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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初版于1992年，是三联书店“中华文库”的一种，名《杂家帝王学——》。
现三联书店再版，更名为《：兼容并蓄的杂家》。
这次再版，仔细阅读全书，只改正了一些错字，其他未做改动。
　　初版距今已经十五年了。
十五年前，知道《吕氏春秋》及其主编吕不韦的人不多，近年来，影视剧涉及秦始皇（必然涉及吕不
韦）的逐渐多了起来，也不断有一些讨论秦始皇的文章。
因此，本书的再版，既可供文化、学术界研讨秦始皇时参考，也可供广大读者在观赏有关影视剧之后
，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有关问题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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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析和论述了《吕氏春秋》与先秦各家的异同，并进而论述了“兼容并蓄”这一杂家的特点，是
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
在《吕氏春秋》之前，苟子、韩非已经不公开地采取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在《吕氏春秋》之后，汉、
唐到宋、明各大学派，也都“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外来的佛学思想，也被某些学派
所吸取。
因此，本书此次再版，书名改为《：兼容并蓄的杂家》，以突出“兼容并蓄”这一思想、文化发展的
规律。
（初版的书名《杂家帝王学——（吕氏春秋>》是丛书编者建议采用的。
）　　“兼容并蓄”虽然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但能否择优“兼容”却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深刻吸取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政治思想
和政治措施采取“霸王道杂之”，于是有了汉朝的盛世——文景之治。
令人惊异的是，汉初崇尚的“黄老之学”，“霸王道杂之”与《吕氏春秋》的主张十分近似。
本书指出：“前者是事后总结得来，后者是事前预先规划，中间隔了一个秦王朝。
秦王朝的产生和崩溃，是汉初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的契机，它雄辩地证明了《吕氏春秋》思想的卓
越和预见的可贵。
”同时，这也说明了“兼容并蓄”不能是简单地凑合，而是根据现实情况，选择、综合各派优秀思想
，才能成为新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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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吕氏春秋》>>

书籍目录

再版前言作者序第一章　商人政治家吕不韦　奇货可居　立国君能获利几倍/从商人到相国/执政中做
的三件事　一字千金的故事　《吕氏春秋》的架构/轰动效应/沉默的反对者/吕不韦败亡之谜　不可置
信的宫闱秽史　秦始皇是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反秦的传说　政治斗争的真相　缪毐集团覆灭/“仲父”
被贬/逐客令的背后第二章　统一天下之路　用义兵统一天下　效果不彰的弭兵会/各种反战论调/有义
兵而无偃兵　攻无道和伐不义　非攻和救守/以铲除暴虐为目的　义兵必胜　义为兵之本/兴义兵能争
取民心/动兵时就要想到长治久安第三章　治理天下的方略　君道的奥秘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生命比
权位更重要/君主不亲自做具体的事情/顺应趋势和选择时机/用德化和赏罚治理百姓　充满理想色彩的
贤人政治　理想的君臣关系是自然契合/得贤人者得天下/悲壮的忠臣廉士　民本和用众　宗庙之本在
于民/如何得到民众的拥护/民众要靠政府去治理第四章　天道和人道　精气说——中国古代的原子论
　天地有始/太一和道/精气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原/精气循环往　复引起万物变化/精气使万事万物具有
功能/精气有感召的作用　五德终始——循环的历史观　王朝盛衰和五行相克/五行说何时有了神秘色
彩/对邹衍学说的　改造/贯串天人的体系/在君主制圈子中变革　求取真知的方法　保持心灵的宁静/审
察事物的征兆/去除主观上的蒙蔽/表面合理的未，必合理/推论不一定能获得正确的知识/反对诡辩/对
战国诡辩家的批评/《吕氏春秋》认识论的缺陷　社会和人生的哲理　以音乐为教化的重要手段/学习
应摄取众家之长/重视农业/养生和安死第五章　失败的胜利者　吕不韦和秦王政的政治矛盾　是兴义
兵还是武力征服/是重德治还是严刑峻罚/是君道无为还是君主专制　谁是真正的失败者　英雄还是暴
君/苟子的隐忧/强大中的脆弱/胜利的失败者和失败的胜利者　汉家制度和《吕氏春秋》　王道和霸道
并用/汉初政治的兼容并蓄/清静无为政策的成功/文景之治是无为政治的成果/《吕氏春秋》与黄老之学
第六章　综合百家　《吕氏春秋》与道家　以精气解释道/将无为用于君道/小国寡民和封建大帝国/吸
取老庄思想加以改造　《吕氏春秋》与儒家　尊崇孔子但不奉为唯一的圣人/政治思想深受孟子影响/
接近荀子学说但也有差异　《吕氏春秋》与其他各家　与法家思想的异同/受到墨子学说的影响/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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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商人政治家吕不韦　　距今二千二百多年前，即公元前241年，我国第一部按计划集体编
写的巨著问世了。
这是一部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却又长期不受重视的书。
这部书叫《吕氏春秋》，主持编写此书的人叫吕不韦。
　　知道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人大约很少，但是，提起两个成语典故——“奇货可居”和“一字
