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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对 曰 本的影响
严 清 华

一
、

影晌的悠久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历史

因

中日两 国
,

一衣带水
,

相隔不远
。

文化

交流上源远流长
,

由来已久
。

从有文字记载

的历史算起
,

两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开始进行

交流活动
。

不过
,

当时尚属一般 的 往 来 活

动
,

还谈不上思想上的互相影响
。

中国对 日

本在思想上发生影响
,

是在中国典籍较多传

入 日本之后的事
。

中国典籍最早传入 日本
,

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 世纪之时
。

但较多的

中国典籍传入 日本
,

则是从公元 世纪开始

的
。

因为自此时起
,

日本朝廷开始派遣使者

到中国来
,

当时中国的有些典籍就是通过返

日使者带至 日本的
。

同时
,

自此 以后
,

中国

对日本的学术交流 日益活跃
,

许多中国典籍

通过学者
、

学间僧
、

留学生之手传到 日本
。

到江户时代 、
,

中国典籍已大

童传入 日本 据 日本学者大庭情先生研究
,

正德二年 年 仅中国的 号南京船一

次就运去汉籍 籍 ①
。

据说
,

文政九年〔

乘
“

得泰号
”

抵骏河下吉田的清人朱柳桥曾

与 日人野田笛浦做过如下一段笔 谈
“

笛

浦
‘

贵邦载籍之多
,

使人有望洋之叹
。

是

以余可读者读之
,

不可读者不敢读
,

故不免

及虫之见者多矣
’

朱柳桥
‘

我邦典籍虽

富
,

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
,

贵邦人

以国字译之
,

不患不能尽通也
。 ’ ”

②从这

段笔谈来看
,

当时日 本 学者 已知道 中国的

典籍相当丰富
,

中国典籍也已大部分传至 日

本
。

正是在中国典籍源源传入 日 本 的 情 况

下
,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逐渐开始对 日本发生

影响
。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

它和中国古代的哲学思

想
、

政治思想
、

经济思想
、

文学思想
、

史学

思想一样
,

深深蕴藏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典籍

之中
。

大致与中国古代典籍开始较多传入 日

本的公元 世纪同时
,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也

开始对 日本发生明显的影响 作为其例证
,

可举出圣德太子于公元 年制定的日本 第

一部成文法典《宪法十七条 》 这部法典就

是在参阅了大量中国典籍的基础上制定出来

的
,

其中被直接
、

间接采用过的中国典籍
,

据 日本学者举例
,

有《诗经 》
、

《尚书 》
、

《论语 》
、

《孟子 》
、

《孝经 》
、

《左传 》
、

《礼记 》
、

炙管子 》
、

《墨子 》
、

《庄子 》
、

《韩非子 》
、

《史记 》
、

《汉书 》
、

《文选 》

等 ⑧
。

从 内容上看
,

《宪法十七条 》受到中

国古代管理思想影响的痕迹已相当明显 分

析详后
。

此后
,

经过大化改新
,

直至江户

时代
,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 日本的影响
,

由

朝廷而民间
,

从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到社会伦

理道德风尚
,

愈来愈明显
,

愈来愈强烈
,

愈

来愈深远
。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所以东渡扶桑
,

在

日本发生深远的影响
,

主要由于中国古代管

理思想先进于 日本古代管理思想
。

中国是世

界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

早在公元前

世纪至前 世纪之际
,

即春秋战国时期
,

我

国即已开始推广使用铁制农具
,

工商业 已相

当活跃
,

学术上形成
“

百 花 齐 放
,

百家争

鸣
”

的局面
,

出现了诸如孔 子
、

孟子
、

荀

子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
、

教育家
。

而这时的

日本
,

尚处于以石器为生产工具
,

以狩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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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为生活方式的原始公社时代
。

