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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里 士 多 德 教 育 思 想 浅 论

戴 本 博

亚里 士多德 〔A ri s拍 Ue 公元前8 3 4一 32 2 ) 是西方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

他除 了 在

哲学上为人类作出卓越的贡献外
,

并且深入研究 了许多专门学科
,

成为 政 治学
、

经 济

学
、

伦理学
、

心理学
、

逻辑学
、

生物学等等学科的奠基人
。

他在教育哲学方面继承 并发

展了苏格拉底
、

柏拉图的思想
,

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理论的发展
。

一
、

教育与政治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上表现 了奴隶主的偏见
,

认为奴隶制的存在是符合自然的
,

是有

益的
。

由一两个或少数贤明的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治理 国家是最理想的
。

穷人 占优势的

国家容易出现民主政体
,

富人占优势则易产生寡头政治
。

民主制比较符合民主和平等的

原则
,

但其缺点是易受少数操纵
,

作出错误决定
,

或过多地侵犯富人利益
,

因而加剧贫

富之间的矛盾
,

更有甚者则是民主过分
,

以至酿成大乱
,

使邦国崩溃
。

理想的国家应采

取共和制的形式
,

在这里 自由民轮流统治
;
大家都是有产 的自由民因而是平等的

,

大家

既做统治者
,

又做被统治者
;
权力的划分以年龄为准

,

青年人当军人
,

担负保卫国家的

任务
;
中年人负责国家的政务和司法

;
老人则专门从事奉侍神明的活动

。

从阶级上看
,

理想的国家应是奴隶主 中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
,

因为奴隶主中产阶级最能体现正义和智

慧
,

太富的人既不愿意也不服从政府的法令
,

太穷的人又
“

太下贱了
” . “

一个阶级不

能服从
,

只能专横地统治
,

另一个阶级不懂得如何指挥
,

必须像奴隶 一样受统治
. ”

而

中产阶级是国家最安分守己的阶级
,

他们不凯觑别人的东西
,

别人也不凯觑 他 们 的 东

西 ;
他们不害别人

,

也不被人害
。

中产阶级也最适于做国家的指挥者
,

那些最好的立法

者差不多都 出自中产阶级
,

如雅典的梭伦和斯巴达的莱库士等等
。

政治的优劣不仅取决于组成城邦的阶级以及政体的形式
,

而且取决于城邦是否具有

美德
.

城邦的善
,

取决于组成城邦的人的善
。

优美的城邦
,

应该人人都是善人
。

亚里士

多德考察了人之成为善人的原因
。

他举出
: “

人们所由入德成善者出于三端
。 ”

这三端

是
,

出生所享的天赋
,

以后养成的习惯
,

人的
“

内在的
”

理性
。

所谓天赋
,

这里是指民

族精神
、

民族性格
`

一个民族的天赋的品质是可 以改变的
,

他说
: “

积习变更天赋
;
人

生 的某些品质及其成长
、

日夕熏染
,

或习于向善
,

或惯常从恶
。 ”

习惯和理性则全属于

知识和意志的范围
,

是有赖于教育去实现的
。

因此教育应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事业
, “

邦

国如果忽视教育
,

其政治必将毁损
。 ”

所以 国家的执政者必须认真制订教育方针
,

并且

把教育作为公共要务
。

亚里士多德推崇斯巴达把教育作为最大事业的政策
,

他们在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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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花的精力和用心之深为古代各国所不多见的
。

国家的目的是使 国家成为富强的国家
,

使人 民成为幸福的人 民
。

要实现这一根本目

的
,

除应有好的政体外
,

就是依靠教育的杠杆
,

使每一个人都成为
“

善人
”

。

公民与国

家的利害一致
,

目标一致
。

人的生活有勤劳与闲暇之分
,

有战争与和平之分
; 事业上有

必要和实用的作业
,

也有纯理性活动的作业
。

在人生方面
,

勤劳的目的是为了闲暇
,

战

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
; 在事业方面

,

必要的和实用的作业是获得沉思活 动 间 手 段
。

根

据以上原理
,

教育应该是
:

第一
,

要顾及灵魂均各部分
,

并着重于灵魂沟较高较优越的

部分 ; 第二
,

必须顾到人的生活的 各部分以 及它们之问的相互关系
,

并有分别地加以对

待
。

因此
,

既要使公 民们具有道德上的美德
,

也要使其具有智慧上的美德
,

既要使其具

有勤劳和作战的能力
, ,

更要使 其善于过闲暇与 和 平 的 生活 : 既 要使共能够完成各种

政治的
、

军事的以及 日常必需的事务
,

更要使其擅长于追求真理
、

研究事物的原 因和原

理
,

爱好理论
。

这是制订教育方针时应依据的原理以及所应达到的目标
。

亚 卫士多德与柏拉图一样
,

总结了历史经验
,

把教育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
,

在他们

所写的政治理论著作中
,

都是把教育当作实现理想政治的 工具
,

这说明 f也们是极有政治

远见的思想家
。

经验证明
,

任何一个不要教育或鄙视教育的 国家
,

都是 短 命 的
。

不 要

文化
,

鄙视知识
,

摧残教育的国家
,

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

二
、

心理学与教育阶段论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
,

但他又认为形式是主动的
,

是木质
,

质料是被

动的
,

因此他又在另一种形式下
,

把形式与质料分割开
,

并从中引 出 纯 形 式
;

并且认

为所有事物都有它所追求的目的
,

形式就是其 目的
,

因此他的哲学又走向了神秘主义
,

走向了苏格拉底
、

柏拉图的神学目的论
。

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是以上述 哲 学 为 其理论基础的
。

他说
,

一切有机体都是由质

料和形式构形
。

有机体的躯体是质料
,

有机体的灵魂是形式
。

灵魂是有机体的运动的原

因和实质
,

是其现实和真正的存在
,

’

躯体是有机体的工具
,

灵魂是有机体的自的
。

凡有

生 命的地方就有灵魂
。

灵魂是统一的实体
,

但它有多种不同的功能
;
各种不同等级的功

能与生命的各种形式相适应
。

因而
“

要按三个方面来规定灵魂
,

即营养的灵魂
、

感觉的

灵魂和理性的 ( 思维的 ) 灵魂
,

相应子植物的
、

动物的和人的生命
。

营养的灵魂
,

当单

独存在时
,

是属于植物的
,

— 植物性的灵魂
; 如果说它同时还能感觉

,

就是动物的灵

魂
;
如果既是营养的

,

又是感觉的
,

并且也是理性的
,

那就是人的灵魂
。 ” ①

他认为
,

灵魂如同一块空无所有的白板
,

它是感觉的接受器
。

感觉是灵魂感知外界

事物的一种能力
,

灵魂借助 于感觉器官而感知外界事物
。

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
,

而
“
那

引起感觉的东西 是外在的
· ·

… 要感觉
,

就必须有被感觉的东西
。

”

列宁说
: “

这里的关

键是
`

外在
’

— 在人之外
,

不 以人为转移
。

这就是唯物主义论
。 ”

列宁认为亚里士多

德
“

紧紧地接近唯物主义
。 ” ②

感觉在人的认识币虽不可少
,

但是通过感觉只能认识个别
,

不能认识事物的普遍
、

一般
。 ,

我们不以官能的感觉为智慧
; 当然这些给我们以个别事物的最主要认识

。

但感



官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所 以 然 之 故一一例 如 火 何 为 而 热
; 他 们 只 说 火是 热

的
。 ” ③ 因此

,

在认识中
,

最重要的还在于通过思维活动
,

深入到对象的本质中去
,

以

便了解对象的普遍
、

一般
。

但是
,

他错误地认为思维可以不依赖于感觉
,

心灵可以通过

直觉直接发现概念
,

它并不依赖感觉所提供的材料
。

感觉在这里仅能起到一 种 诱 因 作

用
,

通过感觉的诱发
,

人们的思维便能发现概念
、

原理
。

亚里士多德 在这 里又一次陷

入了与柏拉图相类似的片面性
。

他夸大了理性的作用
,

贬低感性认识
,

把感觉只看作是

引起思维活动的刺激
,

理性可 以不要感性认识
,

而凭空地产生概
`

念
、

原理
。

他甚至重复

柏拉图的灵魂不死的神秘主义论调
,

说灵魂的理性部分是不死的
,

它永恒地存在着
。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心理学是他的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

