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 ８ 卷第 １ 期

２ ０２ １ 年 １ 月

Ｖｏ
ｌ

． ４８ ，Ｎｏ ． ｌ

Ｊ ａ ｎｕａ ｒ ｙ ，２ ０２ １

四川师 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Ｓ
ｉ
ｃｈ ｕａ ｎＮｏｒｍａ ｌＵ ｎ ｉｖ ｅｒｓ

ｉ
ｔ
ｙ

（Ｓｏｃ ｉ
ａ

ｌ Ｓｃ ｉ
ｅｎｃｅｓＥｄ ｉ

ｔ ｉｏｎ ）

教育思想组织的历史和理论维度
——

指向方法论的思考

刘 庆 昌

摘要 ： 涉及 人 类 教 育 认 识 整 体 的 知 识 体 系 ， 主 要体现 在 教 育 思 想 史 和 教 育 学 原 理 两 个 家 族 之 中 。 前 者 在 过 程

的 维 度 整合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的 教 育 思 想 创 造 ， 可 称 之 为 教 育 思 想 组 织 的 历 史 维 度
； 后 者 则 在 结 构 的 维 度 组 织 各 自 独

立 而 又 相 互 联 系 的 教 育 思 想 创 造 ， 可 称 之 为 教 育 思 想 组 织 的 理论 维 度 。 具体 而 言 ， 历 史 维 度 的 教 育 思 想 组 织 ， 旨 在

把 历 史 的教 育 思 想 在 时 间 的 维 度 做具有 内 在连 续 性 的 统合 ； 而 理 论 维 度 的 教 育 思 想 组 织 ， 旨 在 把 各 自 教 育 思 想 的

个 性 整 合 到 具有 普 遍 性 的 教 育 思 想 体 系 之 中 。

关键词 ： 教 育 思 想 ；教 育 思 想 组 织 ； 教 育 知 识 ； 教 育 思 想 史 ； 教 育 学 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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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 个宏大论题的 设定 ，往往会与 各种 外在 的需求牵 引 有关 ，从而使该论题展 开的必要性 显得较为 充分 ，

至于论 题告终后是否能够满足那些 外在的 需求 ，

一则 难以被普遍认可 ，
二则对论述者而言好像也并非 多么 的

重视 。 就人类教育认识这一论题来说 ， 我们 当然也可以 列举出 一系 列 的 外在需求 。 诸如学 术教 育者 和专业

学习 者渴望获得清晰的认知框架 ，学科建设者 和学术 研究者需要可靠 的坐标体系 ，学科内各 个方位的人员需

要一个 能够确 立 自 信的坚实基础等 ，理论上都需要我 们对人类教育认识做全面 、深 刻的审视 ， 并希望获得像

已经成熟的许多学科所具有的 知识 图谱 。 客 观地讲 ， 有愿望审视人类 教育认识的 个人 ．无不 自 觉或不 自觉地

有过这样的思虑 ， 也正是这样 的思虑使其思虑本身隐含 或显露出 某种与 学术进 步和学科发 展关联 的责任心

和使命意识 。 我 当然也无法排除这样的思虑 ， 如实地 讲 ，作为学术研究者 和教 育学教 育者 ， 也会为 了 自 己 的

研究有序和教学有法而渴求教育认识的 图 谱 。 但随 笤与这一论题的心理关 系走 向深 人 ，许多外在于论题 的

需求又 的确逐渐从意识中淡 出 ，实际 占据 意识的是使 人类 教育认识这 一语词所对应 的 事实 整 体有条有理 的

意欲 。 实际上 ，也无需隐晦此种 意欲所内 含的个人抱 负 ，毕竞业 已存在的众多研究者个人 的认识成果令人欣

喜也使人眼花缭乱 ，而相 当于对人类教育 认知进行整合的学术工作 ， 并没有使人的认识世界获得理想的过程

和结构安置 。

从教育学术教育切人 ， 我们 可 以触碰到许 多具 体的知识体 系 ， 其中 当 然有 涉及人类 教育认 识整体 的 部

分 ，但更 多 的则是 从教育认识整体 中分解 出 来 的 ，或是指 向教育实践具体操作领 域的 。 然而 ， 教 疗 荇 和 学习

者并未因此而最终在头脑 中 建构起 逻辑结构清晰并 ＂ｎ
‘

丨
信言说的知识体系 。 这不仅 制约 丫 他们 的学 习效率

和效果 ，更影响到 其中有研究理想的 个人对教 疗知识进 步的判断和 对个人教 疗理性探索的学 术定位 ．最终教

育认识领域的个人研究呈现 出 星 罗 密布 ， 但各个
“

天体
”

组成 星 系 幣 体 的 内 在秩序仍 然隐晦 于繁 星 的背后 。

学术教育中 ．涉及人类教育认识 整体 的 知识体 系 ， 主要体现在教 育思想 史 和教 疗学哚理 两个家族之中 。 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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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程的维度整合不同历史时期的 教育思想创造 ，可称之为教育思想组织的历史维度 ；后者则在结构 的维度

组织各 自 独立而又相互联系 的教育思想创造 ，可称之为教育思想组织的理论维度 。 需要解释此处使用的
“

家

族
”

和
“

思想
”

两个概念 。 之所 以使用
“

家族
”

概念 ，并非基于严格的认识论立场 ，而是对现实存在的各种
“

教育

学原理
”

体系建构的 隐喻式说明 ；之所以使用
“

思想
”

概念 ， 几乎完全因为只有
“

思想
”
一词才能较好地涵盖不

同类型 的教育认识成果 。 或许也因 此 ，我们很少见到 以
“

教育知识史
”“

教育理论史
”

冠名 的著作 。 以
“

教育学

史
”

冠名 的专著和编著倒不鲜见 ，但真正能言明教育之
“

学
”

历史实质的却可以忽 略不计 。 更何况教育学作为

学科化阶段的教育知识组织形式并不能涵括人类教育认识整体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 由 对教育思想史和教

育学原理作专 门的认识论考察 。

二 教育思想组织 的历史维度

如果不加 以专 门 的 限定 ，

“

教育思想史
”

当然就是
“

人类教育思想史
”

