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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体现了邹韬奋在管理、经营、服务诸方面的理念与精神，开创了“民主与集中”的管理宗旨：“
民主绝对不是无政府状态，集中也绝对不是独裁的意义。
”而“竭诚为读者服务”至今仍是三联书店的宗旨。
附录《生活史话》记述生活书店及其前身《生活周刊》社的许多生动而有趣的历史事件与成功历程，
可说是其“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的具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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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1926年起任《生活周刊》主编，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
一生致力于新闻出版事业。
《生活周刊》在他的努力下，由默默无闻发展到行销超过15万份的极有影响刊物，开创了中国“杂志
界新纪元”。
卒以文字获罪，因倡言抗日而与李公朴等入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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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试根据这四个要点来分析本店的管理。
就第一点说，本店的领导机构如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都是由选举制产生的。
就第二点说，本店的领导机构每年须对全体同人大会做工作报告。
就第三点说，全体同人都须服从章程服从服务规约，服从由领导机构所决定的一切章则。
就第四点说，本店的全体同事，都须执行上级机构的决议和上级负责人的指示。
这样看来，可见本店的管理，是和上述的四点符合，也就是和民主集中的原则符合。
    民主绝对不是无政府状态，集中也绝对不是独裁的意义。
不民主的集中才是独裁；不集中的民主才是无政府状态；两者都是要不得的。
我们所需要的是不折不扣的民主集中，不能把它任意分裂开来。
如再简单地说来，大家共同规定的原则，是民主；把这原则交给负责人去负责执行，是集中。
所谓严格的纪律，不是任何个人的作威作福，是要负责人严格执行大家共同规定的原则。
例如我们有大家通过的章程，服从这章程的规定是纪律；人事委员会根据章程规定的职权，执行由该
会所通过的服务规约，谁犯了这个规约，就须根据这个规约处理，这是纪律。
例如各级负责人的职权有它的范围，在这范围内要认真执行他的职权，受他的职权内指示的人要服从
这职权，在行者和受者两方面都是纪律。
严格的纪律，是认真执行大家所共同规定的原则和各级负责人应有的职权。
这固然是集中，但在集中的执行中，也还含有民主的成分，例如负责人的指示如有错误，受者仍可申
诉于更上级的负责人或相当的领导机构，求得公平的解决。
    所谓少数服从多数，是指任何人都须服从大家所共。
同规定的原则；是指领导性质机构的会议中，少数人须服从多数通过的决议。
(咨询性质机构的会议不同，请参看《店务会议的效用与权限》一文。
)由多数人通过的章程授权理事会或人事委员会所订立的章则，全体同事都有服从的义务，这并不违反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由多数人选举出来的领导的机构授与各级负责人的职权，在职权内应有的指示，有关的同事都有服从
的义务，这也不违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例如某一分店的负责人——经理，在他的职权内，当然有指示该分店全体同事工作的责任，这并不违
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共同规定的原则是民主；由大家共同规定的原则所产生的领导机构的机能与负责人
的职权是集中；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违反。
不过这里有两点须值得注意的；就是：第一,领导机构的机能与负责人的职权不能违反大家所共同规定
的原则；第二，倘若大家发现这种机能或职权有违反章则的地方，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询问或抗议，要
求解释。
但同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询问或抗议，都有一定的“轨道”，而不能以个人的“自由行动”
来作答复，因为倘若这样，便形成无政府状态，既不是民主，也更不是集中。
例如各分店对总处的指示，如认为有不对的，尽可提出意见，交总处负责人加以考虑修正。
如确为总处的处理不适当，关于业务问题，尽可提出意见，交理事会公认解决；关于人事问题，尽可
提出意见，交人事委员会公议解决；关于监察问题，尽可提出意见，交监察委员会公议解决。
民主是有轨道的，不是个人的“自由行动”——无论在执行者和受执行者两方面都是这样。
    我们如要得到民主集中的实益，必须先对民主集中的原则有着正确的了解。
    所谓耐烦，就是不怕麻烦。
麻烦是大家怕的，但是认识了服务的意义，存心不怕麻烦，存心先克服麻烦，就可以不怕麻烦，否则
便为麻烦所克服。
举一个例来说，沈志远先生是本店的好朋友，在他未正式加入本店工作的时候，在译著方面已帮了我
们不少的忙。
最近有一次，他无意中说起，那时他有一天到重庆分店去买一本书，有一位同事很不在意的回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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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沈先生自己在门市部书架上寻着了这本书，抽出之后，拿来问那位同事，那位同事说沈先生将书名说
错了一个字，不但不认错，而且现出怠慢的样子。
沈先生看了觉得诧异，笑着对他说：“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也是书店的老朋友啊!”我引这段故事，并
不想追究这件事，也许这是出于一个新来的门市部同事，更不是说门市部同事都是这样，我只是要说
明这件事所包含的严重问题是充分表示不耐烦的态度，同时也充分表示了缺乏服务的精神。
就是书名说错了一个字，那位同事也何妨费一点手续在架上找一找?后来由顾客自己找了出来，我们正
应该感到抱歉，怎么还可以现出怠慢的样子呢?    沈先生是本店的好朋友，对整个书店的事业，素有深
