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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比较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在讲究效率的当今社会更是如此。
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学习，忙着消费⋯⋯“忙”成了很多人生活中的关键词之一。
当然，也是无数人工作和生活的写照。
虽然“忙”代表了人们的某种生活状态，但它代表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因为只靠忙并不能直接为我
们带来满意的结果。
美国的时间管理之父阿兰·拉金说过：“勤劳不一定有好报，要学会聪明地工作。
”拉金先生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靠忙并不能保证取得好的结果，只有善于掌控时间，能够时刻忙于
要事的人才能够取得好的结果，成为辛勤劳动的受益者。
能够时刻忙于要事，是一个人提高工作效能的关键。
区别一个人工作效能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不是看他是否努力地工作，而是要看他能不能时刻忙于要事
，忙在点子上。
创设遍及全美的事务公司的亨瑞·杜哈提说，不论他出多少钱，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同时具有两种能力
的人。
这两种能力是：第一，会思想；第二，能按事情的重要程度来做事。
亨瑞·杜哈提的这个用人标准一语道破了我们提高工作效能的关键——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
这也正是本书期望带给你的一个提升个人工作效能的理念：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忙在点子上。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会遇到这样两种人。
第一种人性子很急，不管你在什么时候遇见他，他都是一副忙碌不堪的样子。
跟他谈话的时候，假如时间稍长，他就会不时地拿出表一看再看，暗示你他的时间很宝贵，表现出极
度的不耐烦。
他的公司虽然业务做得很大，但是效益总是不尽如人意。
另一种人恰恰相反。
他总是表现得平静祥和，做事情非常有条理，不会给人忙忙碌碌的感觉。
别人跟他交谈的时候，他也总是表现出极大的耐心，让人觉得他彬彬有礼。
尽管他经营的公司规模很大，但从表面上别人从来看不出他有丝毫的忙乱，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干净利
落。
本书不仅讲述了我们应当怎样忙于要事，还讲了我们怎样才能将要事做好。
书中除了阐述要事第一等工作理念之外，还有很多时间管理、平衡生活和提升个人工作效能的实际方
法，帮你改变错误的工作观念和习惯，提高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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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忙要忙到点子上》评价一个人工作效能高低的核心标准并不在于他是如何地努力工作，而是他
能不能时刻忙于要事，时刻得以局面点子上。
只靠忙，并不能直接给我们带来想要的结果，也不能给我们带来良好的业绩。
只有善于掌控时间，能够时刻忙于要事的人才能成为辛勤劳作的真正受益者。
《忙要忙到点子上》的主旨就在于提升我们的工作效能，摆脱庸碌无为的生活状态，从而把最好的精
力和时间用在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上，从而能够充分享受高效能的工作与生活所带给我们的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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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诊脉员工“瞎忙”病因“猴子”落在谁背上盲目+忙碌=碌碌无为目标脱离现实，空忙一场缺
乏计划性，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能专注于有效的工作第二章 忙要忙到点子上做最重要的事，而非最容易
的事想清楚自己要达到什么结果同一阶段只忙于有限的目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事上学会拒绝
，一次只能做好一件事第三章 忙到点子上，关键在于落实第四章 工作效果，回到执行中衡量第五章 
高效复命，要以结果为导向第六章 确定目的地，找准路线图第七章 把时间用在刀刃上第八章 不仅要
忙，更要忙出成效第九章 第一时间内解决问题第十章 告别“瞎忙”，从简单的地方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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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诊脉员工“瞎忙”病因“猴子”落在谁背上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经常会遇到许许多多类似这
样的询问：“嘿!老板，你应该作出决定了吧？
”“你什么时候要解决这件事情？
”“我们什么时候要采取行动？
