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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由教育思想的发展是被理性规定的。从理论理性看，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呈

现的是求真的特征，要实现这种特征需要通过“洞见”的方式。从实践理性看，纽曼的自由教

育思想呈现的是向善的特征，要实现这种特征需要通过“信仰”的方式。从创造理性看，纽曼

的自由教育思想呈现的是致美的特征，要实现这种特征需要通过“创造”或“设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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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是西方文化的符号，在西方哲学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西方

的历史是在理性的规定下绵延至今的。在这悠久的历史中，有一种始终活跃的教育

思想———自由教育思想。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自由教育思想的发展亦为理性所

规定。本文依据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理性三方面的划分，来解读伟大的人文主义教育

家约翰·亨利·纽曼（Ｊｏｈｎ　Ｈｅｎｒｙ　Ｎｅｗｍａｎ，１８０１－１８９０）的自由教育思想。

一、三种理性

理性这一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时期，理性就一直被诸多的哲学家探

究，到亚里士多德时，他将人类理性分成了三个方面，即 理 论 理 性、实 践 理 性 和 创 造

（诗意）理性。不仅如此，以后的哲学家对理性也有着诸多的思考，如康德的三大批判

便是针对亚氏理性的三方面展开论述的。那么，这三种理性各自的定义是什么？各

自有着怎样的特征？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而得以实现的呢？

１．理论理性
（１）理论理性作为理性的一个方面，体现的是古希腊哲学的主题，“它给予我们

确定的原则或哲学智慧的知识。”［１］１３３它表达的是关于真理的知识的问题，在它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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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对纯粹知识的欲求，希望探求万事万物的最初因，从而说明一切的为什么，自

己却不被说明为什么。
（２）理论理性的宗旨是追求真理，探求感性现象背后的本质，寻求世间万物最终

的根源，为的是对于存在着的真与假、是与非有一种明晰的认识。追求真理的过程也

是一个探求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求知者为知识而知识，没有任何其它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切人

生而渴望知识。康德认为，人类知识有两个来源，即感性与知性。通过前者，对象被

给予我们，通过后者，它们被思想。也就是说，知识就是认知者和认知对象共同作用

的事情［１］４３０。因此，对人类而言，理论理性与知识是一种求与得的关系。也就是说，
人类通过理论理性而追求知识的增多，人类通过知识的获取而得到理论理性的发展。

（３）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和理式世界相分离，现实是虚幻的，理式是真实的［２］。
要透过现实洞悉事物的本质，需要通过“洞见”的方式。古希腊是一个崇拜诸神的时

代，对于古希腊人而言，是神规定了人的命运。因此，洞见的目的就是使人清楚地认

识到人与神的关系，正如阿波罗神殿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正是因为理论理性，人
才能够洞见到自然的真实本质，并且对自身有了清晰的认识，知道自己是人，而不是

神。在洞见中，理论理性得以实现。

２．实践理性
（１）实践理性是理性的另一种形式，体现的是中世纪哲学的主题，“它指导我们

在特定情况下的道德行动。”［１］１３３它表达的是关于真理的实践的问题，是通过行动而

达致真理的理性。
（２）实践理性是一种向善的理性。亚里士多德说，对于那些不能约束自己的人

而言，有知识也等于不知，只有使欲求服从于理性的人才能够达致善。最高善也就是

自身的善，正由于它无待于他物，才能成就普遍和最高［３］。因此，善虽然有很多种，但
在众多的善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善，那就是其自身善。它是这些善作为善而存在的原

因。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认为，哲学与神学分属于理性与信仰，哲学始于感觉经验的

