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 之 推 论 学 习

秦 学 智

〔摘要〕 颇之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 位著名家庭教育家
,

到晚年之 时积系了丰畜的治学

经验
,

对学习 目的和动机
、

学习作用和意义
、

学 习内容
、

学 习态度和精神
、

学习方法等都提出过他

的见解与体会
.

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析以益于世
。

「关工词」 颇之推 学习

〔作老简介〕 泰学智
,

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 00 1 级博士 生
。

北京
,

1 0 08 7 5

颜之推的家庭有着儒学世承的传统
,

世

传《周官 》
、

《左氏春秋 》等专门学术
,

故少年时

期就受到良好家学的训练
,

成年以后又好学

不倦
,

因而
,

到晚年之时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

验
,

对学习 目的和动机
、

学习作用和意义
、

学

习内容
、

学习态度和精神
、

学习方法等都提出

过他的见解与体会
,

因而值得我们重视和研

究
。

一
、

论学习目的和动机

颜之推在《勉学 》文中
,

给我们道出他学

习的真实目的和用意
。

他说
: “

夫所 以读书学

问
,

本欲开心明目
,

利于行耳
。 ”
也就是说

,

读

书学习就是为了开阔眼界
,

丰富头脑
,

最终服

务于人生和社会实践
。

因而
,

完善自我
,

行善

利世就成了学 习 的唯一正确而又祟高的目

的
。

他曾借古人的优秀表现来批评当时的士

大夫偏狭而不良的学 习 目的和 动机
。

他说
:

“

古之学者为己
,

以补不足也
,

今之学者为人
,

但能妹之也
。

古之学者为人
,

行道以利世也
,

今之学者为己
,

修身以求进也
。

夫学者犹种树

也
,

春玩其华
,

秋登其实
。

讲论文章
,

春华也 ;

修身利行
,

秋实也
。 ’ ,

①春华是表面
,

秋实是本

质
。

他要求学习者必须端正学 习动机
,

一切学

习都应为了使 自己的德行完善和能实行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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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于世
。

颜之推的这种观点
,

虽是针对当时

士大夫玄学清谈
、

百无一用而发的
,

但仍不失

为儒家
“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
的传统主

张
。

二
、

论学习作用和意义

(一 )论学习经史知识 的作用和意义

颜之推从士族地主立场出发
,

特别强调

士大夫学习经史知识的必要性
。

他说
: “

虽百

世小人
,

知读《论语 》
、

《孝经 》者尚为人师 ; 虽

千载冠冕
,

不晓书记者
,

莫不耕田养马
。

以此

观之
,

安可不 自勉耶 ? 若能常保百卷书
,

千载

终不为小人也
。 ’ ,
② 颜之推认为

,

一个人有无

知识
,

决定着他社会地位的高下
。

通过学习
,

掌握了《论语 》
、

《孝经 》等儒家经术
,

虽百世小

人
,

也可为人师
。

相反
,

若不读书学习
,

即使拥

有千载冠冕的荣粗
,

也将坠为从事体力劳动

的小人
。

因而
,

不断地学习并学以致用是保持

和提高其原有社会地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

段与途径
。

颜之推生逢乱世
,

社会改朝换代频繁
,

幸

好 自己满腹经纶
,

才华 出众
,

妙笔生花
,

名声

远播
,

得以把知识和名望作为一种资本
,

作为

谋生手段
。

颜之推正是由于靠知识吃饭立身
,

靠名望养家糊 口 的亲身体会和感触
,

才不厌



其烦
、

不绝其 口地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
。

他 了成年
,

甚至老年之后
,

一旦条件成熟
,

时机

现身说法
,

急切地写道
, “

夫明《六经 》之指
,

涉 再有
,

仍应勤勉努力
,

锲而不舍
,

老当益壮
,

志

百家之书
,

纵不能增益德行
,

敦厉风俗
,

尤为 在必得
,

绝不可破罐破摔
,

自暴 自弃
。

须知
,

若

一艺
,

得以 自资
。

父兄不可常依
,

乡国不可常 是有心人
,

世上无难事
,

铁柞磨成针
,

只因工

保
。

一旦流离
,

无从庇荫
,

当自求耳
’ ,

队 接着 夫不负有心人
。

为了鼓励人们学习
,

颜之推举

又说
: “

积财千万
,

不如薄伎在身
” 。

这就更进 了好多古人晚年 勤学苦练而大有成就的例

一步说明了学习知识和艺能的重要性
。

子
。

如
,

孔子五十岁学 《易 》
,

做到了不铸大错
;

