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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道家主张&ldquo;处无为之事，行不言指教&rdquo;，认为凡是&ldquo;有为&rdquo;的，都
不是可取的；佛家看似出世，实则为济世张目，其大慈悲之心昭若日月；儒家说&ldquo;仁&rdquo;，
说&ldquo;礼&rdquo;，说&ldquo;克己&rdquo;，说&ldquo;君子不党&rdquo;，占据我国思想主流凡两千
年，影响国人最深。
　　其实，我们认识的孔子，未必就是真正的孔子；我们理解的道家，未必就是真正的道家；我们心
中的佛教，未必就真的以&ldquo;避世&rdquo;为要。
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能够保持长久生命力、垂之千古的思想流派，都不会是消极的，它必然有功用
的一面。
　　现代管理科学原本来自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
然而，其中许多基本理论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
比如，在中国文化中，依然保有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解释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妙的宇宙万物
本原所体悟出的精微而深广的智慧结晶。
　　有些人认为，中式管理偏向于概念，不利于企业操作，不及西式管理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我们的企业管理应当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企业管理是一种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属于一种文化，它应当是民族文化在企业运行中的表现。
忽视民族文化，片面模仿西式管理必然导致邯郸学步。
　　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国学思想可以为中国化的企业管理提供有价值的理念指导。
管理的核心是用人，而佛、儒、道三家的思想正是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
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选人、用人、管人的经验与方法。
相对于管理，中国古代更注重对人的&ldquo;德行&rdquo;的考察，更注重人们在其所处情境下的行为
，强调发挥人才的弹性作用以配合工作的需要。
道家思想在于思辨，&ldquo;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rdquo;，以实现&ldquo;无为而治&rdquo;；佛家
思想在于修心，以安人来求得西方净土之中的&ldquo;大自在&rdquo;；儒家思想在于修身，以&ldquo;
仁、义、礼、智、信&rdquo;规范人们的言行，达到&ldquo;修己安人&rdquo;的境界。
　　21世纪的管理是&ldquo;以人为本&rdquo;的管理，在由&ldquo;个性为本&rdquo;、&ldquo;人性为
本&rdquo;到&ldquo;人文为本&rdquo;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余年的华
夏文化充分证明了我国在文化整合与人才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
本书正是由此出发，进入承载数千年文明的国学智慧世界，以辩证的方法领悟管理之本、用人之道。
掌握知时、知位与知人之心术，驾驭进退、取舍与生克之规律，可以更好地吸收和消化西方管理理论
；修身养性、回归自然、放下归零、本立道生，可以形成属于自己的、独具特色的中国管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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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领导方向决定成功方向，一流管理塑造一流企业，启用“太极”式管理学，“内敛”式用人学，
“慈悲”式安人学，三者合一，管一流的公司，带最好的员工！

　　管人之道，道家之“道”
　　韩非子：“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
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
　　现代管理启示录：高明的领导能从细节着手，见一叶而知秋，从而从宏观上保证企业发展的良好
状态。
反之，如果一个领导不能从细节之中发现问题，那么企业很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安人之学，佛家之“学”
　　佛曰：“精进使人心不死，放逸使人如行尸走肉。
”
