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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田教 育 思想评 介

姜 文 闵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端于意大利。法国

与意大利接壤,近水楼台却未能尽先得月 ,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浪潮被法国的保守派顶了

回去,它绕过法国而先在北欧蔓延开来。宗

教改革运动发轫于德国,马丁 ·路德首先吹

起了反叛天主教的号角。而与德国毗邻的法

国 ,宗 教改革运动的声势却大为逊色。法国的

保守派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沆瀣一气,残酷

镇压革新的思潮和运动。巴黎大学是当时欧

洲的最高学府,也是经院主义的顽固堡垒,

它反对任何人文主义的思想倾向。即使象法

王法朗西斯一世那样的人物,想提倡入文主

义新学,也不能涉足到巴黎大学 ,只得另起炉

灶,建立法兰西学院。然而,压抑和禁锢只

能得逞于一时,强烈的压迫必然引起更加强

烈的反抗。法国的文学界首先突破封建主义

的防线,人文主义的文学家,振臂呐喊,奋
笔疾书,锋芒所及,直指经院主义教育。主

持之一是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 (hbelaiS,14

9硅-1553),他在其小说 《巨人传 》中,辛
辣而幽默地抨击了法国封建贵族的腐朽、天

主教会的伪善和经院主义教育的戕生害命。

稍后于拉伯雷的另一文坛巨匠蒙田更是泼辣

大胆。他引经据典,借古讽今,时而嘻笑怒

骂,时而旁敲侧击;时而直陈时弊,时而正话

反说。蒙田没有亲身从事教育实践 ,他的教育

思想散见在杂文之中,而没有系统的教育专

著,然而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却影响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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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是英国资产阶级教育家洛克的先驱,对
法国启蒙运动的教育也有深刻的影响。美国

文学家爱默生 (Emeson)曾评论说。 “
蒙

田是所有作家中最诚实、最坦率 的 人。 ”

(Andie Gide: Thc Lhing Thoughts o￡

montaignc1946, p。 3)

蒙田其入及其著作

蒙田(Michel Eyqucm de Montaigne,15

33-1592)是 法国十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

代的人文主义者、散文作家和教育思想家,

生于法国西南部海港城市波尔多(B°rdeauD,

出身于新贵族家庭。蒙 田幼 年接 受 家庭

教育,他的父亲极为重视语文 的 学 习,为
蒙 田专 门聘 请 了拉 丁语 教师。蒙 田是

在著名的人文主义 学 校—— 居 耶 纳 学 校

(C。 11咄 C· de GcuyCnne)接受早期学校教育

的,在这所学校里,他学习了七年。十三岁

时毕业后,在本地的文科学校学习哲学。以

后,蒙田又进入法国南部的土鲁斯 (T。 t】 1o-

usC)大学、攻读法律。他精通拉丁语 和 法

语,擅长法学:1557年 起,蒙田在波尔多市

议会任职达十六年 之久。在 1580工 1581年

间,蒙田曾先后到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地

游览观光,考察风上人情,以增益见闻。蒙

田曾在意大利谒见教皇,被教皇授予
“
罗马

市民
”
的荣誉称号:1581年 起,蒙田当选并

连任两届波尔多市市长。在职期间,他多次



上书国王,请求维护中产阶层的利益,废止  为主要的哲学派别有三:即独断派,学园派

捐税的不平等措施。他也同情新教徒。1588  和怀疑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斯多葛
年,蒙田参加了国王亨利三世和新教领袖亨  派等,相信他们已发现了真理,被 称 为 独