此外
,

颜之推表现 出对学习古人和百科 魏武与袁遗二人
,

年纪越大
,

学习劲头越足
。

知识的高度重视与极大关注
。

他在 《勉学 》篇 他们都是从小一直学到老
,

也不知道疲倦是

中说
: “

人见邻里亲戚有佳快者
,

使子弟慕而 何滋味的人
;
曾子七十岁拜孔子为师

,

跟着孔

学之
,

不知使学古人
,

何其散也哉 ? 世人但见 子学习
,

始才天下闻名
;
荀况五十岁

,

开始到

跨马被甲
,

长矛强弓
,

便云我能将
,

不知 明乎 处访 问学 习
,

终 成一代大儒
; 公孙 弘四 十多

天道
,

辨乎地利
,

比量逆顺
,

鉴达兴亡之妙也
; 岁

,

学习《春秋 》
,

靠此登上相位
;
朱云也是四

但知承上接下
,

积财聚谷
,

便云我能为相
,

不 十岁才开始学《易 》
、

《论语 》 ; 皇甫谧二十岁
,

知敬鬼事神
,

移风易俗
,

调节 阴阳
,

荐举贤圣 开始学习 《孝经 》
、

《论语 》
,

这两人以后都成了

之至也 ;
但知私财不人

,

公事夙办
,

便云我能 大器
。

以上这些都是小时候不知用功学习
,

但

治民
,

不知诚己刑物
,

执髻如组
,

反风灭火
,

化 长大之后却 自我觉悟
,

干出了一番事业的人
。

鸥为凤之术也
;
但知抱令守律

,

早刑晚舍
,

便 此外
,

颜之推在专门谈及学习所起作用和意

云我能平狱
,

不知同辕观罪
,

分剑追财
,

假言 义时
,

还以轻松愉快
、

充满真知灼见的笔调写

而奸露
,

不 问而情得不察也
。 ”

颜之推对世人 道
: “
幼而学者

,

如 日出之光 ; 老而学者
,

如秉

表现出来的 目光短浅
、

愚昧无知
、

自作聪明
、

烛夜行
,

犹贤于冥 目而无见者也
’ ,⑤ 。

幼年学

自以为是
、

沾沾 自喜
,

晴蜓点水
、

浅尝辄止的 习的人
,

就好象有 日出之光 的照耀
,

越 照越

作法
,

进行严厉批评和训斥
,

指出他们的无知 亮 ; 成年以后学习 的人
,

也仿佛举着蜡烛在夜

和不足
,

也指出他们需要学习和掌握 的有关 间行路一般
,

远远胜过那些盲 目无知还不知

方面的知识
。

并且
,

颜之推还认为人们除了向 要学习的人
。

颜之推对学习作用和意义的这

古人书本学习外
,

还应放下架子
,

主动地向农 些论述
,

的的确确给人以开心明目之益
。

勿庸

民
、

手工业者
、

商人
、

厮役
、

奴隶以 及钓鱼的
、

讳言
,

他对孔子
“
终身学 习

”
的思想有了 自己

宰肉的
、

喂牛的
、

放羊 的等各色人等学 习请 切身的体会和发挥
。

教
,

广学多识
,

博闻强记
。

因为只有这样
,

才能 三
、

论学习态度和精神

更好地做人处事和行道济世
。

颜之推在学习态度和精神方面都提出不

(二 )论早学与晚学的作用和意义 少精辟见解
。

现简要分述如下
:

颜之推认为
, “

人生小幼
,

精神专利
,

长成 (一 )论学习态度

以后
,

思虑散逸
,

固须早教
,

勿失机也
。

然人有 1
.

