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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的思想源自伏羲氏，伏羲氏所创的八卦一直都对中国人有深刻的影响。
中华文化是在《易经》的影响下形成的，《易经》的主要思想就是人本位，这与西方人所倡导的神本
位截然不同。
西方式的管理始终离不开神本位的思想，而中国式管理重视人本位，以人为本。
　　不要以为中国人的言行乱七八糟、模棱两可，如果用《易经》所阐述的道理来考察，就会发现，
中国人的所作所为非常有道理。
可惜近几百年来，我们经常用西方人的观点和标准来考察自己的行为，才会认为中国人的一切都是乱
七八糟的。
更有甚者，有人喜欢拿中国人的缺点与西方人的优点去对比，更觉得中国人一无是处。
　　这种做法大错特错。
如果真要比较世界各个民族的优劣，首先要有一个公平的标准，不能拿自己的缺点去跟别人的优点比
。
这样做，不但有失公平，而且容易导致我们丧失自信心。
　　中国人有一套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别人学不去，我们也不能去学别人，否则只会自找倒霉。
所以，我一直强调管理中国人要靠中国式的管理，而中国式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际关系的管
理。
　　就因为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大不相同，才导致中西方的管理大相径庭。
西方的人际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国人则普遍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如果人人讲平等，那
是没大没小，而中国人非常讨厌别人没大没小。
　　现在有个怪现象，很多人喜欢看书，但是看的书越多自己越倒霉，因为他们看的都是西方入写的
书：西方人的技术是值得学习的，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并没有错，科学无国界。
可是与文化有关的东西，就要非常小心，否则很容易掉入西方文化的“陷阱”，离中国的实际越来越
远。
如果这些入从此生活在西方人的环境中，那问题不大；如果继续生活在中国人的环境中，就会发现自
己时时吃亏、处处碰壁。
就像清朝末期，很多人留着长辫子却穿西装，到哪里都显得不伦不类。
　　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大不相同　　人际关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宇宙万物之中，人类的关系最为复杂，而且各地的风土人情不同，人际关系的表现也不一样。
　　一般而言，西方的人际关系以个人为主。
西方人认为，社会由个人构成，个人自由独立，但是必须加以适当的规范，也就是实施法治，才能够
维持整体的秩序。
人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平等、独立，是西方的人际基础。
　　中国的人际关系以伦理为主。
中国人认为社会固然由个人所构成，但是个人却很难离开社会而生存，个人的自由实际上相当有限。
人与人的互动，也不能完全由法律来控制。
人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衡情论理，以伦理来弥补法律的不足，才是我们的人际基础。
　　正因为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基础不同，所以二者的人际关系存在很大差别，了解二者的差别，有助
于认清我们的人际关系。
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差别如下：　　第一，西方的人际关系是神本位的，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人本位的
。
西方人认为上帝高高在上，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
中国人则不同，伏羲氏一开始就让我们认识到，宇宙之间最了不起的不是神，而是人。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非得弄一个神来做自己的主宰呢？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外来的。
中国人只崇拜自己的祖先，而不去拜什么神——中国人不是在拜神、拜佛，而是礼神、礼佛，就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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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神、佛时，走过去打个招呼，如此而已。
　　第二，西方人以个人为单位，中国人以家庭为单位。
西方人看到一个小孩，通常会直接问他叫什么名字；中国人看到一个小孩，通常会问他是谁家的小孩
。
中国人会根据小孩的爸爸来判断他的品性，而不是根据他自己。
