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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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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 教育学院 , 广东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作为人类教育思想史上重要的遗产 ,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可谓一
座取之不竭的资源富矿。今日中国 , 虽然社会制度和时代特征与柏拉图所处的

境况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但其丰富的教育思想所蕴含的宝贵资源对于

我们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积极推进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仍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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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 (Plato, 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7)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系统论述教育思

想的教育家 , 其涵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等所有阶段内容的教育思想体系可谓一座

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富矿 , 为后世提供着丰富的思想源泉。正如 R·波普尔所说:“柏

拉图著作的影响 (不论好歹)是无法估计的。人们可以说 , 西方的思想 , 或者是柏拉

图的 , 或者是反柏拉图的 , 在任何时候不是非柏拉图的 。”① 从现代视野客观考察与合

理借鉴柏拉图的教育思想 , 对于今天我国积极推进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战略 、深化教育

制度与体制改革及实现教育公平与优化 ,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柏拉图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柏拉图教育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其系统化的哲学思想 。作为希腊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

的哲学家 , 客观唯心主义的奠基人 ,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 。

1.理念论

理念论 (即 “相 ” 论)是柏拉图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柏拉图认为世界由 “理念

世界” 和 “现象世界 ” 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 , 永恒不变 , 而人类感官所

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 , 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 , 即 “现象世界 ”, 它由众

多现象所组成 , 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 。前者是原本 , 后

者是副本;前者是形 , 后者是影。在柏拉图看来 , 每一个具体事物都有其名 , 凡是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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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都有其共性 , 这一共性是具体事物依据的原理和存在的根据 , 被称为 “相 ”。只

有对 “相” 的认识才是正确的认识 , 作为最高本体和最高理念的 “善 ” 是最高的

“相”。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理念论蕴涵着柏拉图整个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部秘

密 。①

2.辩证法

辩证法是柏拉图论证其理念论的重要手段 。在柏拉图看来 , 辩证法不是诡辩术 , 它

是论证理念论的重要手段 。他把辩证法理解为问答法——— “理智助产术” , 理解为假设

法或二律背反 , 理解为分析和综合 , 理解为理念 、 范畴的矛盾进展的法则 , 即对立统一

的法则 。认为辩证法是指凭借谈话 , 通过分析和综合以求得真理的方法;并进而上升到

研究理念这一范畴的矛盾进展以至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②

3.认识论

柏拉图的认识论有一个从早期的唯理智主义到中期的回忆说再到后期的心灵转向说

的发展过程 。柏拉图将人的灵魂进行了 “三分” , 即理性的灵魂 、激情的灵魂和欲望的

灵魂 , 并通过 “日喻 、” 线喻” 和 “洞喻 ” 三个相互平行又相互补充的比喻 , 把认识论

和本体论紧密结合在一起 , 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柏拉图看来 , 认识过程

分为四个等级 , 即 , 理性和理念世界 (EB)为第一等级 , 理智和居间者数理学科

(CE)为第二等级 , 信念和可感事物 (DC)为第三等级 , 想象和可感事物的影象

(AD)为第四等级。柏拉图认为最低等级的认识 , 它的心灵状态是想象 , 它的认识对象

是生物 、自然物和人工制品———也就是一切可感物的阴影或摹本;或者是生物等有形可

感物在水里或光滑物体上反射出来的影子 。在柏拉图看来 , 从认识对象来看 , 第三等级

是和第四等级不同的 , 从影象上升到影象的原物 , 即感官面对的有形东西 , “这一部分

则表示实际的东西 , 即我们周围的生物以及一切自然物和人造物。对于这些东西来说 ,

前面那一部分的影象只是对它们的摹仿。” [ 1] (柏拉图著 , 王晓朝译 , 2003:509)柏

拉图认为 , 由于第三等级的信念 , 尚且还没有达到以理念为认识对象的理性认识 , 还没

有实现心灵转向的目的 , 所以认识过程尚需继续深化;还需要通过理智和居间者数理学

科的研究对象 , 最后才能转向到理性和善理念 。到第二等级为止的理智 , 尚未完全实现

心灵转向 , 只有上升到最高的以纯理念为对象的理性等级时 , 才算大功告成。③

从柏拉图整个思想体系看来 , 他的理念论 (主要是指本体论)、辩证法 (主要是指

逻辑学)和认识论三个组成部分在其思想体系中是统一的 , 是彼此渗透的 , 在发展和论

证过程中 , 彼此是紧密不可分的 , 甚至是互为论据的。

二 、柏拉图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基于以上哲学思想基础 , 柏拉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 。

