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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中，信息网络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导致新世纪管理活
动和管理方式呈现崭新的特点：从产品转向客户，从生产转向服务，从解决问题转向创造价值，从零
和竞争博弈转向合作利润共享，从资本循环转向智略循环，从有效稳定转向不断适应变化，等等。
不稳定、复杂多变，难以准确估计和预测的管理环境已经为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大量新的问题
，也对传统的管理理论体系与方法提出了挑战。
目前，管理理论的研究还远不能满足和适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迅速进步的需要。
　　管理学是以“人”为主体的学问。
自从1932年哈佛大学梅奥教授撰写《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一书以来，对“人”的关注和研究从未中
断，例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麦格雷戈的X、Y理论，德鲁克的《管理使命、责任、实务》，圣吉的
《第五项修炼》，等等。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文化大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数千年来，这些古老的文化思想一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思想和文化理念迅速引入中国，文化的交融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以及
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现代管理的动力之源是文化的影响。
有理由相信，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指导中国的管理实践，将成为中国管理学科发展
的重要方向之一。
　　赵恒先生撰写的《心智的管理》一书，从作者自身多年的管理实践活动出发，结合其对中国传统
文化思想的深刻理解，通过认真地总结和提炼，从修德、明智、悟道和至善四个方面，清晰地展现了
心智管理这一新型管理思想的真谛。
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实现了文化和管理思想理念上的升华。
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本书充分关注人的内心需要，重视伦理道德，是融合中国传统文
化的管理理论成果。
（2）本书重在管理思想的探讨，在研讨文化理念的同时，也加入了对文化理念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思
考。
（3）本书深入总结“德”、“智”、“道”诸方面中国古代多个时期的管理方式，试图为当代管理
者和有志于成为卓越管理者的人士提供更多的操作方法。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
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
本书的管理思想来源于作者多年的实践操练和深刻体悟，它并不只是简单地归纳总结对管理有益的文
化思想，而且也是具有操作价值的理论著作。
我相信，融入赵恒先生求真、求实作风的《心智的管理》必将给各级管理者以及有志于成为卓越管理
者的人士带来有益的帮助，也必将对中国管理学科理论研究的发展产生积极的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0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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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事说理，以史明理，以“道”悟理，力求从“心智”的角度，究治政之“道”理，悟做人之“
良知”，求管理之“至善”。

本书分为四篇：修德篇——领导者自身德性的修炼。
它是一个提升自身“觉悟”的过程。
明智篇——历史、文化智慧的借鉴。
它是领导者提升管理智慧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悟道篇——管理过程中一些规律性的现象和表现形式。
它是领导者把握管理方法的依据。
至善篇——领导者在“心智”管理过程中“善治”的路径和方法。
它是领导者管理活动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终极目标。

这是一本写给广大管理者的通俗读物。
它会丰富你的管理知识，开阔你的管理视野，完善你的管理思维，给你提供管理办法和路径。
读完之后，你会从大量鲜活生动的“小故事”中感悟出许许多多的管理“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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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恒，满族，经济学博士。
现任陕西省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中国税务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西安交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客座教授，长期致力于经济理论和
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运用传统文化解析管理理论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
文章、论文30余篇，多项学术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著有《税收理论与实践》一书，并主持编写
出版《历代贪官史话》、《税收百家史话》、《血铸税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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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修德篇
管理修炼的自觉
　　第一章 “非学无以广才”
　　学习的觉悟
　　王国维的“三种境界”
　　学贵有恒
　　“默而识之”与“悟”道
　　“刮目相看”的吕蒙
　第二章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书就是财富
　　读书与养心
　　读书与养德
　　读书与养智
　　成大事业者的读书生活
　　在经典中寻找思想的伴侣
　第三章 励志成就自我
　　挫折是“逆行菩萨”
　　古代圣贤励志的典范
　　林肯、邓小平的励志过程
　第四章 至善是“德”的修炼
　　修德是立世之基
　　修德是立命之本
　　修德是立身之道
明智篇
管理文化的智慧
　第五章 明智在于“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
　　明智才是智慧
　第六章 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文化元素
　　文化的特征
　　文化在政治中的运用
　第七章 文化认同的力量
　　文化认同是“目的性的动力”
　　文化认同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文化认同缺失的历史悲剧
　第八章 古代文化中的思想智慧
　　春秋战国与“诸子百家”
　　孔子与“周礼”
　　“四书五经”与儒家思想
　　老子与《道德经》
　　佛家的哲学思想
　　法家的政治思想
　　其他学派的思想
　第九章 历史中的管理智慧
　　尧、舜、周公的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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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国的治理方式
　　西汉的治理方式
　　唐朝的治理方式
　　清朝的治理方式
　　封建王朝衰亡的不可逆性
悟道篇
管理思想的“支点”
　第十章 管理的思维在于悟道
　　觉悟与治政
　　管理规律与“悟道”
　第十一章 “道”不远人
　　老子的“道”理
　　“道”在哪里？

