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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明理学的总结者王夫之极为重视道德教育，他的道德教育思想集中地体现为“正志为本”的德育目

标、“因人而进”的德育原则、“立教有序”的德育方法和“学思相资”的德育途径等。王夫之的德育思想虽然打上了

封建伦理道德的烙印，但他关于德育目标、德育原则、德育方法和德育途径等问题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仍

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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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明理学的总结者，王夫之极为注重道德教育，因而

就形成了他的极为丰富的德育思想。王夫之在德育目标、德
育原则、德育方法和德育途径等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思考。

一、“正志为本”的德育目标

王夫之十分重视“志”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把

“立志”与“正志”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目标。他认为，一个

人的道德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志是否远大而坚

定，圣人和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圣人有远大而坚定的

志向。他说:“学者德业之始终，一以志为大小久暂之区量，

故《大学》教人，必以知止为始，孔子之圣，唯志学之异于人

也。”［1］卷四 这就是说，在王夫之看来，学者必须先“立志”，志

向定了，他的学习与思考才会有明确的方向，他在生活中才

不至于因受到偏私的情欲的干扰而做出悖理违义的事情

来。他说:“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

有; 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2］卷五 王夫之不仅

要求学者要“立志”，而且要求学者要“正志”，他提出: “正

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故教者尤以正志为本。”［3］卷五 同时，

他还强调，学者立志必须执着与专一，“人之所为，万变不

齐，而志则必一，从无一人而两志者”［4］卷五。他强调，确立了

自己的志向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应该矢志不移，如

果朝三暮四，则“不可名为志，而直谓之无志”［2］卷五。但是，

王夫之所说的“志”是“志于道”的，即要志于封建伦理道德，

这也是他“正志为本”的德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他就必须先“立志”，古代如

此，今天仍然如此。有志者，事竟成。立志对于一个人的道

德品质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只有树立了远大的志

向，才能做到前进有目标，努力有方向。一个没有目标、没

有理想、没有志向的人，他是不能有积极的行动的，即使有

了行动也会是盲目的或不能持久的。一个人有了远大的理

想和志向以后，他还必须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志向而行动，

必须从一事一物做起，必须一点一滴地积累，不能好高骛

远，否则理想就会变成空想。在近一千年之前，王夫之能把

“立志”作为德育建设的目标，能将其放在一个人的事业能

否成功的各因素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二、“因人而进”的德育原则

“因人而进”即应根据受教育者智力的高低和其优点与

缺点等具体情况而进行教育。王夫之从他的“性日生日成”

的人性生成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性情是人在后天生活

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他就十分重视后天教育的作用。而在

道德教育中，他认为教育者居于主导地位，因而教育者对被

教育者必须善教，必须“顺其所易，矫其所难，成其美，变其

恶。教非一也，理一也，从人者异耳”［1］《中正篇》。这即是说，

虽然具体教育方法各不相同，但基本原则却是一样的。他

指出: 人“质有不齐”，有刚有柔，有敏有钝; 志量不齐，有大

有小; 德性不同，有优有劣; 知识不等，有多有少。在这种情

况下，教育者就应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对

之进行教育，即“因人而进”他说:“君子之教因人而进之，有

不其之训焉。”［3］卷十。他认为，如果不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

而采取“一概之施”，那就达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关于如

何做到“因人而进”，王夫之指出，最关键的就是教育者必须

了解教育对象，即他所说的“必知其人德性之长而利导之，

尤必知其人气质之偏而变化之”［3］卷十。王夫之还进一步指

出，作为教育者，要掌握学生的个性特点，他就必须“始则视

其质，继则问其志，又进而观其所勉与 其 所 至，而 分 量 殊

焉”［3］卷十。这即是说，作为教育者，他必须逐步深入地了解

学生，先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再询问学生的志向，继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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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学生的道德行为。如此之后，他才能全面地了解学生，

才能在对学生的教育中做到有的放矢。

王夫之提出的“因人而进”的德育原则充分地考虑到了

受教育者年龄、个性、接受能力、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别，

其核心就是要针对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以便做到对症下

药，因材施教。这一原则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对我们今天

的德育实践仍然有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德育是一项“人心工程”，只有对不同年龄、不同个性、