，但审视具体的
“

教育思想史
”

著作 ，

则会发现它们 只是
“

部分人类
”

的教育思想史 。 不仅如 此 ， 即便我们不追究
“

部分人类
”

的局限 ，只关注教育思

想的历史本身 ，还会发现
“

历史
”

在其 中 的意义不过是
“

过去的
”

和个别思想的类机械历史排列 。 不能不承认 ，

这是一个至今仍然很艰难的领域 ，在此领域中确立 的学术理想很是诱人 ，但实现理想的过程却让最优秀 的大

脑也感到头疼 。 必须指 出 ，这
一现象存在于

一切思想史研究的领域 ，并不独属于教育思想史 的研究者 。 黑格

尔 当年就指 出 ，

“

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
一个战场 ，堆满着死人的骨骼 。 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 ，这王国不仅充

满着肉 体死亡了的个人 ，而且充满着 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 了 的系统
”？

。 黑格尔在这里实际上是在批

评之前哲学史的 内在统一性不足 ，他是要用哲学来理解哲学史 ，反过来则用哲学史来理解哲学 。 不过 ，黑格

尔 的思路虽然独特却也有明显的局限 ， 即他实 际上是在用绝对理念的展开来解释思想的历史 ，后来的哲学史

书写并未因为他的独特思路而有所改观 。 包括教育思想史在 内的思想史书 写 ，不同程度上混淆了
“

历史 ”与
“

历史的
”

，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多是历史 的思想而非思想的历史 。 这种结果并不是思想史家的投机所致 ，完全

是 因为
“

思想的历史
”

之书写与实际存在过的 、作为事实 的
“

思想的 历史
”

之间 的关系绝非
“

能动的反映
”

这一

说法可以说明 。 用葛兆光 的话说 ，

“

历史上真正存在的思想 ，在其 出现的时候 ，并没有特意的安排或事先的设

计 ，

……可是 ，历史学家却不可能让思想史成为这样的
‘

原生状态 ’

，更不可能让 《思想史 》的读者在这个丛林

中迷途 ， 因为他们无法把思想的历史 连锅带盘
一起端上来 ，历史学不能允许历史的 杂乱无序

”

？
。 这也就意

味着思想史的书写者为了使思想的历史有条有理 ，必然要对原生状态的思想历史进行某种归置与组织 。 在

此意义上 ，包括我们不满意的各种思想史 的书写方式 ， 事实上都内含有书写者对
“

历史的思想
”

的归置和组织

逻辑 。

． 对过往的思想进行归置与组织 ， 现在看来可易可难 ，但总体上是
一

件艰难 的差事 ， 而且当归置与组织的

结果公共化以后 ，几乎无法逃避相关人们 的指摘 。 这归根结底是因 为思想 的第
一

存在方式只能与具体 的个

人相联系 ，而思想的整体并非个人思想的汇编 ，思想的历史也不是把具体的思想按 照出世的时间先后加 以排

列而 已 。 我过去把这样的汇编和排列 叫做博物馆式的思想史 ，其实是在说 明许多思想史的 书写并没有呈现

出思想历史运动的逻辑 。 如果我们不可轻易怀疑前辈们 的心智水平 ，其实也包括不可轻易怀疑现时代人们

的心智水平 ，那么 ，就需要思考
一个问题 ， 即为什么那种博物馆式的 汇编与排列难以 突破 ？ 面对这一问题 ，容

易被我们意识到 的是具体思想之间 的连续性虽然客观地存在于思想生活 的世界 ，却必须借助我们 的意识功

能才能把握住伴随着思想互动前行并能融入此种前行 中 的绵延 。 绵延 自 然不是纯粹的物理时间事态 ，其实

质是过去与当下在我们意识中 的统一 。 由 于历史是每
一个 曾经真实当下的 连续 ， 因而历史 的书写势必要求

书写者把 自 己投入到每一个曾经真实的 当下之 中 ，进而要求书写者不能携带着 自 己 的立场与 每一个具体的

思想生产者实现暂时的同一 。 可问题是这里所谓 的同
一

， 理论上需要思想历史的书写者 与具体思想 的创造

者具有 同等的心智 ，在整体上这恐怕 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 或 因此 ，世间 多有具体思 想家以及具体思想道

统 、流派的研究行家 ， 而少有贯通思想历史的思想史家 。 职业 的思想史家固然有难度却相对容易设想出 理想

①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 １ 卷 ， 贺麟 、

王太庆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 ５９ 年版 ，第 ２ １ 

—

２ ２ 页 。

②葛兆光《 思想史的写法——中 国思想史导论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版 ，第 ５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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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史书写 ，但回望悠久且厚重 的思想的历史事实 ，也只 能望洋兴叹 ， 自感
一

己 之力 的弱小 。 即便像颇有

洞见并确有建树的葛兆光 ，也在言明
“

我只是在给 以后的写作者提供
一个不很成熟的思路和一些经过归纳的

资料
” ①

。 他
一方面希望 自 己理想中 的思想是 书写能够真 的出 现 ， 另

一

方面又略有疑虑地 自 问
“

我的希望能

实现吗
”②

。

我理解思想史家工作的实质 ，是在时间的维度直面思想运动的整体 。 具体到教育思想史 ，

一个通史的书

写者实际上是从时间 的维度 、 以迄今为止 的教育思想运动整体为对象 ，着力于教育思想运动整体 内 的绵延和

连续揭示 。 这当然是我基于个人期望 的认知 ， 即 使不排除有同种识见者 ，但客观上不具有普遍性 。 聪明
一

点

的研究者 ， 更愿意选择 自 己 心仪的思想家 ， 继而对他们的教育思想进行深刻和充满想象力 的 阐释 ，顺便在其

中表现 自 己 的教育理想 以及思维上的深刻和 丰富 ， 究其策略 ，显然有借力发力 的倾向 。 我们无疑需求这
一

类

优异 的 阐释 ， 以便轻松地感知
一座座教育思想的丰碑 ，但我们也需要 ，甚至更需要教育思想 的历史逻辑 ，能 因

那些研究者 的创造性工作而逐渐呈现 。 切莫以为后
一种需要仅仅是源于

一

种对思想历史逻辑的癖好 ，更重

要的动机是 为了确定处于过去与未来之 间 的我们所在 的位置和走 向 未来 的有效方 向 。 除此之外 ，对于教育

思想历史逻辑的认知也是我们立足当下进行思想创造的基础和前提 。 尽管教育 自 身属 于人文实践 ，从而关

于教育的思考同样具有人文特征 ，但教育实践 的方略需求决定 了关于教育的思考不会只 是对于历史遗赠 的

经典问题的螺旋式阐释 。 毕竟 ，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不同于过去 的新异问题 ， 而新 的问 题也绝非从天而 降 ，它

