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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颜元的教育价值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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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颜元 生活在商品经 济萌芽的明末清初

,

他 一反传统儒 学
“
重义轻利

”

的思想而 提 出既重义 又 重利

的思想
。

针对宋明理 学教育的空虚无物
,

他提 出了
“

实学
”

的教育思想
,

从而 他的教育也突 出表现 出工 具性价

值取 向
。

颇元的教 育价值思想比较全面
,

不但重视教育的理性价值
,

而 且更重视教育 的工 具 价值
。

对 颜元教

育价值取 向进行分析
,

具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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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 ( 16 35 年一 1704 年 )
,

字易直
,

又字浑然
,

号习斋
,

河北博野人
,

是我国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教育

家
。

颜元非常重视教育的价值
,

他不仅重视教育的理性价

值
,

更重视教育的工具价值
。

他提出了注重实学实用
、

以

工具价值取向为主的教育价值论
。

这是 自汉代以来
,

特别

是宋明理学之后教育价值取向的一大进步
。

一
、

颜元的教育价值思想分析

教育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属性与作为社

会实践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 〕。

教育价

值一般可分为工具价值和理性价值 (或社会价值和本体价

值 )
。

教育的工具价值(社会价值 )是指教育对人类社会的

发展有促进作用
,

对一个国家
、

民族的兴旺发达有直接的

推动作用
。

教育的理性价值 (本体价值 )是从教育对人的

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上讲的
,

人通过接受教育
,

在增长知

识过程中发展人的理性
,

提高人的能力和文化素养
,

陶冶

人的情操和美感
。

颜元的教育价值取向
,

主要突出在其工具价值上
,

但

他也较重视理性价值
。

他的教育工具价值是在对程朱理

学的斗争
、

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
。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主要

以教育的理性价值取向为主
。

孔子创立以
“

仁
”

为核心的

教育思想
,

主张以重义轻利
、

以克己复礼的伦理道德修养

为主
,

培养
“

圣人
” 、 “

君子
”

和
“

士
” 。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教

育思想
,

并对其作了补充和完善
,

使封建道德体系更加完

备和系统化
。

自汉代董仲舒
“

罢黝百家
,

独尊儒术
”

后
,

儒

家思想便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

教育以三纲五常为主

要内容
,

以人的封建伦理道德修养作为教育价值取向
。

魏

晋以来
,

佛老肆行
,

清谈之风一度充塞社会和学校
,

玄学化

的德性修养成为理想人格教育
。

自宋明以来
,

程朱理学逐

渐成为官方学说
,

教育中
“

存天理
,

灭人欲
”

的人性修养取

向更是变本加厉
。

这种以人性修养和封建伦理培养的理

性价值取向
,

随明中叶西学东渐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

出现而显得越来越与现实脱节
。

资本主义重
“

利
”

与封建

道德中的重
“

义
”

形成矛盾
,

这种矛盾引起了思想界的
“

百

家争鸣
” ,

各种新思想纷纷出现
。

一些带有资本主义倾向

的思想家们惩程朱理学及阳明心学之流弊
,

而开始转求经

济实用之学
,

如李货
、

王夫之
、

黄宗羲
、

颜元等
。

朱熹的教育价值在于
“

变化气质
” ,

采用方法是
“

存天

理
,

灭人欲
” 。

朱熹认为
“

理
”

和
“

性
”

是分开的
,

教育就是要

使人的
“

性
”

符合客观存在的
“

理
” 。

要想使人性符合天理
,

那就要灭人的欲望
。

人之一 心
,

天理存
,

则人欲之 ; 人欲

胜
,

则天理灭
。

教育就在于
“

穷理
”

以自觉地灭人欲
,

把人

引向一种近乎佛道的精神修炼上去
。

而他所提倡的
“

穷

理
”

也不过是封建道德修养
。

颜元生活在明末清初
,

明朝

的覆灭让他切身体会到被奉为正统思想的程朱理学毫无

用处
。

他原先也信奉理学
,

但在为其养祖母服丧中
,

遵朱

熹(家礼》而尽哀病殆
,

便觉有违性情
,

于是感到理学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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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不但毫无用处
,

反而害人
,

进而怀疑
、

批判理学
,

立志
“

矫枉救失
” ,

从根本上转变
“

穷理居敬
” 、 “

静坐养性
”

