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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国演义》描写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
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
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仕强点评三国之道》系列共四部，分别为《一·桃园三结义》、《二·诸葛亮下山》、《三·
大意失剂州》、《四·三国归一统》。
本片以央视经典电视剧《三国演义》为案例素材，全套书为86章，曾仕强教授运用《易经》象、数、
理的视角，根据跌宕起伏的情节进展'设置和点评的问题要点4000多个，其中透过《三国演义》的象、
点出了《三国演义》的数、更评出了《三国演义》的理，堪称曾仕强教授“中国式管理”理论案例教
学和《易经》应用学习的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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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仕强教授
　　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
　　台湾交通大学教授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百家讲坛《易经的奥秘》主讲人
　　东方卫视《易经的智慧》主讲人
　　著有《中国管理哲学》、《中国式管理》、《大易管理》、《如何在36岁以前成功》、《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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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
秦灭之后，楚汉纷争，又并入于汉。
为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
这句话如果只是被当做口头禅一样传来传去，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同时，如果一个人没有一统天下的概念，也很难体会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泱泱大国，其实跟《三国演义》开头的这句话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人统一的观念，我是从一个英国人口中听到的。
他说你们中国幸好有位秦始皇，让你们很早就有统一的概念，所以你们的国家才会这么大。
欧美人的观念是分大于合的，认为分比合重要，所以他们的国家都比较小。
有时碰到来中国的西方人，问他是哪个国家的，他说是希腊，并且边说边比划：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
。
而我们中国人刚好相反，我们一直抱持合大于分的观念，就连家庭都要比西方大很多，所以我们的国
家也必然是一个大国。
汉和帝继位后，利用宦官势力一举击垮了窦太后与大将军窦建，拉开了东汉末年宦官干政的序幕。
其后数十年间，宦官弄权，争斗愈烈，皇位更替频繁，朝政日益衰败。
地方豪强横征暴敛，加上连年天灾，致使平民百姓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
当时巨鹿郡有一人名叫张角，引导众多贫苦百姓高举义旗，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
天下大吉”的口号，发起了其势甚猛的黄巾起义。
我们古人把皇帝称作天子，可见“天”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的代名词。
黄巾军高喊“苍天已死”，意思是说当时的朝廷已经衰败，不能替百姓谋求安定的生活了。
“黄天当立”则是说既然“苍天已死”，当朝不行，那就应该重新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黄巾军
所倡导的“黄天”。
每六十年为一个甲子，这是我们中国人计算时间的单位。
传说每逢甲子年都不利于当权者，所以黄巾军选在甲子年起义，希望借助这个时机能一举推翻当朝，
建立一个使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从而实现“天下大吉”。
中国人做事情讲究名正言顺，黄巾军要起义，也必须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和号召天下人的说法，才能
得到百姓的支持。
而有那么多人追随张角揭竿而起，说明这几句口号的确引起了百姓的共鸣。
幽州太守刘焉招募乡勇平叛黄巾军，在城门外贴出了募兵的告示，引来许多路人驻足观看。
