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文化艺术创新·国际学术论坛·第 1卷·第 1期·2022 年 6月 10.12345/whyscx.v5i1.11457

Example

Songcheng Performing Arts Development Co., Ltd., Hangzhou, Zhejiang, 31001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 of“Inner Saint and Outer King”, combined with the corporate practice of
Songcheng Performing Arts Company,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internal operation mechanism of modern enterprise leadership,
analyz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leaders in th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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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内圣外王理念对领导者要求——以宋城演艺为例
张娴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浙江 杭州

论文基于“内圣外王”的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结合宋城演艺公司的企业实践，深入探讨了现代企业领导力的内在运行机
制，剖析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改善组织中的领导者素质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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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演艺是一个古老而新兴的行业，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

大力支持和引导下，中国演艺产业从单一走向集群、从小众

走向流行、从封闭走向开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时至今日，

旅游和文化产业已然成为中国的支柱性产业，更是助推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正步

入深水区，以旅游休闲和文化娱乐为主的精神服务业成为助

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演艺产业辐射吃、住、行、游、购等

各种消费，具有很强的经济拉动作用，尤其对旅游和文化发

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符合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方向。

宋城演艺主要从事基于主题公园为载体的以演艺公司，

是中国演艺行业的领头企业。作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化

为经营素材并获得良好回报的文旅企业领导者，更应该从传

统文化中寻求领导之道。

2 内圣外王理念的内涵

内圣外王出自《庄子·天下》，内圣即“适己性”、

外王即“与物化”，其本意是个人内修极致、万物和谐相融，

与庄子哲学中的人类精神最高境界有相通之处。后经儒家发

扬光大，内圣外王引申为内在精神修养达到高度、并且在现

实社会中建功立业，是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完美结合。对

于中国传统文化，就其领导力而言，其重心，在于“修己安

人”“内圣外王”。

“修己以安人”语出《论语》，其本意是自我修养，

树立权威，而后能表率他人，使人安分守己，各得其所。先

涵养德性，陶冶心性，再重才、学、识，由心而起，表于身，

则圣内而王外。安人，不同于简单地管人，其诉求为己安也

安，是最高层的境界。一味“管制”，只会适得其反，不如

以人为本，让其追随自己，方能得人心，直至安人的目的。

故此，领导者必须兼备“圣”“王”两重资格，强调内在品

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做人是领导之本，要先学做

人，后学做事。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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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中华传统文明的熏陶下加强领导力和管理内涵，对当代

企业领导者有积极的意义。

3 以内圣之心精进自修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

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

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

慈仁，谓之君子。”——人最难看清的是自己，如何能扬长

避短、又不断精修，遵循规律、又守正出奇，谦谦君子、又

固守原则，从中参悟为人处世之本质，是终生的功课。因此，

作为一个中国式成熟的领导者，最大的特点往往就是稳重得

体，给人可以倚重，依赖之感，从而增强信服力和领导力。

稻盛和夫提出了“六项精进”的观点：付出不亚于任

何人的努力；要谦虚、不要骄傲；要每天反省；活着就要感谢；

积善行、思利他；不要有感性的烦恼。这些看似简单的提法，

如果能坚持做到，便已非常人了。

作为企业领导者，认准方向、描绘愿景和目标，并据

此塑造未来，不忘初心，创造出有共同价值观和使命感的企

业文化，便是最主要的修为，是领导所有工作的核心。内修

还考验公司和领导者大方向上有所不为的定力，做到知行合

一，不盲目多元化，不轻易涉足能力圈以外的行业。宋城演

艺在认定了文化演艺主业后便高度专注、全力以赴，以工匠

精神精心打磨演艺产品，正是源于这份坚持，公司才得以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然而，前行之路从来不会是坦途，认准大方向后，难

