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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习论对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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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是传统儒家立身处世、成圣成贤的基本途径，基于对学习态度、目的、方法等问题

的探究，儒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学习理论：儒家主张好学且乐学，学习是主体的能动自为活动，无论

古之学者亦或今之研究生皆应带着热情和兴趣去学习；学习须立志且应以圣贤期许，儒家之学是成

人之学，而不是知识之学。此理论对当前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对当前研究生教

育而言，走出功利化、知识化误区，回归教育的育人本质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儒家学以致用、

建功立业的学习实践论有助于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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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古仪礼文化的追溯和学习是儒家学说的重

要特色，向历史和圣贤学习被视为个体发展、实现自

我价值的基本方式。对历史的重视和学习的偏好，

成为儒家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在儒教的所有基

本特色里，它对学习的强调，它对历史的爱好，都源

自于这种对生命的基本态度。”［１］在学习中发展、完

善自我，在学习中挺立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基于对学

习的推崇，儒家形成了一套丰富的学习理论。从学

习态度而言，儒家主张学习的欲求源自于内，出于个

体的内在呼唤，而不是外在他律的强迫，因此，学习

是一件快乐的事。从学习动机而言，儒家主张学习

非为利禄，而是为成己成人，做一个有德性的、高尚

的人，因此，学习应立大志，以圣贤期许。从学习目

的而言，学习不是孤芳自赏式的纸上谈兵，而是报效

社会、建功立业的必要储备，为学需经世致用。儒家

的这些学习理论对于当前研究生建立正确的学习观

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启示意义。本文拟以学习的基本

态度、学习的价值取向、学习的目的等角度分析儒家

学习论基本内容。

一、学习的基本态度：好学与

乐学，非学无以致是

　　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和代表者，孔子是好学的

典范，他曾明确地肯定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

而知之”，认为自己的所得皆源于学习，“吾十有五而

志于学”［２］、“学而不厌”［２］。对于学习，孔子的认识是

独特而全面的。首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

知也”［２］，学习要实事求是，不懂装懂是学习之大忌。

其次，学习应虚心，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为了学

习知识，孔子曾向智者老子问礼，也向底层的山野村

夫问学，向自己的学生学习，坚持“以能问于不能，以

多问于寡”［２］，一再谦虚地说“吾有知乎哉？无知

也”［２］。最后，学习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持续性事业。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２］，知识的海

洋无穷无尽，学习没有尽头，即使已年老也不应放弃

学习。正由于对学习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孔子不仅个

人爱学乐学，而且对于一切希望学习者皆敞开大门，

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在教学

过程中，孔子注意培养学生的好学精神，一方面，从事

理上讲成君子仁人必须学习：“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

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

已。”［２］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的实际现身说法，讲学习

的重要性：“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学也。”［２］他还语重心长地从反面给学生讲不好学

的弊端：“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

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

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２］仁智

信直勇刚，这些君子应具之德性的获得都与学习密不

可分。

孔子的好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礼

记》沿着孔子思想建构自己的学习理论：“不学操

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

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３］六艺兼具，学习是

唯一正道，且学习不应敷衍，而要专心：“学者读书，

多缘心不在，故不见道理。圣贤言语本自分晓，只略

略加意，自见得。若是专心，岂有不见！心不定，故

见理不得。今且要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

如明镜。”［４］宋代大思想家和教育家朱熹既重视学

习，又提出学习一定要用心，要专心致志，要心思沉

静。心思纷扰，慌慌兮兮，是不可能学到真知识的。

自孔子始，学习成为儒家的头等大事，好学乐学

是儒家知识分子基本的学习态度。儒家好学乐学思

想对当今研究生建立正确的学习观具有重要纠偏和

建构作用。现在的研究生队伍中，有一部分学生出

于缓解本科就业压力或仅仅为得到一个更高文凭而

选择读研。从动机看，这些研究生进一步深造学习

不是出于个人喜好和兴趣，而是源自社会性的无奈

选择。对于他们而言，学习的自我兴趣较弱，而学习

兴趣的缺乏使学习成为外在的压力和强迫，学习中

个体主观能动性降低，学习效果特别是创造性能力

变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学习将变

成包袱，味同嚼蜡。因此，翘课、上课无反应等情况

出现也就可以理解了。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儒家的乐学好学主张值得借鉴。第一，作为研究生

