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

13位ISBN编号：978720012298X

出版时间：2017-2-11

作者：王伟

页数：3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

内容概要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专家 江晓原
复旦大学 海军史专家 姜鸣
《世界军事》总编 陈虎
倾力推荐
历史不一样的“打开方式”
了解中国格局形成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必读书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她的“大一统”
解剖历史：地缘、经济基本盘、权力分布以及文化，这几条是最基本的切入点。
战略与战术相结合，复盘从周朝分封制到大一统帝国、再到秦崩楚亡的历史棋局；古今穿梭，纵横中
西，指点中国格局何来何去。继《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之后，作者王伟将他独特的视角放回中
国。这本《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细数从诸侯争霸到秦帝国统一中国的历史事件，以大历史观
、战略思维的角度，分析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微妙博弈、秦统一六国以及秦帝国的建立。呈现出一部精
彩绝伦的历史大戏。
本书用大开大合的笔法将复杂多变的先秦史呈现出来，并把中国放在世界大格局中，作者善用形象生
动的比喻，用轻松明快的语调，使读者能够了解中国格局形成的由来以及未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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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伟，鬼谷工作室主笔。工科出身，自由撰稿人、时评人，曾做过金融公司的投资顾问。机缘巧合，
站在了几个领域的交叉点上，故善以历史、地缘和经济等多个视角，对国内外战略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曾出版有系列畅销书《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累积销量突破50万册。在《世界军事》杂志刊
有系列连载《秦汉帝国》，此外在《中国国防报》等媒体亦常有时评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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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风起陇西
华夏之初
浩浩商魂
战斗部族
殷周鼎革
周治天下
西北屏障
第二章　刑名治世
大国分合
李悝变法
吴起变法
商鞅变法
第三章　转折之战
马陵之战
河西之战
长平之战
战国时代的“硬件” 第四章　六国毕一
术不抵势——灭韩之战
决胜庙堂——灭赵之战
胜之无奇——破燕灭魏
华夏统一的最后冲刺——灭楚降齐
第五章　再铸华夏
秦帝国的事实统一
功在史、亡于势——秦帝国的宿命
偶然中的必然——一场宫廷政变改变了帝国命运
大泽乡起义——压垮秦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帝国的回光返照
第六章　大秦悲歌
祸起庙堂
定陶之战
巨鹿之战
既是结束，也是开始
汉承秦制
关陇集团与华夏治乱
附章  帝国之道：统合为本（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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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是相关类型里最好看的一本，当你没时间去啃黄仁宇孙皓晖等老先生的书，又想轻松愉快
的了解先秦历史，那这本书是最好的选择，它也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涉及的知识面非常之广
，特别能考验读者的智商，相信大家会有非常好的读者体验。
2、理科生眼中的中国历史，比较立体、实用！有很多案例分析，有些观点挺有意思，对当下政治局
势有所启示。
3、从战略格局的角度，切入历史宏观，解释历史之所必然。关于历史问题，本书具有很多颠覆性意
见。
4、朋友推荐买的实本书读了一遍，精彩！过段时间再读！正所谓历史上没有新鲜事，看了这本书，
