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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黄 宗 羲 的 教 育 思 想

戴 鸿 义

黄坛花羲 (1 61 0一 1 9 65 年 )是 明

清之际的一位杰出的 巴
、

想家和启蒙学者
,

他

皮 “
讲堂病疾

,

为之一变
” ,

在我国古代教

育史上 占有一定的地位
,

对于近代思想家
、

革命家和教育家的成 长 产 生 了 很 大 的 影

「同
。

一
、

学校应成为舆论和监督机关

明清时期的学校
,

从京师的国子监到地

方的府州县学
,

都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官僚场所
。

黄宗羲则认为开设学校不只是达

到 “
养士

” 的目的
,

更重要的是使学校成为

“ 治天下之具
” ,

起到 “
清议

”
机关的政治

作 用
。

中央太学的祭酒 ( 相 当于大学校
一

长 ) 应

当推举当世大濡或退职宰相担任
,

其社会地

位要与宰相同等
。

仔月初一
,

奈酒南面讲学

一次
,

皇帝亦应率领宰相
、

六卿
、

谏议等到

太学听讲
,

其地位同一般的弟子一样
。 “

政

有缺失
,

祭酒直言不讳
。 ” ①地方府州县学

灼学官
,

不可 由政府选派
,

而应由地方
“
公

议 ” ,

聘请著 名学者担任
,

不论他们出身尊

卑
,

不 拘是否任过官职
。

每月初一
、

十五
,

地方学官讲学两次
,

府州县官亦应同一般弟

子一样听讲
。 “

郡县官政事缺 失
,

小 则 纠

绳
,

大则伐鼓 号于众
。 ” ②

黄宗羲所理想的学校
,

不仅是培养人才

的教育机关
,

而且也是主持公是公非的政治

机关
,

是加强舆论的社会力量
。

他从 “
天子

之所是未必是
,

天子之所非未必非
” 的 民上

主义思想出发
,

企图通过加强学校的舆论作

用
,

限制君主的胡作非为
, “

天子亦遂不敢

白为非是
,

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 ” ③地方官有

学佼 的舆论监督
,

对其苛政亦当有所收敛
。

明政府为推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
,

对学校也采取极端专制的政策
。

对国子监的

监生进行严格的管理
,

稍犯错误则 科罚
,

情

节较重即发遣安置
,

或罚充吏役
。

洪武十五

年 ( 1 3 8 2 )
,

又颁禁例于全国学校
,

镌

刻 卧碑
,

不遵者以违制论
。

其中 有 一 条 规

定
: “ 军民一切利病

,

并不许生 员建言
。 ”

④农工商各界均可向政府提出建议
,

惟不准

学生有发言权
。

用这种规定来籍制学生的思

想活动
,

不许他们过问政治
,

籍以培养为专

制主义服务的驯服工具
。

黄宗羲同明朝这种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

背道而驰
,

竭力倡导学生参加政治运动
。

他

说
: “

东汉太学三万人
,

危言深论
,

不隐豪

强
,

公卿避其贬议
;
宋诸生伏网捆鼓

;
请 起

李纲
; 三代遗风

,

惟此犹为相近
。 ” ⑤

学校的士子有权干预地方政治
,

如果地

方官无真才实学
,

或妄 自凌驾老儒之上
,

学

生可以群起攻之
,

直至将其赶下台
。

这种思

想主张具有浓厚的自由民主色彩
。

黄宗羲所主张倡办的学校
,

具有近代资
·

产阶级革命初期议会制度的性质
。

让内阁定

期向议会 ( 学校 ) 报告工作
,

祭酒 ( 校长 )

向政府的负责人提出质问
,

并有权批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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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令等重大事项
。

但是
,

他所理想的学

校还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士大夫组成的政治集

团
,

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参政的机会
。

他认

为 君主及其左右在学校的监督和舆论的压力

下
,

不再态意妄为
,

政治就清明了
。

这只不过

是一种绅权政治
、

贤人政治的幻想
。

列宁指

出
:

早期启蒙思想家都
“ 热烈地拥护教育

、

自治和自由
。 ”

