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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启蒙运动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最初产生在英国，而法国却是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其他 国家 

相比，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启蒙时代的欧洲是法国的欧 

洲”。启蒙思想家在抨击旧的社会制度的同时，也抨击旧的教育制度 ，并勾画出新的教育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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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启蒙运动概述 

启蒙，就是启迪和开导人们的反封建意识 ，给尚处在黑 

暗中的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 ，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 

教迷信 ，打破旧的传统观念 ，传播新思想、新观念。随着资本 

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矛盾的不断深化 ．法国新兴资产阶级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反对封建统治与教会特权的斗争也迅 

速展开 ，这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在欧 

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一)兴起的时代背景 

1．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 

17、l8世纪 ，西欧资本主义有 了较大的发展 ，新兴资产 

阶级的力量 日益壮大 ，他们掌握 了越来越雄厚的经济实力 。 

但是，当时欧洲大陆的政治却仍是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占统 

治地位。所 以，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首先必须剥去封建制 

度身上的神圣外衣，以便去触犯它，否定它，摧毁它。于是强 

调人的价值和权利的思潮兴盛起来，形成了以宣传理性为 

中心的启蒙运动。这正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 

2．科学的迅猛发展 

这一时期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新 的自然科学理论 ， 

为人们的思考和判断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封建主义的主 

权 、神权 、特权之所以能够在很长时间里占统治地位 。其重 

要的前提之一 ，便是人们的迷信与愚昧。破除迷信 ，批判蒙 

昧主义，自然成了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使命 ，也是它被称为 

“启蒙”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然科学的发展 ，使理性学说有了 

科学的依据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是可以 

征服 自然的，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于是 ，欧洲资产阶级 

发动了一场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 

(二)启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启蒙运动发源于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霍布斯和 

洛克是英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从l8世纪起，法国成为启蒙 

运动的主战场。l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高，资产 

阶级力量强大。但同时 ，法国又是欧洲大陆封建势力的堡 

垒 ，专制主义、等级制度盛行。作为第三等级的拥有雄厚经 

济实力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资产阶级强烈 

要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 自由。许多资产阶级的代表 

人物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对 旧体制发起 了猛烈冲击 ．从 

而进一步完善了启蒙思想。 

法国能够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 
一

，法国是欧洲各 国中封建统治最顽 固、最反动的堡垒，是 

封建制度的最高典型，法国社会中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之 

间的矛盾特别尖锐 ．而封建制度的危机又空前严重 ，这就为 

启蒙运动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基础：第二，法国资本主义经济 

的发展 ，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加强 ．形成了一批既有经 

济实力 ，又有文化教养的新兴阶级的代表 ，为启蒙运动的掀 

起提供了阶级基础；第三 ，教权势力 的顽固和疯狂 ，迫使新 

兴阶级的思想家抛开宗教外衣 ，投向公开的理性宣传 ，而近 

代科学的兴起和英国革命的成功 ，则为启蒙运动的兴起提 

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实践经验，从而使法国的启蒙运动成 

为欧洲之中心。 

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 

暗，他们集中力量批判专制主义 、教权主义 ，号召消灭专制 

王权 、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 ，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 

人自由。这场以人权对抗王权．以法律对抗专制 ，以科学对 

抗蒙昧的运动 ．是继文艺复兴之后 。欧洲发动的第二次思想 

解放运动。 

二、启蒙运动中的教育思想 

启蒙时代 ．曾出现过一批“为行将到来 的革命启发过人 

们头脑”的伟大人物。他们就是以伏尔泰、爱尔维修、卢梭、狄 

德罗等人为主干的启蒙思想家。他们 的思想观点虽不完全 

相同。却不乏相似之处。我们可把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教育思 

想概括为 ：反对封建传统教育：重视教育对改造社会和在人 

发展中的作用 ；主张建立世俗的、免费的、普及 的和对人人 

平等的教育制度。这些思想后来都深深地贯穿到法国的教 

育方案中。 

卢梭是启蒙学者中教育思想上的巨人，他从多方面扫 

荡了荼毒人心的封建教育。一方面他主张教育应培养 自然 

人 ，对儿童实施 自然主义教育 ，要使教育脱离社会文化 的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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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而使人天性发展。要以“天性为师 ，而不以人为师”。其教育 

