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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历史》

前言

作者少年时代僻处乡下，图书难得，不知道从哪里竟得来一部清代袁枚所著《随园诗话》，不由得视
为珍宝，常常捧读。晒着暖阳，和着春风，躺在石板凳上，读着书中那些短而有趣的通俗文言，顿觉
美味无穷。    长大了才知道，像《随园诗话》这种文体，可统称之为笔记。古人写文著书，常常用这
种体裁，不像今人，一篇文章不写上两干字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由此可见，古代的写作者真幸福
呀，一首五言诗，二十个字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发表、拿稿费、得奖金、出文集；一个小段子，三五十
字，就是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不会有老师来教训说这文章没头没尾结构不完整，不会有读者来抱怨
说这文章废话太少了读得不过瘾。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时尚潮流的转移，从前流行笔记体，如
今又流行段子体了，借此东风，作者的“微历史”也可以印刷成书、走向读者了！    本书所记，都是
作者读古书时的偶有所拾，和一点心得。又细心加以编排，分为“做人”、“为政”、“做事”、“
说话”和“生活的艺术”几个类别，以方便读者的阅读。这些内容，荟萃了老祖宗们为人处世的“经
验”和“智慧”，书中观点，皆为作者阅览古人事迹之时的个人感悟和体验，乃一家之言，供大家扩
展阅读视野，提升趣味，欢迎争鸣。    最后，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和本书的责编，感谢广大读者！    
黄一鹤    2013年3月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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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历史》

内容概要

《微历史:老祖宗的人精式生存智慧》内容简介：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最不缺的人才是什么？各种人
精！老祖宗一大堆，最不缺的是什么？智慧！从先秦到宋元明清，各朝各代的历史人物纷纷现身说法
，在短短一两百字之间，细细讲透那些独步天下、令人绝倒的生存智慧。
《微历史:老祖宗的人精式生存智慧》从做人、为政、做事、说话、生活的艺术等五个方面，通过十六
个话题、近千个历史段子，带你领略这些精明的老祖宗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所展露出的生存哲学和
智慧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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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历史》

作者简介

黄一鹤，70年代生人，微历史达人，历史学硕士，曾在机关任职，后又从事过高校讲师、出版社编辑
、广告公司总监等工作。长期研读中国历史，对古代官场尤多注意，常感叹“人性幽暗”“读史就是
读人性”，陆续出版过几种读史小书，版权销至中国台湾、韩国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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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老祖宗的做人道理
中华上下五千年，老祖宗们给咱们啥启示呢？
@话题一：#成功者的秘密#
//一个人要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就会很难有长进。春秋时，晋楚交战于鄢陵。范文子想让晋厉公放弃
