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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看的书。
这里所讲的“所有人”，包括两大范畴：一、指那些所有能够主宰自己所在环境的人，包括企事业、
企事业部门、乃至家庭中的CEO们；二、指那些所有能够、正在准备能够，或者希望能够规范自我行
为——管理自我并成就自我的人。
　　当今社会上有一个呼声——我们需要信仰。
　　信仰的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选择了一条路、一盏灯、一个守则.或者是一根沟通心灵和精神的专
线。
也正是因为这种选择。
在原则上规定了我们的生活观念、态度和生活方式。
将有别于其他人，所以。
选择的本身就是一条自我成就之路。
走在这条近乎虚拟的自我修正之路上。
路的蜿蜒、曲折、广狭、远近。
乃至明暗。
都会因为行路人的自我心态和付出而受到控制。
　　如果是一盏灯，那么，在你做出选择、出门的时候就已经递到了你的手里，为你照耀着眼前的路
。
好让你走过一截必须经过的幽暗。
并在其间陪伴着你，减少孤独；在没有见到光明的时候.这盏灯就是希望。
在茫茫黑夜之中，我们步履蹒跚地在幽暗的峡谷里穿行，到处潜伏着诱惑、彷徨、恐惧、无奈和懈怠
，于是，我们需要行为和信念的指南，以免误入歧途。
　　今天。
我们所讨论的是，如果选择要走一条自我修正之路，那么，我们需要牢记那一本交在我们手中的行为
和信念守则的全部内容——有所说。
有所不说；有所行，有所不行；有所想，有所不想。
如果您是佛教徒，那么，这些规定就在您需要履行的佛制戒律里。
　　《佛教遗经》说：“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
”所谓戒。
就是制度。
而于个人的奉行与遵守。
则是一种自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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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企业和佛教寺院看似毫不相同，实际上它们都必须做两件事情：    一、宣扬核心理念．保持组织
人员的凝聚力；    二、理顺管理关系，实现组织运营的畅通。
    佛教寺院是一种特殊机构，同样有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其内部的人员管理与事务安排的复杂程度丝
毫不亚于企业。
寺院的僧人来自各地，禀性、好恶、生活习惯、教育背景各不相同，并在主观上“舍亲割爱、抛却世
间享乐”，管理这样一个没有物质利益牵挂和约束的群体，其难度比企业更大。
令人惊奇的是，为什么延续千年的寺庙比比皆是，而传承百年的企业却不多见？
    本书作者幼年出家少林寺，后成为大德高僧净严法师的弟子。
他熟四书五经、谙二十四史、悉杂家经典，不仅管理寺庙，还曾经代管过一个企业，并在很短的时间
内将之扭亏为盈。
在他看来，尽管寺庙与企业在组织目标实现方面有明显区别，但是成熟的寺庙丛林建制可以为现代企
业管理者提供值得借鉴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
作者集20年之管理心得而成本书。
它告诉读者，可以利用寺院管理的法则管理企业，在佛法中悟道，在成功管理中赢取利益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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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慧曼，师讳普慧，字慧曼，号传炬，安徽巢湖人。
1982年5月依万行和尚剃度于嵩山少林寺立雪亭。
是年冬谨遵师命，前往开封古观音寺，依净严长老受沙弥戒：次年春更依净严长老为得戒和尚、白马
寺海法法师为教授、铁塔寺瞻西法师为羯磨，心印、印信诸师为尊证，求受比丘戒，研习律仪及教理
宗纲。
此后，五下版纳，九度入藏，求学大小诸乘：束装负笈，独步山川，饱读四海人文。
枯坐群册，博览诸史及内外典籍，亲炙于观空及东嘎·洛桑赤列仁波切座下，普被法乳之恩。

    个人研究方向为：“汉藏宗教比较”、“宗教心理学”及“西藏天葬学”。
现任长安终南山佛教协会副会长、终南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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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点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方丈有任期的限制。
一般为三年。
特殊情况下可以连任，但最多是两届。
　　这两点规定的内在用意在于，对方丈与寺院的关系进行剥离：首先保证没有利益关系，其次规定
其领导关系也不是永久性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剥离。
才最终客观上保证了方丈在行使管理职能时遵循的“三公”原则。
　　那么，或许有人会问，方丈个人到底在图什么呢？
或者说他有没有收获呢？
　　“有，”我会这样回答，“他的收获在整个佛教界，可以获得更大、更好的口碑，赢得更大的成
就平台，为最初的发心而负责，实现最终的抱负——‘弘法利生’。
”　　因为，作为一个真正称职的寺院CEO，利生是其最终的使命，完成这个使命是他的事业；而兢
兢业业地工作则是他的家务!他不能不如此精进！
议会决策与方丈权力　　我上面提到的明旸法师已于2002年圆寂了。
明畅法师从北京广济寺方丈的任上卸职之后。
广济寺的方丈位子就一直空缺着，直到2006年底演觉法师荣膺此座为止。
　　言及于此，大家或许就要狐疑了：寺院还能没有方丈？
群龙不能无首，三军不可无帅。
寺院里要是没有方丈，寺院里的管理还能正常运作吗？
　　是啊！
有时候，或者可以说是习惯上，我们不能不做此想。
但是。
实际的情形是，寺院可以没有方丈，照样正常运行其管理，执亭们依然各负其责。
有条不紊。
　　“或许是因为寺院的僧人都很自觉，即使没有人管理也不会出乱子！
”您会这么想吗？
　　这个想法有些天真，因为，自觉不是与生俱来的习惯。
是需要逐步培养和教训的。
况且，人的惰性还会经常性地改变本已养成的良好习惯。
所以，要想靠群集的自觉来保证和谐的共存。
实在是一个天真的想法，而且还有些一相情愿。
如果不是靠自觉来维护寺院管理的正常运行，那么，寺院在长期没有方丈的时候，又在依靠什么来流
畅管理作业，又不至于因产生群集的惰性而失去管理活力呢？
　　方丈的位子不是随便拉一个人来就能将就做，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只能，也宁愿空缺着。
为了避免出现上面所说的令人担心的情况，寺院在建制和管理制度上做出了系统的安排。
