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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至上，人民万岁。
    官者，今日领导干部之谓，人民之公仆也。
为官当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情怀。
    祖国唯一，祖国永恒。
    官者，国家之栋梁、民族大业之承继和创新者也。
为官应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壮志。
    老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道德经》凝聚着其思想精髓。
鲁迅有言，不读《道德经》，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
自16世纪始，欧洲人曾将《道德经》译为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迄今已不下250种语言。
一些西方哲学家甚至将老子思想视为“解救西方文明危机的良方”。
    许宝健新著《职务是把椅子——老子之道与为政之道》，引《道德经》之哲理，融自身之亲历，释
为官之道义，引领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聆听老子李耳的为人、为学、为官之道。
全书起于对“从政的根本是什么”一问的回答：“利而不害，为而不争”，从“道”的本源和规律中
探求为官的规律和正路。
    《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两篇，共81章。
作者以有关干部修养的81讲对应《道德经》的81章内容，与读者“谈心”。
本书取材于在《中国县域经济报》上连载的章节，对《道德经》耐心注解，亲切诠释，探索修齐治平
之道，劝读者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汲取能健身抗病的精神营养。
    比如，作者对无为而治的分析就发人深思。
他说：“无为绝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务实而为，顺势而为。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创造环境和条件，维护公平和正义，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    《职务是把椅子——老子之道与为政之道》，多妙的书名!同书的内容一样，深邃
而通俗。
60年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我在家乡小学任少年儿童队副大队长(“三道杠”)时，辅导员老师
教育我们要爱护公物。
官职就像公物。
不管你多老多小，戴几道杠，都得爱护和用好公物。
    “职务是把椅子”，职务又像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
为官不应以职务高低论英雄，而应以为民造福、为国奉献论成败。
我预备党员时曾在部队农场锻炼，最高职务为某连炊事班班长。
我至今仍为自己在这个芝麻官“椅子”上为150名战友提供过大体过得去的服务感到自豪。
    经典之为经典，是因其历经实践检验，仍具现实意义。
古籍若是束之高阁，不啻于废纸堆。
宝健同志将好的传统理念与当前干部队伍建设要求结合起来，将为学与为事结合起来，以群众是否满
意为标准，辛辛苦苦写成此书，干部和群众读一读都会颇有收益。
书中有些看法也许会引起争议，那也不见得是坏事，好的主意会越辩越明，越利于见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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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读老子《道德经》的书籍浩如烟海，但大多都是就&ldquo;道&rdquo;说&ldquo;道&rdquo;，有的
还陷入到繁琐的考证当中。
本书却视角独到，由道德经中每篇的主要内容，引出官场中的一个话题，并就此展开，就道说官，就
古论今。
老子的《道德经》共81篇，所以本书也就谈论了官场中的81个话题，而这81个话题，都是广大公务员
特别关心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不是官场秘笈，更不是告诉你如何进行官场潜规则，本书的立论前提是：做
好人，做大事，做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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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老百姓是咱政治生命的源泉(序一)
从政而清醒者必读(序二)
从政的根本是什么?
威望从何而来?
最是难得聚民智
与百姓同尘土
不是管得越多越好
尊重女性
别把个人“进步”太当回事
用软手段解决硬矛盾
职务是把椅子
本色为政有多难
有权无私以为用
清心寡欲好为政
“大我”者可寄天下
以最大努力接近真实
不自满，亦不求圆满
给心灵开一次“务虚会”
为官的四重境界
成绩向上看 职务向下比
为政之道在务实
聪明与糊涂，是个人问题
悟性浅了别为官
适者升迁
个人进步也要讲科学发展观
“跨越式发展”走不远
领导干部“三不变”
权力轻重几何
善治无形 不留骂名
知高守低
得之不易，用之以失
用什么征服人心
君子耻于手段
谁最关心自己的年龄
戒贪者自胜
视百姓大者为大
小团体不长久
强是怎么变成弱的
以朴制欲自刚强
处实不居华
意味深长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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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成为美，这是因为有丑陋的存在。
也都知道，善之所以成为善，是因为有不善的事物和行为存在。
所以说，有和无是相对而生，难和易是相对而成，长和短是相对而形，高和低是相对而倾，音与声是
相对而和，前和后是相对而随。
也就是说，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它们都是相随相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为人处世都不会特别刻意，只管顺乎自然去行事，不必声嘶力竭地去告知。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生发的规律，不因你说什么而改变。
春去春来，天下地上，万物生存而不有所归属。
明人行事并不因为自己做了事就趾高气扬、端起架子，认为自己成了了不得的人物。
即使大功告成，功劳再高，也不能居功自傲。
只有做出了成就而不居功自傲，他的功劳才不会被抹去。
这段话是老子《道德经》第二章。
老子是无上智者，短短数言，告诉我们许多深刻道理。
作为今天的领导干部，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这样几层意思：第一，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体，
因对立而存在，因对立的运动而使事物发展和前进。
