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帝王学的智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帝王学的智慧>>

13位ISBN编号：9787509001585

10位ISBN编号：7509001587

出版时间：2006-12

出版时间：当代世界出版社

作者：东方浩

页数：390

字数：4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帝王学的智慧>>

内容概要

《帝王学》，又名《长短经》、《反经》，自公元八世纪问世以来，受到历代帝王和政治家的高度重
视和推崇，乾隆帝曾为之题诗，并将其作为千古难得的谋略圣典编入《四库全书》。
该书纵览古今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兴亡得失的历史，使人认识到帝王将相们成败盛衰的经验教训足以
成为后人的宝贵借鉴。
    本书在《帝王学》原书的基础上，按照原书的论证逻辑加入大量历史事件与相关论述，对“帝王学
”中蕴涵的深刻哲理加以更深入的论证，进一步阐明了帝王权术谋略的主要原则。
此外，考虑到《帝王学》原书第十卷即“阴谋卷”已经散失，根据一些后世相关研究著作的记载，编
者结合民国奇人李宗吾的“厚黑学”理论，对散失的“阴谋卷”的内容进行了精要总结，将“帝王学
”的诠释推向又一顶峰，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
对于广大渴求事业成功、生活如意的人士来说，本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智慧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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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管得最少的领导就是好领导    本书开卷评说帝王学，要讲的就是两个字：“君道。
”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怎么做好领导，怎么管好你的一亩三分地。
我们先概括地说，识大体，弃细务，此乃君道，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做领导的人，绝不能事必躬亲，要做到“以不能为能”；反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古往今来的
例子都告诉我们：这样的领导往往做不了什么大事。
    君道，是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必须通晓、掌握的根本原则。
把我们审视的目光投回古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帝王也是一个管理者，只不过他所管理的不是一般
的团体，而是一个庞大的国家。
不过，关于怎么做帝王的一些原则、方法，则同样可以推而广之地运用到对现代社会普通公司、团体
及社区的管理中去。
    从中国历史的先例中，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数不胜数。
在两千多年前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在这方面的才能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汉军中，制定大政方针
和战略思想的有张良；负责经济规划，在战时及时解决军需问题的有萧何；而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
善”的韩信则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负责南征北战；甚至屠狗者出身的莽夫樊哙也屡次救过刘邦的性命
——正是这些英雄各尽所能，成就了刘邦的“无能”之功。
刘邦他可以什么都不会，但是，只要他能用好手下的人才就可以了，这是领导者成功的必备素质。
而反观声称“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楚霸王项羽一方：谋略他信不过范增，以致在鸿门宴上优柔
寡断，纵虎归山，放了刘邦，最终酿成大患；带兵打仗，他又信不过手下的众多大将，总是亲冒矢石
，身先士卒，总给人一种要与将士争功的感觉——另一方面，脾气暴躁的他倒是也能体恤士卒，遇有
伤病员，在难过之余，他甚至还会黯然流泪，并亲自给他们送饭、喂汤。
但是，让人深感疑惑的是，在打了胜仗、该封赏功臣的时候，项羽却又不近人情地对封王的大印爱惜
不已，直到把“圆的磨成方的”，把印玩出缺口才肯给人家。
因为项羽如此不爱惜人才，韩信、陈平这样的大人物才会离开他投靠刘邦。
长此以往，项羽身边就没什么人才了。
所以我们说，他这个“老板，，做得很不合格——你项羽脑子里整天考虑的不是该怎样壮大、充实自
己的团队，要么是婆婆妈妈的，要么是干出坑杀秦国二十万降卒这样的蠢事，因此，当时人称他这样
做为“妇人之仁”，而他最后的下场也很惨，不得不自刎于乌江边上。
因此，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便只具有美学的意义了——宋朝女诗人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
肯过江东”，也是在抒发这种美学理想，在她眼里，项羽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但是却
不适合做万乘之尊的皇帝。
    关于这样的道理，古人说过的话都值得我们再细细品味——春秋时的先哲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
，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
”而战国时的大儒荀子的说法则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
为有才能。
”此外，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
；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悠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
”    那么，这三个先贤是怎么知道这个秘诀的呢?他们身为一代大哲，对历史可谓烂熟于胸——他们只
要想想尧、舜是怎样做天下之主的，就会明白：    在尧为帝王的时代，舜为司徒，契(商的始祖)为司
马，禹(夏的始祖)为司空，后稷(周的始祖)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
益专门负责驯化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只是悠然自得地做他的帝王，而
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各自都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并
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而尧则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天下，达到大治。
    前面我们提到，汉高祖刘邦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他曾经说：“说到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
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
