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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常说：“领导者的心有多大，企业就能够做多大。
”    我们通常认为，企业成长速度的快与慢，发展规模的大与小，甚至企业竞争能力的强与弱，都与
企业领导者的“心”有关。
所以笔者认为，所谓领导者之“心”，指的是企业领导者追求卓越的野心、超越竞争对手的雄心、坚
持理想的恒心和实现目标的信心。
    在多年的企业战略和领导力培训生涯中，笔者曾经固执地以为，只要帮助企业领导者提高领导技能
，给他们提供更多、更好、更加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和领导工具，就可以帮助领导者解决所有问题了
。
但自从接触了佛教，并能独自读通《心经》之后，笔者才真正明白：之前我所理解的“心”，指的只
是欲望，是妄心；而佛教所说的“心”，指的却是真我自性。
    唐代著名高僧永嘉禅师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意思是说，人只有明心，才能见性。
可见，决定企业大小强弱的，并不在于企业领导者有多大的野心和多么宏伟的雄心，而在于领导者是
否具有释迦牟尼所说的藏有般若智慧的“空”心！
    佛教所说的“空”，不是普通人理解的“没有”或“无”。
恰恰相反，它是指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无边境界和吞吐宇宙的无穷格局。
    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
之所以如此完美，是因为它让人类同时拥有了三种不可或缺的元素：真、善和美。
真，是物质，是科学。
物质让人类富有，科学使文明进步。
善，是精神，是良知。
精神让人类心灵充实，良知使人类，和睦相处。
美，是艺术，是修养。
艺术可以陶冶人类的情操，修养让人类的行为脱离低俗。
没有“美”和“善”的科学。
只能使人类变得邪恶；没有“真”和“美”的善良，只能让人类变得愚蠢；没有“真”和“善”的艺
术。
只能令人间充满虚伪。
    爱因斯坦说：“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
”所以，追求完美的领导者应当透彻地审视自我：不懂艺术的领导行为如同粗鲁的莽夫；没有技巧的
领导方式好像骑驴找驴的傻瓜；境界太低、格局太小的领导者就像双目失明的瞎子，永远都摸不清“
拐杖”范围之外的环境。
而把我们变成莽夫、傻瓜和瞎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我们自己！
    领导者的修养不够，境界就低；境界太低，格局就小；格局太小，取得的成就也就一定有限。
但领导者的修养、境界和格局却不是用工具和方法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它甚至不能像知识一样被学习
，而是需要领导者进行持续不断地自我修炼和永不停歇地自我突破。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佛教这样，让人们彻底地看清自我，系统地帮助人们修缮
心灵，提高自我的境界和心胸格局。
    《心经》的核心理论是“般若”。
佛教用它指如实理解一切事物的智慧，大乘佛教称其为“诸佛之母”。
“般若”不是普通的智慧，是指能够了解道、悟道、修证、了脱生死、超凡人圣的智慧。
若用中文的“智慧”一词来对应它，未免轻浅了些，故用音译以示与智慧的区别。
    释迦牟尼一生传经布道了49年，仅仅宣讲“般若”二字就整整用了22年，而最能表达“般若”精髓
的就是只有260字的《心经》，由此可见《心经》在佛教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
    六祖慧能是个目不识丁的樵夫，但他却能闻法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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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比丘尼无尽藏向六祖请教《涅槊经》，六祖一一予以解答，令无尽藏深感震惊：一个不识字
的人，怎么能够如此深刻地理解佛法经典的玄思妙智？
    六祖看出了无尽藏的困惑，便用手指着天空的明月对无尽藏说：“佛法真理就像这天空的明月，经
书文字就如同指向明月的手指。
知道明月在哪里的人，是不需要借助手指的指引的。
”    手指不是明月，手指只是指引我们看清明月所在位置的工具；经书也不是佛，而是一条引领修行
者通往佛国净土的道路。
    《心经》摄受人心的力量，绝不是用语言文字就能穷尽描述和准确表达的。
不同的人读《心经》。
