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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记》的教育心理思想研究

常 校 珍

《学记》是《礼记》的四十九篇之一。历

来都被视为我国教育史上时 间 最 早、论

点最多、内容最全的一本教育理论专著。

但其中的教育心理思想,历来却很少有人

作系统的研究,本文不揣瀚陋, 略 陈 俗

见讠以请教于同行诸公。

一、学生的学习心理

关于学生在学习知识时应遵循的规律

和应具备的条件, 《学记 》从心理学的角

度出发,阐述了很多有益的见解 :

(一 )“学与五官
”
的关系是辩证的 ,

必须灵活掌握。它说 :“学无当于五官,五官

弗得不治。” 《学记 》所说的
“五官

”
,

即耳、目、口、鼻、心,和我们所说的基

本相同;不同之处唯思维器官而已:昔言

心,今言脑。而这里所说的获取知识要靠

五官但不等五官,而五官不经过训练,也
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观点,既是客观

事实,又是辩证的道理。《学记》作者的独到

之处,还在于他为了进一步证明 “学与五

官
”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在 当时就能运用

“比物酰类”的逻辑,引用
“鼓无当于五

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

弗得不章
”的事实,论证 “学与五官

”不

是割裂的,而是互为因果和互稆促进的。

因而他明确地指出,知识首先是从具体的

事物感知而来的,但又必须同时运用自己

的尽维
`即用同类的事物相比,因理推论

以达到触类旁通的目的。如他所 列 举 的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

”以证实
“虽

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
”

的事实; “玉不

琢,不成器”以证实
“人不学,不知逍”

的事实; “蛾子时术之
”以证实学习 “小

成
”

之后才能
“大成

”的事实和 “善问者

如攻坚本,先其易者后其节目
”
的事实,等

等,都说明教师教学生必须从学生的心理

特点出发 g先具体后抽象9先已知后未知;

同时要把二者的内在联系,紧密地结合在

一起,进行比较和推理,得出正 确 的 概

念。换言之, 《学记 》认为,学生要获得
“真知

”,就必须在感知的基础上及时运

用思维,只有这样,才能推断出新的结论

而获得新的知识。所垃t说,明确 地 认 识
“学与五官

”的辩证关系,正确地掌握这

种心理过程,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极为重要

的心理条件。
(二 )人的恩维的形成和发展9是通

过学习实践活动实现的。所以掌握知识的

活动过程,也就是发展智能、思维和思想

的过程,就象苏联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所讲

的: “所有学习都是联系的形成,而联系

的形成就是思想、思维、知识”。也就是

说,人只有凭借神经通路的作用 ,才能使感

官与思维建立紧密联系而协同动作得以储

各知识。这些 ,当然是《学记 》作者曲于时

代的局限无法讲清的心理和生理的道理。

但它却能综合孔子 “学而不思 则 罔, 思

雨不学则殆
” (《 论语 》)的辩证观点 ,

彳
节



墨子 “循所闻雨得其意
”

是靠
“

`b∶之察
”

(《 经说 》)的科学逍理9以及孟子 “丿b
之官则思,思则得之

” (《 尽心》)和苟

子 “入乎耳,著 乎心” (《 劝学》)的正

确思想,不仅认识到思维在认识 客 观 事

l物、储存知识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从实

际出发,独辟蹊径,提出了培养和发展学

生思维能力的特殊见地。他说 :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

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

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恐。和易 r!

:`可谓善喻矣。

《学记 》作者在这里自 始 至 终申述
“
喻

”
在教学中的特殊作用,而且以能否

用 “喻” (“君子之教,喻也” )和 “博

喻” (“能博然后能为师
” )作 为 “

为

师
”

的起码条件,都是从教育心理的角度

考虑的。因为学生虽然年龄不一9“心之莫

同
”,但其形象思维都是共同的——尽管

先后不一,程度不同,却都是以它为基础

而开展各种思维活动的。所以《学记 》强

调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用
“喻

″9强调 “
善

教
”

必须 “
善喻

”,就因为 “喻
”具有鲜

明生动的特点,符合学生的心理要求,最
容易引动学生进行积极思维,并能提高教

学效果。这也就是 《学记》作者所以提出

要加强培养学生思维习惯的原因所在。那

么究竟如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呢?如前

所引,它实际上提出了三种可行而且是行

之有效的方法。兹分别析述于后 :

