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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管人的艺术，实际上是在学府中学不到，但在实战中却百发百中、屡试屡验的实用领导技能；尤
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amp;ldquo;人治&rdquo;历史的国度里，各式各样的&ldquo;管人艺
术&rdquo;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既有刘备与诸葛亮那样的&ldquo;如鱼得水&rdquo;式君臣和睦的领导与
被领导关系的典范，也有刘邦与韩信那种&ldquo;卸磨杀驴&rdquo;式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悲惨结局；既
有唐太宗那种&ldquo;房谋杜断&rdquo;式的高超用人技巧，也有凡事悉听邪佞小人的昏愦皇帝；既
有&ldquo;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rdquo;的宽大胸襟，也有对人才时时处处设防的&ldquo;武大郎开
店&rdquo;式的狭小气量；既有&ldquo;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
可以知得失&rdquo;的明君风范，也有&ldquo;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rdquo;的霸道作风&hellip;&hellip;
　　时至今日，21世纪的文明东风已鼓荡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ldquo;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人为
本、人本管理&rdquo;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今天的管理者，应秉持&ldquo;以人为本&rdquo;的基本管理心态，将自己的一切管理行为约束在科学
而合理的规章制度内，绝对不能搞&ldquo;顺我者昌，逆我者亡&rdquo;式的家天下；否则，必定成为
高级人才不断逃离的樊篱；而一个不能吸引人才的组织是注定要垮台的！
　　由此可以看出，&ldquo;管人艺术&rdquo;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有一个好的领导科学机制和体制；只
有在这样的基础上，&ldquo;管人艺术&rdquo;才能大放其光辉；&ldquo;管人艺术&rdquo;是末，而健康
合理的领导体制才是本；否则，&ldquo;管人艺术&rdquo;就只能解决枝节问题，而不能解决实质性问
题。
　　可喜的是，我国企业正在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领导体制的科学与民主，正是现代企业制度
的重要内容。
从实践上看，企业的发展和前进也要求必须实行现代企业制度；那些领导体制不完备、有漏洞的企业
，包括很多家族企业，已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时代的发展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你想做&ldquo;土皇帝&rdquo;，那你的企业就吸引不到人才，你
的企业就无从发展，从而会像王朝覆灭一样被逐出市场格局。
　　如何建立科学民主的领导机制，不是本书的讨论范围；本书只探讨领导科学艺术方面的内容，也
就是本书书名所言明的&ldquo;管人的艺术&rdquo;。
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由于是一种&ldquo;人治&rdquo;社会，所以遗留下来的经验和技巧可资借鉴和使
用；而且由于这些经验和技巧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的实际背景出发，所以使用起来十分得心应手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屡试屡验，作为一个领导者是不可不知的。
　　还要提到的一点是，中国古代的&ldquo;管人术&rdquo;中，有一部分是&ldquo;管人的权术&rdquo;
，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必须坚决地予以批判，因为它是采用欺骗甚至阴谋的手段给人设陷阱和圈套以
使人就犯；另一部分才是&ldquo;管人的艺术&rdquo;，对这样的内容我们应予以发扬光大，并使其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出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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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人是依靠一些艺术性的手段去征服你的下属，从而达到对他们的有效管理。
管人的艺术，实际上是在学府中学不到，但在实际中却是百发百中的实用领导技能。
如何建立科学民主的领导机制，不是本书的讨论范围；《管人的艺术》只探讨领导科学艺术方面的内
容，也就是本书书名所言明的“管人的艺术”。
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由于是一种“人治”社会，所以遗留下来的经验和技巧可资借鉴和使用；而且由
于这些经验和技巧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的实际背景出发，所以使用起来十分得心应手，在某些特
定的情况下屡试屡验，作为一个领导者是不可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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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 1 章管人的基本原则　　管人的基本原则是要有一整套民主科学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那种
封建时代把人当作工具来对待，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式的人治行为必须予以彻底抛弃。
