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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 学不可以已 的教育理念

与当代终身教育

吕玉 霞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

  摘  要: !荀子∀一书中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其中 学不可以已 的教育理念更是与当代

终身教育理论互相融通。在面对当代终身教育理论中的偏差时, 应理智地重新认识荀子的教

育思想,坚持其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理念,抓住荀子终身教育思想与当代终身教育理论的契合

点,使其为当代教育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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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教育思想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可以与现
代终身教育理论互相融通的深刻内涵, 这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儒家教育思想与当代终身教育理论

同样注重对人的自身个性成长的关注。在诸多儒

家学者之中, 2000多年前的先秦诸子代表人物之

一 # # # 荀子更是注重终身学习对一个人的道德成

就产生的极大影响。荀子!劝学篇∀开篇即提出:

君子曰: 学不可以已。
[ 1] 1
指出君子应该不间断

地接受教育, 并通过教育获得自身发展的条件。

在荀子看来,学习是贯穿生命始终的,真正的君子

应该做到 学至乎没而后止也
[ 1] 11
。生命不息,

学习不止。这就是贯穿于荀子整个思想体系中的

终身教育理念的根本原则。

一、学不可以已 之内涵

荀子曰: 涂之人可以为禹 [ 1] 442 ,指出教育之

可能性。他认为君子与小人之不同并非天生: 君

子生非异也, 善假于物也
[ 1] 4

, 君子之所以为君

子,并不是生来就与常人有异,而是因为善于通过

学习修养自己的德性。故涂之人皆有可以知之

质,可以能之具,只是 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

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 而不肯为小人 [ 1] 443 ,可能

性不具有必然性,关键在于是否努力。 今使涂之

人伏木为学,专心一致,思索孰察, 加日县久,积善

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 人

之所积而致也。
[ 1] 443
荀子相信后天的教育作用,

认为任何人通过学习可以改变先天之性,这就为

教育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保证。郭沫若先生在

!荀子的批判∀中也提到荀子 涂之人可以为禹 这

一命题 是他的学说的极有光辉的地方。
[ 2] 226

和其他儒家学者一样, 荀子认为一切教育思

想的目的在于 成人 ,即如何造就圣人品格。!劝

学∀中指出: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

∃∃生乎由是, 死乎由是,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

后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 地见其光, 君

子贵其全也。[ 1] 18只有确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并能

坚定的遵守,并能正确应付各种事情,才真正算得

上是 成人 。而现实中人性却是 恶 的,故需要

化性起伪 , 对之进行教育。依据这样的理论前

提,荀子所谓 善假于物 的内容也就有了特殊的

规定。那就是: 其数则始乎诵经, 终乎读礼,其义

则始乎为士, 终乎为圣人。[ 1] 11此处之 数 即

术 ,而 经 则指!诗∀、!书∀等经籍。这里荀子不

仅指出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 而且规定了终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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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基本内容。

在荀子看来, 所谓的知识具有这样的特点:

彼宝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卖之不

可偻售也 [ 1] 127 , 那么这种知识还有什么用处呢?

荀子曰: 然而人谓之富, 何也? 岂不大富之器诚

在此也? 是杅杅亦富人已, 岂不贫而富矣

哉! [ 1] 127即便知识并不能为我们带来物质上富

裕,却仍可称掌握知识的人为富人,为什么呢? 因

为: 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

而贵矣哉! 乡也, 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

俄而原仁义, 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

岂不愚而知矣哉! 乡也, 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

大器举在此, 岂不贫而富矣哉! [ 1] 126先前只是混

混沌沌的普通人,很快就可以和尧、舜那样的圣人

并列;先前还考察门和房子的区别,很快就能探讨

仁义的根源, 分辨是非, 处理天下大事圆转自如;

