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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角

世象管见

朱晨凯

老子在 《道德经》 里指出，
“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
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呈也”

“音声之相和也”，认为所有的条
件是互相的，追求永恒的标准是
没用的。

老子为什么在 《道德经》 里
来回讲这种道理呢？本书提供了
一个视角，认为 《道德经》 不是
写给普通老百姓的，是写给管理
者和领导者的。老子通过 《道德
经》 告诉领导者，不要追求这种

“名”和“相”。作者指出，把
《道德经》放到老百姓身上，可以

获得一些智慧，但放到领导者身
上，我们就能读懂老子在说什么
了。

书中指出，《道德经》 里包含
了最基本的品德修养，也包含了
最基本的领导者法则，读懂 《道
德经》，对管理大有好处。《道德
经》 对领导者有一个专门的称
呼 ， 叫 圣 人 。 一 部 《道 德 经》
只有 5000 多字，但有 60 多次提
到 了 圣 人 。 在 老 子 的 定 义 中 ，
圣人就是领导者。《道德经》 的
核心是领导者法则，领导者法
则的核心是要求领导者尽量放
下自己的欲望，尽全力为你管
理的人去做事，去谋福利，被

你管理的人就会来支持你，让你
越做越好。

《道德经》 对领导者的要求是
“圣人，光而不耀”，意思就是散
发着光彩，但是不耀眼。作为
一个领导者，要“锉其锐”，把
你 的 锐 气 给 挫 掉 ；“ 解 其 纷 ”，
让念头尽可能少；“和其光，同
其尘”，要学会显得不那么聪明。

本书剖析 《道德经》 里的这
些领导者法则，不仅有利于管理
者和领导者提升管理效率、增强
领导力，也揭示了普通人生活中
的一些秩序和境界，很多个人和
社会问题，可以从中找到症结所
在。

读懂《道德经》，对管理大有好处

《道德经说什么》
罗大伦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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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 里对领导者有一个
分级，把领导者分了四个等级：

第 一 等 级 的 领 导 ， 叫 “ 太
上，不知有之”。最高级的领导就
是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人，或者
说大家在他身上看不到权力，看
不到那种强烈的权力欲，在他的
语言和行动里，很少甚至是完全
没有透露出那种威慑、那种权力
欲。第二等级的领导，叫“亲而
誉之”。让下面的人喜欢他，称赞
他，表扬他，他喜欢员工说自己

“我们的老板真棒，真好”，这样
的老板当然是不错的，但不是最
高等级的。第三等级的领导，叫

“其次，畏之”。意思就是大家很
害怕他，畏惧他。第四等级的领
导，叫“侮之”。这种领导，下
属、员工想尽办法让他难堪，这

是最糟糕的领导。
明朝吕坤写的 《呻吟语》 这

部书，和 《道德经》 类似，也对
领导者分了三个层次：

第 三 等 资 质 ， 叫 “ 聪 明 才
辩”。这等人才的特点是聪明、才
辩、能说会道、思维敏捷，但这
只能算第三等资质。当我们在选
拔人才的时候，常常会犯一个毛
病——我们最先发现的人才往往
是那些聪明才辩的人才，因为他
们耀眼，很善于表现自己，所以
他们可能在第一时间就映入你的
眼帘。但作为一个领导者，难就
难在，在那些耀眼人物的背后，
在那些常常溜边的那群人里头找
到你要的人，而不是在第一时间
就能够发现的那种聪明才辩的人。

第 二 等 资 质 ， 叫 “ 磊 落 豪

雄”。“磊落”，做事非常磊落，非
常光明，坦坦荡荡，自己的动
机、自己的用心，清清白白，尽
人皆知，这叫磊落。“豪雄”就是
做事情不拖泥带水，不藏着掖
着，也就是做事情有执行力、有
饱和度而且有透明度的人。要发
现这样的人，需要下一番功夫。

第 一 等 资 质 ， 叫 “ 深 沉 厚
重”。这四个字听起来好像平平淡
淡，有时候在一些人的观念当中
常常被视作平庸的表现，做事情的
时候，不那么有动静，不那么爱出
头，他的素质、他的品质往往在深
度接触以后，你才能发现。深沉厚
重显然不是一眼就能够发现的品
质，如果你的组织里头找不到这样
的人，用的都是那些聪明才辩的
人，那么你的组织很难走得远。

■《道德经》和《呻吟语》对领导者的分级

《道德经》 讲的“圣人之道”
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领导者要尽
量放下自己的欲望，尽量尽全力
为你管理的老百姓去做事，去谋
福利，这就是领导者法则。

