管死
去多久终究会青史留名。
　　文字可以让历史真正的“活”起来。
如果没有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刘邦、项羽⋯⋯可能就无法“活”到今天。
手握立世之方才是成功的保证。
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在事业的各个环节，掌握一定的技巧，方能在世上永立不败之地。
如：与人为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谦虛谨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等，都是立世的秘诀和方法
。
只有真正掌握了这些方法，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从容应对，游刃有余。
　　《史记》堪称一个丰富的案例库，其中既有成事的经验，也有败事的教训。
为此我们特着手《圣贤先哲的立世之道》一书，以《史记》中圣贤先哲们的故事为底料，吸纳睿智精
华成一家之言，集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于一体，正确制定长远规划。
让我们一起走近先贤圣哲，走进历史，去洞悉那诱人的立世奥妙。
正如有句话所说“了解历史，解读先贤的胜败经验；掌握现状，准确地自我定位、决策；让我们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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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地去拥抱那魂牵梦萦的青山碧水，去叩访中华民族的先贤圣哲们，去领略古老厚重的历史文化，
去感悟立世的哲理妙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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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圣贤先哲的立世之道》主要内容是《史记》堪称一个丰富的案例库，其中既有成事的经验，也
有败事的教训。
《圣贤先哲的立世之道》一书，以《史记》中圣贤先哲们的故事为底料，吸纳睿智精华成一家之言，
集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于一体，正确制定长远规划。
让我们一起走近先贤圣哲，走进历史，去洞悉那诱人的立世奥妙。
正如有句话所说“了解历史，解读先贤的胜败经验；掌握现状，准确地自我定位、决策；让我们满腔
热情地去拥抱那魂牵梦萦的青山碧水，去叩访中华民族的先贤圣哲们，去领略古老厚重的历史文化，
去感悟立世的哲理妙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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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闻名于世的孙武第二章 古帝王安邦治国之道1.以仁厚揽人心的商汤2.卧薪尝胆的勾践3.具有过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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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善战的霍去病10.勇武敢为的赵武灵王11.忠君儒雅的蒙恬第四章 贤相运筹帷幄之基1.圣人宰相伊尹2.
利国利民的孙叔敖3.雄辩四方的晏婴4.精于变革的商鞅5.一舌敌六国的张仪6.勇敢机智的蔺相如7.精于
谋略的范雎8.善谋主动的吕不韦9.学识、胆识兼具的李斯10.奇谋善变的陈平第五章 贤哲震烁古今之
睿1.以养士著称的战国四公子2.辞赋名家司马相如3.传统医学鼻祖扁鹊4.木工建筑祖师鲁班5.丝绸之路
使者张骞6.“卓尔不群”的伯夷、叔齐7.名播天壤间之相百里奚8.名垂后世的刺客荆轲9.世界四大文化
名人之一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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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想理解孟子仁政思想的含义，首先应廓清在《孟子》一书中仁的含义。
《孟子》一书总共不过35000字，但一个仁字就出现了150次，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对仁的重视程度。
单独对仁的论述如下：“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在此，仁与人互为表里，合而言之即为“道”；人是道的主体和归宿，因此办一切事情都应以“人
”为根本出发点，这才是真正的仁。
同时这也是孟子思想的灵魂所在。
在仁的重要性上，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也就是说，仁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所在，将“仁”丢掉，人将会无所适从。
　　在《孟子》中，一共有五处将仁和政联系在一起。
第一处是“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孟子？
公孙丑下》）。
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并且运用大量历史事例向人们阐述这是关乎得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在这里，孟子赋予定经界两层含义：一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二是分田制禄的充分条件。
在孟子的时代，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出现，土地兼并也开始出现，井田制自然将被淘汰。
而孟子把三代作为理想盛世，把文王作为圣人，因而对井田制寄予厚望。
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叵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
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轻易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
孟子认为，百姓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后，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
，这就可以形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从而使国家得以长足发展。
　　第二处是在孟子教梁惠王如何“王”的时候提出的：“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故曰：‘仁者无敌’。
”（《梁惠王上》）孟子在此具体提出了包括司法、税收、农业、伦理等仁政内容。
　　在司法方面，孟子针对当时刑罚严苛的局面，提出“省刑罚”的主张。
刑罚是规范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省刑罚”会不会出现社会混乱呢？
按照孟子的规划，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
因为孟子十分重视教育教化的作用。
即使采取刑罚的手段，也是在教后才采用的。
不教而杀，是罔民。
孟子的这一主张贯彻了儒家的仁爱思想，这种进步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的
影响。
　　在税收方面，孟子提出“薄税敛”这一主张。
薄税敛和省刑罚是孟子仁政的重要内容，朱熹批注说：“省刑罚，薄税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孟子集注》）孟子认为，要得到民心和发挥教化的作用，最根本的办法是在经济上“推恩”于
民，限制过分的剥削。
在经济立法上坚持“民有恒产”、“薄其税敛”、“不违农时”等原则，勾画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
的思想蓝图。
　　第三处提到仁政，是孟子在和邹穆公谈话时，穆公准备惩罚民众，因为民众不知君亲长上。
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梁惠王下》）在这里孟子所要表达的道理与第二处相同，在此不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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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处出现在和齐宣王的对话中，齐宣王伐燕，引发列国恐慌，准备联合救燕。
宣王问计，孟子认为，燕王不行仁政，宣王攻打也是应该的。
但宣王打下来后，“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
（《梁惠王下》）这里说的是以仁政可得天下保天下，而以力虽然也能得天下，但在保有天下时，势
必会遭遇很大阻碍。
　　第五处出现在和弟子公孙丑的对话中，“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这句话的大意是，当今这时候，万乘的大国行爱民的政事，人民⋯定会感到欢喜。
齐国若能推行仁政，解民于倒悬，则一定能事半功倍地统一天下。
我们能够看出这是在讲仁政的好处，与此同时，也阐发出了“仁者无敌”的意思。
　　孟子的仁政学说，大致内容如上所述。
综观孟子的仁政，围绕的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原则。
实行仁政，让百姓能够安定的生活，最起码满足他们基本的愿望，“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下》）。
在孟子同时代以及孟子之前也有人提出民本的思想，而孟子把民本作了进一步的引申。
既然民是国家之本，那么民的地位就高于君王的地位。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尽心下》）这才是孟子追求的最高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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