读出的结果不同；不同的人读《心经》，读出的感受不同：不同的人读《心经》，读出的觉悟不同；
不同的人读《心经》，读出的境界不同；不同的人读《心经》。
读出的格局也不同！
    《老子》第十五章里有这样一句话：“孰能浊以静之徐清？
孰能安以动之徐生？
”这句话的意思是，谁能在动荡不安的混沌中最先安静下来，使它渐渐地变得清纯？
谁能在苟安无趣的死寂中最先显现出生机。
使它慢慢地充满活力？
让自己永远保持一颗至真、至善、至朴、至纯的空灵心境。
不仅是生活的态度和精神的状态，更是生命永恒的主题，也是生命的本质所在。
    据《左传》记载，楚武王荆尸⋯⋯入告夫曰：“余心荡。
”邓曼叹曰：“王禄尽矣。
盈而荡，天之道也。
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
”    这段对话的意思是，楚武王荆尸对王后邓曼说：“戢的心最近很乱，不知道内心在烦躁什么，无
法让心安定下来。
”邓曼叹了口气，说：“你之所以烦躁不安，是因为你的内心失去了安详；既然内心失去了安详，你
所拥有的一切也就快要失去了。
”    只有内心安详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只有内心安详的人，才是真正快乐的人。
幸福如此，快乐如此，人生如此，诸事如此。
而这一切，都需要从“心”开始。
    《心经》指示众生应“依真心实相般若之体，起观照般若之用”。
《心经》告诉我们，修心的根本目的是认识真我，明心见性。
任何人哪怕能够从《心经》中学到丁点儿真知，终身都将受用不尽。
    今天，笔者以一颗卑微之心，从《心经》里撷取一颗闪烁着般若妙智的水滴，把它和领导力结合起
来，期望领导者能从中悟出管理的般若智慧。
笔者所能做的，也不过像那“指向明月的手指”一样，希望读者通过这根粗拙的“手指”，开启自性
，觉悟自我，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性化领导力。
    手指不是明月，但却可以让我们找到明月的所在。
《心经》也不是领导力，但领导者却可以从《心经》里找到隐藏在领导力背后的至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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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卓越的企业管理者既要有超高的智商、情商和财商，还要有一定的佛商。
佛教经典虽浩如烟海，但其精华都集中在了《心经》一书当中。
本书作者通过对《心经》逐字逐句地解读，将佛教思想中的精华深入浅出地分析开来，并将其运用到
如何提高企业领导者领导力的实践当中。
为迫切需要提升自身领导力的领导者提供了一条新的认识自我、升华自我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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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竹友人，中国企业发展能力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中国企业基因战略管理理论创始人，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厦门大学、青岛大学等12所大学总裁班特聘教授，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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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领导者的成“佛”之路本章导读：众生皆“迷”，“悟”即成佛。
佛教把执迷不悟的芸芸众生称之为“凡”，把参透实相的觉悟智者称之为“佛”。
生活在“六凡法界”中的凡夫，因无法看清生命的本质而随波逐流，在痛苦的六道中循环往复轮回不
止。
只有智慧的觉悟者才能超凡入圣，立地成佛。
凡夫的成佛之路，需要经历“四圣法界”的层层历炼和持续不断的自我超越，才能修成正果；而企业
领袖的成长之路，除了需要超越“平凡”的能力、自我突破的勇气和追求“卓越”信念以外，还必须
具备觉悟本质的“佛商智慧”和超凡脱俗的“佛商境界”。
经题：《心经》经解领导力：心：真我、自性。
——领导成就，是领导者自我境界和格局所决定的。
经：距离目的地最近的路。
——领导者必须找到一条能让自己和下属同时成功的路。
领导感悟：普通的领导者，领导“人”；卓越的领导者，领导“心”。
能成“佛”的领导者佛说：众生皆有佛性。
佛是觉悟了的众生，众生是还没觉悟的佛。
凡夫之所以叫凡夫，是因为凡夫没有像佛陀那样用般若智慧解脱自已，用无上正觉②参破实相③！
32岁的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遥望夜空，深远的天幕上繁星点点。