新时代的企业领导者应该具备&ldquo;以人为本&rdquo;的基本管理心态，把员工真正当作&ldquo;
人&rdquo;来看待，在此基础上演绎自己的管理艺术和风格。
　　1.中国是一个管人艺术丰富的国度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大臣及各级官吏与最
高统治者&mdash;&mdash;皇帝，不但在行政关系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人格上还有人身依附关
系。
皇帝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其尊严不得有丝毫的冒犯；否则，轻则贬黜流放，重则坐牢、杀头。
所以，在&ldquo;管人&rdquo;与&ldquo;被管&rdquo;的关系中，&ldquo;被管&rdquo;者处于绝对的弱势
地位。
　　但这些明显的&ldquo;弱者&rdquo;，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历史上宦官篡权、大臣谋反的事例并不鲜见；所以，如何处理好与&ldquo;被管者&rdquo;的关系，让
他们既舍身舍力地为自己效命，又不生谋反之心，是每一个封建皇帝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哪一个皇帝能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他那个朝代就兴旺发达；而哪一个皇帝处理不好这个问题，他那个
朝代就衰落腐朽。
　　封建王朝的&ldquo;管人术&rdquo;建立在家天下的基础上，其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处理上就不
可能是合理而科学的。
他们领导得好也罢，领导得不好也罢，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不具有根本的必然性；所以，其表现
的形式经常是，当这个人当皇帝时，只是由于这个人的品德和人格力量，才使他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
理上比较妥帖和合适，从而博得&ldquo;人才&rdquo;们的赞许，进而愿意为之效力；当这个人故去或
不在时，由于没有建立一套科学可靠的决策与领导机制，再加上继任者的恶德，便使前朝的一切好处
顷刻间烟消云散&hellip;&hellip;　　从以上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ldquo;管人艺术&rdquo;发挥作用的
基础是有一个好的领导科学机制和体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ldquo;管人艺术&rdquo;才能永放其
光辉；&ldquo;管人艺术&rdquo;是末，而健康合理的领导体制才是本；否则，&ldquo;管人艺术&rdquo;
就只能解决枝节问题，而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可喜的是，我国企业正在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领导体制的科学与民主，正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
要内容。
从实践上看，企业的发展和前进也要求必须实行现代企业制度；那些领导体制不完备、有漏洞的企业
，包括很多家族企业，已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时代的发展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你想做&ldquo;土皇帝&rdquo;，那你的企业就吸引不到人才，你
的企业就无从发展，从而会像王朝覆灭一样被逐出市场格局。
　　如何建立科学民主的领导机制，不是本书的讨论范围；本书只探讨领导科学艺术方面的内容，也
就是本书书名所言明的&ldquo;管人的艺术&rdquo;。
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由于是一种人治社会，所以遗留下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可资借鉴和使用；而且由于
这些经验和技巧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的实际背景出发，所以使用起来十分得心应手，在某些特定
的情况下屡试屡验，作为一个领导者是不可不知的。
　　还要提到的一点是，在中国古代的&ldquo;管人术&rdquo;中，有一部分是&ldquo;管人的权
术&rdquo;，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必须坚决地予以批判，因为它是采用欺骗甚至阴谋的手段给人设陷阱
和圈套以使人就犯；另一部分才是&ldquo;管人的艺术&rdquo;，对这样的内容我们应予以发扬光大，
并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出新的作用。
2.时代要求：&ldquo;以人为本&rdquo;的基本管理心态　　时至21世纪，我们这个古老国度终于喊出
了&ldquo;以人为本&rdquo;的呼声：&ldquo;以人为本&rdquo;的广告词无数次地出现在电视及广播这种
最广泛的大众媒体上；&ldquo;人本管理&rdquo;成了当下企业界的流行词汇和时髦口头禅。
不管我们的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ldquo;以人为本&rdquo;，这个口号的提出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因为古老的封建国度，&ldquo;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rdquo;、&ldquo;饿死事小，失节事大&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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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条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ldquo;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rdquo;的霸道口
