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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的主要论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领导力的关键不在于你“是什么”，不在于你“有什么”，
而在于你“做什么”。
不管你是总经理或者CEO，还是学校校长、医院院长，或者局长、市长，这只说明你有所谓的“领导
职位”，并不说明你有领导力。
你有MBA文凭？你有很高的智商？你有很高的情商？你有正直、诚实、勇敢、公正这些品质？有这些
当然是好事，但是也不说明你有领导力。
卓有成效的领导者的共同点，不是他们“是什么”，不是他们“有什么”，而是他们“做什么”。他
们做这十件事情，是为“领导力十律”：
承担责任；
解决难题；
密切联系群众；
讲故事；
当老师；
从失败中学习；
反思；
深思；
认识自己；
成为自己。
如果你做这十件事情，你就是在发挥领导力；如果你持之以恒地做这十件事情，你就是在修炼领导力
；如果你能够得心应手地做这十件事情，你就成了卓有成效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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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澜
专注于领导力的研究、培训和咨询，担任正道领导力中心首席顾问，曾经担任《世界经理人》杂志总
编辑、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某企业副总经理等职务。刘澜拥有北京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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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领导和管理有什么区别    从“领导革命”和“管理设备”这两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领导和管
理的一个核心区别：领导是实现变革，管理是维持秩序。    库泽斯和波斯纳以调查的方式来研究领导
力。他们在没有对领导力进行定义的前提下，让受访人讲述自己的卓越领导力事例。也就是让受访人
讲述自己心目中的领导力事迹。    他们发现：    我们所收集的每一个卓越领导力个人事迹中都有某种
挑战存在。挑战可能是一个全新的产品、一种前沿的服务、一条新的法律规定⋯⋯或是要创建一家新
工厂或新企业。    无论挑战是什么，所有的案例都要从现状出发进行改革。没有人在保持现状的前提
下实现了目标。所有的领导力都挑战了现状。    也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领导是挑战现状，实现变
革，而“革命”指的就是彻头彻尾、翻天覆地的变革，尽管其中必然有管理的成分，但是它的本质和
核心是变革，所以我们说“领导革命”。    而管理指的是维持事物的秩序，保障—个组织、—个项目
、—个事物的正常运转。对于设备，我们的目标就是维持其正常运转，所以我们说“管理设备”。经
理人的双重责任    对于“企业”和“团队”，我们既要维持它的正常运转，又要带领它与时俱进、实
现变革，所以我们既要领导企业和团队，又要管理企业和团队。对于一家企业，如果我们只管理，不
领导，只想着怎么维持它的正常运转，那么它就会像一台设备一样，运转一段时间之后就报废了。    
领导力大师、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就这样评价美国的许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组织中有很
多人擅长管理，但是他们缺乏领导力。”这是所谓的“大企业病”的一个症状：只知道维持运转，忽
视了进行适应环境变化的变革。    也就是说，当我们说“领导企业”和“管理企业”时，说的不是一
回事，而是两件事。    但是，这两件事不是截然分开的。而且，做两件事的往往是同一个人。因此，
经理人的责任重大：既要管理，又要领导。既要维持你的企业、你的团队的正常运作，又要带领你的
企业和团队挑战现状，实现变革。    实现变革与维持秩序    领导是实现变革，管理是维持秩序，这是
领导和管理的核心区别之一。约翰·科特在1990年出版的《变革的力量》一书，为明确这个区别做出
了关键的贡献。    对于领导和管理的区分，有两种广为流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管理是领导的执行
过程。也就是说，领导是决策过程，管理是执行过程。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领导是管理执行过
程的一部分。几乎每一本管理学的教科书，都会提到所谓的管理的四大职能，即计划、组织、领导、
控制，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    科特则认为：管理和领导都是完整的行为体系，而不是属于对方的一
