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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抗战八年中我所写零星文字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属于人文生物学范围的，已先此辑成一本集子：《优生与抗战》，于三十二年秋印行。
如今这一部分是涉及思想、文化、青年、教育、政治各个题目的，凡四十三稿，就其性质部署为五篇
：一、《自由导论》，二、《思想各论》，三、《告语青年》，四、《（教育刍议》，五、《（民主
理论的导演》；又比较次要的四稿，列作《附录》。
抗战期间，印刷困难，各稿初次发表的时候，一切注释、西文名词、以至一部分的标点，皆从简省，
如今全部补入，并随文添附注七十余条。
。
　　这四十几篇文稿，不用说，都是一度在刊物上登载过的，计定期刊物有《今日评论》、《自由论
坛》、《民主周刊》、《生活导报》、《评论报》、《大国民周报》、《国风》、《当代评论》、和
《清华校友通讯》，日报有重庆《大公报》、昆明《益世报》、《扫荡报》、《云南日报》、《（中
央日报》、和《民国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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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光旦，我国老一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
字仲昂，江苏宝山县人。
1899年8月13日生于宝山县罗店镇，1967年6月10日逝世于北京。
1913年至1922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
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攻读生物学，研习遗传学、优生学，获学士、硕士学位。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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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自由导论　一　类型与自由（一九四四）  　二　散漫、放纵与“自由”（一九四三）  　三
　说“文以载道”（一九四三）  　四  自由、民主与教育（一九四四）  　五　政治与教育（书评）  
（一九四四）  　六　外人评论与我之自省（一九四四）  　七　沉着与自由（一九四五）——英美人
性格的一斑第二篇　思想各论　八　论青年与社会思想（一九三九）  　九　再论青年与社会思想（
一九三九）  　一○　一个思想习惯的改正（一九四三）  　一一　德苏妥协的思想与其它背景（一九
三九）　一二　异哉所谓教师的思想问题（一九四○）　一三　刊物与潮流风尚（一九四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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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  　一七　从一个考题说起（一九四四）  　一八　说同乡会（一九三九）  第三篇　告语
青年　一九　青年志虑的问题——与他教（一九四一）　二○　青年志虑的问题——与自教（一九四
一）  　二一　三论青年志虑的问题（一九四一）  　二二　学生自治与学生自治会（一九三九）  　二
三　学生参加政党问题（一九四○）  　二四　说有为有守（一九四三）  　二五　论知识青年从军（
一九四四）  第四篇　教育刍议　二六　论品格教育（一九四○）  　二七　说训教合一（一九四一）  
　二八　说工读兼营（一九四一）  　二九　宣传不是教育（一九四○）  　三○　再论宣传不是教育
（一九四○）  　三一　读二十七年度统一招生报告（一九三九）  　三二　教师节的两篇文告（一九
三九）  　三三　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一九四三）  　三四　谈中国的社会学（一九四二）  第五篇　
民主理论的导演　三五　民主政治与先秦思想（一九四四）  　三六　民主的先决理论（一九四五）  
　三七　个人、社会与民治（一九四四）  　三八  民主政治与民族健康（一九四四）  　三九　一种精
