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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多有

调整，但坚持“德育为先”则始终如一。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更将

“立德树人”作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的根本保证。

“德”作为一种古老而意蕴深远的观念，经历了

几千年渐进、曲折的历史过程，无论是作为文字形态

的“德”，还是作为政治观念或是伦理观念中的“德”，

都伴随着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

展，既保留着中国文化历史基因中的厚重与传承感，

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生动性与时代性。“立德

树人”的“德”内涵十分丰富，涵盖“道德”“品德”“美

德”“公德”诸方面，既是人们行为的标准，也是对人

的行为进行评价的标准，同时又是社会对人进行奖

励、选用的标准，正因为此，也容易导致在“德”的理

解上不求甚解、一知半解甚至曲解和误解。进入近

代之后，随着西方思想的日渐渗透，思想界将西方色

彩的道德观念比如人权、人格、自由、平等、博爱等带

进“德”的话语体系，而将传统儒家之“德”窄化为三

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孝礼义，视为糟粕主张抛弃，传

统文化有“弃”无“扬”，自信不再。习近平总书记反

复强调以史鉴今：“我国古代主张民为邦本、政得其

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

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

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2]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

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

时代风采。”[1]因此，诠解“德”字形义生成，梳理“立德

树人”思想的历史脉络，审视和反思“立德树人”的逻

辑支点和价值取向，有助于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立德

树人”所承载的社会与个体关系，有利于坚定在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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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践行“立德树人”的理论自信和行动自觉。

一、“德”字形义演化：文字形态中“德”的思想起源

文字的演进和观念的形成并不是在顺序上保持

同步的过程，思想史的发展遵循“事实(现象)—观

念—文字(名词)”这样的一个递进过程，先有“德”的

事实的存在，在经年累月的酝酿与积淀下形成“德”

的观念，继而才会出现表达“德”观念的文字。事实

上，在未有“德”字之前，“德”已经成为国家治理对君

王的要求，当“德”字的字形和字义逐步稳定之后，

“德”逐渐扩大为对人才培养和选拔的要求，进而发

展为中国人“立德树人”的主流精神。

“德”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写法。《甲骨文

集释》收录了 15种写法，《甲骨文编》则收录了 20种
写法。在殷商时期，众多不同写法的“德”大量出现，

表明“德”在这一时期已被不同地域的人广泛运用，

“德”是殷人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3]虽然

“德”字在甲骨文中已大量出现，但“德”义至周才开

始形成。张岱年认为“德”的观念起源于殷周时代，

第一个提出比较系统的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

子。[4]晁福林则认为“德”在观念层面上伴随着私有

制的兴起，把“德”观念的研究起点放在了商代。[5]郭

沫若、顾颉刚、张光直等学者也提出“德”字最早见于

周代的金文中。[6]《金文诂林》收录了“德”的23种不

同的写法，《金文编》收录的则高达35种之多。关于

“德”的现象、意识、观念等皆为周人首创，是周代政

治理性成熟的重要标志。总的看来，从字形来讲，

“德”字有一个从无“心”向“直心”的转变；“德”义也

有一个从外在行为到内在观念的演变过程。

1.甲骨文中的无“心”之德

“德”字在甲骨文里写作 ，左边的 是四通大道

“行” 的简化，指“十字路口”；右边的 指“长有睫

毛的炯炯神目”。甲骨文“德”字从目从行，有其深刻

的意义。在中国古代原始思维里，“目”往往代表日

月星辰等光明之神。 的表面意思是“一只炯炯有

神的眼睛正朝十字路口看”，引申义为“目视于途”

“择路而行”。缺少“心”符的“德”字，构成了“德”的

最原始含义，与巡视、选择道路的行为有关，其造字

的本义是“看清道路的方向，没有困惑迷误，大道坦

然直行”，仅指人的行走和观察之类的具体行为，并

不关乎情感价值判断。殷代的“德”字中均无“心”

符，暗示“德”字在产生之初并没有善恶的道德意

蕴。但就从事实和观念层面而言，“‘德’在《尚书·商

书》中已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道德概念的意见”[7]。《尚

书·盘庚》中多次出现过“德”，记录了商王盘庚迁都之

前对臣子的训诫，反映出“德政”思想，即崇先王，敬

民意，成为道路选择行为在政治领域中的延续。

2.金文中的“直心为德”

