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你学国学改变你的人生

教你学国学改变你的人生---前言 

你有新入职场的困惑、无奈和怀才不遇的抱怨么？ 

你遇到过做职场‘空降兵’的管理方面的困惑么？  

你有过对职场潜规则的困惑和抱怨么？ 

你对自己的职业规划、职业发展困惑么？ 

你对婚姻的本质存在困惑么？ 

你在亲子教育遇到过棘手的问题么？你是否觉着自家的孩子一无是处、而

你束手无策？ 

你遇到过婆媳关系带来的烦恼么？你遇到过亲戚往来带来的烦恼么？ 

你在股市只赔不赚么？你把股市看成赌场而不是投资渠道么？ 

你是否感觉自的脾气很坏，所以你在职场情绪一直在辛苦忍耐和突然爆发

之间切换？ 

。。。。。。 

如果你有这些困扰，不妨静下心来，每天学一点国学，1年之内，你看待

这些问题的方式会有本质的改变，因而这些问题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解决。如果有

更多的时间花费下去，很多问题就可以根本解决。 

国学怎么入门？你只需要每天花费 10 分钟左右看一下我写的一个章节，

一个月就入门了。 

国学在当今许许多多的国人心目中是阳春白雪、是过时迂腐、是干瘪无

趣，是毫无价值。。。。其实国学并不神秘难懂，国学只不过是中国的经典哲学而

已，而且是非常腹黑的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非常的强，强到超乎你的最

大胆的想象力。 

国学之所以感觉难懂，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语言发展了 2000 多年，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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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搞不明白了，一旦能搞明白，一点都不神秘；另外一方面，根据我个人的

观察，目前国学的典籍大多数人读的方式不对，国学类的基础书籍是《左传》、

《史记》、《国语》、《战国策》之类的纪实类书籍；国学的综合提高类书籍是《大

学》、《中庸》、《老子道德经》、《孙子兵法》、《韩非子》、《庄子》等等书籍，这些

是高度概括的国学理论书籍。 先读基础的再读综合的，或者交叉读。直接上手

就读综合提高类的书，很难啃下来，当然会觉着枯燥无趣，毫无价值。 

        我打算花费 2、3 年时间写的系列书籍以国学基础书籍《左传》为切入

点，按照时间顺序分析《左传》里面一个个零散的故事，并且分析由每一个故事

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直接在自己日常职场、婚姻、家庭、

育儿、投资理财上应用。 

         我先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左传》，这是一本内容详实的故事书，原原

本本记录了春秋时期的一些大事，包括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家臣、女眷等等

的人在内的真实记录，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神鬼故事、易经、天文地理知识穿插。

这是一本当得起任何赞誉的、包罗万象的书籍，我几十载时光读书无数，对此书

只能叹服得五体投地。《左传》是儒家体系的重要典籍，古代学子参加科举考试

都需要学习儒家经典，精度《左传》彻底颠覆了我对儒家思想的偏见，我简直无

法想象 10年寒窗读《左传》能读出书呆子，10年苦读啊，应该读出来的都是大

明王朝一流名相张居正那类的阳谋家+阴谋家。就算讲解《左传》的老师白痴，

也架不住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只要你自己不是白痴，这本书花几年时间读上几遍，

想保持你的幼稚都难。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学国学一开始就读《左传》也有点难度，不过打算写

的系列书籍就是教你如何读《左传》，如何把《左传》的核心思想应用到你生活

的方方面面，在 1~3 年的 时间内给你带来情商、智商的快速提升，从而解决你

在职场、婚姻、家庭、亲子关系、金融理财等等方面遇到的问题。 

         我打算花费 2~3 年时间写读《左传》的系列书籍，基本的规划是平均

2到 3天写一篇，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发表。这种写作方式的原因是我自己是把国

学应用于实践的，每天在职场、在家里会随机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通过日常事

务的处理，每天对国学的理解更深入一些，一天写一点儿会越越来越深入，看的

书的人也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如果一口气在短时间内写完，自己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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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理解一直是现在的水准，读者的收获会打折扣。 

         另外，我学国学也学了两年了，现在才觉得有点东西可以写，之所以

写也是为了整理思路，让自己的理解更深入，这是一个需要花费时间的过程。同

样的，如果你真想把国学用于日常实践并取得明显的效果，不花时间是不可能达

到目的的。 

       每一本书的适应读者是有一定范围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适合所有的

群体。我的这本书最适合的群体是 20~40岁的人，这个年龄段的人群不断面临身

份转变带来的巨大压力，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从单身到婚姻的转变、从依赖

父母到自己培养子女的转变、从职场菜鸟到初级管理者的转变、从初级管理者到

企业中高层的转变。。。。每一次转变都意味着新的挑战，意味着新知识的学习和

应用。这些转变我都亲身经历过，或者陪伴我的亲人经历过，有过很多惨痛的教

训和成功的经验，通过研读《国学》，我把这些经历应对方法总结出来，条理化，

并且借助《左传》的故事逐一展现和分析，如果你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读一读我

写的系列书籍，跟读 2、3年，相信你一定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些新的角色。 

 