直接对象，而神学则始于启示，但哲学与神学最终将会走向一致———到达上帝。在西

方世界，人们认为上帝就是自身善的化身，上帝就是那个普遍与最高的善。人类作为

上帝 的 选 民，是 内 在 的 包 含 着 善 性 的，这 种 善 性 体 现 于 人 就 是“作 为 中 庸 的 德

性”［１］１３２。要实现这种善性，需要通过实践理性。正如康德所言，行为诸原则源于先

天理性实践［１］４４３。因此说，实践理性是促进人类德性完美的理性，是引导人类不断求

善并最终与善合一的理性。
（３）中世纪的天空是上帝居住的地方，他的精神虽不可度量，但又如天空一般地

显明，那尖顶指向苍天的教堂将上帝和人聚集在一起，人承受上帝的祝福或诅咒［４］。
人只有信仰上帝，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对上帝的信 仰 过 程，也 是 人 不 断 向 善 的 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内心逐渐平静，并践行了诸多的美德，最终趋于上帝的善。通

过信仰，实践理性得以实现。

　　３．创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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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创造理性是理性的第三种形式，体现的是近代哲学的主题，指的是生产或产

生，亦即设立。这导致了不是存在决定思想，而是思想决定存在。那要存在的，是那

被思考的。而思考或理性就是设立。因此那要存在的，是那被理性所设立的［５］１２７。
（２）创造理性是一种致美的理性。近代以来，神或者上帝对人失去了规定性，人

们首先考虑的不再是人与神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系［６］。
作为一种致美的理性，创造理性的领域是人的领域，而 不 是 自 然 的 王 国。刘 纲 纪 认

为，一个与人无关的自在的自然世界根本就没什么美可言，于是人们也无法仅仅从物

质世界的属性中找到美的本质。因此，创造理性所要达到的美是一种人类领域的美，
而不是其它。

（３）近代以来，人不再被神或上帝规定，而是自我规定，那就是说，人作为思想主

体具有了决定性，并对存在进行规定，进而成为了世界的中心。用笛卡尔的话来说，
就是“我思故我在”。此时，“人”这一思想主体完全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对自我及自我

以外的东西（非我）进行设立。因此，自我与非我的关系就体现为人与世界的这样一

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是根据和基础，客体只是主体的对象，甚至只是主体自身

的对象化和客体化［５］１２７。简而言之，主体性的人成为世界的创造者。正是通过这种

对世界的创造，创造理性得以真正地实现。

二、纽曼的自由教育

纽曼认为，当一个人接受的教育教会了他领会知识的大框架，领会知识所基于的

原理，领会知识各部分所涵盖的范围，其闪光之处和不为人注意的地方，以及它的重

点和次要部分［７］２２，并且具备了构建概念的能力［７］７２，则他接受的教育就被称之为“自

由教育”。因此，自由教育是一种心智、理智和 反 思 的 操 作 活 动［７］２７。明 晰 了 纽 曼 对

自由教育的定义之后，需要从目的、内容及方法（也即，为什么教？教什么？如何教？）
三方面来解读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

１．为什么教？
为什么教回答的是自由教育的目的问题，换 句 话 说，就 是 自 由 教 育 追 求 的 是 什

么。这里可以分如下三方面论述：
（１）知识本身即为目的。纽曼认为，“知识不仅仅是达到知识以外的某种东西的

方式，或是自然地发展某些技能的基础，而且是自身足以依赖和探求的目的。”［７］２４因

此他说，“我主张，拥有知识是为了知识本身，而不仅仅是为了知识能做些什么。”［７］３４

即知识本身即为目的。知识之所以能够成为自身的目的，那么给出了两个理由。首

先，人生而渴望知识。“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哲学、文学、艺术作品中精选出一些

例子，以此来表明，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不能 扼 杀 渴 求 知 识 的 欲 望。”［７］２４正 是 这 种

对知识的渴望之情，使得知识自身有了可被称为目的的原因。其次，纽曼认为：“知识

之所以真正高贵，之所以有价值，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结果，而是因为知识内部含有一

种科学或哲学的胚芽。这就是知识本身即为 目 的 的 理 由。”［７］３３也 就 是 说，知 识 的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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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与生俱来的科学或哲学属性，使它具备了自身成为目的的条件。
（２）养育美德，寻求善。纽曼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在他眼中，笃信上帝的宗教追

