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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是好》

内容概要

《如何是好》是任彦申沉潜三年，突破羁绊，再推最新力作！《如何是好》畅叙从政要决、做人之道
，痛斥官场陋习、学界弊病，直抒人生感悟、幸福要义。心态更超脱，观点更鲜明，表达更犀利。其
中为官心得录，处世箴言集，篇篇含故事，句句有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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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是好》

精彩短评

1、我真是。。太无趣了。。。
2、额。。。我读完了，纯刷数据的记录一下
3、党员的自我修养
4、说句不恰当的，这本书就是官场老狐狸养成记。适合官场读，上兵伐谋。
5、为官好书~
6、说的道理都正确，但在现实中如何实现却是种艺术了。
7、还是官样文章。#20140203

Page 3



《如何是好》

精彩书评

1、人生智慧与忧国情怀——读任彦申《如何是好》张麒麟 《 光明日报 》（ 2013年10月08日   13 版
）===================================================== “高官”出书大凡有三种
：其一是撰写回忆录，回顾自己的从政生涯，披露高层的决策过程，向人民交心；其二是讲话稿结集
，总结其作为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以供来者参考；其三是形式多样，体现了官员之间的不同个性。任
彦申的新作《如何是好》即可归为第三类。任彦申（1945—），曾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宣
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省部级官员中难得一见的“畅销书”作家。他之前出
版的两本书《从清华园到未名湖》和《后知后觉》，都广受社会欢迎，畅销十余万册，足见其执笔写
作的功夫。《如何是好》是任彦申的第三本著作。前两本书中，任彦申主要谈及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
执政经验，并且仍然是在高层官员的语境框架著书写作。而该书是任彦申退休后第一本书，跳出了身
份的羁绊，政论式随笔的写作风格也日臻成熟，于是就有了更多的看点。【窥破世事的人生智慧】该
书共收录文章30篇，计9万字。书名《如何是好》，文眼在一“好”字。作者试图探讨三个问题：什么
是好的国家？什么是好的执政党？什么是好的社会？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作者力求探索怎样去解决社
会弊端。如在《领导的最高法则》一文中，作者指出一个政府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堕入“塔西托陷阱”
：一旦失去了公信力，无论是说真话说假话，干好事干坏事，都会被认为说假话、干坏事。因此，唯
有重建社会诚信，以群众认可为本，才是突破政府困境的良策。同时，作者还直斥了中国官场上的语
言腐败问题、独断专行问题等等，这些都凸显了作者的政治智慧。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作者希望解
决党内的风气问题。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和必要的制约，党的领导权很容易就
变成党委书记的个人权力。他认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工作路线，而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
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武器。要解决党内风气的堕落问题，一定要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作者还品读
了古代三道奏折，以借古喻今的形式进一步阐释了他对党的风气问题的关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作
者劝人为善，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作者借用佛、道、儒诸家的劝导之言，认为保持善良天性
、学会仁爱待人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点。选择合适朋友、常怀敬畏之心、懂得幸福的哲学，更是一个
人在社会生存的必要条件。此外，作者在书中也表达了对“文痞”“江湖术士”“万能专家”和“情
绪型意见领袖”的反感，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尊重群众的人，是将聪明转化为智慧的人，可以
“有话好好说”，如此才能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的作用。总而言之，已近古稀的作者回望过
去的工作和生活，将经验教训的总结、日积月累的感悟、关心社会的思考和读书学习的心得信手拈来
、下笔成章，无不反映了他窥破世事的人生智慧。【人退心留的忧国情怀】作者在《自序》中这样写
道：人生奋斗的根本目的，就是取得成功，获得幸福。然而，对于成功的标准和幸福的含义，不少人
从未认真思考过，或者从未想清楚。许多人把财富、地位和名气看做成功的标准和幸福的源泉。可是
有谁知道，财富有多少才是多？地位有多高才是高？名气有多大才是大？在我看来，人生成功的根本
标准：一是创建功业，二是培养人才。作者是退下来不久的省部级官员，从这段话正好能看出他的心
态。一方面，作者退休赋闲，在人生的新起点开始著书立说、享受自由而平静的心态。作者拒绝倚老
卖老的不明智行为，而是知道在人生转折之后，“服老是一种清醒”，更要“参悟世情、淡看人生”
。而另一方面，作者仍然保持着对国家、党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他不仅仅要通过传授人生经验来培养
下一代人才，更以民生为念，直接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30篇文章中，有一半都是写给领导看的，作
者希望他们能从中获益、继往开来，完善政府部门的工作。因此，该书中就呈现出两个层面的精神内
涵，一个层面是豁达的人生观，而另一个层面则是人退心留的忧国情怀。并且，这两个层面绝非孤立
的存在。正因为跳出了身份的羁绊，作者在舞台之下更能看出舞台上演员的缺陷，能够精辟地论述为
官之道；而正因为他的忧国情怀，使得其人生哲学有着明显的积极入世的倾向，使得全书叙述真实、
文字真诚、感情真挚，也更能为社会增添“正能量”。【清新畅达的箴言文体】 该书在行文风格上可
谓与前两本作品一脉相承，但此次文字上褪去了官场的语境框架，更为自然。每篇文章的篇幅不长，
但条理清晰，善于用典，古今中外无所不及，既有哲学思辨的意蕴，又有浅白平实的谈心。正如北大
教授张维迎所评价的：“他写文章如说话一般，单刀直入，既有理论智慧，又有人生经验。”作者的
行文风格是思路到哪，语言就到哪，仿佛在跟读者谈话一般，极具可读性。如此清新畅达的风格，根
源于他多年担任主要领导所形成的学养与口才，而在退休后的随笔写作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凝练与升
华。作者在最后一篇《人生如戏》中引用了古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的《沉思录》。其实该书的文体
与《沉思录》相似，都是在短小的篇幅内谈天说地，道尽世间真谛，行文之间又不乏出彩的箴言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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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是好》

