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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左右領導力 

作者：白崇賢(亞洲企管顧問集團總裁) 

●前言 

身為團隊領導人，真要能做到不負眾望與不辱使命並非易事。其中敢於開放

的「溝通」性格就遠比掌握多大的權力更為重要，蓋因性格決定了態度；態度左

右了為人處事的基本信念、原則和技巧，殆無疑義！ 

清代名臣曾國藩本是一位性格相當倔強，近乎剛愎自用、難以溝通互動的人

物，然而他嗜讀如命，頗善內省修煉，數十年如一日，不間斷地以古聖先賢為榜

樣，硬將自己的性格改變成亦剛亦柔，近乎「水」性，並達到了剛柔並濟、樂於

與人溝通、傾聽和包容的圓融境界，也因此，他的一生充滿了福、祿、壽、喜，

享盡了人間令人羨慕的榮華富貴，亦是後人推崇的一代名將。 

其實性格並非與生俱來，而是通過過往歲月積累成習的信念、價值觀、思維、

感覺和行為的模式，一旦成型雖可以改變，卻不容易。 

 

● 成就卓越領導必須改變不合宜的性格！ 

吾人從美國暢銷書《一分鐘經理人》獲知：作者傑爾他把自己多年來從事領

導工作的實務經驗加以總結，找到一些卓越領導人應具有的特質，包括：要對工

作充滿著激情與精力充沛；要具有領導（帶人）和管理（做事）與激勵部屬的能

耐；要具有一定的幽默感，以化解緊張和對立；要能以客戶（指上司、部屬、同

事、關係人）的利益和工作效益作為處理一切事務的中心思想；既要對自身業務

嫻熟掌握，又要有深厚的財務背景和能力；懂得開源節流，並通過預算去實現財

務（興利與除弊）的最佳結果，而非單求業務運作技巧的成功。 

  從以上傑爾所開出的條件，吾人不難發現，要想成為一位具備高效執行

力特質的團隊領導人，似乎除了深具博學多才、迅速敏捷的工作條件外，更要懂

得如何做好自己的ＥＱ和身心靈有序調適的健康管理，才能展現出激情和活力，

亦始能在工作中通過「走動式管理（善於傾聽、溝通、教導與走入第一線掌握實

際狀況再做決策的推動）」，不斷的發現並處理團隊已存在或可能出現的一些艱

難問題，並能以準確的前瞻性視野，快速地將複雜的問題予以簡化，同時抓住問

題的核心。因此，對內，他必須要以更謙卑的心情，善用溝通跟協調的技巧，消

除可能的誤解與矛盾；對外，則須通過明確的報告與說明，獲得他人或其他部門

人員的理解和支持，這樣才能採取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擺平團隊所面對的困境，

並勇於對最後的決策結果負起全部的責任。另一方面，他在處理人事問題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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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扮演講信用、重實效，敢給敢要求的積極角色，以樹立領導人的威信和建立良

好的領導人形象，也才能讓人心服口服的樂願追隨。至於領導人帶人做事的基本

要領，既然「領袖是希望的化身」、「能先修己方足以安人」已被視為理所當然，

那麼他就必須遵循一些基本步驟，從揭示團隊發展的願景，導入「目標」或「策

略」管理模式，促使權力下放（即通過部屬參與、成員自我控制、各類資源整合

與團隊互信的合作方式）和注重最終績效成果的檢查、評量與改善，以界定清晰

的工作要求，從而有效合理的進行資源分配，來挑戰積累已久的官僚氣息，否則

一旦領導力失控，即會變成「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不斷流失人才甚或眾叛

親離，或是產生「人選不對，一切白費」的情況出現，當然，這種場景將是領導

人最大的忌諱和最為難堪的獨孤寫照，不能不慎！ 

 

● 性格一改，領導力上升 

《道德經》有云：「上善若水。」其實，領導人最理想的性格應該像水，因

為水既無定形、亦不受限。具備這類性格的人，如不幸身陷逆境，他亦能忍耐；

當機會出現時，他也能快速的掌握與決斷；該仁慈時，他有如菩薩；該勇猛時，

他又勢如猛虎下山；在緊要關頭，他心細如髮地冷靜應對；在拓展權位時，他豪

氣勃發，善於掌控任何情勢的變化，使陰陽調和，像極了易經中「太極」的性格

（即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白中有黑、黑中有白等不偏不倚的智慧平衡狀態），

一如精通權變領導的卓越管理人，他「對人」表現出溫厚多情、謙卑有禮的感性

態度，「對事」則是以專業堅持、冷漠嚴謹的理性態度，兩者相互結合、巧妙互

補的帶人做事。在中國歷史上，這類領導人最鮮明的例子莫過於漢朝的劉邦、盛

唐的李世民和晚清時的曾國藩等三位。 

    漢朝開國聖君劉邦，他在楚漢爭霸的「鴻門宴」上低三下四，顯盡了性

格上的懦弱；但項羽挾父相逼時，他又不為所動；在戰勝凱旋而歸時卻又呈現豪

情萬丈；惟在屬下蕭何相勸之時，他又能從善如流。所以張良願意替他運籌帷幄，

決勝千里；蕭何願為他鎮守後方，備足糧草與安撫百姓；韓信願為他統兵百萬，

戰必勝、攻必克，終能讓劉邦一統天下，而令項羽自刎於烏江。 

    唐太宗李世民個性果敢自信、內心聰慧而外表爽朗，因此在他展露仁慈

之時，對屬下就像父母待子女一般地厚愛，但當他殘忍之時，即使是自己的兄長

─太子李建成，也毫不留情。杜甫曾以「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來描繪唐太

宗的英明形象，歌頌他在建設唐朝盛世的不朽功業。唐太宗曾當眾臣之前問魏徵：

「你為什麼離間我們兄弟?」在場文武百官聞言莫不替魏徵捏一把冷汗，甚至提

心吊膽，而魏徵卻從容不迫地回答：「如果太子早聽從我的話，除掉秦王李世民，

他就不會有今天的禍患了」。李世民對魏徵桀驁不馴的回答不但不生氣，反而讚

揚他的忠誠與坦蕩，並對魏徵更加器重，封為詹事主簿，後來改派任為諫議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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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步步高升。唐太宗這種寬宏大度、以德報怨、化敵為友的做法，終能贏得文

