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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培根讲读史使人明智，自有他的道理。
历史学要弄清楚的，就是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
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解释各种各样的证据，认识人自身。
    管理，说到底必须从人出发，而人又是历史的产物。
当我们身陷现实的迷宫，历史的路标其实一直在那里招手。
因而，以历史论管理大有可为，但不要期望历史能够给当代的管理活动提供现成的服务。
比附式的解说历史、机巧式的套用历史，恰恰会失去对历史的尊重。
因为历史不是若干事件的堆砌，不是一连串年代的累积，也不是个把风云人物的业绩账簿——历史是
一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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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文瑞，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起步于历史，徜徉于文化，耕耘于管理。

    著有：《继承与变革：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论》、《边缘琐语
：人文与管理的对话》等书。
主要从事管理学原理、行政管理学、中国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历史变迁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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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曾经是一代霸主的晋国也没能守住晋文公传下来的基业，几个有势力的卿大夫
串通起来就把晋国给灭了，自己取而代之。
周天子承认了事实，还加封瓜分了晋国的魏、赵、韩为诸侯。
这种大臣起来推翻诸侯的事件，在乱哄哄的春秋以后，还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周王承认这种瓜分
，并册封瓜分者为诸侯，确是头一遭。
显然。
在司马光眼里，三家分晋是比周室东迁更重要的历史事件。
很多人会感到迷惑不解——对于西周王朝来说，周室东迁是多么大的事件啊，国都丰镐二京丢掉了，
周幽王的性命丢掉了，好端端的西周从此变成了东周，三家分晋固然不是小事，但能够同王朝更替相
比吗？
对此，司马光的解释是：三家分晋标志着周朝制度的实质性变化，而周室东迁则仅仅是历史事件。
用现在的话说，平王东迁只不过是公司变换了注册地点，原来的经营区域被竞争对手抢走了，没办法
，公司换个地方另开张；而周幽王的死亡，不过是换了个董事长，公司还是原来的公司；而三家分晋
，则是改变了公司章程，这就不是仅仅换地方或换人员的问题，而是公司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所以，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比平王东迁更重要，从这里写起更合适。
那么，周朝的章程是什么？
一个字——礼。
礼是什么？
礼就是名分，就是规矩。
礼的内容多种多样，大到国家体制、社会规范，小到吃饭穿衣、走路姿势，都由礼来确定。
孔子吃饭，肉切得不整齐就不吃，这就是礼。
礼的核心是等级划分，表达方式就是上下位置和顺序规则，不得僭越。
没有礼，就等于乱了套。
周厉王、周幽王不争气，把国家搞得不成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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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海管窥:掌故中的管理智慧》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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