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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一种课程美感经验的生成智慧!

夏永庚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4$$!#$$

摘5要#课程美感经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生成的复杂而丰富的审美体验!是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共同作用的结

果# 格物致知这一古典思想!在格物的对象和方法方面都表现出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相融合的特质!格物致知既是获得

知识"发展品性的过程!也是生成美感经验的过程# 在课程教学中!要坚持感性与理性相结合"求真与向善相结合的思维

方式!引导学生游戏于万物之间"人事之间"书籍之间!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审美境界#

关键词#格物致知$课程美感经验$感性认识与理性思维$当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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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课程美学是从美学理论的视角研究课程文

本与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中的美学意蕴以及这种意

蕴如何可能的学科%'

!从具体的人来讲#就是让学

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生成美感经验#体验到审美愉

悦#这个过程需要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的双重投

入% &格物致知'作为古代经典文献*大学+中的一

个重要思想方法#既是获得知识(发展品性的有效

途径#也是生成课程美感经验的重要方法%

一5课程美感经验及其生成

美感经验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特殊情感和体

验#既融合了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的双重作用#又

是人的精神自由和人性修养的重要体现%

!一"课程美感经验#学生学习过程中复杂而

丰富的审美体验

有的东西能够给人带来美感#有的东西却不

能带来这种享受)这一方面取决于事物本身的特

质#同时也受欣赏者个人审美性向的制约)于是便

有了美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争% 但无法否认的

是#美感经验一定是某一实物或意象在某一特定

的时刻与欣赏者相遇而产生的一种独特体验% 它

是主体在忘却利害之余#由事物之形象激起自由

想象#并从中体验到一种精神的昂扬(喜悦或悲怆

的情感% 它是人类精神高度自由的产物#也是人

类精神力量的体现#使人能&从孤立绝缘的事物

中体会出一种脱俗的美#一种本质的价值'

"

% 它

是人类一种独特的生命活动和存在体验#无所不

在% &即使一朵普通的小花(一颗天空中的星辰(

一个儿童的微笑#当它们作为生活意义的表达方

式时#我们对它的领悟就是美感经验%'

#

课程美感经验#简而言之#就是学生在课程学

习过程中所产生的昂扬(喜悦(兴奋(悲怆(崇高等

审美体验% 它一定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

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而不能是一种消极或挫败

感% 台湾课程学者周淑卿教授在经过研究之后指

出#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美感经验特

质有&兴趣所驱使的学习投入)充满情感性的学

习历程#因全心全意的投入#情感起伏变化#也因

刻骨铭心而感受深刻)新奇与美好的经验'

$

% 可

以概括为兴趣(情感(深刻(新奇(美好等几个要

素% 具体来讲包括!课程文本的设计表现出来的

视觉美)课程内容的新奇性和趣味性表现出来的

新奇美)课程实施过程中#因有兴趣而全身心投入

的专注美)在学习过程中#因内容的学会与掌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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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愉悦美(因某一难题被攻克而产生的兴奋

美(因某些故事和人物的命运而带来的凄美或悲

壮美(因某种理想或志向被点燃而生的激情美等

等% 如此的学习才会有激情(有冲动(有回味与深

思% 所以#&课程之美是一种依存之美#依存于某

些具体的实物(情境和意象)课程之美是一种崇高

之美#惟其如此才能催人奋进(永不停息.'

!

!二"课程美感经验#感性认识与理性思维共

同作用的结果

美感经验如何生成#众多学者都有各自的看法%

德国著名美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 "XL)J'L).?

