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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管理日志》

前言

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跨度比较大，我这近十年来的关注点在于传媒史和媒介运营。现在一下从传媒到了
历史，有些突兀。所以，有些事情要交代一下。写这本书其实想想也是必然，我大学读的是中文，后
来又在读经济和管理学位，再加之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从事着所谓“船头嘹望者”的工作，所以对于这
个社会有着切身之感。这个资讯发达的社会给了我们太多的故事，那些企业家甚至是普通民众的故事
充斥于报刊、网络之间，让人们应接不暇。这些故事的发生绝非偶然，我想这种必然性是一种潜藏于
事件之下的精神脉络。于是，我想找一个结合点，结果找到了《资治通鉴》。司马光编撰这本书的目
的很是直接，宋神宗给这本书命名时更是直白，那就是所谓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如此的一
本书，所写的就肯定不仅是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故事，也不是这一千三百多年来中国人的“光荣与梦
想”，而是故事背后的心智。司马光就是要告诉他直接的读者——皇帝——应该如何去透过现象认识
本质，如何从前人的教训中学会自己的治国之道，这要求跟一个企业家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作为一
个皇帝，要治理好自己的家国天下，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民众，这在现代企业中应该叫做员
工。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懂得如何为他们谋取利益，让他们有幸福感，肯给你干活，又同时要防备
他们造反，防止他们饱暖思淫欲，更要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仔细想想，领导们活
得也不容易，这还真是一门学问。其次是官员，也就是管理者。作为管理者，要知道“人君不亲小事
”，更要知道怎样才能将中层管理者用得恰到好处，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既要知道“良臣如猛虎”
，又要知道“与其得小人不若得庸人”。再次是竞争者。竞争者的存在让帝王们知道，他们不是真的
“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事实上，有人无时无刻都在觊觎他们的权力。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
停止过战乱，内外忧患的日子时时刻刻都存在。所以，权术、谋略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要知道如何
观察并作出正确的决策，要学会如何去“审己量敌”。如何去做一个伐谋的上将，而不是“其次伐交
，再次伐兵，其下攻城”。仔细想想，企业经营何尝不是如此。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每一个管理者都
应该知道如何去修为自身，加强自身的管理能力。要知道沉潜，要知道“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
机”，要知道“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还有，当下的企业家们害怕的是“君子之泽，五世
而斩”，如何培养下一代进行财富传承也是他们所关注的话题。而这个话题皇帝比他们更着急。司马
光在书中举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一国之君要知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要学会“居家为父子，受事
为君臣”，更要知道“兄弟者，左右手也”⋯⋯所以，司马光编撰的是一部管理案例教材，而不仅仅
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至少，我在阅读的时候这样认为。司马光除了散布于书中“臣光日”的点评之
外，更将他的观点融汇在了自己对于历史史实的选择之中。而我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也不自觉地
想到了当下，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所撰写的文字。当然，有人可能说，现在已经不是“楚虽三户，亡秦
必楚”的时代，《资治通鉴》里所说的谋略已经不适合于当下，但我不是如此认为。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为了写作这本书，我引用了很多故事。我在这里向他们的制造者和当事人致谢，谢谢你们为当下
的中国带来了如此多的欢乐以及悲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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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管理日志》

内容概要

《资治通鉴》是我国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我国史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人王鸣盛曾评价说
：“此乃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资质通鉴》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
文人骚客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质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数不
胜数，毛泽东晚年曾讲，他将《资质通鉴》读过“一十七遍”。“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以历史的
得失作为借鉴来进行现代管理，是本书最想呈现给读者的智慧。