用老子的话说，叫“后其身
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正以其
无私，故能成其私”，正因为你没
考虑自己的私利，结果为大家做
事，大家都来帮助您，成就您，
最终您的利益是非常大的。

比如新东方集团的俞敏洪曾
经讲过一个小故事，他大学的时

候，一个宿舍有7个人，这7个人
里边有一个同学家就是北京的，
这个同学每周回一次家，回来时
拿 7 个苹果，刚开始的时候，大
家都以为他拿这 7 个苹果来，一
个同学会分一个。可是没想到这
同学每天自己吃一个苹果，每天
吃一个正好一周。他这么做有错
吗 ？ 没 错 ， 但 不 懂 分 享 。 后
来，俞敏洪开了新东方，把这
些同学拉来入股，都成为合作
伙 伴 ， 但 所 有 人 一 致 反 对 邀请
那个同学，认为这人太考虑自己

的私利，如果他进公司合作的
话，他会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非常
重，所以大家认为这个品性不适
合合作。

“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正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是人世间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
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适用，如果
我们能懂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作
为一个普通人去做，我们的成就
会慢慢大起来，作为一个公司的
领导者去做的话，公司也会越做
越好，这就是“圣人之道”。

■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正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 道 德 经 》 里 多 次 提 到
“水”，水精神，是一种领导力哲
学。

水精神——善利万物。领导
力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其本身的
德行，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人们
追随的方向。如水，水具有滋养
万物生命的德性，它能使万物得
到它的利益。领导力也一样，利
众人，众人愿意追随，故有领导
力。

水精神——利万物而不争。
优秀的企业家都会适时地选择

“退居”，这不仅表现为企业在治
理上质的飞跃，更是企业真正能
达到基业长青的一大制度保障。
不论名，不论利，不论发展，能
够做到利万物而不争，这才是真
正的领导力。老子进一步说：“上
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
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
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

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
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故
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
有，故能入于无之间，由此可知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水精神——处众人之所恶。
“处众人之所恶”，自愿退居“下
游”，包容一切，一位优秀的领导
者，就要有这种低调务实的精
神。“居下地”高位向下，且行为
底调，这是当前的企业家们最应
该要有的精神。那些行为高调并
且被众多“光环效应”所包围的
领导者，往往失败于掌握太多大
权，沉迷于下属的赞美，从而失
去明辨是非的能力，结果都是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如居
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不在于所在的环境，
所在的职位，领导力一直可以存
在。

水精神——至坚至柔。领导

力不是威力，江海之所以能够成
为一切河流的归宿，是因为他善
于处在下游的位置上，所以成为
百谷王。世界上最柔的东西莫
过于水，然而它却能穿透最为
坚硬的东西，没有什么能超过
它 ， 例 如 滴 水 穿 石 ， 这 就 是

“柔德”所在。所以说弱能胜强，
柔可克刚。

水精神——有容乃大。最高
境界的善，就像水一样能够滋润
万物而不求回报，能够包容人、
心胸豁达才能海阔天空。优秀的
领导者，念念在心的必定是芸芸
众生。如果一个领导者脑子里只
想着公司自身的利益，想必这家
公司也伟大不了；如果他的心随
着客户走，知道消费者的心理诉
求，并且能够在第一时间满足消
费者的消费需求，那么他的企业
必定会在众多企业中鹤立鸡群，
毕竟“无私，故能成其私。”

■企业家需要《道德经》里提到的“水精神”

吴启钱

所谓“丑话”，即一些让人难
听、难受、难堪的话。人际交往
中，人们大都以和为贵，彼此尊
重，互相体谅，尽量不说“丑
话”。但有时，“丑话”又不能不
说。

比如领导干部在民主生活会
上，要“红红脸、出出汗、咬咬
耳、扯扯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这就是一个适合说“丑话”
的场合。再比如商务谈判，对未
来合同履行过程中对方可能出现
的违约行为，也得“丑话说在前
头”，明确各自责任和义务，防患
于未然。那么如何才能把“丑
话”说好呢？

首先，“丑话”要早说。人们
说“丑话”，大多不是为了讨好
谁，没话找话；更不是为了恭维
谁，有说没说。而一定有目的：
或直接道出某种真相，或指出别
人的缺点和不足，或提出某种建
议，或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不
愉快的事情打预防针，等等。这
样的“丑话”，早说为好，说在前
头，先小人后君子。现实中，越
是亲密的朋友，有“丑话”越不
好意思说，不愿意说，宁愿沉
默。这样做，最后留下来的可能
就是一个烂摊子。有些生意上的
纠纷，也往往是没把“丑话”说
在前头所致，之前没说好盈利后
如何分配，亏损后怎样承担，最
后往往不欢而散，人财两空。所
以说，“丑话”不说在前头，丑事
往往跟在后头。

