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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关于忍文化    忍，是中国人长久以来十分信奉的处事原则之一。
上至国家，下至小民，无一没有过隐忍的经历。
忍的普遍性、深刻性、悠久性，我们可以从众多的典籍记载中得到印证。
或者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一个崇尚隐忍的国家，忍已经深植其中，成为这个古老民族深厚
文化中的重要一支，历代都拥有数目可观的信众。
尽管大家可能天天都在践行隐忍，然而对于什么是忍、为什么忍、忍什么、如何忍等问题，很多人却
未必了然于心。
    什么是忍？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忍，能也。
能者，熊属。
能兽坚中，故贤者称能，而强壮称能杰。
凡敢于行日能，今俗所谓能干也。
敢于止亦日能，今俗所谓能耐也。
能耐本一字，俗殊其音。
忍之义亦兼行止。
敢于杀人谓之忍，俗所谓忍害也；敢于不杀人亦谓之忍，俗所谓忍耐也，其为能一也。
仁义本无二事。
先王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中皆必兼斯二者。
”从忍的本义来看，包含两个部分：一为敢于行的能干，如所谓的忍人、忍者、残忍等，都是做出了
常人所不能做的事情，然多为负面；二为敢于止的能耐，如所谓的隐忍、避让、谦退等，指那些可以
做但却没有去做的行为，它们多为正面。
    《左传》文公元年：“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访诸令尹子上。
子上日：‘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
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
”’杜预解释说：“能忍行不义。
”这是属于前者的“能干”的忍。
    《史记·周本纪》云：“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
西伯日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
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
太颠、闳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日：‘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
’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
”这是属于后者的“能止”的忍。
    虽然忍的上述两个部分特征，都是人所难为，但从大众的接受心态来看，后者才是他们所认可的，
并被视为有涵养的行为。
后世通常所谓的隐忍的文化，也都是从这个层面展开。
尽管在有些人看来，后者的谦让之中，实在也隐含着压抑人性的负面成分。
不过，这两种看似相同的人性压抑，一指向善，一指向恶，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为什么忍？
我们说忍可以指向善，因为忍是以退为进，先失而后得。
个体对自己行为的压制和约束，看似是退让、逃避因而显得消极，但其最终目的却是为了达到更大、
更高的利好。
孔子说的话“小不忍则乱大谋”，可以作为上述隐忍行为之有效性的最佳注脚。
所谓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忍何尝不是明智的处事之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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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古人也好，今人也好，他们中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从这样的功利比较中，去认同、接受甚至推
扬忍的文化的。
忍的利好一言难尽，最坏不过是吃点儿眼前亏，除此之外，似乎无一处不好。
周文王忍了商纣王的美里之困，最后能三分天下有其二；韩信忍了市中恶少的胯下之辱，最后列土封
侯；张良忍了桥上老人的拾履之辱，随后得到辅佐帝王的奇书。
即便是宋代名将狄青忍了酒席之上一介书生的辱骂，最后也让自己的名声更显。
忍的回报实在是惊人！
当然忍的行为和结果，未必如影随形般地发生，有些是现报的，如张良；有些时候两者相隔时间却很
长，如韩信。
但无论如何，个体最后的成功，无疑都是前者类似行为不断积累的结果。
正所谓“种下善因，结下善果”。
而这果子最后能够有多大，就看个体平时用功如何投入多少了。
总体上看，两者呈正比关系。
    忍什么？
忍虽然可以走向善，但也并非必然。
换句话说，忍也是有选择的，即对应该忍的东西予以隐忍，的确能够收获好的回报；如果丧失原则的
无条件的忍，其结果只能是误人误己。
对一些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应该忍，对一些人身上的无关大碍的小节应该忍，对一些个人的无伤大雅
