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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1：百家讲坛名师、国学院院长倾心孕育。 

《企业的修为》这本书作者曹胜高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具有丰富的国学研
究和讲学经历，是当今人气爆棚的MBA班核心课程《国学与商道》主讲人，也是畅销书
《古时兵法今时用》作者，其大智慧和独特的授课方式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热爱中国传统
文化欲求改变的人。 

编辑推荐2：参悟国学中蕴含的商道，做有格局的企业家。 

*讲话中曾提到“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企业的修为》这本书博古
通今，是一本帮助企业家提高自身修养、修炼心性、树立大格局意识的国学管理书。 

编辑推荐3：商道至简，修身方可“齐家、治国平天下”。 

很多时候不是事情不行，不是命运不行，而是人不行。人*重要的是心灵的“风水”，我
们有时候调自然的风水没有用，重要的是人心。修养是卓越的前提，是你能否成为一个
卓越员工或卓越职业经理人或卓越老板的必备条件。商人理想的境界是法商，第二个层
面是儒商，高级的层面是佛商。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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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仅是利润实体，它首先是一个精神载体。身为企业的名片，你的品位决定了企业
的品质，你的修为决定了企业的寿命。
人能够组成群体，成为一个组织，靠的是义。仁是感情体验，义是外在约束。正己而后
正人。搞管理，先管理自己，再管理别人，再做大事业。与其权威服人，不如品德感人
；与其用力做事，不如用德做人。
一个优秀的企业，需要品质；一个卓越的企业，需要品位。从品质走向品位，正像一个
人从土豪走向贵族，需要脱胎换骨地成长，才能赢得业界的尊重。《企业的修为》这本
书讲述的，便是一个企业家如何通过内在修为，洞察商业的本质，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作人做事并重，内外兼修，用修养涵育品格，用文化滋养品牌，率领企业在更新中
成长，在发展中涅槃。

作者简介

 曹胜高
，河南洛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文学博士。《百家讲坛》主讲人。现为陕
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东北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授、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台湾实践大学客座教授，在罗格斯大学、马来亚
大学进行短期访问或合作研究。2008年起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2011年起任
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乐府学会常务理事，赋学会理事。著
有《中国的修养》《古时兵法今时用》等优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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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个企业受到尊重，不是依靠打折与促销来赚取眼球，而是靠给社会提供必需产品、优
质服务和消费理念；一个企业家受到尊重，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而是他拥有的财富能
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和人类造福。做一个有担当的企业，需要不断提高企业的品位；做
为一个有格局的企业家，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修为。
中国文化中，人的礼节次序是按照三个方面来排列的，第一是爵位，就是官位的高低；
第二是序齿，指的是年龄的大小；第三是德行，基本上等同于社会道德地位。这三方面
中，爵位为下，序齿为上，这就是说很多时候即使你的职位再高，比你年长的下属也是
要尊重的。而德行更在这两方面之上，我们看孔子，他能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得到推
崇，根源就在于他的气度、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人，甚至为后世几
千年指明了道德修养的方向。反观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遇到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就显
得趾高气扬；遇上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就显谄媚之态。这说明我们的修养还不到家。当
一个人遇到乞丐，也不趾高气扬；遇到一个亿万富翁，也不露出阿谀奉承，这才是真正
守得正心。
人成千万，性格不同，而人的发展如何，就取决于我们处在哪个境界：
一是知识，包括我们从小学、中学至大学、研究生阶段，所学的各级学科、专业技能，
如果可以熟练掌握这些，那就是一个合格的工作者或者管理者。

中国文化中，人的礼节次序是按照三个方面来排列的，第一是爵位，就是官位的高低；
第二是序齿，指的是年龄的大小；第三是德行，基本上等同于社会道德地位。这三方面
中，爵位为下，序齿为上，这就是说很多时候即使你的职位再高，比你年长的下属也是
要尊重的。而德行更在这两方面之上，我们看孔子，他能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得到推
崇，根源就在于他的气度、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人，甚至为后世几
千年指明了道德修养的方向。反观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遇到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就显
得趾高气扬；遇上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就显谄媚之态。这说明我们的修养还不到家。当
一个人遇到乞丐，也不趾高气扬；遇到一个亿万富翁，也不露出阿谀奉承，这才是真正
守得正心。 

