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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性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德鲁克认为人性无善恶之分,只有在实践中人性得到不断提升和塑造, 即

实践人 , 并阐述 实践人 存在的三个纬度和几个特性。由于德鲁克的阶级局限性, 实践人 存在许多不足之

处。德鲁克的 实践人 为人性研究的当代发展拓展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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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人 的历史背景

人是什么 是一个永恒而常新的话题。古希腊智者普

罗泰戈拉提出: 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

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标志着人的主体

意识的觉醒。在西欧封建社会的教会统治下, 人失去了现

实存在的依据,人变成上帝的奴仆与羔羊, 只能忠顺地听从

神的摆布, 从而扼杀了自己的本性。文艺复兴运动冲破宗

教的束缚,反对以神为中心的教义, 强调一切以人为中心,

要求尊重人,给人以个性自由和人生自由。19 世纪工业革

命以后, 人们逐渐发现, 在巨大的物质财富背后, 人变成

物 的产物,人被自己创造的异己的力量所支配, 不是人支

配机器,而是人被机器所支配 ,人变成了 单面人 , 变成物

质丰富而精神匮乏的 两栖动物 。尤其是 20 世纪, 两次世

界大战给人们造成心灵创伤依旧未愈 ,加上科技的发展造

成对人的新的统治和压抑, 也就是说, 高速发展的科技, 不

但没有给人类带来福音, 反而为人类制造自己 坟墓 。人

何去何从?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什么是人的真正的需

要? 人到底是什么 ? 人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成为西方社会

的主流意识。正是当关于人性的种种问题再次陷入思想谜

团与现实泥潭中时,德鲁克提出 实践人 , 率先于管理界推

广实行,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反应。

二、实践人 的提出

德鲁克认为在精神领域、理智领域和社会领域无法找

到实现人真正的途径,只有在实践领域才有可能, 人只有在

实践中成其为人,人的本性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完善。德鲁

克所言, 我们不能假设工人好逸恶劳, 这有悖于我们对人

的本性的了解。如果人们不想工作, 他们大多数在精神和

身体上崩溃了。少量的未崩溃的人完好无损地生存下来,

只是因为他们内在的力量促进他们去做自己的工作。假设

人们好逸恶劳将使得对工人和工作的管理根本无法进

行。[ 1] (P309) 我们知道正统经济学家在运用实用主义的 愉

悦 痛苦计算 ,把 工作 等同于 痛苦 这一点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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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业带来的心理创伤与社会负效应都已确凿表明, 无

所事事只会起到破坏作用,远非人生乐趣; 而工作也并不是

什么味同嚼蜡的苦差役, 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并获得自尊的

必然需要, 而且工作本身就包含了萌生自豪感与满足感的

情感源泉。[ 2] (P181) 长期的失业不仅会带来灾难性经济后

果,它还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凝聚力。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

人们失去了部分公民资格, 失去了社会地位, 也失去了自

尊;而这一切却不是他本身的过错所造成的。[ 2] (P203)正如萨

特所说的 存在先于人的本质 , 首先是人存在、露面、出

场,然后才说明自身。假如说人在存在主义者看来是不可

能给予定义的话,这是因为人之初,是空无所有, 只在后来

人要变成某种东西,于是人就照自己的意志而造成他自身。

所以说,世间并无人类本性, 因为世间并无设定人类本性的

上帝。人,不仅就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 而且还只是他投入

存在以后, 自己所志愿变成的人。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

东西, 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 3] (P56)也就是说, 只有

在实践过程中,人的本质属性才能得到逐步打开, 人的潜能

才能得到不断实现,真正达到 本我 、自我 与 超我 的统

一。

三、实践人 存在的纬度

人不仅具有个体性, 还具有社会群体性和人类性。德

鲁克认为实践人存在三个状态, 即三个纬度: 人类存在物、

群体存在物、个体存在物。

跨国生态学 人类存在物。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空不断拓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消极