千金”，知道的人可能就相当多了，而这两个成语典故，就是关于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
　奇货可居　　奇货可居的故事，见于汉代史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它在《吕不韦传》中说：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
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秦昭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
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中男名子楚。
子楚母日夏姬．毋爱。
子楚为秦质子于赵。
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子楚⋯⋯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
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
”　　《史记》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末期。
战国时期秦燕齐楚韩赵魏“七雄”不断打仗，到这里说的秦昭王时，秦国已经取得优势。
由于七国之间时战时和，于是出现了“质子”这种现象。
所谓质子，就是把国君的儿孙送到对方做人质，以保证两国间的和好。
因为秦强赵弱，所以秦国送到赵国的质子是个不重要的人，是太子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中不被重视的
一个——子楚。
　　送去质子之后，秦国仍然几次攻打赵国。
按照惯例，送去质子之后又去攻打对方，对方是可能杀掉质子的。
从秦国来说，送去质子又攻打赵国，意味着牺牲子楚。
但是，秦强赵弱，赵虽然被攻，却不敢杀掉质子。
当然，没有杀掉他也不会对他优待。
因此，子楚在赵，政治上不受礼遇，经济上也很窘迫。
就在这种情况下，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做买卖，看见子楚，认为是“奇货可居”，亦即把子楚比作
特殊的、有价值的货物，可以居积起来待价出售。
　立国君能获利几倍　　《战国策》也写了这段故事，而且细节更为生动。
吕不韦见到子楚（《战国策》作“异人”）之后，同他的父亲有段对话。
他问：耕田之利几倍？
吕父答：十倍。
又问：做珠玉买卖之利几倍？
吕父答：百倍。
又问：立一个国君之利有几倍？
吕父答：无数倍。
吕不韦说：耕田终年劳苦，衣食困难，为什么不去帮助立一国之君，子孙都得益呢？
这段对话把吕不韦的商人气息表现得更为突出。
　　吕不韦是个有政治眼光的商人，看准了在子楚身上投资的巨大利益，便开始行动。
首先是说动子楚同他合作。
他去见子楚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户。
子楚不信，笑着说，有本事请你光大自己的门户吧！
吕不韦说：我的门户需要你才能得到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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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楚领会他的意思，同他进一步深谈。
　　吕不韦给子楚分析形势，他说，秦昭王（子楚祖父）已经老了，你的父亲安国君是太子，不久可
能当上秦王。
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你不居长，又不为他所喜爱，将来很难当上太子。
子楚说，情况确是这样，但有什么办法呢？
吕不韦说：安国君现在最宠爱的是华阳夫人，她没有儿子，但有能力决定谁当“嫡嗣”（即第一继承
人）。
我可以用金钱资助你，结交宾客，造成良好的声誉；并且为你去秦国，设法取得华阳夫人和安国君的
欢心，立你为嫡嗣。
子楚非常感激，说，事情如果成功，将来我当了秦王一定和你共有秦国。
　　于是，吕不韦出巨款资助子楚，广结宾客，并备办珍奇，西入秦国。
他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通过她给华阳夫人献上珍宝，鼓吹子楚在赵国有很高的声誉，结交的宾客遍
天下，贤明能干。
并说子楚最崇敬华阳夫人，日夜思念夫人和安国君。
华阳夫人非常高兴。
　　吕不韦又进一步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陈说利害，劝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
她抓着华阳夫人虽然得到安国君的宠幸，但没有儿子这个特点，说：靠美色得宠的人，年老色衰，宠
爱会随之失去。
夫人无子，如果现在在诸子中物色一个贤明孝顺的，抚为己子，立为嫡嗣，即使安国君去世，仍不会
失势。
如果此事现在不办，色衰爱弛之后，连进言的机会都没有了。
子楚贤明，对夫人孝顺，如果夫人立他为嫡嗣，那就一生一世在秦国都受尊崇了。
　　这段话，深深打动了华阳夫人。
她在安国君面前称道子楚在赵国如何贤明，如何有声誉，而且哭着要求安国君把子楚作为她的儿子，
立为嫡嗣。
安国君同意华阳夫人的请求，并让吕不韦辅佐子楚。
这样，子楚就成了秦国太子中的第一继承人。
　　接着，秦国要求赵国让子楚回去，但赵国不肯痛快地答应。
又是吕不韦，找到赵国的当权者说明利害。
他的说词是：现在华阳夫人以子楚为儿子，要他回去。
如果秦国攻打赵国，不会因子楚而罢手，人质起不了作用。
礼貌地送子楚回去，一旦子楚成为秦国国君，一定感谢赵国，这对赵有莫大的好处。
赵国终于礼送子楚回秦。
　从商人到相国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到，吕不韦不仅是个有眼光、有魄力的商人，而且相当了解
各国情况，很有政治头脑，也有知识、有辩才。
上述几段说词，同当时一批游说以取卿相的士人相比，可以说毫无逊色。
所不同的，吕不韦还有经济力量，用经济作政治活动的后盾。
所以，不应把他看作一个投机商，而应把他看作虽在经商，却时刻不忘游说以取卿相的士人。
　　不少人认为，吕不韦上述活动，是政治投机。
这种看法也对。
但是应该看到，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大都是这样的人。
成功的如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都是事先了解一国的国情或内情，然后向当权者陈说利害，取
得信任，达到猎取功名利禄的目的。
