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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社會變遷的快速，源自於十八世紀後的三次工業革命。工業革命
帶動整體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與高度文明，但工業污染卻帶來嚴重的社
會成本負擔與心理代價。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哲學家、宗教家、史學家、
文化學者、社工學者、教育學者、心理學者，不斷呼籲重新省思科技的
意義與價值，並期重振人文精神的主張。尤其當今生物科技、生物醫學、
遺傳工程學的日益突破開創的結果，雖然揭開了生物遺傳的神秘面紗，
如 DNA 的序位組合、基因的改造控制、胚胎的研發複製等等，造就了
人類某些疾病的生機，但卻也讓現代人類面臨嚴重的人性尊嚴與倫理規
範的挑戰。 

科技研究，重在事的測量與分析，人文精神，重在人的尊重與關
懷。現代文明，需要科技的創新，也需要人文的陶冶。所謂「古籍」，
它是中國歷代古聖先賢以語言文字表達其對宇宙人生萬物活動的內
容、性質與主張，它是歷代先哲經驗的累積，深入的思考及智慧的判斷
所結晶而成的文化經典。其中蘊藏無數有關人類生命、生活與生存的法
則，具理念層次，也具實踐層次；具時代性，也具時空性；具普遍性，
也具個別性；並深具濃厚人文精神素養，是人類生活、行為的準繩，也
是人類處事、治世的依據。因之，現今許多學者，包括文學、史學、傳
播學、管理學等都再度走入「古籍」思想的研究，並在研究方法上產生
某些的變革。換言之，在研究過程中，不是直接的擷取，而是運用現代
的科學研究方法，予以變化或轉化成現代意涵，並應用在現代社會現象
及問題的處理上。如搜尋適用觀點及搜尋論述結構的創造性轉換法、結
構性問卷設計研究法、檔案資料分析法、個案歷史研究法以及觀察綜整
實驗評析法等。本文緒論中所提出的多篇博、碩士論文，即可印證古籍
知識深具現代應用的潛力與價值，是一個值得投入的研究領域。 

本文的內容架構，以「鬼谷子思想」為主題，因之，不能不先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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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鬼谷子思想及其學說的脈絡。鬼谷子著作等身，學問更是博邃精深，
含數學、遊學、兵學及出世學。其中，「鬼谷子三卷」一書最受學界重
視，也最被廣泛應用。因之，本人即就此書內容，一而再，再而三詳加
研讀、探究分析，並期能搜尋出鬼谷子思想的法脈體系。研究發現，鬼
谷子思想及其學說與儒道釋思想光輝相映，包括易老的「法天與聖」哲
學、儒釋的「仁德中庸」及「憫世救世」思想。這些哲學思想散佈在捭
闔、反應、內揵、抵巇、飛箝、忤合及本經陰符、中經、持樞各篇中。 

本文重心主要是「鬼谷子思想在台灣」，包括在台灣的學術研究與
傳承弘揚。在學術研究方面，包括考據譯注研究及詮釋應用研究。其中
詮釋應用研究，根據資料搜集，包括文學、史學、傳播學、管理學、經
濟學，甚至政治、軍事、外交等都有涉及。在傳承弘揚方面，則由台灣
禪機山仙佛寺易經大學總導師混元禪師總其成。混元禪師，人尊稱他為
張老師，精通易經心法與風水正法，自 1983 年行道至今，二十年來，
以周易為宗，以佛學為體，以風水學為用，在台灣各地為弘揚「鬼谷子
思想」而努力。鬼谷子思想在台灣，能有今天如此豐碩的成果，混元禪
師功不可沒。從創建道場開始，到成立易經心法研究班、先修班、精進
班、師資班等授課外；並利用電視弘法，廣結善緣；籌設易經大學，作
育英才；復創立中國人間淨土功德基金會，成立台灣鬼谷子學術研究會。 

本研究報告，由緣起、思維、資料搜尋、細讀文獻、架構粗具、
著手撰寫，及至付梓成書，歷時六個月，感謝師父 混元禪師鼓勵。感
謝外子楊極東校長的支持與肯定。感謝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賴先生在付
梓成書上的鼎助。本研究不足、欠缺之處尚多，至請學界先進指正。 

 

 

黃春枝 謹識 

於政大教育學系 

200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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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古希臘有兩位響譽全世界的大哲學家，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美國
哈佛大學校訓在訓勉其學子時，曾說：「讓柏拉圖與你為友，讓亞里斯
多德與你為友；更重要的是，讓真理與你為友。」又說：「人無法選擇
自然的故鄉，但人卻可以選擇心靈的故鄉」。中國固有傳統文化五千年，
源遠流長，其中蘊藏無數歷代古聖先賢所遺留下來的文化經典。它指引
我們邁向真理之門，也帶領我們覓尋心靈故鄉。 