教你学国学改变你的人生 

 

三表法续讲----动手实践 

经验了解明白了，自己要定下来思路开做，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但只要

你做得多了，自然就会掌握分寸，慢慢就能做好了。 

    只动嘴不动手，只动脑子不动手，都是纸上谈兵。理论和想法通常是花好月

好，实践做起来可能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儿，所以不具体行动，你永远无法把你知

道的东西转化成对自己有用的东西，那么多好的思想和理念如果不在实践中理解

和应用，基本就是一堆废纸，毫无价值，这也是国学一直被现代人诟病的根本原

因。因为不知道如何应用，所以觉着国学无用。 

          绝不要因为其它人说应该怎么做就立马抛弃自己的做法跟风，而是要

按照自己原定的方法接着做，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慢慢修补和调整，这就是实

践。有时候方法不是决定因素，好比练习武功，很多门派都可以选择，你练到极

致的时候任何一套基础的拳法、剑法都足以抵御强敌。尽量只使用自己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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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不要因外界干扰频繁变化方法。虽然方法是需要变换和调整的，以寻找

更好的方法，但一个正在用的方法如果没有足够的实践来检验，是无法知道这个

方法真正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也无法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实践需要有持续性才会有大的收获，一件事情你干三天、干三个月、

干三年给你带来的理念的改变、实践经验的吸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工作能力的

提升是无数次碰壁无数次冥思苦想进行解决才能够获得的，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

令人愉快，也不可能很轻松，这是成长的代价。 

         前一阵子看十八大代表采访，有个小细节引起我的注意。记者采访了

几个搞技术的各行业代表：一个是东北的电脑维修能手，小伙子 30 上下，到北

京开十八大也随身带着电脑维修工具包，正好有其它参会代表的笔记本电脑启动

不了，小伙子三下五除二拆机修理一番就 OK 了；一个是羽毛球世界冠军，是个

年轻女孩子，开会的时候也背着羽毛球拍，说是每天都要挥挥，我估计是有数量

要求的，为的是防止水平倒退；一个是外科手术专家，教授级主任医师，60多岁

了，记者来的时候他正拿着随身带的镊子在一个本子上戳戳点点，记者很奇怪的

问这是在干什么？老医生答曰：平时他每天要做 20多台手术，手上动作很麻利，

这次开会时间有点长，需要每天都练练止血钳的使用速度，否则回去动作慢了，

上手术台耽误事儿。 

          当我们每一个人遇到自己笔记本电脑宕机的时候到维修部去，是否希

望遇到的是那个修电脑经验丰富的能手，快速准确的排查故障和修理 ，而不是

拆个七零八碎直接要你花大价钱换主板的生手；当我们或者我们的亲朋好友不幸

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们是否希望遇到的是无论开会、外出旅行都随身带着手

术钳练习手上技能的专家？还是希望遇到一个平时懒懒散散，手术做得马马虎虎

的医生？ 

         你不动手实践，你不经过长期的努力，你掌握的东西始终有限，你理

解的深度始终有限，这是事实。想做一个认真负责的人，除了持续付出努力别无

它法。如果每一个人都不认真负责，我们得到的别人提供的服务必然马马虎虎，

包括不负责的老师、医术平庸的医生这些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行业所提供的服

务。所以为了自己的生存环境更好，要养成多动手实践的习惯。 

        很多‘怀才不遇’的人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你的那些所谓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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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是否能够推行下去，不被别人所看好的‘才’，多半是没有实用性，

类似纸上谈兵，行家一看就知道用处不大。这类人格外需要重视实践，实践中才

能知道自己掌握的知识是否能够顺利转化成财富、或者说知道如何把知识转化成

财富。 

三表法续讲-----找现实经验 

  找现实经验其实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你遇到事情才去交流和寻找能帮

忙的人，哪怕是到网上来问计，恐怕也不一定能及时得到帮助，因为你的网撒得

太大，时间又很紧迫。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你平时就要积累人脉，倒不见得必须

下功夫深交朋友，最关键的是要了解你身边每个人的优势和强项，这样当你遇到

不同的问题时就知道应该找谁去问询意见，此时找到其它人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这个准备工作是长期的、需要仔细下工夫的。 

身在职场，了解自己同事、自己主管的最佳办法就是认认真真听年头、

年中、年尾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报告。不过这些会议上很多人在睡觉。：） 

另外我想贡献一些现实经验，主要是针对女性朋友分享一些夫妻相处之

道，很多时候女人并不真正了解枕边人的长处和短处，女人通常会走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女人因为爱而为男人做很多本应该男人自己做的事儿，另外一个极端

