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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什么?历史不是秦皇汉武，不是唐宗宋祖，更不是强权暴力和阴谋诡计。
历史是一种哲学，是一种大的智慧。
谁掌握了这种哲学和智慧，谁就掌握了历史，谁就能够创造历史。
而司马迁忍辱负重，用入木三分的洞察力、秉笔直书的责任感以及超人的毅力，给了我们认知哲学与
智慧的良机，他的《史记》就是一部永不褪色的帝国历史。
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承载着一种谋略型的文化。
文化的深处未必是谋略，但谋略的深处一定是文化。
而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次系统地对西汉以前的思想文化进行梳理的重要著作。
他在演绎历史的过程中，对历史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哲学与智慧加以诠释和解读。
拨开纷繁复杂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能够产生影响的学派虽然有十几家
，但影响最大的依次是法、道、儒三家。
秦汉上承春秋战国，却能够将春秋战国时期未曾付诸实践的法、道、儒三家学说加以改造并实施，使
之成为秦汉时期的正统政治思想，在秦代、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期相继为用，前后嬗替，对当时社会作
出各自的贡献。
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但是寻根究底不难发现，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
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髓，也就把握住了中国历史大势中的谋略和智慧。
君主统治天下以法家思想作为手段，而法家思想的最大特点则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础之上。
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
“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
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
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呢?这就需要“术”。
“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
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制”就是“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
“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则是权术阴谋。
这些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
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素有实行法治的传统。
秦孝公时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死后，秦国实行法治的政策依然不变，秦国国富兵强，从相对落后
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国家。
秦王赢政不但继承了这个传统，还加以发扬光大，以法治国，号令天下，而秦始皇忽视了一个重要的
问题，那就是统一前，秦国的政策是以耕战和兼并为主要目标的；统一后，则要求以维护统一局面和
保持持续发展为目标了。
秦代统治者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一转变，结果导致了秦王朝的速亡。
西汉建立后，统治者能够深切体会到秦末丧乱、凋敝的社会现实，并且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省
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制定了以恢复社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比较宽松的政策。
这一政策从先秦以来的道家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因为它最适合战乱之后需要休养生息的社会现实
，由此在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道家思想便取代了法家思想，而与汉初的现实政治结合，成为汉初
的主导政治思想。
道家的经典中，智慧的优越感随处可见，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鄙夷和不屑。
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道的支配。
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永远不可改变和亵渎的；世间的人是有限的，对于道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
应。
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黄老哲学认为，那就是要顺应自然，要无为，然后才能无不为。
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圣人没有自己的主张，万物的自然运行就是圣人的主
张。
人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顺应自然，在现实中就容易招致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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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社会政治的实际影响力上，老子之学要到汉初黄老之治的实施后才正式被试验着，因为在迭经
春秋、战国、灭秦、楚汉之争之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斗争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
的重要，于是黄老学说的哲学观点遂被重视。
