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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年来，“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又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
说这句话的，据说是宋朝宰相赵普。
赵普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他是否真的用半部《论语》来治天下，半部《论语》能否治天下，这些都
姑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所包含的一个命题，即学问与实践的关系。
《论语》者，经典也，是知识分子，即“智者”的智慧结晶；“治天下”，事功也，是政治人物，即
“治者”追求的目标。
这本来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情，为什么会扯到一起来呢？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里说的是“学”与“用”的关系，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
中国人一向讲究“学以致用”，用现代理论来表述就是，任何学问、理论、经典，无论是自然学科、
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都源于实践，都是对实践的认识、解释，并最终作用于实践。
这里所说的实践，既包括自然实践，也包括社会实践。
不过，中国古人所说的学问，基本上不包括自然学科。
现在人们热衷的所谓传统文化，所谓“国学”，几乎全都是文、史、哲、政、经、军一类的人文学科
；所谓先秦诸子，所谓经史子集所关注的，几乎都是社会、政治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正道>>

内容概要

实学通鉴系列丛书作者邹纪孟，自称是一名站讲台、磨粉笔，以讲授古代诗词曲赋为业的教书匠，授
课之余，研读历史，学而思之，于古人治事、治人之法，悟今世从政者为人处世之道，乃成一家之言
。
    本书是实学通鉴系列的第三本，从中国古代文化主流——道、儒、法三家及其衍生的学说入手，采
取以经论史，以史证经，经史相融的体例，分别以上几派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为纲，以其经典的、代表
性的政治观点为目，录其原文，附以语译，构成一个简明的理论框架。
    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实证，解读道、儒、法三家的资政思想，点评中国文化的资政智慧，解说
“治道”和“治术”，为当今从政者的政途实践提供参考资料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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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纪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教授，主攻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官场问题，是研究中国历
代官场和权术问题的专家，也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开拓者。

    邹纪孟教授积数十年学问之功力，潜心于对中国历代官场奥秘的探索，对中国历代官场的权力得丧
之因、忠奸贤愚之辨、官际关系之道、荣辱升沉之由的研究，尤为致力。
至今，围绕中国历代官场这一主题，邹纪孟教授已有数百万字的著述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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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老子篇　无为之为　第一章　以道为本    第一节　模糊原则    第二节　遵循规律    第三节　莫走极端    
第四节　适可而止　第二章　无为之为    第一节　为而不显    第二节　为而不妄    第三节　为而不恃    
第四节　为而不争　第三章　愚民政策    第一节　绝圣弃智    第二节　返璞归真    第三节　虚心实骨    
第四节　刍狗其民  第四章　以柔克刚    第一节　以柔克刚    第二节　示弱图强    第三节　欲取姑予  第
五章　韬光养晦    第一节　祸福相依    第二节　和光同尘    第三节　谨言慎行    第四节　不为人先　第
六章　知足知止    第一节　知足知止    第二节　功成身退    第三节　宠辱不惊孔子篇　为政以德　第
七章　为政以德    第一节　为政以德    第二节　施政以宽    第三节　施惠于众    第四节　取信于民    第
五节　重德轻色　第八章　爱民以仁    第一节　仁者爱人    第二节　要用清官    第三节　先富后教    第
四节　先德后刑　第九章　事君以忠    第一节　事君以忠    第二节　忠于职守    第三节　忠而不顺    第
四节　忠而不谄　第十章　使臣以礼    第一节　礼敬臣下    第二节　注重大节    第三节　莫听谗言    第
四节　不强加人    第五节　善纳忠谏　第十一章　交友以道    第一节　同道相谋    第二节　以和为贵    
第三节　和而不同    第四节　群而不党    第五节　了解对象　第十二章　立身以正    第一节　追求道
义    第二节　立身正直    第三节　志不可夺    第四节　重义轻利    第五节　善于忍耐    第六节　有过则
改    第七节　君子三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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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子篇　无为之为老子这个人颇有点神秘色彩，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立了传，可据说那四百
多字的传记，除了有关他的出生地的那句“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楚苦县，今河南鹿邑
县）尚未引起怀疑外，其他内容无不产生争议。
但如今就连这句话也有争议了，如对“老子”这个称呼中的“老”字，理解便很有歧义。
有人说这个“老”是尊称，即现在人所说“老先生”中那个“老”字的含义，但也有人认为这个“老
”是姓氏。
不过，司马迁所说的“姓李氏”却不大可靠，因为老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李”这个姓氏还未出现
。
据记载，孔子曾经特意去向老子请教过关于“礼”的一些问题，看来老子比孔子年长，应算是孔子的
