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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人褒贬历史、月旦人物，往往都难以摆脱个人喜好。
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过于浓烈，使得个体命运的评判失去了它本应有的多元色
彩。
尤其那些早已被时间盖棺定论的事，让人难以做到清醒地认识。
经常有人跟我交流，你写的是今天，还是昨天或者是将来？
我的回答往往会让他们大失所望，谈历史的归历史，谈现实的归现实，这个要分清楚，不能搅合在一
起，一锅煮。
因为没有谁敢妄言，用一本书就可以秒杀人类历史躯体里所有的生存细胞。
我只能说，我用粗鄙不堪的文字描述我所理解的历史、我所理解的生存之道，只是出于个人追求真理
的天性，并无更高远的目标。
    可能有人从亿万册的书海里淘出眼前这本书，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或许是封面上的“生存”二字吸
引了你：活着多难，生存不易。
那么人类的生存有逻辑可言吗？
我看这是一道伪命题。
如果历史的功能只能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去挖掘，那么这本书就会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连最基本的
可读性都会失去。
    中国人早就习惯了在“历史”这个词的后面加上一个缀词，那就是“教训”，就好像历史生来就是
一个好为人师的老学究，喜欢板起面孔教训人，所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
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可是让人类感到讽刺的是，由于自身的健忘和野心家们的篡改，我们不但记不起这一条又一条的教训
，就连历史最初的记忆也会一并丧失。
尽管人性古今一致，可是每个人的生存基因中都同样有着非常顽强的自我毁灭因子，既无法从历史借
镜，也难以做到自我修正与克制。
    历史的借镜经过时间的层层打磨早已变得暗淡无光，可人类生存过程中所呈现的起伏、纠缠、挣扎
、谋略、大道、利益⋯⋯它们就像是一张张面孔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千变万化。
它使我们清楚，自己从怎样的原点出发，穿越过怎样的千山万水，又会奔赴怎样的未知方向。
如果没有历史，人类的生存就会如同风雨飘摇的一叶扁舟，茫茫无所归依，即使有了此岸，也难以抵
达彼岸。
从这个角度认知，历史的功能不同于一本“个人生存手册”，因为里面没有我们需要的那些必备程序
。
它不会指导你怎样开机、怎样操作、怎样修复、怎样去更换新电池⋯⋯但它依然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
的动力。
    历史给我们今天的书写者提供了太多推测、辨识以及断定的可能性，这种近乎不由分说的“讼棍式
”的思维，难免会让那些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感觉到不舒服。
在人云亦云、酣畅淋漓的谩骂过后，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
君王有君王的理想，官员有官员的抱负，军阀有军阀的野心。
他们身怀利器，他们发动战争，他们玩弄权术。
那些被人为解读了千万遍的中国式逻辑，最后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抵达“利益”的彼岸。
尽管这话听起来不是那么舒服，可它却又真实得如同一块冰冷的铁，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温度。
就连一国总理也难免会感叹：触动利益，比触动人的灵魂还难。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利益”这个词包含了太多人类语言难以言及的内涵，在道德伦理、法律、
经济等多个层面上，它无处不在，又无所不包。
利益可能是人类认识中最为复杂、最难以捉摸的概念之一，世上所有事物中，没有哪一件比利益更加
古怪、更加微妙。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见人们行事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自己的利益，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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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怎么衡量呢？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有各种丰富的利益关系，各种利益关系再通过利益本身组成有机整体
，变成利益体系，人类的利益体系是社会的元规则。
    有人在史料里看到的是国家和制度离不开暴力的支撑，于是就认定暴力是生存的元规则。
有人在其中发现国有国法、帮有帮规、盗亦有道，暴力群体内部也有契约需要遵守，而非暴力决定一
切，从这一点上看，生存的逻辑就成了个人应该遵守的生存秩序。
还有人认为决定历史演变的是生命个体的信仰，只有信仰才是人类生存的主流价值观。
    一个社会只有惩罚是不行的，任何残暴的社会都不会长久，原因在于只有惩罚是形成不了价值体系
的。
人类从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起步，然后进入群体暴力的时代，人人冲着效忠皇帝而来，人人又奔
着利益而去。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生存和生存体系的问题，生存是更本元的因素，暴力利益的最大化也要通过生存体
系来完成。
中国历史转来转去，皇帝用枪杆子捍卫自己的生存利益，官员用权力维护自己的生存利益，而草民无
所依傍，逼急了只能用暴力去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
或许正因为如此，唯暴力论在中国一直大有市场。
那些无道君王和铁血军阀都认定一个真理：只要有枪杆子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错，但是要维护一个政权却不能仅仅依靠枪杆子，穷兵黩武治天下的王朝在中
国基本上没有超过二代的，一个长命王朝一定要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存体系。
暴力只不过是维持这个生存体系的手段，因此暴力更多地体现在生存体系博弈的战争层面上。
    女儿经常说：爸爸，带我玩，不要写了，你写这些有什么用呢？
是啊！
有什么用呢？
作为一个书写者而言，文字对于个体的生存的确是没有用的，顶多就是赏花买酒的碎银子；而对于一
个写作者而言，他不能以有用或者没用来衡量自己付出的时间代价，他应该把自己的情怀隐藏于文本
背后，在保证文字独立性的同时，也要坚持个人的人文诉求，如此，思想与文字两方面都可以幸存，
否则的话，只会落下一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在人类绵延的历史进程中，我就像是一个痴迷的寻宝人，在历史的瓦砾中寻寻觅觅，翻翻捡捡。
对于今天的我们，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让我们从中读出人性的幽暗与光辉，读出现实问题之所在，
引领我们走出一个时代的迷宫。
    2013年3月19日宗承灏于淮南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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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存的逻辑》内容简介：官场大咖粉墨登场，社会小人物夹缝求生。
朱元璋PK朝廷官员：一手铁血剑，杀得六部全军覆没；一手百姓牌，支持底层民众越级上访。
守库小兵PK皇权：如何在监管重重的银库重地盗取官银，偷得朝廷亏空九百多万两？

