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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起源不可能是一个实证的问题 ,而只能是一个逻辑论证的问题 ,甚至只能是一个想象和推

测因而不可能有定论的问题。教育是人类社会知识文化传承的机制 。笔者将在这一假设基础上讨论教育起

源问题。语言是人类的第一个创造物 ,教育起源于能人的原始母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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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教育起源说一瞥

　　我国学术界通常只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而

忽视逻辑是否正确是判断任何理论的真理性的首要标准。

教育起源不可能是一个实证的问题 ,而只能是一个逻辑论证

的问题 ,甚至只能是一个想象和推测因而不可能有定论的问

题;除非人类当真能够发明时间机器 , 而这种时间机器又能

够使我们回到千百万年前。那么 ,探索教育起源问题究竟是

一种寻根癖呢 ,抑或是有重要意义的举动? 归根结底 , 一切

科学都要回答“从哪里来 , 是什么 ,到哪里去”的问题;理论教

育学也无法避开“教育从哪里来”即教育起源问题 ,因为探索

教育起源是揭示我们今日教育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的可靠方

法。然而 , 由于问题的特殊性和缺乏论据 , 相对说来 , 这方面

的研究文献缺乏且不够深入。

国外关于教育起源的观点 ,我们经常谈论且逢谈及必批

判的 ,无非利托尔诺的生物起源说和孟禄的心理起源说。我

国教育学者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草创本土教育学时 , 就已经

有人论及教育起源问题。[ 1] 20 世纪 40 年代石联星再次涉及

教育起源问题 ,他把古代先民分为未开化的自然民族和开化

的文化民族。自然民族成人对儿童只有偶然的影响 , 不能称

之为教育;文化民族具有爱护文化的精神 , 为了把手创的文

化传给后代 ,并使其能创造新的文化 , 于是就产生了有意识

有计划的教育活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最初两年 , 劳动

和制造工具字样开始在教育论著中出现 ,如有学者写道:“当

人类开始成为人类的时候 ,教育也就产生了。发明工具制造

工具应用工具去和自然作积极的斗争 , ……使人类产生了文

化 , … …文化的传递与创造乃是教育的具体运用 ,人类为了

生产劳动社会生活而进行知识技能理想的传递与创造 ,这种

行为便是教育。” [ 3]1952 年苏联米丁斯基著《世界教育史》中

译本出版 , 该书开宗明义即在批判“生物起源说”和“心理起

源说”的同时 ,提出“劳动起源说” [ 4] 。尽人皆知 ,劳动起源说

本身源自恩格斯在《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劳动在

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两篇著作中提出的“劳动创造

了人本身”的原理。此后 30 多年间 ,“劳动起源说”一直被视

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唯物史观 , 不容置疑①。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以来 , 随着思想解放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突破 ,“劳动创

造了人本身”原理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教育理论界对此的

反应 ,便是有人开始重新思考教育的劳动起源说 ,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引起较多关注的有教育起源

于“人类教育的前身”说[ 5] 、“教育起源于以劳动为核心的人

生的发展”说[ 6] 、“社会化影响”说[ 7] 、“超生物经验的传递和

交流”说
[ 8]
、“交往起源”说

[ 9]
等。显然 ,通过实例证伪其中任

何一个观点也是不可能的 , 同样只能看其在逻辑上是否

正确。

　　二 、重申方法论

　　讨论教育起源如同探索宗教起源 、语言起源等一样 , 需

得有甘冒被指为“自命不凡”的理论勇气;同时 , 也得有若干

方法性和知识性的准备。首先 , 一个基于事实观察的可操作

的假设性的广域教育定义(在此基础上或可引伸出教育学定

义)是必要的 ,否则人们指征的可能并不是同一的对象 ,观点

自然永远无法接近。其次 , 对古人类史的大致脉络和最新研

究成果的常识性了解是必不可缺的 , 为此最好用心翻翻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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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类史前史专著 ,至少也得读读由权威专家写作的通俗小