Page 3



《《资治通鉴》管理日志》

作者简介

宋守山
青年学者，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签约作家。
现为某高校教师，有多年的传媒产业运营经历。近年致力于企业及媒介运营观察与传媒史的梳理和写
作，写作有《传媒三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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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周
星期一垂若并永，为患益深，不如
两存之
星期二螫手解腕，事不得已
星期三孙荒淫凶逆，宜速征伐
星期四昔周文王以纣遗武王，惟知时也
星期五扬汤止沸，莫若去薪
第二周
星期一将士虽寒，不可不进
星期二今忽诛其室累，正足坚彼意耳
星期三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
星期四事不可不晓
星期五置兵死地，乃可求生
第三周
星期一兵威已振，譬如破竹
星期二旧谷既尽，新谷不收
星期三若其狐疑，则求我于枯鱼之肆矣
星期四围魏救赵
星期五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惧非庙
胜之算
第四周
星期一远水不救近火
星期二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
星期三出敌不意，此用兵之奇
星期四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
星期五大敌外逼，徙户内叛，此危道也
二月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第一周
星期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
帅也
星期二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星期三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
星期四千人所指，无病而死
星期五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
第二周
星期一举大事者不忌小怨
星期二在德不在强
星期三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星期四劳谦君子有终吉
星期五欲富国者务广其地
第三周
星期一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
星期二岂敢挟私恨以蔽贤乎
星期三亲贤臣，远小人
星期四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
星期五大禹以卑宫为美
第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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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
星期二床笫易诬
星期三立政之要，记功忘失
星期四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
星期五作牧亦易亦难
三月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第一周
星期一君明乐官，不明乐音
星期二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星期三任吏以职，但总大体
星期四辞胜于理，终必受诎
星期五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
第二周
星期一人君不亲小事
星期二赏不遗远，罚不阿近
星期三抄新律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民
星期四当示之以好恶，使百姓绝多幸之望
星期五赏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
第三周
星期一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
星期二国将亡，必多制
星期三乐毅伐齐
星期四礼之为物大矣
星期五戮一人而千万人惧
第四周
星期一天子之职莫大于礼
星期二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
星期三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
勿失
星期四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星期五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
以成
四月为将当务慎重，审己量敌
第一周
星期一触龙说赵太后
星期二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
我于市
星期三蜜中鼠屎
星期四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星期五权不可豫设，变不可先图
第二周
星期一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免
星期二为将当务慎重，审己量敌
星期三文失志恍惚，遂不过府；无忌以为薄
己，大怒
星期四治无小，乱无大
星期五禁微则易，救末则难
第三周
星期一晋必有攻吴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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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主人不以礼待客，客何为哉
星期三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况万乘乎
星期四勿使左右窃弄威福
星期五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第四周
星期一师出有功，在于将帅
星期二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星期三经师易遇，人师难遭
星期四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星期五天时、地利，不及人和
五月良臣如猛虎
第一周
星期一隐士侯嬴
星期二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
资也
星期三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将军宜枉驾
顾之
星期四好士而不能择人
星期五疑则勿任，任则勿疑
第二周
星期一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
星期二抚士卒务综大要，不为苛令，使人人得
便安
星期三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
星期四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
星期五客有善为鸡鸣者
第三周
星期一良臣如猛虎
星期二人虽有才，乱俗好反，不可用也
星期三师臣者帝，宾臣者霸
星期四不给，则贪者得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
星期五随时任才，皆能致治
第四周
星期一为国失贤则亡
星期二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星期三愿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
星期四忠益者莫大于进人
星期五子龙不弃我走也
六月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
第一周
星期一且止，忍不可忍
星期二两敌共对，惟当忍之
星期三兵不戢，必自焚
星期四今暴得大名，不祥
星期五愿陛下简息游幸
第二周
星期一顾君不言，言必有中
星期二军事未发，不厌其密
星期三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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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
危也
星期五示众以怯，恐士气不战先沮
第三周
星期一衰至便骄，何常之有
星期二虽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后
下笔
星期三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
星期四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
星期五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第四周
星期一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
之秦
星期二要当获而后食
星期三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
星期四与穷寇竞胜，兵家之忌也
星期五愿且不称，勿为祸先
七月集众思，广忠益
第一周
星期一水清无大鱼
星期二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星期三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
星期四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
星期五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
第二周
星期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星期二平阳气象方昌，请徙都之
星期三闻名不如见面
星期四貂不足，狗尾续
星期五凉土虽弊，形胜之地
第三周
星期一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
星期二才疏意广，讫无成功
星期三将帅趑趄，莫敢自决
星期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
星期五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第四周
星期一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星期二守宰者，致治之本
星期三今三载一考，即行黜陟
星期四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星期五任贤使能，何有新旧
八月朝廷宜壹，大臣当和
第一周
星期一兵权萃于一门，非深根固蒂之宜
星期二恳恳用刑，不如行恩
星期三夫智者审于量主
星期四孤则易折，众则难摧
星期五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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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星期一此奇货可居
星期二威震其主，功盖一国，求不死，得乎
星期三渑池之会
星期四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星期五王与马，共天下
第三周
星期一忠臣不和，和臣不忠
星期二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
星期三职大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
星期四得主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
星期五入则顺旨，退则不从
第四周
星期一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
星期二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
星期三毛遂自荐于平原君
星期四明公之威，诸将之力，镇恶何功之有
星期五朝廷宜壹，大臣当和
九月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第一周
星期一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星期二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
星期三何至作楚囚对泣
星期四华亭鹤唳，可复闻乎
星期五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
第二周
星期一年在天，位在人
星期二人君不可以不学
星期三人生如朝露
星期四事不避难，臣之职也
星期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第三周
星期一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
星期二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星期三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
星期四有志者事竟成
星期五甑已破矣，视之何益
第四周
星期一中流，击楫而誓
星期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
星期三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
星期四吾立此军，欲与之俱长
星期五诸人以舌击贼，伺惟以力耳
十月善用兵者能因败为成
第一周
星期一徙木立信
星期二机会难得，岂宜胶柱
星期三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星期四王以名使括，若胶柱鼓瑟耳