  現代社會變遷快速，現代科技創造高度物質文明。在強烈追求高度
生活品質的同時，卻也帶給現代人追求精神需求的渴望。哲學家、宗教
家、文化學者、教育學者、心理學者，紛紛提出重新省思科技的意義和
價值，並呼籲回歸人性本源與重振人文精神的主張。因之，作為一個現
代人，有必要放慢腳步，並嘗試搜尋省思中國固有傳統文化的價值，以
豐富心靈世界與創造具融合性的現代文化。傅劍平(1989)在其博士論文
「縱橫家與中國文化」中，即強調兩個重要的觀念：一是傳統中求變化，
二是創造中求轉化。該論文嘗試以「今天」的角度去審視中國傳統文化︱
縱橫家的思想與文化；並將縱橫家的思想精髓：道術、道德及勇於開拓、
敢於創新的進取精神，轉化成今日的「文化工程、文化建設與人格教
育」。蘇韶懿(1998)在其博士論文「孫子兵法論述結構及其現代管理意涵
之研究」中，亦強調古籍知識的重要性，並應用搜尋論述結構的創造性
轉換法，來探討古籍知識「孫子兵法」在現代管理上的應用。黃營杉(1985)

在其博士論文「我國兵家之管理思想︱策略形成與執行」中，亦以「武
經七書」為研究對象，從現代管理之觀念，剖析其戰略規劃、執行、與
控制思想，並導出兵家思想之現代管理及建立中國式管理之涵義。曹洪
禎(1998)在其碩士論文「以孫子兵法之觀點探討台灣企業高階經理人取
得競爭優勢之道」中，亦由探索性研究導入結構化問卷之敍述性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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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性研究，將「孫子兵法」應用在企業管理上，含制度有效整體經營
策略及提昇組織運作績效。本文之研究，即藉由古籍知識「鬼谷子」一
書的深入探討，與相關文獻資料的分析，陳述「鬼谷子思想」在今日台
灣各界的研究與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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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鬼谷子及其學說 
 

 

  鬼谷先生，戰國時縱橫家。兩漢學者：司馬遷的「史記」（蘇秦、
張儀列傳）、劉向的「說苑」（善說篇）、揚雄的「法言」（淵騫篇）、王
充的「論衡」（答佞篇、明雩篇）等書，皆論鬼谷子是位縱橫家，隱居
於鬼谷，因以為號。縱橫家以他為始祖，兵法家崇奉他的謀略。明、馮
夢龍在其「東周列國志第八十七回」中，即云：「周之陽城，有一處地
面，名曰鬼谷。以其山深樹密，幽不可測，似非人之所居，故云鬼谷。
內有一隱者，自號曰鬼谷子，相傳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在雲夢山與
宋人墨翟一同採藥修道。其人，通天徹地，有幾家學問，人不能及。一
曰數學：日星象緯，在其掌中，占往察來，言無不驗。二曰兵學：六韜
三略，變化無窮，布陣行兵，鬼神不測。三曰遊學：廣記多聞，明理審
勢，出詞吐辯，萬口莫當。四曰出世學：修真養性，服食導引，卻病延
年，冲舉可俟。有人慕學其術，先生只看來學者資性，近著那一家學問，
便以其術授之。一來成就人才，為七國之用，二來就訪求仙骨，共理出
世之事。住鬼谷，也不計年數，弟子就學者不知多少，先生來者不拒，
去者不追。」 
  鬼谷先生的著作，見錄於書志或典籍者有： 

  １鬼谷子三卷。 
  ２關令尹內傳一卷。 
  ３鬼谷子占氣一卷。 
  ４陰符經鬼谷子注一卷。 
  ５李虛中命書三卷。 
  ６鬼谷子天髓靈文二卷。 
  ７相掌金龜卦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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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貴賤定格三世相書一卷。 

  其中以「鬼谷子三卷」最受學界重視，並予廣泛研究。該書分上、
中、下三卷。上、中兩卷共十四篇，其目為：捭闔、反應、內揵、抵巇、
飛箝、忤合、揣、摩、權、謀、決、符言、轉丸、胠亂等。其中轉丸、
胠亂已佚，僅存十二篇，重在講述遊說時應遵循的原理原則與技巧。下
卷，又稱鬼谷子外篇，內有本經陰符七篇、持樞、及中經各一篇，重在
講述遊說者應具備的內在涵養與修為。 
  學界對「鬼谷子」一書，尤其所論及的權謀策略，雖有不同的評價，
但持正面肯定者，亦不在少數。茲陳述如下： 
  在諸家之中，對「鬼谷子」一書獨具極高度評價者，首推宋之高似
孫先生，並稱鬼谷子為一代之雄。高似孫在其「子略」中，有云：「（鬼
谷子）裨益人神智，正不少也。」又云：「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
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
乎。」 
  清、孫德謙在其「諸子通考」中，有云：「縱橫家者，古之掌交也」；
又云：「（鬼谷子）一書所以明交鄰之道，而使於四方者，果能扼山川之
險要，察士卒之強弱，識人民之多寡，辨明君之賢愚，沉機觀變，以消
禍患於無形，則張儀、蘇秦，其各安中國於十餘年之久者，不難繼其功
烈矣。」又云：「諸子為亂世學術，使時至衰亂，不取諸子救時之略，
先為之扶濟傾危，鑑鑑焉以經說引之，非但不見信從，甚將為人訕笑矣。
故當戰國時，儒術獨絀，孟荀不得志於世，而縱橫家反能顯榮於天下，
此非天經之無用，可束高閣焉。亦以生逢亂世，別有匡濟之學術耳。聞
之公羊家有張三世之說，一據亂世，一昇平世，一太平世。以吾言之，
諸子者，亂世之所貴。而之經者，其為太平世矣。」「至於縱橫一家，
後世皆鄙夷之，不知七國時，兵連禍結，便非有儀、秦輩，從而持急扶
傾，天下必背被其害……嘗謂為使臣者，果能於口舌之間，隱消禍亂，
俾國家受無形之福，則其功為重大。」 
  清、康有康，甚至以詩贊曰： 

