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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很重视做人，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机关，几乎所有的单位都向员工灌输做事先做人的道理，几
乎所有的成功人士都在强调做人是成功和幸福的必要条件。
如果你是一位刚刚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你可能正在经历这种关于做人的教育和实践。
你可能很兴奋，也可能很困惑，单位真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很多人凑在一起，为了做事，更为了做人
。
 但是有一个问题：做人太复杂、太抽象。
 古今中外，关于做事有很多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人们可以通过专业学习来掌握如何做事，比如从
事IT的工程师和水产养殖户都可以通过专业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培养自己做事的专业能力。
与做事相比，做人就没有太多的专业理论和案例了，尤其在汉朝之前非常稀少。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人为核心编写的史书，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史记》很伟大，这是一本以做人案例为基础，分析研究人性的伟大著作。
《史记》的伟大在于这本书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故事把做人的道理和智慧解释得十分生动。
翻开《史记》，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远去的牛人们一样生活在相当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他们必须克服
人性的怯懦、猥琐、无知、狂妄和贪婪，他们必须平衡与上级、同僚和下级的复杂关系。
他们一方面加入或者组织了属于自己的利益团体；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被自己的利益团体裹挟着
艰难前行。
司马迁笔下的牛人们遇到的问题很中国，也很国际，他们的问题是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
机遇总是在困境中产生，而辉煌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致命的危机。
走人司马迁的世界，我们发现牛人和凡人的生活其实一样，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曾经青春年少，一样曾
经胸怀梦想，不同的是，当他们的梦想被现实的铜墙铁壁撞得粉碎以后，他们比我们更强悍、更顽强
、更执著，更懂得变通，更善于克服人性的弱点。
作为凡人，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熟读了《史记》，我们中的大多数也永远成不了牛人，就像翻烂了
《射雕英雄传》，我们中的大多数也永远当不了大侠。
但是在漫长的人生当中，以牛人心态去面对挫折和苦恼也许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感受。
至于结局，我们不敢奢求，因为牛人只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结果。
只要能够以这样的心态活着，我们至少会是自己心中的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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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运用一种全新、独特的写作手法，以轻松自如、幽默诙谐的语言演绎司马迁笔下的兵家牛人。
不仅将司马穰苴、孙武、孙膑、吴起、乐毅、田单、廉颇、赵奢、李牧、白起、王翦、卫青、霍去病
、李广、李陵等兵家牛人的传奇故事，以一种非常好看的形式讲述给读者，而且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
个时代，从心理层面去分析那些人、那些事，无限地接近他们。
书中每一个细节和事件都遵循着史实和历史内在的逻辑，同时也充满了智慧的幽默。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历史真的很精彩，历史完全可以写得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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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史记》兵家第一人：司马穰苴  宴婴推荐的人才  带兵的境界第二章 兵圣：孙武  王位四乘一
接力  美少女战士  第一次丝绸战争第三章 身残志坚的复仇者：孙膑  老同学给的offer  赌神与数学  围魏
救赵  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第四章 猜忍的名将：吴起  杀了老婆往上爬  史上第一次“人肉搜索”  吴起将
军的死神之吻  西河谈话：“在德不在险”   藏獒一样的公主  临死拉上垫背的第五章 善始者不必善终
：乐毅  被吃掉的孩子  被人忽悠的王族  报仇发财两不误  跳槽自保  名将的“有限责任”  占便宜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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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故事  义士王蠋  石头后面冒出来的策划大师  辱骂田单的人  被写进儿歌的将军第七章 永远年轻的
