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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西方自由教育的传统与赓续过程实为西方世界探寻人类教育真义的过程。发韧期的西方自由教

育观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 自由教育经历了由失落到回归的变化; 之后, 西方自

由教育的赓续在多元理解中获得发展; 步入现代以后, 现代性成为西方自由教育发展的一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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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古至今, 人类教育乃至整个文化传承发展中

有许多经久不变的主题, 其中对自由的追求更是一

大永恒主题。在科技日益进步的时代背景下, 工具

理性、技术理性的泛滥导致人的理性失衡。如何应

对这一问题? 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历史, 转向教

育, 自由教育又重新得到人们的审视。其实, 自由

教育的基本精神一直发展和延续着, 尽管在历史的

长河中自由教育也受过世人的质疑。我国学者王晓

华指出: � 社会对自由教育的理解并没有揭示出自

由教育的民主、自由特征, 也未能揭示出自由教育

的目标, ��因此可以说社会对自由教育的理解本

身是模糊的, 由此而来的自由教育在实践领域的失

落也在所难免了。� [ 1]要正确理解自由教育, 应从

总体上把握自由教育发展的脉络, 这就有必要从自

由教育的源头并从中西两个角度进行考察。而 �事

实上, 西方式的主体性自由哲学并不是唯一的自由

教育理念。中国的自由理念虽然与西方完全不同,

但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自由教育传统。�[ 2]有鉴于此,

本文专门考察西方自由教育的传统, 并述及其在现

代的发展。

一、西方自由教育传统的历史渊源

任何教育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 西

方自由教育思想在古希腊产生也是如此。公元前 8

世纪, 古希腊的雅典过渡到奴隶制社会; 公元前 6

世纪, 雅典建立了以工商奴隶为主要政治力量的政

权。在此过程中, 古希腊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教

育: 斯巴达教育和雅典教育。斯巴达教育意在培养

忠贞爱国的战士, 因此非常重视军事和体育教育;

雅典教育旨在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因此注重道德、

智慧、健康、美育等方面的教育。由于古希腊的政

治体制是奴隶制, 故其教育是严格分层的, 阶级性

和等级性十分明显, 奴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奴隶

以外的 �自由人� 才有受教育的权利。由此可见,

最初的自由教育是面对特定群体中个人的教育, 即

一种基于 �个人在政治经济方面享有自由� 的教

育。就课程的主要内容而言, 当时雅典的教育内容

主要是 �三艺� (文法、修辞学、辩证法) 和 �四

艺� (算术、天文、几何、音乐)。可以说, 雅典的

这种教育价值观是自由教育观诞生的源头。

�自由教育� ( liberal education) , 亦可译为 �博雅

教育� 或 �文雅教育�, 是以培养一般文化修养为目

的的教育。 �自由教育� 源自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

出的 cultura animi (灵魂的耕作) 一词, 原意为耕作土

地、养育万物, 后演变为心灵或灵魂的耕作, 意为精

神的教化。罗马时代的学者瓦罗在 �自由学科 IX�

( Disciplinarum Libri IX) 中首次提出 �自由科目�

这一概念。他将自由艺术课程分为三类: 第一类包

括方法、修辞和辩证法; 第二类包括几何、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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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和音乐; 第三类包括医学和建筑学。可见, 自

