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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品位是什么？
品位是指包括人的仪表、言行、气质、情趣、思想、道德、情操、修养等在内的综合质量水平和社会
价值含量。
我们知道地质学家总要用品位这个概念来评价一块矿石的质量；同样，我们移花接木，也可以用品位
这个概念来评价一个人的质量。
任何人都具有一定标准的社会价值含量，这个含量就是一个人的品位。
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含量越高，则其品位越高。
品位越高，则其展示出来的形象、行为、语言、气质、作风等的社会层面和价值档次也越高。
人不一定长得漂亮，但一定要活得漂亮，就是活出一种精神，一份至真至爱的精彩，这就是品位。
无论什么时候，广博的知识、良好的修养、高尚的情操、得体的举止、优雅的谈吐、超俗的气质、负
责的态度、宽阔的胸怀、独特的魅力和～颗充满慈爱的心，都是人有品位有内涵的表现和象征。
有修养、有事业、有追求的人就是有品位的人。
物以类聚，人以“品”分。
人的表面的品位与灵魂的品位是对称的，相通的，互为表里的，相辅相成的。
品位有好多种，有文化品位、思想品位、价值品位、生活品位、穿着品位等之分，社会在进步，人也
越来越讲究，凡事都讲品位，都在追赶品位。
品位是人内在的价值含量，但绝不含外在的物质和金钱。
因此，品位不是金银珠宝，不是满身名牌，不是山珍海味，不是名车豪宅。
品位来自于内而呈现于外，是经过长期的内在积淀而形成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文化修养，一种价值
取向，一种道德情操，一种生活细节，是在一举手一投足的不经意间而流露出来的一种气度和从容，
一种情趣和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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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品位，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自我提升的一种人生层次，自我成就的一种生活状态，自我涵养的
一种心灵砥砺，自我超脱的一种品格修炼。
    品位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一点一滴的细节当中，它就是你对生活的理解，就是你对工作的
认识，就是你对待人生的态度。
无论是挑选一件衣服的品牌，还是选择一种职业、一个伴侣，或日常所恪守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工
作习惯，你的品位都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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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时淡然处之方是大家风范第八章  通过交往看品位——小人趋于利，君子趋于道  用人脉开启成功
之门  交友要讲究“方位”    交往要体现理性和高标准  要被人认同，首先要善于融人  高堂上难识真伪
，柴门内易辨高低  凡是大手笔都善于为自己留白  百金买房，千金买邻  尊重人性就能赢得尊敬第九章
 通过人格看品位——成功者都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有极品人格的人就是最有力量的人  于内至尊至德
，在外至圣至王  自身端正人不敢欺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绅士们多看重荣誉  敦厚之人，始可
托大事  人的品牌决定人的价值  知耻是勇者所为第十章  通过思想看品位——水流的高度永远不会高过
源头  人是一枝有思想的芦苇  惟思想之树常青  只要想飞，就能飞上天  穷人最缺少的是“野心”    用
现在的伏笔打通未来的道路  咬定青山，成长思想  要想达到最高处，必须从最低处开始  让思想冲破牢
笼  让想和做一起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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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通过仪表看品位——仪表是展示内心世界的X光片外在形象是内在素养的载体就正常情况而言
，一个人的仪表风度、言谈举止、服饰穿戴等，即是一个人内在观念素质的体现，内在素质的外化。
可以说，外在形象是内在素养的载体。
由此，评价一个人的品位，仅从其仪表就可窥见一斑。
人的衣装打扮、内涵和个人形象的关系就如一份礼物。
衣装打扮是包装，而内涵就如包装下的那份礼物，个人形象就是整份礼物。
一份昂贵而又精美的礼物，如没有包装或包装得不好，就不能第一时间引人注目，以及不能给人留下
印象，甚至被忽略；但一份礼物包装得非常抢眼，拆开来一看，里面却令人大失所望，就会大大影响
送礼的意义。
记得有位记者说，她在采访张海迪之前，总以为她一定是个梳着一对羊角辫，穿戴朴素的姑娘，没料
到，现实中的张海迪——当代的保尔，竟是一位秀发披肩，身穿西装，谈笑风生的“时髦”姑娘。
对此，那位记者深有感触地说，心灵与外表两者是完全可以统一的。
有这样一位推销员，经中间人介绍，去同某位老总谈一笔合作的生意，而这位推销员所销售的产品正
是这位老总急需的，可以说这是一笔双赢的生意，而且做得好还会大赢。
看到合作的美好前景，双方的积极性都很高。
在这位推销员自我介绍并出示名片之后，老总也拿出友好的姿态，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但这位推销员只用单手把名片接过来，一眼没看就放在了茶几上。
接着他拿起了茶杯喝了几口水，随手又把茶杯压在名片上，那位老总看在了眼里，明在心里，随意谈
了几句话，起身告辞。
事后，那位老总郑重地告诉中间人，这笔生意他不做了，当中间人将这个消息告诉这位推销员时，他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拍桌子说：“不可能！
他们是非常需要我们的货的？
”立即打通那位老总的电话，一定要他讲出个所以然来，那位老总不得已道出了实情：“从你接我的
名片的动作中，我看到了我们之间的差距，并且预见到了未来的合作还会有许多的不愉快，因此，还
是早放弃的好。
”闻昕此言，这位推销员放下电话痛惜失掉了生意，更为自己的失礼感到羞愧。
一个接名片的动作的失礼，就丢掉了一桩生意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在生意场上，人们不是只看产品质
量，更要看人的素质。
人的内在素质不是天生就有的，需要长期积淀，有意识的培植。
法国人说，告诉我你吃的是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
有一个美国人说，你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你就能变成什么样的人。
人们似乎活着活着突然发现自己其实连穿衣吃饭都不懂，需要从头学起，礼仪素养就这样被人们提到
了重要的日程。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丰富和复杂以及人们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人们在交往互
动中，在重内容的基础上有越来越注重形式的趋势，交往互动日渐符号化、形式化，外在形象成为个
体交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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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象所展示的个人魅力，是一个人赢得他
