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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穿越历史时空，挖掘埋葬人才之暗道，冷析毁人游戏的规则成因，解剖中国古代选才体制怪胎，
起底光怪陆离的用人迷局，为读者奉献醍醐灌顶之“醒才”篇章，堪称一部中国人才命运的千年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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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万军，北京夏活传媒负责人、中国新闻导刊（网）总编辑。

  　1968年出生于内蒙古库伦旗，199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日语系。
2000年开始涉足传媒，历任《华夏时报》评论员、《记者观察》杂志社主编。

　  新浪专栏作家，博客人列名家日志。
著有《血性：时代缺失的隐痛》、《破解中国历史十大死结》，均为卓越当当上榜图书。
作品“用通俗语言表达不俗思想，为无解之题探索有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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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逆淘汰4让鸭子去爬树　　中国皇帝接班人的选拔制，扑朔迷离，充满变数，最后胜出的往往是
“捡漏者”，这些“捡漏者”庸才居多，他们并没有做好接班的准备。
而他们之所以胜出，常常是由于伯乐看走了眼。
譬如向太后，以一个奶妈的眼力决定了北宋最高领导人人选。
她力举赵佶出任接班人，让画家从政，无异于让猴子去游泳，让鸭子去爬树⋯⋯　　1.仕途伪伯乐　
　后人都看得明白，画家赵佶不是个当皇帝的料，问题是，他的“伯乐”并不这么认为。
　　谁把画家推上政坛？
“伯乐”名唤“向太后”，她是宋神宗的伴侣，宋哲宗的奶妈（嫡母），也相当于赵佶的后妈。
这个最关键的皇帝接班人举荐者，认准赵佶是匹好马。
　　众所周知，赵佶并非无才，然而他的才，非政治之才，而是美术之才。
一个画家去干政治家的活儿，一者要说画家缺少自知之明，二者要说伯乐有眼无珠。
　　提及自知之明，须知欲望与能力不是一个珠联璧合的整体。
自己适不适合做与自己愿不愿做有时完全是两码事。
这世上人，并非有了自知之明便不去做自己不适合做的事，面对着万能的“芝麻开门”皇帝宝座，即
便知道自己不能胜任，一旦落到身旁，谁都不会当仁不让吧。
　　对赵佶来说，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确是意外收获。
父亲（宋神宗）已逝，同父异母哥哥赵煦继位（宋哲宗）。
虽然这个皇帝哥哥命短，25岁便驾鹤西去，但那顶天子之冕，似乎怎么轮也不会轮到他的头上。
　　帝政时代的皇位继承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如亡故皇帝无皇子，则论血缘关系亲疏，立同母弟；或以长幼为序，立年长者。
而作为宋神宗第十一子的赵佶，既非嫡又非长，在通常情况下，继位的希望相当渺茫。
哲宗有皇弟13人，其中8人已死，5人尚在，即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越王赵偲
。
5人之中，申王赵佖年纪最大，但有目疾；简王赵似是哲宗的同母弟。
按照“传统游戏规则”，申王赵佖、简王赵似无疑都是比赵佶更有资格的皇帝接班人热门人选。
　　不言而喻，赵佶的皇位是“捡”来的。
他是个“捡漏皇帝”。
无论哪个“规则”来裁，都应该判不了他获胜。
但如果是“选举委员会”的关键人物看中了他，他的胜出机会就陡然上升，转成最大。
　　由此，必须提及封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选拔“通道”，它比北京的胡同还要狭窄。
封建国家选拔官员采取科举取士，毕竟有着从乡试到殿试几种公开考试的选拔形式，而推举皇帝接班
人，自古以来就那么几张嘴可以言语：　　其一是前任皇帝；其二为后宫执牛耳者，主要是太后头或
太监头；其三就是朝堂上的权臣。
　　这三类“选皇人”的眼光，除了前任皇帝（先帝），另两类人大都藏有自己的小算盘。
在前任皇帝猝死、来不及指定接班人的情况下，后两类人选拔的接班人，不是傀儡小儿，就是藕断丝
连的一家亲。
　　比较历代选拔皇帝接班人的程序，具有朝议制度的北宋还是相对民主的。
但皇权制度的本质不可能摆脱专制独裁政治，其中的自由民主因素，范围狭小，程度有限。
　　向太后把持的那次选拔皇帝接班人“常委会”，民主因素更小到极点。
