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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为学之道对强化文科研究生
人文素质的启示

陈 效 新
(中国石油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摇 要] 人文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绝对性的基础地位。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

理工科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研究较多,但调查发现,文科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并不明显优于理工

科学生。 因此,针对文科研究生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过窄、人文知识和人文素质没有明显优势

的现状,利用中庸为学之道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方式对文科研究生人文素质进行强

化,对于深化文科专业教育、培养文科研究生创新能力、促进文科研究生全面发展、培养高层次

人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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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引言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人文科学知识在个体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及行为主体的人格、气质及修养

等方面的内化。[1] 人文素质明显具有历史性、科学

性和社会性的特征。 其历史性体现为对人文遗产的

扬弃、传承和发展;科学性体现为人文精神对理性的

把握和运用;社会性则表现为对人文关怀的接受与

践行。[2]人文素质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人

类认识和改造客观环境及自身而逐渐形成的、跨学

科的复合性概念,其所反映的是行为主体的人文体

验和精神态度。 而这种态度是行为主体在自身接受

的人文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内心认定、接受、积淀、升
华并反映在自己的社会行为中的心理品质。 由此可

见,人文素质教育在培养提升人文素质的过程中是

十分重要的。
从中世纪的大学发端至今,高等教育已有八百

余年的历史。 追溯大学成立之初,大学仅仅是学者

研究学问的场所,时至今日,作为高等教育基地的大

学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3] 加强人

文素质教育既是高等教育人文精神回归的必要,同
时也是人才培养的必要。 由于早期中国的高等教育

属于精英教育,因而专业教育一直受到全社会的认

可和重视。 而当前,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科学至

上的教育价值取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一味重

视专业教育的功利主义的弊端也日趋突出。 因此,
如何在高等教育中加强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已成

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
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学者致力于人文素质培养

的研究,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成果。 但这些研究

多是关注理工科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与提高,而文

科学生因为被普遍认为人文素质较高而受到忽视,
尤其是文科研究生,就更鲜有涉及。 但文科研究生

真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普遍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而

不必有意识地去培养吗? 对此,笔者进行了相关的

调查。
二、文科研究生人文素质状况调查

(一)调查过程及统计结果

笔者对于文科研究生人文素质状况的调查采用

了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主

要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在读研究生,其中文科

和理工科研究生各 150 名。 另外,通过电子邮件的

方式对山东大学等另外 4 所高校的部分在读研究生

进行了问卷调查,发出问卷 200 份,实际收回有效问

卷 148 份,所以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问卷



设计不仅包括对传统的人文知识的考查,也包括对

阅读量、阅读范围的调查,同时,还设计了部分题目

以考查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 例如:是否了解广东

“小悦悦案冶;是否了解“彭宇案冶;是否看过“彭宇

案冶的判决书;是否相信彭宇是助人为乐;是否会在

别人需要的时候施以援手等问题。 此调查力争通过

问卷能够了解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学生的知识结

构和知识量、学生的阅读习惯和自学意识、学生分析

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学生对于所掌握的人文知识的

内化情况、学生外在行为的内驱力。 当然,这种问卷

调查的结果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主观性。 例如,选
择会助人为乐的人未必会在生活中有善行,选择看

情况的学生也未必真的会在紧急情况下袖手旁观,
但至少,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学生

的人文知识内化为主体认知的程度,可以了解学生

在具体学习、生活、工作中,是如何利用所学知识处

理问题、提升自身能力的。 这比简单地调查学生是

否看过四大名著或世界名著更具体、更有说服力。
(二)调查结果的理性分析

问卷调查和访谈虽然不能完全反映文科研究生

的人文素质状况,但通过调查至少可以发现文科研

究生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1. 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过窄

