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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管仲的言行后来被收入到一本传世之作
《管子》之中。这本堪称“天书”的“诸子百家之
源”，被文化大师南怀瑾称之为“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的入门”。如今，南怀瑾的弟子，学贯中
西的魏承思先生著就的《管子解读：领袖需要
的智慧》，首次打破了学术与大众的沟壑，以
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众人管理哲学、政治哲
学和处世哲学的最高境界。开篇的君臣对话，
就是魏承思以浅显语言解读的“领袖智慧”的
例子之一。

“我点一杯 !"#$%""&（意大利浓缩咖啡），
这就是功夫茶嘛！”一句话，就显露出魏承思
学贯中西，融会贯通的学术态度。这位年逾六
十的学者落座后，首先要澄清外界对他是“南
怀瑾关门弟子”的“误传”：“我是上世纪 '(年
代开始与南怀瑾大师接触，并跟他学习佛教
和文化的。关门的说法，就好像否定他此后门
下的其他弟子似的，这个不合适。”

事实上，南怀瑾也并不是他唯一的师傅。
魏承思从小热衷古典文学，)*++年恢复高考
后他考上了历史系，主攻“隋唐史”：“隋唐史
的主流是佛教。”等到市委宣传部任职时，开
始研究文化发展战略：“由此接触到西方的文
化哲学”。随后，他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成为著名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的硕士
研究生，主攻方向为“近代欧洲思想史（,&-!

%$. /0$&1%2. 3.4%55%64025 78"4&$9）”。“因为经
济支持断档了，我读好硕士就应聘到香港，当
了明报的总主笔，当时与我搭档的总编是董
桥，我就接手金庸以前的工作———每天写社
论。禽流感一来，一连写六天……”
“我之所以学习西方文化，是为国学找到

一个参照坐标”，身穿中式棉袄，口袋里插着
3:;< ,3=3的魏承思表示，“学习要求博大精
深，最后才能融会贯通。这个‘通’字最重要。”
至于南怀瑾对他的教诲，他认为还是做人的
道理最重要：“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他解
释道，“就是宅心仁厚，内有道家风骨，外有儒
家风范。”

就连做学问也要“经史合参”———若干年
前，太湖大学堂就要办“经史合参”班。魏承思
就提出要么讲《资治通鉴》，要么讲《管子》。所
谓“经史合参”，就是在研读经典的古典作品
时，必须同时参照当时的历史情境，这样才能
明了真义。

说起为何撰写这本书，魏承思有点激动：
“就是因为要激发、恢复大家的民族文化自
信。”上海投资界有个读书会，请魏老师去上
课。“亿万富豪们只想听‘西方先进文化’，却
不知道‘货币战争’、‘级差地租’等这些所谓
‘西方理念’其实早就出现在 >?((年前的《管

子》里了……我
想让这些富翁们
知道，中国传统
里到处都有先进
文化，而了解传统文化的源头，就是《管子》。”
不巧，接着魏承思就视网膜脱落，在香港养
病。一位学生自己找出《管子》，并自制了“大
字本”———每一个字都有鸡蛋那么大，然后背
了 @本去香港，期待他面授机宜。魏承思深受
感动，养好病，回到上海，就开了这门课。

他以最为显浅易懂的语言，解读了最为
深奥、又包罗万象的《管子》———这本有 +?篇
约 @?万字的古书，不仅有经济学概念“级差
地租”，甚至为了给土地“分级”而阐述了什么
样的土壤适合种何种植物———农业；什么样
的土出什么矿产———地质学等。英国人李约
瑟，就是看了此书后，立志研究中国古代科技
史的。《管子》里，还涉及军事：“教你怎么去做
间谍的 >((个问题，如何用地图，如何社会调
查的提问提纲……”

他还进一步解释，“传统文化的源头，就
在《管子》。”一个人一生能看的书是有限的，
方法不对，就是无效劳动；方法对了，收获就
多。如果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从源头学

起，一上来就学“程朱理学”怎么会真的搞得
懂、学得通呢？《管子》在汉代以前盛极一时，
可谓是当时社会的“畅销书”。先秦时期，学问
都是口传心授———当时做“书”的材料寻觅不
易、书写也不易，因此读书人基本都是通篇背
诵下来的，“所以，现代科技越发达，人的脑袋
就越笨。前一天晚上搜索引擎找点什么，第二
天就可以去讲课了！”魏承思顺带吐槽。这本
“体用兼备”的书，既能解决宇宙人生的根本
问题———好比哲学，又有具有实际操作性的
具体谋略。实际操作层面可以具体到制度设
计、法律、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
等———相对于政治哲学而言，这些都是可
“用”的学问。与此同时，该书的另一大成就在
于人生修养，分为养生和处世两大方面。
《管子》产生于诸子百家之学之前，而成熟

