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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教育所显示的本体功能就是它对人类文化的传承功能, 因此, 按文化作用于人的形式应该分为两类:他人

教育和自我教育, 进而人类文化的传承按方法, 也应该有两种基本的途径和手段, 这就是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从唯

物辩证法的内因论可知, 自我教育是文化传承本源性的内在动力, 因此需对自我教育在人类文化传承中的发生机理,

做一个理论上的概括性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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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类社会教育的本体功能, 就是它的文化传承

功能 。因此, 按文化作用于人的形式应该分为两

类: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 进而人类文化的传承按

方法也应该有两种基本的途径和手段, 这就是他人

教育和自我教育 。[ 1 ] ( P279) 这两种人类文化传承

形式共同的上位概念就是人类文化 。如图:

他人教育 、 自我教育 、 人类文化关系图

在人们成人成材的发展中, 他人教育和自我教

育如同一枚硬币正反两面, 浑然一体, 是绝然不能

分开的, 它们通过他人教育—自我教育 —再接受他

人教育 (甘当小学生) —进一步地自我教育的连环

关系, 横贯在人一生的实践中, 更横贯在人类文化

传承和创造的一切实践中 。但是哪种教育形态更代

表了文化传承和创造的内在规定性 、内在泉源性和

内在根据性?从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可知, 正是自

我教育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最本源性的内在动力。这

里的自我教育是指 “在社会生活中, 个体通过把自

我作为对象所进行的一切教育过程”, 它反映的是

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学习模式。于是从唯物辩

证法的根本原则出发, 就衍生出了自我教育在人类

文化传承中的一系列发生机理。

一　辩证法中的内因

应该说, “自己运动” 、 “自己发展” 是唯物辩

证法在事物发展问题上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 文化

的传承与创造也不例外 。可以认为, 人类从最初的

群体生活的机械团结走向了越来越精密的有机团

结, 从而出现了人类特有的文化 。如果这里把人类

看成一个整体, 那么文化的生成 、传播与创造的整

个过程, 在人类之外并没有外力介入, 完全是人类

自身的内因推动的 。也就是说文化的传承过程, 整

个都是在人类自身自我生成 、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

的自我教育中完成的, 人类的进步完全是自我教育

的结果 。但是如果我们慢慢梳理文化的进程, 对文

化的来源进行穷根究底的分析, 就会发现它的每一

要素都必然追溯到个人意识, 都明显地来自个体意

识的种种行为中, 除此之外, 文化并无其他来

源 。
[ 2 ]
这样文化的传承就是从人类整体中, 一个个

个体的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来的, 而对一个个具

体的个体来说, 就明显存在着内因和外因的区别。

这外因显然是周围的自然生存环境及人际生存

环境, 它们共同构成了每个个体文化传承活动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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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影响和条件。而内因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人类正是由于缺乏动物那样强大的本

能性消极调节———被动地适应 、顺应生存环境, 才

通过调节 、规范和监控自身体内与动物一样的大量

本能, 塑造出了人类独有的一种高级心理机能———

自我 。然而正象马克思说的, 人类所诞生的自我的

实质, 就是要把自我中蕴含的大量本能做为内在动

力, 去创造出种种文化来, 以此文化为手段去逃出

自然界, 但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去。兰德曼将这一说

法进行了延伸和拓展, 认为人类通过自我中蕴含的

大量本能做为内在动力, 创造的文化并不是要逃出

自然界, 相反是要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去投入自然

界, 去获得像自然界一样的客观确定 、 客观永恒 、

客观不朽, 直至彼岸世界。
[ 3 ]

