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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吕氏春秋》是先秦思相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主编是秦国著名政治家吕不韦。
　　《吕氏春秋》旨在总结诸子百家之学，为未来的统一国家设计一套完备的治国方略，所以该书在
编排结构上也显现出系统性和完整性。
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类，第类之下又各统子目，形式上整齐划一，且各有其中心思想，大
抵博而不杂，有条不紊。
全书从论人到论天，到治国，到做人，到养生；由哲学而政治，而社会，颇具深意。
这些都体现出吕不韦的宏识卓见。
　　本书以直译为主，个别地方如直译晦涩难通，则斟情采用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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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名春，男，1956年生，湖南武冈人，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
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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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凡　例总　序前　言《吕氏春秋》今译孟春纪第一仲春纪第二季春纪第三孟夏纪第四仲夏纪第五季夏
纪第六孟秋纪第七仲秋纪第八季秋纪第九孟冬纪第十仲冬纪第十一季冬纪第十二有始览第一孝行览第
二慎大览第三先识览第四审分览第五审应览第六离俗览第七恃君览第八开春论第一慎行论第二贵直论
第三不苟论第四似顺论第五士容论第六《吕氏春秋》原文孟春纪第一　本生　重已　贵公　去私仲春
纪第二　贵生　情欲　当染　功名季春纪第三　尽数　先己　论人　圜道孟夏纪第四　勤学　尊师　
诬徒　用众仲夏纪第五　大乐　侈乐　适音　古乐季夏纪第六　音律音初　制乐　明理孟秋纪第七　
荡兵　振乱　禁塞　怀宠仲秋纪第八　论威　简选　决胜　爱士季秋纪第九　顺民　知士　审己　精
通孟冬纪第十　节丧　安死　异宝　异用仲冬纪第十一　至忠　忠廉　当务　长见季冬纪第十二　士
节　介立　诚廉　不侵　序意有始览第一　应同　去尤　听言　谨听　务本　谕大孝行览第二　本味
　首时　义赏　长攻　慎人　遇合　必己慎大览第三　权勋　下贤　报更　顺说　不广　贵因　察今
先识览第四　观世　知接　悔过　乐成　察微　去宥　正名审分览第五　君守　任数　勿躬　知度　
慎势　不二　执一审应览第六　重言　精谕　离谓　淫辞　不屈　应言　具备离俗览第七　高义　上
德　用民　适威　为额　贵信　举难恃君览第八　长利　知分　召类　达郁　行论　骄恣　观表开春
论第一　察贤　期贤　审为　爱类　贵率慎行论第二　无义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传贵直论第三　
直谏　知化　过理　壅塞　原乱不苟论第四　赞能　自知　当赏　博志　贵当似顺论第五　别类　有
度　分职　处方　慎小士容论第六　务大　上农　任地　辩土　审时参考书目重要名词概念索引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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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地生人而使他们贪恋多欲。
欲望产生感情，感情需要节制。
圣人修养身心、节适性情，以限制欲望，因而不会放纵自己的感情。
耳朵想听各种声音，眼睛想看各种色彩，嘴巴想尝各种滋味，这是与生俱来的欲望。
这三种情况，无论贵贱、智愚，贤不肖，人的欲望都是一样的，即使是神农、黄帝，在这方面也与桀
纣相同。
圣人之所以区别于普遍人，在于他们节适情欲；出于珍爱生命而行事，就会使情欲适宜；不是出于珍
爱生命而随意行事，就会使情欲失当。
这两种情况，是关系死生存亡的根本。
　　世俗的君主不能节制其情欲，因而动辄败亡。
他们耳嗜乐音而不知止，目嗜美色而不知节，口嗜甘味而不知足，因而至于浑身浮肿，筋骨积结不通
，血脉阻塞，九窍空虚，周身的器官都丧失了正常机能。
到了这种程度，即使有精通养生之道的彭祖在，也无能为力。
俗主对于外物，贪恋不可得到的，贪求不可满足的，极大地丧失了保全生命的根本。
人们指责怨愤，自树仇敌；轻率任性而情志不专；他们炫耀权势，玩弄计谋，胸怀欺诈；他们轻视道
德正义，注重追逐曲邪私利。
等到身陷困境穷途的时候，尽管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亲近巧言令色的人，疏远正直忠诚的人，使国家
