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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育思想是在罗马教 育希腊化①与 《荷马史诗 》中的《奥德修记 》翻译成拉丁文
。

抵制希腊化的过程 中开始萌芽
,

并在继承希 《奥德修记 》立即成为罗马学校的重要课本
,

猎教育思想 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

在这个过 成为《十二铜表法 》以外 的补充读物
。

这样希

程 中
,

先后产生 了加 图
、

瓦罗
、

西塞 罗
、

塞涅 腊文化教育便在罗马得到了初步传播
。

与此

卡
、

昆体 良和普鲁塔克等著名教育家
。

加图和 同时
,

一些外交使节和商人也充 当了希腊文

瓦罗关于教育的论述反映了当时罗马教育从 化的传播媒介
。

一些罗马青年先后到雅典等

家庭教育向学校教育转变的状孙具有具体
、

希腊城邦留学
,

也成为传播希腊文化 的重要

局部和描述性的特征
。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反 力量
。

映了在希腊文化教育的影响下
,

罗马教育传 希腊文化和教育的广泛传播不仅从根本

统的巨大转变
,

并将希腊的教 育思想与罗马 上改变 了罗马文化的形态
,

而且促进 了罗马

的教育理想成功地融合在一起
,

标志着罗马 教育的新发展
。

这一时期
,

罗马的私立学校不

教育思想的真正形成
。

在他之后的三位教育 断出现
,

许多希腊教 师也纷纷到这里授课讲

家塞涅卡
、

昆体 良和普鲁塔克也从理论上对 学
,

学校教育开始在罗马发展起来
,

形成罗马

罗马教育进行反思和探索
,

提 出了各具特色 传统的家庭教育与希腊式的学校教育并存 的

的教育思想
,

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了罗马 局面
。

不过
,

这时的学校教育范围还很小
,

其

教育思想
。

本文着重阐述罗马教育思想形成 教育对象也仅仅限于上流社会 的少数青 年
。

与发展的历程
。

罗马对希腊 的最后征服
,

直接促使希腊文化

一
、

希腊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
、

教育的进一步传播
。

希腊的哲学
、

文学
、

艺术
、

在希腊化时期
,

由于亚历 山大和罗马的 科学和教育成为古代文明的公共财富
,

被 广

扩张
,

迫使希腊人到处流亡
。

希腊人每到一地 泛介绍到罗马
。

希腊人遍及世界变成 了世界

就办起学校
,

传播希腊文化
。

公元前 2 72 年
,

的导师
。

罗马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

但这

罗马人 占领了希腊在意大利半岛的殖民地塔 并不意味着
,

罗马人只是将希腊文化教育简

伦顿 ( T a
er nt u m )

,

许多希腊人被作为奴隶带 单地移植到罗马及被其征服的广大地区的土

到罗马
,

其中有一位希腊著名的文法学家安 壤中
。

实际上
,

罗马人在学习
、

借鉴和广泛传

东尼 库斯 ( iz
v iu s A n d or n ic us )也被胁迫到罗 播希腊文化教育的过程中

,

结合本 民族的实

马
。

在罗马
,

他被分派到学校教书
,

从此
,

罗马 际需要
,

提出了富有特色的教育思想
,

进而影

便有了最早的希腊教师
。

在教学过程中
,

他发 响了西方教育思想的演化进过程
。

现罗马学校 的课本十分贪乏
,

于是就动手把 二
、

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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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育的希腊化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 一 位作家
、

演说家
,

用拉丁文写作 了《起源 》
、

期
,

这就构成了罗马教育思想萌芽与罗马教 《论农业 》和《道德格言 》等著作
,

并发表了演

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两个阶段
:

说一百余篇
,

是拉丁散文的奠基者之一
。

在罗

第一个阶段
:

