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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说过人的才学是司马懿成功的基石，那么善于隐忍的性格则是司马懿的人生和仕途得以升华
的关键。
诚然，司马懿在豪杰辈出的三国乱世中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但他的性格却有着异于常人的特点，
那便是善于隐忍。
忍，简简单单的一个字，但是真正要做到又是何等困难。
要在千钧一发的形势下，在同僚的冷嘲热讽中，在对手的百般挑衅下，依旧保持一颗不为所动的平和
的心，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多少英雄在忍无可忍中倒下，而司马懿却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做到了。
所侍君王的一再打压，政治对手的再三挤兑，遭受暗算，几经沉浮，乃至被剥离权力后命悬一线，司
马懿一忍再忍，终究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面对成就，他没有喜悦，因为对于他而言，成就永远是过去时；面对危险，他没有畏惧，当刺客
用剑相逼时，不为所动；面对敌人，他没有仁慈，抓住一切机会给敌人致命一击；面对暗算，他没有
畏惧，用自己的狡黠和对手周旋；面对弹劾，他没有失落，在隐退后寻找重新崛起的机会。

　　司马懿，人称“冢虎”，人如其名。
没有性格，正是司马懿最为鲜明的性格。
深藏不露的性格成了他抵御他人的最佳屏障。
他总是在沉默中令人难以捉摸，并在别人放松警惕时给以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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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五章·五拒北伐（下）
这边司马懿驻守的魂军大营和费曜、郭淮驻守的上邦固守不出，那边诸葛亮率领的蜀军大营也不肯轻
易发兵，或者说不敢轻易发兵，双方就这样僵持着，谁也不肯越雷池一步。
双方就这样一直对峙着，很快三个月过去了，诸葛亮不能前进一步攻占上邦，司马懿也不能前进一步
赶走诸葛亮。

第六章·平叛征吴
消息传来，曹叡大为震惊。
公孙渊作为辽东一郡的太守，手中拥有十五万重兵。
假若公孙渊真要大举出兵东北，则整个魏国的东北部将陷入混乱之中。
先前诸葛亮率兵北伐，毕竟是远道而来，魏军以逸待劳，而如今公孙渊将重兵屯于东北一隅，考虑到
防守比进攻更为困难，伤亡也更大，此番形势甚至比之前诸葛亮北伐更为凶险。
倘若处理不好，甚至可能动摇曹魂在整个东北部的统治根基。

第七章·诛杀曹爽
曹爽在用一次又一次的固执维护着自己脆弱的尊严，而司马懿则用一次又一次准确的判断敲打着小皇
帝曹芳的心。
在曹爽的心里，实力上的劣势是可以用绝对的强权来弥补的，因为当最终这个朝中只剩下了可以恭维
自己的人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人对自己的任何作为加以指点了。
不过显然，曹爽小看了司马懿。

附·录
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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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五拒北伐（下）保上邽进军卤城原本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实属鸡肋，只是占了一些蛮荒之地
，虽说在战略上有一定作用，但毕竟只是理论上而言，那些通往真正大都市的要塞都由魏军牢牢掌控
，想要突破谈何容易。
即使撇下相对处于劣势的兵力不说，光是如何很好地解决运粮这一难题就着实令人费脑筋。
但是现在，经过曹真这么一折腾，三国之间的军力和国力对比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魏国的削弱让蜀国
再次看到了占据中原的希望。
对于诸葛亮来说，“以一州之力，抗中原诸郡”又重现了曙光。
而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曹真显然也没有捞着什么好处，相反，来回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再加之连日暴
