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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卢梭的公民教育观在其道德共同体的政治构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卢梭认为 , 培养公民对国家的整体

道德认同感是关乎共同体成败的关键 , 这一诉诸人类心灵的工程有赖于道德教育。卢梭将“公意”的形成作

为国家整体人格构建的前提和基础 , 通过赋予人民心灵以民族的形式培养公民的爱国情怀 , 公民宗教在一定

程度上将公民对神的崇拜与对国家的崇拜结合在一起 , 起到法律等政治体制无法替代的政治作用。卢梭的

公民教育观对于我国当前的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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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ousseau' s view point about the citizens' education play s an impo rtant role in his de sign o f mo ral community.In Rous-

seau' s opinion , the citizen' s mo ral identifica tion to a nation is crucial to the mo ral community and this pr oject conce rning human

mind depends on the mo ral education.The genera l will is the founda tion , which educates the citizens' patriotism by end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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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le that canno t be replaced by laws and political sy stems.Rousseau' s view point about the citizens' education w ill give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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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梭的道德教育观是其道德共同体政治构想在

教育领域的延伸。在卢梭看来 ,道德公民的培育是

关乎政治体成败的重大工程 ,这一诉诸人类内心的

工程有赖于通过道德教育的途径得以实现。卢梭将

他的道德教育目标设定为培养自然人及道德公民两

个阶段:“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活的;他是数

的单位 ,是绝对的统一体 ,只同他自己和他的同胞才

有关系。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分数的单位 ,是依赖于

分母的 ,它的价值在于它同总体 ,及同社会的关

系。”
[ 1] 9
亦即自然人在进入公民阶段后 ,道德教育的

目的即在于培养自然人对道德共同体的整体认同

感 ,这是公民教育的关键所在。

英国教育家 Good H G 在《西方教育史》中说:

“公民教育只能存在于良好的国家中 ,良好国家的维

持只能依靠完美的教育。”卢梭认同这一观点 ,并希

望在理想的国家中进行自然教育 ,培养自然人及道

德公民 。以往学者普遍认为 ,卢梭的教育思想仅仅

体现在教育小说《爱弥儿》中 ,但实际的情况是 ,在卢

梭早前的一些著述如《论政治经济学》《波兰政府筹

议》等文中就已初步形成了关于国家公民教育的观

点 ,这些论述为后来《爱弥儿》中关于道德公民培养

教育问题的详细论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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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内容的分析 ,我们可以窥见卢梭道德教育思

想从产生到最终形成体系的整个发展脉络。

一 、公意 ———体现共同体的整体道德人格

在作为“百科全书”条目的《论政治经济学》一文

中 ,卢梭最早提及了“全体”和“共同体”的概念 ,这成

为《社会契约论》中“共同意志”概念的雏形。正是从

“共同意志”这一政治概念出发 ,卢梭提出了公民道

德教育的主张:“一个国家没有自由 ,就不会有美德;

