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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经五朝、先后侍奉过十个皇帝而皆居宰相高位的冯道，无疑是封建时代的一个“奇迹”。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
而冯道却打破了这一“定律”。
成为权力场上真正的“不倒翁”。
无论从任何角度．冯道都是值得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权力是封建时代人们争夺的核心，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只有深谙权力之道．才能成为权力场上的获胜者。
渴望权力和获得权力始终是两回事，“纸上谈兵”者，难以掌握其精髓。
更何况，有关权力的学问向来是十分玄奥的。
又是秘而不宣的，人们要一窥全貌。
察其窍要。
实不是件易事。
作为权力场上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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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权经》分“求权”、“争权”、“用权”、“固权”、“分权”、“夺权”、“拒权”、“让权”
等八卷。
作为专门研究权力的学问，它是系统而全面的，囊括了权力的方方面面、各个要点，可以说是无一遗
漏；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的“权力”专著，它的权威性和深刻性又是无人能比的，毕竟冯道不是在空谈
，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他不仅是权力的“理论大师”，更是权力的“行动大师”。
 　　中国古代最成功的权力大师研探权力之秘的惊世之作！
 权力是封建时代人们争夺的核心，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只有深谙权力之道，才能成为权力场上的获
胜者。
作为权力场上的“佼佼者”，冯道对权力的认识和体悟当有“不凡之处”；作为权力场上“奇迹”的
创造者，冯道的《权经》也必有“过人之见”。
 《权经》分“求权”、“争权”、“用权”、“固权”、“分权”、“夺权”、“拒权”、“让权”
等八卷。
作为专门研究权力的学问，它是系统而全面的，囊括了权力的方方面面、各个要点，可以说是无一遗
漏；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的“权力”专著，它的权威性和深刻性又是无人能比的，毕竟冯道不是在空谈
，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他不仅是权力的“理论大师”，更是权力的“行动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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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道，字可道，瀛州（今河北河间）景城（今河北交城县东北）人。
冯道遭逢乱世，历经五朝（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先后侍奉过十个君主，都高居宰相之
位。
冯道是权力场上真正的不倒翁，被人称为"中国古代最成功的权力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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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一  求权　●封建专制时代，拥有权力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想跻身权贵，穷人要付出不懈地努
力　●欲望是成功的原动力　●思想决定着一个人的努力方向　●手段不能不用，又不可滥用　●封
建时代强调人治，无人提携，这是最大的先天不足　●有功不一定有权，这是封建官场的潜规则之一
　●揣摩上司的心理，是求取权力的一项致胜技能　●在封建时代，小人得志，君子多难　●在封建
官场，做违心事、说违心话是不可避免的卷二  争权　●把权力视为谋利的东西，自不能保有平常心
了　●争权是许多人的被迫行为　●迷信权力是封建时代的通病，也是其残酷现实的真实反映　●缺
少智慧只能成为权力场上的牺牲品　●弱者要暗中积蓄力量。
运用适当的方略　●对年轻人多些宽容。
不把事情做绝　●权力人人凯觎，却不可明争　●公开说的假话不可相信，具体的作为才能反映真实
的内心　●身为下属，无论立有多大的功劳，也不能直接要权　●以退为进是争权的上策卷三  用权
　●善于运用权力的人，能把权力运用到极处　●有职无权。
它带给人的往往是莫名的羞辱●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时的拥有它并不见得是件好事　●只有君子才