的性格爱好应该忍，对一些个人利益有所刻损的小细节应该忍。
总之，除非是涉及大的原则标准问题，都应该是在可忍之列。
或者我们应该追问说，哪些是不能忍的。
孔子很看不惯鲁国贵族季氏僭越天子之礼，于是很气愤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
”（《论语·八佾》）孟子作了如下的比较：“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孔子最看重等级规范，孟子最看重仁义道德。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在意的东西，都有自己能够接受的做人底线，如果没有被人冒犯突破，理论上就都
可以忍受。
当然，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在意的东西很多，他能接受的底线自然很浅，这样的人只能是小忍者；而
那些在意的东西很少的人，他的接受底线必然也很深，这样的人才能忍受很多东西，因为能忍人所不
能忍，所以最后往往能够成就大事，他们才是大忍者。
    怎么忍？
也就是忍的方式方法的问题。
恰如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武侠江湖，各门各派都有自家的独门秘笈一样，忍的方法也是因人而异，所谓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过忍毕竟还是人的处事行为，所以也有相同之处。
大略来说，忍就是克制自己，宽待别人，用吴亮的话说，也就是“宽、恕”二字，换成技术来操作，
无非是所谓的不应对、不回应，所谓的逃离现场、突出重围等等。
然而这样的行为，往往只能是奏效于一时，因为当事人通常是为了要忍而选择了上述的行为，内心却
没有完全认同自己的隐忍，所以事后往往会常思报复，或者是积蓄已久而最终爆发。
正如袁采所说的“知忍而不知处忍之道”。
这样的忍，效果并不大。
真正的有效的忍，应该是能够视忍为常，即武林高手走险途如履平地一般，也就是《中庸》中所说的
“君子无人不可”。
当然如果到了这样的境界，忍就脱离了技术而臻于仁的艺术了。
所以如何忍，最终还是决定于个体对于忍的接受，也就是回到了“忍是什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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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从历代流传的隐忍故事中来看，很多人对于忍的认识是很狭隘的。
他们通常将忍视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获利之道，当做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取巧，当做是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蛰伏，当做是“人生事不如意常十九”的宿命。
这样的忍，虽然能够让个体得利，但却未免太过功利，而功利的背后往往潜藏着危机，这也是我们必
须要警惕的。
    二、关于《忍经》    因为忍的重要性，所以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对于隐忍的推行。
一些相关的名人言论、故事都会被特别标榜出来予以颂扬，并作为成功的案例供后人借鉴参考。
    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师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
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
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告子下》）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
《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报任安书》）    宋代的大文豪苏轼也说：“观夫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
能忍之间而已矣。
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
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留侯论》）    前人虽然总结了不少隐忍的成功例子，但是却还没有出现过专门编撰成书的，如
果有的话，元人吴亮的《忍经》当属首创。
吴亮自序落款为“大德十年丙午闰月朔”，时间为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
因为是第一部，所以特别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因为是草创期的成果，所以也难免粗疏。
在某种程度上讲，它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忍经》（永乐大典本），一卷，元吴亮撰。
亮，字明卿，钱塘人。
