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的思想文化 儒家思想经典语录(优
质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儒家的思想文化篇一

道德是事业的基础。

2、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

做好事的家庭必给后代流下幸福，贯做恶事的家庭必给后代
留下祸殃。

3、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4、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尚书.周官》

讲道德，心安理得；做坏事，心劳日拙。

5、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尚书.周官》

财富可以修饰房子，道德可以滋润人身，使人心宽体胖。

6、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
惠王上》

尊敬我的长辈，继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我的子女，
继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子女。



7、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爱别人的人，别人永远爱他；尊重别人的人，别人永远尊重
他。

8、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这就是仁。

9、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先顾礼义后求利益才算光荣，先求利益而不顾礼义便是耻辱。

10、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
也。《战国策·魏四》

别人对我有恩德，不应该忘怀；我对别人有恩德，不应该不
忘怀。

11、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礼记·曲礼上》

对自己喜欢的人要看到他的缺点，对自己憎恶的人要看到他
的优点。

12、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与朋友相交往，说话要守信用。

13、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

君子以文章来交朋友，以朋友的帮助来培养自己的仁德。

儒家的思想文化篇二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倡导和积累的、



经过凝练而成的一种价值理念。如果说企业是船，那么文化
就是帆，没有帆，企业就无法远航。文化引领企业的发展方
向。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会产生自然的影响力，润物细无
声，可以抢占人的心智、牵引人的思想、驱动人的行为，具
有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企业能否做到百年不衰、基业长青，关键看企业的核心价值
观是否被认可。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精神，是企业文化的魂魄，
贯穿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现如今，有些企业为了
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违背商业伦理、置社会责任于
不顾，甚至丧尽天良，生产伪劣产品，如“奶粉污染事件”、
“瘦肉精事件”、肯德基“速成鸡事件”……这种赚取不义
之财的实质就是核心价值观存在重大问题。正确的核心价值
观是先进企业文化的灵魂所在。要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关
键是塑造核心价值观，否则企业文化只能是流于形式，缺乏
内在生命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源于日美风靡全球的企业文化进入我
国，对我国企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30多年改革开放
中，我国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
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定位
出现了方向性错误。一些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
段，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塑造企业核心价
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

儒家的思想文化篇三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蕴涵着许多精华.而作为
儒家文化精华部分的“修身之道”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
容,其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儒家追求的`修身目
标,倡导的修身途径及修身理论特征,以及儒家修身思想的现
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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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思想文化篇四

经过上文分析可知，当前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但是当前企业文化建设却存在多种问题，因此，加强
传统儒家思想的运用，对于企业文化的建设来说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点是可以帮助企业解决
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第二则是可以让企业文化建
设中的其他方面得到完善。总之企业借鉴、学习传统儒家思
想是非常有必要的，下面将对传统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
主要意义进行简要探讨。

“重民”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同时也一直是
我国进行国家管理与治理的重要思想。此外，“仁者爱人”
也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一个主要思想，它的意思近似于“重
民”，因为两者都是以人为本的意思。以人为本思想是指无
论是国家统治者还是企业领导都必须做到以人为中心与出发
点，人是一切工作的重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必须树立以
人为本的思想，以国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来进行国家治理，如
此才能得到人们对自己的爱戴，才能营造一种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同样一个企业想要持续不断的发展，并在其行业占
有一席之地，必须要做到以人为本。前面已经提到企业文化
建设中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缺乏以人为本理念的建立与落实，
这严重阻碍了工作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只有保证企业内部人
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才能做好企业的相关经营管理活动。
因此，当代企业要继承学习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重民”思想，
并通过各项措施使这一管理思想得到真正落实。例如通过建
立合理的工薪制度、晋升制度，为员工增加培训机会，增进
与员工的沟通，尊重与关心员工等措施来使以人为本的理念
得到落实，最终给企业自身的进步创造无限的发展动力。

