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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思想对缓解当前中小学教师

人文素养缺乏现象的积极意义 ①

夏　瑶，邹爱燕
（湖南科技大学 潇湘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当今社会存在着功利性太强的问题。这一问题也表现在教育行业当中，导致频频出
现教师体罚、猥亵、强奸学生等道德败坏的现象。从本质上看，这些现象与当前中小学教师人文素养缺乏有着密切的联

系。早期犬儒主义在苏格拉底“善”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注重德性、强调节制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于缓解当前中小学教

师人文素养缺乏的问题，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在一定范围内宣扬犬儒主义注重德性、强调节制的思想，有利于唤醒中小

学教师的自我意识，对于当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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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儒学派是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有安
提斯泰尼、第欧根尼、克拉底等。他们继承了苏格拉底

“善”的思想并将之规定为节制、禁欲，认为德性的本质就

是自制，人应当摆脱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纯粹按照自然

生活。犬儒思想在当时及后世尽管饱受诟病，但对于当

今社会存在的某些不良社会现象却不乏启示意义。

１　犬儒主义注重德性、强调节制的思想特点
公元前４、５世纪，古希腊社会高度繁荣，催生了灿烂

的古希腊文化。由于气候及地理环境的原因，古希腊积

极从事海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促成了古希腊宽松自

由的社会环境。犬儒学派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

对于“犬儒学派”名字的来源，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

认为，该学派创始人安提斯泰尼曾经在一个称为“快犬”

（Ｃｙｎｏｓａｒｇｅｓ）的运动场演讲，因此而得名；另一种观点认
为，该学派的人生活简朴，像狗一样地存在，被当时其他

学派的人称为“犬”［１］。第欧根尼是犬儒主义最典型的代

表，他是一个彻底的、极端的、纯粹的犬儒，他践行了犬儒

主义思想，在他的影响下，犬儒奉行苦行主义，他们以乞

食为生，随遇而安，晚上睡在神庙、大街上，以天为被，以

地为床［２］。尽管“犬儒”一词在今天含有贬义，但在当今

的哲学史研究中，犬儒主义无疑是希腊古典末期出现的

重要哲学流派之一。他们主张“善，即顺应自然，满足于

最简单的生活需要，节制物质欲望”，其禁欲主义思想被

晚期希腊哲学中的斯多亚学派继承和发展。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社会文化现象，犬儒一直未得到

公正评价。从国内外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在现实生活中

所提及的犬儒思想主要以消极的形态存在，并逐渐演变

为一种消极、自私、顺从、忍耐、圆滑世故的处世哲学。有

的学者认为：“犬儒学派的出现，表现了希腊社会走向没

落时期。文人的愤世嫉俗表现了他们反常而又悖理的生

活意趣，但在社会意义上，就像一股腐蚀性的酸浸渍着当

时日益没落的社会并加速衰亡。”［３］这种评价显然无法与

安提斯泰尼最初提出的那些思想相统一，这主要是因为

我们总是从犬儒的各种消极的外在表现形式出发来对之

进行否定，而没能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去理解犬儒。

犬儒主义起源于社会动荡、绝望感弥漫的历史时期。

他们所表现出的种种消极的行为，如时常将严厉的斥责、

嘲笑、尖刻的讽刺无情地抛向路人，蔑视权贵，讽刺文人

作品成果等等，都只是为了表达对社会不满，其目的是希

望通过这种方式改变社会衰落的现状。因此有人说：“犬

儒主义者或称犬儒派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现实产物，也是

希腊城邦文化的叛逆。希腊的城邦制度的繁荣孕育了犬

儒主义这个极端化的产儿，城邦制度的衰落催生了

他。”［４］正因为此，他们强调坚持内在的美德和价值，而鄙

视外在一切的世俗功利。不畏权势，奉行“德行”，认为和

德行比较起来，俗世的财富是无足计较的。

从其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来看，犬儒思想的本质是

善的，是积极的，只是被其代表人物以及后世的诠释者们

演绎得过于极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稍嫌极端的

思想对于当今只注重权势财富，忽视内在德行及修养的

道德缺失的社会来说，不啻是一剂值得催人清醒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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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当前中小学教师人文素养缺乏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