必然隐藏在过去 ，只是在具体的时代 中破土而 出 。 假如可以把教育思想者界定为 自 己时代 特有 问题的解释

者和解决者 ，那他也必须把 自 己 与历史链接起来 ， 以此 明确 自 己 的使命 ，并 以此高效率地汲取历史 的智 慧 。

应该说 ， 当我们意识到现时代的人们在教育思想领域炒历史的冷饭时 ，通常并不是因为他们熟知教育思想的

历史及其逻辑 ，恰恰相反 ，说明他们 自 己 与历史之间存在着客观上的割裂 。 作 为结果 ， 我们 固 然用 自 己 的精

神生命制造 了 时间 ， 却没有用 自 己的精神能量创造新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也可 以说 ，我们制造 了时间却 没有

为未来创造出 新的 历史 。

对于未来时代的人们来说 ，我们时代教育的尊严只能来 自 我们 自 己超越历史的创造 ， 而我们要想有所创

造 ， 只能从教育思想的创造开始 。 进而言之 ，我们要想在教育思想上有所创造 ，实际上没有第二种选择 ，只能

在历史中寻找弹跳的基础 ，而且必须借助于教育思想史的书写盘点清楚我们 的祖产 。 需要指出 ，进人我们意

识的我们 的祖产最好不是
一堆各 自 独立的无机堆砌 ， 而是一个哪怕 是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思想逻辑 图谱 。

实际上 ，这样的 图谱注定是主观的 ，但这样的主观是有意义的 。 仔细想来 ， 除非是所谓整全 ，任何作为认识对

象的事物 ，无一不是人运用意识 的功能使其从整全 中分离 出来 。 对于这
一判断 ，如 果需要补充说明 ，那就是

整全不只是最宏大意义上的 ，而是具有相对性质 ， 这就如 同大系统 中 的子系 统 ， 实际上是次 于最宏大整全的

次一级整全 。 在这里 ，我要强调的是 ，教育思想 与其创造者 的其他思想在现实的存在中不可分离 ， 而教育思

想的历史与整个人文思想 的历史同样不可分离 。 我们所接受 的
“

教育思想史
”

实际上并不存在 ， 我们几乎未

加怀疑的
“

教育思想史
”

， 实际上只是教育思想史 家能动创造的结果 。 他们通过对一般思想文本的深刻领会 ，

把关于教育的成分解析和演绎 出来 ，然后按照一定的原则加 以组织 ，这才使我们误以为教育思想的历史运动

很有章法 。 现在 ，我们意识到 了这
一点 ， 却不会因此而低估教育思想史家的 贡献 ，反而会因而体味到他们认

识劳动 的独特价值 。 至少 ，我们在认为历史学家不创造历史的 同时 ，郑重地认为历史学家在创作
一种有利于

我们领略过去 、创造未来 的认知背景 。

可 以想象在思想历史的时 间数轴上按先后顺序站立着
一个个思想者 ，他们 中有分量较重的 时代代言人 ，

也有贡献了重要思想 的
一

般思想者 ，但如果我们没有条件通读浩如烟海的文献 ，而是仅依凭思想史的著作给

予我们 的信息 ，思想的历史在我们的意识中基本无异于那些作为时代代言人 的关键思想家的故事集 。 这样

的故事集 ，正好可以用来概括迄今为止教育思想史 的主流 。 它实际上 已经为我们提供 了相 当有意义 的历史

资讯 ，却无法让我们成功地界定当下的我们与那些关键思想家之间 的认识传承关系 。 因而 ，教育思想的故事

①葛兆 光《思想 史的写法——中 国思想史导论 》 ，第 ２ ６ 页 。

② 葛兆光 《思想史的写法——中 国思 想史导论 》
，
第 ２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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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并没有被已很努力 的 教育思想史家讲好 。 究其原 由 ，应在于他们因受各种条件的 制 约未能言明教育

思想历史的 内在连续性 ，根底上是因为他们对历史哲学少有见闻 或没有兴趣 。 什么是历史哲学呢 ？ 简单地

说 ，就是人关于历史本体的认知 ，是存在于人意识中 的 、
超越具体事实的历史整体观念 。 有没有历史哲学 ，决

定着历史研究者能否成为历史学家 ；有什么样的历史哲学 ，决定着历史研究者成为什么样的历史学家 。 赵汀

阳有过与此相关的论述 。 他说 ：

“

没有历史哲学的历史 只是故事 ， 只是表达了生活片段的史实 。 如果故事不

被安置在某种意义框架或问题线索内 ，本身并无意义 。 历史的意义在于思想 ，不是信息登记簿 。 历史哲学试

图揭示历史的历史性 （ ｈ ｉ ｓｔｏｒｉｃ ｉ ｔｙ） ， 即赋予时间 以意义从而化时 间为历史的 时间 组织方式 ， 同时也意味着一

种文明 的生长方式 ，也就是历史之道 。

”？

赵汀 阳在这里提到 了历史哲学作为
“

化时间为历史的时间组织方式
”

，这不仅是对历史哲学的一种操作

性理解 ，而且是具有历史研究方法论价值的 。 具体到教育思想史 的领域 ，研究者显然需要有这样的历史哲学

思考 ，否则就只 能在孤立的思想家及其思想文本 的理解和 阐释上有所建树 ，并无希望介人
“

化时间为历史
”

的

创造性劳动之中 。 我 曾期望教育史的研究具有教育学 的价值 ，对此也有专论 ，而其真实 的背景是 ，我发现名

义上的教育史研究者并没有把
“

历史
”