是女人因为觉着既然有爱，男人就应该为女人做所有的事儿。其实大家都是普通

人，没有几个男人是三头六臂无所不能的，在婚姻存续过程中无论男女都需要彼

此帮助，以期获得 1+1 大于 2的效果 ，这样婚姻生活才会比单身更有经济效益，

比单身更快乐。 

以爱为理由事事都帮男人做了，一方面女人根本就借不上男人的力，白

白浪费这个生活上的合作伙伴，久而久之因为自己干的事儿太多男人干的事儿太

少，女人必定心怀怨恨，变得唠唠叨叨，影响夫妻感情；另外一方面，男人相比

于女人是更为自私和自尊心极强的动物，我见到、听到过很多的例子，都是女人

辛苦工作赚钱供男朋友或者老公读书深造，男人的能力增加了、魅力值增加了，

却另寻新欢，留下辛苦付出的女人追悔莫及，心怀怨恨，久久不能平息。一个心

怀愤恨的女人容貌都会变得刻薄，影响再次寻找伴侣，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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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年男人，连养活自己的都有问题，还读什么书？先打工赚钱再读书完全来得

及，为什么要靠女人赚钱养活？ 这种男人根本就是废物的代名词！穷苦的父母

在血站卖血供养孩子读书都为公众所诟病，夫妻、情侣这种毫无血缘关系的组合，

一方对另外一方的付出超出限度，就更不合理。正因为不合理，所以付出的一方

有心里优越感，接受付出的一方有沉重的心里负担，这样过日子会很麻烦。想想

吧，一吵架女人就会把‘我当年为了你。。。。“挂在嘴边，而男人会想你不过是

支援了我几年而已，却要拿出来讲一辈子，每一次吵架都会让他面子尽失，男人

大都自尊心极强，婚姻质量可想而知，说不定某一天男人忍无可忍，甩手不过了。 

而且很多父母卖血供孩子读书，从不和孩子说起金钱的得来不易，孩子却因为钱

来得太容易而用来买 iphone、iPAD 给自己赚面子。同样的靠女人供养的男人，

也会因为钱来得容易而花钱大手大脚，把自己收拾的体面光鲜，岂不是正好吸引

其它女孩子？--------我的观点，除非男方大病或者残废，否则女人赚钱养男人

那不是爱，是给自己的婚姻或者爱情挖坑，迟早把自己坑进去。 

         同样的，以爱为理由事事都要求男人来做，久而久之男人必定不听指

挥消极怠工惹女人生气。而且男人也会想一个问题，我娶老婆有什么用？还不如

找个情人，自己一个人过得轻松自在，经济独立花钱也不受束缚。所以说女人在

婚姻里也有自己的责任，包括教育孩子、打理钱财使之保值增值，处理亲朋好友

礼尚往来的关系等等。在婚姻中男人通常想要一个能够给他一定帮助的老婆，而

不是养一个‘女儿‘，尤其现代社会很多男人家庭责任感比较弱，在心理上比女

人独立性还差。而且，除非女人自己赚钱能力很强，否则婚姻中男人的最重要作

用是赚钱养家，女人要想办法加强男人赚钱的能力 ，而不是把家常里短的一堆

烂事儿都扔给男人去处理，自己忙于泡肥皂剧、打麻将、血拼。人的精力是有限

的，男人把精力花在家庭内部越多，花在工作上的就越少，花的时间少自然职场

竞争力就不够强悍，赚钱能力就没有最大限度发挥出来，这对整体家庭是一个损

失，对女人自己也是损失，毕竟钱多不咬手，男人赚钱多总归是好事儿。 

        在婚姻中正确的做法是女人为主打理家庭内部问题，女主人要了解男人

真正的所长，把这部分事情交代给男人做，他肯定会做得得心应手。对于负责管

家的女主人，遇到的难题如果是男人所长就问他经验，如果是男人所短，索性你

啥也别问，自己处理，毕竟这年头女人不嫁人其实也能事事自己处理明白，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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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这年头吃喝玩乐、子女教育啥事儿不能外包了，就算没钱外包，自己动手

也不是处理不了。 

当然以上观点只是我自己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这套做法也不可

能适合所有人，而且现代家庭女主外男主内的情况也很多，针对这类情况我贡献

的经验完全无用。找现实经验是尽可能多的了解周围的人的想法和做法，然后选

择一个最适合自己情况的方法来处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也或许不能完全照搬方

法需要稍作变通。 

《墨子》 三表法续讲---找历史经验 1 

三表法的三个步骤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细化一下。 

  第一步：找历史经验，就是前人的经验。这一点，我举两个例子，都来自王

立群读史记。第一个例子是大秦国的国相李斯。 

李斯在沙丘政变中拒绝赵高拉拢时曾经一口气讲了三个历史故事，李斯

希望通过这三个故事让赵高明白为什么不能杀扶苏立胡亥。” 