罗马教育思想的萌芽 马教育史上
,

加图同样具有一定的地位
。

他曾

从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前 1世纪为罗马 写过一本论述儿童教 育的著作
,

可惜没能保

学习
、

借鉴希腊教育的时期
,

也是罗马教育思 存下来
。

但是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 》

想的萌芽阶段
。

在这个时期 以前
,

罗马人已仿 一书中转述 了加图关于子女教育的观点和实

照希腊建立了卢达斯 (,J
、
学 )

。

公元前 3世纪
,

践
。

由希腊人在罗马建立 了希腊文法学校 ( 中学 ) 加图把子女教育视为头等大事
。

在他的

和希腊修辞学校 (高等专业学校 )
,

教师主要 儿子出生之后
,

主要由其妻子亲 自喂养
。

他一

是希腊人
,

教科书是从希腊学校引进的
,

课程 旦有空
,

就来未 自照顾儿子
,

如陪着妻子给儿

设置
、

教学内容
、

教育 目的也都受到希腊教育 子洗澡等
。

待儿子开始懂事时
,

他就把儿子置

的影 响
。

由于当时罗马没有大学
,

希望继续深 于 自己的教管之下
,

教他读书
。

当时
,

在加图

造的青年先后到雅典等地希腊大学 留学
,

学 的家 中
,

有一个 曾当过教师
,

精通文 法的奴

习希腊的文化科学
。

他们深受希腊文化的熏 隶
。

但加图认为
,

让他的儿子给奴仆责骂
,

或

陶
,

并致力于传播希腊文化和教育
。

希腊文化 者 由于学习迟缓而让奴仆拧儿子耳朵是不对

教育的引进不仅丰富了罗马教育的形式和内 的
。

于是他 自己担 当起家庭教师的重任
,

亲 自

容
,

而且对罗马的教育观念也产生 了深刻的 给儿子教授文法
、

法律 ②以及各种必要 的课

影响
。

在这个转型时期
,

希腊教育的影响必然 程 ;
同时教儿子投铁饼

、

骑马
、

拳击
、

游泳
,

进

与 当时盛行 的罗马教育传统 发生直接 的冲 行军事体育锻炼
。

出于对儿子进行爱国主义

突
。

一些罗马人认为
,

希腊文化
、

教育和生活 和传统美德教育 的需要
,

他还亲手用正体字

方式的传人
,

严重损害了罗马人的生活和道 写了一部罗马史
,

使儿子不必出门就能 了解

德规范
,

破坏了罗马的文化和传统
。

而在他们 和熟悉 自己 的祖先以及他们的传统习俗
,

并

看来
,

罗马的传统美德是罗马取得成功的根 学习罗马民族的传统美德
。

此外
,

加图还非常

本原因
。

因此他们本着爱国热情
,

坚决抵制希 注重身教
,

严格要求 自己在子女面前如同在

腊文化教育的影响
。

公元前 173 年
,

元老院以 神面前一样
,

绝对不使用有失体统的言词
,

并

宣扬享乐主义为 由
,

下令驱逐了两名伊壁鸿 且绝对不和子女一同人浴③ 。

鲁派教师
。

12 年后
,

元老院又发布禁令
,

禁止 显然
,

加 图所实施和推崇 的是罗马的传

希腊哲学家及修辞学家在罗马居住
。

统教育
。

他所追求的教育理想是培养罗马的

与此同时
,

希腊文化教育 的引进及其与 合格公民
。

他认为
,

合格公民应具有传统道德

罗马文化教育传统的冲突
,

引起人们开始关 品质
,

通晓讲演
、

法律
、

历史
、

医学
、

农业
、

军事

注和探讨教育问题
,

从而促使罗马教育思想 等实用知识和技术
,

体魄健全
,

行为举止庄重

萌芽
。

主要代表人物有加图
、

瓦罗等人
。

得体
。

教学方法以言传身教为主
,

辅以课本教

根据现有的文献史料来看
,

加 图是古代 材
。

罗马最早关注教育问题并尝试撰写教育著作 在希腊文化教育大规模传人罗马之际
,

的人之一
。

加图 ( C at 。 ,

公元前 23 4一前 14 9 加 图为了维护罗马的文化传统
,

极力抵制希

年 )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
,

历任罗马行政长 腊文化教育的影响
。

他指出
,

罗马人过去能击

官
、

执政官和监察官等高级公职
。

他同时也是 败大希腊
、

西西里和希腊本土的联合反抗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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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输人了希腊文明
,