在哲宗夭亡，后党一手遮天的情况下，这种相对民主的朝议也变调为一人之声，众人附和。
　　“朝议”的经过，当事人曾布在《曾公遗录》卷九中记载较细。
　　向太后坐帘下，微出声发哭：“皇帝已弃天下，未有皇子，当如何？
”　　宰相章惇首先发言：“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
”　　章惇所言虽然并未违背皇位继承原则，但向太后立刻痛加批驳：“申王以下，俱神宗之子，莫
难更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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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愿再听不同意见，迅疾行使其最终决定权：“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
”　　向太后如此果断指定接班人，为章惇所始料不及。
但他仍要陈述自己的反对理由：“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　　章惇不知，赵佶虽然“轻佻”，可对向太后却极为恭敬。
自从父亲神宗死后，赵佶每天都到向太后的居所嘘寒问暖。
因此，向太后把赵佶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当哲宗意外驾崩时，老太太第一个想到的皇位继承人当
然就是赵佶。
　　知道赵佶与向太后这层关系“内情”的大臣们，遂随声附和向太后。
“听太后处分”，“在皇太后圣旨。
”章惇“色沮”。
于是，皇位由端王赵佶继承成为决议。
年届18岁的端王被推上皇帝宝座，史称宋徽宗。
　　一言九鼎者总是从一己私利出发，视集体为玩偶，将民主当儿戏。
皇权“临时代办”向太后更是如此。
史称：“皇太后决策立端王”，记述应准确无误。
立端王为皇帝，向太后自始至终，充当了具有“指定千里马”特权的唯一伯乐。
　　千里马也好，鸭子猴子也罢，是没有自知之明且禁不住诱惑的，但伯乐之有眼无珠，就实在说不
过去了。
“让猴子去游泳、让鸭子去爬树”是伪伯乐的典型做法，向太后力挺赵佶做皇帝的理由，至今看来都
是令人摇头的误读：“先帝（宋神宗）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
”　　有德有貌成为向太后力挺赵佶的主要理由，但这里唯独没有举出政治家的最重要才华：雄才大
略。
　　向太后的推荐理由成为确定赵佶为皇帝接班人的决议。
这里，最耐人寻味的是，选拔国家最高领导人接班人，是选德，选貌，还是选才？
　　赵佶的胜出，恰恰验证了貌与德成为决定因素，而才能却最被忽视及“误读”。
　　接班前的赵佶，刚刚成人（18岁）。
在他18年的生涯中，没留下任何“英雄出少年”的痕迹，最显眼的“成绩”就是书画作品。
　　赵佶的人生导师是著名书画家王诜。
那是个风流倜傥的艺术家。
王诜其人有三大突出之处：一是善画，二是豪侈，三是好色。
王诜“不矜细行”，生活相当浪荡。
他除有妾八人而外，宅第之中歌儿舞女不计其数，并不时外出寻花问柳。
这样的品行对于艺术家，并不致命。
然而一旦转到政治家头上，就必然是坏事。
　　王诜对青少年时的徽宗影响极大，他二人实可称为一对风流才子。
在王诜这个导师影响下成长的赵佶，活脱脱是个浪漫的艺术家的角色。
　　大凡浪漫艺术家，意在长廊沉醉，并无兼济天下之志。
　　封建中国，相学比科学发达。
不管是丈母娘选婿还是上司选官，最讲究面相。
正所谓“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
而“天庭饱满”之人，则“福禄双全”。
向太后眼力，没有伯乐的高度，大约凭着一个妇人对几个大男孩的印象。
她独欣赏端王，在私心杂念、个人感情之外，不排除是对一个青年艺术家面相与气质的好感。
当赵佶还是大男孩时，向太后就送侍女伺候，偏爱之情，常常溢于言表。
　　就美术领域而言，赵佶是匹好马——马是好马，只不过是在宣纸上飞奔的好马。
到了国道上，“好”字就要置换为“驽”，是为“驽马”；伯乐欣赏艺术家没有错，但把艺术家从画
坛推上政坛，就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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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伯乐是伯乐，但不是千里马的伯乐，而是驽马的伯乐。
　　画家从政，毁了国家；伯乐荐之，也毁了画家。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认为，有的人得到帝位是因为运气，有的人得到帝位是因为顺延，有
的人得到帝位则全凭实力。
而赵佶就是全凭运气得到帝位的人。
　　马基雅维里还说，那些全凭个人实力夺得帝位的人,在得到帝位时会很难,但在守天下的时候就很