再结合自己的一些历史知识，能看清这世界上很多事务，感谢作者！
5、整体不错！
6、写的不错，主要是史观很正，全书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有理有据，即使是猜测推理，作者还是
比较小心论证的，读者心中自然有分寸。作者的分析历史人物的决策背后是建立在利益格局，投入产
出比，进化心理学等之上，比较有说服力。其实这类书和毛选，一些顶尖创业者，投资人的演讲都有
一定的相似之处，宏观把握，抓大放小，利益格局等分析，这背后的世界观都是唯物论思想，当然尽
管有些人不太承认罢了。推荐！
7、有观点，有想法，值得一读！
8、这书不是相关类型里最好的，但却是最通俗易懂具备趣味的，读起来不费力，如果你喜欢看《三
国演义》这样的，选这本书应该错不了。秦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集权制国家，和清朝一起对照天朝，
其实都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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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林亦霖这本不厚的书，断断续续看了半月有余，与以往的那些政治类的书略有不同，文章中的很
多观点颇为新颖。西方的政治起源是基于理念的理解，中国的则侧重于与实践的结合。战国时期的思
想迸发，为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定下了基调。儒家作为表象，维护统治的权威性；法家作为内部，巩固
统治的合法性。儒家和法家思想相融合，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基本格局。书中的内容以先秦为主要的叙
述对象，通过剖析那一段历史来印证历史变革的部分相似性；在文章的末了，又用概括性的术语对全
文予以总结，使书的中心思想跃然于之上。作者通过文字的叙述达到了他想要的借古醒今的作用。归
纳起来，政治要符合简单的几个字眼：法、术、势。他对于《秦律》的看法与之前的学者有很大的不
同，因为秦朝的短暂，二世而亡，很多优秀的东西被选择性的忽略；同时，又因暴政而亡，部分政策
被夸大，最为明显的例子就如焚书坑儒。统治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确对一部分儒生进行了不合
适的处理。但，数目据考证并未有那么众多。《秦律》作为其中的瑰宝，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负面的影
响下渐渐被掩盖，实际上很多条文对于现代仍有借鉴的意义。法的本质含义是予人以警示，它划出一
道红线，告诉人们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更为甚的是，它可以间接影响那些想为或者不想为的事情
。《秦律》涉及的内容很多，规定的方面很多，法律这样做的意义是为了提供各种借鉴。当遇到权利
受侵时，其可以进行调节。法律不是一切，但没有法律的保障，就没有一切。术，从古时的意义来看
，就是君王的驾驭之术，即君臣之间关系的处理。因为权力的分割，君臣存在矛盾，特别是皇帝和宰
相之间。近代以来，术，就演变成为政府和民众关系的处理准则。要把臃肿的政府变为服务型的政府
，把更多的权限下放于人民。让人民有更多的机遇参与资源的分配。势，就是顺天时、从民意。书中
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刘邦，行政治之事时，要讲究顺应时代的大势。项羽晚入关中，但其拥有较为雄
厚的势力让刘邦颇为忌惮。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人民渴望的是稳定的环境。他做事的蛮横和手
下对民众的无礼都让当时的局势有所改观。势，即社会发展之势，实指民心、民意。西楚霸王并未意
识到这点，暴力征服在历史的面前摧枯拉搞。大好的形式成了败局，刘邦创立了汉，开辟了一个时代
。法，术，势；看似彼此独立的三者，实则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法为根基，术为方法，势为环境；
颇有点天时地利人和之意。政府想有一番作为，缺一不可。立天地民心之法，确仁爱民主之术，从自
由富强之势。法、术、势，看透政治格局的，基调。
2、《从诸侯到帝国——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这名字让我本能的联想到了《走出帝制》，当然
了，相对于《走出帝制》牛逼闪闪且被禁了的崇高地位来说，前者仅仅是一本有趣的历史故事书。这
本书主要讲的是战国七雄到秦统一的这段时期。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应该是三国，但不同于三国时期是