利 ·德 ·纳瓦尔 (Henri de Navarre)的 谈  断论者,学园派,即柏拉图学派的信徒认为

判。后来,蒙田辞官回乡,深居简出,博览  真理是不可知的;怀疑派则主张要继续从事

群书,闭门思考著述。           研究。怀疑学派,由 于它的追求和研究的活

蒙田的主要著作是 《散文集 》。该书结  动,也被称为
“
研究派

”
或

“
存 疑 派

”
、

构松散,篇幅不等,体裁各异,内容庞杂,   “
犹疑派

”
。皮罗集其大成,比他的前辈更

包罗万象,天文地理,草木虫鱼,立身处世  彻底、更显著,所以怀疑派又被 称 为 皮 罗

等等,不一而足。他的 《散文集 》是人文主  主义者。怀疑派的起因是
“
希望获得安宁

`。义思想的散文作品,其中也蕴含着他的哲学  一些有才能的人,为事物中的各种矛盾所困

和社会政治思想,教育恩想也占有相当的比  惑,不能作出抉择,于是进而研究事物中间

重。这部书是十六世纪各种思潮和各种知识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希望通过这个问题

的总汇,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远影响。我们  的解决得到安宁。怀疑派的主要基本原则是

在英国培根的著作和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中  “
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命 题 与 它 对

可以看出蒙田的思想影响。法国十八世纪启  立。
”
对此p应当持悬而不决的存疑态度。

蒙运动者也继承了蒙田崇尚理性和经验的思  怀疑认为对立可以有三种情形:一是把现象

想。                    与现象对立起来,例如
“
同一座塔,从远处

看起来是圆的,从近处看起来是方的
”;二

家田的怀疑主义
是把思想与思想对立起来,例如有人根据天

蒙田哲学观的突出表现是怀疑主义。他  体的秩序论证有天意存在,而怀疑派则说,

提出了
“
Que sais-加

”
?(我知道什么?)的  顺境常常是坏的,逆境常常是好的,从而推

名言。他把这句话铸在自制的一枚勋章上,  论出天意不存在;三是把思想与现象对立起

勋章的另一面铸的是一只摇摆的天平,表示  来,例如象阿克萨戈拉那样,提 出论 证 淡

人们的认识是捉摸不定难以持平的,用 来作   “
雪是冻结的水,而水是黑的;所以雪也是

为
“
我知道什么?” 这句名言的象征。蒙田  黑的

”
。面对着种种

“
对立

”
, 怀 疑 派 认

熟知塞克斯都 ·恩披里可 (scxtus Emphi~  为,只 有
“
不作任何判断才能使灵魂安宁

`cⅡ ,约 3世纪 )、 西塞罗 (marcus Tdl-   困为:笫一,人们的感觉并不可靠,黄疸石
itIs C汛 nO,公元前106一前鲳 )、 伊拉 斯莫  患者把正常人看作是白色的东西称为黄色 ;

斯 (DCsi。辶rius Erasmus,1茌 吖~I536J)。   对于流星的出现,有人认为足寻常事绊,有
阿格里帕 (A肛 ippa。f Netteshe蚰 ,1还86?~  人却大为惊异。第二,任何事物的美或丑,

1535)、 布鲁耶 (Cvuy de Brues)等 人的著  正当或不正当,往往依入们的风 俗习惯 而
作,并颇感兴趣。蒙田的怀疑主义有着深刻  定,并无一致的标准。印地安丿、和他们的老

的历史的思想的渊源。蒙田信服塞克斯都 ·  婆在大庭广众之下可以干风流艳事,而绝大

恩拨里可的怀疑主义。塞克斯都 ·恩披里可  多数民族则把这看作是耻辱。塞克斯都 ·恩

著有《皮罗学说概略》,介绍和评价怀疑主  披里可得出结论说: “
最高的善就是不作任

义者皮罗 (助'rrho,约 公元前360-270年 ,  何判断,随着这种态度而来的就是灵魂的安

爱利斯人)的观点。塞克斯都 ·恩披里认  宁
”
。(以 上弓丨文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



务E卩 书馆,1862年版,上卷第1?5-—△77页 )。 蒙

弼把塞克斯都 ·披里可的名言
“
我 不 置 可

否∵写成条幅,挂在白己淘书斋里,于此可

见塞克斯部 ·恩披里可对蒙田怀疑主义的深

刻影晌。

蒙田所崇奉的另一名言是
“
一切确定之

物实乃无一硗定
”
。这一思想承受西塞罗的

《经院哲学论 》的影响。该书曾评介哲学家

阿瑟西拉(Ar∞ silas,公 元前31c-241年 )