作为 自 己 的研究对象 ，他们研究的实际对象
一般是 曾经存在 的思想或

制度事实 。 很 自 然 ，他们的研究成果原则上为教育史 的书写准备 了素材 ，但成果本身并非教育史的书写 。 在

《教育史研究的教育学内涵 》中 ，我的看法是 ：作为学科的教育史 固然是史 ，但作 为教育学分支 的教育史学科

却应是教育学取 向 的教育史学 ，而
“

发现教育历史的逻辑是教育史研究具有教育学取 向 、成为教育学有机构

成的唯一途径
”？

。 历史的逻辑不是先验的存在 ， 因为每一个历史事件在时间整体意义上并非预先的安排和

设计 ，那么 它就只能是后来者对过往发生的事实整体运动理性审视之后的
一种意会 ，这便注定 了历史的逻辑

是研究者主观思维的结果 ，是对历史运动的解释 ， 而非 自 然科学意义上的发现 。 不幸的是 ，我在那篇论文中

恰恰使用了
“

发现
”
一词 ，这一方面暴露 了心理深处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倾向 ， 另

一方面权作是我 当下的辩解 ，

即群体的历史并无法摆脱人性的作用 ，从而并非预先设计之展演 的群体历史 ，庶几近乎个体由幼稚到完美的

发展过程 。 换言之 ，历史整体无法计划 ，但每
一个历史事件却必然是具体计划 的实 际实施 。 由 个体推及群

体 ，教育史研究者有权利 自 主地带着 自 己对历史 的哲学理解 ，在意会 中发现教育历史的逻辑 。 我们把思维聚

焦到教育思想史这一问题上 ，我会认为真正的教育思想史的 书写者 ，在操作意义上必须是他之前的整个教育

思想历史的组织者 。 此处所谓组织 ，绝不是哪怕是只带有
一

丝机械性的拼装 ，而是把源 自思想家个人的教育

思想有机地安置到我们意会到 的教育思想历史 的逻辑运 动之中 。

不可否认 ，人对于进人 自 己 意识的繁复现象具有组织的 本能 ，这样的话 当然是在人类整体意义上讲的 ，

具体 的个人极可能陷于心智不足的不幸 。 也可 以说 ，理性强盛的人很难容忍对象的繁杂无序 ，继而会采取 自

认为适宜的方式对繁复的现象进行思维的组织 。 我们可 以假定感觉上繁复的现象具有 内在 的秩序 ， 同 时放

弃我们很可能具有的理性狂妄 ，那么 ，在较为保守的意义 上说 ，我们对繁复现象 的思维组织其实是把我们意

会到的而非感知到 的秩序投射到繁复现象之上 。 其结果显而易 见 ， 原先繁复的现象在我们 的 意识中开始有

了 自 己 的结构 、脉络等体现秩序的具体模样 。 可惜的是 ，这种秩序 ， 在教育思想史的著述 中 ，虽不能说完全没

有 ，但其清晰程度并不理想 。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非时间 维度 的 、 对教育思想的思维组织 ， 最为典型 的是

教育思想研究者对具体教育思想家思想的组织 ，不加怀疑地采取 了当时流行的教育学知识 的基本结构 ，给人

的感觉就是用
一种流行 的主观对过往的教育思想进行 了 机械的安置 ， 在方法上近于削 足适履 。 更令人困惑

的是 ， 当我们分别面对不 同的思想家及其教育的时候 ， 明显地感觉到过往的思想家好像都是成熟的当代教育

学家 ，他们各 自 独立地建构了 自 己 的教育思想 ，但他们相互之间 似乎没有什 么必然的联 系 。 简言之 ， 很多的

教育思想史书不过是今人遵循 自 己习 惯的规则 ，把历史的教育思想在时间的维度实施 了 列举 。 反观共时的
“

教育学知识
”

构建 ，虽必然基于历史的教育思想创造 ，却 没有体现
“

教育学知识
”

的历史 性 ，进 而每一个时代

的
“

教育学
”

几乎都成为建构者基于对教育思想历史 的模糊认知 ，在 自 己时代的 自 言 自 语 。 有意义的是 ，理性

①

赵 汀阳 《历史之道 ： 意义链 和问题链 》 ， 《 哲学研究 Ｍ０ １ ９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１ ６ 页 。

②刘 庆昌 《教育史研究的教育学 内涵 》
， 《教育科学 》２ ０ １ ２ 年第 ２ 期 ， 第 ９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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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者根底上无法接受柏拉图 、康德等巨 擘只在他们 自 己 的和他们追随者的 言说中 ，反过来希望从 自 己时

代的
“

教育学
”

中感知到柏拉 图 、康德们的存在 。 要满足这种看似温和 的需求 ，实际上是一件艰难的和必定需

求创造性的事情 。

这便涉及人类教育认识整体的知识体系之
“

教育学原理
”

。 与
“

教育思想史
”

相 比较 ，

“

教育学原理
”

的组

织显然具有共时特征 ，本质上是教育思想的绵延在具体时段的文本化 ， 只是此本质或顺利地进人组织者的意

志 ，但没有成功地嵌人组织者的思维 。 否则 ，我们为什么 无法感受到
“

教育学原理
”

的历史厚度亦 即历史性

呢 ？ 也许我们有理 由怪怨教育学的知识性较弱 ，并有理 由进一步怪怨作为人文实践的教育过于世俗 。 要知

道世俗的事件完全可以是 日 常生活 的构成要素 ， 因其为人熟知而熟视无 睹 ，难 以激发起人的好奇和探索欲

望 。 即使像教育这样的关键事件在历史的推进 中逐渐专门化和制度化 ，我们会发现围绕它进行 的 ，

一方面有

认知的 因素 ，但更核心 的 因素则是根据集体生活的需要对它的意义赋予和规则创制 。 盖因此 ，无论研究者如

何做科学化的努力 ，规范性迄今仍然是教育学的最显著特征 。 如果有必要继续说明 ，那么 ，科学化的努 力之

最重要的贡献 ，应是 为教育的规范提供 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基础 ， 同时也使
一