  六鏊搖動海山傾，誰人滄溟斬巨鯨？ 
  拮地無書思補著，倚天有劍欲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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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章北闕知無用，納履南山恐不成。 
  我欲青溪尋鬼谷，不論禮樂但談兵。 

  張建國(1995)在其「鬼谷子」一書中，謂：縱橫謀略，雖有別於儒
者之信實誠敬，但處於今日世界，外交與軍事，實是謀國者所不可忽略
之兩要項。「鬼谷子」與「孫子兵法」二書，應詳加熟讀、深思，並從
古人智慧中擷取謀國經驗。 
  蕭登福(1984)在其「鬼谷子研究」一書中，亦謂：如以道德標準來
衡量說客，當然會斥責其誠信及無固定立場。但今日國際紛爭世界裡，
國與國間交往，並非完全建立在仁義道德之上，為自己國家爭取最大利
益，採取彈性外交，已是今日世界之趨勢。外交方面，「鬼谷子」一書，
實應奉為謀國之圭臬。 
  張世欣(1990)在其「拂去歷史的塵埃撥開飄忽的迷霧︱試評（鬼谷
子）一文中即強調：鬼谷子是一部說術的理論專著，包括說術作用研究、
語言修辭研究、語態研究、邏輯研究、對象研究、自身修養研究。鬼谷
先生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整理出說術研究的法則，成為我國說術理論的始
祖，其理論溶合兵家之詭、老子之隱、周易之化。鬼谷先生的說術理論，
大可以「用之於天下」，小可以「用之於人」，亦即，說君可以左右政策，
說人可以予奪觀點。對今天的外交較量、商業爭奪、人際關係協調，都
不無益處。 
  陳浦靖(1991)在其「白話鬼谷子」一書中，則論及，鬼谷子的理論
建樹有三： 

一、是系統總結遊說之術。 
二、是鮮明點出縱橫家政治態度。 
三、是反映戰國後期綜合百家學說趨勢。 

  普穎華(1995)在其「鬼谷子兵法」一書中，則由謀略學角度評述：
鬼谷子的謀略之術充滿智慧，日益尖銳的經濟競爭︱商戰，需要冷靜的
理智，並巧施謀略，以確保個人利益。人們在遵守法律道德同時，許多
情況下，會不自覺地運用智謀、測算、分析等，特別在商業談判中，辯
證機智技巧，幾乎無所不在。該書中又謂：現代生活中，人們不僅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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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兵謀策略、外交、政治策略，而且在競爭中，用之經營謀略。其所倡
導的辯證或詭辯，不僅在中國受重視，在國際的軍政權謀家也給予高度
讚譽，如日本大橋武夫，即作專著探討「鬼谷子與經營謀略」，在德國、
美國及東南亞均有廣大影響。……它的奇詭變詐的術法，玄奧的養生之
道，會使「鬼谷學術」擴而大之，使中國民族的一支奇葩盡放芬香。 
  傳劍平(1989)在其「縱橫家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更肯定縱橫家思
想的價值。該書論及：由思想史、文化史角度考察縱橫家對於中國文化
影響與作用，證實縱橫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可以也應當成為
今天構建中國現代文化的一個古代來源。 
  綜觀上述各家對「鬼谷子」一書的研究與評價，「鬼谷子」一書，
重在探討縱橫學說的原理原則、遊說技巧，與遊說者應有的內在修持。
立國不可無外交，而縱橫家之所長，即在於「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
所用如果得人，便能做到「折衝樽俎之間，決勝千里之外」、「兵不血刃，
而能制敵機先」、「不持一尺之兵，不費一斗之糧，能解兩國之構難，又
能利國濟民」。外交使節之重要性，由是足見。鬼谷子的縱橫學說，不
但不容辯詆，更應予以積極肯定與高度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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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鬼谷子思想與儒道釋思想 
 