人亲近、认同、尊重的霞要因素。
古人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又云：“酒香不怕巷子深”。
这是指内在素质或内容的重要性。
但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快节奏的全球化、信息化社会中，人们又有多少时问来慢慢体味他人的内在素质
呢？
人们更多的是通过外在形象来认识、了解他人。
研究表明，经验的密度、知识的厚度、思考的深度、魅力的强度，以及是否具有创造力和个性，乃至
资质愚笨或聪敏，善良还是险恶，城府深浅，所有这些都能显示在人的相貌特别是眼睛和神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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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相貌仪容，虽有先天的因素，但更多的则是后天由环境、精神、修养锻炼以及人格所塑造的。
日本经济学家、教育学家小信三曾说：“精于艺或是完成某种事业之士，他们的容貌自然具有平庸之
士所不具有的某种气质和风格。
”印度著名文学家、诗人泰戈尔曾这样说过：一个人在30岁之后，就得对自己的长相负责。
另外，外在形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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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华盛顿联邦银行总裁辛克利时常告诫属下的主管：如果你要别人以专家对待你，你就必须穿得像
一个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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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的沦述，我们可能已经明白了一个人的仪表是可以展示人的内心世界的，可能也有的人可以
举出有的名人不注重仪表的例子，但只要我们稍做观察就能看出，他们之所以在某些方面是优秀的，
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劣根使他们再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优秀之处了。
悦己而及人者君子也不但自己高兴，也将自己好的感受让别人得到分享的人无疑是一个君子。
“美的东西，永远令人心旷神怡。
”而你的仪容，应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是你礼仪之美的外在基点，否则，那就是你的错误。
因为“明星是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的仪容并非出于天赋，它主要得益于自我训练。
培养出来的仪容的内在美才是真正的悦己及人的本钱。
有人向林肯总统推荐一个人为内阁成员。
林肯没有用他。
林肯的理由是：“我不喜欢他那副长相。
”“哦，可是，这不太苛刻吗？
他不能对自己天生的面孔负责呀！
”林肯说：“不，一个人过了40岁，就应该对自己的面孔负责！
”其实，不仅40岁以上的人应该对自己的面孔负责，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仪容负责并承担由此造成的
事业的后果——成功或者失败。
仪容主要是指一个人的容貌，它包括头发、脸庞、耳朵、眼睛、鼻子、嘴巴等。
仪容的整洁与否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往往是这些无声的语言，最直接、最无保留地向别人传达着你的心情和状态。
所谓第一印象，也往往是凭借观察对方的仪容和着装而留下的。
仪容美并非全指天生丽质，凡是符合礼仪要求的仪容就是美的仪容。
它包括三个要素：第一，仪容的自然美，即先天容貌潜质。
拥有漂亮的外貌，无疑会令人赏心悦目，感觉愉快。
但是，即使没有娇好的外貌，我们也不要气馁，相信通过自我训练，也能获得令人喜爱的美的外表。
有人统计，90％以上的人曾有过体相烦恼。
此时，身体形象在自我意识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身体形象决定着自己在同龄人中的威信和
声望，对自己的长相容不得半点差错。
一些人片面放大了自己长相“缺陷”，比如有的人过分在意青春痘，整天照镜子，越照越没信心。
有了体相烦恼，正确面对很关键。
有位女士，身高l65厘米，体重75公斤。
她觉得太胖了要减肥，为此很难为情。
其实她误解了真正意义上的仪表。
事实上，无论美与丑、胖与瘦，可当你真正地理解了仪表的真正含义时，你都可以展现出应有的仪表
来，对此，我们可以看看成功人士如何面对自己的长相。
很多人印象中的凌峰，是一顶被阳光浸透的旧草帽，一张被岁月镌刻得千沟万壑的古铜色的脸。
有一次一位记者问：“凌峰，你为什么长得这么丑？
”凌峰说：“我长得很中国，中国五千年的苦难和沧桑都写在我的脸上。
”光头葛优曾被评为“影帝”，有人说葛优不好看，葛优自嘲说：“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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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长毛。
”其实，上帝把每个人都设计得很奇特，当你发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你应该觉得自己很美丽！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像你，你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仪容的修饰美。
常言道，三分长相，七分打扮。
一个人的容貌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也可以通过得体的修饰做到仪容整洁，来为你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
象加分。
人们之间的好恶亲疏往往也是对这第一印象“有感而发”的。
同样一个人的能力虽分高下，然而稍加注意，都能做到仪容整洁，这起码体现了一种做事认真、留意
细节的态度，这些也都是出色完成工作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整洁的仪容除了悦人外，还能悦已。
仪容干净整洁，滴水不漏，更容易让别人亲近，在旁人赞许的眼光中，你的自信也就一点一点建立起
来了。
因此职业人士对这方面千万马虎不得，要时时刻刻保持仪容整洁，别让一时的疏忽给初次见面的他人
造成不可逆转的坏印象。
第三，仪容的内在美。
仪容的内在美是指通过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个人的文化素养、艺术修养和思想道德水准，培养自己高
雅的气质与美好的心灵，让自己有内涵、有底蕴、有品位、更时尚。
使自己秀外慧中，表里如一，好似酿造的葡萄美酒，时间越长酒味越醇厚，香味越浓郁，色泽和外观
越美好。
仪容内在美还教你学会如何欣赏、鉴别，了解哪些美是适合我们的，哪些是不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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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决定地位》为风靡当今东方世界的成功学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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