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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华夏人文精神早启，且源远流长，一以贯之。当此“和平崛起”之际，吾华精神文明有益于当下世界者，不胜枚

举。中华人文的核心乃中国哲学，其智慧弘大而辟，深宏而肆。本文略论中国管理哲学的大智慧及元方法，以就教于

方家。至其发挥运用于现代的企业或行政管理，甚盼诸君子深细体察，力行实践。 

一、儒家“导德齐礼”的智慧 

   孔子强调要在人事活动中，特别是道德活动中去体认天命。于此，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

者，其天乎!”(《宪问》)正因为生命有了这一超越的理据，所以儒者才有了积极有为的当担意识和超越生死的洒脱

态度：“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朝闻道，夕死可

矣”(《里仁》)；“未知生，焉知死”(《先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微子》)等等。天下贯于人的心性之中。天不仅是人的信仰对象，不仅是一切价值的源头，而且也是人

可以上达的境界。人本着自己的天性，在道德实践的工夫中可以内在地达到这一境界。孔子思想并不是如黑格尔在

《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说，只是一些俗世伦理，孔子的人性、天命、天道的思想有深刻的哲学形上学与宗教的终极关

怀的内容。 

   在孔子那里，“天”有超越之天（宗教意义的终极归宿）、道德之天（道德意义的秩序与法规）、自然之天（自

然变化的过程与规律）等不同内涵。他在肯定天的超越性、道德性的同时，又把天看作是自然的创化力量。“天何言

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有创造精神，是万物的创造之源，但采取的却是默运的方式，

而不是强行干预的方式。“天”的这样一个品格，也赋予了人类，特别是圣人。“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

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这是说，尧、舜都是以天为则，无为而治的。孔子以赞颂尧舜，发挥

“天”的非人格性的观念。 

   孔子重“礼”重“仁”，是对三代至春秋时期的文化成就，尤其是对周公以降的文化成就的继承。孔子超乎前代

思想家最主要的贡献，是把“礼”的内核“仁”，即人文价值理想确立起来并作了多层面、多维度的发挥。“仁”是

孔子思想的中心观念，也是中国哲学的中心范畴之一。 

   孔子一般不直接说“仁”是什么，正如老子一般不直接说“道”是什么一样。这也是中国哲学的方式。我们可以

通过孔子与当时人的对话中体悟“仁”的多重意涵。具体的对话在具体的时空中进行，有特殊的语言场景，提问者有

不同的年龄、身份、性格、经验、问题意识与提问方式，孔子又善于因材施教，引而不发，因此我们要慢慢琢磨体会

孔子之言，任何抽象，任何只停留在表层文字上去理解，都难免挂一而漏万。但为便于读者把握孔子“仁”学的主要

内涵及其层次，我们又不能不略为概括如下： 

   第一、以“爱人”为“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颜渊》)孔子主张仁

智双彰，以爱人为仁，知人为智。他继承周公以来的人道主义传统，不仅反对人殉人牲，甚至对以人形的木陶俑去陪

葬都表示厌恶。据《论语·乡党》，有一次退朝，孔子闻知马厩被烧了，他首先问“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关心的

是人，而不是马（及马所代表的财产）。他关心的人，包括饲养马的普通劳动者。这种爱人、同情人、关切人，包括

爱、同情、关怀下层百姓，是“仁”的主旨。孔子所重在“民、食、丧、祭”（《尧曰》）。他反对暴政，主张象子

产那样“惠民”，“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公冶长》），希望统治者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使百姓维持

生活、生产，有一定的生活保证。他肯定民生问题、老百姓吃饭问题是为政之本。孔子主张藏富于民并教化人民。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

焉？’曰：‘教之。’”（《子路》）庶是人口多起来了，在人口稀少的当时，这是社会繁荣的标志。他主张“富

民”“教民”，庶而后富，富而后教。他注意社会公正问题，反对贫富过于悬殊。 

  《中庸》中记载孔子答哀公问政的一段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



等，礼所生也。”这就是说，“仁”是人的类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是以亲爱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感，是孝敬父