没有美德 ,何来自由;没有公民 ,就无所谓道德;培养

公民 ,你就有你需要的一切东西;没有公民 ,则自国

家的统治者之下 ,除了一些下贱的奴隶之外 ,你一无

所有 。”[ 2] 这一观点亦即 ,国家需要由具有美德的道

德公民组成。

有德公民的培养则要通过诉诸道德教育完成 。

在卢梭看来 ,培养道德公民的重中之重在于培养公

民对道德共同体的整体认同感。对这一教育课题 ,

卢梭试图通过诉诸“公意”这一概念作为一个国家整

体道德人格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契约论》

中 ,卢梭提出了一个构建理想道德共同体的模式 ,即

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全部权

利转让给作为主权者的集体 ,这种毫无保留的权利

转让促使国家公意的产生 。此时 ,共同体成员的存

在方式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将不再作为单独的

个体存在 ,而是作为主权者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存在

于自身对共同体的关系之中 ,这种处境的变化催生

了共同体成员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彻底转变。在这一

转变过程中 ,能否保证共同体成员毫无保留地转让

自己的权利促使公意的达成 ,这是关乎全体人民能

否克服异化状态的关键。假如每个共同体成员仅仅

交出部分权利 ,那么产生的便是众意 ,这对于共同体

而言仍只是个别意志 ,与真正的公意相差甚远 ,共同

体成员也仍将处于异化之中而遭受奴役;只有每个

共同体成员将全部权利毫无保留地移交给共同体并

绝对服从公意 ,作为个体的自由才有可能在对共同

体的关系中实现。在某种程度上 ,公意即是被抽象

化了的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 ,既然公意能够代表广

大人民最普遍的意志 ,是那些摒弃了危害共同体和

个人利益的“个别意志” 、有利于共同体和全体成员

共同福祉的东西 ,因此必然得到大家的赞同并在此

基础上得以普遍化 ,基于此基础上形成的公意便能

够体现共同体的整体道德人格 。

将卢梭的“公意”概念放诸到人类的“自然状态”

中考察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卢梭看来 ,只有那

些经“自爱心”和“怜悯心”发展演变而来的具有利他

性质的道德意志才可称其为“公意”。“自爱心”与

“怜悯心”发乎人性自然 ,遵循自然法则 ,是上帝的意

志体现 ,那么据此形成的“公意”也便代表了上帝的

意志和自然法的规律;到了经社会契约建构的共同

体阶段 ,作为道德个体的“自然人”身上的“公意”便

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共同体的道德意志 ,这些共同意

志因深谙上帝和自然法则并带有利他性质而成为共

同体的“公意” ,它将确保共同体成员在放弃个人自

由的同时 ,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自由和道德自

由 。正是基于此 ,卢梭才敢大胆地“强迫”那些不自

由的人重新过上自由的生活 。

卢梭基于“公意”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并没有摧

毁自然的平等 ,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

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

而 ,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 ,但是由于

约定并且根据权利 ,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
[ 3] 30

“公

意”确保共同体“道德整体人格”的形成 ,共同体成员

将个体意志让渡给一个理想的目标 ,获取另一种更

高层次的自我实现 ,这个理想的目标即是卢梭的道

德共同体 ,这也是卢梭道德教育目标的政治体现 。

二 、爱国教育 ———赋予人民心灵以民族的形式

国家由公民组成 ,作为国家一分子 ,爱国美德是

公民对于国家义务的第一要义 。因此 ,道德教育的

根本任务就是要塑造热爱共同体的爱国公民 。“必

须给予人民的心灵以民族的形式 ,又这样形成其意

见和嗜好 ,使得他们不但由于必须而且也由于性向

和愿望而成其为爱国者 。 ……如果他们自幼习于认

为他们的个性只是在个性对国家整体的关系之中 ,

并且觉得他们自己的存在只是国家存在的一部分 ,

那么他们最后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和这一较大

的整体视为一体 ,觉得自己是国家的成员 ,并且以微

妙的情感来爱祖国;他们提起精神永久向着这个伟

大的目标 ,并且把许多恶习非行所由来的极其危险

的气质变成高尚的品德 。”[ 1] 490

晚年的卢梭曾为波兰政府撰写了《波兰政府筹

议》一文 。当时 ,波兰遭受俄国入侵 ,波兰政府志在

通过改革增强国家的实力并促进政局稳定 ,于是 ,邀

请卢梭为其撰文。该篇论文的核心虽然在探讨波兰

政府机构和管理的政治问题 ,但卢梭也表达了他在

国家的政治与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上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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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意识到当时波兰政府改革的第一要义在于改变

