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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内容概要

《战国策》，汉人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记载了战国初年
到秦统一240年间，12大诸侯国缤纷多姿的历史面貌。在战国这样一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往来于各国之
间的纵横家是时代宠儿，他们多以谋臣策士的身份登堂入室，指点山河，旁征博引，巧思妙喻，机锋
敏睿，汪洋恣肆，从某种程序上影响了一个时代诸侯国的盛衰和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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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国策》这部国别史著作充分展现了古代先贤语言和计谋方面达到的高精境界，洋溢着令今人叹为
观止的人生智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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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战国纷争，一举尽收眼底
2、版面四周留了很多白，不高興=皿= 厚度不錯
3、简短而有力道的古文，虎虎有生气。
4、读过鬼谷子之后再读战国策别有一番风味
5、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6、初三时读过，但必须用一生去重读。
7、语言很好，很喜欢
8、好
9、篇章不全，单一篇目也有不全的→_→。
10、看完了，以后可以再看几遍
11、重读经典，精编版，但是发现在新华书店购买的这本还有错误，比不上小时候的完整版。
12、国别体，非编年史，不方便进行全局分析
13、辩士极品
14、战国七雄争霸，纵横家的才略，值得揣摩和学习的书！
15、好吧，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强迫性让购买的书。。。残念233333333333
16、纵横捭阖。
17、智慧之书 古人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书的质量很好
18、神书
19、一本不错的了解战国时期各种韬略的书
20、注释太少，还不是全本，有断章取义之嫌。
21、对历史有帮助。
22、战国，一个充满激情、智慧迸发的年代
23、一言之辩强于百万雄师
24、rmb11
25、不错~推荐！
26、好书，适合一般喜欢历史的读者
27、十分经典
28、和从网上下的少了部分，总体还不错
29、是中华的经典藏书,说的一点也不错,战国策是一本记录历史的书,是一本无可相比的好书,文言文的
形式,相信对于古文爱好都一定是一本相当好的书
30、经典之作，讲解的思路很清晰，语言优美......
31、喜欢战国策
32、战国者！纵横家之天下也！
33、挺好
34、工作读。
35、很不错！但是没有将刘向的全部篇幅收录进去。为什么要选录而不是全收录呢？不明白！
36、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37、买了收藏的，呵呵，历史经典啊！
38、好书，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书。
39、喜欢这部经典之作。
40、最好玩的是齐策？大国是非多？最无聊秦策，天天就知道搞花头占领六国。燕赵之地多悲歌之士
，荆楚之地多死士。二周弱的不行，宋策竟然有一章关心女人结婚？？先秦真tmd好玩！！！
41、内容挺好的，非常喜欢，推荐大家！
42、很好，还可以吧
43、内容值得学习，但字体太小。战国时候众多风云人物，值得去了解，而且中国许多成语都来自春
秋战国。
44、外甥女的老师推荐，学习古文，学古代语法，这是一本很适合的书。于是，一下子就买了两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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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45、论说之雄辩，构文之精妙，足显语言之魅力与纵横家之雄才。谋略家谋国家之大义，言铭鼎之言
。
46、买书时就冲着中华书局去的。又一本高质量传统经典。
