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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是一种独特的生命 , 完美的生命需要教育。教育归根结底就是生命教育。关于生命 、生存 、生活的 “三生

教育”就是广义的生命教育。生命起于身体 , 以身为本演绎人生是自然主义的身体哲学 ,其中共包括物 、身 、心三

本体 ,我 、你 、他三主体和松 、动 、静三本能九条人生公理。生命教育遵循自然主义的身体哲学将会变成一种 “自

然的”过程 ,即:物身心共建生命 , 松动静展开生存 ,我你他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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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manbeingisauniquelife.Theperfectlifeofmaniscreatedbyeducation, sotheessenceofeducationisaboutlifeeduca-
tion.Inabroadsense, Sanshengeducationisgeneralizedlifeeducationwhichregardinglife, survivingandliving.Lifebasesonthebody
andthebodyisthefoundationofnaturalisticbodyphilosophywhichincludesthreenoumenon:matter, bodyandmind;threesubjects
you, heandIandthreeinstinctrelaxation, impulsionandequilibriumintotalnineaxioms.Lifeeducation, basedonnaturalisticbody
philosophy, wouldbeanaturalprocess:namely, tousematter, bodyandmindtobuildlife;userelaxation, impulsionandequilibrium
todevelopthelife;you, heandIenjoythe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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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悉云南推行 “三生教育”, 大有后来居上、星

火燎原之势 ,实在是云南学子及人民之福 ,如果真能

实实在在推行于全国 , 又是我中华民族现代教育一

大幸事! 对于云南教育界 , 我有羡慕之情。 “学为

成人”, 斯言岂虚哉! 然而传统既断之后 , 我们对于

何为人 、何为真人 、何为全人早已模糊。虽有马克思

主义之真诠 ,又惜乎许久以来高论甚于实干 ,盲动多

于睿行。当然这也是探索中难免之事。好在一脉相

承之下 ,终于有了科学发展观为统帅 ,社会主义事业

蒸蒸日上 ,炎黄子孙龙行天下 , 人民教育也随之步入

了新时代 , 笔者忝为教育界之一员 , 也不由为之感

奋 ,特试为置喙一论生命教育 , 向方家请教 , 与同行

商榷。

一 、生命教育 ,除了归纳式 ,还应该有演绎式

笔者认同卓晴君研究员与罗明东教授等学者的

观点:“三生教育”的实质(或本质)乃是一种人生教

育 [ 1-2] 。就教育所已涉及乃至应可涉及的内涵而

言 ,我们可以断言:教育就是广义的生命教育 , 就是

“三生教育”。诚如罗崇敏先生所言:“生命教育 、生

存教育 、生活教育三者之间互为条件 、密不可分 、相

辅相成 ,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生命教育是前提、

是根本 ,生存教育是基础 、是关键 ,生活教育是方向、

是目标。” [ 3]抽去了生命 ,教育无所归依 ,没有了生活

幸福 ,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就失去了归宿 , [ 4]而任何

时代教育的主体内容都离不开生存。如果把 “三

生”都抽走了 , 教育还剩下什么? 所以 , “三生教育”

绝不只是一门具体的课程 , 而应当是一种根本的教

育理念。温家宝总理 9月 4日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

学调研时的讲话就提到 “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

念 , 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 5]理念有的是突破

性的 ,有的是超越性的 , 后者不仅有突破 ,而且能够

兼容传统。中国自古的传统就是 “学为成人”, 只是

从近代开始 , 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 , 相形之

下 , 所谓“成人”不免流于空泛。尽管也有陈亮 、叶

适等人倡导的实学 ,终究疲于在守旧的大潮中摇曳、

挣扎 ,而比不上西方的全面突飞猛进。反之 ,西方固

然在科技发明上后来居上 , 但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最

终提醒人类利器之执柄者在人 , 而人学的精义固然

少不了民主 ,但更为系统 、更能保全人性尊严的固有

体系还在中国的传统。今天 , 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 进而有新贡献于天下 , 就应当以人为



