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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柏拉图教育观比较及启示 ①

———兼评心性主体论思想政治教育观

蒋晨菲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３００３８７）

摘　要：孟子和柏拉图分别是古代中西方的杰出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对中西方文明的演进起了重要作用。以人性观
的差异为切入点，从教育内容、教育的途径方式和教育目的比较孟子与柏拉图心性主体论思想政治教育观的异同点。并

对以孟子和柏拉图为代表的心性主体论思想政治教育观进行评析，从中汲取有益思想，力图为我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提

供有益借鉴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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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孟子与柏拉图教育观的理论基础
１．１　孟子：性善论

人性本善论是孟子心性理论的核心思想，也是其教

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心性论即心性之学，是关于心性的

理论或学说。孟子对于“何为性”的理解，是沿着以心言

性，心善而言性善的逻辑脉络。孟子认为人心中有“善

端”，即人心中有向善的本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

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１］“四善端”说肯定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人

的道德来源，是人的自然情感的载体，说明人具有向善的

可能性。从人心到人性经历了程度上的深化和质的飞跃

过程。在他看来，人性指的就是人具有的仁义礼智四种

道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君子所性，仁义礼

智根于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１］从人心向善到人性善，具体表现为“四端”到“四

德”的发展过程。孟子认为善端只是经验层面的善的本

性，并不是现实的道德品质，人性是可变的，现实生活中

由于环境和后天不努力等因素，造成人迷失自己的良知。

因而从“四端”到“四德”的转变，人性和道德的完善，有待

于后天的环境熏陶和教育引导，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

体能动性，对内在的善的本性加以扩充和培养。可见，孟

子对于人性的论述，既肯定人具有向善的潜在本能，也强

调了自我内省、道德教育和环境影响在将先天“善端”扩

充为现实的道德品质中发挥的必要性，为其道德教育理

论奠定基础。

１．２　柏拉图：灵魂三分和心灵转向说
柏拉图的道德教育理论是以灵魂三分说和心灵转向

说为哲学基础的。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和

欲望三部分组成，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德行：智慧、勇敢

和节制。只有理性、激情、欲望三者各司其职时，人才能

同时实现智慧、勇敢和节制，进而成为正义之人。在他看

来，灵魂是不死的，灵魂本身中蕴藏着善的理念，但是在

尘世中与肉体的结合中忘记了正确的方向。《理想国》第

七卷中谈到教育必要性、培训哲学王的必修课程以及分

阶段的教育计划教育目标时，多次提及通过灵魂转向，从

黑暗愚昧到光明理性的必要性。“知识是每个灵魂里都

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

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到它的‘眼睛’得

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

的善者。”［２］因此，教育不是依靠外部灌输知识，而在于认

识能力的培养，帮助人认清方向，从感觉世界转向永恒的

理念世界，发现善的理念。

可见，孟子和柏拉图都秉持先验主义的“人性善”理

念，从人的内部寻求情感动力，肯定人的内省在加强道德

修养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受中西方思维差异影

响，两者也有着一定差异，这也决定二者在具体教育内

容、方式以及目的上存在一定的不同。孟子从人与动物

相区别的教育出发，以人心之善论证了人性之善，把人心

与人性在人之感性存在与理性本质上合二为一，形成“理

性与情感”高度统一的伦理道德。柏拉图从理念世界出

发，将善置于抽象的哲学层面，把理性、气概、欲望看成后

天不可改变的素质，因而更有一定的神秘主义意味。

２　孟子与柏拉图教育观异同比较
２．１　教育内容

孟子在继承孔子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将仁、义、礼、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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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德进行系统的阐发，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在

四德中，孟子更突出强调仁义。“仁者，人也，合而言之，

道也。”“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１］仁指的是主体的良心、本心，

是由恻隐之心扩充而来的对亲人、民众甚至万物的相爱

之情。义体现的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和心理是否符合仁、

符合道德标准进行的一种价值判断。将仁、义相互结合，

作为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充分肯定要加强人的仁爱之

心、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培养，通过内修外求，形成互敬互

爱、诚信和谐的人际关系。此外，“明人论”也是教育内容

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伦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

