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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　　论　

绪　　论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 《原始文化》中阐述，文化就其广泛的民

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

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地域文化在

不同层面上相互融会、相互结合，一经生成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并以其特

有方式对特定区域的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道德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产

生全面的调节和控制。影响社会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使他们遵循着共同的价

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

行为方式，进而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企业面临着不同的管理情景。亚当·斯密

（１７７６）从特定的 “经济人”出发，认为任何市场经济只有在共享的道德观即

信守契约、履行支付承诺、尊重市场伙伴的基础上才能正常运行。马克斯·

韦伯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符合现代精神的文化价值

观对现代经济发展起着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与现代精神不符的、传

统保守的文化价值观对经济的发展则起着负面的消极的阻碍作用。穆勒

（１８４８）认为，一国人民的信仰和法律对他们的经济状况起很大的作用，劳动

力的道德品质对其劳动的效率和价值来说，与智力是同等重要的。他将政治

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定位于道德和社会科学的范畴，认为各国的经济情况取决

于道德的或心理的，从而依赖于各种制度和社会关系，依赖于人类的本性。

马歇尔 （１８９０）认为，文化 （包括宗教、道德、观念、理想）因素和经济动

机同样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他举例说，每个人在经营方面，像在别处一样，

他也受到个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崇拜的影响。阿瑟·刘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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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在全面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将 “节约的意愿”和 “工作态

度”、 “冒险精神”等放在了最前面。劳伦斯·哈里森 （１９８５）在他的著作

《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事例》里，用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在多数

拉美国家，文化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之后，他又在 《泛美梦》一书中列举

了进步文化区别停滞文化的十点价值观。迈克尔·波特 （１９９０）的研究表明

许多国家都正在努力接受生产率文化，经济文化已不再是一个如何选择的问

题，问题在于一国的经济文化何时变化和变得快慢。

从这个角度而言，管理理论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只能在某

一具体的情境下发挥作用的管理理论，另一种是超越具体情境的普适性管理

理论。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体系一直掌握着世界管理学界的话语权，但其充分

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存在于西方的文化情境之中。作为根植于中国文化情境的

中国企业，需要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凝练出适应中国特定文化情境、中

国企业管理实践，并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相互融合的管理思想。这类传统管

理思想不仅可以用于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还可以用于指导他国企业的

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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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一、儒家思想概述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十分推崇尧、舜、禹、汤、文、武时代

的道德统治及礼乐文化，他系统地删编整理了 《六经》，使其对后世产生 “垂

世之教”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孔子形成了 “以仁为本”的世界观和伦理思想。

孔子出生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 “礼崩乐坏”之时，身处社会的动

荡中，他总结了奴隶社会的管理经验，并倾其一生去传播。孟子继承发展了

孔子的理论，使儒学成为显学，并游说上层统治者实施推广，使儒家思想逐

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及至汉代，董仲舒集儒家思想之大成，以儒家

理论为根基，吸收了法家思想 “尊君卑臣”和道家思想 “天人合一”的理论，

形成了一套以儒家思想为中心，适用于社会统治的集神权、君权、父权、夫

权于一身的思想体系，由于其适用于社会统治，故汉武帝实行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由此成为了官学。北宋时期，以朱熹、二程为代表

的程朱理学宣扬宇宙、天理统治人的内心世界 “存天理、灭人欲”，由此中国

传统的儒学思想从社会主体关系、精神意识等层面上升到了哲学境界。

（一）“仁”的内涵

儒家思想提倡 “德治”，其核心理念是 “仁”，孔子认为 “仁”是社会秩

序、道德伦理的最终价值依据和心理本原，在 《论语》中，“仁”出现了１０９

次，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仁，亲也。”意味着 “仁”实际上是如何对待人、

如何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学说。从字源学上看，“仁”从人从二，指人与人

之间相依相偶、独则无偶、偶则无亲。它反映了人自身的觉醒，是由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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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出来的行为原则，它要求人们相亲相爱，具有浓厚的人道精神。“仁”还

