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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十多年来，中国教育史学科无论在通史、断代史，还是在专题研究、人物评传方面，均取得了
有目共睹的突破性进展。
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更进而尝试从哲学高度对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演变进行理论总结。
①但是，迄今为止仍没有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教育哲学史（第2卷）》著作。
有感于此，华东师大中国教育史学科点部分成员会同兄弟院校的同行专家，决心对这一前沿课题进行
开拓性探索研究，并经国家教委批准为文科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
　　《中国教育哲学史（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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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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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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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瑞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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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明喜，1964年9月生于江西上饶，教育学博士。
华南师大教科院副教授，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人选，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
参编的著作有《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教育卷》等，并发表论文10余篇。
　　于述胜，1964年8月生于山东烟台，教育学博士，山东师大教育系教授。
为山东省高校中青年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省级重点学科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研究方向的负责人。
著有《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朱熹与南宋教育思潮》、《现代教育理论》、《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七卷），参编有《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等著作，发表专业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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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本卷引言第一章 魏晋玄学的教育哲学第一节 王弼：“名教出于自然一、对名教的本体论证二、
“性其情”及其相应的教育理想三、寻言观意、得意忘言的教育方法论第二节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
然”一、对名教的批判二、张扬意志自由的教育价值观第三节 郭象：“名教即自然”一、“名教即自
然”的道德本体论二、“各安其性”的人性论及其义利观三、玄学化的理想人格及其修养方法第二章 
隋唐时期的教育哲学第一节 “心性合一”的佛性论一、天台宗的“性具善恶”说二、华严宗的“性起
”说三、禅宗的“自心是佛”说四、佛性的内在超越性第二节 从道体论到道性论一、成玄英的道体论
二、王玄览的道性论与心性论三、吴筠“性命双修”的修道论第三节 韩愈、李翱：理学教育哲学的先
驱一、韩愈：“务使合于孔子之道”二、李翱：“灭情复性”第三章 北宋理学教育哲学第一节 周敦
颐：寻孔颜乐处一、以诚为本的圣人观二、以孔颜乐处为价值取向的修养论第二节 张载：“知礼成性
，变化气质一、“上达反天理，下达徇人欲”的教育价值论二、 “民胞物与”：确立理想人格的本体
存在三、“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修养方法论第三节 程颢、程颐：“天下之事，惟义与利而已一、
辨“义”二、 “衣食足而有恒心”的教育基础论三、“出利入义”的教育目的论四、“敬义夹持”的
修养方法论五、简论义利与理欲第四章 南宋理学教育哲学（上）：朱熹第一节 心性论与教育价值论
一、理·性·命一、心·性·情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四、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义与利⋯⋯
第五章 南宋理学教育哲学（下）：陆九渊与杨简第六章 宋代的功利主义教育哲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教育哲学史(第二卷)>>

章节摘录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朱熹在理、礼、事三者的关系中来界定礼，视礼为宇宙本体、道德本体的
外在表现，其意义在于通过将人类文化提升到宇宙本体的地位，而使礼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因为礼一旦取得了宇宙本体的地位，人类的既定文化成果便自然具有了超越历史而亘古不变、万世不
移的性质。
在下面对礼的构成的分析中，人们将会看到这一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朱熹所说的“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包含着对于礼之构成的
说明。
即作为理的礼和作为事的礼，前者即先验、普遍而绝对的道德原则；后者指与一定道德原则相适应的
具体的行为方式，所谓“文为度数”，属于经验规范的范畴。
如“事亲以孝”，这是先验的道德原则。
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它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如端茶送饭、冬暖夏清等。
这些仪节性的方面，即属于经验规范，从大的范围上讲，国家的法令、制度等亦属此列。
道德原则如同天之命令一样具有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它横亘古今、贯通人我、万世不移。
经验规范与先验的道德原则不同，它们因事而异、因事制宜，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和可变的。
故朱熹说：“所因之礼是天做底，万世不可易。
所损益之礼是人做底，故随时更变。
”②当然，所谓可变，并不意味着人人可以制礼作乐。
事实上，按照儒家的思想传统，“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
而好自专”。
只是有德有位的圣王之人，才有制礼作乐的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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