不同道德水平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才能使他们将

道德认识转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因此，在进行道德教育

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了解教育对象，必须深入地了解学生，

然后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教育，以使道

德教育能尽可能地符合学生的实际。这也就是说，对于学

生，我们既要有基本的和共同的要求，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

培养学生的特长，要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来进行教育。邓

小平曾经说过:“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

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

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

个人按 不 同 的 条 件 向 社 会 主 义 和 共 产 主 义 的 总 目 标 前

进。”［4］
因此，在思想道德教育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德育

对象思想道德发展的实际水平，必须讲求针对性与实效性，

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统一起来，对不同的对象提出

不同的要求。

三、“立教有序”的德育方法

所谓“立教有序”，就是必须依照大小、远近、精粗、轻重

等次序来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它实质上就是一种循序渐

进的教育方法。王夫之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他

的关于“立教有序”的教育方法。他指出:“于事有大小精粗

之分，于理亦有大小精粗之分。乃于大小精粗之分又有大

小精粗之合。事理之各殊者分为四: 一、事之粗小; 二、事之

精大; 三、粗小之理; 四、精大之理。众理之合一者为五，此

事理之序也。”［5］卷七 在王夫之看来，不仅“事”有大小、精粗

与轻重之分，而且“理”也有大小、精粗与轻重之别，所以他

将“事理之序”区分为五等，即事之粗小、事之精大、粗小之

理、精大之理以及大小精粗之理的合一。在王夫之看来，一

个人要成为圣贤，他对这些大小精粗的事理都是要学的。

但由于人的精力有限，人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也是需要

逐步提高的，所以就必须采用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即设法

做到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由事及理。用王夫之

自己的话说，就是“始教之以粗小之事，继教之以粗小之理，

继教之以精大之事，继教之以精大之理，而终以大小精粗理

之合一”［5］卷七。无疑，这样循序渐进地施教，能使受教育者

的道德水平稳步地提高。相反，如果不按序立教，最后的结

果就可能是“教者之心已劳，学者之业难就”［5］卷七。

循序渐进的方法，既是教育教学中的普遍法则，也是王

夫之德育思想的重要内容。这种方法既看到了学生接受道

德教育的渐进性，也强调了德育内容的循序性，它对于我们

完善德育方法，对于我们按规律办事以逐步提高学生的道

德素养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俗话说: “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就形成，它

必须经过长期的培养，它的形成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因此，我们对学生进行的道德教育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

们不能指望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所以，在道德教育

中，我们必须做到从小处着手，从小事着手，从近处着手，从

简单的事情上入手，循序渐进，这样才能逐步提高学生的道

德水平，才能增强德育的效果。

四、“学思相资”的德育途径

王夫之继承了前人的将学与思结合的德育思想，并在

此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他的关

于“学思相资”的德育途径。他认为，学与思两者不可有偏

废，而必须紧密结合，必须做到使学思相互促进。这是因

为，一个人，他的学识越广博，他对问题的思考就会越深刻;

他在思考中产生了困惑，则必然也会促使他更加勤奋地去

学习。因此，他提出了“学思相资以为功”、“学愈博则思愈

远”、“思之困则学必勤”的观点
［3］卷六。王夫之还指出，求知

明道离不开学与思。他说: “学则不持己之聪明，而一唯先

觉是效; 思则不循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乃二者不

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

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3］卷六 他主张学

习必须虚心，必须尽量吸取前人的宝贵经验，以丰富自己的

学识; 思考则不能墨守陈规，要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以

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当然，王夫之所谓的“学思相资”的具体内容是封建的

伦理道德，其目的也要使学习者成圣成贤，因而就有其脱离

社会实践的倾向，因而也是带有一定的唯心主义的成分的。

但尽管如此，他的德育思想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其

中的不少合理之处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比方说，按照学思

相资、学思结合的要求办，就可以帮助我们在道德修养方面

不断地进步，从而使我们走向更高层次的道德境界。“学”

是继承前人道德认知的必要环节，对前人所创造的道德理

论，我们只有通过“学”才能对它加以认识，才能使我们在道

德认识上有所借鉴;“思”是在“学”的基础上的理解、发展与

创新，人们通过学习所获得的东西，只有再经过了“思”，才

能在学习者头脑中形成深刻的认识，进而使学习者有所创

新。因此，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就能不断地攀登道

德认识的高峰，就能净化自己人生的追求。可见，学思相

资、学思结合是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境界的有

效途径，这种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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