教育者，特别是导师应该多与学生沟通，用心倾听学

生的内心呼声，问需于学生，分析学生的个性特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找到个人兴趣

点，从而快乐地投身学习。第二，研究生教育应遵循

因材施教的方法，结合学生特点，走学术型和技能型

不同的培养路径，使学生能扬长避短，选择自己感兴

趣的方向，深入进行学习。

二、学习的开展途径：勤勉进取与

深造自得

　　儒家不仅提倡好学且乐学，而且认为学习必须心

底单纯、专心致志、目标远大。“吾生有涯，而知也无

涯”，学习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因

此，学习者需有恒心。孔子讲“譬如为山，未成一篑，

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２］。进

德修性就像堆土砌山，倒了一筐筐土，眼看大山要成

了，堆土的人却停下来，结果功亏一篑。孔子以“堆土

成山”比喻个人努力与人生目标间的内在关联，人生

目标能不能实现，关键在于个人努力。如果确立了志

向，那就应该勇猛前进，坚持不懈，目标定能实现；但

是如果中途止步，放弃努力，将前功尽弃。因此，学习

需有恒心：“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

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２］

将没有当作有，把空虚当作充盈，把贫乏当作饱满，这

种人难在没有恒心。没有恒心，缺乏顽强的毅力，学

问是无法做成的：“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

见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５］宋

代理学家二程以农夫的耕作来比喻学者的学习：“士

之于学也，犹农夫之耕。农夫不耕则无所食，无所食

则不得生。士之于学也，其可一日舍哉？”［６］农夫不耕

作就失去立身之本，会没有吃的、没法生活，士人如果

不学习也就失去了立身之本。因此，学习一天都不能

荒废：“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

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２］学习需要不

断积累，使学问由少到多，使人由不知到知，这种不断

积累需要顽强的进取精神支撑。如果没有顽强的进

取精神，遇到困难就退却让步，那么往往一事无成，做

学问靠的是个人自觉的努力。因此，学习是件苦活，

学习者需有“独山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恒心和毅力。

当学习者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

悴”，以勤奋与刻苦勇攀知识的高峰时，还需有自觉

的思考和追问精神，即儒学所说“切己自得”。孔子

的“学而不思则罔”尽人皆知，其中阐发了一个深刻

的求学道理，只学不思仍是迷茫无知，真知和学问要

靠反思和琢磨，反思和琢磨是个体性行为，师傅领进

门，修行在个人。古代教育家认为，学习是一种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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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的活动，老师在学生学习中仅仅是个启发者、领

路人和解惑者，“不愤不启，不悱不发”［２］、“某此间

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

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

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

同商量而已。”［４］

古之学者讲究勤勉努力、深思自得，今之研究生

更应如此。与本科生的通识性学习不同，研究生学

习带有较强的研究性、学术性。学术研究是具有极

强创新精神的活动，创新是研究生应具备的基本素

质和能力。创新精神的培养与刻苦钻研分不开：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

艰险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

光辉的顶点。”［７］马克思的这段至理名言与古代儒

家教育家思想不谋而合：“今之为学者，如登山麓，

方其迤逦，莫不阔步，及到峻处，便逡巡。”［６］为学就

像登山一样，不论是迂回曲折还是险象环生，都应义

无反顾地永往直前，刚毅果敢地奋勇行进。因此，研

究生应有勤奋刻苦、肯于钻研的精神：“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漫漫学术征途中，研究

