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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ealth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Specifically, the saying that “gentlemen strive to teach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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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宰相虞世南云：“不读《易》，不可为将相。”

《周易》蕴含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对古代国家

治理具有指导意义。《国语 • 周语》：“受职于王，

以临其民”，管理好百姓是为政者职责所在。《周

易》第十九卦《临卦》 是阐述德政、管理百姓的

卦，是其管理哲学之精华所在。本文拟对《临卦》

管理之道进行分析研究以资借鉴。

一、“天之道”：《临卦》要义及地位

《临卦》是阐释阳气生长、“天之道”的卦，

和《乾卦》《谦卦》一样，在《周易》中具有重

要地位。

第一，《临卦》与首卦《乾卦》相似，具有“阳

长”之德。“阳长之卦，独临与乾同者。”[1]83《临

卦》蕴含乾阳之勃勃生机。《临卦》彖辞：“临，

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元亨利贞”四字

连用，在《乾》《屯》《随》《临》《无妄》《革》

六卦彖辞中出现。《乾卦》文言联系人伦四德对

此进行解析：“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

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

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体。利物，足以和

义。贞固，足以干事。”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

援引《子夏易传》：“元，始也。亨，通也。利，

和也。贞，正也。”[2]圣人当效法“元”“亨”“利”“贞”，

施行生养万物之善道，使物得以大始、亨通、利

和、贞正。这种对“元亨利贞”的阐释具有代表性，

后人多沿用此释。“元亨利贞”是天地自然本元

之德，又是时空交感之性，同时也是天地人“三才”

共存之道。

《乾卦》彖辞只有言简意赅的“元亨利贞”

四字，诸爻都不言吉，唯“用九，见群龙无首，

吉”，强调要因时变化，无适无莫，善于用九，

而不是为九所用，不为势位所移，不为才气所使，

善藏其用方得吉祥。《临卦》“至于八月有凶”，

不言“吉”反言“凶”，诫言防止阴气渐长。八

月为“遁”，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长，阴气增长，

阳气不久就要消亡，君子要警戒小人。《临卦》和《乾

卦》都强调阳健之时君子要有仁义之德、理智之

信，有忧患意识，不可肆意妄为。不同的是，《乾

卦》六爻皆阳，《临卦》二阳爻四阴爻，小人众多，

如果小人不顺服就会凶险。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系辞下》），《临

卦》属阳卦。一般来说，卦中阳爻越少，越占主导，

反之亦然。《临卦》二阳爻居下，以阳临阴，阳

气循序渐进感化阴气。二阳爻为君，四阴爻为臣，

二阳爻虽然处于下位、“地”位，但处于生长上

升壮大期，主导四阴爻；阴虽四，处于“人”位、“天”

位，但处于被动顺应，阳气将盛，慢慢影响阴气，

君子之道渐长，小人之道渐消。阴阳二气可以转化，

阳气卑下，渐盛之时要谨防阴气盛大，阳气反被

阴气转化。

第二，《临卦》和《谦卦》一样，蕴含阴阳“天道”。

君子要效法天道，扶阳而抑阴。《周易》只在《系

辞上》及《谦卦》彖辞提到“天道”，在《说卦》《系

辞上》以及《临卦》彖辞提及“天之道”。《系辞上》：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

三才之道也。”易卦六爻主要是阐述三才之道，

“天地人”三才。《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

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

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理在人为性，

在天地为命。易道的目的是顺应人性和天理，立

天立地立人，尽人道以合乎天地。《系辞上》：“是

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明天道、察民情，

国家就会长治久安。《谦卦》彖辞：“彖曰：谦，亨，

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之光明

在于甘于向下、居下而济民。《临卦》彖辞：“大

亨以正，天之道也。”元大、亨通、中正，是天

道之德。《谦卦》和《临卦》都是说明三才关系、

阴阳柔刚仁义，《谦卦》以天地言“谦道”之必亨，《临

卦》以“大亨以正”言政治管理要符合“天之道”。“元

亨利贞”是“天道”命理之本，“阴阳之气”是“天道”

运行之体，“不息以正”是“天道”长存之用。《临卦》

的要旨：君子在行政管理中能处理好阴阳的关系，

并且行中正之道，就没有不得大亨的。

第三，从六十四卦卦序来看，《临卦》是拨乱

反正、成就大业的关键。《临卦》处于《蛊卦》之后，

《观卦》之前。“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

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

以观”（《序卦》）。“蛊”，风落山，失于中正，

社会风俗败坏到极点，上下不交，积弊致蛊，治“事”

