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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探讨领导者个人的领导艺术，作者通过大量的事实，以创造性的思维和经验性的操作手段，
呈现一本趣味盎然而又发人深省的领导技巧著作，帮助您实现卓越领导人的梦想。
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案例，以口语化的语言，将关于领导艺术的方方面面、将其中的道理细细道来，朴
素而深刻。
本书有助您成为有所作为并深得人心的领袖人物，有助您在事业中成功。
    本书主要讨论识人的艺术、用人的艺术、对下协调的艺术、对上协调和平级部门协调的艺术、沟通
的艺术、授权的艺术、控制的艺术以及决策的艺术，适合政府处级以上干部以及事业单位领导层、大
型企业部门经理以上以及中小型企业高管。
全国各地已经有数以万计的省部级、地市司厅局级和县处级政府官员、大型国企和民企老总、职业经
理人听过或正在听董明教授的领导艺术课程，现在轮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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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明，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韦尔公民与
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学者，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著有《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现代化之路》、《再造中国》、《国都风云》、《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现
代化之路》等多部著作。
 1998年---1999年在中共温州市委挂职一年。
他主讲的领导艺术课已形成系列，在中央办公厅、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水利部、海关总署、财
政部、人民银行、环保总局等中央各部委以及广州、深圳、山东、青海、内蒙、宁夏、云南等各地方
政府，给省部级、地市司厅局级和县处级官员授课。
此外还给中科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北京友谊医院、白求恩医科大学、中国黄金总公司、中国铁
道建设集团总公司、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等有关企事业单位领导授课，课程内容包括：“领导科学”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行政”、“公共政策”，是全国著名的领导科学与艺术培训课程
的名牌讲师。
其语言的质朴无华与犀利，思维在因势利导中出新，能于人之所常见常道中一层层引出深义，让人知
其一后再知其二，这就是董明老师讲学的风格，即直白平易，又妙语如珠，气势磅礴，鞭辟入里，给
人顿悟的感觉，在读者心中产生巨大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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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领导识人艺术　第一节　相信身边有人才　　人才的主、客观标准　　为组织所
用才是人才　第二节　识别人才有方法　　为什么人才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求全责备——识别人才的大误区　　识别人才的七种方法　　【第二章】领导用人的艺术　第一
节　有渴求人才之心　　包容并蓄用人才　　以心换心得人心　　三顾茅庐的启示　第二节　有吸引
人才之法　　马斯洛激励理论　　物质吸引是基础　　精神激励是关键　第三节　通使用人才之术　
　公平持正是核心　　楚汉相争的启示　第四节　具保护人才之魄　　要能做事的下属还是要不犯错
的下属？
　　松下幸之助：不会犯错的不是好员工　　保护做事的下属才有人为组织“卖命”　　【第三章】
领导协调的艺术 （上）　第一节　什么是协调　　领导协调的作用　　领导协调的类型　　领导协调
的方式　第二节　领导对下协调的艺术　　均衡利益　　利用品性 　　能位相称　　资历相顺　　派
别兼容　　【第四章】领导协调的艺术 （下）　第一节　领导对上协调的艺术　　能力是个人发展的
立身之本　　感情认可是获取信任的关键　　等距交往是立于不败的准则　第二节　调适与上级的冲
突　　调适与上级冲突的三项基本原则　　尊重上级、服从领导的三个理由　第三节　领导平级协调
的艺术　　明确职责，把握分寸　　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公事私办，提高效率　　坚持底线，善
于妥协　　【第五章】领导沟通的艺术　第一节　领导沟通的定义与功能　　沟通的定义　　沟通的
方式　　沟通的功能　第二节　 沟通的种类和技巧　　沟通的种类　　沟通的技巧　第三节　沟通协
调中领导讲话的艺术　　提升讲话艺术的重要性　　领导讲话艺术的三原则　第四节　演讲报告的艺
术　　立意不落俗套　　妙在开头　　巧用知识，善用比喻　　善用幽默，语言生动　第五节　个别
谈话的艺术　　要掌握好谈话对象的心理状态　　要掌握好个别谈话的气氛　　要掌握个别谈话的技
巧　　【第六章】领导授权与控制的艺术　第一节　领导授权的艺术　　领导要有帅才观　　领导要
