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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历史热，随着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中讲历史的内容影响的逐渐扩大，
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喜欢历史，关注历史，学习历史。
确实，以中国历史来说。
几千年的文化沉淀中，有无往不胜的领导策略，有你来我往的竞争心法，有饱含智慧的人生经验，有
高屋建瓴的处世之道。
所以说，历史里有读得完的知识，但有研究不完的学问。
　　今天我们重温历史，就是要从中读出那些仍深具现实意义的学问。
本书从以下六个方面对历史进行了解读：　　一、认识智者用智的学问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
少以多智而闻名的智者，他们立于自己所处那个时代的风口潮头，运筹帷幄，点石成兵。
重温他们用智的故事，认识其用智的学问，对我们看待历史、把握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二、探求用权与治事的学问　　有权力的人不一定做事，做事的人不一定做成事；反过来，想做
事、会做事的人不一样能够拥有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围绕用权与治事，发生过太多让人深思、令人警醒的故事。
今天我们读史，就是要读出这些故事里所蕴藏的学问。
　　三、研究创新求治的学问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本就不多，而能得善终的就更少了，这说明改
革的难度、阻力之大。
但时代的进步是靠创新来推动的，历史上的每一次政治上的创新，不管成败与否，都在客观上推动了
社会的发展。
同时，在古人创新求治的努力中，我们更看到了一股蓬勃的进取精神。
　　四、考察帝王统驭的学问　　帝王的宝座是决策天下的焦点，是打开天下兴亡之谜的钥匙，是为
所欲为的理由，也是藏污纳垢的发源地。
帝王们身处其位不管其才能高低、德性如何，保住皇位都是其面临的一大课题，由此而来的帝王统驭
的学问也颇为高深，值得今天的人们仔细玩味。
　　五、反思进退方圆的学问　　进与退、方与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命题。
因为对进退、方圆的认识不足或把握不到位，导致了许许多多令人扼腕的历史悲剧，尤其是在特定历
史条件下当退时求进，当圆时求方令多少英雄竞折腰，反思这样一个命题，会大大增长我们做人做事
的学问。
　　六、看待书生之勇与武夫之智的学问　　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如果就此认为书生软弱可欺那就错
了。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傲气、又有傲骨，紧要关头能顶得上、立得住的书生不乏其人。
武夫的责任是冲锋陷阵，如果就此认为其头脑简单那就错了。
在中国历史上，精通兵法、善于以智取胜的将领屡见不鲜，对照书生之勇与武夫之智，你会觉得既有
意义又有意思。
　　读史不能追风逐热地随大流，人云亦云，而应深入历史表象的背后，进行独立的挖掘和思考。
这样，你才能“读有所得”，读出属于自己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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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史有学问全集》纵贯历史几千年，披沙拣金将历史的启示和警训呈送给读者，冠以“全集”
也算正当。
 读史已成为一种时尚，但读史的过程不能随大流、人云亦云，要在历史的喧闹中读出属于自己的东西
。
在浮躁心态的驱使下，学问已不再是人们追逐的目标，但如果在对历史的重温中修得的学问，对你的
现实生活有切实的指导意义，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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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编　认识智者用智的学问1.以谋成事保身的贾诩一次错误的追随用巧计以弱胜强顺应时势的
英明决策复杂环境中闪转腾挪的智者2.屡献奇策的才俊郭嘉慧眼识人，改投雄主急攻吕布，远瞻孙策
隔岸观火，平定二袁3.智圣先师诸葛亮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以法治国的能相以攻为守的北伐大业4.以
智成事的曹魏权臣司马懿随机应变，速平孟达假痴不癫，乘机发难5.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精心策划
，兵变陈桥战略定策，一统中原6.能料事未能料人的刘伯温议废明王，理清大计仁政严法，稳定国势
固辞相位，归隐青田7.一言兴邦的范文程独谒军门，投效后金千载良朵，躬佐开国力行汉化，满汉合
流政坛宿将，持盈以中第二编　探求用权与治事的学问1.“第一名相”的强国之策以发展经济为强国
之本尊王攘夷，号令诸侯2.晏婴力倡廉政躬行不怠奉行以民为本的为政原则清廉俭约从己做起3.霍光有
权而不滥权坚持原则就不怕人捣乱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起责任4.敢于任事的能臣张敞自清赴艰，安定
一方利拳惩恶，达变自保5.曹操的奸雄本色挟天子之威以令诸侯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6.于乱世
之中显能臣身手以严法整肃吏治开创政通人和的新局面还是一名制胜沙场的名将7.以救时宰相而流芳
后世拨乱反正，安定皇储十事要说，整顿时局8.寇准雷厉风行干大事一言而定太子果断勇毅保社稷9.周
忱有经世之才税赋改革的前驱因小节而失大势10.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立德济世的清官典范慎刑施教的
治政之道整肃吏治，举荐贤能第三编　研究创新求治的学问1.小国改革图存的典范为改革甘冒奇险“
铸刑书”的创举在大国的夹缝中谋生存2.战国时期改革的先行者以公正之心荐才辅佐文侯，变法图强3.