诚信的缺失是当前社会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这造成



企业员工的流失，很难吸引更多的顾客，也不容易得到社会
的认可。因此诚信的缺失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必须要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企业只有认真意识到自己的问
题，正确看待诚信的重要性，并积极地改进自己，才能通过
诚信来使员工服从，使顾客信任，从而实现企业的顺利发展。
传统儒家思想中就很重视诚信，认为诚信是成为一个高品质、
高修养人的必备条件，同时诚信也体现了我国的传统道德。
儒家思想还把诚信看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对于一个国家来
说立国的根本并不是粮食的充足、武装的丰富，而是人们对
统治阶级的信任。同样，儒家认为对于个人来说，信誉可以
看作是人的第二个生命，如果缺乏个人信誉，那么这个人就
很难在社会立足，可见儒家思想将诚信看的多么重要。所以
作为企业来说也需要特别重视诚信，在其文化建设的过程中
要时刻遵守诚信原则，从而给自身的发展提供保证。例如企
业在面对顾客时要做到童叟无欺，在面对员工时要信守承诺，
在面对合作伙伴时要按照合同认真履行自身职责。

在生态被严重破坏，环境被污染的当今社会，企业要想取得
社会的认可必须要摒弃之前传统的生产经营理念，而是要树
立生态发展观念。儒家思想中也很重视对生态的保护，例如
儒家一直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意思是指人与天地是密
不可分的，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
发展。此外，儒家把人看作是“万物之灵”，认为人类不可
以违背生态平衡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所以社会企业应该以保
护生态环境为前提来进行生产，从而保证自身的盈利。例如
企业可以通过树立绿色营销观念或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来指导
自身企业的生产经营，这样有利于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
实现自身的利益，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儒家传统思想中比较倡导“仁者爱人”，这一思想认为人只
有具备了关心别人的能力才可以称为是一个合格的人，所以
儒家思想中把“仁”看成是体现人格品质的一个重要体现。
作为一个企业，假如想要真正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必须要正确
处理自身与社会的利益。此外，当今社会很多企业都在面



对“利”与“义”的取舍问题，而传统儒家思想中向来推
崇“以义取利”，所以企业在借鉴儒家这一思想时需要注意
以下两点：首先企业应该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具有与其他
企业合作的意识，决不能通过恶性竞争来对其他企业造成不
利。其次，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话需要顾及社会整体
的利益。企业仁义精神的形成能够帮助企业内部形成和谐竞
争的工作环境，还有利于行业有序竞争的实现。

儒家的思想文化篇五

关于轻税，中西各学派都有不少的论述。但比较起来，我国
古代各学派中尤以儒家的轻税思想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
代表人物全部是轻税论者；国外则尤以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
主张最为有名，影响最广。本文就以上两派的轻税思想作以
粗浅的分析比较，以期对我国目前的改革有所裨益。

一、两派轻税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

儒家产生于我国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我
国经济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促进这个过渡的主要社会力
量是人民大众和新兴地主阶级。伴随着经济大变革，出现了
政治大变动。首先是周王室权力的瓦解，继之是国家分裂和
兼并战争。战争与**给劳动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破坏了生
产。在这种情况下，各阶级代表人物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
探讨社会改革、安帮定国，实现国家统一的理论和策略，形
成了后世称之为儒、法、墨、道、农等许多学派。儒家的轻
税思想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供给学派轻税思想也是在社会经济动荡条件下产生
的。1973-1975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恐慌。1975年联邦
预算赤字为450亿美元，是战后最高记录，通货膨胀加剧，物
价飞涨，失业率猛增，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准8.5%。这宣
告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摆脱“滞涨”局面，尽快
使经济复苏，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起来批判凯恩斯经



济理论，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逐渐形成了新剑桥学派、货
币学派、供给学派等各派群起逐鹿的局面。供给学派以减税
从而增加供给，恢复经济发展而独树一帜，并一度成为官方
学派。

尽管儒家与供给学派产生的年代相距两千多年，而且一个在
太平洋西岸，一个在太平洋东岸，但其轻税思想产生的时代
理论背景却有相似之处：都是处在经济或生产力受到严重破
坏或威胁，急需恢复和发展的大变革时期，都是处在思想自
由，诸派纷争的时代背景下，而且儒家思想产生后从汉代始
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经济
学也一度成为官方经济学，它们都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所不同的是，儒家轻税思想的影响主要是纵向的、长
期的，它对其后封建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供
给学派轻税思想的影响则主要是横向的、短期的，它对当代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赋税政策产生了轰动一时的影响（这主
要表现在所得税率的大幅度削减上）。

二、两派轻税思想的具体比较

1.出发点和目的的异同

儒家和供给学派主张轻税的出发点都是发展经济，涵养税源，
扩大税基。如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涵养税源、
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孔子后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则要求
“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
下》），即税收征收要有节制，不可伤及税本。儒家另一位
代表人物荀子更明确地主张“田野县鄙（农村）者，财之本
也，垣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
等赋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
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
（《荀子・富国》）生产是财富的本源，生产发展才能
使“上下俱富”。



