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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20 世纪 20年代初 ,梁漱溟用情志教育和知的教育、生活本身和生活工具等说法来说明东西方

教育的差别,偏好情志教育(即生命教育)。在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他在思考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过程中,

受到杜威教育哲学的影响,认识到/ 教育即生命0, 把生命的教养看作乡村建设的意义之一。把梁漱溟的教育

观念放在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可以发现他对教育观念的思考走的是一条生命教养的道路,

预示着超越/ 启蒙与救亡0范式的可能性,当然, 这不是说他已经完成了这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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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梁漱溟的教育观念之前, 需要了解梁

漱溟的学问方式。他研究学问不是从书本知识入

手,而是从生活问题入手。他的研究中/有整个生

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

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0。¹ 他

的教育观念也是如此,不是以学理论究的方式,而

是以生命体验的方式阐发教育观念。从这个角度

上看,教育和生命的教养具有相当的意义。

梁漱溟不是一个学理的教育家,而是一个教

育哲学家和实践家, 因此,我们探究他的教育观念

不侧重于概念分析, 而是要追问:从现当代中国思

想史的视域来看, 梁漱溟的教育观念有何历史意

义?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梁

漱溟如何理解东西方教育观念的差别和他对杜威

教育哲学的独特解读。这两方面内容分别体现梁

漱溟在 20世纪 30年代和 30 年代对教育观念的

不同理解,把它们综合起来,正好比较完整地展现

梁漱溟的教育观念, 这样就为下文讨论它的历史

意义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一、情志教育与知的教育

在20世纪 20 年代初, 梁漱溟对教育观念的

思考集中在东西方教育的差别上。这主要不是纯

学术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比较发

现中国教育的问题, 从而找到改造之法。

梁漱溟用下面几个说法来描述东西方教育的

差别。

第一个说法,用/ 情志教育0和/知的教育0来

区分东西方教育。这个区分奠基于梁漱溟的文化

哲学。他认为,文化的根本在于意欲。意欲有向

前、持中、向后三种不同的要求, 它们表现在人类

生活的不同方面,生成不同的文化类型,如西方文

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其中,西方文化意欲向

前,发展出科学知识,在此影响下,西方教育偏重

科学知识的传授与学习, 梁漱溟称之为知的教育。

中国文化意欲持中, 发展出人生道德学问,受此影

响,中国传统教育偏重忠孝节义等道德品质和情

感的培育,梁漱溟称之为情志教育。什么是情志

呢? 梁漱溟说,情志是本能。这和5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6一书中提到的生命、意欲、直觉这些观念的

意义相类似,由此,情志教育也可称作生命教育或

意欲教育。从文化哲学上看,中西方教育的差异

是东西方不同文化路向的表现,所以,中西方教育

各有特点, 各有所长。所长之处也是短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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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育的所失在于不太顾虑情志生活,中国教

育的所失在于很少授人以知识。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不同道路的话语框架下定

位杜威的教育思想。他在 1922年初的演讲5东西

人的教育之不同6中指出: /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

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西

洋人照他那文化的路径, 知识方面成就的最大,并

且容易看得人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从梭格

拉底一直到杜威的人生思想都是如此。0º 梁漱溟

把杜威的教育思想归入西方文化类型, 但他没有

进行仔细的论证。他当时对杜威的教育思想的理

解主要通过杜威的讲演和一些介绍性的文章, 没

有做深入的研究。

第二个说法,用/生活本身0和/生活工具0来
区分东西方教育。梁漱溟说: /西洋教育着意生活

的工具, 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0 » 这个说法用

/生活本身0和/生活工具0一对概念来描述东西方

教育,隐晦包含着价值判断的成分,比情志教育和

知的教育的说法更明确表达了价值选择的偏好:

生活本身在价值上优先于生活工具, 如果让人在

前者和后者之间选择,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偏好选

择前者,把后者视为对前者的辅助。照此逻辑推

论,中国的情志教育优于西方的知的教育。也就

是说,梁漱溟把两种区分联系起来了,并用生活本

身和生活工具来论证情志教育和知的教育的价值

次序。梁漱溟是这样阐述他的逻辑的: /生活的本

身全在情志方面,而知的一边 ) ) ) 包固有的智慧

与后天的知识 ) ) ) 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
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志方面)如果

