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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6_9C_80_E6_c26_495238.htm 当今世界，领导者的

公共形象已成为领导力的一个关联因素。在社会的公共期待

上，人们对于领导者有着诸如“崇高”期待、“才资”期待

、“平民”期待等诸多预期；而在领导者的形象方位上，人

们亦有着诸多社会性定义。这些公共期待和对于领导者公共

形象的理解和定义，已约定俗成为当今世界“成功型”领导

者形象中共同的“普适性”元素。 一、“现代人”形象 “现

代人”是领导者群体人格的基础。“现代人”领导特质的本

质，是对于“现代”精神的把握。“现代”首先是一个时间

概念，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

程。其次，“现代”又是一个人文概念，它是指区别于中世

纪的新的时代精神和特征等内容。 领导力一部分来自于领导

者职位的权力和其自身的能力，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人们对领

导者形象的“情感性”认可。这种认可，一是基于领导者与

时代精神的契合度，二是基于领导者与人们形象预期上的契

合度。毫无疑问，今天领导者的公共形象，首先应该具有“

现代人”的精神特质，体现出充沛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禀赋。

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特质，我们可以做出多方面定义。但

总的来说，现代人型的领导精神特征，一般可以归纳为：一

是思想开通，精神结构具有高度开放性；二是对新事物敏感

，体悟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的“直觉能力”较强，并且容易

接受新事物；三是包容性强，对不同观点、多元的东西宽宏

和容纳；四是不隔断和疏离传统，比较重视从传统的历史文



化中吸纳养料。由此可见，真正的“现代型”领导者，不是

脱离传统和历史的人，而是从历史文化获得“根基”、滋养

良知，对历史文化教养和现代革新精神融合得比较好的人。 

二、“明白人”形象 由于不同层级的领导者担负着不同的公

共责任，他们必须是真正的“明白人”。所谓“明白人”，

首先是对于权力性质的明白。懂得权力的公共性和它的合法

性来源，懂得自己的领导身份来自组织或公众的信任而不是

自己有了不得的能耐，职务上的变化并不意味水平相应变化

。其次是对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离的明白。不能公权私

用，不能以公权谋私利。最后是对于自身承担的公共责任的

明白。不能凡事一笔糊涂账，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

事情不能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做。 “

明白人”领导形象的本质，是对于世事的洞察。领导者的职

位性质，决定了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既不能沉湎于超时代的理

性，亦不可憧憬于某种假想式的浪漫和理想。大事糊涂、小

事清楚的人不能做领导；大事清楚、小事糊涂的人才适合做

领导。因此，“明白”的另一面，可以理解为适度的“糊涂

”，是“将军赶路，不抓小兔”，是对于无关紧要事情的大

略和放松。 三、“高尚人”形象 所谓“高尚人”，是道德情

操水准高于一般社会水准的人。由于领导职业的特性所决定

，几千年来，人类对领导者一直有着“品高于人”的前在预

设。孔子曾诠释“政治”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

敢不正？”（《论语颜渊》） 今天，领导者必须经受品格、

品性上的考量，因为品格、品性也是一种领导力。当领导者

，必须做人格道德上的“上品”而不能做假冒伪劣品。“高

尚人”的领导者不仅崇尚道德上的正直，还须恪守政治上的



方正。所谓“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论语宪问》）意思是说，如果政治清明，自己不仅言语正

直，而且行为也正直；如果政治不是这样，在行为上保持正

直，在言语上则可以谦顺。这也是领导过程中一种必须的政

治艺术。当 然，尽管领导群体“应该”是高尚人，但是实际

生活中，我们决不能把每一名领导者轻率地假设为高尚人。

因为，第一，人类的经验表明，人们不能对领导者抱有过高

的人格期望；第二，社会中任何群体和个体都不是道德超人

。脱离实际的过高要求，容易引发大量作伪、作秀行为，造

成官场风气的不纯不正。 四、“老实人”形象 所谓“老实人

”，就是老老实实做事，朴朴实实做人，不事机巧，不搞浮

夸，不玩小聪明。1976年美国大选中，吉米卡特之所以最终

胜出，与他成功地顺迎了美国民众在“水门事件”后对政治

家“诚实”品质的心理需求，有很大关系。 领导者应该是“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践行者，干实事，说实话，重实绩，