使之征服 了罗马人
。

由于 论了医学和建筑两门学科
。

《训练九篇 》长期

罗马远征军带回了希腊艺术品
、

书籍
、

学者
、

作为文法学校的重要教材
,

其写作方式对 以

教师
、

家奴
、

装饰
、

习尚以及各种奢侈品和大 后许多罗马作家的创作产生 了影响
,

从而掀

量财富
,

使罗马人追求舒适
、

悠闲
、

安逸 和个 起了百科全书运动
。

昆体良的 12 卷本 《雄辩

人主义方面发展
,

而集体主义精神和克勤克 术原理 》
,

便是该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

俭等罗马传统的道德风范遭到削弱和背弃
。

《学科手册 》 ( D e iL n g ua L a t i an )亦称 《拉

正是 出于这种担心
,

他于公元前 1 55 年
,

建议 丁语论 》
。

瓦罗在该书中将拉丁语 中的词分为

元老院将来讲学的两名希腊哲学家驱逐 出罗 可变格的词和不可变格的词
,

还讨论 了纯粹

马
。

不仅 如此
,

加图还撰 写了一部名 为《起 拉丁语的奇格的词尾变化形式
,

确定 了规则

源 》的历史著作
,

呼吁罗马人注意传统道德已 动词变态体系
。

为拉丁文法的形成奠定了基

处在崩溃的边缘
,

提醒罗马人要爱护 自己 民 础
,

并长期作为拉丁文法学校的标准教科书
。

族的传统美德
,

莫忘公民职责和尚武精神
。

不 综上所述
,

加图和瓦罗关于教育的见解
,

过加图并不是完全 否定 和排斥 希腊文化教 还是具体
、

局部和描述性的
,

而不是对教育普

育
。

他接受罗马起源与希腊神话的联系
,

承认 遍性问题的理性的认识与分析
。

这主要是由

一些意大利人来 自希腊
。

他不喜欢雅典人的 于当时罗马仍处在从罗马传统的家庭教育转

浮夸巧辩
,

但自己却潜心研究雄辩术
,

热衷于 向学校教育的转型时期
,

两种教育制度并存
,

演说
,

能言善辩
,

成为罗马的著名演说家
。

据 学校教育制度还未完全确立起来
。

西塞罗说
,

在加 图去世一百多年之后
,

他的 第二个阶段
:

罗马教育思想的 形成和发

巧。 多篇演讲辞仍保留下来
。

他的《起源 》一 展

书中收人了 自己多篇演说辞
。

从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4 76 年
,

为罗马

总之
,

加图在教育上关注的问题是如何 将希腊教育本土化或拉丁化的时期
,

也是罗

实施和保持罗马的传统教育
。

他通过亲身的 马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

在这个时期
,

经历
,

具体而详细地描述 了罗马当时盛行 的 希腊文化教育大规模传人罗马
,

从根本上影

家庭教育
。

他的有关论述反映了罗马传统教 响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观念
。

在

育的形式
、

内容和方法
。

这种情况下
,

加图式 的抵制方式显然不可能

古代 罗 马 百科 型学 者 和 教 育 家 瓦 罗 产生任何实际效果
。

罗马人在希腊教育制度

(M a r e u s T e r e n t i u s V a r r o ,

公 元 前 1 1 6一前 的基础上
,

建立了具有罗马民族特色的学 校

27 年 )则与加图不同
,

他所关注的是学校教 教育制度
,

罗马的文化教育传统与希腊的文

学内容的问题
。

他学识渊博
,

在语言文字
、

历 化教育逐渐融合在一起
。

现实促使罗马的思

史考古
、

哲学
、

自然科学
、

农业等多方 面都有 想家们进一步认识了希腊文化和教育并寻求

研究
,

著作多达数十种数百卷
。

可惜只有少量 到一种既能保持固有 的传统
,

又能接受高度

保存 下来
。

主要 著作有 《古代 史 》
、

《学科 手 发展 的希腊 文化教育 的管理方式
,

从而促进

册 》和 《训练九篇 》等
。

了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这个阶段教

《训练九篇 》 ( iD
s ic p iL an ur m iL br i IX )

,

育思想的突出特点是
,

对教育现象 的认识 已

又称 《教育九卷 》
,

共分九卷
,

是百科全书式的 逐步过渡到理性把握和反思的水平
,

标志着

著作
。

瓦罗在该书中分别阐释了当时文法学 罗马教育思想的真正形成与发展
。

当然
,

这个

校盛行 的 自由七艺— 文法
、

修辞 学
、

逻辑 阶段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前一阶

学
、

算术
、

地理
、

天文和音乐
。

此外
,

还着重讨 段所取得的思想成果为基础的
。

主要代表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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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西塞罗
、

塞涅卡
、

昆体良和普鲁塔克
。

法
。

他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加图
、

西塞罗等

西塞罗 (M ar uc
s T ul il us Ci ec or

,

公元前 教育家的思 想
,

以及罗马学前教 育
、

初等 教

1 06 一前 43 年 ) 和 昆 体 良 ( M ar cu
s F ab ius 育

、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践经验
,

提 出从

Q iu n ilt ia n
us

,

约公元 35 一 96 年 )着重阐述了 未来雄辩家晰呀学语开始教起
,

直到其成为

雄辩家的教育问题
。

雄辩术起源于希腊
。

在 一个合格 的雄辩家的一整套教育理论
,

从而

共和早期
,

雄辩术就从希腊传入罗马
,

并在罗 突破 了西塞罗仅局限在高等教育的范围内讨

马公 民的政治和社会 中占有相 当重要的地 论雄辩家的培养问题
。

他在其 12 卷巨著《雄

位
。

到共和晚期
,

雄辩术进一步成为人们从事 辩术原理 》 ( I sn itt ut io o r a t or i a ) 中全面阐述

政治活动和进人国家领导层 的工具
,

因为当 了雄辩家教育的目的
、

内容
、

方法
、

教学过程

时只有雄辩家才有希望跻身于罗马的统治阶 和教师等问题
,

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
,

层
,

进而成为官运亨通的新贵族
。

于是以培养 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雄辩家为 目的高等专业学校— 修辞学校便 塞涅卡 ( L uc ius A n
an eu

s S e en c a ,

约公元

蓬勃 发展起来
。

罗马教育逐 渐从培养农夫 前 4一公元 “ 年 )系统探讨了道德教育
。

从

— 军人的教育转向培养雄辩家— 政治家 其表述方法来看
,

主要采取了书信的形式
,

以

的教育
。

罗马教育的这种重大转变
,

促进了罗
“

道德蔑言
”