47、这本《战国策》是精选的，不是全集，还可以哈，睡觉随便看2页，增加一些国学知识
48、古人的智慧，确实好，受益良多
49、战国时候的君臣啊啧啧
50、儿时看它全是历史，如今读来全是谋略。上至君王大夫，下至贩夫走卒，战国时代的众生相，放
在当代，其实又有什么不同呢。小时候看这类书，常常会有疑惑，因为没有指导，书中介绍做人做事
的态度，几乎没有相同的，现在看来，也只是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罢了，无论是君王，臣子，还是平
民，无非都只是做好自己的本份罢了。
51、谋略与雄辩依旧是当今外交主要的手段。观今易见古，无古不成今，这些谋士们巧思妙辩的游走
于国与国之间，或推行自己的主张，或救国于水火。读历明志，对于现在。这些策略筹谋依旧不过时
。
52、2015-08-12观战国辩士之言辞，一则感其口舌之利如刀、之准如箭，既可劝阻纳质，亦可颠倒黑白
，让你白而为黑、是而为非、忠而为奸，理不屈亦曲，又全然无可奈何，不能自辩。二则感“旁听则
暗，兼听则明”，良有以也！更觉，“旁听则明，兼听则昏”，公、婆皆有其理，谋而不能断！
53、《战国策》是一本千古流传的外交教材，里面大部分是讲到如何利用外交来谋取国家利益，这一
点、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使我们国家更强大。
54、是一本讲谋略讲策略的古典著作.值得一读.
55、喜欢读古文的不可错过 太机智太秀逗 还有远古洪荒般的野蛮、残酷
56、又是节选本，而且时间很乱
57、比小说还要精彩的一本书，看大国如何争霸，看小国如何生存。战国后期韩魏等弱国的国君大概
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国君，要终日思考如何不被亡国。苏秦、张仪、范雎、陈轸等人如果有任何一个生
在现在，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58、纵横捭阖的典范，谋士的标准教科书
59、有意思
60、了解历史的原貌。
61、战国策本就是一本好书，当当上买的，很给力，解释很浅显没有什么难懂得，是初学者的福音。
里面有很多有用的知识，真是物有所值
62、《战国策》丨 作者：丨出版社：中华书局丨字数：18w丨丨个人评分★★★★（8.0分）张轶西老
师推荐我看的，我看了，于是我推荐所有人看。
63、不错，就是只是选择性的几篇，感觉中华书局的书都很具有约束性，推荐吧！
64、先秦诸子的思想各不相同，他们的著作也是各自流派的经典。
65、智慧的结晶，一篇篇文章对于活跃思维、分析事物形势非常有帮助。
66、书的印刷不错，我看完了，很受启发！不错的战国策！
67、很简洁，无翻译，看上去很干净纸质一般吧。用处蛮大的
68、适合了解历史真相
69、真的，像第一条评论说的那样，古人真单纯，劝了就听，听了就改。
70、很不错的书，中华书局出品必属精品
71、战国七雄兴衰
72、说实话，这个选本的选择水平一般般，我把全译本又读了一下，有一些很好的篇章，不知出于什
么原因没选。
73、巍巍哉战国盛世 
74、故事不错，对人生、工作、生活多有启发，受益匪浅。俗话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75、买的时候是朋友给下的单，书到手后翻看一下，很郁闷。首先是节选，其次居然是简体的，第三
有白话文注释，是正常的横版印刷。奉劝喜欢读原文的朋友看看别的版本，我记得中华书局以前有一
个绿色封面，竖排印刷、繁体的版本，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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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还是太厚了⋯看看就烦了⋯
77、一本介绍了纵横智慧的书，对于今天的社交、谈判等都能很好的指导！学习老祖宗的智慧。
78、最大的问题不是删减，是本书的顺序跟时间线相反，读起来很难过。
79、20160423-20160611;终于读完了。翻译有诚意但是一般，有背景介绍还是很好的。战国策主旨实际
上都是借力打力，分析厉害，完全都是纵横的套路。
80、一本优秀的文学著作，和我想象中的一样的好。封面的设计，纸张的质量，文字的清晰度，还有
备注的翻译，在各方面都可以堪称优秀。
81、感受先人的智慧
82、能够从中得到古人的智慧
83、书很正，是本好书，编排也很舒服，只是内容比起完全的战国策偏少，不全，下次去买全套的战
国策。
84、这个版本的是选录，相当一部分没有收录很遗憾，不过书上的精华文还是蛮不错的，整体可以作
为了解战国背景，思想，培养个人思辨能力的不二选择
85、经得岁月的洗刷，经得时间的考验，经得历史的佐证，经得大浪淘沙，经得推敲与议论-----与经
典为伴，此生不孤单
86、正在读，战国谋略与游说
