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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教育的功能问题

胡 德 海
　　　　【内容摘要】教育有对文化来说的本体功能和对人类来说的社会功能这两类 , 后者以前者为基础;

教育的社会功能亦有二 , 即其对人类个体的作用和对人类群体国家社会的作用。在教育的社会功能中

同样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和条件。教育的诸种功能 , 逐次相依 , 环环相扣 , 而教育的社会地位又以其所

具有的功能和作用为基础。教育功能 、 作用 、 地位诸内在联系的图景 , 均于此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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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的功能问题 , 同什么是教育的问题密切相
连 , 彼此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所以 , 人们在明
了什么是教育的问题之后 , 就需要进一步明确有关
教育功能的问题 , 而对教育功能问题的正确认识 ,
又有赖于对什么是教育问题的正确理解。然而 , 正

如人们所已经看到的 , 在教育学术界 , 人们对什么
是教育问题的认识并不是一致的 , 对教育功能问题
的回答 , 也是诸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甚至对一些范
畴 、 概念的理解 、 使用也是混乱不堪的。加之 , 教
育功能问题层次结构不一 , 涉及到诸如功能 、 价
值 、 主体 、 客体等多方面的理论 , 其本身的问题 ,

的确较为复杂 , 存在不同看法 , 在所难免 , 要把各
种认识统一起来 , 的确难度较大。回顾笔者在研究
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过程中 , 用之于思考 、 梳理这
方面的问题 , 费的时间也最多 , 几近十年之久 ,
至今也不敢自以为是。之所以把它公诸于世 , 旨在
和读者交换看法 , 并求教于高明。现将我的有关见

解分别陈述如下:

一 、 教育功能的含义
在有的教育学书上 , 教育功能也有被称之为教

育职能 、 教育效能 、 教育性能 、 教育功效 、 教育作
用 、 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的。 各种表述 , 不一而

足。应当看到 , 这些称谓 , 其中虽也有其相通和一
致之处 , 但并非可以等同 , 特别是 “功能” 与 “价
值” 、 “作用” 诸范畴不同的含义是首先应当作一番
辨析的。

如果从根本上来推究 , 即从哲学和科学的角度

来考察 , 功能或曰性能 、 职能 , 指的是一个事物系
统所具备的对周围其他事物发生作用的能力或根本

属性。它是物质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特性 。由于不
同质的物质形态具有不相同的物质性能 , 这就使不
同的性能成为不同物质形态相区别的一个标志。物
质形态的上升发展 , 一个重要方面 , 就是物质性能

的不断高级化。物质形态的进化 , 说到底就是活动
功能即性能的进化 , 即与环境的作用方式的进化。
性能的发展 (或相互作用的方式的发展)是物质形
态发展的根本标志 , 否则 , 物质形态就无所谓发
展。功能虽是事物固有的 , 但必须在与其他事物的
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中才能表现出来。所以 , 相互

联系与相互作用是事物功能的表现方式。离开与其
他事物发生联系的这种方式 , 事物功能的存在就无
法确定。进一步讲 , 功能及其活动也是事物之所以
存在的主要表现方式。假若一事物对周围 其他事
物一点作用也没有 , 也表现不出它的功能 , 那么 ,
它的存在就很难表现和确定。不仅如此 , 不同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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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同的功能 , 从而在与外界事物的关系中表现
出自身的特殊性 , 以区别于别的事物。

但是 , 功能与 “作用” 、 “价值” 虽然是有联系

的 , 它们在含义上却并不等同。主要区别有以下两
点:

一是 “作用” 虽是由事物功能发生的 , 但 “作

用” 、 “价值” 不是事物功能单方面形成的 , 而是一
事物以其功能对他事物的联系中发生的。所以 , 功
能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单方面能力 , 而 “作用” 、 “价

值” 则为关系范畴。只具备功能的事物而不与他事
物发生关系 , 便形不成作用 , 也无价值可言。固
然 , 事物功能只有在事物彼此间的作用中才能发挥
和表现出来 , 然而 , 这毕竟不是一回事 , 把它们区

别开来的意义是重要的。这是因为 , 事物的功能是
中性的 , 无利弊 、 好坏之分 , 而作用是关系性范
畴 , 特别是在人类社会范围内的作用范畴 (把作用

与价值相等同), 已具有了倾向性 , 被赋予利弊 、
好坏之别。若把本无利弊之分的中性的事物功能加
以利弊 、 好坏之分 , 那就势必造成对事物的曲解。

为了较准确地把握教育的功能 , 一定要对教育的作
用 、 价值加以分析 , 把其中表现功能的因素剖析出
来 , 而把人们的社会利害因素予以排除。这样做的

结果 , 不仅会大大有利于理解教育的功能 , 而且会
更加开拓我们对教育功能的利用视野 , 使教育的作
用不仅仅局限于目前活动的范围内 , 最大限度地发

展教育功能的作用。
二是 “功能” 是科学范畴 , 其外延所及既包括

自然界 , 也包括社会界;而 “作用” 、 “价值” 则为

社会范畴 , 主要是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和社会来说
的 , 其外延并不包括自然界。