与拍拉图 一 样
,

在 教 育

上
,

他非常强调纯思维活动在培养心智方面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
。

同时由于其哲学
、

心

理学的现实主义
、

唯物主义
、

辩 证法的因素
,

对感觉
、

实践
、

情感在人的认识和人们的

心灵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重视
,

因此
,

在教育上
,

他看重练习在学习中所起的作用
,

看

重实践在道德教育中的意义
。

他十分重视对人的生理的研究
,

提出应根据儿童的生理发

展划 分年龄阶段
,

依据年龄阶段而制订出不同阶段的教育任务
。

人包括躯体和灵魂两部分
,

而灵魂又包涵非理性与理性
。

按人的生长进程
,

先是躯

休
,

然后是非理性灵魂
,

最后才是理性灵雄
。

人在婴儿时就开始显露出情感和欲望
,

婴

儿的啼与笑
,

高兴 与愤 怒
,

就 是 他 们 的 非 理 性灵魂开始发展的标志
;

而人的理性的

灵魂
,

则要到以后 的岁月
,

经过教育
,

才能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善
。

合理的教育
,

应遵循

人的 白然行程
,

先是体格教育
,

使其有健康的体啤
;

然后以情欲的训练为主
,

养成其良

好的习惯
: 最后才发达他们的理 智

,

使其能过好闲暇的生活
,

从事于沉 思
,

专 心 于 学

问
。

他说
: “

教育的 目的及其作用
,

有如一般的艺术
,

原来就在效法 自然
,

并对 自然的

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
。

”

④ 在教育史上
,

亚里士多德首次提 出教育应
“

效法自

然
”

的原理 而且把儿童和青少年的生理作为教育实施的依据之一
。

由于这一原理的提

出及其运用
,

亚里士多筷便把教育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

三
、

体 育

七岁前的教育以体育为主
,

要及时地引导儿童做些适宜于肢休发育的各种活动
.

儿

童 自幼养成耐寒的习性
,

很有必要
;
儿童习惯于寒冷

,

不仅可以促进其体格健壮
,

而且

也可为其长大成人后的从军入伍作准备
。

至于儿童的啼哭
,

则不必禁止
,

啼哭时扩张肺

部
,

有助于身体的发育
。

五岁前不可教儿童任何功课
,

以免妨碍其身体的正常发育
。

五

岁前的儿童主要活动是游戏和听故事
。 “

儿童游戏要既不流于卑鄙
,

又不致劳累
,

也不

内涵柔 曦的情调
。 ”

故事应由负责儿童教育的官员作 出精心的选择
。

游戏和 所 讲 的 故

事
,

最好能与将来的工作 相联系
,

是将来应从事的工作的简单模仿
。

儿童的环境对其性

格的形成至关重要
。

不要使儿童听污秽的语言
,

一旦轻率地 口出恶言
,

离恶行也就不远

了
。

同样也不要允许他们看秽襄的图画或戏剧表演
。

人们对最初接触的事物往往留下深

刻的印象
。 “

所以
,

务 使 他 隔 离于汗河下流事物
,

凡能引致邪恶和恶毒沙情的各种表



演都应加以慎防
,

勿令耳濡 目染
. ’

