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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中国人性的36个管理细节》

前言

　　管理是一个千古不变的话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孟老夫子就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个“治”就是管理。而孟子的这句话又引发了另一个让古往今来的人都能各抒己见的问题：对中
国人到底该怎么个“治”法？　　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要行仁政，收揽人心，让百姓
从善；法家则认为“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所以要推行严刑峻法，震慑人心，让百姓惧法；道家
主张“退让”，“无为”，要与民休息，让民自化⋯⋯　　诸子百家，众说纷纭，大家各执一词，莫
衷一是。而事实上无论采用哪一家的主张，都有利有弊，终难达到管理的完美境界。于是就有“王霸
之道杂糅”的君主，和外儒内法或进儒退道的官员。但即便他们用出了浑身的解数，也难避免变乱蜂
起、百弊丛生的局面，甚至招来王朝覆亡的下场。　　这样一来，古代的管理者们就不禁迷茫了、惶
惑了。雍正皇帝刻了一方印，说“为君难”，而说“为官难”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了，他们总是不明白
：为什么管理就这么难？　　多少这样的日子已经流逝，宛如黑夜中的一声叹息。现在，21世纪的曙
光已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而中国也在20世纪末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管理已经变得更为重要，
变得让每个人都无法回避了。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而这些竞争的
成败主要取决于双方管理的优劣。现代企业，以人为本，只有用高超的管理技巧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
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企业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半部《论语》治天下”已成为
历史，谁掌握了先进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谁就迈出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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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贯通中国人性的36个管理细节》以个案例分析方法，透视中国人的行为特性，进而提出并阐明一系
列经实践证明有效的中国式管理行为要点。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式管理书籍，《贯通中国人性的36个管
理细节》以人性人心为主干，在众多管理著作中，可谓是别开生面之佳作。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面
，有很多企业家借鉴中国古代思想建立起特有的企业文化，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优势，并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企业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管理的要义，
在于以人为中心、理人管事，透过管人的方式，达到安人成事的最终目的。但是，由于忽视中国人性
化领导与西方法制化管理的区别，很多企业盲从西方式管理而不得要领，导致过度管理而缺乏领导，
最终影响整个组织营运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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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管理细节之一　　不即不离；亲疏有度　　管理背景之一：远之则怨，近之则狎　　孔老夫子在
受尽人际关系纠缠之苦后诉苦说：“远之则怨，近之则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孔夫子的概
括显然有点男权主义，但他对那些得志猖狂小人的特点概括的确是入木三分，甚为精当。但是，实际
