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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通过王夫之先生
“

知
, '

与
“

行
, '

统一的教育主张
,

回顾其反对传统理学教育
,

建立具有初步民主 思想新教育的历 程
,

深刻反映了政治与经济领域 巨大变动下
,

以王夫之为脊梁的思想
、

学术领域进步的实学思潮
。

关键词 王夫之
“

知
”

与
“

行
”

统一 教育思想

王夫之
一

是我国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

教育家
。

王
“

行可兼知 知不可兼行
, ' 、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等教育主张 但最为人所

夫之 岁的时候就中了乡秀才 岁时又中了举人
。

当年 他曾以 知而且认可的是他主张的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教育思想
。

在
“

知
”

与

“

东林
, '

和
“

复社
, '

的楷模组织起了
“

匡社
, '

此后带兵起义 窟力阻止南
“

行
, '

的关系认识上 压夫之摒弃了王守仁
“

知行合一
”

的学说 汉否

下的清兵
。

然而不幸失败后 他又投到了桂王政权下的翰林院担任庶 认了朱熹
“

知先行后
”

的思想 他认为应该先有实践再有认识 从识

吉士一职 后来再度惨败 他辞去职务 返回老家湖南 从 岁开始 和实践没有轻重之分 而是
“

知
”

与
“

行
, '

两者统一起来 齐头并进 相

就流走于湘西一带 和瑶民一起居住 开始讲学 并写作 以传播自己 辅相成
。

王夫之说
“

知行相资以为用 难其各有致功 而亦各有其

的教育思想
。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教育思想最能代表王夫之一生的思 效 放相资以互用
。

则于其相互 益知其必分矣
。

同者不相为用 资于

想精华
。

此后 压夫之写下了不少被后世认同的著作
。

现在流传下来 异者乃和同而起功 此定理也
。 ” 团他还主张 厂行可兼知 而知不可兼

的王夫之著作《船山遗书》 种 共有 卷 敷育
、

哲学和政治的著 行 ,''' …君子之学 未尝离行以为知也
。 ” 团他强调应该认识到

“

知
”

与

作《读四书大全说》
、

《尚书引义 》
、

《周易外传 》
、

《黄书》
、

《张子正蒙注》
、 “

行
, '

各自的作用 同时
“

知
”

与
“

行
, '

相互为用
。

也就是说 人的行为应

《噩梦 》等多部
。

王夫之还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他继承并发展了中国 该是认知和行为同时进行的 才能
“

知同而起功
”

这既是人类认识

传统哲学朴素的唯物论 形成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

历史观 捉使中国 事物的一条普遍规律 也是重要的教育思想
。

与此同时 压夫之反对

古典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到达了新的高度
。

王夫之的教育思想与他
“

生而知之
, '

的观点
。

他认为 人的知识并不是源于
“

天才
, '

而是源于

的哲学观点
、

政治思想有着密切联系 他在知行关系
、

理欲关系
、

人性 人与外界事物进行接触
、

交流 是靠后天的实践来获取经验的
。

论
、

学思关系等教育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

正如春秋战国时期出了孔子
、

老子
、

墨子
、

孟子
、

韩非子等大思

一
、

学术成就
“

知
”

与
“

行
”

统一的教育思想 想家 压夫之处身于中国动乱的明末清初时期 他期待能通过自身

王夫之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教育思想 他先后实行
“

行先知后
, '

月、

对教育的改革 造就经世致用
、

能
“

知
”

能
“

行
, ' 、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人

孝
, '

阶
。

荀子将国家统治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与秩序定为真正的
“

大孝

和道义
, '

可见他与孔子和孟子的不同
。

孔子的思想重在尊重亲孝
,

孟子的重在供养亲孝
,

但是荀子的思想则将孝道升华到了一个新的

等级
,

将其作为维护封建统治中心的工具来应用和提倡
,

从根源来

看 正是这三位圣人生活的不同时代决定了其思想侧重点的不同附
。

荀子在游历各国过程中 眉到了各国奋发图强 积极进行改革的风

貌 接触到了众多为巩固国家统治秩序积极投入的著名学者 他已

经意识到自己的时代是秩序被确立和巩固的时代 所需要的是能够

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思想工具 因此 他十分强调孝道服从于
“

大孝
”

和
“

道义
, '

的思想 提出了从义不从父
。

四
、

君恩大于父恩

在政治观点方面 简子与孟子存在较大分歧 这主要是受二者
“

性善论
, '

和
“

性恶论
, '

的影响 正因为荀子认定人性本恶 所以对于

个人的品质和性情关注较少 更多地注重礼治和法制的力量以及圣

人的教化影响
。

在荀子的著作中 他将天地君亲师并重
,

以此来体现

忠君的重要性
。

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 所长期供奉的天地君亲师文

化正是源于此 从孔子提倡遵守
“

大义
”

