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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有这样一种说法:儒家思想是治国的，

道家(包括道教)是治生的(即养生的)，佛家是治心

的"一般说来，这样的提法也并没有什么错，但决不
能把它绝对化"尤其是对道家( 包括道教) 而言，决
不能作片面的理解"道家学派本身也十分复杂，有
老子学派!黄老学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等等"其

思想各有所侧重，如老子学派重在治国，亦讲治生，

认为治国与治生的道理是一样的(!治人事天，莫如
啬")#从现在的黄老学派史料来看，黄老之学主要
讲的帝王统治术，是讲治国道理的，并且认为治国与

治生(治生，尤重在治心) 即君道与心道是一致的"
所以，稷下黄老之学有(心术)篇，讲的就是这个道



理"因此(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
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
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
也#"这也说明道家是总结了历史上的成败!存亡!
祸福!古今变化的道理，然后才能抓住治国的根本，
即君主只需清虚!卑弱以自守，这的确是一种&君人
南面之术"，即帝王统治术"这一思想显然指的是
老子(道德经)的思想和黄老学派的思想#$史记#
太史公自序)说: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
行，其辞能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
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
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 有度无度，因
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
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这里
讲的道家既不是庄子的道家，也不是杨朱派的道家，

而是黄老之学的君主治国之术，所以&其为术也，因
阴阳之大顺; 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自序，是把
阴阳变化的思想!儒墨崇尚仁义的思想!名家法家的
形名法治思想，皆吸取过来，集于一身，以便治理好

社会和国家"所以它不同于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庄
子学派，也不同于主张全生葆真的杨朱思想"至于
后来发展起来的道教，亦继承了黄老学派的传统思

想，既讲养生，又讲治国"例如，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就是一部既讲养生术又讲治国安天下致
太平的著作，故称(太平经%#又如道教著名学者葛
洪所著(抱朴子)一书，其内篇论&神仙方术，鬼怪变
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之事"，属道家长生神仙之
学，而其外篇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治国安邦
之学"由此可见，仅仅只是把道家( 包括道教) 看做
是治生养生的思想，显然是不符合道家的思想实际

的"
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讲的是君主治国的道

理，以往我们都把它当做道家的政治思想来加以研

究"如果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待问题的话，治理
国家就是管理好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讲，!君人南面
之术’讲的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如何管理好国家的
道理"所以，我们说道家也有管理学的思想"当然，
国家管理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企业管理并不是一回

事，但既然都是管理，不论国家管理还是现代的企业

管理，归根到底都是对人的管理，所以它们之间必然

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因此，笔者认为研究古代道
家的管理思想，抛弃其过时了的内容，挖掘其合理的

成分为我们当代所用，对于完善当代的管理学，指导

当代的管理工作，会有所启迪，有所帮助"

一!老子道家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老子道家的管理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

它是从老子道家的哲学宇宙观推演而来的"这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道家的思维方式&&&!由天道而推人
事"，即国家的管理!人事的管理原则，是从宇宙的
法则推演而出，人道是由效法天道而来"为此，我们
要研究清楚老子道家的哲学宇宙论思想"老子道家
认为，人是宇宙自然演化中的产物，而整个宇宙天地

万物(包括人类) 皆是由宇宙的本原&道’产生的"&道’是老子道家哲学的最高概念"既然道产生了
天地万物(!道生天地") ，天地万物产生之后亦不能
离开道(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人是天地万

物中一个重要成员，所谓&四大"(!道大!天大!地
大!人亦大") 之一，因此人( 指圣人，国家最高的领
导者!管理者) 的思想和行为就不能违背&道’的法
则而应法&道’而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由此可见，老子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其实就是
效法&道’的法则而建立起来的领导术(或称领导艺
术)或管理术(管理艺术)而已"

那么老子道家哲学的最高概念&道’究竟包涵
有哪些思想内容呢? 老子的&道’哲学思想十分丰
富，归结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 ( #) 道是宇宙的本

原，!道生天地万物"#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 )! 章) 又说:!天下万
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 )" 章)这是说，天

地万物(包括人类)皆是由道而生，道是产生天地万

物之母"由于道不同于形形色色的具体规定性的
物，是一种无形无象无具体规定性的存在，所以道亦

称之为&无"#( ! ) 道性自然，道是无名(!道常无
名")’无欲(!道常无欲")’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
为") 的自然存在物，!自然者，无为也"#道的根本
性质就是自然无为，所以老子说: !道法自然"#既
认为道是一种无意志的自然存在物，它产生万物是