的怀疑论。阿瑟西拉认为,希腊哲学家苏格

拉底相信
“
我一无所知

”,而他则认为,不
仅如此,甚至连

“
万物皆不确定

”
这一点也

不能确定下来。

裳田继承了古代灼i不疑主义,叉受到逸

代新灼怀轩主义均彤响。他认为宗教只能依

靠佶仰,不能求汪于怼性,雨且怀疑白我认

识泅极限。袁曰喜爱怛丁 《神Ⅱ;· 坨狱篇 》

中站一句名言: “
曳爱知识,也爱怀灰。

”

萦田曾谈及忙旅行烈比扌时均一拧往事:铯
遇到一位熟识均诚实力丿、,足一位亚里士多

符派均学者。j之位学者认为:和 亚里士多德

∴t学说一致,这走一切可靠恕象和完全萁理

浒萁正试金石和基础,元论什么扌亚里士多

铝妫学说不一0虹东西,扦只是思蠢空幻窍1

想象和元兰汾心讠订,"为亚里士多德已红认

讯了一切,扛见了一切,说明Ι
'一

切。宋田

不冂志这位扌考纣态度,锉说: “
我希望儆

故师ΙI佼他忄I圬 学生谌慎埯、严甯地噘取一

切东西,决不要稆信只凭权喊或未经考察 f窍

东西。对他来说,亚里士多德白i学说并不比

斯多喵(St。ics”疋攻伊茔鸩舍 (助犰 reans)

派的学说勇加是一样∴t公理。把 各 种 不 同

的判 断 向他提Ⅱi,如梁他有能力,他将区

别其埋与谬误,不然,他将倮持 怀 疑 的 态

度。
”
蒙田该种不迷佶权戚的态度,在当时

反对传统偏见、捉倡人文主义新学上是有积

概作用的;他冉V态度并非怀疑一切,他本入

遍读古代经典,在文章中一再援弓l古代仵者

G0

的佳言名旬,即可佐证。他所反对的只是谳

从偶象而不求萦解。他说: “
一个仅仅跟鬻

另刂丿、走均丿、,不会去探萦什么东西,也 乎找

不到什么东西。
”

他主张理解既有的知识,

变成学习者本人的信念,因为
“
真理和道理

是属于一切人的,它们并不专属于至今说出

这些真理和逍理的人 ,也不专属于此后说战

这些真理和道理的人
”

。蒙田以蜜蜂为例,它

们采花醣蜜,蜜来自花,但既经酿成就不再

属于花了,而为蜜蜂所独有。这个比喻含义

深刻,十分贴切。

蒙 gl所处均时代,科学知识逐渐兴起,

人类经验 日益扩充。旧:/J知 识不断被祈∷知

识所取代。蒙舀认为

^.对

于作用于丿、刂官的

容观事切 ,其感宵的经扌走有眼的 ;i△对于事

物的本质并不知晓。 “
一切硗帘之叻实乃无

一讷定
”
。哥白尼(c略crnicus,1J5~¨ 1̈“ 3)

否 定 了 托 勒密 (C1at!-ius P芑 olcmacus)趵
“
天 动 说

”;而哥白尼

`“

j⒊功说
”
丨某

种更新与理论出茨后9也许全被推截j。 忄田

的怀撬主义王是当时⒒f∷
j1特点的反映。

鞣嬲弱撼懈的
“
新人

”
觯辍

袁工所拄憬 n饣 教肓 卩标走体椤上iΙ ∴展

击1靳均贵尔 ,=t称为右F∴ t坤 士。袁∷贺冂希描

历史学宋色诺芬 (XenuPi⊥on,|】∶元 :∶l亻-3/∶
?

