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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专题 领导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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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艺术与领导经验、
领导科学的关系

领导艺术与领导经验不可
分，是领导经验与个人气质
结合而生的一中极具征服力
的个性化的风度、气质、魅
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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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给人以强烈的美感，领
导艺术是在领导的经验基础
上抽象、升华而成的。同
样，领导艺术与领导科学也
不可分，它是对领导规律彻
悟后，得心应手的应用而产
生使人赏心悦目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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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艺术的含义

1、领导活动的科学性、艺

术性

领导活动是有规律的，领导
科学就是对领导活动中的共
性规律的提炼、上升；



5

领导艺术中的“艺术”在这

里是个借用词，它是用来
特指领导者的领导技巧、
风格和形象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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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在领导活动中，为什么科
学性同艺术性可以相互结
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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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领导活动中既有科
学性又有艺术性是领导艺

术的实践基础；

第二、人脑左右半球的分
工及合为一体是领导艺术

形成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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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学思维和艺术思
维，是两种既有区别又相互
联系、互为补充的思维是领

导艺术的“思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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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维即是逻辑思维，它
是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
式去认识客观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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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即是形象思维，在艺
术思维的整个过程中，一
般不脱离具体形象，并伴
随着想象、激情、灵感
等，是用典型化的方式去
反映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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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的是，领导艺术并
不就是领导者艺术思维的
结果，不是指这个领导者
有怎样的艺术思维，而是
指领导者领导行为的后果

所产生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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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艺术中必然包含科学
的成分，而领导工作达到
科学的程度后，也能反射
出艺术的感染力，使领导
活动显得完美而生动。

文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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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艺术的含义

广义的领导艺术包括整个的
领导过程，所有与领导有关
的问题都有领导的艺术渗透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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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领导艺术则指领导者
善于熟练而有效地行使领导
职能，完成领导任务的技巧。
狭义的领导艺术，是人们通
常所理解的领导艺术的实在
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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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艺术的含义可以这样表述：
领导艺术是领导者在个人素质
修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领导
经验，深厚的领导科学造诣，
对各种领导条件、方式、方
法，加以纯熟、巧妙、高超并
富有创造性的运用，以及通过
这种运用表现出来给人以美的
感染力的领导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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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修养，包
括领导者的经验、学识、智
慧、才能、胆略，是领导艺
术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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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导条件、方式、方法运
用的纯熟、巧妙、高超并富
有创造性，是领导艺术的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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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领导风格和领导所创造的
“美”的形象，是前两者结合

的结果，是领导艺术的外在
形态。简言之，领导艺术就
是领导技巧与风格的巧妙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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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个人条件

核心创造性运用

领导艺术美的形象 形态美的形象

周访问 邓访问毛访苏 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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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经验、领导科学、
领导艺术之间的关系

1、领导经验与领导科学

领导者应如何处理领导经验与
领导科学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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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领导者应重视积累领
导经验。

第二，领导者又不能囿于已
有的经验，应努力提高自己
的领导科学水平。

第三，领导者要充分认识时
代的特点，认识到领导科学
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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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的关系

第一，从认识论角度说，它们
是领导工作的经验性和理论性
的对立统一。

第二，从领导活动的表现形态
说，它们是领导工作模式化和
非模式化的对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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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领导艺术与领导经验

领导艺术虽有经验因素和经
验性特色，但它显然高于领
导经验，是领导者综合运用
领导经验、领导科学的表现。



24

（三）领导艺术的特征

1、经验性、非模式化的特征

领导艺术不是靠说出来，也不
是靠刻意地做，就可以的，它

的表现形式是“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25

科学靠证明，艺术靠显示，
领导艺术都是通过领导者的
活动形象显示出来的。

2、实践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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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艺术的主要表现

（一）用权的艺术

领导者的权力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一是法定权

二是个人影响权；法定权也称为非
人格权力，个人影响权也称为人格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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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定权的使用方法与艺术

（1）法定权的含义

法定权就是通过法律、法令等
相关的程序，授予领导者的权
利，这种权力是一种得到法律
认定并受法律保护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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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权是一个领导者职权大
小的标志，是其它各种权力
运用的基础。

（2）法定权的作用

法定权的确定是正常进行领
导行为，顺利有效地实现领
导目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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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权的特征

第一、层次性

第二、固定性

第三、自主性

第四、单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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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权的使用方法

①敢于独立负责

②指挥好直接下属

一是对职能部门的指挥

二是对下属单位的指挥

③正确发挥副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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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权的使用方法与艺术