 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汉皇室从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出发，实行“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治民之策，从
而开创了文景之治的辉煌。
 但当西汉国力强盛时，“清心寡欲”的无为思想就不再适宜了。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要“兴太平”，就要制作礼乐，要“改正朔，易服色”，要举行封禅大典，大兴繁
文缛节的建置，而儒学最能符合这种要求。
所以，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术，自此
儒家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
 儒家把“经济”视为“经世济民”的事业，是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的主要任务。
而治国平天下，就是要达到儒家强国富民的目的。
其实，这并非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
人性、人道的范畴。
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
，各个学派的思想相辅相成，此消彼长。
 然而，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因为，权谋决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至
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
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家。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绘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他的特点就在于臧否人物时有意识地淡化了人物的伦理
道德色彩，重视历史人物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程度，即看这个历史人物能否充分地运用权谋和智慧来
实现自己力量和目标的最优化。
他并不对人物的出身多么看重，而是看到了历史人物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对历史进程产生大影响的
人物，必定是英才或雄才，像项羽、吕后之入本纪，孔子、陈涉之入世家，滑稽、日者、龟卜、货殖
、刺客、医生、游侠之入列传，都是《史记》的不同凡响之处。
只要历史人物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慷慨立功名，司马迁就为他们立传。
司马迁刻意强调人对悲剧命运的抗争，提倡在困境之中发愤而起，用功名大业来洗刷耻辱，实现对人
生苦难的补偿。
司马迁看似平实的叙述中总是闪现着哲学和智慧的光辉，他的这部非凡之作也因此在中国的历史长河
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承载着三千年华夏历史的《史记》，全面地展现了帝国的治乱兴亡、朝代更替、庙堂权术、江湖生存
的原始形态，贯穿其中的则是智谋、心力、情感、品质等人性文化的潜规则。
知源流，明因果，识人性，观成败，历史的经验正可以用来弥补人性的弱点，让我们游走于世情的边
缘，寻找属于自己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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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承载着三千年华夏历史的《史记》，全面地展现了帝国的治乱兴亡、朝代更替、庙堂权术、江湖生存
的原始形态，贯穿其中的则是智谋、心力、情感、品质等人性文化的潜规则。
    知源流，明因果，识人性，观成败，历史的经验正可以用来弥补人性的弱点，让我们游走于世情的
边缘，寻找属于自己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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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史记·高祖本纪》迷人的领袖魅力是许多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个人要想在这个社会有所作为，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他的身后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
而他要想驾驭好这个团队，则必须要有团队所认可的领袖魅力。
一旦他具有了这种品质，他就能很好地整合团队力量，使之爆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从而将他的理想和一系列蓝图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一名优秀的领袖，同时也应是卓越人才的造就者。
在我国历史上，提起慧眼识英才，人们不能不想起萧何；提起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人们也不能不想起
刘邦。
如果不是他们发现和重用韩信等难得的人才，那么，秦末的历史就会改写，很难说有没有460多年汉王
朝的江山和大统一的历史。
一个布衣起家的刘邦，能够手提三尺宝剑，斩蛇起义，灭秦挫项，5年一统天下，建立了延续四百多
年之久的大汉王朝，其历史功勋当是不言而喻的。
刘邦在与霸王项羽争战4年后，终于以少胜多打败了所向无敌的楚霸王，赢得了天下。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诗乃是刘邦的千古绝唱，它唱出了刘
邦的宏图大志，唱出了他一生的辉煌，更唱出了他可以战胜项羽的原因。
当时项羽是锐不可当的27岁霸王，刘邦是年逾50的垂老之人；项羽乃名将之后，刘邦为默默无名的农
家子弟；项羽受过严格的大将训练，刘邦本身非将才，集结的亦多乌合之众；后项羽宰制天下，声势
如日中天，而刘邦仅被封为汉王，所据之地偏远险阻。
然而，历史的转轮却出现了强弱悬殊的戏剧性大逆转：项羽以32岁的英年兵败自刎，全盘皆输；刘邦
则承袭了秦始皇的大一统格局，尽收天下，开创了绵延400年的汉朝。
这场被称为“猛狮与胡狼”之争的历史对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秦朝末年，伴随着陈胜、吴广领导的
农民大起义，也出现许多反秦武装集团。
出身楚国旧贵族的项羽，跟叔父项梁，响应陈胜、吴广起义，杀死会稽太守，在吴(江苏苏州)举行起
义，队伍发展到8000余人。
而此时的刘邦是秦制沛县的一名亭长，因释放刑徒而亡匿芒、砀山中。