人们的心灵 ,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唯有教育。卢梭

提出公民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培养爱国公民 ,因

为爱国主义位于一个国家公民道德大厦的首面 ,也

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道德状况的第一坐标。为了说

明这一点 ,卢梭以古罗马的雷居鲁斯将军为例 。雷

居鲁斯沦为迦太基人的战俘后 ,迦太基人派他返回

罗马与元老院商讨和战及两国交换战俘事宜;作为

具有民族气节的将军 ,返回罗马的雷居鲁斯在罗马

元老会议上却极力主战 ,拒绝和议及对方的交换要

求。元老院见其对罗马忠心耿耿 ,劝其留下继续为

罗马效力 ,但雷居鲁斯因自己已沦为迦太基俘虏并

成为其公民 ,宁愿再次返回迦太基履行作为迦太基

公民的义务 ,结果遭迦太基人的酷刑而死。另外一

位斯巴达母亲 ,在获悉自己的五个孩子全部战死沙

场而自己的国家却得胜时 ,这位母亲不但没有悲伤 ,

反而为自己的孩子能够为国捐躯感到骄傲和自豪 ,

并兴奋地赶到神庙感谢神明赐予儿子们以英勇 ,这

是又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怀 。卢梭以为 ,公民教育的

任务就是要塑造如此热爱共同体的爱国者。在西方

的教育思想家中 ,卢梭第一个将培养公民的爱国主

义作为教育的首要目的。

三 、公民宗教———使国家成为公民崇拜的对象

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体系中 ,他还持有另外一种

有关国家道德教育的独到见解 ,即在一个理想的道

德共同体中 ,公民对共同体的认同感 ,应该是一种渗

透于社会深层道德情感之中的整体向心力 ,这种力

量足以让公民意识到 ,个体价值的实现只是共同体

整体价值实现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保证公民对共

同体的整体认同 ,卢梭还将道德教育诉诸为一种“公

民宗教” ,它可以使公民如同信仰上帝一般地形成对

政治体的整体向心力并全心全意地依附于国家 ,担

当起引导人性向善 、稳定国家的重任。因此 ,要为公

民确立一种集体信仰 ,这种信仰将不仅是宗教的 ,也

是社会性的道德情感 ,缺失了这种情感便不可能成

为良好的公民 ,更不可能是忠诚的信徒。真正的信

仰者应真诚地爱国家 、爱法律 、爱正义 ,为尽自己对

国家的义务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制度性的法

律仅关注人们的外部行为 ,而道德观念却可以渗透

至人类意识深处 ,指导人类的意志行动 ,道德教育的

这一功能可以通过“公民宗教”的推广得以实现。相

对于“没有庙宇 、没有祭坛 、没有仪式 ,只限于对至高

无上的上帝发自纯粹内心的崇拜 ,以及对于道德的

永恒义务”的人类宗教而言 ,公民宗教具有极强的政

治和教育意义:“它能把对神明的崇拜与对法律的热

爱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它能够使祖国成为公民崇

拜的对象 ,从而就教导了他们:效忠于祖国也就是效

忠于国家的守护神。”
[ 3] 173-174

它“写在某一个国家的

典册之内 ,规定了这个国家自己的神 、这个国家特有

的守护者。它有自己的教条 、自己的教义 、自己法定

的崇拜表现 。”[ 3] 186基于此 ,卢梭主张 ,每个公民都应

该有一个宗教 ,敦促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 ,宗教规定

的教义只有涉及公民的道德和责任时才具有意义 ,

而宣扬这种宗教的人自己也必须履行这些道德与责

任 ,否则宗教就是一纸空谈 。对于国家而言 ,它无权

掌管另外一个世界 ,但它应该规定一些作为公共行

为评判标准的教条 ,严格执行这些教条的人即是良

好公民 ,对于那些不信仰公民宗教教条的人 ,国家有

权将其驱逐 ,这些人遭到驱逐的理由并非因其不敬

神 ,而是因为他们行为的反社会性 ,他们不能真诚地

热爱国家的法律和正义 ,更不可能在必要之时为履

行社会义务而献身 ,因此必然为社会所抛弃 。所有

这些教义的总和便构成了“公民宗教” ,它虽然带有

某种乌托邦色彩 ,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惩恶扬

善 、维护国家法律神圣的作用 ,因此在卢梭道德共同

体的政治构想中占有重要一席 。可见 , “公民宗教”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公民整体认同感的培育营造了

