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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事理,按规律办事,是中国人管理、办事的一大
特色 

田嘉明 

事理,是指人们管理、办事时所要遵循的道理或原理，也称之为办事规律或管

理规律。它是组成管理办事系统的基本要素：管理办事者、管理办事目的、

管理办事方法手段和管理办事对象（事）间，以及组成事系统的基本要素：

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间关系的本质联系，即对立统一关系的反

映，也是管理办事活动发展趋势的反映。 

中国人对事理（办事规律）的研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争论之激烈，都

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管理史上不曾有过的。可以说，上下几千年，不论

诸子百家，还是后来的理学、心学、事功之学以及实学思潮等各派学者，无

一不在事理上各抒己见，彼此争鸣，形成中国管理、办事学一大特色。各家

对事理（办事规律）的研究，有影响的可归纳为以下三种说法。 

1、道说 

（1）天道说 

“道”本来是指人走的道路，在殷周神权统治的社会里，把日、月、星等在

天体运行的过程称之天道，认为它们是有人格的上帝所为。把人们在办事活

动中应遵循的基本要求称之人道，但人只能按天道行事。 

（2）道法自然说  

老子反对天道说，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认为整

个宇宙都效法道，确立了遵道行事，即按自然法则或客观规律行事的办事思

想。庄子的“庖丁解牛”就是对老子遵道行事说的最好解释。他认为，一头

筋骨脉络错综盘结的大牛，庖丁不费吹灰之力解开，就是因为他是“依乎天

理”，“因其固然”按照牛的天然固有的生理结构去动刀，不应往骨头上

碰，结果“游刃有余”。所以，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

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者败，顺之者成。”（《庄子.渔父》）他不仅把道

看成是万物所应遵循的法则，也是人们在办事中应遵循的法则，因为，它们

决定万物生死兴衰，关系到办事的成败。 

（3）知道说 

真正强调遵道行事，按规律办事，是后来的一些事理学家。如荀子深入一步

揭示了道的含义，他说：“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是说

道不是反映事物的某一角度或某一侧面，也不是反映事物偶然出现的特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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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而是它的普遍存在的经常出现的特征，以及事物的所有变化。为此，他

强调指出了，“道也者，治之经理也。”“治之要在于知道”就是说，管理

办事的关键在于知道“道”，懂得办事规律。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是按照

军事规律办事的典范，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是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典范。

到汉武帝时，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繁荣、强大的局面。蓬勃向上的封建统治

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倍加关注“道”在办事中的作用。在《淮南子》一

书中，进一步给“道”下了新的定义说：“居之所为，行之所之，事之所

策，动之所由，谓之道。”他把道看成是人们所作所为，或办事时必须遵循

的东西。为此，他提出，“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沉浮；言事而不言

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指出了，只讲道，不讲事，就无法与社会共处；只

讲事，不讲道，就无法顺应自然的变化。强调了，讲道是为了更好办事；讲

事是为了更好地体现道。这些认识，今天看来也是实属难得。总之，在漫长

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是“道”说拉开了我国的管理办事规律探讨的序幕。 

2、道、理分说 

道、理分说，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提出来的。他说：“道者，万物之所以然

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

之者也。”他所说的道，是指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原因，是人们用来判断

是非的根据，是事物的总规律。“理”是指形成事物的条理，是区分各种事

物的特殊规律。二者间的关系是：道是理的依据，是万理的总和；理是道的

体现。可见，道、理分说，它标志着中国人在2200多年前就已认识到了事物

的总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区别和联系，也充分表明了按规律办事是中国人办事

的一贯追求。为此，韩非子进一步强调了按规律办事的重要作用，他说：

“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相反“弃道理而妄举着”，不论是天子

诸侯，百万富翁，还是平民百姓都要“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一事无成。

可以说，是道、理分说，把我国古代对管理办事规律的探讨引向深入的。 

3、理说 

在我国引起对事与理关系的深入探讨，是唐代佛教的一个派别叫华严宗引发

的。他们用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世界，认为事是虚幻的，理是实的。事依靠理

才能存在，理又体现在事中。事与理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为

后来宋、明理学对事理的研究产生极大影响。 

从北宋统一王朝的建立，到清王朝的灭亡，前后一千多年，以适应封建专制

主义办事思想需要的宋明理学、心学，同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为挽救封

建王朝灭亡命运需要应运而生的事功之学和实学，在事与理的关系上展开了

一场大辩论、大批判，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办事规律的深入研究。其主要代

表学说有： 

（1）理在事外说 

主张理在事外说的有理学与心学两个学派。 

其一、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二兄弟主张理在天上，说“天有理，圣人循而

行之，所谓道也。” 