同理，要是小孩做错事，人们通常把错误归到他父母的头上，责怪他们不会教育小孩。
　　第三，西方人重视平等，中国人重视合理的不平等。
西方人可以直呼爸爸的名字，因为大家是平等的。
在中国，这样做就是不孝，是忤逆。
中国人不认同西方人那种“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而认为人一出生就不平等，而且是合理的不平等。
合理的不平等，大家都能接受。
但是，过分的不平等，我们就会反抗。
中国人不相信绝对的平等，资源有限，机会太少，怎么可能绝对平等？
　　人与人之间合理的不平等所体现的正是中国人的伦理。
爸爸与儿子、上司与下属、老师与学生⋯⋯永远有高低上下之分，不可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
没有哪个中国人敢站在上司面前说：“我和你是平等的，所以你也要听我的话。
”中国人对上的态度和对下的态度不同，你对下属敢讲的话，不一定敢对上司讲，这是很正常的。
对上级是一个说法，对下级是另一个说法，这就是伦理的体现。
　　第四，受神本位的影响，西方人只讲权利义务，而中国人讲彼此对待。
西方人就算父子之间也是权利义务的关系——儿子18岁以前，靠父母养活；18岁以后，就得靠自己。
中国人不看重权利义务，如果中国的父母一等孩子长到18岁就让他自生自灭，会被别人视为狠心的父
母。
　　中国人所重视的彼此对待，就是说：你对我好，我没有理由对你不好；你对我不好，我也不会对
你好。
中国人会将心比心，投桃报李，这与权利义务没有任何关系。
在西方的企业里，上下级之间也只是权利义务关系，你是我的上级，我就会按照规定向你报告。
中国人却不这样，你虽然是我的上司，但我不认同你的时候，我就不会向你报告，你要是强迫我报告
，我就会敷衍了事。
　　第五，西方人重视法律，中国人重视道德。
西方的法律规定很明确，而且执行得很严格，完全没有人情可言，也没有任何弹性。
从理论上讲，法律不应该有弹性，但是没有一点弹性的法律在中国很难执行。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不是靠法律约束的民族。
古时候，法律的效力是有限的，虽然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很少
这样执行，多数是“刑不上大夫”。
在民间故事中，即便是包公这种刚正不阿的典范，也只是“打龙袍”而不是打皇帝。
　　中国人一般不遵从什么戒律，但是提倡典范，重视道德。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位有德者居之”⋯⋯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同样是道德劝说
，并没有立法，强制国民执行。
　　道德是看不见的约束力，而法律是看得见的约束力。
一个中国人，如果不讲良心道德的话，是很难在中国生存发展的。
中国人不重视有形的东西，凡是有形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迟早都会变成形式化的东西。
我们只靠无形的东西彼此约束，约束别人，也约束自己。
　　第六，西方人之间充满好奇，中国人之间充满关怀。
西方人对人和对动物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西方人认为人就是动物，彼此之间只有好奇。
在西方社会，青年男女之间产生好奇就可以同居，一旦失去好奇，双方就会分开。
中国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好奇，而应该相互关怀。
　　西方人很有礼貌，一见面就会亲切地同你打招呼，但他一点也不关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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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注重礼貌形式，但是很关心你。
看到你嘴巴破了，中国人会直截了当地问：“嘴巴怎么破了，是不是上火了？
来，吃点药吧。
，西方人不会看到你的嘴巴破了，看到了也会视而不见，还是会问候你：“你好吗？
”而你也清楚，就算抱怨几句自己很不幸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并不关心你。
此时，就算你疼痛难忍，也只能说：“我很好，谢谢。
”　　西方人不关心别人，也不希望别人关心自己。
中国人以尊老爱幼为美德，而西方人并不如此。
你看到西方的老人走路比较吃力，去帮他，他反而不高兴。
他的看法是，我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你少操心，你帮我就是看不起我。
　　第七，西方人之间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距离，而中国人常常是亲密无间的。
西方人重视隐私权，彼此之间保持着戒心，所以会很疏远。
而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认识对方的欲望，一回生，两回熟，三回见面是朋友，这样慢慢地由不认识到相
互了解，再到亲密无间。
