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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把几位国学专家的讲演稿整理成书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听过他们讲演的人，可以用这本书作为反复学习的教材，没有机会听他们讲演的人，也可以从这些讲
演稿中获得学习的机会。
。
在各种学习方式中，听权威专家讲演是最“实惠”的。
那些专家把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成果，经过凝练，用半天最多一天的时间把最精华的内容讲给我们听，
对于听讲的人来说，真是“投入最小，收获最大”的事情。
中国人对国学的态度，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程。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国学，特别是儒学，是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文化。
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在“四书五
经”的字里行间读出来的都是“吃人”二字。
此后，国学作为封建文化的代名词，连续遭受了几十年的批判。
最近一些年，国学又重新复兴起来，提倡国学。
学习国学，乃至推崇国学，已经形成了气候。
一些讲国学的学者成了最红的人物。
这些起落，都是基于社会和政治的原因产生的。
我们对国学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毛泽东说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但取其精华也好，弃其糟粕也好，前提都是了解国学。
如果我们不承认国学是一个巨大的宝库，而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国学不屑一顾。
一无所知，那就对不起我们的老祖宗，更谈不上继承和发扬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了。
2003年底，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主任骆建彬同志以及吴绪模。
吴建基等同志，还有作为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的我，一起策划了“企业卓越领导高级研修班”的培训
项目。
为了搞好这个研修班，我们提出了“五有”的目标和四句话的学习方针。
所谓“五有”，就是企业卓越领导必须是“有文化。
有思想。
有品德。
有能力。
有影响”的企业经营者。
四句话的学习方针是：“开阔视野，多维思考，以道御术，追求卓越。
”在这个研修班上，我们安排了相当分量的国学课程。
本书收集的几位国学专家的文章，就是他们在研修班上的讲演稿。
学习方针中的“以道御术”，主要是针对如何学习国学提出的基本方法。
一般而论，国学的优势在于“道”，在于对“道”——基本原理的论述比较精辟，而国学的弱点在于
“术”，缺少在操作层面的研究。
西学，特别是西方企业管理理论，长项在于“术”，操作方面讲得很细，弱项在于“道”，基本原理
方面讲得较少，也不够深透。
如果我们悟通了“道”，再用“道”去理解“术”。
驾驭“术”，就会大大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和水平，也才有可能在中国企业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
所谓的“中国式管理”。
海尔的董事长张瑞敏就是悟透了老子说的“有生于无，无生于有”。
“有无相生”的“道”，才自觉而娴熟地操作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形成良性循环的名牌战略，悟透
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道”，才大力推行他们的“市场链”管理方法。
历来的大企业家和卓越领导者，大都是具有较为深厚的国学修养的。
学习方针最后一句话叫“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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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也可以改成“先己后人”。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这里的“为己”。
“为人”都不是道德上的概念，而是学习中的概念，即学习首先的着眼点放在哪里。
所谓“为己”，是学习的着眼点首先放在自身素质的提高上，所谓“为人”，是学习的着眼点首先放
在作用于他人上。
国学的学习，首先要着眼于自身素养的提高，这就是儒家历来倡导的所谓“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从“修身”开始，才谈得上“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我们要做卓越领导者，也应该重视“修身”，并从“修身”开始，安排自己的学习。
“企业卓越领导高级研修班”已经办了七八期，学员们的反映是好的，他们对国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思想收益。
我认为，正确对待国学，学习国学，消化国学，其意义绝不止于办好某种研修班这个层次，更重要的
在于探讨如何发展我们中国文化的途径。
过去我们讲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在于批判，这有其时代背景的因素。
其实，就是对批判也不能片面理解。
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不是一概说“不”，更不是一律打倒。
批判的实质在于分析，在于分析之后的区别对待。
要认识到，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方式是融合，分析之后的融合。
批判性最强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融合了德国古典哲学。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
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
在中国当前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更多地采取融合的方式。
在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实际的需要，有机地融合古今中外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特别是国学中的精华
，才能创造出既继承中国传统又适应现代社会。
既有民族特色又能够和世界接轨的中国新文化。
让我们在“融合”的道路上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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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哲学史家张立文先生论述了他独创的哲学体系——和合学，提出了五大原理，对小至个人修
身养性，大至国家与民族发展，都有指导意义。
　　著名思想文化史家张岂之先生论述了“四书”的文化意义，用“四书”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
贯穿起来，帮助人们从“四书”中读出人生的意义。
　　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朱汉民先生独辟蹊径，从书院的发展演变中梳理出宋明理学的发展轨迹，探
讨了书院与宋明理学的关系，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引起人们对当今教育的反思。
　　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集其几十年研究曾国藩的心得，讲述了曾国藩的成功之道以及对后人的启迪
，值得每一位渴望成功的人深思和借鉴。
　　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杜维明先生讲述了在文化现代化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当前这个知识
社会里，如何进行创新，如何发展创业精神等一系列问题，其思考的问题及问题的独特性都颇有启发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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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建彬博士，清华大学副教授，机械系硕士生导师。
1999年创立“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这是国内最早致力于中国企业家个人提升的教育机构之
一。
九年来，该中心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及企业家个人修养而分别推出了“总裁系列课程”与“卓越领导
系列课程”，对在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学习过的一万五千余名企业家及其企业而言，产生了积
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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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和”在各典籍中的内涵“和”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
族伦理道德最高的价值目标。
《尚书》第一篇《尧典》中说：“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在尧的时候，大概有三千多个部落（国家），到了周代还有八百多个，战国时期还有“七雄”。
那时的中国就是一个国际社会，虽然国家小，但毕竟是一个国家。
如何“协和万邦”是统治者深思熟虑的问题，因此《尚书》开篇就提出了国家和国家之间应该协和、
和谐，黎民百姓才能和谐相处的观点。
《诗经》上也出现了“和羹”一词，“羹”就是肉汁，“和羹”就是说如何能够让肉汁好吃，味道更
鲜美。
晏子和齐景公对话的时候，就讲到了“和同之辩”。
晏子认为要让肉汁好吃，就必须把各种各样的调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油、盐、酱、醋等加到一块
，又调和得恰到好处，多种元素的和合，肉汁才能有鲜美的味道，才是“和羹”。
《礼记》中讲“和”的地方就更多。
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人格的标准，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篇》）君子是用“和”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的，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观点，甚至不
同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可以和谐相处；而小人就不同，凡是跟我有不同意见的人，我就要打压他，这
叫做“党同伐异”。
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在儒家的思想系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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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四书”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人生事业的目标，以“仁”为事业的基点，以《
孟子》所提出的诸多“仁政”措施为事业的出发点，通过以上几步，最终达到《中庸》所提出的人生
事业的最高境界。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所谓健康的个人主义，就是有独立尊严，有
个人自主性、独立性的人，掌握了一定的资产，不依附其他任何外力。
这样的人可以有责任心，可以恒常不断地在财富积累、创造新的财富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
--哈佛大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杜维明只有化解人与自然冲突
所造成的生态危机.顺应天时，才能成就富有之大业。
要体认、把握阴与阳千变万化的道理与规则，才能协调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危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一定
会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反映时代变革，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简单地照搬过去的思想体
系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以及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难题和困境。
--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曾国藩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文人，但后来形势
需要他做军队的统帅，他很快就适应了，而且做得比当时所有的专业军事将领还要好，原因就在于他
的综合素质非常好，也就是他的人格修炼得非常成功。
--著名作家，岳麓书社编审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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