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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子，是人们对我国春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管仲的尊称。
管仲，名夷吾，春秋时吴楚交界地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
大约生于公元前725年，卒于公元前645年。

　　管仲属于姬姓的后代，其父名管严，曾在楚国做过官，后战死疆场。
叔叔名管至父，在齐国为官。
管仲少年时家境贫困，父亲死后，母子相依为命，为此，他经过商，当过兵，并同鲍叔牙结为好友。

　　春秋初年，齐襄公荒淫无道，他的弟弟们都认为他一定没有好下场，纷纷逃离齐国。
二弟公子纠由管仲、召忽辅佐奔往鲁国，三弟小白在鲍叔牙的辅佐下奔往莒国。
不久，齐国就发生了内乱，齐襄公被杀，大夫高侯乃召在莒国的小白回齐继位。
这时，鲁国也听到了襄公的死讯，派兵送公子纠回齐抢班，并由管仲先率兵击堵住小白的归路。
管仲截住了小白，一箭射在小白的玉带钩上，小白装死，骗过了管仲，导致公子纠放慢了行程。
而小白已先期入齐登基，是为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虽然念念不忘管仲的一箭之仇，但为了图霸，用人心切，终于采纳鲍叔牙的意见
，从鲁国把管仲接了回来，任命为相国。
管仲辅佐齐桓公达40年之久，对于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起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
齐桓公曾尊称其办“仲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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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相壤定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管子对曰：“郡县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
若干。
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
”    《管子·乘马数》    齐桓公问管仲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应该怎么做才对，管仲回答说，对郡
县村的上等土地，掌握相当数量的粮食，中等土地掌握相当数量的粮食，下等土地也掌握相当数量的
粮食。
这样，按照土地的好坏确定征购赋税的数量，百姓就会安定；利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赈济贫困而
补助不足，百姓也就会对君主满意。
“相壤定籍”的策略，实际上是一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谋略。
人们通常说，一个事情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是否融洽。
做任何事情，只有上观天时，下观地利，中观人和，才能取得成功。
这上、中、下“三观”，其实就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审时度势。
这既是君主的治国之道，军事将领的取胜之策，也是黎民百姓的处事之方。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审时度势，首先是要注意分析客观条件，审天时、地利之势。
金兀术战胜韩世忠就是一例。
    金国灭掉了北宋后，继续南下，在江浙一带受到南宋将领韩世忠的阻击，双方在长江下游的黄天荡
一带展开激战，相持了48天。
韩世忠发挥自己的优势，在金山脚下集聚一些勇猛健壮的军士，训练他们用穿上铁缆的大钩拽沉敌船
的战术。
此法果然奏效，在随后的一次战斗中，韩世忠指挥战舰分成两路，从两翼插向敌船背后，命令士兵用
钩挂住敌船，并用力拉铁缆，这样拽沉了多艘敌船，金兵一时间乱了阵脚，只得退兵。
    金军将领兀术在总结兵败的原因时，认识到，金兵惯长骑术，不善水战，而宋军对水战较为熟悉，
用船如同金兵使马一样方便；再加上宋军船只借助风力，拽船十分容易。
要破韩世忠的“铁钩沉船计”，必须先使宋军的优势变为劣势。
    于是，金兀术采取了三条应变之策：一是在船中装上一些土，铺平，以增加船只的平衡性；二是有
风时不出战，风停了则出江攻敌；三是动员人力在韩军的上游偷偷挖凿了一条30里的大渠，和江口相
连，以备战时急用。
    一切准备停当。
金兀术便选了一个风平浪静的天气，派一支人马乘小船从新凿的渠道绕到韩世忠的上流，纵火冲向韩
军，其他人马正面夹击。
一时间，箭如雨下。
而宋军的舰船因无风帆力太弱没法启动，不能发挥威力。