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总称。在孟子看来，通过教育促

使民众了解这一整套社会尊卑标准，帮助人们更好地修

身养性，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气和促进社会安定

团结。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要培养四种美德：节制、勇

敢、智慧和正义。针对具有不同道德天赋的人民实施不

同侧重点的教育。对于生产者要注重节制的培养，促使

其控制意念和约束喜好，安心工作，服从统治者的统治；

对于护国者要突出勇敢的塑造，通过严格训练和教育，帮

助其保持昂扬的斗志，担当起保家卫国重任；对于统治者

要进行专门教育，培育其热爱知识、追求真理的信念。当

一个国家中生产者、护国者和统治者都具备相应的美德，

便是一个正义的国家，也就具备正义的美德。具体到教

材内容方面，除了数学、几何学、天文学、谐音学等基本文

化知识的设置之外，柏拉图还提出要重视音乐文艺教育

和体育训练，对于哲学王要加强辩证法的教育。“朴质的

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

炼产生身体的健康。”在他看来，健康、理智的文艺熏陶有

利于培养礼仪的品质，而体育锻炼有利于培养坚毅和勇

敢的精神，将音乐和体育结合起来，帮助人们形成好的心

灵和身体。

孟子和柏拉图都注重人的美好德行的培养和塑造，

强调通过教育引导达到对内心善的回归。不同的是：首

先，孟子的德育是针对全体民众的通识教育，肯定所有民

众内心都有向善的本性，需要后天的教育和主观努力来

挖掘其天性。而柏拉图基于天赋道德论，认为人分为金、

银、铜，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德育目标，只有金银质的

贵族子弟才能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可见，柏拉图主张的

是一种精英教育。其次，孟子德育内容是仁、义、礼、智儒

家道德规范和“明人伦”，主要是突出儒家诗书礼艺的学

习。而柏拉图的理念中，除了基本的文化课程知识设置

外，突出了音乐和体育教育在塑造良好品格中的作用。

２．２　教育途径和方式
在孟子看来，要充分发挥受教育的能动性，自身修养

在道德品质的培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强德行修养

的过程就是把因物欲而丢失的本心找回来，存养善心的

过程。因而，孟子主张通过“寡欲”来存养善心，即减少物

质欲望，保护好内心的道德萌芽；通过“尚志”来养浩然之

气，即发挥意志力，严格遵循仁义的准则，在艰苦的环境

中磨练自己的道德修养。其次，认为道德教化也是必不

可少的。“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犹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

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１］。“教师要遵循

‘盈科而后进’和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

适合的教育方法，因势利导地开展教学活动。”［３］最后，强

调客观环境影响人的性格，在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通过营造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发挥潜移默化

的教育作用。

在《理想国》一书中，苏格拉底多次采用对话、辩论的

方式与其他民众进行关于正义、美德的辩论，从而激发他

们的内心反思，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柏拉图特

别推崇这种问答式的教育方式，通过教师的启发诱导激

发学生对善、美的思考，从而塑造良好心灵和高尚品格。

在儿童教育方面，特别注重早期教育的塑造作用，根据儿

童的心理发展特点，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采取正面的教

育内容如美德故事加以引导。并随着学习者的年龄增

长，经过严格选拔，进行体育、军事、知识和哲学教育，最

后遴选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哲学王。此外，他也特

别重视实践和环境对教育的影响作用，认为要在社会实

践中考察儿童的品德。

可以看出二者的思想主张有一致性，注重受教育者

的主体作用，强调自我教育；肯定环境对于教育的正面影

响，提倡培养良好的环境氛围；因材施教，根据不同教育

对象采取多样教学方法。当然也有差异，表现在：教育方

式上，孟子主张由内及外的方式，特别强调道德内化，在

修身养性中做到克己复礼；而柏拉图强调由外及内，激发

学生对美、善的思考。此外，柏拉图吸收了斯巴达国家部

分办学制度和教育经验，指出教育应当由国家负责办理，

禁止智者们的私学。

２．３　教育目标
在个人道德层面，孟子特别推崇仁义在道德标准中

的地位，将仁义并举，推行人伦之教，通过教育和引导，帮

助民众扩充内心的善端，达到道德品质的至高境界，实现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想目标。在国家治理层面，孟子

将“德”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主张推行“仁政”。

战国中期，社会局势混乱不堪，孟子多次劝说统治者要奉

行“仁政”“王道”思想，以君主的仁德之心服人，达到安顿

人心和平定天下的目的。

柏拉图将善的理念作为德育的最高目标，通过对人

们善的理念的教育和培养特别是哲学王的塑造，实现个

人正义和城邦正义的统一。他在《理想国》中把城邦刻画

为一个以善的理念为基础的正义的国家，构成城邦的最

高统治者———哲学王具有“爱智慧”“爱学习”的美德，护

卫者、生产者分别具有勇敢、节制的美德。通过新的教育

来塑造理想的城邦和正义的公民。

可见，孟子和柏拉图都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主张

通过道德教育，构建理想的德治国家。受到阶级的局限

性，他们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的社会结

构上。孟子致力于培养崇义尚道的“义士”，柏拉图力图

造就理想国的哲学王，两者在培养选拔统治者时都遵循

着“德”“善”标准。

３　心性主体论思想政治教育观评价
在中西方思想史上，认同主体心性思想政治教育观

的不仅有孟子、柏拉图，而且在后人的教育思想中也常常

被提及，如叔本华、尼采等。主体心性思想政治教育观的

核心思想就是肯定作为道德实践者和学习者的主体作

用，遵循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充分挖掘其内在潜能。

即强调道德发展具有内在超越性，在保持本身善心的基

础上，人通过反躬自问实现道德品质的提升和超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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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着眼于‘人之所以为