1。  “道而弗牵
”。这句话 的 今 意

是,对学生施教,只 能引 导 他 ￠J自 奋 自

进,不能强拉硬扯, 这 里 的 “道”
就是

“
导

”
。至于如何具体 引 导, 《学 记 》

作者授予 “
师者

”
的锦囊妙 计, 首 先就

是 “
听语

”。所谓
“
听语

”,王夫之的解

释 是: “
听其所问之语而囚量以善 诱 之

也。”
其意是说,教师对于学生提出的问

题,不要忙于回昝`要视其接受能力,因

4怯

人而异,运用相宜的方法诱导他们白己思

考,解决疑难。其次是 “
力不能闷,然后

语之
”。即在教师 “引而不发

” (《 孟子
·尽心》),学生百思不得其解, 〃

譬如

宝在玄室,有所求雨不见
” (徐 干 《 中

论 》)的焦急时刻,教师再 进 行 “约 而

要
”的直讲。再次是 “时观而弗语,存其

心也
”。意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

经常加以检查,并观察他们的言行,但不

立即告以原理, 日的是为了培养学生自已

用心思考的习惯。这是《学记》作者对于

孔子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

(《论语》)的教学经验七继承和发展。他

主张教师要
“
时观

”
学生,但不能也不应该

对学生时时叮咛告浯,要等到学生对问题

有了必须知其所以然的自党娶求的时候 ,

教师再去解惑。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就会

全神贯注听讲,效果自然会好。 由 此 足

证, “逍而弗牵
”是培养学生思维习惯,

提高思绺能力的好方法。好就好在
“道”

(导 ),雨不在
“
牵

”,师生为了解决一

个难题'双方共烛于积极的和紧rh的思维

状态, “然后尽其声
”

而 “相悦以解
”

,

亦即
“道而弗牵则和”,即使杜者更乐于

教,学者更乐于学。

2。 “强雨弗 j诤”。这是 《学记 》所

包容的更为宝贵的教育 心 理 思 想 。 从
“强”

和 “抑
”

的含义中可以看出,所谓
“强

”,据焦循注g “勉也”,意即 “
策

勉
”。王夫之叉解: “强,刚也

”, “
谓

刚正以 之也
”。由此可知, “强

”
非为

“勉强
”,更非 “强迫

”,而其原意是激

发和鼓励。所谓 “抑
”,郑玄注: “犹推

也
”,意即推动。既无匣制之意更无惩罚

之心,而是积极坨鼓助与推动。所谓
“强

而弗抑
”9就是教师策勉学生自觉上进而

不是遇迫 |圮 前。换句话说少学生内在的觉

悟只能启迪,佶心只能激励,热请只能鼓

动◇因为被动式的学习夕是不会使学生开动



脑筋的。《学记 》忭者坚持
“强而弗抑

”  智不达” (《 修身》 )。 《学记 》的作者

的思维培养法,说明 它 摸 透了被教育者  总结了这些历史经验,得出了 “士先志”

的复杂心理。同时实践也证明 “诅而弗抑  的结论,要求凡欲读书成才者 ,必 先 立

则易
”9就是说建立在自觉的积极思维基  志。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但从理论上强调

础上的学习是比较容易进行的,效果也是  为学立志的重要,而且从具体的学习实际

明显的。                出发,在学制上作了明确的规定: “一年

3。 “开而弗达
”。 这 里 所 说 的  祝离经辨志”。所谓 “

辨志
”
,据郑玄解释

“
开

”
和 “达

”,据王大 之 解 释: “开  是 “
诣别其志意所 趋 向 也 ” (《 礼 记

者,启其端5达者,尽其悦。
”《《船山遗  注》),意 即考查学生能否辨别自已的志

书 。礼记幸句》)遒俗地讲, “开
″

就是  愿和决定学习的趋向。这和现代心理学上

开启或启主多 “达
F′

成足通达或逶彻。所  讲的 “意志”概念—— “
自觉地确定目的

谓
“开而弗达

”,意即 教 屁j对 学 生 的  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
提问,只能启发,诱使他

“开动机器″,  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的心理活动”