学会合理授权　　授权要把握好六大原则　第二节　领导控制的艺术　　控制的定义　　如何进行有
效的领导控制　　领导控制应做到以信立威　　领导控制应做到赏罚分明　　领导控制应善用柔性软
控制　　【第七章】领导决策的艺术（上）　第一节　决策的一般概念　　决策的定义　　决策的实
质　　决策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决策横向作用宽、纵向影响深　第二节　决策后面的利益机制　　
人民群众内部有不同的利益群体　　美国决策过程中的利益协调机制　　美国的做法对我们的启示　
第三节　决策的风险类型　　确定型决策　　风险型决策　　不确定型决策　　【第八章】领导决策
的艺术（下）　第一节　决策过程与决策方法　　决策的过程　　决策的方法　第二节　建立科学的
决策体系　　对决策信息系统的要求　　对决策智囊团的要求　　对决策者的要求　第三节　以创新
思维优化决策　　以前瞻性思维优化决策　　以创造性思维优化决策　　以现实性思维优化决策附录
　领导科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研究流派及其观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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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领导要精通使用人才之术，而使用人才之术的根本原则是要公平持正，要有公平心。
公平心是不是要求领导办事公道、作风正派、道德品质高尚？
不是的，这里的公平心跟道德品质无关。
这里的公平心就是指领导把可得可不得的好处和利益分给大家，分给下属。
楚汉相争，刘邦胜，项羽败，就是最好的例证。
楚汉相争，刘邦得天下，项羽功败垂成，自刎乌江。
刘邦建立汉朝后，与群臣总结自己成功、项羽失败的经验。
手下大臣各抒己见，议论纷纷，刘邦不以为然，认为都没有说到重点。
最后刘邦自我总结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所以，刘邦认为项羽必败无疑。
刘邦能用人，项羽不能用人。
那么，刘邦凭什么来用人呢？
张良、萧何、韩信都是人中豪杰，不容易用的。
这三个人都有经天纬世之才，为什么不反过来用刘邦呢？
这是问题的关键。
论出身，刘邦身份低微，在秦朝做了个小官亭长，相当于今天的村长；刘邦的父亲有几亩地，但绝不
是什么大户人家。
论文化，刘邦是个文盲。
论文明礼仪，刘邦对人傲慢无礼，出言不逊。
刘邦身份低微，无权无势，没文化，不懂文明礼仪，口袋里又没有钱，凭什么来用人，人家凭什么听
他的呢？
从刘邦的手下对刘邦的评价中，我们得以看出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刘邦“能饶人以爵邑”，“使人攻
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和“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
。
刘邦把 “天下利”与自己的手下“共享之”，好处和利益大家分，大家得，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独吞，
这是刘邦能用人的关键，也是刘邦惟一的和最大的优点。
就拿刘邦使用韩信来说，韩信出身贫穷，而且品行不好，不能被推选去做官，整日游手好闲。
韩信最早投奔的是项羽，由于他的名声很差，虽然屡次向项羽献策，以求重用，但项羽都没有采纳。
项羽手下有人劝过项羽，说对待韩信，要么重用，要么杀掉。
因为韩信很有才能，重用他就如虎添翼，如果不加重用，他会跑到别人那里去，一旦被别人重用，会
对项羽构成心腹大患，项羽不听。
后来韩信脱离了楚军加入了汉军，刘邦也知道韩信的恶名，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出奇超众的才能，只
任命韩信做一个看管粮仓的小官——治粟都尉。
韩信多次跟萧何深入交谈，萧何认为他是位奇才，很看重韩信，多次向刘邦推荐，刘邦也不听。
韩信见自己得不到重用，就逃走了。
萧何听说韩信逃跑了，来不及报告刘邦，连夜去追赶韩信，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典故。
萧何把韩信追回来后，就去拜见刘邦，萧何说：“像韩信这样的杰出人物，普天之下找不出第二个人
。
大王如果想争夺天下，只有韩信可当此大任。
重用韩信，韩信就会留下来，不能重用，韩信终究还要逃跑的。
就看大王怎么决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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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说：“好吧，我看在是你大力推荐的面子上，让他做个将军。
”萧何说：“即使是做将军，韩信一定不肯留下。
”刘邦说：“任命他做大将军。
”萧何说：“太好了。
”于是刘邦就要把韩信召来，给他个大将军的委任状。
萧何说：“大王向来对人轻慢，不讲礼节，如今任命大将军就像哄小孩子一样。
这就是韩信要离去的原因啊。
大王决心要任命他，要选择良辰吉日，亲自斋戒，设置高坛和广场，礼仪完备才能服众。
”当时刘邦军队士气低落，逃兵无数，刘邦干脆死马当活马医，答应了萧何的要求，韩信风风光光走
马上任。
随后韩信背水一战，用一群乌合之众把20万赵国精锐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韩信领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势力越来越大。
后来项羽也给韩信写信，说你帮刘邦，我项羽必败；你帮我项羽，刘邦必败。
