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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智慧》

前言

　　有幸读到一本好书，感悟颇深。它讲的是依禅道管企业、管人生，管你面临的一切。　　经营企
业，经营人生，经营其它，都需要宗旨，需要智慧。故有“思而遵旨，行而循路”之说。而禅道，既
是宗旨，亦是路径。于是，需提出以下之说：清醒，聪明，慈悲。　　其一，需要用“清醒”审视宇
宙间事物的无常、变化，流动、生灭。事物不是永恒不变的。这种流动生灭的过程有规律可循，而认
识这个规律就会认识这个事物。某些“无常”，看似“无序”，实则有律。禅道的灵性会指向所有“
律”的核心。　　其二，需要用“聪明”把握自己的言行。心态要良好，感知要到位，欣赏要适度。
人需要进取心，更需要平常心。当你面对悬崖峭壁时，应退而“海阔天空”，另谋途径；当你一路顺
风时，应居安思危，应对不测。人需要感知，更需要悟性。当你感知到位，悟性必会形成。感知需要
认知，需要主动。所谓“日有所思，纷乱中必得智慧”，就是这个意思。人需要“欣赏”，欣赏需要
“恰当”。奉承、嫉妒、鄙弃均非禅道之理。恰当的欣赏，应包括适当的表扬、批评、指正、评价，
这些均是禅道精髓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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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智慧》

内容概要

《禅的智慧:高效管理的源泉》内容简介：松下幸之助的成功经验说明：禅宗的智慧与企业管理是相通
的，管理者修禅有利于做好企业管理。如今，禅道管理已经成为国外企业管理的一种趋势；而在我国
，我希望《禅的智慧:高效管理的源泉》能帮助您的企业领先于这种趋势。
《禅的智慧:高效管理的源泉》的制作结合了我多年的企业运作经验，同时也整理了各种鲜活、生动的
禅宗故事，旨在提升企业经营的智慧和境界，希望能帮助管理者释放心灵压力、更有效地管理企业人
才、凝聚团队精神。另外，《禅的智慧:高效管理的源泉》还以独特的视角、鲜明的观点，指出了现今
企业管理中可能存在和碰到的问题，并结合我的经验，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解决建议。
禅悟人，人为商；
以禅之大理，参领个人运势；
以个人运势掌悟商业大势；
禅者，人也，而兴商；
商禅之道，人立其中，运势智慧，休戚与共；
乃禅之精髓！
商海沉浮，企业如舰，管理者如何做一个成功的舵手?希望《禅的智慧:高效管理的源泉》能为您解答
，以“禅道”等规律性知识及心理学为基础，以禅学为修炼方法，达到轻松快乐做企业的最终目的！
最后，希望各位企业管理者从《禅的智慧:高效管理的源泉》中不仅可以学到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也
能学到做人的道理，帮助您增加对人生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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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智慧》

作者简介

王海伦先生，著名企业管理咨询及培训专家。现任博学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瀚城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杭州韬睿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
    曾任杭州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浙江致中和酒业有限公司、杭州思美广告有限公司、美生日化(杭州)
有限公司总经理，应邀担任上海交通大学CEO(总裁)高级管理研修班、湖南中南大学商学院(EDP)经理
人研修班、西安交通大学EMBA特约讲师，湖南经济电视台“NBA大讲堂”、湖南常德电视台“企业
文化论坛”、中国成功在线及阿里巴巴商学院的主讲嘉宾，2006至2008年度连续被湖南女性频道邀请
作为该台年度大型女性励志节目“蝶变女人四十”、“蝶变粉领计划”、“五星级女人’的心理指导
讲师。
    王海伦先生有多年的禅修经验。2008年，他作为中国杰出佛商应邀成为《快乐禅·亚洲研究院》、
《香海禅寺·梧桐社》、《自在禅佛商学院》首席客座教授。并提出当前企业的发展就是企业领导心
灵成长的发展历程，此观点得到了北大博导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湛如法师及香海禅寺
和跃龙禅寺住持贤崇法师的赞赏与认同。

