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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毋庸置疑，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1840年在西方列强的屡屡入侵下，中国近代的一批先行者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从洋务派
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救国救民之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整个近现代中国的主题的确是向西方学习的
。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构建起来的，因而它不可避免地以西
学为主导，也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企业管理学界和业界热衷的话题是泰勒，是德鲁
克，是彼得·圣吉等西方管理大师们的学说。
我们大学的经济学院、管理学院以使用哈佛商学院的原版教材为荣，我们企业培训的课程内容也几乎
是清一色地以西方形形色色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为主。
    所以，当我1997年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尝试性地开设“东方管理学”的讲座和相关课程时，确实很
有些忐忑不安。
我曾反复地问自己：这门课程是否只是我个人的自说自话？
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会接受这些理念吗？
    但尔后的事实打消了我的这一顾虑，令我颇感欣慰的是，几近十年的不懈劳作，我的“儒、道、禅
与现代管理”课程渐渐地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认同。
这些年，我不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以及美国南哥伦比亚大学、澳门科技大
学的相关管理课程班上讲授，不仅在上海大众、美的、格兰仕、红蜻蜓以及大庆石油管理局等企业作
过培训，而且还应邀在电视台的“名家论坛”中讲授《东方智慧：儒、道、禅与现代管理》的系列课
程，反响颇为热烈。
    可见，东方的管理智慧是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的。
从管理的具体操作层面来看，它的确提供着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思路。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地描述东西方管理智慧的不同：如果说西方的管理重“术”，那么东方的管理
则重“道”；如果说西方的管理更多地依赖外在的制度约束，那么，东方的管理则更多地倡导内在德
性(作者注：根据作者的导师冯契先生的解释，“德性”指内在品质，“德行”则意为符合道德的行为
。
以下同。
)的自觉；如果说西方的管理更主张奖金的刺激，那么东方的管理则崇尚精神的鼓励；如果说西方的管
理主张刚性的征服，那么东方的管理则主张刚柔并重、以柔克刚；如果说西方的管理注重权威的生成
，那么东方的管理则更倾向于恩威并施、期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恩之心的培植；如此等等
。
    事实上，正如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已经探索的那样，东方管理智慧在提升执行力和忠诚度方面更体现
出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绩效。
因为制度约束不出执行力，奖金也刺激不出忠诚。
    更重要的还在于，从管理者人格修炼的层面上讲，东方管理思想更是为我们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
提供着大智慧、大境界的指引。
    我一直认为，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效地抵御来自两方面的诱惑：一是做企业的过
程中市场经济必然内含的利润最大化法则的诱惑；二是做人的过程中刚性递进的财富占有欲的诱惑。
透视许多失败的企业经营者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抵御不了来自上述两方面的诱惑几乎是他们共同
的“失败基因”。
而一向以“义利合一”为最高价值取向和“中庸唯美”(儒)、“自然无为”(道)、“空观”“无我”(
禅)为处世之道的传统文化，无疑让我们在诱惑面前拥有一份定力，从而守持住一颗道义之心，并获得
诸多的智慧指引。
因此，这些年来我始终执著地认定，在市场经济中锱铢必较的拜金主义者，甚至在声色犬马的诱惑中
迷失的当今企业经营者，尤其需要儒、道、禅智慧之光的理性烛照。
    需要申明的是，以中国传统的儒、道、佛管理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智慧卷帙浩繁、博大精深，作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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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阐发的仅是沧海一粟。
而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尚未形成理论的、系统的管理学说，本书所讲述的东方管理智慧，乃是从
东方思想这座广袤的宝库中挖掘出的优秀因子，是作者的一种探索性研究。
     唯愿读者诸君能够开卷有益。
     张应杭     2007年4月16日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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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说19世纪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的世纪，20世纪足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的世纪，那么，21世纪则
已被公认为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的世纪。
    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中国的企业家们准备好了吗？
    如果我们的企业总是被员工的忠诚度所困扰，总是因执行力差而误事；如果我们在解决忠诚度和执
行力的问题上只知道用泰勒式的“胡萝卜加大棒”，从来不知道在古代中国还有一种可以培养出“士
为知己者死”之境界的管理智慧，我们又怎能够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呢?    因此，让我们来认真倾听一下
以儒、道、禅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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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应杭，1963年生于浙江云和，现为浙江大学法学院MBA&EMBA中心教授。
目前除了主要承担哲学和伦理学的教学外，还应聘兼任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培训中心特聘教
授，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学院MBA教育中心主讲教授，美国南哥伦比亚大学MBA（中国）讲座教授，主
讲“管理哲学——基于中国哲学的视阈”、“传统文化视阈下的企业管理”、“东方管理学”等课程
。

    近年来，已经在上海大众、格兰仕、美的、红蜻蜓、德力西、葛兰素史克、中策橡胶、西子
