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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权谋家》

内容概要

《天才权谋家·司马懿》集作者三篇长篇历史题材小说为一体，真实再现了司马懿传奇谋略的一生！
明帝时，司马懿屡迁抚军大将军、大将军、太尉等重职。明帝崩，托孤幼帝曹芳以司马懿和曹爽。曹
芳继位后，司马懿先是遭到曹爽排挤，迁官为无实权的太傅。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乘曹爽陪曹
芳离洛阳扫坟，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自此曹魏军权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嘉平三年（251年），司马
懿病死。265年，司马懿次子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追尊司马懿为高祖宣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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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权谋家》

作者简介

李浩白，1978年4月出生，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从事各类文学作品创作。2003年5月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杂文《政绩四忌》；2004年3月在《求是》杂志发表论文《用人四要》；2002年在《乡镇论坛
》发表《乡镇干部的真情告白》、《机关里的“官话”》等杂文。2003年4月在《章回小说》杂志发表
中篇武侠小说《宝光血影》：2003年7月在《古今故事报》发表中篇历史武侠小说《仰天长啸》；2007
年1月在《章回小说》杂志发表司马懿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之一《头角》；2007年9月在《古今故事报》
发表司马懿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之二《魏宫谋嗣》；2008年在《今古传奇》杂志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大
明神断》与《民国第一师爷》。自2001年以来，于《武侠故事》、《古今故事报》等报刊发表短篇小
说《箭神》、《斜阳刀》、《药王匡谏唐太宗》等作品达50余篇．共计四十万余字。司马懿（179-251
年），208年为文学掾，逐渐赢得了曹操的信任。曹操封魏王后，以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以佐助曹丕。
曹丕临终时，令司马懿与曹真等为辅政大臣，辅佐魏明帝曹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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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权谋家》

书籍目录

一、崭露头角二、魏宫谋嗣三、鹰扬之臣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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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权谋家》