Page 4



《禅的智慧》

书籍目录

上篇 禅学管理之道  第一章 心灵净化，编制经营的禅理    从心灵中开始    念力之心，决定一切的力量    
同理之心，为人处世之道    忍耐之心，万事皆成    包容之心，胜过百万雄兵    坚守之心，始终如一    感
恩之心，涤荡万物的尘埃    平常之心，亦可水到渠成    不争之心，天下莫能与之争  第二章 心灵提升，
获得光亮智慧的德行    在认知中成长    在经营中修行    在节俭中修身    在敬业中参禅    在遵规守纪中提
升    工场即道场，工作即修行中篇 禅学管理之法  第三章 回归现实，将心灵智慧落到实处    日有所思
，在纷乱中得智慧    事有所为，在承担中得悠闲    事有所言，在会言中得人心    时有所管，在束缚中
得解脱    事有所威，在无声中得拥护    管有所明，在明镜中得和谐  第四章 走向何处，搬走路中的石头
   不思妄念，方可断迷悟理    不处处着手，方可万事皆通    不胡言乱语，方可辞严义正    不事必躬亲，
方可朗然开悟    不无名发威，方可以柔克刚    不做难明之事，方可以智取胜  第五章 方圆之道，拥有面
包和奶酪    无念而会，不思而通    无利而得，不为而为    无己而智，不言而喻    无管而安，不管而理    
无躁而顺，不怒而威    无明而净，不明而清下篇 禅学管理之术  第六章 识人之术，静观其变给足机会   
下马看花    慧眼择人    思路至上    观人于微    尝鼎一脔    顺藤摸瓜  第七章 用人之术，解开待人之法的
迷局    量才而用，人才互补    育才有道，用人有效    人尽其才，悉用气力    开国元老“安置之法”    中
层干部“安抚之则”    基层员工“安心之道”  第八章 提升之术，展现最好的自我    绝不拿原则做交易
   少许权谋    在整合中超越    在变革中重生    在创新中腾飞    看破放下得自在    回归生命的本质    懂得
生命懂得爱    快乐幸福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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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智慧》