。这些箴言，是作者一生为官为人的精华摘录，读之对思想、对人生、对事业均有不小的帮助。（《
如何是好》，任彦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梓衣剑鸣整理
2、“高官”出书大凡有三种：其一是撰写回忆录，回顾自己的从政生涯，披露高层的决策过程，向
人民交心；其二是讲话稿结集，总结其作为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以供来者参考；其三是形式多样，体
现了官员之间的不同个性。任彦申的新作《如何是好》即可归为第三类。任彦申（1945—），曾任北
京大学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省部级官员中难得一见
的“畅销书”作家。他之前出版的两本书《从清华园到未名湖》和《后知后觉》，都广受社会欢迎，
畅销十余万册，足见其执笔写作的功夫。《如何是好》是任彦申的第三本著作。前两本书中，任彦申
主要谈及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执政经验，并且仍然是在高层官员的语境框架著书写作。而该书是任彦
申退休后第一本书，跳出了身份的羁绊，政论式随笔的写作风格也日臻成熟，于是就有了更多的看点
。1窥破世事的人生智慧该书共收录文章30篇，计9万字。书名《如何是好》，文眼在一“好”字。作
者试图探讨三个问题：什么是好的国家？什么是好的执政党？什么是好的社会？从国家的角度来看，
作者力求探索怎样去解决社会弊端。如在《领导的最高法则》一文中，作者指出一个政府最大的悲剧
莫过于堕入“塔西托陷阱”：一旦失去了公信力，无论是说真话说假话，干好事干坏事，都会被认为
说假话、干坏事。因此，唯有重建社会诚信，以群众认可为本，才是突破政府困境的良策。同时，作
者还直斥了中国官场上的语言腐败问题、独断专行问题等等，这些都凸显了作者的政治智慧。从执政
党的角度来看，作者希望解决党内的风气问题。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和必要的
制约，党的领导权很容易就变成党委书记的个人权力。他认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工作路
线，而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武器。要解决党内风气的堕落问题，一定要强调批
评与自我批评。作者还品读了古代三道奏折，以借古喻今的形式进一步阐释了他对党的风气问题的关
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作者劝人为善，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作者借用佛、道、儒诸家的劝
导之言，认为保持善良天性、学会仁爱待人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点。选择合适朋友、常怀敬畏之心、
懂得幸福的哲学，更是一个人在社会生存的必要条件。此外，作者在书中也表达了对“文痞”“江湖
术士”“万能专家”和“情绪型意见领袖”的反感，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尊重群众的人，是将
聪明转化为智慧的人，可以“有话好好说”，如此才能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的作用。总而言
之，已近古稀的作者回望过去的工作和生活，将经验教训的总结、日积月累的感悟、关心社会的思考
和读书学习的心得信手拈来、下笔成章，无不反映了他窥破世事的人生智慧。2人退心留的忧国情怀
作者在《自序》中这样写道：人生奋斗的根本目的，就是取得成功，获得幸福。然而，对于成功的标
准和幸福的含义，不少人从未认真思考过，或者从未想清楚。许多人把财富、地位和名气看做成功的
标准和幸福的源泉。可是有谁知道，财富有多少才是多？地位有多高才是高？名气有多大才是大？在
我看来，人生成功的根本标准：一是创建功业，二是培养人才。作者是退下来不久的省部级官员，从