技术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了，文化程度高了，但是人

们的道德素质和内在修养却和现代文明社会背道而驰。

本应是为人师表、德高望重的教师，近些年来却频频爆出

变相体罚、殴打、猥亵强奸学生等道德缺失等问题，引发

了整个社会的深思。

据不完全统计，近３年来，网络媒体爆出的教师职业
道德缺失的案例高达１３８起，其中２０１２年４９起，包括教
师变相体罚４０起，教师猥亵、强奸学生９起；２０１３年达５９
起，包含体罚学生 ３８起，猥亵、强奸学生 ２１起；２０１４年
（截止４月）已有３０起，包括体罚学生２４起，猥亵、强奸
学生６起。至少数千名学生因此而受到身心方面的严重
伤害。据中原网（郑州）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报道，新郑市
二中分校高二（１４）班的学生近期反映，该班班主任范某
经常对学生进行体罚，比较严重的是让学生吃纸条，对班

里抽烟违纪的同学，则以５分钟内吸两盒烟的方式等进
行变相惩罚。黑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日
报道，铁岭小学二年级七班学生小宇因为与同学上课打

闹，被班主任老师拿铅笔扎了 ９下，左手变成了“蜂窝
网”，伤口红肿。

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法律

的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不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

面）则要归因于当前中小学教师素质低下，缺乏内在修

养。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人们变得焦躁不安，过

分追功逐利，做任何事情都以“快”为准，而忽视了“修身

养性”。当前的中小学教师也无法摆脱这一社会现状的

纠缠而呈现出焦躁情绪，因为功利化和世俗化而忽视内

在的修养，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道德缺失的现象。上文所

述现象正是这一弊病的具体体现，说明中小学教师的人

文素养普遍有待提高，尤其是乡村边缘地区的老师，更应

注重教师人文素养的培养。

教师师德的缺失问题已引起整个社会的反思。现今

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文明社会，教师的文化水平越来越

高，然而道德素质却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其根本原

因在于，当代的教师行业只注重外在的学历，而忽视培养

教师的内在修养和素质。对于教师，内在的修养更是必

不可少的，因为他们肩负着培育祖国未来的责任。因此

我们要呼吁教师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的获

取，更要注重心灵的培养。在这方面，犬儒主义早期注重

德性、强调节制的思想，对陶冶教师的情操有很大的启发

意义。

３　启示
百年大计，当以教育为本；教育大计，当以教师为本。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教育。而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

的，这关乎整个国家的未来。因此，一个国家要发展，解

决教育问题的确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告诉我们，发
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仅仅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

远远不够的。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我

们一定不能忽视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告诉我们，意识对于物质具有

能动作用，对于人类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发展中国教育

的问题上，我们也要注意物质和精神的两方面。此前的

诸多事实也证明，仅仅依靠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是不能够完全解决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因此要解

决教育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最根本的方法是提高中小学

教师的人文素养，唤醒教师的自我意识。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对于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文

化，我们都应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批判继

承。从民族文化的沟通与交流角度来看，只有将我国文

化和外来优秀文化相融合，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在经济、政

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久远的发展，真正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虽然犬儒主义发展至今，已经存在很多的消极理念。

但是任何问题都应该一分为二的去分析。早期的犬儒主

义把挽救道德败坏看作自己特有的天职，他们奉行“德”，

注重内在的修养，鄙视一切物质欲望，主张清新寡欲，鄙

弃世俗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第欧根尼对“德行”

有着热烈的感情，主张放弃荣誉、智慧、财富、幸福等，但

要追求道德［５］。第欧根尼常说：“人们都在努力挖沟和踢

打以胜他人，却没有人努力成为善良忠实之人。”［６］３４９

对于当前中小学教师存在的体罚、猥亵学生等现象，

我们应当追寻当前社会功利性太强、焦躁不安的根本原

因，并适当宣传早期犬儒主义思想中注重德性、强调节制

的优秀文化因子，使之在当前人们的精神修养方面产生

积极的影响，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通过这样的嫁接，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够获得协调发展，使我们在教师

的选拔和培养方面，既注重知识的提高，也注重人文素养

的修炼，并以此唤醒教师的自我意识，使其主动地以“学

高为师，身正为范”来约束自身的言行。通过这样的努

力，教师尊重学生，尊重社会，学生也因师受教，学会尊重

老师，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尊重社会，这样，我们的国家才

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真正朝着“中国梦”的方向不断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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