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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管理哲学读本》一书属于《哲学大众化书列》，是应用哲学常识读本，并非严格意义
上的学术论著或教材。同时，该书的读者群主要定位为以具有初中文化以上的干部、工
农群众、军人、企业家和青年学生为主，因此，全书的书写语言平实自然，做到了“三
贴近”，即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行文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尽力将深奥的
管理哲学道理通过诗词、故事、歌曲等形式，用大众话语表达出来，努力做到了“接地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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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由孙健和郭海龙两位博士合著的《管理哲学读本》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具有
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管理哲学读本》是有关管理哲学的大众化读本。它解决了为了谁读、为谁而写
的问题，即为了普通大众读，为普通大众而写。
管理哲学的大众化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并不是一个首次提出的新问题。只是由于近些年
来人们在管理哲学的大众化方面做得不尽如人意，才有必要强调这一提法。管理哲学需
要与人民大众相结合，需要走大众化道路。为此，需要反对管理哲学的唯精英化。管理
哲学的精英化是必要的，但不能走向唯精英化，所谓唯精英化即认为只有社会精英才能
创制、理解和运用管理哲学，人民大众无意也无力认识和实践管理哲学。
《管理哲学读本》一书属于《哲学大众化书列》，是应用哲学常识读本，并非严格意义
上的学术论著或教材。同时，该书的读者群主要定位为以具有初中文化以上的干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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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群众、军人、企业家和青年学生为主，因此，全书的书写语言平实自然，做到了“三
贴近”，即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行文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尽力将深奥的
管理哲学道理通过诗词、故事、歌曲等形式，用大众话语表达出来，努力做到了“接地
气”。
第二，《管理哲学读本》通俗但不平庸，虽深入浅出，但不缺乏学术性。该书系统探讨
了许多管理哲学问题，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由孙健和郭海龙两位博士合著的《管理哲
学读本》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管理哲学读
本》是有关管理哲学的大众化读本。它解决了为了谁读、为谁而写的问题，即为了普通
大众读，为普通大众而写。 管理哲学的大众化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并不是一个首次提出
的新问题。只是由于近些年来人们在管理哲学的大众化方面做得不尽如人意，才有必要
强调这一提法。管理哲学需要与人民大众相结合，需要走大众化道路。为此，需要反对
管理哲学的唯精英化。管理哲学的精英化是必要的，但不能走向唯精英化，所谓唯精英
化即认为只有社会精英才能创制、理解和运用管理哲学，人民大众无意也无力认识和实
践管理哲学。 《管理哲学读本》一书属于《哲学大众化书列》，是应用哲学常识读本，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或教材。同时，该书的读者群主要定位为以具有初中文化以
上的干部、工农群众、军人、企业家和青年学生为主，因此，全书的书写语言平实自然
，做到了“三贴近”，即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行文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尽力将深奥的管理哲学道理通过诗词、故事、歌曲等形式，用大众话语表达出来，努力
做到了“接地气”。 第二，《管理哲学读本》通俗但不平庸，虽深入浅出，但不缺乏学
术性。该书系统探讨了许多管理哲学问题，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
句名言：“熟知非真知”。对于许多人来说，管理哲学是熟知的东西 。之所以说是熟知
，是因为管理哲学无处不在，任何人类的管理活动都渗透着哲学理念。然而，对于许多
人来说，管理哲学也是陌生的东西。之所以说陌生，是因为如果让人们从理论上深刻阐
述管理哲学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精髓，也即说出一些道道，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管
理哲学读本》一书关涉许多老百姓熟知非真知的内容。它探讨了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
管理与哲学联姻的原因、管理哲学的价值；在梳理中西管理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比较了
中西管理哲学，并指出了各自的特点；从哲学视角审视了管理及其各种职能，探讨了管
理者与被管理者及其相互关系；并试图揭示人本管理、管理文化、管理伦理、管理境界
与管理艺术的真谛。 第三，《管理哲学读本》紧扣时代主题，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 该
书作者强调：要发展管理哲学，不能做光懂搜集、不懂酿造的蚂蚁和不懂搜集、只知吐
