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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忍是修身养性的先务，忍是平安做官的坦途，忍是众生和谐的样品，忍是显身扬名的津梁，忍是
生财治富的妙门，忍是成就大业的利器。
　　《忍学全书》力图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语言来把这门中华民族的国粹生动有趣而又深入浅出地推介
给广大读者，是集权威性、经典性、实用性、思考性于一体的当代阐释“忍学”的一《忍学全书》。
让您在轻松、愉快的文化氛围里领悟这门国学的要诀和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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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忍是一种宽广博大的胸怀，忍是一种包容一切的气概。
忍讲究的是策略，体现的是智慧。
《忍学全书》将带您漫游“忍”的世界，让您体味到忍的高妙。
相信在掩卷之余，您会拍案叫绝：“忍者无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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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怒为红颜，反戈一击　　人在发怒时，如果不压抑忍耐，而是由着性子妄自行事，必招致杀戮之
刑，还要拖累自己的亲人。
所以朱熹说：“知道一时的怒气很微小，而祸患延及他的亲人才是大事，于是就可以辨清糊涂而抑制
住怒气了。
”“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崇祯十六年，正当屡有战功的吴三桂与爱妾陈圆圆如胶似漆之际，崇祯帝的圣旨到：吴三桂迅速
出关。
两个有情人只好洒泪告别。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农民军进入北京，他的手下刘宗敏便捕捉和拷打吴襄，除了追讨钱财，还
勒令其交出陈圆圆。
　　农民军严重伤害了吴三桂一家的切身利益，他当然不能置若罔闻。
他出身行伍，是在同清（后金）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员骁将，年岁正轻，血气刚烈，在爱妾遭人凌
辱的情况下，他怎能忍住心中的怒火？
想到国仇家恨，吴三桂再也按捺不住对农民军的极端仇恨。
他怀着满腔愤怒，于四月四日突然返至山海关，向唐通部发动袭击。
唐通受李自成指使，曾给吴三桂写过招降信。
虽然没有得到吴三桂明确的回答，他也没料到吴三桂会中途变卦，所以唐通毫无防备，仓促迎战，被
吴军杀得人马几尽。
山海关重新被吴军占领。
　　四月二十日，李自成兵临山海关，双方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战斗。
　　吴三桂处境十分危急，他见多尔衮迟迟不出兵，决定亲自出关谒见多尔衮。
二十一日，这两位同年所生的当世枭雄相会于欢喜岭上的威远台。
两人立誓为盟，达成了借兵的协议。
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入关，山海关战役全面打响。
　　真是兵败如山倒，李自成山海关一败，被清、吴联军一直追至永平才稍微稳住阵脚。
随即农民军政府尚书张若麒前往吴三桂营中请和。
　　双方盟誓之后，吴三桂撤退了包围永平的军队。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率兵回京。
　　四月二十七日，吴三桂传帖京师，声称义兵不日进城，凡大明臣民为先帝服丧，整肃迎候东宫。
北京城内一时人心思变。
　　为此，李自成急令刘宗敏、李过、李岩等统兵出城，布阵以防吴军。
刘宗敏军在北京城下连兵十八营与吴军交战，被吴三桂连拔八营，刘宗敏负伤败回。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忙举行登基大典，杀吴三桂全家三十余口后西撤。
　　全家被戮，吴三桂悲痛欲绝，泣不成声，举哀兵穷追不舍，在西山、定州两败李自成农民军。
　　定州之战后，吴三桂立即停止追击李自成，班师回京，准备扶立太子即位。
　　五月一日，吴三桂在回师途中，传谕军民准备迎接太子入继大位。
檄文至京，明朝遗老们弹冠相庆，为复辟大明而忙活起来。
就在同一天，吴三桂行至梅河时，接到多尔衮传来的檄文，要求他继续西追李自成。
　　吴三桂一直担心而又不敢深思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多尔衮准备背弃山海关之盟。
　　现在已经无可奈何了。
经山海关一战，吴军消耗过大，五万之众仅剩二万，多尔衮虽然拨给他一万精锐八旗兵，但那是为了
控制他。
清军入关时已有十四万之众，加上后来陆续入关的，其兵力已超过关宁军十倍，甚至几十倍。
要想以微弱兵力驱逐清军，重建明室，那无异于用鸡蛋碰石头。
　　同时，追击李白成既是引清兵入关的初衷，又是报旧恨新仇的举措，是不得不为的，加上他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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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圆并未被杀，派人在北京城内也没有找到，或许尚在李自成军中。
种种因素促成了吴三桂决定暂时与清军妥协，引兵西追李自成。
　　吴三桂满含忧虑与伤感率兵缓缓西进，五月底行至降州，准备在此休整部队与调节心境。
不料，此时北京传来消息，部将胡国柱找到了陈圆圆。
这真是喜从天降，吴三桂一扫心中的阴郁，喜不自禁地等待陈圆圆的到来。
　　六月五日，在降州南洋河畔吴三桂的军营里，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军中婚礼。
苍茫的暮色中传来隆隆礼炮声，这是吴三桂一生中听到的最美妙的炮声。
　　吴三桂在降州一住就是三个月，整日与圆圆畅饮聚首，百事不问，驻兵不进。
这可急坏了部将杨坤、夏国相等人。
他们觉得如此下去，势必引起清廷的怀疑，便提醒吴三桂，商议长久之计。
吴三桂新婚之过，自忖是考虑大事的时候了，便聚集部下一起商量，是继续追剿李自成，还是班师回
京。
大多数人主张率师回京，不能再打下去了，要保存实力，以观清廷动静。
此时，多尔衮已派人去迎接顺治迁都了，一旦清朝定鼎北京，吴三桂引狼入室，必将成为千古罪人。
　　多尔衮在北京听说吴三桂久驻山西，且有回北京的动议，大为惊恐。
吴三桂目前已是天下众望所归的英雄，只要他振臂一呼，必将应者云集，切不可等闲视之。
多尔衮急忙一面令阿济格等加强控制监视，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一面赐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派洪承
畴奉旨携冠服金帛，前去犒劳吴军。
　　后来，吴三桂为顾及身家性命及部将利益，终于投降了清朝。
　　顺治二年闰六月，李自成农民军主力部队被彻底击败，李白成死于湖北九宫山。
消息传人北京后，多尔衮认为心腹大患已除，逐下令各征剿大军班师回朝。
天下初定之后，多尔衮对吴三桂的去留颇费心思。
经过再三考虑，一方面晋封吴三桂为平西亲王，以示笼络；一方面令吴三桂率其所部离开京师，出镇
锦州，部将分屯于锦州、宁远、中右、中后、中前等地。
　　在多尔衮的眼中，吴三桂至今仍未真心归降，会不会起兵抗清实在难说，只能把这样的危险人物
逐出关外，以束缚吴三桂的举动。
　　吴三桂一生从成到败，轨迹复杂。
但关键的一点是他为红颜而怒，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分辨力，所以反戈一击，尽管暂时得到了些许利
益，但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不得不去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人生抉择。
实际上，吴三桂因冲动而做出的决定，使其走上了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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