《尚书·周书》里，周人承认殷存在着“德”，并非

常注意总结和学习德政的经验。西周初期的金文

中，德字已写作“ ”。周人发展了“德”的概念，体现

在字形上，就是在 下面加了“心”符。这个“心”字

意味着“德”的要求已经不局限于人的行为要求，而

提出行为背后的心理和情感的标准。周朝提出了

“以德配天”，敬德、修德方能保民，“德”的概念在周

朝出现了重大变化，成为兼具行为和内心要求的新

概念。有“心”符的“德”字一开始与“直心”密切相

关，即“直心为德”。而“直”有“合乎正义”之义，意味

着人“正着看、直着走”才不会走歪路或入歧途，至

此，“德”便有了颇为明显的道德色彩。但是“直心”

伴有一种不谙世故的意义并且强调道德判断的直接

性，因此在文字的使用中受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

排斥，于是在一种物竞天择的历史选择中，晚周金文

中才出现的“悳”和“惪”字反而逐渐被弃用成为异体

字，“德”字超越其他字形被保留至今。陈来根据甲

骨文金文中“徝—德—惪”的文字形体沿革，认为“德

的原初含义与行、行为有关，从心以后，则多与人的

意识、动机、心意有关。行为与动机、心意密切相关，

故德的这两个意义是很自然的”[8]。也就是说，“德”

已经发展为伦理道德要求，“德”主要指人的“道德、

品行、节操”或“心意”，这说明具有伦理道德规范含

义的“德”是在西周产生的。

3.篆隶演变中的“内得于己，外得于人”

出现在秦朝的篆字 在“直” 与“心” 之间出

现了一横，有学者将这一横理解为“道”。在《道德

经》中共有43个“德”，全书所构建的体系中，“道”和

“德”是同一系列而不同层次的两个范畴。“道”代表

自然律，是道家世界观的核心；“德”代表顺应自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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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则，是道家方法论的核心，主张大德的表现必须

