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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高教文化的现代借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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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的大学是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总称，这些机构或曰大学或另有其名。古代传统大学的文化
积淀是从“明人伦”、“修己治人”到“化民成善”，回归人之“性理”的教育精神，再到 “利济苍生”精神文化变迁，传统大

学文化具有注重社会本位、注重伦理人文以及重“道”轻“器”等显著特点，这些积淀构成中国大学文化精神的底色。现

代大学文化可以借鉴其利济苍生的社会担当、伦理人文的教育理念、“道”“器”融合的思维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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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有类似的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名称不一：如

稷下学宫、太学、国子监、书院等。它们建立在以手工业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和小农自然经济基础

之上，以传授封建伦理道德，封建国家管理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只有少数统治

阶级子弟才能进入这样的机构享受教育。其目的在于“明人伦”、“通经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即“修己善群”、“明体达用”，培养适合于统治阶级需要的管理者和知识分子。基于大学的基本特征

以及本文研究的需要，本文所指的大学是泛指传播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或机构，这就包含了中国古代

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这类机构虽然缺乏现代意义的大学制度及大学校园环境，但它们之中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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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大学文化的胚芽，含有我们今天建设大学文化的宝贵财富。本文按照历史线索对中国古代大学

及其文化进行梳理。

１　中国大学的缘起及大学精神文化变迁
殷商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具有大学性质的教育机构。“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

所以明人伦也。”《王制》记载：“虞氏善国老于上庠，夏后氏善国于东序，殷人善国老于右学。”上庠、东

序、右学这三种机构都是具有大学性质的教育机构。西周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名称叫“学宫”。到了春

秋战国时期，高等教育机构不只由官府设立，私学并起，百家争鸣。孔子是中国私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创

办的私学，规模宏大，又很正规，有教学活动的“堂”，有学生居住的“内”，他还根据学生不同情况和特点

实行分科教学，先后有学生二三千人，贤者七十二。这时期著名的私学，除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还有

比孔子稍后并与孔子齐名的墨子，到战国时期，私学教育仍不断发展。如孟轲的私学规模很大，齐国的

淳于鬃“诸弟子三千人”。田骈在齐办的私学规模也很可观，等等。这些私学传授相对高深的知识，同

时，这些学校的学生大都是具有一定学识基础和道德修养的成年人，因此这种私学不是进行一般的基础

文化教育和私塾，而是一种私立高等学校。

秦汉三国时期已经出现了较为正式的官立高等教育机构———太学，它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有确

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大规模、建立最早的官立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汉灵帝刘宏光元

年（公元１７８年）在洛阳建立起了鸿都门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文学艺术学院，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专
门学院。还有东汉的四姓小侯学；隋唐时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等五种类型的具有大学

性质的教育机构；唐朝中央政府设立的“六学二馆”和众多的专科学校［１］。这一时期，与官立高等机构

并行发展的还有迅速兴起的一批私立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西汉时期著名的私学大师有董仲舒、翟方

进、严彭祖、许商等，东汉名师大儒有夏恭、张兴、王充、刘淑、郑云、张奂等，全国各地私学盛行，到处都有

经儒讲学和生徒聚众求学的局面。而宋朝的书院更是盛行，中国的书院文化正是在宋朝得到迅猛发展

的，其中影响较大的书院有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鹿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丽泽书

院、象山书院等。

元明清时期的国立高等教育机构有所衰落，数量也明显减少，教学水平和学术思想也明显下降，有

国子学、回回国子学、算学馆等。这一时期的书院受政府控制比较严格，到了清朝，甚至把书院当成省立

大学对待了，实际上各省书院只不过是清朝科举考试的附庸。

先秦时期的大学精神文化“明人伦”、“修己治人”到“以德化人”，因为目的是培养统治者，所以其

中倡导的是“明人伦”和“修己治人”的文化。还强调以“德”化民和“修己善群”，重视德育，要求统治者

按照“礼”来导民，“修己善群”集中体现在《大学》所提出的三纲八目，三纲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

于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１］。

秦汉三国时期倡导的是“化民成善”、“尤重儒术”、回归人之“性理”的教育精神。主要弘扬的是儒

家思想，尤其是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较深，讲究的是儒家义理，就是维护封建统治与封建道德的根本道理

与个人修养工夫的理论，弘扬封建的纲纪伦常、名分等级等永恒不变之“道”。教育是要回归人的“性

理”，“诚”是天道也是人道的根本范畴，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人性即是仁、义、礼、智、信。