1.教育是改造人性 、 维护城邦统一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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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其 《理想国》 中通过苏格拉底 、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等人的问答式的对

话向我们传达了他对教育重要性的具体看法。 “苏格拉底:我的好阿德曼托斯 , 这些并

不象别人所想好象繁多而艰难的戒条要加在他们身上似的 , 他们实在容易做到 , 只要他

们监护一件伟大的事情———也许我们不称其为伟大而称其为足够吧! 阿德曼托斯:这是

什么呢 ?苏格拉底:他们的教育:因为假如一种正确的教育使他们成为有理性的人 , 他

们容易看透这些事情与其他我们现在暂时忽略过的原则 , 例如男女间的关系 , 婚姻制 ,

子女的生育以及这类的事情 , 都应尽可能成为友好间的公物 。阿德曼托斯:是的 , 这才

是最好的办法。苏格拉底:还有大的好处 。一个邦国一旦开始得好 , 可以盘旋上升 , 继

长增高 。我认为一种适当的教育 , 只要保持下去 , 便会使一国中的人性得到改造 , 而具

有健全性格的人受到这种教育又变成更好的人 , 胜过他们的祖宗 , 也使他们的后裔更

好 , 象其他动物一般 。阿德曼托斯:这也是可能的 。”
[ 2]
(柏拉图 , 郑晓沧译 , 1958:

16-17)

2.教育的目的决定于种族的经验

柏拉图在其 《法律篇 》 中通过克拉尼阿斯 、麦琪罗斯和爱 (一个不知姓名的雅典

人)等人的问答式的对话向我们传达了他对教育目的的基本看法。 “爱:我们现在得出

第三个推断或第四个推断:教育是约束和指导青少年 , 培养他们正当的理智 , 这种理智

是由法律固定了的 , 而且是年高德劭的人经验过 , 认为确实正当的。要使儿童的心灵不

因习惯而使其喜乐忧戚与法律或守法者 9牾 , 而使顺从法律并与老前辈共感受 。 ———我

说 , 为了产生这样的影响 , 于是创制乐歌 , 它的效力有如神力 , 目的在于培养我们所说

的和谐 。 ……克拉尼阿斯:是的。”
[ 3]
(柏拉图著 , 郑晓沧译 , 1958:57)

3.早期教育应从美好的道德思想熏陶开始

柏拉图站在假想的国家缔造者的角度 , 在其 《理想国 》 中通过苏格拉底 、格劳孔

和阿德曼托斯等人的问答式的对话向我们传达了他对孩子早期教育的具体看法。为了培

养出具有 “把天性的智慧 、 敏锐与力量相结合” 在一起能力的守城者 , 早期教育显得

尤为重要。因为 “苏格拉底:你也应该知道 , 人的初始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尤其对那些

性格尚未定型的孩子而言 , 对好的故事总是会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的。”
[ 4]
(柏拉图著 ,

张子菁译 , 2006:170)“苏格拉底:……因为年轻人不能判断什么是隐含的寓意 , 什么

是寓言之外的真实本义。他们的头脑在早期所接受的一切东西都将是很难遗忘或更改

的 。所以 , 对孩子们早期的教育应该是从美好的道德思想熏陶开始 。”
[ 5]
(柏拉图著 ,

张子菁译 , 2006:172-173)强调 “苏格拉底:如果我们要想让那些守城者真心实意

地去守城 , 我们就不应该把天堂里钩心斗角的下等事情告诉他们 , 因为那些统统都是假

的 。我们更不能把诸神或英雄们与他们的亲友之间的矛盾争斗作为图腾的方式刺绣到衣

服上 , 即使有这类的事让他们知道了 , 我们也要让他们同时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假如他

们能相信我们 , 我们就要告诉他们 , 争吵是一种内耗 , 所以在我们的公民中很少有争吵

的事发生。”
[ 6]
(柏拉图著 , 张子菁译 , 2006:172-173)并建议 “我们对故事的选编

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审查制度 , 负责审查的官员们有权接受那些编得好的故事 , 拒绝那些

编得坏的故事。我们还要大力鼓励孩子的母亲或保姆对他们的孩子只讲那些经审查许可

讲的故事。让她们用这类的故事陶冶孩子们的情操 , 比用他们的手抚摸孩子们的身体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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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
[ 7]
(柏拉图著 , 张子菁译 , 2006:171)

4.最好的教育是追随真正美与善踪迹的理性训练过程

在柏拉图看来 ,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训练人的心灵 , 剔除物欲 、情欲等欲望的困惑 ,

排除心灵的低劣部分对于认识真理的干扰 , 使心灵不断 “纯化 ”, 从而发展理性 , 培养

情感 (激情), 节制欲望 , 主持正义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和造就以理性驾驭情感 、

