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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目的究竟是什么？学生的学习究竟

是为谁而学？对这一问题历来有不同的回答。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提出，!&世纪人们面临的“首先是道德与

伦理的挑战”。鉴于此，许多有识之士明确指出：为新

世纪培养的人才不是让他成为出人头地的人物，而

是让他成为高尚的人物。向着这个目标培养的孩子，

可以前途无量；否则，孩子就会走入歧途。可见，培养

新世纪人才的标准首先应定位于德。以儒家思想为主

导的中国传统教育非常重视人文道德教育，强调学

生学习是“为己之学”。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

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象征着孔子心目

中的理想社会，“今”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孔子所

谓“为己”即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为人”则是迎合

他人以求获得外在的赞赏。以“为己”否定“为人”，意

味着儒家将为学的重点指向自我。这正是儒家哲学的

价值取向即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达到理想的人

生境界。“为己之学”反映了儒家对主体自我的肯定，

体现了对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关怀。在当今中西文

化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人役于物、工具理

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人类的尴尬境地，现代新

儒家杜维明对传统儒学的“为己之学”赞赏有加，认

为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的“为己之学”仍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

完善的人不仅是一个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

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学者为己是儒家的一贯之道。

!、儒家“为己之学”含义的具体体现

!"! 为学的性质。“在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

人。”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而不是出自其他的考

虑。但是，如果从伦理学或哲学的意义上看，从生物

人成长为一个社会人必须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因

此，学做人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善，人格的确立及精神

境界的升华。儒家之“学”更主要地应理解为自我道

德修养。儒家把他们的学问称为“圣人之学”，它所关

注的焦点是人如何成就德性完善人格的问题。“儒家

学做人的观念表明，通过个人努力，人类有可能变得

‘神圣’。“学做人的圣人之学也就是为己之学。也就

是说学做人是为己之学的性质，而学道德或道德修养

是为己之学的内容。

!"# 为学的动机。为己之学的起点必然是为学

动机的为己性，这里的“为己”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

解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而是

说作为人际关系中心的自我，是道德修养的主体和

核心，是为学的起点。按照儒家的思维方式，自我处

于各种关系的核心，因此，要外王必然要内圣，要实

现天人合一、社会和谐，均要以个人的自觉修养为基

础。正因如此，在《论语·里仁》中孔子就要求君子要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同时还在《论语·李

氏》中提出“君子有三戒：少年之时，血气未定，戒之

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

气既衰，戒之在得。”学者为己的启发意义，可以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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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是个人进行自我修养的一种命令。“为己，欲得

之于己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为己之学”就是

指向自我以实现圣贤人格。“为人之学”以求人知，是

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因此，儒家所言“为己之学”

就是在于强调修己成圣的特性。

!"# 为学的过程及效果。为学的起点与核心是

人自身，那么在为学的过程中必然是始终涉己的，这

种为学过程要有效果、取得成就，也必须依赖于自己

的努力。既然进行道德修养是为己之学的内容，那

么，这种学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价值认识或道德认识

的过程而非事实与科学认识，后者要尽量避免主观

性参与，才能达到对客观真理的接近，而前者恰恰要

结合主体的需要、情感、意志、行为等才能进行。道德

思维的实质，就是解决自我的意识、思想、情感、行为

是否应当的问题。以应当为实质内容的道德思维，是

为己切己的，所谓“为己”，是指所思维的应当首先是

为自己立法而不是为人立法。在日常为学和行为实

践中，时时存有“为我”的思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都要想一想我应该怎样做。“吾日三省吾身”，事

事处处联系自身的思想、行为而进行反思，因而必然

时时处处涉己。这是儒家道德思维的一个鲜明特色。

舍弃了“我”，其思维则不具有道德的意义，或者说不

属于道德思维。在道德思维中，“我”是轴心、是重心。

道德思维的目的，就在于使“我”有所得，在于通过自

省来陶冶情感、磨练意志、增进理性、完善人格。假如

要在学习过程中有所成就，即使自己的人格境界有

所提升，就只能靠自己的作为和努力。孔子说：“君子

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因此，儒

家认为，自我修养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

为不为的问题，儒家所讲的为己，只能是自为，而不

是他为，是靠自己的躬身践履。这就必须从自我做起。

$、儒家“为己之学”的精神实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儒家为己之学的实质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为己之学”是成人成圣、修身治德的心性

之学，而非贪图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在儒家学说中

之所以会出现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冲突，追根溯

源，与儒家（先秦）的“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和“内

圣外王”的最高理念有直接的关联。

$"$ “为己之学”是对人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

的内在价值的弘扬，是对人不受外在功名利禄所诱

惑的独立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儒家的教育理

想在《礼记·大学》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述：“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的根本在于修

