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2 卷 5期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 9 9 8 年

永但 盛义教育

— 一股 重塑传统 文明 的 教育甩潮

尹 士 海

【内容提要】 以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和培养现代人文精神
、

建设新时期精神文

明的价值视角
,

研究永恒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发展
。

【关键词 1 永恒主义教育 永恒理性 永恒真理 理智训练

永恒主义教育是本世纪 30 年代 自美国

兴起并波及西欧各国的新传统教育流派
。

它

以实在论为哲学基础
,

提倡古典主义的教育

传统
,

猛烈抨击进步主义教育运动
。

从该流派

教育思想对重塑传统文明
、

构建新时代人文

精神的价值视角出发
,

阐释其思想及其发展
,

以期探寻对我们的教育在社会转型期人文精

神建设的有益启示
,

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

一
、

永恒理性
:

目的论 旨在人文精神

永恒主义教育代表者认为理性是人类共

同永恒不变的特性
,

教育的终极 目的就是发

展人的理性
,

培养人的永恒理性是教育的永

恒性原则
。

永恒主义教育的倡导者赫钦斯 ( R
。

M
.

H u t e h i
s i 8 9 9 ) 指 出
,

教育的 目的就是

要引出人性的共同要素
,

为培养永恒的人性

服务
。

该教育流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艾德勒说
:

“

如果说人是理性的动物
,

在全部历史时代其
J

性质都是永恒不变的
,

那么不管是什么文化

或什么时代
,

在任何健全的教育方案中都必

须有某种永恒的特色
。 ” ①极力强调教育的永

恒性
,

是该教育流派得名的由来
。

永恒主义代
·

表者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只注重眼前得失和学

生对现实的一味适应
,

而忽视了教育对人类

宝贵精神遗产进行传递的使命
。

永恒主义教

育流派在课程论中
,

将古典人文知识
、

传统文

化遗产几乎置于至高无上的圣座
,

并认为其

中蕴含了人类精神文 明的精华
,

这是教育所

要培养的永恒理性的源泉或途径
。

培养人的

人文精神是永恒主义教育目的论的另一种表

述
。

换言之
,

以传统的文明移植于现代化的身

上
,

这就是教育的永恒性的体现
。

永恒主义的理性培养论是有其深刻的社

会背景的
。

本世纪之初
,

伴随资本主义 的发

展
,

在西方欧美国家
,

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带

来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和 自然科学知识的大

爆炸
,

却导致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与人文

知识的 日益肤浅和庸俗
。

物质与精神的不平

衡
,

暴露 了资本主义从 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

中的幼稚与不成熟和资产阶级的自私
、

贪婪

的本性
。

人们开始怀念起那曾经放射出灿烂

文化光芒 的古典文 明
,

渴望以传统文化来滋

润干枯的现代文明
。

于是 20 年代后期
,

资本

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萧条
、

政

局不稳
、

社会矛盾加剧的混乱
,

作为与社会发

展密切关联的教育自然成为人们进行反省时

所关注的焦点
。

一些人文主义者带着对旧 日
“

美好
”
生活的向往
,

将培养永恒理性归结为

教育的根本目的
,

高举古典文明教育回归的

大旗
,

向只强调个性而忽略作为共性的人性

的进步主义教育提出挑战
。

新传统教育流派重视教育在促进学术界

的统一
、

民族的统一
、

思想的统一中的支撑作

用
。

作为新传统教育的一个分支
,

永恒主义教

育把该作用发挥的着眼点放在了所谓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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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理性
、