第一、权力影响力

第二、非权力影响力

（2）领导者使用影响权的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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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党的性质要求领导者
有影响权；

二是领导者的自身行为要
求具有影响力；

三是被领导者的素质要求
领导者具备影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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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响权的使用方法

①在工作上使用影响权

②在作风上使用影响权

③在品德上使用影响权



34

（二）待人的艺术

1、待人的基本态度

2、处理与上级关系的艺术

（1）处理好与上级关系的意义

第一、可以得到上级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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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可以赢得下级更多的
拥戴。

第三、可以满足领导者的心
理需要和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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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者处理与上级关系

的艺术

第一、找准自己的角色和位
置，做到出力而不“越位”

第二、善于领会领导的意图

第三、适应上级的特点和习惯
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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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上级面前规矩而不拘谨

第五、运用“等距外交”，避免交
往过密或亲疏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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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领导者处理与同级关系的

艺术

（1）处理好同级关系的前提

条件

第一、要具有共同的使命感。



39

第二、要有集体荣誉感。

第三、要有相互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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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理好同级关系的艺术

第一、积极配合而不越位擅
权

第二、明辨是非而不斤斤计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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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见贤思齐而不嫉贤
妒能

第四、相互沟通而不怨恨
猜忌

第五、支持帮助而不揽功
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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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处理与下级关系的艺术

处理与下级关系的基本态度就
是平等待人。

领导者要和下级做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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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要学会批评与倾听。最
好首先做一个忠实的听众，耐
心地倾听，必要时做记录。领
导者必须体贴下情，关心群众
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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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领导的识人、用人的艺术

（1）认识到“以己观人”的缺

陷

直接结果是以已划线，能识
“同体之善，但失异量之美”难
以做到“五湖四海”、“海纳百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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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己观人的主要缺点是以个
人好恶为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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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到朗署(汉朝官署名)
巡视，遇见一个衣裳不整的
白发老翁，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呢?

什么时候在此为郎(宿卫之官
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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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翁答道：“臣叫颜驷，在文
帝时就在此为郎了。”

武帝又问：“为何这么老了，
仍在此当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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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驷答道：

“文帝好文而臣好武，

景帝喜好年老的而臣尚年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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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喜好年少的而臣已年
老，

因此历经三世都没有晋升的机
会，只好一直在此当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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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己观人常常形成“同类
体”的班子

（3）怎样走出以己观人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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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要以貌取人

第二、不要特别相信亲眼所见

第三、要有发展的观点

第四、不要只看表面现象

第五、不要求全责备

第六、不要计较历史的污点

以貌取人

亲眼所见

用人之私

楚庄王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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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防范小人

小人是人们用来比喻那些心怀
鬼胎，心术不正之人。这些人
的人数极少，但对领导的工作
和集体的破坏力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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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常常丧失自我，平日里
他们无所事事，专爱打听别人
的隐私，传播小道消息，捕风
捉影，察言观色，迎合领导，
溜须拍马，趋炎附势，是破坏
单位团结的离心力，也被人称
为“内耗专家”。



54

那么，小人有哪些表现呢?

一般来说，小人热衷于开“谣
言公司”，喜欢耸人听闻的消

息，喜欢各种桃色新闻，热衷
于传播，竭尽能事地去讨好领
导，顺着领导的心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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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领导识人、用人中，
一定要培养自己识别小人的
本事。这之中最最重要的
是，自己要和小人划清界
限，不要沾染上小人的习
气，不给小人以可乘之机。
要多动脑，善于思考，了解
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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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更要注意：那些与领导关
系过于亲近的人中有没有别有用
心的小人；如发现对某人的看
法，自己与群众有较大差距时，
要想想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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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之长期相处的人，几乎没有
人说他好时，领导的心中要划上
问号了。一般来说，长期共同工
作的人是最了解他们的，他的品
质这些人是深知的。



58

遇到了小人，首先是不要
怕。因为小人是见不得阳
光，你软他更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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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之斗争，是要讲策略
的。要软硬兼施，毫不妥协，
稍有犹豫，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要想出击，一定要掌握住确凿
的、有分量的把柄，牢牢控制
斗争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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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不要单枪匹马，要依
靠体制、机制和群众。

景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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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事的艺术

1、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辨证统

一

2、抓住中心和统筹全局的辨

证统一

3、领导积极性与广大群众积

极性的辨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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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晰性和含糊性的辨证

