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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鲁迅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以其独特的视角，记载了一件件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
让我们今天能够有幸“目睹”二千年前的历史演化，有幸聆听古代智者的人生箴言。
《三国志》是另一部史学名著，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三国志》无法与《史记》相比，但是小说《三国
演义》的流行，让《三国志》在普通百姓眼里也有了不同一般的意义。
我们把《史记》与《三国志》放在一起，并不仅仅因为这两部史书本身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其中所
记述的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但是，如果你把《史记》、《三国志》仪仅当作故事书来读，显然忽略了其价值，也亵渎了它们的智
慧——因为至少，你可以从做人谋事的角度解读它们，并肯定会受益匪浅。
不是吗？
古代帝王管理国家自做人谋事始，志士立业求成自做人谋事始，君子修身求道自做人谋事始，老百姓
安居乐业也要自做人谋事始。
可以这么说，一部《史记》、一部《三国志》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做人谋事成败教科书，惟其如此，不
同身份、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时代、不同人生追求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做何种人的依据，找到怎样做
人的良方。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人标榜做事的时候不谈做人，做人的时候不谈做事。
《史记》告诉并启示我们，要学会怎样在做事的时候也能做好“人”，在做“人”的同时也能做好事
——就像一个好人并不一定就能做好一件事，而一个能做好一件事的人，又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的认
可一样。
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比了《史记》与《三国志》的做人谋事之道：一是要做个积极进取的人。
做人的选择不同，人生的境界自然迥异。
我们看在《史记》、《三国志》中留名的不少仁人志士，敢于面对人生中的诸多挑战，他们不怨天尤
人，不消极等待，以极具力度的做人姿态，演绎了与众不同的精彩人生，也给我们今天的生存之道以
优异的启迪。
二是要做个洞察人心的人。
做人就要做明白人，而不能稀里糊涂。
糊涂人的表现是，不了解周围的人在想什么，说话办事总与身边的环境不合拍，以至于常常说错话、
做错事，与他人的关系也搞得一团糟。
明白人正好相反，他能洞察人心，处理与好方方面面、尤其是重点事务的关系，所以，他的人生之路
就顺畅的多。
三是要做个讲究策略的人。
直来直去的性格容易受人欢迎，但如果不管对什么人、做什么事、在什么场合都直来直去，那就只有
品尝失败苦果的份儿了。
做人要首先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做事情遇到各种阻碍和变数是正常的。
必须讲究方法和策略，迂回一下，筹划一番，事情就顺利得多，做人就主动得多。
四是要做个宽宏大量的人。
做人是精明一点好还是糊涂一点好？
表面看来，精明的人常占便宜，而糊涂的人经常吃亏。
但《史记》与《三国志》中的大量事例告诉我们，能够笑到最后的，反倒大多是那些度量大、肯包容
、看得开的是的所谓糊涂人。
聪明难，糊涂亦难；由糊涂变聪明难，由聪明变糊涂更难。
确实，糊涂是一种更富智慧的做人绝学。
五是做个善于保护自己的人。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有好人，也少不了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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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除了做好事之外，还必须防备坏人明里暗里的攻击与加害。
否则，不但好事做不长，好人也做不长。
当然，《史记》、《三国志》中关于做人谋事的学问绝不仅只这些，但通过这些解读，可以使读者一
窥做人之道的端倪。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一句名言：读史使人明智。
意思是说，读史要读出历史的真实，读懂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理性地参与历史。
今天，我们从新的角度阅读和参悟《史记》、《三国志》，不也正是总结规律、运用规律，并“理性
地参与历史”的一种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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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帝王管理国家自做人谋事始，志士立业求成自做人谋事始，君子修身求道自做人谋事始，老百姓
安居乐业也要自做人谋事始。
可以这么说，一部《史记》，一部《三国志》就是活生生的做人谋事成败的教科书，惟其如此，不同