奥的斯、大庆石油管理局等三十多家企业作过培训，颇受好评。

    主要代表著作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国学中的管理智慧》（三卷）、《企业伦理学导
论》等，并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中国教育报》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迄今为止，已在海内外公开发表著述二百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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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东方管理的精髓    有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就管理学理论而言，目前是西方的理论占据我们
的主流话语系统。
这主要因为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的国人意识到再不可夜郎自大，而必须向西方学习，
这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正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解决了很多近代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民族独立问题
。
但是在我们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走向富强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怎样来弘扬自己传统文化的问题。
而这个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传统的管理思想。
    其实，在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多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
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管理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向西方学习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的
中国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更要关注传统的管理智慧。
这一管理智慧相对于西方的管理而言别具东方的色彩，所以我们通常也称其为“东方管理智慧”。
    管理学中的“术”与“道”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内容非常丰富，要想面面俱到地来做一个系统的
，或者说很全面的梳理绝非易事。
本书旨在结合当今中国的管理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以一个管理者在管理实践当中碰到的一
些难题为取舍标准，来看一看我们的古人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管理智慧。
    我们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东方管理智慧？
或者进一步说，什么是东方管理智慧的精髓？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如果说西方的管理学是以“术”见长的话，我们传统的或者东方的、中国式
的管理理念则是以“道”为尊。
“道”这个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管理之道的一个精髓。
    那么，这个管理之道的“道”究竟是什么？
“道”的内涵又具体是什么？
    事实上，许多西方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西方的一些学者在某些管理层面，比如说营销技巧、谈判技巧、方案制定等方面，做得非常细致，他
们甚至可以建立一些模型比如数学模型来解决某些问题。
但他们随即会发现，如果说只有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没有“道”，或者说不提供一种路径、没有一种境
界的话，所有的操作技术都没有意义。
而中国的管理智慧恰恰是在“道”的问题上，弥补了西方管理学某些欠缺。
    所以，就现代管理学而言，“道”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恰恰是西方人开始在想的问题。
他们发现，在中国哲学中“道”的内涵非常丰富，西方人在翻译“道”这个概念的时候，都遇到了很
大的困难，因为在英文当中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词来翻译它。
一些人把它翻译成“规律”、“规则”、一些人则倾向将其译为“智慧”、“方法”，还有的人主张
译成“道路”、“路径”等。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道”既有上面谈到的各个含义，又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含义。
所以后来比较通用的一个译法是TAO，即用他们的韦氏拼音注音了事。
    以“术”见长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管理的如上理解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以“道”为尊，的
确构成了中国古代管理智慧的基本特色。
    东方管理智慧中的儒家之“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它关于“道”的智慧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显然不可能把中国管理智慧中关于“道”的所有意思都一一穷尽，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些
基本的阐释，比如说“道”在儒家那里的基本含义是指一种路径，就像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那就必
须走上一条正确的路才能到达。
所以，当时朱熹解释这个“道”，就说“道者，路也”。
而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那里，他认为这个管理路径就是由“道”而“德”，所以“道德”这两个字，
我们通常是连起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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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道”是一个路径，我走“道”，感悟到了这个“道”，并有了心得体会，那么我就有了“德”
。
所以，在古汉语中“得”与“德”相通，“得者，德也”，意思就是说，人必须对这个路径有一个体
悟。
因此，儒家非常强调对“道”的把握，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里的“道”，就是路径，就是人生道路，对管理者而言也就是治理之道。
如果说你对这个路径有一个正确把握，那么就真正拥有了“德”。
    所以，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论语》里有一段经典名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
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这就是说管理有两种思路：一是法治的思路，它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
