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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理治国理念倡导“科学管理，兴国之道”，旨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理论体系进入
的探索与研究，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中华新文明的崛起而贡献微薄之力。
理论基础：“红、黄、蓝三色管理”，积极探索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成功之路。
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红色管理”是航灯，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解析中国皇朝管理——“
黄色管理”是镜鉴，助推着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破解西方管理本源——“蓝色管理”是火花，激发
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创业梦想。
　　本书从管理的视角，透视中华数千年历朝历代的兴衰得失，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诸多层面探究国家管理经验，并将其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古国及现代西方国家管理相对照，告诉读者
中华新文明正在孕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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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成平，文化商人，管理治国论坛坛主，曾用名冯成略，湖北恩施土家族人，曾在新闻界、体育
界、科研机构、企业等部门供职。
　　红色管理、黄色管理、蓝色管理、管理治国理念的倡导者、探索者。
参与：全民健身、和平颂、企业文化、学习型社会等大型社会活动的策划组织和实施；《同舟共济》
、《体育法》等影视作品的策划与实施；《落日的辉煌》、《丰碑》、《看奥运》、《毛泽东读书集
成》、《奥林匹克宣言》、《中华民族文化寻根之旅》等作品的策划出版。
　　仲志远，曾就读于复旦大学，硕士。
先后就职于人民日报华东分社、千龙新闻网、中国青年报、香港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凤凰周刊等媒
体；历任千龙新闻网初创时期新闻专题部第一任主编、首席记者，经济日报《经济》杂志高级记者，
《资本市场》杂志主笔及首席评论员。
阅历丰厚，一向走笔于中西政治、经济、金融证券之间，迄今见诸于报刊的时政、财经等报道暨评论
数十万字，著有《网络新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系中国网络新闻研究的先行者与开创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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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视野四、政治新文明的崛起五、中国崛起是一种文化附录一 主要参考书目附录二 管理3+1课题
组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管理治国>>

章节摘录

　　第一篇 民生篇：民生而非民不聊生　　一、儒家：教化为上　　诸子之学，悉有渊源，非尽出心
裁，凭空立说。
　　——萧公权　　治国之道在于政权，而政权的管理，往往是取自某一个流派政治思想，然后再细
化为切实的制度的。
　　周代一向被政治思想学者们视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起点，是因为学界一直有“古代文化至周而盛”
的说法。
周代的招牌挂了800多年，但中国政治思想显然不是从那时才开始的，其前的殷商时代已经有了雏形，
而且还不仅仅是一点萌芽，否则这一朝一代就不可能延续那么几百年了，当时的国家管理虽然看起来
有点简单，但恐怕也有一些制度可循的；不过，典籍失传，史料阙失，显然已经难以考证，只能有待
于考古的发现来破解其中的奥秘。
　　中国文明曾经兴盛于黄河流域。
距今2万年左右的宁夏大麦地史前岩画带就有了数量惊人的图画文字，其记述的日月星辰、天地神灵
、狩猎放牧和舞蹈祭祀等遗迹，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与大致同时期的陶文符号以及后来的甲
骨文一样具备了象形、会意、指事等古老文字的要素。
——这大概是传说中的虞夏时代，但文字解读的困境使之湮灭于史书的记载。
实际上，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基本定型的甲骨文字已经面世，算是进入了文明社会。
到了商周之际，部落社会渐进而成封建天下。