没有弄得妥帖恰好, 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 或转

自贻戚; 所以情志教育更是根本的。0¼在第一个

区分中,梁漱溟阐述中西方教育各有千秋,没有做

出价值的评判; 在第二个区分中,他对中西方教育

的价值有了明确的立场,他对情志教育的偏好昭

然若揭。

在上述两个区分的基础上, 梁漱溟又提出另

外一个区分, 即教育与教训的分别。他在谈到中

国情志教育方法论的局限时提出这个分别。他指

出,中国人一贯看重人生情志教育, 但是, 教育方

法常被误用,一些人用教授知识的方法进行情志

教育,把情志当成知识,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教

育变成干燥的教训。教训是单向的, 教师只灌输

知识,不理会学生的生活及其反应。在生活中,人

的行为的发动不是出于知识, 而是出于情志或本

能,教训方法无视这个看法,把情志教育变成脱离

生活的教训。

如何救治教训遮蔽教育的做法? 梁漱溟主张

回到孔子思想。在他眼里,孔子是实践情志教育

的典范。他的教育不是从概念入手, 而是从生活

入手; 不是从知识入手, 而是从情志入手。/在孔
子便不是以干燥之教训给人的。他根本导人以一

种生活,而借礼乐去调理情志。但是到后来,孔子

的教育不复存在, 只剩下这种干燥教训的教育法

了。0½ 梁漱溟对孔子教育方法的肯定, 进一步确

证中国情志教育的重要性,显示他的新儒家的立

场和儒家生命哲学倾向。

梁漱溟把情志看作生活本身, 把情志教育看

作对生活的调顺和培养。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看法

比较模糊, 在很多场合下, 把两者混用, 如他说,

/生活与生命相同, 无分别, 纯然一回事。人说话

时,用脑筋时, 总爱把他打成两截, 一个是体,一个

是用。其实是体用一回事0¾。如果把生活和生

命看作近义词,那么,情志教育和生命教育也可看

作近义词,它们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教育观念:教育

的关键是对生命的抚育与滋养。梁漱溟的这些看

法已经包含着/教育是生命的教养0这一观念的萌

芽。这为他在 20世纪 30年代关于教育观念的新

理解和对乡村教育实践的思考打下了伏笔。

  二、/教育即生命0

梁漱溟在 20世纪 20年代后期已经觉悟到乡

村建设道路的可行性,与之相应,他对教育观念的

认识有了一定的变化, 从东西方教育差别的讨论

转到了乡村教育的实践及其理论指导方面的思

考。这种变化可以从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认识转

变中看出来。这里我们重点分析梁漱溟对杜威

5民本主义与教育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

的理解,以此来透视 20世纪 30年代梁漱溟的教

育观念。

前文已经指出,梁漱溟把杜威的教育思想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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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知的教育0一类。在 30年代, 他对这一看法有