自然而然的无有目的的，正由于它是自然无为的，所

以它才能产生万物(!无不为")#( $) 道的作用是
柔弱的，!弱者道之用"#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
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
坚强者莫之能胜#"道的作用是最柔弱的，但它却能
战胜天下最坚强的东西，犹如柔弱的水一样，一旦洪

水泛滥却势不可挡#( ))!反者道之动"，向相反方
面的转化是道的运动的表现"由无转化成有，由柔
转化成刚( 柔弱胜刚强) 等等，皆是&道’运动的结
果"

总的来说，老子道哲学的基本思想就是&道法
自然’的思想"道是无欲无名无意志的自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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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道的根本特性就是它的自然无为性"老子道家
就是在&道法自然’这一哲学思想基础之上，而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的"

二!老子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
自然无为是宇宙本原&道’的根本法则，国家最

高的管理者( 领导人) 应该法道而行，实行&无为而
治’的管理思想"那么如何理解老子的&无为而治’
呢? !无为’是否就是什么都不做呢? 当然不能作
这样简单的理解"老子的所谓&无为"，是指不加主
观意志的干扰而顺应自然，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本
有的性质和法则去做，而不用主观妄为"所以，老子
说:!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是说，要能辅助
万物自然地成长而不去妄为"老子描绘这种&无为
而治’的思想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
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
E( 章)只要统治者不贪得无厌，不追求过多的欲望，

老百姓就能敦厚朴实"那么为什么统治者实行无为
而治就能达到天下安宁!人民富足呢? 在此，老子是
作了一番研究考察的"他认为老百姓所以贫穷，人
民之所以难治，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违背了&无为
而治"，不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强作&智巧’而治
(即&有为’而治)的结果"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
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
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在
上的食税太多，剥削太甚，所以老百姓挨饿贫困"老
百姓之难管理，在于&其上’的好&有为"，违背了顺
应自然实行无为的原则，所以老百姓难以管理"老
百姓所以轻死，在于&其上’的奉养太奢侈，搜刮民
财太多，致使民不聊生"可见，民之饥!民之难治!民
之轻死，皆在于在上的实行&有为’的结果，所以只
有实行&无为’而治才能把人民治理好"老子又进
一步分析说:!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
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

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老子)第
E( 章)这是说，天下颁布的禁令戒条越多，弄得老百

姓束手无策，只能越来越贫穷; 统治者手中多&利
器’和&伎巧"，社会上邪恶的事情就越多，国家就会
昏乱;颁布的法令越多，反而盗贼越多"所以圣人反
对这些&有为"’!智巧’的管理，实行无为而治，!以
无事而取天下"#为此，老子说:!故以智治国，国之
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 DE 章) 反对&有为’的主观妄为，而主张实行无为的管理法"老
子用一个形象生动的譬喻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第 D" 章)小鲜即小鱼"管理大国犹如烹煎

小鱼一样"烹煎小鱼&不可扰，扰之则鱼烂"治大
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治大国不可多扰民，
就如烹小鱼不可多扰一样，只能实行顺应自然的无

为而治"为此，老子提出了&治人事天，莫若啬’的
原则#!啬’有收藏的意思#$韩非子#解老%:!啬
之者，爱其精神，啬其知识也#"爱惜其精力，收起你
主观妄作的巧智，即是顺应自然的无为而治，这是最

省精力的事"老子还提出了圣人无心说:!圣人无
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第 )’ 章) 也就是

说，圣人治国只是顺应民心之自然而已"当然圣人
无为，圣人无心，绝不是圣人任何事都不做，任何思

想也没有"老子讲的是&辅万物之自然; 而不敢
为"，辅助万物自然成长，不要妄为，而能达至&无为
而无不为’的结果"可见老子只是想以无为顺自
然"老子也提倡&为"，这个&为’不违背自然，并且
提倡要少花力气就能办成大事的"老子说: !图难
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

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
子)第 D$ 章)解决难事，要先从容易的事上做起，要

办大事必先从小事情上做起"因此管理社会国家，
不能等到问题大了难了时才去解决，而必须解决于

动乱未发之时"老子说: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
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老子)第 D) 章)这样做就能少花力气办成

大事，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才能真正达到
社会国家安定太平的目的"所以老子并不一概反对&为"，而是主张通过少为!小为而达到治理社会的
目的"