供给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万尼斯金在《税收收益和拉弗曲线》
一文中对拉弗曲线（见“理论基础比较部分”）作了分析说
明后尖锐地指出：“帝国是在这条简单曲线的底部建立起来
的，也是在它的顶部覆灭的。”为了避免使处于曲线顶部的
美国走向覆灭，就必须实行减税，以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
提高他们进行投资、扩大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劳动生产
率，发展生产，并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征收到更多的税收收入即
“用糖浆比用醋能逮住更多的苍蝇。”

尽管儒家与供给学派都是从发展经济，扩大税源出发主张减
税，但比较起来，儒家更着重于发展经济，富国裕民；而供
给学派则偏重于扩大税基，取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即如保罗・
罗伯茨在《供给学派革命》一书中所说的“倘要取之，必先
予之；榨取富人并从他们那里聚集更多的资金的办法，是降
低而不是提高他们的税率。”

儒家与供给学派轻税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所不同的是，儒家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其中孔子所维
护的是领主（领主封建地主）的利益，孟子和荀子维护的是
封建地主的利益；而供给学派维护的却是资产阶级主要是国
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2.理论基础比较

儒家轻税的理论基础是“仁政”思想。它要求统治阶级要体
贴百姓，爱民如子，尽量减轻人民疾苦，具体到税收上就是
轻徭薄赋，不横征暴敛。供给学派的轻税理论基础与儒家有
明显不同，它减税的直接理论基础就是拉弗曲线（见图）。
该曲线表明，当税率增加时，税收收入也随之增加；当税率
上升到禁区范围（阴影部分）内时，税收收入就会因削弱了
经济主体的活动而减少。拉弗等人认为，美国等国的税率早
已处在“禁区”之内，这正是引起这些国家生产率下降，供
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摆脱这种局面，就必须实行减
税，将政府税收降到“禁区”以外。



儒家的“仁政”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要求。
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拉弗曲线表
达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简单明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
指导意义。然而，儒家把轻税的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的
施“仁政”上，这显然是一相情愿的；而拉弗曲线虽提出了
高税率对经济供给方面的损害以及最优税率的选择等，
但“拉弗曲线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也是值得怀疑的”（芬克
《供给经济学：一个批判性评述》导言），因为现实生活中
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政府的税率为零或100%，并且最优税率的
选择更难乎其难，基本不可能找到这一点。两派基础理论的
上述欠缺，也是导致其政策主张在实际执行中困难频出的根
源所在。

3.政策主张比较

儒家的政策主张因其代表人物生活年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如
孔子主张实行而且只能实行助法，孟子主张助法或彻法，而
荀子则主张贡法。但主要的一点是，他们都反对横征暴敛，
主张实行什一税，即按十分之一税率征收农业税，并且认为
这是最为适中的“尧舜之道”，而“欲轻于尧舜之道者，大
貉小貉也；欲重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
子下》）。

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主要是削减大公司、大企业的公司所得
税税率和富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主要是边际税率的削减。
他们认为：大公司和富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力量，是推
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因为他们是主要的储蓄
者、投资者、生产者。供给学派中的一部分人主张实行补充
性税收政策，即补充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政策，另一部分
人则主张实行替代性税收政策，即用减税政策完全代替需求
管理政策。

儒家主张实行什一税的固定比例税率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
发展，而供给学派削减边际税率有利于富人和大公司扩大投



资和生产规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这一
点上说，两派的意图不谋而合。但是，儒家不顾发展变化了
的经济情况，不顾国家职能的扩大，要求税收相应增加这一
事实，一味坚持什一税，实际上是没有很好地坚持什一税的
原义，因而也就不可能好地坚持。供给学派削减富人和大公
司的边际税率，企图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实际上也确实某种
程度地达到了这一目的的要求），但它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局
限性和片面性，这表现在它过分注重了社会效率，而忽视了
一定时期内税收