“作用” 、 “价值” 这两个词 , 是一种社会现象 ,

它本身也是一个有广泛意义的社会范畴。 这就是
说 , 价值现象是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之后才出现的。
随着人类的出现 , 客观世界就有了自然与社会的划

分 、 主体与客体的区别 , 并有了自然与社会 、 主体
与客体之间复杂关系的出现。 “价值” 就是在此历
史背景下出现的社会范畴。

价值是一个反映主体对客体属性的肯定或否定

关系的范畴 , 它是由主体的需要和客体的属性两个
方面构成的。客体自身的属性成为主体的需要的价

值对象 , 而主体的需要则使客体属性得到价值认
可。

以上对 “功能” 、 “价值” 、 “作用” 诸范畴作了

辨析 , 现在回过头来对教育功能这个概念进行界
说 , 回答什么是教育功能的问题。

那么 , 什么叫教育功能呢? 教育功能 , 简言
之 , 就是指我们所研究的教育究竟自身具有何种作

用的问题。

对于以上的界说 ,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
的何种作用 , 首先 , 它是对文化来说的;其次 , 是
对人类 (包括个人和社会)来说的。这就是说 , 教

育不仅对人类的个体和群体有作用 , 它对社会文化
尤有重大的作用。教育之所以对人类有作用是它对
文化产生了作用的结果。离开了教育对文化所起的

传递 、 传播的作用 , 就谈不上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和
发展 , 所以 , 讲教育价值和教育功能 , 如果仅仅讲
教育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和社会群体的作用 , 而

根本不讲教育对社会文化所起的传递 、 传播根本的
本质的功能 , 在理论上是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正
是由于上述的缘故 , 本文用教育功能而未用教育价
值这个称谓。

其实 , 教育对人类来说之所以具有功能和价
值 , 说到底是因为文化对人具有作用和价值的缘
故。人类社会如果没有文化的存在和文化的需要 ,

则在人类社会进行文化的传递和传播 , 就没有必要
了。教育为之传递 、 传播的社会文化 , 如果对人类
不具有真正的作用与意义 , 教育功能与作用 、 价值

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 , 教育的功能 , 主要表
现在对文化和对人这两个方面。而对人的这个方
面 , 又是基于对文化作用的结果 , 并且是借助于文

化作用的结果。
在社会实践过程中 , 教育对个人 、 对社会来

说 , 是 “物” 与 “人” 的关系 , 客体与主体的关

系。但是 , 教育与物的价值有明显的不同:物的价
值仅仅表现为物对人的一种有用的属性 , 而教育并
不是一个实体的物 , 它本质上是传递 、 传播社会文

化的手段 , 因此 , 它对人所具有的有用的属性并不
在教育本身 , 而是来源于它所传递 、 传播的社会文
化和知识。所以 , 所谓教育价值就是作为客体的教

育 , 特别是社会文化 、 知识对个体与社会所客观具
有的意义 、 作用和效用问题。

二 、 教育的本体功能
教育的功能 、 价值 、 作用 、 意义是分层次存在

的 , 之所以有此情况 , 乃是由于教育现象就是分层

次存在的 , 而并不存在囫囵个的教育现象 。教育有
本体功能和社会功能之分。教育的本体功能是教育
功能的第一层次 , 教育的本质与教育的本体功能 ,

实际是同一对象从不同的视角考察的不同表述 , 前
者是从教育这个客观存在是什么来说的 , 后者是从
教育对主体发展上的作用来说的。教育的本体功能

实际是教育本质的表现形式 , 教育的本体功能是教
育的特有功能 , 教育的普遍功能与教育本质问题紧
密联系着 , 它和教育本质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
不同的侧面。教育本质问题是要说明教育是什么的

问题 , 而教育的功能问题是要回答教育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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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而回答教育是什么这个问题 , 实际上只能
从教育对人类社会具有什么作用这个根本问题来回

答才有可能 , 也即只有从教育的本体功能上去回答

才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对 “劳动” 、 “生产” 等概
念的界说 , 就是从其对人的功用性角度来着眼的。

