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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下五千年，一部谋略史。
在这条充满智慧的历史长廊中，那些卓有成效的谋略家，像每一个拐角处最醒目的雕塑，各自无声地
讲述着一段曾经的惊天动地——手握《素书》的张良，就是其中极其引人注目的一位。
  　张良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是韩国的宰相。
韩国被秦灭亡后，张良招募刺客刺杀秦王失败，不得已逃亡到下邳，得遇当时的大隐士黄石公。
在下邳的一座小桥上，黄石公通过故意扔鞋，让张良捡鞋、穿鞋，五天后天亮时见面等方式考察了张
良，认为他“孺子可教”，然后传给他一本“读之可为王者师”的奇书。
  　这部奇书，就是《素书》。
“素”的本意是白色生绢，含有“质朴”、“根本”的意思，在这里指的是“简单的道理”。
《素书》全书仅有六章、一百三十句，用一千三百六十个字说明了一个想要成就大业的人必须具备的
思想基础、修身方法、处世之道、用人原则、治国经验。
凭借这本书，张良在楚汉相争的乱世帮助汉高祖刘邦创建了大汉王朝，化解了无数政治、军事、经济
等方面的危机，以至于刘邦慨叹：“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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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石公是中国道教史上的传奇人物。
《神仙通鉴》关于他的记载：“神龙为帝，见一异人，形容古怪，言语颠狂，上披草衣，下系皮裙，
蓬头跷足，指甲长如利爪，遍身黄毛覆盖，手执柳枝，狂歌乱舞，口称：‘予居黄石山，树多赤松，
故名。
’”因此，后人将这位奇异的老人称作黄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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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潜居抱道成绝代之功　张良博弈的秘诀：明道、通数、审势、达理　“潜行隐世”就是
“伺机而动”　“得机而动”，就能成为博弈强者第二章　德智兼备为人中豪杰　成大事的关键是要
讲信义　不爱财，才能跨出成功第一步　敢担当的人才有机会成功第三章　绝嗜禁欲人无欲则刚　一
个走远路的人必须轻装上阵　常念“八字真言”就能不犯错误　不怀疑别人，也不让别人怀疑第四章
　深计远虑具莫大之神通　人不学习，再聪明也不会有智慧　想成功，一定要有完美的计谋第五章　
先揆后度居不败之地　知人善用是创业的关键　谗言恶行是祸乱的根由第六章　设变致权莫测如鬼神
　左右为难时，不妨随机应变　将志向深藏在心里，让它发芽生根　在博弈场上，失败是平常事第七
章　博谋忍辱保吉祥安乐　博谋能让人少走弯路，更快地实现理想　笑对羞辱是为了集中精力完成事
业　“至诚”的力量胜过任何技能第八章　贪鄙苟得危亡自败之道　博弈之道最难过的关是欲望　自
负的人注定孤立无助　任用可疑的人等于置自己于火药桶上第九章　敛智藏器真人不露相　有错而不
自知的愚蔽之人没有博弈能力　个人的权威能达到什么境界，取决于这个人的心胸　尊重你任用的人
，将事半功倍第十章　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失败的先兆，是忠诚的人离你越来越远　倚势挟权者会被
逐出博弈的角斗场　名与实相符，可成大事第十一章　反复无常用人之大忌　众叛亲离，必致灭亡　
有才的人会比无才的人带来的损失更大　心胸狭窄的人，绝不可能成就大事　刘璋的教训：既迎又拒
，必招祸端第十二章　以弱胜强当决策于仁人　忘记过去的人，就像从树上掉下的落叶　强者就是善
于使用人才的那个人第十三章　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　李广难封：心胸狭窄者难得善终　怨气就像种
子，生长出果实后就大祸临头　赏罚有度，公道自在人心第十四章　得人者安无定谋者危　大局安危
全在某些人的一念之间　任何荣辱都不是一时一事造成的第十五章　国危政乱皆因上梁不正　喜怒无
常的人一事无成　有什么样的君主，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第十六章　求贤养人当有容人之器　养：让
人才留在身边的方法　观察时势是博弈者的基本素质第十七章　慧眼识珠良禽择木而栖　拥有一双慧