册子。至于方法问题 , 则有总体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之

分。总体方法论亦即理论研究范式 ,隐喻和类比显然是不适

用的 ,需要建立假说。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 , 隐喻 、类比和其

他理论信念 ,都可能有其用武之地。作为举例 ,笔者就相信

个体发展史只在一定意义上重演种群发展史 ,事物的较高发

展阶段包含有较低发展阶段的信息。孔德认为 ,每个个体的

教育都将重现整个人类的教育。斯宾塞接受这一假说 , 并用

一个类比使其适用范围超出教育领域。他认为可以通过观

察儿童的发展阶段来研究古代的原始人 ,他甚至进而引伸到

用他那个时代的乡下人来研究过去的欧洲人。弗洛伊德走

得更远 , 他不仅正式提出个体发生是种系发生的重演 , 而且

力图从精神分析的狭小领域去探索整个人类发展史。 与孔

德 、斯宾塞 、弗洛伊德等人同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 则坚信

人类社会的历史像自然史一样 , 是一个客观的辩证发展过

程 ,通过研究这一辩证发展过程 , 既可以探察历史的过去 , 也

可以预言历史的未来。无疑 ,这些理论信念是 19 世纪科学

和哲学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 同时也是难以突破的思想模

式;我们不得不在它们的框架下思考。

我们先来试着定义教育和教育学。笔者的理论信念倾

向于假设有五种基本的社会制度是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可或

缺的 ,而且它们各有各的功能和原驱力。首先是血缘家庭婚

姻制度 ,其基本功能是社会人口繁衍 ,原驱力为性欲。 其次

是教育制度 ,基本功能是社会知识文化传承 , 原驱力为创造

性。其三是经济制度 ,基本功能是提供社会物质生活保障 ,

首先是吃饭问题 ,原驱力为摄取营养的食欲。其四是政治制

度 ,负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 原驱力为权力欲。其五是宗教

制度 ,涉及善恶生死 , 以及对来生和彼岸世界的终极关切 , 原

驱力为生本能。在此基本上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制度理

论框架下 , 笔者所能给出的教育和教育学定义是十分简单

的:教育是人类社会知识文化传承的机制。教育学研究人类

社会如何传承自己的珍贵知识文化资源。需要说明的是 , 这

里所谓“知识文化” ,是相对“物质文化”而言 , 主要包括知识 、

技能和观点;为了行文简洁 , 通常就直接称为“知识”(此时的

“知识” ,自然含有技能和观点之意)。毋庸讳言 ,这里的教育

观和教育学观都是社会本位的 , 而不是(个)人本位的;在理

论前提和立论视角上 , 它与通常所说的“教育是培养人的社

会活动”显然不同②。笔者将在这一假设基础是讨论教育起

源问题 ,以及笔者认为是教育学原理或理论教育学应当讨论

的其他课题。笔者相信:“在科学领域 ,最简单的假设是最好

的假设 , 只要人们能够维持这类假设。” [ 10] 笔者尤其相信:

“思想中的巨大进步通常是幸运的错误的结果 ,而这些错误

则是过分简单化的结果。” [ 11] 在维持“教育是人类社会知识

文化传承的机制”假说的前提下 , 教育起源首要的问题就是:

什么是人类最先创造出来而又必须且可能传承的知识? 而

要回答(当然是推测性地)这个问题 ,首先就碰到“定义人类”

的难题。

　　三 、教育起源假说

　　(一)语言是人类的第一个创造物

给人类下个定义是相当棘手的事情;而且 ,学者们在面

对这个题目时 , 通常十分审慎 , 例如宗教人类学家特朗普就

用了整整 10页的篇幅“定义人类” , 最终还是留给读者自己

去思考[ 12] 。就在几年前 ,由于年轻气盛 , 笔者还以为自己能

够定义人类 , 至少能揭示出人性的本质③。今天不大敢这样

想了;不过 ,“人性即创造性”这个论断 , 笔者还是坚持的 。由

“人性即创造性” 出发 , 似可以把人类定义为有创造性的动

物。由此进而可推断 , 前人类或类人猿是在创造了某种事物

后才最终从动物界区分出来 , 单独成为一个全新的物种 。什

么是这一生命诞生后最具革命性的伟大事物呢? 主张“劳动

创造了人”学说的人 , 回答是“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 。但是

这一长期被作为真理接受的学说如今已经被动摇甚至被证

伪了。考古发现和对现存高等灵长目(大猩猩 、黑猩猩 、狒狒

及其他类人猿)的野外观察证明 , 至少黑猩猩也能制造和使

用工具:“黑猩猩使用石器 , 还常常把用过的石器收藏起来以

后再用;他们制作小木条 ,用来捕捉白蚁 , 还会更换这些小木

棒 , ……它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发明了可投掷器物。 ……而这

些工具和最早的人类所使用的经粗糙打凿而成的带刃卵石

并无明显差别……” [ 13]