老师。
不过他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他所担任的“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是个无
职无权的清水衙门的官职。
后来看到周朝也不大景气，他连这个清水衙门也不愿意待下去了，弃职而去。
去了哪里？
未知，不过从他自洛阳骑青牛过函谷关来看，大约是投奔西方去了；最后在哪里落脚？
司马迁也不知道，“莫知其所终”。
由于这种神秘，后世人便将他看作神仙。
据说《老子》这部书是被逼而作。
在老子要通过函谷关时，把守关门的小头目不放行，以命令的口吻说：“你这就要远走高飞了，一定
要给我写出一部书来！
”看来这个守关吏也非寻常之辈，绝不是那种“要从此关过，留下买路钱”的山大王式的人物。
幸亏有了他的这次强迫，老子的部分思想总算保留了下来。
为此，我们真应该感谢这个守关吏。
但也许因为守关吏督催得太急，也许因为老子不太心甘情愿，他只写了五千余字，是先秦诸子著作中
字数最少的一部，但这丝毫无损于它的不朽的价值。
这部书，有人说它谈的是哲学，是言简意赅的“哲学诗”；有人说它谈的是政治，甚至是教人以权谋
诈术的阴谋书。
其实二者并不矛盾，从对自然的认识而言，它谈的的确是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规律；而从对社会
问题的认识而言，它谈的就是政治，既从政治思想的层面上去谈，也从政治操作的层面上去谈。
老子虽然担任过公职，但严格地讲，他并没有从过政，没有掌握过权力。
可通读全书，我们不得不叹服老子政治思想的深刻和政治手段的高超。
第一章　以道为本第一节　模糊原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译文】道，如果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名，如果也可以用语言概括出来
，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名。
《老子》是痴人说梦吗老子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居然推出这么个观点，实在是很令人惊异。
道，是老子学说的核心，主要是指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名，指的是概念。
如果道及名都是不可以用语言表述的话，《老子》的五千言岂不全是痴人说梦，或者是一些没有什么
价值的东西？
那又何必“道”出来呢？
这岂不是老子的自我否定吗？
老子还说：“知（同智）者不言，言者不知。
”这一点，唐代的白居易早已提出质疑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言者不如智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
。
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不仅如此，老子实际上否定了所有的理论、学说、思想（主要是人文学科），因为任何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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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思想，无不是在阐述它们自己的“道”，如果“道”是不可道的，古往今来那么多的思想家、
理论家汗牛充栋的著述，岂不全成了“满纸荒唐言”？
然而，老子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刻的。
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一家学说、一种理论，都不能说自己已经认识了“常道”，即永恒的真理
。
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无论是对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本身，真正的“道”——本质及发展变化的
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目前人类所道出来的那些“道”，都只具有相对的、局部的、暂时的价值
。
某个时期被奉为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万世不易的“道”，过了一个时期回头再去看，很可能是片面
的、浮浅的，甚至是错误的。
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真是太多太多了。
《红楼梦》的命义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曾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
这名目的书。
谁是作者、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义，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经》，道学家看
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到了后来，同是革命家，有的说
它是写吊膀子的，有的又说它是讲阶级斗争的；最近十多年，又有人说它是写佛，写禅；直到今天，
《红楼梦》的命义，也就是它的“道”，还是众说纷纭。
看来，《红楼梦》的“道”也是永远不可道的了！
岂止《红楼梦》，任何一种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著作，人们对其命义的理解都各有不同。
例如《论语》，它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仁”，还是“礼”？
它是安邦济世的良方，还是阻碍进步的惰性力？
再例如《老子》，它的“无为”，究竟是揭示了大自然发展变化的本质，还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
它究竟是哲学诗，还是阴谋书？
《红楼梦》再伟大，毕竟只是一部小说，无关宏旨。
如果是一部用以指导立国治民的经典，而不同的执政者又各有不同的解释，那问题可就麻烦了。
任何以立国治民为己任的著作，尽管它立论的角度各有不同，究其本意而言，还是要治国而不是乱国
，还是要爱民而不是殃民，只要这个基本命义不差，理解上有些歧义，既不可避免，也不会出大的乱
子。
但如果连这个基本命义都搞错了，那问题可就大了。
歧路亡羊的悲哀一部小说的“道”尚且如此纷纭，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思想的“道”就更加难
以严格界定了。
于是我们在历史及现实中，便看见了这么一种有趣的现象：都是信奉同一种学说、同一种理论的信徒
，彼此对这种学说、理论的核心即“道”的理解却各不相同，或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
