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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管理学必须明确回答有关管理的几个问
题 

田嘉明 

第一个问题，“管理”一词是不是外来语？ 

当今的管理学,不仅在管理对象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对什么是管理的问

题,也是各持己见,无法认同.有的国外管理学者甚至悲观地认为,“管理概念

暂时无法定义,将来有了足够研究才可定义,但前途未必光明”.所以说,中国

的管理学者如果对什么是管理的问题也是浑浑噩噩,说不清道不明,那还何以

谈建构中国管理学的问题.这里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管理”一词是中国

固有的，还是外来语。 

一、 有人误认为“管理”一词是外来语 

他们认为，“管理”一词英文是manage,是从意大利文和法文演变的，原意是

“训练和驾驭马匹”的意思。而我国出版的辞书，包括《辞海》和一些词

典，80年前出版的很多都没有搜集“管理”一词。有的辞书至今也找不到

“管理”一词，因之认为“管理”一词是外来语。 

二、“管理”一词是我国固有的 

只要翻一下我国的古代文献，就不难发现，“管理”一词最早在我国分别用

“管”、“理”、“治”、“揆”等单音词来表示。“管”原指用竹管制成

的乐器，后来由于古代的钥匙像这种乐器，于是便把掌管钥匙叫管，又因为

钥匙是开锁的关键，具有约束性，因此，古人便把管理的行为称之“管”。

如荀子说“人君者”是干什么的？是“管分之枢要也”，（《富国》）就是

管理分工的关键的问题的。“理”最初是指对玉的加工，后来把对老百姓的

治理，叫做理，所说的“治玉治民为理”。（《说文解字》）“管理”双音

词的出现，在我国最迟是清代，如康熙19年（1680年）武英殿修书处就设置

管理官，之后相继出现管理街道厅、管理三库（银库、缎匹库、颜料库）大

臣、管理钱法侍郎、管理事务等一些带管理字样的管理机构和官职，于是管

理一词便在我国开始用起来了。 

三、我们的先人从驾驭马匹上也早已悟出了管理的内涵 

马匹是古代社会生产、交通运输、作战用的重要工具。外国人从训练和驾驭

马匹活动中领悟到管理的涵义，我们的先人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说： 

“王良、造父，天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

而鞭笞之，马不能行千里，其故也。”（《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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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门闾者，不一也。”（《吕

氏春秋》） 

“六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远；弓矢不调，羿不能以中微。”（《韩诗外

传》） 

可见，不论驾车是几匹马，御手如何出名，不按统一指挥的管理要求去做，

不论怎么用力去打马，车子也是永远走不远的。 

四、中国人早已对管理的本质涵义进行了揭示 

我们的前人在对管理的本质涵义的认识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1、强调要“调”，要把管理对象中的诸要素关系，配置到协调、合适的程

度。如工匠仅把弓和矢造出了还不能马上用，还要根据弓的弹力的大小，配

上重量适合的矢，这样命中率才会高。如果把制造弓矢的活动，比喻为人的

一般社会活动，即获取所需的产品活动，把弓矢的协调活动，比喻为人的管

理活动，即获取活动有效性的活动，也是恰当的。 

2、强调要“和”，要把管理对象中的基本要素，配置到和谐、适当的程度。

如一辆配有六匹马的车，再好的御手不能把体力各异的马，指挥的和谐一

致，车也不会走得又快又远。 

3、强调要“一”，就是在各项活动中都要指挥统一，这样所办之事的基本要

素才会形成一个新质态，产生一个整体效应。如一辆车上的四匹马，让四个

御手各自去驾驶一匹马，其结果必然乱套，使车无法跑快。 

4、荀子提出“分和多力”的主张，是对管理本质的深刻揭示。 

荀子认为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能群，能过着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并按着

一定社会伦理道德即“义”的标准进行分工，其结果必然产生“分则和，和

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就是说，分工后才能和谐，和谐

了才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才会更有力量，去战胜万物。古希腊哲学家亚

里士多德提出的“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命题，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对管理本

质的绝妙解释。尽管亚里士多德早于荀子70多年，但他是从孤立的手指与由

手指组成整体的手的哲理关系上提出他的命题的，而荀子是直接从管理本身

提出他的命题的。所以说，荀子命题的深刻性与亚里士多德比毫不逊色。遗

憾的是，荀子的伟大管理命题，至今鲜为人知。可见，谈管理既要言西方，

也要谈中国。当今摆在管理学者面前一个责无旁贷的任务，就是要把中华民

族丰富的文化宝库中蕴藏着的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挖掘出来，

弘扬出去，振奋民族精神，从而管理办好我们中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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