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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诸子百家书，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提问。
“孔子入太庙，每事问。
”(《论语·八佾(yì)》)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
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提问频率之高，问题触及面之广’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都说孔
子知礼，怎么还提问不断呢？
面对发问，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是礼也！
”其意是讲，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
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
“三十而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教学弟子，还是答问友朋，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欢用
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
在诸子中，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用司马迁的话说，是“学者宗之”的。
正因为如此，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
的探求精神。
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
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我们常说，理论始于问题，科学始于问题，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学习始于问题呢？
    我们常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其价值也往往更大。
善于提问，敢于提问，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
    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孔子等先哲倡导的“提问”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
们这些后学的思维。
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
为何不把先哲请到“前台”进行访谈呢？
他们的身世如何？
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
为了传播学说，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
说是学习，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
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书本”？
他们四处游说的学术主旨是什么？
⋯⋯甚至他们穿的服饰、吃的食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问
题。
    有鉴于此，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提问诸子丛书”。
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通俗流畅的语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见解独特的解说、图文并茂的装帧、考
之有据的典章、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
    黄坤明    2010年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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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提问吕不韦》由郭志坤、陈雪良编著。

　　《提问吕不韦》简介：吕不韦“兼儒墨，合名法”，把春秋战国期间百家的精华采集起来，熔于
一炉，铸成“霸王道杂之”的“王者之治”的精品。
他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

　　“孝”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粹。
到战国时期，“孝”文化渐趋成熟。
吕不韦是称引和张扬《孝经》的第一人，并把亲子之情、师生之谊、君臣之义融汇于“大孝”的观念
之中，使之更具社会性。
吕不韦开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先河。