-355?)的 意见。色诺芬认为技斯丿̌ ∴Ⅰ教

育制度是傥良的,困 为其△彐扌i拄 儿 主 文

+,雨波斯人教儿童德行。波斯丿、∴I儿童出

生后,注意身钵发育莳健全,牛态∴;优关 ;

七岁时,儿童学习骑马打猎;十 田岁,凡巍

的教育由四个人主持, “
一个仝国最贤明的

人,一个最公正的丿、,一个最有节制幻人和

一个最勇敢的人。第一丿、教他宗敬,第二人

教他正直和忠诚,第三个人教他成为白己欲

望的主宰,笫四个 人 教 他 具 有 大 无 畏精

神。
”

蒙田也把古代雅典和斯岜选的教育作

了对比。他说: “
在雅典;入 们 学 习说 得



∴好,但是在斯巴达入们学习做得 好 ; 在 雅

典,人们学习怎样从诡辩派的论争中解脱,

∶打跛强诃夺理的诡辩的欺诈,在斯 m~达,人

们学习怎样摆脱淫牙的诱惑,并且以大无畏

的勇气战胜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在雅典,人

们为空洞的言词而绞尽脑汁,在斯巴达,人

们的职责是探究具体事物;在那里,口舌永

∶远在喋喋不休,在这里,心 灵不断地受到训

练。
”
乍一看来,似乎蒙田赞颂斯巴达而贬

黜雅典。实则不然。从蒙田的一系列言论来

∶考察,他的原意乃是强调教育要注重实效 ,

培养真正的
“
人

”
。蒙田十分欣赏古罗马喜

刷作家泰伦修(T吖∞∞,公元前 195-159)

的名言: 
“
我是人,'我 汰为人类的一坍邯与

我血肉相关。
”

蒙网所讲的
“
人

”,并非抽

象灯,而有其具体的内容。他主张把青年培

养成为
“
田王最忠减妁臣日,最热烤和勇敢

冉t。 绅1卜
”

。他们应努力抑÷卜刂欲望,不从事任

何于佥共福刊不 f刂 的行动 ,具右良心和德行 ,

仃t唧性成为 :l∶ 要Ι讠虍l导。立t里所讲灼
“
旺性

”

乃是新兴F产阶多意识形态均冂义'讶 , 后

来夕
“
猡性

”
戌为法曰启扌运功旗抿上的鲜明

泳志。诚如汛梅斯矽f指出÷I: “
在氵扌:口 力行

抒叫革△革命启发过人忄l头 B七用i些伟大丿、

切,本身扭￠己非常苹命的,蚀 rl下承认任何

外界圬杈成,不管这种权戍是什么样的。宗

妆、心然萌、社会、国衷制度,一切郄受到

了最无情的批判;——切部必须扌理J冷均法庵

△前为向己比存在饣:≡ 辩护戏者放弃存在灼权

△。
”

恩格斯一语中f勺 地指出: “
这个理性

泅王¤不过是资产阶级f洵 理想化的王因。
”

(《 反仕|`∶ 兮》,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第56——57Ⅰ T。 )蒙 昭所指的以理性为向 导:的

人,就是新兴资产阶级或新贵族 所 期 望 的

人物。

蒙田理想中与新

`是
身心两方面和泔发

展的人。他主张教育要兼顸心智 和 身 |仁 ,

“
只使他们的心智健仝是不够的,还必红增

强他们体力,如果心智得不到体力的支持,

就要受到过分的压力。
”
蒙田现身说法,以

他 自身为例:他患有气喘病,体 质 柔 弱 易

感,他认为这对他的
“
心智活动是一个沉重

的负担
”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说过:心

智与身体决不能一个得到训练,雨另一个没

有训练,两者同样需要指导,好象两匹马配

合起来合力拉车一般。蒙田服膺柏拉图的理

论,和柏拉图如出一辙,他说: 
“
我们所训

练的,不是心智,也不是身体, 雨 是 一 个

人,我们决不能把两者分开。
”

蒙田认为教育工作是楣当困难的9因为

儿童天性的征兆无确定的踪迹可导,性情多

变,指望无定,希望虚匆,前途豇疑,即使

是富有才智的教师也很难对儿童的心性作出

确定的判断。裳田不无感慨地说 : “
在 人

类,生之者易,但是,既生之后,要提他们

教育戍人,该有多少悉心的养护,多少辛勤

灼培莠和多少疑惧每天在等待着家长和教师

Ⅱ阿!”

