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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不在教育界工作，更不是教育家，怎么也来谈教育了呢？
可是，在今天，目睹弊端丛生的教育现状，哪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不在为教育忧思？
身受弊端的危害，哪个心力交瘁的家长不在把教育埋怨？
那么，我也和大家一样，只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发表一些感想罢了。
　　当然，既然我是学哲学的，当我思考教育问题时，就一定会把这个专业背景带进来。
我在哲学上做的工作，大量的是对人生问题的思考。
不过，我相信，人生问题和教育问题是相通的，做人和教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生中最值得追求的
东西，也就是教育上最应该让学生得到的东西。
我的这个信念，构成了我思考教育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人生的价值，可用两个词来代表，一是幸福，二是优秀。
优秀，就是人之为人的精神禀赋发育良好，成为人性意义上的真正的人。
幸福，最重要的成分也是精神上的享受，因而是以优秀为前提的。
由此可见，二者皆取决于人性的健康生长和全面发展，而教育的使命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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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作者第一本系统梳理其教育思考的随笔。
作者思考教育问题，是从其哲学专业背景出发的。
他在哲学上做的工作，大多是对人生问题的思考。
不过，人生问题和教育问题是相通的，做人和教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生中最值得追求的东西，也
就是教育上最应该让学生得到的东西。
这构成了作者思考教育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作者切中今日教育的弊病，呼吁我们的教育回归常识，回到教育之为教育的最基本的道理上来。
他认为教育的使命就在于人性的健康生长和全面发展，就在于让人成为人性意义上的正真的人，并幸
福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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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国平，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
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随感集《人与永恒》，诗集《忧
伤的情欲》，散文集《守望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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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教育的理念　　教育的七条箴言　　何为教育？
教育究竟何为？
教育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古今中外的优秀头脑对此进行了许多思考，发表了许多言论。
我发现，关于教育的最中肯、最精彩的话往往出自哲学家之口。
专门的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倘若不同时拥有洞察人性的智慧，说出的话便容易局限于经验，或拘泥于
心理学的细节，显得肤浅、琐细和平庸。
现在我把我最欣赏的教育理念列举出来，共七点，不妨称之为教育的七条箴言。
它们的确具有箴言的特征：直指事物的本质，既简明如神谕，又朴素如常识。
可叹的是，人们迷失在事物的假象之中，宁愿相信各种艰深复杂的谬误，忘掉了简单的常识。
然而，依然朴实的心灵一定会感到，这些箴言多么切中今日教育的弊病，我们的教育多么需要回到常
识，回到教育之为教育的最基本的道理。
　　一　教育即生长，生长就是目的。
在生长之外别无目的　　这个论点由卢梭提出，而后杜威作了进一步阐发。
“教育即生长”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教育的本义，就是要使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生
长，而不是把外面的东西，例如知识，灌输进一个容器。
苏格拉底早已指出，求知是每个人灵魂里固有的能力。
当时的智者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本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苏格拉底嘲笑道，好像他们能把视
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
懂得了“教育即生长”的道理，我们也就清楚了教育应该做什么事。
比如说，智育是要发展好奇心和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灌输知识；德育是要鼓励崇高的精神追求，
而不是灌输规范；美育是要培育丰富的灵魂，而不是灌输技艺。
　　“生长就是目的，在生长之外别无目的”，这是特别反对用狭隘的功利尺度衡量教育的。
人们即使似乎承认了“教育即生长”，也一定要给生长设定一个外部的目的，比如将来适应社会、谋
求职业、做出成就之类，仿佛不朝着这类目的努力，生长就没有了任何价值似的。
用功利目标规范生长，结果必然是压制生长，实际上仍是否定了“教育即生长”。
生长本身没有价值吗？
一个天性得到健康发展的人难道不是既优秀又幸福的吗？
就算用功利尺度——广阔的而非狭隘的——衡量，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不是更有希望获得真正意义的成
功吗？
而从整个社会的状况来看，正如罗素所指出的，一个由本性优秀的男女所组成的社会，肯定会比相反
的情形好得多。
　　二　儿童不是尚未长成的大人。
儿童期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　　用外部功利目的规范教育，无视生长本身的价值，一个最直接、最有
害的结果就是否定儿童期的内在价值。
把儿童看作“一个未来的存在”，一个尚未长成的大人，在“长大成人”之前似乎无甚价值，而教育
的唯一目标是使儿童为未来的成人生活做好准备，这种错误观念由来已久，流传极广。
“长大成人”的提法本身就荒唐透顶。
仿佛在长大之前儿童不是人似的！
蒙台梭利首先明确地批判这种观念，在确定儿童的人格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儿童教育理论。
杜威也指出，儿童期生活有其内在的品质和意义，不可把它当作人生中一个未成熟阶段，只想让它快
快地过去。
　　人生的各个阶段皆有其自身不可取代的价值，没有一个阶段仅仅是另一个阶段的准备。
尤其是儿童期，原是身心生长最重要的阶段，也应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教育所能成就的最大功德
