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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面世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
生活变得更多元，更紧迫，对人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已经从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知识时代，并亲历了随之而来的深刻社会变迁。
不仅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种类更是千差万别。
    这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我常被问到的问题：“今后10年、20年、50年甚至100年，《高效能
人士的七个习惯》是否依然有效？
”我的回答是：变化越彻底，挑战越严峻，这七个习惯对人们越重要。
因为我们的问题和痛苦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日趋严峻。
而它们的解决之道，一直而且永远都建立在普遍、永恒、不证自明的原则之上，这些原则亲历了人类
历史的每一个持久繁荣的社会。
大家不需要赞美我，因为这些原理并非我首创，我只是发掘并把它们整理出来而已。
    我对生命的一种最深刻的感悟就是：要完成最渴望的目标，战胜最艰巨的挑战，你必须发掘并应用
一些原则或自然法则，因为它们恰好左右着你苦苦期待的成功。
如何应用一个原理，因人而异，取决于个人独一无二的优势、天赋和创造力，但最根本的是，任何努
力的成功，都离不开恰到好处并游刃有余地应用某些原则，这些原则对成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至少会刻意回避。
实际上，这些强调原则的解决办法，与我们流行文化的通行惯例和思维定式大相径庭。
    在这里，我想以人类面临的最普遍的几种挑战为例，来诠释两者的不同：    恐惧感和不安全感    现
代社会，太多的人饱受恐惧感的折磨。
他们恐惧将来，恐惧失业，恐惧无力养家。
这种弱点，常常助长了一种倾向：无论在工作时，还是回到家中，都倾向于零风险的生活，并逃避与
他人互相依赖和合作。
    面对这种问题，我们的文化通常会教导人们要独立、独立、再独立。
“我要专注于‘我和我的’，我要工作，要好好工作，要通过工作获得真正的快乐。
”独立是一种重要的，甚至带有决定性的价值观和成就观，而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赖的社会中，最辉煌
的成就要靠互赖和合作才能成就，远远不是个人能力可企及的。
    “我现在就想得到”    人们想要的太多又太急切。
“我要钱，要豪宅，要香车，要最奢华的娱乐中心，我什么都想要，我应该得到。
”尽管现代“信用卡”社会使“透支”变得轻而易举，但终究要面对经济现状，现有的产能远远不能
满足购买力。
无视经济现实终难长久，因为对利益的追求是残酷无情的，甚至是血腥的。
努力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市场和技术全球化的驱动下，竞争日趋白热化，技术领域的发展之快
，令人眩晕，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校园教育，要不断重新教育和重塑自我。
我们必须训练头脑，大量投入，不断磨炼，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以免被社会淘汰。
工作中，老板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驱使员工不断出成绩。
竞争是惨烈的，生存岌岌可危。
今天，必须有所产出，这就是今天的现实，也代表了资本的内在需要。
但是，潜在的、持久的、不断上升的成功才是值得称颂的。
或许你。
轻而易举地就完成了季度目标，但问题的关键是，你是否做了必要的投入和准备，以保证今后1年、5
年甚至10年都能继续保持并不断提升这种成功呢？
我们的文化以及华尔街引领的一切行业都强烈地要求：今天的结果，今天的成功。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绝对不能无视平衡的原则，我们要平衡现在和将来两种需要，前者满足今
天的需求，后者满足投资并提高竞争力，以取得将来持久成功的需求。
平衡原则同样适用于健康、婚姻、家庭生活以及你所处的社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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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谴责和抱怨    任何情况下，只要发现一个问题，人们就倾向于把社会当成替罪羊来谴责，“如果我
老板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白痴该多好⋯⋯如果我的出身好点该多好⋯⋯如果我没有遗传我爸的坏脾气
该多好⋯⋯如果孩子们不那么叛逆该多好⋯⋯如果那房子不是整天乱得一团糟该多好⋯⋯如果人们不
那么随波逐流该多好⋯⋯如果老婆再体贴点该多好⋯⋯如果⋯⋯如果⋯⋯”面对问题和挑战，习惯性
地谴责其他所有人和事，似乎成了现行的潜规则，但这只能带来短暂的解脱，同时却把我们禁锢在这
些问题上，找不到解决办法。
现在请你找出一个虚怀若谷的人，他必须能认可并承担对周围环境的责任，必须有足够的勇气且秉承
任何必要的首创精神，能够以非常创意的方式，找到所面临的挑战的出路，只要你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我就告诉你至高无上的力量，教你如何选择。
    绝望无助    谴责周围人和事的必然结果是变成犬儒主义，绝望无助。
当我们最后向命运低头，认为自己是环境的牺牲品，屈服于宿命论带来的厄运时，我们就丢弃了希望
