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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新读本：战国策》解读了国学典籍的奥义，寻绎了传统文化的脉络，追溯了民族精神的本
源，探索了未来文化的方向。
其主要内容包括序、《战国策》通说、东周二十八篇等。
它承载了我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和精神载体，它是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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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彦修，1955年出生，河南洛阳人。
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
现任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先秦史、中国文化史以及相关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先后在《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三门峡虢国文化研究》等论著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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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儒家的仁、义、孝、廉、信等是春秋战国时期衡量人们道德的重要准绳。
《战国策·燕策一》记载，苏秦谋齐归燕，燕王听信他人的谗言，认为苏秦是无信之小人，态度非常
冷淡。
苏秦知道燕王欣赏的是“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的人才，便向燕王阐发了信、廉、孝等仅
是“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的看法。
他说：“且夫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齐？
廉如伯夷，不取素j食，汗武王之义而不臣焉，辞孤竹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
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数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
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
信至如此，何肯杨燕、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乎哉？
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
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
君以自覆为可乎？
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窥于边城之外。
且臣有老母于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
足下皆自覆之君也，仆者进取之臣也，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
”《战国策·燕策一》的《苏代谓燕昭王》借苏代之口也表述了相近的说法：“孝如曾参、孝己，则
不过养其亲其。
信如尾生高，则不过不欺人耳。
廉如鲍焦，史?，则不过不窃人之财耳。
今臣为进取者也。
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
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
”诚如苏秦、苏代所分析，孝、廉、信、仁、义都是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方法，它可以提高自身的
道德修养，做到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但是却不利于进取。
历史事实表明，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春秋五霸迭兴，无不是发展、进取的结果。
倘若君王重用的都是像曾参那样守着老母亲寸步不离，像伯夷那样拒绝吃不劳而获之食，像尾生那样
为守信用抱柱而死，无人为国家的事情东奔西走，国家怎么能进步发展。
对于战国诸国来说，无不是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中，生存的最好办法是进取发展，所以时代需要
的是具有献身精神的进取开拓者，而不是拘泥于礼义，谨小慎微的温雅君子。
同样，也只有敢于进取和善于开拓者才受到时代的偏爱。
苏秦、苏代对仁、义、孝、廉、信的看法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与战国士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素有“弘辩智士”之称的蔡泽被逐出赵国，在去韩、魏的途中又遭抢劫，烧饭的器具釜鬲丧失殆
尽。
听说秦应侯范雎任用的郑安平、王稽等人皆负重罪，范雎深感内疚，蔡泽便入秦见秦昭王。
在见秦昭王之前，范雎约蔡泽见面，在两人的谈话中，蔡泽阐发了战国士人的“三愿”：第一愿是：
“夫人生手足坚强，耳目聪明圣知”，这一愿着重于身体素质与文化素质。
强壮的体魄、坚强的意志、渊博的知识与高超的谋略是他们的基本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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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张彦修注说的《国学新读本：战国策》解读了国学典籍的奥义，寻绎了传统文化的脉络，追溯了民
族精神的本源，探索了未来文化的方向。
其主要内容包括序、《战国策》通说、东周二十八篇等。
它承载了我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和精神载体，它是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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