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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之所以看历史书，我想，除了历史专业的人之外，大概出于两个原因：一部分人被历史的故事情
节所吸引，把历史当小说看，所谓“看热闹”，纯粹出于消遣。
大部分人很可能是受了培根的影响——他在《论读书》一文中说：“读史使人明智。
”——想从史书中学些奇计阴谋，以便在激烈的人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诚然，历史中充满了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也不乏各种场合的人生角力，勾心斗角，拈酸吃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二十四史也是二十四部阴谋权诈史。
所以要想从历史中学到些权谋，那是相当容易满足的。
但我以为，读史的真正收获。
并不在于学一些人生中常用的小聪明，培根先生之所谓“wise”者，在这里也许当作“博学有见识”
解。
读史书，历观朝代的兴亡、人事的变迁、恩恩怨怨、是非成败，见得多了，从中体悟出些道理来，提
高自己对人生世事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这才是上层境界。
古人云，鉴往以知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本小书，是浙江文艺出版社“读史馆”丛书的一种，内容是春秋战国这一段历史。
春秋战国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圣哲迭现，英雄辈出。
那个时代，周王室的权威几乎扫地以尽，难以维持“礼乐征伐白天子出”的统治秩序，只剩下“天下
共主”的政治符号意义。
秩序的崩溃，一方面意味着混乱、无序，大家渴望有英雄振臂一呼，来重新收拾局面，维系安定的生
活环境。
这是霸主产生的社会政治基础。
一些胸怀远略的大国之君，开始代天子征讨，主持诸侯会盟，成为天下秩序的维护者，这就是所谓的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在春秋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五个霸主，这就是所谓的“春秋五霸”。
但“春秋五霸”具体指哪些人，历史上却有不同的说法。
比较流行的两种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或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
、越王勾践，两种说法牵扯进来的共七位国君。
其实，五霸的说法远不止这两种，牵扯进来的也远超七人，这其实反映了当时参与争霸的国君数量之
多。
我们熟知的齐桓公为五霸之首，但在他之前，其实已有郑庄公、齐庄僖公等所谓的“小霸”，召开地
方性的诸侯会盟，维护王室威信。
从总体上讲，春秋时期，虽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但春秋前期诸侯国之间进行的还是争霸活动，并不以灭人之国为主要目的。
至春秋后期以至战国时期，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仅周天子连政治上“天下共主”的符号意义也
所余不多，各诸侯国的公室也面临着来自卿大夫的挑战，甚至为卿大夫所取代，由“政在诸侯”演变
为“政在家门”，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于是，晋一分为三，姜齐也被田齐所取代，季氏家臣阳虎也掌控了好长时间的鲁国政权。
诸侯国之间，也由原来的争霸战争转变为兼并战争。
战国中后期，演变成齐、楚、秦、燕、韩、赵、魏七国争雄的局面。
最终的结局，当然是奉行法家政治的虎狼之秦一统天下。
这是政治演变的大概。
    秩序的崩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思想上、学术上的束缚解除，“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由官府
垄断的礼乐也好文化典籍也好，开始流布到民间，一部分掌握文化的王官也沦落到民间，士的数量增
多。
自孔子始，开私家讲学之风，更进一步促进了士阶层的壮大。
礼崩乐环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引发了士的思考，他们从不同的侧面为这个无序的社会开出药方，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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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主要的有儒、道、墨、法等家，还有拿不上台面的纵横家和成为绝学的名辩家
，后世往往称之日“百家争鸣”。
这一时期学术自由度和活跃度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我国历史上都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为了在争霸战争或兼并战争中占有优势，各国开始了招纳贤才、发奋图强的活动，也积极探索新的
制度或施政措施，整个社会孕育着新的变裂。
反映在政治上，即是各国的变法运动，变法成功者，往往率先崛起，齐桓公的煌煌霸业就是最好的例
子。
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即是百家争鸣，涌现了一大批学术精品，如《老子》、《论语》、《孟子》、《
庄子》等。
    本书力图满足读者“看热闹”和“明智”的两种需求，同时，笔者还有一点存心，那就是汲取古人
思想学说中的人性光辉，涵养我们的心灵。
在风格上，尽量写得轻松些。
当然，限于笔者水平，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景，到底如何，还需读者评判。
出于以上原因，选取哪个角度写作，便成了首要问题。
从制度入手，或许历史演变的脉络更清晰，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一来，很少有人愿意去看枯燥的
制度变革’；二来，礼乐文明的崩溃与制度创新是个缓慢的过程，很难有清晰的界限，更重要的’是