个部分。管理和领导是各自不同的活动，都可以分为三个过程。    P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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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成功、疯狂、领导力    “领导力”的历史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个人成功”是个新近才有的
概念。因为在历史上，农民的儿子是农民，铁匠的儿子是铁匠，没有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这回事。 
  可以印证德鲁克的话是：所谓的“成功学”的确是最近一两百年才在美国兴起，而流传到中国则是
最近三十年的事情。    有趣的是，德鲁克本人在谈论领导力时，似乎忘记了领导力跟成功一样，是个
历史概念。德鲁克说，古希腊人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是第一本系统讲述领导力的著作，也是
迄今为止最好的领导力著作。    领导力学者凯斯·格林特则说，最早在当时和现在都有巨大影响力的
领导力著作是《孙子兵法》。而《孙子兵法》成书的时间，很可能比《居鲁士的教育》还要早上一百
多年。    然而，德鲁克和格林特的说法都不严谨。英文中“领导者”(leader)一词迟至1300年才出现，
“领导力”(leadership)一词的出现则要等到1821年。    也就是说，在1300年之前，也许有研究军事领导
者的著作，也许有研究政治领导者的著作，也许有研究宗教领导者的著作，甚至也许有研究商业领导
者的著作，但是肯定没有专门研究“领导者”或者“领导力”的著作。    为什么人们迟至1300年才发
现军事领导者、政治领导者、宗教领导者这些人，担任的都是类似的角色呢？为什么要到19世纪初期
，人们才会开始讨论这些角色共有的抽象特性(也就是领导力)呢？    彼得·凯斯等三位学者在《领导
力的哲学》一文中，试图回答上面第二个问题，认为这个变化是时代背景带来的：    ⋯⋯大英帝国正
进入其顶峰时期，奴隶制尚未废除，工业革命正轰轰烈烈地进行，狄更斯即将出版其“社会改革小说
”系列中的第一本《雾都孤儿》(1837年)。换句话说，社会及其领导角色的传统结构，正处于混乱时
期。    具体就领导力而言，英雄的观念影响巨大。在浪漫派时期，文学和艺术经历了一个重大变化：
建立了艺术家是英雄的观念。“创造者”这个以前专用于上帝的概念，现在用到了“像上帝一样的”
艺术家身上。1840年(仅仅在“领导力”这个词的使用第一次有记录之后19年)在托马斯·卡莱尔所做
的著名演讲《论英雄、英雄崇拜及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中，英雄的观念被大大扩展了。    为什么在19
世纪初期，英语世界开始讨论领导力？这个问题比答案更加重要。这个问题促使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今天，中国人开始讨论领导者和领导力？    中国的“领导力”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人
开始讲“领导力”。我的推测是它跟“成功学”一样，也是最近三十年的事情。最近三十年的中国，
就跟19世纪初的英国一样，“社会及其领导角色的传统结构，正处于混乱时期”。    简单地说，过
去30年，中国社会在大转型。一方面，转型这个过程本身呼唤领导力；另一方面，转型的一个趋势就
是从以权力为中心转型到以领导力为中心——这个趋势现在才刚刚开始。    最近30年的社会转型，使
得我们开始相信个人“可以”通过奋斗取得成功，个人“需要”通过奋斗才能成功。同样，我们开始
相信我们“可以”发挥领导力，我们“需要”发挥领导力。    2007年，一家房地产业的上市公司请我
去给他们的高管讲讲管理。背景是当时政府对房地产业采取了一些调控措施，房地产业的日子一时不
太好过，于是该公司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要重视一下管理了？    过去一些年，主要有两个原因，使得
房地产企业相对而言不太想管理和领导力的事情：一是市场需求旺盛，它们站在了能把猪吹起来的风
口上：二是决定它们竞争能力的主要是政府关系。但是，事情总是会变化的。    在更大的范围内观察
，道理也是一样。尽管在过去很多年，历史时势决定了中国人不多想领导力，但是历史的未来趋势也
很明显。    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个部门和各种社会组织，会越来越多地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要重视
一下领导力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发现：我也可以成为领导者，成为自己生活甚至这个
世界的塑造者；而且，我必须成为领导者，必须成为塑造自己生活甚至这个世界的人。    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会发现，成为领导者将更多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努力和修炼，而非你是居民还是农民，你有怎