　　现代管理启示录：安人之道，实为安心之道；留住人才，就是留住人才的心，为我所用。
如果企业中管理者对任何事均要亲力亲为，可是其又非全才，怎么能够事无巨细，考虑周详呢？
而那些深谙用人之理，用人不疑的领导，反而能以逸待劳，乐得自在。

　　用人之理，儒家之“理”
　　老子：“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
　　现代管理启示录：这是企业管理者需具备的心理素质。
有了宽容的心，无私的心，当面对困境时，自然也就从容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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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在伦，江苏省盱眙人，北京市朝阳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秘书长。
在教育领域从事十多年教育工作，现任北京王府教育学校校长。
曾出版多部教育、管理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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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管仲算不算好经理　　管仲是春秋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从阶下囚一跃而成&ldquo;一人之下万人之
上&rdquo;的齐相，最终帮齐桓公建立起一代霸业，一生的经历可谓极富传奇色彩。
他的历史功绩是光耀千古的，连孔子都称赞他。
　　本来，孔子是很看不上管仲的为人的，批评他不知节俭。
管仲一人就占着三处豪宅，他家里的管事也是一人一职而不兼任，怎么谈得上节俭呢？
尤其让孔子不待见的一点是，管仲行事不合乎孔子心目中的礼：&ldquo;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
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rdquo;（《论语？
八佾》）&ldquo;国君在门外树立屏门照壁，管仲门前也设上了屏门照壁。
国君邀结会见他国的君主时，在厅堂上设有放置酒具的反坫，管仲家也有这样的设备。
如果管仲这样的人算知礼的话，那还有谁不知礼呢？
&rdquo;孔子拿这个说事，口气还是很重的。
　　孔子讲&ldquo;礼&rdquo;是出了名的，他对管仲的行为做出此番评价，丝毫不让人觉得意外。
孔子讲&ldquo;仁&rdquo;也是出了名的，他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受其熏陶，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
也喜欢看他是不是&ldquo;仁&rdquo;。
他们就认为管仲当年做了件很不厚道的事，所以不能算&ldquo;仁者&rdquo;。
&ldquo;子路曰：&lsquo;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rsquo;曰：&lsquo;未仁乎？
&rsquo;&rdquo;&ldquo;子贡曰：&lsquo;管仲非仁者与？
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rsquo;&rdquo;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让二人对管仲产生如此评断呢？
　　根据史书记载，齐襄公因荒淫无道，被杀，齐国立了襄王的侄子公孙无知当新国君。
襄公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公子纠，当时在鲁国（都城在今山东曲阜）；一个叫公子小白，当时在莒国
（都城在今树东莒县）。
管仲给公子纠当师傅，同时他在做生意时结识的好友鲍叔牙也在给公子小白当师傅。
襄公被杀齐国大乱，为了保全避祸，管仲和鲍叔牙都极力劝其主出走。
于是管仲和召忽陪同公子纠投奔到鲁国，鲍叔牙陪同公子小白投奔到了莒国。
不久齐襄公的旧臣，就杀掉了新立的国君。
国不可一日无主，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小白都想回国夺取君位，就看谁下手快了。
从地理位置上看，莒国近，鲁国远。
为了截住公子小白，管仲带着从鲁国借的一队人马星夜兼程，抢先在公子小白回齐途中设下埋伏。
待到小白现身，管仲拈弓搭箭对准他射去，只听见小白大喊一声，倒在车里。
　　不料箭只射到衣服上的带钩，小白凭着自己堪比奥斯卡影帝的演技，临场发挥顺水推舟，上演了
一出诈死的戏码。
管仲满以为小白已被自己一箭毙命，就不慌不忙护送公子纠回齐国，殊不知小白和鲍叔牙早已抄小道
抢先回到了国都临淄，即位为君，就是后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
公子纠和管仲到齐国时也带来了鲁国的护送军队，双方少不了一场恶战，最终齐桓公以多击寡、以逸
待劳击溃了敌军，并一直打到鲁国的领土，杀掉了公子纠，管仲被关到囚车里送回齐国办罪。
　　齐桓公记着那一箭之仇，对管仲恨得牙根痒痒，巴不得杀之而后快，多亏鲍叔牙出面劝阻，不但
