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教育旨在为领会、理解、缔造生命提供助

力，这是人的生命形态和特征的本质要求。福柯从

关怀自身的生活命运出发，通过对他自身生活经验

和西方哲学思想智慧的总结，策划出来的新型具有

创造性的自由生活蓝图，提出其生存美学理论，其

核心原则为现代生命教育的推进提供了新的理论

指导。

一、福柯生存美学的理论渊源

“生存美学”这一概念是福柯 1982 年在法兰西

学院关于“主体解释学”的课程中首先提出来的[1]。

虽然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福柯才将研究重心

转向生存美学，但在其研究中始终贯穿着知识、权

力、伦理这三条主线，且其毕生研究所眷怀的主题

自始至终都是“人自身的生活、命运”。那么，福柯

生存美学的思想源起就成为研究其生存美学必须

着力探讨的问题。随着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

稿的陆续发表，为我们了解福柯生存美学之源起提

供了更有力的证据。从中可以发现，苏格拉底时期

的哲学反思，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我修养理念、教

会哲学以及尼采的生存美学都为福柯生存美学的

萌发提供了养分。福柯以其独特的系谱学方法论，

摒弃了传统研究以鸿篇巨制为研究对象的做法，从

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论述生活哲学和实践智慧的

“边缘文献”（如书信、笔记等）中萃取精华[2]，建构出

旨在关怀自身、实现审美逾越的生存美学。

（一）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反思

早在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关怀自

身”这一核心原则就已经融会在古圣先贤对生活和

生命的思索和体认中，“‘关怀自身’不仅成为严格

意义的哲学生活的入门条件，而且也成为一切理性

行为以及一切符合道德理性原则的实际生活之一

般指导原则。”[3]11然而，“理性的主体”对“关怀自身”

这个概念的取代让人们被主体化的伦理规则限制

在狭小的空间内活动，丧失了对审美过程中唯一真

实的主体和对象的自由命运的渴求，以至于当我们

问伦理原则是什么时，人们的答案通常是“爱上帝”

“集体主义”等，而忽视了“关怀自身”。苏格拉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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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将“认识自己”“说真话”和“关怀自身”结合在一

