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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黎红雷博士的《儒家管理哲学》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学术著作，值得一读。
　　我认为这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和优点：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对新的学术领域勇敢地进行了开拓。
　　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这在当时确是如此。
但是，不能把这话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永远只能有这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适用于一切学术领域的研究和开拓的犀利理论武器。
必须运用这一理论武器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不断创立新的学科，并且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
例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中不断进行拓展，才能更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学术事业的
繁荣。
　　管理科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门类，它对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有巨大的意义。
但遗憾的是：我们迄今还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管理科学。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管理哲学是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对实现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改造世界的使命至关重要。
可是，我们迄今也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管理哲学这样一门学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士，还
很少有人在这一领域问津。
　　对这种情况我们能继续容忍吗？
能够继续迁延不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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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管理活动中，儒家思想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儒家管理哲学（
第3版）》抓住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导向，以正己正人为途径，
由此而展开了它的管理的哲学论和哲学的管理观作者站在现代管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分析古代儒家
的“治国之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力图把它转化成当代社会管理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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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黎红雷，海南省琼海市人，1952年生哲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中外管理研究中
心主任代表性著作：《儒家管理哲学》、《人类管理之道》、《中国管理智慧教程》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本书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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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
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水火是民众所必需而又到处都有的，所以民众
取之不尽，还乐于送给别人。
粮食也是民众所必需的。
如果统治者管好耕种，减轻税收，按时食用，依礼消费，使老百姓的粮食像水火那么多，那么普遍，
如此，天下哪有不能治理好，百姓哪有不仁爱的呢？
　　苟子在孔孟“富民”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上下俱富”的主张（《荀子·富国》）。
所谓“上下俱富”，就是既富国又富民，而以富民为富国的基础。
　　我们知道，在苟子以前，儒家主要讲“富民”，法家才强调“富国”。
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大谈富国而不太讲富民。
因为他认为，老百姓如果太富了，就会看不起国家的奖赏，尤其不肯为国家的区区奖赏而冒死去当兵
打仗；甚至还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财富进行贿赂请托、破坏国家的法令，这对富国是不利的。
因此，他总是强调要把社会财富尽量集中在国家手中，而不愿意留在百姓手中。
这就是所谓：“家不积粟，上藏也。
”（《商君书·说民》）由此可见，商鞅实际上是把富国和富民看成是相互排斥的，认为要保证富国
，就要限制富民。
　　苟子从儒家的立场出发，接过了法家“富国”的口号，而加以必要的改造。
他专门写了《富国》篇，详细论述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强调富民是富国的前提和基础。
其中指出：“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
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
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
下富则上富。
”国家的根基在于民I众，民众贫穷国家也贫穷，民众富有国家也富有。
只强调国家的利益，而无视民众的利益，到头来只能使国家积贫积弱。
“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峁仓廪者，财之末也。
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
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
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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