是 “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之道”，它要求社会统治者按 “仁学”体系进行自

我修养，陶冶性情，成为仁德贤明的君主，用 “仁”的原则去管理国家、社

会、人民。

首先，“仁”是为己与为人的统一，是自爱与爱人的统一。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曰： “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安人。”曰： “如斯而已

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者！”（《宪问》）由此可见，儒家注

重个人修养的目的是为了能治理百姓。孟子亦云：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仁”是儒家尊重人和对生命终极关怀的体现，孔子明确解释说：“仁者，

人也。亲亲为大。”（《中庸》）仁是人与人之间交往都应具有的道德情感，孟

子认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尽心下》）孟子提倡

“兼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的博

爱理想。《乡党》有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的马棚

失火，孔子从朝廷回来后，关心的是伤人与否而不问马。这体现了儒家对包

括下层平民的 “仁”爱之心。

“仁”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总原则，包括为人之道、待人之道、治人之道。

为人之道，是孔子关于人格道德修养和道德完善的思想，是以人自身发展为

根本，以实现人的最终目标为基本前提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

语·颜渊》）“爱人”既包含对人的尊敬、谦恭和亲热之情，也包含推己及人

相互理解之意。

（二）“和”的内涵

儒家思想的另一核心概念是 “和”， “和”在甲骨文、金文中，字形如成

熟的庄稼，说明 “和”字起源于 “禾”， 《说文解字》中认为：和，调也。由

此可见，“和”字最初的基本意思就是调适与和谐。“和”是儒家仁爱思想的

延伸，孔子说 “仁者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持、容忍谦让、彼此相

爱、无争、无讼。“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

的哲学思想。 “和”是儒家为政、为人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 “天时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论语》中，孔子的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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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

也。”在儒家看来，“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和”既可用来协调管理者

与被管理者 （即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使二者团结，又可协调最高管

理者与各级管理人员 （即君主与官吏）的关系。在组织内，人们的思维方式

与行为习惯都有所差异，如果能做到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人

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应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来处理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即自然规律、社会规律、自

然与人的和谐统一。孟子认为：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易传·文言传》云：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

凶。”荀子也提出 “以时禁发”是 “王者之法”。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 “和而不同”，提倡在坚守个人信念与个性的同

时，尊重差异性的存在，倡导求同存异。儒家强调，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

就必须提高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中庸》提倡君子 “宽裕温柔，足以有

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要达到 “和”，就要求人们 “有容”，即容纳

不同的意见和接纳他人；“有执”，便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保持自己的

个性和风格。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倡 “礼之用，和为贵。”这里的 “和”是指组织

中人际伦理关系的良好状态。孔子在评论子产的政策时说：“善哉，政宽则民

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

以和。”这种 “和”的状态就是组织的目标与追求，即所谓 “和是礼中所有”，

此处 “和”是 “礼”作为一种制度所具有的结构性的功能。

（三）“义”的内涵

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核心，“利”在甲骨文中的基本结构

是用刀割庄稼，本意是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后被引申为利益、功利，之后

逐渐被限定在物质领域。一般认为 “利”是物质利益，“义”在广义上是对人

们一切社会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的理论概括和抽象，它为规范和评价人们

各种社会行为的是非善恶提供了道德的标准。如君臣之义、父子之义、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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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义、朋友之义等。

我国义利观念最早出现于西周春秋时期，“义以生利”，“义，利之本也”，

儒家学派继承了这种义利观念，将其发展为重要的经济思想，儒家认为首先

应该见利思义。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

如浮云”。孔子承认人皆有求利之心，子曰：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

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即认为

不能依利行事，对求利活动须以义制约，要 “见利思义”，反对违义求利，孟

子、荀子也都有关于见利思义的重要论述，孟子言：“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

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

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仁义而己矣，何必曰利，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曾