起，通过对自己本真、思想、渴求等的清晰认识，塑

造言行一致的角色、试金石角色，铺设通往真理之

路。自身只有在历经精神和心灵的反复拷问和改

造后，才能确实做到讲实话，做实事。

（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我修养理念

“古希腊哲学家们不但对宇宙的生成、演化及

本质，对人的认识活动及其认识论意义，有广泛而

深刻的探讨，而且，也对人生及伦理问题深为关心，

对生活的艺术、生存美学和精神心灵方面的修炼及

反省深感兴趣”[4]427。福柯指出，古希腊时期的自我

修养理念集中体现于伊壁鸠鲁、斯多葛和犬儒这三

大学派的思想之中。最早产生的伊壁鸠鲁学派以

其关怀自身的哲学思考和快乐主义的生活美学提

出了生存美学要包含关注个人修身养性、追求幸福

和道德伦理、崇尚快乐的自然生活等内容。其提出

的“灵魂治疗”“回忆艺术”和“准备原则”为实现关

怀自身提供了哲学式思考的重要途径，为跨入充满

艰难险阻的人世间和实现逍遥自在的快乐生活做

好准备，通过永不停歇地哲学思考和关怀自身灵魂

达到人生幸福的最高理想。紧随其后的斯多葛学

派，进一步发展了“关怀自身”的原则。它重视“自

身的技术”和“自身的实践”，宁静地聆听真理（阅读

写作、保持缄默）、冷静的反省自身心灵（自我审视、

回忆沉思、默想、装备）、全面地进行自我训练（身心

训练）是其能不断训练自身的心灵，以达到一种持

久心灵安宁、一种不为任何刺激和恐惧所动的自由

的精神状态的三大法宝。影响了福柯的生存美学

研究。历时近千年的犬儒学派亦是以其有德即幸

的自然主义，在关怀自身的指引下，通过实践锤炼

自我，寻求智慧与德行的生活方式为福柯的理论供

给养料。

（三）教会哲学：否弃自身

随着基督教的勃兴，基督教试图构建一种以

“禁欲主义”为核心的有利于基督教统治且符合其

教义的主体化模式。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以“思想

检查”和“反省忏悔”这两种方法来达到关怀自身的

目的，其承袭了古希腊时代的自我修身概念，但在

禁欲、节制等思想的影响下，将“关怀自身”异化为

“否弃自身”，时时刻刻审视自身，使自身符合基督

教的规范条例，以便更能接近上帝的真理。福柯指

出：“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认为否弃自

身是人们通向另一种生活、迈向光明、进入真理以

及获得救赎的关键。”[3]240个人行为在严格的禁律下

被权力压制，自由选择变成有罪的行为，人成为一

个原罪的人。因此教会的伦理模式是以“否弃自

身”为核心的改造模式。提倡抛弃自我，牺牲自我、

抑制欲望才有可能得到救赎，才有可能成为真正自

由的人。对于福柯而言，生存美学和伦理主体的形

成主要依靠自我约束，而不是借助宗教信仰更不是

借助权力的规训来建成，因此，教会哲学对“关怀自

身”的异化促使了福柯深化对生存美学的研究以实

现人的自然本性和生命之美的复归。

（四）尼采的权力意志论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强调重新审视一切价值，尼

采通过杀死上帝，彻底否定了以上帝之语为绝对真

理和唯一信仰的一切既定价值。“你们自身也是权

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5]7由此可以看出，尼采认为

人必须放弃由教会统治和权力控制而形成的以他

人之意或上帝之旨来塑造自身的观念，呼吁人应该

认识自己、成为自己，在自身的审美生存和权力复

归中把握人生，用艺术慰藉心灵、书写生命。福柯

的生存美学强调“主体的权力意志与超越”，强调意

志的不可剥夺性，强调审美实践对现实生活的超

越。从这个方面来看，福柯的生存美学继承了尼采

的权力意志论的一些观点。

二、福柯生存美学的基本含义

“正是由于权力与道德的合谋，消解了自主选

择的主体。而福柯的“生存美学”否定了道德的先

验根基，把“美学”作为道德的基础，突出了“美学”

的至上性，将美作为标准创造个人生活，实现主体

对自我的自由创造，将道德从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

关系转向了个人与自我的关系”。[6]因此，了解福柯

生存美学具有深刻、凝缩、艺术、反复等特性的内

涵，才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其思想的真谛，让其

更好地为现代生命教育实践提供思想指引。

（一）核心：关怀自身

福柯依据对古希腊罗马时期零散记载生活艺

术、技巧、智慧、风格的边缘文献的探究，总结出其

中心议题：关怀自身。关怀自身，即关怀个体与自

身的关系及自身与他人的关系。福柯坚信：人之生

命的特殊性和最高价值就在于自身的感受性、审美

性，没有审美就没有人生[7]85。由此可见，满足自身

的审美愉悦和生命快感（超越饮食、性）才能将自身

生命引向自由的创造境界。概括而言，关怀自身一

般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关怀自身”，是有关

最一般生活态度的原则。换言之，“关怀自身”是对

待自身、对待他人以及对待宇宙的态度[8]，即自身修

养。其次，关怀自身是人在生命过程中关切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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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他人和历史的一种方式。通过对外在和自身

