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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出了“不争”、“贵柔”、“守雌”、“安于卑下”的原则。他主张向水的品格学习。柔弱之水可以冲决坚强之

石，弱可以胜强，柔可以克刚，新生的、弱小的事物能够战胜腐朽的强大的事物。老子看到强大了就接近死亡，刚强

会带来挫折，荣誉会招致毀辱，因此安于柔弱、居下、卑辱。他提出“去甚、去奢、去泰”（29章）的主张。按这一

思路，老子主张以一定的谋略使敌方陷于失败：“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

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36章）“歙”是收敛的意思。“固”，读为“姑”，姑且、

暂且的意思。 

   老子主张从细小、容易的事情做起，注意观察事物发展变化的征兆、程度，把握契机，以免招致大的困难和祸

患。事情还在稳定时，容易维持；事情还未显露出迹象时，容易打主意；事情在脆弱时，容易分解；事情在微小时，

容易消散。要在事情还未发生时进行预防；要在事情还在未紊乱之前进行整治。合抱的大树，生于细小的嫩芽；九层

的高台，起于第一筐泥土；人生的道路，从脚下第一步开始。 

   由于“道”是一个流转与变迁的过程，“道”具有否定性与潜在性，因而创造并维持了每一肯定与实在的事物。

在这一过程中，潜在与现实、否定与肯定、空无与实有、一与多，沿着不同方向发展变化。我们当然要促成潜在向现

实、否定向肯定、空无向实有、一向多的方向转化，但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的律动。

“道”是阴阳、刚柔等两相对待的力量、动势、事物、原理的动态统合。 

   关于体悟“道”的方法。老子认为，获得知识靠积累，要用加法，一步步肯定；而体验或把握“道”则要用减

法，一步步否定。在他和他的后学看来，真正的哲学智慧，必须从否定入手，一步步减损掉对外在之物占有的欲望及

功名利禄的追逐与攀援，一层层除去表面的偏见、执著、错误，穿透到玄奥的深层去。“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

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48章）减损知、欲、有为，才能照见大道。“损”，是修养的工夫，是一个

过程。面对一现象，要视之为表相；得到一真理，要视之为相对真理；再进而层层追寻真理的内在意蕴。宇宙、人生

的真谛与奥秘，是在层层偏见剥落之后才能一步步见到的，最后豁然贯通在我们人的内在的精神生命中。“无为而无

不为”，即不特意去作某些事情，依事物的自然性，顺其自然地去做。 

   老子十分警惕知、欲、巧、利、圣、智、仁、义对于人之与身俱来的真正的智慧、领悟力、德性的损伤与破坏，

他害怕小聪明、小知识、小智慧、小利益的计较以及仁义道德规范影响了人之天性的养育，损害了婴儿赤子般的、看

似懵懂无知实则有大知识、大智慧、大聪明、大孝慈、大道德的东西。在老子看来，知与欲，理智的或价值的分别，

使人追逐外在之物，容易产生物、我、人、己的隔膜，背离自然真性。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

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16章）致力于“虚”

要经常要彻底，也就是不要让太多现存的、人云亦云的知识、规矩等等充塞了头脑，要用否定的方式排除这些东西，

激活自己的头脑，使自己保持灵性、敏锐，有自己独立运思的空间。“守中”也是“守虚”、致虚。“守静”即保持

闲静的、心平气和的状态，排除物欲引起的思虑之纷扰，实实在在地、专心地保持宁静。这也是随时排斥外在之物的

追逐，利欲争斗等等引起心思的波动。“观复”，即善于观照万物都要回复到古朴的老根，回复到生命的起点、归

乡、故园的规律。“观”就是整体的直观，洞悉，身心合一地去体验、体察、观照。“复”就是返回到根，返回到

“道”。体悟“道”的流行及伴随“道”之流行的“物”的运行的这一常则的，才能叫“明”（大智慧）。反之，不

识常道，轻举妄动的，必然有灾凶。体悟了“道”的秉性常则，就有博大宽容的心态，可以包容一切，如此才能做到

廓然大公，治理天下，与天合德。与“道”符合才能长久，终身无虞。以上所说的通过“致虚”“守静”到极致的修

养工夫，人们达到与万物同体融合、平等观照的大智慧，即与“道”合一的境界。 

   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无用之用乃为大用”的方法学，亦即重视管理中的软件。据巴斯克与艾索思多年对美



国公司与日本公司所作的比较研究表明，美日公司在硬性因素方面，即结构、制度、策略方面都很类似，主要差别在

于日本公司特别重视软性因素，即技巧、作风、人员与最高目标。道家之道，虚灵不昧，是无用之大用。那些看起来

并无实际效用、虚无抽象的企业精神、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企业风格、企业凝聚力等，却渗透到企业管理有形有

用的各个方面，正所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1章）。实有之用是有限之用，虚无之用是无限之用。在管理