样的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相信：成为领导者的关键将越来越不在于你“是
什么”，不在于“你有什么”，而在于你“做什么”。    现在还只是开始。    领导力与疯狂    “疯狂
”也是一个历史概念。著名学者福柯揭示了从中世纪直到当前，人们对“疯狂”的看法的戏剧性变化
。在现代社会，发疯被看作疾病，但在中世纪，发疯通常被认为是无害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发疯者在
知觉方面“天赋异禀”。    管理大师马奇认为，疯狂与天才是领导力中的根本难题之一。许多组织提
拔干部，往往都选择的是保守的专家，而非有创造性的天才。但是，在天才和疯狂之间没有明确的界
线——我们如何区分那是有创造性的天才，还是胡言乱语的疯子？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领导力是动
员群众解决难题，而解决难题要求改变现有的方式。问题是：新方式有许多可能性，我们如何知道哪
一种是对的？我们如何知道哪一种是天才的想法，哪一种只是疯言疯语？    答案是：我们常常不知道
。许多后来被认为是天才的主意，最初都被看作疯子的呓语。因此，发挥领导力，往往会看起来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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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我们甚至可以说：领导者必须要有些疯狂。(是的，我知道这样说有些疯狂。)    领导者必须要
有些疯狂。相信自己能够塑造自己，相信讲故事可以改变世界，相信自己的失败是上天的恩赐，相信
学习的最好方式是教别人，相信富士康的问题在于两个隐喻⋯⋯这些都是有些疯狂的念头。    领导者
必须要有些疯狂，这样才会想要改变现状，才会想象未来的新的可能性，才会坚信我们可以靠行动创
造新的现实。但是，领导者不能完全疯狂：必须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能单枪匹马地挑战风车；必须
要反思和质疑自己，而不能过度沉迷于已有的假设；必须要深思问题，而不能满足于最明显的那个答
案⋯⋯    本书多次以乔布斯为例。乔布斯曾经经历的被逐出公司的失败，似乎可以归结于过度疯狂。
而他回归苹果之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也许可以归结于他找到了疯狂的适当剂量。但在乔布斯看来，这
个世界依然缺乏疯狂。1997年，重返苹果的他推出了这个著名的广告：    致疯狂的人。他们特立独行
。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是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他们用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他们不喜欢墨守
成规。他们也不愿安于现状。你可以认同他们，反对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
。因为他们改变了寻常事物。他们推动人类向前迈进。或许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疯子，但他们却是我们
眼中的天才。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这本书，可
以说是“致有些疯狂的人”。他们竟然想要承担责任。他们竟然想要解决难题。他们竟然想要改变现
状。他们竟然想要成为自己。在这个充满了危险的世界里，他们竟然想要发挥领导力。而且，他们竟
然看到了这些危险，却依然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亲爱的读者，我祝福你们。    刘澜    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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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十律》

编辑推荐

《领导力十律》编辑推荐：站在巨人肩上的原创思想，来自经典课程的实战指南。刘澜最新管理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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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十律》

名人推荐

刘澜先生潜心研究管理与领导力，常为企业现场培训，为个人领导力的塑造与提升、企业核心团队的
打造提供专业指引和落地辅导。《领导力十律》之行文如刘澜先生的授课，娓娓道来，寓领导艺术于
生动案例之中，令人爱不释手。期待此书成为管理者必读的经典书籍。——张峰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