通过调查发现,文科研究生对于自己本专业的

知识确实掌握得比较扎实,但是对于人文知识领域

中的其他知识知之甚少。 很多接受调查的学生都表

示,对于其他领域的知识往往单纯依靠个人兴趣而

选择涉猎,并没有觉得其他领域的知识对自己的专

业方向有什么帮助。 例如,接受调查的语言学硕士

对于哲学、法学等领域的知识知之甚少,即使对此了

解一些也都很肤浅;而法学等专业的研究生对于经

济、文学的知识也缺乏了解。 类似的问题几乎出现

在所有接受调查的文科研究生中。
2. 人文知识有优势,但并不明显

接受问卷调查的文科研究生主要来自经济、法
学、汉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传统的文科专业。 调查问卷都包括一定量的上述领

域的基础知识题,而且题目的设计在难度上具有一

定的层次性。 统计发现,各专业的文科研究生对于

本专业领域的题目作答质量较高,但是在非专业领

域知识的占有上并不比接受调查的理工科研究生优

势明显。 例如,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对于法学专业知

识,非法学专业的文科研究生并不比理工科研究生

掌握得更多。 而理工科研究生中,也不乏对文、史、
哲知识颇有研究的学生,其精深程度虽不能与该专

业领域的研究生相比,但比其他专业的文科研究生

具有明显优势。
3. 人文素质没有明显优势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人文素质与人文知识的关

系并没有厘清。 总是因为人文知识与人文素质关系

密切,就想当然地认为,文科学生的人文素质要优于

理工科学生,但事实并非如此。 笔者并不否认人文

知识是人文素质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但是我们更

应当承认,人文知识并不等于人文素质。 只有人文

知识内化为个体的认知,并由此形成独立个体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才能形成人文素质。 人文知

识是前人的总结,是一种静态的成果,是可以习得和

掌握的。 文科学生因为其所学专业的特点,在人文

知识的掌握、占有上确实可能会明显优于理工科学

生,但是,仅有人文知识的积累,并不能推导出善行,
因为约束或规制而为的善行未必是其因为内化的善

良而必然会有的行为习惯。 因而,专业主攻方向是

人文科学的文科研究生,未必属于高人文素质的

群体。
三、拓展强化文科研究生人文素质的必要性

由调查分析可知,目前文科研究生普遍存在知

识结构单一、知识面过窄的问题。 尽管他们在各自

专业人文知识的占有上有优势,但在非专业领域的

人文知识方面却没有优势,人文素质也未必优于理

工科学生。 因此,对文科研究生人文素质的拓展、强
化同样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

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我们既不能狭隘地把人文素

质教育理解为开设音乐、美术等课程,也不能简单地

把它与舞蹈、绘画等专业技能教育等同起来。 人文

素质教育是文化知识、道德品质、诚信责任、人格修

养、法律与公民意识等诸方面教育的整合体。 文科

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创新意

识,有助于学生形成合理优化的知识体系,有助于学

生养成高尚的情操和完善的人格,对于促进文科研

究生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强化文科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是深化文科

专业教育的需要

专业教育也称“专门教育冶,是培养各级各类专

业人才的教育。 杨叔子院士曾指出,高等教育作为

高等专门教育,目的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高专门

人才的业务素质。 但是,没有人文素质,业务素质就

无从谈起。[4]多年来,研究生教育一直重视、强调专

业教育,“短平快冶地为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发展输

送专门性人才,而忽视了人文素质的教育。 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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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研究生的培养,也只是注重狭窄的专业领域,忽
略综合素养的提高。 这恰恰是因为机械地将专业教

育和素质教育割裂开来,而没有看到二者之间有机

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 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
不是知识和认识的简单堆砌。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
果简单地把文科研究生教育等同于专业教育,就歪

曲了研究生教育的本质。 因为文科研究生教育的本

质特征是人文性,人文教育是其不可取代的必要部

分。 人文素质教育是塑造完善人格、提升人生境界

的教育,完善的文科研究生专业教育绝不仅仅是培

养熟练掌握某一领域专业知识的匠人,更要培养具

有综合素质的高级人才,因而,人文素质的拓展和强

化也是深化专业教育的必要途径和方式。 对研究生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与科技素质教育,都不应是单独

