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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r’s cognition has been thought as important by scholars in the fields of management. 
However,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number of management researches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cognition of 
Enterpriser is few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so we turn ourselves to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that is famous for its 
attention on self-cultivation. We hope we can provide some help to our enterprisers by our research and this 
research can be regarded as an attempt of us to integrat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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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家认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由于国外管理学对如何提高认知着墨并不多，因此

我们把注意力投向重视个人身心修养的中国传统文化。希望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总结出动态

环境下致力于持续经营的企业家应该具有的品质。本研究立足于传统文化，可看作本土管理研究的一

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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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外关于企业家认知的研究 

自 1992 年 Hambrick 提出对于高层管理者认知进

行研究以识别管理者认知对于企业经营决策和竞争力

的各种影响以来[2]，企业高层认知研究已经成为战略

管理领域 重要的研究分支之一。已有的研究也表明

企业高层认知确实对于企业战略选择、战略更新以及

技术选择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4][6]，有关组织认知的研

究也已经成为解决组织研究领域若干重要问题的新手

段[3]。近来 Teece 等的研究更是从理论上正式将企业

家认知扩展到动态能力领域，认为企业家认知是企业

动态能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表现为这种认知能力突出

影响了企业对于环境的扫描和感知等，影响了企业对

于未来机会的发觉和把握[1][5]。以上研究很明显已经说

明了企业家认知对于企业动态适应环境的重要性。实

际上企业家的认知不仅对于企业的环境感知和动态适

应环境是重要的，就是对于企业的其他一些重要方面，

例如日常用人和其它重要资源的配置方面也是极为重

要的。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

的，这表现为人对于外界的认知和解释经常会失败。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本身的收集、加

工信息的能力以及本身的知识水平有限。由于信息、

知识水平不到位，所以无法对事物做出准确的判断与

解释。对付此原因所引起的认知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手

段就是学习。吸收能力的相关研究指出通过学习人的

知识水平提高了，对于外界环境发生的各种变化会有

一个更加准确的解释，也会发现别人难以发现的机会

等[7]。然而，需要特别指明的是人在认知方面的失败

并不是完全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由于人是感情的动

物以及人的思维惯性等原因，人却经常会犯各种各样

的、本来可以避免的、与其知识水平无关的认知错误。

例如决策领域的研究成果发现人经常无视环境的变化

照搬照抄先前的成功经验而犯了经验主义错误[9]。同

时人也可能因为自身情绪方面的原因等，造成在决策

时不能理智权衡而形成失误。种种类似事件说明，人

的认知能力不仅仅取决于其具体知识水平如何，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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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过程中大脑的清醒、理智程度。

大脑越清醒、理智，相应的知识储备越能发挥作用，

认知能力就会得到正常发挥。反之，则固有的知识储

备哪怕再丰富也可能派不上用场，相反可能还会成为

一种累赘。因此，企业家认知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方

面就是尽量保持头脑的清醒与理智以保证自己工作的

有效性。那么企业家如何进行思维训练以保持头脑的

理智与清醒呢？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西方管理学界的

学术研究成果还不多，也不成系统。毕竟企业高层管

理人员的认知问题也是刚刚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现

阶段西方管理学界已有的研究更关心的是企业家认知

对于企业经营的影响，对于如何提高企业家认知则着

力不多。相反重视修身养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不少

地方都涉及到了人的认知问题，也谈到了解决认知问

题的很多办法或者是根本性原则。这表现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些经典著作，例如《道德经》《易经》《庄

