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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书章的学术精神与品格 

时间：2008-04-04 作者：朱 正 威  

  作为新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奠基人和领军者，夏书章教授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的

学术精神与品格。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夏书章教授始终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

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追求与自己钟爱的学术事业结合在一起。他的学术

活动和生活实践不仅向后学垂范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学术精神与品格，也向世

人展示着他一贯倡导并且身体力行的公共行政精神。 

  一、负重前行、独立严谨的学术精神 

  有人说，一个真正的学者，首先要具有独立的学术精神和民族使命感，其次才谈

得上对自己所隶属和所从事的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夏书章教授的学术活动和生活实践

就是这样的真实写照。青年时代的夏书章之所以选择学习政治学，后来又远赴哈佛大

学攻读MPA，就是基于一个信念——“上医医国，其次医人”。抱定了这个志愿后，

无论生活如何艰辛、政治学术环境怎样变化，他都痴心不改，对他所钟爱的学术事业

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由于建国后特殊的政治学术环境，政治学、行政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曾一度长

期中断，很长时间内他被安排去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夏书章在“纳闷”中没有消

极、彷徨，他不仅在讲授马列主义课程方面做出了成绩，而且在认真学习、研究的基

础上，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重新思考自己关注、关心的问题，为后

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做了大量的思索和积累性的工作。所以，一旦时

机成熟，他立刻率先发出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1］的呐喊，为中

国行政管理学的重建大声呼号、四处奔走；当学界热衷于引进西方行政学理论时，出

身哈佛的他，又积极倡导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学的学科体系”［2］；当

中国行政管理学开始初步繁荣后，他又发出“把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引向深入是时候

了”［3］的呼吁，始终保持了独立清醒的思考，并尽到了自己的学术责任。 

  夏书章教授不仅十分注意以独立、严谨的学术精神引导着行政管理学科的健康发

展，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他同样坚持独立、严谨的学术精神。在我国行政学界

有一个流行的看法：就是用把Administration译作“行政”，而把Management译作

“管理”。夏书章教授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Administration和Management事实上

都有“管理”的含义，比如：Business Administration也是用Administration。所以至

今MBA仍与MPA对应。Administration单独使用，又有行政或行政学的含义，如1887年

威尔逊发表著名的论文《行政学研究》就是《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而习

惯上说的“某某当局”，则往往在总统姓氏后加Administration。所以，Administration

和Management有时相通，有时又有习惯用法，如Administration Sciences(行政科学)

和Management Sciences（管理科学）即有区别。为此，夏书章教授多次在各种场合

强调：既要择善而从，符合实际，同时也要弄清问题的由来。他还专门在《唯实》杂

志上发表《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科名称杂议》一文，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证和说明。 

  不仅在学术上认真，在日常行为中，夏书章教授同样保持了严谨的生活态度。无

论上课还是参加学术活动，衣履端正、准时守时是夏老的一贯风格和良好习惯。夏书

章教授授课时的上下课一直非常准时，每次会议也必定提前5分钟到场，而且数十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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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地坚持下来，这一点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一直传为美谈。 

  二、谦和宽厚、匡助后学的学者风范 

  严谨治学的夏书章教授可谓著作等身、成果卓著，也拥有很多桂冠。但夏书章教

授始终用淡然、谦和的态度对待这些成果和荣誉，他把这些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改革开

放后“时代需要、社会进步和有关各方面的日益重视”，用他自己的话就是“生不逢

时老逢时，耄耋欣幸历盛世”［4］。 

  夏书章教授对待自己的学术成果很是谦和、淡然，还表现在他从不满足于这些成

就，以年愈90的高龄仍然在不断探索行政管理学新的领域，城市管理、行政效率、行

政成本、知识管理……这一个个学科新领域的拓展，表明了夏书章教授旺盛的学术创

造力和不断超越自己的胸襟抱负，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只要一息尚存，仍当努力耕

耘”［5］。 

  夏书章教授谦和宽厚的学术态度，还表现在作为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从不满足于

个人学术的成长，而是提携后学，身体力行地匡助青年才俊，给合作者和后学者提供

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他多次表示“乐于向中青年学者们学习。如蒙不弃，还争取同他