控制欲望的人 , 使全国公民以 “理性 ” 处世 , 以 “公道” 行事 , 从而各安其位 , 各司

其职 , 相互协调 , 为国尽忠。教育是掌握理性知识和发展心灵能力相结合的过程 , 是追

随真正美与善踪迹的理性过程。 “那么我们不仅必须对诗人进行监督 , 强迫他们在诗篇

中培育具有良好品格的形象 , 否则我们宁可不要诗歌 , 而且必须监督其他艺人。禁止他

们在绘画 、 雕塑 、建筑 , 或其他任何艺术作品里描绘邪恶 、放荡 、 卑鄙 、 龌龊的形象 。

如果不服从 , 那我们就要惩罚他们 , 不让他们在我们中间施展他们的技艺 , 否则我们的

卫士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 , 耳儒目染 , 好比牛羊卧于毒草之中 , 咀嚼反刍。日积月

累 , 不知不觉便在心灵中铸成大错。我们必须寻找这样一些艺人 , 凭着优良的天赋 , 他

们能够追随真正的美和善的踪迹 , 使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循此道路前进 , 进入健康之乡 ,

那里的美好作品能给他们带来益处 , 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和他们的耳朵听到的都是美好的

东西 , 这样一来 , 就好比春风化雨 , 潜移默化 , 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熏陶 , 从童年起

就与美好的理智融合为一 。 ……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教育 。”
[ 8]
(柏拉图著 , 王晓朝译 ,

2003:368)

5.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与启发式教学方法的思想

为了发展理性 , 柏拉图提出了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与启发式教学方法的构想。他设

立了全面而丰富的课程体系 , 并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 , 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 , 分别

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 。 0 ～ 3岁的幼儿在育儿所里受到照顾。 3 ～ 6岁的儿童在游乐场内

进行故事 、 游戏 、唱歌等活动 。 6岁以后 , 儿童进入初等学校接受初级课程。在教学内

容上 , 柏拉图继承了雅典以体操锻炼身体 , 以音乐陶冶心灵的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 为

儿童安排了简单的读 、写 、算与唱歌课程 , 同时还十分重视体操等体育训练项目。 17 ～

20岁的青年升入国立的 “埃弗比” 接受军事教育 , 并结合军事需要学习文化科目 , 主

要有算术 、 几何 、天文 、 音乐 。 20 ～ 30岁 , 经过严格挑选 , 进行 10年科学教育 , 着重

发展青年的思维能力 , 继续学习 “四科” , 懂得自然科学间的联系 。 30岁以后 , 经过进

一步挑选 , 学习 5年 , 主要研究哲学等。至此 , 形成了柏拉图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

学体系 。就教学方法而言 , 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的问答法 , 把回忆已有知识的过程视为

一种教学和启发的过程 。他反对用强制性手段灌输知识 , 提倡通过问答形式 , 提出问

题 , 揭露矛盾 , 然后进行分析 、归纳 、综合 、 判断 , 最后得出结论。

6.注重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全面整体教育思想

柏拉图认为:“教育就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 , 用音乐来陶冶心灵 。”
[ 9]
(柏拉图著 ,

郭斌和 , 张竹明译 , 1986:70)在他看来 , 体育和音乐教育是两项基本教育 。音乐教育

也称之谓 “音乐文艺教育 ”, 除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音乐外 , 还包括诗歌 、 文学等 。音乐

文艺教育对人的发展 “最关紧要 ”, 一个人如果自幼受到好的音乐文艺教育 , “节奏 ”

与 “和谐” 就会深深地浸入他的心灵 , “并从中吸取营养 , 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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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
[ 10]
(柏拉图著 , 郭斌和 , 张竹明译 , 1986:108)。他就会变得 “温文有礼 ”, 厌恶

丑恶的东西 。如果受了坏的教育 , 结果就会相反。所以他主张对施行教育的音乐 、诗

歌 、悲喜剧以及神话传说故事的内容设置 “岗哨 ”, 要做 “净化的工作 ”
[ 11]

(柏拉图

著 , 郭斌和 , 张竹明译 , 1986:105), 禁止不健康的东西流行。他主张体育的主要内容

除体操外 , 还包括饮食卫生和保养身体的习惯等。体育的目的不仅是锻炼身体 , 增进健

康 , 而更主要的是锻炼 “心灵的激情部分” , 培养 “勇敢 ”、 “坚毅 ”、 “敏捷 ” 的心灵

素质。音乐教育和体育两者结合 , 塑造心灵 、 培养善德和锻炼身体 、 增进健康相互调

和 , 最终达到 “爱智和激情这两部分张弛得宜配合适当 , 达到和谐 ”, 培养高尚完美的

人 。
[ 12]
(柏拉图著 , 郑晓沧译 , 1958:123)