天子王室借重于自己的王族宗藩统领四方，他们被分封驻守在各地，逐渐形成了诸侯国。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周代最初倒像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形散而神聚。
君权天授，所谓的“周天子”坐镇都城，而大大小小的诸侯小国则散落在四周，与古希腊的城邦没有
什么两样，也像年代更后一点的神圣罗马帝国。
周天子是最大、层级最高的封建领主，而那些诸侯国家原本就是分封出去的王公贵族。
——这是西周时的大致形态。
许倬云先生将这种封土建侯的形态称之为连锁网络，就像麦当劳连锁店一样。
不过，因为周天子是先王的长子，是宗主，诸侯各国还有“尊王攘夷”的义务，朝贡的时候也有一套
礼仪。
诸侯各国在外驻扎久了也入乡随俗，有了各自的文化、风俗和传统，离都城较远的诸侯国更是如此。
东周时，诸侯各国已经挣脱了周天子的束缚，语言和文字也有了不少变异。
　　周朝末年，王室已是强弩之末，诸侯悄然坐大。
封建制度（封土建侯）行将崩溃，原先那一套维系人心保持秩序的风俗制度迅速动摇崩坏。
——这就是儒家眼中“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之时。
春秋与战国一共历经了500多年。
到了战国时代，士族与平民之间横亘的阶层界限逐渐消失，贵族从政掌学的特权也转移到了平民。
列国并存，雄霸相争；思想自由，学无禁忌。
处士横议，流动频繁，竞相奔走于列国之问，兜售一己之论，捞取一官半职，企望权力俸禄名利双收
。
　　天命民本、礼乐兵刑，可以说是中国上古时代政治思想中的主旨。
先秦诸子思想无论立说还是解释或阐述，都在其中，无一脱俗。
萧公权先生1940年代初就曾断言，“先秦政治思想已具体于春秋战国之前，儒墨道法之学乃因袭而非
创造”。
孔子的政治思想以成王周公制度为蓝本，“举先王之政以为后生之教”，深入阐述一番之后自成一家
之言，被其门徒以及历代读书人奉为至圣宗师。
　　满肚子的学问有没有用，最终还是要看能不能卖得出去，有没有哪个帝王诸侯肯出价买下来。
——所谓“学得权与术，货于帝王家”是也。
孔子秉持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理念，这就为后世全天下的读书人逢迎王权、待价而沽开了一个先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管理治国>>

公元前492年，60岁的孔子动身前往郑国，想找个官来做做，与学生走散之后，孤零零地站在城东门外
，时人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狗”。
孔子听到弟子如实转述此言，一脸苦笑，点头称是，说“然哉然哉”。
根据犹太学者萨义德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而且身份业余的一个群体，
怀抱治国理想而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儒家思想在战国时代并不受人欢迎，甚至还是很遭排斥的，因为他的理念并不适合君主们称霸的梦想
。
如此说来，孔子倒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善于自嘲的知识分子。
　　君子政治：道德治国　　孔子以师儒立教。
诸子之学继之以起。
　　——萧公权　　先秦学术有百家九流之称，也有“百家争鸣”之说，但政治思想恐怕只有儒墨道
法四个大家，而且足以代表晚周时代。
儒墨道三家有殷商文化的背景，亦被称为“旧学”；而法家是后起的，与殷商文化关系不大，被称之
为“新学”。
儒家政治尤其重视所谓的礼仪，繁文缛节也不厌其烦，且以君子为主体，需要读书人“以德位兼备之
身，收修齐治平之效”，颇有一点自诩的贵族色彩，荷锄躬耕的儒家弟子则被孔夫子暗地里斥为“小
人”，似乎不足为取；而墨家多为平民身份，富于服务精神与实用技术，动手能力显然要比儒家强上
许多。
　　儒墨两家，都看重治国者的品性，也就是道德品质，是“量贤而任事”的贤人政治，主张以德治
国。
所以像颜回这样彪炳千古的窝囊废，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除了时时紧跟着孔予安贫乐道以外，流传
于后世的事迹几乎为零，也可能只懂得温良恭谨让之礼，对孔子亦步亦趋，因而被视之为孔子最得意
的门生，也让孔老先生大大地夸耀了一番：“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像平时以勇武著称、最能干也最有名的予路那样喜欢顶撞和抬杠，
招致了绵延千百年的粗野恶名。
总的说来，儒家和墨家都属于“人治派”。
　　孔门的事迹都在《论语》中，虽然难免文过饰非，但多少还能找出一点真面目。
众多的门徒和弟子轮番问答，衬托出了孔子的博学多识，嬉笑怒骂，毫不遮掩；而且都是口语，没有
做作和虚伪。
这就说明，圣贤也不过如此，只是后人把他们抬高了而已。
　　孔老先生的祖上做过官，后来家道中落，被迫迁到鲁国。
从小孤苦伶仃，3岁丧父，17岁丧母。
其自述“十有五而志于学”，但有没有拜师也是语焉不详，只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不过那时候“从政掌学”已经不难了，而且“文武之道”散落到了民间。
只要虚心好学又心有灵犀的话，也不难成就自己。
孔子的青年时代经历坎坷，看仓库，喂牲口，在社会底层爬摸滚打，30岁终于混出了一点名气，开馆
施教授徒，是谓“三十而立”。
后来孔子想凭自己的名气去找一份工作，就去洛阳的周朝图书馆拜访老子，结果有没有碰上也难说；
再去齐国游历，还是很失望，只好返回鲁国，编修诗书礼乐，教书育人。
50岁以后，孔子时来运转了，本地执政大臣的高级幕僚抱着小猪登门请他出仕，他矜持了一番。
