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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下，国学的热潮正涌动于媒体鲜亮的版面、大学的讲堂，甚至小学和幼儿园的“诵经”声中。
顶级名校如北大、清华、复旦及中山等都面向管理者和企业家开出了自己的国学速成课程，并且都报
出了天价学费；而一些小学也翻出了尘封已久的《三字经》《弟子规》之类蒙学读物，在全球化声浪
甚嚣尘上的今天大声诵读起来。
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今日之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复归的热情。
国学一词由来已久，在古代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
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王朝，已经设有国学，那时的国学为贵族子弟开设，分为大学与小学。
《礼记·王制》中曾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天子的国学是设有圆形池子的广场，广场正中为圆形平台。
平台周围是外方内圆的水池，因水“壅绕如璧（古字通“辟”）”，所以得名，象征教化不息。
只有天子的学校才可以设置圆形池子，地方诸侯的学校只能设半圆形的水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学管理>>

内容概要

本书以道、术结合为宗旨，从思想、实践、制度三个方面，全面展示了国学管理精深微妙的管理艺术
，以求为管理者解决实际管理问题提供理论和工具两方面的帮助。
具体包括：经世致用的儒家管理思想、“道法自然”的道家管理思想、“法、术、势”的法家管理思
想、道、天、地、法、将的兵家管理思想、其他学派的管理思想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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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亚里士多德全集》编译组成员，“中国式管理研究丛书”主编。
多年来精研中国文化、历史及国民个体心理行为特点在当代群体及管理活动中的多重表现，出版中国
式管理研究著作《中式领导力》《中国式管理的难与易》《中国人行为心理特征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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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所以，君主只有拥有绝对的权势，才能治理好天下。
在此三人的基础上，韩非子分析各自的优劣，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完成统一天下的霸
业。
韩非子从务实功利的价值观出发，提出人性自为自利，并由此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政治
学说；他以道为旨，以国家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对属
下以势驭之，以术制之，以法决定赏罚。
法家所期望的理想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当然，这样的社会必须将“社会公德”置于“血亲
私德”之上，因为唯有泯灭血亲私德，才可能让一个国家、团体高度组织化。
短命的大秦王朝让汉王朝的统治者们对这样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起了疑心，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时
，法家就首当其冲了。
《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年冬十月⋯⋯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
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奏可。
”不久，董仲舒又在上《天人三策》时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
主张，并为汉武帝欣然采纳。
自此而后，法家学说似乎淡出了历史舞台。
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与儒家的“自律”不同，法家强调的是“他律”。
所谓“自律”，就是指个体的道德，也就是一般所谓的个人的道德修养；“他律”，就是指社会的道
德规范，也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督及惩治机制。
从“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来看，“他律”是相对“自律”而言的，它所强调的是道德责任主要取
决于道德规范本身，而非出于主体自觉的道德意向，因此具有外在的强制性；而“自律”则是“他律
”的升华，是一个人对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它强调的是道德主体的理性和意志。
《汉书·元帝纪》中汉宣帝的名言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法家学说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学管理>>

编辑推荐

《给大忙人看的国学管理书:国学管理》：国学管理思想篇经世致用的儒家管理思想“道法自然”的道
家管理思想“法、求、势”的法家管理思想道、天、地、法、将的兵家管理思想其他学派的管理思想
国学管理实践篇中国式的创业粪型传统中国的变革模式中国成功领导者的守业模式亡国之君的历史教
训治国安邦的管理智慧国学管理制度篇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监察制度与控制管理体制任吏与考核
制度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博大精深的中国国学将为中国经济的持续腾飞提供伟大的文化支撑和智力支持
全面梳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系统阐释、精心领悟中国国学和东方管理文化的内涵要义滚滚
长江东逝国学又度春风是非成败谁人定经典时常翻催生新激情儒、墨、道、法、易、禅、佛诡智惊谋
贯通因事制宜出奇兵战略加执行举重若驾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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