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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到《三国演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常常流连于英雄的侠肝义胆，常常会对其间的风云往事
感慨良多。
的确，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下，人们都需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难题。
作为一个领导也是如此，在那个三分天下的时代，不管是曹操、刘备，还是孙权，对于治理自己的国
家都有着自己的一套管理理论。
尽管那个时代存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却通过后续作家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相当宝贵的思想财富。
    事实上，《三国演义》并不仅仅讲述了一段历史，还记录了无数管理文化，它告诉我们有才华是必
需的，会管理也是百分之百要注意的。
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自己要力求自我完善，保持长久的学习精神，还要锻炼自己的魄力，以及对待
危机事件的从容心态。
当然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三国时期可谓英雄辈出，之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有成有败，有兴盛有衰落，其
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对每件事情的看法和选择。
说到天时，曹操可谓是其中最幸运的，虽然魄力十足，但生性多疑，想用人才却很难留住人才，最终
因不得人心而难以成为别人仰视的圣人。
而要说地利，孙权肯定是最有优势的，江南一带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战略上都是一块风水宝地，然
而他却并不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君主，只想做一个守业之人，最终迂回往复，没有看清大局形势，也没
有盼来很好的结果。
而刘备虽然从各个方面都不占优势，却可以很好地维系与周边人的关系，可谓得了人和的光，虽然占
不到天时，也没有很好的地利，却可以留住很多人才，让他们全心全意地效忠自己，让诸葛亮心甘情
愿地为他效忠一辈子。
他身边的有识之士，到死都没有背叛他，也可谓是领导中的一个典范。
    人们常说，世间万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凡是领导都知道天时地利人和对自己多么重要，他
们都愿意成为招贤纳士的明君，都希望最终能在竞争中坐上无可替代的宝座。
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世界就是这么神奇，《三国演义》到了最后，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赢家，主
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能百分之百地规避自己管理的弊端，最终在自己的领导逻辑上还是出现了问题。
我们说有些事情做的好与不好只有百分之二十是天注定的，而之后的80％，还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管理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古人通过自己的经验智慧，为我们展现出了他们的明智，也用他们
的教训教会了我们如何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和误区。
事实上，管理是一所大课堂，尽管古人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不断学习，不断完善，
最终成为一流的领导，新时代难以替代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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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国控:一本三国参透中国管理之道》是一本企业管理。
但凡是领导都愿意成为招贤纳士的明君，都愿意最终能在竞争中坐上无可替代的宝座。
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世界就是这么神奇，三国到了最后，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赢家，主要原因就
在于他们不能百分之百地规避自己管理的弊端，最终在自己的领导逻辑上还是出现了问题。
管理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古人通过自己的经验智慧，为我们展现出了他们的智慧，也用他们
的教训教会了我们如何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和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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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篇乱世纵观控全局，击掌共赢立盟约 法则一：左右制衡，制定大局战略 分分合合天下势：顺
势而动寻规律，乱世英雄成霸业 孔明祭出隆中对：总揽全局定战略，步步为营得天下 诸葛亮智算华
容：留曹抑孙是妙棋，制衡之术求平衡 赤壁一战分天下：多算胜少算不胜，行动前先定策略 法则二