章节摘录

一、崭露头角丞相府东曹署厅堂的木窗外，碧森森的树荫里，一只只夏蝉贴着枝条长一声短一声地嘶
吟着，混和着酷暑的热浪袭进屋内，令人禁不住有些心烦意乱。厅堂的门口里一侧的红木杌子上，坐
着丞相府里的守门仆役曹老三。他一边“哗哗”作响地摇着一把蒲扇扇风乘凉，一边敞开衣襟亮出了
大肚皮，身子半仰半倚地靠着门框，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叫热。说起来，这曹老三也算是曹丞相一家的
远房旁亲，跟着已经故去的曹丞相的父亲曹嵩老太尉颇有些年头了。曹丞相念他是服侍过自己父亲的
曹府老仆的份儿上，就没把他遣返回谯郡乡里，而是留他在丞相府当了一份闲差，权当为他养老。但
这曹老三仗着在丞相府里干了多年的仆役，自认为有些资历，便有点儿瞧不起相府里新近进来的一些
青年掾佐。这时，他当着东曹署秘书郎王昶的面，又口无遮拦地说了起来：“嘿！王昶，你可别只晓
得埋头在书案里死‘啃’什么文牍啊！天气这么热，你歇一歇嘛！且来听我曹老叔给你侃上几句⋯⋯
你说说看，在咱们丞相府里，哪一个年轻掾吏的官儿会升得最快呀？”正在伏案整理文牍的王昶抬起
头来看了他一眼，微微皱了皱眉，不咸不淡地答道：“这个问题，王某倒不晓得。”他在心底里嘀咕
道：东曹署里的杂事多如牛毛，我王昶哪有闲心去琢磨这些问题啊！也只有你曹老三这种一天到晚看
门守户无所事事的仆役们才有空去胡思乱想这些事儿。“唉！这样的事儿你居然也没上心？那你在丞
相府里整天忙的是什么啊？只知埋头拉车、不懂抬头看路，那是笨牛！罢了！罢了！让你曹老叔告诉
你一说起来，在这丞相府里所有的年轻掾吏当中，只有你的顶头上司、东曹属司马懿大人的官儿升得
最快！自建安十二年来，你曹老叔在这相府中，对他的飞黄腾达可以说最是知根知底的了。”曹老三
一打开话匣子，便眉飞色舞地侃侃谈道，“记得建安十二年他进丞相府时，大概是二十八九岁吧，比
你现在的年龄还大了三四岁，也是一个小小的秘书郎，官秩不过才四百石。建安十三年七月，他跟着
曹丞相到荆州南征了一趟，回来后没多久就提到了文学掾的位子，官秩一下升到了八百石。后来，他
又外放到了皇宫里当了一两年的议郎，在尚书台荀令君手下当差，荀令君对他很是赏识，建议曹丞相
破格又将他的官秩升到了一千三百石。去年四月，他就又转回到了丞相府，一步就登上了东曹属这个
显要的位置——啧啧啧，官秩顿时达到了二千石。当然，这二千石的官秩倒也没什么。最重要的是，
东曹属这个位子实在非同小可——能代表着曹丞相专门行使对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选举擢拔、赏黜升迁
的大权！就是朝廷里尚书台那个吏部尚书之职也比拟不了呐！”“曹大叔！你这话可不能乱说！东曹
署眼下的主官还是东曹掾崔琰大人呢！司马大人只是东曹署的副官。这段时间里，由于崔大人患病在
家休养，曹丞相才暂让司马大人以东曹属之职而代行东曹掾之权的。”王昶听到曹老三信口开河地乱
扯开来，便急忙发话打断了他，“崔大人病愈返职之后，司马大人哪能还像你说的那样行使什么代表
曹丞相对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选举擢拔、赏黜升迁的大权呢？你这话可说得有些过头，传出去会让司马
大人不安的。”“哎呀！你这小毛头懂什么？你知道崔琰大人和司马大人的大哥司马朗主簿是什么关
系？他俩是多年的故交好友！他对司马懿大人平日里的悉心栽培，你我都是有目共睹的！”曹老三觉
得王昶刚才的话有些火辣辣的味儿，便也不甘示弱，干脆来了个“大兜底”，“告诉你罢！崔琰大人
在这次生病前就已经被朝廷和曹丞相预定为吏部尚书了，只因他恰于此时得病而未能上任罢了⋯⋯在
他养病期间，却由司马懿大人代行其东曹掾之权，这分明是曹丞相有意历练他一番，然后让他顺利接
任东曹掾之位嘛⋯⋯”“噢⋯⋯如果曹大叔这些话当真属实，那么属下也很替司马大人高兴啊！司马
大人志高才富、学识出众，能够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堪称实至名归。”王昶从书案上站起了身，伸
了伸腰，淡淡地说道，“这也没什么可惊诧的啊！”“呵呵呵⋯⋯”曹老三挥了挥手中的蒲扇，“啪
”地一下打死了一只叮在自己肚腹上的花脚大蚊子，摇头晃脑地说道：“司马大人有些真才实学是不
假，可他干嘛能够这么快就飞黄腾达？这你就不懂了吧？他的大哥司马朗大人担任着丞相府主簿，是
丞相大人身边最得宠的人，这一点大家都清楚。最主要的是，他的父亲——一原京兆尹司马防大人是
当年举荐曹丞相为‘孝廉’、帮助曹丞相踏上仕途第一步的故旧之交！曹丞相又最是重情重义，他为
了报答司马防大人当年的举荐之恩，才会对司马懿兄弟如此关照嘛⋯⋯再加上他们司马家一族在朝廷
内外人脉极深，和光禄大夫杨彪、尚书令荀或，还有你的叔祖父大鸿胪王朗等元老重臣私交甚深，嘿
嘿嘿——有着这么得天独厚的出身、背景，司马懿大人是想不升官都难呐！”“曹大叔，这些话你可
不要再信口开河了。”王昶听了，急忙向他摆了摆手，满面肃然，正色说道，“曹丞相是何等英明的
命世雄杰？他一向知人善任，难眩以伪，选贤用能最是公正无私，从来也不曾以亲疏关系、门户出身
、虚名浮誉为凭据来提拔人才。依王某之见，司马懿大人能够在短短三四年间便荣升到官秩为二千石
的东曹属，纯系他真才实学所致。曹大叔可千万不要再在他人背后议论这些事儿了。”曹老三听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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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权谋家》