一是知识，包括我们从小学、中学至大学、研究生阶段，所学的各级学科、专业技能，
如果可以熟练掌握这些，那就是一个合格的工作者或者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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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修养，这是从优秀到卓越必须跨上的一个台阶。从很多小事中体现出来的才是真正
的修养。修养是生活中一点一滴的事。每个人都有优缺点，管理者要抱有温暖如春风般
的包容之心，才能聚拢天下之英才。当然，管理的修养不是看到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
不去与他人讲，也不去管理。企业家要想脱颖而出，首先要明取舍，就是该追求什么，
要放弃什么，是要总结前人的经验，明白自己何去何从；要明白人性的高下，从容面对
社会现实；要知道什么最为珍贵，学会珍惜与放弃。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格物致
知，正心诚意，用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约束自己，用睿智果断的将帅之气锤炼自己，只
有这样，才能有比其他企业家更开阔的胸怀、更高远的眼光。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理。我们现在提倡的国学，正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
性阐释。国学中蕴含的“商道”，便是要求一个企业能够坚守正道，持之以恒，最终实
现良性的循环；更是要求企业家与员工们，能够通过修炼心性，扩大格局，做到言能简
徐、心能光明、量能阔大，志能坚毅，思能缜密，事能妥当，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随时
起步，随时加速，不断实现人生的涅槃。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我们集中讨论的“商”，正有商量的意思，何谓商量？就是要协商到双方或多方都能接
受的、都能认同的、理解的、支持的、中间的状态，用最大公约数来维系一个团队的运
转。
2010年我去台湾，到过很多当年迁台学者的故居，听了不少让人唏嘘的往事。其中给我
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阎锡山。
阎锡山当年在山西割据千里，叱咤风云，统治山西长达三十余年。在此间，他耳濡目染
了山西晋商的习惯，有了钱财便置备不动产，买房子、买地、建院子。当然，阎锡山的
产业财富不是一般人家所能比拟的，山西的好多山林、煤矿，包括铁路都属于他的个人
资产。却不料在1949年迁台的时候，这些东西一时间无法迅速出手，也没办法随身带走
。结果阎锡山辛辛苦苦置下的产业，大部分都留在了大陆。
到了台湾之后，阎锡山最初上任为行政院院长，后来又当了总统府顾问。尽管这听起来
名头很响亮，其实不过是个虚衔空职罢了。蒋介石又颇为忌惮阎锡山之前的兵权和实力
，更是不敢把重要的政务给他，只是象征性地咨询些不痛不痒的意见。一时间，阎锡山
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不仅清闲起来，而且生活水平也跟着降了下来。他在台北的
零星收入，怎比得上在山西时的割据一方？
聪明者如阎锡山，他透彻地看清了局势，在台湾这弹丸之地，自己已经很难东山再起。
与其招来蒋介石的猜忌，莫不如过平静祥和的田园生活，平平淡淡才是最大的幸福。于
是，他在阳明山上盖了个小院子，几间草房，几亩耕地，平日里读读书，写写字，消遣
悠长的时光。后来，宋美龄实在看不过去，给阎锡山捐了点钱，让他把草房修缮成了瓦
房。这几间房子现在还在阳明山上，但早已人去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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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就是从盖草房开始的。
阎锡山当年去台湾，颇有避难的性质，不可能浩浩荡荡，前呼后拥。他的大军都留在了
大陆，随身只有7名侍卫，这些侍卫多从小就跟着阎锡山，算得上半个家里人，他们的衣
食用度都需要阎锡山来支付。所以说，到了台湾阳明山之后，他们8个人亲如一家，同甘
苦、共患难了。
阎锡山到阳明山后，是真心地把这几个侍卫当家里人，这几个人也未曾弃他而去，一直
在山上陪伴着他，直到阎锡山1959年过世，前后足足十年。日子穷苦，他们就在山上开
荒种地，种白菜、种土豆、种稻米、养猪、养鸡，来养活阎锡山；阎锡山的妻儿并不在
山上，他们甚至还要接济他的妻儿。阎家的这十年，大都是由这些侍卫卖力养活的。
显示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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