　　人与人之间是要先建立信任才能共事的，你不相信别人，就无法与其合作。
西方人之间建立信任靠的是法律的保障，双方在合作前会签订合同，只要稍有不轨，就会受到法律的
制裁。
中国人之间建立信任靠的是心意的传递，靠的是相互的了解。
所以，中国人一见面就会“套近乎”，问东问西，这在西方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八，西方人之间是利害关系，中国人之间是势利关系。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看重利害关系，其实错了，西方人才重视利害关系。
在西方，国与国、组织与组织之间完全是利害关系，没有任何道义可言，个人之间也是如此。
　　而中国人是很势利的。
利害与势利有很大的不同，举个例子，公司里有一个员工，表现很不好，公司马上把他辞退，这是利
害。
员工表现虽然不好，但是他有后台，辞退他会惹来麻烦，所以只能留着他，这是势利。
可以说，势利就是复杂的利害。
　　总而言之，西方的人际关系相对单纯，而中国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西方人以“二分法”区分事物，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中国人早已摆脱“二分法”的陷阱，我们知道
“错，绝对不可以；对，常常没有用”。
对错之外，还牵涉是否圆通的问题。
我们厌恶是非不分的人，也不欢迎是非分明却不圆通的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就是这
个道理。
中国人讲求“在圆通中分是非”，把是非分得大家都有面子，不得罪人，但也不讨好人，人际关系才
可能良好。
　　中国人喜欢拉关系、靠关系。
这句话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朝坏的、不正当的、不合法的地方想。
有人认为某些人的成功，是讨好别人的结果，而自己的成功是凭本事获得的，甚至公开宣称：“我从
来不搞关系，我现在的一切，完全是凭真本事得来的。
”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毫无能力，是无法完全依靠人际关系而成功的。
但是，即便有高超的能力，如果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也-T可能成功。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说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也看到某些人用心营造不正常、不正当的关系，然后用来营私舞弊，祸国殃民。
这种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弊端的确使得许多人为之心寒，以致他们认为人际关系只有害而没有利，因此
不重视也不研究人际关系。
　　还有一些人，由于自己不擅长建立人际关系，眼见他人因人际关系而获利，出于嫉妒或不满的心
理，对人际关系产生强烈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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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很多人把“搞关系”看成负面的东西，似乎好人从不搞关系，只有心术不正的人才搞关系
。
这样看待人际关系，自然形成偏激的态度。
　　人际关系本身是中性的，运用得恰当，便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用错了，当然产生不好的影响。
行为正当的人对拉关系、套关系，实在不必过分敏感。
往好的方面想，反而容易获得良好的效果，何乐而不为？
　　人际关系需要伦理道德规范　　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比其他民族发展得都早，而且最完善。
孟子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就是说，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
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
自古以来，我们制定了形形色色的准则，无非是为了加强对个人的约束，提醒我们除了自己以外，还
有各种有关系的人，因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格外谨慎。
其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对中国人的言行产生重要的影响
。
　　既然伦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势必打上伦理的烙印。
自古以来，我们所建立的是一种罕见的人伦关系，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人际关系。
而我们一直错误地想把西方的人际关系移植过来，弄得大家的关系愈来愈紧张，愈来愈败坏。