战争，他说：“没有外患必有内忧！国君何不放过楚国，当做是长期外患呢？”晋厉公不听，执意开
战，晋国胜利，楚国再也不能对晋国构成威胁。环顾周边，没有了强敌，晋厉公很得意，骄横自满，
一年多后，果然“内忧”来了，厉公在政变中被杀。
@话题二：#人生最难得与失#
//《红楼梦》里说女强人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所以古人强调，凡事要顺
其自然。明末，高钦舜和张养被判处死刑，临刑前，高让家人向刽子手行贿，请求痛快点死。刽子手
如其所愿，痛痛快快砍了高的脑袋，就在这时，皇帝“刀下留人”的圣旨来了，一旁绑着的张养得以
从鬼门关活了回来，高钦舜却丢了性命。
@话题三：#人情世故皆学问#
//眼红病是人类最顽强的一种通病，树大招风，名高最易遭人忌。隋唐之际，有个大学者孔颖达，年
纪轻轻，学问却极好。有一年开学术大会，孔颖达新见叠出，轻轻松松让所有成名学者相形见绌，一
下子引起了轰动。没想到轰动之下，那些颜面尽失的学者们，竟然派了一名杀手，夜里去刺杀孔颖达
。幸好，有大人物出手解救，这位名传后世的大学者才得以安然逃脱。
第二章 为政的道与术
官场如战场，做官可是一门技术活。
@话题一：#政治经验课#
//任何事情都有显规则和潜规则的两面，为政之道，也是如此。西魏权臣宇文泰，和大臣苏绰密谈，
连续三天三夜，据说其中就有这么一段：宇文泰问：“要怎样才能治理国家？”苏绰答：“任用官员
。”宇文泰问：“能说得详细点吗？”苏绰点点头：“用官员治国，把老百姓搞定了；允许官员贪贿
，然后不断反腐反贪，这样官员也就搞定了。”
@话题二：#官场心理学#
//光有才干是不够的，还要了解上级最忌讳的是什么。曾国藩湘军初兴时，在湖北打了胜仗，攻克了
太平军占领的武汉。咸丰皇帝看到捷报后，欣喜不已，马上下了一道圣旨，要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
。军机大臣祁寯藻知道后，劝阻咸丰：“曾国藩离职在家，不过是一匹夫耳，但他一呼，竟然召集了
这么一支大军。这对国家来说，恐怕不是一件好事呀！”咸丰一听，官也不给了，只让曾国藩继续艰
苦作战去。
@话题三：#职场生存经#
//反应快是好品质，但太快了也可能是祸事。李义府当红时，官员李崇德赶紧去抱大腿，大家都姓李
，于是改修族谱，都是一家人。但中途李义府被贬到外地做官，暂时失势了，李崇德也跟着脸色一变
，修改族谱，和李义府划清界限。没承想一年多，李义府又回来了，继续做宰相，这下李崇德可惨了
，被诬入狱，在狱中自杀而死。
第三章 做事的手段与经验
俗话说的好：人心深似海，做事靠手段。
@话题一：#经验交流之良策篇#
//唐时，刘晏负责朝廷在扬州的造船场。本来规定，工人们每造一艘船，可以贴补一千缗钱。有人认
为太多，应删减。刘晏说：“做事要把眼光放远点。现在造船厂刚开始，就让工人觉得朝廷吝啬，那
制造出来的船，质量能好吗？那样造船厂也不能长久。”后来刘晏离职，官员缩减费用，结果造出的
船轻薄易坏，水运大受影响。所以说，做大项目不能抠门，就算钱财浪费一点也不要紧，一抠门，质
量就难以保证。
@话题二：#经验交流之妙计篇#
//美人计无处不在。某次，明太祖得知驸马欧阳携四妓饮酒后，非常愤怒，急令官府逮捕。妓怕死，
就想毁容以求得自保。一老吏拦住她们，教她们如此这般。太祖审讯时，妓女们只是一味哭泣，当太
祖喝令将妓女推下斩首时，妓女解衣宽带，露出如玉肌肤，阵阵香气袭人。太祖一时也为之所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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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说：“这些小妮子如此诱人，朕都不免迷惑，何况是那小子！”将妓女释放。
@话题三：#经验交流之理政篇#
//宋真宗时，一外戚家族因分家产不均，发生争执。真宗派大臣张齐贤去处理。张对当事人说：“你
们是否都认为自己东西分少了，而对方分得多？”当事人都回答是。张让他们于供词上签字画押，再
派官员监督彼此住进对方的住宅，而且财产器物一律留下，财产文契则相互交换。最后，谁也无话可
说。
@话题四：#经验交流之军事篇#
//道光年间，林则徐奉命前往广州禁烟，与英军发生战争。某天，虎门海面浓云密布，英舰前来偷袭