完全以道为依从。庄子的“内德说”认为“德”产生于

“道”，道外化为“一”，物借“一”以生成自己，便是

“德”。“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

形。物得以生，谓之德。”[9]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对

“ ”的解释是“德者，得也，从直从心，外得于人，内

得于己”[10]。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里对“德”的注是

“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

得之也”[11]。“德”被理解为内外结合的认知和修养的

过程。“德”不仅是将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

德修养，同时也要通过自身的道德行为和道德信念向

外推己及人，使他人“得到”进而受其影响。秦汉之

后，“德”字的字形与用法基本定格，“德”字的形义演

变基本完成，“德”的内涵、功用与价值得以确认。

伴随着“德”字形义演化，“立德树人”思想也逐

步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并具备了广泛的理论依

据。“德”起源于华夏民族祖先的生产生活，在甲骨文

中出现是作为“礼”的辅助，最初只是一种行为规

范。在统治阶级“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需要中逐

步发展为以“尊礼”为中心的德化教育并作为道德规

范成熟于西周，经过儒家孔孟、道家黄老，吸取儒、

墨、名、法治之善，表现出相互渗透、否定和吸取的百

家趋同的态势，从统治阶级德育政治化、制度化和规

范化逐步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通过学

校教育培养“有德”之才并选拔符合国家治理需要的

“贤良方正”之才。《礼记》《孝经》也全面探讨了国家、

社会、个人层面一系列的道德范畴和伦理规则。至

此，“立德树人”伦理文明思想和理念逐渐形成，形成

了政治道德、社会伦理和个人品德“三位一体”的思

想架构。

二、“德”意流变：理论形态中“德”的历史进路

1.从“敬德保民”到“仁礼合一”：先秦之际“立德

树人”思想的发轫

学术界通常认为春秋时期涌现出大量的德行条

目，表明人们对“德”的体认，逐渐从“善政懿行”的客

观描述向“德”的抽象提炼发展，标志着我国古代德

育思想走向成熟。“百家争鸣”学术思潮的出现标志

着我国古代德育思想走向成熟，特别是儒、墨、道、法

四大学派的德育思想成果，都已形成具有自身特色

的思想体系，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理论影响，值得

高度重视。 [12]孔子通过对“仁”的发现与抽象，完成

了对传统“德”观念的超越，把“德”改造为真正意义

上的伦理道德概念。儒家将德从“政”的高度普及到

“人”的层面，并将“仁”“礼”视为其核心；道、法诸家

论述虽有不同，但其要旨相近。这一时期可以《左

传》“立德”为不朽之首归结。“立德”出自《左传·襄

公》“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

废，此之谓不朽”[13]。“树人”出自《管子·修权》“一年

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

如树人”。这两个概念虽然出自不同的儒家典籍和

齐法家著作，但在政治观和道德观上均反映出对以

德治国和德化仁治思想的继承关系。

“立德树人”思想的真正发轫应该追溯到西周时

期，以周公为代表的思想先驱和以《周易》、《尚书》的

《周书》、《诗经》为代表的古代典籍共同构成了“立德

树人”思想的早期启蒙。“德”字在西周铜器铭文中最

早出现在成王时期的班簋，腹中铭文中出现了“允哉

显，佳敬德，亡饮违”[14]。同时期的大盂鼎、善鼎中陆

续出现“正德”“秉德”“雕德”，周朝中后期的师凡鼎、

单伯钟、大克鼎、毛公鼎、历鼎钟先后出现“孔德”“安

德”“胡德”“若德”“首德”“元德”“哲德”等多个提法，

其中师凡鼎可谓最为典型的，全篇铭文 197字，有 7
处提到“德”，反映出统治者对“德治”的高度重视。

周文王姬昌总结了夏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以德配

天”“敬德保民”的思想，从“德治”“德行”“德性”三方

面要求统治者修己治人、修己安人，同时主张“以教

育德”，任人唯贤，劝诫君王“明德慎罚”，倡导“官人

之法”，在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明确

了具体要求，“知忱恂，于九德之行”[15]。这“九德”为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

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16]。这也是我国最早系统

论述人才标准的理论。《尚书·洪范》中也有关于为君

者“三德”之说，“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

克”[15]，对应人、天、地之道，反映出统治阶级重“德”

的人才观。《易经》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元典，有

五处地方直接提到了“德”，“尚德”“恒德”“惠德”通

过卜筮活动反映出天命意识中对“德”的重视，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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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以德配天”的思想在民间的贯彻。《诗经》保

存了周代前段500多年间的诗歌选录，出现“德”字前

后多达70多处，包含“公”“任”“义”“礼”“孝”“信”等

道德取向，也反映出“敬德”思想成为民间广为接受

的道德信条。周朝的“敬德保民”思想将天命观、民

本观、道德观结合为“德”的范畴，说明西周的“官人

之法”构成了“树人”教育观的重要发端，与“德治”共

同构成了古代“立德树人”思想的源头活水。

周公之后，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一脉相承，后

人称为“周孔之教”。孔子希望通过“立德”实现全社

会的德治，而关键在于统治者实施“德政”。一方面

要求统治者做到“为政以德”，另一方面主张对民众

实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的教化。“为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7]对于统

治者而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第十三》)。统治者应该严以律己，以德

教人，以德正身。对于民众的教化，德教要比刑治更

有效。德教可以让老百姓产生道德自觉，并且不超

越社会规范，而周礼可以用来规范老百姓的言行。

“克己复礼为仁”，“仁”是孔子构建的道德体系中具

有统帅作用的核心内容，孔子的最高理想是“天下归

仁”。“礼”从属于“仁”，“恭、宽、信、敏、惠”则是“仁”

的道德内容，“爱人”是“仁”的根本含义与要求，也是

德育内容。春秋以前，“德”仍主要是政治概念，它是

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而被当作一种政治手段，具有

较强的政治功利性。而后，“礼”的新观念确立及由

此而引发礼治思潮，使“礼”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无形中削弱了“德”的政治功能，“德”

逐渐超越特定的政治层面，沿着精神层面而内向发

展，附着了越来越多的伦理道德因素。《礼记·大学

篇》中提出的“三纲领”和“八条目”中，“明明德”被置

于“亲民”“止于至善”之前，意即“弄明白并且彰显出

人内心本来的美好品德”是大学之道的首要纲领，强

调了“立德”的主导地位。而“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集中反映了“树人”