地、相互隔离地进行。 过去从中学到大学,为了达到

应试的目标或实现某种功利性的目的而采取的文、
理分家的教育方式,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5] 进入

研究生教育之后,专业领域以精深为特点,如果片面

理解专业教育则必然会进一步撕裂文科知识和人文

素养的有机联系,这样的专业教育是没有发展前途

的。 因而,在文科研究生教育中需要把人文素质教

育贯穿于专业教育之中。
(二)强化文科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是文科研究

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时代的发展对文科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时代越发展,越要求未来的人才不但要具

有高深的专业知识,更要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精

神世界。 正像杨叔子院士指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

根本;文化素质是基础;业务素质是主干;身心素质是

保证。冶 [6]一直以来,一方面,由于人文科学无法直接

与生产挂钩,无法立竿见影地取得经济效益;另一方

面,急功近利的思想使人们只关注专业素质的培养,
这导致对于文科研究生的理论修养和人文素质的培

养相对薄弱,普遍存在着轻视人的情感、思维和情操

全面发展的现象。 即使在文科研究生培养中,人文学

科也是作为一门学科来讲授,突出专业特点而忽视人

文精神的培养。 很难设想,只掌握单一专业、而缺乏

人文素养的文科研究生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
不能想象,一个国民人文素质日益衰微的民族,能建

设一个富裕、文明、民主的现代化国家。 因此,文科研

究生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全面发展,尤其

应当重视人文素质的拓展和强化。
(三)强化文科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是培养文科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需要

21 世纪,高新技术和知识经济蓬勃发展,这对

于创新和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是持续性、系统性和全

员性的。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

才不仅是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建设的要求,也是国际

竞争的要求。 国际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迫切要求加强

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许多国家都

把创新人才的培养作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内

容,作为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主攻方向。 研究生教育

的实质就是培养和造就创新人才,而创新精神和创

造能力的培养是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与关键。 一直

以来,人们误以为文科不需要创新,从而忽视了对文

科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但事实证明,并不仅仅是理

工科学生需要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文科学生

同样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文科研究生的

创新能力不仅体现为学生的科研能力,更重要的体

现在于其人文素养对于其所参与的社会生活的影

响。 无论从教育的培养目标,还是从教育的实现过

程来看,科研能力培养都始终是文科研究生教育的

核心。 文科研究生的人文素养对其将所学理论运用

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在实践活动中体现

人文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四)强化文科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是培养高层

次人才的需要

包括文科研究生的培养在内,中国研究生教育

的培养目标是要培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

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创新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教
学、管理等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学术型专门人才,以及

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

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

门人才。 杨叔子院士将教育的真谛比喻为育人而非

制器。 这其间基础层面的区别体现为指导思想的差

别,而外在表现的区别体现于教育目标的不同上。
很多人误以为高层次的人才就是在某方面或某领域

具有专长的人。 即便是文科领域的人才,社会评价

也多是集中于对其本专业所学水平的评价,但这其

实只是高层次人才可以审视、考量的外在表现。 而

这些可以外化的专业技能和水平是否能够直接转化

为对国家、社会的积极贡献,则恰恰有赖于人文素

质。 国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高层次人

才,其目的绝不仅仅是培养在某个领域有技术专长

的人,而是使高层次人才能够通过自己在某一领域

的专长推动该领域的发展,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文科研究生作为高层次人才对其培养必须重视人文

素质教育,否则再精湛的技术掌握在缺乏职业道德

甚至是道德素质低下的人手中,也一定不能为社会

和国家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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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展强化文科研究生人文素质的方式

《礼记·中庸》中记述了治学的方式:“博学之,
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冶淤对其进行简单

的解释就是:要广泛地学习,仔细地探究,谨慎地思

考,明确地辨别,最后要切实地去实行。 这说的是为

学的几个层次,或者说是几个递进的阶段。 这种渐

进的层次也同样适用于文科研究生人文素质的强化

与拓展。
(一)博学

“博学之冶意谓为学首先要广泛地猎取知识,否
则不可能有广博的知识储备,也就谈不上此后的为

学阶段。 《论语·为政》云:“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

思,仁在其中矣。冶可见,古人读书、求知、治学要求

博取、广涉知识。 正如俗语所说,见多方能识广,孤
陋必然寡闻。 作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已有启蒙的