为
“

实

学
” 、 “

实行
” 。

颜元 24 岁设家塾
,

一直到去世
,

毕生从事教

育活动
,

深谙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

颜元充分发挥了教育的

价值
,

培养了一大批具有
“

实才实德
”

的
“

经世
”

人才
。

(一 )教育的理性价值

教育的理性价值是用来增长学生知识
、

提高学生能力

和素养的
,

任何教育都是培养人的教育
,

教育的理性价值

不可或缺
。

颜元的教育理性价值
,

在于去人之引蔽习染
,

以恢复人的善性
。

他的教育理性价值是建立在对宋明理

学批判基础之上的
。

宋代理学把性分为两种
:
一种为义理之性 (或日天地

之性 )
,

一种为气质之性
,

认为天地之性是善的
,

气质之性

是恶的
,

主张必须变化气质之性以恢复天地之善性
。

颜元

则在理气一元论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
,

反对程朱

理学气质之性偏于恶的说法
。

颜元以
“

舍形则无性
”

的
“

形
” 、 “

性
”

统一观点
,

反对程朱的
“

气质之性恶
” 、 “

义理之

性善
”

的
“

形
” 、 “

性
”

分离说
,

主张
“

形性不二
” 。

在颜元看

来
, “

形
”

是第一性
, “

性
”

是第二性的
。

他说
: “

形
,

性之形

也 ;性
,

形之性也
。

舍形则无性矣
,

舍性则无形矣
。

失性

者
,

据形求之 ; 尽性者
,

于形尽之
。 ”

2[] ( P 12 8) 没有形就无所

谓性
,

形和性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 “

形
”

是
“

性
”

的基础
,

“

性
”

是
“

形
”

的作用
,

这体现了他的唯物论思想
。

颜元认为

世上并不存在天生就是善的
“

义理之性
” ,

更不存在
“

气质

之性恶
” 。

他指出
: “

若谓气恶
,

则理亦恶
,

若谓理善
,

则气

亦善
。

善气即理之气
,

理即气之理
,

乌得谓理纯一善
,

而气

质偏有恶哉 !
”

2[] ( P , )这里
“

气质
”

的
“

气
”

就是指颜元所提

的
“

形
” , “

义理
”

的
“

理
”

就是指
“

性
” 。

若没有形体的存在
,

就不能反映精神现象的
“

理
” , “

若无气质
,

理将安附
” 。

颜

元从唯物主义哲学理论方面有力地驳斥了程朱理学的人

性论
。

另外
,

颜元还从人的生理上驳斥了程朱
。

他认为
“

性
”

是
“

形
”

的机能
,

譬如人的眼睛
,

有
“

眶
、

鲍
、

睛
,

气质也 ; 其

中光明能见物者
,

性也
” , “

光明能视
,

即目之性善
” , “

其视

之详略远近
,

则才之强弱
,

皆不可以恶言
”

2[] ( P` )
。

其他各

种感官也如此
。

所以
“

性
”

就是耳
、

目
、

口
、

鼻
、

心的功能
,

至

于性的功能大小
,

即才力的强弱
,

这完全是后天教育的结

果
,

教育可使生来的素质
“

大其用
” 。 “

人性
”

是在人的社会

生活和教育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是指人的生理作用

或机能
。

他认为
“

恶
”

与
“

善
”

一样
,

是人的后天道德行为
,

后天的道德行为所以有恶
,

是由于
“

引蔽习染
”

的结果
。

“

其恶者
,

引蔽习染也
”

2j[ `凡 )
,

也就是说
,

某些人的恶劣品

质是由于外物引诱
,

人为之蔽
,

积习浙渍而成
,

它不是先天

具有的
,

而是后天形成的
。

颜元认为
,

每个人的
“

气质
”

虽

各有
“

差等
” ,

但都是
“

善
”

的
,

是各个人做人成才的本钱
。

并且认为
“

圣人变人也
,

其口鼻耳与人同
” , “

人须知圣人是

我做得
,

不能作圣
,

不敢作圣
,

皆无志也
’ ,

2([] “ “ )
。

所以
,

应通过教育和学习
,

充分发挥自己
“

气质
”

的机能
,

人人都

可以成为
“

圣贤
” 。

若因
“

引蔽习染
”