元明清时期则体现为从“程朱理学”、“明伦明天理”到“利济苍生”精神文化变迁。秉承的仍然是

程朱理学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封建伦理，弘扬的主流是明

伦、明天理，书院有主张“格物为体认天理”的文化，有倡导“心理”、“知行合一”、“启良知”的主观唯心

主义精神文化，也有“以正心、修身、忠君、孝来为目的”的精神。清朝政府在高等教育机构大力提倡的

主流文化是教学生学做经贤，“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讲究的是“居敬穷理”，追求的是能“斡旋乾坤，利

济苍生”的“圣人”和“通儒”。

２　中国古代高教文化的特色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大学文化精神都具有注重社会本位、注重伦理人文等显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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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精神特质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些积淀构成中国大学文

化精神的底色。另外，重“道”轻“器”也是中国传统大学文化精神中的一条重要线索［２］。

２．１　注重社会本位
２．１．１　化民成俗的大学宗旨

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而言，《大学》是一个纲领性文本。《大学》指出了大学的理念：“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３］“亲民”就是通过教育与学习，从而达到修身、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

良社会不良风气之目的。“在止于至善”指的是无论个人修身，还是参与社会，都以至善为目标，最终使

整个社会都成为“向善”的理想社会。古仁人要使天下的人都成为明明德的人，得先治国；要治国的人，

先齐家；要齐家的人，先修身；要修身的人，先端正内心；要端正内心的人，先有诚意；要成为有诚意的人，

先致知；而致知在于格物，格物才能知致，知致才能意诚，意诚才能内心端正，内心端正才能身修，身修才

能家齐，家齐才能国治，国治才能天下平。从天子到百姓，都以修身为本。内圣外王之道，“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不仅成为知识分子的做人准则和理想追求，而且是古代教育机构的社会职责。古代教

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仁人，使社会仁爱太平。“学而优则仕”是汉代太学、国子监和翰林院的目标。董

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占正统地位。他建议汉武帝学习儒家经典，兴办太

学，提倡教化，“正义”与“明道”，这样人们才会懂得礼义，国家才会稳定，进而才能达到长治久安。太学

成为当朝者培养统治人才的一个教育机构，后来逐步演变为国子监和翰林院。无论是叫太学，还是国子

监、翰林院，它们都是朝廷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主要功能都是在为统治者培养统治人才。

２．１．２　政治突出的大学理念
大学确立自身地位有两种不同的哲学路径，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一种以政治论为基础。持认识论

哲学的人，把追求知识作为大学的目的。持政治论哲学的人，则把符合国家、社会的利益和需求作为为

大学发展的首要宗旨。纵观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理念总体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

虽然中国古代大学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但在古代中央集权统治的制度下，官学一直是主要的形式，

强调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才［４］。科举制度便是大学与政治紧密联系的产物且其将这种联系发挥到了极

致。在中国古代，读书很少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更多是为了经世济民，政治对学术的干预一方面增

加了教育和学术的政治关怀，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对纯粹学问的追求，干扰了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５］。

２．２　注重伦理人文
２．２．１　仁义和明德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占据了支配地位，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儒家思想特

别重视伦理道德，我国古代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太学、国子监、书院等都将之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

“礼义之德”教化学生，形成了重视道德修养的传统。太学一方面要担负推广、传播“儒术”的职责，另一

方面还要为国家“择贤任能”。而“贤者”的重要标准就是要德才兼备，德是放在第一位的。唐代的国子

学、太学和四门学更是如此，皆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非常看重对学生仁义道德品行的养成。明

代中央设立的大学———国子监，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研习科目，“监规”规定：“在学生员，当以孝悌忠信

礼义为本，必须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以为他日之用。”

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在中国传统大学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大学文化与以儒家思

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在内容与表现形式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大学文化与东方伦理文化一样，主要强

调在群体中的个人思想行为和人际关系，在形式上主要体现人文关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修养，提倡

人们通过修身与学习成为有理想与高尚的人。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６］。

２．２．２　重学的传统观念
“重学”是儒家思想的又一要义。“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孔子所信奉的一种精神追求，他乐此不疲

地设学传道，广收门徒，有教无类。其弟子继承师业，广泛传播儒家学说，使“儒以道得民”。董仲舒在吸

收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一套具有神学色彩的儒家思想体系，主张

独尊儒术。在此前提下，设太学用儒家思想培养人才。重学的作用一是在于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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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化民众、文明社会、稳定秩序。“发虑宪，求善良，足以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

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二千多年前《学记》中的这段话就已道明了设学施教的重要

意义。“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表明了教育与国家

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学校的社会责任是十分明晰的。

２．２．３　贵和尚中的人本伦理
对大学文化影响至深的传统文化当属“中庸文化”、“和合文化”、“人本文化”［７］。

中庸之理是儒家根据客观规律制订的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主要表现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德，