免仍会遭遇各种困顿，此时作为领导者需要修炼自身积极主

动、抛却感性烦恼的能力，对自己过去、现在及未来的行

为负责，并依据原则和价值观，而非情绪或外在环境来作出

判断。积极主动的人是改变的催生者，不怨怼别人，能在

恶劣甚至极端情况下带领团体发挥人类与生俱来的四种天

赋――自觉、良知、想象力和自主意志，以由内而外的方式

创造改变，积极面对一切。这些年以游戏、影视等为代表的

数字娱乐以其便捷性、并发性和马太效应呈现爆发性增长，

给演艺消费造成分流和冲击。在此形势下，更需要时刻保持

谦虚的态度，既保有对演艺行业的信心、又对新生代和新兴

市场充满敬畏，不断充实、饱满线下娱乐内容。特别是经

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2003 年非典、2008 年金融危机乃至

2020 年至今的新冠疫情至暗时刻，给公司的经营带来巨大

冲击。作为公司领导者，越是在危急关头，越要坚定信念、

鼓舞士气，把控好投资节奏，同时沉下心来搞创作，而不是

被动等待。

修为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不断学习、更新知识，

以及要事第一原则。新时代，商业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领导者应将时刻掌握商业环境变化的规律也纳入到内在修

为的范畴。在重视连接、价值、体验、共享、共赢的“商业

模式 4.0 时代”，通过不断学习、试错、修正，才能使组织

不至呈现老化及疲态，并迈向新的成长之路。此外，在推进

实务和创新工作时，如何有效配置资源、引入新生力量，在

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序把关乎生存、关乎品牌、关乎使命、

关乎未来的要事放在第一位，是领导者需要有清晰认知的。

司马光认为，“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

曰武”。对企业领导者而言，最大的仁是提供优质的产品和

服务；最大的明是认清行业发展趋势；最大的武是全身心投

入到主业的发展。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时刻以仁明武自修，

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有仁义，有原则，有辨识，有魄力；

心怀悲悯，有担当，善于为他人谋福祉，才能带领团队立于

不败之地，才能为修心找到立足点，方能最终达到《道德经》

中所言：“太上，不知有之”的境界，让自身修为固化为更

高层次的公司企业文化的保障。

4 以外王之道经世济民

内圣是基础，是领导力，在这个基础上，外王即是一

个用字，带领组织协调好客户、员工、股东、合作伙伴、行

业、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不断达成组织愿景，是为外王。

为商之道，义利并举；为官之道，造福一方；为君之道，盛

世太平。

宋城演艺自成立以来便秉承“给我一天，还你千年”

的经营理念，不断推陈出新、更新迭代，用充满创意的产品

和宾至如归的服务带给游客绝佳的体验，并借此得以发展壮

大。从原来杭州一台“千古情”演艺的常改常新，到后来异

地拓展项目深挖当地文化的“根”与“魂”，再到现在打造

剧院矩阵和多元演艺内容的演艺王国，宋城演艺一直致力于

打造舒适便捷的景区环境、锤炼丰富多彩的演艺内容、提供

高效贴心的服务品质来迎合市场变化和游客需求。尤其当下

宋城演艺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将朝着城市演艺 / 演

艺王国的方向迈进，对产品、服务、员工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作为公司领导，既要从顶层设计上为公司指明方向，也

要在实践经营中通过各种手段确保剧院矩阵建设的高水准、

演艺内容创作的多元化和游客接待服务的高品质，取信于消

费者，才能进一步占领市场，为公司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所以老子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成于事而合

于计谋，与之为主。无论是成事还是计谋，给予是最大的原

则。只有给予，才能收获更多。给予市场更多超预期，市场

回报也将超预期；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共事并基于互敬、互惠

的思考框架合作，也将为公司超预期的发展助力。

客户、员工、股东和合伙伙伴是企业的利益共同体。

作为领导者，应当致力于推动公司形成敬畏市场的服务文

化，一直怀着低入尘埃的心态去了解游客、满足游客、尊重

游客，用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让游客成为企业的支持者和传播

机，依靠游客的口碑分享为公司的品牌发声，完成潜在消费

者的教育和吸引。在对员工的关爱方面，通过依靠公司发展

和制度保障让员工分享企业经营成果，增强员工的获得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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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公司 2010 年上市后就推动实施股权激励，覆盖中