也就是说，矛盾是普遍的，矛盾的运动形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认识到这样的道理，我们在工作中处理事情的时候，既要注意矛盾的这一方，也要注意矛盾的那一方
，不可只顾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同时要注意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演化，也就是注意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和方向。
既然矛盾是普遍的，我们就要敢于面对矛盾。
不管你在什么岗位，不管你领导几个人，只有矛盾种类和性质不同，没有有无矛盾的差别。
一般来讲，大领导面对大矛盾，小领导面对小矛盾。
但是更多的时候，下一级的领导和更基层的领导，往往面对更尖锐的矛盾。
在矛盾面前，敢于面对矛盾，是对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要求0善于解决矛盾，是对领导干部的较高要求
。
而回避矛盾，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了。
矛盾即判断。
要善于在老子所讲的一系列相伴相生的矛盾双方中，判断出事物的性质、方向、趋势，以便更主动地
把握矛盾。
矛盾即选择。
要在正确判断矛盾性质的基础上，通过发现、比较，找到解决矛盾的最好的办法。
第二，矛盾演化促进事物发展，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
作为领导干部，要遵循规律，适应规律。
要顺势而行，不能逆势而行、刻意而行。
刻意而行就难以达到效果，甚至会起反作用。
老子讲处无为之事，并不是让你不做事，不作为，而恰恰相反，是更高意义上的做事作为，是顺自然
之势，依规律而为。
同样，“不言之教”也并不是让你闭嘴不说话，而是让你不要说大话、假话、过头的话、出格的话、
不能实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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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从历史深处寻找思想动力和精神动力。
作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子《道德经》的影响不仅超越了历史，而且超越了国界。
据说，《道德经》诞生2000多年来，其印刷出版的总量仅次于西方的《圣经》。
对这个说法，我未经过考证。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2000多年来，从统治集团到平民百姓，无不受老子《道德经》潜移默化的影响
，“上善若水”等《道德经》中的很多语言，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至理名言。
    近年来，我国兴起了新一轮国学热，人们争相读孔子、读老子、读庄子。
在这轮国学热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现象，一种趋势，这就是国学的大众化。
这种现象和趋势是可喜的，也是应当肯定的。
国学只有大众化，思想才能变成全民的力量，“思想就是力量”的命题才能变成现实。
    今天我们如何学国学，如何读老子?这是我在读老子的过程中不停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的体会有如下四点：    第一，我读老子，不仅是在读老子，也是在读自己。
真正的阅读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和沟通。
我们永远回不到2000多年前的老子时代，无法体会老子写作《道德经》时的环境和语境。
我们立足的只能是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经历，我们无法离开自己的时代和经历去读老子。
我们读的是2000多年前的老子，也是今天的老子；我们是在读老子，也是在通过老子读自己。
    第二，我读老子，不仅是在读大家的老子，也是在读我自己的老子。
老子是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老子，但又是每一个人的老子，又是我的老子。
大家的老子和我的老子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有共性，又有个性，而且，不同点和个性对我更重要
。
老子只有一个，老子又有无数个。
可以说，有多少人读老子，就有多少个老子，就有多少个“我”的老子。
我反对将老子脸谱化、模式化、标准化的做法。
    第三，我读老子，不仅是在读专家的考证、注释，也是在读自己之-悟。
读老子，读《道德经》，自然要看很多专家的书，看很多考证和注释，但看只是参考，不能代替对老
子之道的理解，不能影响对老子之道的开悟。
只要用心读，尽管有的字你还不认识，有的词你还不明白，其实你也读懂了，你也理解了。
什么是“悟”的境界?就是读着读着，你会觉得，《道德经》就是为你写的，甚至就是你自己写的。
    第四，我读老子，不仅是在读老子，也是在读孔子。
儒道两家，既有相别之处，也有相同之处，更有相通之处。
读老子，最好与读孔子相结合，最好能读出儒道相通的境界。
二者相通相融，对我们人生的指导意义更大。
对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来讲，二者缺了任何一个，前进的列车都不会平稳，都会颠簸异常，让乘车
的人头晕、恶心、呕吐。
如果孔子是粮食，老子就是水；如果孔子是面包，老子就是咖啡；如果孑L子是脚踏实地拉车的人，
老子就是冥思苦想望星空的人。
    千百年来，读老子，会有不同的立场，也会有不同的角度。
为什么将老子之道与为官之道结合起来?为什么从领导干部的角度读老子?很简单，今天的领导干部太
需要老子了，需要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圈地拆房干累了，需要抬头望一望星空；就像大鱼大肉吃撑了，
需要一杯带苦味的清茶；就像看权看钱看色看累了，需要看一看看不到头的清泉；就像臃肿肥胖得了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症，需要疏通经脉、活血化淤、清塞泻火一样⋯⋯而老子正是这些“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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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职务是把椅子:老子之道与为政之道》引《道德经》之哲理，融自身之亲历，释为官之道义，引领干
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聆听老子李耳的为人、为学、为官之道。
全书起于对“从政的根本是什么”一问的回答：“利而不害，为而不争”，从“道”的本源和规律中
探求为官的规律和正路。
不是官场秘笈，更不是告诉你如何进行官场潜规则，《职务是把椅子:老子之道与为政之道》的立论前
提是：做好人，做大事，做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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