裳田叉 V。为,在投育工作中,知识的传

授书品德冉l形戚二者比较,相对i书说,前者

较易雨后者困难。知与行二者比较,行更重

要。饱批评其些人文主义者过分注茧

^.文

学

科雨忽机实际能力灼培荞。他主张既要培齐

受教育者的文化紊质 ,戚为长于文字的丿、;又

要颅及实践鸵力的锻炼 ,培养擅于行扌汐人。

蒙田认为,一个人认识世界,获取科学

矢n识 固属重要 ,但是 ,身体力行,把拐有f∷ 知

识付诸行动,则是更重要的葶捧。他说 :“人

们在科学上是伟大的,那么在行动上就更要

伟大。
”
他列举事实加以说明:古希腊数学

家阿基米德应用他的知识,创造了
“
一些可

怕雨奇异的机器
”,使西拉古斯人在三年内

(公元前21碴一前212)胜利地抵抗了罗马人

的侵犯。阿基米德本人却看不起他 的 制 造

品,认为这些制造品
“
亵渎了他的艺术的尊

严
”,认为自己仅仅充当了技工的角色,铯



的制造品只是无足轻重的实验和玩具。蒙田

认为,阿基米德的科学知识是伟大的,他的

科学知识用于保卫希腊免受罗马人的侵犯的

行动更要伟大。

家田论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学习广博的知识是一切人文主义者的共

同理想,蒙田也持同样态度。他主张学习巨

大的世界,蒙 田写道 :“我愿意把这个世界结

构作为我的学生的精选的教科书;那么多奇

怪的性格、各色各样的宗派、不同的判断、

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法律,以及奇异的风俗

习惯,它们教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启

迪我们的判
断力去承认自己的缺点和天隼的

虚弱。
”

蒙田认为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是
“
书

房
”
。他主张培养学生的好奇心, “

探索一

切事物的性质和原因
”
,调查周围任何罕见

的独特的东西,研究国家风俗、财产、政权

和所有国王的属地和联盟。他同其他人文主

义者一样,也把人文学科放在各种课程的首

位,认为人文学科
“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

们有用,教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利用生活,

一切其他事物也服务于同一日的
”
。关于语

言,蒙田所提倡的是
“
一种 自然、平易和不

矫揉造作的语言,无论是口头讲的,还是写

在纸上的,是工种有表现力、简洁、紧凑和

实质的语言
”
。蒙田尤其喜爱诗歌。关于历

史,蒙田认为可作为主要的阅读材料。学习

历史,学生可以
“
熟悉历史许多全盛时代的

最可尊敬的人
”
。他认为,学习历史的重点

在于学习美德;而不是记住年代。一个好的

教师
“
灌输到学生脑子里去的东西,主 要的不

是迦太基灭亡的日期,而是汉尼拔和西比奥

留下的教训
”
。关于哲学,蒙 田认为

“
应该成

为人类行为的试金石,成为使行为正直的规

则
”
。因此,他主张把一切有用 的 哲 学 论

文,作为学习的范例。蒙田对柏拉图的哲学

论述深怀同感,认为恒心、信念和诚挚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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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哲学。蒙田也主张顾及身体 方 面 的 教:

育, “
一切运动和锻炼,如长跑、击剑、音

乐、舞蹈、打猎、骑马,都应该是学生学习

的一部分。
”

蒙田既尊崇博学多能,又倡导虚心向善

服从真理。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
真正

有学问的人就象麦穗一样:只要它是空的 ,

它们就茁壮挺立,昂首睨视;但当他们臻于

成熟,饱含鼓胀的麦粒时,它们便谦逊地垂

着头,不露锋芒。
”

