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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脉资源丰富却杂乱无章

一个人随着自己的成长，结交的朋友当然
会越来越多。除了那些特别孤僻的人，我们都
会有自己的一个丰富的人脉库。但是，很多人
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一遇到紧急情况、突
发事件，往往就会手忙脚乱，不是想不到那些
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是谁，就是忘了那人的电
话号码和其它联系方式，常常因此耽误时间错
过机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得为自己绘制一张
人脉资源网络图，这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通信
录，里面的内容不仅要注明联系人的电话，工作
单位，E-mail、QQ、MSN等实时的联系方式，还要
有更详细的介绍，比如联系人的自身情况、习惯、
特点，总之，这项内容越详尽越好。

忽视最重要的少数关系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一条著名的
“二八定律”：2虽少数却精英，8虽多数却普
通。在任何特定的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
占少数，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到大多数。因此你只
须控制重要的少数，就能控制全局。这个比例大
概就是2和8的对比。如果细数自己的人脉关系，
你可能发现，往往是一两个重要人物在决定你一
生的前途和命运，起着无比重大的影响和决定作
用，其余的多数人脉，作用有限。所以你不可能像
对待重要人物一样对待你认识的每一个人。在
处理人脉关系时，一定要对他们有所区别，合
理分配精力。

具体原则就是，我们必须对影响或可能影
响我们前途和命运的20%的重要人物另眼相看，
在他们身上去花费掉你80%的时间、精力和资
源。而对另外80%的不重要关系，只须付出20%

就可以了。如此，才能不至于本末倒置，为自
己的人脉投资获得最大的投入产出比。

只和固定的人交往

许多人在他们的人际圈中，存在着一种交
往范围被固定的趋势和现象。比如，他们在一
年之中只和几个固定的朋友或联系人保持着交
往，这导致了他们被关闭在了一个僵化的圈子
内，能够利用的资源就是这些。当一个人处于
这种人脉状态时，就可以断定，他事实上没有
办法取得自己生活或者事业上的突破。你必须
拓宽自己的人际网，这样才能突破人脉困局，

让自己的人脉资源有所补充和壮大。

掌握不好关系距离

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越亲近，往往就越容易
变得任性和不客气了。中国古贤孔子有句话：远
之则怨，近之则不恭。虽是用来形容女人，但用在
人与人的普遍相处，也极为精辟。你和对方关系
很好，这挺不错，但如果距离没掌握好，太亲密
了，就容易说出伤害对方的话，或者不遵守约定，
闯入对方的私生活等等。于是，你们之间就会由
于这些小事而伤害了感情，破坏彼此之间的信赖
关系。但是距离也不能太远，否则就互相失去了
吸引力，从朋友变成了陌生人。明明是一对好朋
友，你却刻意地经常几个月不联络，白白浪费掉
了宝贵的人脉资源。

爱管闲事

爱管闲事的人，他们天生是朋友圈中的调
停者角色，或喜欢将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
做。也许出于好心，但在大家眼中，却会留下
一个坏印象。周围的人在和你相处时，变得十

分被动，成为纯粹的无所作为的旁观者。你觉
得他们会感谢你吗？不会的，只会给你贴上一
个“爱管闲事”的标签。

一个人如果处处突出自己的能耐，忽视给
别人留下表现空间的重要性，就会成为人际场
上令人嫌厌的“能力虽强但我就是不喜欢”的
怪家伙。这是强者困局。想冲破这个困局，有
时候你就得变得适当弱一点，不要每次都去承
担这些义务，给其他人留下或者主动创造一些
表现机会。

自命清高或羞于表达

清高者和害羞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人
际关系中严重缺乏主动。他们虽然内心火热，
期待和人沟通，但外在的表现却反常至极，总
是一味地等待别人来邀请他，期望以一种高高
在上或居高临下的态度去与他人相处。

因此清高者和害羞者的人际关系一般都较
差。对于解开这类困局，就须使自己具备主动
性。你要主动靠近别人，放弃“高贵”，让全
身散发“谦虚”的气场。

做法很重要。当你邀请别人的时候，最好
别“一对一”，而是尽量同时邀请两三个人，
这样做就不至于和个别人过分亲密，也可以避
免你的拘束与尴尬，充分激活讨论的气氛，给
自己一种放松的空间。