　　吕不韦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天地万物，人之一身也，此之谓大同。
”他认为，天地万物虽各异，但像人的身体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大”的“同一”性
。
从此，中国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概念获得了崭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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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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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问    在研究先生您的生平的诸多作品中，著名学者林剑鸣的《吕不韦传》是功力独具的。
他在这部传记中一开头依据《史记》以及有关史料作了一大段文学性的场景描述，十分精彩。
严肃的学术专著，一开头就这样大段的场景描写，您觉得有必要吗？
读罢，人们一定会问：当年的华北大地为何气氛那样“凝重肃杀”？
而商人打扮的年青人为何又是那样的“踌躇满志”？
这些，您能作答吗？
    吕答：我觉得，学者林剑鸣的描述是神来之笔。
优美细腻的文学笔法背后隐伏着的是严肃而凝重的时代风云。
可以说，当时大国争霸的形势尽在不言中了。
    要问当时华北大地气氛为何那样“凝重肃杀”吗？
要知道，在距今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华大地上有140余国。
经过长期的争斗，到战国时期，只剩下了十余国，能在政治军事舞台上角逐的只有齐、楚、燕、韩、
赵、魏、秦七国，世称“战国七雄”。
到公元前三世纪时，情势大变。
地处中原的韩、赵、魏三国都已衰弱。
曾经号称“东帝”的齐国，在公元前284年经秦国为首的韩、赵、魏、燕、秦五国联军重拳一击，几至
亡国。
公元前260年长平一战，赵国40万士兵被坑，再也无法与秦抗衡了。
此时，秦国独强的局面已经形成，对山东六国来说，形势哪有不“凝重肃杀”之理？
而在如此凝重到让人窒息的氛围中，我吕不韦，作为一个年轻的商贾，仍然“踌躇满志”地行进在邯
郸的驿道上，那定然是与山东六国的败亡命运无涉了。
如果我与六国王室的命运有什么瓜葛的话，我是怎么也轻松不起来的。
    二问    这里想插问—下您的生年。
人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生存的，如果连生年都闹不清，那事情就不好办，很多问题就说不清。
介绍人物总得让人明白最基本的“某某，某年某月生”。
《史记·吕不韦列传》给了后人这样一个信息：“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
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
”既然是“当是时”，那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您是与战国“四君子”同时代的人。
不过那样还不够具体，有无更具体、更可靠的生年时间可以确定呢？
    吕答：我的一生与秦王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可靠的是按秦王政的生年推定我的生年。
秦王政是生于公元前259年(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的，这是史有明文的，那么，可以作这样的推算：如
果秦王政生时，我是25岁，那么我的生年当是公元前284年了。
这个年代很好记，正是秦为首的联军将“东帝”齐国打得永世不得翻身的那一年，而当秦国把另一强
国赵国在“长平大战”中打得落花流水之时，我已25岁了。
有了这样的时问座标，我一生的作为都有较为准确的时间依托了。
    三问    据我们所知，您是古代一个极有声望的家族的后代，其祖先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炎帝时代。
作为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您的先祖因有功而封于吕地(今河南南阳一带)，从此以吕为姓。
在中国历史上以周文王师和《太公兵法》闻世的姜太公吕尚，就是您的800年前的远祖。
后来，吕尚因功封于齐，而吕姓集中居住的吕地，在周初仍被封为吕国。
不论从吕尚的齐国看，还是从地在三晋的吕国看。
到您来到人世时，都属行将灭亡的六国的地域范围。
自己的母国行将灭亡，您怎么会那样的悠闲自在、视若无睹呢？
    吕答：我在《吕氏春秋·遇合》篇中说过这样的话：“凡遇，合也。
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
故比翼之鸟死乎木，比目之鱼死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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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说，凡是双方视为知遇的，那是因为合得来。
如果一时合不来，那只能等到合得来再行动了。
比翼鸟没有合伴就宁愿死在树上，比目鱼找不到好伴侣宁愿死在海里。
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合”字。
我的意思是，在六国那里找不到能“合”的君主的话，就到别处去找，“必待合而后行”，我寻觅着
。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在《吕氏春秋》中多用“天下”一词，我在寻找“合”时，并不限于故国，
我的目标是“天下”。
    四问    上面说到的吕地和齐地，那是祖上的吕姓所在地。
后来，吕国也灭亡了，齐国也只是吕尚带过去的一脉。
更多的吕姓人氏流落到了他方。
您的里籍在哪里呢？
这似乎是个谜。
《史记》称：“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也。
”(《吕不韦列传》)而《战国策》则说：“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秦策五》)洪家义在《吕不韦评传》中依据上述史料作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商人，迁居是常有
的事。
《史记》说的可能是原籍，而《战国策》说的可能是新居。
”您以为此说然否？
    吕答：其实，《史记》与《战国策》各有各的讲法，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而洪家义先生的论断刚
好把意思弄反了。
《战国策》讲的是我吕不韦的籍贯，即祖籍，“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意思是明确的，说我的祖籍在濮阳，只是后来在邯郸行商，语气肯定，语意明确。
而《史记》写的是我早年的经营生涯，“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
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干金。
”这是作为一个商人原始积累的过程，通过阳翟地区商场上的一番拼博，我成了一个“家累千金”的
大商人。
作为大贾，我是属于阳翟的。
正如后人讲华侨旗帜陈嘉庚先生是南洋巨商，可不等于说他的籍贯在南洋，其实他是福建人。
    五问    我们明白了，您是身为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的。
据我们所知，濮阳可是个商业味极浓的大去处。
濮阳实际上就是古帝丘，相传古帝颛顼(黄帝之孙)死后即葬于此。
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濮阳的商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逐步成为中原水陆交通的中心之一。
这对于您日后成为一个大商贾很有影响口巴？
    吕答：这种影响是当然的。
但是，学者们往往忘记了经济之外的其他一些要素。
濮阳与中原另一水陆交通枢纽陶(今山东定陶湘距只百里。
“朱公(即范蠡)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
”(《史记·货殖列传》)春秋时期的陶朱公范蠡即在此“三致干金”的。
定陶的兴盛，促成了濮阳的繁荣。
濮阳属卫国，因此又简称卫。
当时人乐于“陶、卫”并称。
说我生于濮阳对我日后的商人气质有影响，一点也不假。
    但是，还有一点是更为重要的。
就在我青少年时期，秦国攻占了原属于宋国的定陶，将其纳入了秦国的版图。
定陶与秦本土不连接，中间隔着个魏国(卫已并入魏。
过往秦本土与定陶之间，必取道濮阳，秦文化也渐次渗入到濮阳地区，也融入了我这少年人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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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就会兼具秦魏两种文化，眼界之开阔也非他地人士可比了。
后来陶地成了秦大臣魏冉的封地，这又给我与魏冉之间的交往架起了一座天然的桥梁。
后来我选择魏冉之弟华阳君的女儿华阳夫人作为政治跳板与秦王室交往，这也是与地缘关系的亲近有
关的吧！
这当然是后话了。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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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一块砖、加一片瓦，我们花费了数
年时间编纂了这套定名为“提问诸子”的丛书。
我们的人手不多，写作这样大部头的书稿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好在大家都有决心．齐心协力地干，几易其稿，现在终于可以面世了。
    有朋友看了样稿后赞道，这是对国学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
这当然是同道的过誉和奖掖，对我们来说实不敢当。
国学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学术，除我们涉及的子学外，还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
相、数术等方面的传统文化。
若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
哲学为主流。
若以思想分，先秦时期就有所谓的“诸子百家”，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体系
。
我们触及的只是整个国学中的冰山一角，岂敢以偏概全？
所言‘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倒确是我们的初衷之所在。
这个“子”那个“子”，历代统治者为了一己之利，早已把他们涂抹得面目走样了，为文化自觉和自
信计，非得还其原本的真相不可。
在“精当”两字上，我们确是花了不少气力的。
至于浅化，那更是当务之急。
“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应是国策。
既然这是关乎“全民”、“国家”的事，岂有不浅化之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除了笔者的努力外，丛书主编黄坤明先生在选题和框架构想的设定上功不可没。
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
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诸子故居所在地纪念馆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
贵资料和照片，也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采纳了张晓敏、江曾培、李国章、陈广蛟、秦志华等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有关
编辑胡国友、刘寅春、李梅、李琳、贺寅、周俊、金燕峰、孙露露、王华、王凤珠等作了精到的修饰
和校正，在图文合成中，得到了梁业礼、王轶颀、本本、曾初晓、卢鹏辉、卢斌等的帮助，倪培民教
授为丛书简介作了英文翻译，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由于作者学力有限，必有偏差、失当和粗疏之处，在此诚望方家好友不吝指教，以待重版时
修正。
书中的图片有的是请友人实地拍摄的，有的是购买或有关方面赠送的，在此表示谢意外，谅不一一注
明了。
还有极个别图片已多处使用，且署名不一，实难确定作者。
有的图片虽经寻访，但仍然找不到原作者。
日后这方面的工作如有所进展，定当按相关规定付以稿酬。
    作者    201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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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
探求精神。
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
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由郭志坤等著的《提问吕不韦》是提问诸子丛书之一。
本书分六章，内容分别为弃商从政，著述春秋，效法天地，孝治天下，兴王典礼，杂家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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