容易了。
而那些凭借运气得轻易得到帝位的人，在保守帝位时会很困难。
　　诚哉斯言！
凭运气得到皇位的赵佶，刚开始很惬意，而后却越来越艰难⋯⋯最后终于“受不住”了。
　　金国灭北宋，赵佶不仅成了亡国之君，而且还做了敌国的俘虏。
这对于余生再不能画的赵佶而言，是一种灾难，是才华的巨大毁灭与浪费。
在北国期间，这个画家被扔进地窖，受尽凌辱，哪还有条件再拿起画笔、钻研他的“瘦金体”与“花
鸟画”呢？
　　成为战俘的赵佶，一定悔恨交加，除了埋怨大臣误己，他应该唤醒根本性的悔悟：如果他像他的
师傅王诜一样专心当个画家，让德才兼备的人去当皇帝，也许能够安稳度过幸福的“艺术人生”。
怎会沦落到生不如死的绝境呢？
　　惬意地在皇宫里涂抹了前半生的宋徽宗，从天堂跌倒地狱，在短暂的后半辈子时光里再无“艺术
人生”。
　　他和儿子被金人押往北大荒时，金人要求他们“穿民服，露上体，披羊裘”，堂堂艺术家皇帝，
穿上了金人百姓的衣服，还不得不光着上身，披上羊皮。
这种强加的“行为艺术”，让画家羞愧交加，一度想悬梁自尽，虽被儿子死死抱住没有死成，但不久
还是忧愤成疾，“疮疾满腹”，含恨而去。
　　画家皇帝死后也没得安生。
据《宣和遗事》记载，宋徽宗死后，没有被“厚葬”，而是被金人“废物利用”，碎尸焚之。
“直至一石坑前，架尸于其旁，用茶肭及野蔓焚之。
焦烂及半，复以水灭，以木杖贯其尸，曳弃坑中。
”　　金人把赵佶尸体扔到土坑上，架上火烧，还不是火葬，只烧一半，再用棍打烂，用水浇，然后
扔进坑里。
他们并没有把这个皇帝当作艺术家安葬，这种葬法唯一的用处是：可以将坑里的水做油点灯用！
　　画家皇帝被“废物利用”到了极致，受辱到死。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赵画家在天之灵，可知一切咎由伪伯乐！
　　2.鸭子爬树，后果很严重　　向太后选择赵佶，加速大宋亡国；流亡宋臣推举赵构继位，注定大
宋不能复国，只能做小朝廷。
　　比之赵佶，赵构被推上皇帝接班人宝座，更是捡漏的结果。
金人掳走父兄后，宋朝变成了“楚国”，皇室改姓为“张”。
然而“大楚”皇帝张邦昌甚至连做儿皇帝的野心都没有，朝廷原来的大臣和士子于是都集中到赵构的
身边，要求他宣布做宋朝的皇帝。
赵构白捡了金椅，马上宣布登位。
大宋有了新朝廷，流亡的官员就有了归属，新朝廷很快被无主臣民接受。
　　推举赵构做流亡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是逃亡的宋臣们慌不择路的选择。
他们无法认定赵构是不是人杰，而只认准赵构的血统。
这里的历史潜台词是：在绝对“血统论”下，还有其他选择吗？
　　金人南下，先帝（宋徽宗）的儿子，都做了俘虏，而九子康王赵构，是唯一漏网之鱼。
　　漏网之鱼，捡漏之帝。
赵构被选出来，一不因德，二不因才，完全是“血统”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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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血统“正根”而做了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封建政治制度的主旨特点——世袭。
至于那“血统”是混是明、是庸是杰，全凭造化、听天由命。
　　事实证明，这一次，流亡宋臣的选择，重演“让鸭子去爬树”一幕，且后果很严重。
“鸭子”赵构上台的最大恶果，是自毁长城，将天下人才的雄心壮志废掉。
　　世人皆知发生在赵构手里的岳飞悲剧。
作为“百战名将”，岳飞当然是个千古奇才。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看出赵构是个扶不起来的庸主？
他的精忠报国，直接把国家与赵氏紧密联系到一起。
可是赵氏当时就没一个像样的明主。
抛头颅洒热血，奇才保庸才，不管二圣是否能被迎回，都不会有好结果。
　　不错，纵观徽钦二帝在靖康年的窝囊表现，即便岳飞迎回这“二圣”，也不会比赵构强多少。
都是一个圏中的产物，难以出现不同的物种。
宋徽宗一窝，悉数具备苟安的孱头特色。
当年金军兵临东京城下，本来可以殊死一搏。
但是徽钦这二位皇帝，城未破，竟先后到金营下跪乞降。
最后宁可跪着死翘翘，也不站着活一刻。
血性之不存，到了何等地步！
如此窝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即便被解救，又能领导国民干什么？
　　天下最痛苦的事，就是奇才保庸才，英雄保庸君。
除非奇才造反取而代之，否则不会有好果。
岳飞保赵构，最根本的不是利益的冲突，而是生存哲学的冲突。
奇才岳飞以山河一统为最大人生抱负，这个抱负超越了他的主子，注定不会被主子包容。
庸人赵构只想得过且过，偏安偏得。
庸人的理想与奇才的抱负注定产生矛盾，道不同不相为谋。