前有冯寅序，称吴君精于经术吏事，至元癸巳解海运元幕之任，雅淡自居，于纂述历代帝王世系之暇
，思其平生行己惟一忍字。
会集群书中格言大训，以为一编。
所采皆习见之书，盖姑以见意云尔。
”（卷一百三十一，子部四十一，杂家类存目八《忍经》，一卷）从现存的版本来看，冯寅的序文已
经失传，但保留了吴亮的自序。
从《提要》的上述简要描述来看，两序颇多重复处，或者冯寅序与吴亮序原本就是一篇，现已不得而
知了。
    《忍经》收录了自先秦至宋代173条有关隐忍的故事和言论，时间跨度很长，颇有通史的气魄。
能够让读者展卷之间，纵览历史上的忍者面貌。
该书除了提供给后人一本比较完整的隐忍故事读本之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还在于作者对于“忍”的
不同凡俗的见解。
正是这种出色而超脱的见解，使得“忍”可以由俚俗而近于经典，使得“忍”可以由操作的技术而进
为人生的修养。
吴亮一则说“忍乃胸中博闳之器局，为仁者事也，惟宽、恕二字能行之”，再则说“好善忘势，方便
存心，行之纯熟，可日践于无过之地，去圣贤又何远哉”，三则说“凡我同志一寓目间，有能由宽、
恕而充此忍，由忍而至于仁，岂小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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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是一种人生修养，而不仅仅是一种处事手段，这应该是作者最值得我们肯定的见解。
    然而几千年的历史，浓缩为几万字的篇幅，必然使得全书空疏阔大，错漏之处在所难免。
总体来看，该书具体存在如下四个问题。
    一是体例不纯。
作者在序言中说：“愚因暇类集经、史语句，名日《忍经》。
”全书总体上是按此标准进行的，但是在选文中也出现了不少溢出经史之外的内容。
比如佛经、道教善书，以及世俗的谚语等。
还有一些内容出处不明，可见作者的取材并不严谨。
    二是编辑不齐。
全书共收录了详简不一的故事和言论共计173条，但作者对这些内容的处理显得比较混乱。
开篇的部分，仅列原文；至汉代部分，从曹参的“细过掩匿”条开始，才每篇辅以小标题；但到了后
半部分，从“谢罪敦睦”条往下直到“袁氏世范”条，又仅列诸人的言论事迹，而省去小标题，与开
篇部分的格式类似；从“处家贵宽容”条之后，各篇又重新配以小标题；从“王龙舒劝诫”条之后直
到最后，又是言论事迹单行了。
    三是时间混乱。
吴亮总体上是按照年代的顺序叙述的，但在具体行文中，往往出现年代颠倒的例子。
比如汉代的陈重厕身宋人之间，而宋代的张全翁反而杂于汉人之列。
即便是一个人的事件，也并非前后相随，而被分散在前后数处，最典型的就是对宋代名相韩琦的言事
的处理。
此外，各朝代的事件分配不均，略远而详近，宋代收录最多，有七十余条。
    四是剪裁不严。
《忍经》的内容不少是出自经史典籍，但作者为了行文的方便或者是其他目的，在叙述故事的时候往
往有所改窜。
有些内容还能大意不变，但有些内容因为作者的削减而难以卒读，滞碍不通之处也随处可见。
比如在列举了杜牧的《遣兴》诗之后，甚至还加上了自己的评论语：“此皆切于事理，为世大法，非
空言也。
”    然而《忍经》毕竟是此类题材中的第一部，该书出现上述的问题，不过是我们后人的事后苛求，
也是出于理想的求全责备的善意。
自来古人著述时间很长，即便起始有标准，之后也未必能贯彻不变，《忍经》的成书大体也是如此。
书中出现的诸如体例不纯等情况，很可能是因为时间过长所致。
毕竟上下几千年，以一人之力去搜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三、关于作者吴亮    吴亮的生平事迹现在已无从考证。
从他的自序以及冯寅的序中，我们也仅能知道如下一点点信息，诸如“吴君精于经术吏事，至元癸巳
解海运元幕之任，雅淡自居”，“大德十年丙午闰月朔古杭蟾心吴亮自序”等等。
之后一些书籍也有零星的记录，但都未能提供新的细节。
如明代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云：“吴亮《忍书》一卷，字明卿，号蟾心，杭州人。
”    清末杭州人丁丙在编辑出版该书的时候，也曾论及作者的身份，但同样苦于资料不足，只能付诸
阙如。
他在该书最后说：    光绪戊子夏五，得此于上海郁泰丰家，谨案：《四库全书总    目》：《忍经》一
卷，元吴亮撰。
亮字明卿，钱塘人。
前有冯寅序，    称吴君精于经术吏事，至元癸巳解海运元幕之任，雅淡自居。
于    纂述历代帝王世系之暇，思其平生行己，惟一“忍”字。
会集群书    中格言大训，以为一编云云。
    当时馆臣录自《永乐大典》中，未尝见刻本也。
此卷前虽缺冯    寅一序，而后有明正统二十四年郑季文重整字迹，其为明卿初刻    无疑。
又有陆廷灿印，陆字扶照，嘉定人，康熙间官福建崇安知    县，尝著《艺菊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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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为吾乡先达遗著，元刻明题，又经国初名    人收藏，岂不重可宝哉！
乙未夏五丁丙识于求己轩。
    近见明耐庵居士沈节甫汇刻《由醇录》中列《忍经》一卷，有    明卿自序而冯序仍缺。