团 执行董事刘澜老师是国内研究和传播领导力的知名专家，应邀为本公司主讲的“领导力的八项修炼
”课程深受参训高管们的好评，大家都认为刘老师功底扎实、视野宽广。而且刘老师的案例研究和大
师访谈独具特色。我相信，《领导力十律》是企业高层管理者修炼领导力的好帮手。——吴学军 深圳
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刘澜老师是国内一直专注于领导力研究并有自己独特思想的学者，他乐
于分享自己研究和感悟的成果。他为呷哺呷哺研发和讲授的“卓越组织的领导力”课程，给参与者以
很好的启迪，超越了我们的期望，获得了大家很好的评价和反馈。——应仲秋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人力资源副总裁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领导力发展一直是管理难题，但这又关系到公司是否能在行业
中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刘澜老师在领导力发展及其企业实操方面的研究和分享既深刻又独到，为我们
理解和发展领导力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很有启发！——陈聪 东莞市都市丽人实业有限公司 人力行
政中心总监刘澜老师在领导力领域的研究成就非凡、堪称典范，是我们课堂最受欢迎的领导力专家，
其原创的“领导力的八项修炼”经典课程深受学员的喜爱。——徐克太 杭州赛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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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十律》

精彩短评

1、看领导做workshop推荐的必读书就知道企业文化和自身画风搭不搭，而我。。。果然也是要离开这
个公司了
2、领导力十律，每一律都那么精彩，每一律都让你读得非常过瘾，让你觉得这一定是书中最精彩的
部分。而等你进入下一章，常常又给你新的惊喜！如何发挥领导力，如何做个出色的领导，读了这本
书，心中自有答案！
3、这本书我买了，在某东，因为在微博里面徐小平推荐此书。但是里面都是些没有实质性内容的空
扯淡，没用。他要有这么强悍的领导力，早就是李嘉诚第二了。一个不成功的领导，能说出什么真本
事来？再也不相信徐小平了。现在什么都要靠炒作。借助名人。
4、这本书非常的实用，对于认识领导概念，提升领导能力有具体明确的指导。以前看过刘澜很多本
书，这本书对领导力有更高度的概括，很有帮助。就是定价高了点，要有简装版就更好了。但是摆在
书架上倒是挺舒服的。
5、前三章尤其好
6、老板推荐
7、这本书，才是真正的领导力指南。领导力十律是成为领导者的指南：1 承担责任，2 解决难题， 3 
密切联系群众，4 讲故事， 5 当老师， 6 从失败中学习， 7 反思， 8 深思， 9 认识自己， 10 成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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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十律》

精彩书评

1、这本书中的论点论据都不新鲜且有说服力，价值和价格完全不匹配。
2、领导与领导力常被混为一谈，误以为领导就是领导力，其实领导与领导力有着本质的区别。关于
领导与领导力，杨思卓曾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他把领导人比作指挥家，他认为指挥全团演奏的能力
就是领导力；但如果小提琴演奏手成为指挥家之后，常常离开指挥的位子去弹奏小提琴的话，他就不
具备领导力了。这个比喻，把领导与领导力做了很好的诠释。刘澜在《领导力十律》中把领导力定义
为动员群众解决难题。可见，刘澜和杨思卓不约而同地对把动员群众作为考量领导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领导的位置上，如果不具备动员群众解决难题的能力，就不具备领导力。可见，领导力并不是只
要在领导的职位上就自然而然具有的能力。领导力的提升需要学习、需要总结、需要自我思考。刘澜
强调，领导力不是在于你是什么，而是在于你做什么。做比什么都重要。怎么做才能成为一名具备卓
越领导力的领导呢。他认为要做好十件事情，这十件事情是从以下逻辑关系递进的：首先要具备领导
力的基本素质：承担责任、解决难题、密切联系群众，这三条说明了什么是领导力；其次是领导力的
提升和修炼：讲故事、当老师、从失败中学习、反思、深思；最后达到领导力的新境界：认识自己、
成为自己。作者为把这十条规律解释得透彻明白，在书中列举了大量中外企业的例子，来佐证这十律
。或者说，从这些例证和管理学著述中，作者加上自己的思考和总结，抽其精华，浓缩成了领导力的
十个规律。这十条规律可以单独成立，但其又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作者在“从失
败中学习”的规律中讲到，领导者讲述失败的经历，不光可以让团队成员从中学习经验和教训，也可
以达到密切联系群众的目的。因此，领导者在运用这十律时要互为补充，灵活运用，才能达到提高领