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

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即使

万钟粟米却不分清礼义就接受了，万钟粟米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孔孟特别强

调士人君子肩负着协助国君治理国家的重任，是推行儒家仁义主张的重要力

量，所以对他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反复告诫他们绝不可以谋求不义之利。

荀子认为义与利均合乎人性，对于合理的利欲应予以满足，对不合理的利欲

应以礼义节之，所谓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

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

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

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

必辱，是偏伤之患也。”所谓 “前后虑”、 “兼权之”、 “孰计之”就是告诫人

们，当你想求财取利时，要深思熟虑，权衡利弊，看自己所求之利是否符合

道义，然后再定取舍。如果不权衡利弊，见利就沾，见财就取，见利忘义，

那就难逃动则必陷，为则必辱的境遇。

重利轻义。儒家把义分出轻重层次，凡是关系到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

的重大利益，被视为大义。当个人利益和大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应当毫不犹

豫地牺牲个人利益，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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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谓为 “天爵”、“良贵”，认为 “义”远胜于 “人爵”（即公卿大夫）和财

富的追求：“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

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认

为只有意识到 “义”作为人内在需求的独立价值与意义，才能不为苟且之事，

不避患难，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荀子说： “义之所在，不倾于

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人君子之勇

也。”即强调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公利高于私利，个人利益必须自觉

地服从社会整体利益。

以义制利。荀子强调 “以义制利”，他肯定了人好利的本性。“今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焉，然而穷年累世而不知不足者，是人之情也。”由于人人都有好

利的本性，而且这种好利的欲望是无穷的，但客观上财富是有限的，这就不

能不引起对财富的无休止的争夺，结果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因此必须对好利

的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不使它侵害他人的利益。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

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

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

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意即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

一味追求而缺乏标准限度，就会发生争夺，产生祸乱，造成穷困。古代的圣

王厌恶祸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物质

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荀子认为，礼义本身可以调节社会结构中不

同群体的关系，确定度量分界，合理分配物质财富，能够消除和避免纷争，

保证社会的稳定。荀子以人性好利为出发点，分析论证了以义制利的内涵和

性质。他认为以义制利可以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如果人们对各种利益的取

舍都是合乎 “义”的，那么好利之欲再多也不会给社会造成危害。

（四）“信”的内涵

《说文解字》将信列入 “言”部，说 “信，诚也，从人丛言”，即 “人

言为信”，指人在祭天和祭祖时要言语真实、说话算话。 “信”在 《论语》

中出现了３８次。儒家传统思想讲求信，认为信是 “人之道”，诚信之德不

仅是 “立人之本”，而且还是 “立政之本”。 “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

诚信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和处事行为上，不能言过其实，空洞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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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令色，鲜矣仁”， “巧言乱

德”，“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仁者，其言也”。《论语》中记载：“子以四

教：文、行、忠、信。”信不仅成为 “四教”内容之一，而且与忠一起绾带

着文和行，是文和行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的共同精神。孔子将忠和信看作

是最主要的道德规范 “主忠信”，孟子将信作为 “五伦”之一，强调 “朋友

有信”。至汉代，董仲舒将信列入 “三纲五常”之中，日益显示出了 “信”

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孔子以信为其 “四教”内容之一，

要求言而有信，行而有信，故孔子曰：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輗，

小车无軏，其何以行哉！”儒家认为诚信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是一个社

会健康的标志。《礼记·礼运》篇中记载：“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筋

骸之束也。”意即讲信修睦对社会的作用就如同 “肌肤”和 “筋骸”对人的

作用一样重要。

孔子认为信不但是处世的基本态度，立身处世的基础，更是治国为政

的重要条件。子贡问孔子治国之道，孔子说：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又问，如果要在这三者之中去掉一个，首先去掉哪个？子曰：“去兵。”

子贡追问，如果要在两者中再去掉一个，应去掉哪个呢？孔子说：“去食。”

孔子总结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即治理国家，信为政基，“上好

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信也是中国商品经济的优良传统，是经济活动的基

本规范，我国传统商业道德强调商业活动须以诚信为宗旨。 《礼记·王制》

载：“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是说如果布帛的升缕

度数达不到精布、细布或粗布的要求，宽窄不符合规定，就不能拿到市场

上去卖。《孟子·滕文公上》也记载了战国时期一些商人的道德观点：“虽

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

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就是要求人们在商业活动中做到价格公

平合理、童叟无欺。

二、儒家思想与管理者家庭道德建设

２００９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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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德’的核心就是党性。”管理者家

