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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魏晋时期，在玄学风行、儒家“独尊”地位日下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一股用老庄思想解释儒

家经典，重视探索义理的教育思潮。玄学家们在对传统儒家教育价值观进行继承的同时，也针对当时的

儒家经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批判，虽然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主张内容，但作为思想基础的教育

价值观却是近乎相同的，即自然人性论，也正是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批判性价值观，造就了新的具有鲜

明时代特点的玄学教育思潮，从而完成其理论体系的整体架构。这样的教育“新声”对魏晋时期的文教

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同时也拓宽了后世教育思想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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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under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pre-
valence of metaphysics and the declining status of Confucianism as the “sole leader”, there emerged 
an educational trend of using Laozi and Zhuangzi ideas to explai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empha-
sizing the explora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principles. While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onfucian edu-
cational values, metaphysicians also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critiques of the Confu-
cian classics at that time. Although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expressed different propositions, 
the educational values that served a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were almost the same, name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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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natural human nature. It was the critical values that played such an important role and 
created a new trend of metaphysical education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us 
completing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its theoretical system. This kind of educational “new voice”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dea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also wi-
dened th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deas in later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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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玄之学”，简而言之就是“玄学”，玄学对儒家经典中的思想作了释义，并在《老子》《庄子》

《周易》解释并阐明了其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哲学思想。这里所说的玄学教育观，指的是依据

玄学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论，对教育现象进行认识的社会思想[1]。在魏晋时期，大多数玄学家都被视为儒

家的“表”与“里”，坚持内外兼修，从而遵循儒家的教导和道家的言论，以此标准为人处世。玄学的

核心是支持道教和吸收儒学，尽管对道教的较为浅显的解释往往对玄学没有过多的关注，另外，魏晋玄

学曾经对儒学思潮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学与玄学关于教育层面的理念都能

够归结为一种批判性的思想遗产。作为玄学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儒学的批判主题进行一般性解

读成为当下急需拓展的领域，这样的解读可以直接体现玄学中的教育理念的不同层面。 

2. 玄学教育思潮的发展脉络 

1) 初始阶段——奠定基础 
在教育层面，汉末魏初的刘劭就已经开启了玄学教育的潮流。其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道教理想

人格的推崇以及对封建人才培养体制的规划。他的《人物志》产生于时代变迁之中，以生理及心理的维

度，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阐明了较为具体的视角，为古代人才培养及教育奠定了基础。 
2) 发展阶段——思辨分析 
直到何晏、王弼时期，一股很有影响的玄学思潮出现了。他们着重阐释传统道教的“道”，把它作

为一种物质，指出教育在本质上是“以教育德”，重点指出教育存在着较为多元化的现实意义，从理论

上批判世俗教育，提出以“道”为本的教育思想。嵇康强烈批判了当时提倡儒家思想的普遍的教育理论，

大力倡导要回归本真，遵循人与社会最初的发展规律。尽管他的主张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剥离世俗与传统，

但他一反常态，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并在创造玄学教育观念的道路上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教育思想。 
向秀、郭象在玄学教育中发挥了最强有力的领导作用。他们论证了人性的“自然”表象和“以自我

为中心”的教育理论基础。基于这些观点，他们围绕世俗教育和传统教育，再次展开了理论分析和批判

性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任性”和“足性”的教育价值观，以及以“道”为基础的教育理想。 
3) 辩证阶段——多元趋向 
玄学教育思想家都是以道为论据的。它虽然来源于传统道教，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存在着差异，甚至

彻底批判。何晏、王弼笔下的“道”是“无”，整个存在都是从“无”中产生的。然而，对于如何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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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他们并没有给出答案，当然，这确实很有难度。嵇康的“道”作为“自然”而存在，而非

“世俗”。它是一种理想的存在，反抗世俗，回归自然。因此，其性质决定了它与世俗世界的互斥性。

向秀、郭象与何晏、王弼、嵇康等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道指的是“自生”和“自行”，作为纯

