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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跟司马懿学管理”这个主题的准备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常常是出差回来，马上要录节目了，自己这边提纲才刚准备好。
甚至在录制第四、五集的时候，头天晚上还在外地出差。
在如此紧张的时间里要录制《百家讲坛》这样高质量的节目，其挑战超乎想象！
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还原细节。
很多事情都没有历史记载，虽然它们确实存在过，但是已经消失在久远的时间深处了，就仿佛从来没
有存在过一样。
至于那些有记载的事情，在史书上也往往只言片语，简化得现代人几乎感觉不到事件本身的存在。
为了强调事件的真实性和过程感，必须要对一些重要事件进行细节还原。
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挑战。
比如司马懿装病拒绝曹操的招聘之后，曹操专门安排人来刺探司马懿，这一事件在《晋书》上只有一
句话十四个字——“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
”很多人都把这个事件描述成刺客行刺司马懿，其实这里的“刺”应该是“刺探”的“刺”，而不是
“刺杀”的“刺”。
按照这十四个字，我尝试着把当年的过程细节做了一下基本的还原。
全书一共十讲的内容，差不多每一讲都尝试着还原了一个或者两个细节，这部分工作是整个准备过程
中花费心思最多的。
第二个挑战是理解历史的挑战。
《跟司马懿学管理》延续了之前出版的《向诸葛亮借智慧》的风格，尝试着运用管理学的规律和观点
来分析人物和事件。
书中大量使用了团队管理、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乃至经济学的规律。
运用这些规律解读三国，难的不是对历史事件的掌握，也不是对规律的掌握，而是二者如何结合。
常常是对着人物想规律，辗转反侧折腾几天，才能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切入点。
比如，在讲到曹爽专权、私欲膨胀的时候，使用的是经济学“边际递减”的规律。
这种解读方式看起来轻松活泼，其实每迈出一步都相当艰难，就这么一段六百字的分析，几易其稿，
几乎耗费了一周的时间。
写作的时候，经常想到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里描写的小人鱼——每一步都像在锥子和利刃上行
走，可是情愿忍受这种痛苦，走起路来轻盈得像一个水泡⋯⋯第三个挑战是语言的挑战。
这本书的写作和之前的《向诸葛亮借智慧》的写作有点不同，诸葛亮那本书是先有稿子，再录节目，
再出书。
而这本《跟司马懿学管理》是先录节目，再整理稿子，整个书稿都是在现场录音的基础上修订润色完
成的。
把口语变成标准的书面叙述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其精细程度如同绣花。
这最后一个战役几乎把我打垮。
比如第九章 讲到一个故事，名字叫“醉打老虎”。
这是在百家讲坛现场讲的一个故事，篇幅是七百字。
为了完成从口语到书面语的转化，单单这七百字的小故事，从标点符号到遣词造句，对记录稿大大小
小的修改就有四十三处！
口语如同写意画，会意即可；而书面语是工笔画，必须要处处精确。
所以润色整理录音稿的时候，需要把大量口语表达改成书面语表达。
整个书稿接近二十万字，连续工作两昼夜，费时四十八小时，逐字逐句、逐个标点筛了一遍，简直是
魔鬼四十八小时，即便这样，事后回头看，还是有一些文字的瑕疵没有挑拣出来。
真正体会到能说出来和能写出来确实是不同的！
这本书和《向诸葛亮借智慧》以及更早的《梁山政治》、《青梅煮酒论领导》一样，都是近二十年来
我个人学习成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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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这两个字，“学”指的是获得理论，“习”指的是获得实践体验。
我们现在很多学生最大的问题在于“学”得太多、“习”得太少。
一本书这么多道理是从哪儿来的呢？
其实，不是学出来的，是习出来的。
每一讲里面都有大量的民间智慧、老百姓的口头谚语，有很多押韵的句子、排比句，这不是凭空创造
的，都是在实践中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
要想培养能力，不光要“学”，一定还要“习”，就是在实践中去体验，去磨炼。
这个经验叫“做小事长大本事”。
从做小事开始，小改进、小进步、小习惯，最后长大本事。
好东西都是积累出来的。
成功的秘诀其实就是热情加坚持。
任何学科都是深刻的片面。
人的偏见都来自自己擅长的领域。
史学家的偏见来自历史，文学家的偏见来自文学，管理专家的偏见来自管理。
写作的过程中，特别担心自己在卖弄管理学知识的时候，走火入魔，说极端的话，讲过头的道理。
但是毕竟才疏学浅，能力有限，疏漏在所难免，希望高明的读者们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取有舍
地看待这本书中的观点。
还是那句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一切对历史的解读，都要接受“创造者”的检验！
司马懿跟诸葛亮不一样，他头脑冷静，精于判断，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在斗争中一次次取胜。
他是一个常人，一个有私心杂念、个人欲望、权力野心的人。
阅读司马懿的一生，给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启迪和借鉴可能更多，因为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也包含着
那么多的私心杂念、欲望野心，特别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我
们每个人面临的大课题。
如果做个比喻，诸葛亮就像一盏明灯，这盏灯穿越了历史的阴霾，它的光明照亮了我们的心灵世界。
司马懿则是一面镜子，对着这面镜子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真理真理，先真实再讲理”，看到真