良好的社会政治氛围 ,有着法律不可替代的独特政

治价值 ,它可以从道德层面起到国家法律条文对公

民行为的约束作用 ,进而对国家有所裨益 。依据卢

梭的观点 ,个体自由的获得终将要在个体对国家的

关系中实现 ,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 、政治道德层面的

自由。

四 、现实启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卢梭道德教育思想的提出 ,被认为是教育领域

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他的道德教育观 ,渗透

着丰富的德育思想 ,对我国当前道德教育困境的解

决以及今后道德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

意义。

古今中外 ,任何一个社会都经历过从传统到现

代的转化过程。在传统社会中 ,道德因其高度的统

一性充当着调节社会秩序 、整合社会关系的杠杆。

但一旦进入现代社会 ,由于现代社会结构的逐渐分

化 ,统一的道德观逐渐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土壤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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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这种排他性便很快被多元性的发展趋势所取

代。多元化的道德格局的形成使得社会的道德评价

标准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往统一的道德评判观

逐渐被带有个人化倾向的评价体系所取代。任何一

个人 ,只要有所信仰 ,有其自身的价值选择 ,不管这

种信仰和价值选择的内涵如何 ,都具有合理性 ,都可

称其为好人。在道德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 ,道德的

内涵被扩大 、被激活 ,然而它却是以人类社会共同道

德的缺失为前提的 ,公共道德的沦丧促使推动整个

人类品德向善的原动力的消失 。

在我国 ,曾经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 。在计划经济时代 ,整个社

会所构建的是一个国家和政治至上 、以个人无私奉

献社会为主旋律的价值体系。在国家和社会利益面

前 ,个人的利益显得无足轻重甚至被当做资产阶级

的糟粕被唾弃;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 ,在以经济

建设为核心的总体格局下 ,以公有制为核心 、多种经

济成分并存的发展趋势势必引起人们思想观念和道

德 、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随着物质利益观念的深

入人心 ,以往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以及共

产主义观念在逐渐被淡化 ,取而代之的则是个人主

义 、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风气的盛行。随着改革开

放的不断深入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的同时 ,对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追求也随之不断提

高 ,业余生活的多样化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

到来自国内外的形形色色的非物质文明的各种成

果。在开阔眼界的同时 ,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容

易受到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影响和诱惑 ,甚至使他们

开始逐渐蔑视一切传统 ,导致其行为及判断上的错

误 ,甚至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和目标而误入歧途 。

由此可见 ,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我国当前

道德教育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如不及时地认识

并着手解决 ,不能给予年轻人以正确的引导 ,很有可

能导致他们思想意识上的严重分化 ,丧失对整个社

会共同的道德认同感 ,出现精神信仰危机。长此以

往 ,意识形态的危机必将引发整个社会物质基础的

倒塌 ,出现社会动荡局面 。因此 ,重塑社会的核心价

值体系和重构一种能够得到全社会认同的公共道德

就成为当下我国道德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和首要

任务。

在这一问题上 ,卢梭所倡导的道德教育观对我

们有着深刻的现实启示 。在卢梭所构建的道德理想

国中 ,人们通过互相订立契约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中

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公意原则确保每一个公民在思

想意识上都达成了对共同体统一的政治认同。公意

的原则保证人们在奉献自身自由的同时 ,获得了共

同体赋予每个人的自由 ,从而实现从自然自由到社

会自由的转变。卢梭将培养公民的爱国情感作为公

民教育的第一要义 ,并将其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道德

凝聚力高低的现实坐标 ,充分显示出其对道德共同

体公民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关注 ,并认为这关乎到

一个国家的荣辱和成败 。公民宗教观的提出则昭示

出卢梭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具有的哲学远见 ,他告诉

我们 ,国家的建设不应仅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的建

设 ,道德即通过诉诸人内心的核心价值体系大厦的

建设也应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工程。这一点在正经

历时代变迁的当代中国 ,同样适用并值得我们借鉴

和学习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 ,党中央提出的适

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

观 ,即是新时期国家重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

举措。这一口号的提出 ,使得多元的价值取向得以

整合 ,并统一为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 、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社会主义一元价值观 ,这既是时代发展的迫

切要求 ,也是我国道德教育工作的一盏指路明灯 。

纵观卢梭的公民道德教育观 ,其中虽不乏偏颇

与理想化因素的存在 ,但他对于国家公民教育的独

到见地 ,不仅具有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的历史性意义 ,

对于我们今天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仍是一种巨大

的冲击 ,并能给予我们以重要的现实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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