艰难。但是“有事”并不可怕，只要善于治“蛊”，

就可以“振民育德”（《蛊卦》象辞）。阳德壮大，

便可成就伟业，君临天下。《临卦》初爻二爻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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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上皆为阴，二阳甘居四阴之下，阳气上行；

《观卦》初爻至四爻为阴，五六爻为阳，二阳在

上，四阴所仰，得政居政。因施行中正之“临”

道，阳得以大，“大观”（《观卦》彖辞），“以

我之中正，观天下之不中正”[1]87，“先王以省方，

观民设教”（《观卦》象辞），天下咸服。从“治蛊”

经“大临”至“贞观”，行中正、明天道而察民情，

国家民族得以复兴。

《临卦》临人临事临天下，阳凌阴、强凌弱、

尊贵凌卑贱，同时，上下、阴阳、强弱、尊卑又

彼此互临。“临”有莅临、视察、监管、凌逼之意，

“进而临逼于物也”[3] ，监控凌迫而不导致造反，

反而是“下悦而上顺”，达到太平盛世，如何才

能实现？《临卦》象辞对此进行解码：“君子以

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临卦》“兑下”“坤

上”，内刚健外柔顺，刚中而柔外，顺乎天而应乎人。

教化无穷无尽，感而遂通；包容保护百姓，厚德

无疆。如何教化、包容？《杂卦》一语中的：“临、

观之义，或与或求。”《临卦》执政之术在于“施

与”，取之于民先应予之于民。以德临人而顺合

人情，刚中有应并依正道而行，上下交而志同，

天下尽在掌握之中。

二、“兑下”管理之道：“教思无穷”

《临》之下卦“兑”，以仁爱、感通、说服临

上卦“坤”，蕴含教育管理哲学思想。

“兑”，二阳爻、一阴爻，柔外有亨、刚中利正，

其象为“泽”，其德为“说”。“兑以说之”（《说

卦》），重在泽润、讲习。与《复卦》一阳复生、

化坤为乾之力相比，二阳偕行，更显感通之大。

阳推阴、化阴，阳气上升，而阴气下行，沟通畅达。

阳之进而不逼，渐渐浸润而不骤然。“说以先民，

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兑卦》彖

辞）。说服、教育群众是一项思想政治工作，也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管理手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说服而不是强制，细致贴心而不是简单粗暴，管

理者只有这样去做群众工作，群众才能心悦诚服，

才可以“忘其劳”“忘其死”，置艰辛困苦和死

亡危险于外。

“感通”是《周易》人治的核心思想。“易

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系辞上》）。《临卦》下卦初九爻和九二爻

与上卦四五正应，初爻刚健而二爻中正，皆名“咸

临”，执政者同心协力，如日月之照临，感通天

下，福佑民生；六三爻不中不正，以“甘”媚临，

必须有忧患意识，才可以免除咎害。下卦“兑”

诸爻之“临”道为“教思无穷”。

（一）初九爻“咸临，贞吉”，播种“仁爱”

“临”之初，初阳在下，阳气潜藏，和《乾卦》

初九爻辞“潜龙勿用”相同，指君子处微，地位

卑下而阳气尚弱，不可贸然作为，最好隐藏自己

的痕迹，不追求名声显赫。从管理哲学而言，这

是谦谦君子之道。恰如老子《道德经》所言：“上

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

几于道。” 
阳临阴，莫过于“咸”，以情动人、以德服人，

博爱临阴，坚守初心，有感则通。何谓“咸”？《咸

卦》为《周易》下经首卦，谈的是人伦，是无心

之感，是大爱。爱是人类生生不息的主旋律，《序

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

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

义有所错。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周

易》上经以“乾坤”为首，下经以“咸恒”为首，《咸

卦》居人伦首位。《说卦》：“天地定位，山泽

通气”，咸，“皆也”，无心之感，无所不感。“天

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卦》

彖辞）。天下为“咸”，心为感通之主，唯正则吉。

中正而天下自应，故曰“咸”。

《临卦》初九爻象辞曰：“志行正也”。“临”