公私关系混为一谈

永远不要让你的私生活和你的工作联系在
一起。比如在公司，如果你在工作时对于和你
有交情的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照，疏忽了自己的
职责，那将证明你是一个公私不分的人。或者
你喜欢利用工作关系来大搞结盟，形成自己的小
圈子和小团队，为自己谋取私利，也将极大地毁

坏你的人脉形象。这虽让你暂时得利，但长久看，
必会使你陷入一种不良的人脉困局：在他人眼
中，你将是一个破坏规则、谋取私利的人。你也不
要为了一己私欲(比如一些金钱利益和虚荣心)而
去有意地刁难别人，或者公报私仇，如此，伤人八
千，自损一万，一旦你虎落平阳，需人相助时，你
就只能体验无人理睬的凄凉了。

人脉关系不会永远保鲜

人与人间的关系是在不停变动的，不可能
出现一种关系会一直保鲜的情况。有时两个人相
处，很可能并非愈加信任，也有可能变得互相猜
疑和失控，乃至破裂。所以要想保持友谊，我们必
须适当地与关系人进行互动。一旦关系静止，不
再投入，慢慢地彼此就疏远了。人脉的拓展和管
理，关键在于互动，而且不进则退。

曾经有个有趣的实验，分别将乐观、人缘
好、人际关系的互动性较强的人和悲观、孤零
零、互动性很差的人集合在一起，然后将他们
放在两个不同的实验室。实验者用棉球将流行
性感冒的病毒抹在双方的鼻头上，然后去追踪
实验的结果：看看到底是哪一边的人群感染的
多？

结果也许让你大吃一惊——— 孤零零和缺乏
互动性的人群感染的要严重很多，比人缘好的
人群足足多出4倍！这项实验让人目瞪口呆：如
果一个人对于结交人脉的态度是悲观的，缺乏
深入互动的人，就连病毒也来骚扰他。

只想索取不想付出

你是否很讨厌唯利是图的人呢？答案一定
是肯定的，没有人不对唯利小人敬而远之。他们
就像是“万能胶”，一旦把你黏上就很麻烦。这种
人只想着占便宜，绝不吃一点亏，占不到便宜就

立马不理你。可也正是这种人是最多的。
实际上，抱着利益的目的去交友，总用利益

的标杆去衡量自己的关系，就会让自己全身充满
铜臭，变成了一个人脉场上的商人，而不是一个
朋友。解开这一困局只有一个办法，让自己不再
张嘴闭嘴就是钱。

识人不善，人脉越多反遭其害

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人脉场上不乏对立
的两种人。区别在于，有些人有一双识人慧
眼，能够分辨出来，择优去劣，结交君子而远
离小人；有些人则缺乏识人的眼光，交不到君
子，却交了一群小人。于是，关系越多，反而
危害就越大，最后被小人所误，近墨者黑了。

所以，对于那些小气和爱在背后说人的家
伙，貌似正义实则小肚鸡肠的关系人，或者只
知道趋炎附势之徒，就要小心了，绝不可交。

这些困局在我们身上或明或暗地存在，有
时会伴随你一生，成为你在结交朋友时的一大
缺陷。当你认识到这些问题在你的生活中将造
成恶劣影响，只有及时纠正。

《六度人脉》
李维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胡雪岩(1823-1885)，从一个普普通通的钱庄小
伙计，做到了晚清首富，又从晚清首富跌落至倾
家荡产，最终埋骨于杭州西郊乱石堆中。而把这
位商界天才的一生展现给世人的，正是著名历史
小说家高阳的一部小说《红顶商人胡雪岩》。

所谓“红顶商人”，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语汇，胡雪岩由于资助左宗棠西征有功，
被御赐二品文官顶戴，“红顶商人”由此得名。
现在这个词特指依靠官场权力做生意的商人，俗
称“官商”。而胡雪岩无疑是官商界的宗师和偶
像，其眼光和手腕在百年以后的今天，依旧受到
热捧，不仅是商人，几乎所有想干番事业的人，
都能从胡雪岩身上汲取点营养。因为胡雪岩的经
商途径，在中国，几乎算是一条“成功捷径”。