自已思考, 自决 疑 难, 石;能 知 无 不  的解释,虽不能说是完全相同,也可以说

言,言元不尽,更不能 代 替 学 生 仵 昝  是大体相似。特别是从 《学记 》首先要求

案。一个
“
善教者

”
为 丁 培 养 学 生 良  教师在学生入学的头一年通过 “

离经”
,

好的思维习惯,元论 是 学 生 的 问 琅,  即分析经义章句的同时进行 “辨志”,从

还是 l圮 学生释 疑9郄 是 “开 πo弗 达
”,   屮观察学生的行动是不是根据他的学习目

从不越俎代庖。因为他深深懂得:一个人  的'并受日的的艾配' 自觉地和有趋地学

的渊博知识,是用由己一点一滴 的 汗 水  习 “经义”
这一心理过程来看,教育心理

汇成的,捌人兄法代劳;一个人在学术上  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不但 如 此 , 《学

的椭辟见解,更是自己独出心裁沟,别人  记 》作者还曾指出,不管学生有无一定的

难以出力。所以,他的施教,常常是绮学  志向和意志行动,教师都应根据 “辨志”

生以恰如其分的启示和适可而止的开导,  的结果以 “游其志”,意即想方设法教育

帮助他打开思路,从不为图省 事 把
“谜  学生养成从容的学习习惯和浓厚的学习兴

底
″直告了之。因此, 《学记 》认 为,  趣。他还认为如果能在入学的第一年奠定

“师者”
为了有效地培荞和提高学生的思  这个基础,学生以后不但能够 “志学”

、

维能力,就只能耐心细致地为之
“开”,   “乐学”,而且还能 “强立而不反”。就

决不能草率从事地为之
“
达

″。      是说,他们自己因此而能养成坚强独立的
(三 )意 志河题,是教育心理学史上  意志9不再游移不定了。与此同时不仅不

的一个核心汩题◇从教育宋孔子开始就很  会出现违反教师教导的事,而且还会
“继

重视意志教育。他首先要求学生要立志:  其志”,更加乐于跟着老师学习以达到教
“志于学”, “志于菹″, “三军可夺帅  师所期望的目的。

也,匹夫衤可夺志也″ (《 论̈浯·》 )多 同

时要求学生要Ι拧
^忄

讠懈: “学两不已,圃

棺乃止” (《 玮 计 夕卜传》 )。 这不怛使

他自己成了 “至圣先师″,而且还为社会

培养丁七十二贤 :〉 墨子也主张 “志不强者

至于如何具体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 ,

《学记 》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如前所

举,它引述
“蛾子时术之”,即蚍蜉之子

虽是小虫,担它能时时不息地效法衔土而

成 “大垤”的道理,以晓喻求学者应学蚍

娃$



蜉之子的所为,夜以继口不倦地学习,从
“比年入学”之日起坚持七年就 能 达 到

“小成”;继续坚持到
“九年知类旁通”

实现
“太成”之后,就可学到

“感 化 群

众,变易风俗
”的本领。 “建国君民”的

远大理想,即可如愿以偿。在《学记 》中

类似教育学生持之以馆,克服困难不断前

进,以期学有所成的例证还很多,都是应

当肯定的。

(四 )学习上有个别差异,教师要因

材施教。《学记 》里有一段洱述个别差异

的话 :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

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

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

心,然后能救其失也。

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 :

一是学生类型不同,大体可 分 为 四

种, 即 “多
”、 “

寡
”、 “易”、 “止”

四种不同心理特点。这些特点不 是 人 为

的, 《学记 》作者说,是 “心之莫同”自

然形成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差异,这些

差异又各有其具体的和特殊的反映。
“或失则多

”的学生的心理常常表现

为贪多务得。特荆是资质较差的学生,如
果这样,则很可能象猴子掰包谷,所获无

几。
“
或失则寡

”的学生,是 由于他的天

资聪慧,怛喜欢 “单打一”,往往抓住一

点钻 “牛角尖
”

丿久而久之,就使得知识

面很狭窄。
“或失则易”的 “易”,王 夫 之 的

解释是 “果而不知难” (《 礼记章句》)。

认为这类学生有一种轻率心理,他们没有

深入思考的好习惯,只满足于 “浅尝”而
“见异思迁,此事未尽,又为彼事也”。

(俞樾 《群经评议》)。

“
或失则止

”
的学生是没有 顽 强 的意

志,这类学生畏难荀安,或作或辍,甚至

垂g

在功匮一篑时,他也会半途而废的。

二是教师必须
“
知其心”,从学生的

“
莫同之心”

