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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德育”与“美 育”同 频 共 振，将 精 神 信 仰、理 想 信 念 和 美 学 教 育、诗 意 课 堂 融 合 在 一

起。寓美于德，寓德于美，德美交融，相得益彰。中国儒 家 美 学 对“美”和“善”的 深 层 次 关 系 有 着 深 刻 的 阐 述，认 为

“美”和“善”可以统一。西方哲学在理解“美”和“善”之间，有着从哲学的遮蔽到美学回归的历程。“思和诗”融合为

一体，互补和谐，话语搭建出了中西方美育和德育之间的桥梁，“德育—诗性语言—美育”形成了以诗意话语表述为

中心，以潜移默化的生活视角为方式，以德育提升为目的互为辅助的形成途径，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

系。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诗意；话语表达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５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３－８４１８（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９５－０５
【文献标识码】　Ａ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２３６／ｊ．ｃｎｋｉ．ｊｓｈｅ．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８
【作者简介】　龚莉红（１９８１—），女，江苏启东人，河 海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博 士 生，南 京 财 经 大 学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所

副研究员，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海 德 格 尔 说：“人，应 该 诗 意 地 栖 居 在 大 地

上。”思想政治教育课需要“德育”与“美育”的同频

共振，将精神信仰、理想信念和美学教育、诗意课

堂融合在一起。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美学含义在

道德含义的遮蔽下，难以闪烁其真正的光芒，但究

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美育”具有陶冶情操、净
化心 灵、提 升 审 美、对 人 的 自 我 状 态 再 提 升 的 作

用。思想政治教育诗意化的话语表达体系，能更

好地将“美育”融入“德育”中去，寓美于德，寓德于

美，德美交融，相得益彰。

一、诗意思想政治话语的哲学基础

无论在中国文化的熏陶滋养中，还是 在 西 方

哲学的思考寻觅中，诗意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带有

人类对德育的思考和探究。在“德行”和“美育”的
双重奏中，获得政治教化的目的。

首先，中国儒家美学对“美”和“善”的深层次

关系有着深刻的阐述。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
成于乐”，“乐”作为“美”的中介，“美”塑就“善”的

升华，孔子认为人的心灵通过音乐来实现思想的

纯净和再次升华。“美”与“善”相通互融的哲学本

质属性，形成美育的内在基础，教育者在传递美的

同时，将美中“德 性”的 部 分 展 现 给 受 教 育 者，让

“美”和“善”统一起来，审美的活动有益于“善”的

传递和教育。国学大师王国维对美育思想十分推

崇，他认为“美育”和“德育”“智育”“体育”“劳育”
一样重要，“使 人 忘 一 己 之 利 害 而 入 高 尚 纯 洁 之

域，此最纯粹的快乐也”。而且，“盖人心之动无不

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

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１］。在王国 维 看 来，美 育

具有一定的独立的教育地位和教学目标，他创新

性地将“美育”作为独特的学科进行归类。美具有

超越物质的非功利性，在对美的欣赏中，人是自由

轻松自足的状态；在对美的欣赏中，人的思想和行

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被提升、被教育。
从“美”这个汉字的来源，可以管窥出中国人

集体意识中沉淀出来对“美”与“善”的交汇融合。
“美”字 从 词 的 偏 旁 部 首 中 拆 解 为“羊 大 为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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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中许慎说：“美，甘也。从羊、从大。羊

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在远古食物匮乏

的年代，食物带给人类的生理饱腹和口味的满足

提升了人类精神的层次，美味的羊肉带给人类精

神的愉悦，进一步上升到“美”这种主观精神满足

的层次，形成了“美”与“善”意义相同的生理、心理

基础。
其次，从西方哲学角度，西方哲学在理解“美”

和“善”之间，有着从哲学的遮蔽到美学回归的历

程。康德认为美是道德象征［２］，在他看来，美育能

促进德育的发展，美虽然没有具体道德的束缚，但
是纯粹的美具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更能促进德