：合作联盟，描绘统一战线 曹推袁绍任盟主：盘龙卧虎退为进，引领战略主动权 孙刘联盟共抗曹：
不计间隙巧联盟，借人之势为己用 鲁肃孔明策略同：排除纷扰看动向，联合力量同进退 孔明借箭之
根本：显才不为炫耀名，借箭船头创共赢 刘孙联姻暗较劲：上下级沟通为本，避免想法各不同 二谋
定篇深谋远虑争天下，众志同心大事成 法则三：深思熟虑，先谋定后行动 孔明唁瑜化众怒：表露真
情博同情，干戈方可化玉帛 陆逊忍辱退蜀军：忍辱负重存后劲，沉住气者得战机 刘备驻守白帝城：
不急对外摇战旗，内部整顿最重要 刘备东征元气伤：思路清晰不乱阵，挂帅切忌耍意气 曹操中计杀
错人：一棋行错败局定，主帅知错不认错 连环计中信错人：锦囊妙计多陷阱，相信对手白吃亏 法则
四：凝聚力量，号召群起而战 三英齐心战吕布：应对挑战无惧色，一流团队斗精神 孙权承父兄事业
：保持谦卑王者心，敬老尊贤大业成 孔明何欲杀魏延：明示不待奸臣客，誓把忠诚当信仰 孔明博望
坡显才：彰显自我震群臣，统领团队先服众 周瑜杖打黄公覆：上下若是能一心，其利势必可断金 三
纳贤篇知人善任炼慧眼，有奖有罚定人心 法则五：识才善用，包揽人才智慧 孙策收降太史慈：理解
人才得其心，赋予人才施展地 曹操留书镇合肥：人才特点各不同，合理搭配巧运用 曹操赤脚迎许攸
：求才切莫摆架子，礼贤下士应如是 三顾茅庐成美谈：求才诚心胜实力，领导谦卑是美谈 文武高才
助刘备：各个专业揽人才，营造交融大舞台 水镜集团之浮现：智者谦卑对高人，有理就需有行动 曹
操广下求贤令：以伯乐之心选才，让龙驹脱颖而出 刘备宽容待法正：成大事不拘小节，其才之用胜其
德 诸葛计激老黄忠：树怕剥皮人怕气，与其请将不如激 法则六：奖惩分明，一身正气得人心 曹操厚
待关云长：行赏赐以利驭人，施厚恩以结其心 铜雀台武将射袍：出手不必太阔绰，如何赏罚心有数 
孔明挥泪斩马谡：彰显领导公正心，惩罚严明无亲疏 曹孟德封侯于禁：是非定要断清楚，赏罚不可有
偏颇 诸葛遗计斩魏延：对忤逆者莫手软，害群之马定除之 四立威篇仁义为先重威信，君有道天下归
心 法则七：仁义当先，千金散尽还复来 刘备三度让徐州：闯荡事业仁义先，誓将美名播天下 不取荆
州有盘算：英雄凭信闯四方，累积信用有人帮 刘备不忍弃百姓：视士卒如同爱子，不将下属轻抛弃 
长坂坡刘备摔子：感情投资不吝惜，做场好戏收人心 张松弃曹投刘备：能者甘为德者劳，领导贵在行
德治 孙仲谋授权吕蒙：若想用人就信人，丢掉无谓之猜忌 张翼德义释严颜：巧令反对者臣服，让人
才为我所用 法则八：树立威信，声名远扬震四海 陆逊斩将立军威：新官上任三把火，抓住典型开杀
戒 三英结义成美谈：与下属成为朋友，左膀右臂连己心 为救徐母放徐庶：济人于危难之际，仁德与
实际并重 割发代首立军威：营造军威扬士气，以身作则当表率 诸葛亮七擒孟获：一文一武相结合，
一威一恩收人心 捉放曹另有玄机：使功不如使其过，让倨傲俯首听命 张翼德逞凶殒命：注意防范心
头火，以权压人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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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法则一：左右制衡，制定大局战略 成大事者必要看清天下局势，只有按照天下大局制定自
己的作战策略才能为自己的成功多加一成胜算。
真正的英雄总是会伺机而动，抓住对方的弱点，找到可以借力的源头，最终达到相互制衡、以弱制强
、扭转局面、自我强大的目的。
 分分合合天下势： 顺势而动寻规律，乱世英雄成霸业 《三国演义》开篇有云：“天下大势，分久必
合，合久必分。
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
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
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
”三国，乱世也，而乱世又是培养英雄的土壤，那些胸怀大志之人倘若生逢乱世则必定不甘寂寞，多
是呼啸而起、逐鹿中原，去争夺属于自己的那份霸业。
汉末，诸侯并起，天下遍是“英雄”，但是时真正配得起这个称号的，恐怕只有孙权、刘备、曹操三
人。
 领导者对于时局的掌控，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
领导者拥有战略眼光，能够统筹全局，制定合理的生存、发展策略，则企业兴；领导者鼠目寸光，缺
乏机遇意识，或是对企业自身实力判断有误、妄自尊大，则企业必难长久。
 所以说，作为企业领导者，一定要有足够准确的大局观，在“狼多肉少”、群雄逐鹿的时局下，必须
懂得“持经达变”，要随势而动，顺势而变。
三国诸雄的成败兴亡已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一起看一下。
 汉献帝时，皇室暗弱，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
在这种大环境下，张角顺势而起，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将那
些对朝廷不满的民众召集在一起，向当权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随后，张角的势力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使汉皇室寝食难安，遂令各路人马带兵勤王。
然而，这正给了那些早已蠢蠢欲动的各路诸侯以可乘之机。
一时间，天下大乱，各路诸侯“齐心协力”仅用10个月的时间便将张角的“黄巾起义”彻底镇压下去
。
但此时的局势已经失去了控制，各路诸侯都想拥兵自立，于是相互倾轧，汉皇室对此亦是束手无策，
只能任其发展。
在那个诸侯争斗、硝烟四起的年代，给人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以下四人。
 一、河北袁绍 袁绍出身尊贵，袁氏一门“四世三公”。
袁绍初为司隶校尉，董卓专政时，被各路诸侯推举为反董卓联合军的盟主，但由于其本身缺乏号令天
下的才能，再加上诸侯各怀异心，联合军不久即瓦解。
此后，在汉末群雄割据争夺战中，袁绍先是占据了冀州，而后又夺下青、并二州，并于建安四年消灭