老子的这一&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之后为黄
老之学所发展，提出了&君无为，臣有为’的国家管
理学说"黄老学派就是借托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的
名义来发挥老子&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的"战国
时期出现了一批黄帝书，如(黄帝君臣%’$黄帝四
经%’$黄帝铭)等，大概就属于这一类的著作"但这
些著作现今皆已佚失"可贵的是 #’($ 年马王堆汉

墓出土了四篇著作，其中一篇命名为(十大经%( 或
称(十六经%) 的，讲了黄帝与大臣力牧的言行，应属
黄帝书，其四篇思想基本一致，故有人认为此即是原

有的(黄帝四经%，应该就是黄老学的著作"在先秦
典籍中与这四篇思想相近的有现存(管子)中的(白
心%’$内业%’$心术)上!下等篇，可见这些篇也是黄
老学的著作"黄老学已不同于原有的老子思想，它
广泛地吸收了儒!墨!名!法诸家思想，而不再反儒反
法"如新出土的(黄帝四经)提出了&道生法’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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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法治的思想#$管子)中的黄老之作，是既讲礼
义，又讲法治的"这是黄老思想与老庄思想不同的
一个很大的特点#$十大经)中还明确提出了&大
争’的思想，说: !今天下大争时至矣，后能慎不争
乎?"这就与老子宣扬的&不争’思想有了较大的差
别"黄老学最主要的思想，仍然是发挥老子&无为
而治’的管理学说，阐述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
无为思想，在(管子#心术)中讲得尤为明显，它用
生动形象的心与五官九窍的关系说明君臣之间的关

系"文中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 九窍之有职，官
之分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
事，则官得守其分矣#((故曰: 上离其道，下失其
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故曰君"无代
马走，无代鸟起，此言不夺能，不与下试也((人主
者，立于阴，阴者静，故曰动则失位"阴能制阳矣，静
则能制动矣#"这就是讲的君主不代臣劳的君主无
为!大臣有为的道理"君主的职责在于设官分职，具
体的事务皆应由百官分担，君主不应代劳"这也就
是&君设其本，臣操其末; 君治其要，臣行其详’的君
逸臣劳的君主无为而治的管理术"这显然是对老子
无为思想的发挥"战国时期产生的黄老道家，到了
西汉初期，人们刚脱离长年战乱之苦，生产需要恢

复，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提倡不扰民的清静无为而治

的黄老学正适应当时时代的要求，因此西汉初期黄

老学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文帝!景帝!窦太后皆以黄
老无为治天下，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社会得到了安宁，生产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当时有
一部主要讲黄老学的著作叫(淮南子%，它进一步发
展了老子道家的无为思想，对&无为"’!有为’两个
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何谓&无为’呢? 书中认为，
无为绝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那种消极的无为，而是

指&循理而举事"，即遵循自然之理来办理事情"具
体地说，即是&私意不得入公道"，!嗜欲不能狂其
术"，!偃其智巧( 小聪明)"，!循理而举事"，!事成
而不骄"，做到了这些就是实行了&无为而治"#什
么是&有为’呢? !有为’是指主观妄为，用己而背自
然，谓之&有为"#!有为’就是违背了自然之理"所
以无为与有为的差别关键在于一个是&循理"，一个
是&违理’而已"这就把老子道家的无为思想讲得
最透彻不过了"这应是(淮南子)在道家发展史上
的一大贡献"

三!老子道家管理学说中的谋略思想
老子的谋略思想应是他的&无为而治’管理学

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把它突出出来作为一
个专门问题来加以讨论"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

为"，要用少为甚至不为(!不战而善胜") 就能达到
办成大事的目的"这就必须要用智慧!用智谋才能
办成"同时，老子反对与自己对立的一方作硬碰硬
的斗争，而提倡法道之无为!无争和法道之柔弱的德
性，主张用&柔’的一手以达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
为此，老子在治国之术中尤重对谋略!策略思想的研
究，老子总的策略思想是: 以少胜多，以柔克刚"为
了达到此目的，老子较深入地研究了自己的策略思

想和原则"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J;6&<n’B=V1n’
这是一种&后发制人’的策略原则"老子认为，

只有&不敢为天下先"，才能&成其先"#这就是所谓&以守为攻’的策略，或可称之为积极防御的策略思
想#$庄子#天下)说老子是&人皆取先，己独取
后"#确实老子主张&后’而不主张&先"#他反对先
发制人，反对主动出击的方针"他引用古代兵家之
言说:!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老
子)第 D’ 章) 这是说，用兵打仗我不敢主动进攻而