养成了恶习
,

经过教育

是可以革除的
。

所不同的只是每个人的
“

外染有深浅
” ,

“

习染重者
,

不易反也
” 。

不易反不是不能反
,

不过其下功

夫各有大小难易
,

只要努力学习和获得教育
,

终必
“

去其染

着之尘污
” 。

教育对人的理性价值
,

在于能够改正受外界

影响的不良习性
。

颜元还认为
,

人性虽然皆
“

善
” ,

但各人的
“

气质
”

并不

完全相同
,

因而他提出善有
“

第善
” 、 “

性有等差
”

的个性论
。

气质之偏
,

并非恶
,

而是各人有各人的特征
。

所以
,

所谓的
“

气质偏
,

而即命日恶
”

是不对的
。

各人气质之不同
,

正是

各人个性的基础
,

教育就应该根据学生的特长与个性来进

行
。

他认为人是有所短的
,

不能任其自然发展
,

而必须加

以教育补救
。

不过
,

他认为补救的办法
,

不是
“

变化气质
”

的本性
,

而是发展其本性
。

他说
: “

甚刚的人亦必有柔处
,

甚柔的人也必有刚处
,

只是偏任惯了 ;今加以学问之功
,

则

吾本有之柔自会胜刚
,

本有之刚自会胜柔
。 ’ ,

川 (氏冈即以

教育为手段
,

用
“

学问之功
”

助短为长
。

个性和才能是否能

获得充分发展
,

则要靠教育来实现
,

这充分体现了教育的

理性价值
。

(二 )教育的工具价值

教育的工具价值也叫社会价值
,

指教育对人类社会发

展的促进作用
。

颜元的教育工具价值取向的提出同样是

建立在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之上
,

先破后立
,

形成了他实学

实用性质的工具价值
。

1
.

教育的政治价值

颜元非常重视教育的政治价值
,

而政治价值的实现主

要是通过人才培养
。

他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经世致用
、

有

才有德的实用人才来作用于社会政治
,

以实现
“

大治
”

的太

平社会
。

所以
,

颜元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对政治人才的培养

功能
。

颜元说
: “

朝廷
,

政事之本也 ;学校
,

人才之本也
,

无人

才则无政事
。 ”

z[J ( 4P 03) 人才是学校培养的
,

学校教育就关

系到朝廷和政事
。

人才为政事之本
,

而学校尤为人才之

本
。

颜元把学校与恢复
“

井田
”

制视为当时重要的两项工

作
,

他对当时以理学为考试范围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极

为不满
。

他说
: “

魏晋
,

学政不修
,

唐
、

宋诗文是尚
。

其流毒

至今日
,

国家之取士
,

文字而已
,

贤宰师之劝课者
,

文字而

已
,

父兄之提示
,

朋友之切磋
,

亦文字而已
。 ”

tz] ( P t的 )
“

八股

行而天下无学术
,

无学术则无政事
,

无政事则无治功
,

无治

功则无升平矣 ! 故八股之害
,

甚于焚坑
’ ,

21[ 《% 9 ` )
。

颜元极力反对程朱理学之空谈必性而不切实用
,

造成

了无数文弱书生
。

祸国害民
,

正所谓仙佛之害
,

止蔽庸人 ;

程朱之害
,

偏迷贤知
。

这些理学培养出来的
“

白面书生
” ,

只会静坐空谈心性
,

背诵经文
,

浪费时间
,

消耗人才
,

败坏

风气
,

国将不治
。

理学产生于宋
,

它随封建统治 日趋没落

而出现
,

是宋时战乱情况下加强对人们统治的需要
。

然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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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学的静坐穷理终究没有使国家强盛
,

当国家危亡时
, `

气匕

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
,

下不见一 可将可相之材
” ,

而
“

两手

以二帝界金
,

以沛京与豫矣 !
”

终于使宋偏安于江南
。

这时

的南宋并没有能重新收拾河山
,

而是更加腐败
,

最终灭于

元 明朝理学大兴
,

所培养出来空谈心性的白面书生更是

难以经世济国 当清兵侵袭时
,

只能一筹莫展
、

束手无策
,

无事袖手谈心性
,

临危 一死报君王
” 2 } ( P , ’ )

、

腐朽的明心

见性之学
,

无力扶危定倾
,

终于将明朝江山断送掉 了
。

颜

元亲历清兵入侵
,

明朝覆灭
,

究其原因
,

实为宋理之害
。

空

言之害
,

浮文无用
, “

观诸宋明
,

深为可悲
” 。

因此
,

他主张

用学以致用的
“

实学
”