蒙田认为沉默与谦虚是

与人往来时极有利的品质;而 固执顽强地作

文字上的争辩,乃是卑鄙的人的最显著的一

般品质;改正自己的错误,在热烈争辩时抛

弃不正确的论点,更是罕见的、伟大的、哲

学家的品质。蒙田主张教育学生具有服从真

理的品质, “
当发现真理时,不管真理在对

方,还是由于考虑扃到,真理在于他 自己,

都要立刻服从真理,在 萁 理 面 前 解 除 戎

装。
”        ·

蒙田在教育方法上也表现了 独 特 的 见

解,提出了许多开人新意的主张。

蒙田反对娇生惯养,不同意把
“
一个孩

子挨紧抚抱,娇养溺爱,使其在父母的膝上

长大
”
。他引罗马诗人贺雷舍斯 (Quhtus

Horatius Flaccus,前 65-8)的话说: “
让

他在露天,在充满失望的事情中生活。
”

蒙

田对父母的溺爱给儿童带来的恶:果 作 了 深

刻入理的分析,他说: 
“
父母天生的慈爱和

柔情,甚至对最聪明的人,也往往觉得是那

么懒散和过于哕嗦,因为父母不能、也不想

制止、纠正或惩罚他们孩子的过错,他们也

不忍心看到他们的孩子被教育的那么吝啬,

一点也不懂规矩,而且很多时候必然会碰到

一些危险。
”
父母看到孩子因学习而流汗或

吃苦,就会感到心疼和忧虑。

蒙田主张深入理解所学的知识,据为己

有。他说: “
如果学习不能使我们的心智变

得更好,不能使我们的判断力更加健全,我



¨
宁愿我的学生把他的时间用在打网球上;因

为,这至少可使他的 身 体 得 到 更 好 的 锻

∷炼
”
。蒙田特别重视对知识的理解,变知识

为自己的东西。他说: 
“
我真不喜欢这种相

对的、行乞得来的理解。虽然我们可以藉别

人的学问而成为博学之士,我相信,我们只

能藉我们自己的智慧而成为明哲。
”

蒙田欣赏西塞罗的意见,认为: “
仅仅

把知识拴在心灵上是不够的,应该融合到心

灵中去;不应只是把心灵着一下色,而是必

须把它染透;如果不能改善心灵的不完善的

情况,最好还是任其自然。
”
他引西塞罗的

话说, “
知识象一把危险的剑,他可能伤害

带剑的主人,如果这把剑落在拙笨的和不娴

讠熟的手中,还不如没有学过的好。
”

蒙田辛辣地讽刺一旦离开书本就毫无所

知的人,说这种人必须先查阅字 典 , 弄 清
“
臀部

”
是什么,再查看

“
痔疮

”
是什么,

然后才能说出他的臀部患有痔疮。

蒙田讲述了一位罗马富翁的故事:这位

富翁本丿
`不

学无术,花钱雇用了各门科学的

专家,为他装点门面,凡是需要某个方面知

识的时候,就把具有这方面特长的专家请出

来,代他写文章、写诗等等,知识存在于他

的雇用的仆入的脑子里,而这位富翁竟觉得

这一切都是他 自己的学问。蒙田说: “
那些

把学问藏在他们豪华的图书馆里的丿、正是这

样
”

。

蒙田反对死记硬背,他认为
“
死 记 硬

背,并不是完善的知识,这只是把别人要求

记住的东西保持在记忆里罢了
”

。蒙田认为

仅仅进行书本学习是贫乏的。书本学习
“
不

过是行动的装饰 ,而不能成为行动的基础。
”

蒙田告诫道: 
“
不要孩子多背诵功课,而是

要他行动。他应该在行动中复习功课。
”

蒙

田认为旧的经院主义教育训练出来的人
“
记

忆非常丰富,但是他们的判断力却是完全空

∷虚的
”
∶蒙田强调培养理解力和判断力,他

说: 
“
我们应该考查的,不是谁 知 道 的 多

些,而是谁知道的好些
”
。蒙田说,考察官

员,一是考察他们的知识,二是考察他们的

理解能力,二者都是必要的;但他认为判断

力最重要,因为
“
没有钔识,凭判断力还可

以尽力设法应付,但仅有知识却永远做不到

这一点
”
。他对经院主义呆读死记的教学作

了深刻的抨击,他说: “
我们辛苦劳动、勤

奋工作,只 是去充塞 自己的记忆,而理解力

和良心却任其空虚
”
。他举鸟为例,到处飞

着去啄食谷粒,没有尝一下就去哺喂他们的

小鸟。学究们的行径如同鸟儿一般, “
从书

本中拾取知识,永远停留在嘴唇上,只 是为

了吐出来,传播四方
”

