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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科学百花园中更艳丽的一朵

— 评《中国现代领导学》

陈 战 难

由于担当领导科学教学任务的缘故
,

我收集并阅读了我国自 1 9 8 3年以来先后出版的近百

本领导科学方面的专著
。

前不久
,

又有朋友送来一本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 的《中 国

现代领导学》 ,

我很有兴致地一连看了好几遍
,

觉得深受启发
。

这本由武汉大学许俊千
、

李南

薰两教授为主编
,

由众多的领导千部
、

企业家
、

教授
、

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通

力合作撰写的著作
,

不仅有博采众家之长而集大成的胆量
,

而且又有另辟天地而栽新花的气

魄
。

在我看来
,

在如今领导科学的百花园里
,

这一朵新花更艳丽
。

(一 ) 初步建构起中国现代领导学的科学理论体系
,

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在迄今出版的近百本领导科学的专著中
,

绝大多数都是从领导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

对象的一般领导学以及它的横向或纵向学科分类
。

《中国现代领导学》这一本却是 以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现代领导学为立论的宗旨
,

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领导活动的结构及其运行规

律为研究对象
.

它所承担的任务是建构 中国现代领导学的科学体系
。

应该看到
,

要完成这项任务是有相当难度的
。

因为
,

它既要反映人类领导活动中带有普

遍性的特征
,

又要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活动中带有特殊性的内容
; 它既要把握

领导科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特殊规律
,

又要研究作为中国现代领异学的更加特殊的规律
。

作

者们在这本书中通过对领导要素
、

领导观念
、

领导结构
、

领导职能
、

领导方法
、

领导艺术和

领导效益等问题的依次探讨
,

形成了一个前后衔接
、

逐层深入
、

通篇连贯的中国现代领导学

的理论体系
。

全书除导论外
,

共得 22 章
,

规模宏大
,

内容丰富
,

思路清晰
。

作者们将一般领

导学原理与我国现代领导活动实践相结合
,

从而较好地实现了一般领导学在中国砚代这样的

空间和时间条件下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展开
,

这项工作本身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开拓性
。

(二 ) 深刻阐述作者在签本理论方面的一些新见解
,

突出了研究的学术性

作者在充分吸收 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对于一些基本理论间

题的不同看法
。

比如
,

关于领导活动的要素究竟有几个的问题
,

学术界众说纷云
,

以领导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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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领导者和客观环境三者为基本的占多数
。

作者在这本书里本着不人云亦云而独立思考的思

想提出
,

领导活动是由领导者
、

被领导者
、

行为目标
、

组织结构
、

客观环境这五大要素构成
。

并且认为在这当中
,

领导者是核心
,

在领导活动中起主导作用
;
被领导者是主干

,

是领导活

动成败的决定力量
,
行为 目标是有效领导的行为方向 ; 组织结构是领导者集团及其与被领导

者之间的粘合剂 , 客观环境是领导活动的舞台
,

它制约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
,

又为他们所改

造
。

这种见解令人耳 目一新
,

它的提出将有助于领导要素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

,

又比如
,

关于

领导艺术与领导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

学术界也是各执己见
。

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
,

这两者

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
,

它们同处于领导者的理性思维之中
,

不存在明显的分界和本质上的区

别
。

在作者看来
,

领导科学好比一个稳定的内核
,

领导艺术则是它的外围软组织
,

没有软组

织则内核不能存在发展
,

而没有内核则软组织将无所依附
。

因而
,

只谈领导科学不懂领导艺

术
,

容易成为书呆子
; 而只谈领导术艺不讲领导科学

,

便有可能陷入权术和主观主 义 的 泥

坑
。

在总体上作者强调最富有成效的领导艺米总是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
。

我以为这种看法是

正确的
。

艺术这个概念的涵义总是与真
、

善
、

美联系在一起的
,

那些不合乎科学理论的假的
、

恶的
、

丑的领导行为
,

根本不应称之为领导艺术
,

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

再比如
,

作者在坚持领导学以谈领导者为主的前提下
,

也重视了对被领导者方面 的研究
,

并

把对领导者的研究放在与被领导者之间形成的辩证关系中来进行
。

作者不回避
、

不掩盖在社

会主义条件下被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也有矛盾
,

甚至还会发生冲突的事实
,

认为由于他们之

间有认识上的差距
、

利益上的不一致
、

沟通上的障碍
、

体制上的缺陷等原因
,

他们之间的矛

盾是经常发生的
,

冲突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

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这些矛

盾和冲突
,

并善于及时地引导和妥善地处理
。

在这当中
,

作为主要方面的领导者有一个努力

提高素质的间题
,

作为被领导者也有一个自我教育和提高的问题
。

作者在很多章节里都注意

了两者的相互联结
,

这就克服了有些学术著作仅就领导者谈领导而产生的片面性
。

另外
,

即使在一些与众相同的观点上
,

作者也尽量使其理论阐述得更清楚
,

分析得更透

彻
。

这比如
,

作者在讲到人才与用人的问题时
,

就从人才的重要性
、

人才观
、

选人
、

用人
、

人才管理这样几个层次上
,

使其理论更加系统
,

更加条理
,

这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劳动
。

这

本书所具有的理论研究的学术性对于推动领导科学的百家争鸣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

(三 ) 认真总结我党领导方面的理论和经验
,

坚持了分析的全面性

要建立中国现代领导学
,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总结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