⑥从五岁到七岁这个年齿邹寸期
,

儿童可以旁观人们

正在从事的他们将来将要从事的工作
。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制
,

要使儿童从七岁起便就学于
`

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二 体

育的任务是帮助身体健康和
“

增进战斗力量
” 。

为使体育能够发挥其效用
,

应采取一种

合适的方针
。

当时
,

有的希腊城邦以培养运动员的办法去训练儿章和少年身体
。

亚里士

多德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方针
,

因为少年儿童过度的锻炼会留下恶果
,

儿童的体质经过

长期的剧烈运动将受到损伤
,

一些在儿童期参赛 而 得 到优异成绩者
,

到了成年仍能在

竞技中得奖者至多只有二
、

三例而已
。

所以在十四岁以前
,

儿童的体育规程只能是一些
“

轻便体操
” 。

同时
,

休育教师应训练儿童身体养成正常的习惯
,

竞技教师则只能教给

儿童以轻巧的武艺
,

如 弓箭
、

弹丸之类
,

使其初步得到军事技术的训练
。

亚里士多德不

赞成斯巴达人所采取的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严酷训练的方针
。

斯巴达人用野蛮的措施培

训儿童的勇敢的品德
,

其实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

因为勇敢是与凶猛不同的
。 `

凡属最凶

猛的往往未必是真正的勇毅
” ,

例如在兽类中
,

真正勇敢的如雄狮
,

其性情住往是比较

温和的
。

那些以掠夺为能事的匪徒以及那些吃人生番
,

他们并无真正的勇敢和美德
。

只

有那种能正视危难
,

临危不惧
,

威武不能屈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
。

四
、

品格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
,

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所固有的特性
。

人的固有特性
,

不仅仅

是行使其植物性的功能和动物性的功能
。

实现人的固有特性
,

就是要使人的各种天赋功

能得到高度发挥
。

在人们灵魂中
,

理性灵魂也应使其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亚里士多

德对于人的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的观点与柏拉图很不相同
。

柏拉图把非理性的心理功能

如感情
、

欲望等
,

一概贬为
“

卑劣部分
” ,

都应该用理性压制下去
;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

情感
、

欲望既然是人性中所固有的
,

就应使其得到满足
。

他认为
,

人的生活
,

务必使其

内部所有各种天赋的职能都能得到满足
,

并且都能在理性的支配
、

领导下得到和协而充

分的发展
,

只有如此
,

才能实现人之所以为人
,

也只有如此
,

人才能是一个 有 美 德 的

人
。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强调应使人心的非理性部分也得到发展
,

还 因为只是理性并不能

构成美德
,

因为理性是静观的
,

若不借助于热情
、

欲望
,

理 性 是 绝 不能引起任何实践

活动的
。

因而只有在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 中
,

美 德 才 存在
。

当感情
、

欲望为理性所控

制时
,

就产生美德
。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情感
、

欲望的现论
,

比柏拉图前进了一步
,

它

具有较多的真理性
。

一方面
,

他主张角理性来指导人的情感
、

欲望
,

一方面
,

又反对压

抑儿童青少年的情感以及合理的意向
。

所谓美德
,

按亚里士多德的原义是指
“

卓越的能刀和性能
。 ”

因此
,

美德就是指实

现人生目的所必需的一种品质
;
也可 以说

,

人的各种固有的灵魂的功能得到 完 善 的 发

挥
,

就是美德
。

美德有两种
,

一是道德方面的美德
,

一是理性方面的美德
。

道德方面的美德是指人的
`

性格状况
”

而言
,

所谓
“

既使一个人本身好
,

又使他把

自己的工作作好的那种性格状况
。 ”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解释说
,

所谓性格状况
,

就是一

种既避免不足也避免过多的中间状态
,

也就是
“

中庸之道
”

( m e a “ )
,

也 就 是 说
、 一



个人的
.

