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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或生于富贵，或生于贫穷，或生于贫富之间的中等之家。
人的出身概莫如此。
人或为自己而活，或为别人而活，或既为自己又为别人而活。
人活着无出左右。
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或仅仅是自然的死亡无所谓特别的意义。
人死亡非此即彼。
    平庸的时代产生平庸的人，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人。
平庸的人纵然在人生的顶点也不会有精彩的演出，杰出的人即使在低谷也能上演精彩的故事。
    有的人终究会成为朋友，有的人终究会成为敌人，有的人终究会什么也不是，既不是朋友，也不是
敌人，只是熟悉的人，或者过路客。
    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相信一切，相信信仰，相信友谊，相信爱情，相信无欺的交易。
但对于自己的命运来说，谁是最值得信赖的？
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丈夫妻子，不是你的兄弟姐妹，不是你的子女，不是你的朋友上司，不是你
的志同道合者，虽然他们可以给你带来幸福、金钱、权力，但不是你的命运之神。
谁也不可信，惟一最可信的是你自己。
因为，你是你自己的承载者，是你肉体和精神的承载者。
你是你自己的根基，你是你自己的土壤。
你是你自己的信赖者。
    信赖他人，即意味着你把幸福和人生的方向寄托在他人身上，或是相信他人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
指明方向。
只有信赖自己，才能真正地把握幸福和人生的方向，即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者。
如果信赖别人，即意味着盲从，盲从就是别人说什么是什么，说非即非，说是即是，指东即东，指西
即西。
盲从是最危险的人生旅行。
首先信赖自己，然后信赖别人，这样的信赖才是值得信赖的，是理性的信赖。
    宇宙中最难认识的事物是人，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是人际关系。
人与天、与地、与物的关系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
    人的本性或本质是什么？
中国文化大体有七种观点，这七种观点早在汉朝以前就已经形成，其中有六种观点来源于战国时期，
一种观点来源于东汉。
    儒家先圣孔子不以善恶讲性，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他只认为人的天性是相近的，后来的相异，皆由于习。
他既没有说性善，也没有说性恶，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想象和论述的空间。
实际上孔子是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既看到了人性中自然本能的一面，又把“仁”看作人性的潜在的本性，“我欲仁，斯仁至矣。
”    儒家亚圣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
”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乃仁义礼智之端，都是人所固有，无待于习。
    稍晚于孟子的另一个儒家代表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认为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性中并无礼义，一切善的行为都是后来训练而成。
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告子之说惟见于孟子书中，略而不具，其详不可得知）认为性无善恶，他说：
“性无善无不善也。
”又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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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性无善恶，善恶都是后来才有的，原始的性则既非善亦非恶。
    老子、庄子等道家主张人性超善恶，认为人之本性，既非仁义，亦非情欲，而是所得于道之德之显
见。
性命之性是自然的，而仁义是人为的。
战国时的儒家世硕认为人性有善有恶，王充《论衡》中述其说云：“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
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
”世子等人的学说，主要是谓性中兼含善恶，发展其中的善性则是善人，发展其中的恶性则成恶人。
    战国时期还有一种学说（倡导者的姓名已失传）认为，有性善有性不善，即有人生来即善，有人生
来即不善。
既非人人之性皆善，亦非人人之性皆恶，乃有两种人的不同。
    到了东汉，儒家王充把人性分为善、中、恶三等，他说：“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即中人以上者
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
”即中人以上者性善，中人以下者性恶，中人之性则不善不恶而可善可恶。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大。
原始佛教认为人性邪恶，有贪嗔痴的本性，必须严格地持戒修行。
大众部佛教提出“心性本净”的观点，肯定了人性是善的。
大乘佛教进一步宣扬“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皆能成佛”。
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其思想也在演变发展，各派观点不尽相同。
华严宗认为佛性纯善，众生与佛一样，本质上都清净圆明，众生的种种恶行来自于种种妄念，修行即
要断除心中妄念。
天台宗认为佛性中善恶兼具，因为人性中有善有恶，修行才有必要性。
禅宗认为人性即佛性，“即心即佛”，佛性不在人的本性外，人不可离开自身去求佛，见性即可成佛
。
    和中国一样，在西方持性善论者有之，持性恶论者有之，持有善有恶论者和无善恶论者亦有之。
持性善论者有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和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