⑥黄宗羲的教育思想同样具备

这一特点
。

尽管不可能成为现实
,

但对君主

专制制度的抨击是值得称赞的
。

二
、

批判抄提之学的科举制度

黄宗羲认为封建社会使一些有真才实学

的人埋没起来
,

其根本原因是束缚知识分子

思想的科举制度
。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教

育考试制度
。

自隋场帝大业三年 ( 6 0 7) 开设

进士科直到清朝末年
,

这项制度延续了一千
多年之久

。

明清时期
,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

展
,

也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起来
。

这种通过

八股文取士的办法
,

要求考生做文章在内容

上
,

只能 “
代圣贤立言

” ,

不许发挥 自己的

见解
,

在体裁上只能按刻板 的格式限制
,

不

准越雷池一步
,

实际只是经书的摘抄
。

结果

使有真才实学的人隐逸山林
,

而一批不学无

术之徒却高踞功名之列
。

清廷为笼络文人
,

延揽统治人才
,

标榜
“
崇儒重道

, … … 求贤有文之意
。 ” ⑦康熙

十七年 ( 1 6 7 8 )
,

特设
“ 博 学 鸿 词 ”

科
,

次年诏修明史
。

具有抗清爱国思想的黄

宗羲
,

冒着
“
群聚结党

,

及号召地方游食之

徒
,

空谈废业
” 的罪名

,

誓死拒绝清廷的笼

络
,

一直坚持在书院讲学的教育阵地上
。

坚持
“
身遭国变

,

期于速朽
” 的爱国主义思想

。

黄宗羲倡导大兴学校而鞭挞科举制度
。

他认为科举是富贵熏心
,

互相嚣 争 的 势利

场
, “

有才能学术者
” 往往隐居于

“
草野之

间
” ,

⑧毫无本领的人却乘机竞相角逐
,

这

与学校无任何关系
。

因此
,

他 “
愤科举之学

锢人生平
,

思所以变之
。 ” ⑨

在他看来
,

古时候吸取知识分子参政的

途径很多
,

只要有贤能的人
,

就很容易被儿

层推选上去
,

而今只有科举一途
,

既使象属

原
、

司马迁
、

司马相如等一类 的
“
豪 杰 人

士 ” ,

也可能得不到进取的机会
,

这就是
“ 严

于取
,

则豪杰之老死丘壑 者 多 知
” L 因

此
,

黄宗羲主张
“
宽取士之法

” 。

除科举之

法外
,

还应有荐举
、

太学
、

任子
、 `

郡邑佐
、

辟 召
、

绝学
、

上书等多种途径
,

这就开拓了

知识分子参与和议论政治的机会
,

国家采用

更多有才能的人的实践活动
,

来改革社会
,

以实现
“ 为万民非为一姓

” 的理想
。

三
、

提倡
“
学贵践履

”
的治学风气

黄宗羲治学严谨
,

注重实 践
,

不 尚 空

谈
。

他 自幼聪明好学
,

喜欢读书
, “ 不琐守

章句
。

除饱览家藏的文史典籍外
,

曾借阅会

稽钮石溪世学楼
、

山阴祁承煤澹生堂
、

郸县

范钦天一 阁的藏书
。 “ 虽年逾八十

,

若书不

辍
” 。

经
、

史
、

佛
、

老
、

天文
、

历 算 等 领

域
,

多所涉猎
。 “ 上下古今

,

穿穴群言
,

自

天官
、

地志
、

九流百家之教
,

无不精研
。 ”

L

黄宗羲学识渊博
,

对前人决 不 盲 目 崇

拜
,

既使圣贤豪杰也不怀任何迷信心理
,

一

贯提倡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
。

他推崇明代大

哲学家王守仁
,

但对王守仁的
“
去人欲

,

存

天理
” 的唯心主义观点并不赞同

。

他以自己

的观点解释王守仁的
“ 知行 合 一

” 说
,

他

说
: “ 阳明说致 良知于事事物物

” 。

致字即

是行字
,

以救空空穷理
,

在
`知 ,

上讨个分

晓之非
,

乃后之学者
,

测度想 象
,

求 见 本

体
,

只在知识上立家档以为良知
,

则阳明何

不仍穷理格物之训
,

而必欲 自为一说耶 ! ”

L他的最终 目的是要用实践改革现实 。

黄宗羲认为
“
理

” 只是
“
气

”
所固有的

“
条理

” , “
气

”
是 物质的

,

得出
“
理为气

之理
,

无气则无理 ,, 的论断
。

L 进 而 认 为



“
气

”

在
“

日新不 已
” ,

而因
“ 理 ”

