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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从管理的角度、以思维方式为切入点进行中西方文化比较，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学术
专著。
本书在研究范围上，既包括诸如企业管理之微观层面的管理，也涵盖诸如公共行政管理之宏观管理，
探讨的是含义广泛的人类社会治理之道。
在研究方法上，既突出彰显生命感悟的直觉性思维，也重视实证研究、科学分析的逻辑思维。
其整体思路是以“天人合一”观贯串全书，运用太极眼光观察、比较、研究中西方管理思维方式之差
异，展现中华文化的精神风貌，并力求将二者融会贯通。
在研究内容上，以天人观、真理观、方法观、人性观、目标观、要素观、人才观、群己观、规范观、
发展观、成就观、人格观等十二个专题，对管理学所涵盖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中西方文化差
异的全面系统比较。
在最后两章，作者对二者差异产生的原因及结合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些问题广泛涉及管理学、文化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的内容，也
汲取融入了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呈现出跨学科、多领域、综合性的显著特点。
全书体系完备、内容丰富、思虑精深、气势恢宏，展现出丰厚的文化底蕴。
在研究价值上，本书既得益于长期的课堂教学，又是多年学术理论潜心研究的成果。
故既具备学术研究的理论意义，又具备在教学领域、管理工作中的实践应用价值，可供各界人士参考
保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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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二、中国文化的三点论    （一）从《一分为三论》说起    （二）“三点论”的思维传统　⋯⋯第五
章　人性观：思辨说性与明心见性第六章　目标观：重功利与重境界第七章　要素观：重物与重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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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　发展观：“斗争”发展与“中和”位育第十二章　成就观：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第十三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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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文化与管理　　一、思维方式与民族文化　　管理是一种文化，文化则是广义的
管理。
因此，欲研究管理，须先研究文化；要比较中西方管理之差异，必先明了中西方文化之不同。
而思维方式之于不同文化的价值趋向和发展路径的选择，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意义。
故先从思维方式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说起。
　　（一）思维方式的含义　　什么是思维方式？
目前学术界对此并无共识性的界定。
要准确地给思维方式下定义，的确是件困难的事。
刘长林是国内学术界较早进行思维方式研究的学者，他给思维方式的定义是“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
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公认的观点
，就叫做该民族的思维方式”。
并且认为，“思维方式是心理底层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是民族特殊性的重要标志”。
李勇认为：“所谓思维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思维方式是指社会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狭
义的思维方式是人类理性认识的活动方式。
”前者没有从源头上回答思维方式是如何产生与形成的问题，后者把思维方式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含义，对广义的含义的界定显得过于抽象，而且把精神生产方式与物质生产方式截然分开也带有很大
的局限性，而实际上思维方式是贯彻融会于二者之中的。
用所谓“理性认识的活动方式”来概括狭义的思维方式，则失于片面。
因为，感性直觉思维也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是更重要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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