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思想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几点启示 

文/何 苗 

   儒家学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创新和解放运动中，首创于孔子，先
后经过孟子、慎到、董仲舒、陈颐、朱熹等伟大的思想家的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最终形成一个浩瀚
博大、包罗万象、精密完备的思想体系。辨证地看，虽然她有糟粕也有精华，但我们可以批判地继
承许多有用的思想瑰宝，尤其是其中的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天命观，以仁爱为要义、以宽容
为大德的“爱人贵民”、“忠恕仁义”的价值取向和克己尊人、文明儒雅的礼仪廉耻观念以及强调
自省自律、人格修养的上进心等都是我们不可多得的思想精华，其中，儒家学说中关于人才的识
别、选拔、考察和任用等观点对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仍是很具借鉴意义的。 
   一、儒家的天命观是人奋发图强的原动力 
   儒家的天命论，在孔子看来有自然和人格两种属性。儒家相信天命，崇拜天命，认为天是万
物之源、民生之本，但是又不是消极地等待“天命”的安排，而是强调自我努力。所以千百年来儒
家强调出仕而应天命，有为而成天志。应成天命成了士人学士读书作文、奔波劳碌的原动力和强化
剂。中华民族之所以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这与儒家的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自强不息的天命
观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说它是最根本的维持力量。 
   在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我们要有意识地去塑造全体职员的这种天命观。用远大光明
充满希望的目标和理想统一和凝聚人们的思想和心志，使人心齐备、智力集中，这样就可以整合企
业上下的全部力量把事业做好做大。 
   优秀的企业家都很注重以伟大的目标凝聚人心，统一意志。尤其是将儒家思想推崇致极的日
本，松下幸之助等著名企业家就常常和职员们在一起规划美好的蓝图，经常把这些远景蓝图展示给
职员，激励他们。香港超人李嘉诚在橡胶生意最暗淡的时候几乎天天用这种方法给员工鼓劲，终于
在上下一心、群策群力的努力中顺利渡过难关。除了指定远大可行的目标，这种天命观还有演化运
用成目标激励策略。 
   1、首先强调我们的事业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让员工觉得值得去做，做起来有意义有干劲。如
部分企业提出产业报国，有的强调关注环保，有的突出援助老年儿童等等。这种大家普遍认同的、
认为有利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高尚目标很容易聚集人心，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其次，作比较。有三个层次的比较：（1）与外国企业比，尤其在中华民族的百年劫难和
入世冲击下，中国人对外国的东西是十分敏感的，也最容易激发动力。如近年来的联想集团、海尔
集团等一些企业都纷纷提出了冲入世界五百强，还有一些企业提出“与狼共舞，打出去”的口号和
目标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运用。（2）与外国人比的同时还可以和国内同行比。号召全体职员与同
行企业比，通过一个个具体的阶段性目标来激发职员的干劲和热情。（3）在相同的条件和目标下
组织内部同事之间相比。通过比成绩、比效率、比先进，进而比知识、比才华、比技能。这样就会
在我们组织中形成一种好学上进之风、求精图强之气，就会形成激昂澎湃的工作热情和积极向上的
企业文化。反过来，全体职员在这种风气中又会得到锻炼和提高，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样的企
业就是优秀的、先进的和不断发展壮大的企业。 
   二、以“仁治人”的人性管理法 
   当今世界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人的社会性，强调人性化的管理，管理理
论也已经从X理论向Y理论进而向Z理论不断突破。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对
这一问题有着精辟的论述。 
   儒家强调仁义和宽恕，“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是孔子思想的主线，在短短的一
本《论语》中“仁”出现109次。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荀子曾经深刻讲到：
“力不若牛，行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也。”所以既然群那么重要，怎样才可以达到
很好的群呢？儒家推出了“仁”，并将之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儒家“仁”的内涵有几点对我们今天
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非常有意义。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仁者，爱人。”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怜爱心，进而演化
扩展到尊人敬人。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强调得更多的是竞争、是你上我下、你胜我败、你死我活的拼
搏。这样对于整个社会的友爱精神和人文风貌的塑造是一个挑战，虽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它的负面
意义在短期内不容易看到，但是在一个企业、一个单位内部其负面影响却非常明显。大家争先恐
后，都想拿高工资、获嘉奖、快晋级，这样容易在职员间形成一种敌对意识和敌对情绪，而它恶性
膨胀就是职员之间互不配合互相拆台，形成内耗。而一个企业陷于自己人的内耗中，日久必然是先



 

