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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汉语成语作为历史的缩影、文明的积淀、语言的精华和智慧的结晶，在世界文化史中独树一帜，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是汉语言文化园地中的艺术奇葩。
成语是汉民族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逐步提炼而成的、简洁精辟的固定短语，它浓缩了中华民族博大精
深的文化智慧，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成语的语言精炼，结构严谨，音律和谐，言约旨远，意蕴深邃。
古往今来，成语被广泛地运用于人们的日常口语和书面语中，为丰富人们的生活添了文采。
　　成语的内涵非常丰富，人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道德伦理、社会管
理等诸多方面，其中蕴涵着中华民族文化各类思想和行为的趋向和准则，是汉民族文化心态的生动、
可感的写照。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侧面就是五千年的管理史。
在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长河中，历代哲人、学者及管理实践者对于如何对人、社会以及人的实践
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都作出了各自的回答。
其优秀成果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丰富多彩、深邃睿智的画卷，而其中有不少优秀的管理思想、智慧
及方法即被浓缩在成语之中。
　　汉语成语数量众多。
《成语探源辞典》（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收成语5000多条，考据出处涉及中国古代文献200余种。
《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商务印书馆）收成语’7600余条，引证古代文献更是浩如烟海。
《分类汉语成语大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收成语9400条，按内容分成50类。
《中华成语大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收成语12000条。
《汉语成语大词典》（中华书局）收录成语17000余条。
另一部最新出版的《汉语成语大词典》（华语教学出版社）更是收录古今常见、次常见成语24000余条
，其中新增成语’7000余条。
成语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有的源于神话传说，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源于寓言故事，如“愚公移山”；有的源于历
代经典文献，如“无为而治”、“以人（民）为本”；有的源于历史事件，如“三顾茅庐”；有的源
于文人作品，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的源于外来文化，如“盲人摸象”，等等
。
这些成语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着一定的管理智慧。
　　本书从众多的常用成语中精心梳理出包含着中华传统管理思想、智慧及方法意蕴的成语，紧密结
合现代管理科学和管理实践进行阐释。
全书包括：管理哲学、人（民）本管理、战略管理；管理精神、管理道德、文化管理、创新管理、民
主管理、权变管理；基础管理、简单管理、精细化管理、危机管理、谋略管理、学习型组织等若干大
类。
内容涉及治国理政、经济管理、组织及企业管理、个人人生管理等诸多方面，对每个成语均按照先“
说成语”（包括拼音、释义、出处、故事），后“话管理”（包括管理内涵、案例）的体例，遵循“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从讲解成语文化入手，落脚于挖掘其管理价值上。
　　目前，有关管理学理论的一般图书和各种各样的汉语成语词典多有出版，但尚未发现探讨汉语成
语中蕴涵的管理智慧或从管理学角度解读汉语成语的知识读本。
无疑编写出版这样一本《小成语大管理》，既是一种研究汉语成语文化的新探索，也能够为广大读者
学习管理知识提供一种新的趣味性载体。
成语是一种精巧别致的文化快餐，古老而又崭新，随时翻阅就可以进入一片幽深而宽阔的精神世界，
能使人们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获得管理智慧与情感的陶冶。
既然是一种新探索，书中定会有某些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同时，在编写过程中，作者查阅了大量汉语成语词典，借鉴了国内外管理学界的许多理论与案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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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向有关著译者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张兆端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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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成语大管理》从众多的常用成语中精心梳理出包含着中华传统管理思想、智慧及方法意蕴的
成语，紧密结合现代管理科学和管理实践进行阐释。
全书包括：管理哲学、人（民）本管理、战略管理；管理精神、管理道德、文化管理、创新管理、民
主管理、权变管理；基础管理、简单管理、精细化管理、危机管理、谋略管理、学习型组织等若干大
类。
《小成语大管理》内容涉及治国理政、经济管理、组织及企业管理、个人人生管理等诸多方面，对每
个成语均按照先“说成语”（包括拼音、释义、出处、故事），后“话管理”（包括管理内涵、案例
）的体例，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从讲解成语文化入手，落脚于挖掘其管理价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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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管理哲学——管理的基本法则道法自然——管理的最高法则无为而治——管理的最高境界若烹小
鲜——治国理政的艺术庖丁解牛——得理方能应手中庸之道——把握管理之度和而不同——人类生存
的法则天时地利人和——和合管理要旨刚柔相济——胡萝卜加大棒自强不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物极必反——善于“创造性破坏”二、人（民）本管理——管理的核心理念利用厚生——增强组织的
使命感休戚相关——关注相关利益者以人为鉴——管理“三鉴”助发展近悦远来——培养与吸引并重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审时察用而备官伯乐相马——在赛马中相马人尽其才——人人是人才应天顺