此外 ,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中还蕴涵着国家教育观 、 等级教育观 、 终身教育观及男女

平等教育观等思想。

三 、柏拉图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从柏拉图上述的教育思想中 , 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其体系的博大深邃 。然归纳起

来 , 我们能够发现以下两大特点。

1.鲜明的价值取向

柏拉图所有的教育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预设前提是柏拉图本人站在假想的国家缔造

者的立场上在思考如何实现心目中的理想国的梦想 。正如柏拉图本人曾经实践过的 ,

“作为你最信赖的顾问 , 我和你一道管理着你的政府 。这个位置给你带来各种益处 , 但

却使我承受巨大的压力 , 面对各种深刻的 、敌意的批评 。我知道没有人会认为我赞同你

的各种过分残忍的暴行 , 因为你的所有同胞公民都可以为我作证 , 在需要的时候我和他

们中的许多人为伴 , 使他们得以保全而毫发无损。作为最高指挥官 , 我多次使你的城邦

安然无恙……”
[ 13]
(柏拉图著 , 王晓朝译 , 2003年:62)从这段文字中 , 我们可以清

楚地得知 , 柏拉图是奴隶主统治集团中的一员 , 他是邦国的维护者和设计者 。在他眼

里 , 教育只不过是实现阶级统治和控制民众的有效工具 。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思想无

不渗透着 “为理想国服务 ” 的价值取向。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国家教育观和等级教育观 。

譬如 , 在 “还有 , 我们的年轻人要不要自我克制的美德 ?当然要 , 对于民众来说 , 最主

要的自我克制不就是服从统治者。而对统治者来说 , 最主要的自我克制就是控制身体的

欲望和饮食快乐吗?我也这样想。”
[ 14]
(柏拉图著 , 王晓朝译 , 2003:352)从这段文字

中可见 , 柏拉图在这里把服从统治者看作民众应具备的自我克制的美德。而统治者只要

控制身体的欲望和饮食快乐就达到了最主要的自我克制这一美德 。其中的双重标准和等

级思想溢于言表 。为了达到使民众具备 “善 ” 或 “美德 ” 的要求 , 柏拉图为统治者精

心设计了一套驯化民众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 从而 , 也不可避免地使其教育思想和教

育方法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 。当然 , 这也是柏拉图教育思想所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所

致 , 我们也不能求全责备 。

2.非常重视启发式教育

教育在希腊的语言中 , 意谓 “引出” , 也就是引出一个人来 , 这一引出的过程就是

新人的诞生 。在苏格拉底那里 , 辩证的方法之一就是 “精神接生术”。所谓 “精神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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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 就是在讨论知识和伦理道德问题时 , 通过双方一问一答 , 揭露矛盾 , 逐渐认识真

理 。本来每个青年人灵魂中都蕴藏有真理 , 只是受尘世生活的影响才蒙蔽了 。现在要通

过对话 “助真理 ” 出世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 这方法是 “帮助已经包藏于每一个人的

意识中出世 。”
[ 15]

(黑格尔著 , 贺鳞 , 王太庆译 , 1983:66)不过 , 在苏格拉底那里 ,

还没有讲清楚为什么每一个人的意识中包含众理 , 有一个本体论的缺陷。柏拉图填补了

这一缺陷。他认为人的灵魂在 “相” 的世界里就已认识众理 , 包括最高的理 ——— —善 。

所以 , 我们可通过启发的办法 , 在学习过程中回忆那些 “相 ” 知识 , 而具体的感性事

物只不过是刺激物罢了。苏格拉底 、 柏拉图的这种教育方法 , 并不象智者派那样 , 把一

些现成的知识 、 道德传授给学生 , 而只是把青年学生先天有的 、 潜在的知识 、美德诱发

出来 , 或者说引导出来 。柏拉图在 《理想国 》 中曾批评过智者派的灌输式教学 , 他说

“如果在这一点上面我是正确的话 , 那么一些教育学家就肯定是错误的 , 因为他们认为

知识能被植入一个本来没有知识的灵魂中去 , 就象把视力植入失明的眼睛中一样 ”
[ 16]

(陈康 , 1990:64)。所以 , 柏拉图认为教育非他 , 乃是心灵的转向 。显然 , 柏拉图这一

灵魂转向说以及由此产生的启发式教育方法深受其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 , 这也

是柏拉图教育思想所不可避免的世界观局限所致。

四 、 柏拉图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今天 , 虽然社会制度和时代特征与柏拉图所处的境况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但其丰富的教育思想所蕴含的宝贵资源对我们维护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积极推进