育进一步深入心理、深入灵魂深处。黑格尔对美

的本质的定义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黑格

尔看来，美是具体理念的形象化、具体化、外化的

表现。因此 在 美 育 的 阶 段，通 过 艺 术 的 绘 画、舞

蹈、歌曲、雕塑、音乐、摄影、戏曲等方式，满足人类

内心更高的心理旨趣，从人的内心深处唤起对崇

高、美、道德的回响，在艺术演绎过程中，通过艺术

形式的二次创作，传递出来的精神对受教育者有

一种感性的熏陶、提升、升华作用，在“美”的引领

下，达到“善”的彼岸，最后达到德育的效用。
自从柏拉图将诗人赶出理想国之后，诗 意 的

语言或者文学是被“逻辑化”的语言所遮蔽的，笛

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将人类的“逻各斯”意识提

升到“人是万物的主体”这个层次上。海德格尔的

“诗意的语言思想”观点中却认为理性语言和诗意

语言是可以互相对话、互相交流的，逻辑学和诗意

的语言并非对立，逻辑语言遮蔽的诗意的语言焕

发出新的光彩，思想和诗意并非截然对立的两面，
而是互有联系、共有发展。海德格尔认为吟唱和

思想是诗的相邻树干［３］，因此，思想可以和诗歌共

通起来，吟唱、思想、诗歌是三个相邻的树干。“对
于晚 期 海 德 格 尔 而 言，它 们 即 被 语 言、林 中 空 地

（Ｌｉｃｈｔｕｎｇ）所规定。这里的语言是林中空地的语

言，林中空地除了是既显现又遮蔽的地方之外，还
是一个宁静、寂静的地方，但此宁静与寂静又发出

声音，这种声音具有规定性，它规定了吟唱、思想、
诗三者。”［４］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给德育很大的影

响。让人通过诗意将整个灵性彰显出来，诗意的

世界和逻辑的世界融合在一起，“诗意”充满了德

育的过程，使得说教具有“诗意的情感”，更能融入

人的心间，关注人的生存、内心和发展。形而上的

逻辑思想遮蔽了诗意的本身和人的本性，使人变

得机械化、物质化、世俗化和沉重化，而在诗意的

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开始具有灵性，摆脱了沉重的

肉身，变 得 具 有 非 物 质 性、轻 盈 化、自 由 化、全 面

化。
第三，“思和诗”融合为一体，互补和 谐，在 中

西双方的哲学思维上找到了融合点。前苏联的苏

霍姆林斯 基 的 诗 意 教 学 思 想 认 为，“没 有 美 的 教

育，就不可能有完整的教育……我认为很重要的

一条，就是教会孩子去观察美，同时去思考美和人

的高尚品格”［５］。学者戴 锐 提 出“德 育 美 育 化”的

观点，他认为：“德育美育化的基本含义是‘像美育

那样进行德育’，是以德育为目的、德育为本体、德
育为形式，运用美育的规律、美育的方式方法，通

过审美心理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影响品德心理，从
而实现德 育 目 标。”［６］逻 辑 上 和 审 美 上 的 完 美 统

一，智力发展和审美情感的丰富一致，使人感到精

神世界的崇高性、多样性、具体化的统一。审美活

动加入了参与者精神的互动，使得道德审美更具

有个人因素和情感因素。艺术让生命沉浸在诗意

的美学中，让道德的精神家园显得诗意而有内涵。

二、诗意的思想政治话语体系构建

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主 要 指 口 头 或 者 书 面 的“交

谈、辩论、正式的讨论、语段、谈话”等。中 西 方 的

话语体系都紧紧围绕着文学、诗学的逻辑发展，在
文学的熏陶中，思想的教化能顺利实现，同时在文

质彬彬的语言熏陶中，受教育者能体会到意境的

营造，在强烈的带入感中，达到教化目的。
第一，“话 语”是 人 们 说 出 来 或 写 出 来 的 语

言，中国文化渊远流长的“诗言志”的文艺传统中，
就带有话 语 建 构 政 治 教 化 的 作 用。《诗 经》中 有

“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诗以言志”的表

述，孔 子 认 为 诗“可 以 兴，可 以 观，可 以 群，可 以

怨”，《诗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具有“话
语”的表述作用，同时也有“隐喻”的作用，兼具了

西方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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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带有政治驯化、明喻礼教、以文

载道、通晓周知、以文化人的教育意义。最早的思

想政治教育就和传播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

国传统儒 家 的 文 学 观 就 注 重 文 学 的 政 治 教 化 作

用，中国先圣———孔子也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
他强调了语言在文学和道德教化中的重要性，认

为“不学诗，无以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孔子所在的“百家争鸣”
时代，诸子百家都是语言学中的修辞家，他们通过

雄辩和书写的言语将自我的观点表达出来。
中国古代在“轴心时代”展现出来对“话语”的

表述，是东方的语言哲学智慧，中国的“话语”更注

重“言外之意”“微言大义”“得意忘言”。中国的话

语思维更接近“所指”，即侧重于“话语”所表达之

外的含义，儒家为传统话语做了规定：“为圣人立

德、立功、立言。”在中国儒家传统的思想中，中国

的话语带有强烈的训谕作用，最终的目的是“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人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
第二，对西方哲学家而言，“话语”更具有自然

