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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简称
为《文化多样性公约》），“公约”的主旨承认并保护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文化的多样性
。
在2000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文化报告的题目是《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
权威的国际组织关于世界文化特点与发展趋势的把握，表明了人类对全球所创造文化未来的发展道路
的基本判断和乐观预期。
　　世界文化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与当今世界总体趋向密不可分的。
我们认为世界未来的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进行较量。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正产生重大影响，使世界文化发展呈现出三大特点：（一）由精英
走向大众；（二）民族精神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反思中走向复杂；（三）全球化的悖论成为当今文化
思考和文化发展的主题。
　　由此，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呈现这样两股思潮：少数发达国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从维护自身国家
利益出发，打着普世文明、普世伦理的幌子，继续推行西方价值观，将他们的价值观和思想强加给其
他国家和民族，实际上，他们还在固守“西方中心论”；与此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纷纷摆脱殖民
统治后，为维护民族独立和经济复兴，从珍视自身民族传统，保护、捍卫民族文化战略资源的角度，
形成一种固本寻根、排斥外来文化的部落主义。
为此，我们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又要摒弃文化上的部落主义。
反对西方强行的文化上的霸权主义，要以承认、接受、理解、尊重多元文化为前提，承认人类文明乃
至民族、群体、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摒弃文化的部落主义，要以承认、接受、理解、尊重多元文
化为前提，以承认几千年来世界多民族文化相互交往和影响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为条件，批判排斥外
来文化的狭隘心理和文化基因，应以一种新的视觉，观察当前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一
种新格局下的一体多元化的新型文化。
还在20世纪20年代初，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站在民族觉醒、文化自觉的角度以忧患和开放的思想警示
后人：“我希望世界各地的文化之风都能尽情地吹到我的家园，但是我不能让它把我连根带走。
”民族先行者的思想对今天依然有着指导和启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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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主要内容分为：第一章 国学的价值系统；第二章 国学的基本特征；第
三章 国学之一：《周易》与管理；第四章 国学之一：先秦子学与管理；第五章 国学之一：佛学与管
理；第六章 国学对企业文化建设之贡献；第七章 企业家的文化使命；第八章 中国企业文化展望；第
九章 发展积极人际关系；第十章 企业文化礼仪与楷模；第十一章 企业文化传播的途径与效果；第十
二章 企业员工的企业文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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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超逸，著名企业文化专家、管理学家、国联鼎盛（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CEO、中国文
化研究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于2∞1年率先提出了“实施国家企业文化安全战略”、“构筑国家企业文化安全防御体系”、“加强
国家软实力建设”等一系列原创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新观点、新视角。
被誉为“中国‘软实力’和‘企业文化安全’研究第一人”。
　　20世纪90年代初，到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学习考察东亚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探讨东方
式企业文化建设模式，致力于企业文化的中国化、本土化以及可操作性。
　　主要著作有《企业文化教程》《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当代企业文化与知识管理教程》《比较
企业文化学原理教程》《现代礼仪教程》《中外企业文化理念大全》《竞争大未来:21世纪企业文化制
胜战略》《中国卓越企业文化实战与人力资源开发》《对国际品牌战略的比较考察》《中国近代商史
的一面镜子》等，参与编著《中国企业文化年鉴》。
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
　　曾为近百家中外现代企业集团提供咨询服务。
主要研究方向：软实力与企业文化力，企业文化的科学策划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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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国学·文化自觉·软实力(代序)总序原序第一章 国学的价值系统第一节 人生价值观第二节 自然价值观
第三节 道德价值观第四节 知识价值观第五节 经济价值观第六节 审美价值观第二章 国学的基本特征第
一节 统一性第二节 连续性第三节 非宗教性(人文精神)第四节 泛道德性第五节 内倾性第六节 中庸和平
第七节 乡土情谊第三章 国学之一：《周易》与管理第一节 《易》为管理之书第二节 管理的最高目标
第三节 管理的操作原则第四节 易学与现代经营管理第四章 国学之一：先秦子学与管理第一节 《论语
》与管理第二节 《老子》与管理第三节 法家与管理第四节 墨家与管理第五节 阴阳家与管理第六节 杂
