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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纽曼和孔子是两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著名教育家,对比两者的教育思想能为当今的素质教育提供

有价值的参考。纽曼的“绅士”和孔子的“君子”的人格内涵“和而不同”。他们的“和”表现在二者的教育思

想都体现了时代特色,强调继承本土文化,注重理想人格的社会性教化作用以及重视启发诱导、指导自学

的教育方法。他们的不同表现在二者追求理想人格的实现路径不同,教育内容的开放化程度不同和教育

的对象不同。两种教育思想的对比研究启示当前教育改革要注重培养学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
社会责任感,应注重“立德为基,修身为本”的道德教育,加强“博文广识”的大学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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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纽曼(JohnHenryNewman,1801—1890)是英

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教育家,强调“自由教

育”(liberaleducation)。孔子(公元前551—前479)
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提倡“君子教育”。孔子和

纽曼二人虽然跨越了二千多年的时间,生活在不同时

代背景、不同国度之下,但对教育的理解仍然保持着

一种内在的相通之处,都呼吁培养德才兼备的理想人

格,从而实现社会文化的繁荣进步。国内有关西方绅

士和中国君子的比较研究中,大多以洛克的绅士思想

为蓝本,从背景、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比较中外异同。
但鲜有人将纽曼的绅士教育思想和孔子的君子教育

思想做比较研究。将纽曼的绅士教育思想与孔子的

君子教育思想作比较研究,有益于在比较中发掘中西

方教育思想传统中的精华之处,进而古为今用,启迪

当今的教育改革。
二、纽曼的绅士教育与孔子的君子教育之精神内涵

(一)纽曼的绅士教育

纽曼在牛津大学接受了系统的绅士教育,而牛津

大学作为英国绅士教育的重要阵地一直秉持着培养

绅士的教育目标,纽曼相应地继承并发展了英国绅士

教育思想。绅士一词翻译自英文“gentleman”,在中

世纪英国,“gentry”(绅士阶级)是一个社会阶层,社
会地位仅次于贵族,身份较为高贵。17世纪英国学

者洛克将绅士教育思想体系化,主张培养身体强健、
举止优雅,有德行、有智慧、有才干的绅士,到了19世

纪维多利亚时代形成了富有英国特色的绅士文化,绅
士风度成了英国独有的文化形象。绅士一词从最初

表示一种身份的尊贵慢慢演变成对理想人格的描述,
即具有优雅的行为举止、文雅的风度和高贵的品格的

青年男子。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英国绅士逐渐局

限在外显的行为规范上,将礼仪当做生活中孜孜以求

的目标。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提出“博雅教育

并不能造就基督徒,不能造就天主教徒,而只是造就

绅士[1]”,但他的绅士有一点是不同于这种英国传统

意义上的绅士,他反对培养那种思想狭隘、行为古怪

的所谓的“绅士”。
他说:“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绅士礼仪及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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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这些可以通过而且正在通过其他的各种渠道

习得,例如良好的社会环境、域外旅行、天主教思想固

有的德行及尊严等等———而是理智的力量。”[2]这样

的人是一个集理性、智慧、勇敢、修养等品质于一身的

绅士,他对绅士的道德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认为提出

绅士应该具备真挚、坦率、周到、宽容、淳朴等品质。
“他深明大义,故不以受辱为意;他志行高洁,故不对

毁谤置念;他尽有它事可做,故不暇对人怀抱敌意。
他耐心隐忍,逆来顺受,而这样做又都以一定的哲理

为根据……”[3]。纽曼还说道:“绅士是一个绝不会给

别人带来痛苦的人,他主要的责任就是排除障碍以便

使其周围的人行动自由、不受羁绊”[1]182,而不是仅仅

注重外在行为的肤浅的绅士,更注重培养道德上或智

力上的某些习惯。纽曼的绅士教育以理智的培养为

本质内涵,心智的卓越才是纽曼绅士之格的核心。理

智的训练能够形成一个人对事物或是情况作出合乎

逻辑的理解,养成独立的判断力;这种心智习惯是个

体身上独特素养和智力的体现能够获益终身;对理智

的把握能使人遇事冷静通情达理,更可以称之为哲学

上的习惯;心智的卓越更能促使一个人克己自制,引
导良心和品行,追求道德上的高尚。

(二)孔子的君子教育

据学者统计,《论语》曾107次提到君子一词,仅
比孔子核心思想“仁”少出现2次[4],显而易见君子是

孔子的教育核心理念。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君子一

词贯穿古今,其最早出现在《尚书》《周易》等先秦的文

献中,本义是指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统称[5]。例如

《书·酒诰》中记载道:“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

典听朕教。”[6]屈万里注:“君子,在官位者之称。”到了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将君子的阶级含义转向为道德含

义,君子被赋予了道德内涵,主要是指有德有才之人,
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道德品质高尚,与德才卑下之小人