修 身 利 行
。

孔 子 曰
: “

修 己 以 安 百

坎凛
,

失于盛年
,

犹 当晚年
,

不可 自弃
’ ,
④

。

人 姓
。 ’ ,

⑥孟子说
: “
辅世长民莫如德

。 ’ ,
⑦荀子讲

:

在幼小 的时候
,

思想单纯
,

精 神集 中
,

学习效
“

行义以正
,

事业 以成
。 ’ ,

⑧又有学者说
: “

人生

果最好
,

故应抓住时机
,

接受早期教育
,

为以 两件事
:

学做人
,

学做事
。

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

后学 习成长打好坚实的基础
。

即使由于客观 但从一定意义上说
,

做人更为重要
。

因为会做

条件 的限制
,

青少年时代错过了学习机会
,

到 人才会做事
,

世上从未有不会做人而能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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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
。

古人说
: `

德胜才谓之君子
,

才胜德谓之

小人
。 ’
因为

`

君子挟才以为善
,

小人挟才以为

恶
’ ,

所 以德在人 生途程中是居于主导地位

的
。 ’ ,⑨可见

,

学习的主要 目的是 为了修身利

行
、

行道济世
,

而不是用来作为谋官与谈论 的

资本
。

在这方面
,

颜之推认为古人学习的严谨

态度远远胜过当时的士大夫
。

他说
: “

古之学

者为己
,

以补不足也
,

今之学者为人
,

但能说

之也 ;
古之学者为人

,

行道以利世也
,

今之学

者为己
,

修身以求进也
。

夫学者犹种树也
,

春

玩其华
,

秋登其实
。

讲论文章
,

春华也
,

修身利

行
,

秋实也
。 ’ ,L他要求学习的人

,

必须端正学

习动机
,

去掉浮夸和求官的思想
,

真正地采取

完善 自我以行道利世的态度
。

2
.

谦虚谨慎
。

颜之推所处的时代
,

玄学

清谈之风盛行
。

可以说是以高才风雅相表榜
,

妙论超凡不实用
。

自高自大者有之
,

欺凌长辈

者有之
,

轻慢同行者有之
,

文人相轻到何等地

步 ! 颜之推针贬时弊
,

提倡博学广师
,

虚心务

实
,

强烈反对浮夸风
,

强烈反对一瓶不满
,

半

瓶晃荡
,

十分讨厌盛气凌人
、

高人一等
。

他对

这种人斥责道
: “

夫学者
,

所以求益耳
,

见人读

数十卷书
,

便自高大
,

凌忽长者
,

轻慢同列
,

人

疾之如仇敌
,

恶之如鸥袅
,

如此 以学 自损
,

不

如无学也
。 ’ ,

@ 由于谦虚让人进步
,

骄傲使人

落后
,

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所以颜之推力劝

人们要谦虚不要骄傲
。

他说
: “

天地鬼神之道
,

皆恶满盈
。

谦虚冲损可以免害
。 ’ ,L另外

,

颜之

推在 《文章 》文中说道
: “

自古宏才博学
,

用事

误者矣
。 ”
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比比皆是

,

诸葛

亮挥泪斩马傻之事不可不戒
。

所以
,

我们学习

的人又怎 么能不时时刻刻谦虚谨慎
、

戒骄戒

躁呢 ?

3
.

少欲知足
。

颜之推在 《止足 》文 中写

道
: “ 《礼 》云

: `

欲不可纵
,

志不可满
。 ’

宇宙可

臻其极
,

性情不知其穷
,

唯在少欲知足
,

为立

涯限尔
。 ” “

学如牛毛
,

成如鳞角
”
多少也与贪

多嚼不烂有关
。 “

罗马非一 日建成
” ,

学习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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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统筹安排
,

量力而行
,

循序而渐进
。

4
.