的路径、方式和目的，人才培养最终还是要服务于

“以德治国”的需要，“以德服人”则是人才选拔的首

要标准。

孟子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

提出性善论，将“德”完全植入人心，强调道德主体的

内在自律，在政治上倡导仁政；荀子则主要继承和发

展了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提出性恶论，用“礼”来统

摄诸德，重视礼义道德规范的外在他律，在政治上主

张礼治。在人才培养方面，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

之”，强调人才应该积极改造世界，由“庶人安政”进

入“君子安位”的良性发展局面。尽管孟荀二者的

“德”观念因人性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他们所言

之“德”多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道德，他们的仁

政与礼治均未脱离孔子所提倡的正己修身之道德本

位的立场。“仁”和“礼”是先秦“立德树人”思想的核

心精神，也是衡量君子的根本标准，君子的本质属性

就是“仁”。

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各自从不同的学术角度

阐述其政治观和道德观，建构出各自理想的以德立

世的治国主张。《礼记·礼运》描述大同时代的主要特

征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

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

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

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墨家强调

“列德而尚贤”，并且建立了代表广大劳动者的“兼爱

非攻”“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

(《墨子·兼爱》)的德政思想。而法家则高度重视法治

对道德建设的必要性，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

维，明确提出“道德定而民有轨”。道家老子建立了

以“道”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也将“建德之国”作

为“无为之道”的政治目标。这四家学说既相互对

立，又互为补充，构成了我国“立德树人”思想最早的

理论基础。

2.从“任德教”到“德政合一”：汉唐之际“立德树

人”思想的延展

公元前221年，秦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

集权国家，法家思想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主流思想，

直至汉王朝解除对各派思想的压制，儒学慢慢得以

复苏，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仁政德

治的伦理道德规范。

··115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教 育 学 2019.7
EDUCATION

秦汉至隋唐，经历了法教严苛的“焚书坑儒”，汉

初的黄老思潮，两汉的重振儒学，魏晋的玄学风云，

汉魏的道教、隋唐的佛学都在这一阶段落地生根，风

云际会，思潮代兴。“德”的思想演变始终服从于政治

的需要，适应在不同阶段的治国秩序，表现出鲜明的

阶级性和“德政合一”的规律性。

秦朝灭亡引起了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对于如何

实现社会安定太平的深刻反思，一方面举贤任能，另

一方面推行儒家学说，主张用“礼”来重新规范社会

秩序，尤以陆贾、贾谊为代表。淮南王刘安组织编撰

的《淮南子》对于“德”的理解沿袭了黄老学说的返璞

归真，和庄子的“建德之国”一脉相承，“逮至当今之

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

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

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

天德也”[18]。刘安提倡“因民之性而教”，“入学庠序，

以修人伦”[19]的“匠成”之法。“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

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

非慈雌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

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19]

这成为教育者“树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一次重要

历史表述，倡导教师以“匠人”之心去对受教育者进

行影响教化，也是教师“工匠精神”的最早记载。

西汉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基础著书《天人三

策》，提出了一系列“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提出“性

待教而善”“任德教而不任刑”，强调“教化提防”，而

且将统治者“王”作为教化的主体，“显德以示民”，而

人才培养的目标则是“明于天性”的君子，将“三纲五

常”作为德治教化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仁义礼智信”