由教育课程在罗马时代有了不少扩充。

诸多学者认为, 西腊古典自由教育的创始人为

亚里士多德。他认为 � 自由民� 的教育必须适合

�自由民的价值�, 有利于他们的智慧、道德和身体

的发展, 不应该具有实用性或职业性。欧洲中世纪

的 �七艺� 教育, 以及当时的古典教育 (注重学习

希腊文和拉丁文) , 都是在 �自由教育� 的思想指

导下发展起来的[ 3]。换言之, 亚里士多德所倡导

的 �自由学科� 逐渐发展成 �七艺� 课程。另一种

自由教育源自卢梭的现代自由教育。因篇幅所限,

本文对此不作专门阐述。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之

一, 西方自由教育深深影响着西方教育的发展, 具

体表现在其有着比较清晰的历史发展轨迹。

不同历史阶段的学者们对 �自由教育� 多有论

述, 留下了许多论著和文献, 其中较著名的有亚里

士多德的有关论著、纽曼的 �大学的理想� 与 �耶

鲁报告�、赫钦斯的有关著作、艾德勒的有关著作、

布兰夏德的有关著作、杜威的有关著作等。这表明

西方自由教育的赓续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自由教育

作为一种教育观, 从诞生之日起, 其内涵就被后人

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充实, 不仅在西方历史上发挥了

巨大作用, 而且在当今西方教育领域中, 人们的教

育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受着自由教育观的影响。因

此, 有必要专门对西方自由教育作一考察。

究其实质, 西方自由教育观的发展与西方世界

对人的理解关系密切, 原因在于这种自由教育是针

对 �人� 而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 各个历史时代

的学人对人的理解不断发生变化, 自由教育观也随

之发生变化。而人的变化与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

可见, 西方自由教育观是一种源于生活的教育观。

后来,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就从中获取过很大的学

术滋养, 这可以从他的名著 �民主主义与教育� 中

得以证实。

� � 二、西方自由教育的发韧: 古希腊亚里
士多德的自由教育观

� � 在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

看来,人的全部生活大体可分为两类: ( 1) �鄙俗�的
生活。这种生活通过实用、谋利为目的的�劳作�使

人得以谋生; ( 2) � 高尚�的生活。这是一种以深思

(contemplat ion)作为最高理想的闲暇生活。因为

�它有着本己的快乐(这种快乐加强了这种活动) ,它

有着人可能有的自足、闲暇和孜孜不倦,还有一些其

他的与幸福有关的属性, 也显然与这种活动有关。

如若一个人能终生都这样生活, 这就是人所能得到

的完满幸福。� [ 4] ( P228)由此可见, 亚里士多德认为,

�闲暇�的生活才是自由人的生活, 而�劳作�的生活

则是奴隶的生活。这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生活指向

关系密切,他认为: �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

闲暇。�[ 5] ( P410)

基于上述理解, 亚里士多德对教育作了两分:

( 1)自由教育 ( liberal education) , 即� 自由人�的教

育; ( 2)偏狭的教育( illiberal educat ion) 即�非自由

人�的教育。可见, 自由教育与人的自由密切相关。

他坚决反对那种具有限制性的职业教育和专业训

练,提出自由学科和闲暇教育的思想。他认为, 教育

必须超越生存需要,培养人的自由能力;教育并不是

为了求得生存的实用技能,而是为了获得自由公民

的智慧和教养。而人又是有成长发展阶段的,人的

一生大体经过婴儿期、儿童期、青年期、老年期等不

同阶段,对于儿童期的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 � ��

儿童应该学习种种必需的和实用的事务, 但不是全

部实用的事务,因为它们明确分为自由人的( liberal)

和非自由人的( illiberal)两类,儿童们只能从事工匠

们所不能从事的有关事务。� [ 4] ( P272)亚里士多德在

�政治学�中进一步申明: �应教授儿童那些真正必需
的有用东西, 但并不是教以一切有用的东西。因为

职业可分为自由的和偏狭的。儿童应获得对他们将

来有用的知识,而不致使他们鄙俗化。任何职业、艺

术、科学,凡是足以使自由民的身体、灵魂、心理不适

应于实践或无运用其德行者, 即为鄙俗的。所以我

们称那些引致人体畸形的艺术为粗鄙的, 并且所有

付酬的工作都消耗和降低了心力, 所以对之亦有同

样看法。有些自由艺术,也很合于公民修习,但须有

限度。倘若为了达到艺术的完善而过分致力,也将

导致同样的恶果。� [ 5] ( P412)可见, 亚里士多德十分强
调学习过程中的中庸之道。对于何谓自由教育? 亚

里士多德则认为, 自由教育是以人的理性的自由发

展和德性的完善为最高目标的教育, �应当有一种教

育,依此教育公民的子女, 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

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 4] ( P275)亚

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应超越人的生存需要, 进而实现

人的精神自由。对于自由教育的课程, 亚里士多德

认为: �因而显然应该有一些着眼于闲暇的教育课

程,这些教育和学习只为了自身范围的事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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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课程主要包括读、写、音乐、绘画、哲学等课程。