可采取防守;不敢先前进一寸而可后退一尺"老子
极力主张在战争中要谨慎小心，切不可轻敌冒进"
他说: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认为在敌强我
弱的情况下，应采取后发制人，反对盲动出击"老子
提出&哀兵必胜’的思想，即受欺侮挨打的一方能激
发士气，得到同情，最后赢得胜利的思想，也是有合

理的内容的"但也不能一概地不加分析地采取后发
制人的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弱者也可采取&以攻为
守’的策略"不然，就会使自己失去有利的机会，陷
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4>?K’g@7K’
老子认为要做到&柔弱胜刚强"，切忌与强大的

敌人硬拼，而应采取迂回曲折的斗争策略以迷惑敌

人，最后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老子说: !将欲歙
之，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必固

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强#"
($老子)第 $D 章) 收敛!张开!强弱!废兴!取与，这
些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要想收敛它，就要先扩张
它;要想削弱它，必须先强大它;要想废掉它，必先兴

盛它;要想夺取它，必先给予它"这些都是促使其向
对立面转化的做法"这里充满着相反相成的辩证法
原理"老子把这些策略思想叫做&微明"( 微妙的智
慧)，通过这些&微明’的智慧就可以达到&柔弱胜刚
强’的目的"老子认为，这些&微明’的思想是&国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的，所以后来有人把老子称作&阴谋家"，其实老子是一位伟大的谋略家，是一位
懂得辩证法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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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老子认为弱者要战胜强敌，还应采取以曲求全，

以屈求伸的策略"老子说: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
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古之所谓曲则全
者，岂虚言哉? 诚全而归之#"($老子)第 !! 章) 这

是说，曲!枉( 屈)’洼!敞!少才能成全!直!盈!新!
得，相反而相成，这就是&曲能成全’的思想"反之，&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止也) ;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因此老
子提出:!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第 ’ 章)在

这里老子深知物极必反的道理，为了防止向坏的方

面转化，老子极力反对走极端，反对任何过分的行

为，主张处于谦下虚曲之处"所以老子总是告诫国
家管理领袖人物要守曲处垢，以贱为本，以下为基，

只有这样才能曲则全，成就其大业"当然&曲则全’
是要有条件的，曲向全的转化关键在于正确的斗争

策略和曲者敢于夺取胜利的决心，没有这些条件曲

就不能向全转化"
四!老子道家论管理者的素质与品德
管理者的素质与品德在管理过程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管理说到底皆是对人的管理，因此作为
管理者(领导者)首先应当管理好自己，自己应在管

理中做到以身作则，起到示范表率的作用"所以老
子十分重视对管理者的素质和品德的培养"老子认
为，国家最高管理者( 领袖人物) 的素质和品德，应

当体现宇宙的最高本质&道’的德性"老子特别强
调作为圣王应该具有&道’的敦厚朴实!谦虚!处下!
宽容等品行"具体地说，作为圣王应当具有下列一
些德性:

#>BCDZ’E8FaFG
敦厚朴实是老子提倡的一个重要的做人道德原

则"老子道家抨击当时流行的虚假浮华的礼义说
教，反对玩弄欺人的小聪明"老子说: !夫礼者，忠
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
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
此#"($老子)第 $& 章) 老子认为，轻薄浮华的礼义

和无根据的臆测( 巧伪) 是&世乱的祸首"’!愚蠢的
开端"，是一些要不得的东西，只有朴实无华，!见素
抱朴’才是应有的美德"为此，老子提出了&信言不
美，美言不信"’!大辩如讷"’!大巧如拙’等反对浮
华!讲究朴实的思想"

!>H~I<’E8JK30
老子极力提倡圣王应当有&谦虚’的美德，如

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第 !) 章) 反

之，则&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
自矜故长"($老子)第 !! 章)，!是以圣人自知不自
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老子)第 (! 章)#
老子告诫最高的国家管理者( 圣王) 要有自知之明，

决不能自以为是，骄傲自大"老子又说:!必贵而以
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谓孤寡
不穀，此其贱之为本与? 非与?"($老子)第 $’ 章)&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称#"($老
子))! 章) 最高的国家领导者也是离不开贱与下的
老百姓的，来不得骄傲自大，脱离人民"圣王只有谦
虚处下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而成就其大业"所以老
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也，必以言下之; 欲先民也，
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 指重负)，处
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老子)第 DD

