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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落魄盐贩的逆袭

“管仲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早
年职场生涯很不如意。他到海滨贩盐经
商，经常背着货物四处游走，非常辛苦，
可是依然没有摆脱潦倒、拮据的困境。他
参过军，多次上战场，也表现一般。他多
次入仕，每次都被‘炒鱿鱼’。”山东理工
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管子学刊》
主编耿振东教授向记者讲述了管仲的早
年经历。

但是有一个人很赏识管仲，认为他
有治国之才，那就是管仲的好朋友鲍叔
牙。管仲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
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
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
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
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
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
有老母也……”

后来，鲍叔牙和管仲分别辅佐齐公
子小白和公子纠。荒淫无道的齐襄公，把
自己这两个兄弟都赶到了国外。公元前
686年，齐国内乱襄公被杀。公子纠和公子
小白得知消息后，都急忙往国内赶，想抢
先得到君位。管仲一面派人护送公子纠
回国，一面亲自带人去拦截公子小白。他
们在半路上拦住了公子小白的车队，管
仲劝公子小白和鲍叔牙退回去，他俩不
肯，管仲就取出箭向小白射去，公子小白
应声落马。管仲以为小白必死无疑，就返
回护送公子纠不慌不忙地向齐国进发。

谁知管仲这一箭射得太准了，正射
中了小白的铜衣带钩。小白可不是菜鸟，
他急中生智演技爆发，假装被射中落马。
管仲走后，他们抄小路加速前进，公子小
白最终抢先赶回国都，当上了国君，即春
秋时第一位大霸主齐桓公。

据耿振东介绍，齐桓公即位后，派兵
讨伐公子纠，公子纠被杀死，管仲也被捉
住。齐桓公还记着“一箭之仇”，要杀管
仲。而鲍叔牙竭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说
如果重用管仲，就能使国家强盛。齐桓公
终于被说服，不计前嫌，还让他当了齐国
的宰相，鲍叔牙则心甘情愿地当管仲的
助手。所以，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
者鲍子也。”

“云中一点鲍山青，东望能令两眼
明。”济南城东的鲍山虽不高，却名扬海
岱，这里曾是齐国大夫鲍叔牙的封邑所
在地，还有鲍叔牙墓。附近还有分金桥，
传说是鲍叔牙和管仲的分金之地。考古
发掘也证明，如今的鲍山新村2号遗址就
是鲍叔牙封邑鲍城的故址所在。两千多
年来，这些遗迹和典故传颂着鲍叔牙的
风骨以及与管仲的友情，成为“管鲍之
交”悠远的历史回响。

内政改革富国强民

管仲走上政坛之时，齐国的形势不
容乐观。前任国君齐襄公穷兵黩武，迷恋
美色，齐国政局陷入泥潭，国运衰微。作
为一个改革家，管仲上任后如何变法以
富国强兵的呢？耿振东详述了管仲推行
的内政与外交改革。其中，很多改革措施
闪烁智慧的光芒。

首先，按土地等级征收赋税。“相地
而衰征”是管仲提出的按照土地不同情
况分等征收农业税的财政思想。土地有
好坏，产量有高低，距离有远近。管仲根
据土地的具体情况，有区别地征收数量
不等的赋税。这样做合情合理，极大提高
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发展。

管仲还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
即把民众分为四类：读书、习武的人；农
民；手工业者；商人，划定各自的生活区
域与活动范围，使他们安心于自己的社
会角色、社会分工，安心于自己职业技能
的锤炼，保证社会结构合理、人员数量比
例适宜，以此促进国家稳定、社会发展。

他还推行“三选”制度，提拔有德行、

有智慧的人才帮助治理国家。三选是指选
人、用人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由乡长
推荐来自民间底层的杰出人才，国君亲自
接见，并把他们安排到一些空缺的基层岗
位试用。第二步，被荐举人员试用一年后，
由专门主管试用岗位的官员向国君书面汇
报，再一次荐举政绩突出的试用人员，国君
择优确定人选后，让他们正式在空缺岗位
上任职。第三步，国君召集那些正式任职的
官员，当面加以考察衡量，然后对其在乡里
的从政情况进行核实验证。最后，把几近完
美的官员提拔为上卿的助手，直接进入国
家政治权力中心。三选的选人用人制度，发
现并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充实提升了齐
国官吏队伍的执政能力。

耿振东说，管仲的改革还包括三分国
域之士、五分鄙野之民，并把政府行政建
置和国家军旅编制相融合，实行军政合
一、兵民合一的制度，很快培养出一支“守
则同固，战则同强”的军队。

睦邻友好取信诸侯

“除了内政方面的改革，管仲还执行
了一连串的外交策略。管仲对齐国的内政
改革，目标是富国强兵；对齐国外交政治
的改革，目标是抵御戎狄，统领各诸侯国，
礼遇周天子。”耿振东说。

在管仲看来，要想使齐国社稷长存、
宗庙祭祀不绝、人民安居乐业，就必须创
立霸业。

这里值得一提的，首先是亲邻国。管
仲意识到，与邻国搞好关系，在齐国陷入
危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有所依靠。如
果邻国处处与自己的国家为敌，左邻右舍
皆是外患。针对前任国君齐襄公穷兵黩武
造成与邻国紧张的局面，管仲采取了一系
列改革措施重塑和谐的“邻里”关系。重新
审查国境，把侵占的他国土地全部归还，
承认邻国疆界的合法性，不占邻国便宜。
在交往中，慷慨地多赠予邻国礼物，时常
派使者去周边邻国作友好访问，使他们感
到关系和谐，政治环境安定。

