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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阳修谓《鬼谷子》：[因时适变，权事制宜，有足取者。
[长孙无忌谓《鬼谷子》：[变辞利口，倾危变诈。
]柳宗元谓《鬼谷子》：[险戾峭簿，恐办妄言，乱世难信，学者不宜道之。
]对于《鬼谷子》一书，历来人们的毁誉褒贬不一。
但书中所崇尚的隐匿阴密的权谋和奇诡变诈的数术，都有当时的背景和特定的含义。
并不等同于现在的含义。
对于这样一部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使其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
　　《国学新读大讲堂：鬼谷子全书（最新双色图文版）》把《鬼谷子》艰涩的文字加以解释，再以
现代人的口味和眼光配以通俗的点评，进而利用从古到今的大量鲜活的实例进行再论证，起到抛砖引
玉之效，指导世人在从政经商、处世为人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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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rdquo;附录本经阴符七篇盛神养志实意分威散势转圆损兑持枢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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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捭闺　　【谋略典故】　　司马懿迷惑政敌夺政权　　捭阖之术，在战略上表现为在认清
形势的前提下，决策者能够根据不同的形势而采取不同的策略。
当环境形势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时候，采用&ldquo;捭&rdquo;的战略，积极主动的进攻，以便取得胜利
；而当形势不利于自己之时，&ldquo;阖&rdquo;才是最好的方式，隐藏自己，积蓄力量，待机而动。
能运用好&ldquo;捭阖&rdquo;之术的人，才能成为较量中最终的胜利者。
历史上不少能人都使用过这一策略，司马懿便是其中的一位高手。
　　司马懿是三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街亭一战，诸葛亮玩了个&ldquo;空城计&rdquo;的小花招，他中计上当，退兵三十里；可到了五丈原
，他采取以守为攻的办法，不理睬诸葛亮的激将之法，硬是活活耗死了诸葛亮。
在三国那群星灿烂的政治军事舞台上，他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位，曹操对他都另眼看待。
及至曹操之子曹丕当了皇上，更是将他倚为朝廷柱石，曹丕死时，嘱他辅佐新君曹睿；曹睿死时，又
嘱他辅佐下一代新君&mdash;&mdash;年仅八岁的曹芳。
司马懿真可谓魏王朝的三朝元老了。
同时受命辅佐曹芳的还有大将军曹爽。
　　二人实际共同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
他俩各领精兵三千余人，轮番在殿中值班。
曹爽虽为宗室皇族，但资历、声望、经验、才干均远不如司马懿，所以曹爽开始还不得不倚重司马懿
，对他以长辈相待，引身卑下，每事必问，不敢独断专行，二人关系还算和睦。
当时，曹爽门下有清客五百人，其中毕轨、何晏、邓扬、丁谧等常在曹爽周围，为他出谋划策。
他们不断向曹爽进言，认为司马懿有一定野心，而且在社会上有很高声望，对皇室是潜在的威胁，不
可对他推诚信任。
　　曹爽遂于景初三年二月，使魏帝下诏，表面推崇司马懿，说他德高望重，理应位至极品，因而从
太尉升为太傅。
这一明升暗降的办法，使司马懿的兵权被剥夺，实际权势被架空。
以后尚书奏事，均先经过曹爽，大权遂为其所独揽。
紧接着，曹爽又将其三个弟弟和自己的心腹都安排在比较重要的岗位，执掌实权，朝中要职，全为曹
爽之党控制，一时曹爽权倾朝野，满门称贺。
　　对于曹爽及其党羽的夺权之举，司马懿早已看破其用心，司马懿出山以来，苦心经营多年，根基
也很深厚，当然不可能善罢甘休，二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比较明显了。
但司马懿并未一怒而起，他洞察形势，认为自己目前处于不利地位，曹爽身为宗室，是功臣曹真之后
；而自己却为外姓，是曹氏政权猜忌防范的对象，不可马上采取过激的对抗行动。
于是，面对曹爽咄咄逼人的进攻声势，司马懿采取&ldquo;阖&rdquo;的策略，以退为守，收锋敛芒，
藏形隐迹，一退再退，把大权拱手让给曹爽；并以年老病弱为由，不问政事。
这使得曹爽的政治警惕逐渐放松，自以为大权在握，可以不用担心地寻欢作乐、纵情声色，名声也就
一落千丈了。
后来曹爽对司马懿的病感到有些怀疑，恐怕其中有诈，正巧此时曹爽的亲信李胜将出任荆州刺史，曹
爽命他向司马懿辞别，乘机伺察司马懿生病的真相。
　　司马懿知道曹爽派李胜辞行的用意，将计就计，故意表现了一副衰病之容。
他躺在病床上，两个婢女在他身边服侍，他想拿过衣服来穿，但却由于手抖而使衣服滑落在地上。
