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史学做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读史学做人>>

13位ISBN编号：9787802135499

10位ISBN编号：7802135494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李轩 海潮出版社  (2008-06出版)

作者：李轩 编

页数：3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史学做人>>

前言

什么是历史？
什么又是现实？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人生，而现实则是正在流动着的人生。
我们生活在现实当中，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将历史遗弃。
事实上，历史不是简单的时空转换，而是一种智慧，一种文化。
谁掌握了这种智慧和文化，谁就掌握了现在，谁就能够创造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鉴”，意思就是要把历史当作镜子一样来反观现实，从而达到指引现实、超越现实
的目的。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中国人做得是很不错的。
在古代，很多史学家编写史书之前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指引现实，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宝
贵的人生经验、处世方法。
事实上，我们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古国，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我们丰厚
的历史积淀。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现代人对历史的挖掘、对祖先智慧的继承却还远远不够。
甚至有些人觉得，历史是腐朽的，是一些没有意义的教条，我们要想发展，就得跟上时代的潮流，就
得创新，就得丢掉历史的包袱。
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思想。
的确，历史当中有一些糟粕．我们也需要创新，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把历史中的精华也一起丢掉。
试想，一个没有继承的国家，一个永远处在变动中的民族又何谈发展呢？
我们要继承历史、发扬历史，首先就应该懂得用历史来指导自己的人生。
换句话说，就是能够从历史当中学会做人的道理。
所谓“先做人，后做事”，就是讲一个人在事业上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首先取决于这个人做人做
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做人。
同时，历史又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来组成的，而每一个人、每一句话就是一条人生智慧，一种做人法则
，对于失败者我们可以吸取教训，对于成功者我们可以获得经验。
如果我们不懂得利用历史中的处世经验与做人方法．那么受到损失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但是．怎么样才能充分利用历史、发扬历史呢？
很多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读史学原著不仅晦涩难懂、毫无趣味，而且还价格不菲；听讲座，耗时费力不说，还往往不能适时运
用，时间长了就忘光了。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编写了这本《读史学做人》。
在这本书中，我们深入浅出的将历史的趣味性和知识性有机结合起来，让读者能够在愉悦的心态下学
习历史知识。
在此，我们希望那些仍然在人生道路上徘徊的朋友们能够读到这本书，并通过这本书使您找到一条康
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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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其实，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保留着一分追寻逝去历史的好奇，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通晓古今之
变，能够知道我们来自何方，又将走向何方？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本身就处在历史之中，历史就在我们的身边。
在中国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中，古人们那些超越常人的见解，出奇制胜的创造，机敏应对的韬略，解疑
醒世的良言，无不闪烁着智慧之光。
他们正确看待问题的眼光、巧妙解决问题的手段，在今天看来仍然体现出极高的智慧。
每天读一点历史，一个简单的故事就能启迪思想，开悟心灵，改变你为人处世的方式，改变你做事的
方法与技巧。
只要我们走到历史中去，你一定能够从中有所感悟，这些感悟肯定会对你的做人做事有所启迪，会源
源不断地激活你的思绪和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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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贵有自知之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塑造自我，修身立命切忌“夜郎自大”正确分析，认识自