一群贵族高富帅争天下，战国历史实际上是真正励志的屌丝秦逆袭史。整个战国时期，其实大家主要
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变法二是军争。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变法、军争单独列章，让你最快的了
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堪称璀璨的“周秦之变”。如果你之前了解这段历史，那这本书会补充更多的细
节，如果你关于这段历史的印象仅仅来源于教科书，考试还经常不及格，那恭喜你，这本书应该会让
你感觉像读了遍三国。说到变法，最著名的当然是商鞅，但实际开变法先河的是魏国，李俚变经济，
吴起变军事，所以有强大经济支撑训练出的“魏武卒”有背着几十斤负重日行千里之后还能力战的强
悍战斗力，倒霉的就是接壤的秦国了。但魏的问题是变革不彻底，最后慢慢变得外强中干，尤其是后
期几任魏王过于虚伪，对于人才“赐予尊荣，束之高阁”的做法导致魏人才大量流失。吴起被魏逼走
后到了楚，楚地那时候被叫南蛮（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实际是吴越楚三家，吴越因为
勾践已经很出名了，后期就被楚吞了。其他国家流亡出来的人都愿意隐居于楚，因为楚到处是深山湖
泊，钻进去谁也找不到。也侧面说明了，楚领土虽大，但不是平原的特点管理起来十分困难，这也是
楚国到最后在变法上也是最落后的国家的原因，贵族有自己的财产、私兵，而国君无可奈何还得求着
贵族。楚最著名的就是屈原，一个变法失败被流放的人。最东边是齐（山东），再东边是海没敌人，
卖海盐富，齐人以击技闻名天下，战国初期的国君还很英明神武，还有田忌孙膑这样的能臣，可惜先
天条件太好，就没什么进取心，总想黄雀在后结果玩砸了。但是齐国开设“稷下学宫”网络天下士子
（可以理解为官府养着文化人），引领战国文华，成为中华文化重地，时至今日山东也是教育大省。
北边由于有匈奴，所以燕赵秦都有北抗匈奴的额外副本，这里燕最早受封，却在战国时期相对最弱，
所以总愿意在赵国打别人的时候偷袭赵国，这就是燕赵龌蹉的根源，简单说就是燕实力不济还要摆资
历造成心理扭曲而产生的行为。战国中期赵国逐渐强大，变成了秦赵争天下的局面，最后赵败于长平
之战，著名的纸上谈兵赵括就是赵国主帅，其实赵括还是有点冤，哪个名医成名前不治死几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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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他手里断送的是赵的国运。而赵括替掉的就是廉颇，尚能饭否与蔺相如两个典故。秦主将是战神
白起，一生从无败绩。长平战后秦杀降几十万人，60万人对峙这么多年，俘虏放回去肯定不行，不放
又养不起这些人，只能杀。但尴尬的是，长平之战后秦国反倒跌入了低谷，被打回了函谷关。杀降不
祥。打败秦的是六国联军，四公子之信陵君挂帅，苏秦合纵的衍生物。战国里还有个韩，从面积上看
和中山国、宋差不多，为啥能称雄呢，因为有宜阳铁山，那时候基本都是青铜，谁有铁谁牛逼啊。韩
国末期贵族韩非子写了一套《韩非子》把法家理论总结成法术势三位一体，堪称比商鞅的《商君书》
更能代表法家精髓，可惜韩王只求帝王权谋的术。从面积上看，中山国、宋也不小，却不属于主流战
国，中山国有一种狼，叫中山狼，人们把看似豪爽义气，实则虚伪浮滑，好大喜功，心胸狭隘，嫉贤
妒能的人称之为中山狼，就可以知道中山国的问题在于短视，而宋国就是偏安，大争之世没追求就是
等死。最后说下主角，屌丝秦，秦人好武不喜文，战国各个学派除了老子骑着青牛去过秦外，在变法
前没有任何一家士子到秦游学过，中原人认为秦人就是野人。最惨的时候被魏打的丢了函谷关割了河
东之地，几乎灭国。后经孝公商鞅变法，历经六世而治最后统一天下，却亡于一个內侍手里。秦也是
出名人最多的国家，孝公商鞅，张仪，宣太后（芈月），白起，吕不韦，嬴政，李斯赵高......这应该
是典故最多的一段历史，当你完整的读一遍这段历史，会把很多典故都串起来，并知道这个典故在历
史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这是最有趣的地方。最后说回到这本书，如果你能坚持看到这，说明你对这
个内容是感兴趣的，而我说的所有内容书里都有，特别说一下书里的地图，任何一个关注历史的人应
该都好奇古时的各国都对应现代的哪里。说实话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本书的，终于有点畅销书的影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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