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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不能停留在注重简单的个体差异基础上$它也超越了学校教育的范畴% 这个思想

的现代性建构$应该立足于'材(和'教(两个方面% 因人而异*随时立中*随处适宜必然成为现代场域中建构孔子'因材

施教(思想的三个基本维度% 因人而异体现为针对教育对象的资质*出身展开$随时立中突出依据发展阶段*社会环境等

要素变化灵活实施$随处适宜则强调适应场境*需求的不同做出恰当的应对%

关键词#孔子)因材施教)教育方法)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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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孔子教育思想在当下仍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鉴

意义#它应当成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教

育事业的必要参照#作为促成社会主义政治建构

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 就)因材施教*思

想而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做出新的阐释#

建构起符合现代性特征的理论范畴& 人作为

)材*的本质体现#就教育而言#不仅指个体的差

异#更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深入到人的

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去思考#诸如与生俱来的性分

而异%价值曲线%时空流转等等& 这里所谓)现代

性*#就时间概念而言#意指符合当今时代要求或

时代特征& 对于)因材施教*思想的现代性建构#

我们着重于)材*的具体化和)教*的配合&

一5立足主体的差异教育理论建构

孔子认为人有不同的资质%出身%性格和能力

等#因此其教育方法也提倡)因人而异*#要根据

主体不同的特征展开不同的教育& 在施行教育

时#切忌先入为主的固执己见#不执着于个体之

我#而要根据对象及其言说和行为的不同给予不

同的对待#此即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 孔子把这种)毋我*的思想运用于其)因材

施教*的教育方法中#指出面对不同的对象教学

方法要灵活#要 )因人而异*& 而这个 )人*的

)异*大致有以下几种分判!

!一"依据与生俱来的性分而异

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

有困而学之者#有困而不学者*

!的区分#人在本

性上虽然没有太多先天的差别#但人在认识%理解

和行动等能力上是有先天差别的#因此他根据人

的能力的差别将人分为)中人*以上与)中人*以

下几类& 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

下#不可以语上也*

"中的)语上* )语下*就是说

的教育方法上的)因人而异*#对于接受和理解知

识能力不同的学生#必须教给他们不同的教育内

容#运用不同的对话方式& 如果对于具有不同能

力的对象都用同样的教育方式#讲解同样的教育

内容#则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无法接受和理解其所

采用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 对于不同的对象#

在教育时#必须做到可以说的一定要说#不能说的

一定不说#要到了能说的时候才说& 因为)可与

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一个聪明的施教者必

定是在该教什么的时候教什么#不该教时坚决不

教#对不同的对象施以不同的教育& 比如孔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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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性与天道*的问题上#他的弟子子贡就曾