家与管理第七节 《孙子兵法》与管理第五章 国学之一：佛学与管理第一节 佛教的起源和发展第二节 
佛教的教义和理论第三节 佛学对企业管理的启示第六章 国学对企业文化建设之贡献第七章 企业家的
文化使命第一节 企业家文化第二节 企业家的文化使命第三节 企业家的文化素质第八章 中国企业文化
展望第一节 中国企业文化传统第二节 中国企业文化变化取向第三节 中国企业文化展望第九章 发展积
极人际关系第一节 积极人际关系及其意义第二节 积极人际关系准则第三节 加强基层团队建设第十章 
企业文化礼仪与楷模第一节 创立企业文化礼仪第二节 造就企业文化楷模第十一章 企业文化传播的途
径与效果第一节 企业文化传播的本体途径第二节 企业文化传播的载体途径第三节 企业文化传播应达
到的效果第四节 企业文化传播应注意的问题第十二章 企业员工的企业文化培训第一节 员工文化培训
的目的意义第二节 员工文化培训的形式第三节 员工文化培训的原则第四节 员工文化培训的方法参考
文献附录《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总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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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子用“仁”界定人，主张“仁者爱人”。
《论语·颜渊》有“樊迟问仁，子日爱人”的说法。
爱人即“爱众”，因此《论语·学而》又捉出“泛爱众”。
这就是说，孔子以“人”或“众”作为行仁的对象，表现了孔门以仁本思想为核心的“人学”内容。
到了孟子，把孔子这一思想又作了详尽的发挥，提出仁、义、礼、智四端说。
他在与告子的辩论中，一再强调人性与兽性的不同，认为告子所提出的“生之谓性”抹杀了人性与兽
性的区别。
苟子继孔孟之后，进一步强调人与动物、植物以及一切自然物的不同。
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
下贵。
”①又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辨也。
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②　　总之，传统的人生价值理论，都是把着眼点放在人禽之辨上，都是把人本作为道德与价值的
基础，否认外在的价值源泉以及由神或上帝所规定的标准。
这一点与西方有较大的不同。
西方文化中的人生价值理论，往往把价值之源追溯到上帝，人的价值是上帝赋予的。
直到近代，作为价值之源的基督教精神仍然弥漫在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
而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它的根源与基础，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便已实现了从神到人的分离与过渡。
因此在价值观上，中国文化同样是排除了神学传统的人文精神。
　　孔子的“仁”、孟子的“四端”及荀子的“人道莫不有辨”的思想，都是强调人有不同于动物的
特殊本质，这个特殊本质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价值。
由此可知，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是与人性、人文、民本等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
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这种观点，在把人与神分离以及提升人的尊严的历史过程中，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正是这种人禽之
辨的人生价值理论把人与动物的界限绝对化了。
这种绝对化的理论一落实到现实生活或道德生活中，就必然产生灵与肉、天理与人欲的二元对立。
　　关于人的价值，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原则上说，可以从三个不同层面来分析。
一是广义的人的价值，这是就人与自然或人与物类（植物、动物、自然物等）相比较而说的。
上述儒家“人为万物之灵”或“人贵于物”的思想即属这一层面的问题；二是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
关系而说的，孔子“仁”的思想，墨子“兼爱”的思想都属于这一层面；三是就人自身说的。
从人自身来说，人的价值是一种潜能，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潜在创造力。
这是人的内在价值层面。
在这一层面中，人将自己也当成一个客体，力求认识自己，发展自己，用价值范畴来判断和衡量自己
。
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或一个自身不健全的残疾者，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他们同样具有人的价值。
这就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创造的潜能。
这种创造的潜能决定人的价值，而不是人的地位、权势、肤色、性别或其他别的什么因素决定人的价
值。
人的现实的创造活动是潜能的外化，它只能决定价值的大小。
人所具有的内在潜能或内在的创造力，是人的本质力量，它是文化价值的内化。
也就是说，文化的价值内化成人的价值，而文化的价值是人的价值的外化，是世世代代人的实践活动
创造文化。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

如果把人的价值与人的价值的实现混为一谈，这势必在价值观上引起混乱，甚至抹杀人的价值，践踏
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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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
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
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国家之存亡。
　　——章太炎　　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
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
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
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钱穆　　中国文化真正的创造力在本国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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