中了解其所以 “失
”的原因

以 “救其失”。也就是说,只有教师了解

学生的个性差异,掌握了他们的优点和缺

点,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 “长 善 而 救

失”。

如上所述, “
多寡易止,虽各有失”

(王 夫之《礼记章句》),但不是没有优

点可寻的。事实证明, “
多者便于博,寡

者易于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

各有善焉。” (同 上 )教师只要能够用一

分为二的方法看待学生,每个学生都有优

点和缺点。失之于多的学生 “
便于博

”
,

教师可以抓住他
“渊博”的优点以取长补

短一一克服学习不深不专的短处,力求使

他能够深而广,专而博。失之于寡的学生
“易以专

”,教师要抓住他喜欢专一,好

求甚解的优点使他向广阔的方面发展。失

之于易的学生 “
勇于行

”,教师要抓住他

勇于进取的优点,克服其轻率肤 浅 的 缺

点, 使 他 正确
:对

待学习中的难 、 易 问

题:稳步前进。失之于止的学 生 “
安 其

序”,教师要抓住他
“
盈科而后进

”
的优

点,克服急燥情绪和遇难而退的缺点,教

育他不怕困难,勇于前进 。据 此 , 《学

记 》又 特 别 提出: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

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意为教师只

要知道学生的程度有深浅,资质有好坏的

不同,就能多方诱导。这种根据学生的个

别差异包括智力、能力和学习态度等各方

面存在的不同情况进行因材施教的思想,

在 《学记》成书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学记 》对学生学习心理探求的范围

很广,除上述者外,还特别注意学习兴趣

的培养9所谓
“
退息必有居学

”
,亦即今之所

谓 “
第二课堂”,这是 《学记 》作者早就

注意而且具体实施过的。他说:课外
“学

操缦”,课内
“能安弦”; 课 外

“
学博



依” ,课 内
“
能安诗″;课外

“学杂服
”

,

课内
“能安礼”∶他用上述三事证明课内

外学习结合夕效果显著的同时,叉肯定地

认为 “
不兴其艺,不能乐学

”。就是说,

如果不引导他们学习课外的这些技艺,就
无法补助正常课业的不足而引起他们学习

的兴趣。这种道理,就是今天来看,也是

很正确的。

二、教师的敬学心理

《学记》中关于教师心理的知识和思

想,不但很丰富,而且具有创见性。所渭
“教学相长”, f学学半

”,把教与学的

心理有机地结在一起,说 明教师的心理具

有二重性的特点:学是教的基础,教是学

的延续;只有学好才能教好。囚此,既教

又学,教到老学到老,这是教师独具的而

且是始终如∷的心理活动,也是特有的心

理品质。但叉不可否认,教师毕竟是以教

为主的,他要教好,除储备广溥的知识,

还应具流畅的口头表述能力,高超的教学

艺术以及崇高的尽想、逋德情操等各种心

理因素。《学记 》的中心思想正是如此。

所谓
“
名学氵'已者,以其记人教学 之 义 ∷~

(郑 玄《礼记注》)。 从这个意义说9 《学

记冫,叉毋宁说是 “
教学笔记”。因为它

通过教学活动的记述,具体地反映了教师

的各种心理品质 :

(亠 )“既知教之所曲兴,又知教之

所由废夕然后可以为师。” 《学记》上这

句话Ⅱ特点在于:从实际出发,具体地提

出了只有掌握教学原则和方法,摸清古今

教育成败禾l学生 “
尊师敬学″

或 “疾师辍

学勹勺原因所在9才有可能、有办法做一名

名副其实的教师。对于这个问题 ,《 学记 》

讲了很多道理,而且郝是针对当时正、反

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刖足不闾的教师所

具各的不同教肓心理导致的不同教学效果

有感而发的。         ∷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

可之谓时;不凌节而施之 谓 孙;相 观

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发然后禁,则杆格而不能胜;时过然后 r

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  ∷

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 陋 而 寡  ∴

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

教之所由废也。

上引 “兴”和 “
废”

的内容的原意 ,·

究竟何在,过去的训诂家
“
纷纭聚讼 ,莫决

从违”。现就我自己的理解,析述于次 :

I。 为什么说
“
禁于未发

”
教则

“
兴

”
‘

“
发然后禁

”
教则 吖废”?《 学记 》作者

虽然没有论证,它却是对于无数具体事实

的总结和概括。凡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

“
少成若夫性

” (王 充《论衡 》)。 孩子

好比一张白纸, “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贝艹

黄
” (《 墨子 ·所染》),好坏习惯都是∷

从小养戍的。比如练习写字,一开始就要从
:

严要求:姿势, 必须是头正、 身直、 臂

开、足安,执笔,一定要做到 指 实 、
'掌

虚、掌竖、腕平、腕肘悬起9运笔,要注 :

意起、收、提、顿、轻、 重 、转、折 、

方、圆、藏、露等等,决不许随心所欲。
否则,养成坏习惯,就很难改正。 〃禁于
未发”

比之
“
发然后禁”

要省事得多。∷囚
此要以 “预防为主9治疗为辅”。

2∶ 为什么说
“
当其可之谓时”?孙

:

希旦为 “
时”

作注说: “八岁入小学,十
五岁入大学,时之 谓 也 ” (《 礼 记 集
解》)。 这是求学者的最佳年龄阶段,所
以《学记 》作者认为, “

当其可之”
的适

时教育比之
“
时过然后学”——记忆力有:

限甚至衰退时再去学习是既多快而又好省
的。还因为 “

少则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散

而易失
”(《 抱朴子 ·勋学》 )。 《学记 》

这种按照学生的相当年龄和适当时机进行

教育的观点,至今也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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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 “不凌节而施”与
“杂施”相

比较 ,《 学记 》认为前者 “谓之孙 (顺 )” 。

其原因是教师能够根据学生 “年有长幼,

学有深浅” (《 朱子文集 ·礼一 》)的实

际, “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饨

者以大″ (郑 康成《礼记注》 )。 顺乎自

然规律进行教学效果好。它把后者即
“杂

施”,谓之
“不孙

”的原因,认为是杂乱

无章,不遵循一定的顺序,强人所不能,

其结果必然是 “坏乱而不修
”。

4. “相观而善
”与

“独学无友”的

利弊是不言而喻的。后者所造成的恶果是

使学者闭目塞听,孤陋寡闻。前者不然,

它能使大家通过相互观摩, “择其善者而

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 (《 论语 》),

取长补短,得到长足的进步。

除上述四种相互关系之外,对学生自

已来说,导致他们学习失败还有自身的原

因,即 《学记 》指出的
“燕朋逆其师,燕

辟废其学”,三朋四友, “
群居终日,言

不及义” (《 论语 》),自 然要
“逆 其

师”, “废其学
”。为师者应该对此有足

够的童视,对学生的
“
交友

”,也应予以

指导,使他们交
“益友

”
不交

“损友
”

。

(二 )“蕃教者使人继其志”。 《学

记 》这样提出问题,并非使教师得到一时

的精神安慰,而是在着重说明
“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 (《 孟子 ·尽心》)以为终

身最大的乐事。如果他的学生也 因 此 而

“继其志
”,更是莫大的安慰,这是一。

第二, 《学记 》作者要人 “继其志
”的主

要目的是要求教师达到
“善教”的水平。

为此, 《学记》作者独具匠心地用
“
善歌

者使人继其声
”作喻,其寓意是非常深刻

的,因为能使人继其声的
“歌者

”,是用

他的艰苦劳动甚至毕生的精力才换得的高

超歌技,才使人由倾心仰慕而争相
“继其

声”— 跟着学唱,欲罢不能 。 “善 教

者
”

要人 “继其志”也是这样,要付出毕

生的心血。为此, 《学记 》作者 提 出 了
“
使人继其志”的 “善教者”,应该具备

如下的特殊条件,亦即独特的能力 :

1.教学语言要达到
“约而达

”的水

准。所谓
“约而达

”,按照吕东 莱 的 解

释: “教者之言甚约,然本末贯彻,未尝

不达” (《 东莱博议》 )。 这种要求9既需

要教师高度的概括能力,又需要言简意赅

的表达能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
“博学”,因为事实证明: “博学而详说

之,将以反说约也” (《 孟子 ·离娄》)。

只有教师 “博我以文” (《 论语》),才

有条件、有可能对学生进行深入浅出,明

白通畅的讲述。

2.教师的讲解能力,要能达到
“微

而臧
”的高 度。 “微

”是 小 或 精 细,

“
臧

”是菩。所谓
“微而臧

”, 是 说 教

师的讲课,虽言细小 和 浅 显 之 事, 却

含有美妙深奥之理。就是吕东 莱 说 的 :

