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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千余年来，儒家思想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灵魂中，融入到中人的血液中，融入到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中
，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先天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不管它是健康基因还是缺陷的基因，不管我们喜欢它还是讨厌它，都必须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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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孟子的“欲为君，尽君道”，谈论的是当领导的准则。
“欲为臣，尽 臣道”，谈论的是当部下的准则。
在春秋战国时代，“君”不完全是一国 之主的意思，君臣关系也不完全是臣民跟一国之主的关系，地
方首脑、部 门长官跟下属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君臣关系。
甚至一族之长跟家族成员 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君臣关系。
所以，当时的君臣关系类似于现代领导跟 下属的关系。
领导有大有小，当领导的准则是一样的，都应该“尽君道”；下属有多有少，当下属的准则也是一样
的，都应该“尽臣道”。
另外，“君臣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因各人 的际遇和努力，这种关系是经常
变动的。
比如，孔子50岁时出任中都宰，这时候他是中都百姓的“君”，同时他又是鲁哀公及执政大臣季孙氏
的“臣”。
后来他还当过司空、大司寇等高官，还一度“权摄相事”，也就是 代理宰相。
他辞职后，周游列国，很不走运，始终没有找到工作。
有一年，中牟宰佛肸据中牟叛乱，想请孔子去辅佐他。
孔子想动身前往。
照说孔 子以前当的官比佛肸大得多，他却愿意给佛肸当臣，可见他对君臣关系的 变置是很开明的。
由于子路的坚决反对，他没有去成。
但也说明他心里并 没有“能上不能下”的想法。
中国经过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后，人们逐渐将君臣关系理解为一国之主 跟全国人民的关系，并且认为这
种关系是不可变动的。
变动即意味着改朝 换代。
如果用这种僵化的君臣关系理解孟子的话，就偏得太远了。
孟子的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仅仅是谈论每个人此时、暂时的 行为规范，而不是
永久的行为规范。
打个比方，一个人心怀大志，不甘久 屈人下，他将来通过努力，也确实可能成为大人物。
但他此时是小人物，就应该按小人物的行为规范做事。
等他成了大人物，再按大人物的方式行 事不迟。
他还是一个小人物时就摆大人物的派头，不仅是可笑的，也是“越礼”的，可能给自己惹来很多不必
要的麻烦。
同样的道理，一个领导者，他很想过普通人的生活，但他此时是领导，就应该“尽君道”。
比如现在有些学者，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他却对 领导工作毫无兴趣，一心想重回原来的岗位搞学术
研究。
但他此时既然身 为领导，就要履行领导职责，想搞学术研究，等离开领导岗位再说。
总之，孟子的“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是提醒每个人 牢记自己的身份，不要做与身份
不相称的事。
那么，如何“尽君道”呢？
晋平公曾经向智者师旷讨教过这个问题，师旷的回答是：“做好一个领导人物的规律是：悠闲恬淡不
逞能。
最重要 的是仁爱，最紧要的是用人。
要广开言路，疏通沟通渠道，了解各方面的 情况；不被流行风气困扰，不受身边之人蒙蔽。
要保持清醒头脑，从现存 事物中看到它的未来趋势；要保持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处事原则和独到 
见解。
要实事求是地考评部下的业绩，以公平的赏罚来统御部下。
这都是 一个领导人物应该做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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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也曾向智者尹文讨教过同一个问题，尹文的回答是：“领导人 物要遵循的法则是：政令简明
不逞能，宽和大度能容人。
上面的事情少，下面就易于执行；上面的法令简明，下面就易于遵行。
这样，部下就不会 因为触犯一些多余的政策、条令而受到惩罚。
大道能容万物，大德能容众 人，圣人政令简明，天下却治理得很好。
《尚书》说：‘宽容即是圣明。
’《诗经》说：‘周王有宽和的度量，所以国运能延绵久远。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领导规范，但师旷和尹文两人确实道出了当好领 导的一般法则，值得有志于
当好领导的人用心领会。
如何“尽臣道”呢？
汉朝刘向所编《说苑》一书总结了当好下属的一 般规则：服从命令，完成任务后及时汇报，凡事不要