思想的核心即归于自然。另一方面卢梭又是一个对新 的社 

会制度充满幻想的思想家，当他在设想新制度建立后的教 

育问题时，就特别主张建立 国家教育制度和培养良好 的国 

家公 民了。他认为教育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应由政府掌管 ， 

“设立一个最高行政院为教育的最高管理机构”．以决定学 

校领导及教师的人选和升迁。这些思想主要在1773年写的 

《关于波兰政治的筹议》中有所体现。 

爱尔维修是法国启蒙运动中唯物主义派别的主要成员 

之一。他把人的成长归因于教育与环境。他认为人人智力 ， 

人人都应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即教育 民主化：他抨击了以 

人的天赋不平等论证社会及教育 的等级制度合理性的贵族 

理论 ，否定天赋观念 ．倡导教育万能论 ．认为人的智慧是后 

来教育的产物，否定遗传因素的影响 ；他反对贵族和教会对 

学校的垄断 ，提倡世俗教育。 

狄德罗是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人物 ．法国唯 

物主义者。他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认为世界 

上的罪恶是罪恶的教育和罪恶的制度造成的，教育可以发 

展人的优良的自然素质 ，抑制不 良的自然素质，进而启发人 

的理性 ，唤起对正义 、善行和新秩序的热爱 ：狄德罗深刻揭 

露了封建专制剥夺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利用教育愚弄人民、 

扼杀天才的事实 ，主张将学校从僧侣手 中收回来 ，交 由国家 

管理，提倡世俗化的教育，并主张实施普及的、免费的初等 

义务教育制度 

拉夏洛泰是l8世纪中期法国驱逐耶稣会运动的主要倡 

导人 ，著名的法官。他的国民教育思想在其著作《论 国民教 

育》一书中被系统地阐述。拉夏洛泰对教会教育特别是对耶 

稣会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指出耶稣会是扼杀 

儿童心灵的场所 ，在那里 ，学生们不但不能学到所应掌握 的 

知识 ，反而会厌恶学习：拉夏洛泰还从知识和教育的巨大作 

用角度说明了国家办教育的必要。他指 出，“一个人如果不 

教他从善 ，他必然行恶”，“最愚昧无知的和最没有教化的时 

代总是最邪恶和最腐败的时代”。这样重要的教育如果托付 

给信从罗马教皇的教师。真是太荒唐了。因此，“法国民族需 

要一种只依靠国家的教育”。 

三、启蒙运动影响下的法国教育 

在启蒙运动中，法国先后出现了一批勇敢 的思想家 ，他 

们猛烈抨击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勾勒未来新制度的蓝图， 

并设计了新的教育制度，为法国当时及 以后 的教育发展提 

供了理论指导，具有深远影响。 

(一)教育世俗化 

教育世俗化首先要求打破教会对学校的垄断 。而将教 

育的管理权归还国家，建立国家教育制度。其次，教育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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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要求教育转变社会职能 ，学校应为社会 、国家培养人 ．而 

不是为教会培养人。所以学校应该从原来的培养牧师转为 

培养公民和爱国者。最后 ，教育世俗化要求以世俗道德教育 

代替宗教教育。卢梭对宗教道德的虚伪深恶痛绝。主张从人 

的善 良天性出发 ，培养博爱 的道德和对劳动的尊敬 ，在民主 

制度下对青年进行公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学校由国家管理、为国家育人 ，教育与宗教分离 ．这是 

教育发展的进步趋势 ，它促进了学校科学化的发展 ，加强了 

国家的作用。 

(二)教育民主化 

教育民主化有两个重要标志。其一是将受教育权扩大 

到全体居民，即人人可以受教育。其二是女子将和男子享有 

同样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即教育面前男女平等。 

在启蒙运动以前 ，法 国初等学校数量 少，教学质量低， 

有很多人不能很好地接受教育 ，存在很多文盲。中、高等教 

育方面形势更为糟糕 ，只是少数特权阶级及富贵子弟 出入 

的场所 ，中下层阶级被挡在了校门之外 ，许多有才青少年被 

埋没了。启蒙运动之后，人们 日益关注这一问题 ，国家也对 

此高度重视 ，并颁布了许多的教育法令来推进普及教育的 

实施 。 

(三)教育实际化 

古典主义和神学在法国旧学校中占统治地位 ，教学内 

容脱离生活与实际。启蒙思想家们主张削减古典课程和神 

学课程 ．增加实际有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育实际化 

的要求反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实际知识 的需求与 

日俱增。学校为现实服务 、教育与生活联系 、理论与实际结 

合．这是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职能的进步趋势。 

(四)自然主义教育 

卢梭是举起 自然主义教育大旗的人。自然主义教育的 

核心是“归于自然”。卢梭提倡教育要返回自然 ，禁止一切人 

为的束缚和矫揉造作。他要求以顺应 自然的教育方法来培 

养 自然人。他说 ：“上帝创造万物，都使为善 ；而人滥于施为， 

便成为丑恶的了。”所以要造就理想的人 ，必须推行 自然主 

义教育。卢梭的 自然主义教育理论开启了教育心理化的先 

河 ．影响深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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