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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管理》

前言

看到“精神管理”这个名字，不少的朋友会感到好奇：精神管理？没听说过呀。有的朋友直接问我：
“这精神管理，是不是就是精神控制啊？”这样的问题有点让人哭笑不得，首先，“精神管理”被理
解成“精神控制”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人们把管理就理解成了控制，这当然是对管理的一种误解。
有人喜欢被控制吗？当然是没有的。照此推理，管理岂不就是一种不让人喜欢的东西？是啊，现实中
的管理让人喜欢的确实不多见啊！二是我们不知从哪里听说了精神控制这样的说法，人的精神可以被
控制吗？如果谁要是控制了别人的精神，一定是带有些邪恶性质的。    很显然，这么多年来，很多人
已经将管理视为控制了，这是管理的错？还是人们认识的错？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每个
人都是有精神的，每个人的行为也是受自己的精神指导的，有人会做出没有精神支配的行为吗？从医
学上来说，大概一些本能性、基于脊髓神经反射的行为可能是与精神没有太大关系的，但这样的行为
数量很少，而且不是我们平时着重思考的对象。    既然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由自己的精神指导的，那我
们想着去控制人们的行为能够做到吗？答案很明显：是做不到的！那我们去控制人们的精神吧，这能
做到吗？也是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了也是邪恶的！有人会问，这样说来说去，那到底怎么办啊？这也
正是本书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简单点说，人的精神也是有规律的，做管理就要尊重人的精神规律
，而且不能是简单地利用别人的精神规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否则也是邪恶的，是不能长久的    这本
书的主题和内容是我自1983年学习西方管理思想开始，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实践、研究、学习和思考的
历程之后的心得，是在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崇尚和实践之后反复遭遇瓶颈时的一次对管理思想和实践的
重新思考和突破，是对许多企业管理思想和理论的重新定位。    记得当初学习西方管理思想之时，错
误地将西方管理思想理解为只是就事论事的“术”。后来，重读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才弄懂了“
科学管理”与“泰勒制”的本质区别，才懂得了西方管理思想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形成的
。而中国企业所需要的，是一个基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管理方法，一个中国化的“道与术
”统一的管理思想和理论。    20世纪90年代，我在熟悉使用西方的管理方法之后，在实践中为了解决
企业中的问题，更是把这套管理模式中的制度化、标准化、程序化做到了极致，以为管理中所有的问
题都可以被囊括，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让我困惑的是，一些问题解决了，但随之竟然衍生出了一
系列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再变变不过人心；人不是机器，标准
了言行，但是标准不了心；程序化，程序了过程，程序不了人心的状态。管理的所有工作几乎都是在
和人打交道，即使是机器也操纵在人的手里，这扑朔迷离、善变的人心用什么去管理？看到这些、想
到这些，我感觉陷入了一种走投无路的境地。    偶然一次与朋友在海边闲逛，信步转到了距海边不远
的一座寺庙。走进寺庙，看见庙里面井然有序的香客。他们一个个低着头，恭恭敬敬、虔诚的态度让
我突生感慨：看看这些到庙里来敬香的人，他们多半也都是在企业里工作的，在企业里工作时他们的
态度可不会是这样。为什么人们从企业到了寺庙，就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    在企业里，有工资奖金
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有各种培训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提高；有同事和领导不厌其烦地给自己讲道理；
面对倦怠和消极状态还有监督考核的机制督促自己进步。企业中有这么多可以帮助人生存和发展的平
台和机会，却很少听到有人感谢企业或者老板，相反，不绝于耳的都是不满、抱怨、愤懑甚至还有敌
视的声音。    再看看进到寺庙里的人们：没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但人们好像无师自通；没有人
监督考核，但人们都很自觉地约束着自己的行为；没有人要求他们给钱，但很多人都会主动地从自己
的衣袋里把钱贡献出来；没有人命令他们低头，但是面对那些没有生命的泥胎石像，人们却都变得那
么谦卑和恭敬。    这到底是怎么了？怎么同样的人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突然之间，一幕情景浮现在
脑海中。1987年，我曾就一些不明白的问题请教过一位美国教授，在他所有的回答中有一句话让我印
象非常深刻，但多年来也一直未竟其意。我问这位老教授：您认为人是什么？他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
“人是神的儿子”。当时不以为然，只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个宗教观点而已。    现在经过了那么多的事
情和困惑，慢慢的有点明白了。这位老教授谈的不仅仅是宗教，更是在说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那种
对美好理想和神圣精神的向往构成了人类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我好像突然找到了让自己迷茫已久的
答案，于是，用全身心的力量写了这本有点特别的书。    随着生活阅历和社会实践的增加，自己的思
想也随之发生着变化。有一天，自己跟人说话时，突然将研读二十余年的《道德经》中的话不知不觉
地说了出来。惊讶之余，再次翻开这些代表人类智慧巅峰之作的经典，心中充满着感动与喜悦。原来
那么多的本源性问题先圣先贤们早已经做过深刻的思考，也给了很多解法，只是自己愚钝，守着这么
宝贵的财富，还到外面去寻找。    于是，我带着另一种感觉开始认真地研习中国文化与哲学中最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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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管理》