昶这话，不禁面色一窘，暗暗心道：“你这小子在这个时候还跟我曹老三装什么‘假正经’？官场上
的事儿，你当真以为就那么‘黑白分明’，让人一眼都看得透透彻彻啊？底下还深着呐！老子今天告
诉你这些事儿，是想提醒你：司马懿这个东曹属位置很快就要空出来啦！你得赶快去找你那个当大鸿
胪的叔祖父王朗‘钻门道’才是！没想到你这小子却给老子装模作样的！到时候你这‘楞头青’吃了
几个‘哑巴亏’，才会晓得我曹老三说的到底是真是假⋯⋯”于是在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出来，把
手里的蒲扇摇得“哗啦哗啦”直响，再不开腔了。王昶看到曹老三那副不以为然的模样，不禁也暗暗
撇了撇嘴，不愿和他多言。诚然，司马懿大人的疾速发迹，确是丞相府里的一大奇事。关于他的平步
青云，相府内外流传着不少说法，比今天曹老三口中的花样还多得多。毕竟，才刚满三十四岁的司马
懿，竟不声不响地就被曹丞相一下提升到了丞相府东曹属的职位上去，眼下又正代行东曹掾之权，轻
轻巧巧便掌管了相府内外的人事大权，实在令不少熬了多年资历也没能“得道升天”的大小官员们议
论纷纷。是啊！在这乱世之中，各种奇迹已太多了：江东孙权手下那个早夭的周瑜，年纪轻轻，二十
七岁便当了三十万大军的大都督；益州那个羽扇纶巾风流一时的儒生诸葛亮，只凭着一出“隆中对”
，也是三十岁不到就当了刘备的军师。但他们凭的是真才实学，是赫赫战功！他们所拥有的职位与他
们的能力和付出是对等的。司马懿凭什么就能被曹丞相破格重用？还不是靠着自己的世族出身、父兄
荫庇和吹牛拍马爬上去的，有什么过人之处？现在的人，就是这样：谁也不信服谁的才能，谁都以为
自己本也可以像某人那样出人头地。只因自己出身寒门、时运不济或者不愿像某些人那样为人处世。
相府内外的议论沸沸扬扬，神神秘秘。像今天曹老三这样评说司马懿的人，肯定不会是第一个，当然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过，在许多人眼中，司马大人那里的表现都一切如常。他的目光依然平视前方
坚定沉着，他的步态依然四平八稳从容不迫，他的讲话依然抑扬挫节奏分明。身边的文书小吏仍是王
昶，车夫仍是他的旧仆余忠。他乘坐的牍车也是原来的牍车，并没有添什么华丽饰物。总之，他的形
象还是和擢升之前当丞相府文学掾时一样。饶是如此，司马懿大人还是没能避得了背后有像曹老三这
样的人说长道短啊！王昶在心底里沉沉叹了一口气。古语讲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
，人必非之。”当真是至理名言，亘古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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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权谋家》

编辑推荐

《天才权谋家·司马懿》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曹操对司马懿的评价：“足智多谋，思虑缜密，且
又刚断英特，是极难得的人才。”“此人城府太深、野心太大、心机太多、手段太毒。几欲除之而后
快！然而，遍观我魏室诸臣，可与孙权、刘备这等劲敌相对抗者，也唯他一人而已。”临终前对曹丕
说：“为父给你留下了司马懿，就如同给你留下了一个‘王莽’；为父给你留下了丁仪，就如同给你
留下了一个‘范增’。你要学会用司马懿之才而去其害，纳丁仪之忠而防司马懿之奸，两得其用，不
可偏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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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权谋家》

精彩短评

1、好，起码读起来爽！好久没看过这么爽快的书了。
2、李浩然题词：“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电子版《魏宫谋嗣》，人物刻画极为精致，如同一幅画面展现眼前。司马孚的温润如玉天真呆萌，丁
仪虽目盲却文采超群，胆识过人。贾诩鬼才老谋深算，男猪司马懿之刚断果毅，志存高远，纵然诡异
也是大势所趋。立场使然。我要买书
3、书质不错.可是我也是抱着司马懿传记的目的去买的,还没看内容,可是翻阅一下感觉是有点创作性质
的故事,希望内容绝大部分是遵从历史的,看故事的话是挺不错的
4、没读过的切勿乱说此书优劣，但以小人愚见，本书的价值绝不亚于流血的仕途！权谋、斗争、铁
血、手腕，一切都是那么诱人，又都是那么残酷...总有一天要亲身经历了才知道，希望我不是失败
者--“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永远是真理。
5、人物崩得夸张了⋯⋯
6、小说也不和三国志，三国演义一样就算了，也不能胡扯恶搞
7、抱了很大的希望，但是看到的是官样文章，可惜了我的司马懿
8、发现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二弟  真诚
9、诸葛在活20年还是赢不了司马
10、其实也不是写得不好的关系，只是我是冲着以为是司马懿传记的目的去买的，里面的东西相对比
司马懿本人的人生来说实在是太肤浅了，只能说是流于一般网络小说一类。
11、儒雄
12、听了疯狗叶容的推荐来看这本书，结果看了个开头就看不下去了，原以为是历史小说，谁知道实
际是YY小说，而且YY的还那么离谱，清明家居都出现在三国了。。。没有真实感的小说不看也罢。
13、凑合，基本符合历史
14、历史小说，不过有些细节想象力过于丰富，违背史实，又不大符合常理。
15、小说吧。。司马家可以篡位不是因为权谋。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
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
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
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
，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
16、作为政治小说题材，作者显然把司马懿描述成一个城府极深，野心太大，心计太多，手段太毒之
人，历史上的司马懿不知是否真如其所描述，但至少这本小说让我相信这位有着狼顾之相的儒雄
17、78年生人的作者文笔老道，娓娓道来实在令人手不舍卷！ 作为历史小说，适当的推理和想象是必
须的， 作者的这部分发挥控制得比较靠谱，而非任意，离奇的发挥！非常期望作者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写出更过的精彩历史小说！
18、其实司马懿的智谋可以与诸葛亮.刘伯温.范蠡相媲美
19、怎么说呢  作者挺能YY的  文笔还凑活 当个小说看够了 但考据史实的话....
20、书名已经非常反讽。
21、可以看看，我上班坐车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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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权谋家》