处于危难，这时即便后悔以前的过失，也不能挽回局势。
听到自己将要灭亡的消息这才惊惶，却不知造成这一后果的缘由。
各种疾病猛然发作，变乱、危难不时发生。
像这样治理国家，必然给自己带来极大的祸患。
那时，耳听乐音而不觉其乐，眼观彩色而不觉其美，口食甘味而不觉其香甜，与死有什么不同?　　古
代的得道者，生命能够长寿，乐音、彩色、甘味能长久享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中早就确立了
贵生的信念。
贵生的信念早树立，就知道早珍惜生命，知道早珍惜生命，就不会精力衰竭。
秋天寒冷来得早，冬天就一定暖和，春天多雨水，夏天就一定干旱。
天地尚且不能两全，又何况人呢?人与天地是同样的。
万物的形态各异，但它们的本性是一样的。
举樽酌酒的人多，酒便渴完得快。
万物耗费天子生命的很多，因而天子的生命便很快耗尽。
不仅万物消耗它，天子也自损生命以操劳天下，却始终不觉察。
虽然功成名就，自己的生命却也已耗损，以至耳不能听，目不能视，口不能食，忧思忡忡，神智恍惚
而口说胡话，临终前神经错乱、极度惊惶。
消耗心力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可悲吗?　　世上作臣子的人，都认为母叔敖得遇楚庄王是幸运的，在
有道者看来并不如此，认为这只是楚国的幸运。
楚庄王喜爱游玩狩猎，骑马射箭，纵情享乐，而将治国的辛劳和为君的忧虑全交给了孙叔敖，孙叔敖
日夜忧劳，不能爱惜其生命，这才使楚庄王功著史册，流芳后世。
　　　　石头可以击破，而不能改变其坚硬的本性；朱砂可以研磨，而无法改变其赤红的本色。
坚硬与赤红是石头和朱砂本来就有的属性。
本性这东西，是人从上天那里承受而来的，并非人的撷取所能造成的。
持节洁身的豪杰俊士，他们的声名不受玷污，也与此相仿。
　　以前周代将要兴盛的时候，有两位贤士住在孤竹国，名叫伯夷、叔齐。
二人商议说：“听说西方有个西伯，像是位仁德的君主，我们为何还住在这儿呢?”二人就西行进入周
国，来到岐山之南，文王却已去世了。
武王继位，宣示周朝的政德，派叔旦到四内会见胶鬲，和他订立盟约道：“为你加禄三级，擢任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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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位。
”备好文辞相同的盟书三份，涂抹上牺牲的血，将其中一份埋入四内的地下，双方各持一份带回。
又派太保召公去共头会见微子开，和他订立盟约道：“让你世代为诸侯之长，慎守商的宗祀大祭；共
同奉尊桑林之乐，愿你拥有孟诸为封地。
”备好文辞相同的盟书之份，涂上牺牲的血，将其中一份埋人共头的地下，双方各持一份而归。
伯夷、叔齐听说此事后，相视而笑道：“咿，真奇怪啊!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道吧。
古时神农氏居有天下的时候，祭礼竭其恭敬之意，而不为祈求福祗。
对于民众，呈献忠信，而无求于人。
人民的愉悦政教和施政者的施行政令，人民的欢喜受其统治和执政者的临上而治，不会因他人的败坏
而自己成功，不会因他人的鄙薄而自高。
如今周看到商朝的国政混乱，就迅速搞好它的政治教化，先是谋划着以好处拉拢，又依赖高丘大山来
加强它的威猛形势。
宰杀牺牲，举行会盟以表白其诚信，通过四内和共头这两次会盟表明其立场，宣扬武王灭商之梦兆以
说动百姓，利用征讨杀伐以获取好处，像这样来取代商朝，不过是用淆乱替代了残暴而已。
我听说古代的士人，逢太平盛世时，不回避自己的职任，遇到政治昏乱时，不苟且图活。
如今天下黑暗，周政衰败，与其呆在周国以玷污我俩的声名，不如逃离这里以保持清白。
”二人遂向北而去，来到首阳山下，饥饿而死。
人的本情，都有各自所注重的，都有各自所轻视的。
对于所注重　　的，就想要保全它，对于所轻视的，就用它来护养自己所注重的。
伯夷、叔齐这二位高士，都舍弃生命来求取其行事处世的道义，这是因为他们重义轻生的原则早已确
定了啊!　　　　君主丧失了驾御臣下的方法，而求助于诚信，这样臣下的权势就会等同于君主。
君主丧失了权势，从而求助于国中贤人，这样君主就会很危险。
可以吞下一条船的大鱼，一旦到了陆地就会被喽蛄、蚂蚁吃食。
权位相同就不能指使对方，势力相同就不能兼并对方；治乱的情形相同就不能匡正对方。
所以大小、轻重、多少、治乱等情况，不可不明察，这是致福、招祸的门径。
　　大凡著冠束带、讲求寺L仪的国家，舟车所能达到的地方，不用象、。
译、狄靼等官员做翻译的地方，有三千里见方。
古代成就王业的人，选择天下的中央建立京畿，选择京畿的中央建立宫廷，又选择宫廷的中央建立祖
庙。
天下之大，仅以方圆千里的地方作为京畿，这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天下。
京畿并不是不能扩大，只是大了不如小的好，多了不如少了好。
多分封诸侯，不是因为偏爱贤人，而是为了稳固权势，保全威严，为了扩充道义。
道义扩充了，威严保全了，权势巩固了，这人就会天下无敌了。
无敌于天下的君主自会安全。