教育来代替毫无意义的
“

浮文
”

教育
,

以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
,

作用于社会的

政治
、

经济
,

从而实现国富民强的太平社会之理想
。

他说
:

“

天下之学校皆实才实德之士
,

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

臣
,

天下之学校皆无才无德之士
,

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

碌臣
。 ” 〔2〕( 4P O3 一 4 04 》教育是为国家培养既懂政治又懂经

济
,

能为国家人民办事的官吏
。

他把学校和社会政治
、

经

济紧密联系在一起
,

教育的政治价值在颜元这里得到了充

分体现
,

教育成了
“

安天下
”

的重要工具
。

2 教育的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是指满足人们从事生产和再生产需要
,

以促

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功能属性
。

颜元认为教育与经济关

系紧密
,

主张教养并重
,

养先于教
。

他说
: “

教以济养
,

养以

行教
,

教者养也
,

养者教也
” , “

学校未兴
,

已养而兼教

矣
、

”
〔2 (j P `“ 4 )教可以推进生产以济养

,

而养也可从生产劳

动中来推行教
〔 “

教
”

的价值在于促进经济的发展
。

也就

是说
,

通过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
,

从而提高人们的

生产水平
,

使人民大众富裕起来
。

而经济发展了
,

人们生

活水平提高了
,

反而有更大的实力来促进教育的发展
。

他

所提倡的六德
、

六行
、

六艺教育内容
,

就是培养真才实才
,

以富天下
、

强天下和安天下
。

不过他还是主张先
“

养
”

后
“

教
”

的
,

这便是继承了孔子的
“

先富后教
”

的思想
。

他认为

要使国家富强就得
“

预养
” , “

菲供膳
,

薄税敛
,

汰冗费
,

以足

民食
” ,

然后再进行
“

预教
” , “

简师儒
,

申孝梯
,

崇忠义
,

以保

民情
”

颜元的教育经济价值
,

还可以从学校人才培养上看出

来
。

颜元说
: “

无 人才则无政事
,

无政事则无治平
,

无民

命
。 ”
仁2 只 ’ ,39 8 )有人才者则有政事

,

有政事则有太平 他认

为人才与政事是直接联系的
,

而政事则与国富民强
、

社会

太平
、

人们能生活下去相联系
,

人才是治平大业的关键
。

颜元 认为要使国家富
、

强
、

安
,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

第一
,

发

展生产 ;第二
,

官民皆兵 ;第三
,

兴教育
,

办学校
,

举人才
,

达

到
“

长治久安
” 。

在他看来
,

国家富
、

强
、

安关键在于人才
,

而人才主要出于学校
,

所以学校教育乃富
、

强
、

安之本
。

颜元从经济实用主义出发
,

主张学校应培养
“

圣贤
” 、

他所说的
. `

圣贤
”

是什么特征呢 ? 就是
“

人必斡旋乾坤
,

利

济苍生
,

方是圣贤
”

圣贤有两种
:
一是德才兼备的各级官

2 6

吏
,

二是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
、

颜元认为
,

要想经世治平
,

仅有实才实德的
“

君相
”

和
“

百官
”

是不够的
,

还必须有
“

百

职
”

的专门人才
,

这些百职人才能够直接
“

生民办事
” ,

发展

社会经济
。

颜元对教育经济价值的重视
,

还反映在其教学内容

上
。

他在肥 乡主持漳南书院时
.

就设有
“ `

艺能斋
” ,

课水学
、

火学
、

工学
、

象数等实用科
,

以培养专门的经济人才

二
、

颜元教育价值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 )注重教育的工 具价值

颜元一反传统儒学
“

重义轻利
”

的思想而提出
“

正其谊

(义 )以谋其利
,

明其道而计其功
”