其管理之落

后就 自不待言了
。

我国秦始皇统一天下是公

元前 年的事
,

而 日本直到公元 世 纪 才

由大和国实现 国家的统一
,

晚于中国六七个

世纪
。

其管理统一 国家的经验 自然远不及中

国丰富
。

我国封建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从公元

前 世纪之际开始的
,

而 日本则直到公元

世纪的大化改新时期才过渡到封建社会
,

晚

了中国十来个世纪
。

如何对封建国家进行管

理
,

日本的经验也远不及中国
。

管理思想的

记述与流传
,

要以文字的出现为契机
,

并以

文献资料的存留为依据
。

中国约在公元前

世纪至前 世纪 的商代后期就有甲骨文
、

金

文等仅字的出现
,

而 日本则至公元 世纪中叶

后才开始使用源 自中国的汉字并在此基础上

逐渐形成 自己的文字 中国在公元前 世纪

至前 世纪 的春秋战国时期
,

各种文献资料

就已大量存在
,

而 日本则至公元 世纪才出

现 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 》
、

《 日 本书

络 》
,

均晚于中国十几个世纪
。

正是在这样

咚政冶
、

经济和文化背景卞
,

形成了中国古

代管理思想大大先进于 日本古代管理思想的

历史局面
。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 日本发生影响
,

同

时也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适应 日本的民族心

理和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
。

在古代
,

日本人

自与中国交往之后
,

就逐渐认识到 自己的国

家乃是一个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慕 尔 小 国
,

“

总感到自己处在一个强大的世界帝国的压

力之下
” ④ ,

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使 日本民族

逐渐形成了奋进 自强的精神
、

谨慎务实的性

格和虚心好学的文化心态
。

作为落后小国
,

白本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没有 心 理
“

包

袱
”

可言
,

无所顾忌
,

故对外国先进文化不

兔玻见
,

来者不拒
。

日本文化的形成
,

起初
尹

完全是汉文化输入的结果
。

因而 日本人接受

中甲古代文明
、

吸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

几

乎投有什么文化心理上的障碍
。

同时
,

中国

古代管理思想
,

随着中国各种典籍的传入日

本
,

随着中国文化在 日本影响的 扩 大 与 加

深
,

也必然或大或小
、

直接间接
、

有形无形

地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
。

因而中国古代管理

思想对 日本发生深远的影响
,

完全是 由当时

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

这也可以叫做不以人

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吧 里

二
、

日本各历史时期所受中国古代管理

思想影晌的基本情形

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古代
,

思想上受影

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儒学
。

儒学中 的 管 理 思

想
,

无论对于 日本古代的管理体制
,

还是 日

本古代的管理思想
,

所发生的影响都相当明

显与突出
。

日本古代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是经过圣德

太子改革和大化改新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
,

而这两次改革就基本上是以中国当时的管理

体制为楷模和 以儒家管理思想为指导而展开

的
。

圣德太子改革亦称推古朝改革
,

是圣德

太子仿效中国推行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
。

作

为这次改革的一项重大成果
,

是于 公 元

年制定了《宪法十七条 》
。

《宪法十七条 》

既是一部古典法规
,

也用一份用以指导统治

者治国理民的管理纲要
。

它基本上是以儒家

管理思想为指导而制定的
。

儒家管理思想的

基本特点是强调以伦理道德为手段管理国家

和社会
,

属于伦理型管理思想
。

《宪法十七

条 》中即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
,

而且其中有

些条款和语句就直接出自或源于 中国儒家典

籍
。

如关于管理者权威
,

《宪法十七条 》强

调
“

国非二君
,

民无两主
。

率土兆民
,

以

王为主
” ,

显然源于 孟子
·

万 章 上 》
“

天无二 日
,

民无二王
” ,

和《诗经
·

小雅
·

北 山 》
“

溥天之下
,

莫非王土
。

率土之

滨
,

莫非王臣
。 ”

关于管理者的职责
、

行为

道德规范与要求
,

·

,

《宪法十七条 》规定
“

诸任官者
,

同知职掌
” , “

人各有任
,

掌

宜不滥
” , “

早朝晏退
” , “

赏罚必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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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放百姓
” , “

使民以时
”

等
,

其中
“

人

各有任
”

方面的内容源 自《左传 》
“

人各有

以事君
”