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人虽然有自利要求，但人具有理性，能把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按照理性的原
则进行协调，从而取得和谐。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认为，人性原来都是善的，原始社会的人都是生活在自由平等之中，善良
的人性存在于纯洁的自然状态之中，只因社会文明特别是城市文明才使人性扭曲、罪恶丛生。
这位著有《社会契约论》和《忏悔录》等名篇的作者认为个人和社会都应该归于自然才能自由、幸福
、平等。
    公元四世纪的奥古斯汀、十五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十六世纪的霍布士、十八世纪的叔本华等都是性
恶论的代表人物。
《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总有填不满的欲望和膨胀的野心，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偶尔
行善只是人们的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
他有一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性有善有恶论的代表人物有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近代的康德。
柏拉图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
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
柏拉图认为，人有欲望、意志和理性，当理性能驾驭欲望和意志时，就能获得善，反之就是恶。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有理性和情欲。
他提出了三个著名的论断，即“求知是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动物”。
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用理性节制情欲于一个合理的状态，恰到好处，以获得人生的幸福。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既是哲学家，又是天文学家和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他认为人有两个我，
一个是“实我”，一个是“真我”。
“真我”是理性主导的我，“实我”是情感主导的我，“真我”因为善性的约束而高于恶性欲望的“
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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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张性无善恶的首推近代思想家洛克，他是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的开创人，同时也是第一个全面
阐述宪政民主思想的人。
他提出了人心白纸说，认为人之初始，人心都是空如白纸，根本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
善与恶的心理观念和道德品质都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尤其是教育因素造成的。
美国现代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也是性无善恶论者，他认为善绝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它仅是能满
足人们需要的事物而已，是相对的价值判断。
人性都有发展成善的可能性，只要有适当的教育，人是能养成善良的品性的。
    在整个西方世界，占主流思想的既不是性善论，也不是有善有恶论以及无善无恶论，而是性恶论--
基督教的原罪说。
根据基督教的创世说，上帝创造了世界后，用泥土创造了亚当，然后取下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
，把他们安放在伊甸园中。
后来，亚当和夏娃在魔鬼的引诱下，偷吃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犯下了大罪，上帝就把他们逐出
了伊甸园。
这就是原罪的由来。
他们的罪恶遗传下来，他们的子子孙孙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
为此，人要用忏悔和劳作以及服从禁忌、戒律等来获得全能全知上帝的救赎，否则，人的灵魂就只能
沦落于苦难的地狱，而不能进入美丽的天堂。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人性是善还是恶作出论断。
在马克思看来，人性无所谓善恶。
马克思说：“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
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
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
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的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意义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概括而论，中国以儒家的人性善为主流思想，西方以基督教的人性恶为主流思想。
    而笔者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中读出了人的本性、本质是斗争，笔者从以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中读出了人的本性、本质也是斗争，笔者还从先秦诸子百家、《
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历史名人、名篇、名著中读出了人的本性
、本质还是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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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宇宙中最难认识的事物是人，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是人际关系，而人的本性也决定着人际关系的基本