胡雪岩一生先后傍上了两个“大佬”，一个
叫王有龄，后来官至浙江巡抚；另一个是晚清名
臣左宗棠。王有龄一开始是个落魄子弟，买了一
个官职，却没有路费进京领“做官执照”，胡雪

岩当时只是个钱庄小伙计，也不富裕，但还是资
助了王有龄三百两银子当路费。王有龄进入官场
后官运亨通，为胡雪岩的生意大行方便。胡雪岩
的经商之路，不是从投资生意开始的，而是从投
资人开始的，而且是投资这个人的政治前途，在
中国传统的社会体制下，这是一个高招。后来，
王有龄在浙江巡抚任上抗击太平天国军，兵败自
杀，胡雪岩又转投左宗棠麾下，帮助左宗棠开办
福州船政局，为左宗棠西征筹集军费和枪械，从
中赚取差价，事业步入巅峰。

胡雪岩善于在商战中扼住对手咽喉，善于利
用政商关系来为自己的生意大开绿灯，善于从动
荡的时局中寻找商机，而他最终失败居然也正是
由于这几个原因。

胡雪岩最终败于同外国洋商的大商战，也败
于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政治斗争，再加上时局动
荡，诸国列强纷纷刁难中国，市面大坏，运气最
终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作为“商”，他亲自主

持了百年企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以一人之
力对抗几个国家，败得悲壮；作为“官”，他仍
未摆脱千百年来官场的残酷斗争，成了两大政治
势力争斗的牺牲品；作为一名晚清的中国人，他
也没有逃脱诸国列强的欺侮，国家不争气，个人
再强，也很难争气。内外交困，这个一生精力充
沛、斗志昂扬的商界天才，终于垂下头来，接受
了失败。

高阳先生在《红顶商人胡雪岩》中，是把胡
雪岩当做一个商业英雄来写的，将胡雪岩一生的
勋业描绘得恢弘霸气，同时他也是把胡雪岩当做
一个凡人来写的，饮食起居、七情六欲、喜怒哀
乐无不精细入微，让读者感觉到如在眼前。而高
阳对胡雪岩的偏爱，甚至使得他写到胡雪岩败落
时，不忍下绝笔，把胡雪岩埋骨乱石堆一节隐
去，只留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开放式结尾，悲凉但
不残忍。

这部《红顶商人胡雪岩》，将史书上很少提

及的胡雪岩这个历史人物，推上了历史舞台。由
于胡雪岩生前被抄家，留下的史料很少，而高阳
硬是在故纸堆里一点点将胡雪岩的平生给拼凑了
起来，加上娴熟的小说笔法，圆融通畅，毫无滞
涩，使得一部百万字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完整
大气，甚至能够“以小说造史”，使得很多史学
家都来从小说中考证历史的蛛丝马迹。

尤为可贵的是：这部小说虽教人经商之道、
处世之法，但绝不厚黑。胡雪岩做生意追求互利
双赢，对手下员工恩威并施、全心培养，甚至对
天下百姓的生计都极为关心，绝不做挨百姓骂的
黑心生意。他虽是个在铜钱眼里折跟头的商人，
但那份朴素的“为别人，也就是为自己”的善
心，仍旧令人感佩。

《红顶商人胡雪岩》
高阳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 速读

怎样走出人脉困局？
□ 思思 整理

“文质彬彬，威风凛凛。只道是并吞
八荒，盖万古；横槊赋诗，笑傲前尘。却
不料，南征北战竭民力，予雄予智失民
心。眼看着，如画山都丧尽，好头颅也与
那肝胆分。只落得，一代英雄归黄土，几
行烟柳掩孤坟。这才是，运河悠悠连今
古，载舟覆舟俱凡人。”

一曲荡气回肠的《大隋王朝》主题曲
道出了央视《百家讲坛》当红主讲人———
蒙曼教授对大隋王朝的倾情叙述，她站在
一个女性、知性、理性的角度，用大量的
史料、事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在她的
新书《蒙曼说隋：隋炀帝杨广》一书中对
人们眼中弑父杀兄，奸母淫妹，大兴土
木，穷兵黩武的隋炀帝，进行了客观评
价。从隋炀帝的历史活动的社会意义出发，
考订史实，一一批驳对他的恶意毁谤与中
伤，客观地考察与评价了隋炀帝的生平、功
绩与过失，并且首度揭秘杨广由明君———
暴君——— 昏君三级跳背后的性格密码。