先前空无所有, 很快就可执掌治理天下的大权,这

岂不是由贫而富吗? 今有人于此,屑然藏千溢之

宝,虽行貣而食,人谓之富矣。
[ 1] 126
这种富有的人

即使讨饭,人们也会认为他很富有,这都是因为掌

握了知识。物质上的满足,可能只是一时的富有;

精神上的满足,却可给人们带来长久的快乐。这

才是荀子所真正提倡的教育目的。正如荀子所

说: 故君子无爵而贵, 无禄而富, 不言而信,不怒

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

至严之情举积此哉!
[ 1] 127
君子即使没有爵位俸

禄,却依然富且贵;即使不言不怒,却依然可以威

而严。优越的物质条件不但不一定能让人感到快

乐,甚至会让人感到内心的空虚与恐惧,用荀子在

!正名∀中的话表达就是: 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

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目视黼黻而不知其状, 轻暖

平簟而体不知其安, 故向万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

而得间而嗛之, 则不能离也, 故向万物之美而盛

忧,兼万物之美而盛害。
[ 1] 431

荀子的知识积累,其目的是品德修养的提高,

甚至将德性看得比知识还要重要。他认为: 体恭

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 虽困四

夷,人莫不贵。 [ 1] 28主张力行恭敬而心存忠信, 遵

循礼义而性情仁爱, 将内心修为与身体力行相结

合。并且要 端悫顺弟, 则可谓善少者矣; 加好学

逊敏焉, 则有钧无上,可以为君子者矣。
[ 1] 34
认为

行为端正朴实而且尊敬长者, 那就称为好青年了;

如果再加上努力学习,谦虚敏捷,那就没有人能超

过他,也就成为荀子所谓的君子了。这也就是将

优秀的道德品质与勤奋不懈的知识积累相结合。

荀子最后总结: 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

也。为之, 人也; 舍之, 禽兽也。 [ 1] 11一个人毕生

不断地学习和追求的,是所谓君子之道;如果舍弃

了仁义礼智君子之道,就会沦为禽兽。

除了对教育内容的规定外, 荀子还提出了许

多即便在现代社会依然适用的学习方法,如: 迟

彼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则亦或迟或速, 或先或后,

胡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
[ 1] 32
当别人停下来时,

我就努力赶上去, 这样或慢或快, 或先或后,也总

是可以同样地到达目的地,即达到人生的理想之

境。又如!劝学篇∀中有: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

须臾之所学也; 吾尝跂而望矣, 不如登高之博见

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 顺风而呼,

声非加疾也, 而闻者彰。假舆马者, 非利足也, 而

致千里;假舟楫者, 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

非异也, 善假于物也。[ 1] 4指出学重于思, 在学习

过程中要关善于利用外物的作用。而其中荀子甚

为强调的一点就是兴趣的培养。荀子说: 学之径

莫速乎好其人。[ 1] 14意即学习的捷径在于对其有

兴趣, 及至其致好之也, 目好之五色, 耳好之五

声,口好之五味, 心得之有天下。[ 1] 19如果到了极

其喜好学习的地步, 就象目好看五色, 耳好听五

声,口好食五味, 心追求占有天下那样, 这样才能

成为荀子所说的 成人 , 即各方面都完善的人。

二、学不可以已 之内在依据及承续

众所周知,荀子的代表思想是他的 性恶论 ,

他认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 1] 434此处所谓

性 , 意为 天之就也, 不可学, 不可事 ; 所谓

伪 ,意为 为 、矫 , 即是矫正人之本性。在荀

子看来,凡非天性而为人力所为之事,皆可称之为

伪 。作为荀子人性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也为后

天的教育习成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因为人性之

恶,故有 圣人化性而起伪
[ 1] 438
。荀子在!礼论∀

中提出: 性者, 本始材朴也; 伪者, 文理隆盛也。

无性则伪之无所加; 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

然而成圣人之名, 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1] 366所

谓 伪 即是后天的教育与习成。从这一理论出

发,荀子对于后天教育习成的重要性予以详细阐

述。因为 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 ,只有充分发

挥教育的作用,使之 化性起伪 ,才能使 涂之人

有转化为 禹 的可能, 才能使 涂之人 真正做到

长迁而不返其初 。正所谓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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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无以理民性
[ 1] 498
。由此可见,荀子 性恶论 彰