中庸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可以说是经国治世和治民的大道。《中庸》首篇指出“不偏之谓中，不

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倡导只有走不偏不倚的道路，才能治理好国家和

管理好社会。朱熹主张按照“中”的方法观察事物，发现真理与规律，达到应有的目的，如用片面、过左、

过激的方法去观察事物，从而制订政策，就会造成错误，贻害无穷［８］。

以“和而不同”所体现的和合文化是一种哲学世界观，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智慧的结

晶，成为构建大学精神中开放、兼容、凝聚、和谐理念的重要来源。按照和合文化的理念，大到宇宙世界，

小到万事万物，甚至包括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本身，都是由“和”产生的；而“和”的产生是由于物质世界的

多样性与差异性。“和”不仅是多样性的存在，而且是多元统一的整体，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秩序与关

系。儒家学说把实现社会与人际的和谐为道德标准，构建和平、和睦、和谐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作为君子

人格修养的准则和评价社会协调的尺度。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实现“人和”，第一要“与人为善”，

《论语·颜渊》云：“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礼记·坊记》也提出：“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

己。”第二要“讲诚信讲和睦，崇尚谦让，去除争夺”。第三要“求同存异”，辨异同，致中和，承认多样性与

差异性，再寻求互补和统一。在孔子提出“和为贵”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和”与“同”的差异，并将二

者划分为衡量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一切正如《论语·子路》所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以人为本”是人本主义文化的核心。人本主义文化是以人为本，正确看待民众的作用与地位以及

处理国家、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人本文化包括的内容主要有信任、富民和教化，儒家的“君以民为本”

和“民贵君轻论”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人本思想在大学中的体现，就是强调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

位，突出人的发展诉求；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体现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执政者的主要职责是安民，民

众是国家的根本与基石，这就要求执政者信任民众，更重要的是取信于民。儒家认为，区别动物与人的

根本标准是有无教化［９］。人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重视人才，善于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这是

东方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知人善任，选贤任能，提倡为政在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因素［１０］。

２．３　重“道”轻“器”
《周易·系辞上·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根据这种解释，“道”即超然于外在

形体又存乎于外在形体的非物质的内在抽象的本质、规律、原则、道理、理性、人文、精神、理念以及本体

等；“器”即形体外在具体表现出来的事实、现象、器物、工具、科技、行为、实践、物质以及功用等［１１］。

在中国古代，“道”是无比崇高的，它既是一种道理、规律，也是一种意念、精神。韩非子说“道者，万

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意思是说世间一切科学道理提出的客观依据是“道”，也是世间万事万物

生存、改变、发展的客观规律。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孔子的

思想中，志向在道，活动在艺，依据在仁，根据在德，在德、仁、道、艺四者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志于

道”［１２］。因此，为了使真理能够被知晓，就算是牺牲生命也是值得的，强调最高的人生境界是“士志于

道”和“明道济世”。中国古代官立的大学和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以传统道德文化为教学内容，排斥西

方传入的“奇技淫巧”。《大学》的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孔子儒学

以“士志于道，明道济世”和“以伦理道德为本位”为核心的教育理想的集中体现。涂又光在其专著《中

国高等教育史论》中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是‘艺’与‘道’的矛盾，现在叫做 ‘科学’与‘人文’

的矛盾”，进一步把《大学》提出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称之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总

规律。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传统大学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科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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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其相应的教育机构———国子监、翰林院、太学，另一种是由民间学术大师开办的书院，其中最著名的

是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和睢阳书院，他们奉行的是以孔子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在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和维护泱泱大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教

育理想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不能不说，志于道这一看待世界与人生的整全视角对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起过非常积极的影响。

培养了大批品行高洁、知识渊博的君子。但对“道”的过分热衷，导致对“技”、“器”的轻视，结果阻碍了

中国古代对自然科学和各种专门技艺的学习和传授。

３　古代高教文化的现代借鉴意义
３．１　传承“修己治人”“利济苍生”的社会担当精神

儒家的道德思想在中国传统大学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以培养“修齐治平”的士大夫、君子

为目标，以化民成俗为宗旨。为了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提出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

乎道术，各人“从事其所能”，成为利天下的“为义的兼士”。对于这一时期的大学文化，我们需要继承其

注重道德修养、以德化人、利济苍生的精神；需要学习其老师不仅在学问上指导学生，而且在人格培养、

品性锻造上都起到示范作用的“身正为范”的品质。尽管这一时期的“大学”在形式和管理都远非现代

的大学所能比拟，但当时人们求学的热情、教师从教的热情都不亚于今天。这一时期的教育的最终目标

是求“道”，对每一位学生都要教导他们以整全的知识，这样一种视角对于他们看待世界、看待人世、看

待政治乃至看待个人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经过了这样的教育，受教育者更了解自身、也更了解他人、