们合作、共勉。”［6］在他的引领下，中山大学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老中青结合

的、高水平的行政管理学科梯队，逐渐凝聚了一大批专业过硬、经验丰富的中青年科

研骨干，形成了从博士、硕士研究生到本科生的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建成了包括教

育部人文社科百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等一批实力雄厚的科

研基地和研究中心，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办学风格。 

  夏书章教授谦和宽厚的学术态度还表现在，他不仅为自己所在的学校中青年学者

的成长提供机会和空间，更表现在他善于帮人、恩泽四方，无论哪个兄弟学校在学科

建设中遇到困难，只要找到他，他总是热情接待、不吝赐教；他还不辞辛劳、四处奔

走，哪里需要帮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为多所学校的学科建设出谋划策。20多年以

来，全国多数兄弟学校的学科建设都得到他的关心、指导和帮助，全国各地的很多学

者都受益于夏老的教导、鼓励和支持。 

  三、 国际视野与本土化结合的学术追求 

  在行政管理学科的学术发展上，夏书章教授十分强调国际视野与本土化的结合。

他多次指出：“我们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坚持中国特色。引进不是盲目地、机械地

全盘照搬，而应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根据国情、国策进行再创新。”［7］ 

   作为哈佛校友的夏书章教授非常热心国际学术交流。1980-1981学年度在他任哈

佛大学、纳布拉斯加大学客座教授期间，不仅和这两所大学加深交流，还分别应邀到

耶鲁大学、加尼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弗吉尼亚大学、密苏里大学、杜克大学等院

校作短期学术交流或讲学。多年来，从洛杉矶、纽约、华盛顿，到马德里、新加

坡……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为中国行政学界与世界同行的交流做出大量贡献。基于

他的特殊贡献，（世界）东部地区公共行政组织（EROPA）授予他 “卓越贡献” 奖

牌，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也授予他2006年度“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 

   夏书章教授十分重视汲取国外先进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他认为，做学问

不能闭门造车，只有将国外的理论和经验的“活水”引进来，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的行

政学充满生机、蓬勃发展。因此，在他主编或撰写的论著中，非常注重对西方先进行

政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引进，他还专门赴香港、新加坡考察、调研，撰写、出版了《香

港行政管理》、《新加坡行（市）政管理》，并且和夫人汪淑钧教授合作，精心翻译

出版了约翰、格林伍德和威廉·威尔逊两博士合著的《英国行政管理》一书。 

  在借鉴西方先进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夏书章教授十分强调行政管理理论应与中国

国情的适应、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他说“关于‘洋为中用’，重要的是注意‘为我所



用’和‘以我为主’，即以我为主体和由我操主动权。同样要认真研究用什么和怎么

用，不是不加选择，亦非不顾国情”［8］。夏书章教授一贯主张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

管理学，并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体系辛勤耕耘，他不仅在理论上大力呼

吁，同时身体力行。他的《“三国”谋智与现代管理》、《（孙子兵法）与现代管

理》、《行政奇才——周恩来》等论著都体现出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四、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学术品格 

  夏书章教授有句名言：“行政的实质在于行”［9］。他特别强调行政管理学要密

切联系实际，紧密地针对和结合改革，为改革服务。他追踪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需

要，不断拓展行政管理学的新领域；在夏书章教授的大量论著中，我们很难看到纯粹

的学术演绎和脱离社会实际的概念推导，文字中跳跃的是夏书章教授对社会的责任和

对民生的关注。 

  “夏老漫谈”是年逾90高龄的夏书章教授受邀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开设的

专栏。从2001年第一篇《老兵新愿》以来，已经陆续有近百篇文章发表，内容涉及政

治、管理、科教、卫生、法律等等社会热点问题。从《闲话单车》、《北京户口》、

《公车改革》这一件件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件或案例，到《苏州近事》、《义乌现

象》、《青藏铁路》这一桩桩社会的变迁和变化，夏书章教授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从《病从口入》、《填表重负》、《行政成本》这些具体的行政问题，到《依法行

政》、《高效政府》、《公共服务》这些现代的行政理念，都倾注了夏书章教授的热

情与心血。 

  综上所述，负重前行、独立严谨的学术精神，谦和宽厚、匡助后学的学者风范，

国际视野与本土化结合的学术追求，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学术品格构成了夏书章教

授独特而隽永的学术精神与品格，他走过的道路，不仅记载着一个中国老知识分子的

人生路程，也反映了现代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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