之初，阳动而有情，与四爻之臣感通，所谓君子

临小人，阳居阳位，阴居阴位，皆当其位，自处

以正，所应又正，得以行其正道。初九“咸临”，

只有行中正之仁道，并且不处心积虑设计经营，

才能贞固吉祥。

（二）九二爻“咸临，吉无不利”，“兼爱”

民众

九二阳爻为《临卦》的主爻，应于六五阴爻中

正之君。“既见信任，得行其志，故有吉无不利之象。

此爻为临之主。”[1]84 初爻阳气还很微弱，至此方

盛，“见龙在田”（《乾卦》九二爻辞）。初之“咸

临”，与九二协力以为“临”；九二之“咸临”，

率初九同往以为“临”。《复卦》仅初九一个阳爻，

一阳萌生，势单力薄；《临卦》初九、九二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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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爻相偕而上行，以临四阴。说明“泽”临“坤”、

“阳”临“阴”之道在“咸”，仅一阳之力不足

以临阴，须二阳同心同德，才可感化消减众阴之气。

九二以刚居柔，“未顺命也”（《临卦》象辞），

非苟且以取悦于上者，刚而得中，修其庸言庸行，

平常心处平常事，以此为五所信任。九二之臣通

过阳刚炽热的真情去感通阴柔知性的六五之君，

泽被天下，是圣人管理之道，所以吉无不利。

初九、九二的“咸临”，初爻为“贞吉”，

二爻为“吉无不利”，都是对“感通”的管理之

道的肯定和赞美，地名“咸阳”就是由此而来。

初九爻阳气潜藏，未可有为，强调勿用，“贞”

才能“吉”；九二爻出潜离隐，泽能及物，“吉”

是理所当然，没有任何不好。二阳居“地”位，

偕同并进，化感四阴，尤以四五阴爻为感通对

象。又二爻相交而言，初九感六四，为“地”位；

九二感六五，为“人”位，“临”之根本在于“咸爱”。

管理之道基础在于爱民之心，同时重在交流沟通，

互为其感。“咸”，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诚恳，

毫不做作。管理者如果能用这样的情怀去对待天

下人，自然“贞吉”“吉无不利”。管理者如果

不讲感情、不沟通、不虚心，就得不到被管理者

的认可和拥戴，“无所感而临，则不获乎上。”[1]84

（三）六三爻“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勿以“甘言”临民

“圣人谓说人以心不以言”[1]205，“兑”在于

感人心，而不在于华丽的辞藻、空洞的承诺。下

卦“兑”中，唯六三爻爻辞带贬，忧心忡忡。“甘”

是逞口舌之能，与“讷于言敏于行”相悖。子曰：“巧

言令色鲜矣仁。”儒家管理哲学反对空许诺、花

言巧语的浮夸之风。“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咸

卦》上六爻象辞），《咸卦》旗帜鲜明地反对用

驰骋辞辩来取悦于人。《临卦》第三爻以柔居刚，

阴居阳位，位不当，下乘二阳，动而求悦，与上

六非正应，无实心相接。“甘临”有以小恩小惠、

赏赐、甜头管控百姓的意思。在上者如果仅以甘

悦临人而无实际的付出，最终对管理效能来说是

没有什么好处的。二阳上逼，互卦得震，有忧惧

之象。六三和六四爻同处卦之“人”位，下迫二阳，

上承三阴，居阴阳之界，尴尬不知所处。如果三

阴能够感化变为“乾”，为“泰”，知忧惧自改，

合乎刚正，则咎可无。此爻是对管理之道中浮夸

不实之风的批判。如果管理者意识到浮夸谄媚的

弊端，有忧患意识，便没有咎害。

《临卦》本身为阳卦，但是其下卦“兑”为阴卦。

“兑”，“说也”（《说卦》）。其性情在沟通、

说服、喜悦。“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

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刚卤，为妾，为羊”

（《说卦》），无论是象“泽”之深、“羊”之狠（羊

外柔悦而中刚狠），还是“少女”之单纯、“巫”

之善占、“妾”之从属，其象征是“口舌是非”“销

毁折损”，其习性复杂多变：附和又果决、外柔

又内刚。

《临卦》下卦“兑”三爻爻辞说明管理之道

中教育手段的重要性。教育之道即“兑泽”之道，

单纯注意“教”是不够的，还要做到“教思”，

即教育管理内容和方法上要深入如渊，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不仅如此，还要做到“无穷”，外延