的关切、眷怀，人们将对外在世界和对他人的看法，

内化为对自身的看法，即自身转化。因此，关怀自

身也是一种内省的方式。由外烁至内化的转变，人

们才能够对自身的精神生长过程进行监察和引

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怀自身就是进行慎独的涵

养过程。其三，“关怀自身”还意味着自身的行为本

身，特别是指在生命范围内所做出的行为，即自身

实践。这一类型的行为，主要是指自身对自身、并

对自身负责的自我改建、自我完善的行为。显而易

见，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纯净自己，达到自身身体

和精神和谐、生命自由的目标。

（二）目标：身心和谐

随着理性、真理、道德及权力在人类社会中的

肆虐，精神的异化导致生命的衰微、身体的沦落、人

性的颓败和虚假主体的盛行。生命本身所具的艺

术美感被削弱，生命之美的神圣和光彩被淡忘。福

柯的生存美学以尊重生命为前提，生命的意义不是

追寻抽象的概念，而是为了实现生命之美与身心和

谐。

福柯认为，真正精神的动力包括情感、意志和

身体经验。因此，应当把身体和精神看作一个整

体，在思想活动和理论实践中寻求生存美的最高自

由境界。首先，身体要保持淡然的姿态。其次，精

神要保持纯净的状态。身体时时刻刻倾听精神的

需要，精神每时每刻接收身体的倾诉。通过不断的

创造、实践和训练，“个人可以维护自治并最终达到

一种纯粹的快乐状态”[9]402。福柯生存美学追求身体

和精神的和谐，即身体和精神的审美愉悦不可偏

废。教会道德重精神，轻身体，通过强制禁欲以求

得彼岸的救赎，享乐主义则恰恰相反，最终在身体

和精神双空虚中走向生命的终结。

（三）出路：主体自由

福柯所寻求的将是一个充分自由的人，不再思

量任何法令、规则或束缚，挣脱传统道德系缚的方

式，在不罔顾他人喜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幸福

快乐的一种充满美的生活风格。福柯认为，西方传

统主体性哲学确立了理性主体至高无上的地位，从

而导致人们处于狂妄地被奴役着的荒谬处境[10]。生

存美学反对强制、单一化的现代道德规范，反对给

作为审美主体的个人“画地为牢”，反对以任何外在

目的为要求压制个人的正当需求，因此，生命和道德

不应由权力和理性来制约，而应强调：在独立的基础

上，依靠生存美学创造一种自由、艺术、智慧、幸福的

生命活动和道德环境，使人成为真正自由自主的道

德主体。在审美超越中实现自由，在审美自由中实

现创造，在审美创造中更新自身的生命，实现最终

的主体自由，这便成为福柯生存美学的出路。

三、现代生命教育的发展状态

生命教育旨在为领会生命、理解生命、缔造生

命提供助力。生命教育是人的教育，研究生命教

育研究应当从研究人的存在出发，对人的生命进

行研究。“人始终是生命的存在，生命结束了，人也

就不复为人了。所以生命问题对人来说，始终是个

大问题。”[11]因此，生命才是真正的教育必须关注的

内容 [12]。

（一）生命教育回归——人的教育

生命教育最终的结果要落实到生命之上，落实

到人身上，归根结底，生命教育要回归到人的教

育。人对生命价值和趣味的领会取决于人自身对

生命的体验和感受，在此上，才能使自身的生命焕

发出蓬勃生机，将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最大限度地

发掘出来。因此，人的教育与生命教育是浑然一体

的。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所谓教育，包括知识的

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经由文化

传递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

成，形成其自由的天性。其观点强调教育是通过教

学双方生命的融汇将老一辈对生死、苦乐、灵肉等

的看法传授给年轻一辈，让他们自由生成自身感

悟，提升自身德行修养。现代生命教育对生命、对

人的重视和推崇，旨在使人体验生命存在的意义、

感受苦乐，达到身心和谐的自由境界。

（二）生命教育异化——规训教育

毋庸置疑，生命教育倡导生命主体自身的和谐

发展，教育的本真是对生命的关照[13]，然而，生命教

育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功利主义、科学理性的极度

膨胀而异化成“非人性”“强制性”的规训教育，福柯

认为“规训”利用一种恒久的运行体制，把人体重新

剖解、探究、打破和重组，对人体的元素、姿势和动

作精心操控，来造就一群“训顺的肉体”[14]。规训教

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更多的是思量学生糊口的必

要，以缓解就业抵牾，但容易忽略生命个体身心正

常生长的需要，违背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结果

导致个体性格的扭曲，成为社会治安的“不定时炸

弹”。规训教育僵化的课程设置模式，将学生养成

一具具精致而僵硬的“机器人”，丧失了作为一个活

生生的“文化人”的丰满血肉、独立思想、独特个性、

澎湃激情。规训教育在教学活动中抑制学生正当

的生命必需，为了某种外在的益处而宰割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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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禀赋，轻忽了生命教育对于学生完整人格的培