上许多人也或多或少地沾染了这种毛病。　　君不见，许多人在地位变了之后，顿时就换了一副面孔
，脸上的神情也变了，走路的姿势也变了，说起话来拿腔拿调，看人的眼光也大不同以往。　　为什
么这些人会有这种作风呢？　　首先源自于依赖性。　　传统社会，小人们的生活费用要靠当权者供
给，没有了靠山，他们就会活不下去。非但他们活不下去，一家老小都没法活，所以被靠山疏远是事
关生死的大事。　　由于小人有极强的依赖性，所以一旦得到了他们想依赖的人的青睐，他们就会欣
喜若狂，进而难以自持，于是他们又想进一步完全控制所依赖的人。因此他们会不惜一切手段来达到
支配所依赖的人的目的。　　其次，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人性受到压抑，除了皇帝一人之外，其他
人都是奴仆。主人翁的意识被扼杀殆尽，而奴性则得到了张扬。　　奴性压抑人性久了，人性就会被
扭曲，走向它的反面，因此奴仆一旦有机会做主人，其手段一定会比主人更凶狠。这种人因为对他人
依赖惯了，自己的奴性使自卑心急剧增加。极度的自卑又会转成过敏的自尊，所以一旦受到抬举之后
，他们又会张牙舞爪，装腔作势来体现自己的存在。　　在封建传统绵延几千年，而官本位至今未彻
底肃清的中国，出现中山狼作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此风在今日绝不可长！　　洞悉管理情境　　国
人的依赖性很强，由此产生的奴性又会走向反面形成中山狼作　　风。被人疏远时会心生怨艾，而在
受人青睐时又没大没小。　　相应管理对策：恩威并施，保持距离　　下属对领导远之则怨、近之则
狎，这对组织具有破坏作用。它会破坏领导的威严，使领导对下属要么指挥不动，要么又碍于情面不
好调度。　　领导在工作中怎样与下属不即不离，亲疏有度呢？大家知道，恋人必须保持一点距离，
这样，才能使魅力永恒。距离产生魅力，距离维持魅力，倒像一个“相对真理”。在领导艺术中也应
遵循这一点，特别是与下属相处时，更应记住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若距离太远，“可望而不可即”
，让人“敬而远之，望而生畏”，“神圣得不可接近”，似乎也没人买账。　　中国古代大圣人孔子
说过一句话：“临之以庄，则敬。”意思是说，领导者不要和下属过分亲近，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
离，给下属一个庄重的面孔，这样就可以获得他们的尊敬。　　领导与下属保持距离，具有许多独到
的驾驭功能。　　首先，可以避免下属之间的嫉妒和紧张。如果领导者与某些下属过分亲近，势必在
下属之间引起嫉妒、紧张的情绪，从而人为地造成不安定的因素。　　其次，与下属保持一定距离，
可以减少下属对自己的恭维、奉承、送礼、行贿等行为。　　第三，与下属过分亲近，可能使领导者
对自己所喜欢的下属的认识失之公允，干扰用人原则。　　第四，与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树立
并维护领导者的权威，因为“近则庸，疏则威”。　　作为一名领导，要善于把握与下属之间的远近
亲疏，使自己的领导职能得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些领导想把所有的下
属团结成一家人似的，这个想法是很可笑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劝你还是赶快放弃。　　退一步说，即使你的每一个下属都与你有八拜之交，亲如同生兄弟。但是
，你想过没有，你既然是本部门、本单位的领导，那么，你与下属除去有亲兄弟般的关系以外，还有
一层上下级的关系。当部门、单位的利益与你的亲如兄弟的下属利益发生冲突、矛盾时，你又该如何
处理呢？　　所以说，与下属建立过于亲近的关系，并不利于你的工作，反而会带来许多不易解决的
难题。　　在你做出某项决定要通过下属贯彻执行时，恰巧这个下属与你平常交情甚厚，不分彼此。
你的决定很可能会传到这个下属的手中，他如果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为了支持你的工作，会放弃自
己暂时的利益去执行你的决定，这自然是最好不过的。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不晓事理的人，他就
会立即找上门来，依靠他与你之间的关系，请求你收回决定，这无疑是给你出了一个大难题。你如果
要收回决定的话，必然会受到他人的非议，引起其他下属的不满，工作也无法开展。不收回，就会使
你与这位下属的关系恶化，他也许会说你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人，从而远离你。　　与下属关系密切，
往往会带来许多麻烦，导致领导工作难以顺利进行，影响领导形象。所以，请你记住这句忠告：“城
隍爷不跟小鬼称兄弟。”　　大多数领导都希望和下属建立良好的关系，与下属的关系非常近，但凡
事都有个限度，做领导的也要掌握好与下属间的距离，太远了不好，会让下属觉得你高高在上、遥不
可及，这样，下属之间有什么事情你就不会知道了，这时想要和他们建立什么良好的关系是不可能的
