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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王守仁基于
“
心学

”

的教育思想与 实戏是时当时教育批判和改造的结果
,

其 目的是

革除当时教育中存在的功利主义学风
、

机械化的培养模式和不平等的师生关 系等弊端
。

在其教育

思想与实践 中
,

教育是个体 自我完善的过程
,

是 同受教育者 自身生活世界密不可分的 自我 实践
、

体验与反思的过程
,

同 时也是对受教育者进行全人生指导的过程
,

其教育思想与 实践对现代教育

极富借鉴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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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 ( 147 2一 15 28 )
,

浙江余姚人
,

字伯安
,

号阳明
,

世称阳明先生
,

为阳明学派的

创始人
,

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思想家
、

教育家
。

他自三十四岁在京师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任上

开始讲学授徒以来
,

讲授不辍
,

即使政务佼惚
,

在职事之暇即聚众讲学
,

凡二十三年
。

弟子

门人遍布各地
,

有明一代之经师
、

学者出于其门者众多
,

黄宗羲 《明儒学案》 列名记载的就

有六十七人
。

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
,

其影响甚至及于 日本等国
。

在王守仁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中
,

围绕知识的授受与方法的开示而展开的教育活动实际上

是一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不断追求和展示主体性的过程
,

是一个关注受教育者整体人格

的过程
,

是一个渗透于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过程
,

也是一个淋漓尽致的展示教育者高超教育

艺术和教育智慧的过程
,

这是王守仁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根本特征
,

也是其生命力所在
。

一
、

知识 : 特征
、

授受及其获取

知识的授受是任何教育活动都具有的
,

关键在于知识的特征
、

授受的方法
、

途径和价值

及知识是如何获取的
。

王守仁在其教育思想与实践中也非常重视知识的传授与获取问题
,

教

育活动同样是以对学生知识的传授和学生对知识的获取为起点的
,

只不过由于它被纳人王守

仁心学教育体系之中
,

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

与传统知识的传授与获取有着明显的差别
。

1
.

知识的特征

存在的先验性与平等性
。 “

良知
”

在王守仁心学体系 中是一个基础性范畴
,

就其性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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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它是一种知识
,

就其存在而言
,

乃是先验内在于人的
,

系于人而不系于天
,

即它不是我

们在后天经过一系列的思维活动如分析
、

综合等而得出的结论
,

而是与生俱来的
,

并且它的

存在与每一个体的德行
、

智力
、

地位
、

财富状况等无关
,

因此在先验中包含有平等性
,

愚夫

愚妇与圣贤同此良知
, “

良知之在人心
,

无间于圣愚
,

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 ,

①不同之处在于

是否对其明了
,

能否依其行事
。

内涵的意义性与整合性
。

在王守仁看来
,

良知无所不包
,

甚至天地万物也在良知的发用

流行中
,

正是有了良知的存在
,

天地万物包括人才有了各自的价值
,

人们也正是用 良知审视

自然万物的价值
,

用 良知衡量人类德行的高低
,

因此
,

它是一种意义 的给予而非事实的获

取
。

同时
,

良知具有整合性
,

它以知为基点
,

将知
、

情
、

意
、

行整合在了一起
,

即 良知是一

种充满了情感
、

显现着意志的能够也必将以行为体现出来的知识
,

用王守仁的话来说
, “

良

知之体
,

本自聪明睿知
,

本 自宽裕温柔
,

本自发强刚毅
,

本 自齐庄中正文理密察
,

本自溥博

渊泉而时出之
’

心
。

获得的经验性与体验性
。

良知虽然人人都有
,

但这种
“

有
”

只是就其存在状态而言
,

是

一种潜在的
“

有
” ,

要想真正拥有良知
,

就必须经过后天经验的积累 以及建立在经验积累上

的生命的体验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良知是不可言传的
, “

强为之言而益晦
” , “

妄为之见而益

远
” ,

③其价值也只能通过人的行为加以体现
。

王守仁一生学问历经数变
,

开始时为应科举而

泛滥于词章
,

后 闻朱熹
“

格物致知
”

之学
,

终因觉其析心与理为二而弃之
,

后又将学术兴趣

转向佛老之学
,

又觉其脱离世事
,

直至创立心学才定下其
“

致良知
”

的学问大旨
,

良知之

学
,

正是基于其多年的经验积累和体验所得
,

用他的话讲
: “

某于 良知之说
,

从百死千难中

得来
,

非是容易见得到此
。 ” ④

体现的实践性与广泛性
。

良知的获得与体现在王守仁看来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

一方

面
,

个休从实践中通过体验获得并加深了对良知的理解
,

另一方面
,

良知的价值也体现于对

外清勺实践行为的指导过程中
, “

知之真切笃实处
,

即是行 ; 行之明觉精察外
,

便是知
” ,

⑤因

此上
,

良知的获得与体现是一而二
,

二而一 的
。

同时
,

良知的价值体现也具有广泛性
,

它并

不仅仅体现于运用其从而达到对疑难问题的解决
,

它的价值更重要的体现于对个体日常行为

的调节与指导
,

从根本上讲
,

良知贯穿于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
,

融合进个体的所有生活内

容
。

总的来说
,

作为知识的良知是融理性与非理性
、

先验存在与经验获得
、

内在知识与外在

行为于一体的
,

具有与传统知识非常不同的特征
。

2
.

