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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
都说时事造英雄，但人是历史的主角，创造者。
英雄也同样成全了历史的延续与谱写。
他们各自在舞台上进退、藏躲、伸缩，有的意气奋发，一路向前；有的思前顾后，盘算左右：有的此
一时彼一时，换防自己的人生战术；有的望上瞧下，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法。
成与败，大成与大败，小成与小败，往往纠缠在一起，又往往界限分明。
不管怎样，总有人成就大事，总有人一事无成，或者今日之成，明日即败，或者今日遭遇挫折，明日
陡然为强者。
这就是历史，历史不是算盘，但是总为大智者所掌控。
看天下兴亡成败，必须要学会思考自己如何做人办事，没有这一点，那是枉读历史。
历史的经验就在于一个“鉴”字，鉴人之得失，鉴人之正误，鉴人之险夷。
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人，但有很多人常常靠感觉、兴趣做人谋事，不能借鉴历史人物之得失
，即不能借助历史经验来搭建自己成功的平台。
自不是智者。
观中国历代君臣得失，他们不光被后人记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领导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
从他们失败中总结做人处世的经验，从而使我们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以史为鉴，有效地避免错误
的再次发生，从而成就大业。
历代的君臣都喜欢以史为鉴，这样他们就能轻松地管理好他们的下属，大鉴可以得大用，小鉴可以补
不足。
静观历史百般变化，皆在互鉴中更替前行。
更确切说，史之兴亡，朝之嬗变，人之得失，皆重在如何去鉴。
本书不仅是把正鉴、反鉴、侧鉴、明鉴、暗鉴等合而为一，而且使其成为一部可供人生大用的实用典
籍。
本书集各种经典案例并解其中深道，力图举一反三，化为已用。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读史的根本目的在于一个“用”字。
权掌握于人，人如何用权为政，自是一个重要问题。
历史上之败臣，都有一个通理，即以权谋私，以权图利，结果把自己逼上一条绝路。
这叫败于权。
此等教训已经司空见惯，为何不能根除？
领导学始终都刻有“正大光明”四字，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走入阴暗狭路。
比较那些一生为国的真正忠臣、能臣，他们肝胆相照，以天下为大局，做事严谨，去除私欲，终使得
人生价值大增，这是一条天规，不可破除。
用权是把智慧化为实际，既要集政，又要控制，既有斗策，又安端正，以诚信得人心，以人格赢得比
权力更为宝贵的尊重。
对待那些“暗箱”中的人，要能用布阵法、稳步法、换牌法，让他们露出原形。
用谋略不是表面叫阵，而是以大智制小智，以长思制短见。
人与人之间，会形成无形的人际关系阵，它制约彼此，又考验彼此，更何况另有意图者总想踩着砖头
通天，布下各种明暗险道，让你身心受阻，甚至套住你的手脚。
因此，要善于为大目标、大事业智用领导谋略，在张弛、碰躲、进退、攻守等战术中极大地调整好自
己的步伐，做到眼中能辨正说，心中能识群小。
识知人之道，目的在于成大事，而成大事必须从做人开始。
天下纷纷，只有把握好，掌控住自己，才可能走稳步子，这是硬道理。
有些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总是是磕磕绊绊，以至于人生不能畅通，这是万万不行的。
历史反复说明：做人谋事比棋局还复杂，攻必须是一个九段棋手、超一流棋手，才能控制住对面的棋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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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开列数章，点透各种领导谋略表面与背面、正面与反面、大智与小策、大得与小失的复杂关系，
案例经典，眼光犀利，适用于各种领导管理之道，既可有所鉴，又可有所用，实为一部能够走进历史
腹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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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仅把正鉴、反鉴、侧鉴、明鉴、暗鉴等合而为一，而且使其成为一部可供人生大用的实用典籍
。
本书集各种经典案例并解其中深道，力图举一反三，化为已用。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读史的根本目的在于一个“用”字。
　　权掌握于人，人如何用权为政，自是一个重要问题。
历史上之败臣，都有一个通理，即以权谋私，以权图利，结果把自己逼上一条绝路。
这叫败于权。
此等教训已经司空见惯，为何不能根除？
领导学始终都刻有“正大光明”四字，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走入阴暗狭路。
比较那些一生为国的真正忠臣、能臣，他们肝胆相照。
以天下为大局，做事严谨，去除私欲，终使得人生价值大增。
这是一条天规，不可破除。
　　本书开列数章，点透各种领导谋略表面与背面、正面与反面、大智与小策、大得与小失的复杂关
系，案例经典，眼光犀利，适用于各种领导管理之道，即可有所鉴，又可有所用，实为一部能够走进
历史腹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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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服人必先服心。
而要服众人之心。
领导者必须处处严于律己。
以身作则。
规章制度，先以自律；工作计划，先以完成；困难当头，先以承担；功利当前。
先以谦让，必使下属感德。
众人拜服。
口碑好的领导者常常被认为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素质，“正人先正己”，你觉得人家头发脏了，自己身上还有虱子呢，人家凭什么听