除了教育的本体功能外 , 教育还有两个基本的

社会功能 , 比起教育的本体功能来 , 教育的两个基
本的社会功能不仅层次较低 , 而且都是教育的本体
功能所派生的结果 , 就是在教育的两个主要的社会

功能中 , 其中第二个主要功能也同样是第一个主要
功能派生的结果。没有教育的本体功能 , 就没有教
育的社会功能 , 没有第一个社会功能 , 也就没有教
育的第二个社会功能的出现。教育的社会功能从教

育的本体功能而来 , 由于教育的社会功能可分为两
个基本方面 , 即个人与社会这两个方面 , 所以 , 又
可称之为教育的两个基本功能。严格地说 , 教育的

基本功能应表述为教育的基本的社会功能。

三 、 教育对人的作用
教育对人的作用所表现的是教育的第二个层

次。它居于教育三个功能层次的中间地位 , 上承传
递 、 传播人类知识 、 文化的教育本体功能 , 下启教

育作用所及的人类群体 、 国家社会这个功能层次。
由于教育对人的作用是教育对社会作用的基础 , 在
教育功能的三个层次中 , 其地位与意义尤为重大。

教育活动作为人类世代创造积累起来的知识 、
文化的一种传递 、 传播的工具和手段 , 是直接以人
类的个体为对象的。这样 , 教育所传递 、 传播的社

会知识 、 文化必然首先作用于社会的个人。社会上
受到教育活动影响作用的个人汇集而成的众人 , 其
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而概括起来讲 , 即表现为人的

生存和发展所根本要求的 “成人” 和 “成才” 这两
个方面。

下面 , 首先说说教育的成人作用这个问题。

“成人” 一词 , 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多处使用 ,
也可以作各种不同的界说。现在把它作为一个关于
教育功能的教育学概念 , 其根本含义是 “文化成

人” 或 “文而化之” 。其要旨是人类进化 , 是文化
进化。任何个人的 “人生” , 一开始就是并且不断
是一个 “文化成人” 的动态过程。把 “成人” 作为

教育可以作用于人的首要功能 , 是立足于人为了自
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对文化极端需要这个基础上的。
因为 , 人只有在后天获得文化才能获得禀赋的发

展 , 才能成为社会的人 , 而这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化
过程。 “成人” 一词的根本含义即在此。人的生存
与发展是人在社会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 , 而不是离
开社会环境的孤立的个人的生存与发展 , 因此 , 人

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要求 , 对任何人来说 , 首先是

求得与社会的适应 , 能成为社会中合格的一个成
员 , 而这就叫社会化。教育对个体由于进行了文化
传递 , 这就保证了人的社会化 , 而社会化对人来说

就成了教育的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功能。
卢梭说:“植物由于栽培而成长 , 人由于教育

而成为人。” 又说: “我们生而软弱 , 因而需要力

量;生而无能 , 因而需要他人帮助;生而无知 , 因
而需要理性。所有我们生而缺乏的东西 , 所有我们
赖以成为人的东西 , 都是教育的赐予。” 卢梭的这

些话为教育的成人功能 、 为人的社会化作了具体 、
生动的揭示。

“成人” 一词不仅与社会学 、 文化学中的社会
化等义 , 也与 “成年” 及我国古代弱冠礼的精神相

一致。
根据史料记载 , 距今 2 000 多年前的中国周

朝 , 汉族就有成人的冠巾之礼。这种风俗在 《礼记

·曲礼》 和 《仪礼·士冠礼》 中都有记载 , 男子满
20岁举行成年人加冠礼 , 礼仪十分隆重。女子则
是 15 岁行 “及笄” 礼 , “笄” 是古代妇女盘头发用

的簪子 , 及笄 , 即够资格用这种簪子 , 也是女子已
经成年的标志。

外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在阿历克斯·哈利的小

说 《根》 中 , 就有一段描写刚比亚的曼丁哥部落时
期的教育。曼丁哥人中 10 岁到 15 岁的男孩 , 受 4

个月的集中训练就算作成人了。在训练之前跟着妈

妈学种田 , 跟着年长的孩子学放牧 , 还有一定时间
学习 《可兰经》 和算术。在这段儿童生活时期还由
家长进行严格的敬长和礼貌教育 。

有学者认为 , 成年礼仪之所以被人类学家称为
“公民教育” , 就在于它是一项综合的社会教育。一
个人可以通过成年礼仪获取如下各种社会资格:经

济的资格 、 法律的资格 、 性生活的资格 、 宗教的资
格 , 而取得了这些资格便基本上具备了真正成人的
自主权。其实 , 这不仅是一种 “公民教育” , 更是