和时效上要无限广大、持久长远。阳临阴，强临弱，

上级管理领导下级，要顺应天理、符合民意、“说

不在说”。对被管理者不是一味地指令要求和逼

迫，而是教化、启蒙，并让其心悦诚服、理解认同，

超越言语、超越感通、超越喜悦。所谓：“知之”“好

之”“乐之”，为管理之上境。

三 、“坤上”管理之道：“容保民无疆”

    《临卦》上卦为“坤”，“坤为地，为母”“坤

以藏之”（《说卦》），“土，地之吐生物者也”

（《说文解字》），其象为“地”，其德为“容保”，

在管理哲学上最能体现中国政治的“包容承载”

思想。“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系辞上》）。“坤”象征着大地，承载、包容、

广大，万物赖以生存。“坤”也象征着百姓，简单、

包容、顺从，国家政府赖以繁荣。上卦“坤”之“临”

道为“容保民无疆”。

（一）六四爻“至临，无咎”，以“至生”之

坤德为政

六四爻，阴爻居阴位，位当。“坤”“兑”之

交，地泽相比，相临之切“至”，用诚意相处相交，

所以没有害处。“至”，其古字形像远处射来的

箭落到地上，表示到达。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亲”：

“情意恳到曰至”，亲临其境，无所不尽、无微

不至。《坤卦》彖辞：“彖曰：至哉坤元，万物

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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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

子攸行。”用“至”来赞美坤德之大，在《临卦》，

六四爻之“至”既有资生之元德，又有顺承之谦德。

《论语 • 雍也》：“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至”

是道德的中正境界，自始至终、至善至美、至高

无上。

《临卦》六四爻强调管理之道的奉献精神和诚

意相与，指管理者要亲自过问、处理政事。六四

爻处得其位，与六三爻的不当者不一样。下应初

九，应得其正，与三之乘阳者也不一样。“至”

临，四爻在“人”位，居六五君位之侧，身在高

位，上不欺君主，下不压万民。不但自己兢兢业

业，勤勉政业，甘于奉献，竭尽全力，还积极举

荐贤能，这样做的人才是真正的“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因此没有灾祸。相反，如果不亲自为政，

不讲究诚意恳致，而采取粗放式管理，则有咎害，

其正如《诗经 • 节南山》所言，“弗躬弗亲，庶民

弗信”，最终会失去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

（二）六五爻“知临，大君之宜，吉”，智慧

君临

“知”：“明智”“理性”，通晓天地之道，

深明人世之理。《尚书 • 皋陶谟》曰：“知人则哲，

能官人。” 能鉴察人的品行、才能，哲学管理，

行中正之道，就能领导他人。《礼记 • 中庸》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在三个

天下通行的大道中位居第一。《礼记 • 中庸》又曰：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

优秀的管理者只有具备聪明睿智的才能，才能管

理好百姓；同时智慧的管理者也具有海纳百川、

包容天下的胸怀。

《临卦》之六五爻，为君位，主持、执事，“知

临”，强调管理之王道为“知”。五变坎为通，“知”

之象，知性治理便会亨通。六五爻阴居阳位，以

柔居中，阴柔之君统治九二阳刚之臣，阴阳相应，

以德服人。正如《大畜卦》之蓄德、蓄贤、蓄能，

管理者的各方面才能不一定高于被管理者，只要

懂得识人用人，不自用而用人，便是真正的有“知”

之“大君”。自用其知者其“知”小，不自用而

用人者其“知”大。知时达变，知人善用，以此

临下，是“大君”之所宜，吉祥。管理者要想长

治久安，必须做相宜之事，处理事务时要理性判断，

抓主要矛盾，分清轻重缓急。管理者不能感情用

事，头脑要始终保持清醒，兼听则明，行中正之道。

要辩证思维、兼容并蓄，善于综合升华众人的才

华和智慧，善于做最后的总结和提高。

“大君”在《周易》中出现在三个卦，除了《临

卦》六五爻以外，还在《师卦》上六爻“大君有

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和《履卦》六三爻“眇

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中出现。《师卦》除九二阳爻以外，其他五爻为

阴，下坎上坤，“地中有水”“君子以容民畜众”，

和《临卦》相同的是上卦皆为“坤”，均有“容民”