襄公二十八年 和《周礼 》中的

有关记述
, “

早朝晏退
”

源 自《 礼 记
·

礼

器 》
, “

勿效百姓
”

源 自儒家
“

轻摇薄赋
”

的有关论述
, “

使民以时
”

则直接出自《论

语
·

学而 》
。

关于管理手段
,

《 宪 法 十 七

条 》十分强调发挥
“

忠
” 、 “

礼
” 、 “

信
”

等伦理道德的作用
。

指出
“

无忠于君
,

无

仁于民
,

是大乱之本也
。 ” “

群卿百寮
,

以

礼为本
。

其治民之本
,

要在乎礼
。 ” “

信是

义本
,

每事有信
。

其 善 恶 成 败
,

要 在 于

信
。 ”

⑥这些条文
,

简直如同出自中国儒者

之手
,

表明所受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影响
,

是多么的明显与突出
。

继圣德太子改革 余

年之后
,

日本又出现了一次大的改革运动
,

史称大化改新
。

这是一次以废除奴隶制
、

建

立封建制为宗旨的改革运动
。

这次改革是在

留唐归 日的
“

国博士
”

僧是
、

高向玄理的咨

询
、

参与下进行的
,

改革的目标基本上是要

建立类似唐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
,

国此
,

这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制

度
、 ,

管理体制和管理思想发生影响的直接结

果
。

这次改革的主要成果
,

是确立了中央集

权的政治管理体制
,

确立 了
“

班田收授法
”

和

租庸调经济管理形式
,

以及以法治安邦的管

理方略
。

因而从内容上看也基本上未超出中

国古代管理体制和管理思想的范围
。

上述两

次改革之后
,

日本古代社会政治
、

经济管理体

制的基本框架就大体上建立起来了
。

而这一

过程中
,

从上述内容来看
,

中国古代的管理

思想
,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政策依据

与理论指导的作用
,

其影响是相当之大的
。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日本古代管理思想

的影响也相当明显与突出
。

自我国唐代教育

制度传入 日本之后
,

日本在教育管理上基本

上以唐代为典范
,

在教育内容上也基本上以

中国典籍为教材
,

尤其儒家经典
,

更是成为

士大夫的必读书
。

日本古代的一代又一代知

识分子及其统治者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教育

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

因而他们的思想必然要

受到中国古代思想
、

尤其是儒家 思 想 的 影

响
,

他们的管理思想也必然要受到中国古代

管理思想
、

尤其儒家管理思想的影响
。

如江

户时代思想家藤原惺窝 “ 、 受到

儒家管理思想的影响就较突出
。

藤原曾被延

为江户幕府创建者德川家康之师
,

为其讲授

《论语 》
、

《中庸 》
、

《史记 》
、

《汉书 》
、

《贞观政要 》等书
,

他特别强调为政者管理

的真谛
,

应遵循《大学 》所言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之道
,

并撰著《大学要略 》
,

阐述 自

己的见解 ⑧
。

显然
,

他所接受的是儒家的管

理思想
。

藤原乃朱子学的倡导者
,

他受到擂

家管理思想的强烈影响
,

可谓 自在 情 理 之

中
。

值得注意的是
,

日本古代也有朱子学的

反对者
,

这些人在思想上受到儒家管理思想

的影响也较明显与突出
。

如江户时代古文辞

派的创始者荻生祖徕 、 即是如

此
。

他从方法论上批判藤原等倡 导 的 朱 子

学
,

否定后世儒者对儒家经典所作的形而上

学的解释
。

比起着重强调以伦常道德为管理

手段的朱子学来
,

他更为强调从经济上确立

管理制度的重要意义
。

针对当时日本武士大

量移居都市
,

农民
“

脱农化
”

现象严重的情

况
,

他主张实行
“

安民
”

之策 而所谓
“

安

民
”

之策
,

从其有关论述来看
,

实际上也是

以儒家管理思想为指导的
。

他说
“

夫先王

之道
,

莫大于仁焉
。

仁也者
,

养之道也
, 以

安民为大焉
。 ” “

今礼乐虽亡
,

六经具在

苟能知先王之道为安民之道
,

知道无内外
,

而一意从事六经
,

习之久
,

与之化
,

则德立

而民可得而安矣
。 ”