。学究们一手转一手

地传播知识
“
目的就是卖弄好看,和别人应

酬
”
。

蒙田十分看重理解力的培养。他转述希

腊喜剧作家埃毕卡沫斯 (EpichaFmus,约 生

于纪元前五世纪 )的话说: 
“
理解力能看清

一切,听到一切;理解给一切带来益处,它

安排一切,推动、统帅和管理一切。所有其

他的东西都只是盲 目的,没有知觉的、
·
没有

灵魂的。
”

蒙田援引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观

点,主张对青年提出问题,叫他们判断人以

及人的行为,以磨炼青年的理解力。

蒙田提倡独立思想而反对依附权威。他

悲叹道: 
“
我们的心灵的确在随别人的意志

在行动,被迫着在听从别人的幻想,服从别

人的权威,被迫着屈从他们空洞 说 教 的 引

诱,我们不得不重复地弹着老调,我们没有

自由地走自己的路,我们的活力和自由全都

消失了。
”

蒙由批评传统的教师在
“
学生的耳边喋

喋不休,学生好象向漏斗里灌东西似地听他

们讲课,而且,学生的任务仅仅在于复述他

们学过的东西
”
。蒙田主张,教师

“
应该按

照他们所教育的孩子的能力施教,使他们的

能力表现出来,让他对许多东西都学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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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独立地做出选择和区别,有些时候给铯

开条路,有些时间要让他自己去开路。
”

教

师应该让学生有谈话的机会。教 师 过 多 限

制,往往窒息学生的能力成长 , “
教者的权

威往往阻碍着要学的人
”
。蒙田认为

“
由于

教师剥夺了学生独立工作的自曲,从而使他

变得更加奴性,更加懦怯。
”

∴ 蒙田认为教师必须善于掌握分寸, 
“
最

好让孩子在他面前走几步,以便更好地判断

他的速度,从而推测他能坚持多久 ,然后方

能适应他的能力

`“
要懂得如何支持儿童的

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他们的行动,叉该

如何指导他们的行动,这是一种高贲烤精神

的标志,也是一种坚毅的精神的结果
”
。蒙

田主张教师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应用

谈话,采用书本 ,介绍合适作家的作品等 ,

有时也可给学生
“
已经咀嚼过的精华

”
。

蒙田强调练习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想

学习跳舞 ,不能只是站在旁边看 舞 蹈 演 员

如何跳 ,而 自己并不练习去跳。蒙田甚至认

为:无论哪种动作或事物 ,都足 以 代 替 书

本。他说: “
一个男孩子的有趣的把戏 ,一

个小侍者的无赖的诡计,一个仆从的愚蠢的

行为,在餐桌上或交游中开着玩笑或者当真

讲的一番废话,甚至都可成为运用我们心智

的新事物。
”

蒙田不仅要求学生能复述教师讲过的东

西,而且要求学生懂得所学知识的意义和实

质, “
在判断学生的收获时,不是用他的记

忆来证明,而是用他的生活来证明
”

。教师

应该让
“
学生把襁新近所学的东西用很多不

同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且在很多不同的学科

中去应用它,从而了解他是否懂得所学的东

西,并使其成为自已所有
”
。蒙阀还主张教

师把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作为从已知到未知

白t教学方法的模范。

蒙田认为旅行是-种受教育 的 重 要 方

式。诸如:和人们交谈往来 ,到 囝 外 去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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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以及观察奇异的式样等。主要的目的是l

研究当地
“
人饣I的 性情、举止和 风 俗

”
,

“
和别人的机智摩擦一番而使自已的机智犀

利起来
”
。蒙田认为儿童从婴几期就出闼旅 :