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性与天

道#不可得而闻也&*

!所以朱熹说!)夫子之文章#

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

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

"对于)文章*之事#

每一个弟子都能得到传授#而)性与天道*的传

授#则有些学生是听不到的& 对于一般的知识#如

)诗*)书*)礼*等是每一个弟子的一般秉性所能

接受的#所以人人都能得到教授-而比较艰涩难懂

的知识#如)性与天道*则只有诸如子贡等认识能

力较强的弟子能得到教授#这便是孔子依循中庸

之适宜的原则#而做到的)因人而异*的施教方

法& 如果弟子能够通过自己的学习做到)下学上

达*#甚至可以)默而识之*#则自然会在合适的时

候得闻此道#否则#)虽圣人便说出#也晓不得*

#

#

能力没达到能够接受的程度#讲了也是白讲&

另外#孔子还根据弟子的不同能力和特长#对

他们做了)类*的区分& 他说)德行!颜渊%闵子

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

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

$

& 不同的人具有各自

擅长的不同能力#)因人而异*的教育就是要充分

发挥各自的能力与特长& 但是孔子又认为)君子

不器*#教导学生不能局限于单一的能力%不能固

守一己之长& )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

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孔子认为子

贡就像)瑚琏*之器一样#虽然很高贵#但是只有

单一的用途#以此告诫子贡要加强其他方面能力

和素质的学习培养&

孔子还认为人在性情上也各不相同#比如他

评价弟子)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莦*

%

&

因而#孔子除了根据弟子能力的差别施行教育#用

其所长外#还会依据弟子不同的品性#进行不同的

教导#以补其不足& 如子路刚毅勇猛#孔子便教育

他做事要三思而行#以退守之道告诫之-而冉有则

畏缩怯弱#孔子便教育他要勇敢无惧#以进取之道

导之& 这就是)求也退#故进之& 由也兼人#故退

之&*

&所含的道理&

!二"依据主体所处的情境而异

孔子的)因人而异*的教育方法#不仅表现在

对不同资质%能力%性格的人的分别上#针对同一

主体在不同的时候和情境中的不同表现孔子也会

做出不同的教育& 每个个体都不是只具有一种资

质%能力乃至性格#而是一个具有多重资质%能力

和性格的多面体& 所以对同一对象#孔子会针对

其表现做出不同的教育& 如)回也#其心三月不

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

& 颜回是一个十

分高尚的人#但是他也不能每时每刻都持守内心

之仁#故而有所失落& 人的毅力有高低的区分#也

并非绝对的持久#这是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多面性

的表现& 所以才会出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

而不能期月守也*

(的情况#而在此时必须要及时

教育他们持守心中之仁而不违仁& 人的品性%思

想%言语%行为也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即品性好的

人#其思想%言行也有不可取之处-而品性不好的

人有时也会说出很有道理的话#做出很有道理的

事& 所以#孔子告诫弟子要)不以言举人#不以人

废言*

)

& 看待评价一个人不能以单一的眼光和

认识#而要保持一种多样性的开放的态度& 只有

这样才能在学习中真正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

#以发挥)因人而异*教育方法

的最大功效#而实现学生的随时学习#不断进步&

!三"依据价值取向的情况而异

一个人因为存在不同的侧面#而表现出人生

的多面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是一个飘忽不定

的个体& 恰恰相反#人在大部分时候的表现都是

稳定的#其资质%能力以及性格都会表现出一定的

持续性和连贯性& 因而#可以依据社会不同主体

在品性%思想%言语%行为方面的表现对其做一个

)类*的划分& 对处于政治生活中的主体的)类*

的划分#主要就是为了国家社会的政治教育#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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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类*的人给予不同的社会教育与引导&

