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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局，无处不在。
小到人与人的竞争，大到统治一个国家，都需要策略。
做局就是一种在长期生存和发展中形成的人生博弈手段。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概括起来不出一个“局”字。
做局并非贬义，而是在复杂的格局下，力求自保以维持生存，或者发展以改变命运的技巧。
　　一部中国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博弈史，其中有数不清的局，看得人眼花缭乱，读得人惊心动魄。
不论忠奸善恶，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形形色色的局联系在一起，只不过有的人在做局，有的人在防局罢
了。
局做得好，做局的人可能会一举成名，一夜暴富，一帆风顺；做得不好，做局的人也会身败名裂、自
取其咎、一失足成千古恨。
做局者与防局者的角色，是随时可以互换的，一个人可以给别人做局，也同时要谨慎应对别人设下的
局，避免成为炮灰和牺牲品。
　　本书不是在教你诈，而是希望透过历史告诉读者人性的多变，社会的复杂，让我们学会在社会中
生存的博弈之道。
读一遍看清历史大势，读两遍参悟人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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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浩之，1973年生，籍贯安徽宿州，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做过十年机关公务员。
现寓居北京，潜心著述，专注于挖掘文史典籍，弘扬普及传统文化，开发出适合今人的新理念、新价
值。
已出版畅销著作有：《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王道：中国历史中的帝王术》《读史学做人》
《读史学做事》等，上述图书均被引进到韩国、台湾地区，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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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设局之策　最高明的局，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人心甘情愿。
　最经济的局，讲究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回报。
　润物无声的设局法　吕不韦的长线投资　千古第一反间计　借船出海，借树开花　借刀杀人　无风
也能起大浪　把潜在对手解决在摇篮里　连环计，走不出的迷局　神秘感也是种威慑力二　开局之需
　“名不正则言不顺”。
开局需要取得道义的合法性，抢占有利的制高点。
　要建好自己的根据地，明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机会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创造的。
没有东风可以造东风。
　做局者的演技　要关心对方的利益和需求　打造自己的人才库　取得道义合法性　自己成功，也要
成全别人　建好你的根据地　没有东风可造东风　在上级面前的种种表演三　观局之法　　一个局，
做局的与被做局的，被扯进局的，想搅局的，想坐收渔翁之利的，各方势力斗智斗勇，费尽心思，可
谓无所不用其极。
同时，就是一个再简单的局，只要从多角度观摩，都是复杂的，能看出不同的道理。
　　当时机成熟时，如果不能及时把握，不仅做不成局，甚至还会掉进别人的局里。
而如果时机还不成熟时，就头脑发热地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从而盲目行动，则结果是做得越多
，错误就越大。
　不要授人以柄　圆滑老练的张之洞　浑水摸鱼的几种技巧　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　看碟子下菜　上
轿容易下轿难四　控局之道　　运用谋略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不露锋芒，既能有效地掩饰目的，又能
达到目的，不仅要说服对手，战胜对手，又不能显得太张狂太咄咄逼人。
当你做大事时，不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否则你会被别人当靶子打！
　　但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杀伐决断。
胡林翼曾力劝曾国藩不可专学诸葛亮的谨慎小心，还曾一再敦劝曾国藩要有不怕包揽把持、放手去干
的勇气。
这些特点，正是曾国藩缺乏而胡林翼所特有的。
　耐住性子才能钓到大鱼　苏秦张仪的一唱一和 　由扁鹊的医术想到的 　把事办得妥帖　抓其弱点
，逼其就范　刚柔兼备，宽猛并用　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软硬兼施，流氓打法　一场和平的权
力移交　内紧外松，制造烟雾五　对局之争　　当双方实力不相上下时，要尽量避免真刀相见、两败