一种对人类教育中最普遍最重要的客观功能的自然

揭示和肯定。
其次 , 还要谈谈教育对人的成才作用的问题。

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 , 以优化人的素质 、 提
高人的质量为基础。在教育对人发生普遍的第一个
社会作用即成人的基础上 , 教育还必然继续作用于

人 , 使人的文化素质不断得到发展与提高 , 使人不
仅能够适应社会生活 , 而且能够以自身具有的内在
素质为条件去创造 、 发展社会生活。教育对人所能

起的这种作用 , 即为教育对人所具有的发展的功
能。而所谓成才 , 从个人来说 , 是指通过教育的造
就和培养 , 以及自觉地进行文化内化而具有谋生的
本领 , 有了得以自立的条件和参与社会活动的能

力;而从社会来说 , 有了一个可用之才 , 获得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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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可以推进社会生活发展进步的人力资源。
站在一个较高的立足点 , 即站在人类社会和历

史的立场来看教育对人的 “成人” 和 “成才” 这两

种功能 , 我们就会发现此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
辅相成 、 彼此依存的紧密关系。

文化是社会控制与发展个人的手段。人为了顺

应社会 , 就必须掌握一定的文化;人为了改造社
会 , 就必须创造一定的文化。文化机制就表现为
“接受文化—创造文化—再接受文化—再创造文化”

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当代教育学 , 是人类对自己基本存在方式之自

觉的产物。当代人已经认识到 , 人类的基本存在方
式 , 乃是 “人的本质的对象化” 。所谓 “人生” , 乃

是一个不断 “文化成人” 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 , 个体必须认同族类文明 , 并在社会实践中解
析 、 重构人类文化传统 , 不断地把自己的 “本质力

量” 异化 、 外化 、 对象化为客体的文化成果 , 从而
实现和确证自我的本体。 而所谓 “个体” , 则不过
只是整个人类 “文化成人” 全部历史过程中的一个

瞬间的参与者。任何来到世间的全人 , 都必然是一
个 “未完成” 的存在 (特别是就其 “文而化之” 的
状态而言)。他必须使自己置身于人类文而化之的

动态之中。换言之 , 他必须 “学会” 在 “文化” 水
平上 “生存” , 而且必须 “继续” 在 “文化” 的水
平上 “生存” 。他不仅必须达到以往人类 “文而化

之” 的水平 , 而且必须做出努力保持与当代人 “文
而化之” 的运动处于同步的状态。而这一切 , 则必
须通过 “ 教育” , 而且是 “ 终身的教育” 。所以 ,

“教育的自觉” 便是 “文化的自觉” ;而 “文化的自
觉” 即 “人化的自觉” 。

正是当代教育学 “学会生存” 的命题 , 揭示了

人类的 “生存” 并不是自然状态的存在 , 而是 “文
而化之” 的存在的秘密。人必须 “学会生存” , 而
且必须 “继续生存” 。人不仅必须超越自身物种的

局限 , 超越自然状态之存在的局限 , 而且必须不断
超越以往人类文而化之的水平的局限。所谓 “继续
生存” 不仅不是指单纯自然状态的生存 , 也不是指

以往人类文而化之水平上的滞存。所谓 “继续生
存” , 对模仿 、 学习 、 重复 、 因循者来说 , 是要与
人类文而化之的动态过程同步 , 而对真正的 “创造

者” 而言 , 则是要超越当代一般人的文化水平 , 开
拓人类文化的新境。

所谓 “终身教育” 、 “终身学习” 的过程 , 便是

社会对个体不断进行教育 , 不断发出人类历史进化
信息指令 , 个体不断参与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一
个停止接受教育 、 停止进行学习的人 , 便是一个不
再接受人类历史进化最新信息指令的人 , 因而也就

将成为一个落后于当代人文化水平的人 , 而一个终

身进行学习 , 终身接受教育的人 , 则不仅可以成为
一个继承人类以往文化成果 , 而且可以成为一个因
不断接受人文进化之最新信息指令而不断进化 , 因

而保持与当代人类历史进化即 “文而化之” 的运动
处于同步的人。只有这样的人 , 才能在社会实践中
解析 、 重构人类文化传统 , 从而在把自己的 “本质

力量” 异化 、 外化 、 对象化为客体文化成果的过程
中 , 做出真正超越人类已达到的文而化之水平的创
造。

四 、 教育对社会的作用
教育对社会的作用 , 从根本上来说 , 是教育对

人的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和其集中的综合的表现。离

开了教育对人所产生的作用 , 教育对国家 、 民族 、
社会的作用就无从谈起。这可以说是教育在社会领
域表现其功能与作用的一个显著的基本特点。 其

次 , 既然教育对国家 、 社会的作用以教育对人的作
用为基础 , 则教育的国家 、 社会功能或称国家社会
的教育功能必然只能直接反映在人身上 , 而非反映

在 “物” 或 “事” 的方面。 所以应该把教育对国
家 、 社会的作用概括为 “提高人口质量” 和 “培养
社会人才” 这两个方面 , 而不能作诸如经济功能 、