构成的“五常”之德。东汉王充反对“天人感应”所引

发的神学思潮，秉承“性有善有恶论”，正因为人性中

有善有恶，“立德”的价值才越发显得重要，“论人之

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

告率勉，使之为善。凡人君父，审观臣子之性，善则

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善

渐于恶，恶化于善，成为性行”(《论衡·率性篇》)。而

在人才的培养上强调“习染”的作用，“雕琢刻削，乃

成为器”(《论衡·量知篇》)。王充明确提出了“反情治

性，尽材德成”的人才培养原则，并将当时的知识分

子分为“文吏、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五个级别，对

后世影响巨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荀

悦，他在董仲舒“性三品”基础上进一步加以阐释：

“一是上智不移，二是下愚不移，三是中人可上可

下。”[20]这可以解释为较早的分类“树人”方法论，针

对不同层次的先天禀赋的人采取积极的培养模式，

“教扶其善，法抑其恶”。更为重要的是荀悦在《申

鉴·杂言下篇》中提出：“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贞，

二曰达，三曰志。贞以为质，达以行之，志以成之，君

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于一兹，贞其主也。”长期以

来，后世谈“立德”往往都沿用唐代孔颖达的“三立人

说”，而荀悦比孔颖达早了300多年，并且荀悦的“立

德说”中完整地包含了“立德”与“树人”的两重含

义。荀悦的“三立德”指的是“贞”“达”“志”，全面地

反映了“立德”所需要的认知能力、实践能力和意志

品质，这三点做到了便可称为“君子”。与此同时，荀

悦主张“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君子要向高尚有德行

的人学习，同时通过和经历困境却坚忍不拔的人作

比较懂得克制欲望和“知耻知足”。荀悦在我国“立

德树人”思想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有不可

低估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未能得到

足够的重视。

魏晋南北朝，中国进入了一个异常纷乱的历史阶

段，但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道教、佛教、

玄学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宗教神学的思潮一定程

度上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以批判君权为

宗旨的鲍敬言、以批判玄学为宗旨的欧阳建、以批判

神学唯心主义为宗旨的范缜等人运用唯物论批判唯

心论和形而上学，成为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思想家。

持儒道相通说的孔颖达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和

思想家，他主持修订的《五经正义》对《左传》《尚书》

《周易》等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注释，成为朝

廷规定学子必读的教科书，对于统一当时混乱的思

想认识，消除儒道学说之间的分歧有重要作用。孔

颖达对《五经》中的“立德”思想内涵进行了系统的梳

理，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儒家经典《春秋左传》所

提“三不朽”，即三立，分别作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

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

··11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19.7 教 育 学
EDUCATION

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21]在这个“三不朽”之论

中，“立德”始终是居于首位的，充分表达了古人与今

人对于“立德”的共同的肯定与追求。

唐朝中后期，以韩愈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们开

始反对佛、道思潮，尤其是宗教迷信带来的荒诞追

求，维护儒家伦理的“道统学说”。“性之品有上、中、

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

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

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

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

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性之于情

视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

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

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

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

情而行者也。”[22]韩愈的“性”“情”三品论则成为继孟

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杨雄的“善恶混论”

之后，我国人性论的又一次重大理论突破，对于“立

德树人”的标准提出了创见性的思路。韩愈于唐贞

元十八年(802年)所作的《师说》鞭挞了门第观念影响

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

平等化，而“传道”“授业”“解惑”成为关于教师人才

培养功能的界定而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传

道”置于“授业”“解惑”之上，更加突出了“传道”在教

师职能中的首要地位，而且要将“传道”付诸实践，抱

有“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

回狂澜于既倒”[23]的决心和气魄。

3.从“德才兼备”到“知行合一”：两宋至明清之

际“立德树人”思想的集大成

从北宋统一到鸦片战争前夕，经历了宋、元、明、

清四个朝代，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发展阶段，“理学”

也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以儒家纲常伦

理为核心内容，以佛、道修养和思辨逻辑为思想方

法，引领了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新风向。

“张载气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这三大学术流派

在“立德树人”思想体系建设和方法、原则上都有很

多独创性的贡献。

北宋时期，涌现出一批倡导国家政治革新的卓

越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他们“以天下为己任”，

对治国理政和思想变革有着深入的思考和丰富的实

践。虽命运多舛，但仍然以履行治国平天下为己

任。其中以范仲淹、王安石最为著名。范仲淹以“宁

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壮士断腕气势辅佐宋仁宗推行

新政，大力提倡高尚的道德情操，希望君王“选人贤

能”，而贤人的标准，就是要具备《周易》中的“元、亨、

利、贞”四德。而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表达的“嗟夫!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

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

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
斯人，吾谁与归?”[24]，集中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立

德”情怀。王安石综合了孟子、荀子、杨雄、韩愈关于

人性善恶的观点，构建了以“仁”为统帅、以“仁义”为

主体的道德体系。王安石认为“道之在我者为德”，

“以德爱者为仁”，突出了“仁”在“德”中的统帅地位，

“仁”德的力量可以“济万物而不穷”，“通万世而不

倦”。王安石同时还提出“藏其用”的德育方法，“善

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源；不善教者

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25]，强调

“德”之教化要潜移默化。“藏其用”和“露其用”作为

对“善教”和“不善教”这两类不同的教育对象采用不

同的教化之法，也反映了王安石“德刑并用”的政治

主张。

北宋张载最为著名的传世警句“横渠四句”，“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26]，道出儒家立德治学之终极追求，这“四句教”

包含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乾坤父母、尊礼贵德的

社会、学术使命以及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理想。“横

渠四句”被认为是宋代儒家道德教育的经典理念，是

对大学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直接传承

与时代发展。2016年 4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知

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知

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

分子所尊崇。”[27]由此可见，“横渠四句”蕴含着丰富

的“立德树人”思想。张载继承并发展了孔孟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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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视道德品质教育，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

“成德成圣”，教育的核心就是“以德育人”。张载认为

“礼”是道德教育的核心，“礼即天德之德也，如颜子

者，方勉勉于非礼勿动。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28]

“程朱理学”的二程主张德育的宗旨在于学为

“圣人”。他们提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

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自弃也”(《二程粹言·论学

篇》)。二程明确地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教育

目标，主张学习儒家的经典著作和封建的伦理道

德。二程认为，尊德性、道问学是互为表里、相辅相

成的。他们始终把进德与修业并提，并指出：“学业

之充实，道德之崇高，皆由积累而至。”[29]朱熹在吸收

先秦优秀德育思想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创造性地发

展了儒家关于“立德”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自己独有的人才观。朱熹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

