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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幕僚文化、师爷文化可以说是灿烂辉煌，在人类文明的发展长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们对于推动历史的发展功不可没，已经与中医、武术、兵法一样堪称为中华文明的一大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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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放　文化考古专家、策划家。
中国策划学创始人，联合国文化贡献奖获得者，曾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工作。
多年重视幕僚、兵法、策划、战略等方面研究。
近些年更重视策划、幕僚文化其实战之应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话说中国幕僚>>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幕僚的由来和沿革
　第一节　幕僚的由来
　第二节　幕府及幕府制度的沿革
　第三节　幕僚及幕府制度产生的原因及特点
第二章　夏商西周时期的家臣制和命士
　第一节　家臣伊尹
　第二节　士与命士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和养士制
　第一节　春秋与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
　第二节　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身边的谋士
　第三节　战国四公子与其门客
　第四节　 “食禽择木”门客风
　第五节　幕府的出现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辟署制
　第一节　吕不韦及其门客
　第二节　秦汉时期对“士”及“养士”的打击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刀笔吏
　第四节　 “辟署制”的形成
　第五节　汉初著名谋士
第五章　三国幕府与谋士文化的勃兴
 第一节　曹魏集团的谋士
 第二节　蜀汉集团的谋士
 第三节　孙吴集团的谋士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式的幕府制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幕府制度的变化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与霸府
 第三节　游士宾客的衰微
第七章 唐朝时期的方镇幕府制度及幕府文学
 第一节　 “玄武门事变”背后两大幕府集团
 第二节　唐代幕府制度的变化
 第三节　唐代的文人人幕现象
 第四节　幕府文学的发展
第八章　宋元时期的“任命制?幕府
 第一节　宋代的统治特色对幕僚制度的改革
 第二节　元朝幕府
第九章 明代幕僚大发展
 第一节　明代师爷的流行及概况
 第二节　师爷种类划分
 第三节　师爷秘诀
 第四节　名将背后的师爷
 第五节　明代著名幕僚
第十章　清代幕僚制度的高峰
第十一章　晚清四大幕府操弄国家政局
第十二章　民国幕僚的进一步发展
第十三章　从幕准则、过程及幕僚制度的优点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话说中国幕僚>>

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话说中国幕僚>>

章节摘录

版权页：当时很多幕僚通过自身杰出的谋略和努力，逐渐取得了政治权力，有的甚至成为杰出的政治
领袖，如蒋介石。
蒋介石曾在广东做过孙中山和唐生智的幕僚，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
李宗仁评价他“才过于德，不能服人之心”。
蒋介石运用其杰出才智击败了一个个政治对手，最后取得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民国以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官吏制度被效仿西方的各级政府、议会、司法体制替代，传统幕府
这种个人色彩浓厚的佐官体制也失去了其生存的基础，从而在中国政治生活当中跟随消亡。
六、参谋制的出现近代参谋制严格讲起源于德国普鲁士军队。
由于近代军事技术的勃兴，现代战争、现代制造业的需求，军事系统传统的幕府、幕府制已逐渐不适
应工业革命与现代战争的需求了，因此欧洲德国兴起了陆军参谋制。
中国自晚清向欧洲、日本学习陆军、海军，学习开展洋务，特别自创办北洋、南洋新军以来，中国军
队中也逐步实现起参谋制。
军队参谋制尽管也带有中国幕僚制的许多特点，但是其编制、指挥、给养、组织、职能、履属与传统
的幕僚制已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现在全世界的军队都在使用这种参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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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话说中国幕僚》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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