 
  深入探究鬼谷先生的思想法脈，鬼谷子思想與易老之「法天與聖」
思想及儒釋之「仁德中庸」「慈悲憫世」思想可謂光輝相映。 
  以下分別就易老哲學及儒釋思想予以陳述。 
 

(一)  易老哲學 

 
  老子曰：「賢法聖，聖法天」。「易繫辭」曰：「聖人之為易也，仰觀
於天，俯察於地」。老子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
為之名曰大。」老子四十二章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深究鬼谷先生的中心思想，亦謂「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
（本經陰符七篇），又謂：「聖人者，天地之使也。」（抵巇第四）。「易
者道也，是故一陰一陽之謂道。」（王禪老祖玄妙真經）。以下就「鬼谷
子」一書中，有關「聖」、「道」之思想摘錄於后： 
  捭闔第一曰：「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眾人之先，觀陰陽
之開闔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
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
又曰：「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
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
也。」「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
「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
說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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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第二曰：「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動靜虛實之理不
合於今，反古以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 
  內揵第三曰：「內者，進說辭也。揵者，揵所謀也。……善變者審
知地勢，乃通於天，以化四時，使鬼神，合於陰陽，而牧人民。」又曰：
「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 
  抵巇第四曰：「物有自然，事有合離。」「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
保其身。」「聖人見萌牙巇罅，則抵之以法。」又曰：「自天地之合離終
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
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
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忤合第六曰：「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
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
之轉化。」 
  本經陰符七篇曰：「生受於天，謂之真人；真人者，與天合一。內
修練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故人與生一出於物化。」
又曰：「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
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是謂道知。
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又曰：「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
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聖人以道，先知存亡，
乃知轉圓而從方。」 
  持樞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
者，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綱也。」 
  宋、高似孫曾考證縱橫家之淵源，證實縱橫家鬼谷子學說相映於易
老思想。其「子略」一書中，有云：「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
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
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術數、其
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
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
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 
  李疏影(1980)在其「蘇秦與戰國縱橫家」一文中，亦論及，易老思
想，不僅蘇秦、張儀有之，史記陳丞相世家記載陳平亦是鬼谷子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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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亦講謀略、講
易老，與蘇秦、張儀思想一致。尤其鬼谷子的詭辯術，由任意變化事物
的普遍聯繫性及應用主觀現象概念的靈活性，創造出一系列違背事物真
實邏輯聯繫的虛假可能，從而在變幻不定的政治風雲中，轉危為安、救
亡使存，立於不敗之地。如符言第十二曰：「循名而為實，安而完，名
實相生，反相為情，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理生於名實之德，
德生於和，和生於當。」無論捭闔、飛箝或反應等辯術，皆可見證與老
子思想的辯證法相呼應。 
 

(二) 儒釋思想 

 
  鬼谷先生的內在思想，概而言之有三： 
 

  一、曰樹德。 

  二、曰逞才。 

  三、曰知覺。 

 
  「樹德」始自術心，貴在能養志實意；「逞才」貴在逞己之才，以
使他人心服；「知覺」貴在審己知己、度人覺人。 
  儒家談「德行」，鬼谷子論「樹德」；佛家談「慈悲憫世」，鬼谷子
亦論「無為」。茲就「鬼谷子」一書中，有關之儒釋思想摘錄如下： 
 

1   樹德養志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皆以先定為之法則。」
(反應第二) 
  「己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己不先定，牧
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
見其門，是謂天神。」（反應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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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夫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計謀，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
（內揵第二） 
  「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人者，
制命也。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
『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
中正而已矣」。（謀篇第十） 
  「聖人之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
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決篇第十一） 
  「安徐正靜，其被節先肉。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符
言第十二） 
  「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
下之心思慮者，則無不知；輻輳並進，則明不可塞。」「德之術曰勿堅
而拒之，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
明之德術正靜，其莫之極。」（符言第十二） 
  「靜和者，養氣。」「真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產萬類，懷
天心，施德養，無為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
能養志。」（本經陰符盛神法五龍篇） 
  「故內以養志，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職分明矣。志不
養，則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
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己安則志意實堅。」（本經陰符養志法靈龜）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拘執，窮者不忘恩
也。能言者，儔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
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是以『見
形為容，象體為貌』、『聞聲知音』、『解仇鬬郄 』、『綴去』『卻語』、『攝
心』、『守義』。」（中經） 
 

2   無為 

 
  「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
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捭闔第一） 
  「事有內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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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結以采邑。……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去則去，欲求則
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女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
之能上。」（內揵第三） 
  「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世無可抵，則
深隱而待時。」（抵巇第四）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無常與，無不與；無所聽，無不聽。」
「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故
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熟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
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忤合第六） 
  「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
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
乃可敗；其數︱也。」（揣篇第七） 
  「故變生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
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謀篇第十） 
  「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故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
「無為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內能內視反應，
定志慮之太虛，待神往來。」（本經陰符實意法螣蛇） 
  「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不可不察。故聖人以無為待有
德，言察辭，合於事。」（本經陰符損兌法靈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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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鬼谷子思想在台灣的研究與弘揚 
 

 