求实效。老实人，一是在大的事情上，看得清世界大势和时

代潮流，能体察民众心态，懂得尊重客观规律，不一意孤行

，不为一己私利驱人于苦海；二是在领导过程和行政事务中

，尊重事物本来面貌，不搞文过饰非，不玩花拳绣腿。1963

年5月，周恩来在谈到“不老实”的官僚主义时说：“不学无

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

；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周

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9页） “老实人

”形象的本质，是返璞归真，恪守心灵的真实和“做人”的

本分。正如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的：“

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



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

，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

社1991年版，第822页） 五、“聪明人”形象 今天的领导者

要多一点聪明人的形象。时代在急剧发展，公共事务日趋繁

杂，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没有一点儿聪明劲是不行的。

但是，需要搞清楚的一点是，什么是真正的聪明？聪明有“

小聪明”和“大聪明”之分。真正的聪明是大聪明，也就是

大智慧。 领导者要崇尚大智慧而不要玩小聪明。小聪明误大

事，大智慧成大事。今天领导者要多一点大智慧，少一些小

聪明。领导场上所谓小聪明，就是指那些不凭真才实学、不

凭真抓实干、不愿理性思考而喜玩机巧、好走关系、擅搞政

绩的种种行为以及好高骛远、自以为是、颐指气使、摆不正

自己位置、弄不清自己身份，以为真理和聪明都在自己手上

的种种表现。领导者要真正成为不玩“小聪明”的聪明人。 

六、“健康人”形象 所谓健康人形象，是指生理、心理都处

于阳光状态而呈现身心健康的形象。良好的生理健康是从事

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病歪歪的人是不太适合领导工作的。

正因为如此，许多领导者和政治家都热衷于体育运动，以此

来营造“健康人”形象。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世界卫生组

织（WHO）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仅是身体没有病，

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的适应能力。相较于生

理健康，一名领导者的心理健康更为重要。因为领导者的心

理状况不仅关系到官场的风气，更关系到公共利益。病夫理

政，危害极大。人类历史上，由于心理不健康导致的战争、

嫉妒、陷害、排斥异己等种种恶行，实在不胜枚举，对人类

公共利益造成的危害不可胜数。 今天，领导场上，人们对于



“健康”的理解还非常狭隘。很多领导干部很注重身体保养

，随身的小瓶中备有各种维生素片、人参片或其他保健品，

但对于心理健康则相当忽略，心理养护知识匮乏。领导场上

许多歪风邪气乃至许多腐败案件的发生，很多与心理健康状

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领导者心理健康的最一般的表现，

是不权欲熏心、不唯利是图、不仗势欺人、不小肚鸡肠、不

嫉贤妒能。联合国有关专家断言，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

没有任何一种灾难会像心理冲突那样，带给人们持久而深刻

的痛苦。资料显示：当今引起各种疾病的原因中，70%80%与

心理因素有关。这些疾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胃和十二指

肠溃疡及有关皮肤病。 良好的心理卫生、健康积极的心态，

是领导生涯成功的保证。每一名领导者在注重生理健康的同

时，都应注重心理卫生知识学习，注重心灵花园的浇灌和养

护，注重心理咨询和心理调适，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身心健

康”者。 七、“读书人”形象 全球化时代，公共事务的繁杂

、社会生活的变迁、民主法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长足推进，

对于领导者群体的学养、知识结构在持续提出挑战。柏拉图

在《理想国》中提出“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哲学家

成为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这一思想的本质，是倡导

领导者知识化，倡导公共权力与知识的融合。人类的经验表

明，从政的职业要求领导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 领导

者“读书人”形象的本质，是对“知识理性”的尊崇。培根

说过，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多读一些书对于提升领导

力、提高领导绩效有好处。没有良好的读书习惯，不可能形

成良好的领导人格。马克思是读书人，恩格斯是读书人，列

宁是读书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



读书人。马克思写《资本论》，阅读的书籍、文献、资料

有1500多种，写此书则花了整整40年心血。有人做过统计，

在《列宁全集》中，列宁所引用的他看过的书籍，有16000册

之多。毛泽东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

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今天，建立“

学习型社会”，首先得有“学习型”的官员队伍和领导者群

体。一名领导者，“书生气”不好，“书卷气”则是需要的

。毛泽东当年曾批评干部队伍中一些人“不读书、不看报”

，“不知有汉，无论晋魏”，这种情况，今天并未完全改变

。领导群体中读书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值得十分警觉的现象

。 “书多人贤，酒多人颠”。凡为领导者，应多一些读书，

少一些应酬；多一些思考，少一些盲从；多一些沉静，少一

些浮躁。“读书不仅是一种职业要求，更是一种生命的快乐

。真正称得上有现代素养的领导者，应具备那种“从此静窗

闻细韵，琴声长伴读书人”式的飘逸和“宁静致远”的品性

。 八、“普通人”形象 领导者应该是先进分子与普通人的二

重组合。今天，各国领导人尽管性格、风格迥异，但“平民

化”的人格取向却是普遍的追寻目标。包括政党领袖、国务

活动家、政治家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权威，都在努力表现自己

是充满亲和力的“普通人”。平民化的“普通人”取向，不

仅影响着对政坛风格的塑造和领导者的形象特征，也同时影

响着对领袖和政治家政治审美和传播风格的塑造。今天，大

量领袖题材的纪实作品，都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到领袖和政治

家们“生活化”的内容。公众所期待的领导者形象，是那种

睿智的、外向的、亲民的，而不只是充满威严感、神秘感的

传统“魄力型”人物。 需要指出的是，“普通人”绝非表面



的做派和浅薄的作秀，而是一种来自心灵的朴实，是真正的

平民化。科学家研究认为，人类在胚胎时有着长长的尾巴，

随着胚胎的生长，人的尾巴才渐渐消失了。这一假说至少告

诫我们，人是有“翘尾巴”习性的。正如法国思想家蒙田论

述的：“如果我们偶尔花点功夫看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将

观察别人和了解外界事物的时间用来考察自己，我们就很容

易感觉到，人的禀性的方方面面都是有缺陷、有毛病的。”

（[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上卷，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

第346页） 1956年9月，刘少奇曾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一

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

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

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

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

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

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人常常稍有形色，便可能把握不住

自己。但凡明星，很少不耍大牌的；但凡名人，很少不摆派

头的；但凡权力在握者，很少不拿架子的。所以当人们看到

一名领导比较平易近人时，会作为优点说“他没架子”。其

实，在这世界上，任何人的“架子”都是一样的，并不因为

“拿架子”而抬高了架子。 真正有内质的、高于“普通人”

的领导者，位再高、权再重，除了更加注重自我约束、自我

提高外，决不会狂妄自大而超越“普通人”的界线。这就

是21世纪新时代领导者群体在“普通人”方面的形象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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