节甫更辑《忍书续编》三卷附其后，又得    《劝百忍箴考注》四卷，乃四明梓碧山人许名奎所著，上
竺前堂芳    林释觉澄考注，惜缺第一卷，无从考许氏始末。
上竺前堂，知为三    竺之一，又与吾杭有系耳。
记此俟考，丙再笔。
    孟子曾经对弟子万章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
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是尚友也。
”《孟子·万章下》“知人论世”是一种理想的读书状态，不过很多时候，这也只能是一种理想。
后人在读先秦典籍的时候，往往生出很多的感慨，诸如老子、庄子、屈原等在今人看来是如雷贯耳的
名字，却没能留下清晰的足迹。
这些人生前何等冷落，而身后又有着怎样的尊荣，其间的巨大反差让人嘘唏不已。
不过世间事，不如愿者本多，身名俱泰者毕竟是少数，吴亮还算幸运，他留下了一部《忍经》。
    四、关于本书评注    《忍经》虽然出现在元代，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流传。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清人在编撰《四库全书》的时候，仍然将其归人到“存目”类。
从其刊刻的情况来看，也可以得到印证。
元代的时候初刻，明代的《永乐大典》中有收录，清代人虽有翻刻，但较之初刻已经遗漏了不少内容
。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前人对该书的整理也不多，与之相关的书目存世很少，有影响的更是稀见。
值得一提的是，稍后刊出的元代许名奎的《劝忍百箴》（大约为1310年），大体是受吴亮的影响，而
后来居上。
该书有僧人释觉澄考注四卷传世，而吴亮的《忍经》的此类考注则阙如。
    现在坊间也流传了不少出版社的本子，但错漏颇多，难以卒读。
体例上也多是翻译为主，间或有注释，但评论之例尚无。
本书以《丛书集成续编》所录的“钱塘丁氏嘉惠堂重刊元本”为底本，该本据丁丙的跋称应为元版初
刻，并参照了《四库存目》所录的“南京图书馆藏明正统十年刻本”，对全文进行了校对，力求保持
该书的原貌。
文中所做注释，力求简练通俗，并尽量交代原文出处，以便读者查对。
全书共有173条，各条内容详略悬殊，本书仅对其中一些有清晰题目标识的段落予以评析，对那些仅片
言只语、标识不明的条目，则作一总评。
各篇所做评论，大体以问题为中心，一事一议，随文展开，试图加深读者对文章的理解。
不过初衷与期望总是难得吻合，因为时间仓促，且兼个人才学所限，上述工作中肯定有很多疏漏之处
，若能得各位方家惠正，则幸莫大焉！
    刘成荣    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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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前人虽然总结了不少隐忍的成功例子，但是却还没有出现过专门编撰成书的，如果有的话，元人吴亮
的《忍经》当属首创。
吴亮自序落款为“大德十年丙午闰月朔”，时间为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
因为是第一部，所以特别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因为是草创期的成果，所以也难免粗疏。
在某种程度上讲，它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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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元)吴亮 注释解说词:刘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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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  序细过掩匿  醉饱之过不过吐呕圯上取履  出胯下尿寒灰诬金诬祷羹污朝衣  认牛认马鸡肋不足以当
尊拳唾面自干  五世同居  九世同居  置怨结欢 鞍坏不加罪万事之中，忍字为上盘碎，色不少吝 不忍按
逊以自免  盛德所容 含垢匿瑕 未尝见喜怒语侵不恨  释盗遗布  愍寒架桥  射牛无怪  代钱不言  认豕不争  
鼓琴不问  唯得忠恕  益见忠直  酒流满路不形于言  未尝峻折非毁反己  辞和气平  委曲弥缝诋短逊谢 直
为受之  服公有量   宽大有量  呵辱自隐 容物不校  德量过人众服公量  还居不追直持烛燃须物成毁有时
数骂如不闻  佯为不闻   骂殊自若  为同列斥  不发人过器量过人  动心忍性  受之未尝形色与物无竞忤逆
不怒潜卷授之俾之自新末尝按黜一吏小过不怿拔藩益地  兄弟讼田，至于失欢将忿忍过片时，心便清
凉忿争损身，忿讼损财十一世未尝讼人于官无疾言剧色子孙数世同居愿得金带  恕可成德公诚有德   所
持一心    人服雅量  终不自明   户曹长者  逾年后杖   终不自辩  自择所安  称为善士  得金不认 一言齑粉   