知识的授受

在王守仁的教育实践中
,

知识授受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

既有当面的指导
,

也有书信的

往来 ; 既有集体的讲授
,

也有个别的启发
。

对作为一种知识的良知的存在状态
、

内涵
、

获得

的途径及其价值的体现的理解使得王守仁对知识的授受的认识与传统教育中知识的授受有着

很大的差异
,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对知识授受有限性的认识
_

L大大超越了前人
。

可以说
,

对

知识授受有限性的认识是王守仁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独到之处
,

这种有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

其一
、

良知从其性质上来说是体验性的而非知解性的
,

具有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特

点
,

因此良知的授受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的
。

明代教育家
、

王 门高第弟子钱德洪称
: “

师门

以
`

致知格物
’

之旨
,

开示来学
,

学者躬修默悟
,

不敢以知解承
,

而惟以实体得
” 。
⑥ “

以实

体得
”

即 良知是学者通过实践中的体验而获得
,

而非通过教师的讲解而明得
。

但实际上人们

由于意见的蒙蔽
、

习气的影响等各个方面的原因
,

对 自身先天具有的良知并不了解
,

更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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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依其行事
,

所以对良知的传授又是必要的
,

对于六经的学习也是必需的
,

但其与传统知识

授受己有了质的不同
:
王门之授受追求简易之道

,

是指导性的
、

启发性的
,

力求用最少的语

言说明问题
,

他以孔子与朱熹两人的教育经历为正反例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
孔子退修六经

,

删繁就简
,

开示学者
,

而朱熹早年著书多篇以示学者
,

到晚年方悔是做错了
,

因而对于知识

的授受来讲
,

言益详而道益晦
,

析理愈精而越支离无本
,

而这正是当时教育的一大弊端
。

他

讲
: “

今之所大患者
,

岂非记诵词章之习 ! 而弊之所从来
,

无亦言之太详
、

析之太精之过

软 !
” ⑦在这里

,

王守仁并未因为良知的不可言说性而采取与儒家经典讲授完全相反 的措施
,

或追随老子走向带有神秘意味的玄观
,

也没有 自限于和言说 (教师讲解 ) 相对的沉默
,

而是

走了另外一条道路
,

即在强调言说危险性的前提下确认了言说在现实教育中的必要性
,

他

讲
: “

世之讲学者有二
,

有讲之以身心者
,

有讲之以口耳者
。

讲之以 口耳
,

揣摸测度
,

求之

影响者也 ; 讲之以身心
,

行著习察
,

实有诸己者也
” ,

⑧讲之以 口耳
,

学生难以对知识有真正

的把握 ; 讲之以身心
,

则要求将教师的讲与学生的行结合起来
,

这样既发挥了讲说 的作用
,

又有效地克服了其局限性
。

其二
,

知识的授受并不能必然促进个体的发展
。

相反
,

如果知识的授受脱离了受教育者

的实践活动
,

脱离了受教育者自身的生活世界
,

那么强制的灌输和机械的记诵只会带来一系

列的负面影响
,

错误的诱导受教育者从知识技能上求为圣人
,

只能使受教育者向片面的
、

畸

形的甚至是相反的方向发展
,

这样记诵广
,

适以长其傲
,

知识多
,

适以行其恶
,

见闻多
,

适

以肆其辨
,

辞章富
,

适以饰其伪
,

结果只能是
“

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
,

才力愈多而天理愈

蔽
” 。
⑨

其三
,

知识授受的简易性并不意味着知识获取具有简易性
。

在王守仁看来
,

并不是所有

的疑问都可以通过讲解来解决
,

正好相反
,

教师的讲解必须和学生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
,

否

则的话只是谈味论色而已
,

追求讲解的简易性实际上意味着真正 的知识来 自在于事上的磨

练
,

来自于实践的体验
,

而这将是长期的
、

艰难的过程
,

其门人黄直对此也是深有体会
:

“

先生尝谓
: `

人但得好善如好色… …
’ 。

直初时闻之觉甚易
,

后体验得来
,

此个功夫著实是

难
。 ’ ,

L此外
,

知识授受的简易性有时也会产生误导
,

会使学生
“

或失则易
” ,

心浮气躁
,

浅

尝辄止而不实用功夫
,

王守仁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

因而他又讲
: “

某于此良知之说
,

从

百死千难中得来
,

不得已与人一 口说尽
。

只恐学者得之容易
,

把作一种光景玩弄
,

不实落用

功
,

负此知耳
。 ’ ,

@

3
.