互动向经济互动转换, 德鲁克指出 实践人 存在的一个纬

度:人类存在物。人要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强环境

保护, 而且这是整个人类的责任, 而不是单个人或某个国

家、民族的责任与义务。德鲁克认为, 制止破坏人类赖以生

存的生态环境是一种人类的共同任务。将它作为一项国家

的任务加以解决, 是无济于事的 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显

然需要在国家范围内,甚至地方范围内做大量的实施工作。

世界经济中的最后一个新现实是跨国生态学的出现。对

生态的关心,即对受到危害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关心, 将必须

逐渐地放到经济政策中去。而且, 对生态的关心和生态政

策将逐渐地超越国界。人类生存环境的主要威胁日益成为

全球性的东西 保护和保存生态环境所需的政策也日益

成为全球性的东西。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 即使纯粹地方性

的环境事件,其结果也不是 地方性的 。我们现在知道污

染公害是没有国界的。美国中西部钢厂释放的硫会变成危

害加拿大森林的酸雨; 瑞士或法国阿尔洒斯化工厂倾倒在

莱茵河中的有毒液体会污染荷兰的饮用水; 乌克兰一次核

事故释放的放射性微粒污染了瑞典的蔬菜, 并使苏格兰牛

奶不可饮用。[4] ( P102- 103)

社区组织 群体存在物。德鲁克认为, 在传统社会

里,人存在的纬度是以家庭、村庄或教会为主的共同体, 而

在当代社会则人存在的纬度是以企业、非盈利性结构为主

的组织。 在知识社会中, 旧的共同体如家庭、村庄、教区

等, 全部都消失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为新的社会综合

体即组织所取代。一个人具有共同体的身份, 被认为是命

定的, 而一个人具有组织成员的身份, 则是自愿的。共同体

要求拥有个人的整个人身, 而组织则是达到个人目的的一

种手段、一种工具。[ 5] (P68) 为了转变政府的职能并且使它

重新取得业绩, 重要的一步是要在社会领域中培养自主的

社区组织。不过, 自主的社区组织作出的最大贡献是, 它成

了一种新的有意义的公民身份的中心。巨型国家几乎摧毁

了公民身份。为了恢复公民身份, 后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

需要一个 第三领域 ,来补充企业的 私人领域 和政府的

公共领域 这两个已得到公认的领域, 即需要一个自主的

社会领域。[ 5] (P109)

知识劳动者 个体存在物。后资本主义社会里, 人

存在的另一个纬度是自由的个体 知识劳动者。 知识

工作者 这个术语是德鲁克在 1959 年出版的一本书 未来

的里程碑 中第一次 创造 出来的。知识劳动者不是资产

阶级, 也不是无产阶级, 而是中产阶级。20 世纪 70 年代初,

产业工人迅速衰落 ,首先是他们在劳动力所占的比例, 随后

是他们的数量, 最后是他们的政治势力和影响。他们的衰

落甚至比崛起的速度还要快。至 2010 年他们就将在发达

的非公产主义国家中退缩到现在农民所处的地位,也就是,

占劳动力的 5% 和 10% 之间。[ 4] (P146- 147) 德鲁克认为, 产业

蓝领工人衰落以后 ,接替他们的是新兴的占主导地位的 知

识工作者 。德鲁克认为 ,知识人员既拥有 生产资料 , 又

拥有 生产工具 , 前者由于他们的养老基金正在所有发达

国家中迅速形成而成为唯一真正所有者, 而后者因为知识

工作者拥有知识并能随身带着到处走。 知识劳动者是被

雇佣者, 但同时通过他们的养老基金又是唯一真正的资本

家。他们确实有一个 老板 , 因而是 从属者 。尽管他们

中很多人又有自己的下属,从而也是 老板 。此外, 他们还

是专家。[ 4] (P140)知识劳动者生活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中,

这就决定他们自我负责等特点。 知识工作者必须对自己

的贡献负责。在品质、产品、时间、成本上, 知识工作者决定

他应该如何负责。知识工作者需要有这种自主性, 但也意

味着责任随之而来。[ 6] (P188)