孔子依据)中庸*的准则对处于社会政治生活中

的个人思想%言行的不同价值指向#将人分为)君

子*和)民*#并依据中庸的适宜准则讲明了对二

者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及教育方式&

在先秦的典籍中有很多关于)民*的论述#据

此可知)民*在先秦社会中的角色扮演是比较被

动的#而其社会地位也是比较低下的& 因为#

)民*的人生追求一般停留于基本的物质生活资

料的需求及满足上#缺乏对道德以及知识向往的

自主性& 这是由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所决定

的#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合& 一般民众#在基

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对其精神

和德行的要求在他们看来都是多余且不可思议

的& 所以孔子根据人的不同价值追求将人分为了

)君子*和)民*& 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君

子怀刑#小人怀惠&*

!这里的)小人*并不是指道

德败坏%为恶不善%与君子行为相对的)小人*#而

是指尚未意识到真正的道德的)善*#没有形成对

)善*的自主追求的一般民众& )君子*考虑和看

重的是德性和法则#而一般民众所追求的则是实

利与实惠& 所以统治者的为政之道#最重要的就

是根据这种因价值追求不同而进行的人的)类*

的划分#而展开对万民的政治教育#尤其是对于一

般的)民*#不仅要引导其向善#还必须要给予其

实惠与实利#即要)惠民*)利民*& 孔子曾对子产

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

#)君子之道*就是为

政之道#教育万民要以)惠*养之#而后以)义*使

之& 他还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

)五

美四恶*就是要顺应民众的需求#给民众以实利&

所以#对民众施行教育首先就要因其所利而利之#

而给民众实惠的做法并不会为自己的统治造成什

么损失& 因此#统治者要顺应民心%民意#根据民

众之所需%所求#给予实利来教育引导民众#使民

众顺从#进而得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巩固

自身的政权和统治&

对民众教育不能单纯以道德教育#还必须要

有实利的引导#因为作为民之上者的)君子*也有

对)利*与)惠*有需求与向往& 子曰!)富而可求

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

#君子也是有物质欲

望的#也会向往富贵的生活#只是这种追求必须建

立在)道*的基础上#如不合道#则不可求& 这意

味着君子所追求的就不只是物质的富贵与利益#

而是德性与道& 君子取利以义#但是一般民众则

容易被利益所驱使%迷惑而舍义取利#把物质追求

凌驾于道德追求之上& 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

穷斯滥矣&*

%一般民众容易被物质欲望所役使#

不能安于穷困#所以#孟子才说!)无恒产而有恒

心者#惟士为能&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苟

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

&因此#统治者在

教育民众%引导民众向善的时候#不能以)君子*

的标准#按照)君子*的要求来教育民众#而要先

从满足一般民众的物质需求和愿望出发#进而对

其的)君子*式的道德教育& 对一般民众的教育

必须先)富之*#而后才能)教之*& )子适卫#冉有

仆& 子曰!.庶矣哉1/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

'就是对这种教育方式和逻辑的最好总

结& 对于一般民众如不先解决其物质方面的问

题#而直接加之以道德教育#强行以道德化之#则

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达不

到教育的目的和效用&

二5基于需求的教育规律探索

在现实生活中#时间永远处于绝对的流动之

中#随着时间的流动#世间万物也随之产生着各种

各样的变化#有的显著#有的细微& 作为万物之一

的人也随着时间的流动而不断地变化发展& 孔子

以为#人在不同时候应该有不同的状态#他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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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孔子以自身的经历说明在不同的人生阶