用言存身
。

颜之推说
: “
用其言

,

弃其

身
,

古人所耻
。

凡有一言一行
,

取于人者
,

皆显

称之
,

不可窃人之美
,

以为己力
。

虽轻虽贱者
,

必归功焉
。 ’ ,L运用 了别人的话

,

却把别人丢

在一旁
;
模仿了别人的技艺

,

却视为己 出 ;剿

窃了别人的成果
,

还不羞不愧
,

等等
。

这样的

人应同过河拆桥
、

忘恩负义一样可恶可谴
。

学

习的人应该具有起码的学习道德
。

即使所学

的知识是从地位低下的人那里得来 的
,

也应

该感
,

谢才对
。

颜之推的话在今天仍具有极大

的生命力
,

我们应认真吸取才是
。

5
.

惜时如金
。

由于颜之推对早学晚学和

终身学习以及立功扬名
、

光宗耀祖的高度重

视
,

也由于时光易逝
,

人生短暂
,

如 白驹之过

溪
,

忽然而已
,

所以他语重心长地教导人们要

惜时如金
。

在这方面
,

颜之推劝导人们学习梁

元帝
。

《勉学 》云
: “
梁元帝尝为吾说

: `

昔在会

稽
,

年始十二
,

便 已好学
。

时又患疥
,

手不得

拳
,

膝不得屈
。

闲斋张葛炜避蝇独坐
,

银贩贮

山阴甜洒
,

时复进之
,

以自宽痛
。

率意自读史

书
,

一 日二十卷
,

既未师受
,

或不识一字
,

或不

解一语
,

要 自重之
,

不知厌倦
。 ’

帝子之尊
,

童

稚之 逸
,

尚能 如此
,

况 其庶士
,

冀 以 自达者

哉 ?
”
梁元帝当时有皇帝儿子的尊位

,

又孩童

稚气
,

尚且能做到惜时如金
,

乐学不疲
,

何况

一般的读书人呢 ?

颜之推的一生
,

可谓是学习的一生
。

曾几

何时
,

他
“

怀袖握书
,

晓夕讽诵
’ ,⑧ ,

给其子女
、

憧仆 以耳濡 目染的实际影响
。

身教重于言教
。

他的子孙后代中
,

有好多人得以养成
“

惜时如

金
”
的学习态度

,

不能不说是受其严谨家教的

影响
。

(二 )论学习精神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

学习者更要有一

种
“
生命不息

,

战斗不止
”
的勤学笃实精神

。

颜

之推给学习者指出古人 已有的勤学精神
,

可

供学习者参照效仿
。

他说
: “

古人勤学
,

有握锥



投斧
,

照雪聚荧
,

锄则带经
,

牧则编简
,

亦为勤

笃
。 ’ ,

L并且
,

他还举出了许多例子来资佐证
。

例如
, “
梁世彭城刘绮

,

交州刺史刘勃之孙
,

早

孤家贫
,

灯烛难办
,

常买荻尺寸折之
,

然明夜

读
。

孝元初出会稽
,

精选寮案
,

绮以才华
,

为国

常侍兼记室
,

殊蒙礼遇
。

终于金紫元禄
’ ,
L

。

古人利 用各种时机
、

各种场合
,

勤学苦

读
。

无论多么艰难困苦
,

多么严寒侵袭
,

都矢

志不渝
,

痴心不改
。

学习者就是要有这种克服

种种 困难
,

战胜种种险阻的勤学笃实的伟大

精神
。

如果一旦具有
,

学习者大多都会达到成

功的彼岸
。

四
、

论学 习方法

颜之推对学 习方法也有 自己 独特 的见

解
。

他讲到的基本上有 以下几种
:

立志
、

执一
、

眼学
、

广学
、

勤学和行之
。

(一 ) 立志
“

立志
”
既是一种教育内容

,

又可作为一

种重要的学习方法
。

因为志向本身就是建立

在需要基础上的强大思想动机
,

是人们刻苦

努力
、

金就石励 的力量 源泉
。 “

有 志者事竟

成
。 ”

