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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

前言

　　也许，真的像有人所说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谋略型的文化。但是，当下谋略类书籍的流行，却似
乎与所谓的“谋略型中国文化”并无太大的关系，起码没有本质的联系。因为文化的深处未必是谋略
，而“谋略”的深处一定是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儒、道、兵、法、墨、纵横、阴阳等许
多学派。这些主要的学派不仅都非常关心政治，还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治人”;而治人就必须讲究方
法，讲究方法就是智谋，就是谋略，就是权术。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智谋被提升为一种牢不可破
的社会制度性的规范和原则，各种学派和文化都在智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纳入了谋略的范畴，成
为智谋的不同组成部分。这样以来，中国的智谋型文化就形成了。　　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智慧、谋
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虽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
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核，也就把握住了中国的
谋略和智慧。　　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它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不
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直接以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为
王道理想献身。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
，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其实，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
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
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法家的智慧很特殊。法家之法作为君主统治
天下的手段，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础上的。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
势”。“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有“法
”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呢？这
就需要“术”。“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中国的
“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法”的实质是强
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则是权术阴谋。这些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
的。　　道家的智慧是极为聪明的。黄老的有关著作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
派的鄙夷和不屑。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道的支配。道是绝对的，永
恒的，是永远不可改变和亵渎的；世间的人是有限的，对于道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那么，如何
体味和遵循道呢？黄老哲学认为，那就是要顺应自然，要无为，然后才能无不为。所谓“圣人无心，
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圣人没有自己的主张，万物的自然运行就是圣人的主张。人如果不能体
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顺应自然，在现实中就容易招致祸害。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
，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总是相互融合，甚至进而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相互消长而已。　　智谋型文化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有
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性格特征。当然，这里不仅有正面的影响，也有
负面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人的学问往往被理解成谋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
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话。有许多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上，给社会带来了极
大的内耗。遗憾的是，谋划和算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用，而且早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
固的为人们所称许的处世态度。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人生的“道”，已成为中国人难以改变
的文化精神。一般所说的中国人善于“窝里斗”，就由此而来。　　然而，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
是术，也就是说，术只是道的表现形式，道则是术的根本，是术的决定因素。只要掌握了道，术就会
无师自通，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
阳谋”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
，然后才是智慧谋略。如果颠倒了这一关系，那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中国的智慧。　　所以鲁迅先生
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成大事者，古今未有。　　因为，权谋决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
权智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
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冷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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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

内容概要

《权谋术(处世绝学)》讲述权谋术是应用于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策略和手段，如果运用得好，权谋术就
是智慧，甚至可以成为一门艺术，令人赏心悦目，击节赞赏。无论在政治、外交、军事，乃至最为普
通的人际交往中，权谋术其实无处不在。权谋术在我国只是一种应用技术，而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系统
地加以研究和总结。作为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权谋术著作，这部书的参考价值是无可怀疑的。现代作
者史半山对《权谋术(处世绝学)》加以注释，并附以相应历史典故、人物简介，并加以阐发，既充实
了内容，又增强了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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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

作者简介

张居正：字叔大，明神宗朝执掌大权的内阁首辅，雷厉风行的改革家。居正有天造之才，几乎以一己
之力实现了明代中兴，成为世界名相。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对权谋术的谙熟使他对人、事的掌控几乎
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这本尘封的残卷《权谋书》正是对一代权相张居正处世兵法的最精彩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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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

书籍目录

智察卷一
诸葛亮惊走刺客　南文子慧眼识诡计　苏无名掘坟捕盗　郈成子细察赠玉情　周亚夫避险平吴　郭子
仪防祸全身　齐桓公误用小人
●注意那些有智而无义的人，因为他们会变成佞人。
●上当之后不要责怪人心难测，而要检讨自己的不察。
●对手对你怒目而视，并不可怕；如果他对你微笑，或异常殷勤，那你可要小心了。
●像使用矛一样使用智慧吧，在不断的较量中才能提高智谋的锋利程度。
●听他怎么说，然后考察他的行为；看他的表情，然后把握他的内心。
●先辨出一个人的优劣真伪，再确立与他交往的尺度。
筹谋卷二
萧何谋国藏秦典　魏文侯义不爽约　李牧隐忍戍边关　裴光庭献计安天下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汉高
祖以义伐楚　宋太祖雅计取南唐　张良明哲保太子　雍齿封侯平众怨　高颖奇计平陈国　孙膑围魏救
赵　岳飞旬日破杨幺　韩世忠威慑曹成　耿弇声东击西　吕不韦重金市相国　晋献公借道攻虢
●善造势者为智，善用势者为谋。
●谋定而思动，后发制人则胜机已握。
●善谋者从来不是依据道理，而是根据利害做出决定。
●注意强弱的变化。用己之强，来攻敌之弱。
●要偃旗息鼓、不事声张，如此胜机便大了。
●不要主动与人为敌，不要放弃修好的机会。
用人卷三
李泌谏修白起庙 燕昭王求贤用乐毅　齐桓公慧眼识宁戚　汉光武烧信安人心　秦桧任用假书人　周金
智平兵乱　楚庄王不辱绝缨者　李渊论赏不分贵贱　赵襄子赏功重礼　魏元忠以盗治盗
●君者只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臣者只需能言能行。
●第一印象好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因为小人更擅伪术。
●考察人的本质，顺应人的性情，如此事情方可为。
●发现和使用贤能的人则事有成，不辨和使用奸佞的人则败机伏。
●当权者首先看重的是忠诚而后才是才能。
●经世之道，识人为先，用人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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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

