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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鬼谷子》一书，旧题周鬼谷子撰，其实并不可靠。
鬼谷子是历史上极富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
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里说：“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曾与苏秦一起事奉鬼谷先生学习术数；南朝梁萧绎《金楼子·箴戒篇
》记载秦始皇派人询问过鬼谷先生，也听过鬼谷先生的言论；唐代李善注晋代郭璞《游仙诗》说：“
鬼谷子序日：‘周时有豪士隐于鬼谷者，自号鬼谷子，言其自远也。
’然鬼谷之名，隐者通号也。
”宋代李昉等编的《太平广记》卷四记载说：“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
隐居鬼谷，因为其号。
先生姓王名诩，亦居清溪山中。
”各家的说法不一，我们只能认为鬼谷子其人不过是隐者的代称。
应劭的说法近乎实际。
鬼谷作为地名，也只能是泛指隐者居住之地。
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鬼谷，地名也，扶风池阳、颖川阳城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因
为号。
”晋代王嘉《拾遗记》记作“归谷”。
鬼谷究竟在何处，无法考证。
　　根据鬼谷子其人的有关传说，他的言论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西汉刘向在《说苑》中已经引用了
鬼谷子的一段言论（见附录），至少说明当时已有关于鬼谷子的言论记载；虽然成书直到《隋书·经
籍志》才有著录，列入纵横家，这恐怕与纵横家所处的地位和遭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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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鬼谷子》一书，旧题周鬼谷子撰，其实并不可靠。
鬼谷子是历史上极富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
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里说：“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曾与苏秦一起事奉鬼谷先生学习术数；南朝梁萧绎《金楼子·箴戒篇
》记载秦始皇派人询问过鬼谷先生，也听过鬼谷先生的言论；唐代李善注晋代郭璞《游仙诗》说：“
鬼谷子序日：‘周时有豪士隐于鬼谷者，自号鬼谷子，言其自远也。
’然鬼谷之名，隐者通号也。
”宋代李昉等编的《太平广记》卷四记载说：“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
隐居鬼谷，因为其号。
先生姓王名诩，亦居清溪山中。
”各家的说法不一，我们只能认为鬼谷子其人不过是隐者的代称。
应劭的说法近乎实际。
鬼谷作为地名，也只能是泛指隐者居住之地。
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鬼谷，地名也，扶风池阳、颖川阳城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因
为号。
”晋代王嘉《拾遗记》记作“归谷”。
鬼谷究竟在何处，无法考证。
　　根据鬼谷子其人的有关传说，他的言论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西汉刘向在《说苑》中已经引用了
鬼谷子的一段言论（见附录），至少说明当时已有关于鬼谷子的言论记载；虽然成书直到《隋书·经
籍志》才有著录，列入纵横家，这恐怕与纵横家所处的地位和遭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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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译文】　　5.自从天地有离合有始终，就一定有裂痕缝隙，不能不慎重审察。
要用开合之理加以审察，能用这种方法的，就是圣人，圣人是天地自然的使者。
世道没有缝隙需要堵塞，就深居隐伏，等待时机；需要堵塞，就出谋划策。
或者顺势救治，或者毁旧建新。
能够遵循运用抵喊的原则，成为天地自然的守护神。
　　【评析】　　“抵喊”，从字面上讲是弥补缝隙，本篇所论，是一种政治权谋，是处理社会和国
家动乱与危机的制胜韬略。
　　世间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将要发生变化时，都会有征兆，犹如器皿在破败之前总要出现裂痕，
由小裂痕逐渐发展成大裂缝，直至彻底破裂。
当国家出现动乱与危机时，就得及时挽救，否则会导致崩溃。
如何挽救危机，是本文“抵喊”的中心论题。
　　文章从自然规律入手，“物有自然，事有合离。
”事物的合离是自然规律，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总是因为被现实生活表象的干涉而产生错觉，以
致模糊不清。
有的近在眼前，却熟视无睹，以致形成大的裂缝，这是由于没有详细考察言辞。
如果遥远的事情事先能预知，是因为反观古代而验知未来的缘故。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关键在于是否认识事物合离规律，认识事物产生的缝隙，预知变化的征兆，
是本文立论的基点。
　　第二段进而论述缝隙的变化发展过程，从而说明弥补缝隙的方法。
缝隙总是由小裂痕发展为缝隙，由小缝隙发展成大裂缝。
因此要挽救事物危败，就必须在小裂痕时加以补救。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这些俗语都很明白地说明抵喊的重要性。
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事情的缝隙可以采取不同的补救措施，即“喊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
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
”陶弘景注解说：“自中成者，可抵而塞；自外来者，可抵而却；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萌微者，
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抵而得。
”这是说，裂缝从内部产生，可以采用堵塞的方法；裂缝由于外部原因产生，可以采取排除的方法；
裂缝从下面产生，可以采取平息的方法：裂缝刚刚产生时，可以采取消灭的方法，使它不见痕迹；如
果裂缝已经很大，无法弥补，就只好取而代之。
这些都是抵喊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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