⑦可见
,

他 的 理 论 依

据
,

也是
“

先王之道
” ,

也是镭家经典
。

日

本在江户时代
,

由于对儒家经典所作解释上

存在着分歧意见
,

因而形成了不 同的学派

但无论哪个学派
,

都认为只有自己对濡家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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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

都视 自己的学派为正

宗儒学
。

这一现象
,

也足 以证明中国古代管

理思想对 日本古代管理思想影响 的 深 刻 程

度
。

明治维新以后
,

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

发展道路
,

以反映封建统治者要求为主要内

容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不能继续为其所直接

使用 与此 同时
,

西学东渐
,

西方学术思想

逐渐风靡 日本
,

日本思想界普遍认识到西洋

近代学说先进于 中国古代思想
,

于是对中国

古代管理思想的兴趣逐渐有所减弱
。

但中国

古代管理思想对 日本的影响也仍未消失
。

这

种影响
,

我们可以从涩泽荣 , 的思想中得到

‘有力的印证
。

涩泽荣一 。、 是 日

水近代著名的实业家
,

他的思想被视为是以

孺学
、

尤其是以《论语 》为中心的
,

其基本

特点是将《论语 》中的有关思想运用于近代

企业经营管理之中
,

他的经营学 说 被 称 为
“

论语算盘说
”

⑧
。

年涩 泽 岁 生 日

时
,

‘

日本一位 岁高龄的汉学家三岛中洲先

生在一幅画有《论语 》与算盘的祝寿图上将

其经曾学说概括为
‘

《论语 》中有算盘
” 、

“

算盘中有《论语 》
”

⑧
。

据说
,

当时信奉

《论语 》的实业家
,

除他而外还有许多
,

而

无意识地以《论语 》为规范者在 日本实业界

更是占居大多数 ⑩
。

这一现象说明
,

尽管日

本近代面临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的任务
,

但中
国古代管理思想对其仍有影响作用

。

当代 日本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强国
,

其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均已相当先进
,

但他

们仍未忽视对曾对他们国家发生 过 深 远 影

响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加以研究与利用
。

这
‘

方面的例子
,

前几年我国报刊书籍中屡有所

见 例如
, 日本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过程

‘

中 , 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视为两大
“

支柱
”

或
“

车轮
”

之一
,

另一
“

支柱
”

或
“

车轮
”

为
板美国的科学管理 日本不少学者

、

专家对中

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了专门研究
,

甚至连古典

小说《三国演义净
、

《水浒 》
、

《红楼梦 》

等也不放过
,

从中寻找可资借鉴 的东西
。

我

国一个企业管理考察团访问日本
,

要求其介

绍企业管理经验
,

日本朋友说他们的经验来

自中国
,

并赠书一本
,

为《孙子兵法 》
。

日

本有的企业把书中的理论作为企业经营管理

的基本指导思想
,

日本某一大公司甚至还以

《孙子兵法 》为教材
,

对中层以上干部进行

轮训
。

以上例子说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当

代 日本仍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

三
、

中国古代 , 理思想影晌日本的主要

内容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

从内

容上看
,

既有宏观方面的
,

也有 微 观 方 面

的
,

还有间接性的
。

关于宏观方面
,

可列出以下几个突出表

现

毛 干预性较强的宏观管理体制
。

日

本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
,

历来就有干预性较

强的特点
。

明治维新前日本封建社会幕府集

权的管理体制自不必说 明治维新后
,

日本

也一直通过 国家干预来谋求经济 的 迅 速 发

展 即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日本虽在管

理方式上有较大改进
,

即 运用 直接 的行 政

手段逐渐减弱
,

但国家干预经济的总体方针

仍与从前一脉相承
。

日本采用干预性较强的

国民经济管理体制
,

其原因当然 是 多 方 面

的
,

但从文化意识上看
,

与 日本 自古以来基

于儒家
‘

忠
” 、 “

信
”