知识的获取

王守仁认为
,

知识的授受只是知识获取的一个途径
,

而且就其重要性讲
,

它远远没有那

些经由长期实践的通过受教育者 自身的思索与体悟而得的知识丰富
、

深刻
、

真实和有效
。

从

不同的侧面看
,

知识的获取有着不同的性质
:

其一
,

从良知本体即知识的本来存在状态而言
,

知识的获取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由迷到悟

的知识的恢复过程
,

知识只不过从潜在状态转为显现状态
,

本身并无丝毫的增减
, “

良知

… …不能不昏蔽于物欲
,

故须学以去其昏蔽
,

然于良知之本体
,

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
” 。

,

当然
,

这种恢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原
,

而是一个经过长期的实践与体验后将本然之知化为

明觉之知的过程
,

将知识化为德性的过程
,

将知识内化为人格的过程
。

从本质上来讲
,

知识

的获取就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明了与理解的涵义
,

同时也是一个完整人格的 自我构建过

程
,

它
“

包含着 自我评价的准则与能力
,

展开为好善恶恶的情感认同
,

并以恒定的意向和坚

毅的努力制约着行为的选择与贯彻
” ,

。 是一个将理性的自觉
、

情感的自愿与行为的自然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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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在一起的过程
。

其二
,

从恢复良知本体的功夫来看
,

知识的获取过程则是一个有增有减的过程
:
从增的

方面看
,

知识的获取是一个经验的逐步积累
、

问题的渐次解决
、

体验的不断加深甚至个体行

为的日益合理 (
“

事事物物各得其理 ,’) 的过程
,

而且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
。

王守仁曾讲
:

“

我辈致知
,

只是各随分限所及
,

今日良知见在如此
,

只随今 日所知扩充到底
,

明 日良知又

有开悟
,

便从明 日所知扩充到底
,

如此方是精一功夫
” ,

。 又称
: “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 …是

多少次第
、

多少积累在
,

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
” ;L从减的方面看

,

知识的获取既是将蒙蔽

真知的错误的知识如个体的意见
、

习气与私欲等加以消除的过程
: “

君子之学
,

以明其心
。

其心本无昧也
,

而欲为之蔽
,

习为之害
,

故去蔽与害与明复
” ,

L也是将淆乱真知的虚假的知

识如训沽之学与记诵之学
、

词章之学等加以抛弃的过程
。

之所以说这些知识是虚假的知识
,

是因为它们犯了
“

析心与理为二
”

的错误
,

不是探啧索隐
、

劳苦终身而无功
,

就是恃才自

夸
、

虚浮自傲而无实
,

他讲
: “

圣学既远
,

霸术之传积渍已深
,

虽 在贤知
,

皆不免习染
。

… …于是有训话之学
,

而传之以为名 ; 有记诵之学
,

而言之以为博 ; 有词章之学
,

而侈之以

为丽
。 ” 。都是无根本的学问

,

这也是王守仁对传统教育的基本认识
: “

吾教人致 良知
,

在格

物上用功
,

却是有根本的学问
,

日长进一 日
,

愈久愈觉精明
。

世儒教人
,

事事物物上寻讨
,

却是无根本的学问
。 ” 。

二
、

方法 : 性质
、

教法及学法

“

有根本的学问
”

是讲求方法的学问
。

在儒家教育思想与实践中
,

方法一直是一个受到

关注的问题
,

而强调实践与体验的王守仁则把方法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

对教法与学

法的强调成了王门教学的一大特色
,

被看作是一个关系人的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

王守仁一生

为学三变
,

为教亦三变
,

为学三变使其最终奠定了致良知的学问宗旨
,

而为教三变使其最终

完善了自己的教学方法
。

可以说
,

几十年对教育方法的孜孜不倦的探索
,

不仅使王守仁对教

育方法有了深刻的认识与体会
,

而且也使得他对 自己的教学方法不断进行调整
,

使他创造性

地丰富和完善了其教育方法体系
,

也使他成为一个能够对方法灵活驾驭的教育艺术家
。

王守

仁的教学方法是综合性而非单一化的
,

是灵活 的而非僵化的
,

是富有人性的而非反人性的
,

时人称其
“

感召之机申变无方
”

毫不为过
。

1
.

方法的必要性及其两 面性
。

在王守仁看来
,

方法的必要的
,

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必须

借助于方法
,

但是也要认识到
,

方法的正确运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

而不当的方法则会引发

新的问题
,

因此方法又具有两面性
,

作为一个教育者
,

应充分了解这一点
。

他讲
: “

夫良医

之治病
,

随其疾之虚实
、

强弱
、

寒热
、

内外
,

而斟酌加减
。

调理补泄之要
,

在去病而已
。

初

无一定之方
,

不问症候之如何
,

而必使人服之也
。

君子养心之学
,

亦何以异于是 !
” 。 大凡去

病
,

都需用药
,

但良医能根据疾病之症候而随病用药
,

如此药到病除
。

君子为学
,

亦是如

此
,

要解决问题
,

就必须运用方法
,

如能根据问题之性质及其复杂性而运用恰当的方法
,

问

题自然迎刃而解
,

如果运用了不恰当的解决方法或者坚持用一种方法解决所有问题
,

则不仅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

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
, “

大抵治病虽无一定之方
,

而以去病为主则是一

定之法
。

若但知随病用药
,

而不知因药发病
,

其失一而已矣
。 ” ④

对方法两面性的认识使得王守仁一方面经常对门人弟子的为学方法进行指导
,

帮助他们

改变不好的学习和修养方法
,

另一方面
,

又不断的对自己教的方法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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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上不断的追求改进和创新
。

