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向韩非子学管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向韩非子学管理>>

13位ISBN编号：9787811228632

10位ISBN编号：7811228637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东北财大

作者：杨先举

页数：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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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向韩非子学管理>>

前言

　　这是我的一张关于写作方面的名片。
我独立写作完成的}}已出版有九本，本书是第十本。
我戏昵地称她们为我的闺女”。
这十位“闺女”的名字分别叫《经营战胜策》、兵法经营十谋》、《老子与企业管理》、《企业文化
新绿》、孔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老子管理学》、《三国管里学》、《韩非子说故事》以
及本书《向韩非子学管理》。
这十位“闺女”，虽然不能说她们长相个个艳如桃花.却也五官端正，可以入目。
有的还略有姿色，如老四《企业文化新绿》，1997年获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呈”第六届入
选作品奖，1996年被中国经济出版社相中.被汲纳到由该社出版的《企业万有文库》第五卷中。
又如旨三《老子与企业管理》，1994年在大陆出版后，即被中匡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看中并买断，以繁
体字的形式在台湾出版，易名为《老子管理学》，在台湾等地发行，并行销美国，该书在大陆也印刷
数次。
三如老二《兵法经营十谋》.该书1991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奖，还被洞北省企业管理协
会、企业家协会评为首届企业优秀管理论蓍的优秀著作奖，该书多次印刷发行，称得上是当时的畅销
书。
其他的书，老大《经营战胜策》、老五《孔子管理学》、老六《孙子管理学》、老七《老子管理学》
、老八《三国管理学》，也都印刷两次或两次以上。
我这第十位“闺女”——《向韩非子学管理》，但愿读者也喜欢。
写书是个苦事，书内句句话、个个字，都要对读者负责，半点差错也不能有。
我是在三不济（脑力、视力、精力不济）状态下，七上八下敲电脑，昏黄灯光下写作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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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管理学角度比较法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区别。
道家思想主要从哲学层面上，告诉我们在管理问题上怎么做是对的，如该学派所倡导的“道非‘道’
”，“为无为”，“柔弱胜刚强”，“有生于无”，“反者道之动”，“上善若水”等思想，就不无
道理。
　　儒家思想主要从道德层面告诉我们在管理上应该怎样做，如该学派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就很有意义。
　　但它们都缺乏系统的“法”的思想论述，为此必须借助较完整的法家思想予以补正，使“道”、
“儒”、“法”三个派别相得益彰地发挥作用。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我们也许无法从故纸堆里直接找到管理的现代化“武器”，但说
到这个理（思想），人家早就点破了。
　　历史就是在精彩中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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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先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专长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等。
　　“闺女”颇多，“芳名”曰：《经营战胜策》、《兵法经营十谋》、《老子与企业管理》、《企
业文化新绿》、《孔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老子管理学》、《三国管理学》、《韩非子说
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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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哲理 第一一、“道者，万物之所然也”——管理的物质性二、“恃鬼神”亡——管理的求实性三、“
为”与“无为”——让管理“道法自然”些四、“木之折也必通蠹”——管理的内因与外因五、“以
子之矛，陷子之盾”——管理生发之源六、“不得不化”——管理发展之路七、“不期修古”——管
理务求出新八、“水之涯”之识——管理创新无止境九、“世异则事异”——管理务求与时俱进十、
“以其不病是以无病”——管理追求卓越十一、“福本于有祸”——搞管理要警钟长鸣十二、“祸莫
大于不知足”——管理忌贪得无厌十三、“以有余补不足”——管理的均衡问题十四、“自见之谓明
”——管理要正确认识自己十五、“不死药”之识——愿企业长青为政 第二一、顺“天时”——搞好
管理的外部因素工作二、适“人心”——搞好管理的内部因素工作三、“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管理需要爱人四、“不务德而务法”之析——管理不能缺德五、“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助，大功不立
”——管理不能失众六、治国倚谁——君臣合力建国、治国七、鲁哀公问治于孔子——管理要讲民主
八、仲尼三政——管理要据实行事九、禁牛入田——管理要重视调查研究十、“治强者王”——管理
要图强十一、“力多则入朝，力寡则朝于人”——管理需要强力十二、“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
也”——管理要做好内政工作十三、严其境内之治不亡——管理要严以律己十四、“外无怨仇，内有
德泽” ——管理的内政与外交十五、“恃人不足以广壤”——管理不能单纯靠外援十六、析“无耕之
劳而有富之实”——管理要重视耕战货殖 第三一、“妇人拾蚕，⋯⋯利之所在”——个人求利与管理
求利二、“人不死，则棺不买”——个人求利与管理求利再议三、民众财寡则民争——关于竞争四、
“入多出少可为也”——管理要讲“功”五、析“好利近得亡”——管理要图长远功六、典衣典冠的
故事——管理的分工与协作七、“有备无患”与“防患未然”——管理要做好预测、计划工作八、郑
人买履——管理的标准问题九、郑妻为裤——管理要力图出新十、“欲取之，姑予之”——货殖要学
会做赚钱生意十一、鲁人欲徙越——销售有学问十二、狗猛酒不售——经商要做到价廉物美服务好十
三、郑人卖豚——行商商的态度要真诚十四、“滥竽充数”——营销反对假冒伪劣十五、“买椟还珠
”——销售有一个包装问题法本 第四一、”法者，王之本也”——法的起源二、“治强生于法”——
治国要重法三、“安国之法，若饥而食”——“法”的不可或缺性四、“法者，编著之图籍”——“
法”的定义五、“以法治国，举措而已”——“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六、“臣无法则乱天下”
