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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什么样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只有一句话———新

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其实这种新生活并不十分难，

只消时时刻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就可以

渐渐地做到我们所说的新生活了。”这是胡适对新生活的定

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为呢？我们认为新生活就是青少年

能立足于新世纪，成为新世纪的主人和强才。

青少年能否成为新生活的主人，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足够

的竞争资本和超强的竞争能力，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

出。中小学时期正是积累知识培养各种能力的关键时期，青

少年应该认清自己，作好自我的人生设计和规划，有针对性地

进行自我学习和训练，全方位塑造自己。

２１世纪是一个竞争的世纪，这种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

人才素质和能力的竞争。未来社会对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提出

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提高青少年学生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开阔青少年的视野是基础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新生活》丛书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组织素材，主要由各

种素质培养方法和技能组成，主要包括：学会演讲文艺、学会



创新之路、学会自立之才、学会自娱之道、学会读书之径、学会

自卫之计、学会交往之礼、学会写作之技、学会学习之法、学会

处事之智，学会防病之秘、学会审美之趣、学会守法之规、学会

推理之思、学会管理之术、学会关爱之情、学会健体之招、学会

适应之能、学会生活之益和学会做人之本。

本套丛书编写体例系统而科学，内容丰富而新颖，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是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好伙伴，也是帮助青少年

成功成才的好图书。

本套书适合青少年读者、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家

长阅读。因编写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编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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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第一章　掌握领导方式

要想学会管理，首先，必须学会领导，管理和领导密不可

分，一个管理者，首先就要是一个领导者。

领导是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活动，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事

实都表明，大到一个国家、小至一个部门的兴衰存亡，“领导是

关键”。领导者是领导活动的主要角色，他对于一个部门、一

个单位、一项工作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少年作为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祖国的未来寄

托在你们身上，因此，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同时也为

了自身的发展自我的提高，你们必须学会领导。

青少年要学会掌握领导的艺术，领导的特性和职责决定

了领导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项艺术。“艺术”一词常常给

人一种美的感觉，它和平时所讲的一般技能是有区别的。如

人们常常称赞好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性，称好的舞蹈演员为

舞蹈艺术家，好的相声演员为相声艺术大师等。但是，领导艺
1



２　　　　

术与文学艺术方面的所说的艺术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它并

不是一种形象思维，也不是人们可以直接感知的，它是一种只

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艺术。它是指一种使人赞赏的创造性

政治行为，是灵活优美的应变技巧同不同凡响的处事待人风

格的巧妙结合。它是建立在一定知识、经验基础上的非规范

化的、有创造性的给人以美感的领导技能和方式。也就是那

些非公式化、非程序化、非规范化的高超的领导技能。

权力运用的艺术

权力的运用是领导者实施领导的基本条件，如何有效地

行使权力，则是领导活动的关键所在，也是领导艺术的具体体

现。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卓有成效的领导者，无不特别重视其

领导权力的有效运用。那么，怎样才能科学而又有效地运用

权力呢？

一、树立威信

古往今来，人们无不看重“威信”二字。古人云：“威信者，

天下之结也”，意即威信是把天下人集结在一起的基本条件。

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群众威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想领导下属，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言

必行，行必果地完成任务，只靠上级赋予的权力和地位显然还

不够，只有把权力与威信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否
2



３　　　　

则，只有权力无威信，不能服众，工作难以顺利开展；只有威信

无权力，威信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权力和威信两者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有人主张“以权树威”，也有的主张“以德树

威”。实际上，有权未必有威，只有注重修身立德，为民谋利，

才能让众人服之，众心向之。

邓小平同志一生追求做“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因此而赢

得人民群众的敬仰和爱戴，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领导

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同志爱人民胜过爱自己，所以虽死犹生，在

群众心目中立起了一座丰碑。党的好干部郑培民同志坚持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群众就把他看作“好朋友”、“好大

哥”。事实证明，群众威信只有在加强个人品德的修养中，在

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实践中，才能真正树立起来。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见到这样的现象：有些领导，地位很

高，威信却很低，甚至没有威信；而有些领导，虽地位较低，却

威信很高，受人爱戴。这说明权力与威信并不总是一致的，有

权力并不等于有威信。那么领导者应该如何树立起与党和人

民赋予自己的权力相称甚至更高的威信呢？敬爱的周总理为

现代领导者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联合国决定下半旗志哀。

当时有的成员国表示反对，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说：“世界上

有哪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受人民爱戴？在国外银行一分钱存款

也没有？”反对的人无言以对，决定由此顺利通过。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逝世后享受这一待遇的，只有周恩来
3



４　　　　

总理一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联合国能顺利通过为周恩

来总理降半旗志哀的决议呢？

毋庸置疑，是周恩来总理驰骋国际舞台的超凡影响力和

他高尚的品质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威望。周恩来总理一生

大公无私、生活俭朴、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为人民的事业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