所以考察既往时代，那些封建诸侯多的君主，他们的福分就长久，名声就卓著。
神农氏子孙十七代享有天下，这是因为他们和天下人共同享有啊。
　　成就王业的人封建诸侯，距京畿越近的封国就越大，距京畿越远的封国就越小。
因此，海上会有十里大的诸侯国。
用大国支使小国，用权势重的封国支使权势轻的封国，用人口众多的封国支使人口少的封国，这就是
成就王业的人之所以保全天下的原因：所以说，凭借滕、费役使别国费力，凭借邹、鲁役使别国就觉
省力，凭借宋、郑役使别国就会加倍容易，凭借齐、楚这样的大国役使别国就如同将纲纪加在它们身
上。
所凭借的势力越大，君主的愿望就越容易实现。
　　汤若没有祁地，武王若没有岐地，即使他们再贤明十倍，也不会成就王业。
以汤、武的贤明，尚且借助于懂得权势，又何况那些不及汤、武的君主呢?所以，用大国监护小国就吉
利，用小国监护大国就会灭亡；以权位重的役使权位轻的，权位轻的就会服从；以权位轻的役使权位
重的，前者就会有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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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想要安定一个时代，保全百姓的生命，使自己的功名永垂青史、彪柄后世，君主就要不嫌
权势尊贵，不嫌国力强盛。
国力强盛了，权势尊贵了，又有贤臣当政又恰逢乱世，从而成就王业的极少。
天下的人民，贫穷困苦，人民的贫穷困苦越加重，那些想成就王业的称王就越容易。
凡是成就王业的；是穷苦人民的救主。
水行靠船，陆行靠车，泥涂行进靠輴，沙漠行进靠鸠，山行靠棵，这是凭借不同的情况。
凭借权势的人，他的指令就会得以执行。
　　　　以勇力为人服务，也就是以死为人服务。
未牺牲时讲牺牲，人家不会明白；等到牺牲了，人家虽然明白了，但为时已晚，与不明白相同。
智慧的可贵，贵在事先能察知事物的变化。
那些糊涂的君主却不是这样。
变化未到则不明白；变化到了，虽然明白了却又为时已晚，与不明白没有什么不同。
事情有些是可以失误的，有些是不可失误的。
身死国亡这样的大事，怎么能失误呢?这是贤明的君主所重视的，糊涂的君主所轻视的。
轻视这样的事，国家怎能不危险?自身怎能不困厄?走危险困厄的道路，以致身死国亡，就在于不能事
先察知事物的变化。
吴王夫差就是这样。
伍子胥并不是事先不明白事情的变化，但劝谏不听，所以吴国变为废墟，殃及先君阖庐。
　　吴王夫差将攻打齐国，伍子胥说：“不行。
齐国与吴国，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们占有它的土地也不能居住，占有它的百姓也不能役使。
而吴国与越国，疆域毗邻，田地交错，道路相连，习俗相同，言语相通。
我们得到它的土地能居住，得到它的百姓能役使。
越国对于我国也是如此。
从情势上看，吴、越两国不能并存。
越国对于吴国来说，如同心腹之疾，即使暂时不发作，但它伤害严重并且在体内。
齐国对于吴国来说，只是疥癣之类的小毛病，不担心治不好，而且就是治不好也没有什么大的妨害。
现在我们放过越国而去攻打齐国，就好像担心老虎却去刺杀野猪一样，尽管胜了，但后患无穷。
”太宰喜否说：“不对。
大王的命令之所以不能推行到中原各国，就是因为齐、晋两国。
大王如果攻打齐国并战胜它，然后再移兵，威临晋国，晋国必定会俯首听命。
这样，大王一举就降服两个国家，大王的命令必定会在中原各国得到推行。
”吴王夫差认为他说得对，不听伍子胥之言采纳了太宰喜否的计谋。
伍子胥说：“老天如果要灭亡吴国，就让大王打胜仗；老天如果不想灭亡吴国，就让大王打不了胜仗
。
”夫差不听。
伍子胥两手举衣，大踏步走出朝廷，说：“唉!吴国的朝廷一定要长荆棘了!”夫差起兵攻打齐国，在
艾陵与齐军作战，把齐军打得大败。
回来后就要杀伍子胥。
伍子胥临死，说：“唉，我怎样才能留下一只眼睛看着越军进入吴国呢?”于是就自杀了。
夫差把他的尸体投入长江让水冲走，挖出他的眼睛，挂到国都的东门上，说：“你怎么能看到越军侵
入我国?”过了数年，越国报复吴国，攻破了吴国的国都，灭绝了吴国的世系，毁掉了吴国的社稷，夷
平了吴国的宗庙，夫差本人也被活捉。
夫差临死，说：“死人如果有知的话，我在地下将有什么脸去见伍子胥?”于是就用巾蒙上脸自杀了。
祸患还没到，没有办法让他明白；祸患到来了，尽管明白了也来不及了。
所以夫差死到临头才明白愧对伍子胥，这种明白还不如不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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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吕氏春秋》是先秦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主编是秦国著名政治家吕不韦。
　　吕不韦(前2847—前235)，《战国策·秦策五》说他是“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史记》本传
