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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全面而出色的管理素质和才干，不是与生俱来或偶然顿悟的。
而是他一生逐渐锻炼和铸造自我的结果。
是他自觉把管理素质的提升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相结合，不断完善自我的结果。
    毛泽东管理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
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他始终重视身体力行，进行深入实际、
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在对客观事实进行深入细致分析之后，作出正确的管理决策。
    毛泽东管理方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分清主次。
抓住主要矛盾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他把主要矛盾的原理运用到管理实践中，形成了抓重点、抓中心工作与抓一般工作相结合的管理艺术
。
    毛泽东管理方法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
来。
在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灵活机动，使毛泽东的管理更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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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管理者的素质一、博览群书勤学不辍学习是提高管理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只有通过不断的学
习，才能积累知识，增长才干。
如果不去学习，则很难胜任管理工作，成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
毛泽东一贯都很重视学习，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坚持每天在油灯下勤学苦读，博览群书。
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古今中外的帝王将相、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人的人物传记到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到《西游记》、《红楼梦》等
文学作品；从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养成的这种良好的读书习惯
，一直伴随了他整个一生。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是书不离人，手不释卷。
不管工作多么繁忙，他总要抽出时间每晚夜读。
毛泽东晚年时，视力下降得很快，身体也大不如前，但他仍然坚持自学苏联政治经济学和英语。
在他弥留之际，仍坚持看书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并非只是作为消遣，而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根据不
同时期的需要，选择看不同的书籍。
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着对知识的占有。
正是由于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加上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使得他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管理有着6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得心应手，驾轻就熟1902年
至1906年，毛泽东在韶山南岸私塾读书，所学课本为中国传统基础教育必读的经书，如《三字经》、
《诗经》、《论语》等。
对于其中的精彩段落，他能背诵如流，这令他受益匪浅，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兴趣有增无减，到老不衰。
以至于在他的报告和写作中以对《诗经》、《论语》等经书中的名言警句信手拈来、出口成章1906年
至1909年，毛泽东停学在家，除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外，晚上还要帮父亲记账。
但他仍然坚持自学，经常晚上在小油灯下勤奋读书至天亮。
毛泽东的父亲是个精明而较为吝啬的人，认为毛泽东晚上读书浪费了灯油，经常训斥他。
但毛泽东等父亲睡着了之后，偷偷地再起床看书。
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当时被认为是旁门左道的杂书，如《精忠传》、《西游记》、《水浒传》、
《三国演义》等，常常看得如痴如醉。
在这些传奇小说和神话故事中，少年毛泽东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书中叙述的都是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而农民却当不了书中的主人翁呢？
他带着这个看似简单，其实又难于解释的问题，询问了韶山冲里的很多人，但都未得到答案。
为此，他纳闷了两年，最后还是自己找出了答案。
农民终年劳作，却无钱读书，自然写书的人都不是农民，写书人也瞧不起农民，当然不会写关于农民
的书。
毛泽东深深地热爱着和他朝夕相处的农民，他对周围的小朋友说：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
的书，写穷苦人的书1910年秋，毛泽东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期间他经常到学堂藏书阁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了解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等中国古代帝王的
事迹，对他们大为仰慕。
他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了拿破仑、叶卡捷琳娜、彼得大帝、惠灵顿、卢梭、林肯等人的事迹，
对他们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
在这里，他还接触到了早期资产阶级及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为痛恨，对民族危亡忧心如焚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四师，次年进入一师。
在长沙，毛泽东的眼界大大开阔了。
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又对哲学、伦理学、法律等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亚当
．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籍。
此外，报刊室也是他每天必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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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报刊非常认真，常常随身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报刊上提到的地名，就查看地图，找出
位置，疑难字则查查字典，凡重要消息、文章、资料，不论长短，他总是从头到尾认真读完，并做摘
记，写出心得。
对于自己订阅的报纸中的重要资料，则剪下来积攒装订成册1918年秋，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
图书馆当助理员。
他利用管理报刊之便，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报纸杂志，汲取了许多新知识，对政治的兴趣不断增长。
他认真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
克思主义的文章，逐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里，毛泽东依然保持着每日读
书看报的习惯。
每到一地，他都派人四处收集书报。
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后，他找到一本《反杜林论》译本，如获至宝。
在长征途中，他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因病躺在担架上行军时仍反复研读建国后，为探索适合国情
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更是急于弥补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陷。
他曾对旧友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可能地挤出时间阅读自然科学书籍，钻研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化学、地质
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
到了晚年他还雄心勃勃地计划带队骑马去黄河源头考察。
此外，他还坚持自学英语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对于现代管理者来说，经常学习，尽可能地扩大自己
的知识面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学习，使自己的知识体系更加完善，从而能够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样在从事管理工作
时才能得心应手。
然而，我们现在有些管理者常以工作忙为由，不重视学习相关科学知识，在工作中完全凭经验办事，
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管理失败。
因此，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博览群书、勤学不辍的进取精神，储备知识，增长才干，真正成为一名
合格的管理者二、胸怀坦荡虚怀若谷要想管理好一项事业，必须要有广阔的胸襟、坦荡的胸怀，有容
人之量。
只有这样，才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凝聚人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推动各项事业和工作的
顺利发展。
毛泽东一生胸怀坦荡、虚怀若谷。
对于和自己政见不一，甚至蓄意伤害过自己的人，他从不斤斤计较，耿耿于怀，反而主动地加以团结
，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化干戈为玉帛。
同时，他也很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从谏如流，采百家之长，明治国之理。
这些良好品质，是他能成为一个伟大管理者的重要因素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王明“左”倾
错误发展到顶点，张闻天被“左”倾的苏区中央局安排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则只留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实质上被完全剥夺了对军队和政府的领导权。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但对张闻天毫无敌意，反而主动与他接近，多次与他彻夜长谈，交换对时局
的看法。
张闻天在毛泽东耐心的说服帮助下，开始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决裂。
在广昌战役后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他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同博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极力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实现党的历史上生死
攸关的转折起了良好的作用。
对于张闻天的转变，毛泽东后来多次赞不绝口。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
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同志们把账记在我的名下，但我不能忘记这两个人毛泽东还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于不同方面的意
见他都能凭着广阔的胸襟妥善处理1945年，黄炎培等6位国民党参政员应毛泽东之邀，飞赴延安访问。
毛泽东邀，黄炎培等人到他家，谈了整整一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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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到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何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
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
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
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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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教我们学管理》介绍了：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党和国家的最高管理者，其管理
活动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事务也相当庞杂。
但也站得高、看得远，总是能提纲挈领，抓住要害。
毛泽东堪称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位卓越的管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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