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甚至朝秦暮楚，毫无原则。
吕不韦比之这些人，能力上不差，道德上不低，他实际上是一个具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
　　事情完全按吕不韦预期的那样发展。
子楚回秦之后不久，秦昭王死，安国君继位，是为秦孝文王，子楚成为秦国的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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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文王在位仅一年又死去，子楚继立为秦王，是为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
庄襄王元年，即公元前249年，吕不韦被任命为秦王的丞相，封文信侯。
又过了三年，即公元前246年，庄襄王死，秦王政即位，年仅十岁，尊吕不韦为相国，号“仲父”。
　　吕不韦获得完全的成功。
在十年之间，他由一个商人一变而为当时全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
　执政中做的三件事　　从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到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的十一年中，吕不韦是
秦国的实际统治者。
《史记》本传对他执政时的事迹写得不多。
但秦国这段时期的大事，应该看成是他执政中的作为。
　　吕不韦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灭掉东周。
《史记·秦本纪》说：“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
”战国以后，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衰弱而且不起任何作用。
但在战国七雄相持阶段，谁也不去动周，说明大家对它还有一定的顾忌。
其后，秦国的力量日益壮大，到秦昭王晚年，径直对周下手。
秦昭王五十一年，灭西周；再过四年，吕不韦灭掉东周。
秦灭西周、东周相距的四年中，死了昭王、孝文王两个国君。
可以认为，如果不是先后两王死去，东周恐怕灭亡得更早。
换句话说，吕不韦执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继续执行秦国统一天下的政策，首先是灭周的政策。
　　吕不韦执政中的第二件事，是继续执行范雎制定的远交近攻之策，集中兵力攻击和蚕食韩、赵、
魏三国。
庄襄王元年，“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
高都、汲，拔之。
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
秦王政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攻魏，“取二十城”。
　　吕不韦执政中的第三件事，是把攻取所得之地，继续设置为郡县。
如庄襄王元年，设置三川郡；三年，设置太原郡；秦王政五年，设置东郡。
　　此外，还平定内部的叛乱，例如秦王政元年，“晋阳反，⋯⋯将军蒙骜击定之”；八年，平定王
弟长安君成蠕的叛乱。
　　从以上诸事看，吕不韦在执政期间，对秦统一天下的传统政策是忠实执行的。
但是，吕不韦并不是一个只会投机钻营、当官弄权的政客，也不是一味充当工具的官僚，他是一个具
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
在他进行统一天下的军事政治行动时，已经考虑了统一之后的各种问题。
在他执行秦国的传统政策的时候，已经分析它的得失，准备加以改变。
　一字千金的故事　　“一字千金”，讲的是有关《吕氏春秋》的故事。
《史记·吕不韦传》说：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
言。
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日《吕氏春秋》。
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吕氏春秋》的架构　　《吕氏春秋》由吕不韦使令他的宾客集体编写而成，这是一大特点。
先秦诸子的书，有的是门人后学记述其师长言行的集子，如《论语》就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行。
有的是个人的或包括他门人的文集，如《荀子》是苟卿文章的集子，《墨子》是墨翟及其门人后学的
文字。
它们都不是事先有计划编写的，也不是短期完成的，更不是集体编写的。
　　《吕氏春秋》是现存古籍中，第一部有计划在短时期内集体编写而成的书。
　　所以，《吕氏春秋》的编排有比较整齐的形式。
按《史记》叙述的次序，全书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今本“十二纪”在前）三大部分（见表）。
八览中，每览包括八篇文章（《有始览》现存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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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中，每论包括六篇文章。
十二纪是按十二个月，每月一纪，每纪五篇文章。
最后一篇《序意》，相当于现在的序言或后记，已残缺。
全书一百六十篇，十余万言。
　　八览从《有始》开始，亦即从天地之先、天地之始讲起，以下讲万物，讲人事。
“览”，大约就是《有始》中说的“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也就是考察天地万物的意思
。
六论是继“览”之后从不同角度的议论。
较之八览，六论的内容庞杂，逻辑次序也差些。
十二纪是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义安排和展开的，可以说是全书的重点。
《史记》说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包括自然、社会各个方面的知识和学
问。
　轰动效应　　《吕氏春秋》的公布，富于戏剧性。
秦王政六年（前241年）《吕氏春秋》写成，公布在秦国都城咸阳，而且延请各诸侯国的士人宾客来看
，悬赏说有人能够增减一字的，给千金。