在管仲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过程
中，出现了多次诸侯会盟。耿振东讲述了
其中有名的柯邑之盟，公元前681年，齐国
击败了鲁国，鲁国割让土地献给齐国。双
方在齐国柯(山东阳谷东北)结盟，化敌为
友。没想到，鲁国大夫曹沫违约偷偷带剑
赴盟。会盟将结束时，曹沫突然用剑逼迫
齐桓公答应返还占领的鲁国土地，桓公无
奈之下只好随口答应，曹沫这才弃剑离开
盟坛。

等齐桓公回过神来，盛怒之下想杀死
曹沫，收回承诺。管仲赶紧拉住桓公说：

“因被劫持作出许诺，却又背弃信义自食
其言，这不是处理诸侯关系的正确做法，
更不是争霸诸侯的正义之举。贪图逞一时
的快感，却失信于人，将来不会得到诸侯
国的信任与支援。您一定要信守承诺！”于
是，齐桓公把之前侵占的鲁国土地，全部
归还给鲁国。

“齐桓公大度、诚信的举动，令鲁国既
惊喜又感动，怀抱誓死一赌的非礼劫持得
来的允诺竟然变成现实，这实在是鲁国未
曾料到的。鲁国由此佩服齐桓公，并在心
理、精神、道义上，屈从于齐国。柯之盟，为
齐国赢得了其他诸侯国的赞誉，这成为齐

国走向诸侯霸主地位的关键一步。”耿振
东说。

虽然管仲反对武力征战，但他也清醒
意识到，要想完成霸业必须选择诸侯国中
行为不正、内政混乱的国家先行讨伐，“择
乱而征”，保证师出有名。

为此，管仲派遣多名擅长游说的外交
人员，让他们带好车马衣裘和足够多的钱
财，通过笼络、招纳其他诸侯国的贤能之
士，并让他们观察朝野上下的政风民风并
向外交人员汇报，确定讨伐的对象。再次，
管仲对诸侯采取了以利益为诱饵、以诚信
相交结、以武力作后盾的外交策略，“拘之
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使诸侯“莫之
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多途径
确立齐国威信。

尊王攘夷一匡天下

从管仲担任(公元前685年)齐相算起，
齐国开始称霸诸侯只用了短短七年时间。
这之后的三十多年，即公元前679年至公元
前643年，齐国始终处于诸侯霸主的地位。

在管仲身上，始终洋溢着兴国安邦的
使命感。他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
侵，守护住了中原的秩序和文化。孔子也
高度评价管仲的功绩，认为“微管仲，吾其
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也”。

耿振东讲述了管仲抗击北狄、“存邢
救卫”的业绩。居住在北方的狄人不断侵
袭邢国(今河北邢台一带)、卫国。管仲对齐
桓公说：华夏各国是一家人，一个国家有
危难，其他国家不能坐视不管。听了管仲
的话，齐桓公马上派兵伐狄救援。逃亡的
卫国遗民流落到曹地，缺衣少食，生存困
难。齐桓公派公子无亏带了三百乘战车、
三千名甲士，赶去保卫他们的安全。齐桓
公还特意让无亏随军带去车马、祭服，牛
羊猪鸡，还有建筑房舍用的木材。就在侵
卫的第二年，狄人再次攻击邢国。齐桓公
立刻联合宋、曹两国，急速前往救援，北狄
退去。邢国已被北狄折磨得元气大伤，再
也不敢居留在原地。齐桓公和管仲商量出
一个解救邢国的长久之计。他们把邢国迁
移到靠近齐国的夷仪(山东聊城附近)，三
国军队收集了邢国人原先使用的器物和
剩下的财物，完好无损地运到夷仪，如数
奉还，显示出极高的军队纪律性。他们还
替邢国人、卫国人修建了国都。

“管仲的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
力大振。此时，周王室已经衰落，但仍有一
定的威信。对外，管仲打出‘尊王攘夷’的
旗号，以诸侯长的身份，号召诸侯国拥戴
周天子。齐国还通过齐楚结盟等政治手
段，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公元前
651年，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在葵丘会盟，
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齐桓公在位期间，
多次召集诸侯会盟，葵丘会盟是最盛大的
一次。周天子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标
志着齐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成为名副其
实的春秋霸主。”耿振东说。

管仲的内政外交改革使齐国地位提
升，经济文化繁荣；管仲还促成华夏联盟，
共同抵御外族入侵，捍卫了周天子尊严，
保护了华夏文明。作为攘击四夷的霸者之
佐，管仲也成为了后世民族危难之际有识
之士收拾故土山河的理想寄托。

管仲纪念馆（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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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年前，

诞生了春秋时期
的著名政治家、
军事家管仲，他
是齐文化的重要
代表人物，对中
国历史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从管
仲 担 任 齐 相 算
起，齐国开始称
霸诸侯只用了短
短七年时间。

作为一个治
理国家的能手，
他被梁启超誉为

“中国最伟大的
政治家”。他治理
国家的理念带有
法 家 思 想 的 萌
芽，被誉为法家
的先驱。他是中
华大一统思想较
早的提出者和实
践者，为保护中
华文化作出了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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