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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儒家为主体、儒道释并存的思想格局呈现的价值取向、基本的思维方式

及其存在方式构成的中国哲学传统具有存在的独特和意义，它内含着教育精神与智慧，形

成了基于中国哲学传统的教育哲学。从天地人相通相生、人应依天道之法而行、人在天地

万物之间的特殊地位与关系的天人关系的三层意义，可见天人合一内含的教育精神。以

人生为对象的修习践行，是解决人何以成人、立身、成事这一由天人合一引申出的核心问

题的重要途径。由此，“教育”一词的中国式表达为“教天地人事 育生命自觉”。中国哲学

传统中重智慧胜于重知识与经验，导致了中国哲学传统中认识事物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

独特：重综合思维，着力于整体与关系的认识；形成互通互化的关系思维，并进行关系范型

推演；运用时势运转的思维方式，关注转化过程中条件变化和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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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教育哲学以学科的形态出现在中

国始于20世纪初，它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引

进的产物。［1］然而众所周知，中国漫长的五

千年文明史，积累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有自己

伟大的思想家，也存留大量的典籍。任何民

族、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能离开本土文化的

精神家园，中国需要一次精神的回归，需要重

新审视我们已有的精神财富。在回归中审

视，在审视中清醒，在清醒中发现，在发现中

完善，在完善中再建和创造饱含中国文化血

脉的当代学术，以自己的丰实和独特，与世界

各国同仁作有交流意义的对话。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和意识影响下，形成了本文的选题。

一、“天人合一”命题内含的教育精神

中国哲学思想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有着

众多的流派，在其肇始至今两千五百多年的

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道释并

存的思想格局，这几乎是当代中国哲学界的

共识。但本文要探讨的并非这一思想格局本

身，而是这一格局内含的根本问题，呈现的价

值取向、基本的思维方式及其存在方式。正

是这些从整体上构成了中国哲学传统，从中

我们可以读出它的独特和意义，读出其内含

的教育精神与智慧，从而可能进一步探讨基

于中国哲学传统的教育哲学。

人应如何在世界上生存是中国哲学传统

的母题，关涉到人生实践与生命意义，它使中

国哲学带有强烈的世间色彩与人文气息。中

华民族的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础，故而敬畏

天地，把天地看作生养众人的“父母”是最为

原始的信仰。社会关系的维系则以血缘为原

点，血缘关系也就成为人构建其他社会关系

—— 4



的原型。

中国哲学传统通常把自然称为“天地”，

把社会之事称为“人事”，如此，人应如何生存

的母题，就演化为人与天地、人事的关系问

题，打开了中国哲学的大视野。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传统中最大命

题。老子《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是这

一命题的典型表达。此处的自然，并不是指

自然之物，而是指其自身，即“道”由其本性。

全文揭示了天地人相通，且统一于道，都应法

其自然之理。老子还提出了天地人的又一层

关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道德经》

第四十二章）文中之“一”指天，“二”指地，天

地关系是阴阳关系，“三”即阴阳两气抱合所

生之和气，故能生万物。在此，天地人的关系

是相生关系，之所以能相生是因为天地有阴

阳关系，中国哲学传统中抽象的能生万物的

“阴阳”，一对能结合互生的基本关系被明确

提出。天地人相通相生是天人关系的第一层

意义。

天人关系的第二层意思是人应依天道之

法而行，包括立序和立德。自此进入到人类

社会与伦理、个人道德与修养，即人事与人生

的领域。所谓立序，是指天有四时年月昼夜

之序、阴晴圆缺之变，地有高山平地、东南西

北之别。人法天地，首先要在人间社会也建

立起合情合理之序，此序的依据即以父母阴

阳所合而生之序为本，进而确立三纲五常之

序；以血缘之序为范本，类比、推衍出社会等

级层阶之序。这一序既有天理，又有人伦作

依据支撑，还能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故具有相

当的稳定性。所谓立德，是指人应以天地之

德为榜样立自身之德。如《易经》“乾”卦象传

中所述人如何向天学习，“天行健，君子自强

不息”；“坤”卦指出人如何向地学习，“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现在清华大学的校训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即出于《易经》第一、