王守仁一生教法三变
,

开始教弟子静坐
,

随后又认识到专事

静坐会导致厌恶世事
,

有流于禅定之嫌
,

于是倡言知行合一
,

但学者又由此而泥于言诊
,

专

好讲说
,

未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

因此最终才定下
“

致良知
”

的教学方法
,

他曾讲
: “

吾年

来欲惩末俗卑污
,

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
,

以救时弊
。

今见学者渐有流人空虚
,

为脱落新奇

之论
,

吾悔之矣
。

故南瓷论学
,

只教学者存天理
,

去人欲
,

省察克治实功
。 ’ ,

⑧他在平 日的教

学尤其是在与弟子的书信往来中
,

对弟子多是亦师亦友的真诚关怀
、

鼓励和劝说
,

而较少严

厉的警责训斥
,

这也跟他对不当的教育方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认识有关
,

他讲
: “

前辈之

于后进
,

无不欲其人于善
,

则其规切砒励之间
,

亦容有直情过当者
,

却恐后学未易承当得

起
。

既不我德
,

反以我为仇者
,

有矣
,

往往无益而有损
。

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诱掖

奖劝之
。 ” ④

2
.

教法与学法
。

在王守仁看来
,

好的教育效果不仅取决于教育者的教法
,

更在于受教

育者为学方法
,

教育者不仅要知道如何教
,

也要知道受教育者如何去学
。

对方法的不断探索

与反思使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创造性很强的方法体系
。

其一
,

将集体教学
、

小组教学和个别教学结合起来
。

根据不同情况
,

王守仁采取不同的

教学方式
:
当求学的人数较多时

,

王守仁往往采取集体教学的方式
,

如据其弟子黄直所记
:

“

先生初归越时
,

朋友踪迹尚寥落
。

既后四方来游者 日进
。

癸未年以后
,

环先生而居者比屋

… …先生每临讲座
,

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
” 。 ; 平时弟子侍坐或随其外出时则

多采取小组讨论的教学形式
,

而在与弟子的书信往来中根据不同情况或解答问题
,

或鼓励诱

导
,

或警责训诫
,

进行的主要是针对性很强的个别教学
。

其二
,

将面授
、

函授和游学结合起来
。

王守仁非常注重面授
,

他曾讲
: “

书札往来
,

终

不若面语之能尽
,

且易使人溺情于文辞
,

崇浮气而长傲心
” ,

@在驻足之地
,

建书院
,

修社

学
,

并亲自讲学
,

先后创建或主讲于众多书院
,

如被滴龙场时
,

创龙冈书院
,

巡抚江西期

间
, “

四方学者辐揍
,

始寓射圃
,

至不能容
,

乃修镰溪书院居之
。 ’ ,

。 又集门人在白鹿洞书院

讲学
,

后又创稽山书院
,

在总督两广时
,

创敷文书院等
。

同时
,

王守仁又是中国古代一位非

常重视函授教育的教育家
,

通过书信往来
,

对弟子进行指导与答疑
,

仅 《王阳明全集》 所收

录的王守仁对弟子进行指导与答疑的书信就有一百多封
,

计十数万言
,

其情之真真
,

其意之

切切
,

无不显现于字里行间
。

在游历中进行教学也是王守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教学方式
。

王

守仁在滁州督马政时
,

因地僻官闲
,

日与弟子游于山水之间
,

夜晚弟子则随地请正
,

踊跃歌

舞
,

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

后来他也曾多次携弟子游于山水之间
,

吟诗唱和
,

点化弟

子
。

他曾赋诗一首
,

表达了对携弟子在山水之间同讲此学的向往
:

处处中秋此月明
,

不知何处亦群英
。

须怜绝学经千载
,

莫负男儿过一生
。

影响尚疑朱仲晦
,

支离羞作郑康成
。

铿然舍瑟春风里
,

点也虽狂得我情
。
④

而王守仁这种在游历中进行教学的效果也是明显的
,

其弟子称
: “

先生点化同志
,

多得

之登游山水间也
。 ” 。

其三
,

将教师指导
、

学生 自得与朋友切磋结合起来
。

王守仁在其教育实践中一方面 比较

好发挥了其作为一个教育者的主导性
,

另一方面非常强调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
。

从教的方

面来看
,

王守仁在其教育实践中贯彻了 《学记》
“

道而弗牵
” 、 “

强而弗抑
” 、 “

开而弗达
”

的

教学原则
,

在教学中一反当时盛行的灌输的教学方法
,

对弟子启发诱导
,

称
: “

故凡居今之

世
,

且须随机引导
,

因事启沃
,

宽心平气以薰陶之
,

侯其感发兴起
,

而后开之以其说
,

是故

为力易而收效溥
” ; ④他反对用同一个模式培养学生

,

采取因材施教
,

称
: “

圣人教人
,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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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束缚他通做一般 ; 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
,