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柏拉图教育思想有利于维护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尽管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从其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 , 把教育当作 “改造人

性 、维护城邦统一的最好办法 ”, 有其阶级的局限性 , 但客观上确如其说 “使他们得以

保全而毫发无损 ”、 “我多次使你的城邦安然无恙” , 起到了 “保国安民 ” 的积极作用 。

我们今天的伟大祖国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柏拉图所处的古希腊和奴隶制度所无法比拟的 。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
[ 17]

(胡锦涛 , 2007:新华网) “人

民利益高于一切 ” 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 。但是 , 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制度之

下 , 不断改造国民性 , 保持政治稳定仍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看 ,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

对我们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 只不过要做一些合理的现代转换。决定

教育目的的主导因素要从 “种族的经验” (在柏拉图那里指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转化

为 “最广大人民的思想”;价值取向上 “从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 转化为

“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当且仅当如此 ,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才能从本质上被

我们所改造 , 所利用 , 才能真正有利于维护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2.柏拉图教育思想有利于我国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 ,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可谓博大精深 。在我国大力推进科教兴国

与人才强国战略之际 , 作为西方极具影响的思想家 、教育家 , 柏拉图教育思想对我们来

说无疑于一副 “洋中药”, 理应认真加以合理借鉴和吸收 。事实上 , 柏拉图教育思想中

的许多内容已经融入我们的教育理念 、 教育制度与教育体制中去。譬如 , 柏拉图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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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教育当作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 已经转换为我们的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 [ 18]

(胡锦涛 , 2007:新华网)这一理念;柏拉图强调 “教育应是终身进行的 ” 已经转换为

我们的 “终身学习 ” 这一理念 , 并建立了从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 高等教育 、成人教

育到老年大学等一整套教育体系;柏拉图注重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全面整体教育思想已

经转换为我们的 “素质教育 ” 这一理念并进行着广泛的教育实践;柏拉图的男女平等

教育观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实施;柏拉图的国家教育观已经转换为我们的 《义务教育

法 》;柏拉图的启发式教育方法也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各级各类的教学实践中;等等 。但

是 , 在柏拉图教育思想体系中 , 尚有很多内容有待我们去开发 , 去转换 , 去利用 。譬

如 , 柏拉图强调 “早期教育应从美好的道德思想熏陶开始 ” “对故事的选编就有必要建

立一个审查制度 ” 这一思想 , 在今天看来 , 我们对此重视不够。突出表现在我们对现代

社会环境对儿童早期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过滤乏力 , 从而导致后期教育问题丛生 , 如早

恋 , 厌学 , 网瘾 , 犯罪 , 自杀等;柏拉图强调等级教育观 , 主张 “精英 ” 教育 , 剥夺

了第三等级受教育权这一思想 , 我们也没有很好地加以甄别 。众所周知 , 我们主张 “教

育面前人人平等 ”,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表面看来 , 这一主张是公平的 , 实际

上 , 它是以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作为个体的人事实上的不平等。 “因材施教” 才是科学

的态度 。正是在这一理念上的偏差 , 导致高校一再扩招 , 昔日的 “精英 ” 教育已辉煌

不再。在对待柏拉图的等级教育观这个问题上 , 我们应该合理转换 , 变 “等级教育观 ”

为 “教育等级观 ”, 即摒弃教育特权思想 , 推行教育等级思想 , 让大众教育培育一般的

合格劳动者 , 让 “精英” 教育培育特殊的创新型人才 , 保持其 “精英 ” 本色 。柏拉图

其它尚待开发与利用的教育思想也应照此办理 。只有这样 ,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才能真正

得到合理借鉴 , 并显示其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 也才能真正起到促进我国科教兴国与人

才强国战略有效实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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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Plato'sthoughtofeducationanditsmodernvalue

DONGWei-wu

(CollegeofEducation, SunYat-sen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510275)

【Abstract】Asanimportantinheritanceinthehistoryofthethoughtofeducation, Plato'sthoughtofeducation

takesthedrainlessresourcesasahigh-gradeore.Intoday'sChina, comparedwiththatofPlato, thesocialsys-

temandthehistoricalcharacteristicshavealreadyhadtheverybigchange, butPlato'sthoughtofeducationcon-

tainingthepreciousresourcesstillhastheimportantsignificanceformaintainingthepoliticalsceneofthestabili-

tyandunityandforadvancingtherelyonscienceandeducationtorejuvenatethenationandthestrategyoftal-

entedpersontopowerthenationposi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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