“气质之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道心”与“人心”、

“性”与“情”、“理”与“欲”的对立，教育的基本任务就

是“存天理、灭人欲”。“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

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30]朱熹非

常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坚持把“立德”放在首位的思

想。“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讲明

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31]

“陆王心学”思想体系的最后完成者王阳明是在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为数不多的既“立德”“立言”，

又“立功”的大儒。他相继提出“心即是理”“知行合

一”“致良知”“四句教”“万物一体”等哲学思想，形成

了他的心学体系，走上了与朱熹不同的心学道路。

王阳明的“立德树人”思想正是他系统心学思想的体

现。他的“立德”思想，包含着“致良知”的德育宗旨

和协调统一的德育理念。王阳明指出：“人须在事上

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

进。”[32]这就是应将纯然的本心、良知的“德性”贯彻

到“德行”中去，即贯彻到主体“良知”意志所支配的

行为中去，这是一种“向外工夫”。这是王阳明“立德”

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方法，也是“知行合一”说的体现。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知”就是“良知”，

就是人所固有的是非善恶等道德规范，是道德方面

的知识。而“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动

发处，便是行了”(《传习录·答顾东桥书》)。也就是将

人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本身合二为一。“知是行的

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只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

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

自有知在”(《传习录·徐爱录》)。王阳明“立德”的目

标在于让受教育对象明其明德，致其良知，祛除自身

私欲，以消除天下人的困苦为己任，做到知行合一，

以兴起为善。与此同时，王阳明也提出了“立志、躬

行、事上磨炼”的“树人”方法，德“知”与德“行”是同

一本体，后者既是本体又是工夫。王阳明“立德”的

核心追求就是通过启迪诱导将受教育者内心至善的

良知，通过事上磨炼的过程形成其外在的善行，最终

实现德“知”与德“行”的合一。王阳明冲破了官方程

朱理学的束缚，建立起以“致良知”为目标的道德思

想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为后代成千上万的仁人志

士提供了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

观，开启了主体道德意识的集体自觉性，塑造了“立

德、立言、立功”的理想人格。

明代中后期，伴随着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宋明

理学在经历过极致的辉煌之后开始遭遇明末清初早

期启蒙教育思想的抨击和批判，逐步失去了在社会

意识形态上的统驭能力。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

现，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原有的伦

理道德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教育界也要求培养适

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经世致用人才，但宋明理学思想

显现出了极大的弊病，教育上的专制主义重视书本

而轻视实践，价值观上强调道德禁欲主义、重义轻

利，逐渐远离了社会实践与实际生活需要而流于空

疏，不利于人性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明清之际中

国早期启蒙思潮中涌现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

夫之、颜元和戴震等人对宋明理学的理欲观、义利观

和人性论进行了评级和批判，反对“性即理”“心即

理”的观点，批评理学家们“存理去欲”的文化专制只

能培养“无用之人”，主张尊重人的自然天性和物质

欲望，重视德治教化，主张独立思考，将培养具有挽

救民族危亡和治理社会能力的治术人才作为“立德

树人”的目标。

4.从“西学东渐”到“德育”初创：晚近之际“立德

树人”思想的现代转向

清朝末年，封建专制制度走到历史的尽头。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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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危

机此伏彼起，清王朝摇摇欲坠，“立德树人”思想在各

阶级、各阶层和知识分子挽救国家危机和解决社会

矛盾的努力中延续了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

物的爱国主义精神品质；与此同时，洋务派、资产阶

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推动了民权、平等、自由

思想的传播，从而动摇了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主流

道德思想的权威性，“睁眼看世界”成为中国近代“西

学东渐”救民水火和救亡图存两大课题的解决方案。

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革新派思想

家认为社会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士皆知有耻，则国家

永无耻也；世不知耻，为国之大耻”(《龚自珍全集·明

良论》)。士大夫阶层的道德堕落造成社会败落，“知

耻”方能“尊德性”“道问学”，高尚的德性为首要之

选，“有位与有德”相统一是培养“君子”的重要标

准。这里的“德”集中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

国主义精神。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运动领

导人物同样意识到地主阶级的“无德”造成了封建统

治的摧枯拉朽，他们在兴办洋务镇压农民起义的同

时，对整顿道德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尤其是曾国

藩提出八德(勤、俭、刚、明、孝、信、谦、诨)，更具体为

“忠义血性”，“才”即拼命实干，“德才兼备”即为人

才。“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

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

揖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

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

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曾国藩文集·才德》)1895
年以后，戊戌维新派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行