Page 9



《《资治通鉴》管理日志》

星期五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
第二周
星期一叛臣逃吏，吾之深仇
星期二不恃敌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
星期三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星期四兵有利钝，战无百胜
星期五采葑采菲，无以下体
第三周
星期一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
星期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星期三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
星期四胜负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败为成
星期五诵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诵而不行乎
第四周
星期一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
星期二今大业甫济，汝当先自爱
星期三帝之与民，犹头之与足
星期四正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
星期五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长
十一月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
第一周
星期一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
星期二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
星期三何不食肉糜
星期四虏掠得几何
星期五为法自弊，一至于此
第二周
星期一吾计已定，卿勿复言
星期二文士褒贬，不足罪也
星期三周郎刀不识君
星期四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
星期五此我过也，诸将何罪
第三周
星期一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
星期二偶然耳
星期三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
星期四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
星期五生子当如孙仲谋
第四周
星期一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
星期二天下宁有白头贼邪
星期三物极则反，致至则危
星期四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
星期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
十二月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
第一周
星期一爱而不教，终至凶戾
星期二本根虽茂而端良甚寡
星期三此间乐，不思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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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夫门望者，乃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
皇家
星期五高祖既贵，命藏微时耕具以示子孙
第二周
星期一公子所以重于诸侯者，徒以有魏
星期二家姊行路相犯，极以为愧
星期三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
星期四君父子所为，臣子必习而效之
星期五乱我家者太子也
第三周
星期一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
星期二兄弟者，左右手也
星期三宜密树腹心于外以自藩卫
星期四以人臣行主威，至难也
星期五义不以私废公
第四周
星期一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
星期二欲其隐约，莫若贫贱
星期三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
星期四早肆民上，非善诲也
星期五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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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周星期一  垂若并永，为患益深，不如两存之西燕主永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于
雍州刺史郗恢，并献玉玺一纽。恢上言：“垂若并永，为患益深，不如两存之，可以乘机双毙。”译
文：西燕国主慕容永被慕容垂围困，情势十分危急，他派儿子常山公慕容弘等人去向东晋雍州刺史郗
恢求救，并献上了一颗玉玺做为见面礼。郗恢向朝廷上奏说：“慕容永如果被慕容垂吞并，会给我们
带来更大的威胁，还不如让他们两个都存在，我们可以寻找机会一起歼灭了他们。”笔记：甲乙丙三
家公司竞争，在市场上打得火热，不分伯仲。这时，甲公司的现金流忽然出现了问题，恰好银行又不
贷款给他。于是，甲公司来找乙公司拆借一部分现金，如果你是乙公司的董事长，借还是不借？乙公
司很是纠结。如果借，那么甲公司以后在市场上肯定还会跟乙公司争夺，但要是不借，甲公司没了，
乙公司面临的竞争可能会更大，与丙公司的斗争将是你死我活。在目前的情况下，三足鼎立是最为稳
定的。所以，权衡再三，乙公司还是选择了借款。等自己的力量大了，再把甲和丙公司一起给灭了。
东晋孝武帝也面临这个问题，慕容垂和慕容永打仗，慕容永走投无路，找到了他的邻国东晋搬救兵。
救还是不救？这是个问题。但东晋雍州刺史郗恢上书说，还是救吧，反正慕容永被灭了也没有我们什
么好处，不如留着还能牵制一下慕容垂，等我们翅膀硬了把他们都吃下去。孝武帝觉得，这个主意不
错啊，于是下诏调青、兖二州刺史王恭和豫州刺史庾楷前往解救慕容永。行动指南：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利弊权衡中，自然选利避害。星期二  螫手解腕，事不得已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关中，
自救目前。臣既不安于高氏，岂见容于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图为国，愿不赐咎！——《
梁纪十六·梁武帝太清元年》译文：大王您救兵未至，可兄弟我已到生死关头，情形危急之下，这才
求救于关中，以求自救。我既不安处高澄手下，又怎会为宇文泰所容？但螫手解腕，这本是万不得已
，可我所作一切，皆是一心为国，万望您不要怪罪于我！笔记：毒蛇螫手，壮士解腕，这个典故不止