这个思想取向来看 他对于

君恩大于父恩这个观念的积极提倡也就不难理解
。

在 《韩诗外传 》中有一篇能够很好阐释春秋时期忠与孝矛盾的

故事
。

齐宣王问田过 厂我听说 信奉儒家的人
,

当父母亡故的时候
,

孝子要守孝三年
。

那么 对于信奉儒家的人 君王和父母 娜个更为

重要呢
”

田过回答 厂大概君王不如父母重要
。 ”

宣王不高兴 说道

“

那为什么你离开亲人而为君王效力呢
'

田过回答 厂如果不是君王

赐予的土地 我就没有办法让我的父母有容身之所
。

如果没有君王

赐予的棒禄 我就没有办法奉养父母
。

如果不是君王赐予的爵位 我

就没有办法让我的父母地位显赫
。

我从君王得到的东西 都鲜于我

的父母
。

所谓为君王效力 是为了父母而已
。 ”

宣王不悦 却无言以

对
。

这种忠孝无法两全的选择正是春秋时期典型矛盾的一种缩影
。

在荀子的认知里 君恩和亲恩既是等同的 但是同时也有所区别 在

大义面前要忠于君主 这也明确提出
“

隆君
, '

思想的首位儒家学者
,

他将保护君主的绝对权威作为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方面 将君权高

于父权 忠大于孝进行阐述和定义 与其大一统的时代发展趋势正

契合 河以说是荀子儒法思想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 与孔孟思想也

存在着较大分歧 河以说是对春秋争霸时期社会上众多忠
、

孝矛盾

的解答 也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变革叽

从荀子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来看
,

孝并非是他关注的主体 而

是由此改造后延伸出来的对于国家忠义
、

对于礼制的维护效果更为

他所重视 这种迎合现实政治发展需求的思想发展可以说为后世儒

家学说地位的奠定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

人儒泰对家秦子长儒先李孟

韩非
“

法三

评荀子鱿
论儒家

`
,

宪峰为辽

子的君 玉志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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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

以担任救乱世的历史重任
。

因此 扩
`

知
”

与
“

行
, '

统一还体现了王夫

之的人才观 也就是迫切突破封建社会
“

两耳不闻窗外事 厂心只读

圣贤书
”

的人才要求
。

王夫之倡导的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教育思想 与

毛泽东在 《实践论》中提出的
“

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
”

的辩证唯

物论观点相一致
。

二
、

从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教育思想追溯王夫之的教育探寻之路

王夫之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生平经历
。

王夫之从小刻苦学习
,

他的聪明以及对古文化的兴趣令人不敢置信
。

他的父亲又是当地颇

有名气的学者 这样的家庭背景对王夫之的求学和他的理想追求的

影响都很大
。

他四岁就进入私塾 仅七岁就初步通读了文字艰深的

十三经
。

父亲还在王夫之 岁的时候就给他讲解了儒家著作 教他

学了五经经义
,

良好的家庭教育促使王夫之 岁就中了秀才 这在

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

年 明崇祯十一年 , 岁的王夫之在

长沙岳麓书院闭门苦读藏书
。

王夫之专注学问 为以后的学术思想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他 岁中举人 汉进京考进士 可惜当时的李

自成
、

张献忠发动农民起义 胆止了王夫之的仕途 他只好回家
。

不

久 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 二青兵入关 朋朝灭亡
。

王夫之悲

愤欲绝 他在 以 年拒绝了参加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 直至起义

军胁迫他的父亲作为人质 压夫之刺伤自己的脸部和肢体后 去见

义军
,

以示自己坚决的态度
。

起义军大为惊诧 释放了王夫之的父

亲
。

他曾于衡山等地图谋起兵反清复明 但势单力薄 失败后辗转流

落广东肇庆 效力南明桂王政权 继续探索革命的道路
。

起初 身处

动乱社会的王夫之并不知道南明桂王政权到底如何 他在革命探索

的道路上 从识到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 他也因此深表不满
。

后来 压夫之反对王化澄 差一点就被抓进监狱坐牢 他几经坎坷逃

到了桂林 投靠翟式粕 河是过了不久 这条路还是行不通 翟式粕

殉难后 压夫之也就流浪在湖南的晋宁
、

郴州
、

来阳
、

语溪
、

涟郡等

地 等待再次大显身手 可是当时他身处的环境对他极其不利 于是

他返回老家 长期住在了湖南省湘西苗瑶山区
。

吴三桂攻占衡州后
,

派人请王夫之出来做官 压夫之不肯服从 清朝官吏带了许多大礼

前来讨好王夫之 也都被他拒之门外
。

因为王夫之他认为 浓民赶走

了皇帝 就是造反 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我王夫之坚决不会卖身求

荣
。

他还认为清兵入关
、

夷人统治汉人这两件事更不合理
。

所以他隐

居于湖南湘西苗瑶山洞 最后在衡阳的石船山定居 从此闭门写书
。

王夫之隐居后 仍然坚持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精神 至死都没有按

照清朝的法令剃发留辫
。

他著书的目的 也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

主张
、

教育思想 他的一生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 至死不变
。

从王夫之历经坎坷与艰险的前半生来看 他先后实行
“

行先知后
” 、

“

行可兼知 知不可兼行
, ' 、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等教育主张 与他前半生

探索革命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
。

王夫之的前半生实际上也是在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历程中走过 他以自己的生命历程践行了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思想 始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王夫之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思想指导下的思想成就
。