，发现到处漂浮着清军军帽。英军以为是清水军，用大炮轰击。可一阵炮火过后，无数只黄蜂嗡嗡向
英舰飞去，蜇的英军嗷嗷叫，连忙掉头逃走。原来，林事先让人在尿壶里装满黄蜂，封住壶口，罩上
清军的军帽，放置在海面。英军一开火，尿壶破裂，黄峰纷纷飞了出来。
第四章 跟着古人学说话
怎么把话说好听？这里头学问可大了。
@话题一：#救人性命的劝诫之道#
//民间一老秀才被朱元璋请进宫，教导太子。某次，老秀才责罚太子，被朱元璋关进大牢。但在马皇
后的劝解下，老秀才被释放。谢恩时，老秀才写一联呈上。朱一看：“明王明不明，贤后贤非贤。”
朱勃然大怒，要将老秀才拉下去问斩。老秀才立即朗诵道：“明王明不？明！贤后贤非？贤！”朱由
怒入喜。
@话题二：#嬉笑怒骂的对答之妙#
//北宋大文豪苏轼，以前跟章惇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政见不同，两人反目，章惇做了宰相后，把苏轼
贬到今广东惠州。几年后，旧党得势，苏轼被召回京城，官复原职。有人见到苏轼，问：“传言说您
已经仙逝，怎么至今还在人间？”苏轼答：“因为去黄泉的路上遇到章惇，就又回来了。”原来，当
时章惇被罢相，也贬到广东去了。
@话题三：#妙趣横生的文字之乐#
//唐伯虎画声名很盛，某天，许多富贵子弟来求画。期间，他们议论纷纷，使唐很是烦心。于是，唐
取过一张白纸，在中间涂了一团墨，让众人猜。并说猜中者赠画两幅。众人无人能猜。此时，恰好祝
枝山到。祝对众人说：“一团墨就是一个大黑点，‘大’‘黑’‘点’合起来就是一个‘默’字。唐
先生嫌你们太吵了！”众人只好散去。
第五章 享受生活的艺术
生活是件艺术品，需要精心雕琢。
@话题一：#家和万事兴的齐家术#
//给子孙留金留银，不如给子孙留下好名声。唐朝法官徐有功，执法公正，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后来
罢官为民，他儿子参加吏部选拔时，吏部官员都说：“这是徐公的儿子，哪能用常规考核来要求呢。
”清朝谢振定因为得罪和珅被罢官，人称“烧车御史”，二十年后，谢的儿子做了县令，入京述职，
嘉庆皇帝召见，问他：“你就是烧车御史的儿子吗？”便提拔他做了成都知府。
@话题二：#无处不在的生活智慧#
//战国时，一人为齐王养斗鸡。三十天后，齐王询问情况。养鸡人说：“大王，差不多啦。现在斗鸡
骄气没了，心神安定了。虽然别的鸡一再寻衅滋事，但它一动不动，像只木鸡一般。这样的鸡，别的
鸡一见就会吓住！”果然，该斗鸡是战无不胜。鸡如此，人也是这样啊，“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
然不动”的人，最可能出成绩。
@话题三：#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
//以盗墓为致富术，历史上很早就有。宋金时期，南宋王朝的叛徒、金国人立的傀儡皇帝刘豫，在市
场上发现一精巧异常的玉碗，刘豫眼睛尖，知道这是非凡之物，一审，果然是从北宋皇陵中盗来的。
此后刘豫就发现了一条生财之路，即挖别人家坟，盗别人家墓。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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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老祖宗的做人道理 中华上下五千年，老祖宗们给咱们啥启示呢？ 话题一：成功者的
秘密 形势比人强，人要有所成就，个人的好恶不可放得太大。汉景帝废了原太子，改立刘彻，刘彻即
汉武帝。汉武帝能坐上皇位，姑姑馆陶长公主功不可没，于是汉武帝立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为皇后，
又处处让着长公主。阿娇骄纵，长公主又恃功自傲，汉武帝心里不满，渐渐疏远这对母女。太后劝儿
子说：“你刚即位，根基未稳，又得罪了太皇太后（窦氏），如果再得罪你的姑姑，那就危险了。”
汉武帝醒悟，拉拢长公主母女，得以顺利度过政治风险期。 成大事的人懂得“时也，势也”，凡事不
强求，事后也不记仇。曾国藩在安徽作战时，形势危急，手下谋士纷纷出走，得意门生李鸿章见势头
不好，也借故离开了老师。因为这事，曾李二人各自心里存下了疙瘩。后来曾国藩度过危机、雨过天
晴，李鸿章又腆着脸写信来祝贺。曾国藩知道，其他人的才干都不如李，李最能助自己一臂之力，即