是给孩子一个幸福而有意义的童年，以此为他们幸福而有意义的一生创造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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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的普遍情形是，整个成人世界纷纷把自己渺小的功利目标强加给孩子，驱赶他们到功利战
场上拼搏。
我担心，在他们未来的人生中，在若干年后的社会上，童年价值被野蛮剥夺的恶果不知会以怎样可怕
的方式显现出来。
　　三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　　这是西塞罗的名言。
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教育正在全力做一件事，就是以适应现实为目标塑造学生。
人在社会上生活，当然有适应现实的必要，但这不该是教育的主要目的。
蒙田说：学习不是为了适应外界。
而是为了丰富自己。
孔子也主张，学习是“为己”而非“为人”的事情。
古往今来的哲人都强调，学习是为了发展个人内在的精神能力，从而在外部现实面前获得自由。
当然，这只是一种内在自由，但是，正是凭借这种内在自由，这种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那些优
秀的灵魂和头脑对于改变人类社会的现实发生了伟大的作用。
教育就应该为促进内在自由、产生优秀的灵魂和头脑创造条件。
如果只是适应现实，要教育做什么！
　　四　最重要的教育原则是不要爱惜时间，要浪费时间　　这句话出自卢梭之口，由我们今天的许
多耳朵听来，简直是谬论。
然而，卢梭自有他的道理。
如果说教育即生长，那么，教育的使命就应该是为生长提供最好的环境。
什么是最好的环境？
第一是自由时间，第二是好的老师。
在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意思就是闲暇。
在希腊人看来，学生必须有充裕的时间体验和沉思，才能自由地发展其心智能力。
卢梭为其惊世骇俗之论辩护说：“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
离智慧更远。
”今天许多家长和老师唯恐孩子虚度光阴，驱迫着他们做无穷的功课，不给他们留出一点儿玩耍的时
间，自以为这就是尽了做家长和老师的责任。
卢梭却问你：什么叫虚度？
快乐不算什么吗？
整日跳跑不算什么吗？
如果满足天性的要求就算虚度，那就让他们虚度好了。
　　到了大学阶段，自由时间就更重要了。
依我之见，可以没有好老师，不可没有自由时间。
说到底，一切教育都是自我教育，一切学习都是自学。
就精神能力的生长而言，更是如此。
我赞成约翰·亨利的看法：对于受过基础教育的聪明学生来说，大学里不妨既无老师也不考试，任他
们在图书馆里自由地涉猎。
我要和萧伯纳一起叹息：全世界的书架上摆满了精神的美味佳肴，可是学生们却被迫去啃那些毫无营
养的乏味的教科书。
　　五　忘记了课堂上所学的一切，剩下的才是教育　　我最早在爱因斯坦的文章中看到这句话，是
他未指名引用的一句俏皮话。
随后我发现，它很可能脱胎于怀特海的一段论述，大意是：抛开了教科书和听课笔记，忘记了为考试
背的细节，剩下的东西才有价值。
　　知识的细节是很容易忘记的，一旦需要它们，又是很容易在书中查到的。
所以，把精力放在记住知识的细节，既吃力又无价值。
假定你把课堂上所学的这些东西全忘记了，如果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剩下，那就意味着你是白受了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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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应该剩下的配称为教育的东西，用怀特海的话说，就是完全渗透入你的身心的原理，一种智
力活动的习惯，一种充满学问和想象力的生活方式；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就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
能力。
按照我的理解，通俗地说，一个人从此成了不可救药的思想者、学者，不管今后从事什么职业，再也
改不掉学习、思考、研究的习惯和爱好了，方可承认他是受过了大学教育。
　　六　大学应是大师云集之地。
让青年在大师的熏陶下生长　　教育的真谛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育智力活动的习惯、独立思考的能
力等等，这些智力上的素质显然是不可像知识那样传授的，培育的唯一途径是受具有这样素质的人—
—不妨笼统地称之为大师——的熏陶。
大师在两个地方，一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另一便是在大学里，大学应该是活着的大师云集的地方。
正如怀特海所说：大学存在的理由是，拥有一批充满想象力地探索知识的学者，使学生在智力发展上
受其影响，在成熟的智慧和追求生命的热情之间架起桥梁，否则大学就不必存在。
　　林语堂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理想大学应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这里碰见一位牛顿，那里碰
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前院是惠定字的书房，后院是戴东原的住
房。
他强调：“吃饭所”不是比方，这些大师除吃饭外，对学校绝无义务，学校送薪俸请他们住在校园里
，使学生得以与其交游接触，受其熏陶。
比如牛津、剑桥的大教授，抽着烟斗闲谈人生和学问，学生的素质就这样被烟熏了出来。
　　今天的大学争相标榜所谓世界一流大学，还拟订了种种硬指标。
其实，事情本来很简单：最硬的指标是教师，一个大学拥有一批心灵高贵、头脑智慧的一流学者，它
就是一流大学。
否则，校舍再大，楼房再气派，设备再先进，全都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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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相信，人生问题和教育问题是相通的，做人和教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生中最值得追求的东
西，也就是教育上最应该让学生得到的东西。
我的这个信念，构成了我思考教育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人生的价值，可用两个词来代表，一是幸福，二是优秀。
优秀，就是人之为人的精神禀赋发商良好，成为人性意义上的真正的人。
幸福，最重要的成分也是精神上的享受，因而是以优秀为前提的。
由此可见，二者皆取决于人性的健康生长和全面发展，而教育的使命即在于此。
　　——周国平　　守护人性，这是一个父亲的教育情怀，一个哲学家对教育的眷恋，也是教育的终
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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