闻名于世
。

重视德育是罗马教育

马教育思想的新发展
。

西塞罗不仅是罗马雄 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

因此
,

塞涅卡对道德教

辩家的佼佼 者
,

并且在理论上较系统地论述 育的重视并非偶然
,

既有斯多葛主义者的哲

了雄辩家应具备的素质及其教育的内容和方 学信念
,

同时也是 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现实

法
,

反映了当时罗 马高等教育的理想和罗马 的产物
。

塞涅卡的道德教育思想包括道德教

教育传统的巨大转变
。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不 育的内涵
、

目的
、

途径
、

方法等
,

基本上构成 了

仅真实地反映了这种 巨变
,

而且在理论上进 一个道德教育的体系
。

此外
,

他还论述了关于

一步阐明要把雄辩家培养成既深受希腊文化 雄辩术教育
、

教育方法
、

学习方法等许多重要

熏陶
,

又具有罗马传统道德
、

精通法律和军 的教育问题
。

其中包含 了对罗马教育的反思

事
、

具有实际工作能力
,

举止庄重得体的全面 和探索
,

具有明显的理性特征
。

如果说西赛罗

发展的人
。

从而在理论上成功地将罗马文化 的教育思想标志着罗马教育思想真正形成
,

教育传统与希腊文化教育影响成功地融合在 那么塞涅卡的教育思想就使罗马教育思想得

一起
。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对教育现象 中具有 到进一步巩 固和发展
。

因此
,

应把塞涅卡的教

普遍意义的基本问题
,

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认 育思想视为从西塞罗教育思想发展到昆体 良

识与分析
,

标志着罗马教育思想的真正形成
,

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

并促进了以后罗马教育思想的发展
。

罗马进 与 昆体 良生活在 同一时代 的普鲁塔 克

人帝 国时期以后
,

罗马皇帝独揽大权
,

政治家 ( lP ut ar hc i s
,

约公元 46 一 1 18 年 )所关注的却

只需奉旨办事
,

已不能对国家的重大政治问 不是雄辩家的教育问题
,

而是普通教育问题
。

题公开发表 自己的主张
。

雄辩术失去了过去 他强调对儿童必须进行德
、

智
、

体诸方面的教

就政治问题发表演说
,

进行辩论或影 响公众 育
,

使他们成为品德高尚
、

学识 渊博
、

身体健

舆论的作用
; 人们只是在法庭上还需要雄辩 康的罗马优秀公 民

。

这是由于普鲁塔克出生

术进行控告与辩护
,

于是雄辩家变成 了辩护 于希腊
,

受教于著名希腊学者阿漠尼乌斯
,

青

师或律师
。

昆体良所论述的雄辩术原理就是 年时期曾广泛游历雅典等希腊历史名城
,

深

关于培养优 秀雄 辩家— 律师的理论和方 受希腊文化的熏陶
。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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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鲁塔克的教育思想中
,

希腊文化的因素

要大于罗马传统的因素
。

这是他的教育思想

不同于西塞罗
、

昆体良等人的一个显著特点
。

但由于受晚期斯多葛主义的影 响
,

他们的教

育思想也有一些相 同的地方
。

普鲁塔克的教

育思想表达 了罗马人把新一代培养成全面和

谐发展的优秀公民的要求
,

对古代罗马的教

育实践产生了实际的指导作用
。

罗马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 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
。

它既是对希腊教育思想的

继承和传播
,

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践和发展了

希腊的教育思想
,

特别是罗马教育思想 中注

重理论联系实际
,

强调组织管理
,

重视道德教

育
,

以及关注普通 国民教育等特点对西方教

育思想传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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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①希腊化源自希腊文 h el l en iez in
,

本意为
“

说希

腊语
”
或采取希腊人的言行模式

。

在史学上通常指公

元前 3 3 4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 A le x a n d e r t h e G er
a t ,

公元前 3 56 一前 323 年 )开始东征
,

到公元 4 76 年西

罗马帝国灭亡这段历史时期
。

希腊文化走出本土班

界
,

广泛传播
,

并与地中海沿岸各国经济和文化互相

交流
、

影响并融合成为统一的文明
。

希腊化时期结束

的时间历史上有不同的分法
,

有的以政治的标准来

衡量
,

分到公元前 14 6 年或公元前 30 年 ,有的则以

文化教育的标准来衡蚤
,

分到公元 476 年
.

我们这里

采取了后一种分法
。

②指《十二铜表法 》
。

③普督塔克
: 《希腊罗马名人传 》上册

,

商务印书

馆 1 9 9 0 年版
,

第 3 6 6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