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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宋以来，有两本书历来为有政绩、有思想的君臣将相所熟悉：一本是从正面讲历史经验的《资
治通鉴》；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
对于《资治通鉴》，我国历史上有成就的政治家、思想家、文人学士甚至大商巨贾不但学习、应用，
作为进身的阶梯，而且将其不断地宣传、出版；对于《反经》，历代统治者暗地里虽然作为必修的参
考书，但他们往往只用不说，避而不谈，讳莫如深。
但实际上，《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有实用价值。
　　《反经》的作者赵蕤是唐代人。
据《四库全书总目》载：“蕤，梓州盐亭(今四川)人，博学韬钤，长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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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上有成就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懂生意的商人，有两本书是必读的。
一本是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另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
对于前一本书，统治者不但学习、应用，而且不断地宣传，对于后一本书，统治者往往避而不谈，用
而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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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古寅，汉族，l944年12月生，1982年兰州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毕业。
曾长期担任河南省图书馆业务副馆长，河南省五、六、七届政协委员，被河南省图书馆学会评选为专
家学者、古籍整理、历史学学科带头人。
其学有本源，治掌严谨，于中国古文献开发用功最勤。
对目录学、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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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原序（译文）卷一 英才  大体    知人善任 治国之本    君守其道 官知其事  任长    量才核能 治世之要 
  用人之长 避其所短  品目    明于品才 安于任使    英雄豪杰 国之股胧  量才    才有参差 量才使用    有道之
君 用贤良臣  知人    知人不易 谨防轻信    知人之术 多方观察    底气十足 方成大器    考核人才 谨防假冒   
圣贤之美 贵在知人  察相    察相经验 值得一观    富贵在骨 成败在断    相人之术 先视其面    相人外表 笑
谈贵贱    命相之说 不必全信  论士    得人则兴 失士则崩    礼贤下士 得师则王    选贤任能 要在识别    荐才
求用 不宜求全    服道致士 情如师友    优礼所归 重赏献身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知人未易 人未易知    贤
良不举 有司之罪    修身假道 报效国家    知人则哲 唯帝难之  政体    国立帝王 非养其欲卷二  君道  君德    
治国之本 君德为先    汉代帝王 各有短长    汉代末世 君德败坏    魏晋南朝 纵论得失  臣行    臣子“六正
” 方为良辅    居官“六邪” 亡国之臣    壮士行义 士所遵循    权衡利弊 把握得失    暴戾统治 祸患无穷    
功亏一篑 仁义之过    成也商鞅 败也商鞅    诛杀马谡 孔明不明    审时度势 方为英雄    汤使商兴 殷以纣亡
 德表    用其特长 弥补不足    立身准则 修身养性    明于待人 完善自身  理乱    明察“六主” 可知君德    
细审国风 可知兴衰    清除“四乱” 杜绝“四危”卷三  反经  反经    御法非人 道不能行    好的政策 久而
必废    小智栽树 大盗乘凉    圣有圣道 盗有盗规    得道则治 失道则乱  是非    察古知今 扬长避短    不揭隐
私 不求一致    富国强兵 各有妙法    身正无恤 积毁销金    圣人胜天 圣职教化    借物知己 内视自知    美不
在言 美要装扮    位尊屈人 民能胜天    民心思贤 顺从君王    赏罚分明 须有标准    上行下效 君奢臣靡    君
宠贤臣 父爱其子    同声相应 同美相妒    统一制度 求同存异    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    敌不可纵 纵敌患生    
掌管资财 坚持原则    贱交不忘 贫妻不弃    臣贤国兴 能不避亲    谨慎择人 大胆使用    用好一人 众贤来归
   古人礼乐 取舍由情    知人善任 治国要略    既有实学 又有口才    形式各异 殊途同归    用人之道 因人而
异    仁义不立 贤能无用    谋天下利 除万人害    推举贤才 发展经济    国君治国 取其所需    窃钩者诛 窃国