捐者便从捐处成就他
。

人之才气如何同

得 ?
’ ,

。他反对急于求成
,

主张循序渐进
: “

正如学起立移步
,

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
。

吾方虑

其不能起立移步
,

而岂速虑其不能奔走千里
,

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起立习步之

习哉 ?
’ ,

④认为称
: “

教不由诚
,

日惟自欺
。

施不以序
,

孰云匪愚
。 ’ ,

。

从学的方面看
,

虽然说教师的指导是必要的
,

但关键在于学生的 自求 自得
、

自我体验和

自我解化
: “

学问也要点化
,

但不如自家解化者
,

自一了百当
。

不然
,

亦点化许多不得
。 ”

他

认为当时学者的通病就在于被动的接受知识而缺少一种自求 自得的主动性
,

缺少的是一种从

实践中体验真知的主体精神
,

是一种没有源头活水的死的学问
: “

吾辈通患
,

正如池面浮萍
,

随开随蔽
。

未论江海
,

但在活水
,

浮萍即不能蔽
。

何者 ? 活水有源
,

池水无源 ; 有源者由

己
,

无源者从物
。

故凡不息者有源
,

作辍者皆无源故耳
。 ’ ,

④因此
,

为学者不能过分依赖教

师
,

而应积极的去思考
,

主动的去体验
,

逐渐的去积累
,

着实的去实践
。

在王守仁看来
,

学

生依其不同的为学方法可获得三种不同的知识
:
记得的知识

、

晓得的知识与明得的知识
:
记

得的知识只是为学者通过记诵的方式所获得的知识
,

为学者还未对知识有明晰的理解
,

更谈

不上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 晓得的知识是指学生对知识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

但这种知识

仍然是一种外在的知识 ; 而明得的知识则是一种内在的知识
,

是一种经过长期的实践体验与

思考后获得的知识
,

它既是对内在良知本体的明了
,

也能 自觉的外化为行为
。

因此为学也不

能急于求成
,

不然则反受其害
: “

急迫求之
,

则反为私己
,

不可不察也
。

… …学问之功何可

缓
,

但恐著意把持振作
,

纵复有得
,

居之恐不能安耳
。 ’ ,
①当然

,

除了教师的指导与学生的自

得外
,

与朋友的切磋也是必不可少的
,

王守仁经常告诫弟子平日应多互相切磋
,

相互激发
,

反对离群索居
: “

君子之学
,

非有同志之友 日相规切
,

则亦易以悠悠度 日
,

而无有乎激励警

发之益
。 ” 。

三
、

智慧 : 人格的主体性追求

王守仁是 一位充满智慧的教育家
,

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处处闪耀着智慧的火花
。

在他

的视野里
,

无论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是不断追求并展示其主体性的个体
,

都是不断的追求

人格的独立性与完满性的个体
,

都是与其生活世界密不可分的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个体
。

个体

不仅仅是认知的个体
,

更是实践的个体
、

体验的个体
,

充满情感显示意志的个体
,

他在支配

着自己的思想与行为
,

不断的进行自我的超越并在超越中展现着 自我的创造性
。

在这里
,

传

统的教育观念
、

内容
、

方法
、

目标乃至个体的生存方式的价值被重新审视
,

教育与人的关系

被重新界定
,

教育以人为本而非人以教育为本
,

人不应该顺从和适应一成不变的教育模式
,

可 以说
,

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方主体性追求是王守仁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本质特征
。

1
.

强烈的批判精神
。

王守仁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一个特点是其强烈的批判性与怀疑精

神
,

这种批判性与怀疑精神几乎指向了传统教育的一切领域
:
他反对传统的记诵之学

、

词章

之学与训话之学
,

称它们为无根本的有害而无益的学问
: “

不 以植根而徒培奎焉
、

灌溉焉
,

敝精劳力而不知其终何所成矣
。

是故闻 日博而心 日外
,

识益广而伪益增
,

涉猎考究之愈详而

所以缘饰其奸者愈深以甚
” ⑥ ; 他反对教育者对受教育采取灌输的方法

,

将其看作是记得的

学问
、

死的学问 ; 他反对唯圣人与经典是从
,

提倡在为学上唯真理是从
: “

夫道
,

天下之公

道也
,

学
,

天下之公学也
,

非朱子可得而私也
,

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 ;④他反对学为举业

,

把

为学受教看作是科举的准备
,

将教育与个体的生活世界隔离开来
,

与个体的身心发展脱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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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

学者溺于词章记诵
,

不复知有身心之学
。

先生首倡言之
,

使人先立必为圣贤之志
。 ” @

对传统教育强烈的批判使得王守仁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带有明显的叛逆的色彩
,

遭到众多非

议
,

如有人称其
“

事不师古
,

言不称师
,

欲立异为高
” ,

。 即使明代学者
、

弟子徐爱开始听王

守仁讲学时也是
“

骇愕不定
,

无人头处
” 。
①当然王守仁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是与其 自我反思结

合在一起的
,

立足于长期的实践经验
,

在批判中有继承
,

有创新
,

有综合
,

因此强烈的批判

带来的最终结果不是破坏性的解构
,

而是建设性的重构
。

2
.