段#学习状态%修养是不同的#因而其所接受的教

育也是不同的& 随着人的不断成长#人的修养与

德性也不断地完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

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

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对人的修养的要求也是不

同的#少年时不能以中年的标准来要求#中年时不

能以老年的标准来衡量#否则只会造成人的伪善#

或者揠苗助长#导致人的发展畸形或者中途夭折&

这一点落实到具体的教育上就是要应时而动& 针

对个体生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需要不同的修养这

一现实情况#教育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此才

能更好地引导个体生命的发展#而不至使个体的

发展因与现实情况不相适应而发生冲突#最终导

致个体身心受挫#影响个体生命的完成&

!一"体现发展的自然阶段要求

为了更好地施行)随时立中*的教育#孔子根

据人生发展的自然阶段#指出君子在不同的发展

阶段会遇到的问题以及应对之法& 他说!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

在色0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0及

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相比之前以年龄为标准的分判#以人生发展

的体力或者认识为标准将人的发展分为 )少*

)壮*)老*三个阶段显得更加具有代表性#更能切

合一般人的人生道德修养历程#更加具有操作性&

人在少年时#性格和脾气都还没有安定#容易冲

动%迷茫#所以要教之以安定的修养方法#避免外

物的诱惑和迷惑-壮年之时#人的性格和脾气都处

于非常刚强的时候#易爆易怒#好胜#所以要教之

以温和之道#切忌好勇斗狠-老年之时人的各方面

机能都已经衰退#所以应该学会放弃#不要执着于

人生之得& 每个个体都会经历一个由年少到年老

的人生过程#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遇到各种不同

的挫折%阻碍甚至是危机#在遇到这些的时候#我

们必须要能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法给出应对

和调整& 在坚持一贯之道的基础上#遵循人生发

展的规律#不强求取道#当人生发展遇到变化和转

机时#也要能做出及时的转变#避免人生的发展进

入一个混乱无序的状态#使人生的发展能够随着

时间的流转而完美顺畅#这便是孔子)随时立中*

之法所追求的教育功用&

!二"适应外在的社会环境特点

时间的流转不仅会影响个体人生的发展#还

会影响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的变化#进而影响人的

政治态度和理想& 因而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

社会环境中#对人的教育也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

转变& 孔子身处春秋诸侯混战%礼崩乐坏之际#他

一面感叹世态日下#一面又想着恢复周代的礼乐

教育& 因此孔子提出了)天下有道*和)天下无

道*两个时代划分的标准#并指出应对身处这两

个不同时代的人施以不同的社会教育#以挽回当

时日益下滑的社会风气#引导人在不同的社会时

代做出正确的行为应对&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邦无道!富且

贵焉!耻也*+

#

由此可见#孔子对于)有道*和)无道*两个世

道的态度和应对方式是不同的& )天下有道*时

则积极入世#奉行)达则兼济天下*原则#教万民

以仁义礼智信等仁爱之道-)天下无道*时则可选

择引退#遵从)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做好自身

的道德修养和自我教育#以待时而动#应时而变&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

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

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

&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

权*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

孔子对处于不同时代的逸民#如伯夷%叔齐%

柳下惠等人的行为做出评价#说明处于不同时代

的贤者的不同行为方式#认为各有所取#但自己如

果身处当时则会与他们的做法不同& 所以孟子才

会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

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孔子之谓

集大成&*

%孟子认为孔子是)圣之时者*#是以上

这些贤者行为的集大成者& 他既可以奉行伯夷%

叔齐的德行#又可以像柳下惠那样行事& 他会根

据事情及时代的不同而改变自身的态度和行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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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合宜的应对#绝不会固守某一种被认为是

)贤*的行为#因此才能成为)集大成*者&

孔子以自己为例#教人以)时中*#就是要教

人在世间成就自己与他人& 这个)时中*更多的

是给人提供面对政局变化的时候所能够适行的原

则#教人不能为时局所困& 只不过要做到这样却

是很困难的#所以孔子要以)随时立中*之法教

人#以言传身教&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

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即是说明能够适时摆

脱政局和时代的困扰的困难& 若人被政局%时势

所溺#只顾跟随政治的变动而违背)为政以德*的

初衷#限于政权而成为恶政的帮凶#则此不是)随

时立中*之法所欲达到的功效& 因此#孔子的)随

时立中*之法所说的应时而动#不是教人毫无原

则#恰恰是要教人能根据时局的变化而做出不违

大道的适宜行动& 不论时间如何流动#时代如何

变化#中间总有一些稳定的东西存在#这个稳定

的%具有继承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所需遵守的)中*

道& 也正是这个)中*道使得孔子的教育始终坚

持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和道理#而不至使学生无所

适从& 比如他对)三年之丧*的坚持!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 君

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0三年不为乐!乐

必崩* 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

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

女安乎'+曰%&安*+ &女安!则为之/ 夫

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

不安!故不为也* 今女安!则为之/+宰

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

之通丧也* 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

母乎/+

"

从宰我与孔子的对话可以看出#宰我认为

)三年之丧*太久#应该缩减一下& 因为#当时的

社会已经礼崩乐坏#周代所传下来的礼乐体系已

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的%更加

势利的%世俗的风气#所以应该改变旧有的习俗#

根据新的社会情况#实行新风俗& 然而孔子却坚

持)三年之丧*#不能因为时代的变化#社会局面

的变化而缩减时间& 因为#)三年之丧*根源于父

母对子女有三年的怀抱养育之恩#为人子女都必

须以)三年之丧*感怀之#这才是最合宜的#这才

是)仁*#否则便是不仁不孝& '礼记正义(也有言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恩

之杀也& 圣人因杀以制节& 此丧之所以三年#贤

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王者

之所常行也&*

#力证)三年之丧*的合宜性&

因此#孔子所施行的)随时立中*的教育方

法#不是一种没有原则的随意变通#而是一定的基

本原则指导下的应时而动#是仁道所行之要求#是

王道施行的有效途径#是孔子)因材施教*方法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三5 行为取向的教育结果规范

)因材施教*所讲的教育#除了要依据主体对

象%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外#往往与主体所处的

环境和情景密切相关& 而且#对象%时间%情景等

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交错的关系& 主体

在不同的时间%身处不同的环境及情景中他的身

份角色及思想行为的表现都会有所差别#思想行

为的变化就意味着时间%情景的转变& 同样#时间

和情境的变化%主体的言行等外在表现都会有所

不同& 因而#孔子根据处于不同场景中的人需要

有不同的言行表现#而提出了)随处适宜*#即顺

从情景的变化而展开教育#以期人在面对不同的

事物#身处不同的情境时也能做出不同但却合适

的应对行为& 人在不同场景下同样需要具有差异

且合适的言行#促使了)随处适宜*的教育的出

现#这也是)因材施教*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一"在具体场境中表现适宜行为

孔子根据人在不同的场合需要有不同行为来

对弟子做)随处适宜*的教育& 具体表现为!)孔

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庙朝

廷#便便言#唯谨尔&*

$

孔子认为身处宗族乡党之中#面对父兄长辈

等#要保持温和恭敬的形貌#尽量少说话#以表现

自己的孝敬之心-而身处朝廷庙堂之上#面对君王

百官时#则要以臣子的身份出现#本着对君王%百

姓负责的态度#要保持谨慎#勇于在礼法%政事上

发表自己的看法#以显示自己的忠心& 孔子认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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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场合会有的不同的行为表现#不是一种

