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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权谋术是应用于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策略和手段，如果运用得好，权谋术就是智慧，甚至可以成为一门
艺术，令人赏心悦目，击节赞赏。
无论在政治、外交、军事，乃至最为普通的人际交往中，权谋术其实无处不在。
    中国的历史，从中国最早的文字史料如春秋时的《左传》，一直绵延到今天的各个领域，权谋术一
直在里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只不过人们对此避讳而不谈罢了。
    人们避讳谈论权谋术，原因有二： 一是在中国思想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思想。
儒家传统重伦理，讲道义，强调以仁孝治天下。
而权谋术则为道、法诸家所重，但到了东汉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权谋术被视为阴谋
智术而受到贬抑。
    二是权谋术也确是双刃剑。
它固然是克敌制胜的谋略和战术，但如果不与理想和道义相联系，也确实可以成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
有利武器。
事实上，野心家、阴谋家喜爱玩弄权术，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道义，不那么光明磊落
，因此必须借助于阴谋。
中国传统中有“道”、 “术”之分，所谓道，与宇宙人生相关，和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相联系。
而术，却只是达到某种眼前的、局部的现实利益的手段而已，而于国计民生了无相关。
前者是智慧，而后者才真的是阴谋。
　　但就其谋略本身来讲，你很难判定它是道还是术，关键在于为何所用。
实现个人野心，谋取个人利益离不开谋略，而要一展宏伟的政治抱负，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之中
，也同样需要谋略；在政治斗争中，造谣中伤，投机钻营，需要谋略，而铲除奸佞，保全自身也同样
离不开谋略。
而我们今天介绍权谋术，绝非鼓励人们去玩弄这些权术，而是首先使人们认识到权谋术的双重性，立
本修身，吸收其积极因素，并把这种艺术巧妙地运用到正当的人际关系和工作中去。
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权谋术在我国只是一种应用技术，而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系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
。
很少并不等于没有，说很少无非是与它的极为广泛的应用相比较而言罢了。
从相传为姜太公所撰的最早一部兵书《六韬》，到《孙子兵法》，到《三十六计》，一直到明代刘基
的《战论》，虽然形式上是兵书，但里面的智谋完全可以、事实上也运用到了其他的领域中。
陆贾和汉高祖刘邦争论，说马背上得天下，却并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使刘邦怦然心动，要他把所想
所说的写出来给他看。
于是陆贾就撰文十二篇，据说他每写好一篇，就拿去给刘邦看，刘邦看了连声叫好，左右三呼万岁。
刘邦把这些文章辑在一起，起名叫《新语》。
《新语》里面谈到的也正是谋略。
此外，刘向的《说苑》、刘基的《郁离子》、冯梦龙所辑的《智囊》，都属于这类著述。
而《三国演义》虽然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因为里面描写的多是谋略，因此才脍炙人口，得以广泛流传
。
　　政治家们闭口不谈权谋术，却深入钻研，并把权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
这就像军事家善于打仗，却没有留下兵书一样。
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著述传世，不等于没有理论，也不一定没有总结，而是有的人把自己的心得作为秘
笈，不以示之而已。
这里辑录注释的《残卷》，传为明代大政治家张居正所著。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他生逢明代由强到衰的转折点，任首辅十
年，大力回天，使本来已一蹶不振的大明王朝重新焕发了希望和生机。
他目光远大，见解深沉，加上一系列适宜的政策和严明的法纪，惩治了腐败，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
了社会生产，也巩固了明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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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理论家关注的 “中国经济第一人”，载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册。
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赞誉他为“宰相之杰”，二十世纪为他作传的朱东润也称： “中国历史
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张居正那样划朝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
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没有和他比拟的人物。