社会，这样才能完成“修身、齐家、治国”的任务。这种整全视角也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我们今天的教

育大多是一种职业性、专门的技艺教育，所教授的知识大多只与某种专门的专业有关，对于受教育者的

灵魂、对于他们对世界的认识都较少涉及，这种教育上的缺失现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目前方兴未

艾的通识教育或许对解决该问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大学精神中的“利济苍生”凸显出对家国天下的强烈的担当意识和济世情怀。在市场经

济规则泛滥渗透至每一个领域的今天，这种情怀显得尤为可贵［１２］。现代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又一代社

会精英的重任，这种社会精英不仅仅是专业技术的精英，更应该是有强烈担当意识和济世情怀的社会精

英，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领军人物与脊梁的作用。大学就应该把中国传统大学文化中心忧天下、关注现实

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让大学生浸染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

３．２　传承人本伦理的教育理念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教育理念的最终目标是 “明人伦”，即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追求完美道德、明

白做人的道理。它曾对中国传统的教育产生过深刻影响，对于现代大学教育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促

进个人修养、家庭和谐及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１３］。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仍然是文化知

识教育，对于道德修养关注不够，而我国中小学阶段的教育又在高考指挥棒的指引下沦为一种应试教

育。给予道德教育的空间太小，导致部分大学生有人格封闭、自我中心、不善于和人交流、不能分享他人

的感受等倾向，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在各高校频繁发生，大学生在遇到挫折时常采取不正确的过激应对措

施。这些现象提醒我们，现代大学必须要培养大学生的人伦思想和道德情怀。“明人伦”就是我国古代

大学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道德教育思想。当然，现代社会“明人伦”较之传统社会“明人伦”的范围要大得

多。“明人伦”启示我们道德教育的最佳途径是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只有大学生“明”了道德标准、

“明”了人伦的社会秩序，才会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道德行为。“修己治人”就是要更好地审视

和修正自己的德行，只要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做一个好人，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会和谐健康。如同柏

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言，正义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现代大学应该要教育大学生，首先应该注意

修身，做到“内圣”，然后才能“外王”，去改变他人、改变社会。“内圣”是“外王”的基础，现代大学文化

就应该人人注重“修己”，人人从“修己”做起，这既体现大学人追求“真善美”，追求学术的真、追求人文

关怀的善、追求自身价值的美，又体现大学人的远大抱负和社会担当。

“回归人之性理”。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教育的本质在于塑造人健全的心智，在于人格的锤炼，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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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陶冶，塑造“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君子。教育的目标并不是仅仅学习文化知

识，而是要贴近生活、化为行动，这与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念”相呼应。陶行知先生倡导教育要

“回归生活，发现生活，快乐生活”，应当说这背后也有中国传统高教文化的根源。现代大学精神文化应

当“以人为本”，关照人本身的成长，大学教育的人本回归就是要倡导大学教育少一些功利、多一些人文

关怀。大学也应该营造这样的文化氛围，即大学的管理活动、制度设计、物质环境都应该围绕着人的需

要出发，为教师的职业发展和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软硬环境［１４］。大学文化建设中更应该坚持

以人为本，让人的需要成为文化建设的第一需要，成为大学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３．３　变重“道”轻“器”为“道器融合”
但我国古代的大学文化过于重“道”轻“器”，认为儒学纲常的“道”优于技术的“器”，专门学问都被

视为“奇技淫巧”，拒绝学习和应用，导致我国古代科学不够发达。关于“道”与“器”关系的争论，是中

国大学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辩争，对后来大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古代大学文化中

对科学的忽视是我们要加以避免的，经过近代洋务运动等大规模向西方的学习，洋务学堂主张“师夷长

技以制夷”，为造就实用型外交和军事人才，以西文、西艺为教学内容，打破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我们

已经改变了重“道”轻“器”的传统，转而走向“道”、“器”融合，将对世界、人生的整全理解与专门知识结

合起来。道在器中方为道，器中有道方为器。

另外，我国古代大学文化对社会的“家国天下”式的理解也与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不完全符合，这种

“家国天下”的模式也不能在今天照搬照套，需要结合现代社会的现实加以修正与转化。

简言之，对于我国古代大学文化，我们需要继承其修己治人利济苍生的社会担当精神、追求真理的

热情、对道德修养的重视以及师生和谐相处相与从游的教学模式等；而我国古代大学文化中那些适应封

建社会的元素，则需要加以鉴别与修正，如“家天下”的观念、“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以及“重道轻器”的

传统思维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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