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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董子竹先生以深厚的国学功力，融会贯通儒、道、释，提炼出国学的思想内核，结合
大量的创业实践，教您在发展企业过程中如何利用这些国学精神和智慧来确定战略、发现人才、管理
企业、建立企业文化，快速可持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
如果您是一位创业者，正在艰难跋涉中；如果您有志于做一番事业，正踌躇满怀之时；或者您的事业
正在蒸蒸日上，如日中天的阶段，请您看一看本书，本书作者董子竹先生会在国学思想中为您打开另
一扇令人惊喜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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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子竹：1961年因反对三面红旗拥护彭德怀入狱，1980年彻底平反。
曾任西安市戏剧研究所副所长、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1995年任九江江矶寺住持，江西佛学院客座教授。
全身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自感于儒、道、释三家均有独到心得。
1998年还俗。
先后出版《与南怀瑾商榷：到底说什么》、《正裁》、《老子我说》，均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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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公司做成大家的公司——与企业家聊国学之七
汉唐雄风今何在？
——与企业家聊国学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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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人与生命教育——与企业家聊国学之二十三
当代人对《易》的误判——与企业家聊国学之二十四
企业管理与太极交响——与企业家聊国学之二十五
企业管理与团队的磨合——与企业家聊国学之二十六
科学技术，国学不可或缺的一部——与企业家聊国学之二十七
企业管理与消化西方——与企业家聊国学之二十八
表扬他人是真功夫——与企业家聊国学之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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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人类先进生命观的基石——与企业家聊国学的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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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老子》第一章　新断句的来历？
　　二000年我在北京，和《中国武警》杂志的几个作家朋友一起吃饭。
我告诉他们我写了两本书《金刚经到底说什么？
》和《论语正裁》，都是和南怀瑾先生商榷的。
朋友开玩笑说，你再来一本解《老子》的，三教就全了。
南怀瑾有本《老子他说》，你来本《老子我说》。
话说完，笑完了，酒醉饭饱也便忘完了。
　　第二年春天，我被解聘回了武汉，突然接好友李寿昆电话，非要我到重庆。
我说我没钱，他说他路费住宿全包。
到了重庆当天晚上就见了一位大帅哥和一位美女。
未等我问，寿昆便向我介绍这是缙云山绍龙观的方丈李一道长和主持吴心道长。
我明白寿昆是怕我误会了两位高人。
　　年纪大了也狡猾了，也学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了。
既然是见了道家高人，便说起自己想写《老子我说》。
二位道长真是热心，马上邀我到庙里写，一切用度他们供养。
我正好没有吃饭的辙，马上答应下来。
　　真正开笔我就朦了。
《老子》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我查了无数资料，有多少位专家就有多少种解释。
其中有位老专家还说，“道可道”说不通，先秦古文中的“说”从来都是用“曰”、“云”。
“道”字作“说”字讲是唐宋话本产生以后的事。
我把这个情况给李一道长说了。
李一道长告诉我，他们道教内部不是这么断句的，应是“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　　李一道长是重庆人，三岁时重病无法医治，他爸送他到河北找到一位隐居的道人求医，从此就
住在道人家里学道了。
后来稍好一点，他太顽皮，爬山又把好多骨头都摔断了，几乎瘫痪，都是那老道人治好的。
从此随老道人学道，背《老子》，打拳、练功。
一直到七岁回重庆上学，每年寒暑假还到师傅家学习。
二十多岁时正式出家当了道人。
　　关于《老子》，他还告了我许多。
他们正一派昆仑宗太乙道，起自金代的肖葆真。
他师傅告他《老子》的核心是第一章、第二章、第十六章。
这一切对我启发太大了。
　　就第一章的断句来说，我以为，“道可，道非，常道”更合乎中国国学的基本观点。
《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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