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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管理思想史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结晶，是我国历代管理思想家对管理的决策价值选
择、指挥博弈取向及其心智竞技抗衡等方面内在联系的理性认识的总和。
管理作为人类一种最普遍的中性化行为方式，蕴含着战略、预测、计划、组织、协调、监督等理性思
辩要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是人类最富有哲学愿景、伦理责任、心智技巧的一种特殊的存
在机制和运行方式。
如果说中国管理文明史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那末，中国管理思想史便是缀满枝头的奇花异果
，为中国管理理性世界增添斑斓的色彩，又为人类管理思想学术园地增添了盎然生机。
　　中国管理思想和其他人类精神现象一样，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同样随着主体认知、理性进路、
精神境遇、管理机制和文明走向的变革而不断地发展着。
人们为了进行管理并在管理中取得效益和成果，必须研究和探索管理过程中有关人的理性精神意义的
属性要素及其特征取向。
而人们对于管理主体理性精神意义的认识，也随着其对管理行为实践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
　　中国管理思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的精神遗产，它表明中国人在研究管理理性精神并用于
造福人类方面，很早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就已雄踞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这当然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而近300年来，中国管理思想落后于世界管理文明发展的潮流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自然是我们反省的
重大问题。
客观地认识这部兴盛与衰落、成功与失败、精华与糟粕共存的中国管理思想史，引以为鉴，温故知新
，既不陶醉于古代的辉煌，又不沉沦于近代的落伍，更不拘泥于现代的张扬，克服民族沙文主义和虚
无主义，清醒地、满怀热情地弘扬中国管理思想的传统，自觉地和主动地缩短同西方管理思想的差距
，攀登人类管理理性认识的高峰，这是我们从中国管理思想史全面深入的剖析与反思中引出的正确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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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历史学的一般原理上，整体研究和论述以下层面：中国管理思想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管理思想的辉煌成就及其弱点；各管理思想学派之间的交锋、争鸣以及各自内部结构与体系特征；管
理思想家的聪明才智、优秀品德及其局限性；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及管理机制、政策与教育的优劣成
败；中外管理思想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中外管理思想的比较；管理理性世界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管理思想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管理思想
发展规律性以及经验与教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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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问题第一节 管理学范畴的“思想”一般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第三节 关于学科体系的研
究方法第二章 中华民族管理及其意识之起源与发展（一）第一节 中国最初管理思想的载体——神话
中的有关传说第二节 中国旧石器时代之管理文化遗迹图腾和氏族管理意识第三节 木器时代之管理文
化和管理意识第四节 新石器时代中原管理文化遗迹之三宗管理集团意识第三章 中华民族管理及其意
识之起源与发展（二）第一节 青铜器管理文化和主体管理意识的进一步发展第二节 铁器管理文化及
管理主体思想的萌芽第三节 中国境内诸民族管理群体的融合及其意识的发展第四节 中国古代管理思
想起源和发展的若干特征第四章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起源之最初的典籍第一节 《周易》第二节 《管子
》第三节 《洪范》第二编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第一章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一般综述第一节 中国儒家管
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第二节 竞争是儒家管理思想取得中国管理运行主导地位的杠杆第三节 儒家管理
思想满足了农业社会的管理需要第二章 夏、商、周的原始儒家管理思想第一节 上古华夏文化的渊源
第二节 西周“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第三节 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的“礼治”第四节 
周公姬旦的“明德慎罚”管理思想第三章 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第一节 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形成和演变
第二节 “仁”的管理哲学理论第三节 中庸之道第四节 “畏天命”和“敬鬼神而远之”第五节 “生而
知之”和“学而知之”第六节 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历史价值和本质特征第四章 孟子儒家管理思想第
一节 孟子生平及其管理思想的形成第二节 仁政管理学说第三节 管理行为理论的“性善论”第四节 “
天人合一”的管理哲学第五节 孟子儒家管理思想的历史价值第五章 荀子儒家管理思想第一节 荀子生
平及其治学方法与过程第二节 “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第三编 中国道家管理思想第四
