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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的涵义与“到"的境界    中国有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字：“道”。
    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在其著述《道德经》中开篇第一个字就是“道”。
老子通过对“有无相对、正奇相间、刚柔相济、祸福相随、荣辱相依”等等现象的分析比较，阐述了
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道”。
    “道”也可以理解为方法，所谓识人之道、用人之道、沟通之道、思维之道、行事之道，在这里都
包含有方法的意思。
    “道”还可以理解为道路。
《新华字典》中将道路注释为：“往来通行的地方。
”而“用得上、行得通”正是方法追求的方向。
    普通人理解的方法，通常指“达致某个对象的思想路径或解决某个问题的操作技术”。
这种理解，把握了方法的两个核心要素：想与做——“达致某个对象的思想路径”是“怎么想”；“
解决某个问题的操作技术”是“怎么做”。
恰好，“道”的字形结构从首从行，意即“脑之所想、身之所行”，这与上面描述的“方法”在概念
上完全重合。
    其实，不必追寻高深的学问，事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眼前——我们在生活中都需要看、想、说、听、
做。
“看”是观察事物；“想”是分析思考；“说”是倾诉表达；“听”是信息接收；“做”是落实执行
。
遇事“想明白、做到位”，就能获得预期结果，就是好方法；“想不明白”或者“做不到位”，就无
法取得预期的结果，就不是好方法。
    在追寻“好方法”的过程中人们还发现：没有绝对好的方法，只有相对妥当的方法。
于是在诸种方法的比较中，我们选择切合实际状态、符合自己力量的方法进行尝试，成功了坚持、失
败了调整⋯⋯这个过程伴随每个人的一生不断发展、逐步固化，成为一个人稳定的处世习惯与做事特
征，这就是每个人的个性化的方法。
    研究与探讨方法的时候可以知道：方法追求的不仅是一般地“看、想、说、听、做”之间的和谐一
致，而且要求追求者达到“到”的境界。
    原来，“看不等于看到”；“想不等于想到”；“说不等于说到”；“听不等于听到”；“做不等
于做到”。
“看”、“想”、“说”、“听”、“做”在这里都是方法各个阶段的“起点”，而“看到”、“想
到”、“说到”、“听到”、“做到”是各个阶段的具体方法的“终点”。
因此，普通人寻求改善方法的途径时就有了一条简单的路径——分别提高“看”、  “想”、“说”
、“听”、“做”各个阶段的运行质量，逐项实现“到”的目标；综合提高应用方法的整体效果，努
力实现“到”的要求。
这样，学习者就能够通过具体地比较、分析、选择、尝试、调整等手段，逐步改善和提高自己使用各
种方法的运用技巧。
    但是，这“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具体描述可以让我们体会什么是“看到”。
    王国维曾经用三句诗描述出“看到”的境界。
第一句是：“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的诗句)；第二句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的诗
句)；第三句是：“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的诗句)。
王国维借助这三段诗描述出三幅画面：一名求索者孤独地走在探索的道路上；他孜孜不倦地、废寝忘
食地追寻；终于有一天，他参悟到事物的真谛、领略到“真善美”的情怀，于是发自内心地感慨道—
—终于找到(看到)了，“原来是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方法纵横>>

    那么，“做到”的境界又是什么情形呢？
    前美国通用电气公司CEO杰克·韦尔奇是世界著名企业家，曾经被《财富》等杂志誉为“世界第
一CEO”。
一次，杰克·韦尔奇为企业界人士举办经营讲座时，有人议论说：“演讲的内容没有新鲜东西，我们
早就知道了！
”杰克·韦尔奇听到议论后淡淡地回答说：“你们知道了，我做到了。
”可见，一个思考者知道很重要，做到最重要。
正如拿破仑所说：“想得好是聪明；说得好更聪明；做得好最聪明。
”    综合看，方法是推动人们思考与行动的一种力量，它源于人们内心深处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
价值并根据自己的能力将价值转化为效用的求知欲。
深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求知欲推动人们不断寻找开发宝贵的思维资源的途径，并将这种资源持续不断
地转化为行动，进而在“思行统一”的道路上探索前进。
    思维是人们最根本性的资源，改善方法首先要从改进思维质量开始。
这种改善方法的努力从观察事物(“看”)开始，到实现目标(“做到”)结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