9.?)BBJL#$2&%-$+#&$单从人性中的两种基本冲动

"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融合的角度分析美感经

验的生成% 首先他强调#美的根源在人性#而且是

完美的人性% 他说!&只要理性告诉我们有人性

存在#我们就知道有美存在%'

"

&审美心境是人性

的馈赠%'

#他认为#在人性之中存在两种冲动!感

性冲动和形式冲动% 感性冲动产生于人的物质存

在或他的感性本性#它使人成为物质材料% 形式

冲动产生于人的绝对存在或理性本性#它致力于

使人处于自由和和谐之中#在状态的变化中保持

人格的不变% 就丰满的人性发展而言#这两者都

很必需#不可缺一% 首先是人性的发展离不开感

性冲动#因为人格如果离开一切感性材料#则只不

过是一种可能具有无限表现的素质% &只要人不

关照和感觉#他就不过是一种形式和空洞的能力%

人的感性如果离开一切精神主动性而就其本身来

看#只不过是一种物质材料#因为离开感性人就只

是形式#而绝不会把人与物质材料结合在一

起%'

$其次#人性也离不开形式#因为人如果只有

感觉(只有欲望#只按欲求行动#那么人就仍然是

一种物质存在而已% 所以#人&为了不仅作为世

界而存在#人必须赋予物质材料以形式)而为了不

仅仅是形式#人必须赋予自己身上的素质以现实

性'

%

% 也就是说#人既要外化一切内在的东西#

同时也需要赋予外在的事物以形式% &人的感性

冲动使人具有感受功能#把人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人的形式冲动使人具有规定功能#在抵御变化中

保持最大的独立性和内在性'

&

% 简单地讲#感性

冲动使人投向外部世界#而形式冲动则不断地使

人重新回到自我)两者都需要#却不能偏于一端%

只有将这两种特性结合起来#人才会兼具最丰满

的存在和最高度的独立和自由% 席勒将这种结合

的状态命名为&游戏冲动'% 这里所谓的游戏#不

是日常所说的游戏#它既不是功利行为#也不是脱

离现实的幻想#而是人基于创造能力的自由活动#

&是指人在摆脱了物质欲求的束缚和道德必然性

的强制之后所从事的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

'

#从

而具有美的意蕴和价值% 因为&美的全部魔力正

在于它是精神自由的产物#是感性和理性的统

一'

(

% 但这种自由并不是随意#也不无视规律#

而是遵循世间万物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具体而言#美感经验的生成离不开几个要素!

第一#感觉% 美感经验的生成一定是源于对某种

对象的感觉#否则完全是凭空幻想#无所谓美感经

验% 感觉专注于审美对象的形体(颜色(搭配(大

小(比例(节奏等% 而且这种感觉的存在是相对较

长时间的#不会很快地过渡到逻辑思考% 第二#理

解% 包括对审美对象的题材(人物(故事(情节(技

术特征(表现手法等进行较深入的理解或解读#这

是审美走向深刻和专业的关键% 第三#想象% 想

象是美感经验生成的关键因素% &正是它使感知

超出自身#正是它使理解不走向概念#正是它使情

感能构造另一个多样化的幻想的世界% 动物没有

想象#只有人才能想象%'

)想象指示(引领并趋向

于某种&非确定性的认识'#尤其是在欣赏某些艺

术作品时#&意境'则只能产生和存在于每个个体

的想象空间中% 因此#&美或者美感#是外在客体

或实践活动的性质与人的主观理解和想象结合而

产生的一种情感共鸣%'

*+,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思

维的共同作用而趋向于这种非确定性的审美

体验%

具体到课程美感经验的生成而言#也是学生

在融合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的感觉(理解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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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生成的独特体验% 一方面#学生要把自己

的身体和眼界投放到浩瀚的边际#去观察(去感

受(去欣赏)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激活自己的思维#

去探索(去沉思(去回味他们的所见(所闻(所读%

惟其如此#浩渺的宇宙(美丽的地球(神秘的历史(

纷繁的人类社会当中的真(善和美#才能在学生自

己的究索中获得真实(深刻而丰富的体会% 这方

面#中国古代的实践智慧&格物致知'给我们提供

了重要的启示%

二5格物致知#课程美感经验的生成

之路

格物致知之所以是生成课程美感经验的有效

途径#是因为以下两方面!其一#从席勒的游戏冲

动概念来看#它恰恰具备了这种融合感性认识与

理性思维的特质#能够生成美感经验)其二#格物

致知是古人学习知识(发展品性的重要方式#与今

天学生通过课程学习获得知识与发展道德之间有

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此格物致知本身就是课

程生成之路#其间生成的美感经验也就是课程美

感经验% 下面从生成之源和生成之法两个方面进

行分析%

!一"课程美感经验生成之源

两宋时期#当程颐的弟子问格物之&物'为何

时#他明确地指出!&不拘% 凡眼前无非是物#物

物皆有理% 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

父子间皆是理%'