即便那“二圣”归来，从精神实质上也与赵构大同小异，岳飞的窝囊结局早早注定。
那是奇才与庸才的人生哲学的矛盾，也是英雄与窝囊废的水火不容！
　　赵构杀岳飞，看似主和派杀主战派，实则是庸才杀奇才，孱头杀英雄。
南宋偏安小朝廷，已经容不下奇才英雄的存在。
这是它日后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
当北宋灭亡之际，赵构已经被金兵赶到海上，宋之不存岌岌可危，但是靠岳飞等中兴四将，赵家终保
半壁江山。
岳飞四将何许人？
那可是宋为数不多的武将人才，没有这几个武将奇才，赵构怎么可能会拥有“宋高宗”的明天？
短兵相接，靠文人士大夫行吗？
赵构靠岳飞武将人才把金兵赶回长江以北，然后又杀武将奇才换得和谈偏安。
岳飞在时，宋与金可以相对峙；岳飞不在，南宋虽趁金志得意满苟延残喘，但最后，当蒙古铁骑袭来
，南宋根本无可用之军事奇才。
推举捡漏者毁人，而捡漏者本身更误国毁人，赵构庸才杀奇才的毁人游戏，为南宋朝廷贴上了永久的
“小”字标。
　　这里尤耐人寻味的，是赵构与岳飞人生哲学的巨大反差。
一个皇帝的抱负竟要比属下战将的抱负渺小很多。
赵构因何庸？
岳飞因何英？
　　庸才与英才，首先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
岳飞从小得教于一个有志气的母亲，岳母刺字，赐的是抱负和本事，一个“才”与加一个“英”是精
忠报国的灵魂所在。
而赵构从小看的是艺术家父亲的脸色，加上怨妇母亲的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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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父于母，都得不到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丝毫影响，长大后亦为孱头怨夫。
　　书画之家，难生政治之能。
赵构一生唯一闪光点是出使金营时的从容（当然那“气定神闲”的描写不排除他成为“高宗”后、当
世史官对他的美化），但是偶尔的一次勇敢却不能带进一生。
在烈火的考验中，得到生的希望后，露出的又是一番艺术家父亲的缩影。
　　岳飞时刻想的是千古留名,而赵构时刻想的是一隅偏安足矣。
欲千古留名者雄才大略，百战百胜；欲偏安一隅者鼠目寸光，杯弓蛇影；如此天壤之别的人生理想与
抱负，如此泾渭分明的才华对比，岂有戮力同心的君臣一拍即合的基础？
！
　　道不同，不相为谋。
岳飞与赵构，完全是两股道上的车，根本不在一个轨上。
　　当历史的扳道工令他们并轨而行时，只会导致相撞翻车。
　　赵构那辆车，承载着国家机器，尽管开车者是庸才，但其重量还是孤列岳家军所无法抗衡，故此
被撞翻的是岳飞的那辆车。
“天理昭昭”长啸过后，“劣胜优汰”的逆淘汰游戏大行其是，再生英才的土壤庶几难存，如画江山
再无“满江红”！
　　3.清代三代领导人都选对了　　鸭子爬树与猴子游泳，这样的选择与安排毕现“逆淘汰游戏”。
然而，鸭子与猴子都是各有所长的，如果让鸭子去游泳，让猴子去爬树，结果又如何呢？
　　清朝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把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位置，尤其连续三次选对最高领导人，那么
足可以促成一个民族的飞跃。
　　众所周知，清朝在兴盛之前，只是个处于北方“极寒蛮荒”之地的少数民族部落。
　　当时，即使在吞并了相对富饶的南满之后，“后金”所有成年男丁不过十万出头，其中满洲男丁
只有六万二千多人，满洲兵只有四万一千多人，这就是多尔衮入关时的全部人马数字（据《中国通史
》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真正是“地瘠民少兵寡”；而当时大明的总人口是五千万左右，“
抗清兵将二三百万”。
然而，交战的结果却是清朝把大明灭个干净——严重超乎想象力的以少胜多。
　　以少胜多的缘由，众说不一。
但我以为，最不可或缺的，则在于领导人的杰出。
满洲族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连续三位卓越领导人，在他们卓越才华的发挥下，才得以短短
四十多年就建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
　　为什么清朝能够确保三代领导人个个都是人杰呢？
是命中注定的结果吗？
　　审视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多尔衮这两代清代最高领导人，竟发现他们并非“命中注定”的接
班人。
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组织程序”，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问鼎最高权力宝座。