部分教育的规范转化为教育的技

术 。 而需要指 出 的是 ，科学化努力所贡献的 、 作为教育规范基础 的知识 ，若论其归属 ，基本上是教育学之外的

其他学科的发现和创造 ，教育学 自 己 在这一部分的贡献恐怕还是非知识的价值观念 。 我始终认为 ，这并不是

教育学的缺陷 ，而应视之为教育学的特点 。 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 ，在我的意识 中 ，教育学更是思想者的学科 ，

属于 自 己独特贡献的成分更是思想而非知识 ， 因 此教育学家如果没有 自 己独特而系统的教育思想 ，他 自 身的

存在是不能成立的 。 现在看来 ，这一判断是基本符合教育学实际的 ，而教育学的这种客观实际 ，显然就是
“

教

育学原理
”

知识的构建难以具有历史性 的重要原因 。 不过 ，

一

种工作的 困难首先意味着我们在方法上的不得

要领 ，并非该种工作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 。 如果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依靠
“

教育思想史
”

来组织迄今为止的

人类教育认识 ，就必须在用
“

教育学原理
”

这一组织方式上加重思考 。

三 教育 思想组织的理论维度

从对
“

共时
”

的理解切人 ，我们或许能够获得意外的 收获 。 实际上 ，我 已经在意识 中设想了 一幅不同历史

时期的教育思想家共在当下的 奇妙图景 。 在其 中 ，孔子 、苏格拉底 、 昆体 良 、夸美纽斯 、康德 、赫尔巴特、杜威 、

苏霍姆林斯基 、范梅南等人 ，他们与我共在
一个圆桌会议室 。 我注意到他们年龄悬殊 。 孔子 ２ ５ ７ １ 岁 ，苏格拉

底 ２４８ ９ 岁 ，昆体 良 １ ９ ８ ５ 岁 ，夸美纽斯 ４ ２８ 岁 ，康德 ２ ９ ６ 岁 ，赫尔巴特 ２ ４４ 岁 ，杜威 １ ６ １ 岁 ，苏霍姆林斯基 １ ０２

岁 ，范梅南 ７８ 岁 。 会议室里当然不止他们几位 ，还有来 自 不同时间 和空间 的其他人物 。 会议室里的每一个

人物均有 自 己关于教育的见解 ，相互之间 ， 同 中有异 、 异中有 同 ，但几乎各个都傲然独立 。 他们 中的每一个都

不能代表整体的
“

教育思想
”

，但整体的
“

教育思想
”

却也不是他们每
一个人的教育思想的相加 ， 因为他们各 自

的教育思想之间同 中有异 、异 中有 同 。 相互间 的共同之处 ，可 以合并 ；相互 间 的不同 之处 ，既可能平行存在 ，

也可能势不两立 。 如此陈述 ，绝不是危言耸听 。 且不说作为思考对象 的教育必然已经被思考者所在的共 同

体界定 ，教育思想究其本性而言无疑要归 属于思想家族 。 因此 ，

一

般科学发展中的
“

知识
”

积累原理是无法解

释教育思想发展的 ， 我们很容易注意到 ，教育思想领域 的后来者固然可以接受前辈们的启 发 ，但他们必须和

他们的前辈们一样 ，

一次次地对 自 己视域中的
“

教育
”

进行重新的思考 ，而无法 只思考他们的前辈们没有涉足

或未有完善思考的部分 。 换句话说 ， 教育思想作 为一个 一般概念 ， 天 然地具有历史性格 ，更关键的是它所内

含的历史如果不能用特别的逻辑学加以处理 ，注定 只能是一盘散沙 。 应该说 ，迄今为止 的教育学原理构建 ，

之所 以难 以兼顾历史和逻辑 ，正是因为教育思想以 至
一切人文思想发展 ，具有不同于科学知识发展的历史逻

辑 。 这种特殊性也导致教育思想的体系化几乎无法使思想家个人仅仅具有创造者 的荣誉 ， 而是必须把思想

家连 同他的时代一起带进体系 。 不用说 ， 教育思想的体 系很难成为纯粹 的概念和命题结构 ，从而使具体的教

育思想体系化成果 ，要么会具有时代的局限 ，要么会具有学派的局限 。

现在我们面对圆桌会议室里年龄悬殊的思想巨人 ，等于让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不仅共享 了时间 而且

共享 了空间 。 在这个会议室里 ，每一个人都可以表达 自 己 的教育思想 ，但互动与对话不能发生 。 每一个人都

可 以 回顾在他之前的思想并有可能进行评论 ，但每
一个人 回顾 的范围 和评论的武器显 然不 同 。 在某种意义

上 ，只有处于历史末端的我们才最具有优势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理论上 有条件把所有历史 的教育思想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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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眼底 ， 另
一方面是因为所有 已 经存在 的评论 的武器都可以供我们使用 。

会议室里前辈见不到后来者 ，而我

们却可 以把他们悉数请进圆桌会议室 。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呢 ？ 每一个当下的人们事实上都具有我们所

具有 的优势 ，问题是到 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见识过能够摆脱时代和学派局限性的教育思想体系 。 也许我们

有必要把
“

教育思想体系
”

立即替换为
“

教育学原理
”

， 这样做并没有什么 特别的 理 由 ， 唯一 可 以 自 信说明 的

是 ，这样的替换有利于当下 的人们顺利走进我们的思考 。 毕竟没有另 外的存在能 比
‘ ‘

教育学原理
”

更能承载

有史 以来 的人类教育思想 。 如果今天的年轻学习者对教育思想 的历史缺乏兴趣 ，那么 他们承接教育思想的

历史的最佳文本 ，当然就是
“

教育学原理
”