雨，川蜀之地湿气又重，上了些年纪的曹真一回到洛阳就病倒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曹叡对于这位爱将也是非常珍惜，虽然每天忙于“治宫室”，但还是经常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了解曹真的病况，甚至亲自到曹真的病榻前探望。
可惜的是，每次他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坏消息：大将军的病情又加重了。
终于有一天，下人禀报说，曹真病亡了。
当曹叡前往曹真宅邸的时候，旁人给曹叡递上了一封书信，曹叡打开一看原来是诸葛亮写的。
信的原文如下：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窃谓夫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
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
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眩曜如三光。
预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期会，揣敌人之短长。
嗟尔无学后辈，上逆穹苍；助篡国之反贼，称帝号于洛阳；走残兵于斜谷，遭霖雨于陈仓；水陆困乏
，人马猖狂；抛盈郊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都督心崩而胆裂，将军鼠窜而狼忙！
无面见关中之父老，何颜入相府之厅堂！
史官秉笔而记录，百姓众口而传扬：仲达闻阵而惕惕，子丹望风而遑遑！
吾军兵强而马壮，大将虎奋以龙骧；扫秦川为平壤，荡魏国作丘荒！
信的大致内容是说，作为一代将军、一位大丈夫，应该是能屈能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
而你曹真一区区无知的后辈，还行逆天之事，最后落荒而逃，看我蜀军荡平你魏国。
曹叡读罢书信长叹一声，看来曹真是病入膏肓，又被诸葛亮这番辱骂后，急火攻心而死。
好一个诸葛亮，好一派文采！
文字杀人胜于利器，诸葛亮的书信不仅骂得极其难听，而且骂人不带脏字，竟然还骂得押韵。
可见骂人也是有艺术的，而诸葛亮毫无疑问是这门艺术的较高造诣者，当然这一招主要还是针对王朗
、曹真这种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人或者是度量和忍耐力较小的人。
曹真多次率领魏军伐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曹叡对于这位三朝老臣也是颇为器重。
曹真死后，曹叡赐其谥号元侯，并由他的长子曹爽继承爵位。
这个曹爽，几乎是司马懿后半生中最危险的敌人。
曹叡悲伤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曹真死后，朝中能堪大用的战略家已经为数不多了。
当年的托孤重臣，去了曹休，去了曹真，如今只剩两人。
而陈群又是一介书生，文治尚可，武略却差得远了去了，指望陈群带兵打仗是很不现实的。
那么，在朝廷中生代中挑大梁的臣子中，能堪大用的就只剩下司马懿一人了。
正是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参加完曹真的葬礼后，曹叡就连忙赶到司马懿的府上，拍拍马屁，说说
“以后可都靠你了啊”之类的话，因为这个帝国里司马懿是曹叡在军事上唯一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了
。
诸葛亮虽然生性谨慎，但只要他看准了机会，就一定会立即付诸实施，并且坚定不移地去做，用三个
字来形容就是“稳、准、狠”。
和前几次一样，在出征前他再次和东吴修好，签订盟约，安定边界，同时他筹集了大量的军队，只留
下少数军队在都城防御，兵力超过了之前任何一次北伐。
一切准备就绪，蜀军整装待发，就等诸葛亮一声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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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31年2月，诸葛亮再次率领蜀军出征。
人们常说“五十而知天命”，这一年，诸葛亮已经五十岁了，斑白的头发告诉他时间已经不多了，占
据中原的宏图伟业就在前方，而脚下的路依旧漫长。
为了此次北伐，诸葛亮可以说花费了相当大的心思，还用上了一个新的发明。
在夺取武都郡之后，北伐的补给线路不用走秦岭峡谷中那些狭窄而凶险的栈道了，但有得也有失，路