  第一个故事，晋献公宠幸骊姬。晋献公就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的亲爹，

这个故事我们一般人都知道，晋献公宠幸骊姬，逼死太子、逼走其它皇子，他死

了以后立骊姬的儿子为国君，结果骊姬的儿子很快被大臣杀掉，导致了晋国连续

五代国君在位时一直内乱，晋国国立大为削弱，持续到晋文公重耳上位才恢复。

为什么内乱？李斯并没有直接讲，但这个故事包含着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一个国

家最高权力的交接，不能够按照一个正常的顺序和正常的制度去交接的话，它带

来的危害不但是一代王朝，可能危及若干代，其危害之大，危害之烈，历史是有

惨痛教训的，这是其一。 

  第二个故事是讲齐桓公，又是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的父亲是齐襄公，齐襄

公当年被他的堂弟谋杀了，然后呢，齐国的人又把杀害齐襄公的那个堂弟给杀了，

这样就导致齐襄公的两个儿子争夺齐国国君的王位。这两个儿子一个叫公子纠，

一个叫公子小白。先是公子纠派人去杀公子小白，没有成功。然后公子小白就抢

先回到了齐国登上国君之位，这个公子小白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齐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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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继位以后，又派兵攻打鲁国，把在鲁国居住的公子纠给杀了，巩固了自己

的王位。他们两兄弟相残也是因为继承问题。 

  第三个故事讲商纣王。商纣王杀他的叔叔比干，囚禁了他的弟弟箕子，他杀

他的叔叔是挖心而死，把他叔叔的心给掏了。这是商纣王很大的一个过失——杀

其叔、囚其弟，最终导致商纣王亡国。 

  李斯讲的这三个历史故事，从晋献公讲到齐桓公，再讲到商纣王，其实都是

在讲一个事情，王位的继承或皇权的继承一定要有规则，如果不遵守规则的，整

个就乱套了，他就是在讲这个道理。 

  所以最后李斯得出一个结论，上面讲的晋献公、齐桓公、还有商纣王，得出

一个什么结论呢？三者逆天！这三件事情都违背了天意，最后导致亡国。因此一

个君位的继承必须要遵守规则，按规则办，不按规则办不行。 

  看到没，李斯采用的是墨子三表法中的第一步和第三步，面对赵高的拉拢，

他先找历史经验，晋献公和齐桓公的事情都是《左传》《国语》里面记录得清清

楚楚的。历史经验证明，皇权的继承如果不遵照规则，后患无穷。 

  当然李斯最后到底被赵高拉下水，矫诏杀扶苏和群公子，立胡亥，结果大秦

帝国 3 年后就灰飞烟灭。沙丘政变也成为类似历史经验中的第四个历史故事了。 

  我们普通人如何提升自己掌握和运用历史经验的能力呢？ 

  从李斯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李斯读书极多，而且肯定是熟读，所以

才能够融会贯通，在政治辩论中运用娴熟。而读书，只能靠时间堆，没有捷径！

你读过你就知道，你 没读过你就不知道。因此，要提升你自己的借助历史经验

的能力，一定要多读书！而且要读好书！ 

  为此你必须大幅度削减你看电视的时间、打网游的时间、吃喝玩乐的时间。。。

如果你预先选定任何一个门类（可以是你现在职业相关、可以是金融理财相关、

可以是育儿、可以是学外语。。。），并且做到每天挤出来 1个小时读相关的书，那

么半年之后你在这个门类方面的知识、视野、思考问题的方式会有很大的不同，

1、2年之后可以有脱胎换骨的能力方面的改变。 

《墨子》 三表法续讲---找历史经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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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丞相甘茂。 

公元前 311 年，年轻的秦武王派左丞相甘茂率领军队攻打韩国重镇

宜阳，就是今天河南洛阳西边 40 公里处。这里是陕西通往河南的唯一通道，两

边是崇山峻岭，中间是一线山路，非常狭窄，是军事要塞。甘茂说要打宜阳必须

联合魏国，秦武王就派甘茂带了一个副使出使魏国，到魏国一谈就成功了，魏国

同意和秦国联手打宜阳。宜阳打通了，秦国才能兵出函谷关，所以这是一个关键

之地。甘茂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洞悉人性的人，他在出使魏国回来的路上对副使

说，你回去告诉秦王，就说魏国同意跟我们联手了，虽然魏国同意联手，但是这

个仗不能打。这个副使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回去就和秦武王说了。秦武王觉得很

奇怪，打宜阳说要联合魏国，现在魏国同意联合，你又说不能打，这是为什么？

于是就召见甘茂。甘茂讲了三件事，三件事一说秦武王明白了。 

第一件事，曾参杀人：曾参是古代的一个贤人，在费地居住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个人也叫曾参，后来这个曾参杀了人。之后，就有人给未杀人的曾