丝织网的蜘蛛，而应该做既懂搜集又懂酿造的蜜蜂。管理哲学的发展和创新不是为求新
而求新的形式主义，而应能既满足当今世界管理实践的需要，又能引领当今世界的管理
实践潮流的创造性活动。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要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
发展，一时一刻离不开管理。在当今世界，管理实践的发展一日千里，出于解释和引领
管理实践的需要，管理哲学理论也层出不穷，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冠名以管理哲学的书籍
也已汗牛充栋。管理的实践性使管理哲学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因此，管理哲学需要与
时俱进，或者说需要以时代眼光来审视管理哲学。而哲学走向生活，走向大众，管理贴
近大众，贴近生活，是现时代的一大特点和要求。《管理哲学读本》一书在这方面体现
得尤为明显。该书中涉及的案例、故事、歌词等内容，基本上是*的贴近现时代的素材和
例证，它们从不同角度折射了现时代的特质。
第四，《管理哲学读本》在管理哲学体系上具有较大创新。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
哲学研究在我国逐步兴起。在这股学术研究思潮影响下，国内的学者们陆续出版了一系



列管理哲学著作。物换星移，当今的管理实践跟以往相比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
这种情势下，原有的管理哲学著作和相关研究就越来越显得具有时代局限性。这种局限
性最主要的表现是：管理与哲学的结合显得不自然，管理哲学学科本身还不够成熟。原
有的管理哲学研究和相关著述往往存在以下缺陷：要么尚未摆脱管理学的框架，往往通
过管理学框架来阐述管理哲学；要么生搬硬套哲学概念，往往通过哲学概念来简单剪裁
管理素材。 为尽力避免上述局限性，该书作者认为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一定要准确，要
深究管理哲学这门学科的存在价值，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厘清其与
其他学科（特别是管理学、哲学）界线。因此，从体系上来看，《管理哲学读本》相比
原有的管理哲学著作具有较大的创新性。它既摆脱了传统管理学教材的体系，也没有生
搬硬套哲学概念。同时，该书对中国管理哲学的概念、体系和西方管理哲学的概念、体
系都有借鉴，并尽力将二者有机融合。
第五，《管理哲学读本》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新颖的观点。 除体系框架的革新外，《管理
哲学读本》一书还提出了一些比较新颖的管理哲学观点。例如，在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
方面，该书除继承了一般认为的“管理哲学属于管理理论的最高形态或哲学形态”、“
管理哲学是介于管理学与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管理哲学是应用哲学（部门哲学）
”这三个常规观点外，还提出了“管理哲学是整合管理理论诸领域的学科”、“管理哲
学是具有‘无定论性’的管理学问”、“管理哲学是个性化的学问”、“管理哲学是管
理中的意识形态”这四个他人较少提及的比较新颖的观点。另外，该书认为，传统的管
理学喜欢探讨企业管理，但企业管理所探讨的管理，还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管理，顶多是
科学意义上的管理，确切地说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管理。管理哲学所探讨的管理，首先应
该是、也必须是哲学意义上的管理。从哲学上来说，管理就是使万事万物合乎理性（工
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具有普遍性和整合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管理是唯一与人相伴终生
的实践活动，管理是人的存在方式。还有，该书剖析了管理之所以能成为一门艺术的原
因：作为管理对象的人是不确定性的动物；管理具有矛盾性；难度系数高，难能可贵；
反映人的理性的有限性；管理艺术主要体现在领导艺术上；管理离不开权变；管理创新
必然走向管理艺术。上述观点在以往的管理哲学著作中是很少见到的。 总之，《管理哲
学读本》一书值得一读，它是一本较好的贴近百姓、贴近生活、贴近实践的管理哲学通
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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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管理与哲学相互选择
有一首由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的歌曲叫做"选择"。这首歌的歌词是
这样写的：
（男）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
（女）雪舞的时节举杯向月
（男）这样的心情
（女）这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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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们一起走过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
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
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喔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老到天长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
就算回到从前这仍是我唯一决定