　　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重视“合理的不平等”，而不是后者所主张的“平
等”。
西方人认为“人生而平等”，于是发展出一套平等的人际关系。
中国人认为“人一出世，就不平等”，就算同一家庭、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在资质方面也不相同，
加上出生时家庭的环境、父母的年龄与社会地位也不一定一样，子女们怎么可能平等呢？
先天不平等，后天也不可能平等，顶多经过合理的调整，做到合理的不平等。
　　伦理就是合理的不平等，父父、子子，应该各如其分；君君、臣臣。
用现代的话说是上司、下属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
彼此之间，必须维持“合理不平等”的分寸，而不是“平起平坐”的“不合理的平等”。
二者之间的差异，必须慎重拿捏，才不致发生差错，避免自己不明不白地遭受“平等”的祸害。
　　只要把“合理的不平等”这个观念端正起来，很多问题都会解决。
我们现在满脑子追求平等，弄得大家很不幸福。
人有胖瘦之分，两个人坐在一起，胖的人占的位置自然就大一点，瘦的人就委屈一点。
两个人吃一样东西，喜欢吃的人就多吃一点，不喜欢吃的人就少吃一点，为什么非要一人一半呢？
全世界都是相对的平等，没有绝对平等，只是表现的方法不同而已，没有对错，没有好坏。
　　中国人十分重视做人、做事的道理，人际关系如何反映出做人的效果。
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人际关系搞不好，得罪了许多人，又怎么能够好好做事呢？
透过好好做人，来好好做事，通常比较有效。
　　人际关系既是做人的道理，也可以说是做人的技巧。
做人讲求技巧，免不了有一些权谋、圆滑、奸诈的味道，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这时候注入伦理道德，可以使权谋变成权宜应变、因时制宜，圆滑变成圆通，而奸诈也变成一种机警
。
　　若是只学做人的技巧，而忽视做人的原则，不但没有成效，而且会被人嘲笑。
做人不可以玩弄权谋，许多人误把圆通、应变看成讲求谋略，其实应该是策略才对。
做人做事可以有策略，不可讲谋略。
换句话说，一切要求应当正当合理，不应该有不正当的念头。
　　我们有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很不容易改变：　　第一，法是死的，人是活的。
死的法需要活的人来加以合理运用，而不是不动脑筋地死守法律规章。
　　第二，天下事好像没有什么是不能变通的，若是变通不了，大多是因为找错了人。
只要找对人，变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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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法由少数人订立，由一个人修改。
这种现象是中国社会自古迄今的一贯精神。
一些可以控制别人的人，碰到别人稍有反对意见就加以恐吓、威胁，甚至杀一儆百。
　　对中国人而言，法不够用。
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违法，不做违反规定的事情。
但是中国人普遍喜欢动脑筋，做一些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
这种情况必须用伦理道德来弥补，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只有大家凭良心有所不为，才有可能加以改变。
夜不闭户不是靠法律来实现的，而是靠道德达成的。
　　总的来说，人伦关系的重点，在“公正”而“不平等”。
对上要有礼貌，但不可以谄媚、讨好；对下不宜太严，也不能过分宽松、纵容；平行同事，不必太拘
束，也不可以过分熟不拘礼。
其中的轻重，必须因人、因时、因地、因事适当拿捏，这样，才称得上公正。
只有用心体验，不断改善，才能达成良好的人伦关系。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仍使用人际关系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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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世上最复杂的东两，而中国人之问的关系更加微妙。
一方面，中国人认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靠不靠得住，就看关系如何。
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希望凡事凭本事，而讨厌“拉关系”的行为。
殊不知，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是无法依靠人际关系而成功的。
但是，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力再强，也无法顺利地获得成功。
