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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

鲁国人，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

创始人。他自23岁起就开始招收门徒，毕其一生精

力，培养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在我国教育史

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通过一生的教育理论倡

导和实践，对我国乃至世界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他的治学之道、治学纲领等教育理念至今

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教育实践活动。作为“万世师

表”、“至圣先师”，孔子有哪些治学理念值得我们深

思和借鉴？在本文中，笔者将以简要介绍孔子大学

之道的形式予以简单探讨。

一 治学有道
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始终以自己的

治学之道作为教人育己之本。可以说，他的教育事

业的杰出成就首先在于他治学有道。”[1]孔子在终身

教育当中，留下了很多有益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和教学理论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他系统化的治学之

道。

1 治学与育人相结合

孔子在教学的过程中，处处体出现了治学、教

己与育人的思想。《论语》中开篇第一句就是“学而

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说明他不仅把治学、

教己当作了人生的一大乐事，并且，就其看来，治学

与育人也是相通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

而》），及其弟子颜回盛赞“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子

罕》）等因材施教的绝招，都验证了孔子不但乐学，

而且乐教，在他教己、育人中隐藏了一种治学之道。

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孔子不但把治学与育人看作是不可分割的两

个方面，而且在教学中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

庸》）就指出，天下的道理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

们关心，就可以获得。倘若脱离实际专门去寻找的

话，可能会一无所获，这样孔子就把教育理论与实

践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在生活与教学中，孔子也

时常有感而发，注重训练学生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知

识。比方说，一次，孔子站在宽阔、奔腾而下的河流

旁边，在微风中谈笑风生，指点江山曰：“逝者如斯

夫，不舍昼夜”(《子罕》)。他借滚滚而逝的河水，感

叹时光一去不复返，从而引发出了一种时间的紧迫

感，由此鼓励学生珍惜光阴，奋发图强，努力学习。

又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述而》)、“我非生而知

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述而》)、“子入大庙,每事

问”《( 八佾》)等等，完全把学、教和生活结成了三位

一体的治学理念。这种随时可学、可做的教学方

法，“广开了智慧之源，即使在现在也是十分先进的

治学与教育思想。”[2]

3 有教无类的育人风格

“有教无类”（《卫灵公》）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本意是：“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

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3]孔子曾经说过：“自行束修

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束修”也就是捆起

来的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意思是说：

“只要拿上腊肉之礼，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孔

子是不会拒绝的。”[4]孔子这种不分社会地位培养人

才的教育风格，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模式，对等

级森严的教育特权也是有力的冲击，体现了平民教

育、公平教育的思想。虽然孔子并“没有提出教育

机会均等的概念，但是，他提出的教育思想和所从

事的教育实践却处处体现了教育机会均等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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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5]

4 近乎全面育人的教育目标

在《大学》中，孔子从做人的根本道理出发，一

直讲述到如何治国平天下，最早比较全面的论述了

培养人才的教育目标。一般来讲，最能反映孔子近

乎全面育人教育目标的则是他的教学内容:礼、乐、

射、御、书、数。今天来看，礼是孔子对社会成员日

常行为规范的阐述，所谓“克己复礼为仁”（《颜

渊》），也就是说，礼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德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乐则是美学的范畴，孔子学音乐时，曾

经“三月不知肉味”（《述而》），可见孔子对美育陶冶

人们情操的重视；射、御是一种体育训练，是和当时

社会要求相符合的一种体育教育形式；书、数则是

智育教育，是人们掌握知识，认识世界，修身的重要

工具。由此来看，这些内容基本体现了德、智、体、

美等方面的教育内容和要求，是一种近乎全面的教

育目标。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孔子的教育

目标中没有体现“劳”的要求，因此，“孔子的培养目

标还不能称之为全面发展。”[6]

5 教学与创新相结合

孔子非常注重自己和弟子在治学与学习中研

究新问题的能力，笔者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其一，孔子自身在教学中的创新。“他顺应时代

潮流，首创私学，主张‘有教无类’，革新了教育制

度；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把‘六经’作为教

育的主要材料，革新了教学内容；他首倡分科教学，

主张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他在教学实践中，提出

了许多有创见的教育思想、教学原则和方法……”[7]

其二，孔子对学生学习和创新的要求。孔子说过：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

也”（《述而》），也就是要能够举一反三，可见孔子对

弟子学习中的创新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另外，孔子

还要求弟子能够“闻一以知十”（《公冶长》），“‘闻一’

是学，‘知十’是研究创新。孔子把教育与知识创新

紧密地联系起来，其实质就是培养学生具有研究新

问题的能力。”[8]

6 远离名利的治学态度

孔子认为在治学和学习中，要能够摆脱名利的

干扰，默默无闻地做学问；要能够摆正心态，不求名

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孔子以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路》)

的榜样告诉学生要在学习中远离名利的干扰。“朝

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以其为知识而知

识，为知识而修身，为知识而终身学习的身体力行

说明了什么叫“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相

信这也是孔子喜欢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原因之所在（《雍

也》）。

二 教育纲领
《大学》是儒家经典的组成部分，是有关政治、

哲理和教育的高深而广博的学问。在此书中，开篇

就全面介绍了孔子的教育“三纲领”：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1 在明明德

第一个“明”为使动用词，使……显明之意；第

二个“明”为形容词，意为清明的，光明的。从这三

个字可以明确看出，孔子把德育当作了教育的根

本；这三个字也清楚地表明了孔子的教育目的之一

就在于通过对学生的教育使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和人生观，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身素养的提