但是他们不仅问鼎了，且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这在中原王朝中，几乎没有这种可能。
　　为什么在中原汉族王朝，选择一个合格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接班人反倒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呢？
　　除了僵化执行嫡长制之外，最致命的是根本缺乏一个公开、公平的“选贤”过程。
接班人是要么由皇帝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的，要么由当权者越俎代庖指定。
“贤能”与否取决于他们的眼光。
他们并不是总以“社稷”为重，他们常常只凭个人需要和喜好，决定皇帝接班人。
　　固定的嫡长继承顺序可能带来一个不合格的君主，而君权不能顺利继承则可能带来动乱乃至战争
。
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君主们即把王室的团结、王朝的稳定放在了第一位。
中国最杰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就此做出了概括性的总结：立储一事，最要紧的是要使臣民知晓，“
太子之位不可经营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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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稳定的大旗下，命中注定的庸君越聚越多。
“皇帝接班人”问题遂成为中原历朝最痛的一件事。
如何确保接班人既是“合法继承人”又是个“杰出人物”，几乎成为无解之题。
　　从封建体制的“合法性”来讲，“立长”是中国历朝“共鸣”的接班人制度，但史实证明，这种
接班人制度产生杰出政治家的概率不到一成。
　　譬如执“立长继承制”最坚决、最彻底的明朝，坚决贯彻“嫡长制”，但收获的大都是苦果。
那些嫡长继承人，不是暴君，就是病夫，悉数令人失望。
除去在位几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不提，其他十六位皇帝有八位属于“草包恶棍型”，其恶行世所罕见
。
明朝276年的统治，这八位“草包恶棍”的统治就占了173年，近一大半的时间。
尤其糟糕的是，从明武宗朱厚照开始，连续出现六位“昏暴结合之君”，统治中国达百余年直至明亡
。
　　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奇怪。
　　“嫡长制”保障的是所谓皇位的“合法性”，确保的是封建统治的有序而不乱。
即便是弄个稻草人或患者放在那里，也在所不惜。
因为那是“命里注定”的。
至于那位“命里注定”的君主是不是“婴幼病弱、低能白痴、昏聩糊涂、暴戾狂狷、神经变态”，会
不会“荼毒天下，为祸至巨”，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然而，大明最高领导继承人之患，这个无解之题，却被边陲少数民族部落一度化解。
　　话说回来。
清朝出现三代杰出领导人，这要得益于他们的“旗内民主选举”。
这是一种“贵族民主选举制”，由八旗贵族内部主要成员推举皇帝继承人。
虽然它不是举国普选最高领导人，但比较僵化的封建世袭，还是具有相当的优越性。
　　它的优越性有二：一是当选者一般是既有实力、又有才能威望的人，能够胜任领导者的工作；二
是直接产生最高领导人，略去了太子这个过程，避免了贵族内部的斗争。
实践证明，经这种方式产生的两位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皇太极、多尔衮，堪称当时满洲乃至全国最杰
出的人物。
　　从努尔哈赤驾崩，到皇太极暴毙，清朝的最高权力三易其主，但这三次易主均“旗内民主选举”
交接。
皇太极能力超群，却非国君顺理成章的接班人，他不是大太子，而只不过是候补王储中的一个人选而
已。
但努尔哈赤一死，旗内一番“民主选举”，皇太极即位，优胜劣汰，自然是一种“进化”的硕果。
　　等到皇太极暴毙，皇太极虽留有长子豪格，但经过“旗内民主选举”，幼子福临（顺治）胜出。
从表面看，这似乎不是优胜劣汰的结果，而似乎是劣胜优汰了。
但实际上，通过这场“选举”，骁勇善战的多尔衮亲王成为“不是皇帝的皇帝”，他是“旗内民主选
举”最大的赢家，所以终归是优胜劣汰的硕果。
　　而反观大明国，坚持僵化的“嫡长制”，“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
最后，延续出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崇祯皇帝，“勤快”地埋葬了朱家王朝。