四、实践人 的特性

人德鲁克的 实践人 的特性主要包括全面性、生成性

和现实性三个方面。

(一)全面性。 实践人 克服了以前的人性假设片面地

把人的局部属性看作是人的本性的错误, 诸如 经济人 假

设和 道德人 假设, 而是把人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全面

发展的人。德鲁克指出, 雇用一名工人就是雇用一个完整

的人, IBM 公司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人们不能只 雇用一只

手 ,手的所有者总是与手在一起。[ 1] (P298)人是 以一种全面

的方式, 就是说, 作为一个总体的人, 占有自己全面的本

质。[ 7] (P123)人是整体性的人, 不是片面性的人。人是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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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之上整体性的动物,人的本性在于实践,在于人自身

的整体性,存在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之中。 人不仅仅是

自然的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 就是说, 是自为地

存在着的存在物, 因而是类的存在物。[8] ( P107) 任何人如果

不同时为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做事, 他

就什么也不能做。[ 9] (P286)在某种意义上讲, 他们的需要即

他们的本性。[10] ( P29)人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

我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多层次的需要, 并且人的各种

需要相互补充、相互制约, 交织在一起 ,若将其中任何一种

需要孤立、抽象地取出, 都是必然导致人性的片面化。例

如, 经济人 把人的经济需要看成人的唯一的目标, 最后导

致科学管理中人的物化和异化。

(二)生成性。 实践人 还把人看作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一个过程。德鲁克指出, 近 30 年来, 没有一个领域(甚至

技术领域)的变化比劳动力领域发生的变化更大; 也没有一

个领域的变化在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会比劳动力领域, 即

劳动力的构成、劳动力的工作习惯、劳动力的使用寿命变化

更大,或者变化更快。[11] (P141)这说明 实践人 既不是既定

的,也不是已经完成的, 而是人永远在生产过程中。 人不

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

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 而是处在变易的

绝对运动之中。[ 10] ( P486)正如人类学家兰德曼所言: 人的生

活不遵循一个预先建立的过程, 大自然似乎只做完一半就

让人上路,而大自然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去完成。[12] (P7)可

见 实践人 不能用 是什么 来定义,而是 怎样 、如何 来

描述人。 个人怎么表现自己的生活, 自己就怎样,因此,他

们是怎样,是与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既和他们生产什

么相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13] (P67- 68) 也就是说,

有什么样的实践活动, 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存状态和生存特

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把握人的特性。

(三)现实性。 实践人 的现实性主要包括社会性和个

性等方面。德鲁克指出, 个人应当具有社会身份和社会功

能,其重要性对于社会而言正如对他本人来说是一样的。

除非个人的目的、目标、行动和动机与社会的目的、目标、行

动和动机结合在一起, 否则社会就不能理解或包容

他。[ 5] (P10- 11)离开人的社会性的人性都是抽象的人性, 不是

具体的人性。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

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3] ( P60)黄楠森教授

指出, 人的存在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脱离社会关系的单个

存在物, 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彼此相

联系的社会性的存在 [14] (P104) 实践人 的现实性还包括人

的个性。德鲁克指出, 只有当社会的目的、目标、观念和理

想从个人的目的、目标、观念和理想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

的,社会才有意义。[5] (P10) 工作必须鼓励个人的成长, 并且

引导个人的成长 否则, 它就对人力资源的各项特征未

能加以充分的利用。[1] ( P303) 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们的社会

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发展的历史 ,不管他们是否意识

到这一点。[15] ( P532) 每个人的出发点, 总是他自己 , 各个

人过去和现实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 [ 16] (P66- 82)