我学人所长，补己之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第二章 刚柔相济，进退自如龙蛇屈伸，幻化莫测力服人口
，理服人心刚柔并济，以忍治暴满月易亏弓硬弦常折处弱守柔，以柔克刚自毁自辱，装疯诈呆该退让
时须退让以退为进，终获胜利刘秀以柔道得天下第三章 谦恭知足，退守保成锋芒不可太盛贫而无怨，
富而不骄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预定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人
不能太张扬第四章 以诚对人，言而有信未学做事，先学做人言必诺，信必诚一诺千金守信是最大的美
德言出必践，信赏必罚讲究诚信就是救助自己言而有信才能让人臣服阎敞诚信无私曹操不违生死约陆
元方卖房讲诚信高允宁死不说谎诚实的人不欺骗自己第五章 克己忍让，以和为贵凡事多忍让忍一时，
风平浪静大丈夫一“屈”值千金胸怀宽厚，以事业为重克己待人，招揽人才容人之短，宽以待人忍小
事，成大事商汤善屈得天下忍耐得天下心底无私天地宽第六章 灵活变通，智圆行方审时度势，灵活变
通“糊涂”一点又何妨？
随机应变，化险为夷韬光养晦，谨慎做人说话要看对象做事要分轻重缓急大智若愚，真聪明者兵不厌
诈，以假乱真功成身退，及时隐退屈伸有度才能进退自如第七章 锁定目标，锲而不舍愚公移山感天神
韦编三绝“仁“苍生凿壁偷光抒己志忍辱负重著《史记》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破釜沉舟终克强
敌搜罗百氏，终成《本草纲目》第八章 养精蓄锐，蓄势待发保养精神，蓄积力量忍而不发，静候佳机
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退避三舍，后发制
人能屈能伸，应对磨难第九章 纵横披靡，进退自如高瞻远瞩，把握趋势把握时机，该进就进进一步，
还要让三分采取曲折的方式进取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别出心裁，出奇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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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贵有自知之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战国前期，有位“赫赫有名”的魏惠王。
他之所以有名气，乃在于他在位期间打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一连串大败仗，硬是将其祖父魏文侯
、其父魏武侯辛辛苦苦创下的那份霸业给葬送了，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败家子，完全的失败者。
公元前453年，韩、魏、赵三家分晋，战国揭开了序幕。
在当时的七雄之中，魏文侯第一个实行改革，礼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贤达，重用吴起、
李悝、西门豹等才俊之士，行“地力之教”，施“平籴之法”，创“武卒之制”，励精图治，富国强
兵，成了三晋中实力最强的老大。
为了称霸天下，他曾联合韩、赵诸国，先后西伐秦，占秦河西之地；南击楚，夺楚睢之间；东攻齐，
入齐长城；北征中山，一度奄有其地。
继起的魏武侯效法其父，保证了魏国的霸业得以平稳维持。
应该说，父祖辈给魏惠王留下了一份十分可观的家业，他完全可以“大树底下好乘凉”，当守成之主
，享现成之福，谋社稷之安。
然而，好大喜功心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抉择失误，终使魏惠王走上了身败名裂的不归路。
根据战国兵备地理考察，魏国北邻赵，西接秦，南连楚，东毗齐、宋，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
险要可供守御，处于四战之地的战略内线地位，这决定了魏国的中原霸权有着天生的内在脆弱性。
所以，魏惠王上台后最应该做的，是如何凭借已有的实力地位，适当选择主攻方向，避免四面出击，
防止四面树敌。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他的正确选择无疑应为东守而西攻，即据有河西之地。
乘秦国退守洛水的有利形势向西发展，夺占泾、渭，控制崤、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
遗憾的是，魏惠王本人是彻头彻尾的战略短视者，他所追求的是表面上的风光，贪图的是虚幻意义的
荣耀。
在他看来，秦国“僻在雍州”，完全不配当自己的对手，胜之不武，服之无名，激发不起自己的兴趣
。
相反，控制三晋，压服齐、楚，才是煌煌伟业，颜面有光。
在这种自高自大心理的驱使下，他轻率地作出了战略东移的选择，西守而东攻。
为此，他把都城从安邑搬迁到大梁，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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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读史学做人》中，作者深入浅出的将历史的趣味性和知识性有机结合起来，让读者能够在愉悦的
心态下学习历史知识。
 几千年来，国家的兴衰治乱，人民的悲欢离合，朝代的更迭变换，文化的兴废传承，不知演变了多少
次。
而土地还是这块土地，舞台还是这个舞台，只是舞台上的人换来换去而已。
如果你想具有一双慧眼，如果你想对事情看得更加透彻，那么不妨读读历史！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人生，现实是正在流动的人生。
历史不是简单的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它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文化，谁掌握了这种智慧和文化，谁就掌
握了现在，谁就能够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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