统一

5、创造开拓与和谐平衡的

辨证统一

6、宽与严的辨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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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领导演讲的艺术
1、领导者演讲的涵义和特点

领导者的演讲，是在特定的
时间、空间条件下，面对特
定的对象，有目的地阐发思
想、宣传政策、传播经验、
启迪认识、鼓舞和激励听众
的一种口语表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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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人说：“眼睛可以容

纳一个美丽的世界，而嘴巴
则能描绘一个精彩的世界”。

法国大文豪雨果也说：“语
言就是力量”。确实如此，

精妙高超的使用语言的能力
是每个人所需要和渴望的，
领导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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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演讲，是演讲中的一
种，它除了具有普通演讲的一
般特点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它是一种领导方法

第二，具有权威性

第三，具有实践的指导性。
朱镕基

西点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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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者演讲的作用

首先，领导者掌握演讲艺术，
可以提高管理的效果。

其次，演讲是领导者阐述主张、

申明是非、传递思想情感的有
效表达方式。

毛讲课 毛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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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演讲可以使领导者现场
直观把握群众对其演讲内容的
态度与反映，加深对群众情绪
的了解，体察下情。

第四，演讲可以使领导者塑造
自身形象，提高威信，增强领
导效能，强化领导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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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演讲是提高领导者自身
素质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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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演讲的艺术

幽默

演讲需要巧妙运用幽默语
言，增强演讲语言的趣味性
和生动性，在谈笑风生中阐
明演讲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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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是机智思维的结果，幽
默的语言闪烁着智慧和文明
的火花。大凡有幽默感的领
导者，都是知识渊博、思维
敏捷、辩才出众的人。幽默
是一种高雅的风度、健康的
品质，也是一种神奇的领导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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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打算选
择国会议员戴维•A•斯托克曼担

任联邦政府的管理与预算局局
长。但是斯托克曼曾多次在公
开辩论中抨击里根的经济政策。
里根怎样打破这个僵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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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斯托克曼打了电话，说：
“戴维，自从你在那几次辩论中

抨击我以后，我一直在设法找
你算账，现在这个办法找到
了，我要派你去管理与预算局
工作。”一个幽默的电话，不但

打破了僵局，而且起到了化干
戈为玉帛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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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法主要有否定式、岔道
式和双关式三种类型。

否定式幽默法，是指对两个
相互对立的事物，从肯定其
中一事物出发，随之加入另
一个事物的内容而达到否定
前一个事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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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德国大文豪歌德有一天
晚上到郊外散步，在一条仅
能通行一人的小道上，迎面
碰上一个仇家。这人一见歌
德，便大声说：“我绝不会给
猪让路。” 歌德微笑着说：
“我会”，接着侧起身子站在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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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道式幽默法，是通过反逻
辑的方式造成幽默的语言表
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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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的美国记者，要里
根谈谈对联邦政府的预算赤
字问题的看法，里根回答说：
“我并不担心，因为你已经

长大了，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的了。”诙谐的打岔式的回

答，使得里根避开了锋芒，
又不失礼貌和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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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关式幽默法，是利用一个词
的语音或语义同时相联两种不
同的意义，进行曲解的又能表
达自己心意的语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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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初期，英国首相丘吉尔在
美国游说罗斯福总统抗击德国
法西斯。一天当丘吉尔正赤身
裸体，大腹便便地洗浴时，不
料罗斯福闯了进来。当时的场
面使双方都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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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急中生智地耸耸肩说：
“瞧，总统先生，我这个大英帝

国的首相对你可是没有丝毫的隐
瞒啊！”一句双关妙语，使进退

两难的罗斯福捧腹大笑，又及时
掩饰了自己一丝不挂的窘境，还
含蓄地表明了他自己毫无隐私与
开诚布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真
可谓是“一石三鸟”！

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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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含糊性。

拉姆斯菲尔德就是这样一位
让美国媒体又爱又恨的国防
部长。他在五角大楼发布会
上那云山雾罩的演讲常常令
现场的记者头疼，但也有人
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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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发声的技巧

①吐字准确清晰，清亮圆
润，但不声嘶力竭；

②根据演讲内容，控制语气、
语调，恰当运用重音、停顿、
节奏，适应内容的要求而变
化声调、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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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演讲的音量和音质前后要
一致，避免先重后弱，先清
后哑；

④应学习、说好普通话。总
之，演讲发生应做到声音准
确、清楚，圆润有力，富于
起伏变化。

绕口令提高讲话 军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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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领导艺术的途径

（一）勤于学习

（二）多实践、多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