，各国情况并不同步。
思量再三，决定选取代表性的人物，从人物入手，也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来兼具故事性；二来一切历
史的演进，都由大人物推动，时代越往前，大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占的地位越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尽管我们常说“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本书共选取了十四位人物，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争霸风云”，取代表性的列国之君。
齐桓公是五霸之首，开“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之局面，他的用人之道和把握战略机遇的能力及战略计
划的实施，无不说明他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霸业洵非偶然。
在宋襄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礼乐文明的背影，他固守仁义，坚持按规则出牌，结果一败涂地，送
了老命。
他的争霸悲剧，也是规则败给功利的悲剧，从深层次讲，甚至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晋文公是晋国百年霸
业的奠基者，尽管孔子批评他“谲而不正”，但他从流亡公子在短时期内一跃而成为号令天下的霸主
，他的用人之道和治国方略，自有其可观之处，更不要说他传奇的经历了。
而从赵武灵王这位半拉子英雄身上，我们则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君主的缩影。
在那个竞争更为激烈、时局更加激荡的时期，一着不慎，往往满盘皆输。
在战国，半拉子英雄绝不止赵武灵王一个，类似的还有齐闵王等。
    第二部分“济济多士”，则选取诸侯国六位著名的谋士。
由于选了齐桓公，所以不再选管仲，因为此二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同样的道理，选了孙叔敖就不再选楚庄王，尽管他的霸业毫不逊色于齐桓、晋文。
孙叔敖作为千古循吏第一人，不仅治国有术，谋家有方，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清正廉洁、执法严明、不
阿权贵、体恤下民的政治品格。
同样的还有子产和晏婴，子产不仅能把“国小而逼、族大宠多”的郑国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能在楚
、晋两大国的夹缝中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其胆略固足以雄视千古。
但真正令人佩服的，还是他那“不毁乡校”的政治襟怀和“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政治品格。
晏婴先后辅佐过三位性格不同、爱好各异的君主，不但能全身避祸，还能勉强支撑处于季世的齐国的
大国地位和尊严，显示了这位“裱糊匠”的高明之处——尽管他不能，甚至任何人都不能挽救齐国目
益没落的命运。
伍子胥一身牵系楚、吴、越三国兴衰，他的传奇经历，正足以反映这一段历史，而他的悲剧性结局，
多源于他只会做事不会做人的性格。
在利口覆家邦的纵横家中，范睢显然是翘楚，比之人品低下不入流的苏秦、张仪，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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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选取他的原因。
当然，从范睢身上，我们也可以体味到人性的复杂。
一生纠缠于个人恩怨之中，这不能不说是这位草根出身的英雄的致命之伤。
至于屈原，时运不济的他无缘施展治国平天下的韬略，“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最终自投清流。
他已成为干百年来无数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
    第三部分“百家争鸣”，选取老子、孔子、孟子、韩非四人，略述其身世及学说。
墨家虽号为显学，实则战国后期几近乎绝迹，于中国历史影响不大，这是不取墨子的原因。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孟子，不少人误认为这位孔家店的二掌柜一开始即地位尊崇，其实不然，孟子
的身后浮沉，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学说演变的梗概。
    对于选取的人物，可能见仁见智，秦穆公、魏文侯、商鞅、吕不韦、庄子等人物未入选，不能不说
是遗憾，但限于篇幅，也为了这本小书尽早问世，只能留待日后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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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秋战国的特征，可以借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场白来概括：“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
好的时代。
”王纲陵替，动乱不已，岂非“最坏”!斯时也，“礼乐征伐白天子出”的秩序分崩离析，周室衰微，
夷夏冲突，诸侯争霸，大国兼并，世局之嬗变接踵而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
城”，生灵之涂炭触目惊心。
然而，生机盎然，希望孕育，又岂非“最好”!这在经济上，是农业进步，工商发达，城市繁荣；在政
治上，是制度鼎革，人才辈出，管理创新。
在文化上，是百家争鸣，学术下移，思想解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春秋战国的历史，充满着矛盾，洋溢着激情，流淌着痛楚，展示着愿景。
“乱”与“新”，如影随形，“祸。
与“福”，相反相成!