的功利主义思想
,

反映在

教育上便是实学实用的教育价值观
。

不可否认
,

教育是社

会的一项事业
,

学校是社会中的一种机构
,

教育必须要与

社会相联系
。

颜元在商品经济已萌芽的明末清初突出了

教育的工具价值
,

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

也几乎在同一

时期
,

欧洲文艺复兴出现了高潮
,

继而出现了国家主义价

值观
,

国家加强了对教育的干预
,

更加强化了教育的工具

价值作用
。

工业革命后
,

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被推到了社会

的中心
,

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经济发展
,

教育的工具

价值最大限度地显示出来了
。

学校与其他社会机构一样
,

服务于社会是理所当然的
。

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中的作

用越来越大
,

现在许多发达国家正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

代
。

而我国现阶段还比较落后
,

还处于农业经济
、

工业经

济和知识经济等几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时代
,

其中又 以农业

经济和工业经济为主
,

西部很多农村地区还没有脱贫
,

工

业生产水平还不是很高
,

科技水平欠发达
,

人均生产总值

还比较低
,

综合国力还不强
。

在这种情况下
,

教育的工具

价值更需要受到重视
。

我们应充分发挥教育的经济价值

作用
,

最大限度地培养科技人才
,

真正做到科教兴国
,

把我

国推向现代化
。

早在 19 95 年
,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

进步的决定》中
,

就正式提出了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发展

战略
,

把科学和教育的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在全

国科技大会上
,

江泽民指出
: “

科教兴国
,

是指全面落实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

坚持教育为本
,

把科技和教

育摆在经济
、

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

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

及实现生产力转化的能力
,

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
,

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

道上来
,

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 ”

同年
,

党的十四届五

中全会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九五
”

计划和 201 0 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中
,

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后 15 年

直至 21 世纪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

一
。

朱榕基在人民大会堂也宣布了
’ `

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

最大的任务
” 。

199 8 年 5 月 4 日
,

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

建校一百周年大会
_

L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
:

’̀

教育应与经

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



知识贡献
。

这是面向 1 2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 ”

教

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

教育的

战略地位日益得到落实
,

科教兴国战略的思想日益深人人

心
。

我国现阶段教育方针也显示出了教育的工具价值
:

“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必须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
,

培养德
、

智
、

体
、

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 “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

已全面

概括了教育的社会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科技等方面的价值
。

国情既是如此
,

我们必须加强教育服务社会的工具价值
,

为国家的富强
、

人民的富裕服务
。

(二 )教育的理性价值不容忽视

颜元在重视对教育工具价值的发挥时
,

并没有忽视其

理性价值的作用
。

我们在加强教育的社会价值的同时
,

也必须注意这样

一个问题
:

西方发达国家在加强教育工具价值的过程中
,

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

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这是我国在加强教育工具价值时应避免的
。

二战以后
,

科技高度发展
,

经济高度发达
,

教育为之做

出了重大贡献
。

西方教育在参与
、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时
,

走的是一条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之路
,

在科技
、

经济高度发

展的背后带来的却是人们信仰的危机
、

精神家园的失落
,

人变成了一种工具而失去了人性的本真
,

这些正遭到来自

西方社会的批评
,

强烈要求教育价值取向向理性价值转

变
,

呼唤教育培养人的理性价值
。

21 世纪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
,

经济建设

成为中国社会中心任务
。

中国在全方位向现代化迈进的

过程中
,

教育的经济功能增强
,

科技理性被倡导
,

人力资源

开发越演越烈
。

国家
“

科教兴国
”

战略将教育的经济价值

提升到很高的地位
。

社会发展靠科技
,

科技发展靠人才
,

而人才的获得只有靠教育
。

教育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而且社会也给予其厚望和重托
。

然

而
,

在强调教育社会功能和价值时
,

人们同时发现教育的

本体价值被歪曲
、

践踏
,

科学理性凌驾于人文关怀之上
,

工

具价值席卷整个教育领域
。

重新审视教育问题成为当务

之急
。

上世纪末已出现的科学至上主义所造成的理性猖

撅
、

情意缺失
、

人本沦丧
、

物性至尊等现象
,

呼唤
“

重估一切

价值
”

(尼采语 )
。

如何从异化的理性人
、

工具人
、

经济人回

归为真正的人
,

这成为人们冥思苦想
、

大伤脑筋的一个难

题
,

教育在解决这一难题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

中国正

处在大力发展经济的特殊时期
,

中国教育价值取向如何
,

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

我们在重视教育的

工具价值时
,

切不可忽视教育的理性价值
。

教育的一个基

本特征就是教育对社会和人的双重价值
,

强调一方而忽视

另一方都是不对的
,

所以
,

我们要充分发挥教育的这两种

价值而不能有所偏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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