之意，都在知人善用，不同的是《临卦》“六五”

和“九二”，阴阳和谐，强调“中道”之“宜”，

而《师卦》上六与六三皆为阴爻，强调“大君”“开

国承家”之“使命”，论功行赏，戒用小人。《履

卦》除六三阴爻以外，其他五阳，“上天下泽”“君

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与《临卦》相同的是下

卦皆为“兑”，不同的是其上卦为“乾”，而《临

卦》上卦为“坤”。《临卦》六三爻“为口舌”，

戒甘言；《履卦》六三爻“为毁折”，戒肃杀。《临卦》

之六五爻为“大君”，是以“知”临天下，理所

当然，吉，得位有德。《履卦》强调“非礼勿履”，

六三爻不中不正，却以一阴成卦之主，欲统五阳，

柔而志刚以履乾，有“武人”自以为能，强为“大

君”之象，是失礼之象，凶，德不配位。

（三）上六爻“敦临，吉无咎”，敦柔简政

《临卦》上六爻强调管理之道“敦厚”，吉祥，

没有咎害。

上卦“坤”有敦厚之德，敦厚是亨通的重要

条件。《坤卦》彖辞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德敦厚，承载万物，

合于乾之无疆。坤静则“含弘”，无所不容、无

所不有；坤动则“光大”，无所不著、无所不被。

品物流形，畅茂条达、无不亨通。君子要学习大地，

敦厚自己的品德得以承载他物，行事方能亨通。

《周易》有四处提到“敦”，《临卦》上六爻、

《复卦》六五爻、《艮卦》上九爻以及《系辞上》。

其一，《临卦》上六爻之“敦临”。上六居《临卦》

上卦“坤”之上爻，有积累至于极厚之象，最远

于阳，以厚接物。《临卦》上六爻象辞曰：“敦

临之吉，志在内也。”上六与六三相临，又附和

六五、六四一起与初九、九二互临。上六与九二

非正应，而志在九二之阳。附五以相临，厚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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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志在阳为吉。其二，《复卦》六五爻之“敦复，

无悔”，犹《临卦》上六爻之“敦临，吉无咎”，

都是向善之仁。“敦复”者，敦厚道德以回归正

道，固行善也。《复卦》上卦为《坤》，下卦为

《震》，一阳五阴。四以应初而复。五虽与初无应，

然以柔中居尊，因四之独复而能笃其行、厚其养，

以复于善者。故可无悔。其三，《艮卦》上九爻

之“敦艮，吉”。以阳刚居止之极，为成艮之主，

自始至终止于理而不变，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事事安于所止，止于至善。

“君子乐山”，《艮卦》是君子仁德的象征。其

四，《系辞上》之“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临

卦》《复卦》《艮卦》，上卦无论是“坤”还是

“艮”，都是“土”，有敦厚之“地”德。“地”

之德在于安土敦仁，随处皆安，无所不安，安贫

乐道，是不息之仁。不忘其济物之心，所以能爱。

君子乐天知命，笃行仁爱之道。

“敦临”，指管理者本人的能力不大时可以用

“敦”进行补救，即敦厚待人，诚恳地邀请贤人

帮助自己，成就一番事业，这样吉祥而没有咎害，

比如刘备之有关羽、张飞。上阴和其他三阴爻一

起临二阳，临德临贤临健，指管理者麾下德人贤

人能人云集，必须懂得实施厚道，有怀柔之术、

包容之心、谦虚之心。敦厚而非刻薄，恭敬而非

盛气，自然人人心悦诚服，上下融洽，伟业才能

稳固、壮大。

“坤”之道尚“简”，开国承家。“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

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

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系辞上》）。《临卦》之上卦“坤”的管理

之道重在“简”，法令政策简单明了，人们易于

随从，随从者众，同心协力，则事业没有险阻，

可以建功立业。有功自然可以广大，富有而无疆。

《临卦》上卦“坤”强调管理之道的仁政无疆，

体现了无限的“宽容”和“保护”。《说卦》曰：“坤

为牛……坤为腹……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

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

为柄。”“坤”所象征之物的性能大抵为包容、勤勉、

承载、孕育、衡量、融合、节俭、平均、美好、柔顺、

把持、藏敛等等，强调谦逊、敦厚和保护。“不

徒曰保，而曰容保，其度量如地之广。”[1]84 管理

者要有责任和担当，保护被管理者不受外来伤害，

让其有安全感。

四 、“元亨利贞”：《临卦》管理之善

《乾卦》文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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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地。”天地正气运行

