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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从表面来看好像是不同学派间的思想之争，而就其本质来看则是围绕未来社会
如何构造的制度之争。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春秋战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它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文化定型的时期
。
从经济上讲，这是公有经济向私人经济转变，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向个体家庭生产方式转变的社会大
变革时代。
从政治上讲，这是国家由间接管理天下的分封制向直接管理天下的郡县制转变，中央政府由松散的联
邦体制向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转变的时期。
从文化上讲，这是德礼思潮兴起，既讲“德治”又讲“礼治”，既讲强化政府权威又讲对政府权威加
以制约的百家争鸣的时期。
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建立在旧的经济基础上的价值观不足以凝聚人心，而新的、能将全社会的意
志凝聚到一起的新价值观还没有产生，因而社会充满了混乱，用孔夫子的话讲，就是“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君子有勇无义而为乱，小人有勇无义而为盗”。
在这种“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情况下，每个阶级的思想家
都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自己的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方案。
这些方案中，固然有统一的地方，但差异甚至对立的地方也不少。
由于每个学派都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往往“以己所是攻彼之所非”，于是“百家争鸣”出现。
诸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及异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站在社会管理者的后备军——“士”的立场上，既
看到了人有认识未来的能力，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即具备仁义的潜质之处，也看到了由于人的
视野、能力的局限性，受不住外界诱惑而犯错误之处，因而既主张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人群之
间的矛盾，又不主张政府的权威过分强大，要求对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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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诸子与管理》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运用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围绕着人和资
源的冲突这一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探讨先秦诸子是如何思考建立长治久安社会这一重大社会问题
的。
无疑，这既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诸子与管理》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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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孔子的管理思想【内容摘要】孔子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
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伴随着小农生产方式的发展，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出现了大厦倾倒的态势
，但与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并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处在极度的失序的状态
。
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一方面提出“克己复礼”主张，要求重视制度（“礼”）建设，以制度（“
礼”）来凝聚人心，解决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又提出以“仁义”作为制定制度（“礼”）的文化基础，力求设计出让社会各利益群体普遍
满意的制度安排，为此就要求以“中庸之道”作为解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传
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克己复礼、中庸之道、德政、义利观一、孔子生平及其时代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
），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人。
按春秋时的习惯，人们对所尊重的人称之为“夫子”或“子”，因此，从孔子在世时开始，历代相沿
，人们尊称他为“孔子”或“孔夫子”。
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公室贵族。
六世祖孔父嘉，为宋国大司马，在贵族内部倾轧中被害。
后代迁往鲁国，失去贵族地位，以孔为氏。
孔子之父名叔梁纥，为鲁国陬邑宰。
“丘生而叔梁纥死”①。
孔子自幼随母亲过着孤苦贫贱的生活，担任过“委吏”（管仓库的小吏）、“乘田”（管牲畜的小吏
）等职务。
春秋后期，贵族对文化事业的官方垄断局面已崩坏无余，学术流人民间，这使孔子有可能随众多的士
人学到广博的知识。
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②，“学而不厌”⑧，“发愤忘食”①，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②，因而在青年时代就有精深的学识。
他的学生说他“焉不学？
而亦何常师之有”③，都说明他知识领域广阔而且博采众长，学无常师。
孔子30岁左右开始收徒讲学。
公元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到齐国，为齐国贵族高昭子家臣，不满两年，又回鲁国继续办学，
并整理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典籍，声名更著，被誉为“圣人”，门徒大增，鲁国以外的许多
诸侯国也都有人前来拜师受业。
公元前502年，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即鲁国首都的行政长官，一年后，又任命他为司空，再升为
大司寇，“与闻国政”，进入了鲁国上层贵族的行列。
但为时不久，即因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辞职离鲁，率领门徒们去周游列国，寻求推行自己政治
主张的机会，14年间，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均无所遇，公元前484年返回鲁国
。
回国之后，被尊为“国老”。
国家遇有重要政事，常征求他的意见，但未再让他担任官职。
他晚年主要从事教育及整理古文献工作，公元前479年病逝。
孔子生前已成为闻名列国的大学者，门徒多至3 000余人。
他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知识和技术教学生，并按“德行”、“言语”、“政事”
、“文学”等学科对学生因材施教，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继承人。
他不但学识广博，而且他的各方面的学术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形成为一个“一以贯之”④的思想体系
。
他删《诗》、《书》，订礼、乐，以鲁国的国史为基础编成《春秋》一书，全面整理和总结了他以前