87、4+
88、最爱颜率!
89、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
90、看完就知道为啥说客大都没有好结局
91、评价及翻译部分写的都很好，只可惜是节选本
92、还没看完，不过超喜欢
93、梁启超先生在列的必读书目里，《战国策》非常重要，无论是做人，还是做文章，都需读此书。
94、中华书局版的书，本本经典。缪文选等译注的这本《战国策》，更是好得没话说。我刚看完译者
序，就被作者深厚的古文功底所折服，更被作者新颖活泼的思想见解所吸引。我敢断言，此书对《战
国策》的理解和把握，远非流俗之人或者学院派式的研究者所能比拟。通观全书，不仅内容选择精当
，注释明晰，翻译晓畅，而且装帧设计也透出一种既古朴又现代的高雅气息，令人爱不释手。好书！
好书！！好书！！！
95、内容不表，对于古人的语法，越读越爱
96、很有意思，长智慧
97、印刷质量好，文章比较短
98、厚黑之源。把马基雅维利比到沟里
99、纵横捭阖，可惜秦之后，几乎再无用武之地，是纵横家的悲哀，却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这群很
牛逼的嘴炮，大多见识深远、身负奇策，虽然很多说辞都夹杂私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牛逼，致敬
！哦，忘了，还是建议看得懂的人都看一下的，值得推荐，9分！
100、好书！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维护自身国家的利益，
实在不易。字字都闪烁着先辈们的智慧！
101、文采飞扬，深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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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天安门外有两个华表，传自唐尧时代。“华表”最初是道路牌，后来有人在上面议论政治得失，
渐渐成为制度，称为“诽谤木”，是最早的自由言论工具之一。既然是议论得失，难免人之常情，是
议论过失为主。当时识字率很低，有能力在诽谤木上书写的，只有少数的精英，所以唐尧还有一个“
敢谏鼓”，想提建议的可以击鼓，不识字的也可以用，估计也只限于上层人物。到了周厉王后期（公
元前845年左右），住在国都里的人们纷纷议论厉王的过失。召公虎跟厉王说：“百姓受不了君王的命
令了！”厉王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命令一个卫国的巫者监视指责自己的人，一旦发现，就要杀掉。
之所以是巫者，因为当时巫、史都是国家的文化精英。国都里再也没有人敢说话，厉王很高兴，跟召
公说：“你看！我能止住谤言，大家终于不敢说话了。”召公就提出了著名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理论：“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更严重。河水堵塞冲破堤坝就会伤人，百姓也像河水一样。治
理河水，要疏导使它畅通；治理百姓，要开导他们，让他们把话说出来。”厉王觉得自己掩耳盗铃很
成功，根本听不进去召公的话，结果三年之后，大家一起把厉王流放到彘地去了。大约五百年后，邹
忌的妻、妾、客人都说自己比城北徐公漂亮，可他自己觉得自己完全比不上，因此睡觉的时候也放不
下这件事，辗转反侧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妻子是因为偏爱自己，妾室是因为害怕自己，客人是因为有
求于自己，所以都说自己比城北徐公漂亮。于是他去求见齐威王，指出威王受到宫妇、左右、大臣和
百姓的蒙蔽，齐威王是个聪明人，下令：“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我的过错，受上等奖赏；书面规劝
我的，受中等奖赏；在公共场所指出我的过失（谤议于市朝），使我听闻的，受下等奖赏。”过了一
年之后，尽然已经达到想找茬都找不到的地步，燕、赵、韩、魏等国纷纷示好。常常有人把周厉王止
谤和齐威王纳谏放在一起比较，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其一，齐威王的时代，已是七国争雄的战
国时代，外部竞争者的存在，使治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名臣良将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来挑选效
忠的君主，没有太多的国家概念，因此相对而言，纳谏和宽容是比较容易的，也因为宽容环境的存在