始新的观察、探索与追求。
    方法、方法、方法，古老又新鲜的话题，你能够“知道”多少？
    方法、方法、方法，简单又深刻的话题，你可以“做到”哪些？
    作者    写于2011年世界读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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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方法纵横》是一本具有些许学术趣味的应用性通俗读物，它为自己提出了三个具体目标——让愿意
了解方法的人“看得懂”；让愿意思考方法的人“有收获”；让愿意改善方法的人“用得上”。

好的方法从不依靠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也不凭借居高临下来虚张声势，它只是顺其自然地让你理解
。
有一种方法，只要你了解它、思考它、选择它、采纳它，你就能够较快地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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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人真是个奇怪的动物，对自己想办的事情，常常需要找个“借口”或者“理由”。
实在找不到“借口”，也要制造个“借口”或者“理由”。
《伊索寓言》中有个“狼和羊”的故事说：一头饥肠辘辘的狼看到一只小羊在水边喝水，想吃掉它，
于是说：“讨厌的家伙，你弄脏了我的水！
”小羊辩解：“可是，你在我的上游喝水呀⋯⋯”狼接着说：“那就是你昨天在我的上游喝水时弄脏
了我的水！
”小羊说：“可是，昨天的水已经流走了呀！
”狼于是又说：“那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刚刚在我的上游喝水时弄脏了我的水！
”小羊说：“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出远门好几天了呀！
”狼于是咆哮道：“狡猾的东西，不管你如何巧言令色，反正我要吃掉你！
”看来，在强势者这里，只要想办的事情，随时、随意、随便都可以找到“借口”。
普通人的生活中，常发生“迁怒”现象，“迁怒”其实就是“找个借口发泄怒火”、“找个借口怪罪
别人”。
本来是自己的行为出了毛病，却把问题通过“借口”转移到别人身上，进而责怪别人这不好、那不对
。
找个借口发泄自己的怒火有利于自己实现心理平衡，但是你平衡了，被你“迁怒”的对象有什么感受
？
如果不能平衡，然后再去“迁怒”于他人，这怒火会不会蔓延开来？
现在社会上浮躁之风，与随意“迁怒”的习惯是不是有点儿关系？
俗话说：“想做就有理由，不想做就有借口”，原来，这“理由”或者“借口”都是“说服别人支持
自己”或者“推卸责任开脱自己”的策略手段，目的在于伸张自己的主观意愿或者平衡自己的郁闷心
态。
据说，英国的绅士风度有两条评价标准——“不解释、不抱怨”。
这“不解释”相当于“不找理由开脱自己”，这“不抱怨”恐怕就要求做到心态平和、心理平衡、保
持好心情。
“抑制怒火”的本领在现代心理学中被概括为EQ，就是近年人们常常讲的情绪智商，简称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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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方法纵横》一书终于结稿了，心中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1998年6月，我任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教育处处长时，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教育处刘肖群处
长交给我一项任务，大意是：“‘九五’规划即将结束、‘十五’规划正在撰写。
”“‘十五规划’期间的领导干部培训确定为工商管理课程培训，有十几门课。
其中有一门课不太好讲，就是《企业领导方法与艺术》。
因为在‘九五’期间的领导干部培训中，已经开设过这门课，讲课的都是著名大学教授。
同样的课程再次讲很难保证效果。
”“建议你研究一下这门课程，围绕三个目标展开——让企业领导们‘坐得住；听得进；学得好’！
”    接受任务后，我参加了有关部门组织的师资培训，同时开始整理相关资料和信息。
最重要的是，我在1998年年底参加了国家经贸委培训司“企业领导学课题组”的研究活动。
当时，课题组定名为“中国企业领导科学研究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吴培良教授挂帅、北京市经济管
理干部学院张益中教授主持。
在随后每年的研究活动中，我深度接触到许多专家教授，如国家经贸委培训司人力资源管理课题组专
家余凯成教授、陈维政教授、张丽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郑明身教授；领导学专家刘峰教授；北京市