一次地在《资治通鉴》里出现。它的意思是，被毒蛇咬到手之后，勇敢的人会毅然将自己的手腕切除
，为的是舍小救大，保全性命。就比如侯景骗梁武帝的这次，侯景本来是害怕梁武帝责怪他向西魏求
援一事，便派人写信给梁武帝，说我这是情急之下，万不得已而为之。梁武帝自然知道螫手解腕的事
情，所以也就没说什么。螫手解腕，意思是要学会果断放弃。下围棋的人都知道，围棋不仅仅是简单
的黑白较量，更是双方心智的对比。古代“围棋十诀”中就有三诀是关于放弃的，其四为“弃子争先
”，其五为“舍小救大”，其六为“逢危须弃”。只有学会顾全大局，果断弃子，才能盘活全局，放
弃得越早，损失就越小。行动指南：要学会理性地权衡利弊，果断放弃。星期三  孙荒淫凶逆，宜速
征伐益州刺史王浚上疏日：“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贤主，则强敌也；臣作船
七年，日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晋纪二
·成宁五年》译文：晋朝益州刺史王浚上疏说：“孙皓荒淫残暴，应该抓紧征讨他。一旦他死了，吴
国新君若是明君，那么就会成为我们的劲敌；老臣我已造船七年，每天都有船因腐烂而毁坏；再加上
臣年已七十，去日无多。此三者如果少了一样，伐吴大计就会难成。希望陛下不要失去这良好的时机
。”笔记：在三国中，吴国是最后一个被灭的王朝。晋国其实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而机会是稍纵即
逝的，所以等到机会出现的时候就应该好好把握。王浚上书，就是告诉晋武帝，已经不能再等了，时
下吴主荒淫无度，举国怨恨，离心离德，正是一个讨伐的好机会，而我又造好了舰船，万事俱备只欠
东风，如果他们再立新君，励精图治，再打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成就一个人功业的诸多因素中，机会
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机会没来的时候要等待机会的到来，当年晋朝刚建立的时候，讨伐吴国不是没有
可能，但当时孙权还励精图治，打起仗来势必要损失很大。但到了孙权后人再执政的时候，事情就好
办多了，上下离心，军士都要倒戈了，这时若是进攻肯定会有摧枯拉朽之势。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
。李书福收购沃尔沃，他自己评价说，“这是吉利千载难逢的机遇，历史性机遇才是真正的机遇，只
有抓住了历史性机遇，顺应历史潮流，才能取得成功”。而晋武帝最终也没有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的时
机。行动指南：机会没来的时候要耐心等待，机会一旦来了，就要及时抓住它。星期四  昔周文王以
纣遗武王，惟知时也帝日：“如卿意更当以虏遗子孙邪？”对日：“昔周文王以纣遗武王，惟知时也
。”——《魏纪二·魏文帝黄初五年》译文：文帝说：“按你的想法是把孙权这个后患留给子孙后代
去解决了？”辛毗回答道：“从前周文王把商纣王留给武王去消灭，是因为他知道时机未到。”笔记
：俞敏洪说，自己有很多沮丧的时候，但“我始终有种心情，能在低谷中静静等待，直到机会出现，
我再往前攀登”。俞敏洪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知道，等待也是一种能力。曹丕想要大举进攻吴国，他的
侍中辛毗劝道，现在国家刚刚平定，地广人稀，兵力不足，我们不如休养生息，静待时机。但曹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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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他领会不到等待的力量，无法在等待中积蓄力量，成长自己，消磨对手。所以，他成就不了父辈
的功业。行动指南：经营企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后的胜利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而不是逞
一时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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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近年来，中国的国学和传统文化在西方国家备受推崇。本套国学管理日志系列图书，旨在将中国的传
统文化精髓，结合西方现代的管理思想，以原文、笔记、行动指南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传
统文化进行剖析、分解以及重读，从而挖掘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多重功能，引领国学与
企业管理的阅读新浪潮。　　——赵曙明（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志毅（上
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黄鸣（皇明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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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治通鉴〉管理日志》以管理学的视角，撷取传统文化的精髓，深度剖析国学经典《资治通鉴》
中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巧。从一月到十二月，从周一到周五，以国学智慧通透管理，以管理思维重读
国学，让你在读史的同时，学会现代企业管理。读国学，学管理，以国学智慧通透管理，以管理思维
重读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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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直到书出版之后的今天，我还是觉得有些事还是要交代一下，我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
其一在于，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跨度比较大，我这近十年来的关注点在于传媒史和媒介运营。现在一下
从传媒到了历史，有些突兀。所以，有些事情要交代一下。
其二在于，写作这样的一本书耗费的心力难以想象，我从08年冬天深陷困顿的时候开始了对于历史的
阅读，一直到现在才出版，时间跨度很长。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样书我只有10册，就不一一送给朋友们了，先请见谅。当当和**都在搞促销
，61折。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