粹的自然而存在。它没有彻底剥离世俗，也没有向世俗妥协，而是试图建立新的现实，甚至改变现实。

道的意义与玄学教育思想的不同，二者之间的教育理想表现出不同的性征、趋向、层次和特征。由此可

见，它反映了玄学教育观的发展脉络之精彩。 

3. 玄学教育价值观的思想内容 

东晋史学家袁弘在系统分析玄学之后，将“魏晋玄学”分为三个阶段，但玄学的教育价值观实质意

义上出现在两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正始玄学”前后，这一时期为初始准备阶段，在此期间，著

名的玄学家们依赖传统儒家思想，表达他们对个体教育的意识形态出现和“自然主义”教育观的关注；

第二个时期为发展时期，即“竹林玄学”到西晋灭亡之前，玄学家们在对早期思想和建议的基础上进行

深度解读提升，以推动自然个性主义的教育价值观。西晋灭亡后，司马氏政权的南下之势，引发了尖锐

而复杂的社会冲突，缺乏教育带动思想进步。玄学的核心内容变成了平衡生与死的哲学问题，也就没有

人涉足教育价值问题。 
1) “注重个体，遵循自然”的价值觉醒 
从秦汉到魏晋，无论是公立教育还是私立教育，传统儒家教育理念主导的都是强烈倡导从教育入手，

对政治进行渗透，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以此更能凸显儒学中最经典的价值

观。《礼记·学记》体现了秦汉时期儒学教育的伟大成就，它建立在教育和政治之间，综合二者的研究

之上，这是“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它描述了教育的功能和目标，学习的技能和成效，

以及教书育人的准则。普遍认为，要达到理想的修身养德的社会意识状态，有必要从教育开始；“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2]强调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魏国玄学家刘劭从理解人的本质的角度提出了“材性论”，着手分析教育应如何平衡“物质”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合理、顺畅、科学的发挥作用。刘绍在《人物志：序言》中写道：“是

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尽管其中一部分传承了儒家的物质

本质概念，认识到教育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但与儒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教育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能

够结合可以作为评价物质本质的前提条件。 
从这一阶段玄学教育观念的提出入手，鉴于传统儒家教育面临着巨大挑战，玄学教育开始意识到世

俗教育在现实社会中的不足，并表现出越来越“坚定”的思维倾向，一些人提出将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

值观结合在一起开展教育，如倡导刘劭、何晏和王弼，将他们所倡导的教育理念进行分析，一方面将“人”

作为主体分析，极具时代批判意味；另一方面，自然人格的解放也可以通过现实教育的改进和完善来实

现，一个融合了儒家和道家思想、崭新的教育价值体系已经出现。 
2) “突出个性，道法自然”的价值推崇 
魏末晋初，各种权力机构聚集在一起，造成极其危险的政治环境和极为虚假腐败的世俗教派。在看到

现实教育的混乱之后，以竹林玄学为代表的玄学家们更加关注废除道教思想的世俗意义，而不是从道教向

儒家过渡的教育设想，所有这些原因都是进一步否定玄学教育价值，逐渐偏离一向倡导的众生普世的倾向。 
嵇康认为世俗教义限制了人的自然成长，六经也是限制思想跳脱世俗的主要因素，因此有了“不学

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的总结，从理论上驳斥了世俗教育的社会意义，这充分解释了要为人们

提供更为广阔且开放的场域促进人的自由生长。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嵇康反对的是在大众接受的世俗教

育中出现的虚假腐败情况，而不是现实教育的本质，这与道教所推崇的分离哲学不同，他所倡导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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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理想，以适应和发展人性为中心，旨在通过呼吁教育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而改善抑或是

取代世俗教育，推动最终能够实现“涤情荡俗，方为至人”。 
与嵇康的教育哲学一样，阮籍也是“道法自然，不言之教”原则的坚定倡导者，他认为，根据个人

发展规律进行教学是教育的最高理想，遵守规律和顺应自然不需要过度的干预。否则，这将带来“祸乱

作则万物残矣”的不良后果。但是，阮籍一边奉行“礼岂为我辈设也”，一边大力否定儒学伦理，同时

认为可以通过人的“自然”本性能够彻底改变为了个人利益众卿分离、手足相残的狼狈惨状，这样站在

道家的立场试图完善教育、拥护儒学道德的思想观念，反而能映衬出其自身就是矛盾的，另外也能看出

嵇康、阮籍等玄学家们试图摆脱世俗，但是因困于世俗而无法彻底改变。 
在一个更为惨烈腐败的朝代背景下，嵇康、阮籍等人他们基于初始的“自然主义”观念，提出了“道

法”自然，并对世俗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中谈到了仁义、虚伪和悖论；它着重强调教育中的“自