　　由此不难看出，清朝的最高权力虽三易其主，“淘汰赛”连连，但基本是“旗内民主选举”的正
向淘汰，强者胜出，执掌最高政治权柄，所以只能愈争愈强，清朝焉有不兴之理？
！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才者居之，庸者止步。
不是清朝三代领导人个个杰出，而是“旗内民主选举”把杰出的人推上了皇位！
　　衡量一国之政治水平，一个重要指标是看最高权力能否高质量地继承。
高质量，指最高权力必须移交到能胜任治理国家重任的人手里。
清朝一度做到了这一点，行“优胜劣汰”之“正向淘汰”法，故大起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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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天下最痛苦的事，就是奇才保庸才，英雄保庸君。
除非奇才造反取而代之，否则不会有好果。
岳飞保赵构，最根本的不是利益的冲突，而是生存哲学的冲突。
奇才岳飞以山河一统为最大人生抱负，这个抱负超越了他的主子，注定不会被主子包容。
　　——逆淘汰四　让鸭子去爬树　　中国古代没有标准的商人，本质上还是地主家的掮客而已。
当你成为巨商时，最高统治者——那个大地主唯一的雇主加贼王就会吃掉你。
这就是二十四史中所有商才的命运。
　　　　　　——逆淘汰六　一红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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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何谓逆淘汰？
一言以蔽之，曰：劣胜优汰。
　　这是与达尔文《物种起源》唱反调的“退化竞争”，然而却在人类的局部历史舞台经常上映。
　　人才出局，草包过关，“劣胜优汰”历史剧在东方“神州”断断续续“播映”了两千年。
对于过关的草包，那是美不胜收的人生喜剧；对于被废的人才，则为彻头彻尾的毁人游戏。
　　毁人游戏中常见——奇才败在庸才手；有文化的人败在没文化的人手里；讲人格的人败在不讲人
格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这是不折不扣的逆淘汰。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一口口埋葬人才的陷阱，一出出光怪陆离的用人迷局。
　　毁人游戏虽然荒唐，但却据有独一无二的“生存空间”。
固化两千年的封建政治格局下，从政经到文化，政府垄断一切社会资源，人才除了依附政府外没有其
他更好的出路。
当官是唯一的发达通道，走仕途几乎形成了全民共识，所以人人都想当官，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
腾达捞个一官半职。
然而当大家挤作一团时，那种情况也有如食腐动物麇集在腐尸上一样。
竞争不仅残酷绝伦，而且是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
悲喜交加的逆淘汰注定要在这样的“非正常竞争”下发生。
　　中国封建历史太长了，所以毁人游戏总是能与时俱进、自动“升级换代”。
　　当“非正常竞争”的逆淘汰占据了时代“主旋律”，人才之被毁，则成为挥之不去的痛。
浩瀚的二十四史，冷眼看来，不啻于 “毁”人不倦的仕途陷阱。
尔虞我诈，刺刀见红，无止无休⋯⋯千古悠悠，有多少人才“虽九死而犹未悔”地填进了这口巨大的
陷阱中，直至在井中发霉变臭？
　　发生于“争上游”路上的逆淘汰，其前提是：你不是人才，领导说了算。
然而，领导是不是伯乐，谁说了算？
历史的空谷里，无人应声。
　　历史一再令我们发出“惜哉人才”的长叹，漫漫仕途，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人才？
制度毁他，上司毁他，同僚之间的相毁更加严重。
中国历史上，名臣良将都有过相似的被同僚“下绊”的遭遇，“掣肘”现象频频作怪。
一个人才出现后，一万个庸人等着毁灭他，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瞬间扼杀，淹没于茫茫人海——
这似乎成了一道无解的千古难题。
　　⋯⋯　　本书由古至今，穿越历史时空，挖掘埋葬人才之暗道，冷析毁人游戏的规则成因，解剖
中国古代选才体制怪胎，起底光怪陆离的用人迷局，从而为广大读者奉献一部醍醐灌顶之“醒才”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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