进的受排挤，才能得不到施展，无心上进，日久必散；普通的陶醉于混水中兴风作浪，不思进取，
终无所为。这样的企业即使无人竞争也会自毁。 
   而儒家的仁义学说对之很有裨益。强调：“爱人”，并以之为君子之美。我们在职员培训等
日常教化中可以突出强调人的仁爱之心，并以一定规章制度等奖惩方式提倡号召职员之间的互容互
谅、团结友爱精神，用高尚文明的思想教导职员，普遍提高其思想修养和道德境界。比如，在有些
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企业里，有职员生病大家去看望帮助；新职员进入，全体员工开欢迎会；老职员
离职，大家照样开会欢送。有的企业人事部门连一名扫地女工都十分关心，每逢职员生病、生日、
突发事件更是关心备至。了解其内心之悲喜欢忧，从物质上、精神上给予帮助。这些仁慈做法的目
的就是除去职员的阻力和麻烦，使其充满感激卖力工作；使他们形成良好的同事关系，友好和谐地
相处和协作；使企业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三、礼仪廉耻和自省自律 
   1、“礼”的解说。 
   儒家学说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礼”，在儒家观点看来，“礼”几乎就是法律，就是一切，
“齐之于礼”，则万事皆平。今天看来它确有过激之处，但是细细说来它对我们很有启发。 
   儒家中荀子最先探求礼的起源，荀子认为“礼者，养也”（《礼论》），“礼”的实质是
“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养”就是满足人的生理欲望，但是人有长幼、贫富、贵贱之分，所以
要有个物品财富分配的规则和制度，礼应运而生，逐渐演化丰富。儒家在《礼记》中强调“礼”是
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这也是人的文明水平的标志，也是人的道德意识的外在表现。“道德仁义，
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
师，非礼不亲。”（《礼.曲礼上》） 
   2、“礼”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由于“礼”具有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行为规范、礼节礼仪的内含，它在古代有着管理功能。
荀子重视礼的管理作用，提出“隆礼重法”的管理原则，指出：“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
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荀子.议兵》）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需
要它的作用。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较高的历史阶段，社会关系更加复杂，更需要一种比
较有效的管理思想解决问题。“礼”在封建社会的地位几乎等同于今天的法律，然而又有所区别。
今天我们的法律和法制较为强调刚性的管理作用，突出威猛和权利；而“礼”则是刚柔并济，既有
威猛的一面又有柔和的一面，它讲究先以善恶美丑礼仪廉耻教化人，从内心激发一个人的自觉和主
观能动性，再辅以法律。儒家的这种礼法观念对我们今天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人才的教育与组织很
有启发。一个企业组织要想有战斗力必须有凝聚力，而凝聚力产生于统一管理和纪律，统一的思想
和部署。而我们以往管理工作，要么是强调以严格死板的制度规范强化人的思想和行为，要么放任
自由顺其自然，事实证明这两种比较流行的做法实际上是走了两个极端。应该是刚柔并济，把二者
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中首先要重视培训和“教化”。要在整个企业内部树立起团结友爱的道
德风尚和宽容礼让的人文气息，打造文明先进的企业文化。再用这种企业文化熏陶我们的全体职员
广泛认可。我们的人事制度、纪律规章以及各项制度的建设都不能仅仅流于依靠强制和威猛。而应
首先从人的本性出发用柔性的“礼”---礼仪廉耻，宽厚仁义、友好爱人等从内心教育感化熏陶
人，改进人，把一个集体变成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目
标，大家荣辱与共、一损具损、一荣具荣，于是就容易形成亲如手足、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
关系。这样就容易形成了上下一致、人心齐备、思想统一、团结紧密的战斗集体。这样我们的个体
人力资源就容易整合成巨大的合力，给企业带来理想的收益。 
   3、正身和自律作用。 
   前文已经提到“礼”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纯粹依靠强加的外来压力，也很注重内部的自
醒。“礼”的约束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正身和自律来实现的。荀子说：“礼者，所以正身也。”
（《荀子.修身》）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孟子也同
样的论述：“正已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正身和自律是一种自觉的道德行动，是
“仁”的表现，它出自人心灵的规定性和自觉性。用这种思想教化我们的职员，使之从内心深处不
断地正身和自律，不断地提高自我的思想和知识，加强自我修养和改进。为领导者正身和自律，就
能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勇于进取，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被管理者做到了正身和自律，就能自
觉遵守规章制度，不但积极完成任务做好本职工作。一个注重正身和自律的集体可以节约很大的管
理成本。 
   4、自尊和尊重别人。 
   在儒家学说中，自尊和尊重他人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礼记.曲礼》中说：“夫礼者，
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自尊心，而况富贵乎？”儒家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所以它不但十分
强调“爱人”，还强调“尊人”和“敬人”。自尊表示一个人的尊严，表示自己对自己尊严的肯
定；尊重别人表示对他人人格尊重的一种肯定。儒家认为真正的自谦是对自己人格尊严的肯定，也

 



是对他人尊严的肯定。一个没有自谦和自尊的人，首先是对自己尊严的否定，也是对别人的不尊
重。自谦和自尊都是一种礼貌，是一个人的人格修养。 
   在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可以注重以这种思想教育人。自尊是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一个
注重自我人格和尊重他人的人自然也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人。通过强调自尊，可以将职员引导到比知
识、求进步的思路上来，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同时要明确，所谓的“自尊”不是妄自尊大、目空
一切，而是通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他（她）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按儒家的话来讲就是要修
身、正身而严于律己（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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