了一些变化。一个因素是他阅读了杜威的5民本

主义与教育6中文译本,他称赞这是一本好书, /研
究教育者不可不读0, 杜威/研究教育太好了0 ¿。

这个变化一方面反映他对杜威的教育哲学的理解

更加深入, 另一方面反映他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思

考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在这里主要想讨论在乡村

建设时期的梁漱溟如何解读杜威的教育观念, 得

到了什么新的认识。如果梁漱溟对杜威的教育观

念有新的认识的话, 那么, 它主要指, 杜威教育哲

学的核心观念是/教育即生命0。梁漱溟没有使用

/教育即生命0这个提法, 它是笔者的概括。如果

忽略/生活0和/生命0的区别, 这个提法和/教育即

生活0具有大致相当的含义。讨论的关键在于理
解梁漱溟从哪个角度阅读杜威的教育哲学。很显

然,他从/生命哲学0的角度理解杜威,用/生命0观

念来贯串杜威的教育哲学。

第一,教育贯串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

梁漱溟认为,杜威教育哲学的核心观念是生

命。生命有个体与社会之分。人们要认识生命,

就需要找到一个切入口,以沟通个体生命与社会

生命。杜威找到的这个切入口便是教育。/教育

顶可以贯串一切的东西,教育恰好贯串了人类个

体生命与社会生命。0À个体生命、社会生命与教

育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个体生命的生长需要通

过教育从社会生命中吸取养分;另一方面,社会生

命的扩大需要通过教育吸收个人生命的交往经

验。/从个体生命来看教育时,必须看出他受社会

的影响, 从社会里面学习, 接受他人传给的经验,

离开这个无所谓教育;从社会生命来看教育时,离

开了个人经验之彼此交通、传递、继续、发挥、扩

大,亦无所谓教育;社会生命从个体来, 个体生命

从社会来。0 Á这个论述进一步说明, 教育不只是

维持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的手段, 离开了两者,教

育就不成立了, 这样来看,教育与生命是融为一体

的。

第二,交往贯串教育与民主。

这里的贯串可以从个人生命和社会生命两个

方面来讲。从个体生命上说, 民主表现为个人生

命的自由生长,而这也正是教育的目的。按照杜

威的观点,教育除了生长之外没有别的目的。生

长概念预设了一种生命能力, 教育促使这种能力

自由地成长, 而不是压制或放任不管。梁漱溟对

这种能力颇为欣赏,他说: /本书(指5民本主义与

教育6 ) ) ) 引者注)有一名词用得很好,这名词即

-饶有变化的主宰能力. 。此即人的生命,可以变

化许多样,且其本身是主动。若失此能力,失此自

新的机会,就失其所以为人。如5大学6所谓-苟日

新,日日新. 即是此意。0Â /饶有变化的主宰能力0

的英文原文是 variable control, 邹恩润的译本5民本
主义与教育6是这样表述的: / -依赖. 与-饶有变化

的主宰能力. , 这两件事在人类生活上是很重要

的。这个原理已经有人把他总括在-延长婴儿时

代的重要. 一种学说里面。,,社会生活日益复
杂,愈需要更长久的婴儿时代,藉以求得所需要的

能力;这种-依赖. 的延长, 就是-受型性. 的延长,

或就是更要取得饶有变化的, 新奇的, 主宰的能

力。0�lv 王承绪的5民主主义与教育6译本翻译此语
为/可变的控制能力0 �lw, 相当于可塑性的意思。

杜威在上述引文中强调人的依赖性和受型性或可

塑性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 随着婴儿期的延

长,儿童越来越依赖他人, 需要与他人交往;另一

方面, 正是这种依赖性和交往性刺激着别人对他

施与更多的抚爱和教养,也刺激着儿童自身主宰

能力的发展, 两方面相互作用。梁漱溟突出了上

述两方面中的后一方面, 即可塑性一面,直接把可

塑性或主宰能力认作生命能力。这个理解当然是

不全面的,渗入了他自己的/先见0。但是,梁漱溟

的理解有其独特之处, 他使用/自新0和/日新0两

个观念诠释人的生命能力,凸现杜威教育的功能

之一是教养人的生命能力, 使个人生命不仅/自

新0,富有自主性, 而且/ 日新0, 富有活力和生长
力。这样的理解使杜威的思想得到了传统儒学的

支援,同时也把杜威的术语拉进了儒学的语境,使

之不免有儒学化的嫌疑。

从社会生命上说,它的理想状态是怎么样的

呢? 杜威的回答是民主主义。梁漱溟复述杜威的

观点如下: /民本主义就是最合社会的。公共观念

最开展, 对外自由往还交涉最多, 此之谓民本主

义。公共的好处越多,大家越能共同享受好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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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平等之社会。越社会越普遍化, 越普遍化越平

