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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也许，真的像有人所说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谋略型的文化。
但是，当下谋略类书籍的流行，却似乎与所谓的“谋略型中国文化”并无太大的关系，起码没有本质
的联系。
因为文化的深处未必是谋略，而“谋略”的深处一定是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儒、道、兵、法、墨、纵横、阴阳等许多学派。
这些主要的学派不仅都非常关心政治，还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治人”;而治人就必须讲究方法，讲究
方法就是智谋，就是谋略，就是权术。
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智谋被提升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性的规范和原则，各种学派和文化都
在智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纳入了谋略的范畴，成为智谋的不同组成部分。
这样以来，中国的智谋型文化就形成了。
 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虽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
家。
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
核，也就把握住了中国的谋略和智慧。
 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
它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直接以智慧迫使对方服从
；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为王道理想献身。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
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
其实，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
了人性、人道的范畴。
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法家的智慧很特殊。
法家之法作为君主统治天下的手段，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础上的。
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
“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
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
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呢？
这就需要“术”。
“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
中国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
“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则是权术阴谋。
这些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
 道家的智慧是极为聪明的。
黄老的有关著作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鄙夷和不屑。
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道的支配。
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永远不可改变和亵渎的；世间的人是有限的，对于道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
应。
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
黄老哲学认为，那就是要顺应自然，要无为，然后才能无不为。
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圣人没有自己的主张，万物的自然运行就是圣人的主
张。
人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顺应自然，在现实中就容易招致祸害。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总是相互融合，甚至进而吸收其他
学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相互消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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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谋型文化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特征
。
当然，这里不仅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人的学问往往被理解成谋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很
有代表性的话。
有许多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上，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内耗。
遗憾的是，谋划和算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用，而且早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为人们
所称许的处世态度。
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人生的“道”，已成为中国人难以改变的文化精神。
一般所说的中国人善于“窝里斗”，就由此而来。
 然而，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也就是说，术只是道的表现形式，道则是术的根本，是术的决
定因素。
只要掌握了道，术就会无师自通，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阳谋”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是智慧谋略。
如果颠倒了这一关系，那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中国的智慧。
 所以鲁迅先生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成大事者，古今未有。
 因为，权谋决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
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
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冷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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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分强弱，人分高低，难道弱者便永远处于弱势，强者便可恒强吗?人的一生为何有时处于强势，有时
又处于弱势?强弱之势又是如何转化的?守弱的奥妙道出“强者守弱，使强者恒强；弱者守弱，可由弱
变强”的大道理、大学问——柔弱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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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西晋) 杜预 译者:马树全杜预，字元凯，这部由今人集录而成的杜预谋略专论“守弱”，而“守
弱”恰是杜预平生的“图存”“图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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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敬强篇　卷一　·人世间的强弱之分，是天道中很正常的事。
　·生存的第一准则，是要有自知之明。
　·掩饰弱者身份的人，便会永远是弱者。
　·小人可以欺瞒上天，却躲避实际的灾祸。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弱者，总是宠辱不惊。
　·由弱至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等待是必须的。
保愚篇　卷二　·聪不外露，愚宜外显。
　·愚以愚胜，是愚人成功的途径。
　·智计难以做到的事，愚笨却可以解决它。
　　·虚心的人，才能领悟世事的真谛。
　·说自己聪明的人不要十白他，要怕说自己愚笨的人。
　·上位者不忌惮愚人，却忌惮聪明人。
安贫篇　卷三　·困境催生邪念，遏止它才没有祸患。
　·穷不叫苦，富不贪恋，便离识破天道不远了。
　·贵生败儿，贱出公卿。
　·上天不会亏待有仁心的人，要对此坚信不疑。
　·一肚子苦水的人，不会赢得别人的敬重。
　·懒惰是贫困的第一成因。
抑尊篇　卷四  ·显现弱小可以愚弄强者。
  ·尊奉强者可以损害他，用这个方法能促其自我变乱。
  ·抓住强者弱点的弱者同样能取得胜利。
  ·弱者自称尊贵，伤害便不远了。
  ·君子尊而泽人，小人贵而害众。
  ·无休止的恭维和赞颂，是腐蚀强者的利器。
守卑篇　卷五示缺篇　卷六忍辱篇　卷七恕人篇　卷八弱胜篇　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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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敬强篇 卷一人世间的强弱之分，是天道中很正常的事。
原文世之强弱，天之常焉。
译文人世间的强弱之分，是天道中很正常的事。
释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世间有许多令人看不惯的事，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味地诅咒它绝非明智之举。
承认强弱之分、强弱之别，是正确认识自然、社会的首要前提，这样才能平心静气地面对由此引发的
种种问题，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
相反，不顾客观现实、只知咒天骂地的人，只会让自己更加心浮气躁，无法安心做事，结果使自己变
得“更弱”。
【事典】公子良的真言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霸。
处在晋楚中间地带的郑国虽然弱小，但郑国国君郑襄公却不甘示弱。
一次，在朝堂上，郑襄公对众臣子表明了心志，他说：“从前庄公在位时，我们郑国地位尊崇，敢于
向王室挑战，今日想来也是风光无限。
我想重振郑国声威，再创霸业，你们当要用心助我。
”众人同声附和，脸上却无欢喜之状。
郑襄公十分得意，又侃侃道：“晋楚虽然看似强大，但是在我眼里却不足为虑。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俗人太注重事物的表面了，而看不到事物的实质。
只要我们君臣一心，郑国一定能打败晋楚，恢复祖宗的荣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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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舌头是可以战胜牙齿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世上之事，概莫能外。
　　——人民网网友聪明的人在显示“愚笨”上下工夫。
　　——新浪网友水是“弱小”的，从来不在乎自己的形态，但最终又有什么能胜过无形之水呢?　　
——网易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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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守弱学(人生胜经)》人生胜经：弱者转强、强者恒强的谋世绝学                                        ——守弱学人之
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老子我把这个方法叫守弱法，为什么叫守弱呢？
就是你不要处处逞强，管人的人是不能好强的⋯⋯对内要守弱。
                                        ——曾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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