眼，是认识英才的前提　盲目重才，那么这个国家仍是不堪一击第十八章　有道者吉吉则百福皆归　
居安思危，最佳的博弈心态　有道无道，判断博弈结果的风向标第十九章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找志
同道合的人共谋大业　不用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　远离那些热衷于争宠的女子　和面对共同强敌
的人结成联盟第二十章　正己化人得博弈无上妙道　“利益共享”是博弈的最佳战略　“顺其自然”
是博弈的最高智慧附录　[秦]黄石公/素书（原文）　[宋]张商英/黄石公素书原序　[宋]张商英/黄石公
素书考　[清]钦定四库全书·素书提要　[晋]皇甫谧/高士传·黄石公　[晋]干宝/搜神记·黄石公神祠
　[宋]张商英/黄石公素书注释　[秦]黄石公/三略　[秦]黄石公/青囊经　[汉]张良等注/阴符经　[汉]司
马迁/史记·留侯世家　[汉]班固/汉书·张良传　[五代]杜光庭/仙传拾遗·张子房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素书博弈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潜居抱道成绝代之功【博弈之道】作为一部蕴含丰富博弈智慧的经典，《素书》一开始就向我
们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本书是为贤人君子而作的，《素书》所论的博弈之道，既非阴谋诡计，亦非
旁门左道，而是堂堂正道。
兴衰有规律，成败有定数，去留也有一定的道理，要想把握这些规律、定数和道理，就得明道、通数
、审势、达理，这是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具备的素质。
所谓明道，即“明于盛衰之道”，能看清兴盛、衰弱、存亡的道理；所谓通数，即“通乎成败之数”
，通晓事业成功和失败的规律；所谓审势，即“审乎治乱之势”，清楚社会有序和混乱的趋势；所谓
达理，即“达乎去就之理”，知道什么时候该留下，什么时候该离开。
张良博弈的秘诀：明道、通数、审势、达理张良在下邳得黄石公传《素书》，虽不能完全领会书中的
奥妙，但其所学却足以使他“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实现了自己灭秦的大志，帮助汉高祖完成了建立汉朝的大业，功成名就，
而且得以善终。
因为张良是《素书》的第一代传人，他一生的功业，与《素书》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本书
的开篇，我们有必要详细地介绍张良的生平。
 张良，字子房，韩国人，他的祖父张开地历任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三朝的相国，他的父亲张平也
曾经是韩国的两朝相国。
因为张家做了韩国的五代宰相，秦将韩国灭亡后，张良便拿出全部的家财招募刺客，打算刺杀秦王，
结果没碰到秦王，却失误伤着了驾车的人。
秦王大为震怒，命手下迅速捉拿刺客。
张良无奈，只得更名换姓，逃亡到下邳。
一天，张良从下邳的一座桥上经过时，一位穿着褐色衣服的老者来到他面前，故意把自己的鞋子扔到
桥下，说：“小子，下去把我的鞋子拾上来！
”突然听到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这样和自己说话，张良很诧异，但想到他年纪那么大，还是忍气吞声
地下去将鞋子取上来，并屈膝给他穿上。
老者穿上了鞋子后笑着离开了。
走了不多久，老者又返了回来，对张良说：“你这个小伙子是可教之材。
五天后天亮时，在这里等我吧。
”张良虽然纳闷，但还是答应了。
可是五天后天刚亮，他来到桥上时，老者已经等候在那里了，看到他来，生气地说：“怎么能来得这
么晚？
你回去吧，五天以后还是在天亮时来见我。
”这样反复两次之后，张良终于让老者满意了，这才得知自己前段时间三番五次被考验的原因。
老者从身上取出一部书，告诉张良：“读了这部书，你便可以做帝王的老师。
十年过后天下将大变，十三年后，如果你想见我，便去找济北谷城山下的黄石，那便是我。
”说着便不见了踪影。
张良天明后将书打开，才看清书名叫《素书》。
从此，他潜心诵读，每天都有收获，感觉自己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
十年后，陈涉起义，张良也聚集了百余个年轻人响应。
景驹在留地自立为楚假王后，张良想去投奔他，却在去的路上遇上了沛公刘邦。
张良曾经多次对他人讲述《素书》中的智慧，但都没有人能够领悟其中的真谛，后来他给沛公讲，沛
公听了十分叹服。