，当时士人肆无忌惮的议论政治，这才出现了中国史上第一次百家争鸣。反观周厉王的时代，离武王
灭商已有二百年，商纣亡国的故事早已没有威慑力。周天子的威信还在，纵观四邻，并没有足够强大
的对手。周厉王不过是止谤，到后来秦始皇一统天下，就令“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于厉王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这时候，诽谤就转义为诋毁中伤、诽谤之罪了。始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将来还有人
以唐尧“诽谤”之意引蛇出洞，以他始皇“诽谤”之意一网打尽，极尽汉语之妙用。所以，在一个竞
争的时代，宽容是多少的问题，在一个缺乏竞争的时代，宽容就变成有无的问题。中国第二次百家争
鸣出现在民国时期也是同样的道理。宽容，靠得绝对不是单纯的理念，而更多的依赖于政治、经济、
军事和文化上的平衡。第二，齐国历来是富饶之国，工商业发达，相对而言，商人不太关注什么政治
倾向、道德主张，讲究实用主义，缺乏原教旨主义，这使得齐国的宽容气氛相对较强。齐国和鲁国各
有一个特色建筑，所谓特色建筑，比如黄金台，一听就知道是燕国的。齐国在临淄创办了稷下学宫，
允许自由讲学。鲁国有一个两观，观在宫门两边，积土为台，台上有望楼，可以远眺，故曰观，约等
于天安门，一般的诸侯国只有一观，鲁国因为周公旦的缘故，有东西两观，和周天子齐平，后来孔子
杀少正卯就是在东观之下。这两个特色建筑代表了两种极端：商人和道德家、思想自由和专制。位处
交通要道的郑国也有一个特色建筑，乡校。乡校，当时乡间的公共建筑，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
事的场所。大概每个诸侯国都有，但只有郑国的出了名。原因是子产执政郑国时，郑国人喜欢在乡校
扎堆，议论执政者的得失成败，这也是诽谤木的意思。公元542年，郑国大夫然明跟子产说：“把乡校
毁掉，如何？”子产回答说：“为什么要这样？人们早晚干完活聚集在一起，讨论执政的得失。他们
喜欢的，我就推行，他们厌恶的，我就改正，他们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过尽力做好事
来减少怨恨，没听过依仗权势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可以制止言论，然而就像堵塞河道一样危
险。大决口一来，伤人必多，我也挽救不了，不如开个小口因势利导，我听见议论也可以当作良药。
”然明自愧不如。孔子听到后评论说：“以这些话来看，人们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子产死后孔
子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他是古代传下来有仁爱的人。”这种宽容的理念，很大程度也是因为郑国地
处大国之间，商业发达的缘故。
2、读了一部分战国策，我突然间有些失望。因为在我看来本来应该是恪守礼数温文儒雅的先秦时代
，本该是士为知己者死，不义不战的先秦时代，居然和现代我们所谓物欲横流的社会一样的肮脏。苏
秦，张仪等说客纵横捭阖，用嘴皮子游走列国，化解国家危机，赢得赏金，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当我
看到一篇《东周欲为稻》的文章时，那种人性的可怕让我觉得寒冷无比。东周国国君想中水稻，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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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被居于洛水上游的西周国国君拦住洛水不放，东周国君找来苏秦的弟弟苏厉（也有说是苏代的）去
西周国游说。苏厉告诉西周国国君，应该先放水，再拦水，这样就能轻松控制东周国的命脉。东周国
国君以为事情解决了，重金犒赏了苏厉，西周国国君平白得到了一个削弱东周国的计策，也重金奖赏
了苏厉，苏厉得到了两个国家的赏金。我想起以前妈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人都是无利不起早，从
来都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苏厉作为东周国国君的说客，居然毫不顾忌礼义道德暗地出卖雇
主。东周国国君表面上是治人的劳心者，在这件事上却成了被动的劳力者，只能受制于人。而西周国
君就真的赏识苏厉么？背弃雇主，求的不过是丰厚的赏金。这样一来不光可以表面上缓解东周国的困
境，又能让西周国得到利益。西周国君不过也是看到了眼前可以控制东周国的利益，没有看到一旦这
