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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在人：管理学的人性揭竿与价值革命，这是一个极具创新精神和挑战意义的书名，如一股山风，迎
面扑来，令人耳目一新，大有先声夺人之势。
如果把它转换成一篇学术论文，题目就是：基于“自在人”人性假设的S企业价值观及其应用研究。

这样一来，本书的核心内容便一目了然，顺理成章。
它从管理学的“原点”——人性出发，提出“自在人”的人性假设，对与此相关的理论原理、哲学发
端、文化脉络、管理模式、商业情境、历史背景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全面铺展，有序理证。
由此提出“S理论”框架下的企业价值观，并对“S理论”的思想及现实源流进行详尽阐述。
捭阖纵横，深入浅出。

本书还从企业家文化修炼的角度，提出“企业格局”的全新理念，作为对近年来企业文化学界关于“
企业责任”、“企业能力”、“企业战略”等沸沸扬扬讨论的一种思想扬弃与文化迁跃。

最后，以应用研究及案例分析的方式结束本书，目的是让广大学人更好地理解和批判“S理论”，在
抛砖引玉中，以期“S理论”的日臻完善。

。

我在与本书同期出版的《企业文化新教程》序言中曾说过，我很不喜欢我的硕士生、博士生们私底下
称我为“老板”，我希望他们满怀深情地称我为“老师”、“先生”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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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声怡
　　教授，博士生导师。
福建农林大学企业文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民俗学会农业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福建省特色研究会副会长。
省级精品课程《企业文化学》首席教授；省级特色专业“工商管理”学术带头人。
福建农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点学科带头人、涉农企业管理博士点学科带头人。
主要研究方向：企业文化、文化产业管理、涉农企业管理
　　硕士生招生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博士生招生方向：企业文化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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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人性假设
 什么是人性?
 人性的哲学探幽
 人性的两种哲学考量维度
 什么是人性假设?
 管理学上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发展简史
第二章 自在人：中国管理时代的人性假设
 为什么会是“自在人”假设?
 什么是“自在人”假设?
 “自在人”假设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
 “自在人”假设的管理情境
 世界文化模式视野下的“自在人”假设
第三章 “自在人”人性假设下S管理模式的理论原理
　原理一：S管理境界说(管理的方向方式)
　原理二：S企业文化论(管理的路径方法)
　原理三：S企业进化律(企业发展的渐次法则)
第四章　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
 什么是价值观?
 社会转型中价值观的断裂与重塑问题
　什么是企业价值观?
　企业文化、企业竞争力两者之问的关系问题
第五章　S理论视野下企业价值观的构建原则及其框架
　什么是S企业价值观?
　S企业价值观的构建原则
　S企业价值观的构建
　S企业价值观的构成框架
第六章　S企业价值观的文化追问及其现实源流
　S企业价值观的文化追问
　S企业价值观的现实源流
　实证分析：“丰田之道”的S企业价值观解读
第七章　企业格局：S理论视野下的企业文化修炼
　什么是企业公民?
　企业公民时代的三步曲：责任、能力、格局
　什么是社会企业家?
　S理论视野下的企业格局及其文化修炼
第八章　金三角模型：S理论的模型研究及其应用
 “自在人”假设与S理论
 金三角模型：S理论的模型构建
 S理论模型的应用研究　
 案例分析：S管理模式在网龙(中国)公司的应用研究
案例 阿里巴巴企业文化的前世今生
　马云与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创建新的商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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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集团十年发展计划
　S企业价值观框架下的阿里巴巴企业价值观构建
　S企业价值观视野下的阿里巴巴企业价值观解读
　点评：前世+今生一未来
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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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综合上述两种观点，笔者以为如下：人性是复杂的。
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一方面，人性在其潜在性上有无限可能性。
人性就像一座蕴藏丰富的矿藏，其中有无数的“珍宝”有待挖掘。
当然，伴随“珍宝”的往往还有“危险品”。
目前看来，人性只展开了其全部可能的一部分而已。
一方面，已展开的人性在其现实性上有着多重表达。
这种表达有程度上的差异，也有形式上的不同。
譬如，每个人都具有自利的倾向，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有的人，在自利的情况下，更加兼顾利他（“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有的人，完全
不顾别人，自私自利（“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又如，每一个人都有贪、嗔、痴（贪、嗔、痴在佛教中被称为“三毒”）。
所谓贪，指染著于色、声、香、味、触五欲之境而不离的心理活动。
《大乘义章》卷五说：“于外五欲染爱名贪。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佛教认为，众生生活于世间，以眼、耳、鼻、舌、身等器官与外界相接触，产生色、声、香、味、触
等感觉。
这些感觉能引起众生的利欲之心，因此，叫做五欲。
于此五欲执著并产生染爱之心，就成为贪。
