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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教师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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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真是天伦；善是人伦；美是美轮美奂。与真善美对应的学问，分别是科学、哲学；
伦理学或道德学；美学。教师的真善美是可以且需要全方位体现的。真善美是与知情意密切相

关的。教师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中都会有自己的知情意，都会注入自己的知情意。作为

教师，我奉行的两条最高标准是：真理至上，民族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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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善美这三个字把天上人间的事都概括进去
了。真，是天伦；善，是人伦；美，是美伦美奂，

美是一切。

与真善美相对应的学问，分别是科学、哲学；

伦理学或道德学；美学。哲学和伦理学，以相应

著作的出现为标志，古希腊就有了；古中国也有

了。按同样的标准看，美学的出现最晚。世上第

一部美学著作出自德国人鲍姆加登，德国也就成

了美学的故乡。１７５０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美学著
作，书名即 《美学》。我认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事情。人类自觉于美与自身的关系，是人走

向更为自觉的一大步。

我本人出版的著作中，有一本就叫 《人是美

的存在》。可以从千百个不同角度去探问人本身，

从美学的角度去看，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主要角度。

我正是基于这一体悟而写这本书的，其基本点可

归结为：人为美而生，为美而活，为美而逝。

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直至７０年代末，“德智
体美”的 “美”消失，直到１９９９年才再次在官方
的文本中出现。这一消失是偶然的吗？这一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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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是偶然的吗？在那个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年代里，美被化归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自由、平

等、博爱也划归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人类最美

好的许多东西，都因为这些划分而与善良的老百

姓相分离，于是，他们与许多的苦难相伴，从而

不能不与灾难抗争。

有阶级斗争理论，必否认普遍人性的存在，

相关的争论也就没完没了。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下

就有了 “穷则思变，富则修”的派生理论。这样，

为了不变 “修”，我们就只能同时与贫穷相伴相随

了。到了邓小平，他就号召 “让一部人先富起

来”，他不怕 “修”了，最怕的是老百姓穷。又不

可能一齐富起来，就只好有先富的人了。结果是，

中国这３０多年来，真的在告别贫穷了；还有很多
穷人，但我们国家经济实力上来了。扶贫的能力

也在增强。

举目四望，那些富起来的国家，还不知道

“修”为何物；而且，他们富了也还在思变。理论

的立足点错了，真的会一错再错。理论是有力量

的，好的理论促进进步与繁荣；错误的理论也产

生相反的力量，消极的力量。平民中平均理论水

平的提高，也就使得民间更充满活力，更有生气。

好的理论，价值连城。

人们富起来之后，不仅可以仍然思变，并且

还寻求变得更好，还获得了进行深入变革的更好

条件，创造出许多更有利于变革和发展的机会。

为什么在一些最富裕的国家里仍然充满活力呢？

除了机制方面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是，有更好的

条件让人们可以追求自身的价值。用我们的话来

说，就是追求和丰富自己的身内之物。富裕的物

质条件作为身外之物，为发展自己的身内之物服

务了。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看重人的解放，人

“解放成为人”［１］，一切都会兴旺起来，人的身内

之物不断得到丰富且有更好的条件释放出来，因

为解放而更充分地释放。一个个人活力的释放，

就是社会活力之源。

蔡元培先生留学德国，也从德国带回了美学。

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首开美学课程。美学来

自西方。许多好的学问、真理传到了中国，大益

于我们的大学，亦大益于我们国家。殊不知，西

方也向东方学习，向中国学习，孔子在西方人眼

里也是圣人。当 “文革”爆发时，海外华人哗然，

但还只是不可理解；当批林批孔，批到孔子头上

去了，全世界华人愤怒了。从而，那场 “史无前

例”的运动也在全世界华人心中否定了。至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也由官方完全否定了那场运动，

并且正确地正式地定性为一场 “浩劫”。一场巨大

的灾难终于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那种痛苦的回

忆，也永载历史。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观念即其道德之基础。这

一基础在华人中已如此牢固。不过，那十年 “浩

劫”所造成的道德破坏，文化和精神的破坏，可

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修复。精神的创伤，需要

精神的东西去治疗，但这种用以治疗的 “药物”