子》《荀子》等，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都讨论了人的

认知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注重个人修身的中国传统

文化中或许可以为企业家认知提高提供一些建议和思

路。以上就是本文写作的目的和思路。 

2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企业家的启示 

前面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经典著作，例如

《道德经》《易经》《庄子》《荀子等》等，其相当

一部分内容都表达了中国古代先哲对于世界和人生的

认知，论述了国家、个人的长守之道。例如《易经》

实际上阐述的是远古先民的动态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

观下的生存之道。老子的《道德经》讨论的也是这样

一个类似的问题：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长守之道是

什么？而荀子《解蔽》篇作为中国思想史的著名长篇

之一则集中讨论了人的思维上可能受到的种种蒙蔽以

及走出这些蒙蔽的办法。总之这些经典著作从不同的

侧面对为政者如何认知真理、如何保持长守等提出了

忠告。虽然这些思想的创造者是几千年前的先民，针

对的对象也主要是当时的当政者，但是由于其思想深

邃性以及组织管理在某些方面的共性，这些思想对于

今天企业家群体的认知来说也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经过对于以上文献的阅读与不断理解我们认为传统文

化对于现代企业家认知的重要意义在于告诉他们，认

知水平的提高不仅是一个学习和搜集信息的过程，还

是一个自我修养的过程。只有个人修养不断提高了，

判断周围事物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真正提高，才能

正确地利用自己的知识对周围事物做出判断和分析，

表现为人的认知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否则，单纯的知

识水平再高，也可能因为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缺失、

不到位而无法有效利用。因此，在这里个人认为，离

开个人的修养谈认知与管理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个人

认为传统文化对于动态环境下管理者认知所提出的修

养要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谦虚谨慎之道。老子的思想的根本特点就

在于“贵无”。老子认为，“无胜于有”，并以“水

善处下”、“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以及“万物莫能与

之争”来阐述了“无”的种种具体含义以及妙处。在

这种“无”的思想的指导下老子提出了个人以及国家

长守之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谦虚谨慎之道。老子

认为即使面对大好形势，真正得道的圣人表现出的样

子也是“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

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

浊（《道德经》第十五章）”。也就是说圣人会时刻

保持一种“小心谨慎，好像冬天踩着河水过河，又好

似时刻准备邻国进攻”的态度。这种态度在老子那里

被解释为一种“不欲盈”，也就是一种谦虚、不自满。

而老子认为正是因为“不欲盈”， “故能蔽而新成（《道

德经》第十五章）”，也就是能够不断随着环境变化

而更新自己以达到生存下去的目的。可以说谦虚、不

欲盈这一论述与老子“贵无”的核心理念是完全一致

的，是这一核心理念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时的一种体

现。这一点反映到企业家身上来说就是不能因为自己

以及企业当前的状况不错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相

反在新的经营环境面前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自

满的精神状态。唯有保持这种不欲盈”，才能“蔽而

新成”。为什么谦虚谨慎，“不欲盈”就能“蔽而新

成”呢？老子没有正面回答。但是荀子从认知的角度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荀子认为“人生而有知，知

而有志（此处志为识记、记忆的意思）；志也者，臧

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荀

子》解蔽。以下关于荀子的论述，如果不加标注，都

默认引自《荀子》解蔽篇）”。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个

体所形成的记忆、主观经验和认识等由于已经占满了

人的心灵空间，处理不当往往会排斥新知识、新信息

的获取。而所谓“谦虚”就是不因为这些旧有的认识

已经占据心灵空间而妨碍新知识、新信息的获取。已

有的认识为什么会形成对新知识、新信息吸收的障碍

呢？荀子对此给出了解释。荀子认为人心经常是被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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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的。那些东西蒙蔽人们的心灵呢？荀子认为很多东

