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用人的格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用人的格局>>

13位ISBN编号：9787301147696

10位ISBN编号：7301147694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冯世斌

页数：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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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用人的格局>>

前言

我国许多地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少不看《西游》，老不看《三国》”。
这里说的《三国》，当然是指《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
尽管作为史书的《三国志》是名副其实的精品，没有它。
再天才的罗贯中也写不出《三国演义》。
为什么“老不看《三国》”？
想了多年，至今难以做出满意的回答。
莫非，三国的人物太血腥，刀光剑影、你死我活。
老人们看了太受刺激，有碍身心健康？
莫非，三国的人物太狡猾，天天绞尽脑汁，搞阴谋、施诡计，尔虞我诈，老人们看了容易学坏？
似是又而非。
无论怎么去想，这话倒是反衬出另一面：青少年看看《三国》是可以的，或者说是有益处的。
因此，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三国用人方面的言论，总想整合、改编一下。
使之适合更多的读者。
无奈才智和精力达不到，摇摇头，作罢了。
“缘分”这种东西，虽然谁也说不清，但确实是有。
2007年12月7日，忽收到一陌生人短信，说他在旧图书市场淘到了一本小册子，读后觉得不错，问我愿
否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改造。
心一喜，爽快答应了。
所以。
借这本书的问世，在深深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及各位老师的同时，也要向那位才二十多岁的董曦阳先
生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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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光是曹操，曹魏政权中有太多的人，都急切地盼着早一天跨过长江，摘得那“统一”的果实，尽享
荣华富贵。
进步与倒退，分裂与统一，都遵循着自己的规律。
曹操的失败成就了“三国”，诸葛亮的失败又成就了谁？
    用人，说到底，是人在某一时代、人在某个岗位如何用自己，谁也回避不了这个人生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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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世斌，1953年生，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河北省档案局局长。
此前曾任河北省省委农办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1966年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务农8年，先后在河北省吴桥县、东光县、孟村回族自治县工作。
在县委书记任上，于1995年出版《大动荡的时代大竞争的人才》；在县长任上，于1989年出版《三国
用人艺术》一书，该书被1992年《中国精神文明年鉴》称为“目前从用人角度研究三国用人的第一部
专著，具有学术、通俗实用的特点”。
本书是在《三国用人艺术》一书基础上精心修撰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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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从“老不看《三国》”说开去用人　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　信则人任　治之道在举贤　非
唯拥我之才是举　用人如用器，取其长而避其短　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　用人不疑，疑人不
用　善待元老　起用少壮　用好有棱角的人　得人心者得天下识人　德和才，孰轻孰重　狂才难用  
　傲才难信　适时“清君侧”　不忘不善上官者　慧眼识伯乐　知人善任，点石成金管人　事不必躬
亲　用好管官的人　明责与授权　与有肝胆人共事　心理情绪控制  　面对谗言和诽谤　不要使内耗
升级　别让“小圈子”成气候育人  建立良好的用人环境  　考察与选派接班人　知人之性，全面衡量
　莫忘扶己上马人　关照拔尖人才  修行　宽广的心胸　靠心服而非压服　不平则鸣  　谨慎和谦虚　
勤学·笃行·严己　敢于正视自己  　当退则退者勇　不靠拼命靠长命　既生瑜，何生亮后记　自己
打败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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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曹操用人：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度领导就是用人，用人要有气度。
只有“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才能成大业，成常人难成之举。
曹操这个人，政治抱负宏大，在用人上，气度很是不凡。
这在他一登上政治舞台，与袁绍共同起兵的对话中，就充分表现出来。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日：‘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
’公日：‘足下意以何如？
’绍日：‘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公日：‘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曹操最想争想任的是刘备和孙权。
刘备是三国时蜀国的创立者，他在羽翼未丰时，曾一度与曹操合作。
那时的刘备，虽然势孤力单，但在曹操看来，他是个可与自己打天下，也可与己争天下的屈指可数的
英雄人物。
“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因此，他对刘备十分敬重，“出则同
舆，坐则同席”（《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总想把他纳入自己的营垒。
刘备不甘在曹操之下，表面上应付着曹操，实际上另有己图。
他与曹操翻脸后，一次被曹兵打得大败，妻子和大将关羽都被生俘。
在这前后，曹操的谋士程昱、郭嘉等，几次提醒趁机杀掉刘备，可曹操的回答只是一句话：“方今收
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心，不可。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明知刘备是劲敌，也有机会杀他，但只要有一丝争取的希望，也不
肯下手，这是何等的气量！
唯恐杀一，丢掉一片，这又是多么高明！
孙权是三国时吴国的统治者，他比曹操晚生27年，当是曹操的后辈。
曹操从公元190年起兵，到208年挥师南下，整整19年，几乎是大战必胜。
没料到在大功眼看告成时，因遇到孙权等人的顽强抵抗而惨败于赤壁。
这一败，使曹操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成了泡影，也使他看到了虎虎有生的新的一代领袖人物。
“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在后期，不止一次地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并采取过多种措施，想把孙权拉
过来。
他让阮瑀为他起草的《与孙权书》，完全是站在平等立场上，从“百姓保安全之福”、孙权可为天下
一统作出更大贡献的高度，劝导孙权与他合作。