思想上形成的传统国

家观是不无关系的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它基

本上是受中国古代孺家管理思想 影 响 的 结

果
。

维护伦常秩序的社会管理意识
。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了维护以等级制为特征的

封建统治秩序
,

主张在人际关系方面确立与

人们社会地位相符合的伦常规范
。

如孟柯就

主张
“

教以人伦
” ,

提出
“

欲为君
,

尽君

道 欲为臣
,

尽臣道
” ,

要求做到
“

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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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亲
,

君臣有义
,

夫妇有别
,

长幼有序
,

朋

友有信
” ⑩

。

受儒家这方面思想的影响
,

日

本古代社会也有
“

大义名分
” ⑩之说

。

江户

时代思想家林罗 山 、 了 更是明确

指出
“

尧舜设司徒之官
,

日人伦之教者
,

父子有亲
,

君臣有义
,

夫妇有别
,

兄 弟 有

序
,

朋友有信
,

谓之五典
,

又谓之五达道
,

古今不易之道也
。 ”

⑩所受儒家管理思想的

影响是相当明显的

坚持
“

东洋精神
”

的开放管理政

策
。

明治维新后
,

日本在对外关系上全面推

行开放管理政策
,

但也并未丢掉 自己的民族

精神
,

而是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
,

响亮

地提出了
“

和魂洋才
” , “

东洋精神
,

西洋

技术
”

的口号
。

所谓
“

东洋精神
” ,

其内容

包括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

尤其是儒家管理思

想 日本幕末思想家佐 久 间 象 山 ”

曾赋汉诗一首
,

其中有
“

东洋道德西

洋艺
”

⑩之句
。

日本幕末另一思想家横井小

楠 。、 。 所提 口号更为 明 确
,

叫

做
“

尧舜孔子之道
,

西洋器械之术
” 。

可见
,

这时日本在对外推行
“

文明开放
”

管

理政策中
,

仍念念不忘坚持儒教精神
,

表明

其涉外管理思想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中国古

代管理思想的影响
。

其他几个管理国民经济的指导思

想
。

中国古代有关管理国民经济的有些指导

思想
,

在 日本也可找到其踪影
。

如关于如何

看待和处理伦理道德与物质利益关系的义利

论
, 日本古代就有反映幕府统治 者 利 益 的

“

交五伦
,

去私欲
” ⑩的说法

,

这一说法显

然系宋明理学
“

存天理
,

去人欲
”

的翻版
。

中国古代有
“

义利两有
” ⑩ 的观点

,

日本近

代也有
“

义利两全
”

的主张
,

尽管二者在

具体含义上有所区别
,

但在说法上则如出一

口
。

又如关于如何看待农业与工商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本末论
,

日本古代也

有不少思想家论及
。

如江户晚期思想家二宫

尊德 、一 即有
“

农为国本
” ⑧之

说
,

江户前期思想家荻生祖徕也说
“

重本抑

末
,

是古圣人之法也
。

本
,

农也 末
,

工商

也
。 ”

与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说法别无二

致
。

再如关于消费管理间题上的奢俭论
,

日

本古代也有类似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说法
。

如

江户时代思想家贝原益轩 。、 即

云
“

古明君贤主
,

无不俭约
。

俭
,

诚君之

美德也
。 ”

二宫尊德亦云
“

无论多么富

贵
,

均应将节俭定为家法
,

严禁骄奢之事
。

夫奢侈
,

不德之源
,

灭亡之基也
。

何如 欲

奢侈
,

恐贪利之念增
,

慈善之心薄
,

自然之欲

深
,

以至陷于吝音
,

与夫不知不觉而行不正

之业
,

而生灾祸矣
。 ”

⑧总之
,

在有关国民

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方面
,

日本思想界受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影响之处也较多

在微观方面
,

关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

日本的影响
,

也有一些突出的表现

集团主义经营精神
。

中国儒家注

重群体效益
,

强调集体的力量
。

如荀况即主

张
“

有群
” ,

认为依据正确原则组成的群体

可以达到
“

和
”