了 。 不过 ，这就需要对教育学原理做特别 的说 明 ，它并不是指教育

学一级学科之下的
一个二级学科 ，更不是指具体的 《教育学原理 》著作 ，而是指可能至今仍没有 出 现的 、 能够

反映人类教育思想历史整体状况的 、具有逻辑结构性的教育思想体系 。 教育学原理建构的材料和教育思想

史书写的材料是一致的 ，但两者在处理材料的方法论上却迥然不同 。 前者 旨 在揭示 出 自 不 同创造者 的教育

思想之逻辑结构以及它们相互之间 的逻辑联系 ，并最终建构起超越具体个人和具体时代 的
一

般教育思想体

系 ；后者则 旨在揭示出 自 不同历史阶段 的教育思想之间 的思维绵延 ，并最终书写 出具有历时 、 内在运动规律

的教育思想历史文本 。 所以 ，与教育思想史书写不同 ，教育学原理的建构必然要借助思辨的过程 ，从历史的

教育思想中选取有效的资源 ，并使之有机地存在于
一定的思想逻辑结构之中 。

客观地讲 ，教育思想 的组织问题是令人挠头的 ， 加之这一 方面的元思考少之又少 ， 注定是难有结果 的 。

然而 ，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 问题 ，任其被搁置一定会影 响整个教育认识活动 的 进步 。 就 目前来看 ，教育学

的研究者对于 自 己领域的前沿 、难题等概念 已经难有感觉 ，历史的遗产对于与他们来说可谓局部清晰和整体

模糊 ，从而使所谓
“
巨人的肩 膀

”

只成为一种说法 。 他们实际具有的创造潜力 失去 了有意义的发挥方向 ，作为

其必然的结果 ，教育学 中真正的研究者越来越少 ， 而文人则越来越多 。 即便是那些较少 的真正的研究者 ，其

中的一部分是问题取向的研究者 ， 另 一部分是具有个性主义和 自 由 主义倾 向 的理论建构者 ，从全局意义上

看 ，唯独缺少了人类教育思想的当代组织者 。 我不相信人类教育思想的 当代组织是
一个无人问津的领域 ，但

我相信这样的问津者一方面可遇而不可求 ，另 一方面 ， 即使偶尔 出现 了 ，

一旦意识到此领域 的艰难也会悄然

隐退 。 在今天 ，

一本书的教育学时代 已经成为历史 ，这种观念即使未成共识 ，至少也是一种众识 。 分析这
一

众识背后的思维实际 ，大致可 以归结为两点 ：

一是人们基本认定
“
一本书

”
已经不可能容纳和承载人类教育思

想创造的丰富性 ；
二是人们对多元并存的教育思想之间 的 内在相通和

一致性持怀疑态度 。 深入思考又会发

现 ，这两点之间 实际上是有 内在联系的 ，其关键之处在于人们对教育思想
一

元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均持消极

的态度 。 我揣度这 中 间很可能还存在着人们对某种教育学历史记忆 的 回避 ，当然也可能存在着人们在哲学

知识论方面学养欠厚 、能力欠佳 的情况 。 无论怎样 ，客观的现实就是人们对人类教育思想的当代组织因缺乏

兴趣 和能力而少有建树 。

那么 ，

一本书 的教育学 ，真的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吗 ？ 换一种问法 ，多元并存的教育思想 ， 真的是既无统

一的可能也无统一 的必要吗 ？ 我们不妨先说相对轻松的必要性问题 。 直截了 当地说 ，其必要性是显而易见

的 。 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 ， 我们时代的教育者如果想使 自 己 的教育实践活动不偏离教育的本质和规律 ，应

该需要关于教育本质和规律的确定性认识 。 否则 ，他们的教育实践要么会在不同的教育思想引 领之间徘徊 ，

要么会执着于某种个性化 的教育思想 ，从而只见树木 、 不见森林 。 实事求是地说 ，这样的执着在今天 的教育

实践领域实在让人眼花缭乱 ，稍有不慎就会误 以为教育思想的创造迎来 了 阳光明媚 的春天 ，而且优秀 的教育

实践者的创造力 足以让所有 的教育学研究者 自惭形秽 。 各种名 目 的教育 、教学流派纷呈 ； 出 色的流派的创建

者颇有明星风范 ，其追随者也络绎不绝 。 但冷静地审视 ，那些具体的 教育 、教学流派 ，究其核心思想来说 ， 无

不是在言说的层面放大了某种合理性 ，而在其操作的 层面 ， 固然 不乏机智 ，却也无异 于一般意义上的卓越 。

我 已谨慎地意会到 ，真正成功 的教育一定是整体成功的教育 ， 因而每一种放大 了某种合理性的教育思想流派

人物 ，都可 以认为整体成功的教育体现 了 自 己流派 的教育思想 。 也许我们可 以说 ， 关于教育 的 多元思想 结

论 ，其最大的贡献是让有关教育的主要合理性要素得以醒 目 地呈现 。 除非不同 的思想者从开端处对教育的

理解大相径庭 ，否则他们所创造的教育思想很难真正地相互冲突 ，各 自 教育思想的个性实际上可 以被辩证的

思维整合到更具有普遍性的教育思想体系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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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说明的是 ，许多人会认为我们过去显然过度强调 了人文学科认识成果的不确定性和统
一性 ，进而

觉得当认识成果总量足够丰硕 的时候 ，知识学意义上的组织几无可能 ，各种认识成果的 最终命运则取决于现

实生活的选择 。 乍听起来 ，这样的认识合情合理 ，但实在经不起理性的深刻拷问 。 教育思想的不确定性只是

在全局的意义上具有合理性 ，具体到某
一个教育思想家那里 ，他的教育思想对于他 自 己来说

一

定是确定 的 。

正如面对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这
一

问题 ，不同的思想者可以有不同 的认识 ，作为旁观者的我们 自然可 以说关于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众说纷纭 ，但对于具体 的思想者个人来说 ，

一定会认为他 自 己关于教育本质的认识是确定

性的 ，甚至是终结性的 ，并不会认为 自 己 的认识 只是为众 说纷纭的局面贡献 了
一

家之言 。 也 就是说 ，具体的

思想家个人根底上是在追求教育认识上的确定性 ，此种确 定性在逻辑上是通 向 自 己认识的统一性的 。 就对

教育本质的认识而言 ，不同 的认识结论原则上都是
一种思想流派 的种子 。 只要具体思想者的言说具有逻辑

自 洽特征 ，那么他基于教育本质的 、对教育的系统思考就具有 当然的内 在一致性 。 虽然如此 ， 他关于教育本

质的认识 ，如果客观上并非完全的真理 ，也只是放大了教育的某种特征 。 在此 ，我们可以假设教育具有 ａ 、 ｂ

两种特征 ，那么 ，对 Ａ 的放大可以促生教育思想 的 Ａ 流派 ，对 Ｂ 的放大可 以促成教育思想的 Ｂ 流派 ，这种情

形在历来的教育认识领域 中是普遍存在的 。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 由 于一事物 的本质 只 有一个 ，
Ａ 和 Ｂ 两种