西，几乎是万事万物都会蒙蔽人的心灵：“故为蔽：

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

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

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其中“今为蔽”、“博

为蔽”等可以理解为眼前的状况，包括成功，丰富的

知识水平等能够蒙蔽人的心灵，使人的认知能力不能

正常发挥。而谦虚精神的培养能够有效克服这种既有

认识所造成的蒙蔽，“将须道者，之虚则入”。《菜

根谭》中也说“心不可不虚，虚则义理来居”。这种

情况下人的心灵中就开启了吸收新知识、新信息的开

关，保持了对外界环境的敏感。如果不能保持谦虚，

则心灵、思维始终会处于被蒙蔽的状态，对于新知识、

新信息的态度必将是漠不关心，表现为荀子所说的“心

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

“心不使焉”说的就是心灵丧失了动态能力 基本的

前提——对外界环境的敏感。如果没有这种敏感，即

使 刺激的信息摆在眼前也不能唤醒处于遮蔽状态的

心灵。对于企业家来说，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会

取得不少成绩，但是成绩的取得、周围人的肯定和吹

捧往往导致企业家自身骄傲、自满情绪的滋生。而骄

傲自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家会产生一个错觉：自

己的成就很不错了，自己也很了不起了。这种错觉的

产生将会蒙蔽企业家的心灵，削弱它们的正常思维能

力，自然而然地造成“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

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的闭塞状态。企业家看不到

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意识不到新的变化带来的挑

战，获取新信息、学习新知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迅

速消失。长此以往累积下来的结果就是企业适应动态

变化环境的能力也不断降低， 终走向败亡。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不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经历短暂

的成长以后迅速走向衰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很多

情况下就是因为企业领导人不能继续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而导致的。企业迅速的成长、成功

蒙蔽了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曾经清醒的头脑和雪亮的眼

睛。骄傲自满使得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开始自负，不仅

听不进有益的建议，也停止了对于新知识、新信息的

学习与获取，对环境变化非常迟钝。待到失败接踵而

至时头脑方才恢复清醒。然而为时已晚，企业往往已

经丧失扭转乾坤的能力与信心。正所谓“富贵而骄，

自遗其咎”（道德经第九章），又所谓“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

自矜者不长（道德经第二十四章）”，而成功者“以

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第三十四章）”，

说的就是这样同一个谦虚的道理。实际上部分中国企

业过去三十年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国家宏

观政策调整所形成的对其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正是

有了这一有利环境，这些中国企业才能够具有别的国

家的企业所不曾具备的普遍优势。中国的企业领导人

应该认识到自己企业的成功与个人能力有关，但是与

国家宏观环境更是有关。如果不能清醒的认识到这一

点，则可能会盲目乐观，而企业在将来也很可能会栽

大跟头。 

第二，自我批判之道。谦虚、谨慎的精神很重要，

因为这有助于向外吸收新知识、新信息，也有利于听

取不同的意见，从而保持了对环境的敏感度。但是对

于适应动态环境来讲仅仅谦虚、谨慎还是不够的，因

为前面所讨论的谦虚谨慎之道主要是一种应对外在环

境变化的态度。除了谦虚谨慎之外，企业还需要对内

对自己企业现有的一切，包括制度、技术、经验和文

化等随时间、环境的不断变化做出相应批判。也就是

说对于企业家来说，除了谦虚谨慎外，还需要进一步

具备自我批判的精神。 老子认为“知不知，尚矣；不

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

不病（《道德经》第七十一章）”。就是说之所以有

道的圣人没有缺点，因为他把自己的缺点当作缺点。

正因为他把缺点当作缺点，所以他没有缺点。这里老

子提倡的是一种直面自身缺点的自我批判精神。反映

到企业家认知中，企业家也应该多对自身以及企业本

身加以自我批判，摒除不适合企业发展、不适合时代

与环境的经验、知识与惯例。为什么需要批判呢？前

面已经提及，荀子认为：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

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

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

公患也。其中“古为蔽”说的就是过于重视先前的历

史经验与认识也能够蒙蔽人的心灵。因为人们从历史

中得出的经验认识只能说是“道之一隅”，只能是真

理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而荀子认为“曲知之人，

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

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

也”。而那些被蒙蔽的人，就是因为自己只是观察到

了部分真理，而自己却不知，仍然固执的坚持自己的

偏见，从而形成了各种蒙蔽心灵以及由此导致的灾祸。

因此对于“古为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应该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Ⅱ

