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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前言

《管子》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的一群学者托名管仲所写的书。所以，《管子》并非管仲个人所著，
而是集体创作。这是《管子》与其他许多经典古籍不同之处。也许正因此而使《管子》在学术见解上
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管子》将道、释、儒、法、兵各家思想的精华融为一体，内容庞杂，论述深邃
精奥。原书共有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书中除大量哲学思想论述外，还包含有天文、历数、舆地
、经济、管理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
说。管仲知识广博，思想开放，智慧超群，能力足以托国，故齐桓公尊称管仲为仲父。就学术倾向而
言，把《管子》归为杂家是十分中肯而确切的。历来研究《管子》的人并不多。南京大学商学院蔡一
先生潜心研究《管子》十五载，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著作。早在1989年就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
国古代经济思想教程》，1996年又出皈了《华夏管理文化精粹》。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管子》中
国最早的管理学文库》，则是专门研究《管子》管理思想的专著。《管子》管理思想博大精深，内涵
十分丰富，从管理学角度看大体上可分为管理哲学与管理理念和方法两部分。管理哲学是管理学的灵
魂，一切管理理念和方法都由管理哲学所引发，各类组织管理者的层级愈高，思考管理哲学的命题愈
迫切。《管子》中包含着大量管理哲学的论述。例如：守道论《管子》所说的道就是指事物发展运行
的客观规律。《管子》认为“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均取决于人们能否“知道”、“察道”、“
得道”、“守道”、“因（应）道”，强调人的各种治理行为必须统一于道；化变论《管子》认为“
化变者，天地之极也”，世界万物都在不断变化，管理者必须学会“应变”，而不必墨守成规；求实
论《管子》认为凡事都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遇事多问为什么
，深入调查研究，弄清真相再作决定；协调论《管子》用奏乐需“操五音”和烹调需“执五味”来说
明和而不同的道理，“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夫五味不同物而能和”。只要协调有度，就可把原
来不同的多元而紊乱的事物变成和谐动听的美妙音乐和可口的美味佳肴；时效论《管子》认为成事有
“三度”，即“天祥、地宜、人顺”。而这“三度”又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管理者必须“
以时为宝”，不失时机，才能取得“时效”。如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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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内容概要

《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学者们托名管仲所写的论文集，包含了哲学、天文、地理、经济、管理、农
业等多方面的知识与思想，是一部保留了先秦时期文化思想精华的重要论著。《 中国最早的管理学文
库》是一部研究《管子》管理思想的专著，作者将《管子》一书中所包含的大量管理学的论著提炼总
结，融会贯通，并佐以现代管理学的理念及思想，提出了诸多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如“守道论”、
“求实论”、“人本观”、“义利观”等，将原本深奥难懂的古代典籍解读成现代人容易理解并付诸
实践的思想与方法。
正如行内学者所评价的，《 中国最早的管理学文库》是迄今为止“国内研究《管子》思想最全面、最
系统、最深刻、最权威的一本专著，不仅可以作为大学管理学课程教学的辅助教材，并且值得研究中
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学者、各个层级的广大管理干部，以及想治国安邦或成就～番事业而对管理学感兴
趣的人们细读。读者一定能从中发现许多可以古为今用，叹为观止的东西，绝不会因所花的时间而后
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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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作者简介

蔡一，1929年生，南京大学商学院离休副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中国企协古代管理思想研
究会理事。主要著作：主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专著《中国古代经济思
想教程》和《华夏管理文化精粹》，皆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表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管
理思想方面的论文60余篇。得过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经国务院台办批准，曾赴台湾“中央
大学”等高校讲学，作传统管理文化方面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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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书籍目录