因此，他才会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如

此深刻的影响，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翻开古今中外历史，为

自己的国家和世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领导人物并不在少

数，但是像周总理那样，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盛誉，具有崇高

威望的领导人又能有几个呢？究其原因，我们的周总理具有

他人所不具备的绝世的优秀品德。

因此，如果一个成功的管理者要树立自己的威信，也必须

加强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修养，以德服众，以德治众。

二、科学授权的重要性

对世界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恐怕对拿破仑这个名字不

会陌生吧！这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造就的军事统帅，曾以

其机智勇敢、能征善战屡次击败欧洲封建君主所组成的反法

联盟，保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辉煌成果而威震欧洲２０多

年，成为欧洲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但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却在１８１５年６月的“滑铁卢”战役中

一败涂地，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直到后来病死。

4



５　　　　

那么，他为什么会兵败滑铁卢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１８１５年２月２６日，拿破仑从流放地———厄尔巴岛逃出，

回到法国。法国人民欢呼雀跃。在法国人民的支持下，拿破

仑奇迹般地重新登上皇位。欧洲封建君主和英国统治阶级对

拿破仑东山再起，深感恐惧，立即组织由英、俄、普、奥、意五国

反法联盟向法国进攻。

法国人民深深懂得，只有拿破仑才能保卫资产阶级革命

的胜利果实，他们把３０万热血男儿交给了拿破仑。

战争迫在眉睫，拿破仑认为，只要能击败反法联盟的主力

英、普二军就能瓦解反法联盟，因此，他决心争取主动。６月

１５日，他出其不意地开赴比利时，打败了布吕歇尔领导的普

鲁士军队。随后，拿破仑命令骑兵将领格鲁希追击普军。

他说：“格鲁希，你的任务就是将可恶的普鲁士人赶回老

家，最好是提着布吕歇尔的脑袋来见我，其他的事就由我来做

好了，”“是！将军！”格鲁希坚定地回答。

６月１８日，法军向英军发动了激烈进攻，由于惠灵顿进

行了周密的部署，双方伤亡都很严重，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援

军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遗憾的是率先出现的竟是普鲁士军队。原来，格鲁希由

于行动缓慢使布吕歇尔逃脱，面对遥遥传来的枪炮声，布吕歇

尔立即命令部队开赴战场，而格鲁希却无动于衷，当手下的将

领向他建议，放弃追击普军，转而支援拿破仑将军时，格鲁希

竟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将军只授予我追击布吕歇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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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的权力，没有授予我改变计划的权力，你们懂吗？”

就这样，格鲁希无视将领们的苦苦哀求和远处传来的愈

来愈激烈的枪炮声，依然令部队按原来方向追击，白白将有利

的战机送给了普军，致使拿破仑在英普军队的夹击下，寡不敌

众，大败而归。

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失败的原因，关键在于援军未能及时

赶到。试想如果在关键时刻出现的是格鲁希率领的法军，那

么这次战役的胜负之数恐怕就得重论，整个欧洲的历史发展

恐怕也需要重写了。

遗憾的是拿破仑未能做到这一点。仔细分析一下，法军

的迟滞尽管与格鲁希的愚蠢、无知，不会随机应变有关，但更

为主要的是拿破仑未能授予部下更大的权力。假若拿破仑因

人施令，授予格鲁希有随机应变的权力，起码格鲁希不会在拿

破仑最需要他的情况下无动于衷。由此可见拿破仑的失败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不懂得授权的重要性造成的。

“洋人”的教训，对我们也不乏其借鉴意义。在社会分工

日益细致，分工协作日益复杂的今天，不懂得授权的重要性，

并身体力行地实行权力下放，可以说都是不称职的领导。

一个领导者，能力大小，能否合理授权，对于下属充分发

挥作用，积极主动地完成各项任务有重要的作用。

大凡领导者手中都有权力，因此，必须讲究用权的艺术。

要用权，其一要有权可用，不可失权；其二不可集权于一

身，独断专横；其三不可越权，妨碍下属的积极性；其四不可玩
6



７　　　　

弄权术，争权夺利；其五不可以权谋私，以势压人；其六不可得

权忘形，领导自居。凡是滥用权力的人，最后总是损国害民，

贻误大业，不得人心，自食苦果。

用人的艺术

用人是管理者的一项重要工作。领导工作的成败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用人的得失。用人是一门学问，同时也是一门

艺术。

领导者要实施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提高领导效率，就要掌

握使用人才的艺术。

一、任人唯贤

在《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晋平公有一次问大

臣祁黄羊：“南阳缺个县令，你看应该派谁去。”祁黄羊答道：

“解狐可以任之”。晋平公惊奇地问：“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

你为什么还要举荐他？”祁黄羊说：“你只问我什么人才能胜

任，并未问解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呀！”解狐到南阳以后，果然把

南阳治理得很好。

又有一次，晋平公问祁黄羊：“国家缺个内史，你看谁能胜

任？”祁黄羊答：“祁午可以任之。”平公问：“祁午不是你的儿子

吗？你为什么要举荐他？”祁黄羊说：“你只问我什么人能够胜

任，并未问谁是我的儿子呀！”祁午上任后果然干得井井有条。

7



８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祁黄羊用人，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