神两般适用（一九四五）　　四○　多党政治与团结的学习（一九四五）  　四一　隐遁新解（一九
四四）  　四二　说学人论政（一九四四）  　四三　说为政不在多言（一九三九）  附录　一　论大学
设训导长（一九三九）  　二　青年节寄语（一九三九）  　三　女青年会应有的一个展望（代作）  （
一九四四）　四　为征募清华服务社股本　致　清华大学校友书（一九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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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自由导论一 类型与自由中国人一向看重人的地位，西洋人在古希腊时代，在文艺复兴以后，
也一再有过同样的趋势。
所谓看重，又有两个不同而相关的看法：一是把人当做一切事物与价值的衡量或尺度；一是把人当做
一切学问的主要对象。
人之所以为人，如果不先考查清楚，则其所以为其它事物的尺度者，在效用上势必有限，所以说两个
不同的看法是相关的。
无论中外，二三千年来，这两个看法的分量大有不齐，尺度的看法至少要占到十分之九，而学问对象
的看法至多不到十分之一。
在中国，一切客观的学问比较的不发达，这看法的分量事实上怕比十分之一还要低微，而尺度的看法
也就远不止十分之九了。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不远人，人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一类的话全都是尺度的说法；
不过因为不知道这尺度本身究属是个什么，所能“神明”到的程度就大有疑问。
在西洋，情形稍有不同，一面有尺度之论，一面也未尝没有一些学问对象之论，例如英国诗人波伯
（Pope）就说过，“人的正当的研究是人”。
到科学发达的最近一二百年里，关于人的研究也就不算太少，但是我们也得承认两点，一是人的研究
在质量上远不及物的研究；二是人的研究事实上就是物的研究的一部分，是把人当做物的一种来研究
的，是把人拆成若干物质的片段来研究的。
因此，人究竟是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是很不了解，科学家至今还不得不承认“人是一个未知数”，好
比代数里的X或Y一样。
不过这并不是说，以前便完全不曾有过对于人的观察。
即在中国，这种观察也是有的，并且这种观察还至少可以归纳成两路：一是等级的一路，例如上智、
下愚、与中才之分；二是类型的一路，例如狂狷与中行之分。
这两路孔子都曾经提到过，等级的一路我们目前搁过不说，只说类型的一路，因为它和我们题目的关
系比较密切。
人的类型不一，也可以有不止一种的分法。
但狂狷一类的分法似乎是最基本的一个，从孔子的时代到今日，我们对它并未能有多大的损益。
类型的名称可能有些变动，但观察到的类型的实质始终是一回事，即在近代心理学与社会学比较发达
以后，情形也还如此。
例如意国社会学家柏瑞笃（Pareto）喜欢把人分做进取与保守两类，进取一类叫做speculatori，保守一
类叫做rentieri。
前者不就近乎狂，而后者近乎狷么？
又如奥国心理学家容格（Jung）把人分做内转、外转、与内外转不分明等三类。
三类的西文名称是introverts，extroverts与ambiverts。
内转近乎狷，外转近乎狂，而内外转不分明近乎中行。
这里有一小点不同，孔子认为中行的人最难得，而容格认为内外转不分明的人最多。
这可能的是因为时地既大有不同，类型之分布也就很有差别；也可能容格的看法是一个客观事实的看
法，根据频数的分布而言，中行是必然的数量最大的，而孔子的却是一个比较道德的看法，他把中行
的人看作天生就能实行中庸之道的人，那自然是不可多得了。
事隔二千五百年的两个看法，表面上虽有不同，事理上却并不冲突。
狷者一味内转，狂者一味外转，是很单纯清楚的。
中行者内外转不分明，即时而内转，时而外转，不拘一格，不求一致，便比较复杂，其间可能再别为
两种：一是无所谓行为准则的，那就是容格所见；一是有比较严格的行为准则的，即每一次作内转或
外转的反应时，必有其道德的理由，那就是孔子所见。
类型是天生的。
类型是本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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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一句老话，近代研究遗传的人也认为类型不容易因后天环境而改变，从
比较自然主义的立场看，类型的存在有它的演化的价值，正复无须改变。