于是，张良感叹道：“沛公的悟性是上天赐予的啊！
”从此，张良开始凭借《素书》辅助刘邦一统天下。
刘邦和项羽接受楚怀王的命令，分路进攻秦国都城咸阳，并当众宣谕“先入关者为王”。
刘邦先入，但权力尽归项羽，反受其控制，被封为汉中王，驻节南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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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的谋士范增深忌刘邦，打算把他杀掉，没有成功就想把他软禁在咸阳。
刘邦为了脱离虎口，问计于张良，张良说：“我有办法。
”第二天，张良先以调虎离山之计向项羽奏请，派范增往彭城催怀王徙居郴州。
范增临行的时候，向项羽约法三章：一是不可离开咸阳；二是重用韩信，若不用则杀之；三是不可让
刘邦归汉中。
事隔不久，张良再次让刘邦上表说，国家经济拮据，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要节约开支，目前驻咸阳
有几十万军队，坐吃山空，不如将诸侯遣回驻地，减少开支。
项羽准奏，即令新封诸王限五天内起程返国，可是由于与范增有言在先，于是就单独不准刘邦成行。
刘邦大惊，急与张良计议。
张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叫刘邦上表，向项羽请假回故乡沛地省亲。
项羽看过了刘邦的表章，沉思了好一会儿，对刘邦说：“你要回乡接取父母，亦是人子孝亲之意，但
怕不是出自本心，是不是我要你留在咸阳，才有此举呢？
”刘邦装出悲戚的样子回答：“我父亲年老，无人侍奉，我日夜怀念，无时或已。
往日因见陛下初即位，事务繁忙，故不敢启齿。
今见各诸侯已返回驻地，能享天伦之乐，独我留在此地，又不知何年何月得见父亲之面了！
”说到这里，哭了起来。
这时，张良故意唱起了双簧，他悄悄地对项羽说：“不可以放刘邦回乡取家眷，宁可遣他驻汉中去，
使人去沛地把他的家眷带到这里来当人质，就可以好好控制刘邦了。
” 项羽认为张良的计策非常有道理，但是仍然不想放刘邦到汉中去。
于是，陈平又乘机启奏说：“陛下既封刘邦为汉中王，已布告天下，臣民共知，不使他上任，恐不足
取信于天下，大家会说陛下登位便说假话，那对以后的法令，他们不是也会阳奉阴违吗？
”这样也有道理，那样也有道理，本来就有勇无谋的项羽开始糊涂起来，他想了很久，无可奈何地对
刘邦说：“既然大家这样说了，也是合情合理，现只可准你去汉中上任，不可回沛地，明天就起程吧
。
” 汉王刘邦要回封国，张良为之送行，一直送到褒中这个地方。
张良劝告汉王把栈道烧掉，这样方可向天下人表明自己根本没有东还的意思，以便让项王失去提防之
心。
汉王听从了这个建议，让张良回到韩王身边做事，自己则一边向前行进，一边把栈道烧光。
张良行至韩国境内时，获知项羽已经在彭城把韩王杀掉了。
这时汉王在三秦安定下来，张良便回到汉王那里，并被封为成信侯，跟随汉王向东攻打楚国。
汉王带军在彭城遭到重创，大败而归。
行军到下邑，汉王翻身下马，背靠着马鞍问身边的人：“能与我共同成就事业的人，我计划用函谷关
以东的地方作为封地奖赏给他，但这个人又是谁呢？
”张良答道：“楚国有一位勇猛的将军，就是九江王黥布，他与项王有极深的矛盾。
彭越与齐王田荣正联合起来在梁地共同反叛楚国，事情紧急时这两个人都可以委以重任。
而在汉王的将领之中，唯有韩信才可以托付重任，独当一面。
如果您现在真想封赏土地，那就赏给这三个人。
如能这样，楚国就一定会被打败。
”汉王听从了这个建议，于是派萧何游说九江王黥布，然后又派人去联络彭越。
果然，后来楚国被汉王打败，这三个人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良因为身体较弱，常常生病，所以不曾独自一人带领军队四处征战，但他作为谋臣，常常为汉王出
谋划策。
汉三年（前204年），汉王被项羽围困于荥阳。
汉王忧心忡忡，惊恐不已，便把郦食其叫过来，一起谋划削弱楚国势力的办法。
郦食其说：“以前商汤伐桀时，把杞地封赏给夏的后代；武王伐纣时，把宋地封赏给殷的后代。
但现在秦国对天下人残暴无比，毫无道义可言，它把六国全部消灭，使其后代根本没有立锥之地。
如果陛下能把六国的后代重新封立起来，人们就会因此而对陛下感恩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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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以后，便可逐渐称霸。