的境界
,

而
“

和则一
,

一则

多力
,

多力则强
,

强则胜物
。 ”

与儒家这

方面思想的影响有关
,

日本在企业经营管理

中逐渐形成了集团主义经营精神
。

日本的集

团主义经营
,

起初也叫
“

经营家族主义
” ,

基本内容是把企业视为一个大家 庭 的 共 同

体
,

经营者被视为
“

家长
” ,

一般职工被视

为大家庭的成员
,

无论经营者还是一般职工

均
“

视厂如家
” 。

这种经营方式与思想
,

通

常被以
“

企业一家
” 、 “

家族性 经 营
” 、

“

温情主义
”

⑧等相称
。

在 日本企业管理现

代化的过程中
,

这种带有封建色彩的经营家

族主义与日本现代科学管理方式相结合
,

凝

结成集团主义经营精神
,

成为主宰 日本现代

企业经营管理的
“

心魂
” 。

“

和为贵
”

的企业内 部 管 理 原

则
。 “

和为贵
”

一语
,

出自《论语
·

学而 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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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礼之 用
,

和 为贵
。 ”

此语被原封不动地搬

至 日木
,

并被运用于企业管理之中
。

日本许

多企业均对
“

和 为贵
”

大加宣传与提倡
,

有

的工厂将之作为标语书写出来
。

与实行这一

管理原则相联系
,

日本企业在现代化管理中

实行了终身雇佣制
、

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

工会制度
,

这三青构成 日本企业经营管理的

三大支柱
,

是 日本企业经营取得成功的重要
“

诀窍
” 。

兵法式的经营谋略
。

中国古代兵

法大家颇多
,

军事谋略思想较为丰富
。

尤其

《孙子兵法 》一书
,

更是闻名世界
,

为外国

管理者所推崇
。

该 弓中的许多思想被运用于

日本古代的军事争斗之 中自不必 说
,

即令在

当代 日木的企业价理中也被 予以 借 鉴
。

如

《谋攻篇 》所说
“

知彼知己
,

百战不殆
”

一

语
,

即被经营者用作告诫 自己注意掌握企业

内外情况
,

以采取适当措施使 自己立于不败

之地的口头禅
。

《势篇 》中的
“

出奇制胜
” ,

被理解为在竞争中要运用奇特手段
,

出人意

料
,

取得成功
。

《势篇 》中还有一段话
,

原

文为
“

声不过五
,

五声之变
,

不 可 胜 听

也
。

色不过五
,

五色之变
,

不可胜观也
。

味

不过五
,

五味之变
,

不可胜尝也
。 ”

有的 日

本企业经营者从这段话中受到启发
,

感到企

业所用原材料就 那么几种
,

只要善
“

变
” ,

就可花样翻新
,

制造出各式各样适销对路的

产品
。

可见
,

日本是很善于运用中国古代管

理思想为现代企业管理服务的
。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 日本的影响
,

还有

一些间接性的内容
。

这主要指 日本从经营管

理角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与借鉴
。

古典

小说是古人 的文学作品
,

它本身并不是阐述

管理思想的著作
,

也不能作为记载管理思想

史实的文献资料来看待 但却可以从经营管

理角度加以研究和利用
,

以便从 中 吸 取 滋

养
,

寻找借鉴
,

获得启示
。

我们将这方面的

内容称为间接性内容
。

日木对中国古典小说

的研究与借鉴
,

可以 三国演 义 》为例予以

说明
。

在 日本企业界
,

不少人对 《 几 日 演

义 》推崇备至
,

视为珍配
,

尤其推崇 传中所

述审时度势
,

知己知彼
,

因势利 导
,

以 己之

长
,

攻敌之短等谋略思想
。

一位大学教授曾

指出
“

诸葛亮的机智多谋
,

给 口本企业家

提供了有益 的启示
。

松下 电器公司的显赫成

功
,

正是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的战略

眼光 的结果
。 ”