性质。
关于人的本性，有善、恶、无善无恶论一直争辩不休。
但是，无论是那种人性，都存在最原始、最本质的东西--斗争。
人从出生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并且在斗争中发展前进。
所以，人际关系本质是一种人与人的斗争关系，洞悉了这一本质，对于现实中每一个摇摆在人际关系
里的人来说，具有醍醐灌顶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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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仁虎，笔名李石头，新华社高级记者1984年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到新华社，先后在新华社新疆分社
、山西分社、安徽分社从事新闻工作。
历任山西分社农村室主任、安徽分社政文部主任、副总编、社长助理兼新华社皖南支社社长、新华社
《经济参考报》党组成员、总编辑助理，现任辽宁省新华社分社副社长、总编辑。
采写和编辑的稿件有多篇获得新华社社级好稿和中国经济新闻大赛一等奖。
撰写的文章被收入《南人与北人》、《风云人物大写真》、《记者论记者》、《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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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言
第一章人的本质是斗争
一、一切事物都存在着斗争
二、适者生存：自然和社会法则
三、斗争伴随人的一生
斗争是矛盾冲突，是互不相让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冲突、争夺。
斗争还是一种互相渗透的交融，是一种相互结合的过程，是实现新的平衡的途径，是共同增长的手段
。

第二章斗争的目的、手段和结果
一、生存还是毁灭
二、和谐的境界
三、善恶之分
四、欲望的魔鬼和天使
与自然界完全一样，社会环境同样存在着“弱肉强食”的法则，高智慧的、拥有权力的、拥有财富的
人，统治着低智慧的、没有权力的、贫穷的人，智慧、权力、财富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位置
或层次，这是社会环境的法则。

第三章成在理性败在莽
一、知彼己和不知彼己的斗争
二、清晰的和盲目的斗争
三、克制的和冲动的斗争
大凡成功者性格必然有弹性，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能控制自己的性格、情绪，处人做事率性而为必然失败。
不能控制自己的性格、情绪，在与他人的斗争中就会暴露自己的缺点、弱点，或者会失理、失义，而
使自己陷入不利地位，或者会在感情上伤害他人而给自己带来灾难。

第四章因势进退攻防
一、强势者的斗争
二、弱势者的斗争
三、面对面的斗争
四、幕后的斗争
五、借助外力的斗争
人，往往会在关键时候退却。
许多人走过了黑夜、战胜了黑夜，却未能迎来晨光，因为他们没有熬过黎明前的黑暗，那是最黑暗的
时候，黎明前的关键时刻最能考验人的毅力。
坚持，再坚持，关键时刻一定要坚持；坚持下来，弱势者就会变成强势者。

第五章斗争随角色而变
一、正职及决策者的斗争
二、副职及助手的斗争
三、中层及群众的斗争
四、家庭内的斗争
有人的角色越演越精彩、越重要，有人的角色越演越灰暗、越轻淡。
有的人会终生从事一种职业，有的人不断改变谋生手段；有的人一生平淡无奇，有的人一生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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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庸的人在人生的顶点也没有精彩的演出，杰出的人即使在低谷也上演着精彩的故事。

第六章斗争的系统和系统中斗争
一、人在系统中
二、情面害人误事
三、胜负要在时地
四、智勇毅达聚于一身必胜
一个伟大的人有时会栽倒在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手里，同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有时会成就一个伟
大的人。
斗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要在系统中掌握主动，在系统中把握自己的命运。

主要参考书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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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后人无法知晓人类在蒙昧野蛮的道路上经历了多少个黑暗长夜，但那艰难跋涉中的
行为却奠定了人性的基础，有爱，有恨，有忍让，有争夺，有友好，有凶残⋯⋯强者生存，弱者灭亡
。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所著的《人类的故事》一书开篇《致读者》一文的作者钱满素写道：人类从一
种野蛮生物开始，为摆脱野蛮，必然经历一个野蛮的过程。
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是正常状态。
统治人类原始社会的也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
每个群体为求生存，都必须制定许多强制和禁忌，对与自己不同的异类保持高度的怀疑、警惕和排斥
。
所以房龙说，不宽容不过是人的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
宽容与专横之争贯穿人类的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相食同类史不绝书。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易子相食。
意思是：父母交换子女来吃。
该成语出自《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
”说的是宋楚两国交战，楚军久围宋城，宋国害怕，派人前来对楚将说：“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
”就是说，我们都城现在因为围困已经绝粮断炊，只好互相交换孩子吃，劈开人骨头当柴烧。
言下之意，贵军可怜可怜我们吧，不要在都城外大修营寨围困我们了。
