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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领导者是单位、组织、企业形象的代表，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折射出单位、组织、企业的
总体风格特征。
领导形象是指公众对领导者的总体看法和评价，它既包括领导者的外在形象，如领导者的仪表、气质
、工作方法和作风、交际方式等，又包括领导者的内在素质形象，如理论水平、决策能力、创新精神
、道德水平、信念和意志力等。
　　领导者形象的塑造问题，关乎自己，关乎事业，已成为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
因此，加强对领导者形象塑造的研究，有利于拓宽领导者的视野，使领导者加深对自身形象修养及其
特征的认识，也有利于掌握塑造良好的领导者形象的原则。
本书从领导者应该呈现的外在形象，到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内在素质进行全面剖析和阐述，为领导者塑
造良好的自身形象提供一个基本的、全面的、实用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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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沟通化解与下属之间的矛盾?、尊重他人、不专横武断形象的塑造1.谦逊才容易被接纳和认同2.亲密
接触,学会跟下属交朋友3.给他人说话的机会4.不要轻易地指责别人三、团结他人、便于合作形象的塑
造1.合作才有力量,合作才能成就大事2.只有互惠互利,才能走向成功3.化敌为友,有利于工作中的合作第
九章 良好的口才形象的塑造一、善于语言表达形象的塑造1.语言表达是领导者公共形象的显性表现2.
从“念稿”、“套话”到“解读”、“演说”3.语言表达要讲究条理清晰,有条不紊4.语言表达应当精
心遣词,悉心表述二、富有语言激情形象的塑造1.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打动人心2.讲话需要驾驭语气,引人
入胜3.巧妙地运用语调,扣住听者的心弦4.让自己的语言精彩纷呈的五个妙招三、会议讲话形象的塑造1.
会议讲话应当言简意赅,通俗易懂2.如何使自己的会议讲话更精彩3.选用丰富、生动、典型的话料4.会议
讲话应当做到入情入理和生动5.会议演说:既说又演,声情并茂6.演讲中如何入题、破题与点题7.演讲要
紧紧抓住听众的心理四、语言幽默形象的塑造1.幽默可以增加个人魅力2.幽默是展现才华的途径3.培养
幽默细胞,练就风趣口才4.语言幽默、风趣需要讲究技巧5.恰到好处,注意把握幽默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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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良好的形象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传达畅通、信息渠道多元的时代，
领导者的形象日受瞩目。
公众对领导者良好形象的要求也日益凸显。
领导者不仅要恪尽职守，还要留意自己的公共形象；不仅要做到衣着整齐，还要做到谈吐得体；不仅
要气宇轩昂，还要秀外慧中。
良好的形象能使领导者更好地履行领导职责，能够有效地影响下属和民众。
可以说，良好的形象是领导者的宝贵财富。
一、形象的内涵与特征1?形象的内涵所谓领导者形象，主要是指领导者自身修养的外在表现，它主要
反映着领导者在行政过程中所形成的个性特征、行政风格、领导方法及工作作风。
内容主要包括领导者的仪容仪表、品德形象、亲民形象、用权形象、用人形象等各个方面。
我国宋代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
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
”这里说的就是唐太宗处理公务时的形象。
领导者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因此，领导者形象的塑造就显得尤为重要。
领导者是“领导”的人格化，是领导权力的化身。
领导者形象，体现了公共性和社会性，它是一种附着了公共性要素的社会性形象。
在现代行政流程中，领导者形象、政府形象、党的形象、国家形象是相互紧密关联的。
领导者形象是政府形象、党的形象的一种标识、一种代表，是领导力的组成部分;政府形象则是国家形
象的一部分，有时则代表了国家形象。
而国家形象是一种软实力，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今天，国家形象-政府形象-领导者形象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统一体。
人类领导实践的历史过程表明，领导者形象是人们认识领导者的窗口。
尽管领导行为日益纷繁，但最终人们还是通过简约化的图像方式作为认知媒介，以这种方式审度和评
价领导者行为。
领导者形象就是其领导行为、领导生涯的图像。
一名领导者的领导能力、领导作风、领导人格、领导业绩，常常通过其形象表达、展现出来。
领导人格是抽象的，领导者形象则是具体的。
古往今来，领导者使人“服从”的因素，有三种力量在共同地起着作用:①权力的力量。
权力是一种迫使他人作出某种行为的?量。
领导权力也就是领导职位所拥有的支配和强迫他人的力量。
这是一种刚性的力量，也是一种浅显的力量。
因为权力可以使人“服从”，但不一定能使人“认同”。
权力的强制性可能会使人顺从，但却得不到人们的忠诚。
②真理的力量。
通俗地说，所谓真理，是真正的“道理”，亦即人们经反复验证而被广泛接受的事实或客观定律。