性格状况
”

是否是道德的
,

就看他的品格是否符合中庸之道
。

他说
,

美德即中

庸之道
。

他是这样论证这个命题的
:

为恶属于无 限那个类
,

而善则属于有限那个类
; 失

败可能有多种方式
,

而成功则只可能有一种方式
;
射不中容易

,

射中目标则很困难
,
为

恶容易
,

为善则很困难
、

也是由于这个缘故
,

所 以过度和不足乃是恶行的特征性
,

而中

庸则是美德的特性
。

⑥因此
,

美 德 即 中 庸之道
,

美德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项
,

例如
,

在莽撞与怯儒之间有勇敢
,

在吝音与浪费之间有慷慨
,

在伯羞与无耻之间有谦虚
,

在放

荡与麻木之间有节制
,

在虎荣与自卑之间有 自尊
,

在滑稽与粗鄙之间有 机 智 等 等
。

此

外
,

也有一些行为如妒忌
、

怨毒
、

偷盗
、

谋杀等
,

其本身就是恶
,

没有什么过与不及可

言
。

所谓 中庸之道
,

并不是一种主观任意性
,

而是一种理性选择
,

是一种性格状况
。

它

并不是绝对的
,

它是因人因物因地而有所不同
, “

在适 当的时候
,

对适当的事物
,

对适

当的人
,

由适当的动机和以适当的方式来感觉这些感觉
,

就既是中间的
,

又是最好的
,

而这乃是美德所特具的
。 ”

⑦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
,

在某些方面
,

类似孔子的中庸之道
,

孔子认为过犹不及
,

过和不及都不好
,

适 中为最好
。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孔子
,

他们所说的中庸之道都不

能归之为折衷主义
。

孔子鄙薄
“
乡原

” ,

称那种任何人都不得罪的无是非的人是
“

德之

贼
” 。

亚里士多德主张用理性克制情欲
,

主张人应实践道德上的至善
,

并把它做为人生

追求的最高目标
。

既然道德上的美德是巾庸之道
,

那么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 亚里士多德认为
,

它乃

是习惯的结果
。

习惯是在做的当中形成的
。

有许多事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它们的技艺
,

如

人们由于从事建筑而成为建筑家等
。

在德行方面也是如此 我们 由于行为公正而成为公

正的人
,

由于遇事能 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对待之
,

而成为勇敢的人
。

因而从小养成一种好

的习惯是极其重要的
,

好的习惯与坏的习惯
,

造成人们之间很大的差别
。

习惯可以使人

养成恶徒
,

但如能勉力从善
,

则可 以使人改恶从善
,

立地成佛
。

一个有德性的人
,

也是一个幸福的人
。

人生的目的
,

是要实现美德
,

求得至善
,

并

不是追求快乐
。

我们不能以快乐为人生之 目的
,

但也不规避快乐
。

快乐是德行的结果
。

有德行的人必然是快乐的人
。

例 如对于饮食
,

既不警臀
,

又不减食
,

惟求其适 当有节
。

这种节制的美德
,

必然使人身心愉悦
。 “

活动最完善时
,

最使人感到 欢 乐
。

”

没 有 居

动
,

不可能有欢乐
; 而欢乐又使生活更趋完善

。

理论与实践并不是一个东 西
,

认 识 了

的
,

不一定就能付诸行动
。

亚里士多德把善行提到重要地位
。

他继承了古代希腊社会尊

重善行的优良传统
,

并把它提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
,

成为他教育学说的重要原理
。

对于儿童的品德训练
,

具有重大作用的学科是音乐
。

音乐包含三种功能
:

娱乐
、

陶

冶性情
、

涵养理智
。

音乐能使人解除疲乏
,

消除劳累
。

人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后
,

听到悦

耳的音乐就能使人的精神顿觉爽适
,

紧张的身心得以松驰
,

从而使人心情愉快
,

故音乐

能起到娱乐身心的作用
。

音乐的娱乐作用不仅表现在除祛疲乏上
,

而且体现在修炼心智

上
,

因为沉思本身就是愉快的
,

而音乐可以促进这种高尚的愉悦之感
。

音乐的另一种功

能
,

即陶冶性情的功能是比较显著的
。

由于音乐可 以陶冶性情
,

故它可 以改 变 人 的 性

格
.