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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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
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
”我们看，这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
任是以一味调和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则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
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
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
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
”这就是“以不能为能”的秘诀所在。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
把握那种无形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也是做帝王不容易的地方。
那些让人无法轻易看见其渊源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
打仗时敲鼓，那“咚咚”的声音不属于五音中的一种，却能作五音的统帅。
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会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
统治者。
为人君者，必须严守这一准则，而在具体部门负责、做“一把手”的政府官员、老板们也必须知道他
们自己应当做什么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做好。
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在他写的《淮南子》里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
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
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
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
”而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
王良(春秋时著名的相马师与御车能手)；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
这样做不仅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也极大。
”这就是说，做帝王的最重要的是如何支配使用手下的人才，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则恰恰
相反，他们往往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
反过来，做领导的不用有本事的人，那么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
到损害，其所管理的部门乃至整个国家、社会都会出现危机，这样的领导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残酷
的现实无情淘汰。
    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佼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也对这一道理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申子》里说：“人君应当知晓他治国的最高原则，群臣应当知道自己所该负的职责。
．说话算数，说了就办，是各级官员的事，并不是帝王必须遵循的原则。
”《尸子》里则说：“举荐贤能是各级官员的功绩，善用贤能才是帝王的功绩。
”    将历史的眼光拉回现代，如果以解放战争为例子，这一古老的原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最终的胜利，究其原因，首先是人心向背的
问题，但也不排除双方最高统帅部指挥谋略这一因素。
在人民解放军这一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只决定战略方针，却不对具体的战役做战术干涉，而是
放手让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徐向前、林彪、聂荣臻等将帅在华东、中原、西北、
东北各地自主或协同作战，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指挥将本节所论述的领导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在占据道义阵地的前提下，毛泽东统帅有方，所以取得了节节胜利。
相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部，却经常干涉各个战区以及各场战役的战役、战术布署
，老蒋动辄亲自飞临前线指挥，结果，他的“聪明才智”始终挽救不了“党国”的颓势，在他的“瞎
指挥”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逃到孤岛台湾，偏安一隅。
    上面说的是一国的领导应该如何行事，而小到一个社区、团体，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例如，某民办报业机构，初创时期在招募员工时可谓千挑万选，整个团队也称得上是兵强马壮。
可是，企业经历了一段初始的亢奋后，紧接着面临的却是一片萧条惨局。
至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这家报社的总编不识大体，做不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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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他总是抢着干记者、编辑们该干的活儿，弄得手下人无所事事。
反过来，他对手下人的“无能”总是表示不满，动辄训斥员工。
结果可想而知，最后整个单位上下是怨声载道，大家都说，“他愿意干让他一个干好了”。
接着，众人纷纷辞职，各自走散了，这个单位也垮了。
熟悉职场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在当代中国社会屡见不鲜。
    在起用人才上是这样，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道理也一样。
从前商汤、周武消灭了夏桀、纣王，一旦拥有了夏、商两朝的全部财产，就把土地、财宝封赏给有功
的大臣，举国上下没有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的。
用亡国者的财产赏赐功臣，整个国家的臣民都会争相效命，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他人的财物来笼络人
心的做法。
    荀子说：“能修明礼教的，可以为帝王；会巩固统治的，国家就强大；善于笼络人心的，社会就稳
定；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必然亡国。