育，也背离了教育本身的发展路线。福柯认为，生

命就在于与各种“过度、极限、冒险和逾越相遭

遇”。因此，必须落实规训教育向生命教育即人的

教育的复归。

四、生存美学对生命教育实践的价值

（一）以“关怀自身”为核心原则，回归人的教育

福柯生存的中心议题是关怀自身。关怀自身，

即关怀个体与自身的关系及自身与他人的关系。

自身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满足自身的审美愉悦和

生命快感才是将自身生命引向自由创造境界的不

竭动力和源泉。总的来说，生命教育要以“关怀自

身”为核心原则，从三个方面教育个人。一是自身

修养，一个人要想在这充满爱憎悲喜的世界上安身

立命，就必须持有正确的生活态度，无论是观察事

物、做出行动，还是与他人相处都需如此。二是自

身转化，个人在独处或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都会对

自身、世界、他人甚至历史产生自己与众不同的看

法和认识方式，通过对与自己的生命以及生活息息

相关的内容的观看，个人将对外界事物和对他人的

看法，内化为对自身的看法。通过内省，个人才能够

对自身的思想生长过程进行监控和督导，个人才能

对生命、生活的意义更为了解。三是自身实践，个人

在生命范围内所做出符合自身需要、满足自身审美

愉悦和生活快感的行为，通过自我改造、自我完善使

自身的身体更加坦然、精神更加纯粹，从而回归到自

身身体和精神和谐、生命自由的最佳状态。

（二）以“身心和谐”为主要目标，设计人性课程

随着科学、真理、理性及权力的极度膨胀，导致

生命的衰微、身体的沦落和人性的颓败的盛行，生

命之美被遗忘。福柯的生存美学以尊重生命为前

提，以实现身心和谐作为生命之美。福柯认为，真

正精神的动力包含了情感、意志和身体经验等重要

元素。因此，应当把身体和精神看作一个整体，在

思想活动和理论实践中寻求生存美的最高自由境

界。因此，学校在开展生命教育时，首先，要让师生

的身体要保持淡然的姿态。其次，要让师生的精神

要保持纯净的状态。在纯净淡然中聆听师生的身

体和精神的需要，设置综合性、生活性的课程，让个

人能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自由地、有目的地

选择最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课程，以促进个体生命

的自由成长和健康发展，同时应开设德育、美育、体

育、音乐、环境、安全、媒体等具有生活化气息的课

程，使学生能够享受到生活的美妙和乐趣。此外，

还需通过不断的创造、实践和训练，以使个人自由

发展并最终达到一种纯粹的快乐状态，实现身体和

精神的审美愉悦都不偏废的生命理想。

（三）以“主体自由”为终极导向，打造健全人格

福柯所寻求的是一种在同时顾及他人喜乐的

情况下，实现自身的幸福快乐的一种充满艺术和智

慧的生活风格。传统理性主体对人自身的狂妄奴

役，使个人丧失了自身的完整人格，沦为科学理性、

强制道德的奴隶。生存美学认为生命和道德不应

由权力和理性来制约，而应强调：在独立的基础上，

依靠生存美学创造一种自由、艺术、智慧、幸福的生

命活动和道德环境，使人成为真正自由自主的道德

主体。在审美超越中实现自由，在审美自由中实现

创造，在审美创造中更新自身的生命，实现最终的

主体自由。因此，生命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要注

意个人自身主体性的还原，让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

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来完善自身、陶冶情操，而不是

以规训教育下强制约束的不平等姿态来教育个

人。同时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一个极具生命、

自由气息的校园环境，潜移默化地完成陶冶化育的

重要任务，让个人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中实现最自

由的创造，在创作过程和作品中实践和贯彻生存美

学，使生命强力绽放，人格健全发展。

五、结语

福柯的生存美学推崇个人的行为道德就是对

自身的反复历练，强调个体的自由实践是个体主动

的对美的追求和选择，并从关怀自身的生活命运出

发，在总结他自身生活经验和西方哲学思想智慧的

基础上，创造性地策画出新型自由生活蓝图，为现

代生命教育的推进和改造提供了新的理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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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目标，造就一批工程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

“新工科”人才 [11-12]。总之，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致力于在

新时代高校育人新要求背景下，通过课程更新、教

学改革、增强实践、完善机制等方面，将专业课程与

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以增强人才培养的针

对性、适应性，为国家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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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国语·晋语二》：

“吾闻之，申生甚好信而强，又失言于众矣，虽欲有退，

众将责焉。”韦昭注：“信，言必行之。”[8]卷8《新唐书·张

巡传》：“待人无所疑，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寒暑。”[9]卷192

上举契约文书中的“信鸡”就是一种向地主表达交租

的信物，契约中“每年信记鸡乙只”就是每年佃户要向

地主交纳一只鸡作为信物之义，这是当时徽州民间的

习俗，徽州土地契约文书中此类表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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