生物界有所谓多形现象（polymorphism）的说法，类型的存在就是此种现象的一个表示，而人类在一
切生物之中便是最多形的，唯其多形，人类才最要讲求分工合作，才会有复杂的社会，才会有繁变的
文明。
我们不妨就狂狷两个单纯的类型举个实例。
近代的英国政府便可以说是建筑在这两个类型之上的。
保守党人近乎狷的一类，自由党人近乎狂的一类。
近年以来，自由党的地位被工党取代，表面上好像是换了一个党，换了一批人，实际上可以说并没有
换，这两个类型的人更迭掌握政权，时而保守，时而进取，时而有所不为，时而大有作为；结果是近
代英国政治，在一切文明国家之中，是最稳健的，稳时不失诸静止，不妨碍进步，健而不失诸过激，
不妨碍和谐。
英国政治，洵如拉斯基（Laski）教授在最近的一本著作《当代革命观感集》固里所论，尚大有改良的
余地，但这是一个大体比较的说法，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二十余年间，荚国政治的保守性大有
变本加厉的趋势，而自由党的力量不足以抵制这种趋势，于是工党便日渐抬头，加以取代；这次大战
一旦结束，混合内阁的局面再转而为政党内阁的局面时，如果英国民族的活力无碍，我们逆料工党是
可以获胜的。
总之，人的类型自有它的社会与文化的极大的效用，英国的政党政治便是最彰明较著的一例。
上文云云，只是一个比较自然主义的说法。
自然主义的立场固然有它的重要性，但还不够。
我们必须添上一个人文的立场，那议论才比较圆满，才比较健全。
类型之分并不是绝对的，而类型的发展却很容易趋于过度，所谓畸形发展的便是。
任何畸形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个人不利，对社会不利，对民族的长久维持滋长也不利。
再就狂狷两个类型做例子说。
如果畸形发展的是狂的一流，则第一步是个人生活趋于肆放，以至于一味的肆放，狂与狷之间既不易
了解，狂与狂之间也难期合作；于是第二步便是社会生活的趋于动乱，以至于长久不得安定；第三步
可能的是经由选择的途径，狂的一流的人口，在质与量上逐渐的递增，而狷的一流人口，便逐渐的递
减，更使社会的动乱，由一时的现象成为累世积叶的痼疾。
狷的一流如果畸形发展，结果当然相反，而其为不利亦相反。
少数极端狂狷的例子可能的是两种不同的疯子，不容易结婚生子，所以就他们说，第三步的不利可以
无庸过虑，不过他们本人的影响，以至于大多数不十分狂狷的分子的本人以及后辈的影响，综合起来
，已足够教一个民族社会，不是过分长期的死沉沉的保守，便是过分长期的热灶上蚂蚁似的动乱。
此外又有第三个可能，就是不狂即狷的人越来越少，而既不能狂又不能狷的人越来越多，即容格所了
解的中行或内外转不分明的分子，或略有几分可狂可狷的趋向，而狂狷得不中绳墨、狂狷得不发生社
会与道德的意义的分子，成为畸形发展，那结果也是极不相宜。
这样一个民族社会是平凡的，庸碌的，是善于作浮面的模仿、敷衍、应付，而不能切实的有所创造与
建树的。
再就上文三步的弊害说，到此第一第二两步倒比较的不成问题，甚至于表面上还有几分好处，即个人
之间不容易发生强烈的磨擦，而社会生活容易维持一种粗浅的和谐；最成问题的是第三步，就是人口
中间敷衍将就的分子日趋于滋蔓难图。
讲品性分布的人喜欢用曲线来表示。
这曲线总是两端平衍而中间坟起的。
如果狂与狷或外转与内转的人，各占一端，而中行或内外转不分明的居中，我们所希望的曲线是坟起
处不太高而平衍处不太短的那么一条，即两端要相对的与相当的比较多，相对是指中心说的（比中心
绝对的多是不可能的），相当是指两端彼此之间说的。
我们所不欢迎的曲线可以有两条，一是中间过于坟起，二是坟起处不居正中，而偏向右方，或偏向左
方，越是坟起得过度，越是偏向两端之一，便越是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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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法并不适用于其他品性的曲线，例如智力，但对于狂狷一类的品性是适用的。
所以狂狷一类型的过度发展是要防止的。
防止的方法不出两途：一是选择，二是教育。
选择属于优生学的范围，我们姑且搁过不提。
就教育一途说，我们的目的是，使狂狷两流人物的态度与行为要有适度的发展，即无论狂狷，在性格
的修养与表现上，要有些分寸，有些伸缩，总以不妨碍和不同类型的分子相安与合作为原则。
最低限度，也要使不同类型的人能彼此了解，能设身处地，而与以同情的容忍。
保守的人与进步的人，政治的主张虽有不同，虽不属于同一党派，在朝的甲至少可以容许在野的乙一
个合法的地位与活动的自由，便是最低限度的一个实例了。