使没有自己，李的前途也不可限量；李鸿章也知道，自己要想成大事，还是得靠着曾这棵大树。于是
两人一拍而合，又合作到一起。 唐朝诗人杜牧，有一句写项羽的名诗是：“兵家胜败事不期，包羞忍
辱是男儿。”告诉人们，做大事的人，要有能忍辱负重的强大内心。西汉名将韩信，年轻时钻恶少年
的胯裆，后来又累经屈辱与挫折，终于成为一代战神。同样在西汉，有一位文人，被汉武帝处以宫刑
，在这巨大的屈辱之下，他发奋完成了不朽名著《史记》，他就是司马迁。 好逸恶劳之心理，是人最
大的敌人，要想成就事业，就必须要克服它。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多年，吃尽苦头、受尽白眼，到齐
国后，受到厚待，并娶了宗室女为妻。此后，重耳花天酒地，不再想回国重振大业之事。跟随他一起
流亡的心腹们苦苦相劝，无济于事，最后设计将重耳灌醉，放在车子上，一行人离开齐国继续流亡。
后来重耳归国继位，成就霸业，是为晋文公。 创业者往往行事作风都十分狠，对敌人狠是一方面，还
有一方面是对自己狠。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失败后，成了吴王夫差的仆役。一次，夫差得病，勾践狠
狠心，亲尝夫差的粪便，然后喜滋滋地说：“大王的粪便酸而微苦，看来只是得了‘时气之症’，几
天后肯定能好，所以大王不必放在心上！”靠着这吃粪的狠劲，勾践麻痹了夫差，不久被释放回国，
又经几年卧薪尝胆，终于成功复仇，灭了吴国。 忍功很重要，对有野心的人来说，是小不忍则乱大谋
；对普通人来说，万事忍为贵，忍得平安。张耳与陈馀，都曾是魏国名士。秦灭魏后，两人逃到外地
，以看城门为生。一次，官吏因小事要鞭打两人，陈馀无名火起，想反抗。此时，张耳暗暗踩了一下
陈馀的脚，陈馀才没动。官吏走后，张耳责备陈馀说：“以前我们是怎么说的？如今因为一点小屈辱
，你就要死于庸吏之手吗？” 唐朝诗人王维，曾有诗句：“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说一个人没
发达的时候，扔在人堆里，谁也认不出来；当他做出成就来时，大家才发现他是多么了不起。所以每
一个如今还是“普通人”的人，都不必气馁，人生还有的是机会。东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时老实巴交
，只懂得闷头种地，哥哥老嘲笑他：“如果我是那汉高祖刘邦，你就是汉高祖那只会种田的兄长刘仲
！”后来刘秀跟着哥哥起兵，很快成长为优秀将领，甚而做了皇帝。 唐中宗去世后，韦皇后当权，想
学婆婆武则天做女皇。亲王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联手，计划发动政变，立李隆基的父亲、太平公主
的亲哥哥相王为帝。政变前夕，部下有人问李隆基是否要请示相王，李隆基回答：“我们发动政变，
如果成功，福归相王；如果失败，我们几个死就行了，何必把相王也连累进来！”于是不请示。政变
成功后，相王即位，即唐睿宗。时人都称赞李隆基好男儿、有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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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历史:老祖宗的人精式生存智慧》编辑推荐：想了解古人们的处世方法？想知道老祖宗们的智慧偏
方？想感受一下人精们的绝世风采？⋯⋯不必去翻阅那些浩卷繁帙的古籍了，来看微博吧，这里有你
统统想要知道的。看微博、学历史，谈谈人生感悟，树立正确三观，不信谣、不传谣；读典故、长见
识，参考古人经验，享受淡定生活，最精明、最智慧。做人、做事、做官的道理，修身、齐家、治国
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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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推荐买这本书,勉强看完了,这年头是人都能出书啊''真能糊弄人真无语,如果读者想看类似的作品,
不如去买 雾满拦江的《历史真的很有料》,比这强点.至少能看出作者真的是用心了.