者侯    穷则思变 变则能通    物势之反 君子之道    龙到浅水 不如虾鱼    抚民易做 直谏实难    事虽相反 而
皆相成  适变    治国要略 与时俱进  正论    六艺理论 教化民众    百家争鸣 各有短长    因时而变 不拘于古
卷四  霸图  春秋纷争 得人则兴  因势利导 可见奇效  私欲称王 气数不长  沛公厚德 定夺天下  知人善任 
事业有成  治理内政 固本强国  将相同心 共诛诸吕  顺民则昌 逆民则亡  王莽命短 刘秀起兵  图谋复国 分
道更始  内忧外患 东汉灭亡  司马篡权 三国寿终  晋祚苦短 南北纷争  平定王敦 淝水御敌  兄弟相残 刘宋
败乱  运筹帷幄 梁代齐祚  沉湎酒色 失去江山  迷恋歌舞 后主灭亡  无道昏君 招致起义  众叛亲离 缳首而
死  以史为鉴 可避祸患卷五  七雄略  诸侯争霸 天下称雄  苏秦出山 游说合纵  诸侯合纵 携手抗秦  宁为鸡
首 不为牛后  权衡得失 趋利弃弊  知己知彼 扬长避短  六国结盟 合纵告成  张仪连横 魏先事秦  说客巧言 
君王昏从  威逼利诱 韩王就范  迫于压力 齐背合纵  大兵压境 逼赵臣服  张仪说燕 燕从连横  连横既成 合
纵告终  周秦两汉 时间久远  分封郡县 孰长孰短卷六  三国权  三分天下 各展风采  三顾情重 隆中策明  赤
壁之战 三国鼎立  计定四川 刘备称尊  伐吴无功 徒劳而返  孔明治蜀 得以立国  曹操篡位 曹丕受禅  用兵
无方 无功而返  出奇制胜 凭险蜀亡  伐吴失策 魏衰晋兴  分裂之祸 不可不察卷七  权议  惧诫    无德之君 
臣民背叛    上贤惠民 先修其身    能知王难 方得君位    高山为谷 深谷成陵    子贡摇舌 救鲁灭吴    赵高乱
政 废长立幼    刘安造反 满门抄斩    忠臣良将 人人敬仰    王元操舌 隗嚣反汉    为已生存 张邈反曹    不利
之时 更需信心    钟会谋反 姜维复蜀    有道者胜 无道者亡    范晔信谗 祸及自身    杨坚立志 北周灭亡    杨
谅信谣 谋反被诛  时宜    不抱残缺 因时而变    时异事异 事异备变    因时之变 因为之备卷八  兵权  出军    
出军用兵 制胜之本  练士    精干简练 因能授职  结营    安营扎寨 择地顺时  道德    统兵布阵 德高为先  禁
令    令行禁止 治军之要  教战    不教人战 是谓弃之  天时    天时地利 人和最先  地形    有利地势 胜过千军
 水火    火攻水战 自古而然  五间    军事用间 奥妙无穷  将体    千军易得 一将难求  料敌    知己知彼 料敌
如神  势略    狭路相逢 勇者必胜  攻心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伐交    直攻受阻 伐交事辅  格形    格形奥妙 
围魏救赵  蛇势    投兵散地 六亲不保  先胜    先为不胜 待敌可胜  围师    围师必阙 攻城妙误  变通    减灶
加灶 妙在变中  利害    陷入死地 绝路能生  奇兵    奇正之变 不可胜穷  掩发    静如处女 动如脱兔  还师    
凯旋将令 如履薄冰卷九  杂说  钓情    据情设法 劝服对方  诡信    符合道义 信守大信    能守大信 是谓真
信    苏秦得城 对燕有信  忠疑    毁誉是非 捉摸不定    人心多疑 弄假成真    忠而见疑 是非难辨  用无用    
有用无用 无用有有  诡顺    在君为君 各为其主    贤明之君 不记旧怨    卖主之人 不能大用  难必    忠未必
信 孝未必爱    自求保估 最为可靠   昏智    色利势爱 皆令智昏  卑政    实事求是 治国根本  诡俗    俗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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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 与事相诡  息辩    立身从政 皆有所本  恩生怨    以恩报怨 反目成仇  运命    以德论命 命定其德  大私    
将欲取之 必姑予之  败功    败而犹可 转败为胜  善亡    善恶之报 在于累积  量过    人之过也 各于其党  势
运    大势所趋 顺应潮流  傲礼    以傲为礼 抬人名位  定名    假冒伪劣 实名难副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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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一　英才　　大体　　为君之道，必须识大体，弃细务，其根本大计就是善于用人。
君主之长，长于用人之长，以取长补短，这是治国理政的根本。
　　知人善任　治国之本　　我听老子说过：“用正道治理国家，用奇正领兵布阵，用无为夺取天下
，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掌握的最高法则。
”苟子也说：“做帝王的人，善于识别人、善于管理人就算是有才能；平民百姓，以自己能干实事就
算是有才能。
”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各自的职守，听从上司的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
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这样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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