实的自己是一个人进步的开始，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开始。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以史为鉴，以人为镜，在前进的道路上，既有明灯照亮自己的心灵世界，更有明镜
帮自己看清缺点和不足。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怀光明，每天都走在坦荡、充实的人生大道上。
赵玉平2011年7月21日于北京邮电大学明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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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马懿是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西晋王朝的奠基人，是辅佐了魏国三代的托孤辅
政之重臣，后期成为全权掌控魏国朝政的权臣，平生最显著的功绩是多次亲率大军成功对抗诸葛亮的
北伐。

　　本书通过描述司马懿一生中遇到的众多历史事件，分析他的应对策略和处事技巧，着重对司马懿
的管理才能进行详尽的分析，并与今天的职场生活相结合，把东方智慧与现代理念相结合，语言生动
幽默，点评到位，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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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玉平，河北丰宁人，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领导理论、人力资源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
。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中国教育电视台《师说》和山东教育电视台《名家论坛》主讲人，入
选2009年媒体评出的十大国学讲师。
同时为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世界500强企业提供咨询和培训，并受
邀先后为北京、天津、上海、河南、浙江、山东等地的多家公司进行传统文化、团队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受到广泛欢迎，反响强烈。
著有：《比强者更强》、《梁山政治》(该书入选财经类十大畅销书排行榜)、《青梅煮酒论领导》。
分別于2011年1月、8月在《百家讲坛》开讲《向诸葛亮借智慧》、《跟司马懿学管理》，开辟了运用
管理学和心理学解读传统经典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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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重大选择讲谋略
　策略一　不求最好，但求满意
　策略二 无悔的选择是好的选择
　策略三 绝不掉入别人准备好的选项里
第二讲　当好骨干有诀窍
　方法一 勤、谨、忍
　方法二 谦、温、密
第三讲　突发事件巧应对
　方法一 提前判断，矛盾公开
　方法二 确认权威，合理行动
　方法三 借人借势，速战速决
第四讲　鼓舞士气有良方
　策略一 保持一致，引入权威
　策略二 借助暗示，输出信心
　策略三 调整情绪，合理解释
第五讲　竞争矛盾巧化解
　策略一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策略二 看清角色，做出姿态
　策略三 以退为进，只守不攻
第六讲　授权之后怎么做
　方法一 事前沟通，充分交流
　方法二 斗智为主，斗力为辅
　方法三 远观忠，近观敬
第七讲　巧抓机遇有办法
　策略一 建立联盟，获得支持
　策略二 风格匹配、角色互补
　策略三 类型匹配，制造认同
第八讲　改变逆境靠行动
　策略一 抓住机遇，不留余地
　策略二 内紧外松，留有余地
　策略三 造足局势，获得认可
第九讲　教育子女有讲究
　方法一 沉浸教育，养成习惯
　方法二 母爱教育，培养好性格
　方法三 体验教育，提升核心能力
第十讲　稳定局面讲谋略
　策略一 力战
　策略二 心战
　策略三 智战
赵老师和他的课（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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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屋子里边折腾了一宿之后，第二天曹爽拔出佩剑，往地上一扔，跺了跺脚，说大不
了投降，投降之后也是个亿万富翁。
曹爽把这个決定告诉恒范之后，桓范都崩溃了，不由得放声大哭，《魏氏春秋》记载，范哭曰：“曹
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
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
”桓范掉着眼泪跟曹爽说，曹子丹（曹真，字子丹，是曹爽的爹）是何等英雄，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儿
子，蠢得和牛犊一样，最后我也得跟你一起送死。
所以咱们有一句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你有这么棒的主意、这么好的资源，最后他居然投降了。
所以高人还得解决站队问题，可怜桓范这么一个谋士站错了队伍。
就在曹爽想着要投降的时候，司马懿又送来了一支催化剂，先派蒋济，又派曹爽的亲信尹大目来，又
派侍中许允来，指洛水为誓，让曹爽放心，过去的事一笔勾销，他还过他的好日子，幼稚的曹爽信以
为真，答应交权。
于是，大好的局势就这样葬送了。
司马懿立刻就掌握了全局，掌握了核心权力。
曹爽投降之后，司马懿马上软禁了曹爽兄弟，捉拿了桓范等人，不久寻了些谋反的证据，将他们全族
都杀得干干净净。