章节摘录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坐上龙椅后，皇位带给他满足的同时，也带给他无形的恐惧。他开始考
虑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赵匡胤问丞相赵普：“从唐末到如今，皇帝换了十次，却连年征战不休，到
底原因何在？”赵普闭目沉思了片刻，答道：“这是因为镇守一方的将领权力太大，使帝王的权力受
到了威胁。只有削去将军们的兵权，天下才能安定。”赵匡胤点头道：“你的想法和朕完全相同。”
“可事情不太好办呢。”赵普面有忧色.第二天，太祖把大将石守信等人找进宫来喝酒。大家过去都是
同僚，常在一起喝酒行令，现在赵匡胤当了皇帝，虽然稍有拘束，但他们毕竟一起出生人死过，所以
就放开了海量。见大家喝得高兴，太祖对将军们叹了口气，说：“如果没有各位的扶持，我是不会坐
到皇帝的位置上的。你们的恩德我深.深感激。但是，当皇帝很难，根本不像你们这些镇守一方的将军
那样快乐。你们哪里知道，我现在一天到晚，连觉也睡不好。”大家吃了一惊，就问：“为什么？请
陛下明言。”太祖说：“这还用说吗？我这个位置，谁不惦记着啊！”众将吓得跪了下来：“陛下，
我们绝不敢有这样的念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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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学习权谋、运用权谋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权谋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关键看你怎样运用它
。　　——搜狐网友　　如果说人生如棋，那么这部《权谋书》就是一部名家棋谱。　　——新浪网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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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

编辑推荐

　　处世绝学：世界第一名相的权谋要术。　　——权谋书　　张居正似乎永远都是智慧的象征，他
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中国古语所谓“夫人
不言，言必有中”。　　——历史学家 黄仁宇　　大谋者小而大之，小谋者大而小之；阳谋者阳而阴
之，阴谋者阴而阳之。　　——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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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

精彩短评

1、还不错，仔细看看，思考一下，值得一读。
2、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血淋淋权谋史
3、有些东拼西凑的意思
4、好，就凑够5字，另再加10字
5、不错，文学性很强，使用不够
6、下次给我本新的
7、内容未细读，翻了下，本书由原文、译文还配有事典，相信读完颇有受益！另外，印刷的纸张用
的还比较好，只有觉得字号有点点大，不过晚上读对视力好，呵呵！
8、这算是中国的经典了，还在慢慢学习中，经验是可以古今通用的。
9、感觉废话太多，例证太多，不够简练。
10、浏览了一遍，感觉还可以
11、封面有点脏了,可是内容应该还挺好的正准备开始看呢
12、从思想性来看，这的确是张居正写的，受益良多
13、官场之权谋之术，太高深，有难度，读懂能够应用的人厉害了。
14、还没看呀，买的书太多了
15、天下无谋系列等等都很棒，推荐。
16、物流慢慢慢，真的慢死了啊啊啊
17、非常棒的书，经常会拿起翻翻~~~~
18、金典回顾，受益匪浅，书的质量也可以
19、可以说基本是译者的解读，不好说是好是坏，但是我还是想读到作者原滋原味的东西。
20、内容不好，适合没事的时候当故事看。
21、书很好，是我想要的，内容也不错，值得一看。
22、权谋也权谋也权谋也
23、有些拼凑
24、不推荐，没啥意思！！
25、非常有内涵
26、“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此书对人性，常情有一定揭示！
27、本书主要篇幅放在例子上，对古文的解释不够充分。
28、天下无谋之谜卷八书3：权谋术
29、残缺的部分太多了，道理不是很实用，书很差。
30、传承中国文化的好书，值得一读，希望越来越多的书友购阅！
31、这套书很适合刚毕业的大学生
32、慢慢看看吧
33、不能读翻译。此书实质是性理学的政术用法，张太岳之政术固比较正（跟学识有关），但细节之
处有其智（有察利害之变），是本『非鸡汤型』『君子』指导书。
34、送货很快啊，平装，书的质量有问题。
35、解世事纷争，处当下太平。
36、启迪
37、天下无谋之谜
38、仔细看看，思考一下，值得一读。
39、内容稍显单薄了一些，不过觉得还行吧
40、这本书还可以。但是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得
41、快递不错，书也不错，就是有一本是旧的，心里很不爽。
42、张居正写的
43、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事虽殊，其理一也。惟善察者能见微知著。 月亮有晕，就一定会刮风；
柱石湿润，就一定要下雨，人类的事情虽不一样，但道理相同。只有善于观察的人能够从细微处发现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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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