，抛却了理想，习惯了听天由命，选择了停滞不前。
“我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似傀儡，又像车轮上的小齿轮，面对现实，我无能为力，请告诉我该怎么
做。
”很多聪明能干的人都遭遇过这种滑铁卢般的心路历程，并饱尝各种挫折以及随之而来的消沉。
流行文化提倡的生存之道是犬儒主义——“不要对生活期望过高，这样你就不会对周围的人或事失望
。
”相反，历史上那些鼓励人们怀抱希望，励志成长的原则却提倡“我就是我生命的创造力”。
    缺乏人生平衡    现代社会，资讯发展一日千里，生活日益复杂多元，对人要求更为苛刻，让人感觉
更加紧迫和心力交瘁。
尽管我们付出良多，尽量有效地利用时间，努力工作，积极进取，并利用现代科技不断提高效率，然
而让人不解的是，我们越来越陷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不能自拔，而把健康、家庭、品德以及许多
重要的事情放在了工作之后，舍本逐末。
我们不能把问题归咎于工作，或社会的复杂和变迁，而在于我们的流行文化提倡：“早来，晚走，高
效，从现在起就要懂得牺牲”——可事实上，心灵的平和宁静远非这些技巧所能带来的，而是取决于
人们是否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否懂得轻重缓急，并能抓住生活的重点，客观地面对现实。
    “我的定位在哪儿”    我们的文化倡导，如想从生活中有所收获，必须“独占鳌头”。
也就是说“生命是场游戏，是次比赛，是种竞争，所以，你必须要赢”。
同学、同事甚至家人都被当做竞争对手——你周围的人得到的越多，留给你的就越少。
当然，在表面上，我们尽力表现大度，为他人的成功喝彩，而私底下，在心灵最深处的某个角落，却
为他人的成就唏嘘不已。
人类文明史上，许多杰出成就或攸关事件常常由某个铁腕人物的决绝意志来成就。
但是，在知识时代，千载难逢的机遇和卓越的成就，通常是留给那些深谙什么是“我们”——团队精
神——的人们。
真正的大事业，通常只会由思维开阔、内涵丰富的头脑，经由忘我的合作精神——互敬和双赢——取
得。
    渴望理解    在人们心灵深处，没有比渴望理解更强烈的需要了——希望他人聆听、尊重、重视自己
的声音，希望能影响别人。
大多数人认为，要具备影响力，关键在于良好的沟通——明白无误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让言谈有理
有据。
事实上，稍加思索，你就会发现，别人在诉说时，你并非努力聆听并试图理解对方，而常常是忙于准
备，看自己接下来该怎么说。
而影响力的初显，始于他人发觉你正在受他们影响。
当对方感觉你敞开心扉，虔诚地聆听，并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感觉自己有了影响力。
但大多数人的情绪易受他人左右，无法专注地聆听——他们无法在说出自己的想法前，先把自己的事
情搁置一旁，倾尽全力来理解对方的想法。
我们的文化迫切需要，甚至苛求这种理解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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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影响力是以互相理解为前提的，而互相理解基于谈话者全心投入地做一个专注、主动的聆听者
，至少谈话一方要首先学会聆听。
    冲突和分歧    人们是如此的相似，又是那样的不同。
思维方式不同，价值观、动机和目标也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抗的。
毫无疑问，这些分歧带来了冲突。
面对这些分歧和冲突，社会倾向于用竞争的方法来解决，强调“全力以赴，赢得胜利”。
尽管巧妙地利用“折衷”的办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即在追逐目标过程中，在彼此都能接受的程度上
互相妥协，但结局通常是双方失望而归。
这些分歧驱使人们机械地、平均化地接纳双方仅有的共同特征，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浪费！
而且人们也没能充分利用创造性合作，找到比任何一方的最初想法都好的解决办法，这又是一种多么
巨大的浪费！
    个人的停滞不前    人的本质是四维的——身体、精神、智力、社会/情感。
请比较以下两种问题解决方式(分别依据现有文化倾向和原则)的区别和效果：    请你不仅要把人类的
普遍苦难铭记于心，也要把自己的实际需要和磨难牢记于心。
只有这样，你才会获得一种长久的解决办法，并明了生活的方向。
同时，你会发现，流行文化提倡的方法和永恒的，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原则性很强的方法的差距将渐
行渐远。
    最后，我想重复强调一个问题，在我教学中经常提及的问题：有多少人在弥留之际，希望自己花更
多的时间工作或看电视？
没有一个人希望这样。
此时，人们想到的是爱人、家人和他们付出过爱心的人。
    即使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生命的最后，也把幸福感、成就感
和对后人的福祉置于“自我实现”(这是他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的最高级别)之上，他称之为“自
我超越”。
    对此，我心有戚戚焉。
目前，七个习惯中提到的原则和法则，带给我最满足、最深刻的感受是，我的儿孙后代正着实感知，
并在生活中身体力行这些原则和法则。
    我们的孩子都已成家，他们和另一半一起，渐渐地形成了以服务他人为核心，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
人生规划。
看到孩子们走上了这样的人生旅程。
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幸福。