身份、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时代、不同人生追求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做何种人的依据，找到怎样做人
的良方。
本书从做人谋事中的积极进取、洞察人心、讲究策略、宽宏大量、保护自己等几个方面为你解读历史
，感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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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左手《史记》第一章 流芳千古 以正立身孔子：一身正气以天下为己任一身正气之人，一般都
拥有远大的胸怀和抱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他们顾小家更顾大家。
他们是现实世界有影响的人物，更是后辈们学习和效仿的楷模。
孔子年轻的时候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牧场牲畜的“乘田”，都是很卑贱的小吏，但是他
做得很有成绩，受到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因此升入大夫阶层。
当时，周天子地位衰微，诸侯专事征伐，天下礼崩乐坏。
孔子立志改变这个世道，建设一个天下一统、充满仁爱，用礼法维持的有秩序的社会。
他在50岁的时候。
做了鲁国的中都宰，这使他有机会实施自己的救世主张。
任职才一年，就把中都治理得非常出色，四方的官吏都去向他学习。
后来，他升做大司寇，并代行国相，参预治理国政。
仅三个月，鲁国就发生很大变化，商人不再哄抬物价，男女百姓各守礼法，社会秩序安定。
这期间，他还为鲁国做成两件大事，一件是他在齐、鲁两国君主会盟时，使强大的齐国归还了侵占鲁
国的领土；另一件是拆毁了鲁国三个权臣中的季氏和叔孙氏的城池，使鲁君的地位得到强化。
孔子参预国政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他的“救世”之举，却做得很有成效。
这时，齐国怕鲁国强盛起来对自己不利，就向鲁君送“女乐”，使鲁君沉湎女色，无心治国。
孔子见在鲁国已经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决心带领学生到其他国家，宣传自己的救世主张，谋求得
到诸侯的任用。
当时，各诸侯国几乎都是由权臣或大氏族执政，他们怕诸侯任用孔子，侵占了自己的官位，损害了自
己的利益，都极力排斥他：有的人又怕别国任用孔子，对自己国家不利，还加害于他。
孔子到卫国后，有人带着手持兵器的吏卒来威胁恐吓；孔子到宋国讲道习礼，司马桓魃派人害他；楚
昭王打算任用孔子，给他封地七百里，遭到令尹（即国相）子西竭力反对。
孔子还几次受到围攻，差点儿送了性命。
他在各国之间奔波，席不暇暖，历尽艰辛，但是始终执著地坚持理想，即使身处绝境，也从不气馁，
决不屈服。
有一次，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到两国大夫的围攻，已经几天没有吃的，他的学生连饿带病，都倒
下了，孔子却依然弹瑟吟唱，没有一点沮丧泄气的样子。
学生们看到孔子身处逆境，却依然坚定乐观，都非常敬佩，颜渊说：“我们老师的理想高尚远大，不
为世人所理解，但是老师却仍然竭尽全力地推行，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啊。
”有一些逃避乱世隐居的人，自以为是看透世事的“达人”，讥笑孔子的热心救世，说他是在做根本
做不成的事，所以到处碰壁，像⋯条丧家之犬。
还劝说孔子的学生不要继续追随老师，也去归隐山林，等待清平盛世的到来。
孔子教育学生说：“我们是不能去与山林中的鸟兽共处为伍的，如果天下太平了，我就不会同你们‘
起去改变这个世道了。
”孔予在各国奔波，常常寄人篱下，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处境非常困难。
他到齐国以后，齐景公打算赐给他廪丘做为食邑，他却坚决推辞没有接受。
他对学生说：“我劝景公听从我的主张，可是他还没有听从，却要赏赐给我廪丘，他太不了解我了。
”孔子把救世为民视为最高的理想追求，不为荣华富贵所动摇，离开齐国到其他国家去了。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以后，看见自己的主张不能为诸侯所用，就回到鲁国，开始专门从事教育。
他打破以前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读书的传统，在平民中招收学生，培养了很多有才学、有品德的学生，
其中的一些人被诸侯所任用，这些学生继承老师之志，为挽救衰世而不停地奋斗。
孔子为救世奋斗一生，他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但是他忧国忧民，为理想执著奋斗，威武不能屈
，富贵不能淫的崇高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刘邦：约法三章成就一生伟业做人要厚道，这是堂堂正正做人的底线。
何为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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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仁厚，是博大的人文关怀。
刘邦深谙此道，所以他约法三章，成就了自己的一生伟业。
公元前208年，被各路反秦义军拥立为王的楚怀王命刘邦率军西进关中，并和诸将约定：“先破秦入咸
阳者王之。
”经过一系列战斗，刘邦率军于公元前207年相继攻破武关、蛲关，进入关中，驻军灞上（今陕西西安
市东），秦朝都城咸阳已经近在咫尺，旦夕可下。
秦王子婴走投无路，只得拿着皇帝的玉玺、兵符和节杖，率领文武大臣前来归降。