于诸子百家逐渐成军之际。这一时期的学术
“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而只有《管子》是兼容
并蓄的———其根本目的是帮助齐桓公称霸。
这本“王霸之书”，凡使用得到的各派学术都会
引入，也确实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从时间顺
序上而言，《管子》里蕴含着诸子百家各种学派
的“发端”。因此，魏承思认为：“读国学而不读
《管子》者，可谓入其门而未入其室也。”

魏承思反对“套用”西方思维方式来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西方会分门别类，讨论问题
的前提是先搞清基本概念、定义，然后再研究
外延……而中国是以实践出真知的思路，倾
向于经验哲学。”例如，有人问孔子，什么是
“仁”？他的回答并没有“定义”。对于胆小的
人，仁者，勇也；对于太狠的人，仁者，爱人。在
《论语》里，孔子之所以对于“仁”有多重解释，
是因为面对不同的个体。而真正理解“仁”，也
需要融会贯通。

先秦时期，地域阻隔，思潮各异，所谓“北
刚南柔”———北方孕育出孔孟，南方流行老
庄。地理形成民风，民风酿成文化，文化分出
学派。至于我们如今常说的所谓“家”，只是司
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了梳理当时文献，有着
分类的需要，才不得不有所区隔。同理，我们
也不能以现代观念“套用”于理解古代思想。

甚至，如果仅仅以科学这一种方式去解
释世界，也是对科学的“迷信”。

说至此，魏承思提及了自己曾在一次国
际学术界的会议上，公开指出、批评了“中国
学术界被西方二三流学者主导”的怪现象。如
今，中国学者要“获得国际认可”，就需要在西
方刊物上发表论文，“国际主流学术刊物大都
靠基金会赞助，因此这类刊物大都在美国。如
果是理工、医学类，质量尚有统一标准，但是
社会人文类的就未必了———因为中国学者必
须顺应西方思维模式，才可能发表。”然而，又
是谁能决定中国学者的文章能刊登呢？“在西
方，一流学者去做教授，二流的去做编辑……”
无论东西方，真正的学者都不轻易现身，所谓
“名而不高，高而不名”———“天天到处开会、
出镜的人，怎么会有时间做学问呢？”

话说回来，他认为冯友兰的哲学体系也
值得商榷———冯友兰的方法，就是把中国古
代思想“塞入”了西方模式，把中国古代思想
肢解得支离破碎。我们要反思，东西方，其实
各有各的发展路径。

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教育是
最重要的途径，其中，问题也多多。

魏承思把古文解读得通俗易懂、妙趣横
生。他说：“人们以为最深奥的‘训诂学’中，
‘训’就是把最现代的话去解释古代的文字；
‘诂’就是以最简单的语言去解读最深奥的字
义。”但是，“当下的学术圈，全都弄反了。大家
都觉得，明明是人人都懂得道理，但要表达得
深奥，掉些书袋，才显得自己有学问。真正做
学问，其实是用浅显的话去解释深奥的内容，
所谓深入浅出。”

所以，“最难教的其实是小学生，最好教
的才是大学生。”小学生一张白纸，要以他们
能懂的语言，来解释各种抽象的、复杂的概
念，那才是真见功力。而大学生，多少具备概
念和常识，教学过程中类比起来容易多了。

其次，在做学问、传授学问的时候，切忌
“职业化”。“陶渊明是有着 >(亩良田，才可以
悠然见南山的。如果我们上课的时候一门心
思想着这周排了几课时啊———怎么可能教得
好呢？”魏承思也坦陈，于他而言，做新闻是
“职业”；做学问，才是“志业”：“我在明报写了
不少社论。第二天别人问我你昨天写什么了？
我回答，我忘了。我是真的忘了！”现代社会的
问题，就是“职业化”的人太多，而太多人没有
“志业”。

他的“非职业化”还体现在讲台上：“哪有
学生坐着听，老师站着讲的？”
“假药、假酒、假食品固然可怕，但是，假

学问，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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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决定重用管仲时，与他有一
番君臣间的对话。

齐桓公：我这个人有一大缺点，爱
好喝酒，有时候会不理朝政。

管 仲：没关系。
齐桓公：我还有一大缺点，热衷打

猎，有时候也会因此疏于朝政。
管 仲：没关系。
齐桓公：我还有第三大缺点，好色。
管 仲：这个也没关系。
齐桓公：你这不是奉承我吧？
管 仲：不是，因为以上都不重要。

作为君王，最致命的是两大缺点。一是
犹豫不决，这会失去群众支持。二是迟
钝，抓不住时机。跟在人家后面做，肯定
没戏。至于前三点，只是“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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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咖啡”就是“功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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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2600年前出自《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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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西方思维理解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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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浅出才是真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