我不要求你帮我，只要求你保持中立，我跟刘邦一决雌雄，然后我们平分天下。
这时韩信的手下也劝他，说：谁行军用兵快，谁就能捷足先登当上皇帝；现在你走在最前面，自己就
能做皇帝，何必为刘邦卖命呢？
韩信回答说，刘邦待我十分恩厚，把他的车给我坐，把他的衣给我穿，把他的饭给我吃。
乘人家的车，穿人家的衣，要替人分担忧患，吃人家的饭，就应该为人家卖命。
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
于是拒绝了项羽的提议。
有一次，韩信打下齐国，遣使修书请求刘邦立他为假齐王（代理齐王）。
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困在荥阳，自顾不暇，看罢来书后勃然大怒，心想：“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
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用脚踩他以示意提醒，刘邦突然醒悟，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
王耳，何以假为！
”于是正式委任韩信为齐王。
韩信觉得当个假齐王就满意了，没想到当上了真齐王，得了大好处，心中大喜。
于是，韩信领兵星夜兼程帮刘邦解了围。
刘邦知道，这个时候谈感情、恩情，谈事业、前程都不行，要给好处，给大好处才行。
假如这时刘邦回复韩信说：“你赶快来救我，能不能做假齐王，看你的表现了。
”韩信一定回答说：“我会尽量完成任务，但是我刚刚打下齐国，兵马疲惫，粮草接济不上去，天气
寒冷，士兵没有御寒的衣服，武器缺乏，弓箭不够，我还要休整两天。
虽然事情紧急，可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韩信说的可能都是事实，但是这些困难都能克服，问题是韩信不去想办法克服，刘邦对韩信也会无
可奈何。
这就是手下人出工不出力，磨洋工，阳奉阴违，集体糊弄领导，领导一点办法也没有。
如果领导有一千条指示命令，手下就有一万条理由，而且是正当理由予以回绝。
手下会说不是不想干，而是干不了，没办法干。
领导只能自食其果，无可奈何。
当时刘邦被团团围住，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不要说耽搁两天，就是耽误半天，刘邦就可能被俘虏，
人头落地了。
所以刘邦采用给好处的方法，及时化解了危机。
我们再来对照一下项羽。
论出身，项羽出身楚国的名门贵族，其祖父项燕是楚国的大将军，身份尊贵。
论文化，项羽从小习文练武，精通兵法，文化水平很高，而且文武双全。
同时项羽志向远大，青年时代就立志取秦始皇而代之。
论文明礼仪，项羽待人彬彬有礼，平易近人，亲自给士兵疗过伤，流着眼泪给将士送过饭，方方面面
都比刘邦强10倍、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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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项羽最终居然斗不过刘邦，落了个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下场。
刘邦对项羽的评价是，表面宽宏大量，实际上心眼很小；只给人小恩小惠，大好处从来舍不得给，是
妇人之仁。
一次项羽手下的一个将领冲锋陷阵，立下大功，按常理应该封官赐爵。
项羽本来也打算封赏，已经铸好一个官印，准备发给这个将领。
但是项羽怎么也舍不得把这个官印给出去，整天拿在手里，在手上磨过来、磨过去，最后居然把一个
方印都磨成圆的了，他还是舍不得给人。
靠一点小恩小惠，给士兵治治伤，为将士送送饭，难以赢得人心；舍不得好处和利益，只会失去人心
。
项羽就是把所有的好处和利益都攥在自己手里，因小失大，最终失败；刘邦把 “天下利”与自己的手
下“共享之”，好处和利益大家分了，天下也成为刘邦的了。
所以，领导不能贪小便宜吃大亏，要有公平心，把可得可不得的好处和利益拿出来分给大家，分给下
属，赢得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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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导艺术:一门可操作的学问》：我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领导艺术:一门可操作的学问》是一本
难得的好书。
”作者董明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领导艺术:一门可操作的学问》是董明教授在长期
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下来的一些思考。
近些年来，董明在学院内外给各行各业的各级领导讲授“领导艺术”课，前来听课的人员包括政府官
员、事业单位的领导、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老总，无论是科级还是省部级干部，无不对这门课程表现出
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我想这就是对《领导艺术:一门可操作的学问》这本书最好的注释：该书有助您成为有所作为并深得人
心的领袖人物，有助您在事业中成功！
无论是在办公桌边、在床头，还是在旅途间隙⋯⋯您都可以闲来翻翻几页，绝对会让您品之有味，受
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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