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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领导与人力资源开发角度，研究中国古代选举，我们形成了“大选举观”：一、远大的理想：天下
为公，选贤与能；二、明确的纲维：尊尊、亲亲、贤贤三维并重；三、完善的体系：学举、荐举、科
举三位一体；四、自由的形式：怀牒自进、公平考试；五、多元的思想：以“六经”为源头的知识与
思想；六、大人的目标：追求“内圣外王”的圣贤和士大夫；七、自然的结果：天下一统，四海一家
。
　　历经选举而成为领导者，通过选举而实施领导，历代领袖坚持大选举观，开创了天下领导之道。
　　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作为“第五大发明”，因其“至公性”，而传遍了世界，经过创造性转化，
成为现在西方文官考试制度，进一步彰显了“天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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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知识”，论述了中国古代选举制度中知识与思想的关键在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从西周开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以“六经”为主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体系。
西汉武帝重建太学，设五经博士，确立了国家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
在“霸王道杂之”的思想指导下，两汉比较好地解决了“儒生”与“文吏”之争，培养了兼有儒法性
质的综合型领导人才队伍。
此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转型，唐代基本上坚持以儒家思想为主，士人“锐志功名，纵情佚乐”。
经过唐宋的转折，宋代建立了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开创了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
虽然宋、元、明、清历代士大夫阶层缺乏治军、行政、理财等方面的技能，但其中优秀领导人才依然
坚持“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信仰，得君行道，觉民行道。
最后，我们强调了周公孔子才是领导楷模，强调了六经作为圣典的重要地位，强调了“返本开新、格
物致知”对于知识继承与发展的作用。
　　第六章“曾国藩：成功之路，领导之道”，运用大选举观对曾国藩职业生涯进行了分析。
结合清代选举制度背景，我们以曾国藩人生过程和职业生涯为顺序，叙述了他攀登“中华帝国的成功
阶梯”、“沉潜翰詹，储才养望”、“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而迅速成为帝国高层领袖的过程。
我们还分析了曾国藩“修道为教”、“荐贤满天下”、“致力中兴”的过程。
更进一步，我们分析了曾国藩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发展过程。
最后，我们分析了曾国藩“总结圣道，面向西学”的过程。
　　在，“总结”中，我们尝试提出了“天下圣王之道”。
按照历史顺序，我们探讨了从尧舜到曾国藩的天下圣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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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下选举：传统领导之道》：　　让我们以大选举，为司南，一起穿越时空，领会中国历史，
领略中华文明，领悟天下领导之道，进行一次愉快的思想旅行。
　　选举：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学举：培养人才，优则仕之　　荐举：官员推荐，因事举才　　
科举：怀牒自进，公平考试　　知识：格物致知，修齐治平　　曾国藩：成功之路，领导之道　　中
国历史是一部选举制度演进史，是一部领导与人力资源管理史。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若是！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校乃天下之根本。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故马或奔踞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
夫泛驾之马，拆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即是运通。
与其说“慕古复古”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不如说“返本开新”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
的规律。
曾国藩：成功之路，领导之道。
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下选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