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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管理者来说，最复杂的事情莫过于“管人”、“管事”。
在管理过程中，二者密不可分。
办事离不开人，管不好人就办不成事，领导最头疼的工作也是“管人”。
管理书一本本地出，新概念一个个地提，企业的管理者依然还在为诸多管理问题头疼不已。
典型的例子是，管理者在的时候，员工总是埋头苦干，作兢兢业业状，等到管理者前脚一走，他们立
马开始“摸鱼”和混时间；当接到工作任务时，员工总是信誓旦旦地表决心，可一看交上来的“功课
”，却发现他们明显是在糊弄⋯⋯总之，对于中国的管理者来说，做事并不难，难的是管人，管不好
人就做不好事，管人着实是一件麻烦事。
为什么管人比较麻烦？
因为人性太复杂。
管得太严，员工容易产生抵触情绪，管得太松，容易放任自流；没有制度，许多人就钻空子，有了制
度，还是有一些人物搞特殊；没有物质鼓励，下面干着没劲，有了物质奖励，他们希望有更好的奖励
措施：领导不放权，下属说专制统治，一旦放了权，有可能会出现越俎代庖的情况⋯⋯太难管了，过
与不及都不行，不知如何才能降服那些“刺头”。
其实管人并没那么复杂，无非是找到正确的方法和理念。
“管人”大体上可分为两方面内容：一是提高管理者自身的素质和修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领导管人首先要管好自己，自己做到位了才能服众。
无论何种类型的管理者，都要有一个共同的权威性，就是能够“服众”。
有修养、有魄力、有权威的领导，才能令下属心服口服；尊重下属，善待下属，培养下属的主人翁精
神，自然能赢得下属的拥护。
二是管理下属的具体方法和技巧。
成功的领导者都要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管人”经验。
管人要会识别人才、知人善任：用人不可求全责备，发挥下属的强项，做到适度放权，自然能调动下
属的积极性。
管事，其实是建立在管人基础上的，只要将人管好了，事情自然就很好处理。
下属团结一心，领导就不会为内部矛盾问题浪费时间；下属兢兢业业，领导就能朝着大目标前进，不
会为一些小事伤脑筋。
领导的任务就是统筹全局、稳定大局，使集体内部运转有序、稳步发展。
管人与管事不可分开，但是从管理学的角度讲，核心重在管人。
任何集体单位都是以人为本，只要调动众人的积极性，做事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管不好人，就会问题多多。
在用人、派活、沟通等方面，任何一点出了问题，就会影Ⅱ向整个集体的做事效率，甚至会影响长远
的发展趋势。
如果集体内部人气旺盛，再困难的事情也能解决，所以管理学上就有“三分管事，七分管人”的说法
。
本书就是以这个理念为出发点，抛砖引玉地提供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人原则和管事方法，供大家借鉴
和参考。
领导者的自身修养是一个前提，管人的具体手段是一种工具，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领导者，要在强化自身能力的基础上，找到管人的有效途径，努力做出成绩，才能把公司打理得
更好。
做个强悍的“项羽式”的领导并不难，难的是成为刘邦式的帅才：做个像诸葛亮式的鉴才领导并不难
，难的是做个曾国藩式的“知人善用式”领导，既要用制度，讲原则，又要抓住员工的心，成为员工
信服的榜样，这才是一流的管理者。
希望本书能帮助更多的领导者达到这一管人、管事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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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组织里，办事离不开人，管不好人就办不成事，领导者最头疼的工作就是“管事”和“管人”。
    管事和管人并没有那么复杂，无非是找到正确的方法和理念。
本书以此为出发点，抛砖引玉地提供了100种最有效的管人策略和管事方法，供大家借鉴和参考。
希望每一个领导者都能在强化自身能力的基础上，找到管人的有效途径，努力把工作做出成绩，把队
伍带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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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小雪，笔名董晓刚，天津系统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事策划与管理工作十余年，结合多年管理经
验，编写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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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先管好自己，再管别人子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管别人。
做官先做人，正人先正己，领导者应该时时、事事、处处恪守“为政以德”这个最朴素的真理，先管
好自己，才能管好下属，领导的成功三部曲应该是得人心、聚人才、成事业！
古圣先贤为后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吴起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军事家，他所著的《吴子兵法》与孙武的《孙子兵法》并称于世，被合称为《
孙吴兵法》。
一次，吴起和魏武侯共乘一舟沿河而下。