尚不够十分有效。毕竟，中华文化是不可摧毁的，

只不过要经历一段曲折。

人本善，还是人本恶？这是个哲学问题，在

此问题上也壁垒分明。记得有德国人作过一个小

小的试验，把一件他人物品置于一个两岁小孩身

边，小孩拾起之后，就送还给了他人。此试验似

在证明人本善。但也有人认为，搞恶作剧是小孩

的天性，这似乎又是在说明人本恶。这两种哲学

用于管理，以人本恶为理论的，就强调对管理者

必须有独立的监督；以人本善为基础的理论，就

认为依靠自觉便够了，自己监督自己吧。事实证

明，后一种理论带来众多的问题。

教育持哪一种哲学较为合理呢？撇开 “本

善”、“本恶”的争论，我们至少可以相信学生能

“向善”。

无真，恐怕难有善。首先是，真实，真诚，

真情，真意，一颗真心。说真话，做真事，做真

人。失去了真，如何从善？从善如流的人，是从

一颗真心那里流淌出来的善。

求科学，是求真的另一大方面，保持本真是

一方面，还是更多地求真，这就是学科学。教师

在这两方面都引导学生，教导学生，学做真人，

又求真学问。

人不就是人吗？还有真人、假人之分吗？这

也是人之奇妙。没有真牛、假牛，真马、假马，

却有真人和假人。人要像人，人要做人，这是唯

有人才肩负的使命。

当人表现很差时，常被指责为 “不像人”；表

现很坏时，还遭骂，说他不是人，甚至连禽兽不

如。另一方面，则正是真人，好人，还有巨人，

伟人，知爱他人之人。至于不以善为标准，而以

地位、身份为标准而分上等人、下等人，则是不

能采纳的。

关于善，关于伦理，都与一定的职业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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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础的东西是公共的。但具体到职业或其

他活动时，还有其丰富的内容。教师职业最大的

伦理问题，第一是善待学生；第二，善待学问，

善待真理。真既是善的前提之一，又是善之所求。

此外，我们还普遍地存在环境伦理或生态伦

理问题。这是一个折射出来的伦理，例如，我们

的某种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破坏了环境，其结

果之一便是影响他人的生活，甚至影响他人的健

康，所以就是不道德的。反之，是道德的。

小范围的，如公共场所吸烟，就是不道德的；

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也是不道德的；随地扔垃圾、

扔烟头杂物，即使扔在河水里，也是不道德的。

大而言之，过分排碳，让工业污水流于河水，

过分砍伐造成水土流失等，都有生态伦理问题。

于是，有了环境教育。有专门的环境伦理学

课程，但日常生活中的环境教育是每位教师都有

责任的。曾有过一个口号：“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它十分深刻，引起人们深思；其深刻之处在于人

们需要相当的知识，才能理解它丰富的内容。

知道一点地球史就知道我们该如何感恩地球。

地球大约生成于４５亿年前，当初，它是一团滚烫
的火球，后来逐渐冷却下来。大约过了几亿年，

有了最初的生命，微生物，以后渐渐有了高级生

命，高级生命的最后形态便是人。人的历史，从

迄今的考古学成就得知，不过 ３８０多万年。一方
面，这表明人类十分年轻，另一方面也表明，地

球缔造出人类十分不易。鸟是恐龙的后代，它已

有了一亿年历史，与人类相比也算老资格。人实

在需要懂得尊重那些老资格。

人类对宇宙的起源已知很多，但对人自身的

起源至今还一无所知。如此年轻的人类却不知其

如何来到的。于是，我想，这是因为上天或大自

然把所有的秘密放在了人身上，尽管渐渐解开了

这一点点。

人如此神奇，其根源在于地球的神奇。但是，

后一神奇是怎样产生出了前一神奇的？我们尚未

完全弄清楚。

开普勒启动了近代以来的天文学，当今的天

文学知识已无比丰富起来。迄今，天文学的研究

告诉我们，还没有在浩瀚的宇宙间发现任何一颗

星球，像地球这样能具备适宜人的生存的条件。

一些特别有眼光的科学家在思考，总有一天，地

球因不堪重负而需要 “移民”，转到哪里去？于

是，他们就在寻找类地星，这星空中，还有人可

以安家的地方吗？哪里还有我们的家？那里必须

是有氧、有水、有绿色的地方。

地球如此得天独厚，有一个厚厚的大气层保

护它。故而，白天太阳照，经过了大气层，温度

上不到很高；晚间，因有大气层，热量不会散发

得很快，所以也不会下降很多。处在北温带的中

国，冬天的哈尔滨最多零下３０度了，了不起零下
４０度；最热的南方和奇特的吐鲁番，最热也不过
零上４０度，了不起５０度。美丽的月亮只存在于人
们心间，它因为没有大气层，白天零上１００多度，
晚上零下百多度。