本 ,熔古今中外于一炉 ,创新教育理念 , 为 “成人”教

育奠定崭新的时代基础。

就生命教育而言 , 云南省的实践的确是一个好

的样板 ,上海 、辽宁、湖南之前就有了相关政策 ,江西

师范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也都有相关课程 ,而

美国、澳大利亚等又较中国为早。[ 6]这些都是有识之

士的先行之举 ,我们期望他们的睿言卓行能够开花

结果。高兴之余 ,个人以为 ,上述努力在方法论的意

义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经验的 、归纳的 、外加

的。这当然是必要的 ,但如果再有一点思辨的 、演绎

的 、自在的 , 就更圆满了 , 两相结合实施起来也必更

能奏效 、更快成功。

浙江传媒学院的何仁福 、汪丽华认为:“生命教

育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包括人生教育、人伦教育 、人性

教育、人格教育、人文教育 、人道教育在内的全人教

育。” [ 7]以分别成就人的自然生命、人伦生命、精神生

命 、个体生命 、社会生命和宇宙生命 , 六位一体 ,这在

归纳的范围上已经很全面了 ,尽可能搜罗了已有的

诸多概念。江西师范大学的郑晓江开设的 “生命教

育与生死哲学”课共安排了《学会生死》、《学会做

人》、《学会生活》、《学会养生》、《学会休闲》五大版

块 ,更有直接的现实操作性。[ 8]这二者都是在高校中

面向大学生的教育。大学生有着比较成熟的思考力

和抉择力 ,他们缺少的只是点拨和反思 ,而通过一定

的课程学习 ,就容易把他们认为可取的部分自觉不

自觉地整合 、纳入到自己的观念体系和行为实践中

去。但是 ,生命教育本应该是从生命孕育之初就开

始的 , 仅仅是大学开课只能算是一种补课 , 这样看

来 ,云南省的行动就更加富有意义了。它是一种近

乎全程式的持续和反复的尝试 ,从学前到大学共有

七本教材 ,并且是作为必修课 , 其所能涉及到的人 、

所能造成的影响必定是全面而深远的。不过 , 本文

重点想从建议和补充的角度说说另一种思路。无论

是五大版块、六位一体或者七册课本 ,它们都是某种

归纳体系。归纳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层次进行 ,它可

以呈现事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它表明事情可能如

此 ,却不能证明其必然如此 , 要说到证明以及体现世

界的简约性、统一性 ,就该演绎的方式大显神通了。

二 、关于演绎的魅力及人生是否也有公理

人类文化史上最成功的演绎体系一般都认为非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莫属 ,它的简洁、严密 、系统

令无数人着迷、倾倒。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企图仿

照它在人文社科领域建立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

理。事实证明他没有成功 , 然而是否就此证明此路

不通呢? 这又恰恰是归纳主义的见解。归纳永远只

能说明过去 ,逻辑则可以贯通将来。说到事实 ,历史

上至今真正无懈可击的演绎体系当数中国古代的三

玄之冠 、六经之首的《周易》。这部奇书只用阴阳两

爻就把天下万事万物包罗殆尽 ,但是它的奥秘和价

值有一个逐渐发现的过程:最先为卜筮 , 至孔子作

《易传》而为哲学 , 到了宋朝邵雍的手里 , 先天六十

四卦次序被彰显开来。这个发现大约 18世纪初传

到德国的莱布尼茨手里 , 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据此悟

到了二进制 ,从而为今天计算机的发明奠定了逻辑

基础。更奇妙的是 ,周易六十四卦竟然可与生命的

遗传密码子相对应! 从太极到两爻 、八卦直至六十

四卦 ,正是典型的演绎。这个演绎体系不仅是人文

的、也是自然的。当然必须指出的是 ,六十四卦在形

式上是完美的 ,但对它的系辞 、解说是属于社科人文

的 , 而在这一点上是否有唯一性仍是值得考虑的。

汉代的扬雄模仿周易体系发明八十一《太玄》, 其本

意亦不过是阐明人事 ,但他不明了周易的演绎之秘 ,

终于成了画蛇添足。当然 , 太玄也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 , 周易更是如此 , 它对于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