为了人的自由发展, 亚里士多德反对任何狭窄

的和功利性的专业的技巧训练, 从亚里士多德的论

述中可窥一斑: �学习音乐不能为参加竞赛而刻苦进

行技术训练,也不能追求令人惊奇的和高超的表演,

应以青少年达到能够欣赏高雅的旋律和节奏的水平

为限 ��� [ 4] ( P282)。在他看来, 我们应当杜绝需要
专门乐器和专重技巧的音乐教育 � � � 所谓专门技

巧,是指旨在为参加竞赛而训练的技巧。因为参赛

者不是为了自身的德性, 而是为了取悦观众, 追求一

些庸俗的快乐, 所以这种行当应该由雇工而不是由

自由人来干,表演者因此成为低贱的工匠,因为他们

追求的目的是卑下的。观众的低级趣味往往降低了

音乐的格调,结果是专业的乐工想方设法投合观众

的喜好,观众从而造就了乐工的品性,甚至包括他们

的身体动作[ 4] ( P283)。

可见, 亚里士多德认为�心灵的文雅教育( liberal
educat ion)优于肉体的职业教育 ( vocat ional educa-

t ion) �。对于自由教育与偏狭教育可从教育目的、

教育内容和前提条件三方面作一比较。在教育目的

方面, 自由教育的教育目的是出于自由人自身德性

的完善或理性的自由发展, 偏狭教育的教育目标是

出于实用或谋利的目的; 在教育内容方面,自由教育

以自由学科为教育内容, 偏狭教育中的自由学科的

学习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自由教育;自由教育的前

提条件是闲暇, 而偏狭教育的前提条件为忙碌。

概而言之, 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观的基本特

点是: 自由教育意在发展人的理性, 旨在使人的智

慧、道德和身体各方面和谐发展,目的是为了个体能

积极享用�闲暇�、从事�沉思�准备好条件。自由教

育排斥任何为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或为其他的实用

目的, 只是为献身于理性的思维和为对客观真理的

探索做准备。为着这个目的, 自由教育以�自由学
科�为主要内容, 避免机械的、实用的、专业化的训

练,因为各行各业的实际操作是奴隶们的事务,有损

于人的理性的发展, 是�自由人�所不应该从事的。
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观的提出, 标志着西方自由教

育传统开始形成。

� � 三、西方自由教育的变化: 从中世纪的
失落到文艺复兴的回归

� � 中世纪基督教从古罗马主要继承的是�三艺�的

内容。如, 巴黎大学是由教会控制下的教会学校发

展而来,巴黎大学初期的课程主要强调�三艺�的学

习。巴黎大学文学部属于预科阶段, 让学生学习基

本知识,为后来高级阶段的专业学习奠定知识基础,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繁琐的哲学论证或辩论训

练,以发展学生的理性思考、判断和推理能力,为学

生将来学习法律、医学、特别是神学做准备。这在很

大程度上体现出自由教育的传统, 也使自由教育与

以大学为主的高等教育结下了不结之缘。

13世纪之后,由巴黎大学前往英国的部分师生

建立了在英国乃至世界上都声名显赫的大学 � � � 牛

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与此同时, 古希腊的自由教育

观开始成为英国培养绅士等社会精英阶层的主要理

论基础, 对此,在纽曼的教育思想中有充分的体现。

这一传统也影响了后来英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英国

教育的发展。这两所古典大学并没有完全照搬巴黎

大学的模式,其教育主要在各学院( Colleg e)进行,导

师和学生共同生活在一起。大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主

要包括部分�七艺�内容和古典著作的学习、宗教、道

德教育等。

欧洲文艺复兴使人们回归古代西方的文明,使

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教育思想又重新受到世人的

高度重视,这也成为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甚至出现在一些教育家的教育实践中。韦杰里乌斯

( P . P. Vergerrius)认为,自由教育不仅应照顾到个体

全面发展的需要, 还应突出个体擅长和独特的一面,

因为自由教育�是一种符合自由人的价值教育; 是一
种能唤起、训练与发展那些使人趋于高贵的身心的

最高才能的教育� [ 6]。这也表现在当时的教育教学

中,人们学习古代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的热情高涨;

而且有关古代西方的历史、诗歌和哲学等也成为文

艺复兴时期大学教育的基本内容。人们渴望通过上

述努力,了解和掌握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精髓, 恢复

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自由教育传统乃至整个教育传

统。有的教育家还把自由教育思想付诸实践,例如,

1423年意大利教育家维多利诺就创设了孟都亚学

校,以实践他的自由教育理想。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古希腊和罗马的自由教育

逐渐发生了转变, 并且与西方大学的关系日益密切,

以致于发展成为西方大学的一种传统。就历史渊源

来说,西方大学注重自由的教育传统与古代希腊和

罗马的自由教育关系密切。虽然这种原生于古代希

腊的古典自由教育在地域上几经辗转, 在时间上经

过筛拣,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甚至改变了名字, 不

再称为自由教育, 但这种自由教育的传统已融入西

方大学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之中,加之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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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时间的积淀, 人们对自由教育又有了新的理解, 不