参的母亲报信，说曾参杀人了。她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不会杀人，在织布机上照

样织布。过了一会儿，第二个人来报告，他母亲无动于衷，接着织布，又过了一

会儿第三个人来报告，他母亲这才把织布机一扔，翻墙逃跑了。甘茂说曾参是个

贤者，他的母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子，但架不住三个人一说，以为自己儿子真的杀

人，吓得逃了。我不是秦国人，我来秦国帮你们打天下，一定会有人在背后说我

的坏话。如果我去打宜阳，有人说我坏话，我既没有曾参之贤，你也不会像曾参

母亲那样信任我，我能打下来吗？ 

第二件事，张仪无功：秦惠文王时期有一个张仪，立了很大的功劳，但没有人说

张仪立的功，说臣子立功不算功，都说功在秦惠文王的身上。 

第三件事，文侯烧信：魏国开国之君魏文侯派了一叫乐羊的大将去攻

打中山国，打了三年把中山灭了，乐羊很得意，觉得自己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应该

受赏，结果一见魏文侯，魏文侯搬出一个箩筐，筐里面是这三年中其他大臣告乐

羊的告状信。乐羊一看这么多的告状信，魏文侯都不告诉他，压着不放，支持他

打了三年，才明白这个功劳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于是乐羊就立即跪下，说了两句

话：“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这不是我的功劳，是主公对我的信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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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得不到主公的信任，我什么也干不成。 

甘茂讲完这三件事之后问秦王：你说我敢打宜阳吗？宜阳如果一年打

不下来，会有多少人说我的坏话，我还能活吗？现在魏国虽然同意联合，但这个

仗我还是不能打。秦武王一听明白了，他说咱们定个合约吧，你替我打宜阳，我

对你是绝对信任，谁告状我也不听。甘茂说那可以，然后他就去出征。打了五个

月仗，秦武王收到一大堆告状信，他有些动摇了，要求甘茂撤兵。甘茂就回了封

信，说咱们的合约还算数不？秦武王一听这话，就继续增兵。最后甘茂把宜阳拿

下来了，杀了六万韩兵，打开了韩国的西大门，秦国的军队可以兵出函谷关直达

洛阳。 

看到没，甘茂也采用的是第一步和第三步，他找历史故事和国君谈 ，

直接表明自己的忧虑。这些故事都是他看书看来的，或者通过其他途径知道的，

在很多时候解决问题需要参考历史经验时，临时找例子是来不及的，只有日积月

累的读书、经常进行思考和总结，到时候才能派上用场。历史经验的积累靠的是

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没有任何捷径。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职场，很多意见相左的时候，双方谁也说服不了

谁，这其实就是谁都没有足够的论据，没有足够的论据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对这

件事情的考虑并不是很周全，因此你的看法也未必正确，只是凭感觉，凭感觉的

事儿谁对谁错真是未知数。当你有足够的论据说服对方的时候，你的观点才可能

是正确的，这一点在职场尤为重要。某一件事情的处理，当你无法说服你的主管

的时候，多半你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你的主管比你的视野要高，对更上一层领

导的意图更了解，对企业整体的动向更关注，因此这个时候要跟着主管的意见走，

不要认为这是巴结领导，或者这是怀才不遇！ 

我多说一句，职场事件的处理牵涉的方面很多，有些看起来很正确的做

法实际操作起来是行不通的，这就是所谓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这一点，

职场新人一定要心里有数，否则你的职场之路走得会很艰难。 

第二篇：《墨子》的一个理论，告诉你学 墨子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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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在春秋时期曾经和儒家并称的是墨家，法家、阴阳家、道家这些当时都

排不上号，可见当年墨家影响力之大，所以值得稍作介绍，当然我也就知道一点

儿，不过这一点儿也足以解释清楚应该如何学墨家。 

墨子的理论蛮多，很多我听过就忘记了，但墨子的‘三表法’，很让我醍醐灌顶。 

        《墨子•非命上》：“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

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

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所谓“本之”，主要是根据前人的经验教训，其依据是求之于古代的典籍； 

所谓“原之”，是“诉诸百姓耳目之实”，也就是从普通百姓的感觉经验中寻求立

论的根据。“本之”是间接经验，“原之”是直接经验，都是属于归纳法的范围。 

所谓“用之”，是将言论应用于实际政治，看其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

来判断真假和决定取舍。 

          墨子的三表法是判断言谈是非的三条标准。 

   

    上面这一大套东西看起来有点拗口，其实要让我解释很简单，而且大家日常

时不时在用这个方法而不自知。 

            这个三表法给平常人用就是如何处理、执行一件事情的方法，这件

事情可以是职场的一个订单、可以是一次职业危机公关、可以是夫妻关系、可以

是子女教育。具体的方法就是三步走。 

           第一步：找历史经验，就是前人的经验。除了花大量时间读书否则

根本没有其它办法积累历史经验。 

          第二步：找现实经验。就是和自己的同事、朋友交流，上网求助，看

看身边的其它人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处理的，看看其它人是否有好的建议。 

           第三步：经验了解明白了，自己要定下来思路开始做，有可能成功、

也有可能失败，但只要你做得多了，自然就会掌握分寸，慢慢就能做好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时常会使用这个三表法的一、三或二、三，当然也