 脱离了蒙昧野蛮时代的人类对自己的同类仍然摆脱不了凶狠残暴的劣根性。
根据《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以及《水浒传》等演义小说的描写，人吃人现
象大约有五种情况，一是因为饥饿，二是因为仇恨，三是因为凶残，四是因为经济暴利，五是因为变
态嗜好。
 人与自然环境的斗争永不停息。
早期，人类在被动地应对自然界的挑战中，自然的威力远远大于人类的力量，人类只有顺从。
人之结受制于自然之网。
人类在顺从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和智慧。
后来，人类主动地、慢慢地、逐渐地向自然界挑战。
人之结要制约自然之网。
有一天，人类制造了车轮，人类可以走出狭小的天地，可以长途远行。
后来又制造了舟船，开始打破江河的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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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五千年文明，其中有三千年漫步在封建社会里。
在君主专制下的封建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帝王君主是国家、权力、法律、地位、名誉、利益等一切名和利的核心、代表。
国家的各级成员只对君主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百姓大众负责。
人治是君主专制下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和规律。
百姓大众则做出各种努力，使出各种手段向着以君主为核心的集团和其它大小官僚集团奋进、靠拢。
    人性之恶在封建社会最为泛滥，人性之恶在封建最为典型。
    在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善论是统治者和正统思想高举的旗帜，他们高唱着人性本善
的颂歌，其私下里真实的目的是，是让天底下的百姓大众安心当顺民，安心受指使。
听天由命，恪守纲常，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而他们自己却是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耍尽了阴谋诡计，干尽了罪恶勾当。
    以仁政来对付刀剑，是孟子的追求，是孟子的理想。
孟子一生讲得最多的要算人性善和法先王以行仁政这两个问题。
他所说的人性，就是人生而具有的善性；所谓仁政，就是以尧舜之世为最高典范的贤明政治。
孟子一生奔走于齐、梁这些大国之间，反复宣传他的性善论和仁政学说，企图打动齐、梁国君的心，
接受他的主张，但那纯真的理想终因不合时宜，未被采纳，也未受到重视。
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他幻想着仁政会来源于统治者的善性，并最后与庶民的善性相适应，从而国泰民安，各得其所。
    人如果真的性善，那圣王和礼义又有什么用呢。
法家代表苟子如是反驳孟子。
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
”“人之性固正理平治（指善）邪？
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
”人生而人欲，有欲则有求，求不得则纷争。
    如孟子之说为真，则世无纷争或少有纷争。
人类的历史进程说明，孟子之说为伪言。
    中国文化掩盖了人性恶的真相，以谎言掩盖真相，以真相推行谎言，以谎言麻痹百姓。
    三千年来顺民的传统已经渗透到每个时代几乎每个人的血液里，并沉淀在当代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本可以不必谦卑的却谦卑了，本可以反对的却顺从了，本可以抗争的却忍受了，本可以真诚的却虚假
了，本可以公正的却倾斜了，本应该诚信的却欺骗了，本可以光明正大的却背后阴谋了。
    如若以性本恶为真，则统治者必作自我诫勉，必作自我之约束，必以法治天下，必划分、规范各自
的权力、义务、职责。
    中国人性的弱点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之一。
去中国人性之弱点非一代之功，必经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之无数次洗礼，不能脱其弊，祛其病，
除其疾。
    面对现实的中国人，面对当下的中国人，我们必须学习斗争的技巧，以斗争求尊严、求权益，以博
弈求共谐、求共赢，以社会各种力量的有序冲突、博弈，促进社会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
    笔者试图从理论上阐述斗争的本质，从人类的本性上解读斗争的根源，从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角
色、位置探讨斗争的方法、策略。
    笔者努力把先秦诸子百家、《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历史名人
、名篇、名著的格言、警言、案例融会贯通于其间。
    笔者幻想本书集哲学与生活、理论与实践、战略与战术于一体。
集理论性与实用性、思想性与逻辑性、知识性与故事性于一体。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斗争的艺术》为强者计，为弱者谋，为平者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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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旨在探讨，人要在斗争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应万事之策，行万善之事，结万胜之果。
    2012年5月1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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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斗争的艺术》是改善你人际关系的革命性认识。
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人性陷阱。
替强者计议，为弱者支招斗，给纠结在人际关系中的人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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