谈及隋炀帝便躲不开大运河，传统史
家对隋炀帝的指责中，开凿大运河是重要
罪状之一。人们说他为了满足自己巡游江
南的私欲，不惜劳民伤财种柳开河，让多
少老百姓家破人亡。那么隋炀帝开凿运河
真的只是为了饱览江南的美景吗？大运河
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

运河真的是一无是处吗？蒙曼教授在
书中写道：大运河的开凿有着非常严肃的
政治、经济目的，是隋炀帝审时度势、高
瞻远瞩的结果，绝不是帝王享乐和迷信这
样肤浅的理由所能掩盖的。

运河通航后，不仅成为南北政治、经
济、文化联系的纽带，也成为沟通亚洲内
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
纽。运河的通航还促进了沿岸地区城镇和
工商业发展，它宛如一条彩带，沿岸城镇
犹如彩带上镶嵌的一颗颗明珠。此后，历
代王朝对运河不断疏浚和改造，使它持续
发挥着贯通南北动脉的作用。

运河的开通，促进了城市发展，江
都、余杭、涿郡等迅速繁荣；维护了国家
统一，促进了中央集权稳定。

唐代诗人皮日休就作诗道：“万艘龙
舸绿丛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
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
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这也是古人对隋炀帝
至今最为客观的评价吧。

不少史学家都把唐太宗李世民和隋炀
帝杨广进行了对比，无论是出身还是战
绩，都证明了二人有着极其相似之处。隋
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
他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
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
人们对秦始皇、唐太宗的功绩多有肯定，
但谈到隋炀帝时却多是恶语。

蒙曼教授眼中的隋炀帝是一位有理
想，有精力，有才情，有功业的皇帝，只
是，他的理想、精力成了人民的负担，以
至于他的才情、功业即使流传至今，功在
千秋，终不能扭转万世遭人唾骂的事实。

自隋朝灭亡以来，末代君主隋炀帝便
被盖棺论定是中国历史上最荒淫无度的昏
君之一。千余年来，铁案如山。本书从隋
炀帝的历史活动的社会意义出发，考订史
实，客观地考察与评价了隋炀帝的功绩与
过失，以期揭开这位“伟大的暴君”的真
实面貌。

《蒙曼说隋：隋炀帝杨广》
蒙曼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在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之际，我
打开最新出版的《生如夏花：泰戈尔经
典诗选Ⅱ》，聆听这位世纪老人带给我
们深沉与博大的“生命之歌”。

打开泰戈尔先生的《吉檀迦利》，
首先感受到的，正是拨动你心间的那一
声声回响。众所周知，《吉檀迦利》是
泰戈尔先生诗歌创作高峰的经典代表
作，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和艺术风
格的作品。作为“奉献给神的祭品”，
《吉檀迦利》风格清新自然，带着泥土
的芬芳，“今天，炎暑来到我的窗前，
轻嘘微语：群蜂在花树的宫廷中尽情弹
唱。这正是应该静坐的时光，和你相
对，在这静寂和无边的闲暇里唱出生命
的献歌。……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
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
习。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
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
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我的眼
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
原来在这里！”这样自然典雅而又纯美

质朴的诗句在诗集中比比皆是，诗人正
是通过一系列的轻快、欢畅的笔调，让
读者来感受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
乐和悲哀。

这些诗歌仿佛具有魔力一般，当泰
戈尔把它们译成英文之后在英国出版
时，立即获得了世界性的轰动赞扬，一
时间“伦敦纸贵”——— 1913年，诺贝尔
文学奖的桂冠第一次落到了亚洲人的头
上，泰戈尔先生也因此誉满世界。对于
《吉檀迦利》的评价，我想，也许没有
比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理由更充分的
了：“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
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
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
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
分。”

身处风云变幻的20世纪，面对错综
复杂的世界形势，各种思潮也如海浪般
风起云涌。而泰戈尔先生虽然在乱世中
立命，却始终保持高洁和谐的人格，并
以此给我们以安慰，可以开发我们原本

