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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子建构哲学之道的目的是以“道”观照人类社会的治理问题，是为人类社会治理寻求哲学基础和依
据。
老子这种以哲学方式审视和思考人类治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就是现代管理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现代管理哲学反思老子的治理思想，老子实质上以哲学之“道”为基础建构了社会的治理之“道”
，治理之道是老子哲学之道的目的和归宿，老子的治理之“道”实质上就是老子的管理哲学。

本书从管理哲学的角度，以老子的哲学观为逻辑起点分析老子是如何从哲学之道推演出人类社会的治
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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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天人合德　　面对商纣的残暴统治，为了说明周朝革命的合法性，周公以“德”重新论证
“天”对统治者合法性的效用，即统治者的德行必须与“天”保持一致，否则统治者就是不合天意的
，就是不合法的。
孔子表达为“天生德于予”、“五十而知天命”，德是人的内在本性，是由上天赋予的，是一种“天
命”，人的重要使命是认识自身的“天命”，使自己的德行与上天赋予的德行保持一致。
天人合一的内涵由殷商时期的“天人合神”转变为“天人合德”。
孟子表达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①，意思是人的本性与天的本性相通，如
果人能够知道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本性，就能与天合一。
　　（3）天人合用①　　《易传》建立了“天人之合用”的天人合一观。
所谓“天人之合用”，即天与人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济相成。
一方面，天与人具有同一性，天道的变化有自身的规律，人不能违背；另一方面，人在效法天道时，
并非被动地因袭天道，而是驾御其法则或提高人的思想境界。
乾卦《文言》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先天而天弗违”，意思是天是有规律的，大人能预测并顺应天时的变化，虽先于天时而动，却并不
违背天时。
“后天而奉天时”，意思是天时虽然变化，但大人却能依天时而行动。
总之，人类既能认识天时变化的规律，又能按照其变化的规律而行动，此即天人合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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