”“我们什么时候作出决定？
”“你什么时候才能定夺？
”大多数企业管理者的体验是，一个任务布置下去之后，员工并没有真正地去执行，或者在执行的过
程中并没有去解决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是带着令人期待的结果，而是带着一大堆问题。
他们惯常的做法是把问题——“猴子”甩给上司，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瞎忙”，什么问题也没有解
决!“猴子”，传统管理者的理解是“任务”。
对于任务的定义，通常是“任何时间，地点可以执行的职责”。
对此，《别让猴子跳回背上》一书的作者威廉·汤姆三世的理解是：“猴子”是指解决问题、进行项
目计划或是投入工作机会的下一个措施、下一个行动步骤。
当他们把问题甩给自己的上级时，也就是把解决问题的步骤移接到上级身上。
当我们接到任务时，“猴子”在哪里？
在我们的背上。
我们扮演什么角色？
——解决问题者。
可当我们带着问题来工作时，公司的领导者扮演何种角色？
不言而喻，忙不到点子卜导致“猴子”不安分地回到上级身上。
实际上，公司领导者因为员工“瞎忙”，并不能够让工作有多少进展，任务安排下去之后，转了一圈
，又回到自己身上。
如果一个企业管理者不能改变员工无效工作的现状，员工的“瞎忙”状态将无法得到丝毫改变。
其中，管理者最大的损耗，是时间的损耗。
当“猴子”重新回到指令下发者身上时，他们不得不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中痛心地看着时间消逝。
这回归到大学研究课程常研究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主管没时间，部属没事做”？
我们先进入这样一种情境之中，有利于我们界定出“猴子”的情境定义。
 假设现在是周一早上九点钟，你正穿过走廊要去执行一件自己可支配的任务——些你认为真正有意义
的事情。
这时，迎面而来的是约鞠一你的部属，当你们两个人在走廊上打照面时，他对你说：“早安!老板。
对了，我们这里有些问题。
”这句话立刻让你停下脚步。
大家都知道你不是个逃避问题的人，大家经常称赞你：“你是解决问题的高手!”所以，你就站在走廊
上听着约翰将问题的前因后果向你详细地说了一遍。
在他说的过程中你发现自己已陷入混乱中，最后被卷入问题的旋涡里。
你体会到原来这个问题与先前另两名部属急急忙忙找你帮忙解决的问题一模一样。
仿佛才过了短暂的几分钟，你一看手表才发现，哎呀，已经过了20分钟。
所以你对他说：“等一下，约翰。
现在已经过了20分钟，我正要到别的地方去，我已经迟到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不过我们才触及皮毛而已，现在我无法处理。
我们一定得作出决定，但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虑。
所以，我会重新想一遍，然后再告诉你我们该怎么做。
”让我们检查事件的整个过程，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首先，你和约翰在走廊上不期而遇，在此之前，谁的背上有“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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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猴子”在约翰的背上，而不是在你的背上，你甚至不知道哪里有一只“猴子”。
接着，20分钟之后，你对他说：“我会重新想一遍，再告诉你要怎么做。
”他回答说：“那样也好。
”现在，当你离开公司时，谁的背上有“猴子”？
为什么“猴子”能不知不觉地往上跳？
为什么在管理者对它们一无所知时，便得到了这些“猴子”？
原因就在“猴子”开始往上爬时所用的方法。
你走在走廊上，约翰对你说：“嗨，老板。
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时，问题就出在“我们”这两个字上。
用“我们”来开头，轻而易举地让你进入这种思考模式——认为这是大家共同的问题。
“猴子”无声无息地跳上了管理者的背上。
员工工作时，正确的发言方式应该是：“我有问题。
”如果他说的是：“我们有问题。
”你就不得不质疑这是否是一种迅速灵巧地转移责任或有意逃避问题的方法。
因此，当企业员工带着问题来时，你首先应该弄清的问题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属于谁？
如果他们认为问题是你的，那么谁要负举证责任？
你抑或他们？
举证责任永远由他们承担。
如果他们不能证明问题是管理者的，那么，问题又该归谁负责？
是他们。
这是管理者不必扛下问题的原因——问题不是管理者制造出来的。
大多数管理者觉得分派任务很困难，何以如此？
因为不负责任的员工天天无所事事，他们把工作程序颠倒过来，将一只原本属于自己的“猴子”从背
上捉下来，放回到主管背上。
所以，“谁的背上有‘猴子”这个问题在工作前就应该弄清楚；否则，没有人知道谁该采取下一个措
施，甚至也不知道下一个措施是什么。
在此情况下，最后可能会一事无成，要不就是找个不适合的人来完成工作。
而老板花钱聘请管理者，便是要他们负责确定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内完成正确的事。
盲目+忙碌=碌碌无为忙碌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充实。
让我们回忆起来觉得对得起时间。
对得起自己。
但如果你只是为了不闲着而去忙，只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很重要”而去忙，那么无非是自己欺骗
自己罢了。
