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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9_A6_E7_8E_B0_E8_c39_57381.htm 一、秘书现象和秘书现

象的社会定位 秘书和秘书工作，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和

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秘书学的研究，不应从

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秘书职务开始，而应当从为什么会出现"

秘书"这一本原开始。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从五千多年前用兽

骨占卜问神，到商朝甲骨卜问后刻写卜辞，体现了人在为权

力服务中总结文字经验和发挥文字作用的本领，以文字为工

具的社会服务随之寻偶。向当事人释解占卜凶吉，记录生产

技术，记载个人秘密，提出某种建议，充当传递信使等秘书

现象不断出现。这些现象的抽象，就是孕育"秘书"含义的本

原。 秘书现象的应用价值，首先被氏族公社末期的贵族统治

者所认识。他们对秘书现象进行了政治性和归属性的改造。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围核机制"被模拟和扩散。表现为"核"

的模拟和"围"的扩散。 这样，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了一幅图

景。在社会前进的脚步中，以"围核机制"为特征的秘书现象

不断地以一定的存在形态被凝固在社会各个系统、各个环节

的枢纽之中。凝固点上的人就成为秘书现象的人格化身，成

为"秘书人"。他们被称之为"秘书"或类似的称谓，实现了秘书

现象的社会定位。这就充分说明，"秘书"是由秘书现象分离

和衍变而派生出来的，它是一种符合社会管理发展需要的分

工。 由于社会各个系统、各个环节的枢纽是个庞大的网络，

因此在网络中无数点上定位的"秘书"，存在着社会属性、"凝

固"形态和活动方式多元化的特征。事实正是这样，当今世



界"秘书"的定位有官方的、民间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

的、专业的；集团的、个人的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历史

的发展，产生了秘书现象，秘书现象孕育和分娩了秘书人，

秘书人承担了秘书现象的兼容升华和围核指向，满足了社会

定位的需要；同时，社会对秘书现象及其"围核机制"的功能

性选择，还在不断发展和扩新，呼唤出现新的"秘书"定位。

这就是秘书现象和秘书定位历史发展的模型。 这模型告诉我

们，人类社会的秘书史，就是在这样丰富多彩的秘书现象动

态发展中记载的。 二、从秘书现象看秘书概念 对秘书现象产

生和演化，以及秘书职司起源和变迁的粗略勾勒，有可能为

我们解释秘书概念找到了一把钥匙。 首先，秘书现象产生--

发展--分离--再发展--再分离的演进规律，表明了它既有广义

的扩展性，又有狭义的规定性。 其次，秘书现象分离后的社

会定位的围核化，社会定位历史发展的多元化，表明"秘书"

在人格化意义上既有绝对确定性和连续性，又有相对确定性

和间断性。 这些，都给我们提示了秘书概念在职业化或人格

意义上的外延的多维。 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未能对"秘书"

定义达成共识，正是反映了对这一概念丰富内涵和多维外延

把握的偏颇。人们从各自对秘书标准概念的想定出发，从各

自对秘书实践的体验出发，从各自不同侧面的理解出发，就

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现在，我们分析了秘书现象演进规律及

其社会定位所各自表现的两重性，就容易把握"秘书"这一概

念了。尽管在人类认识视野中，"秘书"可能属于使用模糊集

合来表述的一种概念，然而秘书现象的两重性，揭示了"秘

书"这一概念，包含着本原概念和与本原概念直接相关的人文

概念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复合体。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元性的简称，是困难的，也是不科学

的。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真谛"。正如"翻译"一词，既指用一种

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现象，也指从事此项工作的专职人员

。这是两个互为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 综合上述，笔者认

为所谓"秘书"，从本原意义说，是人类一种特有文化现象即

秘书现象在社会的反映。这属于秘书学研究的课题。从现实

生活对"秘书"的人文理解上，可以表述为：秘书是在社会确

定的对应从属范围内，为特定负责对象主导性事务的权力和

责任，进行以日常协理为主的知识性服务的一类职司人员。 

三、对秘书概念若干问题的正确把握 推敲秘书概念，不是导

向学究式的思辨，而是为了反映本质，指导实践。所以，需

要对秘书含义有个正确的把握。 众所周知，概念是人们对事

物及其特有属性认识的反映。作为完整含义上的秘书人，应

当由主体条件、作用对象的客体条件及作用指向实质内容三

部分构成。 第一，主体条件。就是秘书资格，他必须是秘书

现象的能力人。 第二，作用对象的客体条件。主体条件还不

是秘书概念的主要成份，因为不具备条件者固然不能妄任秘

书，具备条件者也不能都当秘书。 第三，作用指向的实质内

容。笔者在表述中把秘书服务对象的"主导性事务的权力和责

任"作为秘书作用指向的实质内容，这是基于时代进步对秘书

概念认识深化而提出来的。 秘书工作"三服务"，核心是秘书

对领导的服务。 对秘书作用指向实质内容的误解之一是把秘

书为领导服务，扭曲成对领导的人身依附和人身服务，导入

了误区。外界常把秘书视为领导的侍从，而秘书圈内个别人

也把围着领导转、伺候好领导作为指向的主要内容。这就歪

曲了秘书的社会属性。 对秘书作用指向实质内容的误解之二



是把秘书为领导服务只理解为权力运行意义上的"领导工作"

服务。于是引出秘书能否参与领导决策、如何补偿管理等讨

论，总之注意力比较集中于如何为"权力运行"优化服务的范

畴。这种认识，当然应予肯定。但值得指出的是，秘书除为

领导权力运行服务外，还应重视为他的责任服务。领导工作

，包括权力和责任、权利和义务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秘书

为领导权力运行服务，是各个社会形态共有特征。但领导的

责任和义务，则在不同社会制度有不同的规范。写上秘书为

领导的权力和责任服务这句话，实际上就点出了秘书的社会

本质属性。它表示了秘书作用指向服务对象和服务实质内容

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的有机统一。在努力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

的今天，指出这一点，不仅对以党政军系统为主体的秘书队

伍有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其他各种成分的秘书人员也同样

有指导意义。因为它体现了秘书为领导服务和为社会为人民

服务的一致性，秘书对领导负责和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一致

性。这有利于清除权本位、官本位的封建残余意识、推进民

主建设；有利于增强秘书对领导履行责任和义务方面的自觉

性；有利于反腐纠风、勤政倡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