中，科学的、工具性的，例如财务、成本或计量的管理是有限之用，而公司文化精神、人的素养、一代代人风的培育

却是无限之用。管理不仅仅提供结构、计划、规章、控制、分工的原则，更重要的是概念、价值、信仰、氛围、文

化。因此，成功的企业都能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信念，形成一种凝聚力，使员工自觉地为企业目标奋斗，并使这种文

化精神在员工中代代相传。这才是决定企业成败、兴衰的根本。当然，这些东西都不能固执之。老子的智慧是丰富而

灵动的，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当然不仅如此，这要靠各位去发挥。 

   三、中国管理哲学的元方法 

   中国哲学提供给现代管理学的智慧是多方面的，其核心是把人作为企业最大的资产或真正的资源。企业中的人的

素养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企业竞争就是人的竞争，而管理就是充分调动人的因素，充分开发人的资源，充分发挥

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人文学的管理比纯科学的管理具有更深长的价值，二者当互

济互补。 

   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管理哲学，确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珍

视，值得我们再发挥，再创造。 

  “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以上中国古典哲学的要点，作为中国经营管理的元方法是有其深刻底蕴的。当然，我们

尚需结合现代具体的经营管理活动，融会贯通、实践和发展。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管理智慧及经营谋略之道是世界

级的瑰宝，是有生命力的。它不是小的技巧而是大的智慧，颇值得珍视、发掘与发展。 

   除以上介绍老子的“无”的智慧即“无为而无不为”和孔子的“仁”的智慧即“仁礼双彰”之外，中国哲学还有

一些管理的智慧与方法论。以下我想从元方法的角度强调一下中国管理智慧的整体观、有机系统观、动态平衡观等。

中国哲学把世界看成是开放的、交融互摄、有机联系的整体。中国管理学不把管理对象看成是孤立、静止、不变、不

动或机械排列的。 

   1.“万物一体”“三材之道”的整体系统观念 

   中国古典哲学认为，天、地、人、物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系统，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处

于一个充满生机的生命洪流之中。中国哲人观察宇宙人生，以一种“统观”、“会通”的方式，即着眼于天地人我、

人身人心都处在不同的系统或“场”之中，肯定各系统、要素之内外的相互依存，密切联系。人体小宇宙是一个有机

联系的整体，世界大宇宙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古代哲学以“统体”、“一体”，或者以“道”、“一”、“太

极”、“大全”、“太和”等表明这个整体。 

  《易经》与《易传》把宇宙看作是整体圆融、广大和谐、旁通统贯的。“《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

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周易系辞下传》)这里讲《周易》这部

书是广大而包罗一切的，有天象的规律，有人事的条理，有地理的法则，总括天地人三材而重复起来，所以每卦有六

爻。六爻不是别的，就是三材的规律。“天地人三材之道”把各种事物之间复杂的联系与制约关系，归纳成多层次互

相制约的天道、地道、人道三大方面或系统。 

  “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天”、“地”、“人”三材的思想，都认为创造的生命精神贯注于天

上、地下、人间。天道(乾道)是宇宙间最刚健的、富有创造性的东西，地道(坤道)是宇宙间最柔顺、富有承接性的东

西。《易传》与《中庸》认为，人居于天地之中，兼有天地的创生性与顺成性，参与、赞助、配合、协调天地的变化

与生长，进而与天地并立为三。人是天地之间的枢纽。广博深厚的天地之道生育万物，不可测度。人学习、效法、光

大天地精神，可以尽量地发挥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使他人他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荀子》与《礼记礼运》都

肯定人为天地间物类中有生命、有知觉、有道德者，在宇宙中有最高位置，为天地之德，天地之心。 

老子讲，人要因地制宜，用地要根据天时的变化，变化有其存在于自然界的规律性。“道”是天地自然最根本的总规

律与总过程，统摄天、地、人三大系统。 

  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华严宗的哲学以珠光交相辉映、重叠无穷来比喻宇宙间万事万物彼此之间互相圆融、互相包含

和无穷无尽的联系。它认为，任何事物与现象都不能孤立地存在。现象与现象、现象与本质、全体与部分、一与多、

同一与差异、生成与坏灭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互为依恃，互为因果，互遍相资，相待互涵，相即相入，重重无

尽，圆融无碍。它把世界看作是无限丰富的世界，看作是融摄了不同层次的相对价值系统的绝对价值系统。在一无限

和谐的实在中，主体与客体也是互为依藉、互相关联的。 



  2.“变动不居”“生生不已”的经营管理之道 

   生的原则即创造性的原则。《周易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中国哲学崇尚“生生之

德”，即以人的创造性精神匹配天地乾坤父母之大生广生之德，尽人能以弘大天性。中国“尊生”的传统，即尊重、

发扬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强调全面发挥人的潜能，参赞天地之化育，理性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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