纷繁的世界，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很快，似乎谁都没闲着。
忙着培训充电，忙着完成工作，忙着会议传达，忙着⋯⋯总有一大堆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完成，把我们
忙得焦头烂额，以至于把“我没空”、“我没时间”经常挂在嘴边。
然而，忙完了以后，个人的价值立见分晓，有的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有的却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
有的人从早到晚嚷着自己忙得要命，各种球赛的电视转播他从不放过；电视连续剧成为他每天必点的
大菜；虽然眼睛累得要死，却连广告也不肯放过；一整天都盯着电视荧屏大做白日梦，而且天天如此
。
如果真的没有节目可看，他们就懒懒地躺在床上，随手拿起报纸，从头到尾逐字阅读，研究那些与自
己毫不相关的广告。
光这两件事情就足以占满他们每天所有清醒的时间了，他们偏偏还有个习惯：只要一拿起电话便开始
喋喋不休，不讲上一两个钟头绝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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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却因为太“忙”而显出一副脸色苍白、憔悴不堪的样子，总是皱紧眉头抱怨道：“实在太忙了，
真叫人吃不消!”有的人日理万机，但他们会拒绝出席那些无关紧要的应酬，也能够通过判断，从一大
堆需要花心思处理的事务中挑出最具价值的几项，而把大部分时间投注在其中。
他们往往拥有既定的目标，并且预先设定达到目标所需的时间，在说话时也能一针见血地突出重点，
选择恰当的时机说出结论。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忙碌不堪”，这种“忙碌”帮助他们飞黄腾达，让他们体会到成功的快乐。
随唐僧前往西天取经的那匹白马原本只是长安城一户人家磨坊里一匹普通的白马，没有什么出众的地
方，它和其他马一样健壮，一样吃苦耐劳。
然而它随唐僧一去就是十七年，等到唐僧返回东土大唐时，此马俨然成为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了，被
誉为“大唐第一名马”。
白马衣锦还乡后，看望昔日的老友，一大群老马围着它，听它讲述取经途中的见闻以及今日的荣耀，
都羡慕不已。
白马平静地说：“各位，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有幸被玄奘大师选中，一步一步西去东回而
已。
这十七年里，大家也没闲着，我走一步，你们也走一步，我们走过的路是一样长的，我们都一样的辛
苦，只是你们就在家门口打转而已。
”众马无语。
是啊，自己也没闲着，为什么别人就成了成功人士，而自己还是老样子呢？
我国有句成语叫做“碌碌无为”，这个词可能我们在小学时就用它造过句子，但谁又真正理解了它的
意义？
“碌碌”，忙得不可开交，但却是“无为”，太可怕了。
很多时候我们恐怕把什么叫做“忙”都没有真正地定义清楚。
忙是什么呢？
忙应该是在特定的时间段朝着特定的目标进行连续不断的努力的生存状态。
忙碌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充实，让我们回忆起来觉得自己对得起时间，对得起自己。
但如果你只是为了不闲着而去忙，只是为了向人证明自己“很重要”而去忙，那么无非是自己欺骗自
己罢了。
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中这样写道：“忙，忙，忙，忙得没有了方向，忙得没有了主张⋯⋯”其实，瞎
忙就像放入一条轨道中身不由己的一个物件，一个被抽打而转动的陀螺，它陷入这种状态而不清楚自
己在干些什么。
没有明确的方向，即如无头苍蝇；忙不到点子上，总在做无用功。
这样的忙，有什么用呢？
在《爱丽斯漫游仙境》中，小爱丽斯问小猫咪：“请你告诉我，我应该走哪条路呢？
”猫咪说：“这在很大程度上看你要去什么地方。
”“去哪儿我都无所谓。
”爱丽斯说。
 。
“那么你走哪条路都可以。
”猫咪回答道。
“这⋯⋯那么，只要能到达某个地方就可以了。
”爱丽斯补充道。
“亲爱的爱丽斯，只要你一直走下去，肯定会到达某个地方的。
”现实中，像爱丽斯那样去哪里都无所谓的员工大有人在。
他们在工作中标榜努力工作、勤奋学习，却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更谈不上职业规划。
他们盲目地工作，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却永远也忙不到点子上——由于工作盲目，他们把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浪费在了一些无用的事情上。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管理学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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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说的是一群伐木工人走进一片树林，开始清除矮灌木。
当他们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清除完一片灌木林，直起腰来准备享受一下完成了一项艰苦工作后的
乐趣时，却猛然发现，旁边那片树林才是需要他们去清除的!有多少人在工作中，就如同这些砍伐矮灌