一、研究 

  有關鬼谷子思想在台灣的研究，根據相關文獻分析，主要涵蓋：文

學、史學、經濟、國貿及大眾傳播等。茲將各家研究發現臚陳如下： 

(一) 文學 

  文學界對鬼谷子思想的研究，多著重在戰國策策士及縱橫家等之內

在思想、類型、特質、說辭及彼此間之互動關係為探討主題。 

  １劉雅惠(2000)在其「戰國策策士研究」一文中，即針對「策士」

的定義、範圍及取捨標準進行討論，並對各個不同類型的「策士」特質

作區別性的描述。包括高才秀士、馳言善辯之士、皇親國戚及良將。再

針對策士與上位者及策士間的整個人際互動關係做一全面性的討論。研

究結果發現：不論策士與上位者的互動，或策士間的互動，皆以鬼谷子

思想中的「遊學」為主軸，包括上下行互動中採用的「排憂解紛、勸諫

及謀取己利」法則，平行互動中採取的「亦敵亦友」法則，及以策士個

人所秉持的「崇尚策略、掌握時勢、注重利益」法則。 

  ２連清吉(1985)在其「戰國縱橫家之說辭與文學之關係」一文中，

則以「戰國策」為研究對象，以「發生意義」及「本質內涵」為研究方

法，深入探討戰國策文學環境的形成及縱橫家處此時勢，如何以「宏俊

詭辯」的辭采來表達其思想，並達其遊說之目的。該論文，除第一章討

論戰國策的文學性外，其餘各章，仍以鬼谷子思想中的「遊學」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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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唯其重心則在以「文學價值」的角度，綜論縱橫家議論談辯的技

巧。研究結果發現： 

(１)遊士工於捭闔說術之因，在於 時勢之轉移、布衣立談可為卿相之

取向及學術宗派之淵源。 

(２)遊士說辭深具論說文之創作技 巧，包括善用比興、森嚴之議論及

錯綜奇逸之章法。 

(３)蘇秦、張儀遊說之術，雖同重威脅、利誘、揣摩、捭闔，理諭之、
勢禁之、利誘之、隱諷之，但多權變，尤其其中文思之壁疊森嚴，論說
之往復廻環，更足為後世議論文之所取法者。 

(二)  史學 

  史學界對鬼谷子思想的研究，多著重在戰國縱橫家的起源、活動、

發展及角色扮演等之研究，因而對鬼谷子其人其事及鬼谷子學說之內

涵，亦有較深入的分析，尤其是鬼谷子思想中的論辯研究。 

  １李疏影(1980)在其「蘇秦與戰國縱橫家」一文中，即由史學觀點，
復以極嚴肅的態度，運用豐富的史書、史料，考證蘇秦的年代問題及研
究如何解決蘇秦的年代問題；並深入研究蘇秦的說術及其如何受鬼谷子
的影響。因而，該論文，對鬼谷子其人其事及其思想學說，皆依史學上
的史料予以驗證，以確立鬼谷子思想學說在歷史上的地位。研究結果：
除給予蘇秦一生的新貌外，對於鬼谷子的思想學說及其對戰國縱橫家和
後世的正面影響皆予積極高度肯定。該文最後特別強調：「鬼谷子，住
鬼谷，著書立說，將黃老、易經、縱橫術冶於一爐，成一部書。此書影
響深遠，不僅整個戰國時代，乃至漢以後仍然盛行，戰國時代遊說者，
多能此道，蘇秦及張儀乃其佼佼者。」 

  ２陳雙景(1982)在其「先秦縱橫家論辯研究」一文中，論及縱橫家

雖不如先秦其他諸子所標舉的理論崇高，然縱橫家卻善於掌握人心、察

觀時變，故其辭令應對，得體而妙。該文對「鬼谷子」一書的論辯術，

有相當深入的研究，並由左傳、戰國策及史記中，歸納先秦縱橫家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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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型式。對於「鬼谷子」一書更極為肯定，謂：「其思想體系為研究