其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主张“未有此事，先有此理。”他认为理是先验的



超时空的，是生成万物的精神主体，实际也是指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 

其三、心学奠基人陆九渊认为理不是独立于人体之外的，是存在于人的心

中。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其四、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则主张，“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

理，无物理矣。” 

可见，理学、心学都是唯心主义事理观，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属于客观唯心

主义事理观，主张从天上讨来一个具有威慑力的理，作为人们办事绝对服从

的最高法则；后者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事理观，主张从心里，主要是从当政

者心里讨来一个理，作为人们办事时必须绝对服从的最高法则。因此，理

学、心学的事理主张被元、明、清当政者钦定为神圣不可触犯的治国行事的

最高准则，并越来越成为人们办事时奉行不二的死教条，同时也使理学、心

学越来越成为“空寂寡实”，鄙弃事功，空谈性理，不务实际的虚学。当然

也要看到，在他们的唯心主义的事理观中，也夹杂着一些对事理的正确认

识，这些认识有益于人们对事理的探讨。 

（2）理在事中说 

主张理在事中说的有事功之学和实学两大学派。 

其一、事功之学代表人物是南宋陈亮、叶适。他们针对南宋统治者对外苟安

求和的投降路线，国内阶级矛盾的加深，以及东南浙闽地区商业的发达，资

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起而批判朱熹、陆久渊等人空谈性命的谬论，提出

了“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龙川文集》）肯定了

“道”存在于人的生活日用的实事、实物之中，把理学、心学颠倒了的事与

理的关系，又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了事与理关系的本来面目，开辟了从事功

入手，探究事理的新途径。 

其二、实学思潮，产生明代中期，其发展与活动直到清王朝的灭亡，仍绵延

不绝。从罗钦顺第一个提倡“经世宰物”的实学开始，很多学者都在“崇实

黜虚”的旗帜下，去努力求实理，办实事，重实功，做务实的人。在事与理

的关系上，以及理在办事中的作用上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主张。如：他们肯

定了理在事中，说“夫事有条理，即在事中”；肯定了理的可认识性，说

“理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也。”；肯定了理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必然

性的反映，说“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肯定了理在办事中的

作用，说“人生在天地间，无日不动念，就有个动念的道理；无日不说话，

就有个说话的道理；无日不处事，就有个处事的道理；无日不接人，就有个

接人的道理；无日不理物，就有个理物的道理。”（《吕语集粹》）可见，

明理的真正目的在于把事办好。 

总而言之，我们前人在对事理的研究上，包括对事物的一般规律的研究上，

同今天所说的规律，在认识上有很多相近或一致的地方。（具体对比表见

《管理、办事学》第73页）当然，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估计也不宜过高。由于

受时代和阶级性的限制，有些认识还缺乏深刻性，表述缺乏科学性，但是强

调办事要明理，办事要研究规律，这是我国在管理办事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特

色，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是中国人



在管理办事中奉行的至理名言。从古到今，凡是有志办好中国事情的仁人志

士，无不在明事理，探究办事规律上进行不懈地追求。但是，最值得让人敬

佩的是毛泽东同志，他认真总结并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几千年来对办事规律研

究的成果，对办事规律科学的表述为：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

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

事。”他明确指出了，不论办什么事，只有懂得那件事的规律，才能办好那

件事。要懂得那件事的规律，首先要知道那件事的情形，要知道那件事是由

哪些要素或子系统组成的；其次要知道那件事的性质，要知道那件事的内部

的矛盾关系和结构；最后还要知道那件事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是要知道

事情与事情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毛泽东对办事规律内涵的揭示，为管理办

事基本原理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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