无入不自得不若无愧而死未尝含怒谢罪敦睦  处家贵宽容忧患当明理顺受同居相处贵宽亲戚不可失欢
待婢仆当宽恕事贵能忍耐王龙舒劝诫《忍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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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尿寒灰    韩安国为梁内史①，坐法在狱中②，被狱吏田甲辱之。
安国日：“寒灰亦有燃否③？
”田甲日：“寒灰倘燃，我即尿其上。
”于后，安国得释，放任梁州刺史，狱吏田甲惊走。
安国日：“若走，九族诛之④；若不走，赦其罪。
”田甲遂见安国，安国日：“寒灰今日燃，汝何不尿其上⑤？
”田甲惶惧，安国赦其罪，又与田甲亭尉之官⑥。
    【注释】    ①韩安国：西汉著名政治家。
自幼博览群书，成为远近闻名的辩士与    学问家，后到梁孝王幕下任中大夫，成为麾下得力谋士。
他帮助梁    孝王和汉政权化解了几次危机，深得汉景帝的信任。
武帝时，进入    汉王朝中央政权的核心圈子。
韩安国根据国家现状，提倡与匈奴    和亲，使汉王朝北方多年无战事。
元朔二年（前127），韩安国病    死。
此事详见《汉书·韩安国传》。
梁：梁国，为汉高帝五年（前    202）梁孝王刘武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建立的西汉封国，都城睢阳（今    
河南商丘），辖地相当于今商丘帚及安徽省北部一带。
梁国曾经是    西汉最强大的诸侯国。
内史：官名。
    ②坐法：触犯法律。
在狱中：羁押在监狱里面。
    ③寒灰：冷灰。
亦：也。
    ④九族：一种说法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⑤汝：你。
    ⑥亭尉：《汉书·百官公卿表》谓十里一亭。
亭有亭长，掌治安警卫，    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
此外设于城内或城厢的称“都亭”，设    于城门的称“门亭”，均置亭长，其职掌与乡间亭长同。
    【译文】    韩安国担任梁国内史时，因犯法被关到监狱中。
狱中小吏田甲侮辱他。
韩安国对田甲说：“你不知道冷却的灰可重新燃烧起来吗？
”田甲说：“如果冷灰可以重燃，我就用小便浇灭它。
”后来，韩安国释放出狱，被任命为梁州刺史。
田甲吓得逃跑了。
韩安国说：“田甲如果逃走，就把他的九族都杀了；如果不走，可以赦免他的罪过。
”田甲于是来见韩安国。
韩安国问田甲：“冷灰今天重燃了，你何不用小便浇灭呢？
”田甲十分害怕，韩安国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过，还让他做了一个亭尉的小官。
    【评析】    田甲在狱中侮辱韩安国的时候，肯定不会料到眼前的囚徒，还会有东山再起之日。
于是在韩安国的死灰复燃的暗示下，他才会发出那么狂妄的叫嚣之辞。
田甲是典型的小人，做的是落井下石的卑鄙之事。
然而这个小人田甲又很幸运，他碰到了一个仁人君子。
韩安国“以德报怨”的大度之举，使得田甲的小丑行径最后演化成一场仁者的颂歌。
《论语》中记录了孔子的一段对话：“或日：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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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情来说，能够放过对手不计前嫌已属不易，韩安国还让这个昔日仇人做了小官，却让我们内心
愤愤难平。
如果田甲真是人品很差的话，赦免固然能彰显韩安国的仁厚，而封官无论如何都涉嫌乱法违纪。
可能的情况或者在于，故事只是为了要突出韩安国的大度之忍，所以特意安排了田甲不堪的故事。
符合逻辑的解释或者是，田甲虽然不是君子，但却不见得没有才干，所以韩安国选用了他。
以管仲和齐桓公的关系论，管仲作为公子纠的臣⋯⋯    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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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前人虽然总结了不少隐忍的成功例子，但是却还没有出现过专门编撰成书的，如果有的话，元人吴亮
的《忍经》当属首创。
吴亮自序落款为“大德十年丙午闰月朔”，时间为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
因为是第一部，所以特别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因为是草创期的成果，所以也难免粗疏。
在某种程度上讲，它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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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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