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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谋略，顾名思义，就是有一定目的性的谋划策略。
谋即谋划、计谋、策划、运筹；略即韬略、经略、策略、方略。
谋略的前提和基础是智慧，换句话说，谋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智慧较量。
纵观中外政治风云变幻、战争胜负、文化兴衰、经济强弱、人生得失，无不与各种各样的谋略密切相
关。
谋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切事业成败的生命线。
世人办成任何一件事都离不开谋略。
办大事要有大谋略，办小事要有小谋略。
而且办同样的事情，不管难易，谙于韬略、巧用智谋的人往往胜过疏于计谋、不善筹算者。
所以，要想在仕途上亨通、事业上有成、工作中取胜，就要学会熟练运用谋略。
要想做到自如运用，首先就要了解它，那么，通过何种途径去了解呢？
这就需要去我们的国学文化中去探寻一番了。
我国的国学文化素以博大精深著称于世，其中的谋略文化更是源远流长。
我国早在奴隶制社会初期，就已经有了谋略思想的萌芽。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涌现出一批批精通谋略的军事家，还产生了一部部堪称经典的军事谋略
著作。
在众多的论述谋略的古代典籍中，被誉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的《孙子兵法》深受军事家们的推崇
。
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
”唐朝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在《孙子兵法》这本书中，孙武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谋略思想，诸如：“兵贵胜，不贵久”，这一谋
略，在军事上就是用兵要抢时间、争速度、速战速决；“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与正是孙子
兵法中最生动、最富有创造性的内容之一，由于这一策略的取胜价值高，历代的兵家谋略思想的重心
多放在出奇制胜上⋯⋯《三十六计》是根据中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一
部智谋全书，是一部堪称“益智之荟萃，谋略之大成”的兵学奇书，它集历代“韬略”、“诡道”之
大成，被兵家广为援用。
它其中的谋略智慧，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军事、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这一点就是《孙子兵法》也
难以企及。
《鬼谷子》一书立论奇诡幽深，集中反映了纵横家的处世哲学和智谋思想，宋代的高似孙称：“其智
谋、其数术、其变谲、其辞谈，盖出战国诸人之表。
”倚重智谋，用心、斗智、出奇、弄巧也是现代竞争不得不用的手段。
所以，鬼谷子智谋正好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的各种学术思想的实际政治效应还没有超过《韩非子》的，正如一位名人所说的那样：“诸
子中，唯韩非书最切实用。
”他的法治、术治、势治三位为一体的谋略思想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加快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到
来，就是时至今日，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谋略思想中吸取到管理、处世精华，为我所用。
有人说，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谋略的创造史和实践史。
我们品味国学，探寻、学习其中的谋略，其出发点也就在于借鉴先人的谋略，古为今用，丰富自己的
头脑。
国学中的经典谋略思想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并不是一两本书就可以包容得了的。
在这里，我们精心选取了一些权威的、典型的、实用的谋略，然后配以相应的事例，和大家共同解读
。
这些虽然只是国学文化中谋略思想的冰山一角，但是只要是能激发起大家学习的兴趣，能让大家在自
己的生活实践中得到些许启发，从而不自觉地将这些谋略融入到自己的思维当中，用以指导自己的实
际行动，我们就不胜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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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谋略是人们在解决社会矛盾过程中，实现预期目的与效果的高超艺术。
谋略的本质是解决矛盾。
这种矛盾包括：政治、军事、外交、商业等，也包括生活和情感、人际沟通中的各种矛盾。
在我国诸多的经典谋略著作中，多是以兵家谋略为主线，而事实上，这些谋略一样可用于日常工作和
生活。
古人以独特而奇绝的非凡智慧，创造着他们那个时代的辉煌，如今，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也会帮助我