( P32) 这里先做个

比喻, 如果我们要像鸟儿一样在天空翱翔 (飞机) ,

我们就必须具有鸟儿一样的翅膀及一些本质特征,

同理, 如果我们要像自然界一样的客观确定 、客观

永恒 、客观不朽, 我们的文化传承就必须具有像自

然界一样的一些本质特征, 这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

从自然界无机界自身的风化 、 凝结 、平衡到循

环, 直至有机界最低等生命在染色体水平上的自我

保存, 在胚囊结构上的自我平衡, 在细胞结构上自

我渗透……贯穿着蛋白质在持续的时间里, 自身存

在形式不断被自身破坏 、否定, 同时又被合成着 、

完善着, 以新的高级自我存在形式肯定着 、 完善

着, 反映着生命界原生质自身的自我调节运动。再

至高等生命, 复杂新陈代谢与繁殖变异中的自我生

成 、 自我顺应和自我塑造……可以认为, 整个自然

界始终贯穿到底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 一种没有任

何外力介入下的自我调节, 它构成了自然界自身浩

浩荡荡 、 生生不息的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即

内因 。因此人类的文化传承要想获得像自然界一样

的客观确定 、客观永恒 、 客观不朽, 就必须也具备

一种没有任何外力介入下的自我调节, 这就是自我

教育 。从国家 、 民族 、社会到集体 、集团直至每个

个体, 都应该深刻地具备这种没有任何外力介入下

的自我教育。它表现在每个个体内部就是从动机 、

价值 、需要出发的, 由元认知调控下的经验 、 理

解 、 意义等组合成的自我选择 、自我决定和自我控

制, 它表现在一个个集体 、集团内部就是从利益 、

利害出发的, 由不同的社会我 、个体我 、理性我 、

现实我 、 未来我等组合成的自我斗争 、 自我抉择和

自我取舍 。

二　哲学中的感悟

自我教育作为文化传承中的内在规定性, 有其

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 如有目的的, 无目的的;有

计划的, 无计划的;主动的, 被动的等等 。这些表

现形式共同表征着自我教育两个极端的维度, 一端

是具有强烈控制 、 周密规划 、严格监视的极端外显

型自我教育;另一端是无意识的 、不伴随有明显反

省活动的 、 不知不觉的 、缄默的极端内隐型自我教

育 。在这两者之间是, 不同程度元认知比例混杂的

各个不同层次的自我教育。而在文化传承最普通 、

最经常的日常生活世界中, 那种具有强烈控制 、周

密规划 、严格监视的极端外显型自我教育往往不多

见, 更多见的是不伴随有明显调控的 、不具备有意

识反省活动的 、 没有规划和筹措的 、 自然而然的

“感悟” 式自我教育 。尤其是在中国人的文化传承

活动中, 这种 “感悟” 式自我教育更是根深蒂固。

“悟” 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极其重要的思维方式,

《辞海》 简单地把悟解释为个人的领会和觉悟, 从

某种侧面反映了 “悟” 之深邃浑圆 、 不可言说的特

点 。而 “感” 与人肢体最真实 、 最真切的贴身感

受 、切身体会 、 身临其境 、 亲身实践融会在了一

起, 因此, 感悟就是 “道” 与 “身” 融合一体的过

程 。它蕴含了两层意思, 一是由主体的 “自我” 、

“自身” 发出的 、 酝酿的 、 操作的;二是这种发出 、

酝酿和操作的是主体 “自我” 的 、 “自身” 的知 、

情 、意的内涵。由此, 可以把 “感悟” 界说为:在

一定的情境下, 主体已有的精神世界与认识对象交

互作用, 经由体验 、理解和觉悟而达到新的精神境

界的认识活动 。在这种认识活动中, 融会着渐悟 、

顿悟 、 逻辑思维 、 非逻辑思维 、 理性 、非理性 、解

释等一系列的认知特征, 它们共同推动着每一个活

生生的个体, 在不同领域 、 不同场合 、 不同情境 、

不同层面建构着属于自己的意义与精神世界。反映

了某种文化在个体身上的不断融入 、 渗透和生成的

过程, 即生成对物的象征意义, 对生命的转化意

义, 及至最终对人类总体的文化意义 。应该说其中

渗透着悟性与理性交叠融合的贯通主线, 其中的认

识特征渐悟 、顿悟 、逻辑思维 、 非逻辑思维 、 解释

等, 既有悟性的快速跳跃, 又有理性长期积累后的

明示。因此整个过程显示出, 悟性与理性交合, 忽

隐忽现, 本原远在天涯 、 遥不可及, 却又近在咫

尺 、转念即是的致思心境。

正是在上述体验 、 理解和觉悟的种种自我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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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嬗变中, 每个个体最深层地完成着与所在文化的