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就是我们的选择
（男）走过了春天走过秋天
（女）送走了今天又是明天
（男）一天又一天 管理与哲学相互选择
有一首由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的歌曲叫做"选择"。这首歌的歌词是 这样写的：
（男）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 （女）雪舞的时节举杯向月 （男）这样的心情
（女）这样的路 （合）我们一起走过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 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 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喔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老到天长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 就算回到从前这仍是我唯一决定
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就是我们的选择 （男）走过了春天走过秋天
（女）送走了今天又是明天 （男）一天又一天 （女）月月年年 （合）我们的心不变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 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
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喔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
就算回到从前这仍是我唯一决定 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这是我们的选择
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这是我们的选择 这是我们的选择 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这是我们的选择 一、管理与哲学的结合 上面这首歌虽然是描写男女爱情的，但对于理解
管理与哲学的关系也很有启迪作用。形象地说，管理哲学是管理与哲学的联姻。但这并
不是 说只要管理与哲学一结合，就会自动产生出管理哲学。管理哲学不是"管理加哲学"
的机械拼盘，也不是将哲学绑在管理上的生搬硬套。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强扭的瓜不甜"
。管理与哲学的结合如果是强迫的，那么这种结合就很难结出甜蜜的果实。有句唐诗说
得好，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
如果结合的双方能彼此心心相印，那么这种结合就会如鱼得水、相得益彰。
因此，管理与哲学的结合，应该是内在的、有机的，是发自肺腑的。 它们的结合，犹如
一对相互托付终身的情侣，既需要双方具有牢固的"感情基础"，又需要二者"彼此理解、
互尊互助、互敬互爱"。管理与哲学的结合，套用上面这首歌的一句歌词就是"你选择了
我，我选择了你"。这说明，管理与哲学的结合并不是强加的，而是双方自由选择的结果
。这种 结合不是单向度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单相思，而是双方的心甘情愿、情投意合和相
濡以沫。 关于"管理与哲学的结合"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地说明：
（一）结合的基础 管理与哲学为什么能结合呢？原因首先在于二者存在着可以结合的前
提和基础。这个前提和基础就是二者都追求"普遍性"或者说叫做"统摄"，二者都希望能从
普遍性和整体性上把握这个世界。大家最熟悉的一句关于哲学的定义就是"哲学是理论化
系统化的世界观，是研究普遍性问题的学问"。同样，管理也是一个内隐普遍性的概念，
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只不过，管理侧重从
实践中统摄整个世界，而哲学侧重或最起码首先是从思维中统摄整个世界。



可见，二者有共同的"世界观"，有共同的理想追求，这是它们能结合的"感情基础"。
（二）结合的动力 管理与哲学不只是"求同"，它们二者还"存异"，叫做"同中有异"。可以
说，二者的结合，既是"合并同类项"，也是"异质互补"。大家在生活中知晓，男女结婚有
的属于同质型，有的属于互补型。而据相关研究表明：很多时候，互补型婚姻的稳定性
还要强于同质型婚姻的稳定性。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互补型婚姻中的男女双方
较之同质型婚姻中的男女双方可以更多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或者说，对方可以更多
满足自己的多种需要，可以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愿望。在同质型婚姻中，对方能做的，
我也能做。我能做的，对方也能做。而在互补型婚姻中，我能做的，对方可能做不了或
做不好；而对方能做的，我可能做不了或做不好。这样就更容易把二者结合成"命运共同
体"。先看案例： 2011年4月29日，英国威廉王子迎娶相恋8年的女友凯特。新一代"平民
王妃"能否将自己的幸福进行到底？2011年4月27日，凤凰网独家对话性格色彩专家邢宏
伟，解读准王妃凯特在未来婚姻中的幸福指数。 邢宏伟分析称威廉王子趋向于蓝色性格
，而凯特趋向于红加黄的性格。这两种性格互相吸引、组成家庭的概率非常高，并认为
威廉和凯特的婚姻幸福指数将高于查尔斯与戴妃，两人婚姻的持久性和忠诚度也要高得
多。 对威廉与凯特的性格分析： 威廉，趋向于蓝色性格。蓝色性格特征：情感丰富、内
敛、追求完美、做事执著，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坚持做到最好。在情感方面，内心
丰富、内敛、持久、专一，而且怀旧。 凯特，趋向于红加黄性格，以红色为主。红色性
格特征：向外、直接、开放，内心渴望自由，不喜欢被束缚和压制。红色性格的人在成