也随之不

断变化
,

这是客观变化所固有的规则
。

这种

观点是他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

正如梁启超

所说
: “ 象他这样解释致良知一一说致字却

是 行字
,

很有点象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
,

你

想认识路
,

只要往前行过便自了 然
,

关 着

门冥想路程
,

总是枉用工夫
。 … …所以他一

生无 日不做事
,

无 日不读书
,

独于静坐参悟

一类工夫
,

绝不提倡
。 ”

0

黄宗羲受业于刘宗周
,

参加 “ 复社
” ,

五
一

卜岁时重创
“
证人书院” ,

从事讲学著书

活动
。

他一生斥责魏忠贤阉党集 团 及 其 余

孽
,

组织 “ 世忠” ,

出走四明山
,

在浙东坚

持抗清斗争多年
。

他说
: “

自北兵南下
,

悬书

购余者
,

名捕者一
,

守围城一
,

以谋反告奸

者二三
,

绝气沙禅者一昼夜
,

其他连染逻哨

之所及
,

无岁无之
,

可谓濒于十死者矣
。 ”

L黄宗羲是在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

艰苦环境里锻炼出来的革命实践家
。

黄宗羲虽师承当时在学术思想领域上 占

统治地位的
“ 王学

” ,

但他不赞同 王 守 仁
“
致良知

” 的主观唯心主义观 点
,

更反 对
“ 王学

” 的 “ 知行合一
”
实质 上是把认识和

实叙混为一谈
。

他批判王学
“
如坐云雾

” 的

高谈阔论的同时
,

即是向唯物主义的道路迈

进了一步
。

黄宗羲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

强调人们的

实践活动
。

具有如下的特点
:

第一
,

倡导讲学要有宗旨
。

他说
, “

讲

学而无宗旨
,

既有嘉言
,

是无头 绪 之 乱 丝

也
。 ” L学 习过程也同教学过程一样

,

如果

得不到要领
,

既使读书万卷
,

也事倍功半
,

就象张臀初到大夏
,

但却得不到 月 氏 的 要

领
。

第二
,

给学生指明研究学间 的 正 确 途

径
。

黄宗羲反对
“ 明人讲学

,

袭 语 录 之糟

粕
,

不以六经为根抵
,

束书而游谈
” 的不良

风气
,

0 他要求学生
“
不为迁儒之学

” ,

必

须先读 《诗 》
、

《书》
、

《礼》
、

《易》
、

《春秋 》 和 《左传》
,

研究透彻
,

同时认真
钻研明十三朝实录及二十一 史

,

打 下 坚 实

的基砒
,

才能不断地认识社会和 服 务 于 社

会
。

第三
,

发扬
“
学贵践履

” 的良好学风
。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得学之道
,

但只有
-

自己在实际中用得着的才是真正的学 问
。

强

调理论必须和实践结合起来
,

反对那些倚门

傍户
,

依样画葫芦的人
,

他们不可能得到真

正的本领
。

第四
,

教学态度认真
,

诲人不倦
。

听他
_

主讲的人杏至纷来
, “

大江南 北
,

从 者 骄

集
,

守令亦或与会
。 ”

他的弟子多达一百多

人
,

如万斯同
、

万斯大
、

阎若凉等后来都成

为著名的史学家和考据学家
,

全祖望
、

梁启

超等大学问家也都接受了黄宗羲的影响
,

发
-

扬黄宗羲的治学精神
。

四
、

教育思想是时代的反映

明清之际是我国封建社会处于
“
天崩地

解
” 的大动荡时期

,

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

斗争交相 辉映
,

没有批判的武器就不会有武

器的批判
,

革命的急风暴雨造就了一代杰出

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

黄宗羲的教育思想就是

这一时代的产物
。

黄宗羲生活在东南沿海的浙江余姚
,

这

里是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地区
,

新兴的城市

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的成长
,

给他以极大 的

鼓舞力量
。

在斗争实践中
,

他同这些新生的

政治势力结成联合战线
,

在思想上对清初社

会的经济
、

政治
、

法律和教育等方面
“
满怀

着强烈的仇视
。 , L

黄宗羲的教育思想受时代的和阶级的制

约
,

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

他认为人们有君子

和小人的区别
, “

安国家
,

全社程
,

君子之

事也
;
供指使

,

用气力
,

小人之事也
。 ” L

黄宗羲的教育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

但是
,

他的思想光芒却震动 当时的思想界和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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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要多得多
。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学生们