2、有趣的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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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第一章 老祖宗的做人道理中华上下五千年，老祖宗们给咱们啥启示呢？@话题一：#成功者的秘
密#//一个人要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就会很难有长进。春秋时，晋楚交战于鄢陵。范文子想让晋厉公放
弃战争，他说：“没有外患必有内忧！国君何不放过楚国，当做是长期外患呢？”晋厉公不听，执意
开战，晋国胜利，楚国再也不能对晋国构成威胁。环顾周边，没有了强敌，晋厉公很得意，骄横自满
，一年多后，果然“内忧”来了，厉公在政变中被杀。@话题二：#人生最难得与失#//《红楼梦》里说
女强人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所以古人强调，凡事要顺其自然。明末，高
钦舜和张养被判处死刑，临刑前，高让家人向刽子手行贿，请求痛快点死。刽子手如其所愿，痛痛快
快砍了高的脑袋，就在这时，皇帝“刀下留人”的圣旨来了，一旁绑着的张养得以从鬼门关活了回来
，高钦舜却丢了性命。@话题三：#人情世故皆学问#//眼红病是人类最顽强的一种通病，树大招风，名
高最易遭人忌。隋唐之际，有个大学者孔颖达，年纪轻轻，学问却极好。有一年开学术大会，孔颖达
新见叠出，轻轻松松让所有成名学者相形见绌，一下子引起了轰动。没想到轰动之下，那些颜面尽失
的学者们，竟然派了一名杀手，夜里去刺杀孔颖达。幸好，有大人物出手解救，这位名传后世的大学
者才得以安然逃脱。第二章 为政的道与术官场如战场，做官可是一门技术活。@话题一：#政治经验
课#//任何事情都有显规则和潜规则的两面，为政之道，也是如此。西魏权臣宇文泰，和大臣苏绰密谈
，连续三天三夜，据说其中就有这么一段：宇文泰问：“要怎样才能治理国家？”苏绰答：“任用官
员。”宇文泰问：“能说得详细点吗？”苏绰点点头：“用官员治国，把老百姓搞定了；允许官员贪
贿，然后不断反腐反贪，这样官员也就搞定了。”@话题二：#官场心理学#//光有才干是不够的，还要
了解上级最忌讳的是什么。曾国藩湘军初兴时，在湖北打了胜仗，攻克了太平军占领的武汉。咸丰皇
帝看到捷报后，欣喜不已，马上下了一道圣旨，要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军机大臣祁寯藻知道后，
劝阻咸丰：“曾国藩离职在家，不过是一匹夫耳，但他一呼，竟然召集了这么一支大军。这对国家来
说，恐怕不是一件好事呀！”咸丰一听，官也不给了，只让曾国藩继续艰苦作战去。@话题三：#职场
生存经#//反应快是好品质，但太快了也可能是祸事。李义府当红时，官员李崇德赶紧去抱大腿，大家
都姓李，于是改修族谱，都是一家人。但中途李义府被贬到外地做官，暂时失势了，李崇德也跟着脸
色一变，修改族谱，和李义府划清界限。没承想一年多，李义府又回来了，继续做宰相，这下李崇德
可惨了，被诬入狱，在狱中自杀而死。第三章 做事的手段与经验俗话说的好：人心深似海，做事靠手
段。@话题一：#经验交流之良策篇#//唐时，刘晏负责朝廷在扬州的造船场。本来规定，工人们每造一
艘船，可以贴补一千缗钱。有人认为太多，应删减。刘晏说：“做事要把眼光放远点。现在造船厂刚
开始，就让工人觉得朝廷吝啬，那制造出来的船，质量能好吗？那样造船厂也不能长久。”后来刘晏
离职，官员缩减费用，结果造出的船轻薄易坏，水运大受影响。所以说，做大项目不能抠门，就算钱
财浪费一点也不要紧，一抠门，质量就难以保证。@话题二：#经验交流之妙计篇#//美人计无处不在。
某次，明太祖得知驸马欧阳携四妓饮酒后，非常愤怒，急令官府逮捕。妓怕死，就想毁容以求得自保
。一老吏拦住她们，教她们如此这般。太祖审讯时，妓女们只是一味哭泣，当太祖喝令将妓女推下斩
首时，妓女解衣宽带，露出如玉肌肤，阵阵香气袭人。太祖一时也为之所动。最后，他说：“这些小
妮子如此诱人，朕都不免迷惑，何况是那小子！”将妓女释放。@话题三：#经验交流之理政篇#//宋真
宗时，一外戚家族因分家产不均，发生争执。真宗派大臣张齐贤去处理。张对当事人说：“你们是否
都认为自己东西分少了，而对方分得多？”当事人都回答是。张让他们于供词上签字画押，再派官员
监督彼此住进对方的住宅，而且财产器物一律留下，财产文契则相互交换。最后，谁也无话可说。@
话题四：#经验交流之军事篇#//道光年间，林则徐奉命前往广州禁烟，与英军发生战争。某天，虎门