公平的重要性；只从减税对供给的影响着眼需求，而无视减
税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其对富人和大公司的减税便是
明显的“劫贫济富”之举，引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对。另外，
同儒家“师古”什一税一样，供给学派部分师从了萨伊的轻
税主张即最好的税是最轻的税。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和供给学派的轻税主张都有意无意
地重效益、轻公平，尽管一个比例税率，一个累进税率。两
派主张轻税，但也不是主张越轻越好，儒家认为什一税率是
最佳税率，供给学派认为能使产量最高、收入最多的税率为
最佳税率。同时两派都主张与轻税相适应，政府应“节用”
即减少政府开支。

三、两派轻税思想的借鉴

前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今后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最终法
案，经总统布什签署后业已成为法律。此次布什政府提
出“减税”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急剧减速的美国经济加油打
气，以防止美国经济发生“硬着陆”或衰退。

我国近几年税收任务年年捷报频传，税收收入比增收了2348
亿元。税收收入增加这么多，固然有经济增长的因素，但不
能否认有税收计划的强压。为了完成税收计划，现在有些地
方已经开始吃“探头粮”，这对容易征到税的纳税人有很大



的抑制作用。特别是我国年内即将加入世贸组织，许多行业
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还需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和
保护，那么儒家与供给学派的轻税政策应是我国目前采用的
最好时机。

儒家的思想文化篇六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
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
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
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
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
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
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
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
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
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
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
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
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
《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
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
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



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
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
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
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
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
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
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
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
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
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
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
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
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
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
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
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
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
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
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
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
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
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



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
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
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
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
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
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
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
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
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
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
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
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
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
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
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
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
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
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
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
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
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
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



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
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
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
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
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
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
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
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
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
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
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
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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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思想文化篇七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
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
宝库。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
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



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儒家思想文化
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
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基本上坚持“亲
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
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
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不过，儒家思想也具有一定的消极意义。等级观念压抑了人
的个性和创造性。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
和改造。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过分注重道
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
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
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儒家的思想文化篇八

1、儒与商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承久远、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两千
多年来，每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家、商人所秉持的做人、处
事、经商的原则，无一不受其影响。

儒家文化传统中关于劳作有时、勤勉刻苦、锐意进取、坚韧
不拔的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企业家吃苦
耐劳的品质。

2、千古至儒，今日名商

儒家思想强调锐意进取的积极入世，从古至今的名儒无不诚
意、正心、修身，以求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抱
负。今天，许多深受儒学影响，有着振兴民族企业理想的企
业家，崇尚儒商管理模式，积极推进儒学进企业，是有着远
见卓识的中华名商。



儒学是一种人学，儒家的核心价值是做人的道理。儒学同样
可以看作是“内圣外王”的社会管理学，而对社会的管理和
企业的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

1、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

企业文化是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兴起的管理学说，它重视企
业的群体意识和人在管理中的作用，在现代管理中突出了精
神和文化的力量。现在，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无形
力量与强大助推力。

2、适合中国的企业文化 —— 儒学盛，企业兴

西方企业文化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完全与中国文化
精神相融。中国的企业文化要走向成熟，必须立足于中国传
统文化，将西方企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深深积
淀在我们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之中的儒家文化，必然将渗透
到现代企业的管理当中。

1） 企业哲学

2） 企业的价值观

3） 企业精神

4） 企业道德

以“人”为本，是儒家所倡导的基本价值观，也是企业建设
发展的根本。“得人心者得天下”，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企业
家必须重视以“人”为本，建立一支凝聚力强，向心力强，
能打硬仗的队伍。

1、如何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首先要“以仁为本”、“以德为本”，只有“以仁



为本”关心人、重视人，“以德为本”尊重人、凝聚人，才
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开发企业的人力资源。

2、忠诚等于一切

以儒学的“忠诚”思想教育员工，培养员工的责任心，并产
生更强的归属感。“忠”是儒学人格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中千百年不易的信仰。以企业家自己的人格魅力，
培养员工以企业为家的归属感以及对集体的忠诚，是企业凝
聚力的保证。

以“和”为贵，建立一种和谐统一的制度。儒学所倡导
的“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了儒家追求的礼的最高境界。
而和谐所产生的巨大的、无形的促进作用是难以用数字来衡
量的。“和”是一种“无剑之剑”的高度，是儒学之于企业
文化的至高境界。

优秀企业文化的打造，离不开企业领袖的人格魅力。企业家
能够以“信”为基，以“德”服人，以“礼”交往，不仅将
为企业赢得千金难易的信誉，也将赢得企业员工的信任与爱
戴。

企业领袖超凡的个人魅力，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也是成
就优秀企业文化，成就完美企业的巨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