能毫无顾忌地直截了 当地说出自己真正的认

识
。

如果他们不懂
,

也会直接向其他同学提

何
,

而他们对教师说 明情况时就要考虑一番
。

9
、

如果学生在学习时不 感到威胁
,

就

能 学得更好

有几种情况会使学生感受到威胁
:

怕阅

读理解考试不及格
; 伯达不到教师的过高要

求而受到教师的批评等
。

无论学生由于哪些

原因感受到威胁
,

都会造成一种
“

似学非学
”

的状态
。

如果学生只把一半的心思用于学习

阅读
,

那么他们的学习效果也只会是不受威

胁情况下所学效果的一半
。

一些专家已经考虑过使教学减少威胁的

方法
。

他们建议
:

教师应做一名提供方使条

件的人
。

把一 系列学习活动安排好之后
,

教

师应退到一旁观察
,

由学生 自己从事学习
。

如教师要求学生在阅读期间完成某项任务
,

或做
“ 看一眼一一抬起头

” 的练习
,

安排好

之后
,

让学生们自己去做
。

这样学习变得轻松

了
,

从而把学生从干扰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

当教师必须和学生一起活动时
,

斯迪维

克建议教师应 当采取不要武断裁决的态度以

减轻威胁
。

不采取裁决性态度包括使用亲切

的
,

使人容易接受的
,

实事求是的语言
。

也

包括不采取称赞学生的作法
、 “

( 非常好 )
”

或批评学生的作法
“ ( 又犯了相同的错误了

吧 ? ”
)

。

不断的称赞也会威胁学生
,

因为

学生感到必须达到教师对他们的过高要求
;

批评会使学生认为他们没有犯错误的权力
。

采取非裁决性态度也包括注意语气和非言语

动作
。

怎样说一句话与说什么话一样重要
。

如果教师对学生采取非裁决性态度
,

学生就

不 伯教师
,

学习阅读的效果就会更好
。

结论
:

在这篇文章里
,

我提出了教阅读课的九

点设想
。

我 认为根据这些设想进行教学比不

进行这些设想而盲目教学取得的效果更好
。

我也提供了一些把这些理论付诸于实践的例

子
。

这些例子阐明了怎样通过对学习的估价

来教授阅读
。

因为无论估价还是例子都不是

绝
`

对的
,

所以教师可以利用这些估价也可以

探讨新的估价方法
。

译自美国 《英语教学论坛 》

1 9 8 5 年 7 月号

( 上接第 ,0/ 页 ) 一代新人
。

顾炎武见
`

到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后
, “ 读之再三

,

于是

知天下之未尝无人
,

百王之敝可以复起
,

而三

代之盛
一

可以徐还也
。 ”

L到了十九世纪末叶
,

资产阶级维新运功的倡导者梁启超说
: “

我

们 当学生时代
,

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

剂
,

我自己附政治运动
,

可 以说受这部书 ( 按

指 《 明卖待访录
》
) 的影响最早而最深

。 ”

@又

说
: “ 粱启超

、

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
,

则

将其 仔(按指 《明夷待访录 》 )节纱
,

印数万

本
,

秘密散市
,

于晚清思想之嵘变
,

极有力

焉
。 片

@ 孙中山受到黄宗羲的影响也很深
,

他以黄杀羲的光辉思想动员人们和教育人们

投身于民族革命和 民主草命的洪流之中
。

黄宗羲的教育思想是古代文化的重要资

料
,

教育史的宝 贵遗产
,

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
.

注
:

①②③⑤⑧黄宗羲
: 《明 夷待访录

·

学校》

④谭希思
: 《明 大政墓要》 卷六

。

⑥L列 宁
: 《
我们究竟拒 绝什 么遗产 ? 》

,

《列宁选采》 第一卷
。

⑦ 《康 照谕 旨》
。

⑨L全祖望 《梁洲先生 神 道 碑 文落
,

《 结琦亭文 集》 卷十一
。

L黄宗羲
: 《 明 夷待访录

·

取士下 》
。

@ 《黄 宗羲列传 》《清史稿 》卷四 百
, \ 一

卜
。

LL黄 宗羲
: 《 明儒 学案》卷十

、

卷五十
。

@ ⑧梁启超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

L黄宗羲
: 《怪说》

。

L黄宗羲
:

《明儒 学案
·

几例 》
。

L黄宗羲
:

《明夷访 录
·

兵 制 二 》
。

L顾炎武
:

《顾宁人书》
。

@ 梁启超
: 《清代学术概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