融化 、融入 、融合, 反映出了文化传承在每个个体

最内在心理世界, 自我教育的运行脉落 、运行背景

和运行心境。当然只有这些脉落 、 背景和心境被反

映在最社会化的人际交往的关系中, 才能最物质

化 、 最现实化地使人类的文化传承朝着不朽的自由

境界迈进 。

三　行为学理论中的社会学习

当代行为学理论认为, 人类的人际交往是通过

环境 、行为 、主体三者的交互作用, 在一系列活动

中展开的, 并从而获得了每个个体的大多数社会行

为, 这一过程称之为社会学习 。整个这一过程都是

通过两种主要学习途径完成的:从直接经验中学习

和从间接观察中学习,
[ 4 ]
班杜拉把前者称为直接学

习, 把后者称为间接学习 。直接学习是指学习者通

过自己的实际活动, 同时直接接受反馈 (强化) 而

进行的学习, 而间接学习是指学习者通过观察他人

(榜样) 所表现的行为过程 (包括表情 、情绪 、 姿

态) 及其结果后所发生的学习, 这种学习把他人的

行为与行为结果结合起来, 作为信息一起被学习者

接受 。班杜拉认为, 这种间接学习最主要的形式就

是社会模仿。

他指出, 每个人社会实践的领域都是非常有限

的, 这就导致了他直接学习的机会和经验也是非常

有限的。那么每个人要在极其广袤的社会中生存,

就必须或主动或被动地去观察 、去模仿他人在一定

环境中的行为及接受的一定的强化 (奖惩情况) ,

来获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行为模式 。在其中学习者

可以不必直接地做出反应, 也不需要亲自体验强

化, 就可以获得与 “他人行为” 一样的效果, 班杜

拉把这样一种间接学习模式称为社会模仿。进一步

地认为社会模仿是人类行为藉以生成 、 改变 、 创

新 、 完善和超越的一种主导性机制, [ 5 ] 它极其广泛

地渗透在社会实践活动的一切领域, 要求个体不断

地在榜样影响下, 进行自我观察 、 自我评价和自我

反应等自我调节活动, 凸显出社会模仿是一个积极

主动的心理过程, 它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方

面勾勒出社会学习过程中人独有的自动 、自主 、 自

觉的社会理智状态。这种理智状态的存在和进行大

多数并不像在学校教育中那么目的明确 、 计划周

密 、 控制得度 、 筹措有致, 相反是在极端纷繁复杂

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自然而然 、顺理成章地展开的,

是同我们的生命一起开始的。那么可以认为, 学校

教育是社会学习最特殊的形式, 这样的学习更广泛

的发生在家庭 、 社区 、 单位 、偶然社会环境等等

中, 落实在他时时刻刻身浸体感的, 周围生存环

境 、情境 、 情景的价值和意义的运动变化中, 落实

在个体对这些环境 、情境的价值和意义的审视 、认

识 、理解 、 判断中的。在这里没有特设的环境, 没

有预期的目标, 没有训练有素的教育者, 有的就是

无处不在的 、随境而遇的 、 具有穿透力极强的社会

学 习 ———自 我 教 育。 它 们 是 通 过 “ 教 化

( indoct rinat ion)” 、 “默化 ( silence) ” 、 “濡化

( enculturat ion)” 和 “涵化 ( acculturation) ” 等社

会化形式展开的, 其中既有直接经验的体会, 又有

间接社会模仿的揣摩, 是人类文化传承中最基本 、

最普遍 、最直接的社会化手段和方法 。

在这里仍借用学校教育 “教化” 一词来指称,

社会生活世界中自觉的 、有目的的传承文化的那部

分社会学习活动。这里的 “目的” 是一种自在的 、

具体的目的 。它不具备学校教育目的的自为性和普

遍性, 而是仍然处于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下, 是一

种不问其所以然的目的, 就是自我在它本有的性格

和才能所许可的范围内, 尽量把自己变化的符合现

实委托给现实 。
[ 6 ]

( PP.241-242) 因此在教化过

程中, 其目的 、 内容和方法没有系统化和制度化,

完全没有职业化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角色规范,

到处弥漫的是生活世界中参与性的一般角色心理。

它混杂着理性和情感 、 意志 、 自觉等非理性的因

素, 并支配着人的行动 。

另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文化传承, 是在不知不

觉甚至无意识的 “默化” 情况下进行的。胡塞尔认

为生活世界的这种默化活动有两个特性:一是 “缄

默的 、 无概念的经验”;一是 “代表性的 、不确定

的 、最初的一般性” 。[ 7 ] 尤其是最底层的缄默层,

不仅使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 环境中有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的存在, 而且对自己的活动所具有的意义也