政治功能 、 科技功能 、 国防功能这类表述。这并非
无视教育对国家 、 社会的经济 、 政治 、 科技 、 国防
等重要社会事业领域所产生的重大作用 , 而是这些

作用都只表现在 “事” 和 “ 物” 的方面 , 并不在
“人” 身上。严格地讲 , 这些并非教育对国家 、 社
会的作用或功能的直接结果 , 它反映的只是一种间

接的成效或者说是教育对社会的作用所造就的人作

用于 “事” 与 “物” 所产生的结果与作用 , 统统视
为教育对社会的作用或功能 , 则教育对国家 、 社会

的作用就会不胜其多 , 并且必然也难于把握了。教
育所造就的人必然作用于 “事” 与 “物” , 但教育
与客观的 “事” 与 “物” 之间 , 并非直接相通 , 而

是以教育所造就的 “人” 为中介的。所以 , 教育对
社会的作用只能表现在 “人” 的身上 , 而不能再涉
及由人所作用的 “事” 与 “物” 的方面。这是教育

对社会的作用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 也是笔者就教育
对社会作用所持的基本见解。

为了说明以上两点 , 我们在这里有必要重温一

下人学理论有关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基本见解。
人学理论告诉我们 , 人类的存在有个体和群体

两种形式 , 个体也就是个人 , 而国家 、 社会就是人

类存在的一种重要的 、 也是最高层次的群体形式。
因此 , 人类的发展 , 也呈现出个人与群体的两条线
索。这就是说 , 人类的发展 , 要表现为个人的发
展 , 也要表现为国家 、 社会的发展。人与社会的发

展 , 相互依赖 , 相互渗透 , 相互促进。但是 , 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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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物质形态的个体具有决定该类物质的性质的地

位一样 , 人类的个体也具有决定人类这一类物质性
质的地位。社会作为人类的群体存在形式 , 它不是

超人类个体的物质存在方式。在这里 , 群体不过是
个体的量的扩大 , 并不是比个体更高级的物质形
态。人类的规定性是从个体上确定的 , 而不是从社

会上确定的。我们不仅不能把 “人类” 和社会等
同 , 相反 , 只有个体才表征着人类的本质。

由于个体决定人类本质 , 社会只是人类的群体

形式 , 所以 , 人类的发展归根到底总要落实并首先
表现在个体的发展上。 社会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 ,
人是社会赖以形成和存在的前提 , 没有人就不会有
社会 ,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实质 , 离开个体发展

的社会发展是不存在的。任何社会事业的发展与进
步 , 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发展与进步的表现和结果。
社会的发展 , 包括物质和精神因素的发展 , 并造就

一代又一代的新人 , 与此同时 , 这一代又一代的新
人又推动社会从一种状态发展到另一种状态。所
以 , 在社会进步的标志系统中 , 最高层次的标志是

人的发展和人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最终应归结为人
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而健康的发展。

其次 , 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 , 凡是社会活

动都是要由人来推动的。而不存在不由人为主体的
社会活动。

人一旦成为人 , 从根本上讲 , 他就处于和自然

界相对立的主体地位。现代社会中 , 人的基本特征
是其独立性或主体性。

主体是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概念。人既是主

体 , 又是客体 , 人作为存在是客体 , 而人在实践
中 , 在行动时则是主体。人具有二重属性:一是受
动性 , 一是能动性。人作为一种客体存在 , 表现为

受动性 , 即受制于一定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人
作为行动着的人 、 实践着的人 , 则表现出能动性 ,
即按照自己的意志 、 能力 、 创造性在行动 , 在支配

着外部世界。
人的主体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实践主体 ,

其次又是精神主体。所谓实践主体指的是人在实践

过程中 , 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 , 人作为主
体而存在 , 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 , 这时人是
实践的主体;所谓精神主体 , 指的是人在认识过程

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 , 人作为主体而存
在 , 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 、 去认识的 , 这时人
是精神的主体。总之 , 人在实践和认识中 , 在行动