真理的力量是真理所具有的事实说服力和使人服从的力量。
如果说权力是一种刚性的强制力量，那么真理是一种中性的说服力量，处于刚性与柔性之间。
它既有刚性的一面，也有柔性的一面。
人?可以服从它，当然也可以违背它。
③人格的力量。
所谓人格的力量就是人格魅力产生的使人“服从”的折服力。
这种力量是产生于人们内心的。
人类大量领导事务的经历表明，领导作为一种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过程，不仅要有权力的力量、真理
的力量，更得有人格的力量。
而人格的力量常常是真理力量的折射、体现和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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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力量是领导行为过程中的内质力量，这种力量如春风化雨，细雨润物，所谓“以力服人者，非
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诚服也”。
《孟子》中说的“仁者无敌”，《三国志》中说的“惟德惟贤，能服于人”，都是这个意思。
人格的力量虽没有强制力，但它却是一种长久而使人内心折服的力量。
如果说权力是一种刚性的力量，真理是一种中性的力量，那么，人格就是一种柔性的力量。
刚性的力量具有压制性，柔性的力量具有感化性，中性的力量具有压制性和感化性的双重特性。
领导者人格是领导者领导行为的全部本质，即领导者较为稳定的行为方式。
良好的领导者形象不是“秀”出来的，而是靠其内在的东西也就是内在人格来演绎、折射的。
任何一名领导者要实施有效领导，必须努力培养和提高自身的人格魅力，提升人?质量。
2?形象的内质性一个领导者的形象，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综合反映，虽然外部形象十分重要，但
内在形象往往起着决定性的因素。
形象的决定因素在于一个人的内质而不在于一个人外在的东西。
名声与实际的关系，就像形体与影子的关系一样。
品德和才能深厚全面的人，名声一定很好;容貌美丽的人，影子也一定好看。
现在某些领导者不注重修养身心，却希求有个好名声传扬于世，就好比是相貌丑陋的人却希望漂亮的
影像出现在镜子里一样。
领导者形象的本质是由其内质性所决定的。
西方古典共和主义先哲们把人在内质方面的美德放?重要位置。
他们指出，美德决定命运，也可以战胜命运;当美德败坏之时，也就是政治衰亡之时。
恪守正义准则的基本含义是:领导者的一切行为，都以正义为估量。
当代著名学者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一书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对于领导者形象来说，正义是其首要内涵。
正义准则构成了领导形象的伦理底线。
可以说，一个领导者的内质决定了他事业的高度，决定了他领导效能、领导业绩的状况乃至整个领导
生涯的面貌。
总的来说，领导者的内在形象与外部形象是有机统一的。
内在形象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将其内在世界对象化于?在世界，借助缤纷的外在形象而得以展露;或者通
过个体的仪表风度、言谈举止、服饰穿戴等外在形象而得以展露。
内在形象以外在形象为载体，外在形象以内在形象为根据。
二者的有机统一才可达内外统一的和谐美。
中国古代思想家张载说过:充内形外之谓美。
交际礼仪是种形式，但这种形式是用来表现一定内容的，因此它特别重视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和谐一致
，它要求人们要“诚于中而形于外”，“慧于心而秀于言”，使美的心灵与美的仪表、美的谈吐、美
的举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人们在交际活动中能够充分展现出自己美的风?。
3?形象的外部性领导者形象可以分为外部形象和内在形象两个方面。
可以说，领导者形象首先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他的外部形象。
领导者的外部形象，即是领导者的仪表风度、言谈举止、服饰穿戴等的展示，是其内在形象的外在化
。
外部形象是领导者个人增强其识别性的重要方面，以服饰为例，服饰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无声语
言。
如果领导者想让别人正确对待自己的话，自己就必须穿得像一个领导者。
一个人的着装往往能从一个侧面传递出一个人的修养、性格、气质、爱好和追求。
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丰富以及人们生活节奏的日益?快，人们在交往互动中，在重内容的基础上，已越
来越注重形式和形象，交往互动日渐符号化、形式化。
因此，领导者的外部形象已成为领导者对外交往的“名片”。
翩翩的仪表风度、不俗的言谈举止、得体的服饰穿戴等外部形象所展示的个人魅力，是领导者赢得他
人亲近、认同和尊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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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几乎任何一种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具有被包装的可能性特征。
形象包装是领导舞台上的化妆术。
事实表明，领导者的日常行为举止，是需要通过行政包装技术的指导进行优化的。
在现代国家的政治与行政过程中，行政包装因其客观场景?求而有其客观价值。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担任英国首相之初，说话语调尖利、举止咄咄逼人，形象过于刻板严峻。