相对。如“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

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

质彬彬,然后君子”[4]60 等等。孔子开始将君子视为

儒家教育所要培养的理想人格,有教无类地培养具有

美好品德和外在修养及深厚文化知识底蕴的德才兼

备的人才。
孔子的君子教育以“仁”与“礼”为本质内涵,以

“仁”为本,以“礼”为道,用君子和小人的对比来强调

“仁”和“礼”在君子身上的凸显。“仁”即内在修养,是

造道成德之门。要求君子拥有博爱仁爱之心,赋予了

其强大的道德人格魅力;要求君子博学广知,勤奋好

学,从而引导自身坚守仁义之道。“礼”即外在行为,
指的是广义上的行为约束,包含了孝、义、信、行等。
用礼仪与道德的要求规范自身的行为,践行仁道、追
求真理、推己及人,从而保持端庄与矜重,形成独有的

特色的儒家君子之气度和风范。
三、纽曼的绅士教育思想和孔子的君子教育思想

对比分析

(一)相通之处

1.体现了时代特色,强调继承本土文化

无论是孔子的君子教育,还是纽曼的绅士教育,
均起源于本国当时的时代背景,体现了各自不同的时

代特色,传承并发展了自身特色的传统文化。孔子的

君子教育发源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以“孝悌”为基

础,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的教育内容,在封建社会

的教育系统中传承着中华美德的教育思想。纽曼的

绅士教育建立在19世纪英国的时代特征之上,吸收

了古希腊罗马的自由教育思想,继承了英国自17世

纪以来的绅士教育体系。在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新

要求的背景下,纽曼提出的绅士教育思想不同于洛

克、弥尔顿等人构建的传统的绅士教育思想。

2.注重理想人格的社会性教化作用

孔子和纽曼二位思想家均站在时代的前沿对教

育提出了一种新的展望,对理想人格的品质要求不谋

而合。纽曼认为大学的目标是通过自由教育将学生

培养成文明社会的绅士。但培养绅士还不是纽曼所

提到的大学的最终目的,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作用

于社会,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大学教育是一个通

往伟大而平凡之目标的手段。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

的心智水平,培养公众的心智,提高国民的品位,为大

众提供真正的原则,并为这个愿望制定明确的目标,
宣传和把握时代的理念,促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使个

人生活变得更高雅”[1]161,可见纽曼提倡的大学教育

所培养的绅士是作用于社会的,最终是要促进整个社

会的进步。“学而优则仕”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对其教

育目的的概括,意思是指读书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
养官员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从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

从政君子。“学而优则仕”把读书、做官与社会结合在

一起,寄希望于教育培养优秀人才,继而入仕为国家

服务重建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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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视启发诱导、指导自学的教育方法

无论是孔子的君子还是纽曼的绅士都极其重视

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孔子

首创了启发诱导的教育方法,他说道:“不愤不启,不
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引导学生自

主思考学会举一反三;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君子有九思:视思

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
忿思难,见得思义”[4]175,全面概括了君子言行举止的

各个方面,明确要求了君子的一言一行都要认真思考

和自我反省,真正做到用一生的行为去践行君子之

风。纽曼本人虽未针对教育方法做系统的论述,但他

曾在演讲中多次提到没有经过思考的知识不配称作

知识。“那些人不得不把自己的脑子填满十几门科目

去应付一门考试,那些人双手拿得太多,以至于无法

享受思考和探究。”[7]他用这番话告诫学生必须学会

思考,只有经过思考才能真正地掌握知识,学习需要

踏实,需要学会自我教育。
(二)独具特色之处

1.理想人格的实现路径不同

由于二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不同,孔子和纽曼

在理想人格的实现路径上是大相径庭的。孔子所处

的时代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提出以

儒为教,创办私学,培养君子,孔子私学就是君子教育

的主要培养途径,是君子教育的起源。通过系统的儒

家私学教育,无论是对君子的学习方面还是为人处世

方面,孔子均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标准,形成了全面的

理想人格的修养方法,要求君子立志克己、行于道、约
于礼、重于义等等。例如孔子主张君子在为人处世上

都以中庸为道,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仲尼曰:“君
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
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1]141 而纽曼所在的

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绅士是在正规

的学校教育中通过宗教的渗透和古典学科的熏陶塑

造品行,是通过大学的自由教育来实现的,而非通过

私立的教育系统来培养。纽曼对学生的学习提出要

做到极致、师生要不断地追求真理、对真理抱着伟大

而坚定的信念等要求,却并未如孔子般系统论述对绅

士生活方面、为人处世等方面的行为标准,这也是纽

曼绅士教育思想的局限之处。

2.教育内容的开放化程度不同

孔子和纽曼二人文化观的差异以及英国和中国

的文化渊源的差异,共同导致了教育内容的不同。
“不列颠的文明都是外来的,外来的文明来了又去,去
了又来,最后积淀成一个岛国的文明,积淀成了不列

颠民族的心态特征。”[8]纽曼所处的英国是经过了不

断地融合和冲突,吸收了来自各方面的文化养料,才
形成了具有英国特色的文化传统[9]。纽曼信奉天主

教,认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要广设科目全

面的学习,他同等地重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神学。
他认为学生在大学中,获取的知识不能仅仅是来自于