的典籍、文献，创立起先秦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学术流派——儒家，揭开了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的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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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在先秦的各学派中，儒家各支派固然是同宗孔子，墨、道、法、阴阳等学派的创立，也多受过儒学的
很大影响，或者是从儒学中分化出去的。
汉代以后，儒学更逐渐被尊为思想界的正统，而孔子则被尊为“至圣”。
孔子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也是声名昭著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孔子的思想主要保留在《论语》一书中。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它是研究孔子生活及其思想的重要资
料。
关于《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
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
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现在通行的《论语》20篇498章，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
《论语》在汉代有《鲁论语》、《齐论语》与《古论语》等不同本子流传，后来统一于东汉郑玄。
二、“天道观"孔子的学术思想，包括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多个方面，其中对大自然运动
规律以及天人关系的看法，即天道观构成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的天道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即神学决定论、道德决定
论和自然决定论。
在殷商统治者那里，天命被用来解释现存政权及君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属于典型的神学决定论。
西周时期，在价值层面上，已经开始了由神学决定论向道德决定论的过渡，在神学政治框架内加入了
人性、道德等内容。
这主要是因为西周作为一个小部落竟然短时间内推翻了强大的商王朝，这引起了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
思考。
他们认为商王朝虽祭祀天帝非常殷勤、周到，但由于不讲德行，对百姓滥施刑罚，终于引起了上天的
恼怒，最终遭到天帝的抛弃。
西周虽然是一个小部落，但讲德行，对百姓施仁义，最终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上天将领导天下的使命
交付于它。
由于这个原因，西周的天道观在继承商王朝的基础上，加进了“尚德”的内容。
他们认为，商王因失德而失天命，周王修德而受天命，可见天命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说：“天命
靡常”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②。
和商王朝的天帝相比，西周的“天帝”是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格神，其特点是天人合一，即天道与人道
的统一，以人道融入于天道，从而神被人格化。
它一方面相信天帝是世界一切事物的主宰，天帝的意志即天命是不可抗拒的；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命并
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以统治者的德性为转移的，人们修善明德，便可获致天命，反之就会丧失天命
。
天命的得失，取决于人们自身行为的善恶。
在这里，人的命运的主体，便从上天回归到人类自身，由此就必然合乎逻辑地得出人定胜天的结论。
虽然在周初的天道观中还没有明确达到这样的高度，但它确为春秋战国时期人定胜天的思想的形成，
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周人的天道观已完全抛弃了神学决定论，而具备了彻底的道德决定论的形态。
应该说，在周人的天道观中，仍以神学决定论形态为主，道德决定论只处于附庸的地位。
周人是十分敬天崇命的，他们所反复论证的只是天命可以转移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而不是怀疑
或否定天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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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创议最先来自于研究生的讨论课。
2007年，我给北大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开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课程，主要讲授先秦经济思想，包括
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子、管子等的经济思想，选课的同学有：于平、
马亦欣、刘雪娇、冶辉、王慧媛、陈昱良、杨浩、徐潇潇、谢倩、沈苗妙、吴文斌、徐尧、黄夏岚等
。
当时我对同学们说，如果他们的学期论文写得好，可以考虑出版。
当时的分工是：于平负责写孔子的管理思想，马亦欣负责写孟子的管理思想，陈昱良负责写荀子的管
理思想，王慧媛负责写墨子的管理思想，杨浩、徐潇潇负责写老子的管理思想，谢倩负责写庄子的管
理思想，沈苗妙负责写《中庸》、《大学》的管理思想，刘雪娇、吴文斌负责写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冶辉、徐尧负责写商鞅的管理思想，黄夏岚负责写管子的管理思想。
应该说，同学们的写作态度还是较认真的，但学生的学术功底离出版的要求毕竞还有较大的差距。
马亦欣同学写的孟子的“王政”思想，我改动很少。
杨浩同学写的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我在基本保留的基础上加了部分新内容。
大部分同学的论文，仅保留了少部分的内容，绝大部分的内容是新加的。
为了配合《先秦诸子与管理》的书名，后来又加了名家、阴阳家、杂家、兵家等内容。
所以要出版这部书，一是自己多少年研究的结果需要公之于众，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
二是这段时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它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也是传统道德观、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中国今天正在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制定并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文化？
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在这方面，我们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是会得到很多启发的。
三是这段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道德观、价值观，是近代中国在走向社会化大生产道路上所
着力改造、批判和吸收的。
不明白这一点，就难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什么要“打倒孔家店”？
为什么“文革”时期要“批林批孔”、“评法反儒”？
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会出现“文化热”？
为什么当前又会出现“国学热”？
因为传统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坎，是我们走向未来的起点。
为了更好地走向明天，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过去，尤其是民族性格、思维形成、定势的春秋战国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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