　  中西方人际关系最大的不同是，西方人之间形成的是人际关系，中国人之间形成的是人伦关系。
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人际关系”，如果把西方的人际关系移植过来，只会弄得大家的关系越来越紧
张。
　  本书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主要讲述如何处理工作关系和家庭关系这两大难题。
工作关系是中国式管理的核心，工作关系搞不好，则事业很难发展。
家庭关系是每个人一生的课题，人一出生，便陷入层层关系网。
只有家庭事业双丰收，才算真正的成功。
要想解决好这两大难题，只需要掌握通俗易懂的十个要领即可，这十个要领内涵丰富，缺一不可，只
要合理应用，则无往不利。
    中国人十分重视如何做人，只有好好做人，才能好好做事。
本书所讲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要领，在西方不一定行得通，但在中国相当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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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仕强，中国式管理之父，当今中国极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与培训大师。
研究中国管理哲学近三十年，首倡中国式管理，名动政、商、学界，享誉海内外。

    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行政管理硕士。
曾任大学校长、教授多年，并长期担任企业经营顾问、高级培洲师。
现任时代光华公司特聘高级培训师、华夏智业管理学院院长。
被誉为中国式管理大师、华人三大管理学家之一、最受企业界人士欢迎的十大名嘴之一。

    其他重要著作有：《中国式团队》、《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的管理行为》、《中道管理》、《
中国式领导》、《管理思维》、《管理大道》、《大易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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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首先要了解中国人的特性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彼此都是中国人，建立人际关系时，就更需要确确实实了解对方在说些什么、想些什么。
　　言——模棱两可，言不由衷　　俗话说，言为心声。
中国人的心是难以捉摸的，所以中国人的话常常模棱两可。
我们主张“逢人只说三分话”，同样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逢人只说三分话”是对交情不深、关系不够的人而言的，因为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当然
应该小心试探。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对交情深厚、关系密切的人而言的，既然大家亲如一家，也就不需要互相
隐瞒。
　　其实，中国人说“逢人只说三分话”的时候，已经含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意思。
况且中国人所说的“三分”，既可以是“三分流水七分尘”的“三分”，也可以是“天下只有三分月
色”的“三分”，就看到时如何拿捏了。
当彼此尚不熟悉时，当然“未可全抛一片心”，等到互相信赖了，完全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同样，中国人说“言无不尽”的时候，也不要忘记“逢人只说三分话”，因为彼此虽然关系密切
，但是有的话可能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或者引起他的嫉妒，所以必须有适当的保留，说三分留七分
，那七分就心照不官了。
　　听话不如“看”话　　不了解中国人的人觉得我们很难捉摸：“我明明听懂了他的话，他怎么还
是不高兴？
”因为中国人说的话通常包含很多意思，听懂了表面意思却常常听不懂言外之意。
有时候，中国人不说话，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包含了很多意思，这当然需要彼此的默契。
如果没有默契，要搞清楚中国人到底在说什么，确实很难。
下面这个小故事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苏东坡被贬至黄州后，一天傍晚，和好友佛印和尚泛舟长江。
忽然，苏东坡用手往岸上一指，笑而不语。
佛印顺势望去，只见岸边有一只黄狗正在啃骨头，顿有所悟，便将自己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的蒲扇抛
入水中。
