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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敏认为，中国没有一流企业是缺乏优秀制度的结果，学习和应用西方管理体系是我们的长期任务。  

  “头正颈松， 舌抵上颚， 两眼微闭……”佛香缭绕中，几十名学员端坐蒲团，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教授的引导下一起

进入周易中所讲的无思无为的境界，领悟卦爻符号的奥秘。  

  张其成的易和书院国学会所位于北京中关村南大街东侧一座公寓楼的顶层，会所装饰得古色古香，张教授和几个学习辅导全部唐装

布履，缕缕天光透过头顶的天窗洒进来，墙上几处挂着隶书体的 “禁语”两字，不时提示“易道精华”班的学员：参悟的要义端赖一个

“静”字。“管理就是管人，管人在于心智的教化，大易强调的无思无为的洗心之法，恰好是人类修行心智的核心方法。”《易道精华》

就是易和书院国学管理体系核心课程，目的在于通过学习易道这一“国学的精华和灵魂”，帮助学员“修心开智”。 

  张其成自2003年开始倡导国学管理，在他看来，中西商业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使得西方管理体系在中国水土不

服，中国企业（准确地说是所有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企业）管理的出路在于向本土的传统国学智慧求助，开创适合自身内外环境的国学管理

体系。易道作为统领国学智慧的主干，包含了宇宙、社会、人生运动变化的大规律，以及测变、知变、应变的大法则，应当承担起国学管

理智慧源泉的角色，再以易道主干串起儒、道、释、兵、医等国学管理智慧支脉，共同组成国学管理的宏大体系。这个体系的外围，是国

学智慧之“道”统驭下的西方管理之“术”，道之驭术就像大脑支配四肢，二者在体系中相得益彰。  

  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着实让人大开眼界，然而仔细琢磨一下其立论的基础，又非常让人困惑。西方管理体系在中国水土不服，这个

判断有些似是而非。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的都是从本国复制过来的管理体系，照样运行得很好，并没有因为中

国 “特殊的环境”而出现太大的偏差；中国本土企业中的佼佼者也无一不是持之以恒地认真学习和实践西方管理体系，这些都是有目共

睹的事实。西方管理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组织运营和商业智慧的结晶，虽然贴着“西方”的标签，但对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营的

组织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现代”管理体系，即使在中国非常年轻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也表现出了强大的威力。这个道理张瑞敏表达得很

清楚：中国缺乏一流企业是缺乏优秀制度的结果，学习和落实西方管理体系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长期任务。  

  退一步讲，中国现在的商业环境是距离西方国家的状况近一些，还是距离易道产生的三皇五帝时的状况近一些呢？中西文化差别的

确存在，但更多是一种纵向的动态的发展水平上的差别。拿制度环境来说，特别是加入 WTO之后，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制度变革过程，现

代市场经济和法制框架已经初步搭建起来，与西方国家之间已经是同质多于异质。  

  至于人文环境，即 “人心”上的差别，譬如说中国人更重视人情，更讲变通。因此张其成断定，“中国企业实际上需要的是治

理，水字旁的‘治'，讲的是柔性、变通；西方的管理，是竹字头的‘管'，对中国人来讲显得过于硬性、严格。”“在中国推行西方严密

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势必发生严重的文化冲。”  

  这里且不说在人类心理活动这一所有学理之逻辑基础上存在共通的天性，即钱钟书先生指出的： “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

海，心理攸同。”单从社会人文环境表层来看，“人心”也是在变化的。我曾经遇到一位出租车司机，他说自己在十几年前开“面的”

时，“宰”乘客是家常便饭，那时多数司机也都跟他情况差不多，现在开轿车了，“乘客精明了，自己也长进了，不去干那些没意思的事

了。”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法制的实践、教育的滋润、媒体营造的氛围等正在合力推动着中国 “人的现代化”，培育着现代商业

人文精神：契约精神、对制度的尊重、对个体的尊重、合作精神、信任精神等。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中西商业环境将会有更大的共通性，这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在这个大背景下，横向地、

静止地谈中西差别，运用道家 “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智慧一味地强调顺应目前一个时点上的环境容易产生误导的结论，实

际上也就站在了阻碍现代商业人文精神养成的阵营里去了。  

  张其成把国学管理体系概括为 “123580”：太极、两仪、三才、五行、八卦、无极。“其中对应着企业从成功到成熟的发展规

律，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智慧。” ——这种从古圣先贤那里一脉相承的演绎法门让你油然而生“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感觉，不是一时

片刻能够参悟得透的。张其成举例说，伊利公司的郑俊怀之所以一败涂地就是因为心智功夫的欠缺，导致一念之差违反了“履卦”的义理

（履者，礼也，意谓合乎制度规范的实践），最后酿成苦果。这两年国企领导黯然落马的事件不少，是不是研习国学心智就可以解决问题

了呢？号称《易经》手不释卷的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因为在期货市场违规操作酿成大祸，反思这个事件的教训，究竟是陈久霖

尚未得易学三昧，还是中航油当时缺乏现代企业要求的严格监督制约机制呢？  

  国学管理仅仅是国学热的一个支流。国学热这两年好像在持续升温，某高校甚至还让国学搭上时尚快车，通过手机短信提供随时随

地的国学教育服务。国学热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对发达国家 “薯片”、“芯片”、“大片”联合进攻下长期“文化入超”状况的忧

虑，有经济持续增长滋生膨胀起来的“盛世情怀”，有国际范围内愈演愈烈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围绕着国学复兴话题涌现了许多赞

成或批驳的言论，让人想起20世纪初期那场中西文化论战，只不过此时的“中派”阵营里没有了留着辫子给学生讲课的辜鸿铭那样的极端

代表人物，我们顶多偶尔能够听到冯其庸老人“要用国学智慧来治理我们的国家”这样的言论。  

  用国学智慧治理国家也罢，管理企业也罢，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以开放的胸襟和发展的眼光，要用现代知识系统给国学一个适当的

关照和解释，警惕 “人类文明，一旦成熟就容易走上嗜癖钻角的死路，也容易因炫示智能而蹈空凌虚，陷入另一条死路”（余秋雨

语）。然后再搞清楚国学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在哪里，结合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否则，受到伤害的不止是国家和企业，还有我们弥足珍贵

的国学本身。 

下一篇：“太和”：和谐企业的内外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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