木的工人，常常只是埋头砍伐矮灌木，甚至没有意识到正在砍的并非是需要自己砍伐的那片矮灌木。
这种看似忙忙碌碌，最后却发现自己背道而驰的情况是令人非常沮丧的，这也是许多效率低下、工作
起来不出成果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他们往往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了一些无用的事情上。
在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小文一下班就向老妈诉苦，说自己每天从一上班就开始忙个不停，一会儿干这，
一会儿干那，天天忙得晕头转向。
一起进公司的同学兼同事小李虽然和自己是做同样的工作，看起来却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
更让小文心理不平衡的是，到月底工作量统计出来，自己还不如小李高。
在我们周围，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规划的人，整天忙忙碌碌、晕头转向，
结果却因为做了大量无意义的事情而使得忙碌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我们可以忙，但绝不能在盲目中忙碌。
忙一定要有目标，有方法，要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为了什么忙。
早上开始工作时，如果并不知道当天有什么样的工作要去做，就很容易像上面的伐木工人一样，把时
间浪费在不该做的事情上。
目标脱离现实，空忙一场不立足于现实的目标。
除了会浪费你的时间，加大你受挫折的风险以外，没有别的任何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食用油严重匮乏，因此，英国人就难得有油煎鱼和炸土豆。
那时，有一位政府官员坐飞机视察了当时英国的非洲殖民地坦噶尼喀，认为那是种花生最理想的地方
。
政府听到他的建议，便决定投资6000万美元，要在那片非洲的灌木丛中开垦出1300万公顷的土地种花
生。
 可是英国人哪里知道，当地的灌木坚硬无比，大部分的开荒设备一工作就坏。
花了很大工夫才开垦出了原计划的1／l0的土地。
英国人除掉了一种野草，后来才知道它是能保持土壤养分的，失掉它就破坏了生态平衡。
花生种子若稍迟种下，光秃秃的新土就会被风刮走，或被烈日灼烤而丧失养分。
原计划在这片新开垦的地上一年要生产60万吨花生，可是到头来总共只收了9000吨。
人们见大事不妙，又改种大豆、烟叶、棉花、向日葵等。
可是在那“驯化”的非洲土地上，这些作物竟无一扎得下根。
英国政府于1964年终止了此项计划，损失8000多万美元，每粒花生米的成本高达1美元。
不惜一切代价只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最终只能使你在奋斗的历程中无所作为。
很多人在工作巾的目标几乎是一个力图无所不包的过程，总是打算把尽可能多的目标列在目标清单上
，结果是不仅导致目标体系内部产生矛盾，而且使自己在执行的过程中感到无所适从并因此产生挫败
感。
英俊潇洒的王亮儿时就是游泳健将，经常参加比赛。
“自幼，别人就从两方面来看我们。
”他说，“一方面看我们是谁，另一方面看我们有何作为。
我总是因为比赛成绩优秀受到称赞。
”因此，王亮不断追求进步。
他的辉煌从一幢建筑物开始，然后变成两幢，名气愈来愈响亮，业务不断扩大发展。
最后，王亮的事业扩大到连自己都弄不清楚究竟涉足了多少生意的地步。
他兼营制造业、中介业务、管理事业、旅馆经营、公寓改建等，每一种行业他都想发展，而且都定为
自己的目标。
他认为没有什么是自己做不到的，所以想试探自己的潜能。
他常看到报纸上赫然印着自己的名字，感觉相当舒服。
然后再看一遍，感觉更舒服。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忙要忙到点子上>>

于是便觉得凡事愈大、愈多就愈好。
有一天，银行打电话通知他的公司已过于膨胀，缓付款也已到期，要求偿还贷款。
王亮就这样崩溃了。
刚开始，王亮责怪每一个人，把错误归咎于银行、社会经济形势和公司员工身上。
最后，他终于认识到了症结所在：是自己的目标太多了，而且不切合实际，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该去
追求哪个目标。
王亮明白了自己的失误，立即周密筹划部署，重整旗鼓，去攻克自己专一的切合实际的目标。
王亮最擅长的是房地产开发。
经过几年的拮据与苦撑，经过他精心的经营，生意逐渐有了起色。
现在他再度成为超级富翁，而且可喜的是他对自己能力的限度了解得更清楚了。
可见，在忙着实现自己的目标时，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目标是不可以凭理想和主观愿望去制定的。
任何过高、过急和不切实际的目标，都会导致最终的失败。
巨人集团的史玉柱立志要做中国的IBM，要做“东方的蓝色人”。
巨人集团的产值目标可谓大矣：1995年10亿元，1996年50亿元，1997年100亿元。
单从数字上看，确立这样的目标也并非只有巨人集团一家，IBM、英特尔、微软等大公司在快速的成
长期也有过每年50亿元的增长目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数字应该定多少，而在于巨人集团可以做得
多好。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不仅仅是产值目标，史玉柱所制定的许多目标都是在没有充分考虑企业内外环境的前提下作出的。
巨人大厦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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