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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炎热，到书店盘桓，
不经意间，看到一本不足十万

字的很难归类的小书《从清华
园到未名湖》，随意翻翻，却
不忍释手，实在是从事管理的
人不得不看的难得好书。

这本看上去像是一位具
有丰富从政经历的作者却以
极具个性化的语言，坦陈自己

对人才、对管理、对教育、对社
会思潮的思考和实践，较少八
股气，较少官样文章，处处闪
烁着智慧和胆识。诚如原中国
社科院副院长刘吉在序言中
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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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园到未名湖》，
看似关乎北大与清华，实际上

是作者根据自己在北大、清华

近三十年的人生经历，还有在
党政部门从事领导工作的丰

富实践，经过缜密思考反复揣
摩而总结出来的心得和感悟，
注重思想的深邃和结合国情
的切实管用，是难得一见的思
想录，而并非传统意义上以时
间为序、描述自我人生历程的
回忆录。作者意欲与社会、政

府、大学或其他行业领导干部
交流的，是他“在大学工作的
感受以及离开大学后的再度思
考”，是他那些或来自成功的
经验，或取自失误的教训，或源
于亲身体验，或立足于旁观者
视角的肺腑感言。这使得该书

更接近于一部思想随感集。
而这些闪耀着作者智慧

火花的感言、观点，在书中便
围绕着人才理念、领导哲学，
及大学管理等主要关注点铺
展开来。

关于人才理念，作者首先
明晰了人才的内涵，他认为

“人品、特长、贡献”是人才必
备的三大要素，“人才不是全
才，他只是在某一方面或某几
方面有超乎寻常的才能”。
“以贡献论英雄……是识别人

才最根本的标准”。其次，在
选择人才上，他主张“制度选
人”和“伯乐相马”结合起来，
因为“现在通行的工业化、标
准化的选人方法，只能选出一
般性的优秀人才，而那些特殊
性的杰出人才则很难被选取
出来，甚至会被当作‘不合格
产品’加以淘汰”。此种情况

下，“伯乐相马”慧眼识人的
必要性自不待言。而在对待人
才上，作者认为应该“扬长补
短”“扬长避短”“扬长容短，

必要时敢于护短”。他还总结
出培养人才的三大法宝：用人
要当其时、当其壮；不拘一格

方能出人才；没有宽容就没有
人才。

如何从个体单位开始，扩
而大之，使全社会形成“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和风
气，作者建言道：

如果社会对人才求全责
备，那也就没有人才可言。

一个开明的社会，不但要

为大批常规性优秀人才开辟
宽阔的通道，而且要为少数与
众不同的特殊人才，如天才、
奇才、偏才、怪才留有发展的
空间。

如果我们的社会都能像
大学那样给优秀人才以崇高

的地位和尊严，所有的领导干
部都能像大学那样尊师重道、
礼贤下士，那必将大大加快科
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步伐。

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架
构，一把手往往决定一个单
位、一个地区的兴衰，不仅仅

是一个人的荣辱升迁。作者在
书中提出了在个人成长过程
中，易被人忽视的 “领导环
境”。他认为这是较之政治环
境、文化环境、舆论环境、政策
环境、人际关系环境等环境因
素，人才 “最重要的成长环

境”。那么，作为一名好领导，
应具备怎样的品质呢？作者基
于自己的从政实践，总结出以
下五个方面的“领导经”：

领导者主要不是靠自己干
事情，而是团结大家合作干事
情……善于团结、乐于合作、易

于交往，是领导者的基本功。
“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

众公认”，这是选拔干部应当
遵循的基本原则。

善于欣赏是最高明的领
导艺术……要把大部分时间
用在同优秀人才、先进群众交

往上，以便随时吸取他们的经

验和智慧，而不要把大部分时
间用在改造个别“问题人物”

的身上。
如果一个领导者的成功

带动了周围一群人的成功，形
成了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
的群体效应，那才是真正英明
的领导者。

亲和力是最重要的影响

力……在工作场合，领导者和
身边工作人员应当上下有序，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日常生
活中，领导者应当是一个真实
本色的自我，多一点亲切平
和，多一点轻松幽默，讲一点
人情世故。

如果以上述五条针对领导
的“处世之道”勾勒出一个领
导形象，那他应该是既能“有
声有色地工作”又能“有滋有
味地生活”，既组织有力又平
易近人，既善待他人（属下）、
“有情有义地交往”又懂得如

何关爱自己，他处处信守团队
精神，他在在实践伯乐之德。这
样的领导，着实的可敬可爱。

上述关于人才和领导的
理念同样适用于大学管理中。
除此之外，任彦申还指出了大
学管理中学术自由与政治民

主的混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
力的交叉，专家的高明与局
限，教师与校长的矛盾等四个
误区，并以自己以往担任北京
大学党委书记的切身体会，提
出了一些可供高校领导们借
鉴的管理之道：

领导者的高明，就在于他
能够从七嘴八舌中选取最有
价值、最有希望的方案，在争
论中敢于当机立断，并且运用
自己的智慧把更多的人引领
到一个新的境地中来。

对知识分子来说，用文化

精神去“理”比用规章制度去

“管”，可能更为奏效。
作为领导者应当懂得，对

待文化人，处理文化事，不要
轻率地显示权力，动用权威，
而应当尊重思想自由的价值，
承认多元共生的权利，容忍异
己声音的存在，慎用手中权
力，避免强加于人。

在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

纠缠不清时，应当“就低不就
高”，先作为学术问题对待。

我们的大学，既应当鼓励多
数教师关注社会需求，服务国家
战略，也应当允许一些教师从个
人的兴趣和爱好出发，超脱现实
的功利，从事纯学术研究，去追

求更加遥远的目标。
如此直言不讳、实话实说

坦露出来的治校心得，反映了
当代中国高校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及其可行的解决方案，诚
可作为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史
之学校管理研究的鲜活案例。

而任彦申作为曾经的大学领
导者，念兹在兹的更是“希望
在大学和政府之间，在大学和
社会之间能搭起一座对话沟
通的桥梁”。他自言《从清华

园到未名湖》一书“不求体系
的完整，只求有点用处”，“如
果读了这本书，人们对大学精
神和人才观念多一点认识，对
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多一
点理解和支持，而其他领导干
部能从中获得一点参考价

值”，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在书店看惯了大部

头的著作，也见识了很多毫无
生气四平八稳的官话套话和
千真万确的废话，但是看过这
本素朴典雅有点另类的薄薄
的小书，却感到了一种炎热中

的清凉：她实在是一本给管理
者以深刻启迪的厚重的“小”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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