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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毫无疑问。
现如今单枪匹马闯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一个倡导合作、倡导效率的时代。
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而如何借助别人的力量、如何通过领导来提高团队效率，这是每一个成
功者应该研究的课题。
    古往今来，大多成大事者都具备独特的领导特质和超强的领导艺术，他们精于管理与领导之道，能
够运筹帷幄，他们懂得如何让自己的手下心甘情愿的跟随，如何通过塑造自己以震慑他人，如何找到
最合适的人做最适合的事情，如何通过激励、沟通来使所有人热情高涨，如何通过自己卓越口才与独
特魅力使组织的利益最大化⋯⋯    以上的种种方法与技巧，在本书都可以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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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技巧1　做事行做人，成右先修身：培养卓越领导素质中国有句古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
的确，在相当多的组织中，一直存在大家视而不见的事实：70％的功能型主管普遍缺乏领袖魅力和领
导才能。
一名真正优秀的领导，其内在品性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
首先，他必须具有良好的品德，做人必须既有原则又有灵活性，有才无德难得人心，也不会成大器。
其次，要有渊博的知识。
只有具有雄厚的知识基础，一个人才不会被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现象所迷惑，才能在企业管理中做出科
学的决策。
在现在的知识经济大潮中，一位优秀的领导不仅仅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广博的知识结构。
第三，要具有优良的心理素质，能在巨大的压力下正常工作，具有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
第四，领导者应当是一个性格成熟、情感热烈而稳定、待人接物合乎本性而又合乎情理的人，近于古
语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领导不是超人，我们不能指望他完美无瑕。
但领导作为企业的掌舵人，理应给员工树立起一个典范。
领导人的品德包括两方面：一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从最基本的社会公德、个人品质的角度出发，正
直和诚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二是职业道德，这是从领导作为一家企业的指挥员的角度来考量。
美国管理学会（AMA）曾做过一项调查：由大约1500位管理人员列出他们最欣赏的部下、同事和领导
所具备的品质。
他们总共列出225种品质，经研究人员整理后，归纳为15大项，包括：1。
气度恢宏（胸襟开阔、有弹性、能包容人）。
2。
有才干（有能力、有效率、做事彻底）。
3。
能与人合作（待人友善、有团队精神、肯配合别人）。
4。
可靠（值得信赖、有良心）。
5。
有决心（工作勤奋、有干劲）。
6。
公正（客观、前后一致、民主）。
7。
富于想像力（有创造力、富有好奇心）。
8。
正直（可信、有人格）。
9。
聪明（灵活、善于推理）。
10。
有领导能力（能鼓舞士气、能决断、能指明方向）。
11。
忠诚（对公司或对政策忠心）。
12。
成熟（有经验、有智慧、有深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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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诚（不拐弯抹角、率直）。
14。
能体谅别人（关心别人、尊重别人）。
15。
能支持别人（能了解别人的立场并提供协助）。
这15大项中，属于道德品质范畴的有（4）、（6）、（8）、（13）、（14），属职业道德范畴的有
（1）、（3）、（5）、（11）、（15）。
同一调查表明，这些被调查人员认为‘领导应当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一是“正直”，二是“有领导
能力”，三是“有才干”。
正直和诚实是领导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修养。
美国政府曾做过一项针对领导素质的调查，曾要求接受调查的人就不同特点或能力对公司事业前途造
成的影响力打分数。
被调查者都是公司管理人员。
结果表明，“诚实”这种品质的得分最高，75。
2％的人认为“诚实”对事业前途“极有影响”。
“正直”和“诚实”，这是起码的道德准则。
现代公司领导方式的发展趋向表明，传统的权力观念已经动摇了，靠个人的一言九鼎和威吓欺诈等手
段不能适应管理要求，领导行为愈来愈需要在被领导者受到吸引和感召的前提下进行。
领导要和自己的下属之间建立互相信任、互相勉励的关系，正直和诚实取代了虚伪和奸诈，道德的约
束取代了不道德的、不把下属当人看待的凌辱和弹压。
领导者以诚待人，别人也才会以诚回报。
这样就会形成畅通的信息交流和反馈，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隔阂和信息传递阻力。
领导的道德品质在公司内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上行下效，传染性极大。
往往存在这种情况：一个道德修养好的人，能感染周围一大群的人，形成正直的风气；反之，原本好
端端的团体，来了一个品行不端的“头儿”，过不了多久，就会春风散尽而邪气弥漫。
因此，高明的企业领导人，总是很注重自己的道德约束，注重自己待人接物的方式，注重处理与同事