此时，熟读《易经》的孔子就说了一句易经那样的玄奥话：“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出来做
官。
从中都宰到少司空，再到大司寇，终于有了为鲁国国君出谋划策的机会。
做官的4年里，他平定了一场叛乱，干得应该还算是可以，几乎可以代行丞相之职发号施令了；而杀
了少正卯这样一个鸟官之后，孔子旋即被国君冷落在一旁。
文化人当然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于是挂冠而去，周游列国，另寻高就。
走遍了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但足迹也没有迈出今山东、河南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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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卫国、陈国做过短期小官之外，既有过换装逃跑的冒险，也差点饿死在陈、蔡之间。
所以郑国人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
　　墨子还没有孔子幸运，他没有可资炫耀的门第，擅长制造机械，属于能工巧匠之流，所以没有学
术上的背景；但也有人推究，认为他可能曾受业于儒家，不过却反感儒家的礼仪太繁琐，而且因为礼
节庞杂劳民伤财，自立一家之言。
墨子力行节俭，行事朴素，所谓“量腹而食，度身而衣”。
后来经常到鲁国，找上门去与儒者辩论，也喜欢周游列国，向诸侯自荐自己的治国之道，结果也像孔
子那样终无所成，连连碰壁直到老死，连小官都捞不着。
墨学彰显之后也开始广授门徒，几乎仰仗学费度日。
萧公权先生就说过，墨子就是一个平民化的孔子，而墨学也是平民化的孔学。
区别虽然有，但其根本精神大体上还是相通的。
　　“法治派”实则出于君权扩张之需。
其时，封建天下崩溃，天子被各地诸侯架空，维系社会的纲纪也宣告失效。
权臣篡位，卿大夫欺君凌主；宗法败坏，士民阶层混乱相杂。
尊君思想与法治思想于此发轫。
尊君权任法术，成了皇权专制前夕颇为流行的思想，法家有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人，而商韩是代表
。
虽然各持己见，但都以刑法为准，明法饬令、严刑重罚、强国尊君。
　　“无治派”则是道家老庄，他们或辞官退隐，或终身不仕，流传事迹非常之少；但其思想仍有殷
商文化的背景，与儒墨两家相提并论。
晚周“无道”之时，列国侵夺篡杀，贵族骄奢淫逸，苛政甚于猛虎，法令多如牛毛⋯⋯老子深信世乱
的根本，不在乎制度的好坏，而且制度本身“不足为治”。
老庄的政治思想看似消极，其“无为”的政治哲学是怀疑政治的效用，肯定个人的价值，与人治、法
治两派势不两立。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庄崇尚清简之政治，讥斥仁义，厌弃法令，去智寡欲，不尚贤能，秉承自然
无为的政治理想。
　　儒墨道法四家的政治思想，其传播的范围各有大小，后世所获得的尊崇地位也有云泥之别，而且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交替出现，此消彼长。
相互之间也各有渗透。
总的说来，儒家思想最初还只是靠边站的角色而已，法家可资霸业，道家惠泽民生，先后被各国君主
采纳，而儒家到了汉武帝时代才被董仲舒极力举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有了第一次复兴，奉
为正统只是为了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后来又在宋朝再次复兴，绵延至明清两朝，直到1919年“五
四运动”中被围剿一时，声势渐衰；上世纪40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倡导尊孔读经；上世纪70年代“批林
批孔”，今日国学翻身之际再度扬眉吐气。
　　儒家推崇的是贤人政治，或者说是君子政治，看重的是个人的德行，要的是国家的道德榜样，所
以像颜回、公冶长以及南宫适那样亦步亦趋、谨小慎微、少言寡语、貌似老实巴交而且深谙“温良恭
谨让”的道德先生都可以得到孔子的口头褒奖，这和当代所提倡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样，希
望以此表率重塑社会，宣扬的就是一种教化功能。
　　柏拉图：精英治国　　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几乎同时交相辉映的则是古希腊时代。
古希腊之前，克里特文化与迈锡尼文化在多利安入的入侵之下衰亡了数百年，文字记载突然中断，文
化也为之倒退，沉入了一个黑暗时代。
因为缺乏文字记录，也没有遗存下来的实物，后世的人们只能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口耳
相传或者虚构的史诗来推断其间的社会状态。
——这有点类似中国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味道。
毫无疑问，神话以及口头传说同样充斥在当时古希腊人的周围。
　　公元前800年，原本氏族或部落的村社所形成的城镇此时逐渐成了城邦，而且遍及了希腊全境。