精彩书评

1、以下是引用djko8910在2010-2-25 0:01:46的发言：“曹操曾经告诫过曹丕“司马懿非人臣，必预汝家
事”（晋书·宣帝纪），权谋家还是曹操厉害，一眼都看出司马懿野心，诸葛亮权谋也十分了得，出
师表一文章，哪像臣子进言给君主，命令后主做这做那得，干掉托孤重臣李严也漂亮，单从权谋来说 
我还是觉得曹操高上一个档次，司马懿与诸葛亮难分伯仲 。”而我的意见是：恰恰相反，单从权谋水
平而言，司马懿比曹操、诸葛亮都高：联吴制蜀的方略是他给曹操建议的，结果“武圣”关羽被干掉
了、诸葛亮的“隆中对”被彻底破坏；军屯兴国的方略是他给曹操建议的，这后来成为魏国真正强大
的关键；在刘备与孙权交争江陵之际乘隙吞蜀的方略也是他给曹操建议的，可惜曹操没用，失去了统
一天下的一个良机。孙权称他是“用兵如神，所向无前”。所以，毛泽东评论“司马懿有几手比曹操
都高明”。而在整体素质上，比如文化造诣等，司马懿不及曹操。
2、作者作为78年生人，能够写出如此文笔老道，推断合理的历史小说， 实在佩服！ 相信只要坚持不
懈的写下去， 那将是第二个“二月河”！
3、汉魏之灭，一样的套路，不一样的惋惜——评司马懿夺权之路刘家之汉，曹家之魏，继丧而不足
百年，实为吾观史之大憾。曹操本可以选择做贤臣，他也确实做了六十多年的贤臣，但人到暮年仍未
实现自己统一四海的大志，便不免在另一个方面开始野心膨胀了。自当年杀死了孔融，真正的大汉忠
臣便开始与曹操决裂，其中的首席代表便是荀彧。书中对荀彧的评价非常高，赞其为大汉圣臣，相比
张良萧何，有过之而无不及。鄙人极其同意作者看法，不论从心计、战法、政治、谋略上来讲，荀彧
对于曹操的贡献都是堪称首席，他严守传统儒家的道德底线，忠君，忠于汉王朝，即便已经衰微得难
以挽回。权谋之术以及政客的黑手腕，传统儒士一直嗤之以鼻，更是从来不用，而这，就注定了传统
的儒家终究难以问鼎九锡，触及权力中心。汉之亡国，始于曹操受封魏公，从这时起，魏王、皇帝便
是一步步理所当然的了。荀彧本想与曹家斗上一斗，他想出过多条妙计，一方面能造福天下百姓，另
一方面也能让天子心系人民的美名流传于世，这样曹操就失去了群众基础；然而，曹操多牛啊！他生
生是把荀彧的点子直接抢来自己用了！从此，天子恩泽四方变成了魏公关爱黎民，东汉这所谓的强弩
之末都已经彻底绷不住了。在那个中央集权制度并不发达的年代，保证皇权的至高无上更多的是靠臣
子们的分权，也就是保证宗族、重臣、外戚三驾马车的三权分立、彼此制衡。如果是明君，其实把握
这一平衡并不难，但只要皇帝平庸（甚至都用不着昏庸），而三权又已经呈现了一点点倾斜之势，用
不了多久，三驾马车就会逐渐变成一家掌权的。宗族掌权其实相对安全，毕竟是一家的嘛！即便皇帝
当了傀儡，那也能保证实权仍在同姓人手中，不会真正的改朝换代。外戚掌权，由于有了王莽新王朝
的教训，后世人都十分的小心谨慎，从董承到郭表，没有一家外戚能够顺顺当当的发动一点点政变。
而他们发动政变的对象，正是这三驾马车中最牛的一驾——重臣。其实大多数时候，重臣掌权很难，
因为光行宰相之实的大臣一般就不止一个，想从其中脱颖而出，一人独大，真的太难太难。但一旦做
大，那此人就一定是太强了！曹操成为重臣、权臣，不是因为他辅佐天子取得了多好的成绩，而是因
为荀彧“挟天子以令不臣”的绝妙战略。这是荀彧一生中最成功也最失败的一步棋。成功因为他的主
公曹操从此一飞冲天，东征西讨，统一中原；失败因为多年后他发现这成了曹操野心膨胀的起点，大
汉王朝岌岌可危。直至，终于有一天，长安、洛阳、许都、邺城，天下所有大城小邑城楼上高高飘扬
的旗帜写的分明不再是“汉”，而是当年自己提出的那个字——“魏”，忧郁而终的荀令君却早已看
不见这令他心痛的一切⋯司马懿是荀彧最得意的门生，继承了荀彧大部分引以为豪的精彩谋略之术，
但他绝不墨守陈规，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加上了各种权术、厚黑、手腕，最终造就了自己睥睨天下
的经天纬地之才。司马家族自东汉中期就以历世担任要职，到了司马懿之父——京兆尹司马防这一代
，已是在朝中上下经营出了广泛的美名与赞誉。司马防有八个儿子，人称“司马八达”，除了老二司
马懿，老大司马朗和老三司马孚也都颇有成就。司马防死后，河内司马家族已俨然成为支撑汉室的最
重要的四大家族之一，另外三家分别为关中杨氏（杨彪、杨修），颍川荀氏（荀彧、荀攸），山东王
氏（王朗、王肃）。四家虽均忠于汉室，但也各有各的算盘：杨家：杨彪资历最深，他家的四世三公
要比袁家货真价实的多。他严守汉室之礼，拒绝向曹操低头（想当年都公然与董卓对抗），但他的儿
子杨修却担任了丞相府主簿，成为曹操近臣之一。可惜最终他家还是破败了，原因很复杂，不只因为
明面上的杨修猜曹操心思和曹家世子之争。荀家：荀家是先秦荀子之后，最有文化的家族！世代习儒
，忠君爱国。荀彧后来被曹操逼死，侄子荀攸也没多活几年，在征吴途中病死。但荀家后人为魏王朝
还是做了不少贡献的。王家：王朗的才能远非三国演义贬低的那般，他是绝对出色的学者、名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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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权谋家》