人类的某些行为正在破坏大气层，破坏那个

珍贵的臭氧层，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联合国

组织介入此事，希望用法律的形式来约束各国各

地人们的行为。

在我们国家，相应的环境意识，相应的环境

教育，都还是比较落后的。环境知识的普及显然

是教育义不容辞的事情。

教师的真善美是可以且需要全方位体现的。

教育事业是壮丽的，教师人生是美丽的，都与这

种全方位的使命相关。让美丽长存人间，还把更

美的东西带到人间，带给学生和社会，有什么比

这更美好的、更绚丽的？这一切，只有在教师的

心灵是美丽的时候，才会更加五彩缤纷，更加灿

烂绚丽。天也美，地也美，水也美，人才美；人

美又为天美、地美、山美、水美提供最有力的保

障条件，天地把美洒向人间，人也把美洒在天地

间。这又是一种高档的天人合一。

真善美是与知情意密切相关的。

我们提到过，对全面发展的全面不只是从德

智方面去理解。存在着多角度、多层次的全面观。

德智体是一种全面，真善美是一种全面，知情意

也是一种全面，即在认知、情感和意志上的全面

发展。而且，我们说过，全面发展不如说成是发

展全面，不是全面去发展，而是经由片面，达到

相对的全面。

附带指出一点，我常用认知一词，在广义下，

认知与认识是一个意思：狭义的认知只是记忆过

程中的一个环节，我在广义下使用这一词，实乃

认识之意。

教师之不同于其他职业的，最基本的一条是，

为了教学生的各个方面，自己在各个方面都要做

得尽可能好；不一定样样比他们好，但需引导他

们做得更好。不是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说吗？孙

５６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总第１８１期）

海平做刘翔的教练，肯定没有刘翔跑得好，但比

刘翔的理论水平高；宁泽涛的教练是一位杰出的

女性，肯定游得没宁泽涛快。教师在于会教，会

引导，知道得很多，但也不定全都知道；教师更

重要的是教学生如何去学，因而自己在更会学上

需做得更好；会学，会教，不等于在知识总量上

能超过所有学生，他们懂的，自己不一定都懂。

所以，我这一条建议，也只是说多多锤炼自

己的知情意，在知上，着重就在提高认知能力。

知识多了，能力可能增长，但也不一定，不是还

有书呆子吗？不过，我并不觉得书呆子不好，书

呆子总比不读书的好一点，何况，读死书也可能

是多少要经历的过程，先死读，渐渐再读活，总

还是要从把书打开做起。

在 “知”的锤炼上做些什么呢？除了大量地

阅读外，还要会读书，站在书上读书，也就是尽

可能读出点心得来，读出能超过书内的东西来。

边阅读，边做批注是重要的。顺带说，要做批注

的书必须是自己购买的；买不到就复印，或复印

篇章，或复印全书。这当然是对精读的书才如此，

浏览的，一目十行的，就不必了。

教师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中都会有自

己的知情意，都会注入自己的知情意。这里，我

们还说一下美育的问题。美被视为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的年代已过去了 ３０多年了。１９７６年至 １９８０
年初，我曾去过一些中小学，音乐课没有老师了，

于是就请教语文的、教数学的老师中会唱歌的老

师来教教。那番可怜的景象让人唏嘘不已，多年

的音乐专业教育停办造成了这一局面。无论是古

中国的 “六艺”，还是古希腊的 “七艺”中都有的

音乐，在那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遭灾。音乐的命运

事实上是与人的命运、与教育的命运不可分割地

联系在一起的。如今，无论在繁华的城市，还是

偏僻的山村，都可随时听到人们哼着小调，民歌

或山歌，自吟的，对唱的。有的还边唱边舞，现

今已广为流传着广场舞，也有边唱边舞的。还有

各种红白喜事上的吹拉弹唱，真是无处不在，无

处不有。

有各种各样的美学观点，一般认为，美是显

于形的，美是表于情的，美是无所不在的。可是，

美也有无形的，美也有其理，曾经被忽视的美，

是与人的生命最息息相关的。一位一丁不识的人

也离不开美，一位高文化的人依赖于美。

尽管有主观美，这与情相连，情人眼里出西

施，就是这种主观美；然而，也有客观美，张家

界、九寨沟、大瀑布……谁看都美。我在自己的

著作 《人是美的存在》中展开了对主观美和客观

美的广泛探讨。上天在把所有的秘密放在人的身

上的同时，也把美高度集中于人身上。人意识到

这一点，就会明白，在上天对自己的无限恩惠中，

首先包含美。

我们对美的知，构成了美学。

我们对美的情，构成了对美的无限依恋。

我们对美的意，让我们愿意为美而生，为美

而活，为美而逝；也为自己山河的美丽奋斗不息。

为捍卫祖国山河之壮美而赴汤蹈火。美在，人在；

美不在，人不再在。

我们在讨论知情意与德育的关系时，提到了

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践行；在

涉及知情意与美的关系时，也可讨论美学认知，

美学情感，美学意志以及美的践行。音乐与绘画

是从幼儿园就开启了的科目，延伸到小学、中学，

达十余年之久。教育是如此自觉到美育的意义，

在 “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发生的，对美育的摧残

是违反人类意志的。这在人类史上是难以想象的，

后世的人们如果听说曾发生过对美的肆意摧残与

破坏，会惊愕不已，那是真的吗？

历史不能忘记，更不能有意回避。回避者须

知，历史本身既不可抹去，又很公正且顽强。有

意地记载历史，研究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就会成为我们的财富。从这一点来看，历史也很