显出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荀子的终身教育理念是上承孔子的,!论语%

为政∀中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四十

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

所欲不逾矩。
[ 3]
这可以称得上是古今中外终身教

育的先声,充分说明学习并不是一个阶段的事情,

而应打破时间限制, 终生不舍。不仅如此,孔子还

对教育目标做了形象的说明: 若臧武仲之知, 公

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 文之以礼乐,亦

可以为成人矣。 [ 3]孔子之 成人 是兼具知、不欲、

勇、艺、礼乐诸种音素。!论语 %里仁∀中还指出: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 指出环境对人的

影响作用。荀子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 对环境的

影响熏陶作用有充分的认识。

荀子有关终身教育的内容也未脱离儒家思想

之范围。孟子曰: 学则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伦

也。
[ 6] 272
此处所谓 学 是指国学, 共之 即指无

差异, 人伦 在当时社会是指做人的根本, 明人

伦 之教就是教人怎样做人,孟子是将人格教育作

为教育的重点。荀子之后,北齐的颜之推在其!颜

氏家训%勉学篇∀中说: 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

老而学者, 如秉烛夜行, 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

也。[ 4] 亦勉励人们 终身学习 。宋代的欧阳修亦

曰: 学之终身, 有不能达者矣。 [ 5]即便终身学习,

也不能穷尽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故人们要终生

不懈地学习和实践。荀子将 礼 作为学习的核心

观念,清代学者王先谦评价说: 荀子论学论治,皆

以礼为宗, 反复推详,务明其指趣,为千古修道立

教所莫能外。[ 1] 序!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曰: 况之

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至其以性

为恶,以善为伪, 诚未免于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

善之说, 任自然而废学, 因言性不可恃, 当勉力于

先王之教, 故其言曰: 凡性者, 天之所就也, 不可

学,不可事; 礼义者, 圣人之所生也, 人之所学而

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

性,可学而能, 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是性伪

之分也。[ 7] 770此处虽意在说明荀子倡性恶论之缘

由,却也道出 劝学 之目的。荀子强调学无止境,

故应虚心求教、循序渐进、坚持不懈。

三、对当代终身教育的启示

当代社会非常重视终身教育思想在教育理论

与实践中的运用。我国于 1995年 3月 18日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11条规定国家要

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建

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由此确立了终身教育在

我国的法律地位。终身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如

1965年 12月,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科

科长、法国著名教育家保尔 %朗格朗( Paul Len

g rand)在法国巴黎召开的 第三届促进成人教育

国际委员会 的会议上作的题为!终身教育展望∀

的报告中指出的: 教育,不能停止在儿童期和青

年期,只要人还活着,就应该是继续的。教育必须

以这样的做法, 来适应个人和社会的连续性要

求。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学会生
存∀一书, 大力倡导终身教育理论。可见终身教育

已经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深入人心,并进一

步成为 21世纪各国教育思想的理论奠基。然而,

在当今的终身教育理论贯彻之中, 也存在各种各

样的偏差,如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内容以及终

身教育之最终目标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

特别是当今社会海量信息蜂拥而至, 如何更恰当

的选择并运用这些信息成为思考的问题之一。

在当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获取信息的最终

目的是为实用,是为最快速度的转化成物质利益。

因此能够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的,才是有用的知识。

然而知识的学习如果仅仅是这个目的, 那么思想

道德的塑造、个性品德的习成则毫无意义可言,因

为这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利益, 相反,还有可能抵制

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如此一来, 当代社会重视利

益收成的教育理念应该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

是我们也已经看到, 以迎接现代知识经济挑战为

目的的现代终身教育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

问题又使人们陷入深度迷惘。极端个人主义的大

肆泛滥、自我中心主义的到处流行、无政府主义的

出现,以至于人欲横流、精神沉沦。这些现代终身

教育理论自身的弊病应该如何解决? 也就是说,

知识的积累与道德的培养, 究竟二者孰轻孰重?