“
教者之言甚微,然 渊 深 粹 美, 其 味

无穷
” (同 上 冫。一个教师的教学水平如

要达到这种高度,除了 “积学
”

的能力,

还应具有灵活使用教材的能力,十分恰当

地选择教学方法的能力和正确运用语言艺

术的能力。只有具备这全部的教学才能,

方可达到
“微而臧

”的目的。

3.要有
“
罕譬而喻

”的本领。所谓
“罕譬而喻”,是说教师虽然用喻很少 ,

却能使人易于通晓。关于这个问题, 《学

记 》本身的举例用喻,是耐人寻味的。如

它在说明必须重视教与学的一套 大 逍 理

时,只用了 “玉不琢,不成器”六个字作

喻,显示了它的 “个性
”

。这种根据学生

形象思维较强的心理特点所采用的 “例喻

教学法
”是教育心理学史上的丁个创造。

(下转⒛页 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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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既使他得到了时人的赞扬和同情,更

使他认识到了仕途的艰辛和朝政的黑暗腐

朽。他在这个时期所产生的《新乐府 》诗

并序,可以说正是其斗争生活的艺术体现。

元稹贬谪通州以后,对通州地方的风

土民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了解。 “通之

地,丛秽卑褊,蒸瘴阴郁,欲为虫蛇,各

有辛螯
” (《 蠡芽诗七首序 》),气候恶

劣,蛇虫为害。然而更为严重的却是
“夺

富挠豪,轧穷役疾,弱者逋播, 悍 者 愤

怫,饥馑因仍,盗贼仓卒
”,由 于官吏的

侵夺和自然灾害的严重,百姓逃亡,使得

“闾落焚燔 ,人民遂空,万不存一”
,田野

荒芜,民不聊生,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对

这种
“功不胜农,虚不胜实

”的状况,元

稹深感忧虑,对人民的痛苦生活 深 表 同

情,因此当
“
元和十三年九月元稹以司马

权知州务
” (《 报三阳神文》)接任通州

刺史 职 权 时, “乃 劝 丿ll人,大 课 芟

钜”, 发动并号召当地百姓砍林 开 荒,

发展农业生产,为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

增加国家收入做了一些 扎 扎 实 实 的 有

益的工作。 “
今天子 斩 三 叛 之 明 年,

通民毕赋,用其闲余,夹津而南,开山三

十里,为来年农种张本,自 十月季旬,周

甲癸而功半就。” (《 告畲竹山神文》 )

虽不无夸张自诩之语,但元稹曾在通州组

织当地百姓发展生产却是无疑的事实。故

“通州以元稹闻名
” (清 《达县志》》,

这是不无道理的。正由于元稹 的 谪 居生

活,正由于他对下情的了解和体察,才使

得元稹在通州时期写下了《古题乐府 》组

诗及序, 《迮昌宫词 》以及 《虫 豸 诗 》

组诗等,而这些诗作及理论都是元稹整个

作品中现实意义最强的,也是他整个作品

中的精华部分。

综上所述,元稹贬谪通州时期是他一

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政治上的不幸

遭遇,通州之地的恶劣环境和人民的痛苦

生活,不仅给元稹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

题材,而且为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的

产生提供了社会的基础和充分的条件。社

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工源泉,它既折磨

了诗人,同 时也成就了诗入。

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统

治阶级的一员 9元稹同其它许多诗人一样 ,

在通州时期也有过颓废情绪和消极思想,

这在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同样反 映 了 出

来,不过,这与他在同时期中的现实主义

诗论和创作实践相比较,毕竟是次要的而

不是主要的。我们今天指出这一点并引起

注意是应当的,但却不应当以此苛求于他。

(上接48页 )

总之, 《学记 》一书,蕴藏着极其革

富的教育心理学的思想。笔者探其新,并

非溢其美,它是一本瑕瑜互见而又瑕不足

掩瑜的书。它本身虽然存在宥所谓
“古之

学者,建国君民9教学为先
”
相 “君子如欲

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等等的问题,那

是历史的原因,说阶级局限也 可 以 。然

而,研究受教育者在教育影响下形成道德

20

品质,掌握知识技能,发展整个智慧和个

性心理规律,研究教育同受教育者的心理

发展的相互关系以提高效率,这是不分阶

级不论古今都是同此一理的。《学记》正是

在这些主要方面,提出了自已的创见,可以

称之为珍贵的遗产,我们需要尽力挖掘的

也正是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