章)可见，最高的国家管理者( 圣王) 与老百姓( 民)

的关系，就像江海与百谷一样，只有谦虚处下，才能

得到人民的拥戴，老百姓才能归往于他"
$>LMN>’E83MO>
这是老子提出的又一个做人的根本原则"老子

认为，人们的私心多了，欲望多了，社会就会产生纷

争，只有少私乃至无私，寡欲乃至无欲，才能使社会

安宁"所以老子大力提倡少私无私，反对多私多欲"
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矣#"($老子)第 )D 章) 因此，老子提倡&少私寡欲"’!知足常乐"#在这里老子还讲了私与
无私的辩证转化关系"老子说:!圣人无积，既以为
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老子)第 &# 章) 又

说:!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
其无私与? 故能成其私#"($老子)第 ( 章) 最高的

国家管理者正由于他无私而为人，最后也才能成全

他自己"为此，老子提倡圣人应该&与善仁"，乐与
为人，!善利万物而不争"，与人讲慈爱，而对自己则
要求&知足"，做到&节俭"#

五!老子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当代管理的
启示

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是古代道家的治理国
家的学说，并不是现代的企业管理学，但老子道家的

无为而治思想，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管理

学，似乎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相似或相近的地方的"
欧洲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认为，西方的自由市场理论，

即主张政府不应干涉经济自然法则运行的这一思想

的来源，就是老子的(道德经%#这一说法是否符合
历史的实际，我没有研究"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管
理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管理确实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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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
#>&;6,h’sVxyU5^
在这方面至少有以下三点思想内容能给我们以

启发: ( #) 老子讲无为顺应自然，!辅万物之自然而
不敢为"; 黄老学则明确讲&循理而举事’不违背自
然的法则"这是无为而治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我
们现代的管理者也应首先懂得这一道理，按照经济

自然发展的规律办事，而决不能主观妄为"尤其是
政府不应过多过死地管制经济，束缚住企业的经济

发展，要敢于放开手脚，让经济按照自身发展的规律

自然地发展，不能违背经济发展的法则#( !) 老子
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思想，这也可
启示我们现代经济管理者要以人为本，以广大消费

者为出发点，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顺应广大消费者的

需求，而不能脱离广大消费者去从事企业的活动"
( $) 黄老道家讲&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君逸臣
劳"’!君治其要，臣行其详’的思想，这其实是一种
领导艺术"我们现代的高级管理者，领导者( 总裁!
总理等)应当学一学这一无为而治的领导术: 设官

分职;放手让下属去干，而不是事事处处，大事小事

都自己一个人做，应当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带
有根本性的决策方针和选拔主要干部等除领导人亲

自抓外，而各部门具体工作，具体任务，就应大胆地

信任下属，让他们去做"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员工的
主动性!积极性，工作才能做好"

!>_‘U&J;6&<n’B=V1n’UP-
eCQRSTxyU5^

在当代经济竞争中，在所谓的&商战’中，也应

有两种战略思想:一为进攻战略，一为防御战略"这
两种战略在我国古代兵书中皆有阐述: 主张进攻战

略的代表作是(孙子兵法%，其书有(军争%’$谋攻)
诸篇，主张积极主动进攻的思想"而讲防御战略的
代表作则是(老子%( 古代也有人把(老子)看做兵书
的)，主张只有&不敢为天下先’才能&成其先’的后
发制人的防御战略思想"应当说，在一定条件下，为
了巩固自己的阵地，为了调整自己内部的力量，或者

自己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往往适合采取防御的战略"
就是在当代的&商战’中亦不例外"如不能与强大
的竞争对手硬拼，不作盲目冒进，不轻视敌人，而是

采取先退一步，用迂回曲折的手段，或&以委曲求
全"，或以&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舍小利引诱对方，
最后获得大利，达到战胜他人的目的等"这也就是&商战’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可见，老子后发制人
的防御思想，在现代&商战’中亦有借鉴的作用"当
然防御还是进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看当时的条

件而定，一味地防御也可能会失去时机，所以一定要

按照具体的情况而定"
最后，作为一个现代管理者，自身素质品德的培

养也是十分重要的"老子提出的谦虚!处下!朴实!
仁慈!节俭!信用等，对于现代管理者来说都是十分
需要的"这些品德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美
德，我们是应当大力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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