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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借助《大学》的智慧深度解读了现代企业家或者管理者在管理困境中的领导力问题。
以《大学》的智慧带领想成为成功领导者的人挖掘埋藏于内心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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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林涌，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
　　国际职业高级培训师
　　神州鼎慧管理咨询公司业务合伙人
　　1995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2002年获得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具有11年管理咨询行业经验。
曾经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SERI、中国五矿钢铁公司、中国青少年发展中心、广东交通集团公司、
三一重工股份公司等几十家企业提供咨询与培训服务。

　　已出版有《禅悟管理十日谈》、《高效能企业的七个习惯》等企业管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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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之道>>

章节摘录

　　1.领导者对于作为社会风俗和文化的思想状态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他们可以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统一性的象征。
他们可以体现让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价值观。
最重要的是，领导者可以构想并清楚地表达令人向往的愿景，让人们放弃偏执狭隘的成见，超越撕裂
整个社会的冲突，团结起来去追求值得他们倾尽全力的目标。
　　2.领导者为了组织的进步需要迎接挑战不断创新，这也意味着较高的风险。
一个新政策的提出一定会有大量的反对意见，一旦你失败，不仅意味着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打击，很可
能会丧失领导者的位子。
改革意味着打破现有的秩序，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会想方设法阻止改革的进行，设法将组
织领回原有状态中。
但是如果一位领导者看到企业现有问题，因为担心遭到反对而没有及时提出很有可能会对公司长远发
展造成恶果。
所以，领导者不仅要学会看出组织存在的问题，还要敢于提出问题，掌握提问题的方法。
　　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最佳策略是先引起人们对这件事情的关注，一方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让人们看到改革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手段，让组织成员直面现实，让众人听从领
导者的召唤，为了一个正确目标而前进。
　　3.优秀的领导者总是善于激励、善于鼓舞人心的。
激励可以拉近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距离。
对员工的表扬和庆功会不仅仅只是有意思而已，也不应只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庆功会，沟通同事间的感
情。
激励是件严肃认真的事情。
在激励的同时，领导者也要让员工看到得到表扬的原因是什么，从而吸引员工做得更好，也就是要把
奖励与绩效联系在一起。
优秀领导者会认识到，认真办好一场优秀员工的庆功会，可以大大加强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调动
员工的热情，加强员工的奉献精神，从而促进更多员工为集体做出更多贡献，提升团体的工作效率。
　　4.领导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对一个梦想的热情，对一个愿景的投入。
他们注重结果，而实现愿景散发出来的热情和力量会吸引更多的追随者。
领导者天生就是创造者、梦想家。
他们渴望改变，渴望世界按自己的意愿改变，希冀创造奇迹。
　　领导者的作用在于让这个愿景不仅局限在领导者个人的梦想范畴内，而是变成追随者们共同的梦
想。
领导者需要让大家一起为共同的梦想努力，他需要众人支持，因此领导者要了解其他人的梦想、价值
观和愿景，这样才能找到众人梦想的共同之处，用自己的梦想激活他人的梦想，让其他人知道你的愿
景和他人的关系，对他们的帮助和益处。
领导者是自信的，有信心通过自己的谈话和行动表现自己的梦想，吸引他人的追随。
领导者从来不是孤立的，他需要追随者，需要有人无条件配合他、支持他，而愿景就是获得支持的最
有力量的能量源。
　　卓越领导力来自共启愿景的能力，来自趋于至善梦想，只有能够点燃追随者实现愿景火花的领导
者才是一位优秀领导者。
　　领导力并非与生俱来的，并非少数人的内在特质，也不是上帝专门赠予某些人的特殊礼物。
只要学习，只要在人际交往中用心体会，按照《大学》&ldquo;三纲&rdquo;逐步修炼，相信每个有梦
想有能力的管理者最终都会成为卓越领导者。
　　领导者虽然看似很神圣，但是只要我们善于走近他，褪下那层神秘的光环，你会发现领导力的修
炼并不难。
　　5.作为一个领导者，在&ldquo;知&rdquo;这个层面能做的就是先忘掉自己领导者的身份，忘记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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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诸在领导身上的种种条框，种种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看待，关心自我提高
，而非如何向下属展示领导者权威。
　　每个行业的从业者都要依赖一些工具来实现自我价值，画家运用画笔，编程师运用电脑，但领导
者依赖的只有他们自己，只有把握自己才能真正掌握领导力。
自我的完善提高对领导者来说并不等同于不断吸收大量新信息或尝试新技术，而是要求领导者释放出