等化,这就是民本。-民本. 就是多数人的意思、民

治平等的意思。对内平等,对外不隔阂、不敌对,

很开通。总而言之, 民本主义就是一个-公.字;对

内-公平. , 对外-公开. 。0�lx民主主义是一个/ 公0

的社会,是生命充分绽放、生命之间自由交往的社

会,也是一个生命的教养丰富的社会。/公0在这
里与教育同义。按照杜威的界定, 教育是一种社

会性或共同体性的交往活动。在英文里, 交往

( communication )、共同或/ 公0 ( common)、共同体

(community)这几个词有共同的词根, 意义相关。

达成/公0的状态,是(自由)交往的状态,也是教育

(富有生机)的状态。在一个共同体或社会内, 如

果/公0的状态得以实现, 那么,其成员享有公共的

兴趣或观念, 成员之间的交流畅通开放。它在与

其他共同体或社会的交往方面也会出现类似的特

征。这样的社会既是民主的社会, 也是富有教育

意义的社会。

第三,教育贯串原始教育与学校教育。

在这一点, 梁漱溟基本上复述了杜威的看法,

加了一些中国的事例。教育有两种, 广义的社会

自然教育和狭义的学校教育。前者是偶然和非正

规的,孩子们直接参与社会事务或游戏,模仿大人

们的做法,跟着大人们学习各种社会风俗习惯,在

实践中学到知识和德性, 在低级社会中,这种原始

教育起着主要的作用,梁漱溟称它为/社会生活之

自然参与0。社会生活直接发生教育作用,置身其

中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社会遗传下来的文

化。与此相对, 学校教育是正规的和有意识的,孩

子们参加学校,学校有课程、教材和实验室,这些

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所学的知识被高度浓缩在

符号里, 是抽象化的, 远离实际事务和原初的场

景。学校教育在文明发达社会里是一种普遍的教

育形式。对两种教育形式进行比较, 发现它们各

有优缺点,例如, /自然教育教人狭隘,学校教育教

人开通。0/社会自然教育较为亲切,直接参与事实

才亲切有味,才是活的,才有生气。亲身经验的皆

真知识, 学校则是许多假知识、死知识, 每不能适

应社会生活,故学校须力求社会化0 �ly。

对于杜威来说,谈教育不能局限于原始教育

或学校教育,他试图保持两种教育的平衡,或实现

对两种教育的贯通。这是教育哲学中的主要问

题。如何做到两者的平衡或贯通呢? 杜威的一个

建议是学校社会化。/谋学校内部社会化,生活实

际化,减少矫揉造作特异的生活。0/使学校安排的

生活很像社会生活, 但又须较社会生活更有意义,

使学生在学校仍能从亲切经验中得到知识学问。

以有意义的设备,形成有意义的环境,使其由这环

境中的生活而受到教育。0 �lz梁漱溟同意杜威要求

保持两种教育平衡的想法,但在学校社会化的设

想之外,又提出社会学校化的看法。他在乡村建

设中建立乡农学校, 目的之一是化社会为学校。

乡农学校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知识分子, 他们代表

新的文化生命方向, 在他们的组织下,乡农学校不

仅使乡村生活的教育意义以某种清晰、条理化的

方式显现出来,而且,它还呈现出新的生命教养的

迹象,并与真实的社会生活相沟通。

梁漱溟从/生命哲学0角度对杜威教育哲学的
阅读并非空穴来风。对杜威来说, 教育哲学不仅

是哲学的分支,而且是哲学展开自身的一种样式。

教育是从实践的角度/阐释0哲学。哲学的展开不
是概念的罗列与命题的展示, 而是生活或生命活

动的展开。这种展开延伸到教育领域, 生命的更

新、生活经验的生长便成为教育哲学的主要观念。

因此, 把杜威哲学看作一种生活(生命)哲学和教

育哲学,并不是没有道理。

  三、生命的教养与历史意义

梁漱溟的教育观念有什么历史意义? 我们愿

意把梁漱溟的教育观念放在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的

语境中而不是教育史的语境中来理解它的意义,

这样可以展示这一观念具有的某种范式转换的重

要意义。

在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一些学者用

启蒙与救亡的范式来诠释思想的起伏演化或给某

个思想家定位。事实上,这个范式不可能覆盖所

有的思想或思潮。如果我们承认现当代中国思想

世界是复杂的和多样化的,那么就有必要反思启

蒙与救亡范式的有效性,并思考修正此范式的可

能性。在这个范式之外, 是否还存在着别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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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样式? 笔者认为,梁漱溟的思想样式比较

特别, 很难完全用启蒙或救亡的框架来描述它。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他的思想是启蒙的,因为梁