白效咏博士的这本《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下的大裂变》，从剖析人物人手，去解读这个“变”而寓“
序”、“乱”而趋“新”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尝试。
该书分为三章：“争霸风云”收列国之君，“济济多士”收各国谋士，“百家争鸣”收“道⋯‘儒⋯
‘法”学派之代表者。
不妨把这三类人物看作三条线索：从列国之君去窥探风云激荡的国际关系，从谋士贤臣去感受各国在
这大裂变时代的发愤图强，从学者及其作品解读这个时代哲人的思考，可收纲举目张之效。
作者亦庄亦谐的笔触，带给读者的不仅是“读史使人明智”，还有轻松和愉悦。

殊不知“野合”不过是当时在“礼不下庶人”的下层人民中间流行的一种自由婚姻⋯⋯所谓‘‘纥与
颜氏女野合”云云，不过是那个时代一位老贵族抱着明确的目标(生子继承香火)与一位下层少女的一
次艳遇罢了，是诸多的贵族艳遇中的一次。
只是这次艳遇生下了“至圣先师”孔子，才被记录下来，显得是那么扎眼，弄得一班卫道士手忙脚乱
，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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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效咏， 男，山东金乡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学博士，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浙江学刊》《暨南学报》《浙江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
篇，其中一些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书报复印资料中心摘引和转载，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先秦
秦汉史和思想史。
著有《储君福祸》，与人合著《资政通鉴：中国历代王朝崛起检讨》《先秦顶级文臣》《宦官劫数》
，井参与《国学大师档案》《历代诗词名句分类鉴赏辞典》的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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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此时的天下或者说诸夏地区迫切需要一个霸主来作为秩序的维护者和抗击夷狄的领头雁。
郑国在郑庄公薨后，陷入二十年的内乱中，自顾尚且不暇，霸业戛然而止。
鲁国由于自身实力所限，有心无力。
而齐国有了齐僖公打下的“小霸”基础，恰恰是崛起的最佳时期。
所以，齐桓公继位后不久，即与管仲一起制定了图谋霸业的计划。
这一计划的提出，可以说既顺应了时势的要求，又充分考虑了齐国的实际情况，是对战略机遇准确而
及时的把握。
    齐桓公成功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君臣确立霸图之后，又作出了正确的战略选择。
首先改革内政，增强自身的实力；再威恩并用，修睦邻邦，改善周边的“国际”环境；时机成熟后，
树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北伐戎狄，南拒强楚，组织诸侯会盟，自己也顺势将霸业推向顶峰。
    执政之初，为实现霸图，桓公也曾首先选择了加强军事力量的建设，欲以武力作为称霸的后盾。
桓公的这一决策遭到管仲的反对，他反复向桓公阐明“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的道理，君臣达成一
致，将精力转移到改革整顿内政上来。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谁能抓住机遇，率先改革，谁就能成为上帝的选民。
桓公与管仲打着“修，旧法”的旗号，对行政管理、经济、税收、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改革。
    齐桓公和管仲所动的第一刀就是以“修旧法”为名改革内政，以减少改革的阻力。
一般而言，老百姓由于受学识、经历的限制，对于新生事物总有天然的恐惧感，因此对于改革也是天
然地排斥，这倒不一定是因为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所以，无论是商鞅变法也好、王安石变法也好，尽管改革的出发点都是强国富民，但老百。
姓回报的态度都是“民日不便”，历千年而未改。
懵懂的王安石打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旗，与大家公开对抗，结果自然是
一败涂地。
齐桓公和管仲君臣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打着“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幌子，对内政进行大
刀阔斧的改革。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凡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受老百姓欢迎的，就坚持下去；经实践检验不行的，就坚决改掉。
以民意为改革的方向，“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所以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其具体内容为：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协调好士农工商“四民”的关系。
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
即士农工商四类人都是国家的基础。
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四类人“不可使杂处”，理由是“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
