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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际关系的纷繁复杂中，我们时

常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境。 有些人因此

而焦虑、困扰，甚至无法自拔。 然而，真

正厉害的人，却能在其中游刃有余，游刃

有余的原因，就是他们懂得处理人际关

系的“五不要”。

一、再看不惯乃至讨厌一个人，也不

要与其翻脸，远离即可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

些看不惯或者讨厌的人。 面对这些人，

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直接与其翻脸，甚至

发生冲突。 然而，真正厉害的人却会选

择远离。 他们明白，与其浪费时间和精

力在与自己不喜欢的人争吵上，不如把

这些时间和精力用在与自己喜欢的人

交往上。 他们懂得，与人交往，最重要的

是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宁静。

二、再喜欢、再想结交一个人，也不

要无底线地讨好，要不失尊严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都有自己喜欢

的、想要结交的人。 面对这些人，有些人

可能会选择无底线地讨好。 然而，真正

厉害的人却会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他们明白，与人交往，最重要的是相互尊

重和平等。只有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三、如果你错过一个人，并不是你不

好，而是你们无缘，不要纠结、后悔，而要

珍惜眼前人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有时会因为各

种原因错过一些人。 面对这种情况，有

些人可能会纠结、后悔不已。

然而，真正厉害的人却会选择珍惜

眼前人。 他们明白，人生中的每一次相

遇都是缘分的安排。 错过一个人，并不

是因为自己不好， 而是因为你们没有

缘分。 因此，他们不会把时间和精力浪

费在纠结和后悔上， 而是会珍惜眼前

的人。

四、当你看穿一件事，但这件事却会

伤及别人时，不要说破了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有时会看穿一

些事情。 这些事情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直接

说出来。

然而，真正厉害的人却会选择保持

沉默。 他们明白，说出这些事情可能会

伤害到别人的感情和尊严。 因此，他们

会选择保持沉默， 保护别人的隐私和

尊严。

五、与比自己厉害的强者交往，不要

卑躬屈膝、奴颜婢膝，而是要不卑不亢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有时会与比自

己厉害的强者交往。 面对这些人，有些

人可能会选择卑躬屈膝、奴颜婢膝。 然

而，真正厉害的人却会保持自己的尊严

和态度。 他们明白，与人交往最重要的

是相互尊重和平等。 即使面对比自己厉

害的强者， 也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态

度。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

认可。

总之，处理人际关系是一门艺术，需

要我们不断学习和实践。 只有真正做到

“五不要”，我们才能在人际关系的纷繁

复杂中游刃有余，成为一个真正厉害的

人。 希望大家能够牢记这“五不要”，并

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让自己的人际

关系更加和谐、融洽。

管理者要做好“三抓”“三放”

■ 王 传

处理人际关系，做到“五不要”

■ 清 风

什么是管理？ 管理， 简单来

说， 就是一句话： 通过团队拿结

果，通过结果培养人。而在这个过

程中，一定要做好三抓、三放。

一、抓方向、抓过程、抓

效能

1.�抓方向

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先生

说：“经营者不能指明公司的前进

方向，员工就会无所适从，各行其

是。 行动方向混乱， 结果力量分

散，组织的合力就无从发挥。 ”管

理者也需要指出团队的方向，要

懂得给下属定目标， 通过目标来

指引方向。

如何定目标？ 有两个要求：

第一，目标要合理。 定目标，一定

要清晰、明确，是“跳一跳，摸得

着”的目标。 目标没定好，下属就

不肯心甘情愿去干， 自然就没有

执行力； 第二， 目标必须达成共

识。只有达成共识，下属才会认为

这是我的目标， 而不是领导给我

的目标。目标没有对齐，团队就会

一盘散沙。

2.�抓过程

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抓过

程，就是对抗人性的复杂，也许是

懒惰，也许是投机，也许是自大。

你不检查，不追踪，下属就没有执

行力，就会办不好。 所以，你一定

要抓过程， 确保可控。 要做到可

控，有 2 个要点：

① 标准化

所谓标准化， 就是你一定要

将业务拆解为关键的流程。 所有

人都按照流程来执行， 你就可以

按照流程来追踪关键节点。 流程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个人不可靠，

但流程可靠。 流程， 能让 80%的

人，在 80%的情况下，做到 80 分

以上。

② 可量化

为了保证可控，

还要做到量化， 要横

向拆解， 为了完成年

度目标，每个季度、每

月、每周、每天对应的

目标是什么。

当你的过程能做到可控，最

后的年度目标也一定是可控的。

3.�抓效能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

管理的核心并不是提高效率，而

是要提升效能。什么意思呢？就是

环境在不断地变化， 你要帮助员

工识别真正重要的、 创造外部价

值的事情，然后集中资源，把少数

正确的事情做成。 也就是说，比起

“把事情做对”， 管理者更重要的

职责，是帮助员工“做对的事”。

二、 放下自我、 放下权

力、放下执念

1.�放下自我

什么是放下自我？ 就是在带

团队时，不要总觉得自己最厉害，

不要既看不上下属， 也不允许下

属比自己优秀。 很多管理者，他们

先入为主地认为下属不行， 总是

在和下属比技能。 同时，胸怀又不

够大，害怕别人超过自己，喜欢招

一些不如自己的人。 但如果你用

的都是不如自己的人， 那么团队

只会越来越差， 越来越拿不到结

果， 反过来证明管理者是非常无

能的。

2.�放下权力

作为管理者， 你敢不敢授

权？ 很多人说我不敢授权，因为

团队还没有成长起来。 但是，一

个孩子，你始终牵着他，不让他

独立行走， 他以后肯定不会走

路，更不会跑步。 用人更是如此，

你不放手， 他永远不会有进步。

怎么办？ 有一句话说得好，犯错，

是下属成长的成本。 你只有大胆

放权， 让下属勇于承担责任，去

做事情， 他才有机会成长起来，

才会帮助到你。 事情做好了，拿

到了结果，则会建立信心。 而你，

也能在下属做事的过程中，辅导

他，对他进行复盘，慢慢地，他也

就成长了。

3.�放下执念

作为管理者， 总有一些美好

的愿望， 想要实现一个更大的目

标， 希望其他人也能像你一样努

力， 能够在不确定性的时代找到

确定性。 所以很多时候，明明看见

一个人不胜任，出于责任感，你还

是想要留下他，想再培养培养。 但

渡自己是能力，渡他人是格局。 作

为管理者，你必须要清楚，哪怕你

再用心，也有培养不了的人。 人只

能筛选，不能改变。 如果在磨合的

过程中，发现某一个下属不合适，

而你真的尽到了责任， 怎么也培

养不出来，这时候不能相互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