如此，他还向齐桓公极力推荐管仲。
本来齐桓公登上宝座之后是预备请鲍叔牙出来任齐相的，鲍叔牙却诚恳地表示，自己乃平庸之辈，桓
公欲成霸业靠他的能力是不行的，还得请管仲来。
齐桓公又惊又气地反问道：管仲曾经拿箭射我，差点要我了的命，这样的仇人我还能用吗？
鲍叔牙沉静地给其桓公分析：管仲时为公子纠之师，他那么做正显示了这个人对上级的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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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乃天下奇才，要干大事他可是个用得着的人。
鲍叔牙要桓公为齐国强盛着想，抛开旧怨，重用管仲。
于是齐桓公采纳了鲍叔牙的建议，赦免其罪，并择吉日以隆重的礼仪拜管仲为相，委以重任，位在鲍
叔牙之上。
　　子路认为，齐桓公把管仲的顶头上司杀了，召忽忠烈追随君主慷慨赴死，管仲却没有这样作，反
而有忘君事雠，忍心害理之嫌，所以是不得为仁的。
对于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没能殉身的事，子贡还能接受，但是他觉得管仲回过头来心安理得地给齐桓
公当相，这就太过分了，让人无法接受，所以管仲不能算仁者。
当然在老师面前不能显得自己武断，虽然心里已经认定了道理，提的时候还是用反问的试探的语气。
　　可是在这件事上，孔子做出了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回答：&ldquo;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莫之知也。
&rdquo;（《论语？
宪问》）意思是，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着他的好处。
如果没有管仲，恐怕到今天我们（已被&ldquo;夷化&rdquo;）还披头散发，衣襟向左边开。
他哪能像普通百姓那样恪守小节，在小山沟里自杀，而谁也不知道呀。
　　孔子极力为管仲辩诬，不赞同无条件忠君不知变通的行为，肯定管仲有&ldquo;仁&rdquo;的一面
。
这一方面说明了孔子知人论世的视界比较开阔，看问题要比他的弟子目光高远，不是从一家一姓的兴
亡出发，而注意从大局利益考察问题。
孔子认为，像管仲这样有仁德的人，不必像匹夫匹妇那样，斤斤计较他的节操与信用。
　　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管仲功绩之大任谁都无法轻易抹煞，他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
在两千多年前群雄争霸的春秋舞台上，他凭借个人出色的经营管理能力，带领齐国策马扬鞭，在激烈
异常的列国竞赛中拔得头筹。
之后的孔子惦记着他的功勋和恩泽，时至今日，管仲依然是值得现代经理人学习的楷模。
作为春秋时期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管仲身上发生的一些经典案例依然能给现代经理人以莫大的借鉴
和启迪。
　　前面我们讲过，管仲在齐国换领导班子的关键时期站错了队，他被聘为公子纠的师傅，但是没多
久公子纠就在争夺领导地位的竞争中输得一败涂地，甚至搭上了性命，本来指望着能出人头地，现在
连后台都倒了，自己也成了混进了班房，管仲的&ldquo;出山运&rdquo;不可谓不糟糕。
但是从阶下之囚到齐国权相，从人生低谷到事业巅峰，管仲却能实现&ldquo;华丽转身&rdquo;，这是
许多现代经理人可望不可即的最高理想。
　　那么，管仲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转变靠的是什么呢？
鲍叔牙。
这个答案显而易见，很多人都看出来了。
管仲与鲍叔牙在一起经商时成为好朋友，两人做生意赚了钱，管仲总是给自己大头，把少的留给鲍叔
牙。
虽然其他人都替他抱不平，但鲍叔牙对此从不计较，并主动帮管仲开脱，说他这样做是由于家里太贫
困，对于职业经理人的管仲而言，鲍叔牙不仅是一生的挚友，而且意味着重要的人脉关系。
正是仰仗鲍叔牙的举荐，管仲才成为齐相。
不知道是鲍叔牙为人太善良，还是管仲给他灌过什么迷魂汤，抑或是管仲命中该遇&ldquo;贵
人&rdquo;，总之怎么都好，鲍叔牙一早就认定了管仲的才能，对管仲那叫一个死心塌地。
作为现代经理人，想要成功，就不得不注重挖掘培养自己的人脉资源。
　　要让管仲弃公子纠而辅佐小白，他心里何尝没有闹过别扭。
毕竟齐桓公那边还能得&ldquo;用人唯贤，不计前嫌&rdquo;的美誉，而到管仲身上，一个不小心就会
成为被别人戳着脊梁骨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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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鲍叔牙出来开导他，&ldquo;做大事者，不拘小节&rdquo;。
职业经理人就应该以事业为重，老板在的时候不用说，自当尽心尽力，现在他已经彻底垮台，即使转
投他人那也是无可厚非的。
老板没有了，事业还得干，更何况公司又没倒，只是换了老板而已。