上面
。

永恒主义教育批评进步主义

的职业教育泛滥损害了文化的统一
、

理性的

统一
、

人与人的统一
。

同时在对人的永恒性与

功用性
、

文雅与职业
、

闲暇与工作的关系处理

上
,

一贯坚持前者的统一
,

并认为这样处理是

培养人真正 的理性
,

是培养通才并在将来成

为专才的基础
。

永恒主义教育的这些观点无

不放射出其智慧光芒
。

坚持教育的永恒性原

则
,

培养那些在他们看来是永恒的理智
、

永恒

的文化
、

永恒的精神
,

其意欲匡正整个资本主

义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倾斜和促进个体的全面

发展的良好初衷为世人可鉴
。

然而不可否认

它也走向将人类的精神传统凝固化
、

静止化

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

或许这是永恒主义教育

加大向实用主义过分追求适应现实的抨击力

度的手段
,

却付出了 自身陷人极端化误区的

代价
。

也正因为如此
,

永恒主义教育的永恒理

性论成为人们不愿苟同的理论
。

今天
,

我们的教育面临着如何解决好继

承传统文化和创建新的精神文明的时代课

题
。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

给人们往日养

成的社会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以剧烈的冲

击
,

巫待树立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来支撑构建

新的伦理道德框架
,

以防止人们在难察大局

的迷惑与利害关系变换中
,

受不 良思想的误

导而致使其人生观
、

价值观及道德观的擅变
。

从永恒主义教育 目的论的哲学思辩中
,

联系我们的教育现实
,

就不难发现它所给予

的有益启迪
。

永恒主义看到每一个民族
、

每一

个国家都应有其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
,

而那

种贯穿民族发展史中的人文精神
、

生活理想

的精华
,

必是推动该民族不断进步和创建新

文明的精神基石
。

当我们强调推动教育的现

代化
,

加速自然科学知识
、

新科技信息向教育

的融人和渗透的同时
,

应重视人的精神素质

的培养
,

即所谓永恒理性抑或人性的培养
。

教

育是我们搞精神文明建设
、

促进社会进步的

基础工程
,

必须发挥其培养受教育者的思想

品德
,

树立受教育者科学的道德价值观
,

培养

民族的人文精神素质的作用
。

当然
,

教育决不

能无视 自然科学的革新
,

而且教育所培养的

人文素质也是一个动态的提升和发展的过

程
。

永恒主义极力宣扬理性的永恒而步人极

端化所陷人的误区
,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不能坚持教育中的辩证法的前车之鉴
。

二
、

永恒真理
:

内容论追溯古典文明

永恒主义教育认为知识是真理
,

而真理

是永恒的
,

即
“

知识是永恒真理
” 。

永恒真理体

现在
“

永恒课程
”

之中
,

力主学校应把古典语

言和古代名著列为主要的课程
。

他们认为学

习古典学科对国民精神有巨大影响
,

它有助

于受教育者了解民族的传统并理解
“

生活的

意义
” ,

学生可以从中培养理性和寻找养成独

立 思考 的源 泉
。

正如阿 兰 ( A L al
n 1 8 6 8 一

1 9 5 1) 所言
: “

伟大的诗篇能抓住一切人
,

最粗

野的家伙需要最伟大的诗篇
。 ”
②永恒主义教

育者批判进步主义教育时
,

一再指出古典语

言和古代名著在学校教育中的削弱和消失
,

是一场文化的灾难
,

这势必影响到国民精神

的塑造
。

他们在教育实践中
,

推荐或规定了一

系列的名人或伟人的作品
,

尤其是历经多个

世纪的古典著作
,

并将之视为教育所要挖掘

的知识
、

智慧和思想的宝库
。

永恒主义者将传

统文化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

将所谓永恒课

程推崇为
“

普通教育的核心
” ,

③并指 出
“
一个

从来没读过西方世界里任何伟大的书的人
”

绝对不能说是受过教育
。

④阿兰甚至干脆称

教育必须
“
回到古代那里去

” 。

永恒主义强调用永恒性的知识
,

特别是

用古典文化的力量来促成人的乃至整个民族

的理性的发展
,

甚至提出回到古希腊
、

找回柏

拉图的口号
,

这在 20 世纪以来的世界教育发

展史上也是罕见的
。

永恒主义呼唤古典文明

的回归
,

渴盼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来重塑

现代精神乞丐们的思想
、

道德和文化内涵
,

对

现代日益复杂繁纷的知识起到一种整体的矫

正和辅助作用
。

他们大力提倡人的理性
,

重新

树立人的尊严
,

推崇文雅教育
,

重新品味文明

和道德
,

来强调传统文化的教育
,

试图用远古

的钟声惊醒迷乱的人类头脑
。

永恒主义再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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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榜永恒知识 (古典人文知识 )最有价值
,