初级教育、中级教育以及大学阶段高级教育的基础,
而研究生教育本身更加注重某一领域的专门性教育

和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阶段的学习就以精和

专作为唯一要求。 这样的学习要求必然造成知识结

构的不合理和知识面的狭窄。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由于过早地进行文理分科

等原因,接受调查的文科研究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知识面狭窄的问题。 文科研究生确实在人文知识

的占有量上有一定的优势,但这些通常只是孤立的

知识点。 而学问之间是具有相关性的,狭窄的知识

面必然影响其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这样的知识拥

有不可能做到融会贯通。 因而,在研究生学习期间,
应当注重知识的积累,但这种知识不能仅仅局限于

本专业的知识,甚至不能仅仅局限于文科领域的知

识。 单一的知识结构不利于形成科学、完善的思维,
也不可能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进步。

同时,“博冶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 惟有博大和

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

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冶,进而“泛爱众,
而亲仁冶。 因此,博学应成为为学的第一阶段,也是

人文素质拓展、强化的第一步。 如果这一层次知识

的积累有所欠缺,为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
谓的人文素质教育和培养也必然是空中楼阁。 同

时,针对研究生阶段学习的特性,以学生自主涉猎为

基础,但教师尤其是研究生导师更应当注重对学生

的引导、督促。 可以适当根据文科研究生的知识结

构和知识储备,督促、指导学生进行必要的阅读,处
理好精读与泛读的关系,处理好专业学习与知识积

累的关系,进而使其形成自发阅读、学习、摄取知识

的习惯。 此外,还需要让学生认识到,博学绝不仅仅

靠阅读,还有很多其他的学习方式和途径,重要的不

是方式和手段,而是丰富自己的知识、拓宽知识面、
完善知识结构。 博学也不仅限于校园学习这一阶

段,而是贯穿于人生的整个过程。
(二)审问

“审问之冶作为治学的第二阶段,意在有所不明

就要追问到底,要敢于对所获得的知识进行质疑。
“学冶不同于“读冶,不可能没有疑惑不懂的地方,因
此,“学冶要勇于发问、敢于发问、善于发问。 审问是

博学的进展和深化。 而审问可以分为不同层次:低
层次的“问冶是实事求是的求知之“问冶,是“知之为

知之,不知为不知冶的“问冶,也就是在摄取知识时,
对于不能理解的问题要勇于发问,要以理解为目标,
不仅不能不懂装懂,而且不能仅仅局限于肤浅的字

面意思的理解。 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在自己所

擅长的专业领域可能有非常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在

其他领域,其知识储备并不丰富,因而,在学习中应

当避免碍于研究生的身份,不愿发问。 应当对自己

不能理解的知识有勇气实事求是地问。 “审问冶的

第二个层次是善于发问,而且是善于质疑的辨伪之

问。 这种层次的发问要求学生能够在积累信息的基

础上对所涉猎到的知识进行思考、分析,对自己不理

解的内容应当总结、提炼,向专家、老师请教;并且能

够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筛选,
能够做初步的去伪存真之辨。 在学习中应努力做到

不轻信、不盲从、敢质疑。
具体到文科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方面而言,教

师应当善于启发、引导学生在博闻的基础上对知识、
信息进行整合,并结合自身学习、实践的经验以及对

相关知识的了解,对知识进行吸收,遇有不明,应当

发问。 通过调查,文科研究生确实在人文知识的占

有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可能主要缘于在

长期应试教育条件下对知识的积累。 而人文知识的

范围又极为广泛,它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主要是

精神生活领域)的基本知识,如历史知识、文学知

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艺术知识、哲学知识、宗教

知识、道德知识、语言知识等等,内容包罗万象。 文

科研究生可能对于本专业领域的人文知识有着较为

精深的研究,但是对于其他领域的人文知识很有可

能就是门外汉。 而综合的人文知识的积累才有可能

内化为人文精神。 这就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引导

和鼓励学生对于自己未知领域的知识敢于提问,甚
至是不耻下问,并能够逐渐发展为辨伪存真之问。

(三)慎思

“慎思之冶意在问过以后还要通过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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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就不能为自己所