将军：廉颇  有些人无论你怎么努力也无法超越  在长平下岗了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第八章 勇者无敌
：赵奢  狭路相逢勇者胜  有胆色的人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拼命第九章 史上最杰出的抗匈战略家：李
牧  龟缩战略  大破单于  赵国最后的柱石第十章 战争机器：白起  恐怖的记录  一个梦和一场战争  长平
大战  预言家必死第十一章 名将的幸福生活：王翦  拿什么激励你  文体活动，士气的风向标第十二章 
汉武雄风的符号：卫青、霍去病  跟妈姓的秘密  阿娇吃醋  走出去战略  霍去病的首次亮相  霍去病速度 
成功受降  对单于的最后一击  抬霍抑卫第十三章 悲剧英雄的DNA：李广家族  弓箭和匈奴  心理咨询  
玩命这种事会上瘾  “为之死”、“家无余财”  战略转型后的下岗  耿直的狠毒  帝国的英雄标准  飞将
军的结局：士不二辱  李广的儿子们：正义的李当户  李广的儿子们：勇敢的李敢  李广的孙子：“有勇
好利”的李禹第十四章 被滥用的天才：李陵  少年探险家  湘军的老祖宗  强弩都尉的双赢方案  首战浚
稽山  追杀：不抛弃，不放弃  走上绝路  上欲陵战死  李陵事件的官方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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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前面我们说过，春秋是一个混乱、多元而又深刻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是人才就不怕被埋没。
况且此时在吴起的简历上，已经存T作经验这一栏可以漂亮地填上“曾经担任鲁国将军”这样一句很
有质感和重量的话。
不仅如此，吴起在担任鲁国将军期问还创造了战胜强大齐国的成功业绩，因此离开鲁国的吴起对自己
的前途充满信心。
不过此刻的吴起显然已经吸取了在鲁国的经验教训，这次他除了要当大官以外，还要找到一个价值观
和理念与自己一致的老板以实现自己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高级管理人才的流动与今天职业经理人在大企业之间的流动颇为相似，总的来说就是人
才在找老板，老板也在找人才，双方都很迫切。
而当时没有互联网和媒体炒作，也没有专业猎头公司，所以人才和老板的双向选择的依据主要靠圈子
里的口碑。
吴起听说魏国的魏文侯在当时诸侯君主的圈子里颇具贤名，于是决定投奔魏文侯（“吴起于是闻魏文
侯贤，欲事之”）。
魏文侯肯定也听说过吴起的事迹，这些事迹当然包括吴起临危受命率领鲁军大破强齐，也包括吴起为
了当上鲁国将军杀死自己的老婆，甚至还包括那篇在鲁国脍炙人口的“吴起人肉搜索报告”。
吴起天生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人，身为老板，魏文侯不能否认吴起的能力。
但是作为一国之君，魏文侯不得不在提拔任用干部方面提出道德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德才兼备，否则
如果一个老板手下都是大批不择手段的人才，那么这位老板恐怕很难睡得踏实。
吴起通过大破齐军证明了他的“才”足以让人青睐，同时也通过杀妻求官证明了他的“德”的确令人
齿寒。
因此魏文侯当时对要不要接受和重用这位送上门来的名将拿不定主意，于是向自己信任的大臣李克请
教。
魏文侯向李克征求意见的话非常经典，直到今天，这种问话形式仍然是领导提拔或者处罚某位干部或
确定干部候选人之前征求群众意见的必用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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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揭开重重迷雾，真实鲜活的牛人向我们走来，雄浑惨烈的战争画卷缓缓打开。
作者凭窗扶栏，好像与英雄的心同在。
    说书老张（新浪大话春秋版主）    《史记》对于我们这些写历史的入来说，是一座丰碑，也是一座
不敢轻易触碰和解读的圣物。
看完扶栏客的这本《司马迁笔下的牛人们》，让我慢慢消除了这个奇怪的想法。
这本书写得有理有据，以《史记》和《汉书》等史料为依据，全方位地给读者展现了一批曾经在历史
上多有建树的牛人！
    墨香满楼（《汉朝这些人》作者）    历史太浩大了，历史又太琐屑了。
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出发，沿着儿千年的路发幽掘隐上溯回去，历史因为被人感悟，就有了沉思后的深
意和美学。
    大鸟（邯郸市作协副主席）    历史流落多年，写史者司马迁才姗姗来迟。
《史记》流落多年，读《史记》者扶栏客才姗姗来迟。
    谌旭彬（历史专栏作者《新历史》杂志编辑）    作者用生花妙笔诠释了那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隐
约之间，那些牛人们已跃然纸上，娓娓道出悠远绵长却又触手可及的故事。
    一青（文史作者）    “通占今之变。
”这是司马迁留给我们的最人财富，历史就是现实。
    文韬（文史作者）    透过《史记》里的经典牛人，发现你我心中的自己。
司马迁笔下的牛人不像令人仰视的英雄，倒更像我曾经崇拜过的老板，甚至还有我单位领导的影子。
    劲草十三郞（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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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马迁笔下的牛人们:兵家传奇》展现了揭开重重迷雾，真实鲜活的牛人向我们走来，雄浑惨烈的战
争画卷缓缓打开。
作者凭窗扶栏，好像与英雄的心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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