庭道德作为干部 “德”行的重要维度是管理者队伍建设的主要内容。因此，

从管理者职业特征出发，结合儒家思想及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对管理者的

家庭道德进行研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家庭道德是调整夫妇、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社会

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具有内生性 （生成个体道德特质的基于爱

情和亲情的内在伦理禀性）、外倾性 （向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扩展）、同一

性 （理与情、知与行的一致）、对等性 （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自律与他

律的对应）、交融性 （历史与现实、个体与整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交汇）的

特点，一经形成就同民族传统结合在一起，显现出明显的民族继承性。在人

类历史上，家庭的血缘关系随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变化，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

儒家思想具有不同的家庭道德规范，因而在考察家庭道德的内涵及外延时，

其历史延续性与时代性是重要的考察标准。

（一）作为家庭伦理分支的流变

１．周代至春秋———孝德的源起与家庭道德的建构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周礼，以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的四项

原则和立子立嫡、同姓不婚、庙祭之制的三种主要制度为核心。孝悌观念至

周而大备。周人实行 “贵亲而尚齿”政策，将对待老人敬重的依据简化为年

龄、血缘两种，这加重了孝悌行为的自然性，为孝悌的推行找到了更多的客

观依据，并通过统治者的身体力行，逐渐成为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律条，为

后世道德秩序的整饬提供了规范和约束，踏出了家庭道德建设的第一步，周

礼 “成了中国人进化漫漫长夜中出现的第一道明亮的精神曙光，是古代中国

社会向文明道路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①

及至春秋时代，以周礼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道德面临重构的困境，嫡长子

继承制成为了矛盾的焦点，行 “六逆” （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

小加大，淫破义），犯 “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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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孔子对周礼择善从之，在 “仁者爱人”的理念框架下将 “亲亲，尊尊”

的伦理规范和下层民众家庭的古朴情感相结合，因革损益建构出一套由 “宗

法”转向人伦的新的家庭伦理道德。孔子强调 “孝”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

更重要的是感情上的爱护和尊敬。《论语·为政》载：子夏问孝，子曰：“色

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① “仁”的理念也

体现在夫妻的伦理规制中，儒家把夫妇之伦视为 “五伦”之首，将男女的结

合、婚姻的缔结、夫妇的形成作为一切社会伦理的肇始，在认可维护男尊女

卑的传统上有所突破，比如针对男子有单方面的 “七出”离婚特权，先秦儒

家提出了 “三不去”原则，即： “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

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这也是后代 “不以富贵易其妻”思想的源头。

２．明清早期———带有启蒙色彩的家庭道德

从明嘉靖初至清道光中，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发轫于中国社会，

从儒家文化中氤氲而化的明清早期启蒙文化，孕育了中国式新家庭道德的历

史根芽，成为传统家庭道德向近代转型的历史结点。对女性的尊重，对男女

平等的热烈颂扬，以及对传统贞节观的批判，使明清时代的家庭伦理灼灼闪

耀着近代人文主义的光辉。明清时代的启蒙者突破了儒家封建伦理纲常的桎

梏，对封建 “孝”道的绝对合理性进行辩驳，他们认为，传统家庭伦理的孝

道，以善事父母为特征，体现着人类天伦之爱的至情至性。然而随着孔子后

学尤其是两汉儒学和宋明理学对孝的政治化、宗法化，孝的社会功能和文化

意义异化为封建宗法专制的工具，因此应该使 “孝”回归到健康的家庭道德

模式中即 “父慈子孝”，这种带有启蒙色彩的伦理思想成为了中国传统家庭伦

理向近代嬗变的先声。

３．晚清———传统家庭道德的背离与回归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逼迫着古老的中国在坚船利炮的淫威下踏入近代，“欧