他指口言渴，婢女端进粥来，他只能勉强将嘴凑到碗边，让婢女一勺勺地喂他，稀粥顺着他的嘴角流
出来，弄得胸前衣襟湿漉漉的，十分狼狈。
李胜对司马懿说：&ldquo;这次蒙皇上恩典，派我担任荆州刺史，特来向太傅告辞。
&rdquo;司马懿假装眼昏耳聋，故意将&ldquo;荆州&rdquo;听成&ldquo;并州&rdquo;，他说：&ldquo;那
就委屈你了，并州在北方，接近胡人，你要好好防备啊。
我病重得快要不行了，恐怕今后见不到你了，我把我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托付给你，希望在我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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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你的照顾。
&rdquo;李胜又大声解释说：&ldquo;我是到荆州赴任，而不是去并州。
&rdquo;司马懿又故意错解其意说：&ldquo;哦，你是刚从并州来？
&rdquo;李胜只得拉大嗓门，大声重复一遍，这一次司马懿才算听清楚了，他叹息着说： &ldquo;唉，
我实在是年纪老了，耳朵聋，听不清你的话。
你调任家乡荆州刺史，真是太好了，应该好好建功立业。
&rdquo;　　李胜回到曹爽那儿，将亲眼所见向曹爽详细报告，认为&ldquo;司马公已神志不清，只剩
下一具躯壳，不足为虑了&rdquo;。
这时，假象已经完全蒙蔽了曹爽，使曹爽对司马懿已经毫无防备。
曹爽听了，内心十分欢喜，从此自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嘉平元年正月，魏帝按惯例将率宗室及朝中文武大臣，到城外祭扫魏明帝的陵墓。
丧失警惕、思想麻痹的曹爽兄弟及其亲信都前呼后拥地跟着小皇帝曹芳去了。
久已装病卧床不起的司马懿认为时机已到，便立即采取了&ldquo;捭&rdquo;的策略。
他乘这次曹爽势力倾巢出动之机，将长期周密策划，精心准备的力量积聚起来，发动了政变。
他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率部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城门、兵库等战略要地和重要场
所，并上奏永宁太后，废免曹爽大将军的职务，剥夺了他们的兵权。
又亲率太尉蒋济等勒兵屯于洛水浮桥，派人给魏帝呈上司马懿要求罢免曹爽的表章。
曹爽及其亲信党羽慌了手脚，未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又轻信了司马懿的劝降之言，认为虽然免官，但
仍不失为一富家翁。
最后乖乖地交出了兵权，束手就擒。
等回到京师，司马懿即以谋反罪名，将曹爽一伙投入监狱，不久全部处死。
　　二月，魏帝进封司马懿为丞相。
十二月又加九锡之礼，享受朝会不拜的殊礼。
自此司马懿威震朝野，实际掌握了曹氏政权的军政实权。
　　这是司马懿发动的一次有名的政变，史称&ldquo;高平陵之变&rdquo;。
　　司马懿成功了，探讨一下他成功的原因，也许可以窥出决定政变成败的诸多因素都是什么？
　　第一，等待时机。
当司马懿被曹爽排挤之初，他完全可以和曹爽进行一次较量，但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闭藏自己，等
了长达九年的时间。
在这九年中，曹爽倒行逆施，腐朽无能的本质得到充分暴露，天下失望，人民怨愤，而司马懿却声誉
日隆，被看成国家的柱石，舆论倾向于他这一边。
　　第二，突然袭击。
政变的酝酿时间可以很长，但政变的实施时间一定要短，要在对方全然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打他个猝
不及防，速战速决，丝毫不能拖泥带水。
　　第三，兵权问题。
这是决定政变成败的头等大事，是任何一位政变发动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政变既要以武力作后盾，也要以武力开路。
　　第四，暴露罪名。
任何政变的发动者，为了显示自己是正义在手，总要暴露对手的罪名。
如果对手的确恶名昭著，自可大肆宣扬；如果对手名不当罪，便添油加醋。
　　然而，司马懿取得政变成功最重要的还是倚赖于其成功地利用了捭阖之术，在形势不利于自己的
时候，闭藏自己，使对手放松了警惕，从而&ldquo;大意失荆州&rdquo;。
可见，斗争中何时开启，何时闭合，对最终的胜利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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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于《国学新读大讲堂：鬼谷子全书（最新双色图文版）》在古代社会政治上的真知卓见和在功
业上的谋略权术、雄辩才智，使其具有着影响千秋万代、指导后人为人处世、从政经商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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