求的是善，是一种可以养育美好德行的信仰。如何才能让人们养成德性，指引人们寻

求善呢？纽曼认为，通过教会创办大学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教会创办大学的目的“并
非出于爱护才智或知识自身，而是为了孩子，为了他们的精神幸福和他们的宗教影响

和效用”，以便将他们训练成能够“更好地履行各自的生活职责”的聪明、能干、活跃的

社会成员。可见，教会创办大学最主要的最直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拓展科学、技术或

文学方面的知识，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通过学习知识获得各种益处———道德上或

智力上的某些习惯的养成，从而将他们培养成为具备德性，终生在上帝指引下寻善行

善的人。
（３）培养新式绅士。纽曼心目中的绅士不是传统观念中的“绅士”———那种老式

的人类禀性和封建残余，而是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具备有教养的才智，有

灵敏的鉴赏力”［７］４０，他们能够敏锐地抓住生活中美的事物。如何才能具备这种能力

呢？抑或，如何培养会审美的人呢？纽曼认为，需要通过学习，通过知识的获取，通过发

现知识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将知识融合为一个整体，才能理解事

物的普遍性，才能发现美的事物的通性，进而学会欣赏各种美。用纽曼的一句话来说，
就是“通过一种伟大而平凡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伟大而平凡的目的。”［７］９７具备这种能力的

人是思想广博的人，是能对各种美的事物触类旁通的人，是符合绅士审美特征的人。

２．教什么？
纽曼认为，自由教育传授的内容应该是普遍知识。那么，何为普遍知识呢？他在

《基督教与科学研究》一书中对此作了说明。他认为：“大学首先应承诺讲授任何一门人

类知识，应包容人类思想中所有高尚的思想观念。”［８］４５６“相对于大学而言，没有任何一

门知识是因太大或太小，因太遥远抑或太具体或太细微而不值得去关注。”相反，“大学

应吸纳人类所有的艺术、科学、历史和哲学等方面的知识，并赋予每门学科以合适的定

位。”［８］４５７因此，在知识的教授过程中，不应将某一门类的知识看轻，甚 至 对 其 熟 视 无

睹。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知识是以“类”来划分的，即普遍知识应包括的

是每一“类”知识，而不是任何知识。正是这种基于“类”划分知识的思想，纽曼主张把

宗教神学包括在大学课程中，认为宗教和神学对于人类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３．如何教？
对于自由教育如何开展这一方面，纽曼没有太多的论述，虽然在《大学的理想》一

书中他对于如何学习做了一定的阐述，但关于教师如何教却没有太多的论述。根据

书中叙述，可以总结出两种方法———讲授式与讲座式。
（１）大学里有各种学科的教授，如道德学、形而上学和物理学方面的教授，有语

言、历史、数学和实验科学方面的教授等，这些教授“通过教授所有的知识分支来达到

传授所有知识的目的。”［７］８６通过对各种知识的传授，教师们 即 完 成 了 自 身 所 承 担 的

使命。这是一种鲜明的讲授式教学，可以是在课堂上的，也可以是私下的，主要是向

学生传授一些基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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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讲座式在纽曼看来也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给予学生充分的自

由，能够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思考的状态。“你不仅仅是来听

讲座或读 书 的，你 是 为 了 问 答 教 学 而 来，这 种 教 学 存 在 于 你 与 教 师 之 间 的 对 话

中。”［７］１８因此，在讲座中你不仅要听，还要 会 问、会 答，在 这 样 一 种 益 智 的 氛 围 中，就

迫使每一个人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从而获得丰富的知识，养成良好的理智。

三、理性规定下的自由教育

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下，理性被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创