这就是“一字千金”。
　　吕不韦为什么要招致众多的宾客，并使令他们撰写，吕氏春秋》？
《史记》有两种说法。
　　《史记·吕不韦传》中的说法是：当时，有著名的“四公子”，即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
、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都大量养士，宾客多到几千人。
吕不韦以为秦国强大，不能在这方面落后。
所以他大力招致士人，给予丰厚的待遇，宾客也多到三千人。
当时各诸侯国的士人，多有著书公布于天下的。
于是吕不韦也使令他的宾客编写《吕氏春秋》。
这是说，招致宾客并使令宾客写书，是为了同其他诸侯国作名誉和文化方面的竞争。
　　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说：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直截了当地揭明，他招
致宾客，当然也包括使令他们写书，目的是统一天下。
这两种说法，虽然有些不同，但并不矛盾。
从名誉上、文化上同六国竞争，是从政治因素着眼，而统一天下则是根本目的。
　　《吕氏春秋》本身，就明显地表现出“并天下”的意图。
例如，《谨听》篇说：　　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
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
这段话以及其他段落，都反复说明，周灭亡之后已经没有天子，而没有天子就使天下不得安宁，老百
姓受苦。
谁来当天子？
潜台词很明显，秦灭周，又最强，当然是秦来当天子。
　　实际上，《吕氏春秋》全书，都围绕统一天下以及统一天下之后如何治理天下这个中心来阐述的
。
比如：《吕氏春秋》倡导“义兵”，即主张以义兵统一天下。
《吕氏春秋》主张君主“无为”，讲的是统一之后天子应当怎样做才能治理好天下。
《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每一“纪”都规定天子应当做什么。
其他更为抽象的理论，也都是论证上述观点，并构成了一个整体。
　　因此可以说，《吕氏春秋》一书，表述了吕不韦统一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政略、政纲和理论。
从这个角度和深度看一字千金的故事，就不难理解，吕不韦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戏剧性的手法来公布《
吕氏春秋》，目的是取得轰动的效应，使他的政略、政纲和理论，更迅速、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沉默的反对者　　《吕氏春秋》十余万言，而且是短时间内编写成的，自然比较粗糙。
从道理上说，不可能没有错误或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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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张旗鼓地延请各诸侯国的游士宾客去看了之后，没有记载说有人对它作什么增损。
显然，不是人们不能改动一字，而是大家都了解，这不是一个文字和理论的问题。
　　当时，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吕不韦又权势正盛，公布他政略、政纲的《吕氏春秋
》，谁敢去修改（意味着反对或部分不同意）呢！
这一点，古人已经看出。
东汉学者王充，在他的《论衡》一书的《自纪》篇中就曾写道：“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
焉敢谴一字。
”“惶恐畏忌”四字，深刻地表述出当时观看《吕氏春秋》的士人们的心情和状况。
有这种心态，当然不敢动它一个字。
汉末学者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更指出，当时的人不是不能增损一字，而是畏惧吕不韦的权势而不
敢去改动。
　　没有人出面改动《吕氏春秋》，不等于没有人反对它。
反对者有的是。
六国诸侯反对秦统一天下，当然会反对《吕氏春秋》。
秦国内部反对吕不韦政略政纲的人，也会反对《吕氏春秋》。
不过，他们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没有从理论上反对《吕氏春秋》，而是采用其他手段陷害吕不韦。
　　六国诸侯的反对，现存史籍中没有很多明白的记载，但可以从《战国策》的记载中窥见一些消息
。
《战国策》的《魏策》说：秦攻打魏国，形势紧急，有人给魏王出主意说，我们已经失掉若干城池和
土地给秦国，秦国仍然继续攻打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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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吕氏春秋〉：兼容并蓄的杂家》：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
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炎眇义。
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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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吕氏春秋》分析和论述了《吕氏春秋》与先秦各家的异同，并进而论述了“兼容并蓄”这一杂
家的特点，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
在《吕氏春秋》之前，苟子、韩非已经不公开地采取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在《吕氏春秋》之后，汉、
唐到宋、明各大学派，也都“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外来的佛学思想，也被某些学派
所吸取。
因此，《吕氏春秋》此次再版，书名改为《：兼容并蓄的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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