所学的几门学科,更多的是来自于生活中洋溢着普遍

知识的氛围。即使学生不学习每一个学科,但是他们

生活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之下,与学生、学者相互交流

学习,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大有

裨益的。而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漫长历史的国家,
自农耕时代开始发展了属于自己的原生文化,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源远流长、自成一派的儒家文

化体系。孔子儒学逐渐将教育内容局限在古典著作

《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忽视了生产劳动和

科学实践知识的学习,鼓励儒生一味地苦读书死读

书,后期逐渐走向封闭化。可以说纽曼的教育内容相

对于孔子更加开放和多元。

3.培养对象不同

纽曼在其代表作《大学的理念》中阐述的教育思

想,是在牛津运动的背景之下对大学教育进行了深入

研究后提出的,不同于他的前辈弥尔顿和洛克的绅士

教育思想,纽曼论述的只是大学的教育,未涉及大学

之前的教育。他的教育对象更不同于孔子。孔子门

下弟子多达三千人,他的君子教育对象中不乏从垂髫

到黄发的学子。
纽曼和孔子所培养的学生,其阶级来源也是不同

的。由于孔子本人的生平经历,他起初就是站在广大

人民群众的立场之上去思考教育问题的,主张有教无

类,他的君子教育对象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贵族出

身,也有小偷出身。换言之,孔子主张,无论贫富贵

贱,人人都有接受教育成为君子的机会。而纽曼作为

牛津大学的学生,他自己接受的是典型的精英高等教

育,他担任校长之后代表的也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利

益,他的大学教育对象大都是贵族阶级或上层社会

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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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纽曼的绅士教育和孔子的君子教育的现代

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不断走向转

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思想不断多元化,传统社会价值

受到挑战,新的道德问题不断出现。教育的改革是解

决社会问题的金钥匙。君子教育和绅士教育虽是不

同的教育理念,但都有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汲取君子文化中的精粹并与绅士文明中的精华相结

合也许能为当今的素质教育提供一条全新的思路,让
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熠熠生辉。

(一)培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社会责

任感

正如孔子和纽曼将社会进步的责任寄托在理想

人格身上一样,我们当今的教育正是要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学而优则仕”为人才提供了广阔

的政治平台,推动君子参与国家治理和文化发展,从
而实现国泰民安。纽曼的绅士也着眼于促进社会的

文明进步,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发展,是通过培养良好

的社会公民随之带动社会的齿轮向前转动。因此更

应该强调教育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为社会担

当的自觉意识,将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理想之中,成
为有抱负有担当的新一代青年。

(二)注重“立德为基,修身为本”的道德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

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孔子的君子之风是指君子所表现出来的人格

魅力和高尚品德,如重义轻利、不畏强权等等,孔子将

“德”摆在首位,更加肯定了道德教育在人生的决定性

作用。纽曼心目中的绅士也是一个和谐的人,他的行

为举止直接反映了他的心智和道德条件,是一个有修

养的完人。当前我们的中小学乃至高等教育更多着

眼于成绩而忽视了道德品质的培养,德育地位相对边

缘化,因此更应该加强道德教育,用君子和绅士的人

格形象,引导青少年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神

境界。
(三)加强“博文广识”的大学通识教育

当今高等教育的发展有走向过度专业化与功利

化的风险,局限于追求专业技能的提升,传授狭隘的

专业知识,忽视了人文通识教育在塑造完美人格上所

起的强大作用,从而可能导致了当今大学生价值观在

某种程度上发生偏颇。正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要求君子能博览群书,敏而好

学,从书中增广见闻。纽曼认为专业教育应放在公民

养成之后,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一视同仁。当今在

社会转型期背景下更要用全面、整体、系统的知识去

浸染学生的心灵,不断加强人文精神的塑造,培养人

文情怀,教导青少年树立“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

值观,具有博大的情怀与高尚的情操,将君子之风真

正注入当代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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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mparisonBetweenNewman’s“Gentleman”Education
ThoughtandConfucius’s“Junzi”EducationThought

ZHUJingren,GE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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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wmanandConfuciusaretwofamouseducatorslivingindifferenttimesandwithdifferent
culturalbackgrounds.Comparingtheireducationalthoughtscanprovideavaluablereferencefortoday’s
qualityeducation.TheconnotationofNewman’s“Gentleman”educationthoughtandConfucius’s“Junzi”

educationthoughtare“harmoniousbutdifferent”.The“harmony”isreflectedinthefactthattheyboth
embodythecharacteristicsofthetimesintheireducationalthinking,emphasizingtheinheritanceoflocal
culture,thesocialedificationoftheidealpersonality,andtheeducationalmethodsofinspirationand
guidanceforself-learning.Andtheirdifferencesarereflectedintherealizationpathoftheirpursuitofideal
personality,theopennessofeducationalcontentandtheobjectofeducation.Thecomparativestudyofthe
twoeducationalthoughtsenlightensthatthecurrenteducationalreformshouldfocusoncultivatingastrong
senseofsocialresponsibilityamongstudents,payattentiontomoraleducationofestablishingvirtueand
cultivatingmoralcharacter,andstrengthentheuniversitygeneraleducationinuniversitieswithbroad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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