写这本书其实想想也是必然，我大学读的是中文，后来又在读经济和管理学位，再加之有长达十年的
时间在从事着与所谓&quot;船头瞭望者相关&quot;的工作，所以对于这个社会有着切身之感。
在《传媒三十年》出版之后，我有一段时间陷入了个人的工作、人生的困顿时期，很多事情想不明白
，书上说的和实际中的生活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和脱节。很长一段时间，我心寂寥，于是，我开始了关
于历史的阅读。
上大学的时候，我老师李钧先生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纸，写的是“观今鉴古”，而不是观古鉴今。后
来，经历了一些世事之后才知道，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所以，我又开始了阅读生涯。
再者，这个资讯发达的社会给了我们太多的故事，那些企业家甚至是普通民众的故事充斥于报刊、网
络之间，让人们应接不暇。这些故事的发生绝非偶然，我想这种必然性是一种潜藏于事件之下的精神
脉络。于是，我想找一个结合点，结果找到了《资治通鉴》。
我本来想写的社会事件，后来选择从企业的角度切入也是各种因素的结合。我不说，想必你也会明白
。

司马光编撰这本书的目的很是直接，宋神宗给这本书命名时更是直白，那就是所谓的&quot;鉴于往事
，有资于治道&quot;。如此的一本书，所写的就肯定不仅是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故事，也不是这一千
三百多年来中国人的&quot;光荣与梦想&quot;，而是故事背后的心智。司马光就是要告诉他直接的读
者--皇帝--应该如何去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如何从前人的教训中学会自己的治国之道，这要求跟一个
企业家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作为一个皇帝，要治理好自己的家国天下，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是民众，这在现代企业中应该叫做员工。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懂得如何为他们谋取利益，让他
们有幸福感，肯给你干活，又同时要防备他们造反，防止他们饱暖思淫欲，更要知道&quot;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quot;的道理⋯⋯仔细想想，领导们活得也不容易，这还真是一门学问。

其次是官员，也就是管理者。作为管理者，要知道&quot;人君不亲小事&quot;，更要知道怎样才能将
中层管理者用得恰到好处，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既要知道&quot;良臣如猛虎&quot;，又要知道&quot;
与其得小人不若得庸人&quot;。

再次是竞争者。竞争者的存在让帝王们知道，他们不是真的&quot;承天启运&quot;、&quot;受命于
天&quot;，事实上，有人无时无刻都在觊觎他们的权力。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乱，内外忧
患的日子时时刻刻都存在。所以，权术、谋略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要知道如何观察并作出正确的决
策，要学会如何去&quot;审己量敌&quot;，如何去做一个伐谋的上将，而不是&quot;其次伐交，再次伐
兵，其下攻城&quot;。仔细想想，企业经营何尝不是如此。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每一个管理者都应该知道如何去修为自身，加强自身的管理能力。要知道沉潜，
要知道&quot;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quot;，要知道&quot;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quot;
。

还有，当下的企业家们害怕的是&quot;君子之泽，五世而斩&quot;，如何培养下一代进行财富传承也
是他们所关注的话题。而这个话题皇帝比他们更着急。司马光在书中举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一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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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要知道&quot;乱我家者太子也&quot;，要学会&quot;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quot;，更要知
道&quot;兄弟者，左右手也&quot;⋯⋯