一无所知, 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些活动对自身成长

有什么影响, 然而, 这些活动正如勒温 ( Kurt ·

Lewin) 所说的, 会直接进入我们人格核心区的

“外围单元 ( external unit) ”, 从而奠定那些标志着

我们属于某个文化的, 最基本的行为模式 、行动风

格和人格倾向。这一过程相当复杂, 仅就默化中的

面部表情而言, 谁能精细地揭示出那些异常丰富的

表情的学习过程呢 ?又有谁能揭示出默化中形态各

异的姿势和姿态的学习过程呢? 它们是通过生活世

界日常人际互动中, 对他人在各种具体情境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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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系列化的 、 非线性的日积月累而成的。对它们

的理解和表述最多能达到 “具体范例” 的水平, 而

他人教育在其中的教育功能几乎为零, 一切只能借

助于生活世界缄默层次的自我教育来习得。

在有一定意识的 “教化” 和完全没有意识的

“默化” 之间, 传承文化的社会学习活动是 “濡化”

和 “涵化” 。前者是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 部分有

意识 、部分无意识的学习过程 。后者是发生在不同

文化之间, 部分有意识 、 部分无意识的学习过程 。

两种模式都既有 “他人” 的广泛存在, 诸如社会各

种环境中的长辈 、权威 、 领导等等, 他们指示 、 引

导甚至强迫个体接受某一文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

更多的是个体通过自己的需要 、经验 、 期望以联想

和抽象的认知方式, 对文化内 、文化间和异文化的

种种价值特性, 进行自主和独立的取舍 、加工 、 整

合的过程 。其中既有对文化内 (母体文化) 基本信

仰的皈依性认同, 又有对文化间价值互化中的选择

性认同, 更有对异文化输入中的综摄性认同 。简单

讲, “濡化” 使个体适应本文化 、本团体 、 本社区

的生活方式和知识观念 。 “涵化” 使个体接受不属

于本文化 、 本团体 、 本社区的生活方式 、 价值习

俗, 拓宽了视野, 也激发了创造力, 进而为文化的

变迁提供了动力 。

应该说文化传承首先表现为人的文化行为, 这

种行为就是指人在目的 、 动机 、需要等支配下所产

生的种种社会学习活动, 这些社会学习活动就发生

在围绕着个体生存的种种具体情境中。从发展心理

学的角度, 它们最初发生的最基本 、最基础的形式

就是 “默化”, 之后是对成型的文化规范的 “濡化”