说他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公元前259年以前，他“贾于邯郸”，发现了在赵国做人质的秦昭王之孙异人。
吕不韦认为“奇货可居”，就与异人达成协议，他出资策划让异人成为秦国的王位继承人，而异人如
立为君，就得分国与他共治。
于是吕不韦以重金西游于秦，说服安国君及华阳夫人，使异人被立为嫡嗣。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史记·吕不韦传》)。
十四年后秦昭王死，安国君即位，是为孝文王，立异人为太子。
第二年孝文王卒，异人即位，是为庄襄王。
秦庄襄王一即位，就以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兑现了当初的诺言。
三年后，秦庄襄王逝世，才十三岁的太子嬴政登上了王位。
“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同上)。
九年后，赢政才亲自执政。
从庄襄王即位到赢政亲政的这一十二年里，吕不韦一直执掌着秦国的国政，是秦国权力最大的几个统
治者之一。
随着赢政的一天天长大，吕不韦的焦虑与日俱增。
赢政独断专行的作风、刻戾凶残的性格和偏好法家的治国方略都与吕不韦格格不入。
因此，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一书。
书成后，“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土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同上)。
其目的是想通过此举来宣扬自己的治国纲领，依靠舆论来确立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和权威性，以迫使即
将亲政的赢政按他的治国主张和施政原则办事，从而维持秦国的长治久安，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势。
但秦王赢政亲政之后，并没有接受吕不韦的设想。
他先借缪毒之事“欲诛相国”，因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才“不忍致法”(同
上)。
第二年(前237)十月，免除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并把他赶出朝廷，逼他“就国河南”。
而吕不韦在京城盘桓了一年多，“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同上)。
在这种情况下，“秦王恐其为变”，就赐书于吕不韦，不但矢口否认吕不韦的功绩，而且要把吕不韦
全家流放到蜀地。
吕不韦担心被诛，只好饮鸩自杀。
　　《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序意》篇提供了线索：“维秦八年，岁在淆滩，秋，甲子朔，朔之
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据清人孙星衍考证，“秦八年”是指秦国八年，即秦庄襄王灭东周后的第
八年，亦即秦王赢政即位的第六年(前241)。
这一年吕不韦的门客接受了编纂该书的任务，向吕不韦请教，吕不韦于是阐述了编纂《吕氏春秋》的
宗旨和意图。
由此看，　《吕氏春秋》当是公元前241年开始编纂的，大约编了两年。
编成后就赶在秦王嬴政亲政(前238年)之前公之于众山。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一书的宗旨和意图决定了《吕氏春秋》是一部讲治国之道的理论著作。
它的自然哲学、历史观、科技思想等等，都是为阐发其治国之道服务的。
因此，谈《吕氏春秋》，必须以它的政治思想为重心。
　　《吕氏春秋》虽然系吕不韦的门客“人人著所闻，集论”而成，但它的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
却是吕不韦思想的代表。
因此，它并非杂乱无章，彼此矛盾，而是有一定的系统、明确的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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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之中的一本。
《吕氏春秋》是先秦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作为一部讲治国之道的理论著作，其蕴涵了丰富的哲学
思想。
在自然观、运动观、认识论等方面，有许多深刻的认识。
本书以直译为主，个别地方如直译晦涩难通，则斟情采用意译，全书由廖名春、陈兴安全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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