们以最小的代价赢取最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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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分利予人才能得人拥护2谋划到位,往往能稳操胜券3想要战胜对手,不妨用点"诈"4善于学习他人长处,为
己所用5快速起步,才能跑在对手前面6让智慧超群的人担当重任7让人心悦诚服强如压服8百战百胜未必
好,不战而胜才最佳9暂时退让是为了更好的前进10善用奇招的人,往往令对手防不胜防11择人任势,给下
属提供施展才能的空间12行人所未行,另辟蹊径反而大获成功13管理要抓大放小,收放自如14善于抓住对
方弱点,采取应对措施15让对方先出动,然后对症下药16"致人而不致于人",是克敌制胜的法宝17正面进攻
不行,不妨采用迂回战术18利害相随,趋利不忘避害19法无常法,不要拘泥于大道理20不善利用有利条件
者必败21善于观察才能捕捉有用信息22用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的方式管理23爱护人才,才能换取他们的
忠心24"置之死地而后生",出奇制胜25积极创造条件化害为利26威加于敌,摧毁对手的精神防线27对于不
同的人,灵活选择自己的交往策略28找准突破口,集中力量定能攻克29以长攻短,让自己更有优势30"动于
九天之上",攻对手一个措手不及31"藏于九地之下",以待转圜之机32示假隐真,化行动于无形33借他人之
力为己服务34以逸待劳,紧紧把握主动权35利用可乘之机,收取事半功倍之效36虚晃一枪,转移对手注意
力37虚实互变,让对手判断失误38事情的发展未明朗之时,不要贸然出手39为保大局,不妨"李代桃僵"40微
利必得,才有可能壮大自己的事业41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事物42急事缓办,欲擒故纵43抓住关键,则
事半功倍44以柔克刚,使对手的"刚"无用武之地45乱中取胜,坐收渔翁之利46进攻有术,撤退更要有法47远
交近攻,创造一种新型的强强联合48借别人之力,实现自己的目的49改头换面,走出困境不再难50惩小戒
大,树立起威信51该糊涂时就要糊涂52寻找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好成事53反客为主,化被动为主动54投其所
好,为自己争取利益55巧设反间计,打开牢不可破的堡垒56"自找苦吃",为自己赢得取胜的砝码57有时候放
弃是最明智的战略58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利益59相互接应,形成一张牢不可破的网60马上可得天下,但不
可治天下61处理好人际关系胜算会大大增加62增强自身实力,才是智谋中的智谋63扬长避短,人尽其才64
见微知著,灵敏地抓住微小信息65对亲近之人也不要姑息纵容66赏罚严明,让管理取信于人67后发制人更
让人佩服68打好人才战,取胜不再难69兼顾眼前和长远利益,事业才会长久70善于决断,抓住万事之本71
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作"灵魂人物"72仔细体察世事人情大有益处73困兵疾战,时间就是生命74用金钱铺
路,收事半功倍之效75要学会两条腿走路76上下一心,才能成就大事77知人善任,则无坚不摧78有功必赏,
方得人心79重情重义也是一条重要的管理策略80守住"德"字别动摇81感情投资是一项重要投资82广开言
路,接受多方信息83对听来的言语不妨加一个"过滤器"84用人不要求全责备,要用其所长85审时度势,从控
制全局人手86以子之矛,攻子之盾87严以责己,为下属做出表率88欲取反予,是一种智慧89察言观色,探知
人心90说反话做反事,可察知真相91山中有虎,迂回而行更明智92懂得拿捏,不要让下属恃宠而骄93法规
一定要简短干脆、一目了然94领导者要善于整合自己的人才结构95相互争斗不如精诚合作96为人才提
供施展才能的空间97对下属要摸得清、握得住98领导者不要和下属"打成一片"99不与小人为邻,也不要
得罪他100决策权要掌握在自己手中101为自己预留转身的余地102见其表,更要探其里103学会变通,根据
时代需要不断调整自我104要想有所发展,不妨去"烧冷灶"105诚信是最上等的谋略106不赏私劳,不罚私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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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分利予人才能得人拥护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孙子兵法·始计篇》孙武主张“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要求战争的筹划、组织者要尊重民众
意愿，想方设法使统治者与民众间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样上下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才能夺取战争的
最终胜利。
而为了达到“令民与上同意”这一目标，很多高明的军事家大多采用“分利予人”的策略。