。太近了也不好，和下属距离太近时，他们对你就没有敬畏感了，你对他们好，他们会觉得是理所应
当的，有时还会得寸进尺，向你提出很多过分的要求。这样的领导，岂不是很失败。因此，领导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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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好与下属的距离。在非正式场合，可以和他们打成一片，营造比较亲密的关系，这有利于听取下属
的各种意见和了解他们的情绪。在正式场合，就要拉开一定的距离，让他们感觉到你是领导，公事还
要公办。　　锦囊妙计　　领导要注意自己的身份，要保护自己的权威，既不能使下属避若瘟神，也
不能让下属胡作非为。要做到这点，领导就必须恩威并施，与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　　经典管理实
例　　朱元璋治理云南　　明太祖朱元璋以其巩固边疆，扩大国土而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明朝初定之时，西南少数民族并不完全归服，一来天高皇帝远，中央势力鞭长莫及，二则少数民族
与中原汉族素有隔阂，因此，对此边远之地维持有效统治并非易事。　　而朱元璋却能处理好与云南
各部的关系，使之归顺中央，从而巩固政权，稳定边疆，这与其了解国民特性进行统治密不可分。　
　面对少数民族各邦，朱元璋处理问题考虑周到。因为这里不仅涉及上下级之间的政治关系，更关系
到民族团结与统一的问题，所以，最适合的办法就是又打又拉，恩威并施。　　云南、贵州历来是少
数民族聚居之地，偏西南一隅，从三国起接受中央册封。朱元璋初立帝号之时，云南、贵州尚未归附
。1381年，太祖占领云南，设贵州都指挥使司后，仍不能完全控制三省，因此边疆仍不保。　　如何
使水东、水西归顺中央，成了明太祖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时的形势下，恩威并施之所以是最佳选
择，是因为如果只施恩惠，给予其自治大权，允许邦主自主政事，必然会使他没大没小，纵其贪欲，
凭借天高地远，更加肆无忌惮，不但不能起到平安边疆的效果，更容易形成危及国家安定的不稳定因
素；如果只加威力，对少数民族各邦严加统治，那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尤其少数民族，
天生性情不驯，加之民族主义成分，举兵反叛大有可能，到那时，刚打下来的江山便又风雨飘摇，朱
元璋欲成帝王大业更是难上加难了。　　所以朱元璋既与其保持距离，又稍加拉拢，略施恩惠，使云
南各邦得以驯服。　　当时朝廷驻贵州镇守的部督马烨趁水东、水西两邦改换首领之机，想“改土归
流”，废掉水西、水东土司，改置郡县。因此，他将水西的女土司奢香抓来，鞭挞凌辱，欲以此挑起
云南水西水东诸邦怒气，来制造出兵借口。　　此事一出，水西四十八部彝民都纷纷欲反，这使明太
祖认识到武力并不能解决问题，对待云南各部还要采取抚慰政策。　　这样，一来可借机让土司交出
部分权力，去除各部与内地交通之屏障，二来可成就仁君之美名，收买人心；得到百姓拥戴。　　尽
管马烨也一片忠心，但这回不得不成为明太祖政治手腕的牺牲品。　　明太祖接待了水东土司刘淑贞
，听其悉说马烨之劣迹和世代守土之功。马皇后也召见了刘淑贞，并又传唤奢香进京入朝，予以抚慰
。　　这使浏淑贞和奢香备受感动。明太祖进一步问：“汝诚苦马督都，吾为汝除之，然何以报我？
”明太祖已打算用马烨之性命换取二位土司的归顺。奢香说：“愿世世皆诸罗，令不敢为乱。”　　
太祖对此并不满意，他需要的是奢香对长治久安负责。终于，奢香说道：“贵州东北有河道，可通四
川，梗塞未治。愿刊山通道，以给驿使往来。”　　这样云南诸部便可借助川贵之路与内地交通解除
了贵州与内地的封闭、中央与云南各部的联系大大增加了，对其统治也加强了，边防进一步得以巩固
，国内政局更加稳定。　　明太祖斩杀马烨的同时，册封奢香为顺德夫人，刘淑贞被封为明德夫人。
马皇后又特地赐宴于谨身殿，对奢香、刘淑贞赏赐甚厚，可谓极尽恩赐之能事。　　但明太祖心中有
数，过于亲近厚待必定会使其得意忘形，不服管教，并以为朝廷过于懦弱。因此，朱元璋仍留了一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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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借历史说现实，融历史智慧于现实管理。　　汲取千年中华管理精华，创造中国式管理新模式　
　未谋胜先谋败，是策略，是中国式管理的大智慧。　　纵览古今，许多华夏子孙以民族传统的古代
思想为人处事，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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