长 中，受外界环境影响比较大，可塑性强。而黄色性格做事目的性很强，理性，注重结
果。凯特性格中红色为主，她还是以爱情为主。但因有黄色性格的成分加入，不排除她
的目的性，具体体现在爱情中，就是说黄色性格的人不会轻易因为情感放弃原则，随波
逐流，或者委曲求全。 结论：红色性格与蓝色性格的共同点是情感丰富。在恋爱中，红
色和蓝色两种性格互相吸引的概率非常高；在生活中，这两种性格组成家庭的概率也很
高。 什么叫做需要呢？简单来说，需要就是没有满足的愿望和欲求。以需要的视角来看
管理与哲学的结合，就会很有生活情趣。管理与哲学为什么会结合呢？简单来说就是因
为"管理需要哲学，哲学也需要管理"。 （三）结合的层次 管理与哲学的结合，可以分为
两个层次：一是管理理论与哲学的结合，二是管理实践与哲学的结合。其中，管理理论
与哲学的结合包括管理 学与哲学的结合、管理哲学与哲学的结合。管理实践与哲学的结
合包括无意结合和有意结合，前者是指管理者在进行管理实践时与哲学进行的无意结合
，即不知不觉地在运用哲学进行管理，而后者是指管理者在进行管理实践时与哲学进行
的有意识的结合，即自觉主动地运用哲学进行管理或者通过管理实践来有意识地认识、
检验和创新哲学理念。 （四）结合的演进 管理实践与哲学的结合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也
是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优长所在。管理理论与哲学的结合，特别是管理学与哲学的结合，
则是近百 年来的事情，这是西方文化的特点和优势所在。然而，管理与哲学的结合并非
一步到位，而是经历了一个慢慢磨合、逐步融合的过程，是一个从自发结合走向自觉结
合的过程。最初，二者的结合往往是自发的、偶然的和不经意的，后来才慢慢发展到自
觉的、必然的和有意的。到最后，进而产生出一门高度自觉和理性化的交叉学科——管
理哲学。 （五）结合的结果 结果问题与层次问题相关联。处于不同层次的结合，有不同
的结合结果。管理理论与哲学的联姻，出现管理理论的哲学化（也有人称为走向形而上
的管理理论），并最终产生管理哲学。管理实践与哲学的联姻，出现了哲学管理，主张
哲学是管理的核心、精髓和灵魂（managementofphilosophy），管理要依靠、借助哲学（
managementbyphilosophy），进而催生"管理实践家应该是也必须是哲学家"的思维革命和



管理革命，使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成为现实。大家现在会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许多著名企业的CEO在讲管理的时候，往往都会大谈特谈哲学问题。
比如，许多企业管理在实践中所推行的零缺陷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管理。
（六）结合的实质 管理与哲学结合的实质是管理与人的结合。这是人本管理的必然结果
。因为人是哲学存在物。管理与人结合，必然会走向管理与哲学结合。在现代社会中，
人总是从属于一定的管理系统之中的，既不存在不参与管理的人，也不存在不接受管理
的人。同时，时代呼唤哲学与管理走向联姻与结合，管理一方面需要科学化、规范化，
但另一方面更需要哲学的关照与指导。"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包含某种哲学。"首
先，"管理、实践、管理理论自身的发展客观上存在管理科学哲学化趋势的因素"；其次
，"人们在建立管理理论，进行管理实践时，主观上需要借助于哲学概念、哲学方法、哲
学思维。哲学渗透到管理科学之中，哲学的功能得到发挥，推动了管理科学的发展。" 
人类所有的管理活动都离不开人，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人类物质与精神财
富的创造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动力并要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但是，在如何看待管理过程
中人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科学管理时代，泰罗的管
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始终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泰罗认为员工所关心的对象是
经济收入和就业安全，因而，金钱和惩罚成了刺激员工具有生产积极性和工作主动性的
基本手段，其管理的重点便当然地转向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机械设备的功能以实现组
织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管理理念可以说就是典型的"物本管理"。 在行为科学时代，美国
管理学家梅奥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开拓性地提出了"社会人"假设。梅奥的"社会人"假设
并不否认人有追求经济利益的一面，但除此之外，人更重要的是具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
需求。人之所以选择工作，并不单纯是为满足自己及其家人经济利益的需求，而更多的
是为了通过工作使自己的社会需求得到满足。为此，"社会人"假设特别强调，管理必须
重视人的因素，服从于人的需求与特点，把满足人的需求、协调人际关系、激发人的工
作热情、发挥人的潜能作为管理的根本点，管理理论的这种转变，为人本管理理论的提
出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权变管理理论，针对当时管理
实践中面临的复杂问题，又提出了"复杂人"假设。"复杂人"假设是
对原先管理理论中人性假设的超越与完善。"复杂人"假设的基本观点是： 人的需求既是
复杂多样的，又是动态变化的，而且不同人的需求往往表现明显的个体差异。因而，在
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一成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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