所以，司马光编撰的是一部管理案例教材，而不仅仅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至少，我在阅读的时候这
样认为。司马光除了散布于书中&quot;臣光曰&quot;的点评之外，更将他的观点融汇在了自己对于历
史史实的选择之中。而我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也不自觉地想到了当下，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所撰写
的文字。

当然，有人可能说，现在已经不是&quot;楚虽三户，亡秦必楚&quot;的时代，《资治通鉴》里所说的
谋略已经不适合于当下，但我不是如此认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写作这本书，我引用了很多故
事。我在这里向他们的制造者和当事人致谢，谢谢你们为当下的中国带来了如此多的欢乐以及悲辛。
2、受益匪浅！还在阅读中...
3、一本旧书
4、这本书写的水平太烂了，单位应该调查这家伙的日常工作
5、好书，能学到很多知识！
6、这本书出版过程中，充满了对作者的愧疚。。。但希望最终有读者能喜爱它，觉得它有用并有价
值。
7、加上流行的管理观念，有些流于表面，不过资治通鉴的来由“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是帝王的
必读教材，可在权力利益面前，就算滚瓜乱熟，依然重复前人的错误，管理这个东西不是靠书本能学
来的。
8、适合读，容易读，值得读
9、国学与管理的巧妙结合，值得一读
10、从史中学管理，比较新鲜，读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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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直到书出版之后的今天，我想还是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写这本叫做《资治通鉴管理日志》。这
本书对于我来说跨度比较大，我这近十年来的关注点在于传媒史和媒介运营。现在一下从传媒到了历
史，有些突兀。所以，有些事情要交代一下。写这本书其实想想也是必然，我大学读的是中文，后来
又在读经济和管理学位，再加之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从事着所谓&quot;船头瞭望者&quot;的工作，所以
对于这个社会有着切身之感。这个资讯发达的社会给了我们太多的故事，那些企业家甚至是普通民众
的故事充斥于报刊、网络之间，让人们应接不暇。这些故事的发生绝非偶然，我想这种必然性是一种
潜藏于事件之下的精神脉络。于是，我想找一个结合点，结果找到了《资治通鉴》。司马光编撰这本
书的目的很是直接，宋神宗给这本书命名时更是直白，那就是所谓的&quot;鉴于往事，有资于治
道&quot;。如此的一本书，所写的就肯定不仅是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故事，也不是这一千三百多年来
中国人的&quot;光荣与梦想&quot;，而是故事背后的心智。司马光就是要告诉他直接的读者--皇帝--应
该如何去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如何从前人的教训中学会自己的治国之道，这要求跟一个企业家其实没
有多大的区别。作为一个皇帝，要治理好自己的家国天下，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民众，这在
现代企业中应该叫做员工。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懂得如何为他们谋取利益，让他们有幸福感，肯给
你干活，又同时要防备他们造反，防止他们饱暖思淫欲，更要知道&quot;水能载舟，亦能覆舟&quot;
的道理⋯⋯仔细想想，领导们活得也不容易，这还真是一门学问。其次是官员，也就是管理者。作为
管理者，要知道&quot;人君不亲小事&quot;，更要知道怎样才能将中层管理者用得恰到好处，这是一
门很大的学问。既要知道&quot;良臣如猛虎&quot;，又要知道&quot;与其得小人不若得庸人&quot;。再
次是竞争者。竞争者的存在让帝王们知道，他们不是真的&quot;承天启运&quot;、&quot;受命于
天&quot;，事实上，有人无时无刻都在觊觎他们的权力。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乱，内外忧
患的日子时时刻刻都存在。所以，权术、谋略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要知道如何观察并作出正确的决
策，要学会如何去&quot;审己量敌&quot;，如何去做一个伐谋的上将，而不是&quot;其次伐交，再次伐
兵，其下攻城&quot;。仔细想想，企业经营何尝不是如此。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每一个管理者都应该
知道如何去修为自身，加强自身的管理能力。要知道沉潜，要知道&quot;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