贯穿一生的 自我反思
、

体验与超越
。

具有主体性的教育者是反思型的教育者
,

而真

正的批判与自我反思是分不开的
,

自我反思使得批判更加深刻
,

只有经由自我反思才能达到

自我超越
。

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超越中王守仁不断的完善着自己的心学体系
,

不断的深

化着 自己对于教育本质的认识
,

不断的完善着 自己的教育技巧
,

也不断的培育着自己的教育

智慧
。

王守仁在对 自己长期为学与从教经历的反思中加深了对传统教育的认识
,

才使得自己

完成了
“

为学三变
”

与
“

为教三变
”

的自我超越
,

而且这种自我反思由于牢牢的根基于 自己

长期而广泛的实践经验
,

立足于自己丰富的人生体验
,

所以这种自我超越早已不属于狭义的

为学与为教的范围
,

其本质在于对人的本性
、

人的生存及人的发展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领

悟
,

王守仁在总结 自己为教经历时曾深有体会地讲
: “

医经折肪
,

方能察人病理
” ,

L教育者

应不断的反思和体验
,

只有这样
,

才能真正深人的切合实际的做到对受教育者的指导
。

可以说
,

自我反思
、

体验与超越使得王守仁成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批判精神与创新

能力的
“

人师
” ,

一位热爱教育事业有着强烈责任感与 自信心并对受教育者充满信心的教育

家
。

他热爱并勤于教育事业
,

自称
“

读书讲学
,

此最吾所宿好
,

今虽干戈挠攘中
,

四方有来

学者
,

吾未尝拒之 ,’; 。 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

弟子钱德洪称其师
“

平生冒天下之非诉推陷
,

万死一生
,

逞逞然不忘讲学
,

惟恐吾人不闻斯道
,

流于功利机智
,

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

觉
。 ” @他对自己和受教育者都充满信心

,

称
“

圣人之道若大路
,

虽有跋鳖
,

行而不止
,

未有

不止
” 、

。 “

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
,

更无掩藏回护
,

才做得狂者
。

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

言
,

吾亦只依良知行
。 ” 。 同时他也是一位具有渊博知识与过人智慧的教育家

,

一位有丰富情

感和高超教育艺术的教育家
,

一位有着极为曲折人生经历和丰富人生经验的教育家
,

一位真

正将为学与为人打通的具有人格魅力的并时时关注受教育者人格健全发展的教育家
,

如徐爱

便称 自己
“

朝夕炙门下
,

但见先生之道
,

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
,

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
,

就之

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
,

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
” ⑥

。

正因为如此
,

跟随王守仁受学
,

弟子们不仅时常有
“

惊然
”

的心灵震憾与人生启迪
,

也

有
“

跃然
”

的心领神会与悦志畅神
。

在 《王阳明全集》 中
,

常常可以看到对类似的教学效果

的记载
,

如
“

在座者皆惊然
”

(《全集》 卷三 )
、 “

听说到此
,

不仅惊汗
”

(《全集》 卷三 )
、 “

在

座者莫不惊惧
”

( 《全集》 卷三 )
、 “

一时在侍诸友皆惕然
”

( 《全集》 卷三 )
, “

不觉手舞足蹈
”

(《全集》 卷一 )
、 “

一时在坐者皆跃然
”

(《全集》 卷三 )
、 “

未尝不跳跃称快
”

(《全集》 卷三 )
、

“

闻之踊跃痛快
,

如狂如醒者数日
”

( ((全集》 卷三十三 ) 等
。

对那些泥于旧见
、

郁而不化的

弟子王守仁往往采取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办法
,

促使其产生
“

惊然
” 、 “

惊惧
”

式的警省
,

但

弟子通过其师的教学感受更多的是
“

跃然
” 、 “

手舞足蹈
”

式的悦志畅神
,

它
“

是教学主体在

和教学呈现的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
,

对永恒的人类实践活动和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瞬间体

验和愉悦
,

是教学中的主体双方在心灵碰撞相互作用中
,

对自我
、

他人
、

人类充满自信的自

我实现的愉悦
” 。
L这可以说是达到了教学的最高境界

。

3
.

倾心追求自由教育
。

自由教育意味着教育是由受教育者的需要所引发的
、

由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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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动参与其中的并由良好的师生关系所推持的教育
,

它是教育者的启发
、

引导
、

指导与受

教育者的认知
、

体验和践行相结合的过程
。

在自由教育中
,

教育者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
,

受

教育者也不是灌输知识的容器
,

双方是一种平等的民主的关系
,

双方的活动指向的是受教育

者良好个性的养成
,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 自由教育的重要保证和特征体现
。

王守仁毕生追求的就是这种 自由教育
。

在他看来
,

人作为万物之灵
,

应当具有普遍的仁

爱与同情感
,

这是人与人交往的心理基础
,

而作为教育者更应以万物一体的仁爱之心对待受

教育者
,

他讲
: “

夫圣人之心
,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

其视天下之人
,

无内外远近
,

凡有血气
,

皆其昆弟赤子之亲
,

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
,

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
” ,

@ 更何况人人皆具 良知
,

“

满街都是圣人
” ,

所以更应以平等之心对待受教育者
,

只有这样
,

才能消除彼此的距离
,

才

能达到自由的交流与沟通
。

他反对传统教育中的师道尊严和教育教学中盛行的严格管制和强

迫灌输的方法
,

认为它扼杀 了儿童的个性
,

导致了儿童
“

视学舍如图狱而不肯入
,

视师长如

寇仇而不欲见
”