经常直接用第三步。 

    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人，一般要么直接做第三步，啥也不考虑就做了，做了

之后也不总结经验教训，下次可能还绊倒在同一个坎儿上；要么就是做第一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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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根据一些历史经验，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方法来做，并且也会总结一

下。做一三的缺点是历史的东西有时候没法直接拿来用，很多时候借不上力。 

    性格外向善于交际的人，一般要么最接做第三步，要么做第二步和第三步，

这类人喜欢沟通，喜欢多问问别人，然后再采取措施，而且也会事后总结总结。

做二、三的缺点是你周围的人毕竟平庸之辈较多，三个臭皮匠赛未必赛过诸葛亮。 

         凡是遇到难以决断的事情就把一、二、三做全套的人，个人能力提升

会十分的迅猛。 

 

《孙子兵法》之近现代应用 

 

我上面讲的四个抵御塞外铁骑的例子就是典型的体现了孙子兵法的思路，最高杆

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不战”不单单包括有些优秀的说客说服敌方放

弃抵抗，也包括康熙这一手温水煮青蛙。 

         无论是李牧的防守还是李如松的进攻，都是动了刀兵的，都需要花大

把的银子，而且民族矛盾不可能化解，只可能越来越深，这就象治理水患靠堵一

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张居正的边贸策略，康熙的喇嘛策略就是治理

水患先研究源头然后搞疏通，民族矛盾慢慢化解，尤其康熙这个方法化解无踪。         

          ‘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近现代的应用远比康熙的手法残忍，甚至可以

说是恶毒。 

         １、旧中国为什么被称为东亚病夫？那是欧美人用坚船利炮砸门，然

后大量倾销鸦片，让整体中国人的体质急剧下降、战斗力急剧下滑、而且用鸦片

赚取大量的金钱，掠夺旧中国的财富。一个国家没有钱，没有健康的国民，怎么

和其它国家抗衡？ 

          ２、现代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地区倾销西

方的价值体系、倾销转基因食品、新药特效药、转移高污染的制造业基地。。。我

们自己千百年来稳固的文化体系在雨打风吹下七零八落、乏人问津。而学习和贯

彻西方的价体系又缺乏厚重的群众基础，最后就是邯郸学步搞得四不像，为了赚

钱，礼义廉耻什么都被认为是浮云，反而人家资本主义社会在大讲人文关怀；转

基因食品、黄金大米，国外的新药、特效药未经长期的人体试验观察，就以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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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产品的姿态在国内推广，被大众追捧，不知底细的中国人花高价做试验品；高

污染的制造业基地转移到我们和其它落后国家，国内赚的钱是最薄的那部分利润，

带来的环境高污染却不知道多少年才能扭转。---------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不

战而屈人之兵’的实例。 

当然，上面谈的都是大局，貌似和日常生活无关，不过从 4种对待游

牧民族的策略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重要的学习习惯。这个习惯几乎很多人都会

有，而且养育孩子的父母会发现孩子身上这个习惯尤其突出。 

一般的学生（无论小学、中学、大学），普遍有个不好的习惯，一个题目

只要做出来了，就没兴趣听别人的思路，从不关注不一样的思路。一般的职场人

自己手头的事情做完，从来没耐心了解和倾听别人的事情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这种思维惰性会让自己失去很多很好的学习机会，学得少了自然没有学得多的人

聪明，所谓的经验方面的聪明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而且听多了不同的思路才

知道什么方法是最好的，人生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努力寻找最佳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已。 

对付边塞铁骑我们可以看到千百年来不同的君主和政治家想出来不同

的办法，这和学生平时做题目一样，解题办法肯定不止一个，多知道一些才能挑

出来最好的。  

职场人工作经验的积累也是一边多做，一边多看、多思考别人怎么做，

这才能快速提升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因为你看得多想的多自然就比别人会挑最合

适的方法。 

     为人父母的身在职场要有意识培养自己多做、多看、多考虑的习惯，这样

职场升迁之路才会越走越顺畅。同时也有责任和义务培养孩子这个学习习惯，这

对于孩子学习成绩的提升和将来职场的打拼都大有好处。 

‘不战而屈人之兵’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最‘狠’的解决办法绝不是表面看起来最强硬的那一种，而是表面看起来很温和

的那一种。把这个思路贯彻到家庭关系、亲子教育、职场打拼中会有很大的好处。 

《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历代王朝对游牧民族策略大Ｐ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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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奴、西夏、金国、辽国、蒙古这些都是曾经中国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这些