、下属、家人的关系，保持一种较为完善的风范。
道德水准的高低同一个人的信念和理想有关。
最高道德水准就是富于献身精神。
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人，就不能仅从道德方面分析他，他的行为是受其绝对利己主义的信念支配的
。
同样富于献身精神这种道德风范，也是和一个人以社会为公、以天下为公的理想分不开的。
崇高的目标导致高尚的道德品质，高尚的道德品质又会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感召力。
领导的道德观念直接决定了他对别人的看法。
自己是正直、诚实的，抱着“善”的观念看待下属，才会对下属怀着真正的关心、鼓励和同情心，才
会在公司员工中形成一体化意识。
把别人都看成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歹毒阴险的小人，行为上会有所体现，这样，人心涣散，容易造成
下属对领导的猜忌、背离。
人心向背是组织涣散，事业难就的根本，丧失了人心就丧失了一切。
道德对于领导来说，不是装潢，不是矫饰，不是自欺欺人的光环。
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需要以心换心，以正直换取信任，以诚实赢得尊敬，以无私获取追随，以高洁征
服人心。
领导不是天使，但应该具备一些天使的品质；传统的领导人运用权力的方式，已逐渐被现代社会结构
所唾弃。
现代领导的位置，应该是有才且有德者居之。
有人曾说：“统治规则和真正诚实是不相容的。
”我们说，合作规则恰恰需要真正的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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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2　领导的根本不于经营人心：把握人性的技巧任何组织都是由“人”所组成的集合体，任何组
织不管工作科学化、专业化到何种程度，绝不能把人与机器用同样的方法去管理。
因此，一个管理者，必须从人性的持点出发，从心理的分析知道其行为的原因，从外部的刺激反应了
解他需要满足的层次与内涵，进而多关切、多尊重，藉以激发其生命共同体的团队精神，唯有这样，
才有可能成为一名成功的管理者。
埋头苦干是一种良好的品质。
但作为一名管理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
成功的管理者应当是一个“领头羊”的角色，他们的价值就是把一群人带动起来。
心理学家莫利儿曾说过：“人是心理的动物，其情绪、价值、思考、意念和抉择莫不被环境、教育和
经验所左右。
”因此，管人的核心在于如何经营人心。
而这一思想在我国古代就已经产生了。
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就写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
与之生，而不畏危。
”在这里，孙武强调领导与下属之间意愿协调一致的重要性，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重要的管理之道
。
组织的主体是“人”，人们在管理的过程中，对事务的观点不尽相同，对利害的反应也不一致，其心
理的变化、情绪的高低，都将会刺激其行为。
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人与事的调适，也都易受到主观意识的影响，招致许多非常情所能理解、
非常理所能衡量的纷扰，故“管理”与“心理”二者之间，实是有一种互动的因果关系存在。
一个人在组织中的行为比较复杂，不能忽略其对管理的情境所产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体现了管理
与心理的关系。
所谓行为，是代表个人肉体与精神上的各种动作。
其产生的基本过程，依据行为科学家李威特的说法：“一个人的行为产生，总是因先受到某种刺激，
才引发某种需要（即行为动机），而产生某种行为。
”从需要到达成目的的行为过程中，一般都会伴随着一种心理学上所称的紧张状态。
故欲了解一个人的行为，通常都可从他的眼神、脸色，或一些心理现象中察觉。
事实上，一个人的行为，无一不是根据某种价值观念和心理或生理上的需求所做出的。
换言之，人的行为是有原因、有动机、有目标导向的。
传统的管理理论，将职工当作管理的工具，把个人在工作上的种种努力视为当然，并不认为个人的心
理因素对管理成败存在影响。
事实上，组织既是由“人”所组成的集合体，任何组织不管工作科学化、专业化到何种程度，绝不能
把人与机器用同样的方法去处理，因为“人”毕竟是有灵性、有意识和心智存在的高等动物。
因此，一个管理者和组织，必须以人为本，从心理的分析知道其行为的原因，从外部的刺激反应了解
他需要满足的层次与内涵，进而多关切、多尊重、藉以激发其生命共同体的团队精神，唯有这样，才
有可能成为成功的管理者和组织。
技巧3　权力不会自动点燃你的魅力：激发下属追求欲的技巧优秀的领导才能，特别是个人的魅力或
影响力，此他的职位高低和提供优越的薪资、福利来得重要许多，是真正促使下属发挥最大潜力、实
现任何计划和目标的魔杖。
用什么影响下属在一个报告会上，一位著名企业家说：“一流管理者无一例外地都具有一种罕见的人
格特质，他们不但能激发下属们的工作热情，又具有高超的沟通能力，能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浑
身散发出吸引人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他带领团队屡创佳绩，拥有一连串骄人的辉煌成就。
运用奖赏与强制力来管理，也许有效，但是如果你要提高自己的领导魅力，赢得众人的尊重和喜爱，
尽最大的努力以影响和争取下属的心。
假如你们之一谁能做到这点，谁就能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人，而且也可能完成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一个下属为什么为他的主管或组织卖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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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主管所拥有个人魅力像磁铁般征服了下属的心，激励他们勇往直前。