途中，武侯指着岸边的景色，自豪地对吴起说：“你看，眼前这道天险，千军难破，真是魏国之宝也
。
”陪着武侯出游的一群大臣谄媚地接着说道：“这就是晋国当时强大的原因。
如果再很好地修整一下，我们的霸业也就快成功了。
”吴起听后却反驳说：“非也！
君主的话真是太危险了！
国之宝物，并非山河之险，为政者能行仁德才是国家之宝藏。
昔日三苗氏居住的地方东边有鄱阳湖，西边有洞庭水，峻山在北面，衡山在南面，但因不施仁政，不
久便被大禹消灭了；夏桀的国家，左面靠着天门山，右面靠着天溪山，庐山和峰山是其背后的屏障，
虽有地形险要之利，但因倒行逆施，终遭殷汤王的驱逐；还有殷纣的国家，左有太行山，右有漳水和
滏水，前对黄河，后靠高山，虽处于险要之地，却因实行暴政，最终被周武王所取代。
可见国之宝，并非地形之利，而在于为政者的品德。
如果君王不修品德、不行仁政，那么今日所见的两岸风光不久就要成为敌国的景致了。
”作为军事家的吴起，能说出这番高屋建瓴的话，着实不易。
他深知德行对于领导者成就大业的重要性，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只会行军打仗的武夫，而是一位有着深
邃眼光的政治家。
《菜根谭》中有句至理名言：“德为事业之基。
”一个想成就事业的领导，如果心中不存仁德，就无法发展事业。
更通俗的说法是，一个人缺吃缺穿缺钱缺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缺德。
领导者的品德就那么重要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品德是无形的号召力、无言的说服力。
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领导会深受部下的信赖和佩服，他们无须严令申诫，常常能事半功倍地干好事业
。
对于领导之术，中国古代有两种理论，一是王道，一是霸道。
王道者先正其身，再以仁德感化对手；而霸道者则以权力征服对手，使之屈服。
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领导艺术。
如果说在等级森严的古代，霸道还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民主进程一天天加快的今天，想依靠武
力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已经是行不通的了。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几千年来无数中国人追求的人生理想，这句话的出处是
《大学》，原文是这样的：“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
”这段话的大意是：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
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
⋯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然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
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之间是有逻辑性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修身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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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正心就是端正品行，自身的道德水平高了，所作所为必然被众人所仿效，这样首先会影响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之内的人见贤思齐，这就是齐家。
国是由一个一个的家组成的，因此家齐而后国治，国治才有可能平天下。
这句话简单表达就是：欲治理天下，先修养品行。
先做一个好人才可能做一个好官，要当一个好的领导，首先必须加强道德修养，这绝不是冠冕堂皇之
词，因为起用道德水平高的人，上级放心，同僚安心，下属也归心。
晚清重臣曾国藩出生在偏僻的湖南农村，他从28岁中进士，37岁官至二品，而后又在39-42岁之间，先
后担任了礼部、吏部、工部、刑部、兵部五个部的侍郎。
没有任何背景的他官运为什么这么好呢？
因为他的名声很好，官声也好，没有做过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这些事，因此朝廷对他放心。
而这洁身自好的品德，归根结底是他一直加强自我修养的结果。
而曾国藩的对手洪秀全为什么会失败呢？
那是因为太平军攻下南京后，洪秀全开始道德颓废，忙于修建宫廷、聚敛金银、耽于女色，不理朝
政11年，这直接导致了内讧，第一代创业精英杀的杀、走的走，由此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安能不败？
德是成事之基，立业之本，做官先做人，正人先正己。
领导者应该加强对诸如正直、廉洁、勤政、尊重、宽恕、诚实、负责等各种美德的修炼，时时、事事
、处处恪守“为政以德”这个朴素的真理，才能得民心，聚人才，成事业，才能成为孔子所说的那种
“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政，必得其禄，必得其寿”的领导人。
2.干大事要有大气量对一个领导来说，能容人就能管人。
一个宽厚容人、海纳百川的领导者，才能使各路人才归服，群策群力，干好事业。
古今中外的领导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人大度，胸襟开阔，能容纳有个性的下属，能宽容下
