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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教育 目的论和教育内容论浅释

卢 美 松

朱熹既是一个精思
、

明辨
、

博学的哲学家
,

又是

一个热诚
、

笃实
、

严谨的教育家
。

他把精深思想和渊

溥学识结合起来
,

倾注 全部的热情和心 血
,

教育士

子 扶掖后进
,

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的集大成

者
。

朱熹把手创的哲学思想体系运用于教育实践中
,

为其后七百年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思

想的统一以及人才培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

认真研

究朱熹的教育哲学思想
,

不仅有助于了解他绵密深

邃的理学思想体系
,

而且也有助 于 了解他教育思想

和活动的本质及其功用
。

本文试就朱熹的教育目的

论和教育内容论作一粗略的探讨
,

以就教于方家
。

朱熹教育哲学的特点
,

集中反映在他的教育目

的论上
。

朱熹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
,

都在倡学
、

兴学
、

教学中度过
。

他的教育思想
,

既是对先前教育思想传

统的继承和发扬
,

也是对 自身教学实践经验的归纳

和
.

位
、

结
。

朱熹教育思想的特点
,

首先表现在他的教育目

的
、

宗旨上
。

朱熹从
“

理
” 、 “

气
”

哲学观出发
,

认为

教育的目的在
“

穷天理
” 、 “

明人伦
” 、

涵养德性
、

变

化气质上
。

这种目的论
,

直接来 自他的
“

天理
”
论

。

朱熹认为
,

人生之初
,

察先天之气质
,

非圣人之具者

皆多少受物欲之蔽
,

而迷其本性
,

失其真心
,

唯有通

过教育
,

启发诱导
,

刮垢磨光
,

以复明天理
,

超凡入

圣
。

他自己概括的教育目的是
: “
去其气质之偏

,

物

欲之蔽
,

以复其性
,

以尽其伦而后 已焉
” 。

( 《朱文公

集 》 卷 15
,

以下简称 《文集 》 ) 朱熹还说过
,

教育目

的在
“

复求圣人之意
,

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
。

” ( 《文

集 》 卷 7 5)
“

明义 反本
,

以遵先王教学之遗意
。 ”

( 《文集 》 卷 7 8) 其作为教育宗旨的先王
、

圣人之意
,

实际就是明人伦
、

遵道义
、

返本性
。

失熹指出
,

教育的作用在于
“

因其天赋之秉彝而

为之
.

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
,

使其明诸心
,

修诸身
.

行于父子
、

兄弟
、

夫妇
、

朋友之间
,

而推之以达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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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

上下
、

人民
、

事物之际
,

必无不尽其分焉者
. ”

( 《文集》 卷 7 8) 他还说
: “

圣王之教
,

因其固有
,

还

以道之
,

使不忘乎其初
。 ” ( 《文集 》 卷 7 9) 可见

,

朱

熹反复强调的教育目的和功能
,

都在于根据个人的

先天气质秉赋
,

进行后夭的教育改造
,

通过开导劝勉

的功夫
,

使人明心见性
、

克 己修身
,

了解并掌握全部

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
,

遵行不悖
,

以妥善处理人际关

系的各个方面
,

并推行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

使人

们的行为符合封建道德规范
。

朱熹的这种教育 目的

论
,

不言而喻 是从改造人的气质秉赋出发
,

最终达

到维护封建道德
、

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

这就是他所

谓 的
“

政事之本
,

道德之归
。 ”

如果进一步探究
,

我们可以看到朱熹教育 目的

论的哲学思想基础
,

即
“

性
” 、 “

理
”

的理论基础
。

朱

熹继承
“

二程
” “

性即理
”

的思想
,

并加以发挥
。

他

说
: “

性即理也
.