在曹操的殷殷招纳和刘备的夹击之下，孙权终于做出了称臣的表示，如果不是曹操在这时突然死去，
他把孙权争取过来是大有可能的。
那样，三国的历史，就会以一老一少两位政治家的握手，大江南北的统一而改写。
三国之主都能用人，但只有曹操思想着把另外两主用起来。
孙权作为后生，对曹操的用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至于御将，古之少有，比之于操，万不及
也。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对他来说，保江东是大局，不可能产生如何用曹操的念头。
刘备是曹操的同辈，在曹操设法团结他时，他想的只是如何钻曹操的空子，捣曹操的鬼，也没有敢用
曹操的奢望。
一般来说，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用人的气度与取得的业绩是成正比的。
天下三分，曹操雄踞中原，刘备和孙权各偏安一隅，绝非偶然。
正确对待反对自己的人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曹操正确对待反对自己的
人，善于将对自己不利的人心，凝聚为对己有利的力量。
曹操起兵时，只有本家族的几个兄弟和侄子作骨干，七拼八凑，不足四千兵马。
他想任刘备未获成功，但在任其他优秀人才上却收到了奇效，这样就使他在短短的几年内，造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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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庞大队伍。
苟或和郭嘉，是三国时大名鼎鼎的智囊人物，都曾是袁绍的幕僚。
“或度绍终不能成大业”，率先弃袁投曹，曹操得荀或，高兴地称他是“吾子房也”。
（《三国志·魏书·荀彧或传》）郭嘉看透了袁绍“未知用人之机”，也跑到曹操营垒，曹操喜而赞
之：“真吾主也。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官渡大战时，沮授、田丰、许攸都是袁绍的重要谋士，张邰、高览都是袁绍的大将，除田丰被袁绍忌
杀外，都临阵投降了曹操。
“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原为袁绍记事，替袁绍写文童。
将曹操挖苦得骇然汗流。
曹操捉住他后，惜他文采出众，只不轻不重地教训了几句：你写文章骂我一人就行了，何必骂我祖孙
三代呢？
仍任他做了管文书的官。
“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日：‘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
邪’。
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
”（《三国志·魏书·陈琳传》）曹操对待投降过来的人，一不计前嫌，二不试试看，与自己原班人
一视同仁，量才放手而用，得益甚大。
即使对那些降而复变或叛己投敌又被捉到的人，也千方百计再争取过来。
宛城战前，张绣投归了曹操，因曹操强占他的婶母，张绣一怒之下打了曹操措手不及，把曹操的爱子
曹昂、心腹战将典韦等，都杀死了。
在一般人看来，曹操记张绣之仇该记一辈子。
可是曹操不这样。
他在官渡与袁绍打仗时，不由地想起张绣是如何厉害来，很想把他弄到身边以对付袁绍，于是派人游
说招纳。
曹操见了张绣，乐不自禁，好像根本没有前事，不但封他作了扬武将军，后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
官渡战中，张绣果然为曹操立了大功。
魏种原是曹操的故旧好友，兖州战役曹操败绩，投敌叛曹的人很多，曹操说：“唯魏种不弃孤也”。
没想到，魏种也叛逃而去，这真是大伤了曹操的脸面。
不久，将魏种捉到，有人说，把他杀了算了。
曹操思量再三，“唯其才也”，还是“释其缚而用之”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如此对待魏种，感召了其他叛逃的人，纷纷自动返回。
官渡胜利后，下属搜集到本营中一些人给袁绍写的欲降信，问曹操如何处理。
曹操连看都不看，把信都烧了，他说：在大战时我自己还有丧失信心的时候呢，更不用说别人了。
“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这一把火，不知将多少人对曹操动摇的心，烧炼为对
他的忠诚。
对曹操和袁绍都很了解的杨阜，称曹操“能用度外之人”（《三国志·魏书·杨阜传》），真是一点
不假。
曹氏与文士：宽而容之，信而任之在我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建安（汉献帝刘协年号，公元196-220年）
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
研究建安文学产生的社会基础及多方面的原因，不能不谈到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对待文士
的态度和政策的正确，对建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直接的组织和推动作用。
建安的文士，数以百计。
除最著名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应场
）外，那繁钦、应璩、邯郸淳、吴质、杜挚、缪袭、杨修、路粹、蔡琰等人，真可说是“人人自谓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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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集·与杨德祖书》）。
曹氏父子是怎样将如此众多、风格各异的文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发挥他们作用的呢？
曹氏对待文士，首先是宽而容之。
曹操在前期，很能聚人，尤其对于文士，不管他们原来如何，只要能纳拢过来，就一定纳拢；曹操在
后期，很能杀人，但是对于文士，一般不轻易开刀。
陈琳在官渡大战前夕写的为袁绍《檄州郡文》文，笔力雄健，入木三分，锋芒所向，直指曹操。
比如，揭露曹操挟天子的罪恶是：“而便放志专行，胁迁省禁，卑侮王官，败法乱纪，坐召三台，专
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鞭挞曹操镇压政敌日：“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
，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攻击曹操对民实行酷政叫做“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罾缴
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陷”，等等。
这些言辞虽然有夸大成分但绝不是无中生有，实在是击中了曹操的要害。
加之他把袁绍的军事优势写得极为壮观：“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
、育、获之材；骋良弓劲弩之势。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震虎步，并集虏庭，若举
炎火以螨飞蓬，复沧海以沃燥炭，有何不消灭者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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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每每翻开《三国志》，总不免这样遐思：不管怎么说，赤壁大战当是我国历史上“三国”形成的标志
——孙吴政权由脆弱变为强盛，刘蜀政权由此而得以成型。
“挟天子以令诸侯”，加之兵强马壮的曹操，为什么就不能跨过长江、实现一统？
从决策与用人上看，孙刘结为联盟，无疑是正确的战略选择，孙权大胆起用周瑜等人，也是英明之举
。
那么，曹操这一方面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是仗不该打么？
不打怎么统一？
是曹操用错了人导致战争失利吗？
也难找到他把谁用错的印记。
在人与人的较量的历史天平上，说曹操败给了年轻人，很有道理，说他自己打败了自己，似乎更有道
理。
其实，自己打败自己的，何止于曹操，古今中外，人人可能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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