立志能给人以明确的方 向
; 能给人 以勇

气
、

毅力和意志
; 能给人以人格的力量

;
能使

人至善至美
。

所以
,

要保证学习效果
、

学习的

成功
,

就必须先树立一个明确远大的学 习 目

标
,

必须先立志
。

颜之推说
: “

有志尚者
,

遂能磨砺
,

以就素

业 ; 无履立者
,

自兹堕慢
,

便为凡人
。

人生在

世
,

会 当有业
:

农 民则计量耕稼
;
商贾则讨论

货贿 ;工巧则致精器用 ;
伎艺则沈思法术

; 武

夫则惯 习 弓马 ; 文士则讲议经书
。 ’ ,

L 颜之推

认为
,

人有了远大 的理想
,

有 了奋斗 目标
,

有

了强烈的事业心
,

有了在社会上的正确定位
,

就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

成为一个有价

值和意义的人
。

而没有志向或志向不高的人
,

整 日暮气沉沉
,

自由散漫
,

天长 日久必然沦为

凡庸
。

明代王守仁也有此共识
。

他说
: “

志不

立
,

如无舵之舟
,

无衔之马
,

飘荡奔逸
,

终亦何

所底乎 ?
’ ,
L如果我们不想重蹈覆辙和碌碌无

为
,

我们就必须牢记颜之推在一千多年前的

告诫
:

人们分处其事
,

各得其所
。

每 日学以求

广
,

思 以求进
,

勤勤恳恳
,

兢 兢业业
,

学 以致

用
。

万不可
“

饱食醉酒
,

忽忽无事
,

以此销 日
,

以此终年
, ,
L

。

(二 )执一

颜之推引用古人 的话说
: “

多为少善
,

不

如执一
; 翩鼠五能

,

不成伎术
。 ’ ,L这强调 了精

通一门专业的重要性
。 “

门门精
,

样样松
” ,

如

果不求熟练掌握一 门知识和技能
,

而想什么

都能学成干成
, “

生有涯
,

知无涯
” ,

那是绝对

不可能办到的事
。 “

执一
”

体现在学习过程中
,

就是要求学习者能专心致志
、

全神贯注
,

能做

到耳到
、

眼到
、

口到
、

手到和心到
,

能沉浸在知

识的海洋里而心无旁鹜
。

荀子亦云
: “

蜿无爪

牙之利
,

筋骨之强
,

上食埃土
,

下饮黄泉
,

用心

一也
。 ’ ,

⑧所 以
,

学习者学习的时候
,

一定先要

选一个主攻方向
,

这样才能容易取得学习的

成功
。

(三 ) 眼学

颜之推重视亲身观察所获得 的知识
,

他

说
: “

谈说制文
,

援 引古者
,

必须眼学
,

勿信耳

受
。

江南间里
,

士大夫或不学问
,

差为鄙朴
,

道

听途说
,

强事饰辞
” 。

@ 眼学
,

是亲 眼所见
,

有

切身体会
;耳受

,

则是道听途说
,

不确切
,

没有

深切感受
。

颜之推极力反对那种
“
贵耳贱 目

,

重遥轻近
’ ,
L的学风

,

认为
“

耳听为虚
,

眼见为

实
” 。

当然
,

他不是主张一切都要经过
“

眼学
” ,

完全排斥
“

耳受
” ,

而是认为对于听闻的东西
、

知识应该采取存疑的态度
,

问清缘由才对
。

(四 ) 广学

广学
,

就是广泛地学习
,

无论书本知识还

是生活实践
,

无论师长朋友还是敌人对手
,

无

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
,

都应是学习的对象
。

好

多研究颜之推教育思想的文章和书籍把这一

方法称作
“

切磋
” ,

我认为这多少有点偏差
,

不

能完全概括颜之推的这种学习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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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认为学习者贵在能博学多闻
,

