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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 1日在海口，我认识了广东东莞一位民营企业家

李文良，他向我讲述的一段亲身经历，给我以强烈的震撼和启示。

南京某大学毕业的李文良，1991 年怀揣 500 元人民币来广东

创业，18 年艰辛奋斗，如今有了两家具有一定规模的自己的企业，

应该说是一位成功人士了，可他却描述自己生活在痛苦之中。他激

动地讲：“我有钱了，有自己工厂了，有房子了，有车子了……物质

财富雄厚了，可我却失去幸福，每时每刻感受的是：烦死了、愁死

了、困死了、忙死了、难死了、气死了、吓死了，痛死了……不仅肉体

上极度的生命透支，更感困惑的是夫妻不和、孩子不孝、员工对立、

时发脾气，似乎危机四起，经常在凌晨三四点钟从恶梦中惊醒。这

种精神上的痛苦令我不堪忍受。企业在最困难时，没有人同情，没

有人帮忙，脑子里甚至会呈现逃跑，跳楼的幻觉。”

他说：“我虽在北京大学继续攻读管理，教授讲的那些都没能

救了我。而在一次大师宣讲的国学及中华传统文化课程中，却得到

启示，并且迷上了宋朝流传下来的一本小书———《弟子规》。我凭着

一种灵感，决定把管理企业的‘宝’押在这本《弟子规》上。2005 年 9

月起，我开始组织全体员工学、背、用《弟子规》。首先，是自己真心

去学，真心按《弟子规》上讲的去做。特别是金融危机横扫东莞时，

我早晨五点多钟就起床来公司，在厂区扫院子，处处用自己爱厂行

为来作示范，我发誓再也不对家人、员工发脾气，遇到问题冷静地

思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我的两家出口型企业订单减少 80％以

上，但是，我不减员，只减部分工资，还办了一个夏令营，让员工把

家乡的父母、妻儿都接来，一起学习《弟子规》，要求每位员工借此

机会尽尽孝，献献爱心，替父母洗洗脚。任何一门西方经济学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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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的‘爱心’问题，在《弟子规》中获取了。”

“还请来老师在公司先后举办 32 期《弟子规》学习班。另外，还

用心和客户及合作的厂商密切关系，友好相待……金融危机使东

莞民营企业成片关闭和消亡，我的两家公司都能安然度过。现在，

公司不再设专职卫生员，专职质检员，专职安全员等岗位，员工上

下班早来迟走，打卡机也无须使用，在我的影响和带动下，员工爱

厂如家，热情高涨，员工的心都回来了，我再也不需像过去那样烦

心，幸福感油然升起。”“《弟子规》威力大，管理解决不了的品德问

题，人心问题，自律问题，爱心问题，《弟子规》解决了。”

李文良这时更加动情地说：“《弟子规》是企业管理之宝，我们

捧着这个‘宝’，捧着这个‘金饭碗’不用，却迷信西方那些东西。”

这次在海口开会期间，我不仅认识了一些国学大师，更多的是

交了一些民营企业朋友，发现像李文良这样的真实故事还真不少，

我心中有了盘算，应该在学会理事中掀起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

人本主义哲学是我国先哲孔子最早发现，他创立的人本主义

“仁爱”，比西欧文艺复兴时才发现的“人”要早 1000 多年。《论语》

中使用“仁”这个概念达 109 次，“仁”的核心是尊重人，爱护人。和

谐，更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

西周末年周太安史伯提出“和实生和，同则不继”的观点。孔子在

《论语》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

孔子德治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教化，而教化的形式主要是管理

者的身教。通过教化，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取向，价值取向。他特别

强调人富了之后要“教之”，要“导之以德”。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忠、

孝、仁、义、礼、智、信、和、恕等，这些规范化的伦理道德，经过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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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继录和发扬，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民族

精神。

著名的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先生说他是靠一部《论语》起家

的说法，印证了儒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世界上有不少学者预测，21 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儒家将