导力的新境界。领导力的研习是每位领导者应该必做的功课之一，看过许多CEO的讲话，有的讲来言
之凿凿，打动人心；有的只有淡然无味，无法共鸣——其实这就是不会讲故事。讲故事这也是领导力
的表现之一。在谈论领导时，不得不说一下管理。对于管理和领导的区别，领导力大师本尼斯说：领
导是做正确的事，管理是正确地做事；德鲁克说：管理是解决技术性问题，领导是解决决策性问题。
由此可看出，管理和领导有着本质区别。大多情况下，企业的领导者更多的是担任管理的职能，而对
领导的责任承担过少。或者说，领导者们大多也混淆了领导与管理的区别。就如一个指挥家总是去占
用小提琴手的位置，一位领导者总去替下属谈判客户一样，人为地造成了混乱。就如作者所说，领导
力如同爱情，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它的存在，但是又不能说清楚、谈明白，但有无领导力，却能从带领
的团队状况看出来，这个和爱情一样，无法隐藏。
3、话说，这本书里作者引用的大都是欧美的例子吧？笔下生花，倒是看得人心驰神往。可惜外国的
公司制度再成熟，外国和中国的国情也不可能一样啊┐(┘_└)┌以前看过的一个故事。一个新建的化
工厂把某个镉大米的产地的水土祸害的一塌糊涂⋯⋯世代以种粮为生的村里人却只能去外面买米吃，
家家户户不能打水喝得到十几里以外去担水喝。得了怪病的村里人不是没发现村里的变故和那家化工
厂有关，但是为了村子里的人还能到化工厂工作领工资，他们就那么一直缄默着。对，居然一直没有
人想到去越级上访的┭┮﹏┭┮真人真事！试想一下，在欧美这种事儿可能存在吗，不吵不闹的被压
迫！？不说换做了城里人，哪怕是那个村子里能有个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这种事都不能发生。所
以说，有些无耻流的人会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的话。确实，对这种无耻流的人而言，可不
就是那样吗——对付那些没有知识没有见识的人，即他们使没有任何的领导艺术，但是只要他们手中
还握有权力，就够了；而人的知识一多了，见识也就跟着多了，就能有个更多的想法，有了自己的主
见，不再人云亦云的，他们可就不好摆弄了。做领导的，也就会很难办了。另一件事儿。前段时间，
我妈托一个认识的警察办件小事儿，至少在她看来是对方举手之劳的问题。去托人办事的时候，她还
特地送了对方一个玉摆件。就我而言，我妈的眼光不是很好，总是上当，这个看上去很像样的玉摆件
，指不好是不是B货C货的⋯⋯但东西也不是卖家白送的，也花了我妈大几百的。最后的结果是，——
对方把摆件打碎了给送回来了。我妈不明白，但是我知道(﹁”﹁)那是对方以为我妈在玉摆件里头塞
了钱，怎么也找不出来干的。都什么时候了？怎么她的心态到现在，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国
企老大哥的氛围里！！！⋯⋯那个时代的人，心还不像现在这么大，送点儿水果香烟请吃请喝就够了
，用不着想方设法的塞钱。可现在这个年头，普通民警“举手之劳”一次就要二百多元的一条烟，在
他们派出所的门口就有专门回收这些烟酒糖茶的摊子，转手间现钱就落了袋。当然，即使在中国这样
的国情下经商当老板，也绝不是只要“胆大脸厚心黑”就能成事儿的，也确实还需要一些御下的手段
。之前不也有贪官被揭发出，居然在运用现代企管MBA知识管理“情妇团队”吗？可见，即使是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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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十律》

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使用的方法，只要拥有灵活的思维，生活中就无处不可应用；不管是怎样应用面狭
窄的冷门知识，到了最后也都是能“技近于道”的升华到“万法归一”的程度的。大大的开本，捧在
手上有种沉甸甸的感觉。纸是那种微微发黄的护眼纸，字较大，间距不紧凑，看着不累眼。可以看出
，作者很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尽管只是全盘引用了国外的学术观点，但大量的真实案例，加上作者很
会讲故事，就连我这种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对理论性东西一点儿兴趣也无的人，也能看得饶有兴味。
作者认为，【作为领导者，最基础的要求就是要主动承担起责任；作为领导者，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成
为自己，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人生和更好的自己】。领导力应该是【承担责任，动员群众解决问
题】的能力；领导者就应该是【应该承担做出艰难决策的责任、承担失败的责任、承担防患于未然的
责任】的人。说到领导者，容易让人与管理者混淆。不过近年来学术界基本得到共识，领导与管理有
明显区别，【领导是解决挑战性问题，管理是解决技术性问题；解决技术性问题是为了维持已有的秩
序，而要解决挑战性难题就必须变革。即领导是实现变革，而管理是维持秩序；管理是解决常规性问