漱溟的确承认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的合理性,认可

/五四0的一些基本预设, 但是,他又为传统儒家文

化辩护,阐发儒家思想在当代和未来的生命力,视

其为西方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显然, 我们不能

把后一个观点称为启蒙思想。

有一些学者说梁漱溟的思想是救亡的, 把他

从事乡村教育看作救亡工作的一部分, 这个说法

不无道理。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命运,先是认

同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与政治制度, 后来做自我

批判, 觉得西方的政治制度根本不适合中国的民

族精神,于是走上乡村建设的道路,以动员和教育

农民为己任,通过改造乡村以达到更新社会的目

的。在此探索历程中, 他的救亡之心清晰可见。

但是,这个说法似乎没有切中要害。

从另一个方面看, 梁漱溟把乡村建设看作一

个文化整顿运动, 建设乡村是为弘扬中国的文化

生命,为世界文化生命的开展开辟新路。梁漱溟

的这个思路已经脱离救亡的语境, 进入了世界主

义的语境。梁漱溟在5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

觉悟6中对他的思想的转变有一个分析。他说,民

族自救运动经历了前期后期, 都以西方的民族国

家为模型。他反思说, 已经进行的民族自救运动

不是救亡运动或保命运动,而是/祸国运动0, 失去

自主性的运动, 这样的运动不能再进行第三期了。

民族自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遗弃自家的精

神,摒弃儒家传统。如何才能开辟新方向以纠正

此前的弊端呢? 梁漱溟认为, 必须把民族自救运

动改造成民族自觉运动。/所谓从民族自觉而有

的新趋向,其大异于前者,乃在向世界未来文化开

辟以趋, 而超脱乎一民族生命保存问题。0 �l{民族

自觉是一种文化生命的觉悟, 觉悟中国文化是一

种未来的世界文化, 我们负有为世界文化探路的

先遣任务,因此,我们不能追逐外物而迷失自己的

本性,必须返回文化传统, 认取儒家的精神,教养

个人和社会的生命。如果不对文化生命的开显有

所自觉,很难洞察中国的前途命运。可见,梁漱溟

要终结先前的民族救亡运动, 另辟一个新方向,引

向对文化生命的自觉和教养。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很难同意把梁漱溟的教育或教养工作归入救

亡事业,而主张将这一工作看作对救亡事业的超

越。

那么, 用什么样的观念来描述梁漱溟的思想

努力呢? 笔者觉得可以用教育观念。美国学者

Catherine Lynch说: /在梁漱溟看来,教育观念越出

了学校和技能传授的范围,卷入了中国危机的方

方面面。梁漱溟开始把教育看作一个使人们结成

有内聚力的共同体、进而促发基本变革的进

程。0�l|什么样的基本变革呢? 启蒙还是救亡呢?

Catherine Lynch没有说明。笔者认为, 在一定程度

上,梁漱溟是在做启蒙的或救亡的事业,但更准确

地说,他是在做教养的事业。

教养指什么意思? 现代犹太哲学家门德尔松

(Moses Mendelssohn)用过这个词。他说教养包括

两个内容, 一是启蒙,代表教养的理论维度;二是

文化,代表教养的实践维度。�l}无论从事启蒙事业

还是从事文化事业, 都是在为人的教养事业服务。

我们这里使用的教养概念与门德尔松的用法不

同,把教养和启蒙区分开来。按照康德的定义,启

蒙是一个理性运动。生命的教养超出理性运动,

侧重于对人的生命的培育,侧重于儒家人文精神

的教化。梁漱溟早年所讲的情志教育已经揭示生

命教养说的端倪,后来,梁漱溟从/生命哲学0的角
度解读杜威的教育哲学,更把教育看作一种使生

命意义充盈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 梁漱溟的教

育观念与教养观念同义。他曾说: /我们所谓教育
是隐然有所指,非只是指知识技能的教育而已,是

指整个的生命, 整个的人格说的。0 �l~整个生命的

开发与提升是他的教育观念乃至哲学的真正关注

点。

我们说梁漱溟的教育观念走的是一条生命教

养的道路,预示着超越启蒙与救亡范式的可能性,

这里说的是/预示0, 而不是说他已经完成了这种
超越。实际上, 由于梁漱溟不太注重纯学理性的

探究,在他关于乡村教育的论述中,救亡思路仍然

不时出现。我们说他超越启蒙与救亡范式,只是

就可能性而言,就他的部分运思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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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Shuming. s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Gu Hongliang

Abstract: Liang Shuming explained in 1920. s that education in the East culture is a kind of qing-

zhi education ( life education) focusing upon life itself and that education in the West culture is a know-l

edge education featuring upon life tools. He was influenced by John Dewey. s philosophy of educat ion and

realized that education is life when he was conceiving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1930. s. Life cultivation

has been supposed as one of significances of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His concept ion of educat ion has

showed a direction of life cult ivat ion and indicated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cending an old research pattern

of enlightenment and saving the nation from extinct ion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rather than history of education. Certainly, it doesn. t mean Liang Shuming has completed this

kind of transcendence.

Key words: education; life; enlightenment; saving the nation from extin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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