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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与否，漂亮与否，抑或雄辩与否，这些都不重
要。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只要能让属下相信：在困
难来袭时，你不会逃跑，而是迎头而上，便可以赢得人
心。这也是当年杜鲁门为什么能够入主白宫的原因。

1944年 6月 5日，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这个
其实没什么“个人魅力”的美国将军坐在书桌前，写
下了这样一封信：“我们在法国瑟堡的登陆失败

了。我已将军队撤回。根据目前手头能够拥有的
情报，我发出了这次作战的指令。我们的战士异常
英勇，他们已经作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对于这场战
斗的失利，我个人负全部责任。”当然，历史后来证
明诺曼底登陆大获全胜，这封提前写的“道歉书”也
因此没有公开。但是，真正的领导人就是这样，永
远不会临阵脱逃。

美国总统奥巴马前日迎
来入主白宫的第 7 个月。针
对他首半年的政绩，一项7月
21 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奥巴
马的民意支持率跌至只有
55%，竟比前任的布什在同一
时期还要低，反映民众在经
济不景下对奥巴马“希望越
大、失望越大”。蜜月期结束
后，预计奥巴马的执政之路
将更难行。

看来奥巴马这个领导不
是那么好当地。

领导才干，这个词对于
广大的美国人来说并不陌
生。举个例子，随便走进一
家美国书店，你会发现其中
一半以上的书讲的都是这个
话题，这种类型的书籍甚至
比营养类书籍更畅销。

一个世纪以前，伟大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将权力的来源划分为三种，
即世袭型、个人魅力型（the
charismatic）、合法型。韦伯认
为，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
往往能使人对其忠诚，而且他
们也是变革的促进者。但并不
是每个社会都需要或希望有一
个“个人魅力”型的领导人，有
时甚至还会刻意避免这样的领
导人出现。

其实，只要遵循以下几点
要求，即使你没有个人魅力，也
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

不是教你“诈”，是教你当领导
美国人有喜好“个人魅力”型领导人的传统，应该

始于肯尼迪。参照肯尼迪的长相，美国人希望他们的
领导人面相俊美，或者看起来孔武有力，有着浓密的
黑发和柔和的腰部曲线，当然这些并不是成为领导人
的必要条件。但作为一个充分条件，你就不难理解为
什么美国人最喜爱的两位外国领导人是当年意气风
发的托尼·布莱尔，以及玉树临风的尼古拉·萨科齐。

但长相好看并不能代表一切。澳大利亚向来出
产野性男，但是瞧瞧这个国家最近的两任总理约翰·

霍华德和陆克文吧。两个人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帅
哥，甚至还有些邻家男孩的气质，但谁在乎呢？两人
看上去柔弱不堪，但在位执政时，都颇显气宇轩昂的
领导人风范。两人在管理国家经济上也是一把好手。

除此之外，平和的长相还能使你的敌人低估你的真
实实力。德国总理默克尔长相平凡，看起来更像是一名
家庭主妇，但是一定要当心，千万别惹恼她。“她可是相当
残酷无情的。对于反对者，她不仅要将你边缘化，还会
把你彻底毁灭。”一位德国政客评价这位女总理。

知道属下的特性后，领导人才能更容易发挥他
们的领导力。意大利晚邮报的专栏作家贝比·西佛
尼尼认为，意大利人之所以会原谅贝卢斯科尼那么
多的绯闻，主要原因是“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西
佛尼尼认为：“贝卢斯科尼身上那些好的抑或坏的
性格特征，也是意大利这个民族最真实的写照。”

但是相反，如果无法与自己的属下做到同步，即
使再优秀的领导人也无法好好发挥他的能力，英国
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十世纪
90年代，撒切尔夫人对英国政府，以及保守党的控
制力逐渐衰弱，人们愈发厌倦她不断变化的外交政
策，最后导致这位“铁娘子”不得不退出政坛。

印度总理辛格的演讲，被人们称为“治疗失眠
的最佳良药”。在去年的一次国会演讲中，辛格声
音柔和，甚至一度被台下反对派的抗议声音压了下
去。最后，辛格不得不中途放弃演讲。

即使是这样一个说话这样声音柔和的人，最终还
是在今年的印度大选中完胜，成为印度的总理。之所
以能够打败众多强劲的对手，辛格靠得不是他的演
讲，而是之前担任财政部长和总理时的政绩。正是这
样一个说话声音柔和的家伙，在经历多次经济改革之

后，带领着这个超级人口大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
的国家之一，印度的贫困现象同时也得到缓解。

德国前总理科尔是另外一个例子。上世纪80
年代，科尔在位时，人们总是嘲笑他浓重的莱茵口
音，以及磕磕巴巴的说话方式。但正是这位说话结
巴的男人在一年之内完成了东西德统一的大业。
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的当天，科尔发表了全国演
讲，那一刻他成为了所有德国人心中的英雄，一个
真正受人尊敬的领导人。

【外表】 英法美的最爱，德国、澳大利亚不在乎

【与下属关系】 老贝打成一片，撒切尔“众叛亲离”

【口才】 美国人很在乎，印度、德国人更重行动

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政治史上的传
奇。二十世纪30年代，一战后的英国弥漫着
和平主义的气氛，从政党领袖到平民百姓都
鼓吹裁军，人们天真地相信，一战后将再也不
会有如此残酷的战争了。但是，丘吉尔是议
会中极少数反对裁军的议员，并警告：希特勒
的法西斯独裁将给欧洲带来灾难。这个小个
子男人发表这些慷慨陈词时，常常被人讥笑
腿短身子小。但后来人们都发现，他作出了
正确的判断。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迈
克·孟德邦说，面对困难能够持之不懈，是成
为一个领导人的关键素质。他举撒切尔夫人
为例，这位英国前女首相作风果敢、意志刚
强，执政过程中一直勇敢面对着知识分子阶
层对其的批评和打压。

另外一个例子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
德，这位政府领导人甚至曾一度被逐出了自
己的政党，在被问及是否会继续参选时，霍华
德当时是这么说的：“我就像个濒死的麻风病
人，什么都可以豁出去了。”最后，他赢得了当
年的大选，并就此连任两届澳大利亚总理。

据《南都周刊》

【毅力】 英国人最擅长这东西了

温斯顿·丘吉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