太显陌生 、玄虚了。这里我们只是想从历史的角度

说明 ,人文社科一样可能有演绎的真理 ,关键是找到

它的公理 ,此后的事情只是顺其自然的推理。

公理 ,不证自明的命题 ,是演绎的起点 , 但它本

身可谓一种潜归纳的结果。归纳与演绎 ,用周易的

阴阳思维来说 ,本就是互为其根的双方。但在西方 ,

欧几里得的演绎和培根的归纳各走极端 , 发展成

“演绎主义”与 “归纳主义”之争 ,非此即彼;在中国 ,

则是中和取向 , 亦此亦彼 , 但 “难得糊涂”未必处处

可用。由此 ,中西各有侧重地发展起各自有其利弊

的文化。分化有利于纯粹 ,整合有利于和谐 ,本来各

有其用 ,不可或缺。我们现在要问的是 ,人生也有公

理吗? 我们需要最少几条公理才能充分演绎?

三 、从关于人的本体三公理看教育

人生第一根据就是 “身”的存在 , 离开了身体谈

人生正如水中捞月。但遗憾的是一部文明史几乎就

是一部“去身化”的历史 ,哲学上通常只讲 “唯心”、

“唯物”,好不容易直接讲到 “人”了 , 又说灵魂是上

天或神灵的灌注 , 肉体则来自卑贱的泥土 , 灵魂不

朽 , 而以肉体为旅舍甚或牢狱。作为反动 ,主张感官

享乐的纵欲主义又因其 “唯身”的局限招致更加猛

烈的口诛笔伐 ,可怜的身体匆匆冒一下头又被淹没

在心物纠缠的汪洋大海中了。现在人心足够发达

了 , 物质也极大丰富了 , 却发现单单缺少了享受这一

切的主体 ,或者说 , 虽然事实上身体已经享受了 , 却

是那样的偷偷摸摸 ,连带这些文明的果实好像都变

味了。 19世纪后期开始 , 尼采 、柏格森开始鼓吹生

命哲学了 ,中国人经过若干年的拼命劳动 ,觉得也该

歇歇了 ,该享受的时候还得享受 ,这时候 ,生命本身

似乎才刚刚诞生了。但是 , 还远远不够。一切的文

明归根结底是用身体创造出来的 , 也最终是为了身

体的 ,不管这个身体是原始人类的佝偻还是未来据

说的某种头部硕大四肢退化的 “畸形”。汉字本来

有着很好的象形 , 远取诸物 、近取诸身 诸如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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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天”等等字形就保留了人身的痕迹 ,使得中

国人从来都重视 “安身立命”的智慧 , 但是由于过去

掌握汉字的人是极少数 , 现在懂得汉字象形原理的

人同样的是极少数 ,真正能够近取诸身、远推及物进

入通达层次的人实为凤毛麟角。是到了我们应该旗

帜鲜明地站出来 ,继承先祖 、借鉴他人 ,正视身体、重

新归位身体的时候了!

“身体为本”是“人生”的第一公理 ,但不是唯一公

理。而“生命教育”也并非从身开始 ,却是从心开始。

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如果仅仅只

有身体 ,那么就没有了与普通动物相区别的、每一种

存在都有其特定形式的 “身体”。人们普遍注意到

的人的特点就是人有 “心”。一般动物没有所谓的

教育 , 有的只是遗传和本能 ,那是纯粹的身体。只有

身体和身体直接关系着的对象 , 动物的 “心”处于极

不开化的状态 ,所以它们就被死死地局限在自然赋

予它的狭小天地中 , 年复一年 , 周而复始 , 虽经千百

万年没有什么变化。人类能够在同时期内发生日新

月异的加速度发展 ,几乎全在于心的机巧 、涵摄。由

于心的出现 ,人的世界就大致分成 3个部分:身体是

直接的存在和标志 , 身外有物 , 身内有心。奇妙的

是 ,外物又可以变换形式包含在人的内心之中。如

此 ,物生身 , 身生心 ,心生物 , 形成一个完美的回环 ,

人就这样卓然挺立于一般自然事物之上! 一般的存

在只是作为自然整体的一部分 “自在”而已 , 而人 ,

尽管仍然也是自然的一份子 ,但他是自然的反省者

和自觉者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人成了自然的代

言者和 “万物的尺度”。人的这种特殊能力和地位

由人心而代代相传 ,这就是教育。但我们始终不能

忘记的是:生命 , 首先是身 ,或者说自然生命 ,然后才

是其他所谓社会生命 、精神生命等等 , 其他 “生命”