我行动”过程，即基于人性的发展本能实现“自我成就”教育目标，脱离世俗教育，回归自然的意义[3]。
但是随着历史更迭，过度提倡发挥主观能动性，反而更容易忽略教育的客观价值。 

尽管玄学教育意识形态所表达的批判强度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差异性，但它并不完全违背传统观念的

意识形态方向，且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先进性，可以归结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至关重要的是，

玄学教育价值观的不同发展时期，也没有任何关于该理论应用的建议，但他们原则上不能触及甚至是反

对已经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的，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妥协，然而，这意味着教育理念正推陈出新，逐渐

趋向于更为优越的发展道路。 

4. 玄学教育价值观的特点 

首先，强调自然主义教育。在西方国家，自然主义教育是指在文艺复兴时期后，以夸美纽斯、卢梭、

裴斯泰洛齐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倡导教育应按照人的身心、要符合自然发展规律。春秋战国时期，老子、

庄子等人都主张教育要遵循自然。强调自然主义教育的理念则起源于魏晋玄学。玄学教育理论多次指出，

教育必须追求并维护自然性、强调发展人的个性，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向秀和郭象说：“夫任自然而

忘是非者，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这反映了玄学教育观的本质——自然主义。公众了

然于心的是，原始的自然主义教育观所主张的重心则是放在儿童身上。玄学教育观却反其道而行之，它

关注生命的始终，从而更具有实际应用性和重要性。 
其次，关注理论的思辨性。思辨思维与“经验思维”不同，“经验思维”是纯理论思维，玄学从《易

经》、《老子》和《庄子》等较为经典的思辨型著作中提取精华，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玄学之所以得

名，正是因为它的产生和衰落是都来源于理论思辨。玄学教育观在探讨人的本质与教育本质的同时，往

往以“存在”为中心的理论角度进行推论。何晏对“道”有着较为深刻的考量，认为“天”是“道”的

本质属性，也就是“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句中的“所受”，当然是来源于“道”。向秀和郭象二

人更是如此，他们反对“无中生有”，并认为宇宙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块然自生”。基于这一观念，他

们凝练出了人性观和教育本质——“天然”与“自行”，以及“任性”、“足性”的教育理念。另外，

玄学教育观也存在一些关于“经验的思考”，例如在封建道德教育领域内，利用玄学进行“美化”。然

而，总体而言，玄学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很重视思辨性。 
理论强调思辨性的优点是，该理论体系相对严谨和慎辩，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缺点是有时会忽视理论

的实践意义和是否实用，这可能导致偏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趋势。玄学教育观在以上两个方面进行了凝练。 

5. 玄学教育价值观影响与思考 

魏晋玄学教育思想以其特有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对后来中国哲学、美学的发展以及艺术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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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魏晋玄学教育思想尊重人性，强调主体价值，主张教育应与个体的自然属性

相契合，顺应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注重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和方法等，这些对现代教育教学的改

革和发展也产生深远影响。 
在这样一个社会混乱、国家动荡的魏晋时期，玄学家们自然希望在精神世界中找到慰藉，在哲学思

辨领域中寻求自我满足感，但必须面对痛苦的社会现实。尽管情况不可避免，但他们也保持着积极的态

度，认真投入思考，满腔热情推动世俗教育的变革，这是魏晋时期大环境的真实反映[4]。要改变“何以

立足于乱世以及何为至性”的困境，长久以来都是玄学教育价值观深入探讨论证的问题。 
玄学教育价值观主要认为“自然人性论”，该价值观所追求的个人价值目标远高于社会伦理的目标，

通过反对儒家的经典教育目标和方法，实现了儒家和道家的融合转变，这导致了教育价值观的重大转变，

即从传统的社会教育价值观向强调个人教育价值观转向，教育内容和知识传授方法与过去也不同。所以，

以“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为特征的玄学教育价值观，结合了儒家和道家的理念精神，努力遵循教

育的真实本质，今天乃至将来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借鉴，具有极其深刻的思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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