!火热水寒是自然事物之理#属

于自然科学知识范畴)而君臣父子之理#则是人事

之理#属于道德伦理范畴% 这一思想被朱熹继承

和发扬% 他在解释*大学+&格物'时指出!&格#至

也% 物#犹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

也%'

"格物#就是要穷尽事物之理#达到尽处#才

是&格'% 至于格物的物包括哪些内容#朱熹的两

句话说得比较全面% &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

要人就事物上理会% 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

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

#

&上

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

各有理% 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

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须

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从这两句话可以概括出格

物之&物'的对象范畴#也就是美感经验生成之源

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格外物% 在朱熹的解释中#外物是格

物的重要方面#也是致知的重要来源% 他认为#

&天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 且

如草木禽兽#虽是至微至贱#亦皆有理% 如所谓仲

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自家知道这个道理#处之

而各得其当便是%'

%

&麻麦稻粮#甚时种#甚时收#

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

理%'

&从这些表述来看#动物(植物(大自然以及

天体运行之道等都是格物的对象#需要人类去认

识#从中获得对这些事物运行之理的认识#同时也

在观察(感受(欣赏的过程中培养审美意识与

能力%

其次是格人事% 既然凡眼前之物都是事#所

以#进入人们视野的就不光是外在之动物和植物#

还包括人类自身活动过程中之事#&世间之物#无

不有理#皆须格过% 且如事君事亲之礼#钟鼓铿锵

之节#进退揖逊之仪#皆目熟其事#躬亲其礼'

'

%

在格人事的过程中#一方面学习这些事中所反映

出来的道德和规范意识#另一方面也考究这些道

德和行为规范之所以然的根据#以及可能的变革

需求% 这方面直接指向的是人性的发展与完善%

再次是格书籍% 在上面的引文中#朱熹已经

非常明确地指出&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

可见#人类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思想观念(经验等

的外化之物---书籍#也是格物的重要范畴% 他

非常反对离开文字和书籍的阅读而专去静坐体

悟#认为这是一种佛道的空疏之法% 他说!&以悟

为则#乃释氏之法#而吾儒无有,,若由吾儒之

说#则读书而原其得失#应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

为致知格物之事#盖无适而非此理者%'

(所以#在

朱熹的观念里#&一切可以被人们当作思维对象

的都属于被格的物的范围%'

)书中之理自然丰

富#天地运行(社会人伦(古今之变#皆在其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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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五千年#无出其右% 学习的过程#既是长智的过

程#也是感悟的过程%

三者之中#格外物主要是感性认识的表现#天

地万物#目所能及#皆是人类认识之对象#非通过

长期的观察(实践及经验的总结所不能及)但经验

的总结(规律的获得#非理性思维不可胜任% 格人

事是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相结合的过程#人事活

动之&象'是感性认识的范畴#但人事活动之&理'

却需理性之思)格书籍则主要是理性思维的表现#

书中义理和思想之来源(观点之辨别#非理性之思

不可% 所以从格物之对象看#感性认识和理性思

维呈现融合的特征#知识在获得#品性在发展#美

感在生成%

!二"课程美感经验生成之法

格物致知#不仅在格物的对象上表现出感性

认识与理性思维相融合#而且在格物的方法上也

遵循这种思路% 关于格物的方法#朱熹在*大学

或问+中有一句话说得比较明确!&若其用力之

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

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 使于身心性情之德(

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

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与

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这句话把格物的三个对

象以及可能获得的知识都涵盖进来#&考之事为

之著'是格外物#获得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

宜的知识)&察之念虑之微'是格人事#获得身心

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的道德品性修养)&求之

文字之中#索之讲论之际'是读书和讨论#获得

&其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的当

然之则% 这其间#具体的方法有四个!