离开了自然生命本就无从指喻。心的存在不是为了

它自己的目标 ,而只是在完全的意义上维护和提升

身的存在。在此前提下 , 充分发挥心的能动作用才

是我们需要并且有益无害的。

四 、从关于人的主体三公理看教育

生命教育应该基于身而在物、身 、心三者之间展

开 ,不过这还是大而化之的层面 , 要进入到具体 ,还

必需我、你、他不可。物质自在 , 各人则依据各自的

身体在这物质世界“心心相印”、“以心传心”才能分

享各人所得的意义 , 人心本是潜藏于身的 , 只有用

心 ,才能唤起下一代的心。怎样唤起? 这就是语言

的妙用了。 “我思故我在”, 不只是我在 , 连你 、他也

同在了。因为我 、你、他本就是相对存在的。蒙童第

一次说出 “我” ,世界对他就已经敞开了 , 这就是他

本人的开天辟地。在此之前 ,不论他学会了多少词

句 ,都不过是鹦鹉学舌 , 模仿而已 , 能够辨别我 、你 、

他 ,就说明原来的世界已经开始在他心中重构 ,他的

心已经觉醒了。 “我” 、“你”、“他” 3个代词 , 代的就

是不受时空约束的自由心灵。全部语言本身就是对

世界的一个代换 , 它标志了创造世界的力量。基督

教的创世纪正是上帝用语言 “说”出来的 , 诸如上帝

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之类。而最能体现自由代换

精髓的莫过于 “我” 、“你”、“他”这 3个普通的代词。

如果说物 、身、心是客观的“本体”,这里的我、你、他

已经是具有自觉意识的 “主体”了。本体是客观自

在的 ,但人的世界却是从主体才有了真正属己的开

始。其中 , “我”当然是第一主体 , “你”、“他”则由

“人同此心”可推 , 人人都有 “我”, 只是相对第一主

体 , “你”就是对象 , “他”就是第三者。这些推理不

是后天的心智行为 ,而是主体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 ,

从氤氲成象的默识中豁然觉悟、同时产生的 ,只不过

可以由后天反推理解到。最初是朦胧的 ,社会历练

越多 , 体验也就越深。我可能自大 , 也可能自卑 , 你

也许是敌人 ,也许是朋友 , 他既可以做和事佬 , 也可

以做挑唆者。正是有了这些复杂的关系 ,才组成了

人类社会 , 才有了心 ,才会有教育。教育 , 或者说生

命教育 ,固然可以说是“师生”之间的传道、授业、解

惑 , 究而言之 , 终不过是我 、你 、他之间的交流而已 ,

至于 “师道尊严”、“棍棒底下出孝子”之类的观念都

不能超越这一基本原则 , 它们都是特定时代条件下

的特殊产物 ,只有公理才超越时空而成立。不是说

不要起码的师生之别、父子之伦 , 而是这些细枝末节

都必须统辖于公理之下。公理不明 , 没有方寸。没

有方寸 ,其事愈细 , 则其绕愈远。现有教育的许多费

力不讨好的现象都是由此而起。

五 、从关于人的本能三公理看教育

主体的本质是由于心的作用而有的本体的代言

者 , 但是代词没有固定的所代对象 ,否则它就成了实

际的名词了。主体的出现只是为了方便分化 , 分化

不是为了互相疏离 , 而是为了暂时的专一化 、高效

化 , 以求更好的一体化、有机化 , 主体作为代言者只

是一种形式上的虚拟 ,实际的运作仍由本体执行 ,这

是它的本能 ,这就有了动 、静 、松的公理。

动静松的公理切身体会最明了 , 对国人来说最

恰当的例子或许要数武术了。动则外炼 ,兔走鹰飞、

龙腾虎跃;静则内养 ,渊停岳峙、霹雳不惊。蜚声中

外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太极拳了。太极拳平常练时轻

柔缓慢 ,象老太太揉面团 , 战时却顺势借机 , 似慢实

快 ,打人不知。与陈式太极拳共一本《拳经总论》的

洪洞通背拳练习时与一般所谓外家拳没什么两样 ,

而杨式、吴式太极拳专走松柔路线。静以立体 ,动以