流派关于教育本质的认识是不相容的 。 但如果分立在两种流派中 的思想者并不强调他们 的认识是关于教育

本质的 ， 仅就对教育的认识来说 ，他们相互之间尽管相异 ，却不存在相互 的冲 突 。 进一步讲 ，两种流派关于教

育的认识事实上分别深化和突 出 了对教育本体某
一侧面的理解 ，把他们各 自 对于教育

“

本质 ”

的认识整合起

来 ，其实际上就获得了教育本质的完整图像 。 这样说来 ，所谓多元的 教育思想是完全有可能统
一

于某种合理

的思想结构的 。

有研究者敏锐地指 出 了
一种现象 ， 即

“
‘

教育学
’

从
‘ 一 ’ 到 ‘多 ’

的 演变 ，达到一定程度 ，又 自然地发生统合

教育知识的必要 ，于是 ，在久已不存在单一
‘

教育学 ’陈述体系的 国度 ，产生关于
‘

教理学 ’

的酝酿 ，显示出教育

学从
‘

多
’

到
‘
一

’

演变的征兆
”？

。 我们从中 可 以意会到教育学从
“多

”

到
“
一

”

的可能性 ， 而研究者实际上 已经

明示 了这种演变实为
“

统合教育知识的必要
”

所致 。 也就是说 ，统合教育知识是必要 的 。 其必要性 ，在 我看

来 ，首先关涉当下教育认识者前行的起点 ，其次关涉教育实践者的理性能否简明 。 仅说
“

教育学原理
”

这
一

统

合教育知识的方式 ，其认识论的实质当是集众家思想 ，作必要的 同类项合并和逻辑勾连 ， 为今 日 的 教育 认识

者和实践者提供富有逻辑理性的概念结构和命题体系 。 这是
一项事关教育认识和实践全局的 工作 ，但 它的

实际操作却必然 由个体的认识者承担 ，可 以想象这项工作的 展开过程 中也必将 出 现指 向
“
一

”

的
“

多
”

。
这里

的
“
一

”

是指具体建构者建构的优先属于个人的
“

教育学原理
”

，其建构者有理 由 认为 自 己 的作 品是对教 育知

识进行统合的最佳文本 ；这里的
“

多
”

显然是指因各种个性化的
“

教育学原理
”

共在而呈现出 的 多个
“
一

”

共存

的认识局面 。 在最终 的
“
一

”

没有出现之前 ，教育认识者既可能崇信多种
“

教育学原理
”

中的一个 ，也可能在不

同的
“

教育学原理
”

之间无所适从 ，对于他们 的认识进步来说都会产生消 极的 限制作用 。 如果这种情况 发生

在教育实践者身上 ，就会影响他们的教育行动决策 ，进而影响受教育者的认知和人格发展 。 所以 ， 作为 教育

认识者的研究工作者总力 图在不同的层面和不 同的范围 内 生产确定性的教育知识 ，其中 有大理想者很可能

会努力用理论逻辑的方式对迄今为止的教育认识成果进行统合和组织 。

原则上 ，任何个人的教育学思考和研究均建基于他 自 己所在的文化传统之中 ，进而在较宽泛的意义上可

以说个人有效的思考和研究均含有对以 往相关认识 的统合和组织成分 。 接受正规学术教育的个人 ， 比如大

学里的研究生 ，他们 的 学位论文必须对以往相关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和评论 ，现实的 意义无疑是寻找 自 己 可

以继续思考和研究的空间 ，并把 自 己 的思考纳人学术的发展之 中 。 若论其认识论的实质 ，正是对 自 己课题范

围 内 的历史的成果进行统合和组织 。 把研究生 的这种课题范围 内 的文献综述工作加 以扩张 ，延展到整个的

教育认识领域 ，我们也可 以较不严谨地把
“

教育学原理
”

式的统合和组织视为一种文献综述 。 在此过程 中 ，统

合和组织者和研究生们一样 ，需要对历史的教育思想做必要 的选择 ， 继而使之呈现出
一定的逻辑秩序 ， 很像

是用不同认识者捐献的建筑材料建造起教育思想的体系 。 但必须指出 ，他们建造起的教 育思想体系必须具

① 陈桂生 《教育学的建构 （增订版 ）
》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２ ００９ 年版 ，第 １ Ｓ ９

—

１ ７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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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共的属性 ，而不能成为一定文化传统 中的个人教育思想的表达 。 这种期望无疑是 比较苛刻的 ，原因是有

能力通过统合和组织历史的认识成果并建造公共性教育思想体系 的个人必然具有强大 的思想力 ，要他们在

此过程中不掺人个人的思想几乎没有可能 。 但如果连 同这样 的期望都省去了 ，那公共性的教育思想体系 ，亦

即作为
“
一

”

的
“

教育学原理
”

也就不能成立了 。 就 目 前来看 ，尽管不乏有识之士 以
一 己之力构 建

“

教育学原

理
”

，但相对少有个人教育思想痕迹的文本当属作为教科书 的
“

教育学原理
”

。 这是 因为教科书是制度化背景

下的教学工作概念 ，从价值的 角度讲 ，它要体现主流且积极的观念 ，从知识 的角 度讲 ，它要体现认识共同体完

全认可或基本认可的成果 。 正因如此 ，教科书才能具有相 当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 大学的教科书通常能体现