44、没那么阴暗，张居正的处世之道罢了。只是言明了可为与不可为的界点。可以看看。
45、大多数人都是夹心饼干,顺势方可成事.
46、还好，看了一些，还不错
47、比以往的来讲差了点，封面有点脏啊，而且纸质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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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

精彩书评

1、本系列一共八本书《罗织经》、《小人经》、《谋权书》、《守弱学》、《韬晦术》、《止学》
、《解厄鉴》、《仕经》。看这一系列的书籍，我更多的是想从中解答我的疑惑，什么才是人生的终
极智慧。这八本书的作者要么是权倾一世的人物，要么是急流勇退的智者。有以《小人经》为代表的
马里亚维基主义，有以《韬晦术》、《守弱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那么21世纪的今天，古
人的智慧能有用吗？那么人生的终极智慧又是什么呢？尽我浅薄的知识，来分析一二。利益，包括生
命、名誉、地位、权利等诸多要素，不一而足，看起来追求名誉要比金钱和权利要高尚一些，其实不
然，至少我不这么认为。人，追求生命是肯定的，我认为这点没有任何争议。人，在俗世间的一切东
西都已经唾手可得的时候，于是便追求永生。在科学的今天，似乎追求永生也有些遥不可及，更别提
过落后的古代了。于是便衍生出了两种思想，第一种，自己的孩子是生命永生的另外一种方式；第二
种，既然不能永生，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转而对于其他诸多东西开始追求。有了追求，不管目的是
什么，便有方法手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智慧了。当然追求什么或者说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更是讳莫如
深的智慧。接下来终于该说说什么才是人生的终极智慧了。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目的，能善终，能荫
庇后世，这三点达到了，便是有终极智慧的人。简而言之，我认为能找到利益共同体才是关键点。封
建时代，和皇帝站在统一战线当然是最稳当的，不过也不排除伴君如伴虎的朱元璋之流，这里便提出
一个要求，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不能因为你的存在而使这个群体中的领袖受到威胁，只要领袖不傻
，一定会除掉你，那如果你作为领袖呢？则是自己不能把利益占光了，自己吃肉大家也要喝汤的。这
个利益共同体不能失去你。那下一步则是如何在利益共同体中存续自己，两点，第一，这个集体不能
没有你；第二，在这个集体中利益之间要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第一点很好理解，也有这种几种情况
，血脉，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能力，你能使这个集体得到利益；最后就是最脆弱也是最牢固的感情
，这也是最靠不住的，因为人是善变的。第二点，正如上文所讲，即使你是皇帝，也有天子不差恶兵
这一说的。这中平衡的思想首推《道德经》，当然本系列中《止学》《韬晦术》《解厄鉴》等说也有
说明，想要取得常常要先给与。本文有些宏观，有些大，有些空，但是关于这种发生了什么事该怎么
办这种智慧，我不屑于讲，其实更多的是讲不完，再写一个硬盘也写不清楚。这需要人生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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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的笔记-第56页

        智察卷  第一
注意那些有智而无义的人，因为他们会变成佞人。
上当之后不要责怪人心难测，而要检讨自己的不察。
对手对你怒目而视，并不可怕；如果他对你微笑，或异常殷勤，那你可要小心了。
像使用矛一样使用智慧吧，在不断的较量中才能提高智谋的锋利程度。
听他怎么说，然后考察他的行为；看他的表情，然后把握他的内心。
先辩出一个人的优劣真伪，再确立与他交往的尺度。
筹谋卷  第二
善造势者为智，善用势者为谋
谋定而思动，后发制人则胜机已握
善谋者从来不是依据道理，而是根据利害做出决定
注意强弱的变化。用已之强，来攻敌之弱
要偃旗息鼓、不事声张，如此胜机便大了。
不要主动与人为敌，不要放弃与人修好的机会。
用人卷  第三
君者只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臣者只需能言能行。
第一印象好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因为小人更擅伪术。
考察人的本质，顺应人的性情，如此事情方可为。
发现和使用贤能的人则事有成，不辨和使用奸佞的人则败机伏。
当权者首先看重的是忠诚而后才是才能。
经世之道，识人为先，用人后之.
事上卷  第四
以德抱怨是下级化解矛盾、取得谅解的有效办法。
在大事上中心，同时不忽略小事；干着上面所想的，想着上面未想的，这是仕途升迁的智慧。
恪尽职守，是一种大的聪明和智慧。
智慧是一种品格，聪明绝不等于智慧。
让上司高兴，不如为他分忧。
一次雪中送炭，胜过十次锦上添花。

Page 12



《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