生应具有主体能动性，肯于动脑，愿意琢磨，多问多

思，带着问题学习，甚至尝试自己解决问题，如此之

所得才是自己的，也才能更加深刻。

三、学习的价值取向：成己成人，

重其道而轻其禄

　　学习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同时还

需胸怀大志，应以得大学问成大事业体大道为目标，

古代教育家反对为功名利禄而学习。如果只为利禄

而学，终究不过是个小人，要想学为君子大人，需

“重其道而轻其禄”。故立志在学习中极为重要：

“志立则有本。譬之艺木，由毫末拱把，至于合抱而

干云者，有本故也。”［６］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因为

有根。根为树的茁壮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根

深者则树参天。树如此，学习也如此。那么，学习的

根是什么？志向。志向是学习的根，有了志向，学习

就有了根，有了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动力。志向越远

大，学习之根就越深，前进的力量就越大，学问之境

界才会越高。

如果没有志向，学习就失去方向，只会摇摆不

定，面对困难时也就缺少了克服的勇气和信心，终将

一事无成。志不立，则本不稳，方向不明确，很容易

受到外部物欲名利的诱惑，迷失了学习和生活的方

向。学习不仅须先立志，且应立大志，此大志便是求

道明德、以圣贤期许：“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

已。中正而诚，则圣矣。”［６］修身养性、成君子做圣

贤乃为学目的，儒家传统教育思想反对功名利禄之

学：“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

非圣人之学也。”［６］所谓“求于内”指学习是切己之

事，是修养提升德性的事情，若是为了功名利禄而学

习便是“求于外”了，即学习沦为工具，被外在的物

欲名望所绑架，学习的精神实质便丧失了。

因此，学习不是只为获得外在知识的利禄之学

或“悦人之事”，更是为修养自身、完善德性的为己

之事，此之为成人之学，即做学问首先是为了做人

的。一个人不管学习何种知识，首先需要学习做人

的学问。做合格的人才能做正确的事。研究生的学

习也是如此。只有学习做人的道理，才能成为一个

高尚的人。只有成为高尚的人，才能让自己的学问

和知识产生正价值；否则，一个道德拙劣、素养缺乏

的人，其知识越多、学问越高，产生的危害性就越大，

对社会而言，这些知识意味着更大的灾难。因此，研

究生学习需要正确的定位，然后立大志慕高远，以成

真正的“大家”期许。几年前的“钱学森之问———为

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引发了

各界人士的深思。我们的学校可以培养无数的各类

专家，但我们鲜有杰出人才。钱老的问题折射了当

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误区，重视专业人才教育，忽

视博才培养。回顾２０世纪，真正的大科学家如爱因

斯坦、玻尔、钱学森等皆是超越了简单科学意识的综

合型大家，这些大家既具有卓越的专业知识，更具备

极高的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他们的人文艺术修养

对于其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他们有崇

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将科学事业沦为谋生手

段和求名工具，而是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

以发自内心的热爱和真诚，从事为社会为国家为人

类造福的事业。

当下，过早的文理分科造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的疏离，科学与人文被分科制肢解为水火不容的

“各自为政”。此种各自为政体现在当下研究生教

育中，是只重知识教育和专业训练，人文素质培养和

德性人格炼养缺失，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成独腿行

侠，跑不远甚至摔跤。复旦大学的投毒事件，在一定

意义上是此种成人之学缺失、人文关怀荒漠的一个

典型案例。为了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为了培养兼

具科学知识和人文素养的“大家”，研究生教育需以

成人之学为基本、以培养“大家”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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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的目的：正己笃行，

经世致用

　　儒家教育家不仅提倡立志好学、发愤图强，且推

崇学以致用，主张学习不能纸上谈兵、空谈理论，而

应该学而时习之，重视知识和学问的运用。这种运

用在儒家视域中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指在个人生活

实践中的运用，即身体力行；第二，将学问外推，积极

在社会中运用，即经世致用。因此，身体力行是儒家

学习观的一大特点。古代教育家皆主张言传与身教

相结合，不仅注重知识的讲解和理论性传播，更重视

对知识的体悟和实践性贯彻。从孔子时代开始，已

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２］、“苟

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２］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管理政事还有什么