五、德鲁克 实践人 的窠臼

可见 ,德鲁克的 实践人 具有马克思的实践人的一些

特性, 例如,生成性、辨证性和社会性, 也强调一切都从实际

出发等, 但也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忽略社会发展。德鲁克是

一个人本主义者, 他认为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自我实现, 也就

是, 对人的天赋能力、潜能充分开拓和利用。 个人自我发

展方面的重中之重就是追求卓越。追求卓越会导致满足感

和自尊。[17] (P280)德鲁克认为 , 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能或类本

能, 是超越社会条件和文化前景的。虽然人的发展受到主

动性和受动性的制约,后天环境是构成人的受动性的唯一

因素, 忽视遗传因素对自我发展的制约作用。 人的本质在

整个历史的记载中没有改变,但人们的技能和知识、工作和

职业、期望以及寿命和健康的却在变化, 而且可能变化得非

常快。[ 11] ( P141)马克思的 实践人 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与社

会自由而全面发展。实践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存在方式, 它

的实现形式是对象化和克服异化的再对象化。随着人类历

史的发展 ,人的本质力量 (实践活动)也逐渐得到自由而全

面的发展。同时, 马克思的人的发展还包括全社会、全人类

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过: 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合理

性, 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人们只有越

来越多地参与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社会交往,同其他无数

个人, 从而逐渐摆脱个体的、地域的和民族的狭隘性, 充分

发展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自由个性。

(二)资产阶级霸权意识。德鲁克经常使用 金钱无祖

国 、资讯无祖国 、环保超国界 、打击恐怖主义也需要超

越国家这类术语来表述他所说的 实践人 的特征。虽然经

济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的合作和支持,离不开资本的流动 ,技

术的交流, 人才的配置等,但这些是建立各国的现有的基础

之上, 脱离实际情况, 反而对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环境保护是靠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有效, 但不考虑各

国经济发展水平状况,一致推行环抱标准, 平均分担环保费

用, 这无疑挫伤各国环保的积极性, 降低环保工作效率, 增

加环保之间的摩擦。可见, 金钱超越国家限制的方法让国

家经济政策对它产生不了作, 资讯超越国家限制的方法则

是松懈 国家认同 与 文化认同 的连结性, 而环保超国界

则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或不发达国家转嫁环境保护成本

行为, 这显然是资产阶级霸权意识的体现。

(三) 实践人 的主体 中产阶级的贫困与脆弱。德

鲁克指出, 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知识劳动者主导的社

会, 传统的以简单劳动为主要劳动方式的产业工人队伍越

来越少, 取代传统的所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 是知

识劳动者与从事一般技术性服务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并

认为知识劳动者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 而是中产

阶级。但是在美国 ,中产阶级生活并不像德鲁克所描述的

那样富有、自由与民主。美国人在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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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大,富人变得越来越富, 而中产阶级却在水深火热中

挣扎。1973 年,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小时 9. 08 美元,

而在目前,刨去通货膨胀的因素, 工人工资是每小时 8. 33

美元。自 1979 年到 1997 年, 最富的 1% 的税后收入增长

157% ,中产阶级只增长 10% , 许多穷人收入在下降。在

1963年, 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是 1. 25 美元, 如果一个工人每

周工作 40小时, 每年工作 52 周,他一年挣到 2 600 美元,达

到四口之家贫困线的 83%。而同样假设的结果是这个工人

在 1983年(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是 3. 35美元)的收入为 6 968

美元,占家庭贫困线的 68%。加上更多的短期失业,在美国

出现了越来越多被迫延长工作时间以偿付到期帐单的 工

作的穷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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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man nature is an eternal topic.According to Drucker, there is no such a dist inction of being kind and evil

in human nature, and human nature can only be built and promoted by practice. Due to class limitat ion, there are cer

tain deficiencies in Drucker s theory of man of pract ice ; however, it provides some new insight for the study of hu

man nature in moder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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