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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生在世，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与人打交道，待人处世与每个人的关系，犹如鱼得水一样，须臾不可分
离。
然而，世事如井水，如何探得其中深浅，最终达到如鱼得水的境地，却需要下一番工夫。
俗话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
就是其中一个深知的处世哲理。
    学习那份睿智，那份高瞻远瞩，只是为了每一个人以合适的方式在一生中赢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
份幸福，充分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是现代人要成功所必需的。
思路决定出路。
    本书介绍了博弈术、韬晦术、立威术、鉴人术、统战术、全身术、突围术、平衡术等中国历史上的
谋略。
 　　本书是作者继《局道——中国历史上的博弈术》之后的又一本精心之作。
千古之谜，烛影斧声。
这部著作使你深谙为人处事的技巧和领导者的谋略。
人生在世，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与人打交道，待人处世与每个人的关系，犹如鱼得水一样，须臾不可分
离。
然而，世事如井水，如何探得其中深浅，最终达到如鱼得水的境地，却需要下一番工夫。
俗话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
就是其中一个深知的处世哲理。
本书介绍了博弈术、韬晦术、立威术、鉴人术、统战术、全身术、突围术、平衡术等中国历史上的谋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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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博弈术——愉悦的冒险游戏　　博弈在西方词汇中译作Game，即游戏的意思。
博弈所研究的是多个聪明人如何在一起玩“游戏”的。
简单地说，博弈就是研究如何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收益的一种策略。
翻开史书，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博弈；而我们的人生其实正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博弈。
通晓了博弈论，我们就获得了又一把解读历史的钥匙；通晓了博弈论，可以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有助
于理性决策，有助于我们的成功。
　　第一节　强弱，不是宿命是选择　　杀母立子，说起来这是～种极为残酷的博弈，最直接地体现
出利益的巨大驱动与博弈的冷酷无情。
最先想出这种办法的人是汉武帝。
这位既雄才大略又残忍暴虐的皇帝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之前的秦始皇，而他们也确实常常作为“秦皇汉
武”而相提并论。
这两个人同样是少年即位，同样从父辈手中接过王位或者皇位，然后又兴致勃勃地把接到手的江山重
新打理一遍，开疆拓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崭新帝国。
在对臣子的处理方式上，前者进行了著名的焚书坑儒，后者的文臣武将们则经常碰到宫刑或者灭门的
遭遇。
在家庭关系上，前者身边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婚姻和个人感情的记录；而后者身边虽然有陈阿娇、卫子
夫、李夫人和赵钩弋这些皇后妃嫔，也曾有金屋藏娇的荣耀和怀梦草的传奇故事，最终却大多难逃深
锁长门的冷遇，甚至像赵钩弋那样，作为儿子登基前最重要的祭品。
　　汉武帝刘彻的内心深处可能总潜藏着严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遇到他的帝王身份和暴虐性
格，产生的就是一场场血雨腥风。
在别人的离间之下，太子刘据和卫子夫被迫自杀，事后追悔莫及的刘彻只能立赵钩弋所生的幼子为太
子。
但由于害怕出现母后临朝控制大权的局面，他决定赐死钩弋夫人，为儿子未来的即位之路扫清障碍。
于是赵钩弋就成了这种对策下的第一个被害者，而她幼年失母的儿子当然也是受害者之一。
有着同样遭遇的是北魏王朝的皇帝们，这个由鲜卑人建立的王朝在汉化的道路上学来了许多先进的经
验，同时也学来了这个残酷的对策。
其实在汉武帝之后直到鲜卑政权建立之间的几百年间，杀母立子并没有被当做某一个王朝的固定政策
延续下来，从古至今，只有拓跋鲜卑将它当做一项国策。
　　当然，拓跋鲜卑实行这样的国策，在当时也确有其理由。