人’和‘人成为怎样的人’，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４］

在这种教育观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更侧重于从教育者

的内在道德自觉出发，尊重受教育者主体地位。秉承这

种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上，以启发式、诱导式教学方式代

替单向灌输法，化被动的知识接受为主动的学习；师生关

系上，肯定学生地位，提倡互动学习和教学相长；课程内

容上，从学生兴趣出发，设置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鲜活材

料。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处

理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内化道德规范，成长为拥有

高尚品德的人。

当然也不能否认以孟子、柏拉图为代表的主体心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从唯心主义先验论角度出发，认为人的

道德品质起源于先天的善性，把人的道德发展和提高归

结为人的主观作用，因而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认

识，带有先验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其次，由于其所处时

代和所属阶级的局限，有些观念过于理想化，带有强烈的

阶级性、等级观。孟子、柏拉图同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

会过渡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为了匡扶社会，他们都进

行了不懈尝试，并提出以“善”为核心的教育措施教化民

众，并将这种理念运用于国家治理层面，构建理想政治制

度。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的德育思想都反映

了一定的阶级意向，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

统治需要。基于人的道德天性，采取温情脉脉、神秘主义

的形式进行教化，起着麻痹人民思想的作用。

４　教育启示
尽管孟子和柏拉图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但均

从性本善的角度出发，探索德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两

者从人的天赋道德出发，延伸出不同的德育内容、途径和

方式，但是殊途同归，都重视道德教育在培养人才、构建

理想制度、济世救国的作用。虽然他们的思想带有不可

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其中仍不乏精华之处值得我们现今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习和借鉴。

４．１　挖掘受教育者内部动因，强调自我教育
道德教育的发生过程不只是单纯地接受知识，而是

一个综合复杂的生成过程，涉及知识、情感、意志、理想等

一系列因素的互动共建。孟子认为教育是“求其放心”的

过程，柏拉图认为习得过程是实现“本然灵魂”转向，强调

个人积极互动的学习和自主能动性的发挥。受教育者对

道德规范的判断、接受程度，直接影响德育的效果。唯物

辩证法也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和

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我国现实来看，在新课

改的背景下，不少学校、课堂教学中已经不再是一味单向

灌输，教师开始有意识引导学生学习。但是简单灌输和

填鸭式教育方式仍在不少乡镇学校和西部边远地区存

在，而且课程考核设置偏重于试卷和分数，忽视学生情感

体验、价值观的培养。此外，有部分教师从一个极端跨到

另一个极端，完全放任学生，忽视对学生的引导和对课堂

的掌控。充分挖掘受教育者的内部动因不是对教育者主

导作用的否定，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教育者的引导为受教

者内因的发挥创设良好的外部条件。

４．２　创设良好的德育环境，发挥校园文化熏陶作用
在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家庭、学校等

外部环境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孟子：“富岁，子弟多

懒，岁凶，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１］柏拉图认为：

“应该从小起模仿与他们专业有正当关系的人物———模

仿那些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一类人物。”［２］在当前德

育过程中，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社会、学

校、家庭风气建设中，为青少年的德育发展提供良好的外

部环境。尤其是要注重校风、班风建设，加强诚实守信教

育，培育优良考风；加强团结友爱教育，倡导互帮互助的

风气，推动和谐校园、和谐班级、和谐宿舍的建设。学生

在校园中受到熏陶和感染，自主接受这种主流文化，并真

正去践行主流价值观念。

４．３　加强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培养健全人格
柏拉图强调道德教育要从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抓起，

孟子也倡导仁义礼智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培养“圣人”“君

子”。可见德育的目标指向都是为了培养真正意义上的

人，让受教育者学会做人、学会交往，在社会与个人之间

寻求平衡点。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调

整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社会呈现出多元文化价值趋

向，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思想和风气侵害人们尤其

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因

而，在当前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价值体

系的大背景下，更要注重加强基本道德规范教育，从规范

日常生活行为来培养公民的基本道德品质，避免形式主

义、说教，在德育实践中通过情感、理性的升华，实现知情

意行的统一，从而塑造完整的道德人格。

４．４　提倡知行合一，在实践中获得升华发展
在教育实践中，孟子和柏拉图均注重“知行合一”，即

道德必须借助行为来体现，使受教育者达到思想和行为

的一致。道德品质的形成是知识、情感、意志、理想等多

因素互动生成的过程，涉及知识技巧、能力培养、情感养

成、个性意志形成。理论知识的习得和积累是必不可少

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内化吸收并外化为具体的道德

行为。目前，我国学校教育开始提倡体验式教学方法，鼓

励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但不少课堂教

学仍流于形式，导致收效甚微。孟子和柏拉图“知行合

一”的思想给了当前德育工作以启示。一方面，施教者要

铭记身教重于言传的原则，通过塑造美善的人格和规范

日常言行为学生提供生动具体的榜样；另一方面，受教育

者更要加强道德规范的学习，坚持从细微处严格约束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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