刘邦手下的将领主张把子婴杀了，可是刘邦说：“楚怀王之所以派我攻咸阳，就是认为我待人宽厚。
再说，子婴刚即位为秦王，作恶不多，他既然已经投降，杀之恐怕会寒了秦人的心。
”说完，刘邦收下子婴奉献的玉玺，命人将其严加看管起来。
刘邦的军队随即开进咸阳，将士们纷纷争着去搜秦朝官府的仓库，各人都拣值钱的金银财宝拿。
只有萧何把秦朝官府收藏的户口、地图等档案材料全都妥善收集保管起来，以备将来争夺天下和治理
百姓时作为参考和借鉴。
刘邦率军闯入秦王居住的阿房宫，看见宫殿里雄伟壮观的建筑、奢侈华丽的陈设和许多漂亮迷人的宫
女，下层小吏出身的刘邦哪里到过这么好的地方，不由得目眩神迷，一进去就再也不想出来了。
一连数日，将领们多次找刘邦商量事情，可刘邦总是躲在皇宫里尽情享乐，根本不接见部下。
迫不得已，刘邦的部将樊哙只得硬闯皇宫，厉声斥责刘邦道：“沛公是想长久地坐天下，还是只想过
上几天富家翁的快活日子就拉倒呀？
现在秦朝虽然灭亡了，但天下尚未太平，各路诸侯都虎视眈眈以求一逞，沛公怎能在此高枕无忧呢？
还是赶快回到军营商量对策去吧！
”刘邦不听他的话，说：“我提着脑袋征战多年，如今好不容易才过上几天舒坦日子，你还是让我多
歇歇吧。
”谋士张良实在看不下去，在一旁劝道：“秦人无道，故而沛公得至于此。
为天下扫除残暴，当行事以俭。
现在刚刚入秦，就贪图安乐，这就成了助桀为虐。
常言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
愿沛公听从樊哙之言。
”刘邦一向对张良言听计从，听了他的话，立刻醒悟过来，当即下令封存秦朝官府的仓库，派兵严加
看管，并出宫率军返回灞上驻扎。
接着，刘邦又采纳张良的建议，召集咸阳附近各县的父老，对他们说：“你们被秦朝的残酷法令害苦
了。
从今天起，秦朝的所有严刑峻法一概予以废除。
我跟诸位父老约法三章：第 ，杀人者偿命；第二，打伤人者治罪：第三，偷盗者治罪。
我军乃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百姓们尽管安居乐业，不必惊慌。
”百姓们饱受官府和乱兵的欺凌之苦，看到刘邦约束部属、约法三章，都十分感激，大伙儿牵着牛羊
、担着酒菜，争先恐后地前来犒劳刘邦的军队。
刘邦说道：“秦朝官府的仓库里军需物品应有尽有，不劳父老乡亲们费心了。
”劝他们把带来的东西全都拿回去。
从此，刘邦在关中百姓心目中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人们唯恐刘邦不能留在关中称王。
不久，另一起义将领项羽在歼灭秦军主力后，也率得胜之师挺进关中。
项羽把对秦朝暴政的怒火全都一股脑儿地发泄在关中百姓头上，下令杀死已经归降的秦王子婴，纵火
焚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灭，大肆掠夺金钱美女，使民众惊恐万状，大失所望。
为了限制刘邦的势力，项羽把刘邦撵到偏僻的巴蜀之地当汉王。
公元前206年8月，刘邦率领汉军重新攻入关中，关中的百姓对“约法三章”的刘邦本来就有好感，汉
军一到，大多不愿抵抗。
不到三个月工夫，汉军就重新占据了关中。
从此以后，刘邦以富饶的关中作为自己稳固的根据地，东向逐鹿中原，展开了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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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最终战而胜之，建立了西汉王朝。
萧何：修身正气齐家治国一屋不扫，不足以扫天下，不修自身，不足以治国家，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
道理，然而能做到的却不多，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必定能成为历史的宠儿。
通过大汉王朝开国名相萧何一生的经历，或许我们可以对此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萧何出生于今江苏沛县，在青壮年时代，即以精通文墨、为人宽厚而名闻遐迩。
当他担任秦沛令“主吏椽”时，就曾多次周济尚未发迹的刘邦。
刘邦在反秦风暴中逐渐崭露头角后，萧何更是给了他莫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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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左手史记 右手三国》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一部《史记》、一部《三国志》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做人谋事成败教科书，惟其如此，不同身份、不同
文化层次、不同时代、不同人生追求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做何种人的依据，找到怎样做人的良方。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人标榜做事的时候不谈做人，做人的时候不谈做事。
《史记》告诉并启示我们，要学会怎样在做事的时候也能做好“人”，在做“人”的同时也能做好事
——就像一个好人并不一定就能做好一件事，而一个能做好一件事的人，又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的认
可一样。
 今天，我们从新的角度阅读和参悟《史记》、《三国志》，不也正是总结规律、运用规律，并“理性
地参与历史”的一种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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