治家。本是汉室忠臣，但随着曹家的强大，他也投奔了曹家。王肃是王朗之子，经学界最伟大的人物
之一，他的先进儒家政治思想后来成为司马家、晋朝的官方思想，而他也与司马家联姻。可以说，王
家是最圆滑的家族，但却是经营得很成功的家族。最后，最牛的家族——司马家：司马懿奠基了堪比
当年曹家的霸权地位，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都按此计划有条不紊的推进着地位的转变，直至司
马炎时大功告成。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死得比较早，但他的英明决策给家族指明了联魏抗汉的道路。
三弟司马孚与曹植关系亲密，这样实际上保证了世子之争中，不论曹丕、曹植哪方获胜，司马家族都
能继续显贵。后来，曹植失利，司马孚郁闷不已，直至九十多岁、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当年与曹植的
恩情。真正让司马家族做大做强，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中心地位的，毫无疑问是司马懿。司
马懿青年时也曾想当一个隐士，但他的才华早已名声在外。曹操爱才，便近乎逼他出仕，但司马懿用
能力证明自己绝不是浪得虚名。由于家族关系，曹操并不能完全的信任这个来自汉朝大族的公子哥，
直至在晋封魏公的问题上，司马懿表示了对自己的全力支持。在曹操的晚年，失去了众多曾经的左膀
右臂的情况下，曹操开始真正信赖司马懿，连自己的后事都完全交由了司马懿来打理。曹丕即魏王位
，自然将当年争嗣时的重要幕僚、四友之首的司马懿彻底当作了心腹。曹丕虽不如其父一般伟大，但
终归也耳濡目染，学得了一些权术，对付司马懿完全不落下风，他在世的这些年里，使用司马懿的策
略就是只给朝内处理军务之位，却绝不给兵权，这使得司马家往大里说也只能与其他几个家族平起平
坐，对曹家完全够不成威胁。此时的司马懿即便没有造反的心思，但它也有一个很基础的信念，就是
要把司马家族做大做强，成为魏朝中第一大族。从在丞相府混出一点名堂开始，司马懿在立功与夺权
的道路上经历了几场重大战役，也着实干掉了一些很棘手的对手，在此列举一二：1.世子之争（VS丁
仪、杨修）：在众多游戏中，丁仪这个人都是比较平庸的，没有太突出的特点，甚至还不如杨修，但
事实上，丁仪真的非常强！曹植能从一开始的只占人心（曹操喜欢他），没有任何能力优势，到最后
基本与曹丕势均力敌，丁仪的作用非常突出，他是当之无愧的幕僚之首。曹操对丁仪非常信任与赞许
，甚至把自己最漂亮的女儿都嫁给了丁仪这个独眼龙。司马懿想扳倒丞相女婿不太可能，他便从杨修
入手打击敌人。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曹丕的府邸每天运绸缎，但事实上筐里装着人，只盖了点
布，这是故意让曹植方面疑心。果然杨修出头了，向曹操报告曹丕的私会举动，曹操大怒亲自来看，
但这天筐里装的却完全是布，杨修哑口无言⋯⋯杨修自己还不老实，前后又多次因为猜曹操的心思激
怒曹操，最终在自己作、外人踹的境地下，杨修被处死了。他的父亲杨彪老老实实一辈子，结果也因
为自己的儿子而辞官还乡。    打击对方的同时，曹丕阵营自然不忘拉拢重臣名士，其最成功的范例便
是贾诩的投靠。曹操非常重视贾诩（从游戏中贾诩的智力可以看出，因为游戏中的数据反映的并不是
真的能力，而是其有多大用武之地），而贾诩自从投靠曹操起便开始明哲保身。（这是因为他年轻时
帮助李傕、郭汜扰乱汉室，遭杨彪、董承等汉臣唾弃。）世子之争中，他本不想参与，但由于杨彪等
汉臣几乎都站在了曹植一边，一旦曹植掌权，贾诩将处境艰难。司马懿利用了这点，做了很多努力，
终于将其拉到了曹丕这边。贾诩的进言对战局虽没有一锤定音的效果，但无疑于曹丕亮出了王牌——
