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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做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经久不衰，历经考验，历经沧桑，却依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吸引着一
代代的文人墨客、雅俗智者去解剖、去领会、去赞叹。
尽管有无数人为它做过诠释，但始终没有一个终极的答案。
何为对？
何为错？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都有自己做人的标准和原则，该如何做人是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人心向背关系成败得失；得人心者，得天下。
可见人心之重要。
但是，人心难测，人心难懂，人心更难得。
我们不可否认，每个人都想成为生活的强者、智者，都想做人成功，做事成功，都想获得别人的认可
或赞赏。
学会如何做人，获得人心，你所想要的将不再遥远、不再是梦。
    生命是一张单程票，有去无回，匆匆忙忙的几十年，我们能做多少事？
有的人的人生轰轰烈烈，跌宕起伏，辉煌灿烂，而有的人却是庸庸碌碌，默默无闻，辛苦乏味，何也
？
原因有很多，这里面占很大比例的就是你的做人。
不论大事小事，都要靠人去做，得人心者，大事小事，事事顺心，事事成功；不得人心者，事事无成
。
    获得人心，就要言到、心到、手到。
话要会说，不会表达，想再多，别人也不能透过肚皮看到你的心；心里要时刻装着别人，该让则让，
该放则放，能忍则忍，让别人懂你的用心良苦；人是“做”出来的，自己的心热乎，才能让别人的心
也跟着热乎。
    本书结合详尽具体的事例，用生动的语言，灵活的视角，从十多个方面铺展开来，为您解惑答疑，
阐述获得人心的方法，增强人格魅力，展现多面人生。
做人也要做出水平来，做人赢在获得人心。
    当然，由于水平所限，书中论述难免有未尽之言，或者错误偏颇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谅解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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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妙语生花，能言善辩打动人，面子该放下时就放下，真实更易赢得人心，凡事让人三分，留点余
地好做人，世事洞明皆学问，能屈能伸得人心，朋友是桥，情谊如虹，忍得一时，受用一生，必要时
“糊涂”一点，智慧做人，低调做人，赢得好人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诚信做人有信誉，以情动
人，储存人情，赢得人心。
　　人心向背，关系成败得失：得人心者，得天下。
人心难测，人心难懂，人心更难得。
赢得人心，让难测、难懂、难得之心，尽在掌握。
做人就是赢得人心，赢得人心，做人易，做事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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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分辨交谈对象，道出精辟之语    和聪明的人说话，须凭见闻广博；与见闻广博的人说话，须凭辨析
能力；与地位高的人说话，态度要轩昂；与地位低的人说话，要谦逊有礼；与上司说话，用奇特之事
打动他；与下属说话，用切身利益说服他⋯⋯这些看上去很容易，实则是最难的说话境界。
    说话不看对象，不仅达不到目的，往往还会伤害对方的面子。
反之，了解了对方的情况，即使发表一些大胆的言论，也不会对对方造成伤害，反而会达到自己的目
的。
    (1)要根据对方的身份。
确定说话的方式和内容    《世说新语》中有这么一则故事：有个叫许允的人在吏部做官，提拔了很多
同乡人。
魏明帝察觉之后，便派虎贲卫士去抓他。
他的妻子忙出来告诫他说：“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
”让他向皇帝申明道理，而不要寄希望于哀告求饶。
    于是，当魏明帝审讯许允的时候，许允直率地回答说：“陛下规定的用人原则是‘举尔所知’，我
的同乡我最了解，请陛下考察他们是否合格，如果不称职，臣愿受罚。
”    魏明帝派人考察许允提拔的同乡，他们倒都很称职，于是将许允释放了，还赏了一套新衣服。
    许允提拔同乡，是根据封建王朝制定的个人荐举制的任官制度，不管此举妥不妥当，它都合乎皇帝
认可的“理”。
许允的妻子深知跟皇帝打交道，难以求情，却可以“理”相争，于是叮嘱许允以“举尔所知”和用人
称职之“理”，来抵消提拔同乡、结党营私之嫌。
这可以说是善于根据说话对象的身份来选择说话的方式和内容的绝好例子。
    (2)要注意观察对方的性格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往往通过自身的言谈举止、表情等流露出
来，如那些快言快语、举止简洁、眼神锐利、情绪易冲动的人，往往是性格急躁的人；那些直率热情