成为 21 世纪的管理主流，这已经是不争的共识。

而在中国，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是，由于中国近百年来战

争纷起、殖民统治、“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的

挫折，中国已有三代人缺少中华传统文化系统的教育，甚至出现

“中国人的中华传统文化文盲”现象，比起许多外国人“学国学”的

温度低得多。许多 60 来岁的人，还不知《弟子规》是什么。

千百年来，一部《弟子规》培育了数以亿计中国人，今天，许多

中国人却不知《弟子规》为何物，可谓是一种悲哀。

《弟子规》虽然全文仅有 1080 个字，360 句，但是，它却把一个

人如何孝敬父 母、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君臣有义、立身处事、待人

接物、修身治学、行为规则等人生态度和礼仪，都概括得一览无缺，

淋漓尽致。

《弟子规》三字一句，两句一韵。读起来琅琅上口，体现了“大道

至简”的特征，易记、易通、易于践行。一个人的一生全部行为准则，

都可以在这仅有 360 句、1080 个字的《弟子规》中找到依据和道理。

笔者在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华人幼儿教学中，都获知《弟

子规》是一门必修课，甚至孩子两岁还在哑 哑学语之时，就每天不

时播送《弟子规》录音朗诵给他听，让他潜意识地记住《弟子规》的

音律，便于在三岁时能背诵《弟子规》，再通过老师讲解每句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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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孩子在童年时就学会用《弟子规》来自律自己的行为。可喜的是，

中国目前已有无数民办幼儿园和学校，将《弟子规》作为必修课。

当今社会，《弟子规》在企业管理中的现实意义十分明显。诸

如：假使一个企业人连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都培养不起来，就会

使一些人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就会做出

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来。

今天，大家都在研究企业文化，许多企业家在用心思考和凝结

企业核心价值观体系，不乏提炼出许多先进、科学、实用、个性和针

对性强、行之有效的好案例，但也确有不少抄袭品，做做文字装饰，

并无真正的效果。《弟子规》可以称得上是任何一个组织一部十分

周全完美的行为文化大全，任何一家企业的文化建设，在确定价值

观体系时，都可以从《弟子规》中汲取营养。

通过与一些成功民营企业家交流，以及本人学习《弟子规》的

感受体会，《弟子规》句句是真理，句句都是做人的价值观，做事的

准则。如果把《弟子规》宣扬的人文文化、心本文化真正意义地融入

到企业文化中去，一定会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企业文化。

《弟子规》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任何一家中国企业只有融

入它，它的文化才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根基，企业是树，文化是根，

中国企业怎么能离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这个根基呢？一个具有上

下 5000 年文化根基的民族，怎么能抛开 5000 年优秀文化而一味

迷信、崇尚才一百年历史的西方管理文化，让这种西方文化作为中

国企业的根基和本呢？

今天，值得欣 慰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不少民营企

业家已经率先把《弟子规》的培训和传统文化的理念导入企业经营

292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管理之中，而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很值得推广和效法。

有的同志提出异议，把《弟子规》用于企业管理，没有红头文

件，这不是“复旧”吗？倒退吗？其实，“红头文件”早就有了。胡锦涛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

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

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

厚资源。”另外，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还强调：“要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这些都代表我们党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得人心、顺民意的。中国的传统文

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1988 年，7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云集法国，

发表声明：“人类要想在 21 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 2500

年前去寻找孔子的思想和智慧。”说明中华传统文化是超越时空的

“法宝”，对全世界人民都是管用的“宝”。

二战后的日本能在废墟上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诞

生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日本企业，研究它们就会发现成功的经验：一

方面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是用心学习和实

践中华“儒家文化”。

而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却没有专心学习、继承、发扬中

华优秀文化传统，许多企业崇洋迷外，在管理上步入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但是，出

现伦理道德沦丧，一切向钱看，也是有目共睹的。市场经济极大地

调动了人的生存发展积极性，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人的自私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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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自私自利性是我们今天一切社会问题、一切腐败现象产生的

根源。如果听任自私自利性继续泛滥，听任物欲横流，将是十分可

怕的。如果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全体国民，特别是普及《弟子规》教

育，实践《弟子规》，将是一剂良方。

近年来，笔者不断获得国内许多民营企业家学习和运用中华

传统文化经营管理自己企业成功经验的信息，他们已经为我们提

供了运用中华文化创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的成功案例，也坚定

了我对《弟子规》可以用于企业管理的信心。

中国企业要成功，一定要努力从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

营养和智慧。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中，一定要注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基

因，企业才能成功，才能长治久安，才会有望成为百年企业。

（本稿由连云港市社科联推荐）

李万来，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员，连云港

市企业文化学会会长。曾在国有企业任总经理、党委书记 15

年，从事企业文化研究和实践近 30年。曾为中国三一重工集

团、中国杰克集团、深圳台资成霖集团、江苏省电信公司等 100

余个单位服务和演讲。曾受邀在青岛作 70 余场海尔文化及学

习型组织专题演讲。曾主编《企业文化新论》、《活力之源》多部专著，先后在

国家、省市发表数十篇关于企业文化文章。

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