造理性。对于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亦从目的、内容和方法三个方面做了解读。文章

的前言中谈到自由教育思想是被理性所规定的，但这种规定是如何实现的呢？又是

如何被规定的呢？

１．三种理性规定的目的
自由教育思想的目的有三个方面，概括而言分别为求真、向善和致美。
（１）求真是被理论理性规定的。正是因为人类具有理论理性，因此人类才会对

世间事物的本质是什么产生好奇，进而不断地探求世间事物的最终因。对于知识的

追求，纽曼始终认为其自身即为目的，要追求知识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而不是追求

知识的外在好处。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观念正与理论理性相符合。
（２）求善是被实践理性规定的。实践理性是一种促使人不断反思自身德行并催

人向善的理性。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人类的理性中有实践理性，人类才会虔信上帝，
并在生活中严于律己，不断地反躬自省，不断地在向善的这条路上往前走。恰如此，
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中向善的目的便被实践理性所规定。

（３）致美是被创造理性规定的。创造理性注重的是对人自身主体性的解放，也

就是说，人按照自身的想法设定了世间的一切，因此，这一切也都是美的。但要懂得

欣赏这种美，并要创造类似的美，必须具备创造理性才可以。纽曼认为，通过自由教

育培养出来的新式绅士就是这样一类具备创造理性的人。因为他们是有理智的人，
是触类旁通的人，是不因循守旧的人。

２．两种理性规定的内容
纽曼认为，自由教育传授的是普遍知识，而且也是哲理性知识。这是一种不同的

划分方式。横向按“类”划分的话就是所谓的普遍知识，是应当全被包括在自由教育

的传授范围内的。纵向按“目的”划分的话，就可以把知识分为两种：“一种的目的是

哲学的，另一种是机械的；一种在于传播一般的学问，一种则竭力传播特殊的、非源于

内省的学问。”［８］１１２

（１）普遍知识被实践理性规定。在纽曼看来，宗教神学知识是普遍知识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只有将宗教知识纳入到自由教育中，自由教育 才 能 传 授 最 完 整 的 知

识。这一点正是由实践理性规定的。众所周知，宗教神学知识可以起到培植人的美

德，教人向善的目的，而在中世纪其主要作用的实践理性正是 一 种 指 引 人 类 寻 求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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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不断向善的理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普遍知识是被实践理性规定的。
（２）哲理性知识被理论理性规定。哲理性知识不是外在的，而是一种内省的知

识。这种知识不是通过感性认识到的某些东西及关于某些东西的观点，是感觉所不

能表达的，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够认识并被学习。这里的理性指的就是理论理性———
一种探求事物本真的理性。因此，在纽曼语境下的哲理性知识是被理论理性规定的。

３．两种理性规定方法
自由教育的实现其实就是如何教的问题，也即方法的问题。无论是讲授式还是

讲座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教师，因此，教师的品德与能力决定了学生能够

从中学到多少知识，得到多少有益的教诲。对于讲授式而言，更多的是注重知识的直

接传授。讲座式则更加注重知识的间接传授，并且对一个老师的能力要求比较高。
（１）讲授式被实践理性规定。纽曼认为，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担当这项重要

责任的人就是教师。这些人是一些整天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的人，他们掌握的

知识的多少与优劣，将直接关系到学生接受教育的质量。如果有某位老师对自己所

掌握的知识不加辨别地教授给学生，或者是上课时漫不经心，不 考 虑 学 生 的 求 知 需

求，那么这位老师肯定不是一个具备美德，一心向善的人。只有当一位老师被实践理

性指引后，他才会拥有诸多的美德，并在教学中展示自己的责任心，不教授低劣的知

识，尽力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
（２）讲座式被创造理性规定。讲座式与讲授式不同，这种方式对老师的能力要

求比较高，不仅要求老师具备渊博的学识，更要具备非常好的反应及应变能力。这种

能力的获得恰恰是创造理性的体现。讲座式会更多地涉及到师生及生生间的交流，
这就需要发挥教师自身的主导性，不管是师生间的交流还是生生间的讨论，作为老师

应使各种交流始终围绕在自己设定的主题之下，不能漫无目的地随意述说。这就需

要发挥老师的创造理性的功效，正因如此，讲座式是被创造理性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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