人——以“养人之道”养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才需要优化组合独木不林——加强管理团队建
设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关键是领军人物：楚材晋用——留才与引才并重老马识途——姜是老的辣
兔死狗烹——善待有功之臣因任授官——干部宜量才而用借风使船——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三、战略管
理——谋划全局指导长远的艺术运筹帷幄——搞好战略筹划高瞻远瞩——眼光决定事业胸怀大志——
胸怀是被冤枉大的瞻前顾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明“将”“帅”之道大象
无形——太上不知有之独当一面——提高中层干部执行力韬光养晦——始终做好自己的事趋利避害—
—合于利而动合从连衡，纵横捭阖——构建战略联盟二者不可得兼——有舍才有得以点带面——善于
推广典型经验四、管理精神——管理的意志和气度励精图治——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卧薪尝胆——有志
者事竟成愚公移山——催人奋进的故事锲而不舍——功到自然成慎始慎终——行百里者半九十矢志不
渝——信仰就是力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追求卓越的理想目标不折不扣——没有任何借口舍我其
谁——敢当勇为者胜五、管理道德——管理者的德性修养自以为能——领导者的最大悲剧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培养高尚的领导品格众星拱北——德高望重方吸引人上善若水——水利万物
而不争身体力行——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作风是导向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学会尊重他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政当有“大丈夫”精神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倡导奉献牺牲精神动心忍性——注意培养“逆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领
导要有容人容事之雅量管鲍之交——举人用人皆无私去甚去泰——舍弃过分奢望六、民主管理——科
学管理的机制集思广益——让组织各个层次都思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民主管理好作风从谏如流
——及时听取下级意见和建议礼贤下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允许有不同看
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以他人之言为鉴戒七、文化管理——管理的最高境界内圣外王——内修文
德外塑行为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志同道合——道不同不相为谋生机勃勃——发挥“鲶鱼效应”数
典忘祖——不能搞文化虚无主义兼容并包——借鉴一切文明成果同心断金——人心齐泰山移马首是瞻
——做文化“牧师”和“园丁”心悦诚服——培育非权力影响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学会换位思
考八、创新管理——管理发展的动力革故鼎新——变革图新的发展理念推陈出新——开发与淘汰并行
无中生有——无之以为用独辟蹊径——走与众不同的路不破不立——破旧才能立新九、权变管理——
与时俱进的管理艺术守经达权——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随机应变——做事要机敏灵活当机立断——机
不可失时不再来守株待兔——不能因循守旧南橘北枳——一切以客观规律为转移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管理需要“本土化”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能解决问题就是好方法十、基础管理
——夯实管理的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取长补短——“木桶原理”的启示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调查研究——管理工作的基本功名副其实——不做“短
命”企业逝者如斯夫——善于管理时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尊重管理规则十一、简单管理——以
简驭繁的管理艺术删繁就简——简单管理事半功倍约法三章——制度在精不在多萧规曹随——持续发
展靠接力叠床架屋——组织结构简化人浮于事——人事贵相宜博士买驴——射箭要看靶子言简意赅—
—说话要让人明确十二、精细化管理——细节决定成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魔鬼在细节马马虎虎
——改革粗放式管理行之有效——避免无效管理见微知著——见叶落而知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细节决定成败精益求精——精益管理势在必行十三、危机管理——转危为安的管理艺术盛衰兴废——
牢记生命周期安不忘危——明天很残酷破釜沉舟——陷之死地而后生化险为夷——危中觅机转危为安
釜底抽薪——解决主要矛盾开诚布公——及时发布真实信息流言止于智者——理性对待谣言亡羊补牢
——事后诸葛也需要十四、谋略管理——管理制胜的智慧抱法处势——组织领导之法术势以一持万—
—抓住关键的少数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兵无常势——管理无定式奇正相生——以正合以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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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制人——注意发挥后发优势名闻天下——起好企业名称十五、学习管理——组织创新的动力上下
同欲——建立共同愿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习型领导之职责举一反三——学会多向思维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授人以渔——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不知老之将至——发扬孔子“
三忘”精神博古通今，博览群书——为学要如金字塔审思明辨——开展研究性学习读书三到——心到
眼到口到读书三余——学习需要“挤”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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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法自然　　——管理的最高法则　　【说成语】　　成语：道法自然　　拼音：dao fa zi ran　
　释义：道：事物的本源，运行法则、规律；法：效法；自然：事物本来的样子、状态。
道的法则是效法自然。
　　出处：《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故事：子独不见狸狌乎？
　　《庄子·逍遥游》中，庄子时惠子说：“先生你没看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