縱橫家思想之關鍵資料，實無容置疑。」，並強調先秦縱橫家的語言技

巧與鬼谷子的理論相吻合。因之「把鬼谷子列入縱橫家，並不為過，太

史公說：蘇秦、張儀師事鬼谷子，不無道理。」作者最後仍肯定先秦縱

橫家說辭的價值，並謂「以蘇秦、張儀等人的才華，如能三思，體認人

生崇高的意義，建立起救世濟民的獨特思想體系，則以高明的技巧，配

合高尚的目標，縱橫家在中國思想史上將更放異彩。」該文將縱橫家說

辭的價值歸納有五： 

  (１)縱橫家折衝於人主之間，其生命就掌握在人主的一喜一怒，卻

泰然自若，暢所欲言，這種膽識，誠屬難能。 

  (２)縱橫家的說辭具體易懂，不像名家抽象而不切實際，莊子評名

家「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天下篇），縱橫家所論都與切身有關，

因此容易吸引住人。 

  (３)縱橫家的說辭與墨辯、名家對邏輯的思辨之重視與耕耘，比諸

西方，亦不多讓。 

  (４)縱橫家在遊說之前，對於對象、環境的複雜，已歷經一番細膩

的觀察，其揣摩量權，為辨識事理所應有的態度。 

  (５)縱橫家的應對技巧在外交上能圓滿達成任務，於緊要關頭可轉

危為安、反敗為勝。 

(三)  傳播學 

  傳播學(Communication)源於西方，傳播理論亦在具科學客觀性的實

驗法研究中建立與驗証。惟近二十年來，傳播學者已開始不斷在檢視中

國傳統文化中所蘊藏的傳播觀念與技巧。台港傳播界也做了相當多的努

力，不僅舉辦過多次的研討會，兩岸三地學者也聯合出版兩本著作︱「從

零開始︱首屈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播的探索座談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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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廈門大學出版社)及「華夏傳播論」(1997，人民出版社)。在台

灣，最早將「鬼谷子」一書引進傳播學上討論研究的學者為方鵬程先生。

其碩士論文「先秦合縱連橫說服傳播的研究」(1973)，即對鬼谷子學說

中的「遊學」部分，作極深入的探究；並對先秦說服傳播理論與現代說

服傳播理論加以比較，包括理論功能的比較、內容異同的比較及理論研

究方式的比較。比較的結果發現：先秦的說服傳播理論（含鬼谷子的說

服傳播學說和韓非子的說服傳播原則）實在可以和現代說服傳播理論互

相配合運用。該論文尤其推崇鬼谷子學說，謂「韓非子和其他諸子的說

服傳播原則還不能形成體系，但鬼谷子的說服傳播理論是可以單獨成立

一個理論體系的。」並謂「鬼谷子應可稱為說服傳播的鼻祖。」該論文

在「結論」中特別強調：鬼谷子的說服傳播理論確實是有價值的，他對

傳播者、受播者、訊息內容、傳播技巧、傳播效果等傳播因素的立論，

已足夠形成完整的面對面說服傳播理論體系，這在大眾傳播工具發達的

今天，人類仍然依靠面對面說服傳播來解決重大國際爭端的情況下，鬼

谷子的理論不但深具價值，而且值得發揚光大。 

  方先生在其新著「鬼谷子：說服談判的藝術」(1999)︱書中，除對

「鬼谷子」一書作精要的介紹外，對鬼谷子的思想體系亦作廣泛的闡

釋，且一再地肯定鬼谷子思想在現代的價值與貢獻。謂：「鬼谷子」一

書是有價值的先秦諸子學說之一，鬼谷子學說是中國說服理論的大綱，

鬼谷子的說服理論，可用在談判工作上，並形成一套完整的鬼谷子談判

理論。作者在其前言「鬼谷子與現代合縱連橫」中，特別強調：鬼谷子

的說服理論，有朝一日必可在現代合縱連橫過程中再度發揮作用。願現

代的張儀、蘇秦都來研究、發揚，改變歷史。 

(四)  管理學 

  管理學是工商企業的發展學、是政府機構的行政學、是現代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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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學、亦是現代社會的一門新興的科學。科學研究是管理知識的來

源，但科學研究的進步卻有賴於發展整體思想的創新，亦即管理科學有

賴於管理哲學。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管理哲學，涵蓋：易經、儒家、法家

及兵家思想。其中兵家思想被廣泛應用在現代的企業行銷與管理經營

上。尤其「孫子兵法」思想內涵極為豐富，不僅是純思辨的理論，更有

經驗凝結而成的實用智慧，兼具戰略和戰術的深度及廣度，因而被稱為

兵學思想的巨擘，有著承先啟後的經典地位，並深具現代應用的潛力。 

  戰國時代，大國爭霸，小國自保的政治環境產生對兵法的需求，於

是百家爭鳴，兵家又細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及兵技巧家。

中國傳統兵法著述，粗略統計約有 1300 多種，但世傳兵法僅有 200 多

種，鬼谷子兵法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普穎華，1995)。有關鬼谷子

兵法在學術上的研究，尚付之闕如，有待後人繼續努力。惟鬼谷子倡導

的揣、摩、權、謀四學，其縱橫捭闔之術，確是當今外交、軍政的謀略

大全。 

(五)  心理學 

  筆者主修教育學及心理學，並講授普通心理學、教育心理學、青少

年心理學及社會心理學。今因撰寫本文，始有機會深入研究「鬼谷子」

一書及相關書籍文獻，豁然發現鬼谷子思想博大精深，並蘊藏豐富的當

今科學心理學界所探討的諸多理論，諸如：刺激反應論、埸地理論、訊

息處理理論、權變理論、印象整飾理論、社會交易理論、聯盟理論，甚

至筆者從事多年的輔導諮商工作中經常應用的輔導與諮商理論。這些理

論建立至今，不過百餘年歷史，但觀諸鬼谷子的思想體系在兩千多年前

即已完整具備，值得現代人用心來研究，它可以廣泛應用在教學、輔導、

諮商及人際互動關係的建立上，更可以應用在現代社會的組織管理及人

力資源管理上。期未來能在這方面的研究上，奉獻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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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弘揚 