所以，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使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国家则有能力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
的国家只会让当官的富有；而将要灭亡的国家，统治者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于是开始拼命想把财富统
统据为己有，这时就会出现私人的库房、箱柜塞满金银财宝的现象。
这种情况，叫做当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处漏水’。
”    荀子又说：“当皇帝的不谈论自己有多少财产，地方诸侯不应过于在乎自己的利益，当官的不应
计较自身的得失。
”    从前，周厉王爱财，因而亲近当时建议他搞国家专卖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难道周朝
的王室要倾覆了吗?荣夷公这种人，利欲熏心，不知大难就要临头了，你为什么要亲近他?利益，是世
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载的公共财产，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
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他的生存所需
，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知自己即将
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国王，这样还能长久得了吗?”    后来，果然不出芮良夫的预料，
周厉王在逼迫得国民们只能“道路以目”之后，激起了“国人暴动”，随后果真被放逐到了彘。
    战国时，魏文侯的仓库发生了火灾。
在古代，发生火灾是一件很不祥的事，昭示着上天的惩罚。
于是，他赶紧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
大臣们也都哭起来。
这时，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道：“我听说天子把整个国家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侯把自己的领地
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
你现在把国家的财富都储藏在国库里，显然藏得不是地方，这种藏法，不发生火灾也要发生人患。
现在火灾发生了，不过，幸亏没有发生更可怕的人患，这不也挺好吗?”    孔子曾经说：“老百姓富裕
了，做国王的能不同他们一起富裕吗?”因此说，圣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诸侯，用他的财物赏赐功
臣，不和老百姓争夺利益，才算是懂得了做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原则——那就是把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东
西当做自己的来支配使用。
    “破财消灾”的通俗道理，在这里成为一条深刻的“君道”——为人君者不应太注重琐碎的人或事
，只要抓住“领导权力”这一关键性的东西，对人对事对钱财，何不放开一些呢?    因此，作为一个管
理者，不论是管理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个部门，都应“通乎用其非有”，要巧用“空手套白狼”的
权术，用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恩赐下属，这样领导者的位子才能坐稳。
上面所引述的《国语》中关于周厉王亲近荣夷公、好“专利”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周厉王和荣夷公不听芮良夫的劝阻，结果三年后，国人放逐了周厉王，周王室从此衰微。
联系到现实，我们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很懂这个道理，他们把能不能使中国老百姓富裕起来看成
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亡的大问题，这是非常富有远见的。
在经济生活中，生意人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叫做“有钱大家赚”，而实际上许多人并不理解这句话的
真正含义。
其实，只有做到“有钱大家赚”，你才有钱赚，不让大家赚，你也没钱赚一这就是“通乎用其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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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懂得如何运用不是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真正的大智慧。
    总而言之，设立官位，分配职务，委派任命官员，监督他们完成任务；喜欢运筹谋略而不知倦怠，
有宽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获得大众的拥戴；善于解决各种矛盾，消除各种隐患——这些都是国家最高
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治国大道。
能做到这一点，文武百官就会对他既畏惧又爱戴，这就是帝王成就一统大业的根本所在。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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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最新版本《帝王学》之全解，最古老最实用的纵横术奇书。
品读皇朝更替，遍览华夏举亡，管理谋略新解，纵横政界商场。
纵横古今故事，帝王学教你为官做人，拓宽谋略视野，大智慧折射成功秘诀。
    《帝王学》成书于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原书共十卷，现存九卷六十四篇。
该书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包括国家兴亡
、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部分内容，同时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论述核收
，是一部千古难得的谋略全书。
作者赵蕤（公元688年～757年），字太宾，四川盐亭人，自幼好帝王之学，据传他“博学韬铃，长于
经世”，并且“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闻名于当世。
大诗人李白对他极为推崇，曾跟随他学习帝王学与纵横术，时有“赵蕤术数，李白文章”之美誉。
    清乾隆年间的大才子纪晓岚在《四库全书·反经》的提要中指出，《帝王学》原书共十卷，其中第
十卷名为“阴谋”，现在已散失。
在他看来，这本书“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固不悖于儒者。
⋯⋯虽佚十分之一，固当全璧视之矣”。
    本书对《帝王学》进行更细致、更深刻的分析，红眼病用许多赵蕤身后朝代的事例来印证他的伟大
理论，而根据相关参考资料和作者在《帝王学》中道出的本义，原书第十卷“阴谋”与李宗吾先生的
“厚黑学”理论有着颇多的相合之处，对这一部分的论述也成为本书的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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