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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何看待和管理公司，无论在当今世界还是在中国，都是极其重要的大事。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二战进行期间就曾认为，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如何停止战争，而
在于工业社会如何在重商主义之后成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
为此，他写出了《工业人的未来》，指出“组织”必须具有社会责任，组织必须通过给与工人某种社
会身份和功能，以使其获得合法的社会权力。
这样，工人才不会只被当做生产要素而游离于社会之外。
后来，他又在其专著《公司的概念》中，对“公司”这一经济社会的主要构成细胞进行了专门分析，
从而洞察到公司之所是这个重大命题的新解。
在德鲁克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转变了对公司只是唯利是图组织的片面看法，公司的宗旨不再
仅仅是获得利润。
公司之所是的重新定义，对现代公司的成长和经济的稳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以后，融入全球发展洪流，开始进入工业社会。
此时，“公司之所是”也同样为中国人所关注。
人们注意到：其一，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公司”不再仅仅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一个经济
组织形式，而是加入了公司精神等文化内容的复杂共同体；其二，中国这片土地上独有的文化基因，
中国人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使“公司”这个组织在中国具有特别的重要作用。
其中有学者从管理学的角度，从事“中国式管理”的探索，所取得的成效颇为卓著。
　　《公司诸相说》不仅也注意到上述两个问题，而且切入的命题更加直接。
本书以现代“公司”为“实”，以中国特色的“相”为“名”，分别从表相、本相、意相和映相四个
维度来剖析“公司的存在形式”，以使公司之形式、之架构、之构件，一一了然于胸，这项工作是很
有特点也很有意义的。
张林先曾在我名下攻读博士学位，我们曾经一道敲定“公司诸相说”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
我还记得当时他那兴奋和激动的劲头。
林先君有长期的公司实践和管理经验，又有哲学爱好，脑海里培育了许多哲学细胞，酷爱捉摸问题。
我曾期望，他能以不同于一般管理学的方向和风格，来探讨公司之所是。
果不其然，林先君的专著《公司诸相说》就是一本别出心裁的著作，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又补
充了一批材料，经多次修改而完成的。
现在，该书即将问梓，大家可以从中清楚看到他是怎样立论和思考的了。
　　因为高兴，写了上面一些话。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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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司诸相说》作者张林先是勇于实践和思考的少数派，有梦想并一直追寻梦想的少数派，也是具有
担当意识的少数派。
其认为：将来的国家之争必是公司之争，积极参与到公司建设，就是实现自己梦想的途径。
中国商业主流文化必将回归于公司本质和商业元点，作为公司主创人员必须融入公司理论作为指导，
才能将公司运营得妥当、健壮。
有鉴于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司理论，作者在进行公司实务操作的同时，一直孜孜求学，从MBA读到
哲学博士，并构建了一套认知公司的“相图”方法论。
在当下有点狂跺、浮华的物质主义时代，确属于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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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林先，曾用笔名晋博。
生于吉林辉南，长于江苏徐州。
工商管理硕士毕业。
1987年参加工作，曾就职于房地产企业(11年)、家电零售企业、保健品企业、软件企业(6年至今)。
曾在《江苏给水排水》、《中国经营报》、《中国合作新报》发表过文章(或案例分析)，论文《寻找
市场切人点——USP》入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工商管理案例中心》。
在呼叫中心专业垂直网站www．ctiforum．com设有专栏。
现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第九届副秘书长，北京合力金桥软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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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相”在佛教，尤其在佛教的法相唯识宗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提倡‘心造诸法’的大乘唯识学，早在《华严经》（公元2、3世纪即已译出的）中已初见端倪。
”②继之于《解深密经》、《楞伽经》、《大乘密严经》诸经中深入发挥，形成了佛教中最庞大的哲
学体系。
瑜伽行派将唯识和法相学说组织到了一起。
传说中瑜伽行派的创始人是弥勒，实际的创建者是无著和世亲。
无著的代表作有《显扬圣教论》，是《瑜伽师地论》后对瑜伽学说重新组织的纲要，所著《摄大乘论
》、《大乘阿毗达摩集论》用不同的形式概括了唯识法相的整体思想。
世亲所著的《二十唯识论》、《三十唯识论》也影响很大。
虽然唯识学在玄奘之前就已经传人中国，并因《十地经论》与《摄大乘论》的翻译而产生了摄论宗、
地论宗。
但是在玄奘自印度回国后，其翻译了大量自印度带回的唯识典籍与章疏，使得中国兴起了盛极一时的
唯识学研究风气。
在玄奘、窥基之后，国内的唯识学研究日渐衰微。
直至民国初年得以兴起，欧阳竟无（1871—1943）先生引领的支那内学院，太虚大师（1889—1947）主
导的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倡导着唯识学研究的不同方向。
熊十力（1885—1968）先生曾师从欧阳竟无大师学习佛学，后出版《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
介绍自认为经改造了的唯识学说。
　　唯识法相学中的基本命题是“唯识无境”，其建立在如下的观察结果上：第一，存在者有其不同
的呈现方式，也就是其存在形式是不同的，这种万千百态的存在形式就是存在者呈现的“相”。
《百法明门论》将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分成了一百项“法相”，用归纳的方法来认识宇宙间存在者的共
同点及不同点。
第二，不同的人对同一境界（对象、现象）的认识往往有很大差别，同一个人对同一对象的认识，前
后也有差别。
这说明“识”并不受“境”的制约，倒是“境”依“识”而变化，故可“唯识无境”。
或许由于宗教更重视自身修行的原因，唯识法相宗也转向了对认识主体内在的“识”的研究，由“眼
、耳、鼻、舌、身、意”的“六识”发展到增加了“末那识、阿赖耶识”的“八识”。
看来，佛学不是没有注意到自然界（或宇宙），只是没有重视自然界，转向了内心的自我超越。
如果持续地关注自然界，将所认识的宇宙“百相”探讨下去，一定能掌握更多的自然法则和实验手段
，或许由此而产生科学。
　　宇宙万物的“相”是处于“境”中事物之相状，即所呈现的“形状”。
《楞伽经》叙五法名义如下：五法者，所谓相、名、分别、如如、正智。
此中相者，谓所见色等形状各别，是名为相。
“何为相。
相字在中国字义通指互相之相（互关义），宰相之相（辅助义），相看之相（看察义）等言。
三者今此皆非所取，此间所谓相，乃指相貌之相，义相之相，及体相之相。
三者是法相唯识宗所取义。
”①这种“相状”，称谓为“表于外而想象于心者”，能够被“眼、耳、鼻、舌、身、意”这些“识
”的器官所认知。
被眼认识的“相”被称为“色”，被耳认识的“相”被称为“声”，被鼻认识的“相”被称为“香”
，被舌认识的“相”被称为“味”，被身认识的“相”被称为“触”，被意认识的“相”被称为“法
”。
故“所谓相者，当眼识所照的，便名为色，当耳、鼻、舌、身、意所照的便名为声、香、味、触、法
，这些统称为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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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司诸相说》不仅也注意到上述两个问题，而且切入的命题更加直接。
本书以现代“公司”为“实”，以中国特色的“相”为“名”，分别从表相、本相、意相和映相四个
维度来剖析“公司的存在形式”，以使公司之形式、之架构、之构件，一一了然于胸，这项工作是很
有特点也很有意义的。
张林先曾在我名下攻读博士学位，我们曾经一道敲定“公司诸相说”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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