慷慨，慷慨地对待那些直面自己的研究者和普通

人。历史对普通人是有情的，而对那些蓄意掩盖

甚至否认历史的人，是无情的。

德国人坦诚面对希特勒侵略史，受到世人尊

重；日本人不断地否认其侵略历史，这在提醒包

括惨遭日本侵略的中国人在内的所有民族和国家，

对其否认者保持更高的警惕，并让自己百倍地强

大起来。

除了永远不忘日本侵略者二战中的罪行外，

对于 “文革”的历史也决不能回避，总结 “文革”

的教训，也会成为我们的财富。跟在德国还有人

为希特勒招魂一样，在中国，也有极少的人怀念

“文革”，盼望再来一次 “文革”。人间真的无奇

不有。

人的知情意同样可在体育中表现出来。先说

一点对体育的认知吧。古希腊人，直至康德，由

于把人的肉体视为灵魂的安歇地，视身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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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把体育摆在第一位。

我本人，在学生时代就喜欢体育，酷爱体育，

成为教师了，更重视体育。体育不仅使人精力旺

盛地从事心智活动，而且它还可发展智慧，体育

可使人更聪明。在担任校长期间，我把对体育的

认识与情感，更深地投入了体育。我不仅修建了

当时湖南最好的大学体育馆，而且举办过全省大

学生的综合运动会，举行过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

会。田径是运动之母，我们那一次举行的大运会，

会歌、会旗都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我们举行的开

幕式上的团体操，技惊四座。

我对体育的认知，好像天然地与古希腊人、

与康德高度一致。人的身体，叫做体魄。中国人

的这一词所表达的寓意，与希腊人，与康德相吻

合。体魄，魄者，魂也。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

从自己的文化中也领悟到体育的深刻含义。体育

决非只是蹦蹦跳跳，决非只是伸伸胳膊踢踢腿，

体育也是灵魂的跃动。

除了体育认知外，当然还有情感问题。直至

现在，我每天还打大约一个小时的乒乓球。有熟

人对我说： “你坚持得好。”这话说得也不错，但

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兴趣，不喜欢的东西不是

不可以坚持一下的，但只靠坚持，维持不了多久。

由于喜欢，才坚持；又由于坚持而更喜欢了。也

是知情意联合起作用的。

如同写作一样，不辛苦吗？每天伏案，颈椎

病早已缠身了，虽难以修复，但无怨无悔；眼也

更差了，有人说会瞎得更快，但我会为我的眼而

骄傲，如果有一天瞎了，我会认为是自己的眼睛

光荣退休了。这都是写作中给我的乐趣让我这样

看待，是苦中之乐让我愿意付出，愿意坚持。这

就是情意一起在作用。

不只是情意，也有理性的作用，知性的作用。

父母和先祖给了我这副脑袋，我没有理由不让它

充分运转。何以为孝？给了你最宝贵的东西，你

居然不努力运用，孝在何方？在它化成灰之前，

赶紧运用，到了西天，好在先逝的父母面前有一

个汇报：儿没有枉对你们。这不是理性认识吗？

却还有情感的强有力烘托。

至此，我们已说了德育中的知情意，美育和

体育中的知情意，还有智育中的知情意。智育中

有知，这是天经地义、人人皆晓的。但是，也还

有情有意。对学习知识喜不喜欢、热不热爱，就

是情。这种情并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在每个人、每

个学生身上生长出来的。热爱知识，尤其是为知

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那是一种纯洁，一种

境界，一种高尚。不为任何功利而求知，难道不

是高尚吗？

作为教师，我的两条最高标准是：真理至上，

民族至上。奉行真理至上，才可能使民族至上变

得更实在；民族至上的信奉者，能不把追求真理

视为第一要务吗？那些为民族做出永恒贡献的，

首先是如老庄孔孟这样的大文人，他们是探求人

间真理的代表；还有为探求数理和自然的真理的

大文人，如祖冲之、吴文俊，钱三强，钱学森，

还有竺可桢、李四光、曲钦岳等科学家。

我任校长时，则在我的学校高举着两面旗帜，

让它们迎风飘扬，鲜艳无比。我和师生员工一起

追求真理，一起为我们民族奋斗，由此而及人类

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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