这个时期以前的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
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
”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对张居正作了生动地描述：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
的象征。
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
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
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乎中国古语所谓‘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张居正早慧，据说他本该十三岁就中举，因为湖广总督顾磷爱惜人才，担心他过于顺利，少年得
志，会自满起来，葬送一生，就叫人没有取他。
三年后居正中举，顾磷把自己的犀带赠给他，勉励他要为国成材。
张居正熟读经史，不然以后也没法去指导皇帝读书。
他也深通权谋之术，不然就无法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中生存，更遑论权倾朝野，一手遮天。
　　这部《残卷》并不见于《张文忠公全集》，称为《残卷》，也只是后人根据汇集整理张公有关权
谋经籍而起的名字。
因为这是清末人在拆除旧宅时发现的几本纸卷，因为年代久远，加上鼠啮，已经残缺不全了。
只是上面注明是明代张居正所撰。
后来因为战乱，此纸卷早已失落。
现在的版本是源自一位日本学者当年的手抄本，藏在东京帝大的图书馆中。
    张居正为官之初，严嵩当国，他郁郁而不得志，曾请假三年，回到家乡江陵，在读书和诗酒中度日
。
很多人把他的这一阶段的人生看成是消极的，我意不然。
这固然是见势不可为，而全身避祸之道，但未尝不包含了养精蓄锐，以求日后一搏的雄才大略。
最重要的是，他以前虽熟读经史，但都是以空对空，而现在有了一定的政治经验，联系现实去读，效
果自然不同。
我想他可能把读书的体会和心得随手写下，作为日后从政的秘笈。
    很有可能，这部书就是这一阶段的产物。
没有收入集中，可能是要避开嫌疑，也可能这并不是他悉心写出的作品，不想以此传诸后世。
另一个可能是，这是他后来为皇帝授课时的提要。
当然，也不排除是别人写的，误当作张居正所作，或是他人托名所为。
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权谋术著作，这部残卷的参考价值是无可怀疑的。
    现在对这部残卷加以注释，并附以相应历史典故、人物简介，并加以阐发，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
至于原作中有观点错误之处，或本人在译注时有所纰漏，敬请读者加以批评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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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居正，号太岳。
 7岁通六经大义，16岁中举人，而后熟读经史，指导皇帝读书。
几乎凭一人之力实现明代中兴，成为西方政治家与历史关注的“中国经济第一人”。
他靠满腹权谋智慧，得中国第一宰相美誉。
半部残书《权谋残卷》，证明其“宰相之杰”的称号实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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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智察卷一　注意那些有智而无义的人，因为他们会变成佞人。
　上当之后不要责怪人心难测，而要检讨自己的不察。
　对手对你怒目而视，并不可怕；如果他对你微笑，或异常殷勤，那你可要小心了。
　像使用矛一样使用智慧吧，在不断的较量中才能提高智谋的锋利程度。
　听他怎么说，然后考察他的行为；看他的表情，然后把握他的内心。
　先辨出—个人的优劣真伪，再确立与他交往的尺度。
筹谋卷二　善造势者为智，善用势者为谋。
　谋定而思动，后发制人则胜机已握。
　善谋者从来不是依据道理，而是根据利害做出决定。
　注意强弱的变化。
用己之强，来攻敌之弱。
　要偃旗息鼓、不事声张，如此胜机便大了。
 　不要主动与人为敌，不要放弃修好的机会。
用人卷三　君者只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臣者只需能言能行。
　要注意不说谎偶尔说谎，不使诈偶尔使诈的人。
　第一印象好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因为小人更擅伪术。
　要考察人的本质，要顺应人的性情，则事情就可为了。
　发现和使用贤能的人则事有成，不辨和使用奸佞的人败机先伏。
　当权者首先看重的是忠诚而后才是才能。
　经世之道，识人为先，用人后之。
事上卷四　以德报怨是下级化解矛盾、取得谅解的有效办法。
　在大事上忠心，同时不忽略小事；干着上面所想的，想着上面未想的，这是仕途升　迁的智慧。
　恪尽职守，是一种大的聪明和智慧。
　智慧是一种品格，聪明绝不等于智慧。
　一次雪中送炭，胜过十次锦上添花。
避祸卷五　以其昭昭，示人昏昏，而后可以全身。
　以无示有，可获得利益；以无示无，可消弭灾祸。
　柔能克刚，弱能胜强。
舌头比牙齿更强固。
　功大才强者，如果没有权谋，处境就凶险了。
　三十六计中，走为上计。
消除危险、避免事端也是一种“走”。
度势卷六　智者不仅能够把握势，利用势，还能够造势。
　做大事的人。
眼光和胆略同等重要。