机&quot;，要知道&quot;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quot;。还有，当下的企业家们害怕的是&quot;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quot;，如何培养下一代进行财富传承也是他们所关注的话题。而这个话题皇帝
比他们更着急。司马光在书中举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一国之君要知道&quot;乱我家者太子也&quot;
，要学会&quot;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quot;，更要知道&quot;兄弟者，左右手也&quot;⋯⋯所以，
司马光编撰的是一部管理案例教材，而不仅仅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至少，我在阅读的时候这样认为
。司马光除了散布于书中&quot;臣光曰&quot;的点评之外，更将他的观点融汇在了自己对于历史史实
的选择之中。而我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也不自觉地想到了当下，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所撰写的文字
。当然，有人可能说，现在已经不是&quot;楚虽三户，亡秦必楚&quot;的时代，《资治通鉴》里所说
的谋略已经不适合于当下，但我不是如此认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写作这本书，我引用了很多
故事。我在这里向他们的制造者和当事人致谢，谢谢你们为当下的中国带来了如此多的欢乐以及悲辛
。
2、我相信，读书人都动过要读《资治通鉴》的想法，然后真正能坚持读完的绝对寥寥。比如我，坚
持看了一年，也仅仅读了80%，看到中唐就搁置一边。这实在是个遗憾，然而这个遗憾不可避免。我
读的是岳麓版的《资治通鉴》，每小时仅能读十页，总共约1800页，这实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对于
吾辈挤时间读书的人来说，如此大部头实在具有威慑力，真有点遥不可及的滋味。据说，有哥们含辛
茹苦读完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流年》，忍不住跑去街上放了一挂鞭炮，以示庆贺。我也想过，如
果哪天真把通鉴看完了，去海滩裸奔也在所不惜。这本来就是个浅阅读的时代，我常常盼着：为什么
没有一本类似于《世说新语》的书来讲通鉴的故事呢？对于吾辈来说，宋守山老师的这本《资治通鉴
管理日志》实在是一部圆梦之作。它选取了通鉴的精华部分，用微博体来讲故事，生动风趣，又不流
于浅薄和戏说，而且还与现代企业管理紧密相连，有着丰富的案例，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作为一
个新锐财经作家，宋守山老师的学识如海，博古通今；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在他“玉树临风，风必摧
之”的瘦削身体中，有着一颗金子般的老奶奶一样的心灵。古人曰：“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这种
说法漂亮是漂亮，但是没啥用，因为实在太笼统，而宋老师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实在是一个“
备课控”，为读者设计好了日程表，写好了哪天读什么。高尔基老师说：“我扑在书籍上，像饥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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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而宋守山老师说：“你扑在我的书上，就好像饥饿的人面对‘饲养员赵大叔’
一样，绝对让你营养均衡，成长为‘四有心人’。”何为“四有心人”？学校里讲的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让我们的耳朵都听出了茧子。那虽不能说全是骗人的，但也基本只适用人生的初
级阶段。出来混要学新的“四有”，即：有决心，有机心，有容人心，有杀人心，绝对合乎中国最传
统的成功学。李宗吾的厚黑学讲究“脸皮似城墙版后，心肠似墨水般黑”，说法令人不齿，但人们一
边骂，一边悄悄买回家仔细研读。这就是最务实的中国人。商场如战场，人前马后，刀兵相见，没点
修行，焉有出头之日？且看宋老师说史：决心二字天天说，但说的最多的一般也是做得最差的。晋朝
名将杜预与众军会议，有人说：“吴国乃百年之寇，是不可能被一举消灭的，现在正是春季雨水多，
军队难以久驻，不如等到冬季，再大举发兵。”对此杜预予以否决：“先前，乐毅凭济西一役而一举
吞并强齐。现在，我军兵威已振，势如破竹，数节之后，都会迎刃而解，不会再有费力之处。”所谓
“兵威已振，譬如破竹”，这就是决心，当机立断，大功告成。机心二字最有学问。中国人是最善于
与人斗的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刀子。整天乐呵呵的开心果，没半点机心，总
是难成大器。比如晋朝八王之乱时，卢志、王彦力劝成都王司马颖，说：“今我军失利，敌新得志，
有轻我之心。我若退缩，士气沮，不可复用。且战何能无胜负！不若更选精兵，星行倍道，出敌不意
，此用兵之奇也。”一个“奇”字，就是机心之所在。中国人最讲“兵不厌诈”，这不如诚信好听，