和思考过程中 , 都处于主体的地位 , 表现出主体的
力量和价值。

教育对社会所能发生的作用 , 如果站在社会全
局的和纵的历史的高度 , 并且主要从教育的正面功

能这个角度来考察的话 , 它主要在民族人口素质的

提高和社会所需人才的造就这两个方面。
在人类社会 , 教育从一开始 , 就是以全民族的

所有人为对象的。教育对国家 、 民族和社会来说 ,

其首要的功能和作用表现在提高全民族人口的质量

上面。所以 , 教育的社会作用必须首先从全民族的
文化素质的提高着眼 , 即从提高国家 、 社会的人口

的质量的角度进行考察和予以肯定。其次 , 就是培
养造就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才。 民族人口素质的提
高 , 具有根本的意义 , 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才就是在

此基础上产生的。人才的造就相对于普遍的人口素
质状况来说 , 是一种提高 , 但这种提高一般说离不
开原来人口素质的基础状况 , 人口的普遍素质越
高 , 越丰厚 , 一般说来 , 各类人才也更多更优秀。

这是一种水涨船高的关系。反过来 , 各类人才越
多 , 越优秀 , 又将会促使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 两者
之间具有一种相辅相成 、 相得益彰的紧密关系。

关于教育对社会究竟具有什么作用的问题 , 历
史上不少思想家 、 教育家作过论述。这里不做太多
的引述。仅介绍 《学记》 中和我国 17 世纪思想家

王夫之的有关见解如下:
《学记》 综合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成果 ,

把教育的社会作用明确地概括为 “建国居民” 、 “化

民成俗” 八个字。这可以说是儒家关于教育的社会
作用的最经典的结论。这种观点应该说是准确的。
而我国 17 世纪思想家王夫之提出的有关见解 , 尤

其值得注意。王夫之认为 , 在一个国家中 , 除了政
事以外 , 教育是最重要的 , 是治国之本 。他说:
“王者之治天下 , 不外乎政教之二端 , 语其本末 ,

则教本也 , 政末也。语其先后 , 则政立而后教可施
焉” 。教育对社会有什么作用呢? 他认为 , 一是
“牧民” , 二是 “造士” 。 所谓 “牧民” 是说对百姓

除了 “宽养” 以外 , 还要施以 “教化” , “牧民之
道 , 教养合而成道” , “民不富 , 不足以容游惰之
民 , 国无教 , 不足以化犷戾之俗” 。所谓 “造士” ,

就是通过学校等教育 、 培养士人 , 这些人从政以
后 , 将成为 “国之桢干” , 他们是贪是廉 , 是仁是
暴 , 关系至为重大。

应当看到 , 王夫之把教育对社会的作用概括为
“牧民” 和 “造士” 这两个方面 , 同样是准确的 ,
见解是深刻的。 “牧民” 和 “提高民族人口的素

质” , “造士” 和 “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 , 虽然在
文字表达和思想内涵上有所不同 , 但考察问题的思
路却是一致的 、 相通的。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 (1985 年 5 月 27日)指出:“教育体
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 、 多出人才 、 出
好人才。” 同样正确地把握并指明 “提高民族素质”
和 “培养人才” 是教育对社会的作用的基本内涵。

教育改革的目的正是为了正确地 、 充分地发挥教育

8



对社会所客观具有的这种功能。

五 、 教育在社会 、 国家
存在和发展中的地位

　　确定教育作为国家 、 社会的一种事业 , 它在国

家 、 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中居有什么地位的问题 , 依
据的是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 , 应该首先考察清楚教育对国家 、 社会的

作用 , 也就是说先要了解教育对国家 、 社会的存在
与发展客观所具有的作用。因为教育的地位是依据
教育的作用确定的。

第二 , 应该把教育对国家 、 社会的作用与国

家 、 社会存在与发展中的其他基本因素 , 作出客观
的分析 、 比较 , 而不能只见教育不及其余。因为教
育对国家 、 社会的作用作为一种基本事实和结果的

出现 , 也只是国家 、 社会存在和发展诸条件诸因素
中的一个条件 、 一种因素。国家 、 社会的存在和发
展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基础 , 具有十分丰富和复杂的

内涵 , 包括政治 、 经济 、 科学技术 、 文化等多方面
的因素和条件。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和条件。
概括起来讲 , 一个国家 、 民族 、 社会走向兴旺发达

必须具备人口兴旺 、 经济富裕 、 教育发达这三个基
本条件。

经过以上的叙述 , 在这里 , 我们就可以顺理成

章地得出教育在现代国家社会系统中并不是可有可

无的社会事业 , 而是居有基础和战略地位的理论判
断。在今天 , 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出以上的结论 , 其

根本原因有二。其一是 ,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 人是
决定的因素。高素质的人口和人才 , 是影响社会存
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其二是 , 教育是精神生产的