脱然贯通% 世间万物#是不是要一个个地去

格呢0 程颐说!&一物格而通万理#虽颜子亦未至

此#惟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

脱然有贯通处%'

"朱熹继承了这种思路#也有类

似的表述!&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

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

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

格物#此谓知之至也%'

#

&积习既多#自然脱然有

贯通处% 乃是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

醒悟'

$

% 这些所表达的意思是#穷理要一物一物

地格#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零零碎

碎地凑合起来#则自然豁然贯通#这是一种由特殊

到一般的思路%

推类其余% 与一物一物地格#然后脱然贯通

的思路相反#朱熹还有另一种说法是!&格物非欲

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

,,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

以推类而通其余矣% 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

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

%这种方法就

是要从一事上穷尽#然后再类推#以求触类旁通#

因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而天下本来就只

有一理%

慎思明辨% 这主要是修格书籍的方法% 朱熹

在*大学或问+中指出!&若其用力之方#,,或求

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 ,,莫不有见其

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从这

一表述来看#修格的方法包括&求之文字之中'

&读书讲明义理'&索之讲论之际'&论古今人物别

其是非'等% 书中记载了各种圣人之言#各种历

史事件和人物#在读的过程中#可以体会究索其中

的深意)也可以在跟同道中人一起读的过程中#共

同讨论(辩论#即所谓审问(慎思与明辨% 这是通

过读书和讨论的方式来获得书中之理#也是在与

他人对话的过程中学习%

着力主敬% 这一条主要是确保个体在充分发

展感性冲动的基础上不断地回到自身% 当有弟子

问&知如何致(物如何格'时#朱熹说!&孩提之童#

莫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莫不知敬其兄% 人皆有

是知#而不能极尽其知者#人欲害之也% 故学者必

须先克人欲以致其知#则无不明矣%'

'

&人性本

明#如珠宝沉浊水中#明不可见% 去了浊水#依旧

自明% 自家若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德#只是这上

便紧着力主敬,,常常存个敬心在这里#则人欲

自然来不得%'

(在他看来#人之心性本自光明#只

因被利欲昏了% 就像闪光的珠宝沉入浊水之中#

明不可见% 但只要去了浊水#则依旧自明% 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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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个目的#则需要&主敬'% &此心常要惺觉#

莫令倾刻悠悠愦愦%'

!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谓#

只此便是敬%'

"这就是要求个体在修格万物#获

得万物之理时还需要不断地回到自身之&本心'#

不让此心被外在的诱惑及本身的欲望遮蔽和控

制% 这种&常惺惺法'#使个体时刻处于一种自我

反思(修养的状态#不致被物欲污浊了心灵#迷惑

了志向%

从脱然贯通和推类其余两种方法来看#主要

是要求个体在对外物和人事的考察过程中而&为

之著'#在&应接事物'的过程中而学会&处其当'#

这是要求从感性认识出发#在自身的直接经验过

程中领会和获得见识)然后#通过理性思维#理解

天体运行(四季演变(各种动物和植物的生长和生

活习性(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繁衍之道等% 慎思明

辨主要是形式冲动的表现#着力主敬则是确保个

体不断地回到自身#确保人格品性和道德修养在

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在这四个方法当中#有感觉#

有理解#有综合概括#有不断地回到自身% 通过这

些方法#可以获得很多关于外在世界和日用人伦

的知识#有对万物运行规律的遵循#也有对人伦社

会道德规则的深刻领悟% 以此为基础#人的身心

和精神世界也必将走向自由之境#美感经验也逐

渐生成其中!有因发现了很多万物运行之理而产

生的新奇美(有全神贯注于一事一物的专注美(有

学有所获的愉悦美(有一理通而万理通的兴奋美(

有因各种故事和人物命运而生之崇高或悲怆美(

有人格品性不断提升的人性美#等等%

三5格物致知#课程美感经验生成的

当代传承

不管是席勒的游戏冲动#还是朱熹的格物致

知#最终都是强调人性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只有当

人达到游戏冲动的时候#才是人性充分而完满发展

的时候#也是人能够自由生成自己的美感经验的时

候% 所以说#人性完满发展的标志便是对外在显现

的喜悦以及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 &审美意识的自

觉是人性发展达到一定高度的表现#这时人的主体

性和人的心灵功能可以得到和谐而均衡的发

展%'