不已、变化无穷，沿着春夏秋冬四季而循环往复，

主宰整个宇宙，只有遵循天地之道，日月同辉，

四时合序，充分认识和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

要素，方能彰显管理之善。

（一）管理目标

1.“元亨利贞”

“临者，大也”（《序卦》），《临卦》的

管理目标就是创造“元亨利贞”的伟大事业。“元

亨利贞”是天地之道：创始万物、处世亨通、和

谐有利、固守正道，既含万物自然本元之德，又

有天地时空交感之性，同时也是天地人“三才”

共存之道。我们要习“元”以“体仁”，即以仁

为立身行事的出发点，善养浩然之元气，创造条件、

打造管理有机环境，关爱民生；习“亨”以“嘉会”，

变通相处、天人合体，管理制度就能符合天地之道，

上下和谐；习“利”以“利物”，彼此相宜、互

利互惠、共生共荣，利国利民，益民乐业；习“贞”

以“干事”，不忘初心、坚持正道，各安本分、

各尽其责，就能可持续发展，保民安居。《系辞上》

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道不外乎阴阳，事在人为，继之成之，爱民用民，

管理好百姓，建设富有之大业，创造日新之盛德。

2.“吉”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

吉凶既定，以之建功立业，则大事可成。“是故

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系辞上》）。六

爻占辞一般为“吉”“凶”“悔”“吝”等，《临

卦》六爻占辞分别为：“贞吉”“吉无不利”“无

攸利，既忧之，无咎”“无咎”“吉”“吉无咎”，

其中四爻占辞中都有“吉”。如何能吉？其一，

占者守正则吉，如初九爻之“贞吉”。自处以正，

所应又正，则得以行其正道。其二，各居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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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善而行，如九二爻之“吉无不利”。《系辞上》曰：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未济卦》

象辞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强调君子要偕

同行善，如果沦落到不善之流中，就会凶险。其三，

知人善用，即“吉”，如六五爻。自用其知者其

知小，不自用而用人者其知大。其四，其志在阳，

尽善为得，为吉，如上六爻。《系辞上》曰：“吉

凶者，言乎其失得也”，不尽善为失。管理目标“吉”

其实就是“正”“类”“善”“得”，顺时守正，

趋吉避凶，德博而化，大得民心。

3.“无咎”

《临卦》爻辞中有三爻提到“无咎”，凡“无

咎”要考虑“咎”的可能性。如何能没有咎害？

其一，善于补过，如《临卦》六三爻。《系辞上》曰：

“无咎者，善补过也。”有可能致咎，但以“善”

处之，则可无咎。孔子就曾赞美颜回“不贰过”。

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改，重复犯错。

其二，存悔有悔。《系辞上》曰：“忧悔吝者存

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固善重要，欲动补过

之心，须得心中有悔。其三，谨言慎行。如《临卦》

六三爻。再如《大过卦》之初六爻：“藉用白茅，

无咎”，至慎则无所失。《节卦》初九爻：“不

出户庭，无咎”，慎言慎出。其四，其用“柔中”，

主要指二、四爻，《临卦》四爻即如此。《系辞下》：

“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

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四近君，有僭逼之嫌，

虽在上而多惧，所以要行柔道。其五，“惧以终始”，

如《临卦》上六爻。《系辞下》曰：“惧以终始，

其要无咎。”君子要始终怀忧危之意，而不能只

在事业开始时忧惧，到最后却丧失本心。管理目

标“无咎”，强调尽一切可能化“咎”为“无咎”，

避免咎害。

（二）管理原则

1. 扶阳抑阴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下》），易

道即阴阳之道，阳长为亨，阴生为戒。管理原则

重在扶阳抑阴，阴阳沟通，上下协和，去除小人，

黜邪而崇正。《临卦》阳为主宰，阳气将盛，然

而二阳处于下位，四阴处于上位，阳气升长之时

要防微杜渐，警惕阴气结伙壮大。

2.“大亨以正”