号使任何中国人不敢有一点儿做人的要求，甚至稍微犯一点儿皇帝的忌讳就要被杀头。
　　&ldquo;以人为本&rdquo;不仅是管理的一种方式，更应成为管理的最终目标(虽然在现实中离这一
步还非常遥远)；因为从人的根本意义上来说，任何人都不能把别人作为工具和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被当做人来看待。
所以，所谓&ldquo;泰罗式&rdquo;的科学管理，即卓别林《摩登时代》中所模拟的被固着于机器上、
被当做流水线上一个螺丝钉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已逐渐被抛弃。
虽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仍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某老板迫使工人长时间劳作，并不给吃饱饭。
但这样的事件毕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一经披露，便遭群起而攻之。
谁要是把工人和下属当做自己赚钱的工具，迟早会遭到工人和下属的背叛。
老板必须把员工当做有思想、有感情、有欲望的人来看待，这样，你的事业才会蒸蒸日上。
　　在实行&ldquo;以人为本&rdquo;管理问题上，也要区别对待。
在这方面，国外的X、Y理论特别受用。
这种理论的核心是要求将人分为不同类别来加以管理。
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层次较高的人宜实行Y式管理，即相对自主式管理，也就是要给他们更多的
权利，工作环境相对宽松；因为这种人自主性强，不是有口饭吃就能满足的；他们有很强的进取精神
，除物质需求外还追求精神需求，并能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来自外界的控制和惩罚非但不能促进其工
作，反而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和厌恶。
他们是自主的人，能够很好地进行自我安排和自我控制；他们职业技术强，敬业精神好。
金钱虽然也是他们追求的，但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物质刺激对他们来说就不再成为主要的激
励手段，而自主、自尊、自我实现才是他们真正的需要。
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经济时代，一大批有头脑、有技术的知识精英正在崛起；他们当中很多人自己就
在做老板；有幸能够雇用到他们的公司，应把他们当做公司的主要财富来加以呵护，给他们提供宽松
舒适的工作环境，让他们合伙入股，成为公司的真正主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真正倾心倾力工作，
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光和热。
因为这时，当他们在为公司做时，也就是在为自己做；公司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是同步的。
舍此，应该没有更好的管理方式。
　　得人才则企业兴，失人才则企业败，这是无数经验所证明了的。
想一想，齐桓公若没有管仲，他会不会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刘备若没有诸葛亮，则终其一生也就只能
颠沛流离而已。
所以，刘备在临终时还玩弄了一个管人小花招：他拉着孔明的手，说君才十倍于曹丕，若阿斗能辅则
辅之，不能辅则可取而代之。
当下感动得孔明痛哭流涕，立刻跪地表示愿为刘家天下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备深知孔明不会那样，所以故意做了个顺水人情，讲一些空话，其用意是再一次打动孔明，明示自
己如何&ldquo;信誉著于天下&rdquo;。
否则，如果他真有此心，为何不在其死前就将此事办妥？
阿斗的无用是&ldquo;秃子头上的虱子&mdash;&mdash;明摆着&rdquo;的事。
刘备深知，诸葛亮这种人才只能用Y式管理法，在&ldquo;三顾茅庐&rdquo;时就是以诚动其心；在临死
时，还不忘以情感其人。
这就是刘备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以一&ldquo;织席贩鞋小儿&rdquo;而能最终三分天下的根本原因
。
　　上面我们说的是Y理论，下面再说X理论。
这理论是说对那些层次低、受教育少的人最好还是采用泰罗式管理。
因为他们较少自主性，不能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所以，对于他们，规章制度要订立得越严密越好，
物质奖励方法也要越细致、越明确越好。
这些人一般都处于物质生活的匮乏状态，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糊口；他们没有更
多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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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般来说不惜力气，只要能赚到钱，他们愿意从早干到晚，可以一天连续工作16个小时。
这样的人如果你给他自主权，那他就会顿时失了主心骨，还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考虑到我国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尚占据很大地位，所以，老板们还必须仔细研究泰罗式管理法，将每
一道工序、每一个工作环节研究透彻，以切实提高工作效率，使本企业绩效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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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管人的艺术》洞悉国人心里特征，让管理一击中的；管人要在权利之外培育、提升个人的影响
力  《管人的艺术》管理员工，不是抑制，而是发展；不是令其机械服从，而是使其自主工作。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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