这些矛盾的存在都需要我们对之予以更深层次的

思考与观望,这种思考与观望引导着我们回归传

统,并努力从古代思想宝库中挖掘能为当代社会

所用的终身教育理念。

当代终身教育认为, 学习者在接受既有的文

化时应当是自主自发的行为, 应当尊重每个学习

者的个性和独立选择, 反对传统教育通过内部限

制以及外部施压强迫学习的方式。现代终身教育

也提出了环境的影响熏陶作用, 对这一问题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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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答是: 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

而近中正也。
[ 1] 6
明确指出君子定居时一定要谨

慎地选择好地方, 外出必须和有道德有学问的人

交往,这是为了防止受邪恶人的影响,而要求人们

接近中道。正所谓 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
[ 1] 5

, 无

论是对于所处环境的选择还是对于所学知识的选

择,都应该做到 慎其所立 [ 1] 7 , 因为这种长期的

熏陶与影响对于一个人知识的积累与德性的养成

至关重要。现代教育理念更加注重的, 是技能的

提高,术数的长进,对于教育所要真正解决的成人

之道,却极为轻视甚至忽略。科技进步带来生活

便捷,然而教育真正要达到的目的,即所谓 君子

之道,成人之道, 却渐行渐远。这个问题值得深

思,这也是重回原典的目的,即是要寻求现代终身

教育所缺乏的而又是传统思想所推重的教育理

念,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补益当代社会。正

如陈光连先生所说, 现代德性的教化模式应是建

立在性趋恶基础上的情感相通(养情) , 即树立个

体与他人之间的同情心、同情感,培养个体对他人

道德责任的羞耻心、羞耻感,形成个体德性的道德

心、道德感 [ 8] , 而荀子的论断正反映了现代各国

大力提倡的终身教育的实质。这说明荀子的思想

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这也是我们可以从荀子

教育思想中汲取精华的基础。

当然,有人会认为,荀子及其整个儒家的教育

思想脱胎于旧社会, 缺乏一种现代社会所必需的

自由、平等、民主,如他的君子、小人之分,他的天、

地、君、亲思想, 他的圣人为师思想, 他的 学至乎

礼而后止 等等,明显的把整个社会分为不同的等

级。应该理解的是,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都不可

避免地留有它所处时代的烙印。自由、平等、民主

曾经给社会带来极大好处的同时, 也带来了困惑

与烦恼。何况,荀子的教育理论并未过时,其中饱

含着现代终身教育所提倡的理念。

可见,面对现代终身教育的浪潮,荀子的教育

思想仍然有自己关照问题的方式, 仍然有其普适

性的一面。 从&学不可以已∋ ,到&学至乎没而后

止也∋ , 这些说法都表明学该是和生命相始终
的 [ 9] ,应理智地重新认识荀子的教育思想, 坚持

其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终身教育理念, 抓住荀子

终身教育思想与现代终身教育理论的契合点, 剔

除其缺陷。荀子的教育思想一定会为如日中天的

现代终身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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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Stop Learning Theory of Xunzi and Modern Lifelong Education
Lv Yu xia

( School of Philos 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S handong U nivers ity, Jin an 250100, C 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w ealth of educat ion theories in the book o f Xun Zi, especially the theor y of

Never Stop Learning , w hich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theory of moder n lifelong educat ion. When

faced w ith the deviat ion in modern lifelong educat ion, w e should recognize rat ional ly the education i

deas of Xunzi, secure it s components w hich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ety , and make it cont ribute

to modern edu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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