　第十二章 “一阴一阳”是本源之道
　　阴阳的哲学思想
　　阴阳思想在管理中的应用
　第十三章 “五行生克”是平衡之道
　　“五行学说”的系统思想
　　“五行学说”在管理中的应用
　第十四章 “因果”“缘起”是辩证之道
　　因果关系的哲学思想及应用
　　“缘起说”的哲学思想及应用
　第十五章 “知所先后”是处事之道
　　“知所先后”就是规律
　　“庖丁解牛”的启示
　第十六章 “上善若水”是立身之道
　　水是“道”的象征
　　水的“七善”品格
　第十七章 “无为而治”是管理之道
　　“无为”与“道法自然”
　　“无为”并非无为
　第十八章 哲学思维是思辨之道
　　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思想者”的智慧
 管理境界的追求
　第十九章 管理中的“霍桑效应”
　　“霍桑效应”是管理中最活跃的因素
　　“霍桑效应”与“以人为本”
　第二十章 “至善”管理的境界是和谐
　　和谐是管理的文化理念
　　和谐管理与“善治”
　第二十一章 “君子有九思”是领导者的素养
　　“君子有九思”需“三思”
　　“九思”也是觉悟的过程
　第二十二章 “四知”领导者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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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知”蕴涵着管理智慧
　　“刚”是领导者的品德
　　“柔”是领导者的智慧
　　“密”是领导者的能力
　　“大”是领导者的胸怀
　第二十三章 “和而不同”的辩证法
　　晏婴对“和”与“同”的解读
　　政治上的“和而不同”
　第二十四章 “霸王别姬”说明了什么？

　　领导者不要做项羽
　　虚心纳言是领导者的风范
　第二十五章 “中庸”是管理“大道”
　　“中庸”是“道”的要求
　　谋其变，以求其“中”
　第二十六章 “举直”才能“民服”
　　公正比能力重要
　　用“好人”与“用好”人
　　汉高祖、唐太宗的“善任”
　第二十七章 “为无为”的管理艺术
　　“为无为”是智慧的运用
　　“萧规曹随”典故中的智慧
　　毛泽东的“无为”与蒋介石的“有为”
　第二十八章 “治大国”与“烹小鲜”
　　管理亦如“烹小鲜”
　　管理怎样做到“不折腾”
　第二十九章 “上下同欲者胜”
　　“同欲”凝聚力量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激情管理，必不可少
　第三十章 “厚德载物”的胸怀
　　包容是最伟大的力量
　　“恕道”是最大的胸怀
　第三十一章 感恩的力量源于关爱
　　“南风法则”的启示
　　吴起的用兵之道
　　感恩中的力量
　第三十二章 效能在系统协调之中
　　孟良崮战役的启示
　　效能与系统思维
　第三十三章 培养理性的力量
　　成败在于理性的把握
　　理性的力量就是领导力
　　克制是最伟大的品质
　第三十四章 决策是“优化”而不是“最佳”
　　“父子骑驴”的困境
　　优化决策就是“满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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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的三种思维
　第三十五章 “变易”是领导者管理之要
　　“变则通，通则久”
　　“与时偕行”才能“与日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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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习是一个字义既简单又深刻的词语。
在古代学习一词是把“学”和“习”复合而成的词，最先把“学”与“习”两个字连用的是孔子，就
是我们熟悉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
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了之后及时、不断地进行温习和实习，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吗？
学习这一复合名词，就是出自孔子的这一名言。
　　学，本字是“敷”，其字形字音同“觉”，与“教”紧密相连，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有“字圣
”之称，他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道：“敷，觉悟也。
从教。
”东汉建初四年（79），朝廷在未央宫中的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经学讨论会，由汉章帝亲自主
持，会议的各种学术观点由史学家班固整理编辑成《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其中解释说：
“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
”大思想家龚自珍的外祖父，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个字的含
义：学就是“尚童睹故教而觉之”。
在这里，学，就是要“觉悟”，就是要明智；尚未觉悟者需要已觉悟者来传授。
学，涉及思想、觉悟、知识、修养等方面，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如科学、学术、学问、学养、学风、
学业等就是这个方面的意思的表述。
　　习，《说文解字》有这样的解释：“习，数飞也。
从羽，从白。
”习就是仿效、行动。
因而，由“习”组成的词都与反复去做有关。
比如，复习、温习、演习、练习、习武、习俗、习性、习惯，等等。
　　《礼记·月令》载：“鹰乃学习。
”学，就是效法；习，就是鸟频频起飞。
学习，就是效法、实习，就是实践。
由此可见，“学习”的字意是非常深刻的。
　　《辞源》中说，“学”乃“仿效”也，即是获得知识；“习”乃“复习”、“练习”也，即是复
习巩固。
《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学习解释为“从阅读、听讲、研究中获得知识或技能”。
　　从上述的解释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学习最简单、最本质的含义就是求知。
这里需要把握的是，学习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最重要的是学习以知识为载体的方法，这是领导者学习
的根本。
　　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心理素质，不断实现自我的超越，它既是人生存本能
的需要，也是领导者提升领导力的最根本的源泉。
正如英国作家萨克雷所说的那样：“读书能够开导灵魂，提高和强化人格，激发人们的美好志向，读
书能够增长才智和陶冶心灵。
”他还说：“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
种命运。
”那么，一个人也应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涵养自身的人格，来提升至善的境界，以期收获美好
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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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智的管理》以事说理，以史明理，以“道”悟理，力求从“心智”的角度，究治政之“道”
理，悟做人之“良知”，求管理之“至善”。
　　从作者自身多年的管理实践活动出发，结合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刻理解，通过认真地总结
和提炼，从修德、明智、悟道和至善四个方面，清晰地展现了心智管理这一新型管理思想的真谛。
《心智的管理》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实现了文化和管理思想理念上的升华。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经说道：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
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
《心智的管理》的管理思想来源于作者多年的实践操练和深刻体悟，它并不只是简单地归纳总结对管
理有益的文化思想，而且也是具有操作价值的理论著作。
我相信，融入赵恒先生求真、求实作风的《心智的管理》，必将给各级管理者以及有志于成为卓越管
理者的人士带来有益的帮助，也必将对中国管理学科理论研究的发展产生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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