的恶性局面的出现
。

他不断的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
,

从不把自己看成是绝对

的权威
,

也不将弟子看成是被改造的客体
,

而是具有无限有潜能的主体
,

他告诫弟子
: “

你

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
,

人见圣人来了
,

都怕走了
,

如何讲得行
。

须做得个愚夫愚妇
,

方

可与人讲学
” 。

@

王守仁主张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
、

受教育者群体之内形成一种宽容的
、

友善的人际

关系
,

与人讲学论辩时不能太过直率
,

否则有害而无益
,

称
: “

责善
,

朋友之道
,

然须忠告

而善道之
。

悉其忠爱
,

致其婉曲
,

使彼闻之而可从
,

绎之而可改
,

有所感而无所怒
,

乃为善

耳
。

若先暴白其过恶
,

痛毁极低
,

使无所容
,

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
,

虽欲降以相从
,

而势

有所不能
,

使激之而使为恶矣
” 。
。反对与朋友论学时有 自傲之病

,

称
: “

凡朋友问难
,

纵有

浅近粗疏… …不可便怀鄙薄之心
,

非君子与人为善之心也
” 。
。 主张朋友之间应虚心逊志

,

相

亲相敬
,

多加奖劝而少用指责
: “

大凡朋友
,

须哉规指摘处少
,

诱掖奖劝意多
,

方是
” ,

匀而

在其教育实践中
,

王守仁确实对弟子很少有约束和限制
,

更多的是真诚的鼓励和劝导以及开

放式的教学
,

在弟子的眼中
,

王守仁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可亲可敬
、

亦师亦友的形象
,

师

生之间的互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

据载王守仁在滁州督马政时
, `

旧 与门人遨游琅哪
、

壤泉

间
,

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
,

歌声振山谷
。

诸生随地请正
,

踊跃歌舞
。 ” 。 这种开放的

、

平等的
、

宽容的师生关系使王守仁与其弟子之间的交往具有浓郁的感情色彩
,

也使得门人弟

子的创造性得到了自由的培植
。

4
.

倡导独立人格的培养
。

王守仁继承了 自孔子以来赞同为己之学而排斥为人之学的传

统
,

认为
: “

人须有为己之心
,

方能克己
,

能克己
,

方能成己
” ,

。 它指向的是个体德性的完

善
。

为己之学以立志为前提
,

表征着价值目标的自我确定
,

它既是为己功夫具体落实的基本

保证
,

同时也意味着将忘己 (个人的沉沦 ) 与逐物 (驰鹜于文词章句 ) 排除在自我修养的过

程之外
: “

夫苟有必为圣人之志
,

然后能加为己谨独之功
。

… …不然
,

终亦忘己逐物
,

徒弊

精力于文句之间
” 。
。通过立志超越沉沦

,

显示的是一种内在的独立的人格力量
,

这种人格的

外在形式
,

便是卓然挺立不为外物所移的豪杰气象
: “

绝学之余
,

求道者少
。

一齐众楚
,

最

易摇夺
。

自非豪杰
,

鲜有卓然不变者
” ,

。 它具有一种狂者的胸次
,

以真为尚
,

自信本心
,

无

所掩饰
,

不为毁誉所动
,

不为俗见所夺
,

顶天立地
,

敢作敢为
, “

丈夫落落掀天地
,

岂顾束

缚如穷囚
。 ” 。 同时它不仅是精神独立性的追求

,

也包含
“

保尔精
,

毋绝尔生
”

的对感性生命

的珍视
。

可以说
,

在王守仁眼中
,

本心 自足
、

别无依傍是培养独立人格的内在依据
,

豪杰气

象
、

狂者胸次是独立人格的外在表现
,

精神独立
、

珍视生命是独立人格的内涵
,

随才成就
、



不拘一格是培养独立人格的途径
,

师生平等
、

自主参与是培养独立人格的保证
。

5
.

重视全人生的指导
。

现代终身教育的基本理念是
“

教育一直是一个过程
,

它既不受

时间限制
,

也不受空间限制
,

无论在何处
,

教育总是贯穿于全部生活之中
” 。
。 作为一个非常

杰出的教育家
,

王守仁具有开阔的眼界和深遂的洞察力
,

在他的眼中
,

受教育者并非游离于

生活之外
,

他的所思所想
、

他的所做所为包括他的知识
、

态度
、

情感都应是教育所关注的
,

简言之
,

教育绝不仅仅是知识的授受
,

而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教育
,

它突破了以学校教育甚至

课堂教学代替教育的狭隘的教育观和僵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

突破了将教育看作是一个
“

台

阶
” 、

一种
“

资本
”

或
“

身份
”