章节摘录

　　上篇 禅学管理之道　　第一章 心灵净化，编制经营的禅理　　从心灵中开始　　禅宗修行注重
的是心灵的修炼，然而我们做企业管理着重的是心灵的领导力，也就是对心灵的管理。　　想要做到
心灵的管理，那么就要从心灵中开始，运用禅理领悟经营的智慧以及人生的启迪，以寻找到自我的价
值，从而释放自己的心灵。　　这里，我要讲的从心灵中开始，是要从心灵中认识自己，改变自己，
塑造自己。　　一般情况下，我们很难做到在心灵中认识自己，也很难跳出自己管理的小圈子。　　
然而，禅理会让我们明白如何才能达到认识自己的状态。　　古庙里新来了一个小和尚，他主动地去
见方丈，诚恳地说：“方丈，我新来乍到，不知先做什么。请前辈指教。”　　方丈微微一笑说：“
你先认识、熟悉一下寺里的师兄们吧。”　　第二天，小和尚又来见方丈说：“师兄们我都认识了，
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方丈望着小和尚，洞明睿犀地说：“一定还有遗漏的，继续去了解、去认
识吧。”　　一个星期后，小和尚再次来见老方丈，非常有把握地说：“师兄们我都认识了，智达师
兄，智慧师兄⋯⋯”小和尚开始一一列举。　　方丈耐心地说：“还有一人，你没认识，而且，这个
人对你极其重要。”　　小和尚满脸狐疑地离开，一间屋一间屋地寻找着，一个人一个人地询问着。
他一遍遍地琢磨、一遍遍地寻思。仍是一无所获。　　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一头雾水的小和尚，在
湖边洗衣服，看到倒映在湖面上自己的影子，豁然顿悟了，兴奋地飞奔跑去见老方丈⋯⋯　　如果将
禅理的境界运用到我们的管理工作之中，其肯定能够编制出一本富有心灵智慧的书，在心灵中开始认
知自己。　　日本的禅道管理之父松下幸之助，就强调要有一颗禅心，不论是管理还是生活都是从心
灵中开始，并不断地认识自己，享受人生的快乐。　　西方哲学理论的奠基者苏格拉底，虽然是一个
伟大的哲人，但他却能认清自己，一直求证着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有个交情极深的朋友，曾向
神请教一个问题：世上还有谁比苏格拉底更聪明？　　神谕日：没有谁比苏格拉底更聪明。　　朋友
高兴地向苏格拉底告知神谕后，苏格拉底并没有喜悦，而是茫然和不安。　　因为苏格拉底认为自己
并不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　　哲人苏格拉底是管理者的一面镜子，他的言行在告诫我们做事要
从心灵中开始，求证自己的无知。　　不论是卓有成效的企业家还是享誉盛名的先哲，他们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着工作是心灵的修为，工作要从心灵中开始认知自己。　　但是，在心灵中开始
认知自己是极具艰难的过程，它是人们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内在意识。　　那么，想
要做到在心灵中认知自己就必须时刻给自己提出疑问，然后一一解答。　　我是谁？时常问问自己是
谁，要弄明白自己的性格、品行、习惯，甚至自己想要什么等。　　我能做什么？要弄清楚自己的兴
趣爱好，活着的目的，生活的意义，你能做什么等。　　我怎样去做？任何时候都要想办法采取措施
解决问题，而不是推卸责任。　　我做得怎么样？一切靠结果说话，成者为王败者寇。　　我曾经给
某企业的管理者讲课时说道：“请用纸笔把你最得意的人生故事、最难过的人生经历，以及自己的体
验、启示爱好等用三分钟的时间流利的表达出来。”　　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更好地认知自己
，这样才能体会到管理的道理，才能把事情做到游刃有余。　　一个人唯有在心灵中开始认识自己，
才能改变自己。改掉劣根，才能进步，才有突破，才能适应这变幻莫测的社会。　　有个年轻人一直
不得志，于是他来找禅师寻求妙策。　　他见了禅师，说明来意。禅师沉思良久，稍后舀起一瓢水，
问：“这水是什么形状？”年轻人摇头：“水哪有什么形状！”　　禅师不语，默然地将水倒入杯中
，年轻人恍然大悟：“我知道了，水的形状像杯子。”禅师摇头，仍不语，　　然后又把杯子中水倒
入桌上的花瓶，年轻人又说：“我知道，水的形状像花瓶。”禅师摇头，提起花瓶，又把水倒入盅满
沙土的盆中，水就看不见了。　　年轻人大悟，最后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　　我们没法改变世界，
但是我们可以在心灵中改变自己。只有改变自己，才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作为一个管理者你不要试
着去改变你的员工，只有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处事技巧，才能在管理上有所作为。　　萧伯纳说：
“理智的人使自己适应这个世界；不理智的人却硬要世界适应自己。”　　两个犯人在同一间牢房里
，阳光从窗户外照进来射在了地面，由于外面的风大，树叶有时挡住了阳光，产生了斑斑点点。　　
一个罪犯兴奋地说：“你看，多好看的阳光斑点啊！”　　另一个罪犯很生气反驳：“这个时候你还
有心情？难看死了，像蟾蜍的背。”　　结果，第一个犯人表现出色，提前出狱。第二个仍在监狱蹲
着。　　同样是犯人却得到不一样的境遇，为什么？　　答案也许每一位管理者都能察觉，那就是无
法在心灵中改变自己，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内心，这也成为管理者管理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误区。　　在
心灵中开始，认知自己，改变自己，给自己一个重塑的机会，同样也是禅宗修炼的秘诀。　　山上落
成了一座新的寺庙。　　老和尚告诉小和尚，要他们俩自己塑佛像。　　“那得照寺庙里的佛像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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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智慧》