因此，又以贪与爱为同体异名。
所谓嗔，又作嗔怒、嗔恚等，指仇视、怨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
《大乘五蕴论》中说：“云何为嗔？
谓于有情乐作损害为性。
”《成唯识论》中则说：“嗔者，于苦、苦具，憎恚为性，能障无嗔，不安稳性，恶行所依为业。
”嗔是佛教所说的根本烦恼之一，与贪和痴一起被称为“三毒”。
.所谓痴，又作无明，指心性迷暗，愚昧无知。
《俱舍论》中说：“痴者，所谓愚痴，即是无明。
”佛教认为，众生因无始以来所具之无明，致心性愚昧，迷于事理，由此而有“人”、“我”之分。
于是产生我执、法执，人生的种种烦恼，世事之纷纷扰扰，均由此而起。
因此，痴乃一切烦恼所依。
《唯识论》卷六中说：“于诸理事迷暗为性，能碍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
”又说：“诸烦恼生，必由痴故。
”人性是发展的。
随着时间l的推移、空间的变幻，人类在不断地发展着、前进着。
伴随着人类越来越丰富、愈来愈多彩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人性也在不断地丰富着、深化着。
人猿相揖别。
人类从自然界傲然独立之时，大都还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人性也只停留在较低级、较简单的动
物本能及欲望的层面。
此时，人性中的生存本能、动物欲望居多。
为了生存，甚至不惜杀食同类，欲望的满足和发泄也都是冷冰冰、赤裸裸的。
人性中的温存和光辉还很少。
现在看来，人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丰富和高级多了。
人性又是相对稳定的。
尽管人性是复杂的，又在不断发展着，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它（一般地，简单的、静止的事
物比较容易把握）。
人性的相对稳定性为我们准确认识人性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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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相对稳定性，是指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在这个阶段和时期内，人性没有发生重大转变或者没
有产生促使人性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人性的主要展开面是相对突出、相对稳定的。
这种人性的主要展开面就是我们要着重认识和把握的。
如在经济繁荣、物质发达的时代，企业已经完成高度机械化，工人的工作日益专业化。
在这种情形下，工人们的人性主要展开面就发生了转变——工人们只是重复简单、单调的动作，看不
到自己的工作与整个组织任务的联系，工作的“士气”很低，影响产量和质量的提高。
他们要求工作扩大化、工作丰富化，他们要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
换句话说，他们是“自我实现人”。
人性是“有”、“无”在不断博弈中的均衡展开体。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所谓“无”，是指人性中固有的生存本能、欲望等。
如自利、贪嗔痴等。
所谓“有”，是指源于“无”并对“无”产生抑制、导引作用的因素。
如戒定慧就是因贪嗔痴而存在的，并对其起抑制、导引作用的因素。
人性就是在“有”、“无”的不断博弈中发展，并朝着二者均衡的方向展开的。
在人性中，若没有“有”的存在，人类将陷入罪恶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有”就像手指指向的那轮弯月，美好而温馨，给人性源源注入希望的光芒而使其不断升华。
长久以来，人性都是哲学的特殊研究对象之一。
因而，但凡研究人性，哲学上的探幽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一道坎。
在中西方哲学上，具有典型性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人性学说，主要有中国的“性善”、“性恶”说和
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论”。
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理论的思想家。
他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开创了先人对自身研究的先河，具有开启来者的意义。
孔子极少讲人“性”，在《论语》中只有一处提到人“性”。
就连他的弟子子贡也摸不着头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究其一生，孔子都没有对人性进行更进一步的论述和探讨。
“性相近”，到底是善相近，还是恶相近，抑或是其他呢？
“习相远”，是善相远，还是恶相远，抑或二者皆是呢？
虽然孔子并没有对这句话作出具体阐述，但是他的“性相近”开了孟子的性善论之端，“习相远”开
了荀子的性恶论之端。
“性善论”和“性恶论”_起成为了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两种人性理论。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于人性。
在他看来，人和禽兽是有根本区别的，这种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人性和禽兽之性的不同上，人的生活
高于禽兽的生活，原因在于人有自觉的道德观念。
他还指出，人的本性、本心是与禽兽根本不同的，但是由于有的人不知道保存自己的本心、本性，把
自己的本心、善性丢弃掉了，最终沦为与禽兽为伍。
那么，这种根本不同于禽兽的人“性”，又来源于何处呢？
孟子认为“性”是上天所赋予的。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我们只有不断地尽心，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
这些本性都是上天赋予我们的。
我们认识本性，就是侍奉上天。
孟子还认为，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下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
这种先天赋予的善心是人人都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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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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