很多历史事实证明，那些能熟练运用这一策略的人，在战争中往往能凝聚众人的力量，取得战争的胜
利；而不谙此道的人，则只能是铩羽而归。
楚汉战争中的项羽和刘邦就是鲜明的例子。
楚汉战争前，刘邦兵少将寡，力量弱小，但不到四年就打败了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
在楚汉相争这场大战中，项羽和刘邦在力量的对比上其实是很不平衡的。
项羽无论就个人的勇猛威武、士卒的精锐、战功的卓著、名望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刘邦，可是，最
后却败在刘邦的手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刘邦懂得如何让属下与自己团结一致，也就是“令民与上同意”。
刘邦采用的策略就是用慷慨的赏赐来笼络人心。
韩信是刘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人物，可以说没有韩信，便没有刘邦的江山，而韩信原来却是项羽的
部下，他为什么要弃项而归刘呢？
在同刘邦谈到项羽时，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项羽这个人，威风凛凛，他一发起怒来，谁也不敢再
吭一声。
可是，他不能发挥其他良将的作用，这只不过是个匹夫之勇罢了。
他对人也恭敬慈爱；同人说起话来，平易近人，好像拉家常；谁要是有了疾病，他会急得流泪，将自
己的饮食送给病人。
可是，当别人立了大功，应该封官赏爵时，他把封赏的印鉴都刻好了，放在手上摩弄得印角都磨圆了
，还舍不得交给应受封赏的人，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
”从韩信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项羽这一不懂得“分利予人”的上司，属下真是满腹的怨言
。
怨气多了，他们还会真心为他效力吗？
当然不能，所以他们或者消极怠工，或者就是像韩信那样另投明主了。
与项羽比起来，刘邦就要明智得多了，他深知，要想让人为自己卖命，要想打败项羽这个强劲的对手
，就要花大本钱，所以，对于有功之臣他毫不吝啬，从来都是大加封赏的。
特别是在听了韩信对项羽满腹怨气的一番话，刘邦从心里更加明白了这一策略实施的必要性。
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已破格将韩信这个投奔来的普通士卒一步登天地提升为大将，而且拜将的礼仪
极为隆重。
韩信果然很为他卖命，取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胜利。
后来，韩信帮他占据了山东的大片土地。
为了稳定这一地区的人心，韩信向刘邦请求封自己为“假齐王”(即代理齐王)。
当时刘邦正被困荥阳，盼着韩信来解救他，一接到韩信的请求，十分恼火，不由破口大骂道：“我被
困在这里，瞪大了眼睛盼他来救我，他倒想自己称王！
”这时，他的谋士张良暗暗地踩了一下刘邦的脚，附耳低声对他说：“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还怎
么能够禁止不让韩信自己称王？
不如顺势卖个好，就立他为王，对他客气点，让他固守在齐地。
要不然，会出乱子的！
”刘邦立刻醒悟了，他现在实际上是控制不了韩信的，只有来个顺水推舟，答应韩信，才能将他笼络
住。
于是立刻改口道：“大丈夫平定天下，要当就当真王，干吗当假王？
”当时便派了张良去韩信那里，当面封他为齐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品国学话谋略>>

后来，到了楚汉相争的关键阶段，刘邦又一次受困，通知韩信及另一位大将彭越前来会战，这两个人
没能如约前来，刘邦一筹莫展，又是张良给他出谋划策：“楚兵眼看就要失败，而韩信、彭越没有得
到划分的封地，他们不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君王您如果能同他们共分天下，他们马上便会前来，如果不能，事情就很难预料了。
君王能将从淮阳到海边的这一片土地尽划归韩信，从睢阳以北到谷城这一片土地尽划归彭越，让他们
各自为战，楚王很快便会失败了。
”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建议，韩信与彭越便分进合击，大败项羽于垓下，迫使他自刎乌江，而将刘邦推
上皇帝的宝座。
从刘邦和项羽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分利予人”这一策略的高明之处。
刘邦之所以能得到众人的拥护，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对这一策略地巧妙运用；而项羽手下人才稀少
，很多将领都弃他而去归顺刘邦，也多是因为他独享利益，冷了人心。
“分利予人”不仅在军事上是一个取胜的重要因素，在现代企业竞争中也是一个制胜策略。
一个企业要想得到长久地发展，要想不断壮大，需要公司全体人员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
而要想达到这一目标，作为领导者就要善于“分利予人”，它是笼络人心，得到支持和拥护的奇谋良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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