978-1-935068-45-7 © 2010 SciRes. 24



 
 

 

 

 

是的自己的思维局限、执着于已有的经验、知识与惯

例，相反随着实践环境的变化应该对其加以批判和重

新审视，放弃不适合新环境的一切经验、知识和惯例

等。对于企业家来说，现有的一切对于其曾经的成功

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企业家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企

业管理的真理，认为自己只需要将这些贯彻到以后的

经营中去就可以了。然而实际的情况却可能并非如此。

企业的资源，包括各种技术知识，制度，文化，特别

是人的思维观念等，几乎都是来自对过去时空背景下

产物，是企业家或者其前任过去的主观归纳和总结。

既然是历史的产物，那么它与当今中国社会剧烈变化

的现实或者未来的需要可能就有不相符的地方。也就

是说与现实相比较，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不足的，都

是需要改变的。如果过于执着于已有的一切，放弃对

其应有的批判，则很可能为其所蒙蔽。因此企业家学

习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找出这些缺陷并加以认真改

正。这就要求企业家要有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这一

点国外研究也已经提及：企业现有的一切资源由于其

本身的一些僵化特点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企业的动态

适应能力[8]。这种阻碍经常表现为资源导致的路径依

赖以及大脑寻求解决方案时的局部搜索习惯等。因此，

只有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并加以批判才能避开路径依赖

以及认知凝滞等各种损害企业动态能力的现象。在这

一点上，儒家也要求人要有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曾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时时要

对自己的行为与已有的认知进行反思。具体到企业家

认知上来就是需要对自己以及企业的现有一切保持一

个经常批判的状态。这与前面所讲的是一致的。 

当然自我批判和检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

于不少平日里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企业家来讲，改正自

己的缺陷常常被认为是一件非常丢面子和困难的事

情。荀子说人有一个弱点，即 “私其所积，唯恐闻其

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就是说

人本身是抗拒这种自我批判精神的，喜欢别人认同自

己所认同的，对于和自己不一样的观点，则是唯恐其

得到称赞。但正是这一点遮蔽了人们的心灵，导致认

知能力的下降。因此自我批判精神虽然很不容易，但

却是企业长久发展所必需的。 

第三，欲望管理之道。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和

想得到的东西，这作为人的一种欲望不能被全盘否定。

但是如果某一方面的欲望过于强烈或者过度沉溺于自

己的所好，则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正常认知能力并进

而对国家、社会、个人等造成极大的危害。而这样的

例子在中国历史中也是屡见不鲜。历史上的纣王因为

沉溺于妲己而杀害忠臣比干，造成奸臣进、忠臣退的

局面， 终导致商王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的乾隆皇

帝好大喜功，沉溺于“立功”、“立言”、“立德”