宋军大乱，孔世询、严允等将领战死，韩世忠见状，只好收集余部死守镇江。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审时度势，还必须注意分析主观条件，审自身、人和之势。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将卫璀受命担任征蜀主将邓艾、钟会的监军。
钟会想谋反，但又碍于邓艾和卫瓘，便使出一石二鸟之计，先叫卫璀去抓邓艾。
卫瓘心里也十分清楚，自己手下兵卒仅千人，去抓邓艾，必定会被邓艾杀死，这样，钟会就可以妄杀
监军的罪名，宣布邓艾蓄意谋反，从而除掉邓艾这个强大的对手。
    然而，此时卫瑾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他如果拒绝钟会的安排，也立即会招来钟会的加害。
怎么办？
卫瓘决定打着魏帝的旗号，前往成都捉拿邓艾。
一到成都，卫瑾对邓艾的部将矫诏说，站在官军一边的，可以加官晋爵，坚持与邓艾为伍者，株连三
族。
从而瓦锯了邓艾部属。
随后，星夜入邓艾所住的大殿，将高卧的邓艾父子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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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会见邓艾父子已被囚禁，便正式发兵造反。
并邀卫瓘一起谋划诛杀胡烈等将领之事，卫瑾见钟会公开造反，不甘与其为伍，便拒绝了钟会的要求
，还找机会向胡烈通报了钟会造反的消息。
当钟会威逼卫瓘拿定主意，否则将以利刃相见时，卫瓘只得假意应承。
    为了消除钟会对自己的疑心，卫瓘用喝盐水的方式，使自己反复呕吐。
他本来就比较瘦弱，这一呕，给人一种大病发作、行将就木的感觉。
钟会派亲信前往探视，也未抓到卫瓘诡诈的把柄。
于是，卫璀得以在夜晚联络各路军兵，并于第二天凌晨向钟会发起进攻。
终于一举将钟会灭除。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审时度势，还要善于算计。
管子“相壤定籍”谋略，就是从理财算计的角度提出来的。
其《乘马数》篇，主要论述的也是筹划算计的理财方法。
审察时势，区别时空，洞悉条件的变化，都离不开周密的谋划算计。
    李密是隋末起兵反隋的著名将领。
公元618年，李密在与王世充的交锋中，接连吃了几个败仗。
面对失利，其手下的有些将士离他而去，队伍减员现象日趋严重。
李密本人也面I临着选择：去洛口？
洛口守将邴元真已经叛归王世充了。
去黎阳？
黎阳守将徐世勋去年曾因诛杀翟让一事与李密交过锋，徐世勋险些被李密搬掉了脑袋，今番投奔，岂
不是自投罗网。
思前想后，李密觉得只有去投奔李渊父子。
虽然太原李渊父子是捷足先登，占了关中，打起了大唐旗号，但凭着自己的文武全才，相信李渊父子
一定能接纳和重用。
再说，自己也可依托大唐，干一番业绩，身边的这些人，也可免于流为草寇，徒损了英雄本色。
    为了使手下兵将顺从入关归并大唐，李密也动了一番脑筋。
他选择对自己忠心耿耿的王伯当为突破口。
一天，李密来到王伯当的驻地，兄弟见面，感慨万分。
一阵寒暄过后，李密对王伯当等众将领说：“如今累遭战败，大势已去，我军恐怕不可能再挥师争雄
了。
我李密没有能耐，白白地让诸位兄弟辛苦转战几年，如今，只有以一死来表达我对各位的歉意了！
”说完，便将随身佩带的宝剑拔了出来。
王伯当等人见此情形，急忙阻拦，随后，一个个都低头哭了起来。
李密见状，觉得时机成熟，便向大家讲述了入关归唐的想法，并担保大家不愁荣华富贵。
跟随李密的将领柳燮也在一旁推波助澜地说：“我军虽然没有同唐国公（李渊在隋时爵封为唐国公）
父子一起攻入长安，但是，我军围逼东都洛阳，阻断隋炀帝和隋军的西归之路，这实际上是为唐国公
不战而取京师帮了大忙，我们也算得上是大唐的开国功臣。
我们入关必定能得到大唐的厚待。
”王伯当等人相信李密的见识和眼光，于是，大家一致同意随李密一起人关归唐。
    李密投奔大唐后，果然得到李渊的重用，受封爵号为邢国公，官拜光禄卿。
    P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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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齐桓公即位后，面对襄公留下的一个烂摊子，首先需要的是安邦定国的良策良谋。
据说，管仲回到齐国后，齐桓公三沐三薰，以极隆重的礼仪与其相见，俩人促膝交谈了三天三夜。
管仲从“以人为本”、“以百姓为天”的社会政治思想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安邦定国谋略。
    《管子》书中的谋略思想十分丰富，并且在许多方面有独创的见地，是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的一朵灿
烂奇葩。
    朱少华编著的《管子谋略：匡世经纶》从定国、理政、用人、外交、人生五个方面，阐发和介绍管
子智谋，以期对管子的谋略思想有一个整体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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