题，而领导是解决决策性问题】。全书以十律为中心，每律之下又分若干细则，按次序层层叠加，是
一种递进的关系。前一律是后一律的基础；后一律又是前一律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为读者提供了一
个切实可行的成为“领导者”的系统修炼方案。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领导？都能修炼领导力
呢？显然不是——就个人看来，不是所有人都能修炼领导力的，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领导的。或而
是出于本身的性情，或者是先天缺乏某些素质。不是什么都能“先天不足后天补”的！很明显，当领
导者就如是。我的母亲就是最好的例子。我的母亲，是一个交际行动力都很强的人，她能够成为一个
强干的下属，但是却没法成为一个很好的上司。她渴望着与众不同，渴望着得到人们的注意甚至是尊
敬，渴望着得到亲人朋友们的关怀，但言谈举止甚至是衣着打扮都还停留在她过往最辉煌的岁月⋯上
个世纪的80、90年代那个不以说大话为耻的风气里⋯⋯这种和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却使得周围的人
不得不对她敬而远之。她那不是“病”，也不是“魔障了”，只是现实的打击让她沉浸在过往的辉煌
中不可自拔，却在追求时下物质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扭曲甚而走向极端。母亲不适合当领导的十个理由
：【承担责任】她是一个权利欲操控欲强，但没有责任心或者责任心不强的人。她或许会成为一个不
差的领导，但是她不会成为领袖，她没那个心理素质；【解决难题】她不能遇到突发事件，如果这样
脑子马上会乱作一团，直接暴露出她那种色厉内茬的天性，让人对她失望透顶；【密切联系群众】据
说，苹果、谷歌等世界知名公司能得到迅猛发展，是因为他们将盈利的百分之七十用来支付员工酬劳
，以及奖励员工的创新。员工分享发展的红利后，迸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如此说来，想让更多的人
支持你，你必须和他们共享利益，而不是独吞。可是她有着超乎寻常强烈的掌控欲和独占欲，从小时
候起就习惯了一个人单干，这大概是从第一次替大人买东西跑腿发现了少花的钱能够落到自己的袋里
，并彻底独霸了这个方法后形成的；【讲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智慧得以形成，知识得以分享。 
只是她从不讲故事，也很少讲道理。她只是提出要求，认为对方理应做到，似乎认为她能无条件的统
御人心，所有人都是欠她的，她说什么别人就得是什么；【当老师】一个领导者不管再亲和，在与人
交谈的时候，不知不觉之中也会习惯性的主导谈话，而且这种主导不该是强势的表现，而是带着“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意味。也就是说，那已经是一种说话的艺术了，属于一种语言的掌控能力
范畴。——真应该让她听听她自己与人通话的录音！她倒是习惯性的掌控一切了，颇有几分大家庭长
辈的颐指气使，倚老卖老的口气，好像话筒那边的都是她的小奴才，应该受着她的。她从不擅长循循
善诱，更没那种意愿，家长式的作风思想僵化，既不启发也不引导，似乎认为每个人都该是不用教就
会的，她完全没必要在别人身上浪费丁点儿的时间精力；【从失败中学习】她总是在后悔，但从来都
不愿去想，为什么这种令人后悔的事儿会发生在她的身上。所以，记吃不记打什么的，真心没什么好
奇怪的；【反思】一个领导者岂有不经常反思自己擅长什么、机会是什么、价值观和愿景是什么的道
理？可叹这个词却和她无缘。错的永远是别人，永远是别人不好，她只会是受害者。推卸责任，转嫁
责任，倒是一个比一个溜儿；【深思】这个词和她绝缘。想得太多她会感觉难堪，所以她从不去想那
些对自己不利的过往，她更擅长修改自己记忆里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将之调校到成令自己愉悦的画面
；【认识自己】她从来没认清过自己，她看到的只是自己想要得到的，而不是自己能够做到的；【成
为自己】这个过于哲学性了，不只是我妈，我自己都做不到，我相信我身旁的绝大数人也做不到。如
果一个人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就有成为一个名人的潜质。PS.【】内的或摘自原书，或来自网上，非
原创。 
4、领导力就像爱情一样,人人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但是没有人能准确定义它。或者这样说,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定义。真正的领导力就像真正的爱情的一样,又很难找到。这本书会告诉你，通过以下十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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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十律》

你可以读懂领导力，是为“领导力十律”：1.承担责任；2.解决难题；3.密切联系群众；4.讲故事；5.