#因此#&人应该同美一起只是游戏#人应该只

同美一起游戏% 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

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

人%'

$因为这个时候#感性发展是完善的#理性思

维是健全的#同时又具有高度的精神自由#所以他

可以摆脱物质欲求的束缚和道德必然性的强制而

游戏于世间#并获得最充分的美感享受#生成最自

由的美感经验% 就格物致知而言#最终指向的也是

完整的人性% 不管是知识的获得#还是日用人伦的

领悟#以及在此过程中生成的美感经验#其指向的

都是为了人性的完善#走的是一条即真即善(亦真

亦善的审美体验之路#有利于人们摆脱物质欲求的

束缚和道德必然性的强制而自由地从事不逾矩的

活动% 因此#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尤其要坚持感性

认识与理性思维相结合(求真与向善相结合的原

则#引导学生生成美感经验%

引导学生游戏于万物之间% 世间万物是人类

知识的主要来源#也是美感经验生成的源头% 离

开对世间万物的观察与欣赏#美感经验就成无源

之水#也无法打开想象之门% 今天之所以再也出

不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么优

美的诗句#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对大自

然的感受和欣赏% 自古以来很多大家都提出要向

大自然(大社会学习%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

材'#&把大自然(大社会做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向

大自然(大社会学习% 去向活的直接的知识宝库

探讨研究%'

%陶行知在生活教育理论当中#就主

张向&活书'学习% &什么是活书0 活书是活的知

识之宝库% 花草是活书#树木是活书#飞禽走兽小

虫微生物是活书#山川湖海(风云雨雪(天体运行

都是活书% 活的人#活的问题#活的文化#活的武

功#活的世界#活的宇宙#活的变化#都是活的知识

之宝库#便都是活的书%'

&在学习活书的过程中#

培养的是观察力(感受力(欣赏力以及想象力%

引导学生游戏于人事之间% 人终归是社会性

的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 每一个人都需要

进入社会(融入社会#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洞明世事

和成就自我% 每一个人#需要在掌握和内化人类

社会的各种行为规则(道德规范以及人与人之间

相处的一些基本技巧的基础上#处理好自己与同

学(同事(家人(陌生人等之间的关系#拿捏好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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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夏永庚!格物致知!一种课程美感经验的生成智慧

问题处理的分寸和尺度#做到既不亏己#也不伤

人% 化解好人际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以使

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愉快地相处% 同时#每一个

个体也需要在各种事务的处理过程中不断学习#

不断反思#在不断的人生练达中扩展人生阅历#使

心本身始终处于自我澄明之中#既是自我提升#也

是自我成就% 这些都是生成人性之美的不可缺少

的方面%

引导学生游戏于书籍之间% 书籍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是人类精神财富的积累% 自古以来就没

有人否认书本知识的学习% 从书本中#可以获得

很多的知识#感化心灵#提升觉悟#这是其重要的

积极意义% 但若只知知识而不能应用#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则世有&书呆子'&移动书橱'的

隐喻)若沉浸于书本当中而不能自拔#僵化(教条

地&照书行事'#则也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教

训% 因此#面对浩如烟海的书本世界#需要游戏于

其间% 一方面#需要引导学生把学会的知识(思想

和方法化为己用)另一方面#又需要秉持一种独立

思考的精神品质#辨真伪#识美丑#不唯书#不教

条#始终能对书本知识持一种批判(质疑的开放态

度% 知道知识是人类创造的#也是可以随着不同

的历史境遇而改变的% 惟其如此#才能把人从书

本知识当中解放出来#在阅读过程中去思考(玩

味(究索#既实现自我解放#也达到自我救赎%

游戏是一种状态#是一种知其然又知其所以

然的循道而行的状态)游戏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超

然洒脱(不拘俗物的精神自由的境界)游戏是一种

追求#是一种不断充实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

的追求% 所有这些#非有丰富之感性认识(缜密之

理性思维与自由之精神的人不可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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