母等亲情的扩大，即推己及人。“义”是合宜、恰当，尊重贤人是社会之义的重要内容，这是敬爱兄长之心的扩充。

“亲亲之杀”是说“亲亲”有亲疏近远等级上的差别，“尊贤之等”是说“尊贤”在德才禄位上也有尊卑高下的等

级。“礼”就是以上“仁”（亲亲）和“义”（尊贤）之秩序、等第的具体化、形式化。由此可知，“仁”的第一义

是爱人，这是有差等的爱，以孝弟为行仁之始，亲亲、贤贤，推己及人，直至泛爱众。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

爱物。” 

  第二、以“克己复礼”为“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颜渊》)“克”是“约”的意思，克己是约束、克制、修养自己，复礼是合于礼。礼是一定社会的规矩、

规范、标准、制度、秩序，用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一个稳定和谐的人间秩序总是要一

定的礼仪规范来调节的，包括需要有一定的等级秩序、礼文仪节，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事情。礼随着时空的变化

而变化。孔子一方面重复古代的讲法，肯定“克己复礼”，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即以礼修身，

强调教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转向内在的道德自我的建立，强调“为仁由己”。儒家的学问是“为己之学”，而不

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为人之学”。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这里指出了礼

乐形式背后的是生命的感通、人的内在的真情实感、道德自觉。“仁道”及其标准并不远离我们，现实的人只要有自

觉，只要想去行仁，仁就在这里了。道德是真正显示人之自我主宰的行为，道德是自己对自己下命令，是“由己”，

而不是“由人”，即不是听任他律的制约或他力的驱使。孔子是世界上最早认识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由的文化伟人之

一。当然，这并不抹杀礼的积极意义，礼是社会的节与度，礼使君子的行为保持一定的节与度，亦有助于道德的主体

性、自律性原则的建立。合于礼、实行礼的过程是人性化的过程，是“仁”（内在性的道德）在特殊社会条件下的外

在表现。孔子维持了仁与礼之间的创造性紧张，这是培养君子人格，从事道德的自我修养的很好的方法。由上可知，

“仁”的第二义是修己，通过实践礼而有教养，同时不执定于礼，努力体认礼之内核，达到实践仁德的自觉、自愿、

自律，挺立道德的主体性。 

  第三、“忠”与“恕”接近于“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

也已。”(《雍也》)什么是“仁”呢?仁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启悟别人，让别人自己站得住；自己通达了，也

要帮助别人，让别人自己去通达。人们都可以从当下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去做，这是实践仁道的方法。孔子的意思不

是外在强加地使别人立或达起来，而是创造一种气氛或环境，让人家自己去挺立自己的生命，在社会上站得住并通达

人间。这才是仁人的品格。 

孔子进而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也是“仁”的原则之一。“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

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

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君子终身奉行的“恕道”是：自己所不想要的东

西，决不强加给别人。例如我不希望别人羞辱自己，那我决不要羞辱别人。尊重别人，是别人尊重自己的前提。这里

强调的是一种宽容精神与沟通理性，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什么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忠”就是“中”，讲的是人的内

心。“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雍也》)人的生存由于正直，不正直的人也可以生存，那是他侥幸地免于

祸害。孔子讲内在的“直”德，就是内不自欺，外不欺人，反对巧言令色，虚伪佞媚。“忠”又是尽己之心，“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内心真诚的直德的不容己的发挥。“恕”讲的则是待人接物。“恕”是推己之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实际上，“忠”中有“恕”，“恕”中有“忠”，

“尽己”与“推己”很难分割开来，这是仁道的—体之两面。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道原则，推而广之，也是

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的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自然之普遍和谐之道。“仁”

的内涵包括物我之间、人人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这里，道指人道，即仁。

忠恕未足以尽“仁”，是为仁之方，所以说违道不远。 

   第四、孔子仁道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

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

货》）孔子讲“仁”，主要是针对有禄位的诸侯、卿、大夫、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主要是对官员、干部和知识分

子的要求。他强调了仁德高于聪明才智，强调了严肃庄敬的态度和合理合法地动员百姓的重要性。“仁者安人，知者

利仁”(《里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

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里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他回答子张怎样才能管理政



事时，提出了五种美政：“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五种美政的中

心是顺着人民的利益使人民得到幸福的“利民”思想。对于官员、君子，这里提出了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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