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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的先辈们在他们小的时候，从各种历史故事和寓言中吸取到了人生必需的知识营养。
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通过历史故事和寓言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才是人生真谛。
及至成人，纷繁复杂的社会依然掩盖不了历史故事和寓言的光辉，他们体验的是另一种智慧，另一种
领悟。
历史故事和寓言不仅带给了儿童知识、快乐和智慧，还带给了成人各种经过体验的智慧，指导着各自
的人生。
世界丰富多彩，昭示着生活的启示、经验的总结和思考的智慧。
今天，我们将这些古今中外的历史故事和寓言应用于各个领域，先贤的智慧、前辈的经验和我们的思
考共同组成了这缤纷的世界。
　　自从泰罗开创科学管理以来，以解决各种企业经营管理问题为宗旨的管理学著作浩若烟海。
众多大部头的著作堆积在管理者的案头，阐释着各种复杂的问题。
有没有更简明的管理书籍有没有更加启迪人心的东西管理者们询问着，堆积如山的著作掩饰不了他们
心灵对新知识和管理智慧的渴望⋯⋯　　于是，我们开始了尝试。
我们试图从众多经典著作中挑选出一些多年来被管理实践证明了的经典论述，被许多管理学者不断引
用的参考文献，我们称之为管理法则。
在不断的整理中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打开了一个管理知识的宝库。
精确的表述、富有智慧的启示、被反复验证的管理结论，都一一呈现出来。
我们找到了进入管理之门的钥匙，因为，将众多经典管理著作浓缩为一条条的管理法则，就是我们解
决管理问题的金钥匙。
　　但是，怎样才能让我们兴趣盎然地读下去怎样在管理法则中找到更富有体验的管理启示呢我们继
续寻找着。
直到有一天我们豁然开朗：　　我们可以从历史故事和寓言中得到管理企业的启示，以荟萃管理格言
、解读时尚管理见解、品味精致管理“鸡汤”。
　　此次我们为广大非专业管理学科的管理者，从事和喜好管理、营销工作的人士奉献的三本书，就
是以这种方式使大家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体味这一道道管理与营销的休闲小品。
我们设想着这样的画面：当你劳累了一天回来，随意翻开这本历史故事和寓言，精彩的漫画和引人深
思的管理、营销启示，使你逐渐忘记了工作的疲劳，在轻松随意的气氛中增进了对管理和营销的新认
识。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也许还有其他的画面，比如在工作的间歇、在匆匆的旅途中、在等待的时候⋯⋯随
时随地都可以学习到你所需要的知识。
看到有趣的故事和漫画，仿佛看到了一位位智者在遥远的时间之海里悠然自得，击水千里；一位位先
贤在身边诉说着生活和工作的启示。
现在，这艘历史故事和寓言之舟就摆放在不远的渡口，等待着我们新的远航。
你不向往吗管理和营销不是一部部论述严谨的教科书，而是具有鲜活生命的理念、启示和智慧，需要
的是借助先哲的指导，去领悟理论的深奥哲理。
当你认识到这一点时，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们永远无法把管理和营销塞进一只概念的口袋里，我们最终面对的只是自己的那一份生活。
每一件琐事，每一种境遇，每一条经验和智慧，都隐藏着世界的奥秘，正如每一滴水珠都隐藏着海洋
的奥妙一样。
智慧与乐趣，在历史故事和寓言中你随时都可以得到。
　　在这个脚步匆匆、信息云集的世界里，历史故事和寓言是一种别致的快餐，它古老而又新鲜，你
随时翻阅都可以读到一个悠久而完整的世界。
那些深刻、睿智的人生哲理和启发人的生活真知，使我们在欢笑中获得情感的愉悦和满足的同时，也
得到了管理的启示。
古代的哲人利用他们的智慧和想象，写出了让我们浮想联翩的历史故事和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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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告诉我们的是故事，我们收获的是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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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的先辈们在他们小的时候，从各种历史故事和寓言中吸取到了人生必需的知识营养。
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通过历史故事和寓言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才是人生真谛。
及至成人，纷繁复杂的社会依然掩盖不了历史故事和寓言的光辉，他们体验的是另一种智慧，另一种
领悟。
历史故事和寓言不仅带给了儿童知识、快乐和智慧，还带给了成人各种经过体验的智慧，指导着各自
的人生。
世界丰富多彩，昭示着生活的启示、经验的总结和思考的智慧。
今天，我们将这些古今中外的历史故事和寓言应用于各个领域，先贤的智慧、前辈的经验和我们的思
考共同组成了这缤纷的世界。
    但是，怎样才能让我们兴趣盎然地读下去？
怎样在管理法则中找到更富有体验的管理启示呢？
我们继续寻找着。
直到有一天我们豁然开朗：    我们可以从历史故事和寓言中得到管理企业的启示，以荟萃管理格言、
解读时尚管理见解、品味精致管理“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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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基于人市主义的选人与用人　　管理是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管理就是人、谋、断。
得人才兴天下、通谋略霸天下、善决断治天下。
与之派生出的管理制度、管理协调、管理者修养等等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智慧，从而影响着今天众多企
业的管理与经营。
　　本章的主题是人，我们就先来说人吧。
在管理要素中，人是管理中最核心的要素。
自1924年“霍桑实验”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派逐渐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开始
了以人为导向的管理活动。
但是，真正溯其源头，以人为本的思想还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找。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中国人的智慧、谋略、政治最有影响的就是儒家。
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中，儒家的精神内核成为中国智慧、谋略与管理的源头，开创了中国“以人为
本”管理思想的历史先河。
　　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是一种非谋略的大智慧。
众所周知，儒家学说的立足点是人，即一切活动以人为中心。
比如，五常的实践者是人，受益者也是人；孝的对象是人，行孝者也是人；祭祀的对象虽然是鬼神，
但目的还是为了活着的人。
如何做一个好人、贤人、圣人，这是儒家毕生追求的目标。
孔子日：“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孔子强调人做得好的就应当做官，而做官的原则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一切以民为本，以恪尽职守为转移。
孟子之所以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的主张，原因就在于他所崇拜的孔
子最关注人。
那么，儒家是怎样理解人、衡量人的呢？
应该说，儒家所谓的人主要局限于伦理与社会范畴，同自然的人没有太多的联系。
我们这么说，是因为儒家所说的“人”主要有三义，即人才、人品、仁心，换句话说，儒家主要是从
这三个方面来衡量人的。
也就是说，要实现真正的王道政治，就必须以人为本，选贤任能，才能实现这一理想。
这为后世的政治与管理开创了一条大道。
　　以人为本的管理最重要的就是选人与用人。
如何选人，如何用人，历代的为政者、管理者、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结合历史来分析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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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故事中的管理法则》“正如海里的每一滴水珠都隐藏着海洋的奥妙一样，这里的第一个寓
言都蕴涵着营销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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