两人心领神会，不禁相视而笑。
　　原来，这是一副哑联。
苏东坡的上联是“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的下联是“水流东坡尸（东坡诗）”。
　　当然，要达到苏东坡与佛印这种心灵相通的程度，除了默契之外，还要有较高的智商才行。
　　中国人南腔北调，就算大家都说普通话，也很难保证彼此听得懂。
勉强听瞳，也未必弄得清楚他的真正用意。
　　指鹿为马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人们把“指鹿为马”理解为“不明是非、颠倒黑白”，其实很不恰
当。
赵高只是借此试探一下究竟自己在朝廷的权势怎样，其真正的话意是：“你们是服从秦二世，还是服
从我？
”我们嘲笑群臣不分黑白，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听得懂话意的人。
　　案例　　有一天，我搭出租车到某地。
由于大路发生事故，所以司机改走小路。
但小路蜿蜒曲折，司机不太熟，越走越觉得没有把握，便停下来，问路旁边一位老先生：“请问我要
到某地去，该怎么走？
”　　老先生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地回答：“有路就可以走，多问几次就会到。
”　　这两句话，叫人听了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摸不着头脑。
　　司机表示感谢，很有信心地向前驶去。
　　我觉得很纳闷，问他：“你知道怎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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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知道。
有路就可以走，表示我走的路是对的。
如果我已经走错了，他会把手一扬，然后指向正确的方向。
现在我走对了，他不必举手，所以说有路就可以走，告诉我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多问几次就会到，意思是后面会有几个比较复杂的岔路口，那时候一定要问路，不要乱闯。
”　　经他这么一解释，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中国话如此简单明了，两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
但听者必须动脑筋才能听懂。
现在有些人只听不想，以致听不懂中国人所说的话，实在是一种遗憾。
　　中国话很不容易听，才是我们真正的难处。
中国人要人家不要“听”话，其中含有“中国话不可以用耳朵听”的意思，必须特别小心。
“不要听他的”，包含“不要听他的话”，也包含“不要单凭耳朵听他的话”的意思。
中国人很少说：“听他说什么。
”反而常常告诫我们：“看他怎么说。
”也就是说，中国话不适合单用耳朵听，应该配合眼睛看。
中国话听起来含含糊糊，“看”起来清清楚楚。
中国人不喜欢哕里哕唆讲一大堆，只喜欢简单明了，短短一两句话，含意很深，所以“看”了之后，
还要多想。
如果不用心想，还是弄不清楚中国人的话意。
也就是说，“看”话不能单凭一双眼睛去看，还要动用“心眼”，才能够真正看清楚，才能领悟“话
中的话”，以及“话外的话”。
　　“心眼”要大，才听得真实。
“心眼”太小，成了“小心眼儿”，就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如果对方有难言之隐，有说不出来的苦衷，有说出来反而彼此难过的事情，千万不要用不正当的心思
去曲解。
　　一句“你看着办吧”，究竟是“全权委托你”，还是“猜猜我的用意”，甚至“居然搞成这样子
，你自己收拾烂摊子吧”？
短短五个字，足够让别人思前想后了。
凡是耳朵听不懂的时候，就要用眼睛看，还要动脑筋，结果呢？
你看着办吧！
　　“随便”并不随便　　中国人常把“随便”挂在嘴边上。
请客吃饭时，总是说：“没有什么好菜，随便吃点。
”实际上菜肴十分丰盛。
反过来说，客人真的随便吃喝，丝毫都不客气，即使宾主交情甚深，主人看在眼里，也会不太舒服：
又不是只有你我两人，当着我的妻儿，你也未免太随便了！
　　“随便”的意思有两种：一是“随意、任意”，一是“不拘束、不认真”。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起来却有三种含义：　　1．“随便”代表“看看你的诚意”。
人家问我要什么？
我说“随便”，意思就是说：衡量你自己的能力，可以提供什么。
中国人认为，我说“随便”是不想为难你，如果你真的“随便”，就是轻视我。
如果我到你家做客，你问我喝什么，我说“咖啡”，你没有，岂不是很尴尬，所以我只能说“随便”
，给你留了面子。
你虽没有咖啡，但是给我端上一杯好茶，我自然也很高兴，因为你没有“随便”应付我。
但是，你真要“随便”给我一杯白开水，那我肯定不高兴：“如果只有白开水，何必问我喝什么？
”　　你请我吃饭，问到哪里用餐？
我当然不能直截了当地提议上豪华酒楼，万一你认为那样不值得，我岂非自讨没趣？