    我敢说，当你开始阅读《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时，你已经开始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成长历程。
请和你所爱的人分享你的收获，最重要的，是在生活中开始践行它们。
记住，只学不做等于没学，只知不做也等于无知。
    就我而言，身体力行这七个习惯是个不断挣扎的过程。
最主要的原因是，你做得越好，就会发现面对的问题变得越复杂，好像一些运动规则一样，例如滑雪
、高尔夫、网球或者其他运动。
因为我每天都努力地工作，并在生活中全力实践七个原则蕴涵的真理，所以我真诚地渴望和你一起，
共度这段激动人心的成长历程。
    史蒂芬·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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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商界最经典、最著名的一部培训教材；世界500强企业必备培训课程。
奥巴马、克林顿、普京、李开复、汤姆·彼得斯、肯·布兰佳、世界领导力大师沃伦·本尼斯、世界
潜能大师博恩·崔西、《一分钟经理》的肯·布兰佳世界第一潜能专家安东尼·罗宾、华人成功学权
威陈安之、《纽约时报》《福布斯》《财富》《商业周刊》《经济学人》《哈佛商业评论》鼎力推荐
阅读。

本书不仅是企业、组织机构，更是个人获得自我提升的人生必修教材。
读者遍及工商业、政府部门、军队、学校以及家庭等各个领域。
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这种改变甚至帮助实现一个国家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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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他是美国学界的“思想巨匠”，入选“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25位人物”，被《时代周刊》评为“人类
潜能的导师”，得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接见，是前总统克林顿倚重的顾问，《经济学人》杂志推
举其为“最具前瞻性的管理思想家”。

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他的思想成就与卡内基、德鲁克、杰克·韦尔奇并肩比齐。
他是世界备受推崇的领导工作权威、家庭问题专家、教师、企业组织顾问，在领导管理理论、家庭与
人际关系、个人管理等领域久负盛名。
《财富》杂志100强中的90%和500强中的75%的企业是他的受教者，AT&amp;T、通用电子、全禄、可
口可乐等大公司的高级主管都是他的学生，李开复等中国顶尖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也深受其思想的启发
。
每年，来自全球的个人、家庭、企业、教育界及政府领导者的受教生更是高达百万人之多。

他是全球最大的、为组织和个人提供培训和管理咨询的世界顶级公司——富兰克林柯维公司的创始人
之一。
公司与世界500强公司和成千上万的中小型企业及政府职能部门都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作为9个孩子的父亲，50个孩子的祖父，柯维博士曾于2003年被授予“最佳父亲奖”，他将此看成是他
此生得到的最有意义的奖项。

其他奖项：“托马斯大学勋章”，“1994国际企业家年度奖”，1998年度锡克教徒“国际和平大师”
称号，“1999年度演讲家”，以及1996“年度全美企业家领导者终身成就奖”，他还被授予了8种荣誉
博士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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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变化的世界不为的原则
如何善用本书
第一部分重新探索自我
第一章由内而外全面造就自己
付诸行动
第二章七个习惯概论
付诸行动
第二部分个人领域的成功：从依赖到独立
第三章习惯一：积极主动——个人愿景的原则
付诸行动
第四章习惯二：以终为始——自我领导的原则
付诸行动
第五章习惯三：要事第一——自我管理的原则
付诸行动
第三部分公众领域的成功：从独立到互赖
第六章人际关系的本质
第七章习惯四：双赢思维——人际领导的原则
付诸行动
第八章习惯五：知彼解己——移情沟通的原则
付诸行动
第九章习惯六：统合综效——创造性合作的原则
付诸行动
第四部分自我提升和完善
第十章习惯七：不断更新——平衡的自我更新的原则
付诸行动
第十一章再次由内而外造就自己
付诸行动
附录
一你是哪种类型的人——生活重心面面观
二第四代时间管理——高效能人士的一天
三答读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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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七个习惯的简要定义 习惯一：积极主动 “积极主动”即采取主动，为自己过去、
现在及未来的行为负责，并依据原则及价值观，而非情绪或外在环境来下决定。
主动积极的人是改变的催生者，他们扬弃被动的受害者角色，不怨怼别人，发挥了人类四项独特的禀
赋———自觉、良知、想像力和自主意志，同时以由内而外的方式来创造改变，积极面对一切。
他们选择创造自己的生命，这也是每个人最基本的决定。
 习惯二：以终为始 所有事物都经过两次的创造———先是在脑海里酝酿，其次才是实质的创造。
个人、家庭、团队和组织在做任何计划时，均先拟出愿景和目标，并据此塑造未来，全心投注于自己