可托付大任　●权力并无过失，重要的是它掌握在何人手里　●造福百姓不能没有权力做依托　●为
祸天下的多是拥有大权的小人　●拥有权力不一定拥有权威　●诚实坦率并不会影响当权者的形象　
●当权者放下身架，制造祥和，这是建立功绩的前提卷四  固权　●权力需要时时呵护，否则便会易
手　●不克服人性的弱点，是无法巩固权力的　●治敌最忌心慈手软，没有决心　●权力的基础是百
姓拥戴　●成功最能迷住人们的双眼，让人看不到种种隐患　●成大事者需要历练和考验　●单枪匹
马承受不住打击　●改变自己的性格不易，不妨掩饰自己的性格　●抓大放小是智者的抉择　●权力
要与人分享卷五  分权　●权力绝不是有益无害的　●不把别人的路堵死，自身才会无恙　●事事揽
权逞强得不偿失　●人的因素始终是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信赖善者才能无悔无恨　●平安无事
永远是个假相，忧患始终处在潜伏之中　●权力是可以拆分的，也是可以换来他人的忠诚的　●舍不
得予人荣耀，就是一种狭隘意识　●看不到眼前的困境，只能愈加困窘　●人不能孤立地坚守信条卷
六  夺权　●上下猜忌，上司要负主要责任　●小人始终是权力的最大威胁　●表里不一不是小毛病
　●把功劳挂在嘴边，如此之人必是贪权之辈　●无止境地吹捧，背后必是包藏祸心　●下属一旦野
心养成，第一个受害的当是上司自己　●在封建专制时代，拥有道德和正义的名义并不能保证夺权成
功　●小人之间的夺权，参与其中就会厄运临头了　●人生不能抉择有误　●不能夺取人心，到手的
权力终会失去卷七  拒权　●热衷权力的人都难称君子　●拒绝权力对读书人来说也许是件幸事　●
把权力当作交易品，牺牲定是巨大的　●贪恋权力往往使人丧失理智　●不中小人的诡计，就要把权
力看轻、看淡　●不可见权就抓，而置自身的危险于不顾　●接受虚权的人往往是他人操弄的对象　
●侵犯上司的权力是封建官场最不能容忍的大罪　●让下属有权有责，这样的上司才是最有见识的　
●不守规矩可以成为英雄。
却要为封建官场所排斥卷八  让权　●远虑必须表现在当下　●做官是有尽头的　●任何东西都不该
束缚住人的手脚　●舍命不舍权是小人的性格，也是他们走向灭亡的直接原因　●一味害怕失去权力
，反会使自己举止失当　●权力场上从来就没有例外　●让权是最好的释疑消灾之法　●对权力贪婪
，只能导致无情无义　●掌握大权的人应是最有实力的人，这是封建官场的规则之一　●人生重在有
为，这才是赢得不朽名声的唯一倚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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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益州刺史王溶是主战最坚决的人，他这时给武帝上书，分析说：“吴主孙皓荒淫凶恶，吴地朝野上下
无不怨声载道。
这种形势对我军伐吴十分有利，机不可失啊。
如果现在不及时行动，局势变化了，困难更会增加。
假如孙皓突然死掉，改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那么吴国就会由弱转强，焉能图之?臣造船已有七年之
久．天天都有朽烂的。
不能再拖延了。
”武帝被王溶的奏书打动，于是决定伐吴。
王溶统领军队，一路攻来，战无不克，直抵建业。
吴主孙皓率举国皇室、臣僚投降，吴国灭亡了。
王溶立下如此大功。
心中自然得意，他对手下将领说：“如今天下一统，皆是我军将士浴血奋战所换来的，皇上一定会重
重封赏我们，你们就等着升官晋爵吧!”王溶军中一位谋士对他的这番表白感到担心，他对王溶说：“
将军虽有大功，但也不该由己口说出，这样会让皇上不悦啊!做臣子的当把功劳归于皇上，这样方保无
虞。
”王溶并不在乎这个细节，他一笑道：“功劳确是我军将士所立，如果不说将士，只说皇上，不是太
虚伪了吗?我这是实话实说，皇上哪里会怪我呢?”不久，接连发生的事让王溶震惊了。
先是安东将军王浑以不服从指挥为由，要求将他交司法部门论罪。
后又诬陷他攻人建康之后，大量抢劫吴宫的珍宝。
王溶十分气愤，他面见武帝说：“臣立有大功，虽不求封赏，但也不能遭人诬陷。
我军将士九死一生，不能受此不白之冤，请陛下明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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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读〈权经〉》由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
“熟读《权经》，必有大成也。
”——(宋)寇准“权之秘，冯道尽道也。
恃之无畏，行之无蹇。
”——(明)王阳明“冯道竟然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自然远不止油滑。
”——余秋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读《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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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