淤塞的心(徐志摩语)。他用自己对生活
的热爱，巧妙地隐去了一些苦难与黑
暗，而将所剩的光明与微笑毫无保留地
献给了读者。在他的眼中，世界需要
爱，人生更需要爱，正如他所写的一
样：“我相信你的爱，就让这作为我最
后的话吧。”

《生如夏花Ⅱ》作为继《生如夏花
Ⅰ》(《新月集》《飞鸟集》)之后的又
一扛鼎力作，在延续了以往清新、典
雅、浪漫的图文风格同时，着重体现了
泰翁诗歌中清新、睿智、理性的另一
面。通过对《生如夏花Ⅰ、Ⅱ》的吟诵
和阅读，一个完整而闪耀着光芒的泰戈
尔展现在我们面前。

虽然诗人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诗
人留给这个世界的高贵人格和永恒的精
神财富，如同天空中的北极星一般，给
在黑夜中迷茫的我们指明方向。

《生如夏花：泰戈尔经典诗选Ⅱ》
泰戈尔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红顶商人胡雪岩
□ 小建

梦想大概有两种，一种在未来，一
种在远方。未来常常不可知，而远方总
在那里若有若无地招手。因此，一个人
自测是否还有梦想，是否激情已逝心如
死灰，最好的办法，就是夜深人静的时
候扪心自问：“想不想去陌生的地方走
一趟？是不是还有离家出走的冲动？”

如果选择在纸上一圆去远方的梦
想，四川作家聂作平的新作《一路钟
情：走出来的人生美景》一书，当是不
错的选择。

当年待在川南僻壤之地，聂作平也
曾是“地图旅行家”，对着一本24开的
地图，痴狂地想要远走高飞。最终，他

从自贡出发来到成都，并在最近十年里
开始一次次远行，并记录在笔下。这正
是《一路钟情：走出来的人生美景》一
书值得一读之处。

作者对他所到之处，充满热情和人
文关怀。一个情字，注定了这本书的每
一行文字，都充盈着深情。他甚至有耐
性，深入到土著生活中，将他们几十年
的艰辛和梦想一一道来。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具备广阔的
视野，一眼望去，百万河山都在胸中。
使那些“地图旅行家”们地图上生硬的
符号，在他的笔下，一瞬间生动具象起
来。文字细腻而饱满，充满个人的体验

和情感，使一本旅游书，成为深度而深
情、人文而私我的体验式随笔集。

《一路钟情：走出来的人生美
景》，大多是聂作平十年来刊发在《中
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篇章，他也因此
与马丽华、王旭峰、范晓等一起获得
“中国国家地理10周年文章贡献奖”。
“灵魂在高处。灵魂在远方。灵魂需要
流浪。”这是聂作平十年远足的感悟。
读过此书，我心有戚戚焉。

《一路钟情：走出来的人生美景》
聂作平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还原一个真实的隋炀帝
□ 阿洛

生命当如夏花般绽放
□ 王戎

灵魂在远方
□ 杨不易

■ 新书导读

《奥托手绘彩色植物图谱》
（德）奥托·威廉·汤姆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德国植物学家和植物艺术家奥
托，精心彩绘植物图志，每幅图均
给出了所绘植物的拉丁学名和所隶
属的科名，除了植物外形图外，还
配有花、果的解剖图，对植物学爱
好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道说管理》
齐善鸿 李彦敏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首创“道本管理”，认为
最高管理是灵魂管理、解决心灵问
题才能取得成功。书中对中国企业
管理的入困之因，提供了切实可行
的解困之道。

《坏民主》
薛涌 著

凤凰出版社

丘吉尔说：“民主是最坏的政
府形式——— 除了那些被一次次地尝
试过的政府形式之外。”作者在美
国生活了十六年，有着最直接的生
活体验和最尖锐的观察视角，看到
民主社会里的种种可笑、甚至让人
愤怒的事情。

人脉如同
金钱一般，也
需要管理、储
蓄和增值。斯
坦福大学调查
显示：一个人
赚的钱，12 . 5%
来 自 知 识 ，
87 . 5%来自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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