 
  鬼谷子思想在台灣的弘揚，以數學及出世學為主，兼論遊學。其中，
數學涵蓋易經與風水學，出世學則包括佛學與禪學，正由禪機山仙佛寺
易經大學總導師混元禪師總其成。 

(一)  易經風水學 

  易經是中國固有傳統文化中五大經典之一。它蘊藏豐富的宇宙人生
奧秘與自然法則。混元禪師(1997)在其「易經心法入門」一書中，即曰：
「易道玄微，無名無形，易象廣博，色乎萬物。蓋有天地以後，無物不
在其中，生滅消長，陰晴明晦，亦于易中也！」又曰：「易之為書，傳
自上古，伏羲氏始畫八卦，初具規模，後之聖人，紹述推演，制卦既備，
列爻亦明，唐虞三代，各有演習，分為連山、歸藏、乾坤之易。文王重
加纂序，宏以文章，變其占例，著為經典。周公紹之，詳陳論議，博採
遺言，撰為至教，是今傳之易也。」「易者，天地、日月、陰陽、善惡、
美醜、正反、消長、生滅、淨垢、喜怒、哀樂等大宇宙之道也；經者，
路也，通往內在大智慧之道也。是故，易經是闡釋宇宙天地間萬物生滅
之萬法，是真理，是宇宙萬物運行之大法輪，是軌道，萬物皆遵循其六
十四卦之生旺休囚衰竭軌道在運行。六十四卦即象徵人生六十四個階
段，亦呈現世事無常之理。而動爻即代表生滅之間的變化，禪、真諦在
其中。易即在盡其調和義務之責，易即是禪，易即一切心、易即生活。」
(混元禪師，1995)。 
  「風水，風和水，是宇宙大元素，人類生存基本法則。風為陽，水
為陰；風為上，水為下，風水即是陰陽二炁的調和。風為空，水為色，
風水即是色空不二法則。」(混元禪師，1995，2000)。易經、風水、佛
法三者溶匯於一，密不可分。因之，風水學，它不是一般所謂的神秘術
數或怪力亂神，它是一門蘊含中國古聖先賢的傳統思想哲學及現代建築
科學知識之學。筆者(1999)在「風水學與環境心理學」一文中，即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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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明、清、民初各地的府志、縣志、地方志都可看到在建築都市、聚落、
祠堂、寺廟、住宅……等，風水學是不可或缺的角度。國內大學建築系
教授在帶領學生從事民間住宅、聚落建築研究時，也感受到風水學的影
響力。曾在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的日本學者堀込憲二，二
十多年前，在亞細亞地區做都市建築研究時，亦發現風水學在每一城市
設立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現代地理學者，建築師和室內設計師，亦
嘗試由現代科學知識角度來研究風水道理。如國內知名人文建築學者漢
寶德就曾嘗試整理風水的理論，而任教於華梵大學建築系的徐裕健教
授，也希望從傳統土木師傅的營建方法、禁忌裡，來了解傳統住宅的設
計原則和道理。(莊慧秋、藍鯨，1996)。混元禪師(1995)在「風水真經」
中有云：「風水學乃是一門結合科學、天文學、物理學、醫學、家庭學、
健保學、環境保護學、道學、理學、電磁學等至高無上的學說。」，又
云：「悟道者，風水是正法，未悟者，風水是邪法。」 

  混元禪師在「易經風水學」這一領域的弘揚，先以易經風水法則，
利益眾生，廣結善緣，走入民間，了解民間疾苦，協助解決因風水問題
所帶來的苦難，受惠眾生，無以計數。復成立易經心法研究班，傳授易
經心法與風水正法，目前學員數千名；並運用電視廣為弘法及講授「易
經風水面面觀」，目前已達千餘集；成立鬼谷子學術研究會，期「鬼谷
子思想」能在台灣向上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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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佛學與禪學 

  混元禪師(1994)在其「生與死的自覺」一書中，詳盡陳述其由一介
凡夫走入行道、證道與弘道大業的艱辛過程。包括：病中的掙扎，病中
的反省，生命的覺醒，一心念佛，修行懺悔，信願行及知行的合一。1989

年在台中精修院開示：「心湖平靜無浪花，此是修行真妙法。水平湖靜
似鐵板，般若智慧由此生。光明善因幸福路，光多果豐成正比。依法修
行現慈悲，報償法則必分明。自利他利兩相度，正確思維求安詳。己安
他歡是中道，奉勸諸生勤修行」。1987 年開始在台中精修院講述「易經
與修行」「佛法八正道」「安心法要」「萬法唯心」…等等。1993 年在仙
佛寺開設「安心法門」課程，指導弟子修心修行與明心見性。1994 年 3