好走了，距离也变长了许多，这条新路长达七百里。
武都郡一片贫瘠，产粮能力很弱，大军补给全都要靠汉中。
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运输途中的粮食损耗，就是在这条漫长的运粮道路上，拉粮车的牲口吃掉的粮食
恐怕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
而如若放弃牲口，靠人力来挑的话，恐怕还没等粮食运到就已经在路上消耗完了。
考虑到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在黄月英的帮助下，诸葛亮设计了一种非常新奇的运粮工具——木牛流
马。
关于木牛的具体外形以及构造，现在已无可考，但我们大致可以将其想象成类似于独轮手推车的一种
独特的运输工具。
木牛的最大特点就是机动性强，操纵时只需一个人就足够了，这使得木牛流马在崎岖的山路上发挥了
相当大的优势。
有了木牛流马的帮助，蜀军的粮食运输变得顺畅起来，这大大提高了后勤的工作效率。
有了这“新式发明”的帮助，以及先前两年的休养生息，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的蜀军很快便占据了祁山
，并直指曹魏驻扎在祁山的大营。
消息传到洛阳，曹叡急忙召集众位大臣前来商议对策，何晏提出“无为而治”，称前几次诸葛亮北伐
都吃了“闭门羹”，这次自然也可以效仿，不用出兵，只用前线部队死守即可，而高柔则提出“抢先
收割”，即抢在蜀军到来之前收割天水郡上邽县成熟的粮食，让蜀军无机可乘。
说来说去，众人却依然没能提出一个实际的抵御蜀军的办法。
在这样一个敌军大举压境的危急关头，曹叡再一次想到了司马懿，在曹真一命呜呼之后，目前朝中他
最为信任的可以对付诸葛亮的人也就只剩司马懿了。
于是，他命令正在驻守荆州的司马懿转守长安，加督雍、凉二州诸军事。
祁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从人们所熟知的“五次北伐，六出祁山”中就不难看出祁山在蜀魏两军
交战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
祁山西北通南安、陇西二郡，正北连通天水郡治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北通上邽，《升山图》中
称其为“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
为了有效抵御蜀军的进攻，魏军在祁山的顶峰上筑起了第一道屏障，这种“链式防守”对于诸葛亮的
进攻是非常不利的。
为了击破这种“链式防守”，自上次策反孟达失败之后，诸葛亮再一次动起了从内部瓦解的脑筋。
这次，他的目标定在了另一位摇摆不定的人物——鲜卑的轲比能身上。
轲比能是鲜卑部落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分支，他名义上归附了曹魏，但经常会和曹魏发生冲突。
在诸葛亮的示好下，轲比能率领着两万多鲜卑军在雁门关一带起事。
但轲比能在起事后再一次展现了他“摇摆不定”的性格，见曹魏军势力强大便又动起了和解的脑筋，
于是再次休战。
接到了祁山告急的通知后，司马懿开始筹划反击。
但是这突如其来的战报令司马懿也感到措手不及，要想出兵反击，首先得解决目前的两个很现实的问
题：首先一个是军士，这还得多亏了当年司马懿驻守雍凉地区训练的军队，在这样一个急需用兵的关
头派上了用场；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这还是得益于司马懿的未雨绸缪，正是他一
直以来不遗余力地实施的屯田新政，使得原先非常贫瘠的雍凉地区有了一定的粮食储备。
不过，绝大多数粮食储备在农户家中，而非在军营里，于是司马懿命雍州刺史郭淮到农户家中筹集军
粮。
郭淮也毫不含糊，凭借其在雍州地区非凡的影响力硬是在短时间内凑齐了出兵所需要的军粮。
有了兵，有了粮，司马懿便率领大军日夜兼程赶往祁山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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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司马懿来了，诸葛亮只留下了一小支部队继续驻守祁山，而自己则率领着大军来到了上邽城下。
诸葛亮虽然率领的是大军，但走的却是小路，驻守上邽的费曜、郭淮等人以为这只是一小股前来骚扰
的蜀军部队，便出城迎敌，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败而归，于是便闭门不出了。