变法强一国而害一身变法未启，舆论先行奖励耕织，军功授爵废除井田，土地私有铁血护法，镇压不
从4.秦始皇的开创性贡献不能不说的第一次大统一个全新的皇权模式的创立彪炳史册的“三同政策”5.
汉武大帝的文治武功一次文化思想上的大创举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治举措好大喜功生弊端6.范仲淹文
韬武略俱求精进以一介书生而威镇西夏中途夭折的“庆历新政”7.富国强兵梦难圆以发展农业生产作
为改变的前奏打击巨商，控制市场整军强兵，提升战力整顿教育，改革科举8.张居正强权下推行改革
创行考成，核吏安民改革赋役，一条鞭法第四编　考察帝王统驭的学问1.难得的大度皇帝刘秀大肚量
带来大造化以柔治天下　创造“光武中兴”的局面2.一代之治皆因一帝之明杀兄屠弟夺得皇位任贤纳
谏的旷世明君3.谁说女人不能当皇帝在后宫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削除异己巩固地位为自己加冕的武周皇
帝女皇帝一手导演的白色恐怖剧4.赵匡胤以心智取胜心智之一：执新政用旧臣心智之二：杯酒释兵权
心智之三：加强中央集权心智之四：扭转重武轻文的政治弊端.5.对功臣最残忍的皇帝从最底层变身的
一方诸侯群雄逐鹿智者胜尽诛功臣毫不手软废除丞相加强集权花大力气整肃吏治一个特务横行的朝
代6.英武卓识的康熙帝小孩子也能成为政治家平生最大的一次冒险少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皇帝勤政务
实的工作作风一个无比英明的决策7.精明勤政的雍正帝勤政严苛的雍正皇帝雍正是个不折不扣的改革
皇帝雍正的两项举措把中央集权推向高峰第五编　反思进退方圆的学问1.谋国与谋身兼得的智者功成
不居，全身退隐2.忠诚反被忠诚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功成受疑，下场可悲3.被皇帝出卖的大臣不计小节
的大臣屈死东市的冤魂4.功臣之首不居功光武帝的契友恬然自守的开国元勋5.德才兼备却难保一命得罪
了不该得罪的人讽谏了不该讽谏的人6.退敌之大勇与保身之大智单骑退敌的大将风范谨慎避祸的智者
手段7.遭遇“明主”不得不死的李善长投奔“明主”是其人生之幸在“明主”面前不知进退是其人生
的不幸8.亦民亦官亦僧的智者燕王的主要谋士不脱僧衣而得善终9.专擅欺帝的大将军鳌拜奉诏辅政，打
击异己侵凌皇权，终致败局第六编　看待书生之勇与武夫之智的学问1.书生之勇胜三军关键时刻担当
重任大臣有勇气，弱国才有尊严以开阔的心胸维系将相和的局面2.青年将军屡建奇功勇击匈奴，屡建
奇功居功不傲，谦恭无虞3.不肯低头事权贵不避权贵，秉公执法4.出将人相的吴国柱石擒杀名将关羽大
败刘备的夷陵之战沉着应对，斗智襄阳5.明朝开国第一大将的用兵谋略展招江南，巩固根基兵围平江
，剿灭士诚战略包围，攻克大都持重有谋，功高不骄6.坚持清廉正气更需要勇气布衣生活，铁腕能吏
备棺上书，浩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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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献帝从永汉元年当皇帝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傀儡，先后为董卓、王允、李催和郭汜等挟持。
但献帝毕竟是名义上的共主，凉州军阀虽无政治头脑，还是知道挟持献帝，利用其名义。
因此，兴平二年，李催和郭汜内讧，杨奉、董承等劫持献帝东逃时，李，郭又联合起来紧紧追夺。
十二月，献帝在杨奉等拥持下到达陕县（今属河南），在河东军阀韩遏等接应下连夜渡过黄河，驻跸
大阳（山西平陆东北）。
这时公卿大臣已大都死亡流散，跟随而来的仅数十人。
献帝居住无门的棘篱民屋中，公卿朝会，士兵们伏在篱笆上嬉笑打闹。
将领们专横跋扈，随意鞭打或杀戮尚书，往往自带酒菜，找献帝嬉乐。
皇帝尊严扫地以尽。
该年蝗虫大起，加上大旱，颗粒无收。
迫于饥荒，这批人不得不渡河南下，赖屯驻野王（河南沁阳）的另一军阀张杨接济了一些粮食，才于
建安元年回到了洛阳。
此时的洛阳，已是一片焦土，宫室烧尽，荆棘满道，官员们只能在断垣残壁间搭起帐篷办公。
饥饿如影随形，始终紧紧追逼着他们。
尚书郎以下的官员都得自出采挖野菜草根充饥，有的饿死于颓垣断壁之侧。
　　两汉以来，忠君思想已经形成，士大夫中有不少人为献帝的处境痛心疾首，盼献帝东归。
早在曹操初得兖州时，谋士毛玠就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
曹操并无忠于汉室之心，但深知个中利弊，因为力量薄弱，兖州长安，关山遥遥，所以只是派遣使者
虚致殷勤而已。
献帝回转洛阳途中，荀或立刻建议迎献帝都许（河南许昌）。
告诫曹操，若不及早下手，他人捷足先登，就悔之晚矣。
荀或并非虚声恫吓，当献帝还在关中时，幽州牧刘虞就想派兵迎接。
由于公孙瓒和袁术的破坏，没有成功。
献帝辗转河东，田丰和沮授相继劝告袁绍把献帝接到邺城来，但袁绍过去反对过册立献帝，企图拥立
刘虞，更顾忌献帝来后，碍于君臣名义，就得事事奏请，处处受制；许多谋士武将也竭力反对，没有
接受。
曹操属下颇多争议，武将们反对尤烈。
荀或指出，奉迎献帝至少有三大好处：一、可以顺应民心。
二、可以招致大批人才。
三、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讨伐异己。
程昱也竭力赞成。
曹操乃于建安元年遣曹洪西迎，遭董承和袁术部将苌奴的阻击，未成。
七月，献帝到洛阳，曹操亲自出动。
议郎董昭利用韩暹、杨奉、董承和张杨间的矛盾，假借曹操名义，致书兵力最强的杨奉，诱以接济粮
草、生死与共的好处，劝杨奉不要阻挠。
杨奉上当，曹操顺利进入洛阳，借口洛阳残破，立刻把献帝接到了许昌。
自此，献帝成了曹操的傀儡，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强大政治优势。
　　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　　如果说，曹操在创业之初，地位未显时，多用招降纳叛等手段