音乐进入肺腑
,

动人心弦
,

甚至那些非音乐 的声音都能使人为之心动
,

如哭号使人

同情
,

欢笑使人娱悦
,

音乐之所以感人深邃
,

因为音乐的曲调和节奏直接地反映了性格
`

6息
、



的真相
,

如愤怒与和顺 的形象
,

勇毅与节制的形象
,

正义与坚忍的形象以及一切与此相

反的形 象等等
。

当这些表现形象的音乐进入我们的听觉时
,

就能激荡我们的灵魂
,

并使

它发生变化
。

此外
,

乐调所表现的内容不同
,

性质不同
,

因而激起人的不同感受
。 “

有

些曲调使人情惨志郁
; … … 另一些流于柔靡

·

一另一种能令人神凝气和
「
” ,

还有的音调
“

听者未及终阅
,

就感到热忱奋发
,

鼓舞兴起了
。 ”

音乐既然能影响到灵魂的各部分
,

那么它作为儿童应学习的基础课程
,

也就十分必要了
,

况且音乐也很适合儿童的性情和

需要
.

音乐与体育课程一 样
,

必须遵循合适的原则
,

才能收到 良好的效果
。

首先
,

音乐教

育以培养德行为主
,

因此所选之乐调应该是有助于培养品德的乐
一

稠
。

不要让学生学习和

演奏那些鄙俗和败德的作品
。

其次
,

在音乐的教育中
,

可以让儿童登场演奏
,

但以培养

其鉴别力为 目的
。

)毛童登场演奏
,

可以熟练其技巧
,

增长其对别人演奏的评判能力
。

等

到他们 业 已 养 成欣赏和评判音乐的能力时
,

就不应该再登场表演了
。

这是为了避免儿

童养成职业乐工的习惯
。

乐工们公开演奏或参加竞赛
,

为了取悦于观众
,

便追求鄙陋的

曲调
,

他们经常演奏那些下品的东 西
,

白己 也养成了卑俗的性格
。

所以 音乐教育应摒弃

专业训练的方式
,

音乐教育不是为了培养职业乐工
,

不是为了公开演奏
,

而是为 了培 养

德性
,

涵养心灵
。

绘画这门课程
,

按其性质讨卜
,

也可以表现人物的性格
,

但它不如音乐深刻
,

它所反

映的性格是
“

狭小而肤 浅
”

的
。

它所表现的是处于某种情感中的人物
,

通过描绘人物所

处的情感状况而反映人物的性格
.

绘画既然能够间接地显示人物的性格
,

因此也有教育

意义
。

在进行绘画教育时
,

要引导学生研究那些善于摹拟道德情操的作品
,

而不要去研

究那些歪僻放侈的作品
.

绘画课的 目的
,

是培养儿童对于
“

物体和形象的审美观念和鉴

别的能力
. ”

品格教育是属于人的灵魂中的情感
、

欲望等部分的 J音养问题
,

是训练入如何用理性

去抑制情感
、

欲望
,

又同时使人的 感 情
、

欲 望 得到合理的发挥
,

从而使人具有好的品

格
,

具有实践方面的美德
,

使人的行为能合乎中庸之道的要求
。

五
、

理性教育

智力教育的对象是人的理性灵魂
。

人的理性灵魂的功能是沉思
。

因此亚里士多德又

把沉思当作理智屠动的美德
,

沉思是纯理性活动
,

是探索真理
,

考究哲学
,

研究科学的

最好的活动
.

沉思之所以是最好的活动
,

因为理性是人的最好东西
,

理性的对象是人们

认识的对象中最好的东西
.

另外沉思还具有连续性的别点
.

人们在沉思中可 以持续地思

考真理
。

因而人们可 以在持续地沉思活动中
,

充分地领悟人生的幸福
,

而幸福又总是有

愉悦之感的
。

沉思活动
,

需要充分的闲暇
。

闲暇并非无所事事
,

并非游嬉
。

游嬉是繁忙之后的憩

息
,

它是与繁忙相联系的
;