在他们的早期部落时期，经常采用政治联姻的形式，把两个部族联系在一起。
可想而知，这样的结果就是首领及其妻子各自拥有一方强大的势力，分庭抗礼，理所当然会限制首领
的权力。
于是为了获得独一无二的大权，不至于处处有人掣肘，首领就会在培植起自己的势力之后杀死妻子以
及妻族中有实权的人物，将大权全部操纵在自己手中。
　　而制定这项政策的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之母来自贺兰部，这也是一个强大的部族，当时拓跋珪只
有6岁，还是代国的王子时，强大的前秦击败了代国的军队。
在一片混乱中，拓跋珪的父亲、代国国王拓跋什翼犍、拓跋畦的母亲贺氏和拓跋珪等王族纷纷逃离家
园。
但在逃亡的路上，拓跋什翼犍的另一个儿子定君突然发难，他杀死了自己的许多兄弟，又打算向其他
人动手。
在这个危急时刻，贺氏在贺兰部臣属们的支持下决定先发制人，她把拓跋什翼犍抓了起来，以拓跋珪
缚父请降的名义向追来的前秦军队申请投降，希望获得他们的保护。
这件事情给童年的拓跋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成年之后，他所娶的妻子又来自强大的独孤部，这让
他逐渐感到母亲和妻子背后的势力是对自己权力的最大威胁。
由于本来就有清除妻族势力的传统，再加上拓跋珪童年的心理阴影，在借助她们的力量登上皇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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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畦却决定防患于未然，先杀死长子拓跋嗣的母亲、来自独孤部的刘贵人，彻底消除母后势力可能
带来的影响。
　　从此之后，杀母立子成为北魏的一项传统，当皇子被立为太子之时，也就是其母亲的死亡之日。
这项残忍的对策在最初时或许起到了稳定政权、增强皇帝权力的作用，但当这项政策固定下来之后，
特别是在北魏政权逐渐汉化、原有的部族势力被分割弱化之后，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妻族和母族的势力
会对皇帝的权力形成干扰，这项对策逐渐演化成一项既惨无人道又毫无意义的弊政。
而且这种规定也并不能防止太后临朝，因为皇帝的生母虽然死了，但还有其他皇太后和先皇帝的妃子
可以控制政权。
在后来的北魏宫廷中，许多后妃仍然坚持借用这种子贵母死的制度，将杀死皇帝的生母作为后宫斗争
和打击政敌的第一步，随后再以太后兼皇帝养母的身份控制朝政。
比如著名的文明冯太后就用这种方法把献文帝和孝文帝先后控制在自己手中，操纵朝政20余年，皇帝
也只能听她的指挥。
孝文帝曾经极力想要保全自己的妻子，但是由于冯太后的干扰，却也未能如愿。
这项制度一直到了宣武帝拓跋恪的时候才被废除，生下了太子的胡氏在一群大臣的帮助下保全了性命
，并以太后身份临朝。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就是这位胡太后在执政之后大兴土木、胡作非为，出现了母后乱政的
现象，北魏政权也终于在她的执政时期崩溃。
但这并不能说明杀母立子就是一项正确的制度，因为只要有人随意控制朝政，不论这个人是不是皇帝
的亲生母亲，或者是其他的大臣权贵，都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想要保证正常的权力与秩序，还是需要用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执行才能达到目的，如果认为杀掉某个
人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不管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只是把它当成一项政策几十年上百年地
执行下来，简直就和刻舟求剑一样，完全不可能解决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
　　孤家寡人的悲哀：权力就这样淹没了亲情　　许多人羡慕皇帝的宝座，也知道皇帝们的日子并不
一定好过。
如果每天都担心会有人从自己的手中夺去权力，以至于猜疑到每一个亲朋好友头上，将会是什么样的
后果？
拓跋珪最后的命运就和这种头狼类似，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由于顾忌自己的弟弟们会对皇位形成威胁，当他的弟弟秦王拓跋觚出使后燕被扣留时，他却坐视不救
，直至拓跋觚在几，牛后被后燕杀害。
而在多年的战争中，原本强大的贺兰、独孤等部落逐渐被削弱，拓跋珪采取了许多措施，或是把他们
的部众从原来的土地上迁走，或是命令部落首领与他们统领的氏族成员脱离关系，想方设法让他们不
能再对拓跋氏的统治构成威胁。
但是拓跋畦的母亲贺氏看到自己的部落分崩离析却很伤心，再加上儿子拓跋觚的遭遇，曾经一手把儿
子扶上王位的贺氏终于伤，心而死。
　　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由于拓跋珪一生都生活在刀光剑影中，紧张危险的生活环境让他养成了多