这段话正好能看出他的心态。一方面，作者退休赋闲，在人生的新起点开始著书立说、享受自由而平
静的心态。作者拒绝倚老卖老的不明智行为，而是知道在人生转折之后，“服老是一种清醒”，更要
“参悟世情、淡看人生”。而另一方面，作者仍然保持着对国家、党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他不仅仅要
通过传授人生经验来培养下一代人才，更以民生为念，直接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30篇文章中，有一
半都是写给领导看的，作者希望他们能从中获益、继往开来，完善政府部门的工作。因此，该书中就
呈现出两个层面的精神内涵，一个层面是豁达的人生观，而另一个层面则是人退心留的忧国情怀。并
且，这两个层面绝非孤立的存在。正因为跳出了身份的羁绊，作者在舞台之下更能看出舞台上演员的
缺陷，能够精辟地论述为官之道；而正因为他的忧国情怀，使得其人生哲学有着明显的积极入世的倾
向，使得全书叙述真实、文字真诚、感情真挚，也更能为社会增添“正能量”。3 清新畅达的箴言文
体该书在行文风格上可谓与前两本作品一脉相承，但此次文字上褪去了官场的语境框架，更为自然。
每篇文章的篇幅不长，但条理清晰，善于用典，古今中外无所不及，既有哲学思辨的意蕴，又有浅白
平实的谈心。正如北大教授张维迎所评价的：“他写文章如说话一般，单刀直入，既有理论智慧，又
有人生经验。”作者的行文风格是思路到哪，语言就到哪，仿佛在跟读者谈话一般，极具可读性。如
此清新畅达的风格，根源于他多年担任主要领导所形成的学养与口才，而在退休后的随笔写作之中得
到了进一步的凝练与升华。作者在最后一篇《人生如戏》中引用了古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的《沉思
录》。其实该书的文体与《沉思录》相似，都是在短小的篇幅内谈天说地，道尽世间真谛，行文之间
又不乏出彩的箴言警句。这些箴言，是作者一生为官为人的精华摘录，读之对思想、对人生、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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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是好》

均有不小的帮助。——刊于2013年10月8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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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是好》

章节试读

1、《如何是好》的笔记-第108页

        知识分子的弱点在于以为自己理所当然地比别人高一头。聪明不等于智慧，不等于成功。真知灼
见，可以难听，可以好听。

2、《如何是好》的笔记-第50页

        人无完人，有些缺点确实致命。优柔寡断很不好。决策有一个完整的工序。独断专行，无视群体
要不得。

3、《如何是好》的笔记-第23页

        权威，是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综合能力的认可，包括他的文化素养，知识，精神魅力，亲和力。诚
信，可以是一个人的标签。

4、《如何是好》的笔记-第34页

        帅才是思考，将才是执行！一把手不大权独揽，管家婆一样事事过问，懂得重点！会办事，懂事
。求同存异是一种决策的智慧，决策时尽量不挑起是非争论，因为争论中面子大于真理。

5、《如何是好》的笔记-第12页

        官的人数有限，知止乎？心理不平衡是错误的摇篮，像坐公交车，不是所有人全程有座位。

6、《如何是好》的笔记-第145页

        主动的学习意识，发现问题找到答案。交朋友，真诚！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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