　　在公司里面，CEO的职位不能空缺，而寺院就可以，为什么？
因为寺院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没有方丈，寺庙的机制照样能够运转。
如果不好理解，那么，我们抬起头想一想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和旧时皇家的做法。
活佛转世灵童被选定时都很小，在成年之前并不能行使其宗教行政权；皇帝如果即位时还在襁褓之中
，情形与幼小的活佛坐床情况差不多。
但是，并不影响其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行。
汉传佛教十方寺院的方丈在职位上的性质与此有很多相似之处。
　　现在的西方，很多企业的CEO在职务上的重要性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显著了。
比如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可口可乐、麦当劳、柯达的CEO是谁了。
　　但是，在中国，如果没有张瑞敏，我们又怎么想象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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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正非，华为又会怎样？
细细地探查一下，或许我们可以欣喜一下。
因为讨论到柳传志先生的情况要稍微好一点，因为有杨元庆和郭为在。
然而，深究起来，柳传志毕竟还是联想的代表人物。
这就等于在说，中国企业还处于由“人治”向制度化管理的过渡之中。
　　我们讲管理，首先要建立的是制度，有了完善的制度之后，才能提到机制性管理，然后是文化管
理和哲学管理。
对于中国的很多企业来说，制度尚不完善，更不要说比制度更上一级的机制性管理。
　　机制性管理要比制度化管理更上一层。
　　如果我们置身在一个企业当中。
要是CEO在不在都无所谓的话，那么是什么在管理？
是机制在进行决策和管理。
每一个环节都牵制得好好的，都在运转，所以叫机制性管理。
.　　中国现在的大多数企业，都是一个人拍板说了算。
脑子一热，大腿一拍，于是乎就这么定了吧！
这是个人化的。
不是机制性管理。
所以李玉琢先生才会说，他最佩服的是万润南的决策方法：“听多数人的意见，跟少数人商量，一个
人说了算。
”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典型的拍大腿决策。
做好了皆大欢喜，做不好呢？
只能一拍脑袋了！
这就是先拍屁股后拍脑袋的“人文”管理特质。
　　决策一定要有顾问。
为什么国外大企业能做得那么好？
他的决策有很多顾问在“牵制”。
市场决策、产品决策，都有相关的专家在后面出谋划策。
但这些人是不会从事直接管理的。
所以他们成立了很多研究机构。
比如说战略研究机构，是帮助企业制定战略的。
而在中国的情形呢？
　　大多数企业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你一个人真的有大多数人的智慧吗？
包括任正非，其实他也是在不断地观察，把他身边所有人的想法拿过来。
但是，他选择的东西没有成为机制，只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他的成功只是一个偶然的契合，并没有伸过脑袋去听一听必然的风声，伸过手去摸一摸必然的把手
，他没有把这个东西机制化。
　　所以，在管理框架上，我们可能已经制定了很多的管理制度，要实行制度化管理；但是。
在决策上还没有形成机制性决策，结果就是没有人来牵制决策人。
一旦个人的决策错误了，该怎么办呢？
依然是伸手拍脑袋吗？
　　不，把手放在桌子上吧，或者回过神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
而在机制性决策中，决策错误的责任是机制，而不是某一个人。
从前的决策者的权力被分化到机制之中，而责任同时也被分化了。
　　如果决策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失败了，这个责任也必须由机制来承担，一个人是承担不了的。
机制化决策首先可以把组织决策的风险降到最低，因为是需要经过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和讨论，之
后才做出的决策。
为了避免错失机遇，机制必须提前运行，把它的触角放长、放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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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组织不能走出让机制决策这一步，就永远停留在个人决策的层面上。
而个人决策的危险在于：当决策人出现决策空缺时，组织就开始面临危机——亭无巨细，亲躬打理的
决策者，经常会出现“后继乏人，香火难续”的尴尬。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最好的例子就是名留青史的诸葛丞相，虽然每每想起，不免要令人神伤。
《三国志·诸葛亮传》说诸葛孔明年轻的时候“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究其一生功过、成败，倘若
比于乐毅，并无大过；但要比于管仲，就实在相去太远了。
　　“诸葛亮光辉一生，只是丢了一个结果。
但又何必在意呢？
”在一次讨论当中。
有人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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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上有千年的寺院，却为什么没有千年的企业？
　　幼年出家少林寺，后成为大德高僧净严法师的关门弟子（净严法师师从净土宗李叔同）。
慧曼熟读四书五经，精研二十四史，通悉杂家经典，不仅管理过寺庙，还曾经将一家台湾企业在一年
内扭亏为盈。
慧曼以自己的独特经历为现代管理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管理思想与管理模式。
　　用佛门管理有效解决企业九大难题：　　打不走的和尚，留不住的员工　　如何从“僧众”训练
成“僧团”　　向方丈学做CEO　　管理切忌“乱伦”　　疑人要用，用人不疑　　执行：没问题会
出大问题　　凝聚力是执行力的源头　　僧人为什么能主动忏悔，员工却不?　　保持创新的秘诀：文
明其行为，野蛮其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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