你可能会听到一个下属说：“你和他在一起呆上一分钟，你就能感受到他浑身散发出来的光和热。
我之所以卖命努力，完全是因为他强大的魅力，深深吸引我所使致。
”事实上，就一句话：与其做一位实权在手的主管，不如做一位浑身散发无比“魅力”的领导者。
就是说主管们需要更多的是令人慑服的魅力，而不是令人生畏的权力。
是否拥有这种魅力，是一个领导或主管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
培养魅力。
立即就做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成功企业中员工的感受和心声：“我觉得我的主管不能没有我，因为他相
当重视我，我愿意为他努力工作”。
“他好像是我的父母、兄长、益友和良师，他比别人更关怀、更爱我，而且他愿意负起百分之百的成
败责任”。
“我的主管让我感到自己很重要，他让我觉得在团体里有归属感”。
“他让我很明确知道自己如何可以成功，他告诉我目标和航向，并说服我一起同舟共济。
”可以看得出，除非激发了一个人的工作动机，否则很难让人产生追随行为。
成功的领导不在于他的职位和权势，而是绝大部分取决于他有没有具备迥异于人并足以吸引追随者的
魅力。
领导魅力是可以培养和增进的！
因此不用过分担忧和怀疑自己有无足够的领导魅力。
一位心理学家也说过这么一句鼓舞人心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一方魅力的沃土，等待你去开垦。
”如果你希望增强自己的领导魅力，就努力去学习。
培养魅力从哪里入门呢？
要注意哪些基本原则呢？
如果希望成为一位更具魅力的领导者，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培养发展一项吸引追随者的
超凡特质——“跟我来”。
要使追随者“跟我来”，你必须先懂得如何激发他们的追随动机。
这里建议领导者要确实做到下列四件事情。
 1。
使下属感到自身重要性每个人都希望受到重视，身为领导要设法让下属感到他很重要，并竭尽所能满
足他们的这项要求。
2。
推动你的远见、目标。
并说服下属相信你制定的目标是值得全心投入的。
3。
想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必须怎样对待别人。
身为领导想让别人追随，就必须关心他们，公平对待他们。
4。
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要为你下属的行为负责。
千万不要将责任推给别人。
要提醒自己说：“这是我的错，不能怪任何人。
”另外，培养和增进领导魅力，是要讲究方法和技巧的。
当你激发了下属的追随动机之后，你还必须确实做到下面三点，惩恶扬善，是非分明；做一个前后一
致的人；注意别人，也让别人注意你。
事实显示，有80％的主管很难做到，结果造成员工们离心离德，大伙儿怨声载道，工作成效无法大幅
度的提高。
这种现象值得注意和警惕。
与其提高警惕，还不如主动完善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使自己获得这种令下属为之慑服的吸引力。
技巧4　伟大的品格造就伟大的领导：领导者的大气与格局养气说是孟子人生修养方法中最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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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即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种意志信念
高度集中、凝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
身为领导者，培养自己的气度十分必要。
人们说“造就政治家的，决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品格。
”领导者的品格是决定领导人才自身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领导者魅力的重要源泉。
夏尔？
戴高乐就曾说：“那些具有高尚品格的人会放射出磁石般的力量，对于追随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是最
终目标的象征，是希望的象征。
”就像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领导独立战争和组织联邦政府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领导和协调作用
。
而这些作用的有效发挥，直接得益于他的伟大人格所产生的巨大感召力和激励作用。
身高6英尺2英寸的华盛顿身材伟岸，重约190磅，棕色头发，灰蓝色眼睛，天庭饱满，脸上带着一些雀
斑和太阳的晒痕。
当他微笑时，几颗有明显缺陷的牙齿显露无遗。
他的外貌呈现出习惯于受人尊重和服从，但决不傲慢自大的男人形象。
“亲切”和“谦虚”是人们对他的评价。
见过他的人经常描述他眼里不时掠过的温柔。
“要平易近人，切勿太过狎近。
”他告诫他的军官们，“这是赢得尊重的必要条件。
”除此之外，他还教育他的军官们，“要学会宽恕别人的错误，这是你赢得别人尊重的秘诀之一。
”当华盛顿还是一位上校时，他率领着部队驻守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历亚。
在选举弗吉尼亚州议会的议员时，有一个名叫威廉？
佩恩的人反对华盛顿所支持的候选人。
同时，在关于选举问题的某一点上，华盛顿与佩恩形成了对抗。
华盛顿出言不逊，冒犯了佩恩。
佩恩一怒之下，将华盛顿一拳打倒在地。
华盛顿的部下闻讯后，群情激愤，马上把部队开了过来，准备教训一下佩恩。
华盛顿当场加以阻止，并劝说他们返回营地，一场干戈就这样暂时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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