真正把人类与其他灵长目区分开来完成“生命的最后变

态”的事物是语言。早在 130 多年前达尔文发表《人类的由

来》(Descent of Men)时 , 缪勒就对进化论的人类起源观提出

了挑战 , 并因此被达尔文当面指为“危险人物” 。缪勒把人定

义为“会说语言者” , 他认为语言和思想 , 事实上是语言与合

理性 , 相互不可分割不可或缺。一切语言几乎按定义就是合

理的 , 而语言的合理性表现为语法 , 语法是可以解释的。 尤

其可贵的是缪勒指出 , “他未能找到一种半理性 、半发展的语

言 ,因此他不能假定半理性 、半发展的人的预先存在。”他对

达尔文强调说:“除了人这种动物以外 , 没有其他任何动物在

朝向知觉对象的概括化 ,在朝向一切语言的真正要素 、这些

概念化了的知觉对象的符号———词根方面迈出了一步。” [ 14]

缪勒的这些观点和发现 , 今天已经被考古学和试验研究所证

实。“事实上 , 是语言把人类和其他物种真正区分了开来。

我们能够按照语法组词造句 , 这些句子所获得的意义较之单

词简单相加产生的东西更为高级。这是一种语词和意义`双

重分节' 的话语。而只有人脑才能以这种方式传递信息 。有

人证明 ,大猩猩能够学会数百单词 , 甚至有些黑猩猩能学会

900 个单词 ,但他们无法本能地造出新的句子。 ……在许多

年里 ,人们试图教会它们把两个以上的单词组合在一起 , 但

没有成功。人们也知道 , 它们的脑子所拥有的专门处理语言

的区域与人脑不一样……在大自然里 , 有一些非常先进的动

物交际系统 ,灵长类动物无疑具有这类系统 , 另一些动物也

有 ,例如蓝山雀。一些小鸟 ,它们能发出五十种不同的叫声 ,

这五十种信号表示五十种意义。但这不能成为句子。在这

些信号代码和我们的双重分节话语之间 , 语言学家没有找到

任何居间场。非此即彼 , 也就是说 ,或者有语法 , 或者没有语

法。” [ 15]由此可知 ,语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类特征。

接下来的问题是 , 我们的始祖何以能够说出或创造出这

种有特定语法结构的双重分节语言? 这是在何时何地因何

发生的? 为了论述方便 , 笔者综合几种古人类学著作 , 将人

类的遗传谱系进化阶段开列如下:

1.高等灵长目　　距今 700-330 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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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方古猿　　　距今 600-300 万年