”汉王应道：“就这么办吧。
”郦食其还没有付诸行动，张良从外地赶回来见汉王。
正在用餐的汉王告诉张良说“门客中有人替我谋划了削减楚国力量的计谋。
”然后把郦食其的计谋详细地讲给张良听，并且问：“子房，你感觉这条计策怎么样呢？
”张良回答道：“向陛下献这条计策的究竟是谁？
这会彻底坏了陛下的大事！
”汉王问：“为什么这样讲呢？
”张良说：“我需要用您面前的筷子比划一下，请您拿给我。
以前商汤、周武王册封夏桀、商纣王的后代，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把握控制那些人的生死大权。
但现在陛下能轻易控制项籍的生死吗？
这是不能分封的第一个原因。
周武王进入殷，把商容的品德操行表彰了一番，表示十分敬重箕子，并把比干的坟墓进行了一番修整
，这些陛下现在能做到吗？
这是不可分封的第二个原因。
周武王看到普天下的老百姓特别贫穷，便把殷朝积聚的粮食钱财全部赏赐给了老百姓，现在陛下能做
到这些吗？
这是不能分封的第三个原因。
周把殷彻底打败之后，把战车改成了运输车，把兵器放倒表明不再发动战争，现在陛下能做到这一点
吗？
这是不可分封的第四个原因。
周灭商后将战马放养在华山南面，表明不再发动战争，现在陛下能做到这一点吗？
这是不可分封的第五个原因。
成群的牛放牧在野外的桃林之中，表明不会再用来运转粮草辎重，现在陛下可以这样做吗？
这是不可分封的第六个原因。
并且那些普天之下的谋士宾客，背井离乡，远离亲戚故友，前来跟随陛下，对赏封土地都是梦寐以求
，但您现在却要赏封六国的后裔，这样必然会使谋士宾客纷纷离开陛下，而各自回国侍奉国君，会聚
故友，与亲人生活在一起，在这种境况下陛下又能依靠谁去取得天下呢？
这是不可分封的第七个原因。
现在只有削弱楚国的力量，如果让它强大起来而六国成为其附庸，陛下您也就根本不能成就大事了！
”汉王听了，把口中的饭食吐了出来，大骂：“这个书呆子差点把老子的大事给坏了！
”韩信攻破了项羽所设立的齐国之后，听从了别人的劝告，拥兵自重，派使者去见刘邦，要刘邦封他
为齐地的假王。
刘邦一听，勃然大怒，心想自己这里形势吃紧，韩信不但不率兵解救，反而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要挟，
当时就想大骂韩信的使者。
张良私下里对刘邦说：“这时候可不能训斥韩信的使臣，更不能攻打韩信。
现在韩信帮助您，则楚王就会灭亡；如果韩信背叛了您，去帮助楚王，那您可就危险了。
韩信派人来，无非是想试探一下您的态度，您不如干脆封他为齐王，让他守住齐地，至于其他的事，
等灭了楚国再说。
”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回头对韩信的使者说：“大丈夫要当就当真王，何必当个假王！
”于是，在第二年的二月，刘邦派张良携带印信，到齐地去封韩信为齐王。
汉五年（前202年）冬天，楚军接连失败，被汉王追击到阳夏之南。
但汉王在固陵坚守不出，本来相约合击楚军的诸侯到了日期却不见踪影。
后来，还是因为汉王听从了张良的建议，诸侯才纷纷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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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素书博弈学>>

编辑推荐

《素书博弈学》：从中国经典中学中国智慧，上有道德治国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术，次有霸业匡邦
之理。
《素书》全书仅有六章，一再三十句，一千三百三十六个字，却可以知天地交换，晓人事莫测。
凭借这《素书博弈学》，张良在楚汉相争的乱世帮助汉高祖刘邦创建了大汉王朝，以至于刘邦慨叹：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
”中国博弈第一书素书咒语：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
亦受其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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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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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