笔者在法律服务过程中，注
意到一个现象。沉浸在甜蜜爱情
中的情侣们，一般不去讨论双方
在未来婚姻中可能会出现的冲
突，很少有人会对婚姻中可能涉
及的重大矛盾、冲突如何解决，
感情破裂如何体面分手等进行预
先安排，几乎没有情侣会将上述
情况写成婚前协议。但是，婚前
回避掉的矛盾并不会消失。演员
李诞说了一段关于婚姻的深刻见
解：“婚姻是一个壳，不是我们去
保护婚姻，而是婚姻来保护我
们。两个成年人，要把所有最坏
的事情说好，将婚姻这个壳做得
足够坚固。坚固到什么程度？要
坚固到即使婚姻不在了，它还能

保护我们。”这就是“丑话”早
说，富有智慧。

其次，“丑话”要直说。国人
和老外在商务谈判过程中有个不
同的习惯，国人一般喜欢在宴席
上谈生意签合同，觥筹交错之
间、灯红酒绿之下达成协议。偶
有一方欲说点“丑话”，另一方就
会说我们都是生意场上多年的兄
弟了，这点事不用说得那么直
白。而老外则更习惯在谈判桌前
与对方争个面红耳赤，把所有能
想到的最坏情况落在白纸黑字
上，不遮掩也不含糊。结果常常
是，饭桌上谈成的生意，纠纷最
多，酒宴中签下的协议，变化最
快。而谈判桌上签订的合同，履
行过程中违约最少。所以，只要
不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造谣
污蔑、落井下石，那么说“丑
话”就不需要遮遮掩掩、拐弯抹
角、虚伪矫饰、云里雾里，应该
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快人快
语，让丑媳妇尽早以真面目见公
婆。

最后，“丑话”要善说。当
然，说“丑话”不是为了让别人
难堪，而是为了提前达成“君子
协议”，因此“丑话”要善意地
说。一方面，要有理有据，不信
口开河，不搬弄是非，不胡编乱
造，不张口就来，不想说就说。
说“丑话”要有事实依据，很多
时候还要有证据，一如法庭上的
控辩双方，说的尽管都是对方不
愿意听的，但至少有理有据，透
明理性。另一方面，说“丑话”
还要善于看时间、地点、对象、
环境和条件，即便不能让人如沐
春风，也不应该让人如芒在背。
比如，不在公众面前指着某人说
他的不是，不在某人心情特别不
好的时候去说他，不隔三差五地
说。心理学中有一个“消息分享
定理”，说的是“好消息要分开
说，坏消息要一起说，大好小坏
一起说，小好大坏分开说”，这个
定理同样适用于说“丑话”。

此外，说“丑话”还要有救
济措施，也就是要有预案，对可
能发生的情况要心里有底，这样
真的出现让“丑话”说中的时
候，就能妥善应对。“丑话”虽不
是甜言蜜语，说好了，就可以成
为逆耳良言。

如何把“丑话”说好

《不懂带人，你就自己干到死》
[比]路易斯·卡夫曼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

【周边图书】

本书提出带团队的核心理
念：让员工学会利用自身的资源
来实现工作目标和自我提升，以
及带团队的三个关键要点：培养
善于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自己
解决所有问题；带人的技巧和工
具都很简单，灵活运用是关键；
只要引导有方，就没有完不成任
务的员工。

《向上管理：与你的领导相互成就》
萧雨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二○一九年五月

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会遇
到各种类型的领导，他们掌握着
我们的工作命脉，项目进度、升
职加薪、资源分配，无一不由领
导决定。因此，运用“向上管
理”模式，与领导建立良好的工
作关系，成为决定我们职场进阶
的关键。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
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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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赵 畅

名利，本是一种客观存在。人
生在世，每个人都免不了要跟名利
打交道。但若有人投机钻营、乖巧利
用之，就很有可能把名利引向歧途，
比如傍“名”逐“利”的行为。

自古就有人热衷于干如此勾
当。明人张岱所著 《夜航船》里有
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僧人与一士子
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
慑，以为大儒，蜷足而寝。后来听
其语有破绽，便问：“请问相公，
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士子说：“是两个人。”僧又问：“尧舜
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说：