哲学的色彩，是语言学中的概念。“话语”在逻辑

构成上，建构了理性的政治教育王国。从亚里士

多德时代起，西方就有着悠久的符号学传统。语

言是符号的象征，语言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中

国的语言学多是和“诗学”结合在一起，中国语言

的“留白”作用更为明显，西方的语言学有着科学

的学科属性在其中，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认

为数学关于 世 界 之 真 实、赫 拉 克 利 特 的“变 之 哲

学”、琉息帕斯的原子论、德谟克利特对逻辑学的

追寻、柏拉图对西方传统语言的语法思考，都体现

了西方对“话语”的科学解构，对修辞学、语法、语

言符号的本体论思考。因此，西方语言哲学多意

向于“能指”，这也为２０世纪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

向奠定了基础。中西两方的语言哲学各有偏颇，
西方多为条分缕析的内部结构分析，如同显微镜

一样照射着语言，而东方多为写意山水般意境追

寻，最后难以建立其严谨的科学思维方式。
第三、从“话语”本身来看，话语的独特性带有

国家隐性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含义。“话语”是通过

声音或者书写符号来表达意义的语言行为。“话

语”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话题，从东西方文明初创

开始到启蒙时代、再到现代哲学的语言学启蒙阶

段，甚至当下的后现代哲学反思，都与语言息息相

关。“诗与思”代表的语言与哲学的关系，是建立

在人们对整体世界的认识的表述上面，人类从开

始有 了 语 言，通 过 话 语 来 表 述，就 拥 有 了 思 考 世

界、表述社会、认识自我、管理社会、引导舆论的能

力，话语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无疑是带有启

蒙式的原典作用的。
话语搭建 出 了 中 西 方 美 育 和 德 育 之 间 的 桥

梁，“德育—诗性语言—美育”形成 了 以 诗 意 话 语

表述为中心，以潜移默化的生活视角为方式，以德

育提升为目的互为辅助的形成途径，形成了话语

的体系。

三、诗意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营造

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实践中，每个思想 政 治 教

育者应激发学生的主动积极心态，用诗意的课堂

教学来引导学生，让学生沉浸在充满“诗意”的语

言环境中学习。
首先，在顺利传递“国家意志”的前提下，将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美学的理念，用诗意的形式

来呈现。以 走 进 学 生、走 进 生 活、走 进 心 灵 为 目

标，通过音乐、小说、朗诵、诗歌、成 语 典 故、小 品、
影视化表演、话剧、微电影、舞蹈、高雅音乐等方式

来营造教育的诗意“意境”。虽然每个教师的教学

风格不尽相同，但是可以创造出具有诗意特色的

教学模式，在统一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将艺术融入

德育，激发学生对美的渴求和对道德的领悟。
其次，改变课堂师生教学地位，提高高校思想

政治课程的 实 效 性，将“理 性 思 考”融 入“感 性 美

学”中。变“说 教”为“感 悟”，在 优 美、诗 意、有 意

境、有魅力的环境中学生感受到情感、知识、价值

观之间的互相交融，对美的灵性自然激发，使得学

生融入了“真善美”的境界，达到《礼记·大学》所

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

境界，思想政治教育在“美的历程”中，发挥出强大

的育人功能。
再次，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设计上，更突出教

育艺术的研究，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教育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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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 种 艺 术，在 诗 意 的 情 景 创 设 中，课 堂 不 再 僵

硬、枯燥，整个课堂“灵动”起来，呈现出艺术的活

泼、生动、灵动、积极、向上的状态，教学老师的诗

意情景创设，让学生的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人性的

积极蓬勃、生机盎然的状态，教师本人的教学积极

性也被调动起来了。在师生互动中，积极的精神

状态得到呈现。在教学资源选择上，教学课程的

内在蕴含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中华文明的优秀文

化、世界艺术长廊中的绘画、歌剧、诗歌、舞蹈、音

乐等内容皆可以进入课堂，课堂教学资源内容极

大地丰富了师生视野，在学生学习中，积极性、探

究性、创新性、艺术感都得到了提高。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的诗意化，旨在培养

学生的良好素质、积极的精神追求、优良的人格素

养和良好的精神品味。当前思想政治课的诗意需

要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中，传承中华传统

美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 精

神。诗意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改变大学生“精致

的利己主义”的功利化倾向，改变低俗、低级、低下

的生活趣味，使得学生在高雅的中国文化中徜徉，
汲取《诗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中国古