样做了之后两国之间势必埋下隐患，到时候兵戎相见，生灵涂炭，两个小国的战争有可能引来四周大
国的觊觎，说不定将他们一举吞并。得利最大的无疑是苏厉，丰厚的赏金，机智的辩才。虽然名声不
好，但还是让人忍不住对他的才华称道。在那个诡谲变幻的年代，仁义道德在名利现实的挤压下的确
显得很弱小。无利不起早，历史不是史官修正后的端正平和，也不是孔子笔下的微言大义。只要是人
来写，必定会带着非常强烈的主观色彩。无利不起早，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无论到哪个年代
都不会错。以前把先秦想的过于美好，却忘了即使在那时也有晋文公伐曹，楚王援息伐蔡后又一举吞
并息国的不义，也有南子，文姜，夏姬等秽乱宫闱的事情。有人说旅行就是到别人生活成习惯的地方
去疯狂，我觉得历史也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黄金时代，但基本上没人中意自己所在的时代，
因为身处其中，各种缺陷弊端暴露的淋漓尽致，而过去的那些时代却因为遥远而变得神秘，因为神秘
而掩藏了其中的不义与血腥，我们才会觉得美好。其实人类自从产生文明以来的心思又何曾变过呢？
我们觉得珍贵的可能是别人司空见惯的，我们觉得美好的可能是别人觉得水深火热的。不必羡慕什么
，也不必觉得失望。因为幸运的时代是相似的，不幸的时代，各有各的不幸。
3、字很大，前有概要，后有白话翻译，看起来不吃力，适合喜欢看白话的读者，也适合抽空翻看。
以前有种偏见，觉得古文就要看原文不看注解。现在想来，有注解没什么不好，只要正确通顺，一样
是好文章。可惜是节选本，这是我唯一不太满意的地方。
4、关于中立的两段对比性论述。反对中立的：引自君主论。优柔寡断的君主，为了避免当前的为难
，常常采取中立的道路，而且常常因此被人灭了。但如果君主明确地表态赞助一方时，如果和自己联
合的一方胜利了，虽然胜者强而有力，却因为已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将会对你负有义务。”⋯⋯“
即使支持的是失败一方，也仍然会收到他的忆念，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会帮助你，你变成可能东山
再起的命运伴侣。”支持中立的，引自战国策。齐楚构难，宋请中立。齐急宋，宋许之。子象为楚谓
宋王曰：“楚以缓失宋，将法齐之急也。齐以急得宋，后将常急矣。是从齐而攻楚，未必利也。齐战
胜楚，势必危宋；不胜，是以弱宋干强楚也。而令两万乘之国，常以急求所欲，国必危矣。”
5、在读史记，读到甘茂甘罗，太史公曰：甘茂起下蔡闾阎，显名诸侯，重强齐楚。甘罗年少，然出
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现今金融
界所谓之“大资管时代”，金融狗奔走于四海，围绕政经大体系大机构大佬，承揽承做，操盘布局，
如同战国之策士奔走。
6、花了两个多月终于看完战国策。我读完第一本资治通鉴后，对先秦时期颇觉兴趣，便开始读战国
策。感受如下：一，战国策作为先秦时的文章，行文显然比资书晦涩。就文意来说，资书我可以看懂
八成，战国策只能看懂六七成。而且故事情节上显然也不如资书。司马光真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二，
战国策里是纵横家的世界，大量的演讲，夹杂着很多寓言，排比。而且策略上存在着相互模仿。有些
故事中记录者为了显示纵横家的说服力，动辄一段话说完就会对国家对外政策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
蛮怀疑的。国家大事就这么容易受影响吗？有很多苏秦张仪的对立。前一篇苏秦成功地说服合纵，后
一篇就开始写张仪成功地说服连横。三，战国时期各国政策千变万化，纵横家们也常常更换明主。没
什么忠诚度可言。本国贵族与外来谋士的矛盾在当时普遍现象，不止于秦国嬴政那场著名的驱逐客卿
。四，谋士的说服，主要是以利为主，结合各国的现状和君主们的心理，他们的建议很可能名为A国
，实为B国。继续开始看资治通鉴，这书可比战国策好读多了。
7、看书前，我以为古文书很枯燥而且还是千年前的书，没想到看过两篇后爱不释手，振聋发聩，自
省，每日力勉自己坚持读十页，不求甚解。但求通读，如有所得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复读，精读。窃以
为这书30岁前精读熟读混个肚儿圆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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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战国策》的笔记-第三章 东周与西周战