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可狂可狷与不狂不狷的人，教育第一步应当让他们知道“进取”与“有所不
为”的道德的价值，第二步应当教不狂不狷的人勉力于能操能守，教可狂可狷的人勉力于以时操，以
时守，而不至于完全从俗浮沉，与时俯仰。
教育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原则。
这原则就是自由。
因遗传的关系，能狂而不能狷的人，或能狷而不能狂的人，或两者都不能的人，或两者都能而自己不
能作主宰、定抉择的人——都是不自由的人。
但凭“天命的性”来行事的人没有一个是自由的。
人类以下的一切动物之所以不自由，也就在此。
教育的责任，一面固然是在发见与启发每一个人的遗传，一面却也未始不在挽回每一个人的造化，尤
其是如果这个人的造化有欠缺而容易走偏锋的话。
顺适自然易，挽回造化难。
就目前教育的效能论，容易的一部分既还没有满意的做到，这困难的部分是更无从说起了。
不过教育的努力是迟早要积极应付这困难的题目的。
事实上以前东西的哲人，都曾不断的努力过，可惜继起无人，到如今题目的认识还有问题，遑论一般
的差强人意的解决。
希腊哲人的努力是昙花一现似的过去了。
中国先秦时代的一番努力，二千多年来，虽不能说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却已经走了样，变了质，降至
今日，趋向于把它当做明日黄花看的，正复大有人在。
例如孔子一派所论的中庸、博约、经权⋯⋯等等，事实上就是这原则的另一些陈述；经与权之分虽至
汉代方才流行，立与权或中与权的区别却是孔孟亲口提出的。
狷者能约而不能博，能经而不能权，狂者适与此相反，真正能中庸与中行的人是极端难得的，孔子所
称可与立而未可与权的人，孟子所称执中无权的人，表面上好像是中行，实际上还是狷的一流，但知
守而不知操，但知有所不为而不知进取。
再如孔子自称年至七十，始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近乎狂，不逾矩近乎狷，狂而能不逾矩，
能有所不为，狷而依然能从心所欲，依然能有理想，能图进取，斯其所以为中行了，这才真正进入了
自由的境界。
在本质上孔子可能是一个天赋特别优越，生而宜乎实践中行与自由的人，但一直到七十岁方敢自信已
经踏进这个境界，可见挽回造化真是天下第一难事。
能立志担当起这一件难事，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
即使有一天我们对于人的研究有了充分的收获，我们相信这种困难还是存在的。
上文云云，始终是一番原则上的话，就中国中古以降的情形说，我们的说法还须有些变通。
大体言之，二千年来，因为误解了中庸与中行的原则，就一般士大夫言，狷的一流是远超过了狂的一
流，就一般民众言，不狂不狷与可狂可狷的分子自然是占绝大的多数，而因为士大夫始终执社会与文
化生活的牛耳，在可狂可狷的大众不能不惟他们的马首是瞻，换言之，也就不得不趋向于狷的一途；
于是，就少数领袖说，洁身自好，有所不为，成为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民众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动不如一静，息事宁人，惜财忍气⋯⋯等等，成为普遍而不自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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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总结果便是二千多年的静止与平凡的社会与文化生活；驯至惰性久已养成，痼疾深入腠理，即在刺
激特别多而有力的今日，也大有动弹不得之势。
然则为今日的教育设想，我们于讲求中行与自由的一般原则之外，更应侧重于进取、冒险，以至于多
管“闲”事的精神的鼓励，因为唯有把狂的分量相对的增加，才可以教狷的分量相对的减少，因为，
既枉曲于前，自非过正不足以矫之于后。
这无疑的也是当代教育家的一笔责任了。
林同济先生提倡狂欢。
闻一多先生论到冷静的可怕，而呼吁着热闹。
要提倡与呼吁发生效力，我们必须把不能狂欢与只会冷静的原因分析一番如上。
二散漫、放纵与“自由”人是一种会设词的动物。
他会自圆其说，会“从而为之辞”；每逢有一种行动的时候，他总要有个说法。
说他为什么有此行动的必要，不过所说的十有九个是好的理由，而不是真的理由，这就叫做设词。
任何社会里，总有一部分人在行为上很放纵，很私心自用；但这种人决不自承为放纵，为私心自用；
他们一定有许多掩饰自己的设词或饰词，其中很普通的一个，特别是晚近二三百年来最流行的一个，
就是“自由”。