和 “涵化”, 直到进入目的性 、意识性较强的 “教

化”, 最后接受以教授为主的学校教育, 这只是个

体初级社会化的过程, 大约在六七岁完成。之后的

整个学龄期和社会工作期, 是学校中他人教育为主

的社会学习和程度不同的自我教育为主的社会学习

之间矛盾辩证运动过程, 但最终是以程度不同的自

我教育为主的社会学习占据了个体生存与发展的主

流。

四　认知心理学中的内在建构

可以认为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学习, 它必定是

由主体发出的一种学习模式, 折射出了现代认知心

理学中建构主义的一个理念, 那就是学习是每个学

习者在某种关系和情境中, 建构自身意义的双向过

程。这是一个贯穿在人的一生及其各种各样的生存

环境中, 没有预先规定起点也没有预先规定终点的

整体上封闭的循环过程, [ 7 ]它在每个人精神世界中

建构起了一个类似于神经突触样的 、 蛛密般的认知

结构, 其既有大量的理性的类目 —层次知识 (学校

教育的结果) , 更有大量的非理性的情感经验知识

(无限的社会生活结果) , 它们共同演化出了个体在

社会环境中的 “生存能力”。每个人这种生存能力

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高水平的生

存能力呢? 现代认知建构主义认为, 只有每个个体

在与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中, 自己去调用相关的心

理成分 (记忆 、想像 、表象等) , 永无止境地运用

自我认知 、 自我组织和自我控制的思维与认识取

向, 进行持续不断的探索式的学习, 才能强化和打

通认知结构中各种知识之间神经突触般的结点, 使

各种最遥远的知识之间发生最有机的联系, 从而快

速转化为高生存能力。这其中的关键必须是个体自

己去体会 、 去体验 、去建构 。

那么怎样才算是自己去体会 、去体验 、去建构

呢 ?那就是让个体原有认知结构中的知识 、 经验 、

意义与新的 、将要学习的知识 、 经验 、意义发生相

互作用, 发生有机的联系, 用个体已有的知识 、经

验 、意义对将要学习的知识 、 经验 、 意义进行选

择 、注意 、 知觉 、 组织 、编码 、 贮存和激活, 同时

在这一过程中建构出新的知识 、 经验和意义。正是

在这样一种无法由他人代替, 只能由个体自己亲身

发动的新旧知识 、 经验 、 意义相互碰撞 、 相互作

用, 而引发的观念转变和结构重组中, 彰显出了学

习是个体主动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 即建立一

个开放的 、 灵活的 、高包摄性的心智系统的过程。

这些过程既涉及个体原有认知结构中成系统的理性

概念, 更包括大量的非理性的情感经验知识, 诸如

肤浅的常识, 初步的技能, 偶然的情绪体验, 情景

化的情感沉积, 突发的灵感, 一时的激情甚至无端

的幻想等等, 它们与个体一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生存

环境中, 将要学习的知识 、 经验 、意义发生着无限

丰富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 形成了无限多样的学

习模式 。这些学习模式既有学校教育中有目的 、有

计划 、 有步骤的学习, 也有没有预期目标, 没有任

何计划的一系列学习模式, 像 “教化” 、 “默化” 、

“濡化” 和 “涵化” 等具有浓厚内隐性质的学习,

它们都是每个人亲身经历和体验的真实的建构自身

意义的自我教育过程。它折射出了社会学习的本质

不是由外部来准备和决定的, 它仅有很小部分能受

“外部” 推动而进行, 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在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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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进行 “信息加工” 的学习者, 它的过程和结果

都是由学习者内部世界来建构和再构的 。因此, 对

学习负有最大责任的是学习者本人, 学习是认知主

体的自控过程。

卢梭始终认为, 对任何人谈论智慧都是徒劳

的, 他必须通过自己的经验才能变得聪明。以此真

实的建构自身意义的自我教育过程, 也就是每个人

以自己头脑中的经验世界为基础, 来解释现实 、 阐

析现实 、 建构现实的过程 。更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

及对自己经验的态度不同, 导致了对社会生存环境

的理解和感受也就不同, 也就会使不同的人建构出

形式迥异 、内涵歧多 、个性纷繁的心智系统来。也

正是这一个个心智系统勾错连贯 、 纵横交融生成的

“在世之在”, 才最真实 、 最真切 、 最真知地反映出

人类文化传承中最本质的目的 、功能 、 意义和宏大

理想 。

结　语

这种从感悟出发搭建出来的, 自我教育在文化

传承中最主导的机理 ———社会学习及其内在建构,

其实质就是围绕着个体的 “自我” 产生两种 “意

境” :主观之境和客观之境的过程。[ 8 ] ( PP.202-

203) 前者是个人所获得的文化经验通过回忆 、 想

像 、推理构成的心理状态, 后者是人类生存的客观

氛围, 包括客观环境, 有一定文化意义的人 、 事 、

物, 制度和情与理 、是与非的精神氛围等等。这两

种意境共同架构出了个体 “成人” 、 “成材” 的发展

逻辑, 它们之间的转换 、融汇 、整合持续地引导 、

促进 、 推动着, 个体从 “有我之境” 向 “无我之

境” 迈进, 迈进的结果就是人类独有的 “类特

性”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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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big gest function of education is to inherit humans culture.So the fo rm according to

culture acting on human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 o ca tego ries:o ther- educat ion and self-education.And

then by method of t ransmission of human cul ture, but also the re should be tw o basic w ay s:This is the

other- education and self-education.From the internal theo ry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we can see only the

most self-education is the cultural he ri tage of the origin of the intrinsic mo tivation.This article is on self-

education in human cul tur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place, do a general theo retical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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