3.能人　　　　　距今 300-150 万年

4.直立人　　　　距今 160-30 万年

5.智人　　　　　距今 30-3.5 万年④

在面对这个谱系表进行思考时 ,我们需得知道 , 远古的

世界是寂静的 ,我们那处于蒙昧状态的始祖是孤苦伶仃的。

据专家估算 ,距今 10 万年前智人开始向地球各处迁移时 , 人

数总共也就 3 万左右。由此可以推想 ,距智人三五百万年前

的能人和南方古猿的数量肯定更少。事实上 ,迄今为止全世

界就只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具南方古猿的完整骨骼化石 ,

距今约 300 万年;而能人的完整化石一具也没有。古猿和古

人类化石奇缺 ,足以反证古猿和古人类数量稀少。南方古猿

是高等灵长目的人类分支 ,但还不是人类。猿人的演变过程

无疑是一个生物学事实 , 应该从基因突变的立场加以解释。

DNA 研究表明 , 人类基因与黑猩猩只有千分之一的不同 , 而

正是这一点点差异 ,使得人类的大脑和发声系统的结构与黑

猩猩及任何其他动物都不同。“基因和染色体不是钢条。它

们不断碎裂 、重粘 、突变 、变化 , 重新复制时还会出差错……

甚至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 ……但这类改动很少能延续下

来 ,因为大部分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突变体若要代代延

续 ,就必须很快被分离 , 否则他们的突变就会消融于母种群

之中。” [ 16]物种分化就是这样发生的;显然 , 这里偶然性起决

定作用 ,人类能够产生和生存下来 , 完全是偶然的(整个宇宙

亦然)。实际的演化过程可能是这样:在二三百万年前 , 某一

只南方古猿的基因发生了突变 , 他(她)焦躁不安 , 基因使他

(她)有话要说 ,他(她)发出了一些他(她)原先的同类和其他

动物从未听过的声音 , 他(她)极力想与它们沟通 , 但它们不

能明白 ,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他(她)就是第一个能人 , 他

(她)发出的声音就是最原始的人类语言 ,这原始语言是人类

的第一个创造物 , 它同时也创造了人。第一个能人无疑会

“教”其亲人和邻人语言 ,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不能称之为

教育:第一 , 这是人兽之间的关系 ,而非人人关系;第二 , “教”