少西方国家更是结合本国大学的实际情况, 对自由

教育观加以改造。因此, 新的元素不断融入自由教

育之中。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 那种源自古希腊罗

马的自由教育精髓没有改变, 即教育追求自由的理

想古今相同。这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为, 古代希腊

罗马的自由教育逐渐演变为后来西方世界的人文教

育, 18世纪之后,又在德国演变为新人文主义运动,

并深深影响了德国近代大学的创立,使德国大学植

下了自由的种子。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卢梭继承了

已有传统, 形成了近代自然主义的自由教育观。他

认为,应遵从人的自然性进行无限制的自由发展, 用

符合自然法则的教育方法培养出用自己本身力量达

到�善�的生活的自由人。英国的教育家纽曼( John

Henry Newman)在传承英国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则认

为自由教育实际上就是绅士教育。

19世纪中期开始, 美国受英国影响,按照英国

古典大学模式建立了一些传统大学,如哈佛学院和

耶鲁学院。其后,美国各州创立了各种教育机构, 如

赠地学院、军事技术学院、研究型大学等。这是符合

事物发展的历史逻辑的, 即有传承才有创造, 有学习

借鉴才有发展。西方自由教育发展至此, 已悄然融

入了美国的教育实践中, 这在美国的教育理论上亦

有体现。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
一书的�序�中说: �本书体现我探索和阐明民主社会

所包含的思想, 和把这些思想应用于教育事业的许

多问题所作的努力。讨论的内容包括从这个观点来

考察,提出公共教育的建设性的目的和方法, 并对早

先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但名义上的民主社会里仍在

起作用以阻碍民主理论充分实现的有关知识和道德

发展的各种理论进行批判性估价。� [ 7] ( P5)在此书中
就有杜威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观的批判性

估价。杜威的具体论述可参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

�劳动与闲暇�[ 7] ( P268- 279)这一章的相关内容。在杜
威看来,在有关教育价值的许多割裂中,文化和实用

之间的割裂也许是最基本的, 而这种区分源于希

腊[ 7] ( P278)。可见, 杜威受古代希腊影响之深, 其中

就有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杜威在传承

已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 进而创造出自己的教育理

论体系。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古代希腊的理

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观,是杜威教育理

论体系成功构建的基石之一。

1876年 9 月 12 日, 英国著名教育家赫胥黎

( Thomos Henry Hux ley, 1825~ 1895)在美国巴尔的

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学典礼上作�关于大学教

育的演讲�, 在演讲中他对自由教育作了比较具体的
阐释。他认为,自由教育�首先从广度上来说,这种

教育不受限制,它涉及到所有领域中必须认识的事

物,锻炼人的全部官能,而且对人类活动的两大方面

� � � 艺术和科学给予同样的重视。其次,这种教育

适宜于全体自由公民, 他们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职务,

国家要求他们能胜任各种职务。请你们牢记了, 如

果对一个有才华的人实施这种初等教育, 并且始终

严格按照这种教育方法训练下去, 他就有可能成为

伟大的作家或演说家, 成为政治家、律师、科学家、画

家、雕塑家、建筑师或音乐家。甚至人类全部官能的

发展,也将受到这种教育的影响。实际上,文化就是

由于人的官能发展而形成的。同时, 这种教育还为

某些有天资的人可能具有的特殊才能的充分发展开

辟了道路。�[ 8] ( P159) 1868年 1月 4日, 赫胥黎在南伦

敦工人学院作题为�在哪里能找到一种自由教育�的
演讲,他又在其中指出, � 教育就是在自然规律方面

的智力训练, 这种训练不仅包括了各种事物以及他

们的力量,而且也包括了人类以及他们的各个方面,

还包括了把感情和意志转化成与那些规律协调一致

的真诚热爱的愿望。在我看来, 教育恰恰就是如此。

任何自命为教育的东西都必须用这个标准来衡量,

如果不合格的话, 我将不称它为教育,而不管对方的

权威或势力如何。� [ 8] ( P59)上述言论可视为赫胥黎所
理解的自由教育的精义。

� � 四、西方自由教育的赓续 :对自由教育

的多元理解

� � 在工业化和社会近代化的背景下, 新的社会发
展需要出现, 自由教育观和课程受到极大的冲击。

人们纷纷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自由教育加以改造,

对自由教育的理解逐渐呈多元化样态。19世纪后

期,以欧洲自由学科( L iberal Arts)为基础形成了自

由教育( L iberal Education) , 自由教育名字虽依旧,

但其实质内涵却发生了变化。彼德斯( P. S. Peters)