刻的认识，所以偶然的疏忽无碍于他对本店的热诚与同情，但是别的读者或顾客，大半都是以本店任
何同仁的对外态度代表本店的精神，那末像上面那位“找不到”反而怠慢的同事的服女精神，岂不大
坍本店的台吗?    服务不仅仅是替人做事，而且要努力把事做得好。
所以我们不但做事，而且需要做得诚恳、热诚、周到、敏捷、有礼貌等等。
而最要紧的是能认识服务的意义，存心不要怕麻烦。
    这种对外的应有的态度——发展服务精神——不但为门市部全体同人所严格注意，而且是任何部门
的同人所应严格的注意。
例如：我们的发行科或邮购科对于读者来信的询问，必须迅速代为查明，一面诚恳答复，一面在事实
上切实办理或纠正，倘若一信要延搁几十天，几个月，甚至如石沉大海，这便发生不良的印象。
最近发生屡次由邮局退回没有贴头的“全抗”，邮差退回时还加以责备，我听到非常惭愧——简直感
到伤心!(我正在设法严查负责人)这在一般人看来或许觉得是小事，但仔细想想，每一个读者对于我们
的刊物是多么热望，因为没有贴头而收不到，他们是多么失望，至于无故麻烦邮差，他的责备，我们
是应该虚心接受的。
回想到在办理《生活》周刊时，因为要读者早收到本刊，我们同人常常加入社工中帮同人认真卷折包
封，以便迅速付寄，那时本店同人对外态度是怎样?我不相信规模大了就必然不能避免这类没贴头退回
刊物的糟糕事情，还是要我们认真负责，正确认识对外应有的态度——“发展服务精神”!    又例如对
于读者的任何复信，必须诚恳详细，即令有的读者问得幼稚，我们仍然必须认真答复，不怕麻烦，诚
诚恳恳详详细细地答复，如果怕麻烦，撒撒烂污，简单马虎，聊以塞责，都是本店事业上的罪人!    我
们对外应有的态度，是在实践上——不是在口头上——“服务精神”，要替本店创造无数的好朋友，
不要替本店创造无数的冤家!”    友谊是天地间最可宝贵的东西，深挚的友谊是人生最大的一种安慰。
古人曾有“得一知己，虽死无憾”的话语，也是形容真切友谊的可贵。
古今从友谊中不知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这一群，是为着进步的文化事业而共同努力，我们
是同事，但同时也是好友。
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着深挚的友谊；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着深厚的同情，亲切的谅解，诚恳的互助。
亲密恳切的友爱应该笼罩着我们的整个的环境。
    我们同事之间怎样能加强友爱，增进友谊呢?最重要的是待人的态度。
我们所做的工作，尽管有种种的差异，但是待人的态度却可以一致，那就是都应该诚恳，和蔼，虚心
。
我常于无意中静默旁观，看到有些同事对话的态度，不到一言两语，即彼此暴躁起来，好像短兵相接
似的!我明明知道我们的同事都是好人，其心都是无他，但是这样的对人态度却大有商量的余地。
我自己也是一个性急的人，遇着自己认为重要事情的时候，也不免有疾言厉色的毛病，近几年来已在
努力修养，虽比从前自制得多，但仍有待于更多的修养。
我深深地感觉到待人的态度与加强友爱增进友谊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特提出来谈谈，希望我们大家
互相勉励，尤其是在职务上负责较重的同事，对于同人更须诚恳，和蔼，虚心。
但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但是所谓友谊，也不可以有两种误会：一种误会以为要培养同人间的友谊，就是要马马虎虎，做“
烂好人”，对的是对的，不对的也是对的，横正是公家的损失，与我个人无关!这种误会便是无视职权
，牺牲职权来讨好于同人。
这种人在实际上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友谊，因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在本店，大家对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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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及集体的利益，都知道重视，这样的拆烂污朋友终究是要失败的。
还有一种误会便是把友谊和职权混淆起来。
这怎么说呢?我也曾经听到同事诉说有负责人对于向来感情好的同事，事事都可优容，做错了事也可以
包庇；对于向来感情差一些的同事，那态度就不同了，做错了什么事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友谊和职
权这样混淆之后，在执行职权时便不能保持“大公无私”的精神。
各级负责人最要注意的须要把公私分清楚，即是把友谊和职权分清楚。
当然，各级负责人对于某些同事感情比较地好，不一定是单纯的私人友谊，很可能是因为那些同事平
日在职务上有着良好的成绩；对于某些同事感情比较差一些，也不一定有关单纯的私人友谊，很可能
是因为那些同事平日在职务上的成绩就有问题。
因为有着这样的背景，临时发生一件什么错误的事情，对于前者也许优容的心里多些，这就动机上看
来，似乎也未可厚非，但在实际上还是有很不好的流弊，因为就临时发生的那一件事说，还是要引起
不平的心理，因为就事论事，负责人显然有着偏私的态度，那怎么办才对呢?我以为就所发生的特殊事
件说，无论什么人，都应该根据原则处理，不应该因人而异。
不过在办法根据原则决定之后，如有特殊情形，根据另一原则可以减轻处分的话，应该公开说明理由
而减轻之。
例如依我们的服务规约，遇有一个同事要得到解职处分的时候，要考虑到他平日整个的服务状况，看
看有无减轻的可能，因为解职是我们处分中最严厉的一着，但是这仍然是根据原则，与专凭个人感情
——即由个人友谊所产生的感情——而对同样事实抱着不同的态度，使友谊影响到职权的公正执行，
却是根本不同的。
    我们要珍视友谊，但是我们绝对不可因个人的友谊而妨碍到职权的公正执行，我们应把这两方面分
得清清楚楚，必须如此，然后才能使同事心服。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生活史话>>

编辑推荐

本书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是一部出自大家之手的厚积薄发之作。
自民国时期出版以来，在众多读书人中产生过广泛影响。
本书通过对书店管理过程的叙述反映了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的关系及重要性，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经典
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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