王夫之在

他的著作中 提出了许多唯物主义教育观点 包括人性论
、

理欲关

系
、

知行关系
、

学思关系等方面 他对理学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

同时又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这与他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指导思

想是密切相关的
。

例如 压夫之关于人性的观点 主张人性是后天学

成的 而不是天然所致 是
`

旧生则日成
” 、 “

继善成性
, '

的结果
。

王夫

之还认为
“

习
”

在人性形成
、

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

他说 厂孟子言性 孔

子言习
。

性者天道 习者人道
。

《鲁论 》二十篇旨言习
。

故曰
`

性与天

道不可得而闻也
。 '

已失之习 而欲求之性 虽见性且不能救其习 况

不能见乎 《易 》言
, `

蒙以养正 圣功也
'

养其圣于童蒙 则作圣之基

立于此
。

人不幸而失教 焰于恶习 耳所闻者非人之言 月所见者非

人之事 日渐月渍于里巷村落之中 而有志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 非

洗髓代毛 必不能胜
。 ” 圈这一段话说明

“

习
”

对于人性的重要 也就是

说 扩
`

行
, '

能影响人的
“

知
”

延伸到教育的问题上 就是说明要改变不

良习惯 极不容易 必须从小就注意教育
。

三
、

王夫之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思想对中国后世教育观的影响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教育思想影响我国当代德育施教
。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教育思想 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被作为一条德育施教原则体

现出来 可见王夫之对当代德育施教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教育思想

不是越新鲜就越好 而是一种教育思想或教育理念是否对施教具有

良好的效果
。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教育思想 面对当今教育的新形势
、

新要求 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教育思想折射我国当代教育的主流方向
。

王

夫之指出 厂力行然后知之真
, '

他认为
“

知
”

的目的是为了
“

行事
, '

月口
“

力行
, '

不仅是获得真知的可靠途径 而且是
“

知
, '

的目的
。

这种观念和

当代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是一致的 比如软件工程技术硕士教育
、

园

艺技术职业教育等培养出来的学生 就业的目的性极强
。

王夫之强调

在教学过程中 还必须注重实践 即
“

教必著行
, ' 。

教的知识 要能学以

致用 才达到了教学的目的
。

现在看来
,

当今国内的大学教育和职业

技术教育 正是践行着王夫之的知行观以及
“

教必著行
, '

的思想 扩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教育思想折射我国当代教育的主流方向
。

中国教育要

实行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和我国的国情和人本身的需求息息相关
。

' 知
”

与
`

行
, '

统一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师素质提出要求
。

王夫之

谈教学原则时指出州夫学以学夫教 而学必非教 教以教人学 而教必

非学
。 ”

这里注意同时对教学双方提出相关要求 他阐明了教与学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
。

正如
“

知
”

不等于
“

行
, '

扩
`

知
”

也无法代替
“

行
, '

学不

等于教 而教也不能替代学 犷
`

知
”

与
“

行
, '

统一 敷与学也是必须统一

起来 这是相当具有辩证法的
。

王夫之又说 厂善教者必有善学者 而

后其教之益大
。

教者但能示以所进之善 而进之之功 在人之自
`

悟
。 ”

指出教学的目的 是为了学
。

教师起引导作用 而不是代替学生的学

习 学生有所得 主要靠学生的
“

自悟
, '

也就是放手让学生亲自践行
“

知
”

与
“

行
, ' 。

王夫之要求教师必须是一名
“

善教者
, '

开展教学活动
,

能使学生发生兴趣 觉得有所收益 达到
“

本心乐为
”

才能进步
。

这和

当代教育倡导的教育观是一致的 教师必须顺应学生的情感和兴趣
,

加以引导 使之乐学 而不能一味地强迫学生勤勉刻苦
。

王夫之主张的
“

知
”

与
“

行
”

统一的教育思想 是以他的唯物主

义思想
、

社会进化论和
`

旧生日成
” 、

人性是后天学习而成的人性论

学说为基础的
。

他以接近反映论的原理 闻明并发展了中国古代关

于
“

知
”

与
“

行
, ' 、 “

学
”

与
“

思
, '

相结合的教育原理
。

提出以
“

心思
”

为

主
、 “

行可统知
” 、 “

学思相资
” 、

以
“

行
, '

为基础的教育教学理论 形成

了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

为我国当今教育事业提供了很高的

借鉴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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