网罗人才，那么，在他有了显赫地位之后，便凭借手中的权力，公开树起了不拘微贱，不看身世，只
要有才便吸收录用的原则。
由于曹操求贤若渴，“唯才是举”，从而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方拥进曹营，造成了曹魏政权
鼎盛时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的局面。
正是他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才能在19年的时间内，将长江以北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实现了中国大半
个版图的统一。
　　更难能可贵的是曹操创行九品中正制，把“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制度化，从而使魏晋以后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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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面貌为之一新，对曹操至隋唐的官僚制度，乃至官宦、士子心态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拥有人才的协助，对事业兴亡至关重要。
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为何只存下三国，而其他政权都被消灭了？
缺乏人才助力是个重要的原因。
　　东汉时期，最初选拔官吏的主要标准是德行与才干，由州、郡以茂才、孝廉的名义向朝廷推荐官
吏候选人，由朝廷考核后予以任用。
但到东汉后期，朝政腐败，贿赂风行，而士大夫中又崇尚虚名，讲究门第，使得有意仕进者不是依靠
行贿钻营，就是想法沽名钓誉，以致推荐上来的人大多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并无德行。
因此，当时人流传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这种现象一直到汉献帝建安（196年-220年）初曹操当政后才开始得　　曹操祖父曹腾是汉末著名的
宦官首领之一，权倾一时。
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曾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太尉等要职。
由于曹操出身宦官之家，尽管父亲身居高位，本人也才智过人，但在社会上仍受到许多人的鄙视。
他从自身经历及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中认识到东汉选举制度的弊端，为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能将有用
之才都招揽到自己周围，他对东汉选拔官吏的标准进行改革，曾连续下达三道求贤令，对社会传统观
念进行强烈冲击。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 春，曹操下达第一道《求贤令》，在这道命令申明确提出了“唯才
是举”的口号，不仅为了改变东汉后期选举制度的弊病，而且是为矫正自己政权中前一阶段在选拔官
员标准上的偏差。
曹操在统掌朝政大权后，委任崔琰、毛阶主持官吏的选拔与任用，崔琰与毛玠以清廉正直著称，“其
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
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人莫不以廉节自励”。
朝廷之中，廉俭之风大行，贪秽浮华之人都被贬退。
但他们过于看重廉洁俭朴，从而使许多官员矫情作伪，假意旧衣破车，以求升迁。
同时，用这单一标准来进行选拔，就会将一些确有才干的人排除在外。
因此，当有人向曹操提出这一问题后，曹操就下达这道命令，特别指出“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
急时也”。
并以齐桓公任用管仲而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首的事例说明选拔官吏的首要条件是才干，只要确有才干
，无论他是地位低下还是有某一方面的缺陷，都要推荐上来。
　　建安十九年，刘备人据益州，三国鼎立的局势已基本形成，曹操并未因自己占据中原，在政治、
经济上都有明显优势而稍有松懈，仍以召揽贤才作为首要任务，在这年的十二月下达《敕有司取士勿
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人，未必能进取，进取之人，未必能有行也。
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
而陈平定汉家业，苏秦济弱燕。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　　曹操在这道命令中明确指出德行与才干并不是统一的，而且再次提到上次《求贤令》中已谈到
的“盗嫂受金”的陈平，认为陈平虽然品行不正，但他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基业，功不可没。
因此，曹操命令有关部门不能求全责备，不要埋没那些有缺点的贤才。
在看到曹操求贤是扩大自己统治力量的同时，也应看到这是他削弱并控制反对力量的方法，将那些有
才干的人用官爵羁縻在朝廷中，就可减少反对自己的隐患。
这比单纯用打击的方法来消灭敌对势力，显然要高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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