俱伤。
因为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所谓渗透战术，就是在和风细雨中瓦解对方，而不必大动干戈。
可以先给对方一些甜头，使其入局，等他感觉不妙时，已成骑虎之势。
把青蛙扔到沸水里，它能跳走活命；把它放在温水里慢慢煮，它会舒舒服服地死掉。
　不战而屈人之兵　把对手拆得七零八落　无处不在的三方制衡　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智猪博弈”　
趁火打劫，速战速决　温水煮青蛙　把对手推上绝境　李渊的反客为主　再看“田忌赛马”六　僵局
之救　　局势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也往往是最困难的时候，这时一定要想方设法挺住，不管你用什么
办法。
挺过去了你就是英雄，挺不过去你就是草包。
　　大难当前，可以施“李代桃僵”计，找到替人受过者。
也可施“金蝉脱壳”计，这实际上是一种分身计、逃遁计，是一种面临僵局、败局时的反败为胜之法
。
　败中求胜之计　关键时刻要有决斗的勇气　巧用力，才能扳倒大石头　替罪羊与炮灰　通过造势来
救市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借助外力办自己的事七　搅局之技　　搅局，就是“我赢不了，你
也别想赢”。
既然自己成不了，那就谁都别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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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明的遭人谴责，那就来暗的，就是扯后腿拆后台，也要坏了你的局　露出些破绽给人看　制造假象
，借机敲打　扯后腿，拆后台　就是要看你的笑话　忽真忽假，把对手玩晕　彻底消除一切隐患八　
破局之巧　　与对方博弈时，要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
　　打蛇就是找准七寸，争取一击成功。
　　不要总是龟缩在自己的阵地，要敢于争取战略空间，在自己的阵地之外建立一道防火墙。
这一做法对于防范小人来说，尤其必要。
　把博弈的主动权抓在手里　蛇打七寸，攻其要害　自建一道防火墙　寻找你的盟友九　收局之要　
　收局就是打扫战场，消除一切隐患，保住自己的胜利成果，维护自己的声誉。
　　凡是胜利者，都欠下了很多债。
所以要有还债的意识，功成名就之后多想着回馈社会，以减轻你的原罪。
　收尾一定要漂亮　张居正的不完美退场　曾国藩全身而退　李鸿章办事留余地　胜利者要有还债意
识　一个人可以红多久　自己的事业不可维系于一人　选好接班人　人到用时方恨少　关键时拉对手
一把十　败局之训　　使你成功的因素有时也正是导致你败亡的因素，胡雪岩的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一
点。
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那些成功的局何以成功，也要知道那些失败的局何以失败。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种下什么因，就要收获什么果。
失败，往往是逃不掉的宿命。
　分析历史上的败局　绝不可永远与狼共舞　性格缺陷招来厄运　一定要把利益格局看清楚　武则天
，赢了天下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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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一次项羽的使者来访，陈平“做局”的机会来了，他先是故意地隆重接待使者。
声色犬马之下，使者被感动得坐卧不安，当然礼节性地说出代楚霸王项羽向诸位感谢的话来。
谁知招待人员就此突然翻脸，撤下大餐和美女，换上窝头和稀饭，当着使者的面说，你倒是早说你是
项羽派来的啊，我们还以为你是亚父范增派来的呢。
使者羞怒之下，回去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向项羽作了汇报，头脑简单的项羽当然怒火中烧，从此不再
信任范增。
后来范增几次直言相谏，更是惹得早有成见的霸王不高兴了，终于被扫地出门。
范增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受了闷气，加上背上毒疮发作，不久就负气归西。
而他一死，项羽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从表面上看，使项羽怀疑范增好像非常难，但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很容易理解的。
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谁能最终获胜实在不好说，所以有的人今天站在这个阵营，明天可能又
站到了另一个阵营。
站在项羽的角度想，范增也许真的觉得刘邦更有王者之气，想跳槽倒向刘邦哩！
韩信、黥布之流不都是出尔反尔、忽左忽右吗？
　　人性是不可捉摸的，人心隔肚皮啊。
我们知道，关系越是亲密的人之间有时越是容易出现矛盾。
就拿刘邦来说吧，他就曾因萧何在后方权力过大而怀疑萧何，后者及时看出不妙，就把自己的家属子