人群中，有三人气宇不凡，一个叫刘备，一个叫关羽，一个叫张飞。
关羽见榜文不动声色，刘备慨然长叹，张飞见状，责怪说大丈夫不为国出力，何故长叹，刘备不答，
长叹一声便走开了。
同样是看募兵告示，刘、关、张三人的反应却各不相同。
其中觉得自己最了不起的就是张飞，他既不了解刘备，也不知道关羽，甚至连自己都看不懂，却洋洋
得意地认为别人都不如他。
看到刘备叹气，他就责备道：你叹气又有何用？
大丈夫当投军报国才是。
虽然张飞并没有恶意，但是讲出这样鲁莽的话，说难听一点，就是因为他没见过什么世面，还比较单
纯幼稚，所以大家后来都叫他莽张飞。
关羽就不一样了，当时他一个人流浪在外，家也回不去，前途一片渺茫，即使是想去投军，人家会不
会要也不知道，所以看完告示面无表情。
可见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对同一件事情也会有不一样的表现，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
而刘备就更不一样了，他胸怀大志，可是都二十八岁了，还一点着落都没有。
看到朝廷在募兵，他会想自己去还是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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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会怎么样，不去又如何？
世道如此混乱，可为什么不见有人出来重整乾坤呢？
刘备有这样的愿望，可自己却无能为力，所以只好在那里感慨叹息。
三个人站在募兵告示前，心思各不相同，表现自然不一样。
刘备从大局着眼，关羽只想到自己，而张飞却老要干预别人。
大家从他们现在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他们三个人个性不同，未来的发展也会不一样。
这样由表入里，看问题才会更深入一些。
集市上，刘备在卖草席，关羽在卖绿豆，而张飞的肉铺那边，有人买肉，伙计却不肯卖。
关羽看不惯，上前质问：兄弟，做买卖的还怕买主，卖就是了。
伙计指着身旁的一口井说：肉就在井里，挪开了井口上的石磨，肉全归你⋯⋯天底下哪有屠夫不卖肉
的？
可张飞却偏不卖，足见他并不是一般的屠夫。
靠卖肉维持生计的人，当然会规规矩矩地卖肉，但张飞家里有钱，根本就不靠这肉铺养家糊口。
他把肉藏在井内，是在等待英雄豪杰的到来。
若是碰到意气相投的有缘人，大家就比试比试武功，谈论谈论未来，然后再开怀畅饮一番，这才是他
看重的事情，也是变相的“挂羊头卖狗肉”。
因此，当我们看到“理应如此，但居然不是这样”的事情时，应该想到其中必有缘故才对。
关羽不屑一顾，衣袖一卷，一声大喝将石磨举起，吩咐伙计将肉分与众人，又将之前买肉的钱洒在地
上，也分给了百姓。
关羽虽然以卖绿豆为生，但他并没有把赢来的肉据为己有，这才是他的难得之处。
要是他在众人的叫好声中举起石磨，然后拿起猪肉就说自己要回家了，那所有人都会很失望，他还不
如不去替人出头的好。
一个人既然准备要表现给大家看，那就要一切为公。
既然为公，就不能自己把猪肉拿回去。
关羽做得很漂亮，他连一块肉都不要，全都分给了穷人。
有钱人买肉的钱，他也一把撒出去，分文不留。
换作一般人可能会说，肉我先切一块，大家分其余的，别人买肉的钱也放进自己的口袋。
这样就显得太小气了，原先的动机也就被丑化了。
关羽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细小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
他光明磊落，所以大家才会称他为关公。
家仆将事情报告给张飞，张飞怒气冲冲地来到关羽的摊位前，抓起一把绿豆捏了个粉碎。
关羽问张飞是不是存心来打架，张飞说打的就是他，说完二人大打出手。
张飞捏碎关羽的绿豆，难道是想报仇？
从表面上看，张飞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一副报仇的架势。
可是他如果真为报仇，又何必要设这个局——不将猪肉放在桌子上卖，而是投到石井里，去引出英雄
豪杰呢？
现在关羽果真被引了出来，张飞应该高兴才对，怎么可能要去报仇呢？
可是张飞如果直接上去就跟关羽说自己很佩服他，想跟他比试比试武功，看他是不是真英雄，那关羽
根本就不会理他。
关羽会想，是不是真英雄关你什么事呢，我干吗要跟你比？
况且他当时正逃亡在外，并不想惹是生非。
这样一来，张飞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所以张飞干脆装成找麻烦的样子，抓起一把绿豆，当着关羽和众人的面就捏了个粉碎，从而激怒关羽
，达到让关羽跟自己比武的目的。
因为一个人只有被激怒了，才会激发出潜能，使出真功夫，否则怎么试得出来是不是真英雄呢？
可见莽张飞有时候也挺有计谋的。
我们中国人随时都会心生一计，信手拈来便是一些招数，张飞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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