这是一种法治的管理办法，管理者宣布一种行政命令，然后再用刑罚，用国家的法律手段如监狱、警
察、法庭等去保证它的实施。
这种管理有没有效果呢？
当然也有一定的效果，它可以使“民免而无耻”，即老百姓不敢做坏事。
但是，这种管理的效果有限，因为他不敢做坏事却不是因为有一颗羞耻心。
可见，在孔子看来，这个管理之“道”的境界比较低。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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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国家随着自己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强大，一定会去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的根。
而且这个根不可能是一种外来文化，因为即便从民族尊严的角度出发，从民族的接受心理出发，我们
也必须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的根。
今天中国海峡两岸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正呈现出一种空前的态势。
这种态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迅速崛起的中国所需要的一种文化认同。
    因此，我们在今天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中主张学习传统的管理智慧，正是这样一个寻根的努力。
我们把这种寻根的努力明确地概括为这样一个宣言式的口号：“开掘国学精华，创建中国特色。
”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必要对近代以来的反传统思潮予以某种程度的清算。
    从民族精神演进的历程看，中国近代史无疑是一段血与火写就的充满屈辱的历史。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让闭关锁国、沉醉于“惟我中华独尊”的国人领教了船坚炮利背后西方文化
的穿透力。
从这个时刻起，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乃至否定似乎成为近代中国一种历史的必然。
而“西学东渐”则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自然衍生。
于是，“西化”的主张由此而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挥之不去却之又来的时尚话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境遇自然是可想而知了：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台湾学者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流行，再到后来中国大陆的电视政论片
《河殇》的热播，无不凸显着这样一个反传统的主题。
与此相伴，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也因此进入了一个灰暗与衰微的历史时期。
    值得深思的是，此时的西方社会则逐渐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空前的认同甚至欣赏的心态。
20世纪初，有“世纪智者”之誉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不仅看到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价值，而且认识
到中华古代文明的现实及未来的价值。
他曾这样断言：我们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则是对生活的目标持一种
正确的观念。
人们期望能将两种因素真正逐渐结合起来。
他认为，与重智求真、穷本究体(上帝、理性或物质)、强调主体与客体两分对立的西方智慧大相径庭
的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智慧一直讲究仁智会通、德业双修，追求天道与人文相统一的圆
融和谐境界。
罗素坚信，经历现代文明洗礼的这一中华传统智慧，在21世纪的发展中必将逐步扬弃愚昧成分，日渐
显露出特有的魅力。
(《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事实上，自上世纪初以来，走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和人文科学前沿的一些西方思想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普利高津等人，无一例外地对中国传统文化
表示了相当的认同态度，他们甚至以浓厚的求知欲望研习我国古代的《易经》、《老子》和佛经，从
中发现疗治现代病的精神启示。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波尔，在访问中国后发现，他自以为最得意的科学创
见——互补思想，其实早已由中国古代道家的太极图昭示出来了。
中国的阴阳相生相胜、相反相成的思想对解决当代物理学难题是如此重要，波尔甚至为自己设计了一
枚纹章，在椭圆形图案中心绘着醒目的太极图，以它作为“族徽”。
(李一鹏：《道学的世界影响》，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学者更加重视中
国文化。
自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卡恩在其《世界经济发展》中把东亚经济奇迹与儒家传统相联系之后，越来越
多的西方人士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英国的麦克法考尔于1980年提出“后儒家假设”，他认为：“如果西方的个人主义适合于工业化的初
期发展，儒家的集体主义或许更适合于大量工业化的时代。
”1983年，波士顿大学的伯杰进而提出“两种现代化”理论：西方式的现代化和东亚的现代化。
前者的根源在基督教，后者的根源在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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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则明确提出如下观点：1500年前后的世界并不是西欧占据统治地
位的世界，而是由中国统治着世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使西欧相形见绌。
儒家思想具有“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这正是中国政治、军事和文化高度发展的表现，中国社会
也由于其高度的内聚性和连续性而顽强地生存着。
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在谈到现代科技“几乎每天都在做出各种对人类及其社会有巨大潜在危险
的科学发现”时，坚定地指出：“对它的控制必须主要是伦理的和政治的，而我将提出也许正是这方
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养分，可以在今天影响整个人类世界。
”(李一鹏：《道学的世界影响》，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 事实上，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不仅丰盈而且多维。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试图揭示的那样，仅仅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它博大精深的
管理智慧和境界。
这或许正是西方学者认同和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由之所在。
我们知道，19、20世纪的人类曾过分地迷信技术的力量。