二两卦，由此可略见中国哲学传统在立人立

德上的深远影响。

天人合一之第三义在于确立人在天地万

物之间的特殊地位与关系。在《礼运》中有

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

会，五行之秀气也”，董仲舒进一步说明为：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

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

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

也。”（《春秋繁露·立元神》）有了这一层天人

关系，君主就可称为天子，人就有替天行道的

权力，其前提是人必须把自己修养成君子。

由此，我们引出了天人关系内含的教育精神，

即人要由礼乐而成。在《中庸》首章中，这一

关系有更明确的表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

谓道，修道之谓教。”由此可见，“教”是建立

在天道、人性之基础上，是修道成人之事。可

以说，不了解天人合一之中国哲学传统，就不

易把握中国传统教育修道成人之基础与旨

归，把握中国教育之根本精神。

二、以人生为对象的修习践行之道

从“天人合一”命题的说明中不难看出，

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谈天说地，并非为区分天

地与人，而是借人畏天地之情，为人立法之

道，天人相通、相应、相参。我国有学者把天

人合一与主客两分，作为中西哲学传统重要

区别的立论，［2］在笔者看来这是恰当的。也

正因此，人何以成人，何以立身，何以成事，就

成为中国哲学传统中由天人合一引申出的核

心问题，有关阐述直接关系到一系列基本的

教育观。在此，我们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儒家，

且只能择其具有特殊性、并对今日尚有重要

启发的要义而言。

天性与修习，是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

也是关于人如何成人的回答。各派哲学虽有

不同的回答，但都关涉到此。孔子的回答是

“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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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人性之善恶，而是从能否通过学习和修

行改变其天性来讨论，以相近和相远之别，表

达了他对人需要和能够学习的信念，肯定了

教育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人的天性尽管有

差异，但生而知之者极少，连他自己也不是。

大多数人是学而知之，唯有遇困还不愿学的

人，才难教。基于此，孔子提倡“有教无类”这

一至今都有重要意义的教育命题，且把研究

的重点放在后天的习、修上，主张因材施教、

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

如此教育精神确实不能不令人赞叹、敬重，至

今仍不失其光辉。

论及教育之习修，首先要问的是为成怎

样的人而习修。儒家的回答是成君子。君子

与小人之别在于德，君子之德的核心是“仁”，

即爱人，以己度人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则“勿施于人”。（《论

语·雍也》）这些言论，也可看作是对“性相

近”的进一步说明，唯有相近方可度、可施，教

育影响才有可能实现。同时它表明了成仁需

每人从修己做起，唯有立己，才能达人。这与

上述“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完全相符。

进一步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修己。儒家

的传统是主张立志为先，且志要坚定，三军不

可夺。所谓志，就是人生的价值取向。孔子

自述在十五岁时就立下终身学仁礼之志，即

志于学。在孔子那里，学与习是相关相联

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是《论语》首章

的第一句并非偶然。值得提出的是，孔子之

学并不拘泥于文字，也不只是读书，他更强调

的是向周围的人学，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学，在

做事中学。这与我们当前一讲学习，就想到

读书、做练习大不同。更大的不同还在于，儒

家的学习强调思考、反省、体悟，使所学转化

成为自我精神世界的构成；同时还要求将自

己的人生信念躬身践行。唯有以身作则，方

可以达到自立立人。这是一个完整的内外而

内、再由内而外的学习做人的过程，完善自我

的过程，终身发展最后达到生命自觉的过

程。孔子用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描述了这一

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

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正如牟宗三

所述，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

的用在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

的生命，来安顿我们的生命”［3］。这是中国

哲学传统对当前我们的教育最有校治和提升

价值的学习观与教育观。

正是基于天人合一蕴含的教育智慧、以

人生为对象的修习的启发，我们提出了创建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对“教育”一词作了

中国式的表达，“教天地人事 育生命自觉”。

我们将有关教育的探究，集中到人之终身发

展的过程，即经教育与自我教育，个体逐渐由

外而内、由内而外，最终实现自觉把握人生命

运的转化、生成过程。

三、由思维方式独特引申出的教育智慧

中国哲学传统中给教育以智慧启发的方

面，集中表现在认识事物之方法论的独特上，

具体表现在有关如何处理人生各种不同遭遇

的论述中。它更深入生动地呈现出中国哲学

传统对人生的把握与关切的特质。

智慧虽然与知识、经验有关，但它绝不

等同于知识与经验。智慧是人在情境、事物

变化的过程中，在遭遇意外、陌生乃至处于危

急状态下，迅速生成的、与常规不同的解决问

题的能力。智慧，往往由情境所激发，主体因

善于综合把握问题的性质与关键，果断作出

判断与决策而显现；它是人经历多种人生实

践后经验的化成式积聚，也需要人有面对陌

生情境既冷静又不退缩的精神力量。中国哲

学传统中重智慧胜于重知识与经验，这同样

也是世间人生哲学价值取向的重要特征，它

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中国哲学传统中思维方

式的独特。

因受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就中国哲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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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的智慧展开论述①，只能作如下简要的