中国民族的习性里有许多人都承认的几个缺点，无组织，不守法，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这些缺点，
就其在团体方面的表现说，大概不会有人加以辩护；不过一到个人自己，说不定就会自觉的，或不自
觉的，说出不少文饰的话来，而这种话里最现成的一个名词恐怕也就是“自由”。
这“自由”事实上就等于上文所说的放纵与私心自用。
散漫与放纵都不是自由，而都极容易被假借为自由。
然则我们是不是就因此准备废弃自由的名词与概念呢？
近年以来，很有人表示过意见，认为应当废弃。
我却以为不然。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我们也不能因为世上有假仁假义的乡愿、政客、伪君子而弃绝仁义。
贪官污吏，假民生之名，行自肥之实，我们就得闭口不讲民生主义么？
这一类伪善的行为越多，我们对于真善究竟是什么，便越应当多说，越应当说一个清楚，到一般人都
能够明了而一部分人势不能再事假托为止。
然则自由究竟是什么？
我们姑且不说自由是什么，替任何比较抽象的东西下界说是不容易的。
我们先说自由的两种先决条件，一个人能先具备这两个条件，则不求自由而自由自至，别人在外表上
不容许他自由，在实际上自由还是他的，剥夺不了；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第一个条件是自我认识。
一个人如果对世间事物真有一种智识上的义务而不得不尽的话，第一个应当效忠的对象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是怎样来的，一般的强弱如何，智愚如何，有些什么特别的长处，可以发展，特别的缺陷，须
加补救，如果不能补救，又如何才可以知止，可以自克，可以相安，可以不希图非分？
能切实解答这些问题，一个人就可以有自知之明，古书上一个德字，一个诚字，其实就是自我，就是
我之所以为我，而明德、明诚、度德量力一类的话，指的就是这自我认识的功夫。
第二个条件是自我的控制，在科学与技术发达的今日，人人都喜欢谈控制，社会的控制，环境的控制
，自然的控制，甚至于自然的征服。
在科学技术很不发展的中国古代，我们却早就在讲求自我的控制与自我的征服。
自我应该是第一个受控制与征服的对象。
我认为中国人生哲学的一大精华，就是这个。
中外历史上的一切扰攘，特别是西洋近代式的大战争，可以说是控制了环境，控制了自然，而没有能
控制自我的必然的结果。
以前所称格物的一部分，诚意、正心、修身的大部分，所谓自胜者强，所谓无欲则刚，指的就是这一
些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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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识是第一步，自我控制是第二步。
控制的过程中虽也可以增加认识，但两者大体上有个先后；知行难易，虽可容辩论，知行先后，却不
容怀疑。
所以一个人完成他的人格的过程中，学问的努力比较在前，而涵养与历练的功夫比较在后。
教育的根本，教育的核心，应该就是这些；他如一般知识的灌输、技能的训练、职业的准备、专家的
造就，有如近代学校教育所能供给的种切，都是末节，都是边际，有时候还不大着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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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之路》是一代思想巨擘的学术小品，告语青年懂得民主和自由的真正内涵。
我以为当前教育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在一部分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心目中，教育和宣传混淆不清，甚至
于合而为一。
所谓社会教育，或公民教育，名为教育，实际上大部分是宣传，可以不用说。
即如比较严格的学校教育里，宣传的成分近来也一天多似一天，而主张宣传即是教育的人还虑其太少
，而虑之之人事实上又不尽属一派，于是流弊所至，非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学校环境变换做宣传
家钩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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