在心唤作性
,

在事唤作理
” 。

( 《朱

子语类 》 卷 57 以下简称 《语类 》 )
“

吾之性即天地之

理
。 ”

( 《语类 》 卷 9 8)
“

性者
,

人物之所以察受乎天

地
” , “

天以是理命乎人物 i胃之命
,

而人物受是于天谓

之性
”

。

( 《文集 》 卷 5 6) 这里朱熹所说的天
、

理
、

性
、

命
,

实皆
“

理
”

之分别
,

皆就
“

理
”
在人

、

物
、

事诸

方面的表现和功用而言的
。

他认为人的气质
、

秉性皆

受之于天
、

得之于
“

理
”

。

人的思想意识和观念
,

就

是人的心性
,

而
“

性
”

也是天生的
。

朱熹说过
,

人物

之生
,

因各得其所赋之理
,

以为健顺五帝之德
,

所谓

性也
。

因而他把仁
、

义
、

礼
、

智
、

信五常之德
,

也视

为是
“

天理
”
所生而表现在人的心性之中的

。

这就与

他提出的教育目的在于
“

明心见性
” ,

在于清除物欲

之蔽而返其本心
、

见其本性的思想完全契合
。

从人性受之于天
,

而常人多具
“

气质之性
”

的理

论出发
,

朱熹主张教育的对象应是
“

天下之 人
” ,

即

自王公至于庶人之子
,

皆要入学受教
,

使他们穷天

理
、

明人伦
,

做一个合乎封建伦理道德的人
.

朱熹的

这种教育 目的论
,

从令天看
,

他的实际内容固然应该

批判
.

他的唯心主义 的哲学思想也应该否定
;

但他所



主张的教育在于改变人的气质
,

提高人的素质 (文化

知识相思想品德的素质 )
,

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观

点
,

却对我们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

基于 匕述教育理论和指导思 想
,

朱熹提出的教

育内容主要是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
。

他说
: “

其教民

之 目则曰
:

父子有亲
,

君臣有义
,

夫妇有别
,

长幼有

子
,

朋友有信
,

五者而 已
. ”

( 《文集 》 卷 7 9) 他还说

过
: “

父子有亲
.

君臣有义
,

夫妇有别
,

长幼有序
,

朋

友有信
,

此人之大伦也
. ”

((( 仪礼经读通释 》 卷 9) 朱

熹反夏申言
,

把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
“

五伦
”

关系
,

作为道德准则
,

也成为他的教育的基本内容
。

与此相应
,

朱熹提出了为人的道德规范
,

即
“

父

当熬
,

子当孝
,

君当仁
,

臣当敬
,

此义也
.

所以慈孝
,

所以仁敬
,

则道也
。 ” ( 《语类 》 卷 5 2) 朱熹认为

,

掌

握并遵行这些道德规范和准则
,

是教育的目标
,

又是

个人修养学习的内容
,

这就是
“

明人伦
”

的具体要求
.

朱熹认为
,

实现这些大 目标应是分阶段
、

有层次

的
,

应该遵循教学规律和人的认识规律
.

他把教育内

容分为
“

小学
”
和

“

大学
”

两类
。

他认为
,

儿童自 8

岁起是入小学的时期
,

故说
: “

人生八岁
,

则 自王公

以下
,

至于庶人之子弟
,

皆入小学
,

而教以洒扫
、

应

对
、

进退 之 节
,

礼
、

乐
、

射
、

御
、

书
、

数之 文
。 ”

( 《文集 》 卷 76 ) 他认为
“

小学
”

教育内容应包括文

化知识和思想品德两大部分
。

朱熹还指出进行这些

教育的作用
: “

小学教人以洒扫
、

应对
、

进退之节
.