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念
,

。 因此王守仁的教育思想内含着终身教

育的理念
,

其实践最终所指向的是完整的人的培养
,

是全人生的指导
。

从横向上看
,

这种全人生的指导几乎包含了人生的所有方面
:
如何为学

,

如何为人
。

他

教导弟子人应朝向敬畏与洒落和谐统一的生存境界
,

应主动为学
,

勤于为学
,

应将为学与为

人打通
,

要正确处理为学
、

为人与举业之间的关系
,

不能汲汲于功名利禄 ; 他善于与弟子进

行心灵的沟通并能引导弟子在生活中不断地积累经验
,

不断地体验人生
,

告诫弟子不要专去

知识才能上求为圣人
,

学为人重于学技艺
,

不可恃才 自傲
,

文过饰非
,

而要勇于改过
,

要勇

于批判
,

要善于 自省和体察 ; 他告诉弟子如何去做一个乐观向上的有着健康心理的健全的

人
,

一个有着坚强意志并具有判断力的睿智的人
,

一个富于人性充满情感并能将知与行统一

起来的真实的人
。

从纵向上看
,

这种全人生的指导则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
。

王守仁非常重视儿童教育
,

在

《教约》 和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等文中
,

阐述了他的儿童教育主张
,

批判当时从事

J L童教育的教师
,

每天只知道对儿童进行严格的管制
,

主张教育者应顺应儿童的本性
,

使他

们
“

趋向鼓舞
” , “

中心喜悦
” ,

这样他们 自然就能长进 ; 应对儿童进行
“

歌诗
” 、 “

习礼
”

和
“

读书
”

教育
,

形式应灵活多样
,

让儿童主动的参与到各种教学活动中来
,

同时
,

使德
、

智
、

体
、

美相互渗透
、

互相影响
,

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
。

王守仁也非常重视成人教育
,

在他看

来
,

为学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

作为一个成年人
,

不论其为官为民
,

不论其年老年轻
,

都不

可停止修身为学
。

在其弟子中
,

有年轻者
,

有年老者
,

有为官者
,

有为民者
,

有中过科举功

名者
,

也有未举者
。

他并未因弟子已中科举就中止对他们的教导 (如徐爱
、

邹守益等人正德

年间已为进士
,

而王守仁并未因弟子已功成名就而放弃对他们的指导 )
,

也未因来学者为官

或者官职比 自己高就拒绝他们 (如正德六年王守仁在京师为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时
,

方献夫

执蛰事以师礼
,

时方献夫为吏部郎中
,

位在王守仁之上。 )
,

更未因请教者年事已高就放弃

他们 (如海宁董罗石师事王守仁时已六十八岁
,

与王守仁游于山水之间
,

日有所闻
,

欣然乐

以忘归。 )
,

而总是以一种亦师亦友的身份与他们倾心交流
,

使其各有所获
。

对于未人仕的

弟子
,

王守仁教导他们要正确处理为学与举业的关系
,

要勤学
、

立志
,

要自求自得
,

不要过

分依赖老师
,

对于那些已人仕的弟子
,

王守仁告诫他们更应奋发
,

更应相互切磋砒砺
: “

人

在仕途
,

比之退处山林时
,

其工夫之难十倍
,

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砒砺
,

则其平日之所志向
,

鲜有不潜移默夺
,

驰然 日就于颓靡者
” 。
。 告诫他们应时时将为学与为政打通

,

在为政中求

学
,

在为政中修身
: “

学之可以为政
” , “

政之可以为学
” ,

。 并告诉他们
“

簿书讼狱之间
,

无

非实学 ; 若离了事物为学
,

却是著空
” 。
。 可以说

,

王守仁教育思想与实践所指向的就是一种

全人生的指导
。



四
、

结 语

虽然在王守仁唯心主义的
“

心学
”

框架中
,

在对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界定中
,

真正的个

性被限制甚至否定了
,

真正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
,

但不能否认
,

王守仁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成功的典范
。

他一扫当时学为举业 的功利主

义学风和教育中盛行的灌输和背诵的教学方法
,

倡导致良知的为己之学和 自得体验的教学方

法 ; 他突破了传统
“

师者
,

所以传道
、

授业
、

解惑
”

的教师观
,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型的教

师观
,

即动态的
、

具有反思意识和独立人格的更富创造精神与人性的教师形象 ; 他反对用机

械的模式培养人才
,

主张师生关系的开放性
、

民主性与平等性
,

从而塑造具有完整人格和创

新精神的人才
。

如果抛开王守仁教育思想与实践中的唯
』

合主义和以德育代教育等历史局限

性
,

其现实意义是非常突出的
,

它对于我们纠正目前教育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弊病很有启发意

义
,

如教育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强调教师的权威和知识的灌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师生关系问

题
,

教育同学生的生活世界相脱离的问题
,

教学僧越教育的问题
,

师生的主体性未能充分发

挥的问题等
,

同时也非常有助于我们对何为真正的教育
、

何为称职的教师等问题的重新审

视
,

可 以说
,

王守仁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生命力是鲜活的
。

(责任校对 曹嘉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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