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行为，怎能使别人端正

呢？“正人先正己。”对教师而言，要让学生做到仁

义礼智信，首先需要老师自己能做到，老师做到才能

要求学生去学、去做。作为万世师表，孔子始终以仁

义道德要求自己，在个人言行举止中时刻恪守道德

准则，为学生起到模范和表率作用，实现了言传与身

教的统一。

孔子的身教和身体力行主张为历代儒家学者继

承，宋代大儒张载说：“行之笃者，敦笃云乎哉！如

天道不已而然，笃之至也。”［８］所学的要实践、要去

行。不仅要行且要笃行，要切实地行，要努力去行。

且力行不是出于勉强，而在于自然。二程也讲“穷

经，将以致用也”［６］、“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６］。

硕儒朱熹更是力倡知与行的统一，他将《中庸》的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写进

《白鹿洞书院教条》中，同列为“学之之序”。在学问

的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辩证看待，“论先后，知为

先；论轻重，行为重”［４］，“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

知尚浅”［４］。朱熹重视将所学落于实践，一方面指

出只知不行则知将架空，另一方面提出行能检验知

的正确性，“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

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４］、“学

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

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

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４］，因

此，在教学中，朱熹致力于躬行实践，不尚空谈，如此

之故，其学问使人倍感真诚与深切。

明代教育家王廷相更是推崇身教：“古人有身教

焉，今人惟恃言语而已矣，学者安望其有得？近世复

有以清心、静坐、解悟教人者，求诸义理、德性、人事

之实，则茫然不达，此又言语之不如也。”［９］王氏认为

古代师者的教学多是身教，近世师者则多以言传为

主，将义理、德性和人事诉诸于语言和玄思，空疏无

用、脱离实际，受教者往往茫然无所知。因此，唯有身

教体现了学与行的结合，才是最可取的。因此，古人

将教师赋意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识丰富、富有

见底便是师，以身作则、端正自己才是范，不模不范，

岂可为人师？“师者，人之模范也。”［１０］

儒家将抽象的理论学习与具体的生活世界结合，

主张身体力行，特别是主张教师的身体力行。这对现

在研究生教育启发甚大。人们常说上行下效，身教胜

于言传。学生对待学习和知识的态度与老师紧密相

关。老师对于学生具有直接的示范与引导作用，若老

师一根粉笔、一本书用上十年，既不及时更新，也不践

行，而将教学变为空洞的说理，学生对这样的教学肯

定不会有太多热情，也不可能想着去实践、去理论联

系实际。老师是学生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老师应将言传与身教结合，用自己的行为感染学生，

用正能量鼓舞学生；否则，教师只是照本宣科，空谈理

论，学生很难做到勤于思考，乐于实践的。这就说到

了当前研究生教育中的另外一个话题：师德、师术、师

法的重要性。老师是学生的引路人，学生的求学之

路、人生之路走得如何，与领路人直接相关。一个研

究生导师具有高尚的德性、科学的教育方法，全身心

地对待学生，以自己的人格感染学生，以自己的知识

启迪学生，如此方会有高素质学生。

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学以致用不仅指个人的身

体力行，而且更指将所学加以运用，由内圣而达外

王，积极作为、建功立业。孔子言：“诵《诗》三百，授

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

为？”［２］能够熟练地背诵《诗经》，但无法将之应用于

实际，学得再多有何用呢？东汉思想家王充更是从

汉代诵记经书、死守章句的空疏学风出发，强调学须

致用：“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

论说古今，万不耐一。然则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

者也。”［１１］宋代改革者王安石主张不仅要对政治进

行改革，而且也要对教育进行改革。其教育改革的

一大目标就是反对学于空疏，而要学有所用：“苟不

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

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１２］南宋的事功学派更是

突出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空谈性理，主张务实：“人

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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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追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大学之道，以明理修德、回馈社会、造福国家

为目的。心系天下、建功立业，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

价值追求。现代社会，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消费主

义滥觞，研究生受到这些社会思潮的冲击，更加重视

知识的效率和回报率，能否找到工资高待遇好的工

作成为引导研究生学习的魔棒。研究生将上学与就

业直接挂钩，着眼于物化的回报，而缺少对社会的责

任，如此，迈出学校之后难免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如何走出教育功利化困境，为众多有识之士所

关注。传统儒家的学习理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

资源，儒家以道德人文主义教育为重，主张成己成

人、经世致用的学习观。在这种学习观的引领下，当

下研究生可以从现实社会需要出发，进行合理的自

我设计，进而通过积极学习将个体塑造为能满足社

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既实现了个人价值，也为中国

梦的成就贡献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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