你管仲有治国奇才，他桓公有做霸主的志愿，两人合力必能创出一番伟业。
在鲍叔牙的悉心劝解下，管仲终于对此释怀，挽起袖子开始专心打拼事业。
这种忠于事业的高度自觉，也是一个成功经理人所必备的素质。
　　当时齐国的环境对管仲很不利。
听说齐桓公要用管仲，一想到让那个反革命的家伙咸鱼翻身飞黄腾达，爬到自己头上当顶头上司，当
年拥立公子小白的大臣们就气不打一处来。
为树立管仲的绝对权威，齐桓公决定斋戒三日，告于太庙，举行盛大仪式，隆重而正式地拜管仲为相
，而后又宣谕朝野：&ldquo;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
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rdquo;。
不仅任职（拜管仲为相），而且认亲（称其为仲父），加上放权（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齐桓
公用人的诚意也算是无以复加了。
底下的大臣强压着满腹牢骚，虽不敢明着跟齐桓公唱反调，至少也要对管仲奉行&ldquo;非暴力不合
作&rdquo;政策。
　　光杆司令可打不了仗，再高明的领导开展工作也要依靠自己的班底，管仲深知这一点：&ldquo;臣
闻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大海之润，非一流之归也。
君必欲成其大志，则用五杰。
&rdquo;所以早在他和齐桓公敲定合作关系之前，就开出了条件，要组建自己的核心团
队&mdash;&mdash;&ldquo;五杰&rdquo;。
　　具体到个人身上，管仲又是怎么向齐桓公推荐这五个人的呢？
　　他说：&ldquo;升降揖逊，进退闲习，辩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司行。
垦草莱，辟土地，聚粟众多，尽地之利，臣不如宁越；请立为大司田。
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蹬，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于成父；请立为大司马。
决狱执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须无；请立为大司理。
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为大谏之官。
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
若欲霸王，臣虽不才，强成君命，以效区区。
&rdquo;　　他接连用了五个&ldquo;吾不如&rdquo;，对隰朋、宁越、成父、宾须无、东郭牙等人的才
能，既了然于心，又善于高调承认。
一到用的时候，就让他们各得其所，各尽其才。
实际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管仲的团队观：要顺利开展工作，就不能离开分工明确、协调
良好的团队。
　　我们还应当注意这里一个细节，推荐完这五个人后，管仲又对齐桓公说：&ldquo;若仅仅是想要治
理好齐国，实现国富兵强，用这五个人够了；但若想要成就霸王之业，我虽不是个全才，辅助您达成
这个目标还是在行的。
&rdquo;好团队必须有个高明的领导来带，加上前面所说的，这构成管仲全部的团队观。
　　发现他人身上的优点，这很容易，但是勇于正面肯定，这种气量就难得。
同时别看管仲用语谦卑，但丝毫不失自信。
前面的五个&ldquo;吾不如&rdquo;是为了突出他人的特长，并不是要掉自己的价。
自谦而不自卑，自信而不自负，管仲是非常有胆识的。
一个公司要迅速发展壮大，必须要吸纳不同层面、不同阅历、不同教育背景的各路人才。
领导的水平高低，不在于自身的能力有多么超强，而在用人识人的眼光，不一定任何事情都要亲力亲
为，而是要充分调动下属的热情和团队的力量，做到人尽其才，各尽其用。
现代经理人应当时时叩问自己是否养成管仲了这般的智慧和胆识，气量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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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华语界首部管理学与佛、道、儒智慧相融合的书。
媲美曾仕强《易经中的智慧》。
　　从佛、道、儒中学习先进的管理智慧。
道家思想在于思辨，佛家思想在于修心，儒家思想在于修身，三者合一，用到企业管理中，便能真正
形成属于自己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管理科学。
　　2、逐层细述道家&ldquo;管人&rdquo;、佛家&ldquo;安人&rdquo;、儒家&ldquo;用人&rdquo;的中国
式管理之道。
　　领导方向决定成功方向，一流管理塑造一流企业。
启用&ldquo;太极&rdquo;式管理学，&ldquo;内敛&rdquo;式用人学，&ldquo;慈悲&rdquo;式安人学，三
者合一，管一流的公司，带最好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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