那些深存于灵魂深处的东西，解放内心中受到束缚的领导潜能，给自己充分的行动自由。
　　领导者虽然要求有过人的智慧和能力，但是《大学》中&ldquo;七证&rdquo;的&ldquo;知&rdquo;首
先要求的是领导者对内心深处自我的清楚认知。
通过不断的自我提升获得作为领导者所需要的自信，明了自己拥有的力量。
因为当领导者意识到自己有这些力量并采取恰当的手段开发它们的时候，这些力量才能日益强大并发
挥应有作用。
　　6.当领导者面对的选择越来越多，诱惑越来越大，认清自己、忠于自己也变得越来越难，人会在
功利面前逐渐浮躁，让你偏离真正的自己，忘掉曾经拥有的真诚。
　　如果没有真正了解自己，一个追求成功的领导者很容易受外部信号的吸引，放弃了对真正成功的
追求，忘记了当初的目标，逐渐迷失自我。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职业生涯的推进，这些领导者会意识到生活中缺少了某些东西，有些东西正在阻
碍自己的进步，离自己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
还有一些领导者会疯狂追求触手可及的被外界认可的成功符号&mdash;金钱、名誉、股票。
这些事物虽然可以让他们获得成功，但毫无疑问，这种成功只是短暂的，因为没有从内心深处认识自
己，这些领导者很容易偏离轨道，并在决策时出现严重失误。
　　领导者如何在日渐浮躁、功利的社会中挖掘真正的自我，唤回已经失落已久的灵魂，做到&ldquo;
知止而后有定&rdquo;呢？
　　认清自己的过程与剥洋葱类似。
&ldquo;洋葱&rdquo;的外壳是你有意识向外界展现出的自己：外表、表情、肢体语言、表达方式等等
。
认清自己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理解自己的外壳，外壳体现着一部分内心深处的想法，体现着自己的弱项
与强项，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得到什么。
　　向里面延伸的第二层次是价值观，以及真实行动和经历与价值观的冲突。
第三层是自己奋斗的动力。
剥开这层后就进入了&ldquo;洋葱&rdquo;的内核，也就是自己灵魂的深处，发现自己的盲点和弱点以
及中间最核心的信念，在社会中的位置。
也许真正领悟到&ldquo;洋葱&rdquo;内核的人才算近道了，不过要做到悟空也着实不容易。
　　这些层次由表及里，由粗糙坚硬到柔软细腻，越向深处探寻，你会发现每一层会变得越来越有趣
，深的一层比浅的一层更柔软，保护得更好，更不希望别人探知。
一个人的经历越多，层数也就会相应增多，在与外界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
　　7.不可否认，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并非易事，尤其当外部世界的利益诱惑或生存压力向你袭来时，
更是容易迷失方向，偏离原有的路线。
只有真正认识自己，拥有核心价值观，形成明确领导原则的领导者才会抵挡住诱惑。
首先，一位领导者应该明确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是事业，是家庭还是自我实现？
价值观没有对错，关键是能形成并坚守自己的价值观。
当价值观形成之后，就可以规划一套领导原则，帮助领导者将目标和愿景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领导者为了形成一套价值观应该先分析价值观的重要性，按照权重进行排序，领导原则就像在沙漠中
旅行者的指针一样，帮助旅行者进行方向定位，找准方位。
　　确定领导原则以后，领导者还要为自己规划一条道德界限，作为工作中可以触及的底线，保证路
线在实施中不会偏离太远。
一旦领导者遇到真正的危机，真正了解自己明确价值观的领导者更容易保持方位正确性，抵挡压力，
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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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领导者没有必要将全部时间都用在工作上，必须给自己留出一些私人空间和时间，作为压力的
缓冲。
例如，一些领导者会通过冥想、瑜伽让自己集中注意力，释放压力；一些领导者通过祈祷来净化心灵
；一些人通过在工作后跑步减轻压力；还有一些人只要和朋友聚会，看电影，看电视，听音乐，看书
之类的就可以舒缓疲劳，精神振奋。
　　对一位领导者来说，什么样的减压方式并不重要，关键是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正确的减压方式可以让领导者减轻工作带来的疲劳，放松心情，进而可以更加精神抖擞地回归工作，
思考问题，提升效率。
特别是当领导者处于极其忙碌或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一定要将减压活动持续下来，越是紧张的时刻
越需要学着释放压力，寻求平衡。
　　9.作为一名成功的领导者不仅要选择自己的生活，学会作决定，同时还要对成功的定义作出自己
的思考。
如果一位领导者对自己想要得到的成功没有作出清楚的定义，那么或者由其他人定义你的成功，按照
别人的想法左右你的生活，或者迷迷茫茫，在前进路上丧失方向。
只有自己为生命中各种事物进行权重排序，认清什么是重要的，你才可能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在职
业生涯上走得更远，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
　　10.一个领导者只有具有利他之心，才可以不断开阔自己的眼界，不断完美自己的生活，用长远的
为人类谋福利的目标来设定自己的人生规划，从而获得企业乃至人生更大的成功。
每天我们都要作抉择，不仅是一些与人生前途有关的重大事件，即使是一些小事也需要我们的正确判
断和决定，人的一生也就是在决策的正确和错误中不断积累着自己的经验。
而这种种判断依据又是从何而来呢？
一些是靠直觉，一些是凭借感性，还有一些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综合考虑各方面的要素，但判断的度很
难把握，犯错误不可避免。
对于如何将犯错误的几率降到最低，稻盛和夫认为，要&ldquo;用灵魂，就是利他之心即超出只要自己
好就行的想法，即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为别人付出点什么之心&rdquo;来进行判断。
只有放弃小我的利益，将眼光放长远放开阔才可以将决策做到最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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