月在仙佛寺天壇講解「安心法門－鬼谷子八寶心法」－ 

  來者不拒，去者不留。 
  順其自然，不可勉強。 
  有緣則渡，有德則助。 
  皆順天理，事事如意。 

  同年(1994)5 月－7 月，混元禪師在仙佛寺大雄寶殿，以河洛話(閩
南語方言)開示：渡、法、悟、破四相，戒、定、無常、根、路、解冤、
念佛、緣、知恩、感恩、報恩、精進、自渡、共修、知與行、覺有情、
實修、求己、觀音、心經、戒定慧、慧命雙修、安心之道等心法。並由
門下弟子元伍予以恭錄，編輯成書三冊，成為吾人修行修心之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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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古之聖人，以大道化物，舉事慎重，反復詳驗，猶如今日科學家之
研究態度與精神。科學者，其特色有三： 

 
  一是客觀性。 
  二是精確性。 
  三是驗證性。 

 
  此類觀點，多見諸於「鬼谷子」一書，如捭闔第一曰：「捭闔者，
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反應第二曰：「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
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此。」「己反往，彼覆來，言有
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抵巇
第四曰：「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飛箝第五曰：「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得復，不失其度。」等皆強
調世事變化，環轉無窮。古猶今也，欲以知來，先以觀往；欲以知今，
先以考古。故反考往古，則可驗來今。 

  古籍知識係中國歷代哲人以語言文字表達其對宇宙人生萬物活動
的內容、性質與主張，其中蘊含諸多有關中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的理念與法則，是中國人面對其生活各層面問題時的重要依據。春
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思想史上最蓬勃發展的時代。諸侯爭霸，社會失序，
形成百家爭鳴。於是有儒、墨、道、釋、兵、法、縱橫各家思想的影響，
並皆以經世濟國之說，擬對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提出解決之道。其中以
鬼谷先生的縱橫學說影響最為深遠，並協助完成「全國統一，天下太平」
的大業。 

  當今跨入二十一世紀，科技繼續蓬勃發展。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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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在一場名為「新世紀科技與人文高峰會」中，提出「工業革命後，
機械取代大部分勞力，許多工作不再需要靠氣力完成；而進行中的資訊
革命，更使我們得以超越腦力的極限，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然而，在
同一場高峰會中，前台南藝術學院院長漢寶德則表示：「早在十九世紀
工業革命之初，科技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就已浮上台面。」面對當
時的工業污染、勞工壓榨等問題，許多哲學家、藝術家和文化學者，紛
紛提出討論，提醒重振人文精神、藝術精神與中世紀手工藝精神的重要
性(林純綾，2002)。尤其生物科技已發展成當今的主流，但卻也嚴重挑
戰人性的尊嚴與倫理的規範。在一場由法鼓山法鼓大學舉辦的(2001)匯
集兩岸三地，橫跨科技與人文領域的「科技發展與人文重建學術研討會」
中，與會學者，含宗教家、哲學家、藝術家、史學家、社工學者、科技
學者等皆強調以回歸人本的立場，發掘科技文明蘊藏的深刻人文內涵，
期打破科技時代人、物、我之間的藩籬，養成尊重異己的包容美德，為
人類在宇宙萬物間尋找合宜的地位。會中，山西大學研究生院院長龍
行，在其論文「構造開放的人文精神」中，即強調：在新世紀的開始，
我們要構築符合時代需求、開放的人文精神，它必須具備三大特性：全
面性、包容性、融合性。其中包容性即表現在對人類歷史上一切優秀文
明成果保持開放和包容態度，積極吸收和借鑑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人文
主義的精華，加強與世界一切優秀文化的溝通。融合性即科學精神與人
文精神的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相互促進，以喚醒內在的人性覺悟。科
學研究重在事的測量和分析，人文精神重在人的尊重與關懷，事實上，
科技與人文的結合，早已呈現在中國的古老智慧裡，如「周易」乾、坤
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中國固有傳統文化，蘊藏豐富的人文精神，其對問題的分析與處
理，多是針對「人」來發揮，並形成深厚的以人為主的處世與治世哲學。
古籍今讀，其意涵即在於此。方鵬程在其論文中比較鬼谷子說服傳播理
論與現代說服傳播理論，發現：現代說服傳播理論用科學方法探討的是
現象的因果關係，而鬼谷子的說服傳播理論係來自於經驗的累積，深入
的思考與智慧的判斷，因之，重在實用性，但可與現代說服傳播理論的
解析性配合運用，使說服傳播進行更加完美。蘇韶懿在其博士論文研究
中，亦發現：中國文化的特性是應用導向（史上有重大應用價值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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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紙等都源自中國）。因此，古哲著書立論著
重的是解決問題。既要解決問題，自不能忽視形成問題的重要因素「人」
及問題所處的「環境」。因之，其立論常是直接提出概念性的結論。「鬼
谷子」一書，上、中、下三卷共二十一篇，即呈現諸如此類的內容架構，
它是一部實用之學，值得研究與弘揚。 

  鬼谷先生著作等身，成書至今二千餘年，廣為流傳，備受推崇。在
台灣，除考證譯注之研究外，更廣泛詮釋應用在現今的文學、傳播學、
心理學及管理學上。尤其易經心法、風水學、佛學與禪學，在混元禪師
的苦心推動下，已逐漸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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