编 中国法家管理思想第五编 中国佛家管理思想第六编 中国兵家管理思想第七编 中国墨家管理思想第
八编 中国农家管理思想第九编 中国阴阳家管理思想第十编 中国杂家管理思想第十一编 中国名家管理
思想第十二编 中国基督教管理思想第十三编 中国伊斯兰教管理思想第十四编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管理
思想第十五编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的比较研究附录 关于中国古代纵横家、医家等管理思想的补述参
考书目人名一览后记《中国管理思想通史（共2卷）第二卷》目录：序前言第一编 本土衍化、复兴和
嬗变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第二节 中国近代管理思想的兴
起和发展第三节 中国近代管理思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第四节 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史的萌发和典籍第二
章 中国近代儒家管理思想第一节 中国近代儒家管理思想的一般综述第二节 魏源《海国图志》的改革
开放观第三节 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与洋务思潮第四节 曾国藩的儒家管理新理学第五节 康有为、梁
启超与维新改制第六节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第七节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八节 唐君毅、牟宗三
、徐复观的仁学新说第三章 中国近代佛家管理思想第一节 中国近代佛家管理思想的一般综述第二节 
杨文会“唯识所现、了无实体”的管理世界图式理论第三节 欧阳竞无“必究其本义，观其会通”的佛
家管理法纲第四节 吕激“佛法不离世界”的管理价值观第五节 太虚“人间佛学”的管理行为取向第
六节 谭嗣同“仁学”的管理变法论第七节 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的管理思想再造第八节 汤用彤及其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编 外来浸入、蜕变和异新第一章 中国近代西方管理思想第一节 中国
近代西方管理思想的一般综述第二节 严复的“世变之亟”管理思想第三节 郭嵩焘的西方管理价值观
第四节 林乐知的“著书立说牖斯民第五节 孙中山的“进化、知行、民生”管理理论第六节 胡适的实
证主义与工具理性第七节 蒋介石的“力行”管理哲学理论第八节 丁文江、张君劢的科学与人生观之
争第二章 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第一节 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的一般综述第二节 陈独
秀“左派反对派”的管理思想第三节 李大钊“新文化运动”的管理哲学观第四节 瞿秋白“普遍性意
识”的管理意识形态第五节 陈绍禹“普遍性意义”的管理理论体系第六节 毛泽东“中国革命具体实
践”的本土化管理准则第七节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有关管理思想儒家化的尝试第三章 中国
近代基督教管理思想第一节 中国近代基督教管理思想的一般综述第二节 洪秀全“神治天国”的管理
思想第三节 李提摩太“富强可待、亿兆蒙福”的中国管理变革论⋯⋯第三编 梳理、解读和诠释参考
书目人名一览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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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识与行为的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自觉与盲目、真实与虚幻等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别。
一种管理思想形态是否科学、合理、先进，归根到底看它如何反映和认定什么样的主体利益、条件和
需要，是否同管理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类历史进步的趋势相一致。
管理思想对主体管理意识与行为有着深层的导向作用。
人的信念、信仰、理想在管理实践中总是像坐标、天平和尺子一样，随时都在起着判断、调节、支持
的作用，以确定主体管理意识与行为的方向、态度和方式。
在管理中，人们总是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管理思想去决策、操作，以实现预定的目标。
同时，国家和社会也有自己的主导管理思想体系。
一个社会的主导管理思想体系是该社会管理运行所特有的文化、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是赖以
维系的精神支柱，也是社会决策的动机和目的之所在。
尤其在今天，随着全球化过程步伐的加快，人类共同享有的管理思想体系正在形成，不同国家和地缘
主体的管理活动，尽管有着其特殊的规定性，但均不可避免地受到那种被人类共同认同的一般管理思
想所制约。
可以预见，管理思想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具有主体管理意识与行为进入全球化过程最为核心和
基础的地位，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命运和前途。
　　目前，我们正处在管理主体意识与行为深刻变革的时代。
过去我们论及人与管理世界的关系，大都是在意识上困囿于主宰世界，而在实践上却沉浸于战胜自然
的模式，现在反观那种人类与管理世界的关系，所付出的代价真是惨不忍睹。
工业革命的全部成本是古朴环境的破坏，不可再生资源的丧失，人性的扭曲以及思想的断裂，于是人
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命题。
不难看出，可持续发展的命题是当今人与管理世界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最高图式，终极目的是恢复
、维护一度被人类破坏的全球生存环境，重新评估工业化发展的战略意义，创造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良好的人文氛围、人的全面发展的管理空间，以形成新的人与管理世界的关系。
这一切都告诉人们，在人类管理方式空前复杂的历史转折中，要求与之相适应具有高尚思想精神和美
学学术含量的先进的管理思想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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