所谓的三不朽，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

做了一些严重损害国家根基的事情。同时由于 高领

导人沉溺于这些目标，手下大臣为了博得皇帝的满意

与高兴更是欺上瞒下，结果是小人得志，君子消沉，

朝纲败坏，直接导致了清王朝后期的衰落。无论是商

纣王还是乾隆皇帝都不是什么愚蠢之人，勤俭治国以

及亲贤臣、远小人的治国道理相信他们比谁都更明白。

但是他们却因为管不住自己的欲望而在这一点上犯了

重大的错误。因此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荀子以及以

后的思想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

对于个人“欲”的管理与讨论。而中国文化所强调的

修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着“欲”展开的。历代思

想家这方面的观点也基本是一致的，表现为一个合理

抑制“欲”的态度。老子说过“名与身孰亲？身与货

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第四十四

章）”。后面两句“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说的就是

在欲望的追求方面要适可而止才能保持长久。因为各

种对于欲望的过份追求会影响人的清醒认知，表现为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

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

经》第十二章）”，导致投入过多的行动和努力去追

求自己的欲望，其结果必然是“甚爱必大费，多藏必

厚亡”。前面提到了荀子中认为的多种蒙蔽人的心灵

的因素。其中的“欲为蔽”说的就是过份追求某种欲

望和喜好的满足会蒙蔽自己的心灵与正常思维能力。

好名的人为名所误，好酒的人为酒所误，好色的人为

色所误，好财的人为财所误，这样的事情在历史的轮

回中来回上演，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了。现实环境下的

企业家认知也是如此。企业家本人陷入对于某种事物

的过份追求中必定会影响到自己的认知能力。这对于

当今中国企业家来说尤其具有意义。现实生活中不少

中国企业家“好大喜功”，盲目崇拜市场占有率，盲

目追求行业第一，盲目追求无谓的所谓“好名声”，

甚至盲目追求个人私生活方面的奢华与享受等，造成

企业不能敏感认知外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因为企业

家本人以及企业所有的注意力和资源都倾注在这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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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上了，因此就有可能忽视了客观环境中所发生的种

种新变化与新要求，错过了例如产品更新换代、技术

升级、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各种大好时机，既不能将经

营顺利切换到更有前途的经营事业中去，也不能保持

企业原有的经营状态，结果一是往往是陷入“夕阳产

业”的困局，二是企业摊子铺的太大， 终连自己都

无法掌控，也失去了适应未来的灵活性。而那些盲目

追求个人享受的企业家来说，因为自己的个人享受耽

误企业经营的更是不在少数。这里就不着重讨论了。 

但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老子还是荀子并非否定一

切追求，而是主张要有所节制，不应过份。荀子认为

“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

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

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

也”。其中“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

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合理支配自己欲望的观点，不需

要过份做作、强制消灭一切欲望。而儒家的“存天理、

灭人欲”也不是要求消灭一切欲望，而是消灭一些不

合理的欲望。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也要正确认识这一

点。不是不追求，而是不要走极端去追求一些不合理

的东西。这也就是说要把握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

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另外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状况，个人认为企业家

在合理抑制欲望方面迫切需要做的一点就是对投机取

巧之心的警惕。持续创造性经营是一件实实在在的苦

差事，企业家需要付出极大的辛劳才能取得日后可能

的成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摆在企业面前投机取巧的

机会却很多。因此，在利益的驱使下，企业家经常禁

不住诱惑，模糊了自己的理智，放弃自己的努力创造

而去追求这些别的机会。这方面 典型的莫过于拉拢

政府官员或者相关决策者，利用官商勾结、投机取巧

来迅速获得各种好处。这些投机行为迅速获得的好处

与辛辛苦苦的个人积累、学习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

也成为现实中许多的企业家放弃前者、选择后者的重

要原因。然而这种投机取巧经常是不利于企业长远发

展的，因为它为未来埋下了隐患。投机不可能是只成

功，不失败的。投机的次数多了，必然会有失败。而

一旦投机失败，如官场的人事变动，权力交替，企业

就会竹篮打水两手空，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所以具

体到这一点企业家通过个人修身以抑制不合理的欲望

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了。这也是老子为什么认为“见素

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道德经》第十九章）”

的原因了。实际上很多企业家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一时的诱惑与欲望下，自己丧失了理智。因此说，

管理自己的欲望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毕生的不

懈怠才能不犯大错。 

如何才能合理把握“欲”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儒、道、释三家都有各自不同的阐述。《菜根谭》说

“心不可不实，实则物欲不入”。个人也认为唯有内

心真的树立起对“道”的观念的认可，也就是对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的认可，也就谁