日本社会工业研究所所长牛尾

治郎也说
“

无论在国际或国内
,

日本的企

业要增强竞争能力
,

就得学习《三国演义 》

中应付错综复杂局势的能力
。

当一个好的企

业家
,

如同当一个明君一样
,

必须对外宽
,

对

内明
,

以明补宽
,

以宽补明
。 ”

⑩日本对中国

古代间接管理思想的借鉴
,

由此可见一斑
。

四
、

日本吸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反映

出的几个明显特点

开放性
。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
,

作为基本国策而言
,

推行的是锁国政策
,

但

在文化交流上却基本上持开放态度
,

并主要

从中国吸取文化滋养
,

故吸收 了许多中国古

代的管理思想
。

明治维新以后
,

日本全面推

行开放政策
,

主要是从西方寻找先进理论
,

故传播的大多是西方的经济学说
。

日本无论

古代
、

近代和当代
,

均未形成完全 由自己创

建的经济管理理论
,

但却形成了一种独具特

色的理论风格
。

即持
“

拿来主义
”

的态度
,

放眼世界
,

立足本国
,

见有称心 如 意 的 理

论
,

就一
“

拿
”

了之
。

在
“

拿
”

的过程中
,

他们往往并不厚此薄彼
,

而是兼收并蓄
,

博

采众长
。

故 日本的经济管理理论
,

无论过去

和现在
,

都很难认定仅仅是对某一独特管理

理论的搬用或复制
,

而其中往往或多或少
、

若明若暗
、

直接间接地夹带有其他管理思想

的印迹
。

广泛吸收外国各种管理思想
,

正表

明了 日本民族对待外来文化 的开放性特点
。

实用性
。

日本人对待外国的各种

管理思想
,

所持的是拿来主义的 态 度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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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
”

之后
,

在使用的时候
,

所采取的则

是实用性的方针
。

他们对待中国古代管理思

想也是如此
。

例如
,

对于儒家管理思想
,

他

们就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理解和接受的
。

日本

学者尾形裕康即将儒教作为
“

实 践 道 德 学

说
”

来看待
,

指出
“

儒教不是宗教
,

而是

一种实践道德学说
。 ”

⑧日本人对待儒家管
理思想是如此

,

对待中国其他有关思想或典

籍也是如此
。

如 日本现代企业集团创始人贴

川义介
,

生前酷爱研读中国史书 《 十 八 史
略 》

,

他即完全是以实用眼光来 看 待 该 书

的
。

当有友人 问他书中出现了多 少 位 人 物

时
,

他随即答道
“

共有 位
,

这些人个

个性格不一
,

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所探讨的人

际关系
、

行为科学等理论
,

都可在此找到实

证
。 ”

⑧在 日本学者和企业家眼里
,

中国的

许多典籍
,

大都可以从中找到现代经营管理

的实用性例证
。

因而他们对中国的各种典籍

均十分重视
,

对于其中的管理思想
,

只要能

为其所用
,

无论主要的
、

次要的
,

系统的
、

零碎的
,

直接的
、

间接的
,

都决不放过
,

尽

量予以吸收和借鉴
。

所体现的实用性特点
,

十分明显与突出
。

民族性
。

日本人在对中国古代管

理思想进行吸收和借鉴的过程中
,

十分注意
结合本民族的特点

,

使之予以
“

日本化
” 。

圣德太子改革基本上是仿效当时中国的典章
制度进行的

,

但据日本学者森岛通夫称 他

却
“

划清了中国人的思想原则和他的实践能

力之间的区别界限
,

小心翼翼地验证他们的

精神是否适合 日本
” , “

他并非想接受中国

的一切
,

他只想把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嫁接到
日本的民族精神上

”

⑧
。

圣德太子的这一态

度
,

在 日本人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正是由

于他们注重将中国历史上在他们看来是有价

值的东西与他们的民族精神相
“

嫁接
” ,

·

因

而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

不是图圈

吞枣
,

盲目奉行
,

而是经过慎重选择
,

经过

一番咀嚼与消化
,

使之适应 日本民族需要的

加工过程的
。

日本人对待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所持的这方面的态度
,

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

启示
,

值得我们引为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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