民族的铁骑战斗力极强，进退自如，年年劫掠边疆。中国的统治者对付他们的方

式随着对战经验的积累越来越高明。 

但是，首先我们需要清醒得认识到游牧民族是一定要来抢掠的。因为游

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靠天吃饭，一旦有天灾，除了出来抢没有别的活路。想一想

就知道了，游牧民族的统治阶级遭遇天灾，只有三种处理办法：要么通过战争胜

利抢来粮食和物资让族人活命、要么通过战争失败自己死亡大量人口让存粮够吃、

要么就是原地不动等着被部落其它首领因饥荒挑起争端而取代。在生存和死亡面

前，游牧民族统治者肯定选择抢啊，等死那是傻子。（ 游牧民族的生存状况和动

物界的狼群、猴群的生存状况很类似，人只是高等动物，归根结底生存方式和其

它动物没有本质的不同） 

那么，我们的中原统治阶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一、靠强悍、机敏的将领守边疆： 

强悍的杰出代表是大明王朝的李如松。此君家族是军事上的狐狸窝，

靠着优良的马匹、拿国家的土地分给自己的私家部队辽东铁骑、装备最高科技的

武器，把蒙古入侵部落打的闻风而逃。这里特别引用《明朝的哪些事儿》里面介

绍的辽东铁骑的最高科技武器三眼神铳：全长约 120厘米，共有三个枪管，枪头

突出，全枪由纯铁打造，射击时可以轮流发射，是辽东铁骑的标准装备。发起冲

锋时，辽东铁骑即冲入战阵，于战马上发动齐射，基本上三轮下来，就能冲垮敌

军。但问题似乎也未完全解决，三枪打完后怎么办呢？一般说来，换兵器是免不

了的了，但中国人的智慧在此得到了完美的验证，这把火铳之所以用纯铁打造，

枪管突出，是因为打完后，吹吹枪口的烟，换个握法，把它竖起来使，那就是把

十分标准的铁榔头。人骑着马冲进去，先放三枪，也不用装弹，放完抡起来就打，

这么几路下来，估计神仙也扛不住，铁骑之名就此横扫天下。顺便说一句，这种

三眼铳今天还有，就在军事博物馆里。每次当我看到那些铁榔头的时候，都会不

禁感叹：科学技术，那真是第一战斗力。 

机敏的杰出代表是战国时期四大名将之一的赵国名将李牧，此君一直

派驻在赵国边境呆着抵抗匈奴，一呆数年。此君抵抗匈奴的手段十分简单、十分

高杆，叹为观止！他修固城池、坚壁清野，每天宰杀几头牛犒赏军队。然后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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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著名的、让人瞠目结舌的军令：“匈奴来袭，赶紧进城，有敢出去和匈奴打

仗的斩”。每当匈奴入侵边境，烽火台一报警，李牧即下令士兵立即收拾物资退

入城堡固守，从不出战，使匈奴无从掳掠。这样过了几年，李牧没有人员伤亡也

没有损失过物资。 后来赵国君臣都觉着这么和匈奴对峙很窝囊，就把李牧调回

来，派了其它将领过去，过去就打，一打就输，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把李牧再

派回去。李牧回去接着天天宰羊犒赏士兵、并且不准出城作战，让匈奴始终无功

而返。 其实李牧此人有勇有谋，后来抵抗秦军的时候绝对是勇于出击的，秦朝

的四大名将之一王翦知道有李牧这仗不好打，最后用了离间计把他害死了。名将

李牧是一个一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将领，这样的人就肯沉住气面对匈奴完全据

守，可见其深谋远虑，当得起军事家的名头。 

二、靠修长城。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已经在各自修长城了，主要就

是为了抵御战斗力实在太过强悍的匈奴，秦始皇那么猛的人，面对匈奴的连年劫

掠也没啥好办法，于是花大力气修长城，靠防守为主。 

三、靠搞经贸。明朝首屈一指的名相张居正是个一流的政治家，他和当

时的内阁首辅高拱等人看明白了匈奴之所以年年劫掠中原的最根本理由，就是我

最开始说的那个理由。所以，更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替这些塞外民族解决后顾之

忧，让他们即使遭遇天灾也能有活路，有活路自然就没有那么多人愿意拼命了。

当时张居正、高拱花了不少力气和蒙古那边搞商贸，开放互市。当时明朝的迂腐

言官们一个二个觉着和游牧民族做生意有失面子，激烈反对，后来张居正和高拱

想了个抓阄之类的办法，还作了弊，才算是开放了边贸。这些事情在《明朝那些

事儿》里面有详尽的描写。总之一方面李如松的辽东铁骑虎视眈眈，另外一方面

边疆贸易红红火火，蒙古铁骑居然就消停了几十年。不得不说张居正、高拱这些

内阁首辅的治国水准很高。 

四、就是靠不动声色的‘灭族’了。如果说张居正是一流的政治家，

那么至少在对付塞外铁骑这件事儿上康熙可以算是超一流政治家了。康熙的策略

真是不动声色，估计怕蒙古部落有逆反心理，所以喇嘛都是从西藏请来的（所谓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如果不是乾隆的《喇嘛说》泄露天机，估计这个策略就会