但绝对比诚信好使。容人心和杀人心二者相辅相成。最好的例子就是三国时期，司马懿设计赚曹爽，
一举为曹魏改朝换代奠定基础。曹操的重孙子叫曹芳，年幼即位。曹爽是曹芳的远支宗室，就因为这
个原因，他虽无寸土之功，但与司马懿并肩为曹魏重臣。后来，曹氏君臣疑心司马懿，曹爽更是对其
大肆排挤，司马懿忍气吞声，后来还干脆装起病来，而且还“病危”了。曹爽独揽军国大权。在我印
象中，司马懿算得上“中国史上第一忍者”。当年诸葛亮为激他出战，送去一件妇人服装，人家司马
懿不但不生气，还穿戴起来给蜀汉使臣看，这种度量让诸葛亮都胆寒。司马懿的容人之心很快得到了
回报。劲敌都要死了，曹爽更无顾虑，他经常跟兄弟几个出城游玩，这就给司马懿的夺权创造了绝佳
的机会。等曹爽带着魏帝出城后，“病危”的司马懿立马全身披挂，带两个儿子占领皇城，传太后懿
旨，免去曹爽的职务。曹爽乖乖缴械投降，梦想做个“富家翁”，但司马懿这时展露了他的杀人之心
，果断将曹爽下狱处死，不留后患。中国人一向最务实，所以即便市井小民也常说：“量小非君子，
无毒不丈夫。”这就是容忍心和杀人心的有机结合，“量”和“毒”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读了《资
治通鉴管理日志》是否真的能有古代将相灵魂附体，让你把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这个的确不敢打包
票。但请相信读史书绝对是有好处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不以史为鉴有时要犯致命的错误。
南朝宋的彭城王刘义康精于吏事，但浅陋不好读书。他一心辅佐自己的大哥——宋文帝刘义隆，到了
权重又不自疑、不自危的地步。后来刘义康终于被大哥以谋反的名义处死。死前，他才翻《汉书》，
看到淮南厉王刘长之事，感叹说：“原来前朝就有类似之事了，我获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你
看，这就是不读史书的下场，真的要了亲命啊。文章来自胡兰成网http://hulancheng.com/
3、金庸1959年创建《明报》，从此每天一篇社论，对时局变化之预测，无不精准，观风云于未动，料
巨变于未然，令人啧啧称奇。何以神奇若此？金庸解释：“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
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行事。”《资治通鉴
》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司马光编撰此书，是教给皇帝治国之道的——说到底，其
实讲的是管理。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从茫茫史海中择取经典案例，让日理万机的皇帝能快速洞悉历朝
历代在国家管理中的损益，从而把握管理秩序是如何建立、运转与失灵的。虽然卷帙浩繁，可这实实
在在又是一本管理学的速成教材。吾友宋守山，本科学中文，硕士读经济与管理，精研传媒，好读史
书。闲读《通鉴》时，被他看出历史与管理交合的枢纽，奋然提笔，积数月而成一书，名为《资治通
鉴管理日志》。如果说《资治通鉴》是一本管理学的速成教材，那么《资治通鉴管理日志》可以算是
这本速成教材的精编本。司马光以如烛之目从浩若烟海的史料里海选出的案例，宋守山再度遴选，敲
定与当代商业社会共通性最强的二百余例，逐条解读、分析，从管理学角度给出言简意赅的建议，既
易懂，又实用，适合置于案头、枕侧，每日闲暇时读上几则，当有进益。《资治通鉴》不在二十四史
之列，却比它们更具管理学价值：编修《春秋》的孔子、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创作《汉书》的班
固等人，骨子里其实都是学者，谈起治国，虽也可侃侃而论，但难免有些隔岸观火之感；唯独司马光
，宦海沉浮，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是实打实的政治家与管理者。史学家唐德刚一样对《资
治通鉴》推崇备至，说：“历史实在是一切人文学科的总根。离开历史，则一切人文学科皆是无根之
花，《通鉴》既是诸史精华之荟萃，则《通鉴》也是通向一切诸家经史子集的总枢纽；掌握此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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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他诸子百家之杂学，自能脉络畅通，无往不利。”这段话其实在说一个“道”字，道为何物？天
地万物运行的规律，也可以说通晓万事的密码，对于古往今来的中国社会，《资治通鉴》堪称一册洞
察世情的密码本，读懂了这个密码，不敢妄言无往不胜，多少会有事半功倍之效。又拿金庸来讲，他
直言对他一生最具影响的书正是《通鉴》，往往躺在床上休息时，信手拈来就看。他用《通鉴》给予
他的敏锐眼力书写时评，令《明报》声誉大振，《明报》的发行量在1968年迅速突破12万份，以后稳
定在10万份左右。这不正是独具慧眼的金庸从《通鉴》中读出的商机？如今这个浮躁的年代，或许少
有人会有时间、有闲情去啃完数百万字的《资治通鉴》，宋守山的《资治通鉴管理日志》一书此时便
体现出价值来：轻阅读，也可有大收获。所谓开卷有益，说的就是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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