闲暇则与沉思相联系
。

人应该有所作为
,

有为的生活乃是高

尚的生活
。

沉思的活动也是
一
种有为的活动

,

它木身就有较高的严肃的 价 值
。

人 要 繁

忙
,

没有繁忙
,

没有辛苦劳累
,

就不可能有闲暇
。

忙碌的 目的是闲暇
,

正如战争的目的

是和平一样
,

忙碌
、

勤奋是必须的
,

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是需要的
,

也是可 贵而 伟大



的
,

但它们比沉思稍逊一等
。

因为政治和军事活动
,

辛勤而繁
J

沦
,

而且它们都是为了一种

目标的
,

因此这些活动也必然使人的灵魂从属于外物
,

所 以它们不如沉思活动高尚
。

反

之
,

沉思活动是以思想本身为 目的的
,

是为了思想而思想
,

它只限于 自身
,

而不外向它

物
,

因而它是自由的
,

它不因外物而使自已处于屈从的地位
。

纯思维活动是 人 所 特 有

的
, “

每一种东西所特有的
,

对于那种东西就 自然是最好的和最 愉 快 的
。

因 此
,

对于

人
,

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
,

因此理性比任何其它的东西更加是人
,

因此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
。 ”

⑧

亚里士多德把纯思维活动看得比政治活敌还要高尚还要重要
,

正说明他 与 苏 格 拉

底
、

柏拉图都是理智论者
。

他们认为概念先于事物
,

一 般 先 于 个 别
。

柏 拉 图 的
“

理

念
” ,

亚里士多德的
“

形式
”

都是先于个别事物的东西
,

都属于第一性的本体
。

而
“

理

念
即 、 “

形式
”

都是思维的对象
,

因此便认为纯思维活动高于政治活动
。

我们极其珍视

亚里士多德赋予思维活动在认识中的崇高地位
,

同时
,

我们 也应抛弃他的贬低实践活动

包括政治实践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

但是
,

我们必须看到亚里士多德在教育问题上
,

重视练 习重视实践的积极意义
。

上

面已经 论述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练习培养德行
,

以沉思培养心智
,

使道德与理智都趋于完

善
。

在培养人的美德中
,

他既重视实践
,

又重视理论
,

因而他的道德教育比苏格拉底
、

柏拉图前进了许多
.

苏格拉底认为道德完全是认识的问题
,

不是练 习所能得到的
,

亚里

士多德则主张要使人的各种心理功能都得到练习的机会
,

习之既久
,

就成为人的第二天

性
,

因而也就成为美德
。

与此同时
,

更要使灵魂的纯理性部分得到发展
,

通过听高尚的

音乐
,

读优雅的诗
,

研究学术以及沉思哲理
,

人生凭藉这些
“

有为
”

的活动 来陶 冶 性

清
,

成为善人
。

所谓善人就是能够充分雄发挥出他韵天卿的各种功能
,

从而具有美德的

人
。

这样的人有理想
,

有崇高的生 活目的
,

善于辨认真理
,

行动适 中得体
。

亚里士多德

认为
,

美德既包括理性上的美德
,

所 以这种美德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得到
。

总之
,

亚里士多德在教育理论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

如果说
,

柏拉图创造并奠定了西

欧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

那么亚里士多德则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基础
,

从而使古希腊教

育理论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评价非常之高
。

马克思在 《 资本论 》 中称他是
“

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 ,

在他的思想中随时可以找到辨

法的痕迹
。

他继承先辈的思想
,

但又不拘泥于先行者们的成就
。

他吸收了柏 拉图的许多

证思想
,

但对柏拉图学说中的许多观点又持否定态度
。

他曾公开宣称
:

吾爱吾师
,

吾尤

爱真理
。

正是这种精神
,

使他有可能创立出具有更高水平的教育理论
。

注释
:

① 亚里士多德
: 《 论灵魂 》

,

转引自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 第二卷
,

托 9页
。

② 列宁
: 《 哲学笔记 》 第 2 9 3页

,

人 民出版社 1 9 5 6年版
。

⑧
、

⑧
、

①
、

⑧ 北京大学
: 《古希腊罗马哲学 》 28 1:

3幻
: 3 2 8

。

④
、

⑥ 亚里士多德
: 《政治学 》 卷七

,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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