你的话？
身教重于言教，你就是说得唾沫遍地，别人也不一定往自个儿的心里去，但是，如果你做出让人竖大
拇指的事，员工们的自觉意识自然也就提高了。
这个问题很好理解，人家都在干活呢，你到那儿说没用的话和亲手参加劳动的感觉差异大了。
以身作则，就是无声的命令。
如果是“天桥的把式”，在那儿只说不练，恐怕就成“行动的矮子”了。
所以，批评之前一定要三思。
我们一想到好的领导干部们，总是说出焦裕禄、孑L繁森的名字，他们之所以可敬的原因在于：一个
在贫瘠的兰考不顾疾病缠身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在盐碱地里种了那么多梧桐，而且，吃穿用跟群众没
有什么区别，那一身为民服务的脊梁是铮铮作响的。
另一个是在西藏的阿里地区，把自己的津贴都给了牧民们了，整天在大风沙的天气中奔走，把当地的
老妈妈当作亲娘一样看待。
人心都是肉长的，他焦书记、孔书记说一声，谁能不惟马首是瞻？
但是，生活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到有些单位的领导“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嚣张气焰。
这样的领导还打算得到群众的拥护，简直就是在做梦。
如果说如今“正人”已经成为不可省却的领导环节，那么“正己”就是一个前提。
这直接决定着一个领导者的威严被多大程度地认可。
要想真正得到部属们的拥护，就必须脚踏实地地操劳。
历史上好多出色的统御者也做到了这一点。
开创“文景之治”的西汉文、景两帝，在他们统治期间励精图治并以身垂范，使百姓的生息得到了充
分的休养。
他们反复强调天下社稷以农为本，号召群臣重农。
为了使这些口号不成为表面文章，文帝诏开籍田，亲自耕作；景帝“朕亲耕，后亲桑”，身体力行，
为天下先。
文帝和景帝皆认为奢侈是致乱导亡的根源。
所以他们在劝农兴桑的同时，大力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而且率先做出榜样，注意先从自己做起
。
一次，文帝想盖一座露台，召工匠预算费用，需花费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lO户的财产，后取消了这
个计划。
据史记载，文帝在位23年，“宫室、苑园、车骑、服饰，无所增益”。
他身穿“戈绨”作的袍子，“戈绨”是粗糙的丝织品，为当时的普通衣料。
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古代贵夫人、小姐以衣服拖地，走起路来不露脚为美），他们
的帷帐是一般的一色布帛，连花纹也没有，十分简朴。
就连死后造陵，他也反复叮咛，建陵要因地制宜，从简办事，不许劳民伤财。
下诏说：“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临终前，文帝还下遗诏，说：“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我甚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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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薄葬，反对浪费。
文、景的以身作则，是取得文景之治美誉的关键。
司马光《资治通鉴》曾生动描绘如下：“国家太平无事，非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家富裕，人人有
充足粮食，库府中货物堆积如山，用之不竭，京师府库中的钱多达数百万万，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
散钱多得无法计算，国家仓库里的新粮压着陈粮，流出仓库堆积于外，以至于烂掉不可食用。
广阔田野马骡成群，人们以乘母马为耻。
人人自爱以犯法为耻，以行义为先，以愧辱为绌。
”《资治通鉴》在论述身范时说：“人之慕名，好比水向下流，上面怎么做，下面就会怎么行。
”行伍出身的赵匡胤，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混乱动荡局面，深知身范的奥妙。
所以这位欲有所建树的皇帝，把节俭定为治国方略，自己以身作则，事事为臣吏身范。
当宋军灭蜀之后，有人将蜀主孟昶用七彩宝石装饰的尿壶送给赵匡胤时。
赵匡胤很生气地将壶摔在地上说：“用七彩宝石镶成一个尿壶，那该用什么东西来盛食物？
像孟昶这样奢侈腐化，怎么可能不亡国呢？
”赵匡胤十分注重国计民生，特别是在杯酒释兵权后，“当家更知柴米油盐贵”。
再加上不断对南方用兵，使得赵匡胤更加注重节俭。
平日的开销降到最低，衣服经常是补后再穿，所用的乘舆。
都很简朴，寝宫中的帷帘都是只用青布包边，宫中帷幕也与普通百姓家的无两样。
赵匡胤为了让从简之风日盛，还经常把布衣等物赐给左右近侍，说：“朕过去带兵打仗时就穿这些。
”赵匡胤不仅以身作则，力行节俭，而且还严格要求家人，教导其子女不能贪求奢华。
一次赵匡胤的娣娣魏国长公主穿了一件由翠鸟羽毛作装饰的短上衣入宫见皇帝，赵匡胤见到后，很不
高兴。
他对公主说：“回去后把它束之高阁，别再穿了，从今以后，不要用翠鸟羽毛作装饰了。
”公主笑着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一件衣服能用去几根翠鸟羽毛？
”赵匡胤正色说道：“此言差矣，你穿这样的衣服，宫中其他妇人必定会争相效仿。
这样一来京城翠鸟羽毛价格便会上涨了，百姓见有利可图，便会大肆捕杀，那要杀伤多少翠鸟呀。
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有错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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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君臣得失之道:不可不知的历史博弈经典》开列数章，点透各种领导谋略表面与背面、正面
与反面、大智与小策、大得与小失的复杂关系，案例经典，眼光犀利，适用于各种领导管理之道，即
可有所鉴，又可有所用，实为一部能够走进历史腹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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