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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的话题沉重而充满希望，我们从这里祈想明日。
    在诸多累于外骛的措辞黯然失色后，教育再度返回到人生的亲切处寻找它的原始命意。
比起政治、经济等有恃于某种力量感的领域来，教育有其超功利的一度。
这一度使教育有可能独立于世俗的“力”或“利”以留住那份审度与成全人生的从容，并由此确定自
己无可替代亦未可推诿的职志。
教育当然不会对来自政治、经济的多方祈使置之不理，但重心自在的教育永远不可萎缩其批判而超越
的性状。
它以自己的理念相应于政治、经济的理念，却并不要充任当下政治、经济的仆役。
它的职志的多维度只是因着人生价值的多维度，它的当有内涵最终取决于人生的当有内涵。
如果说，政治依其本分在于为社会厘定一种合理的秩序以实现人生所期许的“公正”价值，经济依其
本分在于为族类提供更佳的生存境遇以成就人生所趣求的“富强”价值，伦理依其本分在于指示一种
天人之际、人人之际的和谐关系以践履人生所默祈的“和谐”价值，艺术依其宗趣在于借重审美形式
创造另一种世界以陶育人生所向往的“美”的价值，道德依其主旨在于反省中的人自律地提升心灵境
界以涵养人生不可稍缺的精神内向度上的“善”的价值，那末，教育的职分便在于诱导人的价值自觉
，把握好多维度的价值间的张力以陶冶人的生命。
我们期待中的明日的教育是意识到自身职分的教育，凭着这职分，它不必屈从于任何外在的威压，只
是一味致力于如何在人生价值的恰当分际上成全一个又一个健全而富有个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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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教育公正的哲学基础　　一 公正的历史探源　　总体来看，西方的公正理念，从古希腊
梭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接通中世纪基督教的良心观念，经近代霍布斯、洛克
和卢梭的自然权利和自由的启蒙，汇合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体系，在此基础上吸收社群主义的部分思想
，这构成了西方公正理念演化的大致脉络。
　　（一）应得：公正的原初认识　　一般人都把西方公正思想的追溯，从古希腊“三杰”开始。
其实，这忽视了作为政治家的梭伦（Solon）在这之前的正义实践。
梭伦生活的时代，当时的雅典贫富差距极大，穷人和富人争吵和斗争非常激烈，其他政客对这种分裂
和争吵束手无策，雅典人把这一棘手问题委以梭伦解决。
梭伦接手后，认为无论偏于穷人还是富人都无法解决这一争端，所以，他坚持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到
不偏不倚。
他认为，社会的纷争源于富人的贪婪，因此要求富人压制他们的欲望，同时对平民也就是弱者加以扶
持。
不过他对平民的扶持只限于给其自由，他拒绝给其福利照顾。
因为财产应该靠个人的努力获得，财产属于其所有者，不可以不正义地侵犯；平民应得到自由和恰如
其分的尊严，但不应当奢望分得财产。
　　所以，梭伦最早实践的公正就是“得一个人的应得”，一个人可以有自由和权利，但财产只能通
过劳动而获得，只有通过劳动而获得的财产才是其所应得。
梭伦关于正义为应得的认识和实践，奠定了西方正义思想的根基，虽然正义的思想历经变化，但应得
始终是其基本的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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