基础。发展精神生产 , 不仅需要以物质生产的发展
作为物质基础 , 而且还需要以教育的发展作为智力
和劳动者生产能力的基础。就精神生产而言 , 教育

不仅是它的一个重要部类 , 而且精神生产的各个部
类 , 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科学技术 、 文学艺
术 、 道德伦理 、 思想理论 、 民主法制 、 社会风尚 、

人际关系等等 , 都要靠教育 (广义的)来培植和支
持。

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物质实力 (即物质力)与

精神实力 (即精神力)的总和 , 以往那种把精神力
排除在综合国力之外的认识是非常片面而有害的。
精神力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

民族 , 如果仅靠物质力的支撑而没有坚固的精神力
作保证 , 那就迟早要导致民族大厦倾斜 、 道德行为
颓废 、 价值观念扭曲 、 精神生活空虚和行为方式变
态。

总之 , 教育的真正的社会作用和地位就在于 ,

没有它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出现和存在 , 也没有人类
文明的发展 , 因而也就没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教育的作用与地位是由必然性决定了的事情 ,

是否能认识到它 , 是否能正确对待它 , 则是另一回
事。

纵观古今中外教育史 , 情况大致可分为两个不

同方面 , 一方面是 , 对教育客观所具有的价值 、 地
位能正确认识的教育家 、 政治家 、 思想家的确是大
有人在。有些国家如日本 、 德国 、 犹太人甚至早就

确立了教育立国 、 教育为本的思想 , 长期坚持 , 毫
不动摇。

“世界之中 , 有一民族 , 她极能始终信仰教育
的效力 , 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民族。因此之故 , 德

国历代哲学家 , 随时随地 , 都以推究教育后生的理
想为急务。到了现代 , 帝政崩溃 , 民治代兴 , 德意
志民族思想正在急剧变动之际 , 全国人民对于教育

的信仰更为普遍而又坚决。” (转引自 《雷沛鸿文
集》 〈上册〉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1989 年版第 223

页)

如所周知 , 德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
义国家 , 在 19 世纪初 , 德国的工业差不多落后于
英国一个世纪。

1806年 , 普法战争的彻底失败使德国人遭受
了一次丧权失地的奇耻大辱。以著名哲学家费希特
为代表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把改革和发展教育作为挽

救国家 , 重振民族精神的唯一方法和希望。 1810

年 , 任普鲁士教育部长的威廉·冯·洪堡在费希特等
人的协助下创立的柏林大学 , 其主旨就是 “要用脑

力来补偿普鲁士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失败” (《德国
教育史》 , 滕大春等译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0 年

版第 125 页)。国家准备 “把它发展成德国科学与

艺术中心 , 成为从废墟上重建国家的力量与信心的
不朽的纪念碑” (同上 , 第 124页)。

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 , 德国大力发展教育事

业 , 教育投资逐年以较高的比率增强 , 不久便超过
了欧洲其他国家。据统计 , 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比率 , 1880 年德国为 1.6%, 英 、 法两国为

0.9%, 1900 年 , 德国为 1.9%, 英 、 法两国为
1.3%;1930 年 , 德国为 3.3% (有的文献记载为
4.1%), 英国为 2.8%。德国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

教育投资率 , 使学龄儿童入学率 , 国民的读 、 写 、
算等方面的能力 , 工人的技巧 , 工程师和科学家的
培养质量 , 乃至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都居于欧洲各国

的前列。这一切对前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
的迅速 恢复和发展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前西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在战争的废墟上 , 以非常惊
人的速度得到重建 , 取得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 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教育的超前发展。教育的超

9



前发展为经济部门培养了一支有教养的和训练有素

的劳动力 (包括科技人员)队伍。
日本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末的 “明治维新” , 提

出 “富国强兵” 、 “殖产兴业” 、 “文明开化” 三项政
策 , 非常重视改革日本的教育制度 , 大力振兴初等
教育 , 重视科学教育 , 并迅速发展师范教育和高等

教育。同时 , 积极输入欧美的科学技术和派遣留学
生 , 积极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结果 , 日本用
了大约仅 50 年的时间 , 便走完了英国从资产阶级

革命到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约 200 年的路程。
日本文部省调查局于 1962 年为纪念日本学制

颁布 90周年而编写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出:“教育在
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是人所共知的。特别

是最近 , 不论国内国外都一致认为 , 教育是促进经
济发展的强有力的重要因素。这种观点 , 是从一种
新经济理论引申来的。它认为 ,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 , 科学的创见 , 技术的熟练 , 生产者的才能等重
要因素 , 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 , 不亚于增加物
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这些新引起人们注意的各