说内心真正被义理充实了，欲望之气才能不破坏、迷

惑人的心灵，而人也才能在日常的行为中准确地去把

握“欲”，达到孔子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3 进一步的探讨与结束语 

以上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出发讨论了动态经营环

境下企业家如何提高、保有自己的认知。限于自己的

能力，我们只是提出了前面所罗列的几点。实际上中

国传统文化之于企业家认知的意义可能远不止此。就

以上三点而言，前面两点有相通之处，都是要求保持

谦虚，不要自满，只是自我批判相比较与谦虚谨慎更

进一步而已。同时谦虚谨慎更多的是针对对外而言，

而自我批判则主要是针对内部。 

实际上我们列出来的这些观点都是中国文化中

基本的观点，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也是常识，并不是

什么高深的东西。但是现实中很多企业家却是明知故

犯，不能从行动上做到。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家

做不到呢？个人认为还是企业家们的修身功夫不到。

很多事情知道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几十年持之以恒

的坚持下去更难。这就需要企业家不断的进行自我修

炼，保证自己的“知行合一”。然而“知行合一”这

一目标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为艰难，往往需要一

辈子的修行。然而对于追求卓越的企业家来说，不断

的自我修养是保证自我认知的一个根本。唯有不断自

我修养企业家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道”，才能树立

起正确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和世界观，才能够对外

界发生的一切有一个衡量判断的正确标准，面对纷纷

扰扰的世界时才能真正做到“无欲、无恶、无始、无

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

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也

就是说摆脱各种可能蒙蔽心灵的因素，能够根据“道”

来衡量世间万物而不被他们彼此间的差异所蒙蔽，从

而从根本上解决心灵被蒙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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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需要提及的 后一点是本文主要是企业家修

养角度来谈论认知，这与西方强调通过学习、改变思

维方式提升认知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一种个人修养，

而后者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外部知识的获取，例如对工

程技术、经济知识等的学习。而且从根本上看，中华

文化所强调的修身本身是一种向内的自我管理，这与

西方强调管理为“对组织相关资源的配置”，即管理

是一种向外的、对其它“物”的管理是有区别的。在

西方的管理学中，强调的是依据管理规律对相关资源

进行配置，是一种对外的管理，管理者需要做的是对

外界管理规律和现象的认识与掌握。因此西方管理学

强调的是对外部的管理现象和管理规律的分析与发

现，而管理者的个人修养因素一般是不被纳入西方管

理学研究范畴的。但我们认为“资源的配置”正确与

否、有效与否不仅仅决定于管理科学规律支配下安排

或者数学模型支撑下的优化，还应该取决于基于管理

者内心的自我修炼、自我提升的管理者认知。因为所

有的一切资源配置都是通过人的认知来进行的，所以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智慧与心态管理的如何将会通过影

响管理者的认知而对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结果产

生重大影响。经验上，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发现那些

真正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那些有着正确价值观、世界

观和伦理观的人，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在这些方面

的修养也往往不过关。因为内心明白什么是“道”了，

即内心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念等了，在

经营管理中就不会为各种表面现象而蒙蔽自己的心

灵，就会认可、欣赏各种符合“道”的行为，同时禁

止各种不符合“道”的行为。而这样自然就会选拔、

亲近那些正人君子，疏远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了。而

这正是组织治理的关键。而如果自己不知道“道”是

什么，则就会认可那些不符合“道”的东西，使得自

己的内心被蒙蔽。同时还会因为自己的不认可“道”

而选拔、亲近那些道德品质低下的小人并疏远那些真

正的君子与贤者。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小人进、贤者退

的局面，而这正是动乱的根本（“心不知道，则不可

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

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则必合于不道人，而不

合于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与不道人论道人，乱之本

也。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以

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

以其可道之心与道人论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

故治之要在于知道。”，见荀子《解蔽》篇）。同时

这里套用一句中国企业界经常说的话就是：“做企业

不光是做事，首先还是要做人”。的确做事和做人是

永远分不开的，做人永远是做事的根本。即使在日益

重视管理制度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忽略企业家自我修

养的重要性。否则企业家就会因为“不知道”而“白

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彻底丧失了

判断是非、认知世界的能力。因此管理学归根到底不

能忽视人的自我管理，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与现

代管理学对接的一个方面，个人认为也是未来中国管

理学术界应该加大研究力度的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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