事业中积累起来的领导理论和领导经验
。

值得特别称道的是作者对于以往的经验坚持了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
,

既不一概肯定
,

也不全盘否定
,

而是思维辩证
,

分析全面
。

比如在讲领导

思维方式时
,

作者一方面充分肯定了我们党 以往形成的优良传统
,

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普遍

真理和我国具体实践相
r

结合
、

辩证方法和全局观念
、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

集体领导原则
、

自我批评精神等 , 另一方面又具体提出了我们党 以往在如何看待马列主义
、

如何看待党的领

袖人物和各级主要领导人
、

如何看待群众
、

如何看待辩证方法体系等问题上的失误和教训
。

这种冷静的全面的分析
,

为探讨新时期领导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

又比如

在讲领导体制间题时
,

作者通过对我国领导体制的发展历史的回顾
,

既总结了其中的经验
,

又分析了其中的教训
, 二

从而论证了当前领导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和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

在讲到

组织机构问题时
,

作者提出
,

新中国建立以来
,

我国建立的组织机构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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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
,

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上是适应的
,

但是也有不适应的另一面
,

并由此分析了

机构设置不合理
、

机构职责不清楚
、

指挥系统不精干
、

机构设置不配套
、

非常设机构即临时

机构过多等弊端
,

从而论证了组织机构实行改革的必要性
,

同时又说明
,

这种改革是社会主

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

这样的分析
,

就比较客观
,

比较全面
,

比较科学
,

因而也就比较

有说服力
。

_

从这一点可见
,

这本书的作者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功底
,

并且善

于应用
。

(四 ) 重视探讨改革当中提出的重大领导问题
,

表现了强烈的现实性

我们正处于改革的时代
,

这中间提出了很多新的现实问题
,

其中包括许多新的现实的领

导间题
,

要求我们去研究
,

去认识
,

去解决
;
这中间也不断创造着新的实践经验

,

其中包括

许多新的领导经验
,

也要求我们去及时加以总结
、

提高和推广
。

中国现代领导学的建立
,

正

是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伟大实践为基础的
,

中国领导学的现代

化不能脱离它的现实性
。

而在这方面
,

作者们是下了很大气力的
。

作者在这本书中从两个方

面
,

即既十分重视了党中央领导同志近年来所提出的新的领导思想
,

其中包括
:

关于
“

领导就

是服务
”

的观点
,

关于注重千部队伍素质的革命化
、

年轻化
、

知识化
、

专业化的观点
,

关于决

策科学化
、

民主化
、

制度化的观点
,

关于领导制度更带有根本性
、

全局性
、

稳定性和长期性

的观点
,

关于领导观念更新与领导体制改革同步的观点
,

关于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与强化行政

首长负责相结合的观点
,

关于协商对话是沟通
、

改进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关系的有效方式的观

点
,

关于领导方法的现代化
、

技术化
、

程序化的观点
,

关于社会主义领导活动的自我调节与

运行机制的监督制约相结合的观点
,

关于强调效益是检验领导工作的标准的观点
,

以及关于

实行党政分开
、

改革千部人事制度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等方面的观点 , 而且作者

也十分重视总结我们近年来所涌现出来的一些中层和基层的领导新经验
,

比如这本书中所讲

到的中国第二汽车公司开展
“

发扬十种精神竞赛
”
活动以形成被领导者自主管理的经验和推广

“
二汽精神

”

以造成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化环境的经验 ; 武汉汽轮发电机厂重视经营目标指导 以

推动企业生产发展的经验 ; 武汉雷达学院领导运用社会力量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的 经 验 等

等
,

讲的实在
、

亲切
,

与基本理论的阐述很自然地融为一体
。

之所 以能达到如此好的效果
,

这与本书作者们的素质构成有关
,

因为在作者中就有不少是很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千部和实际

工作者
,

他们与专业理论工作者形成了默契的配合
。

另外
,

由于有自然科学工作者参加写作和讨论
,

也使这本书带有新的特色
。

当然
,

这本书并非完善无缺
。

在我看来
,

按建构一个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来要求
,

有的

问题讲的比较游离
,

有杂而不精之感 , 从一本专著的前后连贯来看
,

有的问题讲的比较分散
,

也有文字重复的现象 , 至于有的观点的真理性更是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讨论
。

但是
,

从总

体上应该承认
,

这本书确实是一部勇于求索
、

内容充实
、

理论性强
、

应用性好的很难得的好

书
。

它不仅可以作为党校
、

干校
、

军校和高校以及众多读者选用的学习教材
,

而且可以作为

各级领导千部经常使用的工作指南
。

我们应该感谢本书的作者们为领导科学百花园所作的这

一新的奉献
。

’
一

` ’

(作者工作单拉 : 北京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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