典的道家思想。随着对道家思想的领会不断深入，终于意识到了道家思想的博大精深。我的个性、行
为方式、世界观也随之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以至于一些多年未见的朋友再见我时都惊讶地说：齐
善鸿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反思自己几十年前的心性和行为，岂止是“强势与自负”。那时候，不懂
得理解他人，不会说别人的道理，与自己的标准不一样的人都不喜欢。于是，遇到事情总是在制造差
异和冲突，遇到问题总是在责怪别人。“顺我者喜，逆我者烦”，自以为是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知
去借鉴别人的观点。对于与自己有；中突的人，心中也总是充满了愤懑甚至仇恨。总之，自己就如同
一个没有开化的动物那样活看。    学习了道家思想，才明白平时总说的“知道”也只不过是“知而不
道”，才明白“道理”的真谛是“道大于理”，才知道“道德”的真义是“有道方有德”，才知道“
天地大仁”、“不争”、“无为”等的妙用。读了庄子的思想之后，清楚了“心斋”、“无心之德”
、“逍遥的心主之境”，等等。自己的心智接受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格式化”，终于，渐渐地感觉到
了一种生命的奇特景象：圣贤们在我这样一个长得像人的动物心中装进了一套人的文明升级程序。    
在这套程序的推动下，对于管理中的问题，对于中国企业管理中的问题，我进行了无数追本溯源的思
考，终于确立了“以道为本”的管理思想，“就是将人、文化、技术等置于客观规律之下进行思考，
主张以‘道’作为管理的基础，尊道爱人，破除管理强势控制的枷锁，激活人性神圣的力量，使管理
从外部制约转化为以内律为核心的服务式成长支持。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人健康发展，同时完成管理者
自身的解放，真正实现用管理文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目的”。    通过运用“以道为本”的思维重新
思考管理，竟然发现，我们平时熟悉的很多管理思想、管理行为和管理现象，要真正论其本质，很多
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企业只是个经济组织吗？回答是否定的！企业只追求利润吗？回答也是否定的！
管理就是控制人吗？回答更是否定的！于是，道本管理的基本命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企业是人类从事生产的组织，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它是人类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而创造的平台之一，
更是人为实现自我价值，进行自我提升、修行的场所。    所以，管理中人，首先要进行的是对自我的
管理。对一个生命负责的人，首先应该是他自己。一个人最好的时间都在工作中，一个人生命的价值
基本都是通过他的工作来实现的，所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工作，就是在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来对待自己的生命。每个人都渴望成功，都在追求幸福，这就是一个人工作的最大的内在动力。管理
就是要发掘出这样的渴望和激情，然后用企业的目标和发展为实现这样的激情和理想搭建一个舞台，
将企业的发展和企业中人的发展紧密地连接起来。如果企业无法做到这点，只是想要靠上级的权威和
各种制度来实现管理，那么历史上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一项制度可以堪此重任。    人类的幸福不只
是需要利益，更需要情义、友谊以及超越家族和姓氏的生命伙伴关系。管理是每个人对自己的管理和
对别人的责任，是集体生活中一种相互帮助和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活动。而企业也恰恰成就了人的这部
分社会性需求。    在企业这个社会组织中，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企业中的
人因为在共同的发展平台上，因而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和连接。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
，但如果只是代表了少数精英的意志，就会让大多数人觉得很难受，在这样的状态下，管理不仅难以
奏效反倒容易激起大家的反面情绪。所以，一个好的企业制度应该是反映了大家的意志与志愿，用另
外一个更合适的词来说就是形成“众人的契约”。这是建立在自我管理基础上的共同意愿的表达，是
为了完成一个目标，大家对自我负责、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结果，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大家相互
扶持共同实现人生价值、走向成功的一条大道。    开始，自己觉得这样的理解也许是对的，但不一定
可行。于是，我又尝试着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去检验。刚开始时，我的同事对此也是半信半疑，可随
着我的行动到位，他们相信了，于是，一种新的文化和价值氛围形成了：我这个管理者就是来帮大家
的，不是来跟大家争利益的。我们在工作中畅所欲言，一心只为大家。谁有困难我们都会组织起来帮
助他渡过难关。因为我们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拿来与同事相处，于是，工作就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一种
生活方式，我们彼此成了生命中的亲人。等等，等等。    也许，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管理。    齐善鸿博
士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道本管理”和“
精神管理”注册商标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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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管理》