最重视的原则、价值观、关系及目标之上。
对个人、家庭或组织而言，使命宣言可说是愿景的最高形式，它是主要的决策，主宰了所有其他的决
定。
领导工作的核心，就是在共有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之后，创造出一个文化。
 习惯三：要事第一 “要事第一”即实质的创造，是梦想（你的目标、愿景、价值观及要事处理顺序
）的组织与实践。
次要的事不必摆在第一，要事也不能放在第二。
无论迫切性如何，个人与组织均针对要事而来，重点是，把要事放在第一位。
 习惯四：双赢思维 “双赢思维”是一种基于互敬，寻求互惠的思考框架与心意，目的是更丰富的机
会、财富及资源，而非敌对式竞争。
双赢即非损人利己（赢输），亦非损己利人（输赢）。
我们的工作伙伴及家庭成员要从互赖式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而非“我”）。
双赢思维鼓励我们解决问题，并协助个人找到互惠的解决办法，是一种资讯、力量、认可及报酬的分
享。
 习惯五：知彼解己 当我们舍弃回答心，改以了解心去聆听别人，便能开启真正的沟通，增进彼此关
系。
对方获得了解后，会觉得受到尊重与认可，进而卸下心防，坦然而谈，双方对彼此的了解也就更流畅
自然。
知彼需要仁慈心；解己需要勇气，能平衡两者，则可大幅提升沟通的效率。
 习惯六：统合综效 “统合综效”谈的是创造第三种选择———即非按照我的方式，亦非遵循你的方
式，而是第三种远胜过个人之见的办法。
它是互相尊重的成果———不但是了解彼此，甚至是称许彼此的差异，欣赏对方解决问题及掌握机会
的手法。
个人的力量是团队和家庭统合综效的利基，能使整体获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成效。
实践统合综效的人际关系和团队会扬弃敌对的态度，不以妥协为目标，也不仅止于合作，他们要的是
创造式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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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全球金牌畅销书，美国成年人最具影响力的书！
美国政府机关公务员装备书！
美国公司员工装备书！
美国军队官兵装备书！
    俄罗斯应该出现史蒂芬·柯维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建议每一位俄罗斯公民都应该阅读《高效能人士
的七个习惯》。
    ——普京  俄罗斯总理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20周年纪念版)》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李开复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20周年纪念版)》是一本能改变你命运的奇书。
    ——汤姆·彼得斯  世界管理学大师《追求卓越》作者    自从1996年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20周
年纪念版)》引进摩托罗以来，数千名员工参加过该培训，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对
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发展和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现在该课程依然是摩托罗拉领导力发展项目的常设课程。
    ——刘辉  摩托罗拉亚太区人才管理及摩托罗拉大学总监    《高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20周年纪念
版)》不仅使我获益良多、更是我带领着公司所有员工由内而外地传承和发扬公司文化的法宝。
如何在公司提倡的“心到”“智到”“人到”“力到”四个方面做得更好，我想在七个习惯中都能找
到答案。
    ——麦子莆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大中国区总裁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20周年纪念
版)》非常精彩和实用。
我相信史蒂芬·柯维倡导的原则，不仅对我，而且对我们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有非常深刻的触动、
大家的思想境界更高了，并将以主动积极的心态去思考和感悟，这种思考和感悟将持续改变我们，并
且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实践。
    ——周寰  大唐电信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20周年纪念版)》这门课程在我们
的管理人员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新的挑战中，每个人都需要秉持原则，由内而外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冯丽英  中国建设银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如果你是一个胸怀远大的人，就一定要读《高效能
人士的七个习惯(20周年纪念版)》。
    ——赵学军博士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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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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