与此同时，贸易突然复兴（史学家也没有弄清其中的原因），希腊文字的发明使文字记录得以流传。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管理治国>>

当尚武的斯巴达人征服邻近的地区之后仍然保留着两位世袭国王——战争时则推选其中一名率军作战
，平时则依靠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三大机构决策所有的事务——只对斯巴达公民实行直接民
主而提防广大属民之时，主宰雅典的世袭贵族已经因为一个名叫梭伦的商人产生了新的民主原则，富
人成了治理城邦的主角，而穷人也有了一定的否决权。
　　不过，梭伦的改革没能完全安抚世袭贵族和贫民阶层，雅典的民主被专制权力夺去，直到贵族克
里斯梯尼联合贫民阶层打败了所有的对手为止。
此举在雅典催生了一个依地区而非氏族部落选举执政官的制度，改善之后最高权力归全体男性公民大
会，而所有约占四分之三的妇女、外邦人和奴隶仍然排除在外。
——连希腊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觉得这种民主就等同于乌合之众。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混战了一场。
之后，斯巴达在整个希腊建立了霸权专制。
此后，几个城邦之间战争不断。
到了公元前371—338年，希腊的所有城邦在军事和政治上均告衰落。
实际上，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社会道德普遍堕落，城邦制度的弊端也暴露得相当彻底，比孔子（前551
年-前479年）小82岁的苏格拉底（前469年-前399年）觉得自己就应该像一只牛虻那样，毫不客气地针
砭城邦之弊，担负起教化民众、改善他们灵魂的使命。
不过，苏格拉底并没有著书立说，也没有留下什么可资宣扬的东西，倒是可以从他最卓越的弟子柏拉
图那本西方最早的政治学著作《理想国》里看到一些影子，譬如道德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家首要的任
务就是改善公民的灵魂，使他们有知识和教养，追求善；甚至同样也主张贤人政治或专家政治。
　　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工匠家庭，母亲是助产婆。
因为家里有较为充裕的收入而不必为生计去教书，一生参加过两三次战役，也抽签担任过雅典议事会
的成员。
平时多半喜欢在大街上、闹市中以及朋友圈里侃侃而谈，话题颇多，也喜欢对雅典的政治弊端发发牢
骚。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战败了的雅典紧接着又陷入了内讧，民主派别的执政者挟私报复，认定他对城邦
有威胁，就找了一个“腐蚀青年，宣扬新神”的借口宣判了他的死刑，朋友们执意要安排他逃跑，他
倒决定接受公众的判决，喝下一杯毒药后死去。
——苏格拉底最终还是死在他自己认定的乌合之众的民主手中。
　　柏拉图的身世倒与孔子类似。
望族后裔，年幼丧父，母亲改嫁。
因为亲戚朋友的关系，他也有过参政的机会，但恩师居然被一个自诩为民主的派别处死，这使他觉得
民主并不可靠，财富或者世袭的头衔都不能让人恰当地执政，而应该让那些受过最好的教育、拥有最
卓越才智的哲学家来治国，这就是“哲学家治国”。
柏拉图鼓吹的是精英治国论。
既然要“以智治国”，像农民、工匠、商人等大多数人都应该由智力优越的人来“监护”，那么，最
后的监护人就只有哲学家了。
哲学家和军人阶层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得占有任何私有财产，不得有家庭，妻子和儿女一律公有。
因为私有财产是人们自私与贪婪的根源，而人的品性是政治的基础，品性的堕落就是政治的败坏。
不过，哲学家治国又需要由谁来监护呢？
柏拉图自己也无法回答。
所以，后人评价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只能是一个乌托邦。
——柏拉图开创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乌托邦主义传统。
倒是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比他清醒一点，成了西方政治学的开山鼻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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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
　　——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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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心语　　做人：做“巨人”圈中的“矮子”。
做“大老板”身边的“小老板”。
一位具备自信与诚信，拥有动力和胸怀的人，定是相信自己、因果、未来和多维的愚者。
　　做事：损人必不利已，利人方能共赢。
借鉴民族的历史，弘扬优秀的文化，形成自己的品牌，彰显时代的特色。
　　管理：聚有暇之才，创无暇事业。
激活“休克鱼”，是我经营中最快乐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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