内容概要

《精神管理:道本管理的基本命题》的主题和内容是作者自1983年学习西方管理思想开始，经历了近三
十年的实践、研究、学习和思考的历程之后的心得，是在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崇尚和实践之后反复遭遇
瓶颈时的一次对管理思想和实践的重新思考和突破，是对许多企业管理思想和理论的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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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善鸿教授，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曾担任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南开国际管理论坛CEO，现担任
南开大学医院院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
校管理哲学研究会副会长、《旅游学刊》和《信用》国际期刊编委。 曾经师从陈炳富教授和朱镕基教
授攻渎管理学博士，学识渊博，具有医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心理学（中科院心理所）、社会学（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管理学（南开大学）和哲学、旅游学（南开大学）等多个学科背景
和专业知识结构，是一个依靠信仰活着的人，愿意为弘扬国学优秀文化奉献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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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8 说管理／18 这是什么地方？动物园？驯兽场？／19 回顾管理思想的历史／20 人们变成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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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9 十、无奈，应付度日吧／40 第六章破解管理者自己的精神误区／41 第一个故事从将军到奴隶
／41 第二个故事行动上的“太监”／42 第三个故事观音拜菩萨／43 第四个故事对“爬升”的误解／44
第五个故事下级素质低／44 第六个故事忙总有苦劳／45 第七个故事魔鬼“逻辑”／46 第八个故事上下
角色混乱／46 第九个故事痛苦链条的传动／47 第十个故事“垃圾”收购员／48 第七章精神管理体系的
推导／50 精神的作用／50 理论源头的创新／51 精神的概念界定／51 精神管理的概念界定／52 七大理
论前提／52 第八章精神管理纲要／59 精神的呼唤／59 一个假设的故事／59 精神管理纲要／61 管理核
心概念的新解／69 第九章精神管理论／70 一、委托一服务理论／70 二、管理主体理论／71 三、精神
—行为联动理论／71 四、管理公平理论／72 五、怠工理论／73 六、管理人性理论／74 七、新激励理
论／74 ⋯⋯ 第十章管理十二金律／79 第十一章精神管理的方略／86 第十二章管理工具包／93 第十三
章管理陷阱与准则／111 第十四章职业理性基本准则／117 第十五章管理职业思维／122 第十六章管理
制胜方略／129 第十七章管理宗法／133 第十八章复苏我们的良知／139 第十九章人生新论／158 第二十
章人生魔律——心灵鸡汤／214 第二十一章人生幸福的诀窍／245 第二十二章守住底线／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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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9.两个官员的忏悔 我认识两个政府官员，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年纪轻的。 年老的领
导现在退下来了，每天接送孙子，陪老伴散步，还积极地参加社区活动，主动帮助人。别人看到他年
纪那么大了还那样卖力气，很是不解，也常常劝他。可他说：我欠别人几十年，就这样干还能干多少
年呀！要争朝夕呀！ 他现在像一个圣徒，可我知道他曾经过了一段苦日子： 刚刚退下来那会儿，登
门的人一下消失使他感到无比寂寞，也很气愤，似乎过去的尊严一下子全没了。他感到了一种被人出
卖和戏弄的隐痛，整日闷闷不乐。一辈子也没有当过官的老伴倒好像是什么都明白，一次次地开导他
：“你说人走茶凉，人走了茶还总是热的，人家别人还怎么干工作？你工作中对人要求严，对事业负
责任，可你这一辈子呀，也没有真正地帮过几个人！整天只知道让人工作，你关心过谁？人家家里有
事，你不问青红皂白就批人家一顿，人家也不敢跟你说。你官大呀！所以，并非都是别人的错。亏你
还是个共产党员，好罪而欣慰，另一方面看着孩子幼小的年纪身带残疾而悔恨。 人哪！怎么就不能在
一切还好好的时候就知道去珍惜和呵护呢？难道最基本的道理，也要别人和自己付出代价之后才能真
正懂得吗？ 10.她注定是别人孩子的母亲 我认识一位老大姐，她已经将近五十岁了，再婚。 她不能生
育，所以跟前夫主动提出离婚，因为前夫在家是独子，老人们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孙子的事实。 她再婚
已经三年了，丈夫十分情愿地接受了她不能生育的事实。这位大姐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满快乐，她简
直就是人间的天使。 有些人私下里议论：“这个女人有点不正常，怎么会那么快乐？”是啊！比这位
大姐生理正常的人多的是，可为什么他们都不那么快乐呢？ 这位大姐不仅工作中对同事好，对上下级
好，对客人好，对亲朋好，对别人的小孩子也非常好，有两位好朋友的孩子竟然还叫她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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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齐教授最近出了3本新书，都看了，果然不同凡响。20多年孜孜以求地研究《道德经》，如今慷慨
地把成果拿来与大家分享。如果你想全面、深入、系统的掌握道本管理的精髓，那么首推《新管理哲
学》，如果你没有时间细细品读，但又想快速地掌握道本管理的思想精髓，并应用在企业管理中，那
么一定要看这本《精神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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