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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
他一手伸向历史一传统，而一手则落实于现实，将“故事”的“意义”与自己的“立意”结合起来，
使两者契合，从而使故事一传统在现实一现代的基础上，挥发出它的现实意义与实用价值来。
不过，这种“自然的显现”，还是自然状态的，自发的，自在的；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梳理、剔抉、
挖掘，并加以发挥、阐释。
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思考。
他在每篇讲过故事之后，都在故事本意的基础上，加以发挥，特别是还将自己结合实际的思考，对故
事深层意义进行了挖掘，并给以恰当的阐释。
而且这种阐释是具有针对性的，结合实际需要的。
这就增加了本书的实际意义和思想价值。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有关人才战略的，涉及重视人才、人才观、如何识别和发现人才、如何使用人才
、如何不拘一格用人才，以及如何成才与提高素质，等等。
这对于当前急需人才，实施人才战略、培养和使用人才具有战略意义的现时，是很有意义，具有迫切
的现实价值的。
此外，还涉及政务、管理等内容，也是很有思想意义和现实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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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雷，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共青团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现任东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教授，兼任沈阳市第十二届政协常委、辽宁省高校报研究会理事长等
职。
先后获得辽宁省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沈阳市教科工委优秀党务工作者、沈阳市五四奖章等荣
誉称号。

    曾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国家级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和论文40余篇。
出版专著有《倾诉成长》、《lT人才成长》、《信息技术人才：两种文化间的成长》等近20部。
在大学生中开设“传统文化”、“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等近十个方面的专题讲座和课程。

    先后完成近10项国家和部省级课题研究，目前正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委托项目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等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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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前赴后继演绎“重才大戏”　真假国宝　“废石”与国宝本在咫尺之间　齐威王视人才为宝
　　秦国振兴因哪般　生子当如孙仲谋　曹操泪吊“良才”　王建嫉贤亡国的悲剧　刘邦与项羽的高
下之争　人才是治国的锐器　杨坚择储君的教训　江山代有才人出　武则天笑对反对派　唐太宗重“
才”轻“财”　宋太祖重用儒臣　朱元璋求“国宝”　康熙的科学“情结”　从“踏雪”到“拜雪”
　王鼎舍身护才死犹生　悍将鲍超“三叩首”　“万紫千红”都是才源　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
任之　公心举贤才第二篇　万水千山只为“觅贤才”　燕昭王求贤高筑黄金台　姬昌不耻下问拜军师
　楚庄王求贤有道成霸业　邹忌·俞伯牙·千里马　毛遂自荐传佳话　“文侯选相”启示多　人至察
则无徒　荐贤为国非为私　访士求贤的“金钥匙”　一日七贤何其多　左雄荐贤的得失　慧眼识珠的
“柴氏女”　唐玄宗三下诏书请李白　莫从常处寻圣贤　“深谷幽兰”不可丢　举人选贤寸心知　⋯
⋯第三篇　博采众长，用人有道第四篇　拨云见日，识才有门第五篇　吐故纳新，和谐交替第六篇　
管中窥探商海管理第七篇　披肝沥胆，治政图存第八篇　运筹帷幄，彰显素质第九篇　千锤百炼，成
才有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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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真假国宝　　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剥削制度的本决定了即使是圣明之君也不可
能真正重视人才。
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王朝的频繁更替，毕竟促使历代王朝中的一些帝王将相和思想家、政治家、
军事家，逐渐认识了人才的重要性。
正国为如此，我国古代的人才思想直接地、紧密地结合在政治斗争之中，着眼于得天下，保天下和兴
天下。
　　当然，封建统治阶级重视人才，是为维护他们本阶级的利益，是为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和压迫
，这与我们今天提倡重视人才，是有本质区别的。
但是，古人把人才看作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国宝，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
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没有大批的创新型人才是不行的，以往我国经济发展不够快的原因，
主要在于缺乏技术创新和知识更新。
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我们理应把知识分子和创新型人才视为国宝。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着深刻教训的。
几经折腾，现在，终于认识到对于实现国家的宏伟目标，解决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具有特殊的迫切性
和巨大的战略意义。
我们一定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高度自觉地做好知识他子工作。
要“使全党和全社会认识知识他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并且决心尽可
能创造条件，使广大知识分子能够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地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国宝”充分展露才华之时，也就是我国的国民经济插翅腾飞之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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