　人所好者，利禄也；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实为人之本性。
　智谋没有见识就不能制定，没有胆量就不能实行。
　胆量和智慧都俱备了，就可以造势了。
　不要丧气，耐心等待势的变化，而用自己优势来对敌人的劣势。
　知其不可为而为。
许多人都在犯同一种错误：把时间浪费在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上。
　攻心卷七　攻取人心，就要用理来说服，用感情来打动，用义来引导，用威来震慑。
　刚柔相济，可以消除对方的对抗情绪，缓解矛盾；但收取人心，柔在刚上。
　扰乱对方，激怒对方，等待对方的破绽，然后可以获胜。
　使对方畏惧，并处于危险之中，此后方可施行收心的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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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弱对手，比强固自己更加便利有效。
敌人弱了，就等于我变强了。
权奇卷八　善察者明，慎思者谋，无言者智。
　擅使“拖刀之计”者，往往是最后的赢家。
　想要战胜对手，就一定先要放纵他们，使他们骄横。
　故意违背他的愿望，使其浮躁，诱其露出漏洞，则大事可成。
　善隐者胜，善显者败，善辨吉凶者无忧。
　计谋没有好坏高低，能适用者为上策。
谬数卷九　或先机制胜，或以静制动。
　只有真正的智者才能大巧若拙；虎行似困，才能发出致命的一击。
　知道对方的诡诈，故做没有觉察，可得先机。
　把对方引到荒谬的境地，而后要用对方的矛，攻击对方的盾。
　利用敌人奸细达到自己目的，是高一筹的智谋。
　有时闹也是一种谋，孙悟空小闹得弼马温，大闹得齐天大圣。
机变卷十　顺应时变的人才善于做出变化。
变则安，不变则危。
　借刀杀人的计谋，虽是小人常用的惯伎，但用来对付小人也十分有效。
　设置任何计谋，需把握对手的心理，同时要不露痕迹，见机行事。
　当你无法跑得更快时，就要想到如何让追你的人跑得慢些。
　谋无定法。
关键在于灵活运用，因地制宜。
讽谏卷十一　讽谏来自于见识，深刻才能尖利。
　劝谏不能忤逆对方的意愿，而是应该对之加以体谅。
　劝谏的时机比劝谏的语言更重要。
　劝谏，不宜急躁；和缓则成，刚直易失。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中伤卷十二　谗言就像利器，一句巧语，就会胜过千军万马。
　伪装和陷害，是小人进谗的不二法门。
　谗言与中伤虽只能得逞于—时，却能给被中伤者造成一生的危害。
　诋毁可以使石头浮在水面，而木头沉入水底。
　流言往往比事实还要近乎情理，因此能杀人于无形。
　制止流言的办法是找出流言的目的所在，而后使其无隙可乘，流言就会自动停止。
美色卷十三　有智慧的人借美色来进攻别人，愚蠢的人用美色来讨伐自己。
　美人在前而不动心的是矫情；但喜欢美色，不如尊重贤者。
　失去天下。
并不是因为美色本身，对美色的喜好才是真正的原因。
　用金钱，用美色，来捞取利益，看起来是老套，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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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卷精要　　●注意那些有智而无义的人，因为他们会变成佞人。
　　●上当之后不要责怪人心难测，而要检讨自己的不察。
　　●对手对你怒目而视，并不可怕；如果他对你微笑，或异常殷勤，那你可要小心了。
　　●像使用矛一样使用智慧吧，在不断的较量中才能提高智谋的锋利程度。
　　●听他怎么说，然后考察他的行为；看他的表情，然后把握他的内心。
　　●先辨出一个人的优劣真伪，再确立与他交往的尺度。
　　【原文】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事虽殊，其理一也。
惟善察者能见微知著。
　　【译文】月亮有晕，就一定会刮风，柱石湿润，就一定要下雨，人类的事情虽不一样，但道理相
同。
只有善于观察的人能够从细微处发现本质。
　　【事典】诸葛亮惊走刺客　　有位客人前去拜见刘备。
刘备那时刚刚当上皇帝，政务繁忙，但一向礼贤下士的他还是接待了客人。
　　客人很有礼貌，他称赞刘备当了皇帝是顺天应人。
客人也很健谈，畅论起天下大势，头头是道，把个刘备听得津津有味。
　　客人越坐离刘备越近，他的目光似乎流露出异样的神情。
这时门开了，诸葛亮走了进来，说是有事要向刘备启奏。
客人见到诸葛亮，马上站起身来说要上厕所。
客人出去后，诸葛亮问：　　“陛下，刚才来的是什么人?”　　刘备把客人称赞了一番，接着说道：
　　“丞相难道对他有什么怀疑吗?”　　诸葛亮说：　　“我想他是曹操派来的刺客。
”　　刘备吃了一惊：　　“这怎么可能?你是怎么知道的?”　　诸葛亮说：　　“我进来时，看见
他正在和您交谈，他脸上眉飞色舞，神情却好像有所畏惧。
他的眼睛看着下面，眼珠却四处乱转。
外表露出奸形，内里包藏祸心，因此这人一定是曹操派来杀你的。
”　　刘备恍然大悟，马上下令，叫卫兵去捉拿，但那个人已经翻墙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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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
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乎中国古语所谓“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　　　　　　　　　　　　——历史学家　　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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