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管理系主任荆学明教授以及研究会中的李慧才教授、王玉新教授、李薇教授、范法
明教授等等。
研究会中一些学者型领导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如华北电力学院院长翟东群教授、中华女子学院院长回
春茹教授、中国船舶管理干部学院院长沈卯元教授、中国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张凤吉教授等等，
在研究会的交流活动和日常接触中，专家、学者、领导们给了我许多启发、指导和帮助，也鼓励我把
研究成果付诸文字。
    在随后的研究会活动和教学发展中，我讲授的“企业领导方法与艺术”受到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并在后来的发展中，延伸出“研究具体方法、提高领导能力”、“研究具体方法、提高执行能力”、
“研究具体方法、提高管理能力”等多门课程，这些课程普遍受到学员们的好评。
    其实早在1998年我就察觉到：我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切入点——讲授领导学的教授们通常是从“
什么是领导”开始课程教学，我则是从“什么是方法”切入课题、展开教学。
而且我发现：“方法”是人们非常熟悉却又含混模糊、非常关切却又不很了解的东西。
于是，我初步确定了研究“具体方法”这一课题，并且有意识地将具体方法的实际应用贯彻到工作、
学习、生活中。
    据报道，现在的网络写手平均每天书写文字的数量在4000字左右，最快速度的网络写手平均每天能
够达到10000字以上，真让人惊叹！
如果仅仅从文字量计算，网络写手只需1个月时间，就能完成《方法纵横》20万字的文字书写工作。
我没有网络写手这样的本领，只能逐渐地积累、慢慢地撰写。
    如果从1998年开始选择“具体方法”这个课题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了12年，按照20万字计算，平均
每天的文字书写量仅仅45.66字，真让人感到惭愧。
    然而，手慢也在坚持写，锲而不舍、终有所获。
于是，才有这本《方法纵横》与广大读者见面。
    《方法纵横》一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方法纵横》重点讨论具体方法的共通性问题，便于读者掌握；下篇《方法分享》主要选择交流
个人的感悟、体会，提供读者参考；全书从人们常见的方法入手，寻求改善思维质量的有效途径！
    开发我们拥有的最最宝贵的思维资源：你可以到古人的深邃思想中寻找根据，也可以到伟人的重要
理念中寻找灵感，还可以到古今中外的事迹中寻找踪迹。
但是，你千万不能忽略的重要环节是：必须在每个人的思维能力中寻找源头。
    因为，个人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根基！
所以，尽管早就有哲学家提出：“这是一个不再思考的时代”，我始终相信：“思维是人类可以永远
无限再生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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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曾经说，“‘道’这个词中隐藏着思索着的世界的全部秘密”。
    从汉字的结构看，“道”字从首从行，意即“脑之所想、身之所行”。
方法恰是达致某个对象的思想路径或解决某个问题的操作技术。
可见，“道”就是方法；“有道”就是有方法；“得道”就是掌握了方法！
    《方法纵横》是我奉献给每位读者的礼物。
    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够——了解方法、掌握方法、改善方法、创新方法；    只要你用心，你就可以
——思路清晰、沟通顺畅、操作得当、与众不同；    只要你思考，你会发现——方法在你身边；道路
你在脚下；“道不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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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方法纵横》：如果你不问，我知道什么是方法；如果你追问，我不知什么是方法。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办法是推动人们思考与行动的一种力量，它源于人们内心深处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价值
并根据自己的能力将价值转化为效用的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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