种重要因素 , 统称之为 “人的能力” , 大力开发人
的能力 , 是促进将来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人
的能力开发 , 则依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这种看

法 , 就是我们试图从投资方面来解决今天教育问题
的理论根据。” (《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教育》 , 吉林人
民出版社 , 1978年版)这是日本官方的意见书 , 其

中提出的 “教育投资” 的观点 , 就是从投资的角度
来着重研究教育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并认为
日本战后经济迅速地发展 , 首先应归功于明治以来

教育所储备的力量。另一方面。还主张制定长期的
综合的教育规划 , 不仅要从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观
点 , 而且要从为了培养生活在将来社会中的理想的

人这一长远观点出发 , 来考虑教育的使命。
在19 世纪末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 , 我国一部

分有觉悟 、 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 , 从德 、 日等国的

先例中受到鼓舞 , 得到启发 , 其中有些人认为中国
之所以积贫积弱 , 备受列强的欺凌和剥削 , 主要是

由于教育不普及 , 人民愚昧无知 , 文化科学技术不
发达 , 造成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低下 。只要普
及和发展教育 , 就可以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

提高生产力 , 国家就能转弱为强。这种观点或思想
被称为教育救国论。

在解放前及建国后 , 教育救国论在我国曾受到

长期的批判 , 并且把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切热心提倡
和从事民族国家教育事业的人士统统归于教育救国

论的行列 , 而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负罪

感。似乎在 100 多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里 , 对社会
民族的教育事业越热心 、 越积极的人对国家民族的
罪恶也越深重。必须明确指出;在建国后 , 借批判
《武训传》 电影开始大批所谓教育救国论 , 在理论

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它深刻反映了那种打着
“革命” 旗号的极左思想和教条主义理论的极端危
害性 , 背离了世界各国重视教育的潮流 , 对我国教

育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可以这样说 , 我国在长期极左年代所表现的种

种情况 , 在 20 世纪的后半期 , 从世界范围来看 ,

不仅是罕见的 , 应该说也是仅有的。这样 , 也就为
人们对教育价值 、 地位问题的认识提供了另一相反
的事例。

但是 , 中国人民又是幸运的 , 中华民族和中国
教育的历史终于翻过了那极为沉重的一页 。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 , 党和政府把教育提到了一个相当高

的地位。把教育看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基
础” , 是国民经济发展的 “战略重点” 之一 , “科教
兴国” 已成为最根本的国策。

于是 , 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在我国 , 虽然有
重视教育的悠久历史 , 但人们对教育作用和教育地
位的认识 , 从未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 , 这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 , 在我国 , 这种认识来之不
易 , 付出过巨大的代价。 即便在今后的若干年内 ,
进一步端正和深化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 使教育深

入到每个人的心中 , 成为国家民族的意志 , 化为持
久的实际行动 , 仍甚为重要。

作者　胡德海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兰州　730070

(责任编辑　　王兆  校对　　丁一　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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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Shoulder Todays Responsibilities as Educators Li Bingde

　　Chinese intellectuals from ancient to present are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in awareness of sufferings

and hardships , having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 and always regarding their country and people as

of prime importance.In the very present period , intellectuals serving as educators should not only carry

forward these fine traditions , but enhance them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great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 and China ,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education producing new ideas and

achievements.

On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Hu Dehai

　　Education has two kinds of function :the noumenal function with regard to culture ,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in relation to humanity , and in both cases the former is built on the latter .As to its social

function , there are also two kinds:the role to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 and the role to groups of

people , countries and societies , and similarly , in the social function the former takes the latter as its

foundation and condition .Those functions of education are interdependent on each other in proper order

and closely linked with one another.As for the social status education has to enjoy , it is its functions

and roles that lay the basis for it.From the above it can be said that all these elements of function , role

and status of education make a clearly visible prospect.

The Commercial Trade of the Tibetan Regime in the Song Dynasty Liu Jianli

　　In the Song Dynasty , the Tibetan tribes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China established commercial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hindland as well as its surrounding regimes , through a variety of trading forms ,
such as the tribute-and-grant trade , frontier trade and market trade in towns and cities.Those forms of

trade resulted in a relatively steady common market , enriched the economic life ,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 thus turning the northwesten area into a thriving and prosperous

commercial district.

A Re-Exploration into the Nature of Aethetics of

　　Dhyana Cultivation Wang Jianjiang

　　The writer says that in Dhyana aesthetic writings , expressions such as “The Tao lies in everything

you do” , “Do and use anything in a free and unrestrained way” , etc , embody the concept of being

natural and performing no unnatural actions.These statements announce the essence , in appearance

and substance , of its prajn ideology regarding voidness as the nature of things.The writer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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