按照形象顾问的建议，撒切尔后来对自身行为作出了调适。
她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注意语音语调的“适中”并保持多样化，而坐着谈话的姿势，也由过去她比较
习惯的“后靠姿势”改为“前倾姿势”。
这样就使形象细节得到了改进，表现出了既刚毅、果敢，又亲切自然、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当然，包装有其正义伦理的要求。
包装不是伪装，它是基于真实性基础上的行政艺术。
领导者的形象包装绝不是要提倡领导者?去刻意突出个人形象，去搞形象作秀，更不是搞弄虚作假，而
是在信息传播日益发达和公民政治参与日益广泛的条件下，本着提高领导绩效和领导力效能的目的，
对客观存在的领导者的“形象问题”予以高度关注，施以科学管理。
4?形象的多维性领导者形象的多维性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形象构成的多维性。
根据我们的理解，领导者公共形象具有物理形象与伦理形象、外表形象与内质形象、生理形象与心理
形象、职业形象与职余形象的不同类别和构成。
二是指社会中的任何人不只有一种形象。
他们在不同的社会生活中会展现其不同的侧?和不同形象的特质。
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茅盾在他的作品中说过:一个人在卧室里对待他的夫人是一种面目，在客厅里接见他
的朋友亲戚又是一种面目，在写字间里见他的上司或下属又另有一种面目，他独自关在一间房里盘算
心事的时候更有别人不大见得到的一种面目。
这就是人的形象多维性的特点。
同样，学者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也指出:英雄在一种空间系统中可能是个凡人，而在另一种系统
中则可能是一个豪杰。
作为一个豪杰，可能在科学的系统中是个巨人，而在政治系统中则可能是个呆子;他可能在艺术系统中
是个骑士，而在家庭系统中则是个懦?;也可能在战争环境中是个无所畏惧的战士，而在爱情领域上却
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稚子;也可能在平常的空间环境中十分凶猛，而在非常的空间环境中则变得胆怯。
另外，一个人在某方面的形象也许是平庸的，在另一方面可能是光彩夺目的，这也反映出人的形象信
息方面的某种多维性特点。
比如，59岁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任时，他的政治家形象由于其过多的技术官僚的“木头人”形象而
广受舆论讥评，但戈尔作为社会活动家在世界环保方面获得的形象，却令人大加赞赏。
这或许正如一句西方谚语所说的: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又开启了一扇?。
由于人的形象的多维性，一个人一种形象的干枯，也许他的另一面形象是丰富的、出众的、优胜的。
领导者形象也不例外，领导者形象的多维性决定了领导者的多面孔，同样也决定了领导者外部包装的
重要性，如果领导者对其善加利用，将对领导者工作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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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形象塑造》：中国一首古诗中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这里不但讲了战略思维，而且讲了战术要领。
战略思维是关于战略全局的指导思想，是制定战略方针原则的理论依据。
战略思维的质量反映概括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并对客观世界产生影响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在向广
度与深度延伸过程中需要娴熟的战术清扫前进中的障碍。
一个伟大时代的兴盛，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具有远大抱负、远见卓识、学贯
中西，深刻洞察时事变迁：一个文明大国的崛起，同样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是国家公民的优秀代表
，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国家振兴为关怀
。
当前，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转折的历史时期，也是实现中华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略
问题异常突出和重要。
我们更加需要一批胸怀宽广、志趣高远，有着雄才伟略的党政领导干部，为国家民族兴旺付出大智慧
。
战略问题，战术解决。
战略是务虚，战术是务实。
战略是踱方步，战术是踏实地。
 一个伟大时代的兴盛，需要时代的引领者，他们是国家公民的优秀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国家振兴为关怀。
领导干部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
职责必备的各种知识，多读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新规则的书，努力使自己真
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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