低着身子匍伏于地，等待那些出洞觅食或游乐的小动物。
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跳来跳去，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上下蹿越，不曾想到落入猎人设下的机关，
死于猎网之中。
再有那牦牛，庞大的身体就像天边的云；它的本事可大了，不过不能捕捉老鼠。
如今你有这么大一棵树，却担忧它没有什么用处，为什么不把它栽种在虚无的乡野，栽种在无边无际
的旷野里，悠然自得地徘徊于树旁，优游自在地躺卧于树下。
大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去伤害它。
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可是却不用担心会有什么灾祸！
”　　惠子认为庄子的理论如“樗树大而无用”，其实仍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犯了同样的错误。
于是庄子继续举例来教导和反驳．并用野猫和黄鼠狼暗讽惠子这类人，自以为聪明，却容易被小聪明
所误。
暗指你惠子这样的人锋芒得很，当魏王的相，结果却被张仪赶跑了。
而“我”独善其身，顺其自然，日子过得很悠闲，也没有烦恼。
　　【话管理】　　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一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
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意思是：在天地存在以前，就有一个东西浑然而成。
它无形、无体、无声；既看不见，又听不到，摸不着。
它不生不灭，独立长存，且永不改变；周行天下，不觉倦怠，而无所不在。
世上的一切事物，无不靠它才能生生不息，它可以说是万物的母体了。
　　这样玄妙的东西，我实在不知道它的名称是什么，勉强把它叫做“道”，再勉强命名为“大”。
它广大无边而周流不息，周流不息而伸展遥远，伸展遥远而又能返回本源。
所以说，道是最大的；其次是天；再则为地；次则为人。
宇宙中的四大，人也是其中之一。
但这四大显然是各有范围，各有差别等。
人为地所承载，所以人当效法“地”；地为天所覆盖，所以地当效法“天”；天为道所包含，所以天
当效法“道”；道以自然为归，所以道当效法“自然”。
　　《老子》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侯以为称。
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
吾将以为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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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道是万物化生的总原理，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二气相交而生第三者，如此生
生不息，便繁衍了万物，因此万物秉持阴阳二气的相交而生，这阴阳二气互相激荡而生成新的和谐体
，始终调养万物。
人所厌听的是孤、寡、不善，而侯王却以此自称，那是因为得道的侯王深明道体的缘故。
任何事物，表面上看来受损，实际上却是受益，表面上看来得益，实际上却是受损。
因此，人生在世，应遵道而行，不可仗恃自己的力量向大自然逞强，否则定得不到善终。
前人教给我这个道理，如今我也拿来转教别人，并以此作为“戒刚强”的基本要义。
　　同样，现实社会中，我们无论是从事管理，还是打点个人人生，也都应当秉持“道法自然”的最
高法则，自觉遵循规律，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地推进事业、完善人生，绝不能违背规律而盲目从事，
不去使莽力干那些力所不及的事，尤其不要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总结经验说：“可成必可成，不可成必不可成，顺其自然地努力，才会
皆大欢喜。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会为一件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事绞尽脑汁地设计方案，使用各种策略，竭
尽自己的努力去达成任务。
但是，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引起不满与摩擦，不仅使自己心情大受影响，而且也会无形巾迁怒于别
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
因此，我们每个人在做事时最好能集中我们的心神，顺其自然而行。
这种全神贯注、精益求精的态度，于事必须能有所成。
这样一来，不论是自己或是他人，都能皆大欢喜，在融洽的人际环境中快乐地生活和工作。
　　◎案例：经营企业靠王道　　在中国，相当多的经营者崇尚大，崇尚“霸”，走的是“霸道”。
所以中国偌大的市场广泛实践着的其实只有产品盈利和规模盈利模式。
没有品牌盈利模式的一个关键是品牌被用做宣扬企业家的“霸道”了。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具有“思想者”性格的企业家，如海尔的张瑞敏（深爱老子学说，追求“
宠辱不惊”），联想的柳传志（崇尚“谋”与“行”），华为的任正非（崇尚“狼狈组织”学说）等
，这些都是“道法自然”。
这些人具备另外的四个性格特征：诚实、觉察、自由、信赖。
这些人崇尚“王”，走的是“王道”。
“王道”尊重规律，讲究多元。
因此能够建设真正的品牌盈利模式，愿意尝试多样的经营思路。
　　2001年11月，柳传志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过：“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要求企业经营
者从一开始就要有牺牲精神。
联想控股没有特别提出过‘亲情文化’，我一直特别强调把个人追求融入企业发展之中。
元庆他们也曾经提过‘狼性文化’，我不是很同意，在我看来，经营企业靠的是‘王道’而非‘霸道
’。
”“霸道”容易自以为是，很难长久。
　　无为而治　　——管理的最高境界　　【说成语】　　成语：无为而治　　拼音：wu wei er zhi　
　释义：无为：遵循自然的法则而不妄为；治：治理。
自己不妄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
原指舜当政的时候，沿袭尧的主张，不做丝毫改变。
后泛指以德化民。
　　出处：《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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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语是一种精巧别致的文化快餐，古老而又崭新，随时翻阅就可以进入一片幽深而宽阔的精神世
界，能使人们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获得管理智慧与情感的陶冶。
张兆瑞编著的《小成语大管理》从众多的常用成语中精心梳理出200个包涵着中华传统管理思想、智慧
及方法意蕴的成语，紧密结合现代管理科学和管理实践进行阐释。
《小成语大管理》既是一种研究汉语成语文化的新探索，也能够为广大读者学习管理知识提供一种新
的趣味性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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