就在诸葛亮率领大军在上邽站稳脚跟的时候，天气再次不甘寂寞地赶来搅局了。
一连数周，天降大雨，使得蜀道变得泥泞，这样一来，即使是木牛流马，在大雨磅礴之际所发挥的作
用也相当有限，于是，粮食补给再次成了困扰蜀军的头等大事。
粮食补给问题不仅成了诸葛亮的心头大患，也让魏国方面一筹莫展，驻守上邽的郭淮之前从胡羌人手
中获得了不少粮食，但是连绵的大雨使得粮食的运输受阻，潮气不仅让粮车变得无比沉重，也使得粮
食格外容易发霉。
于是，上邽城外的一片成熟的麦地便成了香饽饽。
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国力和资源的比拼，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守城的魏军固守不战，而那边司马懿所率领的援军还没有赶到，在上邽城外闲着的诸葛亮便打起了城
外成熟的麦子的主意。
把这些麦子收为己用，可以以逸待劳，很大程度上减轻后方运粮部队的压力，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何
乐而不为呢？
于是，诸葛亮下令利用这个空隙收割城外的麦子，以逸待劳。
诸葛亮率先采取了行动，他从部队中分出一部分人担任临时的“收粮兵”，另一部分则守卫在更加靠
近上邽的地方警戒，一旦有情况，随时掩护收麦的士兵撤退。
眼看上邽城外的粮食被诸葛亮抢收，郭淮非常着急，他派人飞马传书给在路上的司马懿，请求援助，
于是，精彩的上邽割麦战开始了。
蜀军就这样在上邽外的麦地里收割了两天，收获颇丰。
第二天的下午，正当他们准备收工的时候，负责警戒的士兵忽然发出信号——魏军出动了。
诸葛亮一看，果然上邽城内的守军出动了，于是连忙命令警戒部队前往抵抗，收粮部队立即撤离。
但是就在此时，只听得旁边山谷中一阵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原来是司马懿率兵赶到。
蜀军这下可傻了眼，于是在司马懿援兵的威胁下，蜀军的收粮兵纷纷弃粮逃跑。
原来，司马懿接到郭淮的报告后，自己率领着骑兵日夜兼程加速赶到了上邽，而后面的大部队在司马
昭的带领下也加快了行军的步伐。
就这样，魏军没有花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收割好的麦子，蜀军无偿充当了一回割麦子的冤大头。
不久，司马昭率领着大部队赶来。
虽然司马懿此行是来解上邽之围的，一路上也是快马加鞭而来，但真正到达的时候，司马懿反而不那
么着急了，因为司马懿明白，速战速决并非上策，事实上诸葛亮此刻肯定比他更着急。
于是，司马懿下令在上邽城郊一处依山傍水的险峻之地安营扎寨，和诸葛亮玩起了“对峙”。
战争的第一阶段到这里告一段落，到目前为止，诸葛亮虽然声势浩大，但从魏国获得的利益却十分有
限。
一则诸葛亮并没有攻破魏军的祁山大营；二则上邽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仍被魏军牢牢把握；三则
上邽割麦战中蜀军所收获的粮食十分有限。
接下来，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战场也发生了转移。
挨了当头一棒的诸葛亮听说司马懿带着援军来了，便布好了伏兵和阵法准备“宴客”，可是没想到司
马懿千里迢迢赶来也不出战，反而再次固守不出。
这下轮到诸葛亮犯难了，一边是上邽，一边是魏军援军，两边都是魏军，两边都在据守，哪一边都不
好进攻，而自己这边远征而来，虽说抢先收割了一部分上邽的麦子，但毕竟己方军队数量庞大，这么
一直拖着也不是办法，速战速决才是上策。
于是，诸葛亮又一次动起了“小脑筋”，开始派人到魏军大营前叫骂。
战场上可没有什么文明礼仪可以讲，诸葛亮派出的这个“叫骂团”虽然在骂人的艺术造诣上不如诸葛
亮，但也是个个身怀绝技，大嗓门，污言秽语，极其难听。
对于这些摆明了的挑衅，司马懿根本不以为然，依旧自顾自固守着自己的大营，任凭营外那些人叫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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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司马懿手下的将领们却看不下去了。
大凡当过兵在军营中生活过的人，都是有骨气有血性的人，“士可杀不可辱”，他们如何能够忍受每
天有人在自己的耳朵边上骂娘？
末了，众将士一合计，便推选了代表张郃来到司马懿的军帐前进谏，要求出兵。
张郃，勇猛异常，在军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但这样的人往往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傲。