、活泼好动、反应迅速、喜欢交往的人，往往是性格开朗的人；那些表情细腻、眼神稳定、说话慢条
斯理、举止注意分寸的人，往往是性格稳重的人；那些安静、抑郁、不苟言笑、喜欢独处、不善交往
的人，往往是性格孤僻的人；那些口出狂言、自吹自擂、好为人师的人，往往是骄傲自负的人；那些
懂礼貌、讲信义、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尊重别人的人，往往是谦虚谨慎的人。
对于这些不同性格的谈话对象，一定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在《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中，马超率兵攻打南萌关的时候，诸葛亮对刘备说：“只有张飞、赵云
两位将军，方可对敌马超。
”    ，刘备说：“子龙领兵在外回不来，翼德现在这里，可以急速派遣他去迎战。
”    诸葛亮说：“主公先别说，让我来激激他。
”    这时，张飞听说马超前来攻关，大叫着要求出战。
诸葛亮佯装没听见，对刘备说：“马超智勇双全，无人可敌，除非往荆州唤云长来，方能对敌。
”    张飞说：“军师为什么小瞧我！
我曾单独抗拒曹操百万大军，难道还怕马超这个匹夫？
”    诸葛亮说：“你在当阳拒水断桥，是因为曹操不知道虚实，若知虚实，你怎能安然无事？
马超英勇无比，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渭桥六战，把曹操杀得割须弃袍，差一点丧了命，绝非等闲之辈
，就是云长来也未必能战胜他。
”    张飞说：“我今天就去，如战胜不了马超，甘当军令。
”    诸葛亮看“激将法”起作用了，便顺水推舟说：“既然你肯立军令状，便可以为先锋！
”    结果，张飞与马超在南萌关下酣战了一昼夜，斗了二百二十多个回合，虽然未分胜负，却打掉了
马超的锐气，后马超被诸葛亮施计说服而归顺刘备。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针对张飞脾气暴躁的性格，常常采用“激将法”来说服他。
每当遇到重要战事，先说他担当不了此任，或说怕他贪杯酒后误事，激他立下军令状，增强他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激发他的斗志和勇气，扫除轻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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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关羽，诸葛亮则采取“推崇法”，如马超归顺刘备之后，关羽提出要与马超比武。
为了避免二虎相斗相伤，诸葛亮给关羽写了一封信：我听说关将军想与马超比武分高下。
依我看来，马超虽然英勇过人，但只能与翼德并驱争先，怎么能与你“美髯公”相提并论呢？
再说将军担当镇守荆州的重任，如果因你离开而造成损失，那么你的罪过有多大啊！
    关羽看了信以后，笑着说：“还是孑L明知道我的心啊。
”他将书信给宾客们传看，打消了比武的念头。
    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鬼谷子曾经精辟地总结出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的办法：和聪明的人说话，须
凭见闻广博；与见闻广博的人说话，须凭辨析能力；与地位高的人说话，态度要轩昂；与地位低的人
说话，要谦逊有礼；与勇敢的人说话，不能稍显怯懦；与愚笨的人说话，可以锋芒毕露；与上司说话
，须用奇特的事打动他；与下属说话，须用切身利益说服他。
    (3)一定要集中精力听对方的话    有些人在处世时，自己滔滔不绝地唠叨个没完，一遍遍地诉苦，没
完没了地恭维对方，以为这样就能博取对方的好感，殊不知这样适得其反。
因此，为人处世，要管住自己的嘴巴，竖起自己的耳朵。
要想达到目的，首先要当个好听众。
当你在认真地聆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你的认真、你的全心全意、你的鼓励和赞美都会使对方感到你很
尊重他，当然你也会得到善意的回报。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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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做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经久不衰，历经考验，历经沧桑，却依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吸引着一
代代的文人墨客、雅俗智者去解剖、去领会、去赞叹。
    陈泰先编著的《做人赢在获得人心》结合详尽具体的事例，用生动的语言，灵活的视角，从十多个
方面铺展开来，为您解惑答疑，阐述获得人心的方法，增强人格魅力，展现多面人生。
做人也要做出水平来，做人赢在获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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