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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哲学史（第1卷）》应该写成什么样式，随着研究的展开和认识的深入，一致认为：
《中国教育哲学史》理应写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切忌用西方教育哲学的概念范畴进行生搬硬套。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和教育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
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
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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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瑞璠，1919年2月生于湖北巴东，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
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教育学心理学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规划
组成员、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华东师大中国教育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及
该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
主编及合著有《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卷》、《教育大辞典·中国教育史分卷》、《中外教育比较史
纲》、《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教育卷》等。
　　陈超群，常用笔名路知奇，广东人，教育学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发表《简论认识效率》、《中国古典经济学探源》、《简论道家的逆向教育思想体系》等论文十多篇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教育哲学史（第1卷）>>

书籍目录

前言本卷引言第一章 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与以德育为核心的教育哲学思想第一节 孔子一、求安
重义的理论价值取向一、 “义”对“仁”和“礼”的贯通作用与“中和”本质三、利的分类、取利之
道和义利关系四、重公利、社会本位和经世致用之学五、贵义贱利、重精神轻物利和“为己”之学六
、融科技知识于德育课程之中的教育内容第二节 孟子一、辨“义”一、“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德、
教育基础论三、“唯义所在”的道德价值论四、道德、知识、利益三位一体的分工学说五、“穷达”
之分和“为己”之学六、孟子义利观的理论基础--性善论和“存心”、“寡欲的教育方法论第三节 苟
子一、义利观和价值取向二、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三、“先义后利”的功利主义道德教育方法四、以
礼分利、尚贤使能和教育目标的层次划分五、性恶论和“化性起伪”的教育作用论六、导欲论和“心
之所可中理”的理性教育原则第二章 墨家重“利”贵“义”的价值取向与文科、实科并重的教育哲学
思想第一节 墨子一、“便宁无忧”的社会理想及其理论价值取向二、重“利”的功利主义和贵“义”
的奉献精神三、以功利实用为目的的实学教育四、道德教育的三个层次五、尚贤使能和“壹同天下之
义”的道德教育过程六、义利观的神学基础和具有民间特色的宗教教育第二节 论墨家是儒家的支流一
、阶级局限与儒墨互补二、社会理想的共同追求与相同的社会治理方法三、伦理学说方面的异同四、
外异内同的义利观及其根源五、儒墨对教育作用、内容和目的之理解的一致性第三章 道家脱俗求真的
价值取向与学以求“复其初”的教育哲学思想第一节 老子一、老子的厌世心态（去俗）与反向思维（
归真）⋯⋯第四章 法家重利求强价值取向“壹教”于农战和法治的教育哲学思想第五章 秦汉价值观
的综合性发展与教育哲学思想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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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退一步说，即使从一个国家的利害得失来看，“王”具有表率的作用（“君仁，莫不仁”），如
果王言利吾国，则大夫、士庶也效法而言利其家、利其身。
人人都从自身私利出发，“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这样，希望利吾国，反而害吾国。
反之，只有先义后利，君主才能得到真正的大利，因为“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所以，最明智的做法是“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
”由此可见，孟子的这段话的实质还是深刻的利害权衡。
不“日利”不等于不要利，不“日利”的目的仍是得利。
　　但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而言，孟子反对以功利为目的。
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过程中，孟子主张人人都应“怀仁义以相接”和坚持“唯义所在”的道义论（详
后）。
然而，即使是“唯义所在”的道义论也不是没有利益基础的。
　　透过“何必日利”的语言形式，我们发现了隐藏于其中的利益基础，不仅孟子同梁惠王的这段对
话是如此，孟子的整个理论也体现了道德、教育以经济为基础的基本精神，在这一点上，孟子的观点
是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及其教育，都决定于经济基础。
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观点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思想。
　　孟子重视经济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王天下”的政治策略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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