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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决策智慧与历史博弈》是近年来在传统战略思想研究方面很有价值的一部新作，鉴古观今，具
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与战争实践，内容丰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略决策。
决策问题是战略谋划的核心，决策一旦错误，必将严重影响战争全局。
中国古代的战略家们十分善于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决策，善于把握好事物发展的方向。
反映在军事思想上，古代兵书中的远观精神就显得尤为突出，《孙子兵法》第一篇讲&ldquo;
计&rdquo;，&ldquo;计&rdquo;就是讲决策，讲预见，讲宏观，所谓远谋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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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诸子的决策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历史的大变革中应运而生。
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是中华文化所特有的。
诸于思想的产生，有两个直接的原因：一是文化本身。
文字的成熟运用和官学下移，是其思想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条件。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法家，他们总结了西周以前思想文化的成果，并结合现实需求不断创
新，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力图将自己的主张运用于诸侯国的决策之中。
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不仅具有理论的开拓性，而且具有实践的鲜明特征。
二是战争。
频发的战争关系到各诸侯国的安危，因此催生了思想文化的大发展。
战争的残酷性和对诸侯国力的综合考验，迫使&ldquo;士&rdquo;对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作出回答，并提
出自己的救世良方。
诸子的决策思想和基本方法，与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学说融为一体，不仅指导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诸子决策思想的源头是《易经》。
它们之间承传的历史脉络，明晰地体现了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决策思想的历史继承性。
　　第一节《易经》的回顾　　说起决策，人们不能不追溯到《易经》。
　　在远古时期，中国古人借助对自然的长期观察，形成他们的世界观，并把这种成果以某种形式固
定下来，一方面预测未知世界，另一方面把人类早期的知识凝聚其中，留给后世，成为宝贵的财富，
这就是《易经》。
中华文化与《易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产生于西周以前的《八卦》和《易经》，就是中国最早用于决策的理论和工具。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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