        不解。                

2、《战国策》的笔记-第45页

        言辞不入流，纳谏亦不入流，此文非上品。

3、《战国策》的笔记-第一章 秦兴师

        第一章。秦兴师

语言的渲染 逼真。
用近利吸引 促成他人迅速决策援助
事成。近利并不影响他人利益。
亦留有成就齐国君美名的余地。

美名。利益。皆与之。
然事成。美名有。利益无。

倒也无妨。

4、《战国策》的笔记-《战国策》笔记

        
1、圣人甚祸无故之利(圣人认为无故得利将带来大祸)

2、秦、赵战于长平
失利状态下求和，若无新增的筹码，是不会成功的

3、秦围赵之邯郸
鲁仲连：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
连不忍为也。
此乃高义啊

4、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好文值得反复咀嚼，观点“孝、廉、信都偏于自我修养而不是进
取之道”令人耳目一新，脑洞大开！

魏王欲攻邯郸
  做事成功，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大方向正确。
  方向对了，多一分耕耘，就多一分收获。日积月累，由小到大，涓涓不息，汇为江河，成功定可预
期。方向不对，南辕北辙，越努力问题越多，越坚持错误越大。
  
5、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

   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
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藉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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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士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
   
 6、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万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与小人
群也。”
武安君从齐来，而燕王不馆也。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
郊，显臣于廷。今臣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听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伤臣于王者
。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
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苏秦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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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取素餐，污武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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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肯扬燕、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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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不逾楚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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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
对曰：“足下不知也。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之者忧之。其妻曰：‘公勿忧
也，吾已为药酒以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
之则逐主母。乃阳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
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适不幸而有类妾之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义益国
，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说齐，曾不欺之也。使之说齐者，莫如臣之
言也，虽尧、舜之智，不敢取也。”

**牛X如苏秦！！**！
   
 公元前的文字透露出中国古人无比牛X的智慧和哲学思想，让人叹为观止，脑洞大开，又相当实用，
须要自谦、自强，不断学习之。

5、《战国策》的笔记-宫他亡西周

        复制古诗文网评析冯且巧使反间计，致叛国者宫他于死地。此手段不能不说很老辣。为了大道大
义、为了抑制人性中的邪恶，一些果决的谋划是十分必要的。“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的曾国藩
深谙残酷手段的必要性，治军、对敌均显示出与书生截然有别的冷酷来：在长沙时残酷对待串子会；
湘勇初创时杀金松龄惩戒全军；攻克金陵后借韦俊叔侄的头颅裁撤湘军。妇人之仁是绝对办不了事情
的，“乱世当用重典”的“曾剃头”之能建立赫赫功业，其手段之硬之酷起了决定性作用。 

6、《战国策》的笔记-第92页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
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
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秦子异人质于赵，处于聊城。故往说之曰：“子傒有承国之业，又有母在中。今子无母于中，外托于
不可知之国，一日倍约，身为粪土。今子听吾计事，求归，可以有秦国。吾为子使，必来请子。”

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门下无不居高尊位，太子门下无贵者。君之
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
而不寿于朝生。说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贵千万岁，其宁于太山四维，必无危亡之患矣。”阳泉君避
席，请闻其说。不韦曰：“王年高矣，王后无子，子傒有承国之业，士仓又辅之。王一日山陵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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傒立，士仓用事，王后之门，必生蓬蒿。子异人贤材也，弃在于赵，无母于内，引领西望，而愿一得
归。王后诚请而立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也。”阳泉君曰：“然。”入说王后，
王后乃请赵而归之。

赵未之遣，不韦说赵曰：“子异人，秦之宠子也，无母于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赵，不顾
一子以留计，是抱空质也。若使子异人归而得立，赵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为德讲。秦王
老矣，一日晏驾，虽有子异人，不足以结秦。”赵乃遣之。

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
。王使子诵，子曰：“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王罢之，乃留止。间曰：“陛下
尝轫车于赵矣，赵之豪杰，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国，皆西面而望。大王无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
其皆有怨心，使边境早闭晚开。”王以为然，奇其计。王后劝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
若楚。”立以为太子。

子楚立，以不韦为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王后为华阳太后，诸侯皆致养邑。 

7、《战国策》的笔记-第219页

        加曰：“异日者，更赢与魏王处京台之下，仰见飞鸟。更赢谓魏王曰：‘臣为王引弓虚发而下鸟
。’ 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 更赢曰：‘可。’有间，雁从东方来，更赢以虚发而下之。魏王
曰：‘然则射可至此乎?’ 更赢曰：‘此孽也。’ 王曰：‘先生何以知之?’ 对曰：‘其飞徐而鸣悲。
飞徐者，故疮痛也；鸣悲者，久失群也。故疮未息而惊心未忘也。闻弦音，引而高飞，故疮裂而陨也
。’

8、《战国策》的笔记-第103页

        戰國真是個奇妙的時代，三國之謀遠不及矣。

9、《战国策》的笔记-第141页

        孟尝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还反，过薛。而孟尝君令人体貌而亲郊迎之。谓淳
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忧，文无以复待矣。”淳于髡曰：“敬闻命。” 

至于齐，毕报，王曰：“何见于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对
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之，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齐王和其
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兴兵救之。
 
颠蹶之请，望拜之谒，虽得则薄矣。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
力哉？

10、《战国策》的笔记-第59页

        

11、《战国策》的笔记-战国策·卷二十九·燕一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
，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
仇者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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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者，北面而受学，
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
，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
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者，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