疑暴虐的性格，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他不再相信任何人，觉得所有人都想要谋害自己，看到别人的一个表情变化、一个脚步速度的改变，
乃至于一句平平常常的话，都觉得他们的心里正在策划什么阴谋。
有时大臣们来到他面前，他突然想起往日里不愉快的事情，就立即动手将人杀死，还把尸体摆在天安
殿的前面。
他认为这样就能起到警示他人、杜绝他们的造反意图的作用。
看到他这种诡异暴躁的性情，拓跋珪的另一个弟弟拓跋仪不禁忧心起自己的命运，于是打算逃出北魏
。
但是没有成功，拓跋珪因此更加认定了他要谋反，于是也把他赐死。
此时的北魏朝廷和民间都笼罩着一种混乱与恐怖的气氛，无论官员还是百姓，所有人都担心杀戮会随
时降临到自己头上。
　　与他们相比起来，最为惶惶不可终日的人还是拓跋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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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忧愤而死的母亲，还有直接或者间接被自己害死的两个弟弟，他的心情总是难以平复。
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母族和后族乱政现象，他还要向自己的妻子们下手。
首先被杀的是长子拓跋嗣的母亲刘贵人，看到母亲死去，一向孝顺的拓跋嗣日夜痛哭不止。
拓跋珪杀死妻子，本来就觉得心有余悸，现在又看到儿子的反应，不禁更加愤怒，吓得拓跋嗣连忙逃
走。
　　看到太子出走，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再回来，拓跋珪只能另立一个太子。
这次他选定了清河王拓跋绍，其母正是拓跋珪一向宠爱的贺夫人。
现在拓跋珪确实觉得很难抉择，只能先把贺夫人关起来，准备过一段时间再处死她。
在这段时间里，拓跋珪看着亲人们一个个死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良心谴责之下，心理极度扭曲，
终于神经错乱，每天都对着身边的空气喃喃自语，似乎亲人们的冤魂都飘荡在他左右，他必须向他们
解释不停。
而被囚禁起来的贺夫人也不甘心坐着等死，情急之下托人带信给儿子拓跋绍，让他来救自己。
于是16岁的拓跋绍带着人连夜翻墙进宫，冲进拓跋珪居住的天安殿。
拓跋珪从梦中醒来，还没有来得及找到武器就已经被杀死，年仅39岁。
在此之前，他几乎已经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当皇帝对于他来说不是一种光荣与幸福，倒像是他和家
人的一场灾难。
　　家族之争：两位皇长孙的不同命运　　作为皇帝的儿子，距离宝座只有一步之遥，许多人都很难
抵御这样的诱惑。
自古以来，各朝各代的皇帝经常会为了皇位继承人的事情发愁，一般也都会采用嫡长子继承的方法来
解决。
让嫡子继承，当然是按照皇子母亲的出身，做到尊卑有序，而且皇后的出身一般都比较显赫，让她的
儿子继承皇位，就可以笼络皇后一族的庞大势力。
除了嫡出之外，还要做到长幼有序，这不但是因为年长者比较富于阅历和威信，也是为了避免其他儿
子不服气的心理。
总之皇位是要按照顺序来继承，先出生者先得，下面的人只能埋怨自己命运不好，没有早几年降生到
这个世界上。
这也就和现在的人按照姓氏笔画排座次，或者按照抓阄儿来解决一些麻烦事情一样，失利的人只能把
原因归结到自己的运气上，许多很难解决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长子做了皇帝，其他的儿子总是费尽心思想要取而代之，这就是许多皇位继承问题的根源所在。
不单前面说的隋唐两朝是这样，早在秦始皇的时代，太子扶苏也就是这样被心怀叵测的胡亥和赵高陷
害，秦朝也因此陷入了动乱，直至灭亡。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许多皇帝都努力维护长子的地位，轻易不愿更换太子。
即使他自己想要更换，朝廷里亲近太子的一方势力，以及不愿看到政局动荡的人就会千方百计阻挠。
比如汉高祖刘邦晚年的时候宠爱戚夫人，总想要废掉吕后生的太子，改立戚夫人生的儿子赵王如意。
但张良却请来了被称做“苍山四皓”的四位著名隐士来辅佐太子，刘邦一看这几位贤人素来德高望重
，连自己都无法请他们出山，但现在他们却愿意来辅佐太子，就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更改。
虽然知道自己去世之后，戚夫人母子必然会遭到吕后的毒手，却也全无办法。
　　再比如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他自己的性情比较多疑暴虐，而皇太子朱际的性格比较宽仁敦厚，
他曾经要求太子更加严厉苛刻一些，但始终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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