力 三
、

理智训练
:

实施论重教化统传

图以传统文化补救现代文明的贫乏
。

然而永 永恒主义教育者强调
,

首先应该让学生

恒主义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
,

使知识文化凝 阅读和复述古典著作的内容
,

背熟其中重要

固化和静止化
,

而忽略了教育选择性和批判 段落
,

以
“

伟人
”

作为榜样
,

模仿他们的思想和

性功能的发挥
,

不可否认它的复古
,

包含着漠 行为
,

以达到理智技能形成的长远目标
。

认为

视当今青年一代应具备当代需要的修养
、

理 如果一味强调儿童对现实的适应
,

让儿童 自

智和品格的积极因素
,

难免走进让古代人文 由地发现真理性知识是
“

行不通
”

的
。

严格的

知识排挤现代化的新信息
、

新科技而导致教 管理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是培养理智人才所不

育内容保守落后的死胡同
。

可缺少的
。

阿赫钦斯等人一致反对实用主义

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有传统文化
,

都是该 教育和欧洲
“

新学校
”

运动中的所谓
“

儿童中

民族人们的价值取向
、

道德抉择
、

奋斗意识
、

心
” 、 “

儿童乐园
”

的提法
,

积极主张在学校中

生活理想在本民族历史发展长期积淀的结合 要树立
“

教师威严
” ,

甚至受教育者由于年龄

物
。

然而
,

我国长期以来过分强调阶级因素和 和学识所限无法理解的晦涩
、

深奥的古书也

政治性
,

口喊既要批判又要继承
,

而实际上多 要强迫学生苦读强记
。

这种教育方法在很大

以批判代替继承
,

甚至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也 程度上纠正 了实用主义教育的偏差
,

却在师

不予首肯
,

其影响至今犹存
。

当进人改革开放 生关系的处理上走向绝对化和形而上学
。

他

时代
,

某些人潜意识惯性视传统文化为走向 们强调儿童在获取知识过程中勤奋刻苦的作

现代化的阻碍因素
。

今天
,

社会上的种种丑恶 用
,

而忽略了兴趣的培养
。

在没有坚实的心理

现象和学校里学生的人格缺陷令教育者在反 科学为实证性根据的哲学思辩的依赖下
,

培

思中
,

不能不意识到传统文明和人文精神长 养儿童的优良人格
、

精神
、

品德的教育方式趋

期遭受冷落而给教育带来的悬空感
。

对待传 向僵化和古板
。

永恒主义的教育方法几乎是

统文化
,

已不是要不要继承的问题
,

而是如何 对古希腊教育传统方式的原封不动的照搬
。

继承以便构建新文明的问题
。

中华民族以礼 教育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
。

在人类知识

仪之邦著称于世
,

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 快速增长的信息时代
,

教育必须依据人们自

明给我们留下博大浩翰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 身认知发展规律灵活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
,

富
。

以伦理道德
、

处世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明 调动学生 自身的知
、

情
、

意
、

行等各种成长 因

中
,

诸如礼义
、

廉
、

俭
、

信
、

孝等的伦理观念
,

维 素
,

使之成为具备现代人素质的社会个体
。

以

护国家统一
、

民族团结的整体意识
,

为政以 手工操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社会里
,

那

德
、

与人为善的辩证思想
,

先义后利的人生哲 种旨意培养温文尔雅
、

绅士风度的上层社会

学等传统思想和文化
,

都蕴含着超时代的合 的代表者的教育
,

早已为历史所淘汰
。

这既是

理内核
,

赋予必要的时代内涵
。

教育必须挖掘 培养现代人文精神也是传递现代科学知识
、

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思想
,

赋以新意
,

加以 创造人类新文明的时代要求
。

改造和利用
,

来推动当代文明的建设和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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