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 100 多人，如今持有市值已增值十

多倍。同时，特别设立了华路基金，当员工或其家庭遭遇变

故时，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无偿赠予。在人事管理上，“别

贤愚，辨是非”、遵循“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制度，“以

德报德，以直报怨”，信赏必罚，通过完善的考核机制帮助

员工成长。坚持用优秀的经营保证公司长期健康持续发展，

从而为股东创造价值。

5 内圣与外王的辩证关系

圣的本来含义按《尚书·洪范》的解释：“聪作谋，

睿作圣”，圣即聪明睿智，无所不晓。古人称：“圣者作，

贤者达。”而按照清代大师皮锡瑞的理解，作，就是开创，

创造的意思。所谓内圣也包括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荀子曰：

“圣也者，尽伦者也”。圣在这里表现为是一种自觉履行道

德规范的高尚人格典范，也是一种个体自我道德修养的最高

境界。而内圣则是指这种道德人格典范和道德修养境界的修

炼，即通过道德修养的方式，将个体内在的“天之道”转化

为一种完美的道德人格。

外王则是一种政治人格，指在内在的道德人格的基础

上，把圣人的王道理想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体现出来，

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圣王理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力不

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上》）。

在孟子看来，“外王”应该是一种使“天下皆悦”“仁政无敌”

德行，因此，儒家所指的“外王”主要体现在“以德服人”

的“王道”，即把经理世事，平治天下作为其事功的一个主

要内容。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内圣”所追求

的是一种完全与“大道”吻合的“圣”“诚”，也就是“天

之所命”在主体身上的完全体现。“外王”虽表现为以政治

权力为前提的“治国平天下”的才能和功绩，但“外王”的

才能和功绩必须以“内圣”为基础。在二者关系之中，内圣

是其内核，是人的内在精神和修养；外王则是其表现方式，

是内圣精神的对外延展。内圣是人的信仰和灵魂，外王则是

人对社会与家国的使命与担当。这正是作为企业领导者应具

备的自强不息、乐观自信的品质要求，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生

活的信心，增强人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并且通过主体内在道

德的心性修养，以完善自我，进而将此完美的人格转化为改

造企业、奉献社会的前行动力。

作为中国演艺第一，宋城怀揣着带领演艺行业不断前

进的强烈使命感。在演艺行业发展的历史机遇期，通过打造

超大型演艺度假区的“演艺王国”模式，不断展现宋城领

导团队的创新拓展意识，充分发挥公司在资本、公共关系、

现场组织运营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引进、合作、采购等多种

方式打造演艺平台，让更多有才华的演艺团体拥有施展的舞

台，展现了头部企业负有引领行业发展应有的担当。2018

年成立了演艺艺术发展基金，致力于“促进旅游演艺融合，

推动文化艺术发展”，开展艺术扶贫、资助优秀艺术人才、

资助艺术教育和研究等一系列项目，有力推动了文化艺术事

业的发展。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倡导良性秩序，不打

价格战，坚持用美好的作品打动人，用温暖的服务感染人，

与同行紧密合作，共赢发展，力求为演艺行业开拓更大的市

场，让整个行业更有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用无愧于时代的演艺作品歌颂英雄，赞美真情，弘扬真善美，

传播正能量，践行核心价值观，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实

现了商业性、艺术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宋城演艺在发展

中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传统文化的泥土中寻找

根基，坚持用中国文化讲述中国乃至全球故事，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6 结语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

以时。”内圣外王理念为企业领导者提供了一种德性修养的

基本价值观念和精神支撑，对社会、国家展示了企业应有的

责任担当。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吸收和继承，不断与

时俱进，提升领导素质和领导能力，进而帮助领导者在工作

中获得幸福感、意义感并实现个人价值。在此基础上，充分

发挥行业舵手的作用，内外兼修，打造属于演艺旅游企业自

身运行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管理闭环，实现商业性、艺术性和

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

人”的领导境界和事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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