属的缺点，能宽恕下属的错误甚至能饶恕伤害过自己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历史上不乏明君贤臣，春秋早期齐国的齐桓公就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他不计管仲射杀之嫌，以虚怀若谷的博大胸襟接纳管仲辅佐自己，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
霸业。
齐襄公死时，他的长子纠在鲁国，次子小白在莒国，两人听到齐襄公死于国乱，都想抢先回国继承王
位。
莒国距离齐国路途比较近，对小白很有利，公子纠的师傅管仲于是带领几十名精兵强将骑着快马先回
齐国，想为公子纠抢得皇位。
半路上，他们与公子小白的大队人马狭路相逢，管仲寡不敌众佯装后退，之后突施冷箭，射在了小白
胸前的衣扣上。
小白怕管仲射第二箭，急中生智咬破了舌尖，口吐鲜血，倒下诈死。
管仲自以为大功告成，回去对公子纠说：“小白已死，齐国王位非您莫属了。
”公子纠于是放慢了回家的步伐。
谁知道很快传来小自已经继承王位的消息，公子纠一行赶紧逃回鲁国。
齐桓公即小白继位后，非常痛恨公子纠和他的师傅管仲，找机会让鲁国将公子纠和管仲押送回齐国。
齐桓公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对管仲“食其肉，剥其皮”。
宰相鲍叔牙力劝齐桓公，说管仲有经天纬地之才，是安邦定国之良相，还说“您要治理齐国，我可胜
任；若想称霸诸侯，非管仲不可”。
齐桓公想了很久，听取了鲍叔牙的建议，重用杀己“仇人"管仲为宰相，并对其信任有加，国家大事均
由管仲处理。
经过几年的光景，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实现了从乱到治、从穷到富、从弱到强的富国之路，一个强
大的齐国在悄然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国家。
唐代名臣魏征做太子李建成的属官时，曾多次劝李建成杀掉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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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非但没有杀他，反而非常倚重魏征，给了他很高的官位，而魏征
也尽职尽责，君臣一心成就了唐初的贞观盛世。
晋文公重耳在逃亡时曾被手下头须偷走财物，登上王位后，重耳不但赦免了头须的罪责，还封他做了
官。
在楚庄王的庆功宴上，将领唐狡趁黑灯之际摸了庄王爱妾许姬的小手，头盔上的羽缨被许姬揪了下来
，留下了把柄。
楚庄王得知此事后，命令不要点灯，让众将全部绝缨痛饮。
七年之后，楚庄王攻打郑国，知恩图报的唐狡独率几百人为先锋，一路过关斩将，后续大军竟未遇一
个阻兵，直取郑国都城荥阳，使楚庄王声威大震。
心胸狭窄的领导者，因为不能容言、容事和容人，往往身败名裂，国破家亡。
西周末年，周厉王政令严酷，只要听到谁说自己的坏话就杀谁。
虽然怨言暂时平息下来，但三年后，忍无可忍的老百姓还是发起暴动，推翻了周厉王的残暴统治。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水浒中的王伦。
他是梁山泊的第一位寨主，按说对于众多好汉的加盟应该求之不得，可惜他心胸狭窄，生怕保不住寨
主的位子，坚决反对晁盖等一帮英雄好汉上山加入他们的队伍，结果身首异处，为后人所不齿。
美国心理学家威斯尔特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在思想不紧张的状态下工作，就能发挥他应有的能力。
欲使下属进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领导者必须大度地为下属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怎样才算胸怀宽广？
一是“容异”，善纳别人的不同意见，善待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二是“容过”，对待犯错误的下属
绝不能“一棒子打死”；三是“容嫌”，就是对那些与自已曾有过节的人不报复、不打击，宽容大度
地对待他们。
领导者只有胸怀宽广，才能招来人才归服。
无数事实已证明，领导者胸怀宽广与否，直接决定了其威信的高低，乃至事业的成败。
所以人们经常这样说，大气魄、大领导、大事业，谁愿意跟一个小家子气的领导混世呢？
可见领导者的气量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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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导者最困难的工作是什么？
管人，因为人是最难管理的。
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管事，因为落实才能生效。
“三分管事，七分管人”是每个卓越领导者都要把握好的管理分寸，也是带好“中国式队伍”的先决
条件。
因此，领导者的自身修养是一个前提，管人的具体手段是一种工具，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领导者，要在强化自身能力的基础上，找到管人的有效途径，努力做出成绩，才能把公司打理得
更好。
　　本书抛砖引玉地提供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人原则和管事方法，供大家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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