由于军中司马懿是元帅，当年司马懿对他又有知遇之恩，傲便转变成了不满。
他来到了司马懿的面前，说道：“蜀军每天来我军营帐前叫骂，分明是不把元帅放在眼里，不把我大
魏放在眼里，将士们已经很难再忍受这种羞辱了。
诸葛亮远道而来求战不能，以为我军只是为了坚守不战，以拖累蜀军。
这时候，祁山要塞知道了我救援大军已经来了，一定会士气大振，诸葛亮想要攻下祁山大营也不是那
么容易了。
现在大军可以屯驻在这里，另外分出一支部队，绕到诸葛亮的背后两面夹击，趁势断其粮道。
如果我们的大军固守不出，尾随敌军前行，这样消极的策略会使陇西的民众失望。
诸葛亮背后如有我军夹击，并且粮草不济，就会很快退却。
”张郃一席话滔滔不绝，可司马懿却不为所动，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如果连这
点屈辱都忍受不了，将来还如何能成大事？
诸葛亮派人来我营帐前叫骂，分明是在激我出营拼杀，如果我据守不出，则贼军定束手无策，而如果
我们此时中了诸葛亮的激将法，大军出营，则贼军有机可乘，对我们就不利了。
”这一番话说得前来进谏的张郃哑口无言，只好悻悻退去。
但是在张郃的心中，对于司马懿的顽固和保守已经十分不满。
将帅不和，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魏军依旧固守，蜀军依旧天天来叫骂，而且言语有越来越难听的趋势。
几天下来，在张郃的影响下，军营中的大多数普通士兵都变得有些浮躁起来。
大家对司马懿面对羞辱却不加以还击的表现非常不理解。
诸葛亮的激将之计正产生着可怕的作用，在无形中侵蚀着魏军的战斗力，这一切，司马懿都看在眼里
。
如果任凭事态这样发展下去，蜀军前来叫骂的人恐怕会越来越嚣张，而魏军将士的士气也会越来越低
落，并且和司马懿的隔阂也会越来越大，战局的发展定对魏军不利。
司马懿再三思忖之下，决定以退为进，略施小计以巩固军心。
这边司马懿驻守的魏军大营和费曜、郭淮驻守的上邽固守不出，那边诸葛亮率领的蜀军大营也不肯轻
易发兵，或者说不敢轻易发兵，双方就这样僵持着，谁也不肯越雷池一步。
双方就这样一直对峙着，很快三个月过去了，诸葛亮不能前进一步攻占上邽，司马懿也不能前进一步
赶走诸葛亮。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因为这里是蛇的要害部位，蛇的心脏正在此处。
同样的道理，对阵时，抓住敌人的要害给予致命的打击，才是上策。
诸葛亮的要害是远道而来，不宜持久战，司马懿正是抓住了诸葛亮的这一弱点，于是固守不出，故意
拖延时间，拖得越久，对魏军也就越有利。
在漫长的等待后，蜀军的整条战争传输带终于出现了纰漏，而这纰漏，在战局僵持不下的六月份到来
了。
又是连绵的大雨！
先前曹真率领魏军前来伐蜀的时候，就是遇上了连日的阴雨，冲毁了栈道，使得原本险峻的蜀道更加
泥泞难行。
老天是公平的，上次帮了蜀军一次，这次轮到魏军受益了。
蜀军和魏军两方的粮食都在消耗，双方运粮的线路也同时受到了大雨的阻挠，但无疑，作为攻方的蜀
军所遭受到的威胁更大。
对于出征在外的大军而言，断粮的影响是致命的，无奈，诸葛亮下令撤军，蜀全军往祁山方向撤去。
见诸葛亮撤军，司马懿也随机应变，他命令大军一起行动，“尾随”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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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是“尾随”而不是“追击”，“尾随”和“追击”的根本区别在于，“尾随”的态度更为
保守一些，“尾随”是追而不战，“追击”是追而击之。
蜀军停魏军也停，蜀军走魏军也走，司马懿就像一个甩也甩不掉赶也赶不走的幽灵，尾随着蜀军一路
朝祁山的方向赶去。
蜀军在祁山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正如张郃先前所说，由于司马懿及时赶到，魏军祁山大营士气大振，
诸葛亮在祁山再一次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
无奈，诸葛亮进驻了小城卤城，以稍稍缓解一直在外奔波的窘境。
同样，尾随而至的司马懿也在卤城附近安营扎寨，和蜀军形成了对峙，与祁山大营一起形成了对卤城
的合围之势。
这天，司马懿来到大营中巡视，见一处围着很多的将士，好像在议论着什么。
当那群人见都督过来的时候，又连忙神色慌张地停止了议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司马懿心中已经明白了他们议论的话题定是嫌自己不出兵，围坐在一起发牢骚。