==========================================
屈己之意以侍奉贤者，恭敬地接受教导，那么才能超过自己百倍的人就来了。奔走在人前，休息在人
后，自己最先向贤者求教，最后一个停止发问（嘿：沉默），那么才能超过自己十倍的人就来了。见
面时，别人走过来，自己也有礼貌地快步迎上去，那么和自己能力相仿的人就来了。依着几案，拿着
手杖，斜视用手示意别人去做事，那么服杂役的仆人就来了。对人狂暴凶狠，随意打骂践踏，那么只
有刑徒和奴隶在他身边了。

12、《战国策》的笔记-第四章 东周与西周争

        这也行。哈哈。

你帮我 需要利益。
而只有在我需要你帮我的时候 你才能得到利益。
那 就让东周做这个 能让你得到利益的人吧。

还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对。
如此 楚韩岂不是 见利忘义。

13、《战国策》的笔记-第21页

        看完西周策最后一篇《司寇布为最谓周君》，有点费脑。最后理解为：周公子最与齐交好，请为
说客，想当太子。周公善养于最，而向齐说最不想做太子。让齐公信言罢之，以达到不立最为太子的
目的。那么司寇布的说词被采纳是不错，而让公子当上太子的最终目的却没达成。导读的广告说词是
偏见——偏抒己见，误导读者思路。良剑千金、折而不卖，那叫任性。即使酒香怕巷深是不错——成
事 讲求方式方法，但也没必要把方式方法当成金科玉律来赞颂。

14、《战国策》的笔记-第367页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 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 秦王曰：“天
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
冠徒跣，以头抢地尔。” 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
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
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
者，徒以有先生也。”

15、《战国策》的笔记-第147页

        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
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而获之，无劳倦
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齐
王惧，谢将休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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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战国策》的笔记-第1页

        重新开始阅读这本战国奇书，领略战国纵横家们的风采，飘逸的思维与逻辑，雄辩的口才，还有
那种敢与君王论天下的胆量与气魄。

17、《战国策》的笔记-第15页

        1. 秦师临周而求九鼎
       利用国家之间的制衡作用牵制对方。在今日的场景中，即是我不跟你对着干，我把你放在更强的
敌手面前，让他们来牵制你。
2.秦攻宜阳
       关于秦军胜不胜的问题，关键在人，甘茂必然全力奋战。至于第三方楚国，关键在于选好时机，
从中得利， 
3.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
       让齐国感受到盟友韩魏的威胁，若能从中得利，可避不打秦国。选择让双方都得利的方式达到目
的。
4.雍氏之役
      分析情况给韩国，如若借兵会失守雍氏。也提供解决方案给韩国，联手西周是最好的办法。将危急
情况分析给对方，再提供方案，合作联盟的收获更大。 

18、《战国策》的笔记-第1页

        这是我找的最好的一幅图。

19、《战国策》的笔记-第五章 秦假道于周以伐韩

        两方争战 有人要借你的道。
趁机索贿。
让双方止戈。皆大欢喜。

20、《战国策》的笔记-第六章 楚攻雍氏

        怀柔政策
恩威并施
不要增强下属的恐惧 防止敌人抱团

21、《战国策》的笔记-第49页

        ①秦王谦和，似是示人以虚，却在其恬淡风清之中暗含着股运筹帷幄之势；
②陈轸 [zhěn]善于用例，举证的材料看似无关痛痒，经其一语点拨，立马展刃直指。
只不过，若是读者欠缺考虑的话，多少觉得有点牵强。

22、《战国策》的笔记-第十章 温人之周

        复制古诗文网的评析：

温人的直率和执著看似与谋略无关，实际上是大智慧。首先他能理直气壮，只要是典章《诗经》中规
定的、形成文字的，就应该坚持，我们在言说和辩论时经常缺乏的就是这种据理力争的勇气，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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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能争下去，对手终会理屈词穷。人性中对公理和真理的认可还是存在的，任何人都有良知和
正义，关键是你要用什么言辞唤醒、激发出来。所以，真理在握时千万不能唯唯诺诺。其次，温人很
了解周君的心理状态，面对日渐衰落的国家和日益凶险的国际环境，竟然还有人记得真正号令天下、
名正言顺的天子是周君，这怎能不让周君心存一丝感激呢？ 

23、《战国策》的笔记-第二章 秦攻宜阳

        处中立位，又至关重要时，
于适当时机，
威慑反方，
援助正方。

从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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