一颗最亮的星辰刺破黑幕，划过苍穹，像夜明灯一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释迦牟尼沐浴着如梦的星光，当下开悟，立地成佛。
他脱口而出说出了成佛后的第一句话：“奇怪啊，奇怪啊！
世上所有的众生，没有一个不具有像星光一样灿烂的智慧，只是因为被种种假相的乌云迷惑蔽挡，才
无法展现出真我的本性。
”贵为太子的释迦牟尼，降生在皇宫贵胄之门，成长于锦玉温柔之乡，享受着荣华富贵之养。
但现实生活中永恒存在的生、老、病、死，和谁都无法改变、不可逆转的世间无常，让悉达多太子倍
感迷茫。
他试图寻找出一条能永离生死的解脱之道，达到超越轮回的生命涅槃。
26岁的悉达多太子在深夜里悄悄地离开皇宫，他割断头发，进入茂密的丛林和苍莽无人的山涧修行解
脱之法。
然而，尽管他遍访仙人、刻苦精进，甚至苦修到每日仅食一麻一麦的极限，但是整整6年过去了，却
仍然一无所成。
连他父王派来暗中保护他的五个最为忠诚的侍从都对他失去了信心，离他而去。
一天，受尽磨难的悉达多太子，改变了自已坚持6年的苦修方式。
他走出丛林，用尼连禅河的河水洗净身上的污垢。
他决定不再向身外求法，转而向内心寻找解脱的法门。
他来到伽耶山上一棵高大的菩提树下，接受了一个牧童送给他的草垫，然后端坐在菩提树下，发下誓
言：“如果再不能成佛，誓不离座！
”经过7天7夜的禅思冥想，悉达多太子终于降伏心魔，打开了无上正等正觉的成佛之门。
曾经对他失望并离他而去的憍陈如等五位侍从，听说太子成佛，重又回到释迦牟尼的身边，向佛陀忏
悔，请求佛陀的原谅。
释迦牟尼把这五位侍从收为弟子，他们五人成为了佛陀最早度化的僧侣，他们也是佛教史上的第一批
僧团。
自此，佛教体系中最核心的佛、法、僧三宝全部俱足。
佛陀的思想，也通过三宝广布天下、传播万方，成就众生离苦得乐的无上功德。
“佛”，汉意为“觉悟者”，指修成正果的境界。
成佛的人，也就意味着永远超脱了凡夫俗子的六道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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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的世界里，释迦牟尼为我们描绘了凡夫在这一生的生命结束之后可能去往的十个地方。
并根据“苦”和“乐”的程度，把这些地方分成了十个等级，佛教称之为“十方法界”。
“十方法界”依照从极恶到极善、从极苦到极乐、从极低层到极高层递进次序排列而成。
最下面的六个法界，叫做“六凡法界”（凡夫层）；从包括“声闻”到“佛”的四个法界，叫做“四
圣法界”。
越向上的等级越高，越向下等级越低。
佛陀告诫众生，因果循环，六道轮回。
人在一生中的所有行为，都将被累积成决定我们死后去往何处的“因”，并直接导致我们去往何处的
“果”。
凡夫不知因果，所以永远会在六道中循环往复。
只有从进入第七位的阿罗汉（声闻法界的最高果位）开始，凡夫才会永远了脱生死，超凡入圣。
佛法描述的“十方法界”结构模型，如图1-1所示。
图1-1：佛教“十方法界”等级示意图在佛教的理论体系里，愚痴的众生如果想要完成由凡入圣的全部
过程，有时候需要经过千百亿那由他④世的劫难。
而那些根器⑤猛利的佛家弟子们，却能在刹那之间顿悟成佛。
两种差距的存在，并不表示众生生来的不平等。
恰恰相反，佛陀告诉我们的却是“众生皆佛”，人人皆有佛性。
两者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秘密就隐藏在我们的内心中！
禅宗二祖慧可大师，有一次向达摩师祖请教：“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
”慧可说：“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说：“我与汝安心竟。
”这段经典的对白，明确地告诉我们：凡夫与佛之间的界限，就隐藏在“空”和“有”之间！
唯物者认为空有相对，佛教认为空有不二。
只有认识二者之间的真有妙用，才能彻底解脱束缚我们心灵的铁链枷锁。
所以，《心经》上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不管是佛教的理论体系，还是释迦牟尼成佛之路的现身说法，无论在形式上、方法上，还是步骤上
都在暗示我们：一个有所作为的领导者，至少必须跨越四道台阶，才能脱胎换骨、成就大业。
如果把凡夫成佛的各个阶段，和领导自我修炼的成长阶段对应起来，一个普通的“凡夫型”领导，想
要成长为“佛陀型”的领导者，至少需要经过以下四个阶段。
如图1-2所示。
领导者需要经历的四个阶段是：第一阶段：凡夫之欲，领导者的动机第二阶段：罗汉自觉，领导者的