即
“

夫学者贵能博闻也
’ ,⑧ 。

只有博学多闻
,

才能

拓宽视野
,

解放思路
,

培养学习兴趣
,

坚定宏

伟志向
,

才能使学习效果显著
、

事半功倍
。

具

体来说
,

他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做起
:

( l) 向书

本学习
。

颜之推说
: “

若能常保数百卷书
,

千载

不为小人也
。 ’ ,⑥ ( 2) 向师友学习

。

颜之推引用

《礼 》中的话说
: “

独学 而无 友
,

则孤 陋而寡

闻
。 ”
又说

: “

学为文章
,

先谋亲友
,

得其评裁
,

知可施行
,

然后出手
,

慎勿师心 自任
,

取笑旁

人也
。 ’ ,L ( 3) 向社会下层学习

。

颜之推在《勉

学 》文 中说
: “

爱及农商工贾
,

厮役奴隶
,

钓鱼

屠肉
,

饭牛牧羊
,

皆有先达
,

可为师表
,

博学求

之
,

无不利于事也
。 ”

颜之推提出了向下层劳

动人民学习的主张
,

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

就是

在今天也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

此外
,

我认为

广学还应包括向竞争对手或
“

敌人
”
学习

,

这

一点似乎颜之推忘记了提及
,

是不是受了
“

华

优夷劣
”

等传统观念的影响? 暂存不论
。

《意

林
·

唐子 》日 : “

大木百寻
,

极积深也
; 沧海万

初
,

众流成也 ; 渊智达洞
,

累学之功也
。 ”
顾炎

武 曰
: “
人之为学

,

不 日进则 日退
。

独学无友
,

则孤陋而难成
; 久处一方

,

则习染而不 自觉
。 ”

因此
,

要 做到广学
,

除了多方 面广泛性 的学

习
,

还应有循序渐进
、

日积月累的辛苦耐劳精

神
。

(五 ) 勤学

颜 之推在这方面的论述主要有
:
( 1 )

“

自

古明王圣帝
,

犹需勤学
,

况凡庶乎 ! ’ , @ 自古圣

明的帝王都要 勤学
,

何况一般凡夫俗子 呢 ?

( 2)
“

怀袖握书
,

晓夕讽诵
。 ’ ,

, 早 晚都在努力

学习
,

夜 以继 日
,

就达到一个学 习的佳境
,

又

怎么会学习不好呢 ? ( 3 )
“
学问有迟钝

,

文章有

巧拙
。

纯学累功
,

不妨精熟
,

拙文研思
,

终归崖

鄙
,

但 成学士
,

自足为人
。 ’ ,L人是有差别 的

,

有的比较聪明
,

有的比较迟钝
,

迟钝的人只要

勤学不倦
,

差距是可以缩短的
, “

笨鸟先飞早

人林
”

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

总之
, “

学海无涯

苦作舟
,

书山有路勤为径
” ,

要想学富五车
,

才

高八斗
;要想超凡脱俗

,

与众不同
; 要想鹤 立

鸡群
,

学有所成 ;要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

只有靠勤学苦练才能达到
。

古人勤学苦练的

例子不胜枚举
,

正如颜之推所说的
,

有
“

握锥

投 斧
,

照雪囊萤
,

锄则带经
,

牧则 编简
’ ,L等

等
,

他们到今天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

(六 )行之
“

行之
”
也即实践

。

颜之推说
: “

世人读书

者
,

但能言之
,

不能行之
,

忠孝无闻
,

仁义不

足
。 ’ ,

⑧他批评当时的读书人学习只做到高谈

阔论
,

而达不到真才实用
。

人常说
,

实践出真

知
,

真知来自实践
。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认为

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又一个的实践到认识
,

认识又到实践的来回反复的过程
。

也就是说
,

认识来源于实践
,

又服务于实践
。

由此可见
,

迎风雨
,

见世 面
,

多实践
,

是学到真才实学 的

必由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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