“自然是一个人！”僧人笑了：“这等
说来，且待小僧伸伸脚。”故事中的
士子“高谈阔论”，无非就是要傍

“名士”之“名”而抬高自己的身
价，至于逐“利”么，似乎要求也
不高，只是为了在小床上多占点地

方而令自己睡得舒坦些。可始料未
及的是，正是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
更兼才疏学浅，终究在满腹经纶的
僧人面前出尽洋相。

今日，傍“名”逐“利”者也
大有人在，所谓“求名心切必作
伪，求利心重必趋邪”。比如，有
的人仅仅在一些小报小刊上发过几
篇小文章，也写得并不怎么样，可
言必称“知名作家”；有的书画家
虽不敢大言不惭标榜自己为“著名
书画家”，但总是不肯漏下另一种
特殊的称谓“某某大师的学生”，
且不说现在“大师遍地走”，有些

“大师的弟子”也忒多了；有“资
深陶艺家”因为没有上过正规学
校，可为显示自己的科研能耐，硬
是将自己的“科研经历”拼凑到

“曾与科研工作者一起攻关，并获

得重要科技成果”的时空里……不
论是哪种傍“名”行为，这些人一
旦傍“名”成功，便痞气匪气一应
俱全，连底线都不要了，除了逐

“利”，怎么可能谈奉献与责任？
张岱曾对“名心难化”有过这

样的描述：“名根一点，坚固如佛
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
也。”对有些人来说，有“名”就
有“利”，小“名”逐小“利”，大

“名”攫大“利”，在汹汹的“名
利”面前，又有几人能够抵挡得住
其凌厉攻势呢？《尼采的心灵咒
语》 中写道：“在派对上，有人滔
滔不绝、妙语连珠，有人身着奇装
异服，有人交际广泛，有人自我孤
立……大家都想尽办法，只为让自
己引人注目。然而，他们打错了如
意算盘。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

是舞台上的演员，而其他人都是看
客。”从这一点上来说，那些傍

“名”者与其又何等相似！他们知
道一旦傍上了“名”，自己就会格
外“引人注目”并与普通人区别开
来。很快，自己企求已久之“利”
就会随之而来。

傍“名”有法、逐“利”有
术，或许一时有效，但一定有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露出马脚，
就会前功尽弃，被人唾弃。当年曾
有人建议残疾作家史铁生拜佛求
康，但他说，佛断不能令他瘫痪的
双脚站起来，佛之本意在于“觉
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非绝
顶之处供人膜拜的宝座。有人向史
铁生提出的建议，说白了，也就是
要 史 铁 生 去 攀 附 佛 ， 以 借 佛 之

“ 名 ” 为 自 己 求 得 “ 安 康 ” 之

“利”。然而，史铁生知道佛不可能
“佛力无边”，更不可能令自己“瘫
痪的双脚站起来”。真正的“佛”
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觉悟”。
事实上，正因为他“觉悟”，不傍

“名”逐“利”，不攀“名”攫“利”，
才令他靠自强不息、顽强拼搏而开
拓出人生的高境界。无独有偶，有一
年，某作家代表团出访，中国作协给
流沙河印了一盒名片，上面只有五
个字：诗人流沙河。可他从未使用，
他说：“哪有自封作家、诗人的，太让
人脸红了。”此言此行，令人感佩！

真才实学，在一个人的一生
中，起着真正的主宰作用，永远占
据着主导的地位，这就好像一家的
主人。而“名”和“利”，就像偶
尔来拜访的两位“宾客”——既然
来了，不妨招待一下，一杯清茶，

几句寒暄足矣，然后就赶快打发走
人 。 不 必 为 了 招 待 这 样 的 “ 宾
客”，而耽误时间，误了“正事”，
更无须生拉硬拽地挽留。过多追捧
与曲意逢迎，就会有喧宾夺主之
嫌，甚至有引狼入室的危险。这启
迪我们：必须警惕名利观念对自己
的束缚，开启成功大门的钥匙永远
在自己手上。成功不只看头衔里的
那一串“杰出”，因为社会有分
工；成功也不仅仅指物质上的收
获，还意味着精神上的成长，更包
括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

黄旭华院士当年目睹日本侵略
者欺凌，中学时期果断作出“弃医
从船”的选择，响应国家研制核潜
艇的任务，埋头苦干，一干就是30
年。功业已成却不养尊处优“吃老
本”，分秒必争献身于研发人才传
帮带……什么是他的“名”？是默默
无闻、无怨无悔的毕生奋斗；什么是
他的“利”？是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熔铸于强国强军的事业中。对此，那
些为了自我而傍“名”逐“利”者，不
该羞愧得钻到地下去吗？

傍“名”逐“利”者戒
随思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