都声称自己是正宗的、嫡传的，对方是歪曲的、荒谬的、叛道的，都能从学说、理论创始人的著述中
，摘录出只言片语，振振有词地证明自己的正确，使旁观者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所从。
这实在是学说的悲哀，理论的悲哀。
《列子》便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杨朱的邻居丢了一只羊，不仅全家出动寻找，而且请列子家的童仆
帮忙。
杨朱道：“唉！
丢了一只羊，何必如此兴师动众？
”邻居说：“岔路太多。
”过了好久，找羊的人都空手而返。
杨朱问：“找到了吗？
”邻居说：“没找到。
”杨朱问：“怎么还是没找到？
”邻居说：“岔路之中又有岔路，不知道羊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只好回来。
”杨朱一听，怅然若失，久久没有说话，整天也没露个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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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学生很奇怪，问他：“一只羊能值几个钱，况且又不是先生您的，您却这样闷闷不乐，这是为什
么？
”杨朱也不回答，学生们始终也没能看透他的心思。
他的一个学生孟孙阳将这件事告诉了心都子。
一天，心都子与孟孙阳一起来见杨朱，心都子对他说：“从前有兄弟三人在齐鲁一带游历，跟同一位
老师学习，掌握了仁义的道理以后回到家中。
他们的父亲问：‘仁义的道理是怎么回事？
’老大说：‘仁义的道理使我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把名誉放在后面。
’老二说：‘仁义的道理使我为了名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老三说：‘仁义的道理使我既保全生命又获得名誉。
’他们三个人的结论如此大相径庭，却同是出自儒家，到底谁对谁错呢？
”杨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讲起了另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一直住在河边，熟悉水性，擅长游泳，
以划船摆渡为生，赚的钱能养活百口之家。
自带粮食前来向他学习游泳的人成群结队，但几乎淹死了一半。
他们本来是来学游泳的，不是学淹死的，得利与受害竞如此截然不同，你以为谁对谁错呢？
”心都子听了以后，默默走了出来。
孟孙阳责备他说：“你为什么问这么个较真的问题？
老师又没正面回答，我越来越糊涂了。
”心都子说：“由于岔道太多丢失了羊，而追求学问的人，也因为对治学方法理解的不同而丧失生命
。
他们学习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同，根本观点也没有什么不一致，而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之大。
看来只有回归到原来的同一起点之上，才不会迷失方向。
”由于担心歧路太多而不去找羊，是懦夫；迷失于歧路之中而找不到羊，是无能；回归到起点之上，
固然不会迷失方向，却也永远不能再前进。
这真是人类的两难选择。
但人类宁肯在歧路上摸索，即使跋涉得精疲力尽，磕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能回到起点上，那头让人
类无比神往的“羊”，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否则，人类只能回到树上去结巢而居了。
孔子留下的难题列子那个邻居的困难比较好解决，岔路再多，而羊毕竟就一只，再多发动一些人，多
费一些功夫，总能将羊找回来的。
而那兄弟三人的问题则比较麻烦，他们三人，究竟谁得到了儒学的真谛，即儒学的那个“道”？
老大说的有理，因为孔子分明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老二说的也有根据，他依据的是孔子的另一句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老三说的同样有根据，孔子说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其实，孔子留下的难题还不止如此，他本人的功过是非，就是留给历史的一个最大的难题。
他和他的学说，大起大落，罪之者以为“儒以文乱法”，焚其书，坑其人；尊之者称其为“至圣先师
”，将其学说视为治国之经典、救世之良方，推崇到至高无上的独尊的地位。
后来，他又忽然被说成是导致中华民族落后衰败的罪魁祸首，是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大拦路石，举国
上下都喊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到了“四人帮”时期，他又成了复辟倒退的祖师爷，他的学说
成了集落后、腐朽、反动思想之“大成”，其遭遇之悲惨，比起在秦始皇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
来，又有人说孔子及其学说，不仅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安邦定国的法宝，也是拯救人类未来社会，使
其免于毁灭的最佳药方。
孔子其实不过是一位教师，他的所谓学说也不过是五万余言的一本《论语》，除掉其中一般表述性的
文字，真正具有思想含量的，也不过三分之二左右，其褒贬毁誉何以如此天悬地殊？
他的“道”到底是什么？
大概到今天也无人能够道出吧！
有这样遭遇的又何止孔子一人，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政治家不都曾经或正在遭遇着类似的经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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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并不奇怪，大凡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其学说即使算不上博大精深，至少也是多义性的；哪怕是
对于同一个命题，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他也会有不同的阐述。
孔子对“仁”的说法就有好几种，如果学习者、研究者，各执一词，那么，这个“道”是永远也找不
到的。
学泳者的悲喜剧列子说了学习游泳者的两种不同的结局：有的人掌握了一技之长，不再有衣食之忧，
而另一些人则被淹死。
列子不愧是伟大的预言家，他似乎预见到了在理论的大海中，游泳者的不同命运。
理论的多义性，固然给学者们带来无穷的麻烦，却也给政治家们带来极大的方便。
这给了他们以极大的灵活性，当现实的斗争需要他们执行某种政策时，他们可以从学说、理论那多义
性的“道”中拈出一支，以证明自己的正统；时易世迁，当新的斗争需要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执行另