行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强盾 ,应当提及蒙田十分重视教师的作 :

用。他认为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完全在于导

师的选择。蒙田说: “
我宁愿推荐一位心神 `

镇静、稳健的导究j,而不愿推荐一位头脑塞

得满满的入∵。 “
我还是喜欢有智慧、有判

断能力、习惯文雅和举⊥L谦逊的人 ,雨不喜

欢空空洞洞、只有书本知识的入。
”

*       米        者

蒙涠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一位激进的人文

主义者。他没有参加过教育实践活动,却以

其凌厉的巨笔捅戳了当时封建教育的种种毒

痈。他没有写下系统的教育专若 ,却在其散

文中星罗棋布地锿嵌了教育恩想 的 名 言 膂

句。蒙田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他作为新兴资

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为他所代表的阶级和阶

层的教育献计献策 ,却绝少提及劳动人民n勹

教育要求;他的人文主义以
“
个 人

”
为 中

心 ,实则以资产阶级的个丿、主义为鹄的;他
的怀疑主义揭示了真理的相刈性 ,却同真潋

的绝对性对立起来 ,未免失之偏颇;他关于

教育内容和方法的论述颇多萁知灼见,然而

却未上升到理论的离度。如此等等 ,当 然主

要是时代使然。不成热的时代自然不会出现

成熟的理论。然而,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 ,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 ,经过短暂的沉寂 ,法坻

启蒙运动以更大的声势和更大的规模出现于

法国。蒙田的恩想无疑对后来的运动起了酵 j

母的作丹l。

历史上常有一些偶然的巧合事件。蒙瞰

死于1592年。这一年,捷克伟大教育家夸美

纽斯诞生了。夸美纽斯吸取前人的经验加上

个人的创造 ,建立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学 :

(下转笫21页 )



笫三,用垭济手技管理私营经济,要与

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不能挫伤私营经济的

经营积极性。国家在原料 供 应、货 源 批发

上,应该合理分配,统筹兼顾,不能歧视私

营经济,金融部门在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

上,也应体现支持、调节的思想。对私菅经

济征收所得税要合理,它们的税后利润水平

一般不应低于同类型的公有制经济的利润水

平,使雇主有利可图。一般应鼓励积累,抑
制消费,因雨对其用于消费郯分征税应高于

积累部分。在必要时,因家可 p`1对私营经济

实行价格揩导。

笫四,对私营经济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管

迢引导,锞证它们按t会 主义方向发展。十

三大盾,私营经济必定
=r一

个空前繁荣击V发

展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度展,其揽摸也将

有所扩大,与此同时,它们也会雇佣更多的

工人进行扩大再生产,这足我口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条扌丨=下所允许的。但是,应明确公有

制经济沟领导怍用和私营经济的有益补充作

用。公有制经济的任务在于影晌、制约私营

经济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利用 自己的经济条

件为私菅经济服务;另一方面对它们进行引

导和管理,帮助其克服盲 目追 求 利 润 的缺

点:公有制经济对私营经济的一切正当经济

活动,要在资金、技术、原料供应、产品销

售、市场管理等方面给予必要 的 帮 助 和支

持。 同时,根据 自愿互利、等 价 交 换 的原

则,在政策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采取

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通过经济

合同制尽可能把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联系

起来。这样,既扶持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克
服其盲 日性和 自发性,使其沿着社会主义方

向健康地发展,又发挥了私营经济的补充作

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菠 :

⊙赵紫阳;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讠L会主
'丿
(~送珞

前进》笫2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

③同上①第8页

③同上⊙笫32页

⑤同上①第32页

<上接笫狃页 )

体系。 'i色 的 《大欤学论 》于1o,午 问世。 16

32午 ,英国资产阶级挟育家洛充诞生了。洛

克建立了绅士教育理论的体系。教肓思想史

表明 ,教育理论幻发展总是一代接续一代 ,

撰写本文的参考资料 :

1。 Wrilliam Bo5rd and Edmund9ˉ 。

King: 1hc His10ry o￡ ?fCaster】 】Educ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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