最终，毫无疑问，曹丕完胜。2.对吴防守反击（VS陆逊、诸葛瑾）：曹丕即位后，贯彻了曹操制约司
马懿的策略——不给兵权。等到曹叡即位，吴、蜀都开始欺负幼主年少，分别发兵。曹操的养子，昔
日的虎豹骑统领——大司马曹真着手防蜀，（这点需要说明，曹真实为一代名将，其用兵能力对抗诸
葛亮时基本没落下风，不像演义里写得那么废物。）由于昔日的东线将领张辽、徐晃等先后去世，司
马懿终究还是得到了兵权。当年吴国武力强盛、兵多将广时，东线战事是由张辽、曹仁（后来徐晃）
两人分别统领，而此时司马懿却以一当二，荆州、吴越的防御工作全都归了他。详情不表，总之，在
面对诸葛瑾、陆逊的轮番攻击下，曹魏不仅没有失去领土，还夺得了一部分荆州土地，这是很难得的
，也一举奠定了司马懿的威名与盛誉。3.谁是朝中第一臣？（VS陈群、华歆等等等等）：随着武帝时
老臣的逐渐离世，大家认识到，想成为朝中重臣最好的办法不是争权夺势，而是得多活啊！！！司马
懿不仅寿命挺长、没什么大病而且由于年轻时没参加什么大仗，身上也没什么旧伤。因活的长而得势
的典范大概就是华歆。大臣多的时候，朝中谋划哪有他的份啊，但现在，他几乎是首席谋臣了。另外
，还有个政治牛人——陈群，他的这个政治力与当年的政治之王荀彧不同，他的大谋大略并不出色，
但他的基层建设搞得很好，人民赞扬声不绝。原本在朝中，司马懿的权力和发言权已经就很大了，自
从得了军权，司马懿变成了魏室首席大臣。司马懿多次表达对曹家的忠诚，也确实得到了很多大臣的
支持；但终究也有铁杆忠臣看不过眼，下定决心要分他的权。曹叡的身边有两个重要近臣——孙资、
刘放，他们能文能武深得皇上喜爱。他俩成了司马懿在朝中重要的支点！由于在外带兵，司马懿没法
在朝堂上与对手当面PK，而他的支持者们资历、官职普遍不如对手，所以一在大堂上辩论，司马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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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吃亏。然而有趣的是，每次司马懿被大臣攻击的“遍体鳞伤”，最终曹叡坚定不移支持的还是司
马家！这其中，孙资、刘放等近臣就发挥了胜过重臣的作用。如此一年一年的耗，司马懿不仅没有任
何权力损失，还越做越大，他的支持者也渐渐得到了要职，司马家的篡位几乎木已成舟了⋯⋯4.我是
大帅！（VS张郃等）：曹真病死，诸葛亮大举伐魏是整个事件的开始。由于讨吴有功，且朝内有众多
大臣支持，司马懿战胜西线副帅张郃，成为了西线大帅。西线的众多将军都是魏武最后一次出师汉中
时留下的，所以普遍资历很深，完全看不起司马懿这个“白面书生出身”的文官来当总将。而且，司
马懿的策略是按兵不动，这不仅招致了想立功的将军们的不满，也令朝中“重臣”认为他这是怯战。
由于有那些近臣撑腰，魏明帝倒是很“明”，很信得过司马懿的作战策略。其实司马懿这招真的非常
出色，原因如下：1.蜀汉士气高昂，正面交锋魏军没什么优势。2.魏军心态急躁，人人想立功，这很容
易陷入陷阱。3.蜀军粮草不仅运输困难，而且国内军农比离失调，无法长期作战。4.魏军粮草充裕，城
墙坚固，只要没有明显破绽，蜀军完全无从下手。5.蜀军有明显内讧——李严与诸葛亮的隔阂，由于
粮草由李严负责，这反而成了一个突破口，可以实施奇袭！基本就这些了，我也想不出来了。大家万
不可被演义里的情节唬得以为司马懿是干不过诸葛亮的，事实上，二位绝世奇才的对决中，诸葛亮几
乎寸功未立！（唯一的重大胜利是干掉了一干魏军将领，那还大多是司马懿为打击内部敌人送给诸葛
亮的。下文有表。）诸葛亮几次出祁山，先后两次粮草被奇袭，这简直是耻辱！结果不言自明，李严
因失职被贬了。司马懿在驻守当中，也有进攻，但他的用人真的太牛了，太有手腕了！明着看似一视
同仁，但实际上是用自己的人打容易立功的仗（即使是硬仗也是有把握的），而张郃、戴陵一系对自