割据幽州的公孙瓒势力，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这时的袁绍已有些志得意满、野心勃勃，攻伐各路诸侯，窥觑神器传国玉玺，在袁术势败之后几欲称
帝。
其野心天下尽知。
这恰巧给了曹操口实，于是后者打着“匡扶汉室”的正义旗号，兴兵问罪。
袁绍本身缺乏政治才能，有才而不能用，不得人心，且于理有失，又树敌太多，终究在官波一战被曹
操击得溃不成军，从此一蹶不振、郁郁而终。
 二、山东曹操 曹操出身不好，其父曹嵩为宦官曹腾养子，其家族可以说是借宦官的势力在朝中谋得
了一席之地。
曹操20岁时、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任洛阳北部尉，因申明法纪得罪当朝权贵宦官蹇硕等人，被明升暗
降，调任顿丘令，从此远离皇城，看上去似乎已难有作为。
 黄巾之乱给了曹操崭露头角的机会，他被拜为骑都尉，与黄巾军交战于颍川，大捷，斩首数万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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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迁为济南相。
中平五年，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董卓之乱时，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知其必不久矣，于是自告奋勇刺杀董贼，虽未成事；但赚了个好
名声。
事后归陈留，“散家财，合义兵”，首倡义兵，号召天下英雄共讨董卓，于是天下诸侯纷纷应声而起
。
曹操虽有首倡之功，但却甘居人下，推袁绍为盟主，自任代理奋武将军。
盟军解散后，曹操回归山东，组建青州兵，割据一方。
 董卓为吕布诛杀以后，因司徒王允不赦李催、郭汜等人，致其再次叛乱。
曹操带兵勤王，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此朝纲独断，以皇帝之名东征西讨，威震天下，各路诸侯，唯其
势大。
 三、江东孙权 孙权是将门之后，据传，其祖上便是春秋时期大军事家孙武。
孙权的父亲孙坚、兄长孙策都是当世虎将。
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
孙策人称小霸王，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但太过急躁，有时也过于武断
。
这二人皆因性情太过刚烈、急躁，死于乱战之中，令人惋惜。
 孙权的性情与其父兄大不相同，他能容忍，善谋断，接管江东以后，并不急于挥军为父兄报仇，而是
首先安定自己的后方，以便对抗曹操，在稳固自己的领地以后，才等待有利时机，四处征讨。
赤壁一战，孙刘两家大破曹操，孙权最终将长江两岸广阔的领地据为己有，成就了自己的霸业。
 四、西蜀刘备 刘备有皇叔之名，但亦有人认为他是以此为噱头，抬高自己的身价，令自己师出有名
。
而当时的皇帝急于用人，自然也便认可了这一点。
 三国中，刘备出场时只是个卖草鞋的小贩，一番慷慨陈词感动了关羽、张飞，三人歃血为盟，结义桃
园。
张飞变卖家产，组建了一支小小的义军，打着“匡扶汉室”的名号，加入了讨伐张角的行列。
是时，刘备的势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各路诸侯若有心踩死他，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所以，刘备的前半生是颠沛流离的，他先后归附过公孙瓒、陶谦、袁绍、刘表，甚至亦曾屈居吕布之
下。
但正是这种不与人争的做派，使他的势力在乱战中得以保全，并逐步发展壮大，后联吴抗曹，占据荆
州为根据地，徐图两川，终可睥睨天下。
 企业领导者对于时势的把握以及策略的制定，绝对会影响到企业的兴衰成败，这一点上述四人已经为
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譬如袁绍，他其实是有一些聪明的，在混乱时期，能够乘势而起，并成为威震一方的霸主，这确实非
常人所能及。
但他在后期的策略制定上，则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他太骄横跋扈，急功近利，在自身实力尚不完备，各路诸侯实力尚存的情况下便急于称帝，这招臭棋
使他成了众矢之的。
曹操以“仁义之师”兴兵讨伐，占尽人和之势，袁绍内部失和，外敌又多，焉有不败之理？
可怜一代枭雄就这样成了“出头鸟”，反给曹操作了嫁衣裳。
 袁绍的教训是很值得领导者深思的，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那些处于兴建之初、
根基未稳的企业，最好不要过于张扬、过于急进，以免自吞苦果。
其实魏蜀吴三国的发展壮大之路，对于领导者而言就是一个很好的模板，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国控>>

编辑推荐

《三国控:一本三国参透中国管理之道》讲到，作为一个领导需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难
题。
在那个三分天下的时代，不管是曹操、刘备还是孙权，对于治理自己的国家都是有着自己的一套管理
理论，尽管那个时代存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却通过后续作家的笔触为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了相当宝
贵的思想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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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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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