不过我也不愿意自贬身价，一开口就选择普通餐厅，非但显得土气，对方也未必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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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办法，还是说“随便”。
至少可以了解你认为拿什么招待我最合适，进而了解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以便调整自己所应表现的
态度。
你经济拮据，只能够请我上普通馆子，我照样吃得高兴，因为你够诚意，我不在乎吃什么；如果你手
头宽裕，豪华酒楼也请得起，却只请我上普通的馆子，我就知道你不够意思。
　　“随便”绝对不是含糊，而是“在和谐中找到合理”的一个代名词。
中国人如果真的随随便便，一定没有前途。
　　案例　　甲和乙是好朋友，一天，乙到甲家里做客，甲热情招呼，顺口问他：“喝点什么东西？
”乙回答：“随便，随便。
”　　甲当然心里有数：家里确实有好酒，是留给上司丙的，现在当然不能拿给乙喝。
衡量与乙的关系，决定泡一壶好茶招待他。
　　乙见甲并没有敷衍他，自然很高兴，也知道自己在甲心中的分量。
　　正在此时，丙不期而至，明显就是来喝那瓶好酒的。
此时，甲该不该将好酒拿出来？
如果拿出来就会得罪乙，不拿出来又会得罪丙。
这种两难的情况却也难不倒深谙圆通之道的甲。
　　甲对他太太大声说：“我刚才找了半天，你到底把那瓶好酒藏到哪里去了？
”　　甲的太太明白甲的意思，也大声地回答：“我昨天收拾屋子，怕把它弄脏，特地藏起来了。
”　　话音未落，甲的太太就拿着好酒出来了，并准备了丰盛的下酒菜。
乙和丙都很高兴，当然，甲将危机巧妙地化解于无形，更是高兴。
　　用高声说话来向别人传达自己的想法，是中国人的绝招，在人际关系的运作中，具有转危为安的
决定性力量。
甲很清楚，丙提前来就是想喝自己的那瓶好酒，可是乙来了自己没拿出来，等丙来了才拿出，乙心里
肯定不高兴。
可是不拿出来，就会引起丙的不满。
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但是高声说话就解决了问题：“刚才找了半天”就是告诉乙“我本来想请你
喝，但是没找到”；而丙明白，就算乙是甲的好朋友，还是没我的面子大，哪怕是“特地藏起来了”
，到了紧要关头，也得拿出来。
　　知识很重要，但是知识之外，人际技巧也很重要，若想圆满解决问题，在知识之外，还需要一些
艺术气氛。
　　2．“随便”表示具有“单凭物质不足以表达全部的敬意，必须拿精神来补助”的用意。
以请客吃饭为例，主人即使准备很多佳肴，仍然说“随便吃点”，意思是这些菜虽然很好，但总觉得
应该有更好的，才足以表达主人对贵宾的敬意。
如果客人认为过于丰盛，就会说“太破费了”；如果客人觉得不过尔尔，既然主人说了“随便吃点”
，那客人也不会不满。
　　如果东西非常好，中国人也会轻描淡写地说“随便买的”，这不是谦虚，而是中国人认为精神重
于物质，“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
同时，也希望对方不会有“受之有愧”的负担。
如果东西并不好，一句“随便”，表示“我已经尽力，希望你能够谅解”。
中国人讲究“尽心尽力”，只要尽力而为，对方多半是会体谅的。
　　3．“随便”暗示“我有我的意见，只是不便说出来”。
上司征求下属的意见，下属绝不敢说“随便”，而是请上司做主。
因为说“随便”，就意味着下属有自己的意见，只是不方便说而已。
　　“随便”正是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体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时时有变化，如果丝毫不加考虑，冒冒失失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很可
能使对方为难，不如将心比心，先说“随便”，好让彼此有个商量的余地。
　　既然“无可无不可”，“随便”就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地”都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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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随便说“随便”也会给对方造成困扰。
例如，晚辈对长辈最好别说“随便”，否则就显得太随便。
朋友之间也有不宜说“随便”的情况，同是请客吃饭，说“随便”可以让主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准备，
但是如果主人境况不好，要保全主人的“面子”，就不宜说“随便”，最好说：“我最近肠胃不好，
很怕油腻，就在附近这家饭馆吃点素菜就行。
”　　有人托你帮忙，要请你吃饭，你就要暗自盘算一下，“吃人家的嘴软”，背负人情太重，哪里
敢说“随便”，赶忙借故推辞，心领为上。
　　“随便”并不是“差不多”，而是以“合理就好”为原则，应该说“随便”的时候，才可以说，
不应该说的时候，就不可以说。
别人在对你说“随便”的时候，如果他不是随便说的，那就等于说：“你自己想想，怎样才合理；只
要合理，我当然就随你的便！
”　　“随便”绝不是“马马虎虎”，我们将心比心，既不希望人家“马马虎虎”待我，当然也就不