前言管理哲学篇一 守道——管理哲学之(一)作为管理哲学概念的“道(二)“道”有哪些特征?(三)“事
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得道”与“失道”决定事业之成败二 化变——管理哲学之二(一)“化
变者，天地之极也”——“化变”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二)“应变不失之为当”——“化变”的管理学
意义(三)“不必以先常”——正确对待历史经验三 求实——管理哲学之三(一)“以正为仪”——正者
，止过逮不及也(二)量力而为——“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三)《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四 管
理的综合性和协调性——管理哲学之四(一)“操五音”“执五味”——以奏乐、烹调喻管理(二)“操
五音”和“执五味”的运用(三)“操五音”和“执五味”的管理学价值五 以时为宝——管理哲学之五(
一)成事“三度”——天时、地利、人和(二)“以时为宝”——时间的管理学意义(三)时政(四)时效(五)
时机六 地利和地宜——管理哲学之六(一)地利(二)地宜七 空间管理之一例——管理哲学之七(一)城市
选址设想(二)城市布局设想(三)城廓壕相结合设想(四)城市区划设想得人之道篇八 “以人为本”一一
得人之道之(一)“以人为本”观念的提出(二)人为力量源泉、智慧之本(三)人为战胜之本(四)人为国治
之本(五)人为国富之本(六)“以人为本”思想的历史演进九 和谐——得人之道之二(一)“和则能久(二)
“举措得则民和辑(三)《管子》和谐观的现实意义十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得人之道之三(一)
“得人之道，莫如利之(二)藏富于民(三)富民思想的管理学价值十一 救助弱势群体——得人之道之四(
一)“百姓不养则众散亡(二)救助设想(三)救助设想的现代意义十二 民心民情民意——得人之道之五(
一)“民从有道(二)安民得众(三)民主精神法治德治篇十三 以法治理——法治思想之(一)“中华法系”
之源头(二)法——“仪表”、“程式(三)法的功能(四)“唯令是视”鉴十四 一法明法常法——法治思
想之二(一)一法——法的统一性(二)明法——法的公开性(三)常法——法的稳定性十五 动无非法——
法治思想之三(一)“动无非法(二)公正执法(三)不避亲贵(四)“有身不治，奚待于人?十六 赏罚一一法
治思想之四(一)赏罚功能(二)以法赏罚(三)“赏罚信必十七 “德以合人”——德治思想(一)法德并举(
二)“德以合人”——德治功能(三)“国之四维”——德治内容(四)德育(五)德治思想的现实意义用人
方略篇十八 选贤任能——用人方略之(一)“修长在乎任贤”——用人的重要性(二)“量能、谋德而举
之”——选人的标准(三)“小谨者不大立”-一选人之戒(四)德才观的历史价值十九 以法选人——用人
方略之二(一)“使法择人(二)“乡举”和“三选”——选人程序的设想(三)人才调查(四)“收天下之豪
杰”——引进外国人才(五)几点思考二十 用人之道——用人方略之三(一)用人“三本(二)“使能不兼
官”——专业化用人思想(三)用人所长(四)“明分任职”——合理分工思想(五)用人机制(六)以法考绩
二十一 育人——用人方略之四(一)“百年树人(二)大众化教育(三)教育内容(四)“四民”分居——职业
教育的历史形式(五)教育兴邦论的先驱二十二 反宗派反贪腐一用人方略之五(一)用人“五败(二)戒宗
派(三)戒卖官鬻爵(四)戒“请谒任举(五)戒“誉进毁退(六)官员禁戒(七)“五败”鉴管理术篇二十三 集
权分权简政——“为之之术”之(一)管理术之地位(二)集权与分治(三)简政易政二十四 义胜之理——
“为之之术”之二(一)义利观(二)“行义胜之理(三)“义于人”的管理术⋯⋯经济管理篇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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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章节摘录

审知地图”不仅是军事管理所必需，而是诸种事业管理所共需，只是“审知”的范围和角度不同罢了
。这是因为任何事业都受制于一定的空间条件，管理行为必然受所处地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制
约，都有个趋利避害的选择。我国地域广大，各地自然资源、交通条件、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等，存
在较大的差异，各有优势和弱项，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战略，自应依据地利，发挥其资源优势，发展具
优势的产业。不同地区采取产业雷同战略显然是不当的。如苏南某市不顾资源限制盲目上马钢铁项目
而被迫下马，就是一个教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战略部署，如沿海地区的率先对外开放、特区建
设、中西部开发部署、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西气东送、西电东输、南水北调，以及跨地区资金、
人才协作以开发资源等，都体现了最大限度依据和发挥“地利”以加速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思想。综合
发挥不同的地区优势，才能有全国均衡的发展。这也表明，凡是带有全局性的部署都要留心于地利的
综合发挥。地利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也是广泛存在的。如：企业生产基地的选择，要能接近原材料产
地，或能以较短的路程、较少的环节、较省的费用以取得原材料；销售网点的设置，应以有利于最大
限度接近顾客为准，故城市中历史形成的特定地段，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南京的新街口
等地，因其交通、金融和人流优势，历来是商家必争之地；规模较大的厂商，需要在国内外设置一些
销售中心或寻找代理商，应该在那些对特定商品有需求的区域内，选择交通、信息辐射广的地点，才
能有利于扩大销售；即使在城市里摊位集中的交易市场内，以较高租金取得视角好光线足的摊位，摊
主就会多赚些钱，等等。总之，市场竞争包含着有利地势的选择，有时还会发生争夺，争夺到有利地
势，也就争夺到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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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后记

我长期担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史学研究是业余爱好。20世纪80年代初，我接受组织安排，开始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教学，自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教程》，并于198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在研究传
统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接触并积累了不少古代管理思想资料，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从80年代末开始
，又兼任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教学，积累的研究成果，于1996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华夏管理文
化精粹》书名出版。从事这两个学科，需钻研和摘录大量的古籍，在这个过程中，我被《管子》深深
吸引住了，其思想之丰富和深刻，实令我难以释手。前两《《管子》中国最早的管理学文库》虽引用
了一些《管子》的内容，但只能穿插在有关章节，用量极少。上一《《管子》中国最早的管理学文库
》出版以后，我离休了，有时间从头研究《管子》。为检验研究成果，也发表几篇文章。现经数易其
稿，终于了结了一项人生课题，对南京大学宽松而严谨的学术氛围也算有个交代。同时也赶了一趟弘
扬国粹的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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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编辑推荐

《中国最早的管理学文库》：一年之计，莫如埘谷，寸干之计，夹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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