的行为没有效果 ,有“传”无“承” , 就是没有教育作用。

(二)教育起源于能人的原始母语传承

第一个能人 ,无论是男是女 , 因为只是孤苦一人 , 总要与

其原先的同类南方古猿甚至大猩猩 、黑猩猩交配。他(她)刚

刚偶然获得的人类特征多半不会遗传给子女。在南方古猿

存在的二三百年期间 ,“基因有话要说”这种情形可能发生过

许多次 , 直到有那么二三十年的短暂时间⑤ , 同时有两个能

人诞生于世。如果这两个能人为同性 ,他(她)们自然是适逢

知己 ,亲如手足;两人之间的频繁沟通与交流 ,无疑会极大地

促进其原始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他(她)们免不了相互切磋

和争论 ,但不存在教与学的关系 , 教育不会由此起源。而且 ,

他(她)们免不了仍须与兽交配 ,所以其原始人类的基因多半

不会遗传下来;因为没有文字 , 他(她)们所说的语言也会湮

灭。如果两个能人为异性 , 情形就极为不同了 ,两个将结为

连理 ,生儿育女。他们的子女 , 即使不是全部 ,至少有些会继

承父母的基因 ,将其固化 , 并世代遗传下去;这个血族便是最

初的人类群体。教育就起源于这两个异性能人教其子女学

说原始母语的过程。至此 ,笔者以为自己已经逻辑清晰地回

答了教育起源的首要问题:什么是人类最先创造出来而又必

须且可能传承的知识 ? 语言是人类最先创造出来而又必须

且可能传承的知识。教育就起源于原始语言的传承。“语言

是人类巧夺天工的胜利 , 甚至超过了现代技术的复杂性 。它

讲述了持续传播了几万年的理智。有趣的是 , 在视觉与声音

的选择中 , 首先发展的是声音这一媒介。最初的应该是手势

语言 , 而且确有这方面的证据。但它的弱点是当人们使用它

时就不能做别的事了 。声音的好处是发声时手足得到了解

放。 ……而言语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 , 它是构成人类本质的

一个基本要素。 ……言语发展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成就 ,它在

人性的崛起中是一个主要的创造性要素 。言语乃人之本性 ,

而不带丝毫书写语言的人工性。” [ 17] 怀特海晚年的这番话 ,

如同缪勒的洞见一样 , 天才地预言了 100 多年后考古学和人

类史前史研究的成果。关于教育起源问题 , 剩下的就是时间

和地点了。根据预设定义“人是会说语言的动物” , 以及语法

是人类独有的重要特征 ,可以肯定教育起源于能人阶段 , 距

今 300-150万年。迄今南方古猿和能人的化石只在东非大

裂谷发现 ,因此可以断定 , 人类及其语言和教育都起源于非

洲。当然 ,我们今日人类的直接祖先不是能人和直立人 , 而

是智人。有没有可能能人和直立人的知识文明都湮灭了 , 语

言和教育都是智人重新创造的?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

这在逻辑上说不通:最早的智人如果没有语言 , 则他们就还

不是人类 ,这与智人的命名是矛盾的。我们知道 , “智人”是

Homo sapiens 的汉译 , 原文的字面意义就是“有知识的人” 。

在前文中笔者曾说过笔者相信个体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重

演种群发展史 , 事物的较高发展阶段包含有较低发展阶段的

信息。基于这样的理论信念 , 以下笔者应当而且可能提供进

一步的论证。

首先 , 联系斯宾塞的所谓“儿童———野蛮人”类比 , 以及

孔德的每个个人的教育都重演整个人类教育史。如果我们

观察任何一个从出生到一岁半的幼儿 ,我们都会发现 , 诸如

呼吸 、吃奶 、哭叫 、微笑 、动弹手脚 、翻身 、坐立 、爬行 、站立 、行

走等 ,即使不教 , 凭着本能和生长发育 , 儿童迟早总能做到

的。唯独语言例外 , 语言是必须有人教才能学会的;这里的

“教”包括无意识地教(模仿)和有意识地教。儿童天生具有

学说任何语言的潜能 , 但是一旦习得了一种语言后 , 再学别

的语言就困难了。这恰恰说明人类原本具有共同的原始母

语 , 而后来所有语言分支的语言理性(即语法)是内在一

致的。

第二 , 语言实际上是符号的系统。按照卡西尔文化哲学

的观点 ,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 , 人的所有活动中都浸润着符

号的特征 , 而这正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他在给耶鲁大学的讲

演中说道:“我们借助理性 、反思 、统觉这些词描述的全部过

程 , 都包含着符号的不断使用———即神话和宗教的符号 、言

语的符号 、艺术的符号 、科学的符号的不断使用。 没有符号 ,

人就只得像动物那样生活在现实中。” [ 18]显然 , 卡西尔用符

号来概括所有精神财富的特征。假如我们接受人类文化的

符号说 , 那么 ,社会学意义上的全纳性文化概念 , 就可以认为

是由物质文化 、符号文化 、技能文化三个方面组成。其中 , 符

号文化包括所谓语言文化 、精神文化和规则文化;技能文化

是笔者自己大胆设想的⑥。笔者所以称技能为文化 , 因为技

能不是人生来就具有的本能 , 它也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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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技能不像物质文化那样体现为某种物品和事物 ,它平时无

形地潜藏在人的身体之中 , 需要时即表现为身体的特定动

作;它也不像精神文化那样表现为知识形态 , 可通过大脑思

维来掌握 ,而只能通过反复训练来习得。各种体育运动技

能 ,杂技 、舞蹈等人体表演艺术技能 ,各工种工人的操作技能

(俗称手法),无疑都是技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的最

高使命和基本功能 ,就是向社会未来成员传递符号文化和技

能文化 , 从而使他们潜藏的创造性人性获得自由 , 得以外化

和展开 ,进而在参与社会的新文化创造过程中过人类生存意

义上的生活。古往今来有文字记载的教育 ,无不以传承语言

文化为起始和基本内容。其实 ,学校课程的基本部分都可看

成是广义(即符号)的语言。以我国学校为例 , 语文是母语 ,

外语是其他民族的母语 , 数学是科学的语言 , 制图(机械 、电

气 、建筑 、航空等)是工程技术的语言 , 音乐和美术是艺术的

语言 ,体育和舞蹈是肢体的语言 , 等等。社会发展较高阶段

的教育如此 ,人类起源阶段的原初教育更加不可能例外。

第三 ,迄今为止的各种教育起源学说 , 要么说原初教育

传递劳动经验 ,要么说传递生活经验 , 要么说两者都传递 , 而

传递无疑需要语言。这样 ,语言在这些学说中只被视为工具

和中介 , 唯独没有虑及语言本身首先就需要传递⑦。其次 ,

被大多数起源说所强调的“劳动经验” ,只是在近代工业革命

以后才进入教育课程的视野 , 我们的始祖不可能在几十 、几

百年前就对劳动经验情有独钟。

注释:

①不独教育学如此 , 其他社会人文学科论及起源时 , 大

抵也采用此说。例如语言学 ,由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 , 石安

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的第一章“语言的起源” ,就断定“劳

动创造语言”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②③⑥几年前我是赞同这个通常定义的。我曾明确写

道:“`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 这个古老的定义 ,尽管空泛且带

有同语反复的缺点 ,但至今仍然是正确的。”这段话表明当时

我的赞同是有所批评和保留的。参见拙著《大学创造教育导

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2002 年版 , 第 27 页 、18-26 页 、24

-25 页。

④各种著作在进化阶段顺序上基本是一致的 ,但年代相

差甚远 , 且越古相差越大 ,差别大到几十万 、几百万年。

⑤当时人的平均寿命很短 , 也就是 25岁左右。

⑦陈桂生先生倒是谈及语言本身需要传递。由于决心

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 , 所以他可能有意避开深入探

讨教育起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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