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 “为己之学”是为了达到自我完善，实现身

心和谐、人际和谐，最后达致天人合一的最高境

界。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要人们善养浩然之气，要有“大丈夫”气概。这一

切都是对为学的正确学风的倡导，对功利的、虚浮的

不良学风的贬抑。

#、儒家“为己之学”的现实意义

#"! 对于当前端正学风教风，克服学术与教育

中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偏颇和不良社会风气有积

极作用。为学，不仅在求知，以知为用，而且要以学求

道，籍以成性成德。但如果把为学的目的完全当作谋

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或者说致学目的被过于功利化、

工具化，而漠视为学提升人性和人格境界的内在价

值，那么就会形成不良学风。如目前许多在校大学生

考试作弊，尤其在英语四、六级考试中作弊，更有甚

者花钱请“枪手”。再如时下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关

注的学术腐败的现象，从学者主体自身来检查的话，

主要就是学风不正，或者说是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

对待致学的动机和目的所至。上述种种正是儒家所

着力批评的“为人之学”的不良学风。

#"$ 对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提升价值理性、弘

扬人文精神，克服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思潮过于膨

胀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

强调“天人合一”，旨在提升人的德性，使人格的道德

价值理性得以弘扬。因此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

伦理型文化或德性主义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智性

主义文化。在这种背景下，有人说中国可能涌现出为

捍卫祖国和民族利益而献身的岳飞、文天祥，但绝对

出不了一个为捍卫科学真理而英勇献身的伽里略！

如果以马克斯·韦伯创造的概念来讲的话，可以说中

国传统文化是价值理性得到提升和弘扬的文化，而

西方文化是工具理性比较发达的文化，这是指西方

有着悠久和深厚的科学主义文化传统。中国近现代，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我

们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似乎

使科学主义成为一种人生观，并对大众思想和行为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以弘扬人的德性的儒家思想

则被批判和完全抛弃。我们从外面请来了两位先生，

却遗弃了自己固有的“毛里斯”（道德）小姐。科学技

术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弘扬，对促进中国现代社会的

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科学的实证与

实用性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人们的工具理性而使人

本意识丧失。重科学轻道德、重才轻德、重功利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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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重外在事功而轻内在的安身立命是有偏失的。在

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功利主义文化成为社会

主导意识，这固然对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

理论支撑，但这种片面化的发展，导致了社会上急功

近利意识与物欲的膨胀，使人们在物欲横流中丧失

了自我以及对自我灵魂与精神的关照。在这样的社

会背景下，弘扬儒家“为己之学”的德性主义的传统，

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促进社会和人的

全面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 在当代民众精神生活的价值趋向上，儒家

的“为己之学”传统对于引导民众注重修德成善、安

身立命的内在价值，提高国民道德素质，提升民族精

神气质有积极作用。儒家的德性主义强调的是“以人

为本”，是对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内在幸福的关怀，是

对人性的提升和弘扬，而现代功利主义文化则引导

人们追求外在的物质利益和外在幸福，这两者固然

都需要，但当代文化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漠视前者。

其实幸福如果没有外在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条件的支

撑也是不可能的。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只有在此

基础上注重修德成善和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追求，

才会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才会真正实现人的

精神自由。人文精神、德性主义的弘扬，是克服现代

社会弊端的有效途径，“为己之学”的传统要求我们

首先要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灵魂和道德，追求内在

价值和自我完善。这对于提高大众的修德成善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提升全民

族的精神气质显然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教育重视人文道

德教育。人文教育培养德性是教人做人，科学教育培

养知性是教人做事，二者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

而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膨胀、追求外在价值的现代

文化弊端不仅体现在当代社会的文化思潮、民众生

活、学术研究中，而且也体现在教育活动中，导致了

不良的教育风气。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在否定传统人

文主义教育的同时，几乎完全否定了传统人文精神，

使科学教育的发展失去了人文价值体系的辅助与支

持。这就使现代教育忘记了培养人的本体价值，而只

注重了使人成才成器的工具价值。这主要表现在：重

智轻德，重分数轻素质，重视功利价值，缺乏人文关

怀。学校教育的世俗化、功利化越来越严重。教育目

的不仅反映出社会对人的发展的要求，而且也反映

出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对自身发展的追求，二者

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教育只有以促进人的个性发展

为目的，提高人的内在价值，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增

加对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度，教育才能发挥其

工具价值，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教育的个

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和谐统

一，也就是教育的完美实现。继承发扬儒家“为己之

学”的人文传统，对开展和加强素质教育以及克服教

育的工具化倾向都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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