司马懿意识到，当前军队中的情绪已经非常浮躁，在力主出兵的张郃的感染下，军心已经倾向于出兵
的选择，如果自己再不加以解释而仍旧继续采取保守的策略，恐怕军队中的军心就很难统一了，这对
于在外征战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于是司马懿故意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上前问道：“这些天贼军老是派人前来叫骂，先前我一直按兵不
动是因为时机未到，近几日贼人越发猖狂，我想要派人前去收拾一下他们，不知谁愿意前往？
”一听要去收拾天天来叫骂的蜀军，魏军将士们仿佛重见阳光一般兴奋，个个摩拳擦掌，争抢着要出
营痛击来敌，众人中以张郃最为积极。
很快，在张郃的带领下，突击队怀着满腔的怒火和必胜的信念出发了。
在他们的身后，尘土高高地扬起，湮没了地上的一切，待到尘埃散去，留下的是司马懿孤独的身影，
在他的身后，是像往常一样忙碌的军帐中的将士们。
风沙的那一头，刚刚跨马出征的军士已被湮没了踪影。
如果从战争的观赏性而言，此次出战真可以说是挽救了诸葛亮的这次北伐，沉闷的战场上终于将要出
现拼杀的景象了。
而对于司马懿来说，此次的出战也是一石二鸟。
一方面，这次战斗对于久疏战阵的魏军和司马懿而言都是一次很好的熟悉的机会，也能让司马懿更好
地掌握蜀军的实力情况；另一方面，如果当时他依旧对营帐中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不闻不问，那么随
着压抑与愤懑的加剧，很有可能被诸葛亮凭借着每天的叫骂从内部瓦解了魏军的防御，这一小队人马
所充当的角色，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英勇与血性的宣誓，而在司马懿看来，只不过是一些鲁莽的试验品
。
这批试验品所要验证的，是主动出击的错误和坚持固守的正确，而这次试验的展示对象或者说观众，
不是主导试验的司马懿，而是魏军军营中那些不堪蜀军羞辱、对固守的司马懿颇有微词的将士们。
不过即使是“试验”，司马懿也不想输，对于这次出战他作了相当周密的部署。
另一方面，诸葛亮得知司马懿出击的消息后也大为高兴，此番北伐，他根本就没有和魏军有过痛痛快
快的交手，司马懿所采用的打太极一般的策略着实令他无比难受。
攻也不是，防也不是，在且进且退中蜀军的士气不断地消耗，如今，司马懿终于肯出来一战了，对于
粮食已经所剩无几的诸葛亮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
司马懿和诸葛亮都认为这对自己是一次好机会，那么一触即发的战局究竟将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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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嗜血的老狐狸司马懿2》编辑推荐：如果说过人的才学是司马懿成功的基石，那么善于隐忍的性格
则是司马懿的人生和仕途得以升华的关键。
通过《三国演义》，人们了解了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的英雄，比如威猛无敌的吕布、神机妙算的诸葛
亮、奸诈多疑的曹操、雄姿英发的周瑜⋯⋯而像司马懿这样一个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才登场的人物，给
人的印象大多是奸邪诡诈、阴险毒辣。
司马懿没有曹操的奸诈霸气，没有刘备的宽容仁厚，没有诸葛亮的机关算尽，没有吕布的万夫不当，
这样的司马懿凭什么能够笑到最后？
如果仅就过程而言，司马懿的一生无疑是充满坎坷的，大多数时候，他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不能做
自己想做的事，从一开始被逼无奈效命曹操，到后来屡遭怀疑被打击，再到数次从权臣降为平民又官
复原职的沉浮，无不充满坎坷。
但是司马懿凭借着非凡的对局势和人心的洞察力以及超乎常人想象的忍耐撑了下来。
如果就结果而言，司马懿无疑是彻底的赢家，他历经曹魏四代政权，最终成了第一谋臣，独揽大权。
他的后代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再接再厉，最终一统三国，建立了晋朝。
从某种意义上讲，司马懿的一生就像是一个完美的成功学案例，他在逆境中不抛弃不放弃，最终赢得
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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