己有不满的将领打那些很可能有套的仗（即使看似简单，很可能也有埋伏）。这样没过几年，营中之
将几乎全是自己一手提拔的年轻有为之士了！邓艾、钟会、胡遵等一干名将争权接班，而张郃等老将
死的死、贬的贬，剩一些留有官职的也都投靠了司马家族，比如牛金，这个人真的是在司马懿手下由
大武夫成长为真将军。张郃之死最有意思，究竟是不是死于蜀军箭下甚至都不能确定！我个人认为，
张郃是仅次于张辽值得敬佩的魏军元帅，他以巧变著称，他的军阵变数甚至连诸葛亮都不能猜透。公
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宣告失利，很有组织的退兵之时，除了张郃，几乎所有将军都建议追击。司
马懿当然明白，诸葛亮一定派大将断后，确保顺利撤军，但很可能就是为了除掉张郃，他让大家说服
了张将军，并任命张辽为先锋，全军追击。司马懿的军队不紧不慢的在后面进军，张郃的骑兵已经火
速追上了蜀兵。在一个叫做木门的地方，骑兵队遭遇了埋伏，魏延把张郃的先锋军拖进了山谷，接着
一通箭雨，惨啊⋯⋯无一生还⋯⋯史书记载，张郃只中了一箭，但却一箭致命，这箭射在了膝盖上。
这件事疑点很多，历史上也颇有质疑。这件终究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有的人甚至大胆猜测，这支带有
检查不出来的毒的箭可能正是来自司马懿在那里埋伏的劲弩手。没人知道。不瞎猜了⋯⋯总之，通过
一系列正面和暗中的打击手段，司马懿实现了对军权的垄断，他让世人明白，朝内朝外，我司马家都
是天下No.1！5.司马家曹家终极PK（VS曹爽）：曹爽是个废物，毫无疑问！如果他有能耐，完全能颠
覆之前格局，重塑大魏帝业，结果他优柔寡断、刚愎自用，不仅交待了自己家族、门徒的性命，还让
司马党得到了朝中的一切权力，司马家不再是No.1，而是Everyone！曹爽曾经很有机会获胜，只要他
能有父亲曹真哪怕1%的决断力，他都不会蠢到犹犹豫豫最后主动交权；但他真的太令人无语了，他把
权力斗争想得太天真了，以为司马懿能力比自己强，又广泛被赞为忠臣，自己就应该把权力让给他，
让他替自己效忠朝廷。这就是很傻很天真的经典之作，这样做的结局便是被司马家族斩草除根，一个
不留，死光光。以上就是司马懿夺权的五部曲，随着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继承父业，步步蚕食曹
魏政权，皇帝换成司马姓人只是时间问题了。虽然后世的司马家皇上普遍患有不同程度的脑残（这可
能是由于懿、师、昭三人耗光了人品导致），但没登基的三人真的太强大了。他们不仅给晋王朝的建
立打下了超级雄厚的基石，而且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本来很可能出现的战乱局面。等司马炎称帝之时
，天下百官几乎人人心向晋朝，没有大型的“反晋复魏”勤王行动。自司马氏执政以来，不仅中原的
经济、农业实力日渐发展，军事战略也发生了重大转移。相持而攻不再是主流统一策略，大规模积攒
实力，一战定乾坤成为指导思想。这几十年来，蜀汉被诸葛亮失败的政治体系搞得军事实力无法长进
，经济建设甚至都发展滞后；孙吴的软政治非常优秀，江南的崛起正是由此开始，但怎奈地基薄弱，
想高度发展也不过是高屋建瓴，无法与中原抗衡。中原的新一代高素质将领也在短暂的和平中成长了
起来，邓艾、钟会、王濬、羊祜、杜预⋯⋯人人有武功，人人懂韬略，这样的人才储备已非另外两国
之所敌。兵多将广、辎重充裕，这样的局面下，蜀、吴两国先后望风而降。这或许是历史上破坏最轻
的一次统一之战了！晋王朝的建立堪称完美！当然，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后来的八王之乱和社会上的
