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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史记》是一本让人难以割舍的好书。
少时读《史记》，把它当作小说来读，看太史公大义言曲直，每每拍案叫绝；工作后读《史记》，更
多的时候是出于查阅资料的需要，虽然少了几分少时的闲适，但是把《史记》和职业规划、企业管理
等结合起来，却是另一种境界的阅读。
有人会问，《史记》记录的是历史，管理强调的是理念与方法，二者分属不同的学科范畴，如何能够
相提并论呢？
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相当容易。
《史记》记录的是人和事——人去处理事情，就是一种管理；人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管理
；人去选择自己的职业，继而获得事业的发展，同样也是一种管理。
之所以没有把本书起名为“读《史记》，学管理”之类直白的名字，主要是考虑到《史记》不仅仅是
一部史书，更包含着为人处世的道理；而在中国这片文化久远、人文气息浓郁的土地上，管理不仅仅
是理论和技术，更是一门近乎于“道”的学问。
何谓“大”？
大者，气势也，胸襟也。
何谓“道”？
道者，谋略也，境界也。
所谓“大道”，便是拥有开阔的胸襟、雄浑的气势，且充满智慧和谋略的一种境界。
本书的主角，是秦国的君王和执政大臣。
秦国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市场竞争高度白热化、以战国七雄为首的企业不断火拼、不断兼并的时代。
统一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
正如现在的很多大企业一样，秦国也走过弯路，但是通过自身的改革，尤其是制度的确立、人才的引
进等措施，逐渐成为战国时代的龙头老大，最后走上一统天下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秦国的六个对手也曾试图使自己强大起来，但都没能成功。
他们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和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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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记》中的战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激情创业的时代。
战国七雄先后创业，经过激烈的竞争，秦国最终雄霸天下。
“政者，正也。
”秦国的成功，首先是管理的成功。
这里不仅是秦孝公、秦昭王等几代企业家的成功，也是卫鞅、吕不韦等一批职业经理人的成功。
他们的成功之道何在？
如何成为优秀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
最好的启示，就在《史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记中的管理大道>>

作者简介

方俞，生于杭州，现居北京。
涉猎广泛，尤好读史。
关注时代与人性的关系。
探寻历史变革的动力。
感悟大道人生。
从事写作7年来，著述丰富，被网友誉为“才学底蕴深厚，文风厚重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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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书。
深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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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理说，两次面试不合格，就基本上等于失去了获得老板赏识的机会，可卫鞅还是一点都不着急，又
对景监说：“吾说公以王道而未人也。
请复见鞅。
”意思是说：我用禹、汤、文、武的治国方法劝说君上，而他听不进去。
我决定改变策略，所以恳请你能再让他召见我一次。
第三次：卫鞅见到了秦孝公，秦孝公对他很客气，也很友好，却没有采纳卫鞅的意见，也没有重用他
的意思。
卫鞅走后，秦孝公又对景监说，卫鞅这次的表现还算不错，我可以和他深入地谈谈了。
景监第三次把秦孝公的话转述给了卫鞅。
此时此刻，卫鞅对秦孝公的想法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对自己的才学和大计也有了更多的信心，于是
对景监说：“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
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从这句话就能看出，前三次会面，都只是卫鞅对秦孝公治国取向的试探——只有从变法革新、图强
争霸的角度去谈，秦孝公才有可能接纳。
于是，卫鞅请求景监再劝秦孝公召见自己一次。
第四次：卫鞅又见到了孝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
卫鞅把胸中才学和对秦国的认识全部说了出来，与第一次谈话时判若两人。
秦孝公非常感兴趣，两人聊了几天几夜都不觉得累。
事后，景监好奇地问卫鞅到底是凭什么说服了领导。
卫鞅回答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
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故吾以疆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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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战国四大名将，白起功业最大，名声最差。
伊阙大破韩魏联军，斩首24万人；白起在冬天奇袭魏国河内，开创冬战先例；水陆奇袭楚国，夺取郢
都，设立南郡；60岁时，指挥秦军在长平之战中获得完胜，开创死地围歼战法先例。
长平杀降，白起实属无奈。
昭襄王和范雎不肯担责任；几十万张嘴等着吃饭，随时都有暴动的可能。
为国家计，唯有一杀。
长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乃至外交史的一次壮举，只不过完成这次壮举的是为后世儒家所鄙视的法家
秦国。
秦国自然不是无懈可击，否则也不会二世而亡，但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是不是该客观公正一点
，而非一句“暴秦”论之。
白起兵家奇才、赫赫战神，却不通政治、不理权谋，配不上“枭雄”二字。
至于英雄，那历来都是送给后世儒家王道所推崇之人，白起恐怕也排不上。
战国名将，吴国伍子胥、孙武，魏国吴起、庞涓，齐国孙膑，燕国乐毅，无不是先拜师修习，成为兵
家名士后，前往心仪的国家“拜将”，希望得到英明君主的赏识——这是战国良好的双向选择人才的
氛围，即“百家争鸣，择优而适”。
而这些“名将”大多在退隐或失势后著书立说，要把自己的兵家理论与实践流传后世。
然而，真正的战国四大名将——廉颇、白起、王翦、李牧，都没有经过系统的兵家学习，是纯粹的“
行伍出身”，从小兵开始，在拼杀中凭借战功名留后世。
秦赵两国是战国中最血性好战的两个国家，尤其是秦国，由于彻底执行法家军功制度，所以全部大将
都是在战争中诞生。
即便是世家子弟，如果没有功劳，也是老兵一个。
在这种的环境下，才诞生了白起之类的“兵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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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记中的管理大道》：《史记》是一盏引路明灯，让我们穿越千年时空，熏温先辈创业经典：《史
记》是一个管理智库，让我们在轻松阅读中，学习企业成功经验；《史记》是一面励志明镜，让我们
在热血激情中，领悟人生大道之境。
从史记中学习管理，在管理中参悟人文，在人文中领略大道何谓“人”？
大者。
气势也。
胸襟也。
何谓“道”？
道者，谍略也，境界也。
所谓“大道”，便是拥有开阔的胸襟、无上的气势，充满智慧和谋略的一种境界。
《史记中的管理大道》中的大道，至少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层：企业经营者的管理之道。
就是君王如何选人、用人、留人、防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之道，是为领导者和老板服务的。
第二层：职业经理人的职场之道。
职业经理人就好比是战国时代的游学名士，要用自己的才学去打动君王，实现从布农上子到名垂青史
的转变。
这部分人的奋斗历史。
就是从普通打工者到高级管理者的转变。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他们需要“大道”的指引。
第三层：自我实现的人生之道。
每个人在奋斗过程中部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部要以豁达进取的积极态度去面对一切。
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
这也是一种大道，一种人生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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