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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里回响着五千年中华思想道德文明的时代进行曲与教育交响诗；这里展现了从黄帝开始一代代人以
人文化成天下的巨幅教育画卷；这里记录了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的执着与真诚；
这里宣示了一个思想道德教育者几十年来对传统经验的细心解读与深沉思考⋯⋯     历史的价值不仅在
于揭示以往的轨迹，更在于指示未来的走向，任何创造未来的伟举都需要历史智慧的有力支撑。
汲取先人的思想活力与教育智慧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大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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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世欣  (1940- )，原名张世鑫，浙江义乌人。
196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主讲《思想政治教育学》、《领导科学》等，曾获浙江省政府教学奖，浙江省教育厅教学奖、科研奖
。
曾被推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金华市人大代表。
曾发表《中华文化“和”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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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的教育主题    第五节  施行内心开悟教育    第六节  佛教的思想传播与社会接受  第十四章  隋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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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第五节  贞观政化的典范意义五编  思想道德教育的精细化努力  第十五章  宋朝“一道德以同俗”
教育    第一节  “道理最大”的教育思想根基    第二节  “一道德以同俗”的教育纲领    第三节  理学思
想道德教育体系的崛起    第四节  教育践行的深层化    第五节  “教之之道”研究的精细化    第六节  道
德至上教育的功效甄辨  第十六章  辽金元“以儒治国。
以佛治心”教育    第一节  以夏变夷的历史进程与理学为宗的确立    第二节  “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指导方针的提出    第三节  民风汉化教育的几次思想变革    第四节  宽松性的思想道德教育氛围    第五节
 胡人风格浓重的教育特色六编  思想道德教育维新性寻觅  第十七章  明朝“明刑弼教”以驱民从化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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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理学思想主导地位与以刑辅教方针的确立    第二节  明初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强权制控    第三节  明
中叶以重“人心”代重“天理”的教育变革    第四节  明后期“异端”思想的社会传播扩散    第五节  
淳化三风的教育指向    第六节  以刑辅教的教育得失  第十八章  清朝前期“教化为先”向“持盈保泰”
的演变    第一节  “教化为先”主导思想的确立    第二节  圣谕广训展宣传教育声势    第三节  思想教育
向思想专制的蜕变    第四节  启蒙思潮对传统教化的冲击    第五节  乾隆“持盈保泰”思想的教育异变
余论  历史回眸与理性思考    第一节  以人文“化成天下”的教育画卷    第二节  历史创造辉煌也负载沉
重后记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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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思想道德风尚中，胡风流进汉俗，凸现了胡人风格，也改善了汉俗，丰富了中华思想道德文明的
内涵。
所以，元朝具有自然活泼的思想氛围，对人性的束缚显然少了，也不过于计较细节了。
君臣之间，唯知经典之为尚，处理问题宽慈仁厚。
据孔齐《至正直记》记载，宋遗民梁栋作诗，被仇家诬告，礼部则认为，“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
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可见在思想文化问题上很有政治宽容性。
忽必烈重视以“祖述变通”手法淡化民族边界与民意隔阂，缓解蒙俗与汉俗、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
思想差异与矛盾。
从辽、金时期开始，就面.临着是用北方民俗来改造中原民俗，还是用汉俗改造胡俗的艰难选择，元朝
统一天下以后，解决蒙政与汉法、蒙制与汉制的矛盾问题，解决长于武功而短于文治的冲突问题，解
决牧人利益与农人利益关系问题，解决蒙古贵族与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问题，都表现得比较灵活与宽
容，竭力避免思想矛盾激化。
三、关心民生以化解民众中的不合作意识元朝统一天下以后，民众中的对抗意识、不合作意识的强烈
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元朝思想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很快地发挥稳定天下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民生的关注，使汉
族中的不合作意识很快消解。
忽必烈《即位诏》中明确地公示天下，把民生关注放在第一位，“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
”。
“以农桑为急务”，“劝农桑以富民”，以解饥富民为急务，也适应了民心诉求。
1271年忽必烈大赦天下，“应天下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明确地宣示了以“至诚”应天下、
以“实惠”拯民众的思想教育路线。
元朝统治者一要以提升自身诚德问题为前提，二要以解决民众饥渴为先务，是很得人心的思想道德教
育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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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不想凑热闹，也无能做弄潮儿，是因为偶然看到浙江省社科联规划办重点课题招标，一时兴起，坦
陈了自己的看法，居然被选中了，于是我不能不履行自己的承诺。
好在几十年来我从事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并长期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教学任务，为了寻求工作与教
学的张力，不免要经常地从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的经验宝库中去寻找智慧和力量，对历史上的思想道德
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曾多次放到理性的平台上作认真的掂量，因此我曾先后撰著过《道德教育的四大境
界》、《师道观的解读与重构》等，但真正全面而深入地探索古代思想道德教育规律的这是第一次。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面对浩瀚史料，其收集遗漏，开掘不深，分析不透，甚至存在一些纰漏，都难以
避免，且朝代更迭，政权兴衰，思潮起伏，也难以一一尽说，恳请同行坦率地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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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成果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