海面浓云密布，英舰前来偷袭，发现到处漂浮着清军军帽。英军以为是清水军，用大炮轰击。可一阵
炮火过后，无数只黄蜂嗡嗡向英舰飞去，蜇的英军嗷嗷叫，连忙掉头逃走。原来，林事先让人在尿壶
里装满黄蜂，封住壶口，罩上清军的军帽，放置在海面。英军一开火，尿壶破裂，黄峰纷纷飞了出来
。第四章 跟着古人学说话怎么把话说好听？这里头学问可大了。@话题一：#救人性命的劝诫之道#//
民间一老秀才被朱元璋请进宫，教导太子。某次，老秀才责罚太子，被朱元璋关进大牢。但在马皇后
的劝解下，老秀才被释放。谢恩时，老秀才写一联呈上。朱一看：“明王明不明，贤后贤非贤。”朱
勃然大怒，要将老秀才拉下去问斩。老秀才立即朗诵道：“明王明不？明！贤后贤非？贤！”朱由怒
入喜。@话题二：#嬉笑怒骂的对答之妙#//北宋大文豪苏轼，以前跟章惇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政见不同
，两人反目，章惇做了宰相后，把苏轼贬到今广东惠州。几年后，旧党得势，苏轼被召回京城，官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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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职。有人见到苏轼，问：“传言说您已经仙逝，怎么至今还在人间？”苏轼答：“因为去黄泉的路
上遇到章惇，就又回来了。”原来，当时章惇被罢相，也贬到广东去了。@话题三：#妙趣横生的文字
之乐#//唐伯虎画声名很盛，某天，许多富贵子弟来求画。期间，他们议论纷纷，使唐很是烦心。于是
，唐取过一张白纸，在中间涂了一团墨，让众人猜。并说猜中者赠画两幅。众人无人能猜。此时，恰
好祝枝山到。祝对众人说：“一团墨就是一个大黑点，‘大’‘黑’‘点’合起来就是一个‘默’字
。唐先生嫌你们太吵了！”众人只好散去。第五章 享受生活的艺术生活是件艺术品，需要精心雕琢
。@话题一：#家和万事兴的齐家术#//给子孙留金留银，不如给子孙留下好名声。唐朝法官徐有功，执
法公正，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后来罢官为民，他儿子参加吏部选拔时，吏部官员都说：“这是徐公的
儿子，哪能用常规考核来要求呢。”清朝谢振定因为得罪和珅被罢官，人称“烧车御史”，二十年后
，谢的儿子做了县令，入京述职，嘉庆皇帝召见，问他：“你就是烧车御史的儿子吗？”便提拔他做
了成都知府。@话题二：#无处不在的生活智慧#//战国时，一人为齐王养斗鸡。三十天后，齐王询问情
况。养鸡人说：“大王，差不多啦。现在斗鸡骄气没了，心神安定了。虽然别的鸡一再寻衅滋事，但
它一动不动，像只木鸡一般。这样的鸡，别的鸡一见就会吓住！”果然，该斗鸡是战无不胜。鸡如此
，人也是这样啊，“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人，最可能出成绩。@话题三：#一本万利的
生财之道#//以盗墓为致富术，历史上很早就有。宋金时期，南宋王朝的叛徒、金国人立的傀儡皇帝刘
豫，在市场上发现一精巧异常的玉碗，刘豫眼睛尖，知道这是非凡之物，一审，果然是从北宋皇陵中
盗来的。此后刘豫就发现了一条生财之路，即挖别人家坟，盗别人家墓。
2、怎么没有简介，我来添加吧：买了这本书，品相很好内容简介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最不缺的人
才是什么？各种人精。老祖宗一大堆，最不缺的是什么？智慧。从先秦到宋元明清，各朝各代的历史
人物纷纷现身说法，在短短一两百字之间，细细讲透那些独步天下、令人绝倒的生存智慧。本书从做
人、为政、做事、说话、生活的艺术等五个方面，通过十六个话题、近千个历史段子，带你领略这些
精明的老祖宗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所展露出的生存哲学和智慧偏方。作者简介黄一鹤，70年代生人
，微历史达人，历史学硕士，曾在机关任职，后又从事过高校讲师、出版社编辑、广告公司总监等工
作。长期研读中国历史，对古代官场尤多注意，常感叹“人性幽暗”“读史就是读人性”，陆续出版
过几种读史小书，版权销至中国台湾、韩国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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