”，因此“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
这就是说，士农工商四民的聚居地要有所区分，而且要相对稳定。
具体说来，则是“三其国”、“五其鄙”。
“三其国”就是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齐桓公亲自帅十一乡，大贵
族高子、国子各帅五乡。
同时设立“三军”，也分别由齐桓公、高子、国子率领。
另外“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
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
在国都建立起严密的管理体系。
所谓“五其鄙”是指在郊区“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
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
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勿有淫佚者”。
实行这种“定民之居”的办法，不仅有利于管理，有利于分工，而且有利于同业内部的互相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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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寓兵于农，有利于兵民之间的转换。
由于大家长期生活在一起，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能辨别出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
家就能认识，无形中提高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
管仲还认为，老百姓太穷太富都不好。
太富则对爵禄不会动心，太穷则不畏刑罚，两极分化会导致国家法令不行。
为了保持“四民”相对平等的经济地位，又提出对他们不能一视同仁，政策上必须有所倾斜，“富而
能夺，贫而能予”(《管子·国蓄》)。
对农民采取扶持政策。
农民是社会的多数，农业又是经济的基础，所以“兴利者，利农事也”(《管子-治国》)。
对手工业则宜实行官营和私营两套体制，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灵活的管理办法。
能工巧匠不能生产奢侈品，必须满足全社会的需要。
他在《管子·轻重甲》篇对商人的界定则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非君所赖也，君之所与
。
”富商巨贾如果任其自流，其后果是“贫者失其财”、“农业失其五谷”，商人最终操纵国家的经济
命脉，甚至干预政治，造成“一国而二君二王”。
所以管仲主张在发展商业的同时，必须打击富商巨贾。
盐铁、粮食、布帛等重要物资均由国家垄断经营。
    相地而衰征，关市几而不征。
这是管仲针对郊区农业和商业的改革。
所谓“相地而衰征”是指根据土质的好坏美恶，也就是区分“陆、阜、陵、瑾、井、田、畴”的不同
情况，从而确定对土地征收赋税的多少。
《管子大匡》中还讲到了具体的征收办法：“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
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
”这里不仅考虑到了土地的情况，而且考虑到了年景，两年收一次税，好的年景征收十分之三的税，
一般的年景十分之二，差的年景十分之一，荒年则不收税，这当然比不分青红皂白征收同样的赋税要
合理得多，也更便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管仲的这一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对旧的井田制度的根本的变革和瓦解，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准确地
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作出了英明抉择，极大地促进了齐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所谓“关市几而不征”则是指对于来往的货物，无论是几经周转，都免征关税和市税。
这一政策的施行极大地刺激了齐国商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周边诸侯国的商人前来齐国做生意，一时“
诸侯称广焉”，不仅大大有利于齐国人民的富裕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且用经济的纽带紧紧地把诸
侯国与齐国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另外，为了增加军资，解决军队的武器问题，管仲还规定犯了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
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
这样在不加重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就很轻松地改善了军队的装备，同时又使犯罪的人得到改过自新的机
会，受到了人民的拥护。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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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下的大裂变》(作者白效咏)，是浙江文艺出版社“读史馆”丛书的一种，内
容是春秋战国这一段历史。
    本书力图满足读者“看热闹”和“明智”的两种需求，同时，笔者还有一点存心，那就是汲取古人
思想学说中的人性光辉，涵养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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