武百官同心一德，打造出載譽千古的「貞觀之治」。 

    同樣的，晚清名臣曾國藩，他年輕時性格也非常剛強，幾乎到剛愎自用

的地步，但他卻想方設法去改變這一頑強性格。他曾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一封家信

中提到：「吾弟欲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腹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囑至囑。」正

因為他本身自知性格倔強之壞處，通過不斷淬煉方能改變自己倔強而近乎剛愎的

性格，也因此在領導統御領域上，他成就了易經太極圖中剛柔並濟的圓融樣態。

曾國藩本人一生為官清廉自持，在一段與左宗棠交往的過程，更處處展現他為人

厚道拙誠的一面。他雖語言遲訥，但對恃才傲物、言語尖銳、鋒芒畢露的同鄉左

宗棠卻格外厚待。據歷史記載：在咸豐十年，曾國藩向朝廷舉薦左宗棠，當時左

宗棠因性格暴躁，遭人彈劾，處境十分艱苦，前來投靠曾國藩軍營中暫避鋒芒，

而曾國藩除了熱情接待，並連日與他深談外，隨即上奏朝廷說：「左宗棠剛強英

明、吃苦耐勞、通曉軍機，目前朝廷正需用人之際，或命令他為湖南團防，或選

拔為藩司、皋司等官，讓他管理地方，使能安心任事，定能感激涕零、報效朝廷，

亦有助於時局的穩定。」可見曾國藩在左宗棠窮途潦倒的時刻並未落井下石，仍

願不計前嫌拉人一把。左宗棠終能在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封為閩浙總督，由一個

被人誣告、走投無路的士子，一躍而為疆吏大臣，假如沒有曾國藩的寬大為懷、

大力保舉，豈能有快速再膺重任的機會？而曾國藩這種剛柔並濟的圓融性格，當

然並非與生俱來，而是經由不斷的苦讀學習、檢討、反思和修煉、調整而得，因

此他曾告訴他的親友：「人之氣質性格固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勤讀書方可以

改變」，可見勇於改變性格就能改變慣性習氣，而能迎向更成功的命運，實非虛

言！ 

● 性格真的決定命運？！ 

    吾人再從身邊熟悉的歷史人物中，似乎亦可進一步找到性格決定命運的

典範。戴安娜王妃正是柔美與叛逆並存的性格；參與國民革命、推翻滿清政府的

秋瑾，也因為叛逆性格鑄就了她一生悲壯的命運；另一人物甘地的堅忍性格，引

領了印度人走向獨立；而愛迪生鍥而不捨的性格，更因此發明了電燈；至於自負

桀驁不馴性格的麥克阿瑟將軍亦成為二戰時的名將；當然勇敢好鬥性格的俾斯麥，

最後成為德國鐵血宰相；而法國喜愛挑戰困難、永不服輸、不受拘束性格的拿破

崙，亦遭到了滑鐵盧的身敗名裂之恥；南宋性格耿直、一生豪放不羈、盡顯鋒芒

的蘇東坡，也因性格過於耿直突出而命運多舛，在官場上被朝廷一貶再貶。他曾

感嘆地告訴他的小兒：「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

無災無難到公卿。」然而蘇東坡也因為這種為人坦蕩又憤世不平、不加掩飾的性

格，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曠世大文豪。 

    吾人再看三國時代的關雲長，他為人頗為忠義且智勇蓋世，雖有過五關

斬六將的武聖資質，然而也有著剛愎自用的特質隱藏於性格之中，變成固執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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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來痛失荊州，敗走麥城的殺身之禍。再如韓信雖驍勇善戰，但因性格優柔寡斷，

喪盡優勢時機，最終成為呂后的階下囚。在看盡這些名人的盛衰成敗後，應可總

結出他們共同的特質就是屬於天賦卓而不群的奇異人格，也因此開創出古今中外

瑰麗繽紛的史詩花朵，然而他們最終的命運亦應驗了：「成也個性、敗也個性」

的先賢古訓，除非能如曾國藩一樣，通過自主管理，不斷地反思檢討與勤奮學習

的艱苦過程而加以調整改善，否則雖創造了一時的絢爛，一生卻難有圓滿的結局。 

 

● 結語 

處在強調民意與高度資訊化的年代，身為公部門的團隊領導人，在面對如此

錯綜複雜而又被要求快速做出精準決策以回應問題的公務環境裡，當然有必要經

由自身不斷的修煉和調適，使個性中的優勢潛力儘量發揮，劣勢個性得到改善，

甚至加以摒除，或轉換成以理想性格中的圓融方式來帶人做事，這樣方能令部屬

心悅誠服、樂願追隨，並通過積極、快速而有效的決策作為，以對部門最終的績

效和貢獻產生良性的影響力，而這正是吾人真正想要強化的卓越領導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