可以“马马虎虎”对待别人。
该“随便”才能随便，不该“随便”绝对不可以随便。
　　以“不随便”的态度来“随便”，才能符合合理的标准。
我们一方面不可以随便说“随便”，另一方面也不能够随便理会或处置别人的“随便”，因为一个有
修养、有分寸的中国人，是不随便说“随便”的。
　　不反对并非赞成　　中国人的基本立场是不偏不倚，秉持既不反对也不赞成的态度，在征求中国
人意见的时候，中国人基本上说的都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话。
因为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所以只能赞成一部分而反对另一部分。
任何事情，总是不断地演变：原本可以赞成的事情，演变到最后，令人不得不反对；而原来应该反对
的，也可能愈变愈应该赞成。
这些都是中国人不愿意公开说赞成还是反对的原因。
　　当把一切弄清楚，而且保证不再改变的时候，中国人自会当机立断，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但是，就算如此，警觉性特别高的中国人，也尽量避免公开表态。
一旦你明确表示赞成，那些不希望你赞成的人就会给你施加压力，相反，你反对的话，那些不希望你
反对的人也会频频阻挠，徒增许多麻烦。
所以，最后养成中国人凡事都含含糊糊的，“这件事嘛，呵呵呵⋯⋯”。
　　中国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赞成或反对就像下赌注一样，万一押错宝，后果惨重。
只要保证他的安全，要中国人表明赞成或反对的立场，其实并不难。
古时候，大臣要说一些可能冒犯皇帝的话时，总会先请皇帝饶他不死。
这就是在寻求一种安的状态。
　　如果有人直接问你这种问题：“你赞成领导关于这件事的处理吗？
”那他可能是不怀好意，挖了陷阱让你跳。
你说“赞成”或“反对”，都会对自己不利，不是被利用，便是被嘲笑。
　　碰到这种情况，中国人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而是会反问：“你认为如何？
”然后兼顾赞成及反对双方面的看法，适当地表述自己的意见。
而被反问的人也是同一态度，或者采用“我也不反对”或“我也不赞成”来应付，因为中国人明白，
“赞成”、“反对”不是“二分法”，“不赞成”并不代表“反对”，“不反对”也并不代表“赞成
”。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人不实在，见风使舵，虚情假意，而且缺乏胆识，不敢担当。
其实，我们说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事实上是赞成之中有反对，而反对之中也有赞成，并不是不分是非
，糊里糊涂或者怕惹事端。
先赞成后反对，先反对后赞成，对方比较容易接受，这种“攻心”术是中国人的独特手法。
例如：“我毕业后马上出国留学，你赞成吗？
”如果你不赞成，最好回答：“我不赞成你马上出国，但是如果你准备得十分周全，知道自己所要学
的是什么，将来学成之后要做什么，我当然不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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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不说赞成的话也不说反对的话，一方面保证自己的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对方的责任，凸
显听者的自主性，使其更加重视自律和自动。
一旦表示赞成，听者受到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可能大意失荆州，造成阴沟里翻船的惨剧。
而一旦表示反对，听者受到挫折，可能因而放弃，或者缺乏信心。
不赞成也不反对，听者才会面对现实，用心地研究判断，自己做最后的决定。
　　中国人相信，公开表示赞成或反对，事实上都不一定可靠，不如采取观察、试探、测试、迂回打
听等方式来加以判断。
若是因为怕得罪人，吞吞吐吐，既不敢赞成也不敢反对，那就是心术不正，终将被别人厌恶，自己也
不会有什么好前程。
合理的赞成加上合理的反对，才是正当的行为。
　　当然了，在人际交往中，圆通的人也不应该直接问别人是否赞成或反对，以免给人别有用心之嫌
，一般只问“你有什么看法”之类的语气较弱的问题。
　　看清楚之后，合理地表达反对或赞成的意见；尚未看清之前，千万不要冒冒失失地说出“我赞成
”或“我反对”，以免被利用，或被人看不起，令自己骑虎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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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际关系既是做人的道理，又是做人的技巧。
做人讲技巧，容易导致“圆滑”，注入伦理道德的因素，才能变“圆滑”为“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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