在萧何等人支持下，杀死沛令，自立为沛公，集聚了起义者三千多人，投奔了项梁。
项梁等人为了号召群众，共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王，仍号楚怀王。
这一招果然奏效，各路英雄纷纷投到项梁的靡下。
公元前208年，义军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打败了秦军，接着转攻定陶(今山东定陶)又取得胜利。
项羽和刘邦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也连破秦军于雍丘(河南杞县)，斩秦将朱由。
  项梁被胜利冲昏头脑，放松了戒备。
秦将章邯夜袭定陶，项梁战死。
章邯得胜之后，又击破魏、齐等割据势力，然后渡黄河北上击赵，大破赵军于邯郸。
接着，他以重兵包围巨鹿(今河北平乡县)。
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7万人救赵。
宋义到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后，饮酒作乐，46天未进兵。
项羽愤杀宋义，率义军渡河破章邯军。
项羽令义军“破釜沉舟”，每人只带3天口粮，表示决一死战。
项羽军渡河后，先打败章邯的军队，又进攻王离的军队。
双方在巨鹿大战9天。
农民起义军英勇杀敌，每个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喊杀声惊天动地，使秦军惊恐万状，王离被俘，农民
军取得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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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之战基本摧毁了秦军的主力军，扭转了整个战局。
章邯走投无路，率20万秦军投降了项羽。
正当项羽北上救赵时，刘邦带领一支起义军西向击秦。
由于秦兵在黄河以南较少，刘邦又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略，迂回曲折地向咸阳进军。
公元前207年8月，大破武关，进兵蓝田，取得节节胜利。
这时，秦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化。
赵高杀死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
子婴又杀赵高。
刘邦率军直扑咸阳，驻兵灞上(今西安市南)。
秦子婴无可奈何，捧着玉玺，向农民军投降。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的统治结束了。
刘邦攻占咸阳后，想住在这里。
樊哙劝他想得天下，就不要留恋宫中美色财宝。
刘邦接受他的意见，还军灞上，并废除了秦的苛法，然后又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深得秦人拥护。
项羽听说刘邦先入关中，非常愤怒，率军攻破函谷关，杀奔咸阳而来。
公元前206年12月，项羽军队40万驻扎新丰(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鸿门(今临潼县东项王营)。
当时，刘邦军队只有110万人，实力不敌项羽。
好在他听从了张良的意见，亲自去鸿门拜会项羽。
刘邦向项羽故意请罪，卑辞言好。
项羽设宴招待刘邦。
项羽的谋士范增想乘机杀掉刘邦，就找项庄，以表演剑舞，伺机行刺。
项羽的叔父项伯从前和张良关系好，这时见势不妙，也拔剑伴舞，掩护刘邦。
过了一会，刘邦借口上厕所，从小道回到灞上。
据史记载，鸿门宴上，项羽、项伯并列坐上席，范增坐次席，刘邦面对范增坐三席，张良面对项羽、
项伯坐末席。
五人之间，展开了各怀心思、各有图谋的一场杯酒眼神的暗战。
其中，范增、张良两人作为项、刘的谋主，是整场鸿门宴的策谋者和提调者，一个见机出招，一个见
招拆招，运用各自手中的棋子和资源，就在方今天下的主宰项羽上将军的面前斗起了法。
刘邦与张良心照不宣，项羽的心思却与范增相悖。
范增处于强势和主动地位，招招都用阳谋，刚进用强；张良一方处于弱势，应变用阴谋，强调心理战
术。
结果反而强弱易势，强的一方没有达到目的，弱的一方却大胜而归，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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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毛泽东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韶、高视千裁，创立《史记》。
　　——钱谦益《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
　　——梁启超司马迁以文学笔调写史，爱惜失败英雄，故凡有利于引起人同情之故事无不曲为描写
⋯⋯尝论最古之史，充满神话，如《楚辞》之《天问》是；及人类理智发达，神话不能适合其需要，
则转为戏剧性之故事，如《史记》是。
　　——顾颉刚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
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
　　——郭沫若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厂，自政
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罗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
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罗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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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煮酒论史》中，史冷金PK王立群，以全新视角解读《史记》中的哲学与智慧，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不拘一格的独立见解——《煮酒论史》。
追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源头，再现一幅风云激荡的时代画卷。
历史是一种哲学，是一种大的智慧。
谁掌握了这种哲学和智慧，谁就掌握了历史，谁就能够创造历史。
而司马迁忍辱负重，用入木三分的洞察力、秉笔直书的责任感以及超人的毅力，给了我们认知哲学与
智慧的良机，他的《史记》就是一部永不褪色的帝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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