致用 ,这都早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了 ,然而松的奥妙

只是到了杨、吴才发展到极致。宋朝理学先驱周敦

颐的《太极图说》还只讲动静 , 殊不知 , 《中庸》里面

早就说到:“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

谓之和。中也者 ,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 天下之达

道也。”其中 , “发”、“中”、“和” 3字本质上就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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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静 、松三者 ,内心情感如此 , 形体动作亦然。不能

和 ,不能松 , 静则僵死 , 动则别扭 , 正因为能和能松 ,

所以太极拳才能做到动静自如 , 随意转换。今天讲

科学发展、和谐社会 , 稳定 ,就是哲学意义上的静 ,发

展或改革是动 ,和谐 , 就是松 ,松是宽松、松活。必须

能动能静能松 , 人的内心就协调了 , 身体就健康了 ,

社会就大同了 ,教育也不能外乎这个道理。

六 、人生九公理:引领圆满人生和完美教育的

一个简易模式

　　如上所述 ,人生自有公理 ,一共三组九条 , 即物

身心三本体公理 、我你他三主体公理和松动静三本

能公理 ,每一组都是一个小回环 ,三个小回环又构成

了有体有用有自反(本体为体 , 本能为用 , 主体为

返。过去只讲体 、用 , 没有顾及所用的对象 ,有遗漏 ,

也不能自圆)的大回环 ,我们应当存物存身存心 、有

我有你有他 、能动能静能松。个人独立是从主体觉

醒开始 ,其基本成熟是随着身体的发育成熟而来的

心理定型 ,从而能够基本适应各种环境 ,这个过程正

是教育的主要过程 , 但此后尚有以造化为师的继续

教育 , 此前则有父母的优生 、胎教、抚育的前教育 ,三

阶段合为全部的终身教育。所有的阶段都不离上述

九条公理以及由它们所推的定理的规范。因为整个

的体系都是以自然之身为参照 , 所以可谓之 “自然

主义的身体哲学”。数学中的哥德尔定理指出 , 相

容性和完备性不能并存于一个体系 , 其根本原因站

在数学外面的我们很容易清楚:那是因为数学本身

在形式上只是一个受造的系统 ,当然不能割裂于施

造者而自证其身。而我们的体系的根是自然之身 ,

身将物与心联为一个整体:公理系统直属于心 ,其根

本又植于身 ,身本由自然进化而来 ,因此最后统归于

物。外物太远 , 内心太虚 , 心物汇集于身 , 一切奥妙

最终在切身体会中逐渐显示。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执

身为本、与身同在 , 其他的事情就都自然而然了。没

有机械的分裂 ,就没有实际上的悖论。自洽的、自足

的体系因而是可能的 ,收拢来是自然九公理 ,放开去

可以是无限的演绎。比如 , 将九条公理以及 “自然”

分别对应 1至 9和 0十个数字 , 就可以如同数的无

穷发展一样来展开。限于篇幅 , 详细的推演在此从

略了。笔者相信 ,在具体的生命教育中 , 有了诸位前

辈的方案做借鉴 ,又有九公理以简驭繁 ,必定是可以

大行其道的 ,我们可以大致将生命 、生存 、生活与本

体、本能、主体对应起来 ,进而 , 可以用九公理去分析

上述的五 、六、七等不同体系。总之 ,生命教育应该有

恰当的身体哲学做基础 ,身体哲学终究是为生命教育

服务 ,衷心祈望所有人的生命之花都能美丽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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