具体学科和领域的发展状态 ， 因其用于学科认识历史成果的有效传承 ，是需要严谨的体系建构的 。 教科书所

呈现 的知识体 系 自 然不可能出 自
一

人之创造 ，却也不是不同研究者认识创造 的集萃 ， 因而必然是编制者把来

自个人创造的成果结构化为
一个学科知识的整体 。 借用相关研究者 的话说 ，

“

教科书是 由 不同的 文本构成

的 ，这就要求把单个的多 由 他人创作 的作 品 （

一

度创作品 ）内化为整体 的教科书体系 ，但教科书绝不仅仅是
一

个个作品 的总和 ，它们是一个整体。 那些单独存在的文本 ，

一旦进人教科书 ，就不再是原来 的单独生命的材

料 ，而是同化于
一个新 的结构之中

”
？

。 显而易见 ，教科书的编写其实是对历史 的 、个人创造的认识成果 的统

合与组织 ，因统合与组织需求编写者对具体学科 、领域认识成果的全视域把握 ，操作意义上需求编写者的统

合与组织智慧 ，就其性质来说是
一种再创造或说再生产 。

尽管道理明确 ，但教科书的实际编写并不容易 。 面对教育认识领域的历史遗产 ，

“
一

本书 的教育学
”

教科

书的 编写者具有可 以想象 的郁 闷与纠结 。 不 同时代 、不同取向 、 不同领域的教育认识成果 ，在长期 的发展中

感觉上越来越专 门 和独立 ， 以至于编写者好像不得不采取分类组合的策略 ，结果是
“

原理
”一

词越来越淡出人

们的 意识 。 客观地说 ，

“

教育学原理
”

相较于
“

教育思想史
”

逐渐成为人们不敢轻易 涉足的领地 。 不过 ， 也正是

这一状况使元教育学的研究得以扩展和深入 ，颇具启 发性的成果也林林总总 。 元教育学的 旨趣是对教育学

的知识性质和体系 ，尤其是对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做逻辑学和语言学 的分析 ，它一方面在实现清思的 理想 ，另

一方面也在为
“

教育学原理
”取向 的 知识统合和组织提供有 效的标准 。 布雷岑卡无疑是这

一

方面 的代表人

物 ，他关于教育学的知识性质 阐明和基本类型的划分 ， 已 经从个人创见演化为较为普遍 的教育学学科标准 ，

无疑会推进
一

本书 的
“

教育学原理
”

取 向的知识统合与组织 。 布雷岑卡是一个科学主义的教育理论家 ，但他

并没有回 避教育学 的历史和现实 。 在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 前提下 ，他默认继而明示 了三种教育学 的命题体

系 ，此 即 ：作为教育科学 的描述性命题体系 、作为教育哲学的规范性命题体系 和作为实践教育学的规范性
一

描述性命题体系 。 我理解布雷岑卡实际上认为存在着三种
“

教育学
”

，它们共 同构成 了
一个教育学家族 。 这

当然是
一种具有建设性 的认识 ，至少在教育学领域进一步强化 了事实与价值的 两分 ，在分析 的维度廓清了认

识者的思路 ，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 具体而言 ，布雷岑卡即使不可能没有认识 到教育的 特性 ，但在理

论上 的确轻视 了教育作为价值实践的事实 ，否则就不会产生三种教育学分立的构想 。 我实际上要表达的是 ：

教育学只有一个 ， 并不会因它具有多面性而成为多个教育学 ，正如一个人具有多面性 ，但他仍然是
一

个人 ，他

的各种表现均统一于他 的人格整体之 中 。 顺便指 出 ，教育学会有内 在的组成部分 ，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多个教

育学 ， 正如一个人有多种器官 ，但他仍然是
一个人 。 归根结底 ，

一本书意义上 的教育学 ，包括
“

教育学原理
”

的
“
一

”

理论上是应该成立 的 。

在对教育学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思考中 ，我寻找到 了 教育之
“

术
”

、教育之
“

理
”

、 教育 之
“

道
”

依次 出现的现

象？
。 其要义是说 ，人对教育的最初思考是对教育方法的思考 ，也就是对具体的做法之 于教育 目 的 实现 的有

效性 的思考 。 依循理性 的逻辑 ， 到 了一定的 阶段 ，人又会思考
一种方法之所 以有效 的原 因 ，这就相 当于在追

寻教育之
“

术
”

之上 的教育之
“

理
”

，此处的教育之理实为隐藏在术背后 的理性依据 。 因 教育之术并非只 有
一

个 ，随着经验的积 累 ，必然会 出 现多个教育之术 ，它们 的具体情形各不相同 ，但无疑都属于教育之术 。 那么顺

理成章 的问题就是 ： 为什么它们各不相同却同属于教育之术 ？ 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即 是追寻教育之理的过

①石 鸥 、石玉《论教科书的基本特征 》 ， 《教育研究 》２ ０ １２ 年第 ４ 期 ，第 ９ ５ 页 ，

②刘 庆昌 《 寻找教育学的历史逻辑——兼及
“

教育学 史
”

的研究 》 ， 《西北师大学 报 （杜 会科学 版 ） 》２ ０
１ ８ 年第 １ 期 ，第 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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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有了答案也就获得了教育之理 。 再随着理性 自身的发展 ，又会发现教育之理也不是单
一

的存在 。 换而言

之 ，人们意识到客观上存在着多个不同 的教育之理 ， 它们 的具体情形各不相 同 ，但又 同属于教育之理 。 顺次

的问题则是 ：为什么它们各不相同却同属于教育之理呢 ？ 当人们有能力和兴趣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辨时 ，最终

会获得可以统摄诸教育之理的 、更高层次的教育之道 。 至此 ，人类教育认识的基本层次就得 以完整 ，之后的

教育思考无论怎样扩张与深入 ，理论上讲便不会超越
“

术
”“

理
”“道 ”

的范围 。 如果可以做简单的 比照 ，
教育之

道的思辨属于
“

教育哲学
”

，
教育之理的探寻属于

“

教育哲学＋教育科学
”

，教育之术的开发属于
“

教育技术＋

教育艺术＇ 在教育学历史逻辑把握的基础上 ， 我们考虑人类教育知识统合和组织的
“

教育学原理
”

取向 ， 我

发现 ，立足于理论建构 ，

“

教育学原理
”的建构逻辑 ，

应是从教育之道 出 发 ，到教育之理 ，再到教育之术 。 这是

一个与教育学历史逻辑顺序正好相反的共时结构 ，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 ，显然不同于从具体到抽象的

历史进程 。 这当然只是一种思辨的结果 ，但基本可以服务于
“

教育学原理
”

取 向的教育思想统合与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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