者，提出了以资产阶级道德准则来改造封建道德，尤

以康有为最早提出了“德育”放在首位，德、智、体全

面协调发展，“养体开智以外，又以德育为重”[33]。严

复提出了著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重要思

想，“进吾民之才、德、力”[34]，强调个人自由与群体自

由的统一，并以此提高人的爱国心和全民族的道德

水准，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梁启超“立德”思想深

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尤其对于王阳明心学

备加推崇，同时也吸收了许多西方的启蒙思想，表现

出兼容并蓄的典型特征。梁启超于 1905年底编成

《德育鉴》一书，和《新民说》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道

德思想史中非常重要的文献。在《德育鉴》的按语

中，梁启超尽他对佛学、社会心理学、生物学以及进

化论的所知，阐述对道德和德育的理解。梁启超认

为教育的最高理想就是养成伟大人格，关注健全人

格的培养，主张儒家的“智、仁、勇”三大德，要求知行

合一。梁启超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

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

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35]。“公德利群，私德修身”是

梁启超的代表性主张，并建议以道德革命和学校道

德教育等方式来实践德育主张。划分公德与私德，

严格地说只是学理上的抽象，梁启超在国家内忧外

患之时号召人们要有“公德”意识，力行“公德”，激发

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与此同时，“无私德不能立”，

“无公德则不能团”[36]，“私德”和“公德”相互作用，互

为补充；“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只有公德的兴旺发

达，才是“群”所以为“群”的根基。“道德之立，所以利

群也”，“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

之公德”。[37]

“德育”一词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最早是在1902年
由张百熙负责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其

“全学纲领”中写道：“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

先，外国学堂于知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

本有相同之理，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

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材之始基。”“德育”

被提高到“培育人材之始基”的重要地位。1904年的

《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颁行，学习日本，首次规

定开设修身科，列在课程之首，并纳入西方近代资产

阶级德育观中富有进步性的德育内容，如公德、权

利、义务、责任、自由等。1906年王国维发表《论教育

宗旨》一文，明确提出智育、德育、美育和体育四育，

以培养全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并强调“道德为教育

之最高目的”。[38]在其影响下，当年国民政府颁布了

“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标志“德育”

一词已成为我国教育界的通用术语。德育即道德教

育，德育是培养理想人格、造就人的内在道德品质、

调节社会行为的重要手段。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

度，在充满迷惘、浮躁与急功近利的社会背景中，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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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提出融汇中西文化以构建适合时代发展的新道

德。《中学修身教科书》是蔡元培留学德国期间整理

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表达了他对于现代中国人应

该具有的道德和行为的总体构想，体现其“欲造成理

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39]的“立德树人”思想

精髓。蔡元培将教育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也

就是要培养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博爱意识的

新国民。“国家之良民”的培养自修身起，而修己之道

在于德、智、体、美“四育”中四方面兼顾，蔡元培不止

一次地强调“立德”的中心地位，“德育实为完全人格

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以助其为

恶，无益也”[39]。蔡元培非常强调德育在教育中的中

心地位和关键作用，“五者指体育、智育、公民道德教

育、世界观教育、美育，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

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

则必以道德为根本”[40]。在途径和方法上，蔡元培提

出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齐头并进，家庭教育、学

校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的教育途径，同时受教育者

在“修己”“自省”“自制”的过程中发挥自我教育的主

观能动性。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特

别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成为我国现代“立德树

人”思想的开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立德树人”思想：

中国语境下时代精神对历史的回应与继承

对“德”以及“立德树人”的理解，只有在特定的

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能揭示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把握

思想深化的轨迹和脉络，才能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

还原“立德树人”思想理论发展和理论创造的过程全

貌。中国语境下“立德树人”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不同

的历史阶段，各个时期都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既有个

性又有共性，其共性就是中国古代“立德树人”的传

统，是中国思想史一以贯之的“立德”价值观和“树

人”实践观。“立德树人”现代教育观和人才观不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继承性地发现其历史价值才

能创新性地解析它的现代内涵。

中国古代“立德树人”思想萌生于奴隶社会适应

维护奴隶主利益需要而产生阶级观念之初始，历经

汉唐“儒、佛、道相合”的发展，宋明理学思潮与反理

学思潮的冲突洗礼，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在与封建

传统道德思想的斗争中经历了艰苦的嬗变，并在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进入“立德树人”思想的现代