用。 《论语·为政》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冶 学而不思是指只读书学习知识而不懂得自己

去主动判断,这样对于学到的纷乱繁杂的知识就会

陷入迷惑当中;思而不学是指自己独自闭门思考,而
不懂得向外界、书本学习基本的知识,就会陷入盲人

摸象的困惑和危险中。 专靠学习、取法前人,而不加

上自己的判断就容易受到前人的思想蒙蔽及限制。
因为前人的思想固然有很多是珍贵的、正确的,但也

可能有一些是不正确的,毕竟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

步,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前人尚未解答的,因
此,如果受到前人思想的蒙蔽及限制,就难免陷入迷

惑之中了。 相反地,有许多问题前人已解答,然而他

们在解答的过程中,曾误入歧途,历经千辛万苦才得

到正确的解答。 如果专靠自行思索而不知取法前

人,则有可能像前人一样误入歧途,导致虚掷精力。
这一阶段的要求与审问的过程有相似之处,但

在深层次的要求上是不同的。 审问中对问题的发现

和提问也需要“思冶,但是“思冶的目的不同。 审问的

“思冶以接受知识和信息为目的,是浅层次的“思冶,
以搞明白、弄清楚知识、信息的真正内涵为目的。 这

种“思冶,仍然以所获得的知识、信息为基础。 而慎

思阶段的“思冶,则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此。 它要求学

习主体以自己现有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对所获

取到的知识、信息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分析。
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会主动或被动地接触到各

种知识、信息,以及与人文素质有关的生活经验,而
这些都会影响学生由知识向素质的内化过程,因而

教师要特别关注这一过程中对研究生人文素质强化

的指导和干预。 要通过把握学生思考的阶段,指导

学生知识的内化过程。
(四)明辨

“明辨之冶为治学的第四个阶段,要想前期的努

力有收获,必须重视明辨这一阶段。 同样,对于文科

研究生人文素质的强化和拓展,也需要重视这个阶

段。 “学冶是越辨越明的,不辨,则所谓的“博学冶就
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 明辨的内在要求

是要保持冷静的头脑,通过严密的理性分析,对事物

和所发生的现象进行认真的甄别和遴选,把握对象

的规律,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明辨主要是强调

理性思维在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治学、谋
事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对于文科研究生人文素

质的强化和拓展也同样重要。 文科研究生同其他群

体一样,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 如果说博闻阶段学

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结合自己的学

习需要积累知识和信息的话,到了慎思、明辨的阶

段,其对象与基础绝不仅仅是学生有选择地获取的

知识和信息,而是还必然包括学生被动接受到的知

识和信息。 因此,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为学和做人

是同样重要的。 客观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任何一件

事情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

脑,只有这样,才能明辨是非,不至于犯一些低级错

误。 在认识、思考、分析、辨认中,应当认识到,本质

体现着事物变化的规律,但本质和现象有时可以相

互转换,不可能泾渭分明。 对此,要通过自己的理性

思维,深入分析,哪些是本质的东西,哪些只是表面

现象。 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从知识和信息中分辨

出客观的、理性的部分,内化成内心积极向上的内驱

力,继而指导自己的行为。 这是笃行的重要基础和

前提,也是强化、拓展文科研究生人文素质的一个重

要环节。
(五)笃行

“笃行之冶是为学的最后阶段。 所谓“笃行冶是
指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

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冶。 “笃冶有忠贞不渝、踏踏

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 只有目标明确、意
志坚定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冶。 由“博学冶而