一种政策时，便又可以拈出“道”的另一支，以证明自己仍然是原装正统。
此正所谓“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只有真正理解、掌握了“道”的这种玄妙，才算真正掌握了从政的奥妙。
不过，这种理论的多义性，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悲剧。
对这种多义性的探讨，如果只是在学者之间，在理论的层面上进行，即使是观点如何对立，态度如何
互不妥协，也不过是学理之争，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形成一些门户之见。
而一旦这种争论进入政治层面，事情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在专制制度之下，政治是不允许百花齐放的，只能是一家独裁。
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道”。
凡是持有异议的，无不被斥为异端邪说，是绝不允许存在的，轻则逐之，贬之；重则关之，杀之。
这是在独裁者鞭长所及的范围之内。
如果这些是完全有力量与之抗衡的他国之君、他国之臣，贬官、杀头都无能为力了，就只能攻之，骂
之，咒之。
于是，历史上便出现了许多“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理论大战的悲剧。
第二节　遵循规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译文】自然的规律，是不用争辩而善于取得胜利，不必说出而善于应验，不用召唤而自动存在。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到⋯⋯“道不可道”，并不等于“道”的不存在。
在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在宇宙中，“道”一直存在着，并在冥冥中主宰着一切，虽“不可道”，
但不可违，否则是要吃大苦头的。
所谓“天之道”，乃宇宙的存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未能道明白。
先是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主张的“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
止不动的，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都围绕地球运行。
这个学说一直统治了一千多年，直到16世纪才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哥白尼的“日心说”。
“日心说”认为太阳处于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着太阳运转。
这个发现，被称为宇宙观的大革命。
然而现在的科学证明，这个观点也并不正确，太阳只是太阳系的中心，而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
心究竟在哪里，或者说，宇宙有没有中心，至今还是一片茫然。
这种“道”，虽然人类至今还没有完全掌握，但不容任何违背，哪怕是至高无上的罗马教皇、权力无
边的宗教审判所，他们可以烧死哥白尼的追随者布鲁诺，却无法让太阳绕着地球转。
人间正道是沧桑日月行焉，四时兴焉，天何言哉？
大自然的寒来暑往、日出日没、潮起潮落，都有自己的规律，虽有的已被清楚地了解，有的尚未被完
全了解，但人们都严格遵循着这些规律。
任何人想自称高明，声言这个规律是他发明的，或者想一手遮天，隐瞒这个规律，或者极端狂妄，想
去改变这个规律，都会碰得头破血流，遗笑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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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书人原来是一名站讲台、磨粉笔，以讲授古代诗词曲赋为业的教书人，既不曾研究过古代的历史，
与现实的政界也绝少接触，甚至连结识“七品”以上官员的荣幸都很少有。
那么，为什么竟干起这种“纸上谈官”的营生呢？
究其初衷，还是和教书有点关系。
徜徉于古代文学那辉煌瑰丽的殿堂之际，有一个问题一直令写书人大惑不解：为什么许许多多创作了
精美绝伦锦绣文章的作者，仕途生涯却多是黯淡无光，甚至是一片黑暗呢？
忠贞高洁如屈原，自沉汨罗；博大精深如司马迁，身体被残；才华卓越如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死后
多年也未能翻案；参透人生如曹雪芹，更是终身布衣，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凄凉境况中消磨岁月
⋯⋯杜甫在一篇忆李白的诗中曾沉痛地写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难道文章竟是造成他们不幸命运的原因？
岂止文学家如此，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孔子被称为中国儒家思想之父，一生却颠沛流离；商鞅的变法使秦国崛起为战国七雄之首，最后却惨
遭车裂；岳飞收复了故土，却冤死风波亭；张居正起颓振衰，给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带来一线生机，
身后却被鞭尸抄家；袁崇焕保卫了北京，却被寸磔菜市口⋯⋯这样的名单，我们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大
串。
而另一些人，如李林甫、秦桧之流，一辈子却高官显贵，大红大紫。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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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道》由鹭江出版社出版。
以道为本：“日月行焉，四时行焉，天何言哉？
”道义不可违，潮流不可逆。
极盛而衰，物极必反，宜中庸之道。
爱民以仁：“君，舟也；民，水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仁者爱人，施政以德。
天子者，有道则入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权术至上：“明主这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二柄者，刑德也。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择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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