管理者行中正之道，求同存异，便能成就大业

并且亨通。《临卦》初以正，二以中，与四五正应，

三与六非正应。初九爻中正而自处以正，所应又正，

刚中应柔中；九二爻“未顺命”，不以苟且取悦

顺从君命；六三爻“位不当”，以“甘说”临人，

有浮夸之风，不中不正。

3. 无心之感

管理者要不忘初心，仁爱部属，信任部属，

特别是要尊重和爱护人才，以爱临人、以德服人。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文言》）。《临卦》

二阳在下，以阳临阴，不用心机设计，协力以临，

天下自然感应，为“咸临”。

4. 忧患意识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

管理层的忧患意识至关重要。“临”，进而凌逼于物，

要注意几点：要预防阴气盛大；阳盛之时要防自肆；

阳临阴要渐长不骤；临事而惧，及时自改。《临卦》

彖辞：“至于八月有凶。”《临卦》旁通《遁卦》。《遁卦》

是在野之象，四阳而二阴，二阴居下，消阳之势。

治民失道，就会失去民心，失去朝政大权。

5. 以人为本

“人君有临民之责。”[1]88《系辞上》：“明

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

圣人以《临卦》为治民，执政为民，管理好人民

是执政者的职责，使民“悦”而“顺”是治民的

根本宗旨。管理者要刚柔相济、利民宜民。

（三）管理艺术

1. 刚浸而长

《临卦》二阳进四阴退，阳长阴消，君子道长、

小人道消。然二阳居下，进而侵凌，方来未艾，

要循序渐进，不可逼迫过甚，要渐长不骤，否则

物极必反，甚至导致阳被阴同化。

2. 刚中而应

《文言》：“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

德博而化。”下卦九二刚中，有强毅之才，应五

柔中，在上有知人之主，阳果决健动，阴虚心顺应。

阴阳相合中于机宜，中正而天下自应。

3. 协力为临

管理者要懂得团结人，同舟共济，咸与感通。

二阳如日月同辉，初之“咸临”，与二协力以为临。

二之“咸临”，率初同往以为临。管理之道既在

于阴阳沟通，又在于阳气偕行，注重讲习，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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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上下协和，去除小人。

4. 诚意相与

以诚立信的凝聚方法在管理术中至关重要。

“上下交而其志同”（《泰卦》象辞），便能达

到“圣人感人心天下和平”的理想状态。否则，“天

地不交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否

卦》象辞）。“临”道即“与”道，管理不是索

取而是奉献，要注意有所施与，使被管理者有所得。

5.“大君之宜”

好的管理者往往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做相宜

之事。“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系

辞上》），完全出自管理的内在要求。“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系辞下》）。宜，利也。

“利物足以合义”（《文言》），知人善用自用

其知者其知小，不自用而用人者其知大。

6. 对内敦厚：“敦临”

以柔凌刚，管理艺术讲究柔道。《系辞下》所

谓：“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

临则阳盛，易自肆妄为，戒大。领导者妄自尊大，

十分危险，勤勉、理性、敦厚才是管理者的美德。

《乾凿度》曰：“初为元士；二为大夫；三

为公卿；四为诸侯；五为天子；上为宗庙。”不

同管理层应与时偕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临

卦》六爻：初九九二“咸临”仁爱化人，六四“至

临”躬亲近人，六五“知临”贤明用人，上六“敦

临”，厚德利人；管理的结果都是吉利，没有不

利，没有咎害。惟六三“甘临”，一味空话悦人，

没有什么好处，但若有忧患意识，认识其中的弊

端，及时悔过，也可以没有咎害。总体来说，“临”

推崇的是以德服人的仁政，通过不同的临民形式，

告诉执政者如何使群众心悦诚服、甘于被管理。

新时代，管理层与百姓之间是血肉关系，密切联

系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才能长治久安。

“重视教育，容民保民”是《临卦》管理哲

学的精髓。管理重在心中要有人民，要耐心教化、

无限包容和保护人民；要将心比心，以情感人。

从《临卦》六爻来说，就是一要心诚心正，二要

德政善政，三要言行一致，四要全心全意，五要

大智大为，六要厚道公道。深入群众而不是脱离

群众，说服教育而不是钳制镇压，诚意关怀而不

是疏离冷漠，客观公正而不是敷衍官僚，温柔敦

厚而不是简单粗暴。坚持这些行为准则，管理者

就会与群众形成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关系。“落

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

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4] 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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