典文学的精华。要全面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教育层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构建全面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教学体系。将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生难以理解的

“马克思主义原理”深深扎入“中国历史文化”的血

脉中，“思修课程”倡导大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渗
透融合到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

四、营造诗意的高校校园文化氛围

当代大学生生活在校园中，校园文化 氛 围 具

有 潜 移 默 化 影 响 人 的 作 用，“近 朱 者 赤、近 墨 者

黑”，在诗情画意的校园中生活能够让高校学子身

心愉悦，因此，良好的校园隐性和显性文化，都在

“润物细无声”地熏陶着学子。
第一，显性的校园文化陶冶 学 子 情 操。显 性

的校园文化包括学校的总体规划：楼堂馆所、校园

绿化植被的布置；校园景观雕塑的设计修建；校园

教学楼、行政楼、图书馆、实验楼、食堂、宿舍等地

的布置、设 计、修 建；高 校 的 标 识、标 语、橱 窗、教

室、标语栏等设计布置。“名言警句”“校风校训”
“雕塑雕像”都蕴含者大学的精神风骨。清华大学

的校风“行胜于言”刻在日晷上，师范类大学的雕

塑采用孔子的形象寓意其“万世师表”，北京大学

的蔡元培雕像，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碑，重庆大

学钟塔，武汉大学鲲鹏雕像都寓意着独特的大学

的精髓。这种显性的“美感教育”，贯穿于学生整

个大学生涯中，提升学生认识校园精神、传承校园

文化和再造诗意人生的能力。
第二，高雅艺术引领大学校 园 文 化 氛 围。大

学生是开社会风气的“领头羊”，各种流行思潮、流
行文化从高校发端并风靡开来的情况十分普遍，
高雅的话剧、歌剧、舞剧、戏剧、舞蹈、画展等各种

艺术表演都走向校园。“高雅艺术进校园”也成为

学生喜闻乐见的艺术活动，这些高层次、高水平的

文化活动，对大学生提高艺术欣赏的能力和水平

都有积极的作用，能使大学生体会到高雅艺术带

给他们心灵的润泽和享受。高雅艺术指向人类灵

魂的深处，追问人类的存在意义，给予观赏者“真

善美”的肯定。因此，高校多利用高雅艺术来进行

“美的教育”，让学生通过欣赏、观看、表演、演奏高

雅艺术达到“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目的。
第三，隐性的校园文化塑造大学生的 高 尚 人

格。每一所高校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通

过品牌活动传承校园文化内涵，努力塑造每个校

园特有的文化氛围。高雅、优秀、精致的校园文化

品牌，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全方位感受、学习、欣赏

高水平、高品位文化的平台，以此整体带动提升校

园文化繁荣发展。高校应该努力塑造符合主流价

值观、赢得青年人欢迎、具有校园文化气息、具有

历史传承的校园品牌活动。在不同的校园文化活

动中，“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与适应，通过

接触、交流、对话和建立共识，达到多元文化‘和而

不同’的境界，自觉地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统一

起来”［７］。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包括理论学习类、专
业研讨类、文化传承类、体育锻炼类、兴趣小组类、
娱乐休闲类等，该类活动对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展
示大学生风貌、提升大学生修养有促进作用。每

一个成熟的校园文化活动是大学的名片，学校通

过组织演讲比赛、辩论赛、歌咏比赛、舞蹈节、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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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社团文化巡礼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全
面活跃了高校校园文化活动。高校的宣传部门应

积极地展示、宣传优秀的校园文化成果，通过校园

网络、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台、官方微信、微博、
校园橱窗和对外媒体展示学校的文化成果，建立

具有青年特征的校园文化体系。

五、结语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孔子

则认为暮春时节的乘风而归是人生的一种良好状

态，“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展现了中国人心目中

理想的状态是能够自由地舒展性情、展示自我内

心。实际上，中国人内心舒畅自由的状态和马克

思认为“上 午 狩 猎、下 午 钓 鱼，晚 上 讨 论 哲 学”的

“人性自由发展”具有内在勾连性，诗意的人生带

有道德性的特征，而道德通过话语的诗意构筑更

具有深入人心的魅力。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诗意的转换，带来 的 是 当

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转换。思想政治话语的目

标指向当前高校的现实实践活动，指向日常的生

活话语，指向高雅的诗意审美。涵养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的“诗性”内涵，激发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

和道德理性，通过营造的诗性话语“审美场”，最终

达到艺术活动的德育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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