亲，可圣矣！”

自人类社会发生以来，怎样用人，用什么样的人，这个问

题是历代统治阶级最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统治阶级

的意志能否实现，统治能否长期巩固。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

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光辉的范例。

祁黄羊能够做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除其高尚的

情操之外，贯穿其思想的无非一点“国家至上，任人唯贤”。古

之谓贤，无非才高而德隆，众望而所归，才德兼备。

当然，古之贤者德高之标准，无非重封建礼教之“礼”，忠

贞爱国，舍生取义，信而爱人等等。才高之标准，不外熟读“四

书”、“五经”等古贤先圣之著，出口成章、挥笔成文而已。随着

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贤者的概念也发生了

相应的变化。

我们今天所谓的“贤者”，较起封建社会所谓“贤者”内涵

已大有变化了，今天的贤者，应该是德才兼备之人，我们所说

的“德”，应该是忠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崇高思想品德。总之，我们谓之“才”，包括人的知识、

经验和能力。即要掌握一方面或几方面的专业知识，又要具

备一定的领导科学知识、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概括起来就

是又红又专。新时期用人必须牢固地把握这一标准。

德与才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北宋时期司马光曾作过形

象的叙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意思是：才能是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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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根本，一个没有知识、能力的人是根本谈不上所谓德行

的，即使说德行高尚也难发挥巨大的作用。德行是才能的统

帅，没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就不能起到好的作用，甚至走向

反面。

周总理一生为国为民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言

必信，行必果，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

为孺子牛”。总理的德才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敬仰，周总理可为

二十世纪德才具兼的伟大领导人物的典范，可见，德才两者缺

一不可，不能偏废。

二、用人所长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所长也都有所短，领

导者的用人艺术就在于发挥人的长处，克服和避免人的短处。

比如说，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具有数学基础研究的天赋，并且勤

奋好学，但他不善于口头表达，因而在做中学教师的时候很

吃力。

华罗庚同志发现了陈景润后，就把他调到数学研究所，陈

景润同志经过多年的努力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摘取了数学

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用人所长，使被用之人工作起来顺手，一方面满足了他自

我实现的需要，调动了他工作的积极性，提高了他的工作效

率；另一方面在发挥其长处的同时，也避免和克服了他的缺

点，还未免了摩擦和内耗的发生。其次，用人所长能将人的长
9



１０　　　

处和特点与职位的特点和需要结合起来，有效地发挥人才的

整体效应，提高单位的整体效率。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由各种

职位组成的整体，这些职位需要人去占据。

一个单位就像一台机床，只有机床上的每个零件都健全

无缺、协调配合，才能有效运转。同样的道理，一个职位就是

一个零件，整个单位只有在所有的职位都由适合的人占据的

条件下，才能有效地工作。发挥人的长处，使其充实到能发挥

其所长的职位中去，每人都相互协作，定会提高整个单位的工

作效率。

兴业之道，唯在用人。用人，首先要坚持以德才兼备、任

人唯贤、德看主流、才重一技的原则选好人，不可任人为亲，任

人为顺，任人为资。其次要真正做到用人之长。俗话说，寸有

所长，尺有所短，领导者用人，贵在发现和发挥下属之长。如

果只看人短处，则无一人可用，若看人长处，则无不可用之人。

领导者决不可斤斤计较下属之短处，而忽视了去挖掘并有效

地使用其长处。

用财的艺术

首先要善于聚财。领导者要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多种渠

道聚财。其次要把财用在点子上。所谓用到点子上，是指要

把财用到有利于组织的发展上。只要是把财用到了点子上，

就要舍得用、舍得花。

10



１１　　　

我们的青少年正处于学习发展阶段，即使在学校中有管

理的机会，例如进入学生会或者班委会，但是在班级公共钱财

掌握控制方面，接触还是十分少的，因此要认识到理财的重

要性。

例如 Ｗ 君到一个拥有十多万人的小城市当市长，究竟这

样的城市要不要开设公共汽车？Ｗ 君让有关部门拿出决策

方案。

甲方案认为应当营运一路市内公共汽车，因为它既可方

便群众，又可提高政府威信。乙方案认为不应当营运市内公

共汽车，因为各种因素所致，年终地方财政必须要补贴２万

元。Ｗ 君将两个方案所强调的理由与依据反复权衡，认为营

运公共汽车从经济上看虽划不来，但从社会效益来说，却是必

要的，财政上的补贴不仅应该，也是完全承受得起的，否则，就

会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生活，损害政府形象。于是，决定选择甲

方案，营运一路市内公共汽车。

领导的计谋运用艺术

这里的用计并不是指领导者用计去算计别人，而是指的

领导者要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善于拿主意。领导者考虑问题，

要比别人想得深刻、想得全面。此外，领导者还应善于听取别

人的意见，吸收其合理部分。

大家知道孔明是刘备的军师也知道其富有神奇色彩的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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