但人类在进入到21世纪后已愈来愈清楚地明白：技术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难题，
这些难题本身还需要文化的发展来给予解决，而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最能够给现代人以智慧启迪的。
有学者曾这样概括过这些难题：一是由于人与自然的失衡而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从根本
上危及人类的生存；二是由于西方原子结构论和笛卡尔、牛顿力学思维方式的局限而造成当代科学发
展的危机；三是由于极端个人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造成人际关系失衡，人格为物欲、金钱所
扭曲，人际关系冷漠、疏远；四是由于东方经济的起飞以及它对西方管理模式的挑战，迫切需要建构
东方式管理思想体系，以推动经济发展；五是由于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而造成价值体
系瓦解、心理障碍、道德滑坡和社会无序，人为物欲所异化。
(葛荣晋：《儒道智慧与当代社会》，中国三峡出版社，1996年，第3页)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传统文化
所内蕴的智慧都给出了很好的思维路径。
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情理合一、义利合一、知行合一等基本原则，无
疑从最高的价值观上给现代人指明了出路。
由此可见，在“术”的层面上已经无法解决我们所面临难题的背景下，我们呼唤“道”的大智慧。
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情理合一、义利合一、知行合一等，显然都是“道”的大智
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道”的大智慧正是现代企业所必须拥有的。
世界银行在总结世界各国企业发展经验时指出，凡是长寿企业(即活过百年的企业)都遵循三条基本价
值准则：一是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二是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三是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或是
用户价值高于生产价值。
人的价值高于一切。
一个企业要做成长寿企业就必须做一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
企业是经济组织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利润最大化并不一定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对立。
而这恰恰是中国“儒商”一直守持的基本“商道”。
(彭正穗：《孔子与商战伦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传统文化关于“道”的现代意义，首先凸
现在企业家精神的熔铸方面。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着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诸如“修、齐、治、平”的经
世价值取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兴利除弊”的社会改革精神、吸收
异质文化的“会通”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无私奉献境界、注
重人格修养和民族节操的道德风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等等。
这些宝贵的民族精神，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早已深深根植于现代亿万中国人民的心灵之中，它不仅
成为每一位炎黄子孙待人接物甚至安身立命的根本价值观，同样也是今天的企业家所必须生成的精神
和操守。
传统文化关于“道”的现代意义也还体现在对我们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思维能力的提升方面。
比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思维模式对于当代生态平衡的促进；道家的“无为而治”、“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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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生”和“正言若反”的求异思维以及儒家的伦理智慧对于克服西方管理思想体系的弊病、建构东方
式的(或称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的启发；兵家的“以奇用兵”的思维至今成为现代企业的基本经营谋
略；儒家的和谐原则、中庸之道以及道家的“淡泊名利”和“忘我”境界的生命取向，对于协调人际
关系以及解决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等等问题，都有极为重要的启迪意义。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正是突显在上述诸多方面。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归纳、所展示的那样，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
实践理性原则。
这是一种具有时空的穿透力的智慧积淀。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中汲取丰富的处世之道和管理智慧。
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学会体悟“亦儒亦道亦禅”的生命圆融境界，在诸如以儒养心、以道养身、以
禅养性之类的感悟中，提升我们做事做人的智慧与境界。
《易》说：“既济，未济。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对儒、道、佛的探讨告一段落了，但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与思考，对以中
国古代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智慧的研习与领悟却只是一个开始。
而且，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一“开掘国学精华，创建中国特色”的行列当中来，以共
同打造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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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方管理智慧》剖析古老中国的儒、道、禅智慧　探寻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
　　“如果我们对中国第一流的企业家作一个仔细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柳传志、张瑞敏
、李东生等中国企业界的教父们，都是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在新时期作了淋漓尽致的演绎的人物。
　　“这类人在‘忍’字上做足了功夫，耐力之好、目光之远、城府之深、手段之高直追春秋战国时
期的谋臣策士。
国内某乳业集团的老总在听完东方管理智慧培训后，无不感悟地说：‘东方管理是大智慧，是管理的
最高境界。
这门课是我们老总听的，西方管理课是经理人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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