“笃行冶的过程是内在统一、相联互动的过程。 以

“博学笃行冶作为做学问之道,方能学有所依、学有

所成、学有所用,“爱众亲仁冶于才不至于流于口号,
流于形式。

素质与知识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 曾有学生问

王阳明,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

的事情,那么“知冶与“行冶是不是两回事呢? 王阳明

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

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冶盂众所周知,纳粹

分子中不乏人文知识广博的人,他们中很多人有着

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人擅长弹奏钢琴,有人具有哲学

博士学位。 但是他们中却有人逼迫犹太音乐家演奏

小提琴送自己的同胞进入毒气房。 一个会写诗、懂
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草菅人

命。 可见,知识是外在于主体本身的东西,是材料、
是工具,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人的生

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 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

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冶
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冶的关怀。
脱离了对“人冶的关怀,一个人只能有人文知识,不
可能有人文素养。 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

恻怛冶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是不

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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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个阶段的有机结合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这五个阶段在文

科研究生人文素质拓展、强化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
是有机结合的。 五个阶段不可跨越、不能颠倒,必须

循序渐进,相互依存,这是文科研究生人文素质拓展

和强化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如果只是简单地从字面

意思理解这五个阶段,难免会忽视它的整体性和重

要的依存关系,似乎各个阶段都有交叉的关系,而仔

细分析,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着渐进式的提升。 我们

通过一个典型事例,可以看出各个阶段的有机统一,
以及在人文素质拓展、强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2011 年秋天,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冶在全国引

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 从人们对漠视者的谴责,我
们可以再一次强调属于人文知识范畴的道德准则。
但由此事很多人也联想到发生在 2006 年的“彭宇

案冶。 人们似乎对助人为乐反被诬陷而染上官司,
甚至是被判承担赔偿责任的悲哀心有余悸。 如果

说,传统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冶等传统人文思想是

我们主动获得的知识,属于“博学冶的范畴的话,那
么助人为乐反而可能沾上官司则属于在生活中被动

获取的信息和经验了。 那么对于这些,必须经过

“审问冶和“慎思冶,要“明辨冶,才能内化、提高人文

素质。 对于这些信息,首先要“审问冶,看信息的来

源是否可靠,这需要思考,以判断信息来源的客观性

和中立性,否则都有可能造成偏听偏信。 此后是

“慎思冶,要分析思考为什么助人为乐这一本该得到

弘扬的文明行为,反而因为会给自己招致不利后果,
而使善良的人们望而却步。 比如一度出现的大学生

为摔倒的老人打着伞,却不敢将老人扶起来的现象。
我们需要的“思冶是在大量的信息面前理性的分析、
判断。 经过这一环节,不难发现,之所以大家会有这

种顾虑,是因为“彭宇案冶让人们觉得,助人为乐确

实有可能给自己惹麻烦。 那么,接下来的“明辨冶环
节则是要细致分析这一观点的逻辑基础了,那就是

“彭宇案冶的真实性。 如果彭宇真的只是助人为乐,
那么案件的判决结果无疑让人们有理由相信助人为

乐是存在巨大风险的。 但反之,则不能影响人们将

传统人文关怀的思想内化为自己的行为选择。 这一

明辨的阶段需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博学———收集

最广泛的信息、资料,有完善的知识结构;审问———
能够筛选理性的客观的信息作为分析判断的材料;
慎思———细致分析各种信息、综合考量因果关系;明
辨———用理性的头脑分析判断各种信息,形成自己

的判断。 如果我们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如果我们

能够摒弃先入为主的偏见,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自己

的知识储备进行冷静分析,那么,我们即使不能判断

彭宇是否真的撞了老人,但我们至少应该能够得出

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规定

下,助人为乐反被判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是极小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因而,我们不应当否定传统的以

人为本的精华,更不应该影响这种高尚思想在我们

内心的内化,继而通过笃行,将其外化为我们的

善行。
在笔者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有十分有趣的现

象:在了解“彭宇案冶的受调查对象中,绝大多数学

生相信彭宇是被冤枉的(83% );少数学生持不确定

态度(15% );更少数学生认为彭宇很可能是撞了人

的(2% )。 而在认为彭宇是被冤枉的学生中,坚持

自己仍会助人为乐的不在少数(39% ),但也有相当

多的学生表示会迟疑、会看情况(42% )。 接受调查

的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中,绝大多数人对于“彭宇案冶
的了解全部来自于网络(92% ),而其中,只有不足

