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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传统文化蕴含有丰富的管理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管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宝藏，它主要是由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部分所构成。 

  从理论层面看，主要有四点：（一）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为我们留下的治国之道与管理之道。中国是一个文

化早熟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提出的“九流十

家”之说。“九流”是指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九流”再加上属于文学

范围内的小说家，称之为”十家“。从管理哲学上讲，百家之中主要是五家，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为

代表的儒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蕴含

有极其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管理之道。先秦以降的历代政治家和哲学家，在他们的“文集”中也总结出了中国的治

国之道，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弘扬。（二）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含的管理思想。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

说理深邃的政论、奏议、书信、杂说，对于现代企业管理也有某些启示意义。日本企业家如铃木博、村山浮等人，在

这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韩愈在《杂说》中所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里

说的是人力资源管理，要求管理者要具备“识贤”的能力，方可发现“千里马”。杜牧在《阿房宫斌》中，认为秦王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是秦亡的根本原因。这里讲的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还是

“群言堂”的作风问题。凡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不但使管理者“日益骄固”，而且也“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

敢怒”，总有一天是会垮台的。宋代诗人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亦指出：“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

妇之心。”这里讲的是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柔性管理。统治者单凭手中的政治权力推行严刑峻法，单凭金钱实施物质刺

激，只能暂时压服或收买民众，而不可能长久获取民心。要想得到“匹夫匹妇之心”，只有实施儒家的柔性管理和塑

造企业家的人格魅力。明代洪应明撰写的《菜根谈》一书，也被日本企业家加以现代诠释，奉为企业管理的座右铭。

（三）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管理之道。中国是一个战争频繁的国家，历代兵书极为丰富。以先秦为例，在《汉书·艺文

志》中，所载兵书就有53家，790篇，图43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六韬》、《司

马法》等。兵战与商战虽有相异之处，但也有相通之处，因为二者都是人类的不同竞争活动。所以，可以把兵书中的

竞争智慧移植到商战中。中国最早将兵家智慧应用于商贾经营的是战国“善为商贾”的洛阳人白圭。他不但乐观时

变，善于掌握气象规律。把握经营时机，在丰年时大量收贮粮食而在歉年出售，从中获取成倍利润。在经营策略上，

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在人格上，根据《孙子兵法》的人格论，认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

“智”（机敏灵活、善于应变）、“勇”（判断果决）、“仁”（取予适时，不一味与人争利）、“强”（意志坚

定）四种人格要素。白圭的经营术及其人格论，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所以，白圭被历代商人推崇为治生祖师，成为商

人效法的楷模。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家将《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等兵书自觉地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形

成了兵法管理学派。（四）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管理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有《东周列国志》、《水浒》、

《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现代企业家也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管理艺术和用人智慧。在《三国演义》

中，诸葛亮、孙权和曹操在争斗中多姿多彩的战略战术和管理艺术，也为现代企业家所乐道。如蒋琬被刘禅任命为丞

相后，他想要稳定军心、民心，重振蜀国，不但要有治国方略，还要具有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蒋琬执政后，许多老

臣不服气。东曹椽杨戏同蒋琬议事，傲慢无礼，或沉默寡言，或说话不中听。有人借机挑拨二人关系，中伤杨戏。蒋

琬深知计较此事势必酿成门派斗争，于国不利。于是，他为杨戏辩解说：“人哪有一样的啊！杨戏只是说话比较慎

重，再说他想赞同我，违背己意；想反对我，倒显出我有错，还不如干脆不说好。以后你们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是

非。”而姜维则没有蒋琬那样的宽容气度，当杨戏借酒冷嘲热讽他时，就找个借口把杨戏贬为平民。督农杨敏议论

说：“蒋琬做事昏庸，比不上前任（指诸葛亮）。”有人把此话告诉了蒋琬，主张责问杨敏。他非但不怒，反而说：

“我确实不如前任，心里时常愧疚。”“既然不如前任，行事自然处置不当，这不就是昏庸吗！还责问什么？”后来



杨敏因罪入狱，蒋琬并未借机报复，反而秉公处置，未判杨敏重罪。从蒋琬的宽容处事中，要求企业家必须在处事待

人上，要具备容人、容言、容事的宽容气质。只有对下属宽容大度，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以德报怨，化敌为友，多

看人的优点，少责人的缺点，是营造企业向心效应的有效手段，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凝聚力。《红楼梦》第56回《敏探

春兴利除宿弊》，描写的是贾探春如何改革与管理大观园的故事。贾探春按照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管理原

则，以“兴利节用为纲”，“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实行自负盈亏的承包责任制。这一大观园改革的新经济政策出

台后，纷纷要求承包。他们把自己所承包的视为“永远基业”，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劳动和照看，生恐有人遭

踏。他们“照顾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动。”同时，按照薛宝钗的“小惠全大体”的管理思想，还对未承包者施

以小利，极大地调动了积极性。这是成功管理的典型。 

  从实践层面看，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明清商帮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从明中叶以降，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

产生和市民阶层的形成，不少士人的价值观念有所转变，把“儒”与“商”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

儒商及其帮派，其中最有名的有徽商、晋商、宁坡帮、潮汕帮等。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位杰出代表。在他们的商贾

经营中，能够自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运用于管理，并在实践中积累了管理思想。此外，还有明清以来的老字号

店的经营之道，比如北京的同仁堂、全聚德、六必居等。他们所以能够长久不衰，必有其成功的秘诀，需要认真探讨

和研究。（二）近百年来，海内外华人企业家的成功管理之道。他们在自己的工商业活动中，总是努力把中国传统文

化与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过各种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这也是一份重要的文化管理资源。他们中的主要代表人物

有：近代民族工业的开山祖陈启源，一品三代封典巨贾王炽，近代工商业先驱郑观应，民族工商业巨子刘鸿生。在香

港，有董建华、李嘉诚、霍英东、曾宪梓、汤恩佳、梁风仪、邵逸夫、金庸、荣智健、杨钊、蒋震等人；在澳门，有

爱国报国的马万祺；在台湾，有博士商人朱伯舜，台塑巨人王永庆等人。在美国有华人电脑专家王安，华裔女杰陈香

梅等。在新加坡，有亦儒亦商的民间大使唐裕，有热衷于文教的橡胶大王李光前，亦文亦商的周颖南等。在菲律宾，

有南洋儒商林健民，菲航总裁陈永栽，亦商亦学邵建寅，以诚取胜吴彦进，学者经商云鹤。在泰国，有梦莉、胡玉麟

等人。在马来西亚，有马华文坛帅才云里风等人。（三）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国有企业的管理经验，也是一份珍

贵的文化管理资源。这里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教训。从正负两方面，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由此可见，由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构成的中国管理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对于这些管理文化资源，必须站在现代企

业管理的高度，对它进行现代转换，注入时代精神，进行新的诠释，方可成为建构中国式管理思想体系的有用资源。

在这一方面，日本、韩国和香港、澳门、台湾及海外华人企业家比中国大陆走在前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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