初创阶段。“德”的发展源流伴随着不同的历史阶段

形成其特定意义的建构，首先代表国家治国理政的

需要，其次代表治国人才的培养标准，并且成为联系

国家和百姓之间相互理解和认同的精神枢纽。

先秦之际“立德树人”思想虽然带有维护封建宗

法等级制需要的浓厚的阶级色彩，但还是反映出“立

德树人”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个人修养层面上的

目标构成，已逐步呈现出系统性、理论性、丰富性的

特点，其特点是将政治论、道德论、认识论糅合在一

起，奠定了“立德树人”思想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架

构。因此，“立德树人”思想的本源不仅是古代思想

家们的理论创造，之所以在今天能够成为时代的要

求和教育现实的呼唤，恰恰反映出时代精神对历史

的回应与继承。

汉唐之际“立德树人”思想的延展历经封建社会

全面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大多重视

“立德”，将道德教化作为维护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

因此德治功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即便是道教、佛

教、玄学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也是源于其思想具有掩

盖社会不平等、“柔化人心”的政治价值。这一过程

充斥着正统与非正统的矛盾斗争，正宗和异端在冲

突和争论中走向价值多元，但“立德树人”思想成为

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将各种思想相互吸纳融合，依

托人性论强调“树人”的可能性和方法论，将“立德”

作为求同存异、吐故纳新的“元认知”。

宋、元、明、清经历了漫长而跌宕的 600年，代表

着不同政治利益的思想派别，都在人才培养的目的

论中强调“立德为先”，并就理想人格的成才路径提

出各自的“树人之学”。宋元时期将“德才兼备”“立

心做人”作为“求为圣人”“学为圣贤”的首要标准，而

至明清时期伴随民主启蒙思想的萌芽，通过“知行”

的转化，“立德”的道德信条逐步成为全社会倡导的

道德人格，即通过修身养性、立身立言、省察克己达

到的品德修养实现“明道救世”，达到“安天下，成个

性”的“立德树人”教育目标。

纵观中国古代“立德树人”思想的发展轨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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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立德树人”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三段

式的发展过程。在先秦时期，儒、墨、道、法等学派都

为“立德树人”思想提供了不竭的理论源泉；汉朝“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立德树人”思想逐步

成为主流话语，也成为中国德育的正题。清朝末年

民族危亡，“西学东渐”是政治、文化乃至教育的主

题，中国“立德树人”也突然“革命式”地由以传统儒

家“立德树人”思想为核心变成为了以现代西方伦理

道德为准绳，迨至改革开放至今。研究“立德树人”

思想，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对待社会思想现象，必须

以社会有机整体的发展性、连续性的视角去审视中

国“立德树人”思想漫长而绵延的形成历史。

因此，“立德树人”思想的历史进路离不开对不

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术流派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

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借鉴，中国古代“立德树人”在封

建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

点，其理论形态也在不断更替，但其修己而治人的政

治原则、伦理本位贯穿始终，并转入人伦日用的现实

生活，通过教育启发个体循序渐进的道德体悟和道

德认同，借助道德修养的意志品质，培养受教育者的

实践理性品格和行为践履能力，最终实现“明人伦”

的圣贤理想人格。因此，在“立德树人”思想的研究

中，尊重历史，坚持唯物史观，用发展的、连续的视角

去审视其演进的历史过程，寻找从古代经近代到现

代的内在发展逻辑，形成规律性认识。“立德树人”思

想符合中国的文化语境，理应成为广泛认同的教育

指导思想，高度凝练而成为指导教育实践活动的统

驭式表述，更是从法律层面成为面向未来人民教育

事业的长久主张，从精神层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

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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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Review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Thought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People" under Chinese Context

Liu Jia

Abstract：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hought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People" is inseparable with
the study of and the learning from political, ethical and educational thought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aca⁃
demic schools. To look into the thought,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long development course of it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the developmental and continuous nature of the organic integrity of society in China. To interpret the evolution
of the form and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virtue" is, in essence, to explain the pathway and the logic inevi⁃
tability of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the thought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People" by retrospecting the exist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virtue since ancient China. In this connection, this paper has restored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ide⁃
ological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People" from the pre-Qin period,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he Two Song Dynasties and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l the way up to the recent years,
elucidated the historical premises and logic basis of different forms of the though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ethical fulcrum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thought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People" have also been exam⁃
ined and reflected from the spectrum of modern rationality, demonstrating the response to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long and continuous ideological origin by the spirit of the time.

Key words：virtue; evolution of form; change of meaning; Chinese context; the thought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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