尘封历史而无人识破了。他选择的是需要出家不能结婚的一支教派，又对凡是入

教的蒙古人提供优厚待遇，吸引蒙古族青壮年男子入教，不动声色的缓缓削弱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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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铁骑的数量和质量，然后又通过高层通婚稳固贵族，当然贸易也是要开展的，

三管齐下，彻彻底底的解决了塞外铁骑侵扰的问题。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哪

一个不是一流的政治家，哪一个不是能征惯战的军事家，和塞外征战都是执政期

间的重点，但只有康熙彻底解决了此问题，而且不留后患，稍微知道一点中国历

史的人都知道满清朝廷真是不和蒙古打仗，倒是蒙古铁骑会支援清廷。 

启用名将要担心功高震主、要担心自然死亡；使用长城要经常修修补补、

要大量屯兵；单纯搞贸易战火一起就停滞了。唯有宗教洗脑，洗得温温柔柔，无

知无觉。 

第一篇：《孙子兵法》的冰山小角，告诉你如何学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我看过，而且看过几次，不过没有特别研究过，但我只需要讲其中的

一句话，你就能明白孙子兵法应该怎么学比较好？ 

讲的这句话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条理论在现实世界用到极致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但偏偏这条理论一

直在被不同的人、不同的政府、不同的政客使用。 

我对这句话的感慨来源于 前一阵子我看 CCTV4 的一档节目《文明之

旅》，当时看的那一期请的专家叫做舒乙，讲北京城的一些古迹的故事。我查了

一下，此人是老舍的儿子。他讲到北京雍和宫的一块石碑，上面刻的是乾隆写的

《喇嘛说》，舒乙介绍这是一篇很少见的、乾隆写的议论文，写的非常好，而且

此文泄露了一个重大的机密，我听了之后真是毛骨悚然，时时感觉慎得慌。 

乾隆这篇《喇嘛说》是讲他的祖父康熙治理蒙古的事情，当年康熙从西藏

请来一批喇嘛到蒙古地区传教，凡是信奉喇嘛教的，朝廷都给优厚的待遇，慢慢

的，蒙古部落信奉喇嘛教的越来越多，后来大清朝廷就出律令，蒙古部落每一家

人，至少有一个男子必须信奉喇嘛教。其实就是清廷不出律令，信仰喇嘛教的人

也会越来越多，因为一旦入教就是满清朝廷供养，每天念念经，不用放牧、不用

打仗，啥都不用做就有稳定而比较丰厚的收入，当然很多人愿意出家做喇嘛。这

支喇嘛教是黄教，不能结婚，这样大批的蒙古青壮年男子因信仰喇嘛教而不会再

成为蒙古铁骑的补充兵源，而且因为他们不能结婚生子，又消减了本来就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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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部落人口数量。 当然，清廷历朝历代皇族不断和蒙古贵族联姻，不断的嫁

娶稳定了蒙古贵族，从而稳定了整个蒙古部落。 

我为什么说毛骨悚然？是因为这一招温水煮青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策略，

几乎没有破解的办法，一个彪悍的民族就这么被无声无息的瓦解了，实在太可怕

了！快赶上灭族了，而且这个策略执行数十年之后整个民族战斗力锐减，都不知

道该如何反抗。 

其实康熙做的事儿是合乎《孙子兵法》谋攻篇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上兵伐

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简洁点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以我自己的视角对国学做的简单介绍，中国的国学基础在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战

国时期就形成了，后续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修补完善。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思想是

分门派的，孔子和孟子的学说都不完全一样，更何况其它的。大体上孔子、孟子

这些是儒家学说；老子、庄子属于道家学说；韩非子李斯是法家学说；后代的人

我只知道王阳明的心学算是独立的一套哲学体系，其它的我不是很了解。孙子兵

法不属于哲学体系，只是战争类的，但日常生活用用也不错，尤其用间篇在商业

社会很有用，商业竞争中各类用间颇多，我稍微知道一点点。  

那么这些国学怎么用呢？我的个人观点，如果说一个人的人生是一路

的披荆斩棘，那意味着你需要各种各样锋利的刀，长刀、短刀、大砍刀、小飞刀。。。。

这些国学门类就是不同的刀，你需要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刀，（俗话说杀鸡焉用

宰牛刀）。或者说你至少要对某一把比较适合你个性的刀透彻了解、了解此刀的

长处、短处、锋利之处，啥时候最好用，啥场合根本没用，而且平时就要不断练

习刀法让自己拿握趁手，这样面临问题的时候才能操控自如。 

我是偶然的机会学国学，修的是儒家这把刀，挺趁手，对其它刀法也

略知一二，我先从孙子兵法、墨子、儒家各自一句话的浅析入手，然后开始详细

讲《左传》的应用，因为《左传》全部是真实实例，这个是最容易移植到日常生

活中的，最容易讲明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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