概括式表达。

首先，就思维方式而言，是综合思维。

面对事物，它着力于整体与关系的认识，是具

象与抽象的统一，而非肢解整体，作元素分

解、还原式的抽象。这种思维方式最基本和

稳定地存在于中国独有的方块文字中，且因

它是每个中国文化人认识和使用的基本工

具，以几千年的延续，影响了世世代代中国人

的思维。有脑科学研究者甚至认为，使用汉

字对大脑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汉字表面看

来一个个独立，但每个字都遵循一定的结构

形式，包括空间结构、笔顺结构、偏旁部首结

构、音形义结构等。每个字都是多种结构的

不同整合。因此，中国儿童的识字过程，不仅

是认识一个字，而且可以是一个学习结构、培

养结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独立识字能力

的过程。当然，这要有懂得汉字结构规则和

善教的好老师来教。上述特征还表现为中国

哲学传统的哲理表达常用比喻或寓言，这些

寓言还精炼为成语，如“刻舟求剑”、“愚公移

山”等。

其次，是互通互化的关系思维。它是思

考事物间相互关系的思维方式，也是寻找出

一种关系范型，推演到其他关系中去的思维

方式，它的运用能产生不同层次关系范式同

型的认识图景。互化所指的不仅在相邻、相

关，而且包括相对立的事物间相生相克式的

关系，一种特殊的认识、处理矛盾关系的思维

方式。

再次，是时势运转的思维方式。这是中

国哲学传统中认识过程变化很重要的思维方

式，即关注转化过程中条件变化和关节点的

存在。所谓“时”是指客观条件，时机是否成

熟，它要求人在采取行动前顾及并权衡周围

环境。“势”指发展的可能与势态，那是着眼于

未来的行动策划。“运转”则指转化点是否已

有显露，行动者必须能敏锐察觉和及时把握

住它，使事物朝着期望的方向发展。并且，对

待时势运转，行动者还不能只是消极等待，而

要用智慧去创造、促进其变化，以达到自己的

目标。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与实践密切相关的

智慧哲学的思维方式，也是面对人的生命历

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情况所需的智慧哲学。

它教人坦然面对生死，学会与不同人相处之

道，事业受挫时不气馁，成功时不张狂，有理、

有利、有节地处理复杂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

下都保持泰然、自重的君子之态，它为每一个

活在世间的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力量与武

器。还必须提及的是，正因为中国哲学传统

从价值取向到内容、思维方式，与人的生命需

求、人生实践、世间事务、社会百态有内在相

关性，故它不但存在于典籍中，更存在于世代

相传的传说故事中，存在于儿童的启蒙读物

中，存在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戏剧歌舞中，存在

于时令节日的习俗中，存在于日常生活的行

为准则和方式中，存在于人的心目中。这是

中国哲学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它几乎

化在中国人生存世界的一切领域，无时不有，

无处不在。

教育是一项关系人成长的复杂事业，是

一种特殊的人类实践活动。由上所述可见，

中国哲学传统，无论是它的价值取向、核心内

容还是思维方式，都内含着教育的精神和智

慧，无论对于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实践还是教

育理论的建设，都是极为丰富的资源，且尚须

进一步探究与开发，形成主体研究自觉。尽

管我们的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但把中国教

育学研究之根深扎于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之

土的决心已定。我们将持之以恒，坚信明天

会更好。

（下转第2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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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Spirit and Wisdom in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Ye Lan

Abstract：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composed of Confucianism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coexistence of
Confucianism，Taoism and Buddhism，has the uniqueness and significance in value orientation，basic mode of thinking
and way of existence. It contains educational spirit and wisdom，and forms a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hows the educational spirit
of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ie.，that the nature，the earth and human beings are interlinked，that man should act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nature，and that man has the special status in the nature and the interlinked relations. Taking
life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man grows up，stays upright and
becomes successful，the core issue derived from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Thus，the Chinese expression of education is
to teach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man，and to raise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values wisdom more tha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which leads to the uniqueness of methodology and mode of thinking：
emphasizing on comprehensive thinking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and relations；focusing on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and key point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by applying the thinking mode of continuous 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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