爱

亲
、

敬长
、

隆师
、

亲友之道
,

皆所 以为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之本
,

而必使其讲而 习之于幼稚之时
,

使其习与知长
,

化与心成
。 ”

( 《又集 》 卷 76 ) 他还强

调
: “

自小便教之 以德
,

教之 以尚德不尚力之事
. ”

( 叱语类 》 卷 7 ) 朱熹认为
,

这种教育是为将来打
“

圣

贤的坯模
” 。

由此可见
,

自
“

小学
”

教育开始
,

朱熹

就十分强调德育的地位
,

强调文化知识与道德习惯

的同时长进
,

教化作用与思想修养的同时形成
。

这是

他的独到见解与远见卓识
。

但他的
“

尚德不尚力
”
的

主张
,

与孟子的
“

劳心者治人
,

劳力者治于 人
”

的封

建政治纲领是一脉相承的
,

因而也是其教育目标的

消极方面
。

朱熹认为
,

15 岁以后是儿童上
“

大学
”

时期
。

这

时
, “

教之以穷理
、

正心
、

修己
、

治人之道
。

此又学

校之教
,

大小之节
,

所以分也
. ”

( 《文集 》 卷 15) 他

说
: “

大人之学
,

穷理
、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之道是也
。 ”

( 《文集 》 卷 15) 他还说
: “

盖所以 幸教

天下之士
,

使之知所以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之

道
,

而待朝廷之用也
。 ”

( 《文集 》 卷 7 5) 朱熹反复申

明的
“

大学
”
教育的内容

.

包括
“

修己
’ 、 “

治人
”
两

个方面之事
: “

穷理
” 、 “

正心
” 、 “

修身
” 、 “

齐家
”

等

项主要涉及个人自身修养
,

为内事 , 而
“

泊国
” 、 “

平

天下
”

为政治活动
,

为外事
。

这些事都以封建纲常伦

理无具体内各
,

近则修之于身
,

远则行之于天下
。

所

以朱熹说
: “

大学之道
,

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
。 ”

( 《小学辑说》 ) 可见
“

小学
” 、 “

大学
”
学习的内容是

一脉相承
,

互相贯通的
,

只有程度深浅不同
,

而没有

根本的差别
,
其学 习口的和功用自然是大不同的

。

朱熹关于
“

小学
“ 、 “

大学
”

教学内容的规定
,

固

然反映了他以
“

三纲五常
”

伦理道德作为人主彦养的

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主张
,

反映了他以变化气质
、

力臻

圣贤之域为学习
、

修养目标的观点
,

但从更深层的意

义上
,

也反映了他对教育规律的 了解和认识
。

首先
,

他注意到人生从小到人
,

认识由浅
,

\ 深
,

学间山约到

博的渐进发展和逐步提高过程
。

其次
,

他把德育放在

首位
,

注意儿童自幼的道德培养
,

强调道德修养持之

以恒
、

逐步升华的积累与飞跃过程
。

其三
,

他强调教

育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目的
,

主张通过教育一方

面为封建政权造就人才
,

另一方面为巩固封建统治
、

稳定封建秩序服务
。

总之
,

朱熹强调以封建主义的
“

道
” 、

以至高无上的
“

天理
”

来克制
“

人欲
” ,

变化

气质
,

涵养心性
.

训炼品德
,

以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

久安
。

从上述大 目标出发
.

朱熹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
,

也颇具匠心
。 “

小学
”

阶段的洒扫
、

应对
、

进退
“

六

节
”
和礼乐射御书数

` ’

六艺
” ,

体现的是人生初级阶

段的执事育德的功夫
,

此为培养封建社会德才兼备

人才的必由之路
。 “

大学
”

阶段
,

以穷理
、

正心
、

修

己
、

治人为主要内容
,

不本现了德业的深化和治国人才

的长成过程
。

当然
,

这种人才成长道路 只是朱熹个人

的主观设想
。

事实上
,

封建社会人才的成长和使用
,

常常因政治
、

经济
、

思想文化
、

传统习惯上的原因
,

而出现畸型
、

扭曲的现象
。

这不仅阻碍了人才的健康

成长
,

也妨碍了人才的合理使用
。

尽管朱熹设计的人才成长和脱颖而出的道路 未

必都是成功的
,

但他确实为封建社会后期治国经邦

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提供了必要的
、

规范的条件
,

此

外
,

还应指出
,

朱熹思想的真正光彩在于他作为伟大

教育家所总结提出的教育规律
、

人才培养规律
,

这些

至令仍对我们的教育事业发生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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