为求名求利而矫揉造作出的虚伪举动#而是依据

内在德性和外在礼法#自然形成的合宜的行为&

所以朱子说!)只是要知得礼合如此#所以行之则

和缓而不迫& 盖圣人制礼#无一节是强人#皆是合

如此&*

!孔子教人以礼#要人在不同场合行以合

宜的举动#不是强迫人这样去做#那样去做#而是

要通过这种教育#使人自觉自然那般去做&

关于)随处适宜*#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

的情境#要做出不同的应对#'论语(中#还有很多

的论述& 如)寝不尸#居不客"容$& 见齐衰者#虽

狎必变& 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 凶服者式

之& 式负版者& 有盛馔#必变色而作& 迅雷风烈

必变*

"等&

!二"针对具体对象评价其表现

孔子)随处适宜*的教育还有更加细致的划

分#在同一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也需要做出不同

的表现& 他说)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

大夫言# 躢躢如也& 君在# 如也# 与与

如也&*

#

身处庙堂之上#在君主不在的时候#与下大夫

交流时要保持温和快乐却不失刚直的形貌-与上

大夫交流时要保持和悦恭敬但不失诤的形态-待

到君主上朝#面对君主时要保持恭敬谨慎而不失

威仪的安然之貌& 而这一切不过是)圣人在这地

位#知这则样#莫不中节*

$的体现#是孔子依循中

庸之道而教人要做出自然如此的合宜的行为

举动&

孔子教人以)随处适宜*#就是要保证人在日

常生活中#面对不同的事物#或同一事物身处不同

场合和情境中能够在态度和行为上有合适的变化

和应对& 孔子正是依循这一方法#深入了解学生

的特性以及事物变化的道理#而不以单一的教育

内容和教育方法来教育学生#以此引导学生避免

因为行为处事的执着一偏而导致角色扮演的混

乱#不合内在自我#也与外在规范相悖#最后落得

个体身心俱疲结果&

!三"养成包容开放的文化心态

)随处适宜*的)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那就是)地域*& 众所周知#不同的地域#因自然

环境和发展方向及速度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生

活方式%文化以及信仰等& 在此方面#孔子始终保

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他认为对于不同的文化#我

们应该给予必要的尊重和包容#不能以自我的文

化环境来界定%规划他人的文化和信仰#甚至以此

来规制整个世界& 这个思想在)子为父隐*问题

的讨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论语0子路(篇载!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

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

者异于是*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

中矣*+

%

从这一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叶公和孔子各

自的家乡#儿子对)其父攘羊*一事会有不同的行

为举动& 叶公的家乡是)子证之*#而孔子的家乡

则是)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孔子以此引出了

对于)正直*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并以此教

育学生& )其父攘羊*这件事未必真实存在#也许

只是孔子为了向弟子说明在不同环境和文化中#

人们对同一个社会规范的理解和应对行为都是有

差别的& 我们可以以之为孔子)随处适宜*之教

的一个案例!叶公所在的家乡儿子的行为表明#他

们是从一个)臣民*的角度#以)忠*为)正直*的

标准来对待)其父攘羊*一事的& 本着忠于君王

和法律的正直精神#在)其父攘羊*时#子必须要

)证之*#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直*& 孔子没有反对

叶公的观点#也没有对其乡之子的行为做出评价#

他只是以自己家乡为例#给出了在)其父攘羊*这

件事上自己所在家乡人子的行为& 并由此引申出

对于正直的另外一种理解和诠释!从一个)子女*

的身份角度考虑#以)孝*为正直的标准来对待

)其父攘羊*一事时#子的行为就会出现)为父隐*

的情况#而这就成为)直*的第二种可能性& 孔子

不反对叶公和其乡之子的行为#表明了他的)随

处适宜*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首先#在忠孝这个

问题上孔子认为忠孝是一贯统一的#子曰!)其为

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

者#未之有也&*

&他既主张子女要孝敬父母#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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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