认为: �教育要以理性原则为基础, 以培养具有独立
心灵的自治的个性为目的, 反对凭借权威的力量,强

制灌输各种教条。�[ 9]列奥�斯特劳斯在�什么是自

由教育?�中认为: �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
化的教育, 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0] ( P2)他

还认为自由教育是�大众文化的解毒剂,它针对的是
大众文化的腐蚀性影响,及固有的只生产�没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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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远 见的专 家和没 有心肝 的纵 欲者 � 的 倾

向� [ 10] ( P4)。马里坦强调: �不管一个人的职业是什

么,他的职业训练应该以一种其年限横跨中学和学

院的基础性的自由教育为根底。�[ 11]在美国,自由教

育逐渐演变为一般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 主张大

学教育不能仅局限于培养精英, 一般教育应是全面

的、民主的教育。赫钦斯认为: � 自由教育乃是一种
理智的训练,而这种训练将使人在新的问题出现时

有能力解决它们,在新的情况出现时能掌握它们, 并

能改造环境,使它符合人类精神的抱负。� [ 12]

20世纪初,一般教育改革运动在美国少数人文

学院发端,其后一些著名的综合大学也加入进来, 纷

纷进行课程改革。美国需要自由教育来制约其教育

的过度专业化和实用化, 可以说美国一般教育改革

运动是对自由教育的革新和升华。这对世界各国高

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类似问题的解决具有启示之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之后,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不断增强, 包

括一般教育课程在内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许多国

家和地区所学习和借鉴,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

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改革。通过这一过程, 西方

自由教育思想也随之影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等

教育改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通过相关的会议和出版物

对自由教育的定义、特点、价值以及受过自由教育的

人应具有的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使世人

对自由教育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终身教育科前科长保尔�朗格朗从成人教育的角
度来认识自由教育, 他说: �成人教育,至少是具有自

身生命的成人教育, 没有因职业的、政治的或党派的

原因而从外部强加的异己模式的成人教育, 是自由

的教育,为自由和以自由为手段的教育。� [ 13]对自由
教育的多元理解还表现在各国纷纷对其进行符合本

国国情的改造上。当今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乃至整个

教育领域, �教育目的正变得越来越实用,与此同时,
教育内容变得越来越自由。�[ 14] ( P14)这体现出美国

教育的价值取向:职业性的目的追求通过自由的内

容来实现。因为�职业教育的自由化在某种程度上

被有选择可能的竞争性流动制度所驱动。但也在某

种程度上被三种认识所驱动: 过度专业化是危险的,

为工作做最佳准备的选择是自由教育, 以及在职专

门训练比在大学中的专门训练更为有效。� [ 14] ( P15)

在自由教育观的指导下, 培养出来的人应是什

么模样呢? 笔者认为, 伍德林为我们描述了自由教

育所要成就的自由和谐发展的人的形象。在他看

来: �自由意义上的受过教育的人在说和写方面思路

明晰。他对语言具有感受力,重视表达的清晰性和

直接性, 除了母语外还懂得其他语言。他在有关世

界的量、数、度的方面也应付自如。他思考问题有理

智,有逻辑,有客观性, 他还了解事实和意见之间的

区别。一旦需要, 他的思想不仅有逻辑,而且富有想

象力和创造性。他具有对形式的敏感性和理解力,

易于感受美。他的思想是灵活的和善于适应的, 是

新颖的和独立的。他对于自然界和人的世界有广泛

的了解, 对于他也是其中一分子的文化有深刻的了

解,但是他永远不仅仅是�消息灵通� 而已。他能借

助于判断力和鉴别力来运用他所掌握的知识,是他

把自己的事业或专业、自己的家庭生活和他的副业

看作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是他给自己定下

的目的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作一个事业上的或是私

人问题上的决定, 他总是表现得成熟、稳重和有洞察

力,从根本上来说,他对这一问题的决定完全取决于

他对其他人、其他问题、其他的时间和地点的了解。

他有经得起验证的信念, 虽然他不可能老是去证明

它们。他能容忍他人的信念,因为他尊重真诚, 不害

怕不同的观念。他有价值观念, 不仅能用语言, 而且

能用事例同他人交流这些价值观念。他的个人格调

极高,对任何够不上高标准的事物都不会满足。但

是,为他的社会和上帝效劳,决不只是为了个人的满

足。而是为了他的崇高的目的。总之, 自由意义上

的受过教育的人决不止一种类型。他永远是一个独

特的人,同其他同样受过教育的人比较起来,他们虽

然具备我们提到过的共性,但是他还具备极鲜明的

个性。�[ 15]