司马懿是三朝元老，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曹爽是一个贵族小青年，养尊处优，对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都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曹爽无论是才华能力，还是道德人品，都不够辅政大臣的材料，更不是司马懿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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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赵老师和他的课（代后记）2010年，我有幸成为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更有幸走进了赵老师的课堂。
课程的名称叫“领导学”，初见其人，可以用“三高”、“三快”来形容——高学历、高智商、高个
子；快人、快语、快步伐。
这些特点除去先天因素，后来我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了原因：写书逼出来的！
因为写书，他成了夜猫子；因为写书，成了吝啬时间的人；因为写书⋯⋯赵老师的人气实在很旺，身
为北邮的学生，如果没有听过他的课似乎有点遗憾。
在上赵老师的课之前，我要先上门哲学课，每每在谈人生，谈信仰，谈修为的云山雾罩中走进赵老师
的课堂，他实用、丰富的管理内容，诙谐幽默的授课方式一下子把我从云中拉回大地，理论与实践的
反差，形而上、形而下的碰撞，头脑风暴也不过如此！
课程结束后，我们原班人马又转移到“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与方法”的课上，原本拥挤的教室因为我们
的到来显得有些嘈杂，但只要老师一开讲，所有青春躁动的心都安静了下来，凝聚在他一个人身上。
大家随着老师讲课的步调，时而蹙眉，时而开怀，时而点头，时而忍不住鼓掌。
老师的课非常实用，教我们养成习惯，教我们精力提升的方法，教我们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教我
们如何“制造”感情，以前常常看到公交站牌上的广告语“学习是种信仰”，那时候还不太理解，后
来在课堂上有所体会：有个好老师，学习确实是种信仰！
赵老师不仅仅向我们教授管理学、古典文学、心理学、教育学，也是在教大家生活的艺术，用智慧品
味人生。
总结老师的讲课风格要套用《青梅煮酒论领导》中的话：旁征博引，却不觉晦涩难懂；闲话管理，却
不乏真知灼见；诙谐幽默，却不失浩然正气；不讲大道理，只讲实用的道理。
诚意、正心、修身是《礼记·大学》八目中的三目，这简单的六个字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关于提升
自我修养最精华的部分。
简单的六个字蕴含着深刻的含义。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正心之后方能修身”，这是赵玉平老师告诫学生的，也是他一直努力
的方向。
之前在《百家讲坛》讲“向诸葛亮借智慧”时，赵老师已经被身边的同事称为“铁人”。
现在在《百家讲坛》讲“跟司马懿学管理”时，老师光荣地升格为一名“超人”。
在准备“跟司马懿学管理”的那段时间里，老师还有很重的教学任务，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在
职MBA，还有外部的培训班。
时间真的是一挤再挤，经常连续熬夜好几天，十天时间跑七个城市讲七天课，在路上、飞机上，能利
用的时间都用来准备文稿。
存在主义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存，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
我造就，活得精彩。
我想，老师就是那种活得精彩，有价值的人。
非常幸运，能在本书出版之前读到原稿，这次老师所讲的人物是司马懿。
相比诸葛亮高不可攀的智慧，司马懿似乎更平易近人些。
一般人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认为司马懿篡夺曹魏政权，是一个十足的反面角色，其实非也。
赵老师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司马懿的性格特点，其独到的为人处世原则，在政治、军事、教育
子女等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大家领悟和借鉴。
在管理学上，我是个门外汉，但此书却能把概念讲得浅显易懂，把案例描写得惟妙惟肖，把对策和建
议给得恰到好处，启迪了我从管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通读全书，酣畅淋漓。
盛夏，期待已久的百家讲坛“跟司马懿学管理”开播了，同名书籍《跟司马懿学管理》也终于面世了
，在此，向老师表示祝贺！
李芸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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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跟司马懿学管理》：原谅別人的不原谅，理解別人的不理解，接受别人的不接受。
有这样胸怀的人才能当领导。
权胜才必有辱，威胜德必有祸。
人不缺打老虎的力量，缺的是打老虎的胆量。
老虎在眼前的时候，你不怕它，你能把它打跑。
老虎在天边的时候，你怕它，它能把你吓倒。
武力解决一时，文化解决一直，管理的高明之处不是让人掉头，而是让人点头。
宁治一眼，不治一死。
一把刀最容易豁口的是刀刃，一条枪最容易磨损的是枪尖，一个团队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是冒尖的骨
干。
所以作为团队领导，必须要学会保护刀刃、保护枪尖、保护优秀的人。
人生要过得好，必须处理好和“四老”的关系。
哪“四老”呢？
就是老爸、老师、老板、老婆。
小的时候处理好和老爸的关系，上学了处理好跟老师的关系，工作了处理好跟老板的关系，成家了处
理好跟老婆的关系。
把这“四老”的关系都处理好了，那这日子就幸福了。
一个圆不能有两个圆心，一个桃不能有两个桃核，一个队伍也不可能有两个领导。
常将有时思无时，眼前快乐不贬值；人生若只如初见，幸福美满全出现。
——赵玉平《跟司马懿学管理》以作者在CCTV-10百家讲坛所作，同名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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