塑吧。”小和尚说。　　“不，照着我们自己的模样塑就行。”　　“师傅您还行，我这个样子就免
了吧。”　　老和尚突然沉重地对小和尚说：“那你就应该重塑一个自己啊。”　　小和尚满脸惊讶
。　　老和尚语重心长地说：“相由心生啊！”　　人的一切可以重新塑造。不论是对相貌还是神态
的塑造都是其内心给予的结果。　　和尚简单有效的修炼方法，适用于每一个重塑自我的管理者。　
　我也极具赞同禅宗修炼内心的方法，在工作的过程中，选定一个目标，在心灵中开始，内心充满着
对求知欲的渴望。　　重塑自己，最重要的是将经验和教训列出：曾经深切渴望的愿望理想，为什么
却从来没有去实现？有什么人对你影响最大？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你仰慕谁？他们有哪些你也
渴望拥有的特点？　　然后从中吸取好的经验，去掉不好的。每天积累，当身心和头脑等各方面的能
力提高时，你整个的人也就随之壮大了。同时，伴随自我成长，你永远会站在比一般人更高的高度看
待一切。你最终会成为一个成功者。　　从心灵中开始，是禅理的精髓所在，也是修炼自我的本源，
只有以本源作为根基，才能使管理者在修炼中认知自己，改变自己，重塑自己，使企业焕发出生生不
息的生命力，最终把企业打造成极具和谐的团队。　　念力之心，决定一切的力量　　禅亲中有个铭
印法则，所提及的便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以及事物的因果关系。　　“铭印的种子和得到的结果是同
一性质的：正面／负面的铭印种子导致正面／负面的结果（快乐／痛苦）。”　　“铭印种子会积累
和增长。”　　“播种和收获一定是有时间间隔的。"　　“不播下种子就不会带来结果，播下种子一
定会带来结果。”　　有一个抽泣不止的年轻人来到禅师面前，禅师问他：“年轻人，为什么哭得这
么伤心？”　　年轻人说：“我父亲昨天过世了！”　　禅师说：“人死不能复生。你哭得再伤心也
不能使他起死回生啊！”　　年轻人：“我明白这个道理。虽然我不能使我父亲再活过来，但我求您
为我死去的父亲做一些事。”　　禅师说：“请讲。”　　年轻人：“您法力无边，一定办得到！我
恳请您为我死去的父亲作法，让他顺利升入天堂。”　　禅师犹豫了一下，叹了一口气：“好吧！你
且去拿两只壶来。”　　年轻人见禅师答应了自己的请求，于是兴高采烈地跑到市场买了两只壶回来
。　　“将一只壶装满奶油，另一只壶装满碎石子，然后将壶口都封住。”禅师说。　　年轻人一一
照做了。“很好！请将它们放入一个装满水的木盆中。”年轻人也照做了。　　“好！你再去拿一块
大石头来，将这两只壶敲破。”　　年轻人非常高兴，心想禅师正为他的父亲举行一个非常庄严的仪
式，于是很快找来一个石头敲破了两只壶。奶油立刻浮上了水面，碎石子散了出来，沉在了水底。　
　“年轻人，我能做的就是这些。现在你可以祈祷：让石头浮上来，让奶油沉下去。”禅师缓缓地说
。　　“您不会是在开玩笑吧？让石头浮上水面，奶油沉入水底，这有违自然法则啊！”年轻人疑惑
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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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智慧》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当今，管理类书籍琳琅满目，宏篇巨制充斥书市和企业家的书架案头。一枝独秀的《禅的智慧
一高效管理的源泉》出版了，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营销学教材。在倡导全社会大兴读书之风时，本书
出版可喜可贺。本书的新意不仅在于从中国传统的禅文化中，遴选出用于企业管理的精髓！更提醒中
国的企业家如何将这一企管理秘笈应用到国人的企业管理中去。使中国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做长。永
立世界企业之林不败。　　——湖南省市场营销协会会长 湖南营销学院院长　冻渭祺　　用人难、留
人难，生存难，发展更难，企业管理方面的难题一直是各位企业经营者所苦恼的事。　　王海伦先生
提出的禅道管理的核心思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破解了企业管理中碰到的诸多难题。　　这是一本企
业经营者不可不看的书，也是一本让人看了茅寒顿开的书。　　——中国房地产期刊联盟副主席《楼
市》杂志主编　朱有根　　禅，就是悟道，海伦先生通过实战案例与禅悟的结合，把个人修行禅悟与
商业、企业结合的人衣无缝。　　读来津津有味，合本感悟良多，颇有益。　　——华闻沟通希诺美
容科技董事长　许英豪

Page 8



《禅的智慧》

编辑推荐

　　这本书主订是讲用禅道管理企业的。但读起来适用极广。管企业也罢，管员工也罢，离不开主体
的“人”。所谓先做人后做事，这本书同时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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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我看了两遍啦
2、内容挺好，就是书的封面弄得脏脏的
3、人生启悟！受益匪浅！
4、读懂这本书会让你有另一种眼光去看待问题！
5、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9日捐赠
6、书的内容很单调。教条主义较多，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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