修炼第三阶段：菩萨觉他，领导者的同盟第四阶段：佛陀正果，领导者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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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心经》是佛教经典中的经典，企业领导者如果能依其智慧观照修行，自觉觉他，自度度人，必能成
就实现自我、创造价值、造福社会的圆满功德。
    ——安徽天柱山三祖禅寺住持、安徽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释宽容法师    佛教的核心是“般若”，领导
的关键是智慧。
在现代商业社会，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领导因素，更多地取决于企业领导者个人境界以及对于商
业智慧的觉悟程度。
    ——中国企业商学院院长联合会主席、总裁网创始人兼CEO  沈洋    陈竹友老师深厚的国学底蕴和独
到的佛学见解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相信本书会给大家带来智慧的领导觉悟和奇妙的心灵震撼。
    ——清华大学海天国际经理人俱乐部理事长  胡涛    知识和方法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取，而智慧和境界
则必须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用心感悟才能拥有。
    ——广东华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崇弟    我对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一直心存敬畏。
本书是我继阅读了南怀瑾大师的佛学经典之后读到的又·本好书，我相信本书能够帮助企业领导者从
佛学中寻找到智慧的根源，值得用心去读。
    ——《徽商》杂志社副总编辑  许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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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袖心经:领导者从卓越到圆满的佛法智慧》编辑推荐：人们常说：“领导者的心有多大，企业就能
够做多大。
”所以，人们通常认为，所谓领导者之“心”，指的是企业领导者追求卓越的野心、超越竞争对手的
雄心、坚持理想的恒心和实现目标的信心。
但作者通过对《心经》的研读，领悟到人们平常所提到的“心”，指的只是欲望，是妄心；而佛教所
说的“心”，指的却是真我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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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心经》是佛教经典中的经典，企业领导者如果能依其智慧观照修行，自觉觉他，自度度人，必能成
就实现自我、创造价值、造福社会的圆满功德。
 ——安黴天柱山三祖掸寺住持、安徽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释宽容法师 佛教的核心是“般若”，领导的
关键是智慧。
在现代商业社会，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领导因素，更多地取决于企业领导者个人境界以及对于商
业智慧的觉悟程度。
 ——中国企业商学院院长联合会主席、总裁网创始人兼CEO 沈洋 陈竹友老师深厚的国学底蕴和独到
的佛学见解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相信本书会给大家带来智慧的领导觉悟和奇妙的心灵震撼。
 ——清华大学海天国际经理人俱乐部理事长 胡涛 知识和方法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取，而智慧和境界则
必须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用心感悟才能拥有。
 ——广东华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崇弟 我对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一直心存敬畏。
本书是我继阅读了南怀瑾大师的佛学经典之后读到的又一本好书，我相信本书能够帮助企业领导者从
佛学中寻找到智慧的根源，值得用心去读。
 ——《徽商》杂志社副总编辑 许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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