高，达到自身美德显明于天下的目的。

2 在亲民

这是孔子三大教育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由这一纲领我

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对象在“民”，不再是官，体

现了孔子平民教育的特色思想；第二，这里的“亲”

是“新”的意思，有图新、革新之意。这说明孔子革

新老百姓的心理，启发民智，目的在于改变人民大

众的思想风貌，在于引导群众勇于探索，开拓创

新。这正是大学在于创新文化，引导社会潮流的一

种古代释义，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

价值。

3 在止于至善

至善，顾名思义，就是指最好的思想境界，善的

最高地步，也就是完美无缺的意思。然而怎么达到

至善？孔子有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

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

信”（《大学》）。也就是说，至善的境界在于个人与

他人交往中各种素质的有效提高，在于在各种交往

中要求自身的精益求精，从而通过不断努力，提高

各方面的素质，以实现人生的尽善尽美。

三 大学人才培养之道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

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

先后，则近道矣”（《大学》），由此孔子奠定了培养人

才之道：循序渐进的育人之道。除此之外，孔子就

培养人才的程序进行了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

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现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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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这样孔子就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习程序。并且这

个育人程序有着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既重德育，也重智育，德智并举

《大学》开篇之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指出

了人生来就具有高尚的“明德”，而教育的目的就是

在于使这种明德显露于世，所以孔子重视德育理所

当然。另外，由以上孔子培养人才的“八条目”可以

看出，德育的显露是格物致知的一种结果，也就是

说“明德”的外显在于不断地学习，所以孔子教育注

重德智结合。

2 要想正人，必先正己，教育的重点在于提高个人素

质

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这句

话真切的表明了孔子提高个人素质，正人先正己的

思想。孔子也曾经主张个人在道德修养上要“躬自

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 ，即多批评自己，少责怪

别人，要有宽以待人的胸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

诸人”(《卫灵公》)，凡事要反躬自问，严格要求自己，

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

3 治家是治国的基础

一个人要想治理好国家，首先要能治理好家

庭，一个人如果连家庭都治理不好，又怎么能治理

好国家呢？明儿显之，治家是治国的基础。正如孔

子之言：“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

能教人者，无之”（《大学》）。这点与我们经常探讨

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 教育之道
教育之道是孔子教育方法的具体体现，是孔子

教育学生所具有的一种教育技巧，也就是要求学生

在学习中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之”（《中庸》）。

1 博学之

博学是个人修身养性，培养德性的一个重要环

节。它是学生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起点，也是

学生认识世界的开始，所以孔子要求学生首先要有

广博的知识。

2 审问之

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创

造新知识。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

政》），这样才能“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

养成“每事问”（《八佾》）的好习惯。这样才能掌握

真知识，进行创新性学习，达到“闻一知十”的学习

目的。

3 慎思之

“尽信书，不如无书”（《尽心下》），因此孔子认

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由此

可以看出，孔子主张教育与学习中要学会反思，学

思结合也是孔子教育之道的一个重要特色。

4 明辨之

学习中有了思考，就要明辨哪些是真，哪些是

假，从而去伪存真，完成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因

此在日常的学习中要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述而》），有选择性的学习，批判性的学

习。

5 笃行之

孔子是非常重视教学中知行结合的，他提出的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事”（《里仁》）、“听其言而观

其行”（《公冶长》）、“三思而后行”（《公冶长》）等，都

是其注重弟子学习中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的最

后佐证。

由孔子教育之道，我们知道无论是在学习中探

索求知、积极思考，还是明辨真假、举一反三，其施

动者都是学生，而非教师。由此可见，孔子教学最

大的特色是学习中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

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重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

挥，这点类似今天“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育理念。

五 结语
孔子大学之道，对于现在来说也是具有重要借

鉴意义的，孔子很多的教育理念即使在今天我们也

不一定能完全做到，孔子在几千年前可能还在一些

方面走在我们的前面。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

“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

75位诺贝尔奖得主围绕着“21世纪的挑战和希望”

这一议题进行了讨论，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

取孔子的智慧。”尤其对于我们当今的大学来说，就

怎样保持其道，应该向孔子躬身请教。比方说孔子

远离名利的治学之道，值得当今急功近利的大学好

好研摩，以至能够在清净和急躁的社会之间保持一

种超然的态度，始终彰显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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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审美努力，也就是在这种审美视角不断地调

整过程中，读者的审美期待达到了与原作的融合，

理解了原作的意义。而祝译文则把这种变异的结

构省略，以便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却忽略了这种变

异结构对获得原作的审美意境的重要作用，这种追

求读者同等反应而忽略其审美能力的方法与原作

者的审美趋向是正好相反的。

4 结语
文学作品用艺术形象来反应社会现实，抒发作

者的思想感情，阐述其人生哲理。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该充分考虑到读者的审美能力，充分调动他

们的形象思维来使其获取作者的审美意境。从以

上不同文学体裁的翻译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读者接

受对评价译文质量的重要作用。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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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esthetic functions of literature arouse artistic images in reader’s mind. The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reader’s reception in evalu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poem, essay and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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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37页）

李 磊：大学之道——浅析孔子治学思想 ··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