& 只是家庭和朝

廷#君臣与父子是两种不同的关系与身份& 二者

之间会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但也存在调和的

可能& 所以孔子提出这个问题#教育学生对于同

一件事#面对不同情境不能固执的坚守某一个标

准#要根据情况的不同给出合适的%合宜的应对行

为& 孔子以)随处适宜*之法教人#引导人在不同

场合要有合宜的角色扮演#不能陷于一偏#就像忠

和孝一样#两者不是绝对分离的#而是可以在合适

的时机下互相转化的#我们在行为上也应该依循

一定的原则#做到)随处适宜*#以使自己的行为

能够做到如面对)忠孝*时的当孝则孝%该忠则忠

的随处适宜&

孔子以随处适宜#顺从情景的变化而展开教

育#还体现在他对)仁*的解说和教导上#孔子对

)仁*有多种解释#且是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弟

子所做出的不同教导&

孔子以其高明的智慧和言语的技巧#根据其

对弟子的深入了解#充分尊重弟子的个性#以)因

材施教*之法教育弟子#不仅向弟子讲明了其所

持的道理#推广了仁道#还使得弟子能够在现实的

伦理生活中真正做到以仁爱之道思%以仁爱之道

言%以仁爱之道行&

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可以从更多的方面

进行阐释#也可以有其他的理论建构方式& 作为

)古为今用*观念的一种倡导#期待更多%更高的

理性探索#进一步丰富%发展%传承优秀的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思想&

45-@"8-$%+/0 K"%./$#2/+"%"(K"%(#2+#.D

45"#65/"(4-&25+%61/#8-%/. +%J22"$8&%2-?+/5

45-+$JL/+/#8-"V+%K&+15+!+&"$

;<=F0

3

Z(0O

$#!

"$)B/Q''U'K̀ >VU(/7&Y(0(LIJFI('0# GH0IJFUB'>IQ R0(SHJL(IT# GQF0OLQF4$##,*# GQ(0F-

!)B/Q''U'KPHF/QHJD&>/FI('0# C>0F0 E'JYFUR0(SHJL(IT# GQF0OLQF4$##,$# GQ(0F$

,1#)-2$)! PQHG'0K>/(>L[IQ'>OQI'KIHF/Q(0OLI>&H0IL(0 F//'J&F0/HW(IQ IQH(JFZI(I>&H"=(0 GF(BQ(

9(F'$ /F00'ILIFT'0 IQHVFL(L'KYHJHUT(0&(S(&>FU&(KKHJH0/HL)<IFUL'O'HLVHT'0& IQHL/'ZH'KL/Q''UH&>/F?

I('0)PQHY'&HJ0(IT/'0LIJ>/I('0 'KIQ(LIQ'>OQILQ'>U& VHVFLH& '0 IQHIW'FLZH/IL# ()H))YFIHJ(FU* F0&

)IHF/Q(0O*)PQHIQJHHVFL(/&(YH0L('0L'KIQHG'0K>/(>L[IQ'>OQI'KIHF/Q(0OLI>&H0IL(0 F//'J&F0/HW(IQ IQH(J

FZI(I>&H"=(0 GF(BQ(9(F'$ Y>LIVH/'0LIJ>/IH& (0 Y'&HJ0 K(HU&)<I(LJHKUH/IH& (0 IQH&HSHU'ZYH0I'KH&>/F?

I('0FU'V.H/IL[a>FU(K(/FI('0LF0& KFY(UTVF/1OJ'>0&# WQ(/Q LQ'>U& VH/FJJ(H& '>IKUH@(VUTF//'J&(0OI'IQH&H?

SHU'ZYH0ILIFOH# L'/(FUH0S(J'0YH0IF0& 'IQHJKF/I'JL)<K(I(LL>(IFVUHHSHJTWQHJH# (ILQ'>U& YF1HFZZJ'ZJ(FIH

JHLZ'0LHLI'IQH&(KKHJH0I/'0&(I('0LF0& &HYF0&L)

3+4 (&-5#! G'0K>/(>L- IHF/Q LI>&H0IL(0 F//'J&F0/HW(IQ IQH(JFZI(I>&H"=(0 GF(BQ(9(F'$- H&>/FI('0FU

YHIQ'&L- Y'&HJFIH

"责任校对5朱春花#

$"$

!

'论语0八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