盛宣怀PK胡雪岩：最著名的红顶商人在官场和商场的全面战争。

封疆大吏PK京城小官：李鸿章、曾国藩等大官如何栽在小小书吏手里？

官府PK土匪：只要你不在我的地盘犯事我就当看不见的官匪默契。

地方官PK老百姓：一次大规模的官民对战是如何发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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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宗承灏，安徽淮南人，青年作家，国内多家有影响力刊物的专栏作者，在《百家讲坛》、《人民论坛
》、《文史天地》等刊物发表有多篇历史随笔。
已出版《灰色生存》、《官家定律》、《灰章程》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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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明律》明确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贪污六十两白银就要被扒皮示众，可是，历
代官员经商之盛、家财之富，又以明代为最。
发展到后来，皇室宗族、功勋之家已纷纷插手经商，到了嘉靖之后，这种风气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
据吴晗的考证，“从亲王到勋爵、官僚士大夫都经营商业，而且官愈大，做买卖愈多愈大，16世纪中
期的这种现象，是过去所没有过的”。
 而这种成本有时候会直接动摇国家的根本，比如说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在与后金（清朝
前身）的辽东之战中一败涂地，总兵官、监军乃至西、北、东路的明军高级将领多半殒命。
如此惨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需供应商们与掌权太监沆瀣一气，掺杂使假无所不为，连火药中也半是
泥土，根本不能使用，如此形势之下，“辽事”日益成为明朝的肘腋大患就是必然的了。
 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皇权统治最终离不开官员，官员是统治的手
段。
而被作为手段的“官员”，也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是可以用来与商人进
行交易的，它不是经商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并能够从中得到丰厚的收益。
 由于国家发放的长期饭票有限，造成官场资源稀缺，官位的稀缺凸显了封建社会官职的高贵。
这种高贵对于大多数谋求当官的人来说，除了光宗耀祖之外，还将升官与发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于是，时人削尖脑袋往官场里挤，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名利双收。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官”与“发财”往往是紧密相关的。
当官不发财，不如回家卖红薯。
皇帝对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依赖，而官对皇帝却是一种权力的索取。
 这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皇帝们既没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来打理江山，又必须找一个说得过
去的理由来统治江山，所以他们就不得不报出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价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职业经
理人”。
 皇帝能够“忽悠”天下人才为己所用的一个绝招，就是为广大读书人提供取财之“正道”——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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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存的逻辑》编辑推荐：《官家定律》、《灰色生存》作者再掀文化历史波澜。
于帝王官吏、商界帮匪、平头百姓间的纠缠与博弈中看中国历史的生存逻辑。
不论是高阶还是草根，不论是混官场还是混社会，懂规则、会生存，才能风生水起，屹立不倒。
生存的逻辑，不是简单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运用到极致，虾米也能逆袭，吃掉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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