1%的学生曾看过“彭宇案冶的判决书全文。 即便是

法学专业的研究生,主动查阅该案判决书原文的也

未过半(47% )。 但绝大多数接受调查的曾看过“彭
宇案冶判决的法学专业研究生则对“彭宇案冶提出质

疑,通过仔细研读“彭宇案冶的判决书,大家的选择

多是怀疑彭宇是否真的像其自己宣称的那样是助人

为乐。 当然也很少有学生会因此而表示不会助人为

乐。 我们并不能由此推知这些学生一定都会将思想

外化为自己的善行。 我们也不可否认那些相信彭宇

是被冤枉的,但仍表示不会影响他们选择见义勇为、
助人为乐的学生人品的高尚,但我们至少应当承认,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在将人文知识内化为内心认

知过程中的重要性。 显然,能够通过自己的分析质

疑“彭宇案冶真实性的学生,更容易认同助人为乐这

种传统美德,而相信彭宇是被冤枉的学生则需要更

大的勇气和决心克服自己的利己本能,选择弘扬传

统美德的善行。
五、结论

文科研究生人文素质的拓展与强化无论对于当

前的社会环境还是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都是十分

必要的。 以中庸为学思想为代表,从现存的古籍中

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教育不仅重视人文知识的传授,
而且十分重视人文知识内化为认识主体的自我认

知,继而外化为自己的行为的过程。 应当承认,人文

素质培养的最佳阶段应当是未成年时期,特别是人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的阶段。 而中国

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导致这一阶段的人文素质教育

培养往往因为为升学让路而流于形式。 近年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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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广泛关注下,很多学者都揭示了人文知识并

不等于人文素质,也提出了人文素质培养的关键在

于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个体认知。 但如何由知识内化

为认同和内驱力,继而外化为高素质的行为,一直是

人文素质培养的难点。 对本科生的人文素质培养越

来越受到重视正是由于前期教育培养的缺失。 经过

本科阶段的素质教育,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基本已有

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这一阶段是进行

人文素质强化与拓展的最佳时机。 因为这一阶段的

学生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知识储备和自学能力与意

识,只要注意引导,他们更容易理性、独立地分析判

断,继而指导自己的行为。 因此,教师尤其是研究生

导师,要注重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环节有针对性

地进行引导,并在笃行阶段及时鼓励和支持,这样必

然能够在文科研究生人文素质的拓展和强化中起到

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注释:
淤 原文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有弗

学,学之弗能,弗措也。 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 有弗

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有弗

行,行之弗笃,弗措也。冶出自《礼记·中庸》 (戴圣著,王

学典注译, 哈尔滨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6 页)。
于 原文为:“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冶出自《论

语·学而》(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26 页)。
盂 出自《传习录》(王阳明著,于自力、孔薇、杨骅骁注译, 中

州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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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from the Learning Theories in Zhongyong on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Humanity Quality of Postgraduates of Liberal Arts

CHEN Xiaoxin

(College of Ar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ty quality occupies an absolutely basic posit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ll along, there are
various studies of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ty quality of stud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 recent research indicates, the
humanity qualities of liberal arts postgraduates are not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ose of stud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sequently, with regard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ingle knowledge structure, narrow knowledge scope and insufficient humanity
knowledge and qualities among liberal arts postgraduates, it is of positiv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inforce their humanity qualities
by the principles of learning extensively, questioning thoroughly, reflecting carefully, distinguishing critically and practicing
persistently in Zhongyong, which will be beneficial to deepening the specialty education, cultivating the innovation ability, facilita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fostering high鄄level talents.
Key words: liberal arts postgraduates; humanity quality; the learning theories in Zhongyong

·701·第 30 卷摇 第 2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陈效新:中庸为学之道对强化文科研究生人文素质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