专权独断，不要靠曲 意逢迎来获得宠信，不要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一定要对国家有贡献，一定 要对
领导有帮助。
此外，《说苑》还总结了当下属的“六正六邪”。
它说，按“六正”去做，就会享有盛誉；按“六邪”去做，就会得到恶名。
“六正”是：第一，事情还处于萌芽状态，就能看清成败的先兆、得 失的要点，在祸事还没有发生就
采取防范措施，使君王超然地站在显要尊 荣的地位，天下都称赞他的贤能。
像这样的人，叫做“圣臣”。
第二，虚心诚意，向往善政，用礼义勉励君王，劝谕君王实施长治久 安之策，助成君王的优点，补救
君王的缺点。
事业成功了，事情办好了，把成绩归于君王，不敢独享功劳。
像这样的人，叫做“贤臣”。
第三，吃苦耐劳，早起晚睡，不懈怠地推举贤才，经常用历史经验来 劝勉君王，希望对君王有所补益
，使国家安定繁荣。
像这样的人，叫做“忠臣”。
第四，聪明练达，对事物洞察入微，能够预见事情成败，并有预防补 救手段，因势利导，堵塞漏洞，
断绝祸根，把祸转变为福，使君王转危为 安。
像这样的人，叫做“智臣”。
第五，谦逊有礼，遵纪守法，尽职尽责，胜任其事。
辞让俸禄，推让 赏赐，不接受贿赂，衣服齐整，饮食节俭。
像这样的人，叫做“贞臣”。
第六，国家政治混乱，君王办事不循正道，敢于冒犯君王的威严，当 面批评君王的过失，即使有杀头
的风险也在所不辞。
不惜一死，使国家得 到安定，且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像这样的人，叫做“直臣”。
“六邪”是：第一，贪图官位俸禄，谋求一己私利，无心办理公事，有智慧不表现，有才能不运用，
不肯尽自己的职责，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左右观望。
像这样的人叫做“具臣”。
第二，无论君王说什么，他都说“好”；无论君王做什么，他都说“行”。
暗地里打听君王的喜好，然后投其所好，以博取君王的欢心。
一味 迎合君王的心意，只顾君王眼前高兴，不管君王后来的祸患。
像这样的人 叫做“谀臣”。
第三，内心奸诈，外表恭谨，巧言令色，妒贤嫉能。
他想推荐谁，就 只谈优点不谈缺点；他想打击谁，就只谈过失不谈功劳，使君王用人不当，赏罚不明
，号令不行。
像这样的人叫做“奸臣”。
第四，智慧足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口才足以推销自己的谬论，捏造事 实，添油加醋，都能说得顺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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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对内离间骨肉亲情，对外扰乱同僚关 系。
像这样的人叫做“谗臣”。
第五，专权擅势，把持政事，以抬身价。
拉帮结党，既中饱私囊，又 增加威势，敢于假托君王的命令，来达到显扬自己的目的。
像这样的人，叫做“贼臣”。
第六，用邪道谄媚君王，使君王陷于不义，勾结党羽来蒙蔽君王，当 面说的全是良言正理，背后的说
法却大不一样，不分黑白，不问是非，顺 我者昌，使奸人纷纷来攀附他，一起为非作歹，使君王恶名
昭著。
像这样 的人叫做“亡臣”。
每个时代都有当下属的不同规范，但上述“六正六反”，确实道出了 当好下属的一般法则，值得每一
个有志于成为优秀员工并以此达成人生目 标者好好研究。
有人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但是，当元帅的前提是什么 呢？
必须具备过硬的军事素养，同时还要养成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习惯。
所 以，不想当好士兵的人永远当不了元帅。
当你还是一个“士兵”时，首先要做的不是幻想成为元帅的威风，而 是思考如何“尽臣道”，成为一
个出色的“士兵”。
P50-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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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做一个受欢迎的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儒家生活哲学，是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是我们现在走着的道路，是我们将来要走的道路。
知道脚下这条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会走得更好，走得更自信。
要做就做大丈夫人人皆可平等自立走对路才有出路读书不是最重要的事做人的“相对论”以敬业为修
养，以忠诚为才能事无大小，全力以赴知而不行等于零从正道求福多下工夫，少用智谋人生信念　生
活哲学　处世艺术　君子风度学养功夫　修身之道德性之美二千余年来，儒家思想早已融入中国人的
灵魂中，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融入到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中。
它已经成了中国人先天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不管它是健康基因还是有缺陷的基因，不管我们喜欢它还是讨厌它，都必须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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