风美雨”夹杂着异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急速地渗入中国社会

的各个方面，加速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解体。一群来自广西大山的革命者，

首先对传统的家庭伦理摆出鲜明的拒绝姿态，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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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们，挟千里席卷之势涌入金陵，在建立同清朝对峙达十余年之久的政权的

同时，亦经历了对传统家庭伦理的背离———回归之路。

平等———太平天国将士们从西方基督教中寻找到的有力武器，在它的旗

帜下，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冲破了纲常伦理之维，跨越种族、性别、

家庭的种种界限，摒弃传统社会的尊卑等级观念，建立了一个 “有田同耕，

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乌托邦。虽

然后来太平天国的领导者由于缺乏基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所

产生的民主主义思想，回归到了封建家庭伦理道德的框架中，但这场变革如

长戟刺穿了中国历经千年形成的坚固桎梏，为 “五四”时期波澜壮阔的彻底

颠覆带来清透的曙光。

４．“五四”———颠覆与重构的家庭道德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因袭而成的旧文化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扬弃与超越，在

它的冲击下，封建纲常礼教逐步解体，新的伦理道德规范渐次建立， “五四”

成为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向近代转型的重要界标。

中国传统社会是反对自由恋爱和婚姻的，正如焦国成在 《中国伦理学

通论》中论述的 “以个体的利益服从于家庭和家族的利益，就是宗法登记

制下婚姻的伦理实质”。新文化运动不但提倡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还主张

“离婚自由”，认为自由结婚的根本观念是要夫妇相敬相爱，夫妇之间没有

爱情，不能互敬互爱是可以离婚的。经过对封建男女关系、婚恋关系的批

判，社交公开和婚恋自由开始成为人们的共识。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得到了

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普遍认同，这构成了近代婚姻家庭伦理

观念的重要内容。

反对封建 “节烈观”，提倡男女平等，攻讦封建 “孝道”也是新文化运动

的批判焦点，鲁迅的檄文 《我之节烈观》强音响彻的鼓舞女子具有自立的精

神，提出 “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

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１９１９年，已经背负了

“非礼非法”“忤逆”罪名的吴虞，在检讨了中国家族制度的弊端后，写下了

猛烈攻讦封建 “孝道”的 《说孝》。同样在１９１９年，“动辄便把中国日益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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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危机的全部责任都归之于孝道”① 的胡适，发表了他的白话诗 《我的儿子》

及相关的通信。这些作品典型地反映出个体在面对稳定的传统道德秩序时的

激烈态度与反抗姿态。“五四”的 “非孝”意识旨在反对并破坏 “非人”的传

统伦理道德秩序，这种以否定为指向的道德观念，是作为新的道德目标的前

提而存在的，所以 “五四” “非孝”所 “非”的不仅是一个伦理核心，包括

“非孝”的倡言者曾经恪守的旧的行为准则。

冯友兰先生曾提出 “家族制度在过去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② 通过以上

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社会伦理与家庭伦理在历史变迁中高度密合成

为一个内容充实而又丰富的伦理实体，其中的父子、夫妻、兄弟、男女地位

等关系是儒家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

（二）管理者家庭道德建设体系的基本内容

儒家传统社会伦理与家庭伦理的同构性，源于宗法社会结构的单一同质

特性。这种由宗法血缘关系推演、由亲情扩展而成的农业社会的伦理，在现

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需要重新整合。现代家庭道德既注重汲取儒家传统家

庭道德的合理成分，又注重个体社会化的独立人格和使个体具有高成就动机

的价值标准，现将管理者家庭道德体系分列为三个指标，即婚姻道德、孝德

和亲子道德。这些指标的提炼依据主要在两个方面： （１）文献中选取。 （２）

现行法律依据。２００１年，中共中央在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要

大力倡导以 ‘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

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这是对家庭美德在原

有历史内涵上的新时期阐释。

１．婚姻道德

婚姻道德是调节夫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是家庭道德的重要组成部

分。分析表明，管理者生活作风问题，已经成为诱发严重腐败的普遍原因。

全国人大 《婚姻法》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一个调查显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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