由上观之,西方自由教育传统中的一些特征在

逐渐发生变化,如阶级性为普适性所代替,人人皆可

享受自由教育;非职业性为完整性所代替,自由教育

已变为追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完整性整合; 狭

窄性为融通性所代替, 自由教育的内容不再囿于纯

理性思辨和对人文学科的研习, 而是沟通文理并吸

纳与职业和专业相关的知识。

� � 五、西方自由教育的展望 :现代性的一

大诉求

� � 社会进入现代以后, 自由教育具有了现代性的
因子,因为自由教育也要在现代社会中存在与发展。

约翰�杜威早在 1914年就这样说: � liberal educat ion
成了这样一个名称, 它意指社会中每一个成员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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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教育:这种教育解放他的能力( liberate his ca-

pacit ies) ,使他更加幸福,更加有用于社会��简而

言之,自由教育是使人自由的教育 ( liberal education

is one that liberalizes)。从理论上讲, 任何形式的教

育均可达此目的。事实上, 几乎所有的教育都差之

甚远。�杜威甚至还认为: �只有把认知能力本身作为

目的的教育,甚至公民义务的实践也在所不顾,只有

这种教育, 才是真正的自由教育。� [ 7] ( P272) 由此可

见,自由教育正成为现代性的一大诉求。

人追求自由, 在于人在现实与理想中皆受颇多

的限制,世界就是这样,过去限制的突破往往会被新

出现的限制所替换。卢梭曾言: �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 16]在科学技术迅速增长、

专业不断细化、新职业不断涌现的现代,科学至上的

知识教育使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盛行, 导致专业教

育狭隘化,人类的精神文明也不再健全,导致人类又

面临发展中新出现的诸多限制。面对时代的挑战,

自由教育以融合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普通教育

( General education)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可以说自

由教育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性,正在发挥其纠

正狭隘化的专业教育的作用。�我们都能体会到, 时
空分离对于由现代性引入到人类社会事务中来的那

种巨大的推动来说是多么重要。这种现象使�用历

史去创造� 的观念普遍化, 它的深入发展, 使得现代

社会生活逐渐脱离开传统的束缚。伴随标准化的

�过去� 和普遍可利用的�未来� 的创造, 这种历史性

( historicity )就其形式而言成为全球性的现象: 诸如

�2000� 这种日子变成全人类认可的标志。� [ 17]同样,
通过上述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认为,自由

教育也将会变成全人类认可的�标志�。事实上, 在

自由与民主相遇的现代社会, 教育机构、教师职业、

教学组织形式等在更大程度上赋予学生以活动的自

由,使学生获得传统条件下所不能获得的知识总量,

学生的综合素质也不断得以提高。无疑, 这一切都

使人更加自由。进一步言之, 自由教育传统要转化

为现实的力量, 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人自身, 特别是

需要经过学习者自身的不断践行。在这种教育理念

指导下, �我们应使学习者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 随

着他的成熟程度允许他有越来越大的自由; 由他自

己决定他要学习什么, 他要如何学习以及在什么地

方学习与受训, 这应成为一条原则。即学习者对教

材和方法必须承担某些教育学上的和社会文化上的

义务,这种教材和方法仍更多地根据自由选择、学习

者的心理倾向和他的内在动力来确定。� [ 18]惟此,自

由教育的传统才可能得以有效赓续, 并获得进一步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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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ific research, and the funct ion of social serv ice is ignored intentionally or inadvertent ly. How ever, the signif-i

cance of social service funct ion is highlighted g radually. The U. S. Carnegie classif icat ion of higher educat ion has

been pract icing the funct ion of social service. T herefore, the funct ion of social servic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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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bstract: In fact, the cont inuat ion of the t radit ion of western liberal educat ion is a process to search for the
true meaning of educat ion. The earlier stage thought of liberal educat ion w as put forward by Aristot le. From the

M iddle Ages to the Renaissance, the liberal educat ion had gone through the changes from loss to return. Af ter

that , the w estern liberal education had been developed by mult i- understanding. Since being entering the mod-

ern times, the modernity has become a major character of the liberal edu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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