攀比、腐朽之风在瞬间将老祖宗奠下的基业糟蹋得无影无踪。那是后话，本文不表。晋朝之立，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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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而讨伐在次，打击政敌为先而肃清宇内为后，攘外必先安内，建国必先掌权，统领朝政得百官之
所向，施惠于民享四海以归心。能文更善武，铁腕掌沉浮，虎父无犬子，耐心踏帝途。王朝的更迭，
实为野心的较量。只有忠臣之志，而无问鼎之心；只有刚武于身，而无韬略于胸；只有儒者之气，而
无流氓之奸（；只有泰达内乱般风起云涌，而无国安内定中软硬公关），终无以成大事。历史之于吾
世，或许已没多少安邦定国的指导价值；但遍观今世，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组织，甚至每一个团队，
每一个班级，（其实连最高等级的国家也是如此啊，只不过他们不承认罢了。）都如同历史中所描绘
的一个社会一般，有着权力中心，有着明争暗斗，有着一切封建王朝中拥有的。这是读史的价值，也
是我写此文以自省的最高目的。我喜欢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的这段历史，最喜欢张辽、荀彧，喜欢他
们的功绩，喜欢他们的人格；但曹操和司马懿这两个最伟大（就是“最”，没有“之一/二”）的人物
不由得我不敬佩，这才是做人的顶峰，才是人内心的大志所向。他们都不是上一个王朝的最后终结者
，但都是靠着他们，下一个王朝才得以开启序幕。东汉自初年往后就一直苟延残喘，想救活他真的太
难了。如果你按着顺序读史，读到这，也会期待下一个王朝的出现，魏就是这样应运而生，毫无悬念
，大势所趋。但魏这个年轻的王朝几十年内便被代替，实在太可惜了，着实地让我唏嘘不已。一个王
朝没能在统一的环境下建立，就好比一个企业刚刚发展就已背了一屁股的债，这样危机四伏，稍有不
慎就可能被人收购了去。如果你是这个企业的老总，会不会想到，当初干脆就不要创办这个企业，跳
槽去干点别的岂不是更好这一番想法？我是这么想的。但当年的曹操能怎么想？我克己复礼，当个忠
臣？那还不如当奸雄的舒服。我一奸到底，当个皇上？那不仅明天就会招来数百万的讨伐大军，等我
死了，如果儿子无能，孙子无能，还会有人像我一样再把皇帝之位夺走的！⋯⋯人就是这样在曲折中
前行。最终曹操当上了魏王，介于两者之间。但或许这，终究还是开启了司马懿的野心大门。魏的覆
灭，到底能深究到哪，我也说不清，或许那些所谓的学者也说不清，我们都只能用现代的视角去猜测
当时的时局，不仅猜测形势，还要猜测人心。其实历史不容猜测，更不容假设，就像《三国演义》的
创作，甚至现在《孔子》电影的创作，都不过是意淫，但就是有人欣赏！（历史就是历史，我们只能
程序化的、套路化地分析。添油加醋，使之迎合读者的口味并没什么实际意义。读读三国志，哪怕你
玩玩三国志，也是最有观史明理价值的。）汉、魏之灭，只有亲历，才能知晓；只有见证，才能懂得
。史料无法诠释人心，留下的，不过是无尽的猜测、假设、评说，以及说不尽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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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天才权谋家》的笔记-第82页

        能找到这么多实时资料很难得，但是作者写作水平不怎么样，有点套路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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