——韩非“法”思想的溯源七、“明法者强，慢法者弱”——“法”在历史中的成败分析八、“威不
贰错，制不共门”——要由立法部门立法九、“法不阿贵，绳不桡曲”——执法要公十、“法如椎锻
”——执法要严十一、“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法”与“非法”的斗争十二、“奉法者强
则国强”——努力提高奉法者素质十三、“人主之两柄，刑德也”——当领导的要善于用好赏与罚两
种手段十四、“赏罚者，利器也”——赏罚的意义十五、“疏贱必赏，近亲必诛”——赏罚要公十六
、“发矢中的，赏罚当符”——赏罚要正术治 第五一、“法、术不可一无”——“术”是韩非法思想
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二、“术者，藏之胸中以潜御群臣者也”——“术”的定义三、“术，致帝王
之功”——“术”的意义四、进贤才，劝有功——用人以贤五、“无术以知奸”败——当领导的要掌
握“识奸术”六、“无术以任人”败——当领导的要掌握“用人术”七、“循天顺人明赏罚”——用
人之道八、“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用人用其能九、“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
用人之忌与宜十、“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按照法的规范用人十一、析“释法禁而听请谒”
——斥买官卖官十二、“内举不避亲。
外举不避仇”——秉公用人十三、“善者左，不善者右”——用人必须讲民主、讲监督十四、“听不
参，则无以责下”——听话要考察十五、“听无门户”与“听有门户”——当领导的必须善于听取下
面人意见十六、人主“诚明于臣之所言”——当领导的必须善于汲纳下面人意见势乘 第六一、君主治
国必乘法——“势”是韩非法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二、“势者，胜众之资也”——“势”的
意义三、“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人主不能失却“势”与“权”四、“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
治不肖”——“势”、“权”、“位”、“威”之议五、“抱法处势则治”——治理国家要靠“法”
与“势”六、“毋为虎傅翼”——“势”归属于民七、“治民禁奸于未萌”——防奸、治奸、锄奸八
、“取舍合”与“相与逆”——揭奸之道九、奸不诛则肆——从严治奸十、“设重刑者而奸尽止”—
—重拳击奸十一、“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法德互济禁其心十二、“明君见小奸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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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奸必先锄于小修身 第七一、“恃人不如自恃”——为人要有自强不息精神二、“行小忠，则大忠
之贼也”——为人需要“忠”三、学习怒蛙——人是应该有点“气”的四、“小信成则大信立”——
为人要讲“信”五、“良药苦口”——为人要善于汲纳他人的批评六、“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
—为人要做好后天的修身工作七、“千丈之堤，溃于蝼蚁”——修身要“慎小”、“善小”八、“侈
泰则家贫”——修身要注意“俭”与“勤”九、“圣人爱精神而贵处静”——处静修身十、由“平阳
君之目”想到的——让我们多一点微笑与谦逊十一、读“焚书而舞”故事有感——让我们做一个有睿
智的人十二、“夔一足”——修身要把自己修成一个业有所长的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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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韩非在《观行》中说：“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
”韩非认为，以他人的余补自己的缺，用他人的长来弥补自己的短，这样的君主才是英明的君主。
　　“有余”与“不足”是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互起作用。
　　什么是“有余”？
大于平均值的值是充裕，是“有余”；什么是“不足”，小于平均值的值是缺少，是“不足”。
　　最早说这个“有余”、“不足”问题的是老子。
老子在《老子·七十七章》中说：“损有余而补不足。
”　　韩非讲的“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问题，“以长续短”是“以有余补不足”的同义反复。
　　“有余”、“不足”，这种差异社会上普遍存在，这个方面有，那个方面也有。
也是历史普遍现象，昨日有，今日有，明日也有，永远不可能消失。
这种差别是普遍现象，只能让其缩小，绝迹是不可能的。
　　“有余”、“不足”，在社会上表现是多方面的。
或表现在物质方面，或表现在精神方面。
　　先说精神方面的“有余”、“不足”问题。
有人道德水平“有余”，知识水平“有余”，文化水平“有余”，成有道德者，有知识者，文化人。
有人在这些方面“不足”，成道德荒芜者，知识贫乏者，文盲。
韩非这则语录就是从精神角度来讨论“有余”、“不足”问题的。
　　韩非这么说：古人因为自己的眼睛不能看到自己的脸庞，所以用镜子来照自己。
因为自己认识能力缺失，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处，所以用“道”来修正自己的错。
脸庞失去镜子无法修正自己的须和眉；身躯失去了“道”就无法纠正自己的迷和惑。
这就需要“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以他人的优点补我的弱点，以他人之长补我之短。
韩非认为，这才是明主应做的事。
　　韩非这个观点是对头的。
人无完人，金无赤金，人有所长，也必有所短，包括君主。
人要扬自己的长，克自己的短。
克自己道德缺失处，知识缺失处，文化缺失处，使自己进步得更快些。
如何做到这点，就要“以有余补不足”，就要“以长续短”。
汲他人之“有余”成为我的“有余”，汲他人之“长”成为我之“长”。
韩非的话虽是针对君主说的，但对今天的常人来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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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与人成与，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
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
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法者，王之本也。
明法者强，慢法者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车弱。
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
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
太山不，正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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