当老师；6.从失败中学习；7.反思；8.深思；9.认识自己；10.成为自己。
5、在当今我们的生活中，许多人会把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各级政府的高级官员称为领导，甚至在一
些“妻管严”的家庭中，丈夫在与妻子商量一些家庭杂事时，也会开玩笑地对妻子说一些“领导，请
指示”之类的俏皮话。这里的领导，意味着一种权威、一种威望。但领导力呢，是否也意味着是一种
组织赋予的权威？答案显然不是。理论上，对于某一术语的认识通常首先给它一个合理的定义，但如
同爱情一般，领导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领导力理论大师沃伦·本尼斯说，“领导力就像美，它难以
定义，但当你看到时，你就知道”。是的，学术界对领导力有太多定义，但至今没有能得到各方公认
的较为完善的定义。所以领导力学者贝克认为，“尽管对领导力的研究持续了近百年，现在仍然能发
现错误的模式和错误的观念”。那么有哪些错误呢？近期，领导力学者刘澜出版了他的新著《领导力
十律》，分析目前国内公众对领导力的错误认识，并从中提炼出他对领导力的全新认识。据他的分析
，国人普遍认识的领导力无非有以下几种：领导力就是职位、领导力就是品质、领导力就是权力、领
导力就是魅力等等。这些从字义上的认识也许没错，但这种惯性思维破坏了对新术语的认识。沃伦·
本尼斯在《领导的轨迹》中讲到，他哥哥是当地的小混混，总有一些孩子跟在他后面，他从他哥哥身
上看到了领导力的潜质。你能说，这与职位有关吗？最常见的非法性组织，如黑社会、恐怖组织，它
的头目通常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领导者。你能说它与品性有关吗？也有一些学者分析领导力与基因之
间的关系，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毕竟，领导力是后天学习得到的。领导魅力看似是领导者的光环
，但却成了领导者的负担。那么，领导力到底是什么？刘澜给出的答案是“领导力就是承担责任，解
决问题”。一般说来，责任与权力密切相关，但领导力与权力没有多大关系，并不意味着与责任无关
。刘澜认为，领导者应该承担做出艰难决策的责任、承担失败的责任、承担防患于未然的责任。这里
说到了领导者，那么显然大家都会想到管理者，管理者与领导者的区别也是学界上的一大争议所在，
但近些年来基本上得到共识。沃伦·本尼斯、约翰·科特及其约翰·伯格都谈到这两者的区别，认为
领导是实现变革，而管理是维持秩序。在解决问题这一出发点上，刘澜也认为领导与管理有明显区别
：领导是解决挑战性问题，管理是解决技术性问题；解决技术性问题是为了维持已有的秩序，而要解
决挑战性难题就必须变革。用德鲁克老先生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的解释，就是管理是解决常规
性问题，而领导是解决决策性问题。领导力更深层的定义，是“承担责任，动员群众解决问题”。《
领导力十律》就是从这一观点上引出领导力的长期与短期两大任务、认清局势、建立联盟、积聚小胜
、控制时机等四种策略、密切联系群众、讲故事、当老师、从失败中学习、反思、深思、认识自己、
成为自己等八项修炼，其中领导力的八项修炼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前三种是动员群众的修炼、第四至
第六种是解决问题的修炼、最后两种是自我修炼。用笔者所给出的定义是：领导力是通过动员群众解
决问题，并最终达到自我修炼的过程。显然，对领导力的八项修炼的概述和分析，刘澜是很下了一番
功夫的，他比较研究了大量真实案例，引用了一些重量级学术权威的观点。比如在《深思》这一章节
，他分析了四种思考的工具，即决策思考、系统思考、整合思考和隐喻思考。决策思考以德鲁克在《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有效决策为例，分析问题的两种分类，即一般问题和例外问题，并分析两种问
题的区别；系统思考是以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为基础，分析系统思考的三要素及其系统思考
的两个重要模型（成长上限、舍本逐末）；整合思考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商学院院长罗杰·马
丁在《整合思维》中所阐述的观点，并借用了玛丽·福列特的建设性冲突理论；隐喻思考则利用了弗
雷德里克·泰勒的“组织是机器”理论、加雷斯·摩根的《组织的形象》理论和鲍曼、迪尔的《组织
重构》中的理论。本书最后两章说到了领导力如何通过认识自己而成就自己，这是哲学问题了。在古
希腊阿波罗神庙的墙上刻着“认识自己”这样的神谕。既然苏格拉底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从而成为最
有智慧的人，那在领导力上，领导者岂有不经常反思自己擅长什么、机会是什么、价值观和愿景是什
么的道理？本文发表于2013年7月27日 上海证券报未经本人允许，请勿非法转载！

Page 16



《领导力十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