女送到战场（可以说是做人质），同时他也搞些贪污财物、挪用公款的事来，刘邦这才打消疑虑：哦
，萧何看来并无异心，只是贪些小便宜罢了，这倒不打紧，从此放下心来。
　　　　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反间计，那就是皇太极借崇祯皇帝之手除掉袁崇焕，扫除了灭明的一
大障碍。
　　当时，后金南下，势如破竹，明朝的辽东守将袁崇焕独撑危局，使皇太极如鲠在喉。
公元1627年，崇祯帝即位，很想有所作为，他一即位就除掉了大阉魏忠贤，又给杨涟、左光斗等正直
的大臣平反了冤狱。
许多大臣请求把袁崇焕召回朝廷。
崇祯帝接受了这个意见，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军事。
崇祯帝还亲自召见袁崇焕，问他有什么计划。
袁崇焕说：“只要给我指挥权，朝廷各部一致配合，不出五年，可以恢复辽东。
”　　崇祯帝听了十分兴奋，给袁崇焕一口尚方宝剑，准许他全权行事。
　　袁崇焕重新回到宁远，选拔将才，整顿队伍，军纪严明，士气振奋。
东江总兵毛文龙作战不力，虚报军功，不服从袁崇焕的指挥。
袁崇焕使用尚方剑，把毛文龙杀了。
　　皇太极在辽东屡屡败于袁崇焕，当然不肯罢休，他知道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决定改变进兵路线
。
他做好一切准备，于公元1629年十月，率领几十万后金军，从龙井关、大安口（今河北遵化北）绕道
河北，直扑明朝京城北京。
　　这一着可出乎袁崇焕的意外。
袁崇焕赶紧出兵，想在半路上把后金军拦住，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后金军乘虚而入，到了北京郊外。
袁崇焕得到情报，心急火燎地带着明军赶了两天两夜，赶到北京广渠门外，没顾上休息，就和后金军
展开激烈的战斗。
别路明军，也陆续赶到，投入战斗。
　　后金军突然进攻北京，引起了全城震动。
崇祯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了一些。
他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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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
有什么阴谋呢。
　　崇祯帝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起来。
袁崇焕向皇上请求说，将士们长途跋涉，十分劳累，请准允入城休整，但被崇祯帝拒绝了。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向崇祯帝密告，说是他听到守营金
兵的私下议论，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订下密约，要出卖北京。
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帝惊呆了。
　　崇祯帝哪里知道，这个情报完全是假的。
两个金兵的谈话是皇太极预先布置的。
　　崇祯帝命令袁崇焕马上进宫。
袁崇焕接到命令，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匆忙进了宫。
崇祯帝拉长了脸，责问说：“袁崇焕，你为什么要擅自杀死大将毛文龙？
为什么金兵到了北京，你的援兵还迟迟不来？
”　　袁崇焕不禁怔了一下，这些话都是从哪儿说起？
他正想答辩，崇祯帝已经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大牢。
　　有个大臣知道袁崇焕平日忠心为国，觉得事情蹊跷，劝崇祯帝说：“请陛下慎重考虑啊！
”　　崇祯帝说：“什么慎重不慎重？
慎重只会误事。
”　　崇祯帝拒绝大臣的劝告，一些魏忠贤余党又趁机诬陷。
到了第二年，崇祯帝终于下令把袁崇焕杀害了。
　　反间计是名副其实的毒计，其毒不仅仅是手段，更重要的是其对人性弱点的残酷利用和无情玩弄
。
对于人类来说，这既是一种让人津津乐道的谋略，又是对对手智商的一个讽刺。
但是在“目的总是证明手段的正确”和“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的规则下，那些试图谋取
胜利的人总是看重“津津乐道的谋略”，何况，“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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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做局》讲述了智慧无罪，做局有理，最睿智的人生谋略与处世哲学 博弈理论与精彩案例的结合，为
读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竞争策略，也让读者领悟到了决定人生成败的关键。
  从历史中学习权谋之术，一直是中国普通大众读史的兴趣和预期之所在。
 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关系，概括起来不出一个“局”字，其关键在于如何看局、如何防局、如何做局、
如何救局，从而才能避免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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