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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过程是一个文化创新过程，或孔子所说的“损益” 过程，郑国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更“转入了

‘人道’领域”，以至“春秋以来，中国文化已日益明显地有从天道转向人道的倾向。” 从孔子“从周”，到范仲

淹“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朱熹、欧阳修、蔡元培 等众多后世士人反复认同与解读，并不断生

成新的士人精神，到蔡元培对中国古代“士”的价值与德国大学理念的认同，都是以儒学作为初始条件。 

  中国学术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对“士”给出质性、典型的规定： 

  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

贵焉，耻也。  

  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道殉乎人者也。  

  儒家经典《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话合起来形成了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也为中国大学精神提供了数千年后仍难以超越的精神范畴。 

  其三、儒学是中国大学精神形态与内容的内核 

  德治为中国大学精神的早期形态，它起于周公，在内质、功能和形式三个方面承袭、发展了“孝”，并通过

“礼”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治理国家。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德”“祖先本源于天，而天本身是有德性的。天之德就

是化生万物的洪恩”。不仅《易·系辞下》有“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且后来董仲舒宣扬“天道施，地道化，人道

义” ，将天与祖先合而为一加以崇拜，形成以德配天德的观念。《中庸》更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

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

以为大也。唯天下至圣……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由于存在这种“德治”精神的根基，加之“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后来“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影响下，中国

传统教育在目的论、课程观和方法论方面都体现出浓厚的伦理与价值色彩，形成了崇圣尊经、重道轻艺，以反映人文

知识体系的经学教育为本，以反映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专业技术知识为辅的教育传统。”  

  第一部论述到中国大学精神的著作《大学》主要体现的为儒家思想，儒家首先提出了“大学之道”的论题，这里

的“道”是“形而上的”“理念”、“根本” 即“大学精神”。《大学》秉承“德治”精神，开篇即道：“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后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个步

骤环环相扣地实现其德治的精神追求，形成十分严密的贯彻德治之大学精神的系统。《大学》所追求的“至善”境界

“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人交，止于信”的“士君子”。正如

杜维明先生所言：“《大学》所呈现的是步步扩展，层层深入的一种修身哲学。……《大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一

个逐渐向外扩展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的外圆应该是开放的；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

的群体、宇宙，它是向外扩展的；同时，它层层深入，由我们的心知，到我们的灵感，再到我们的神明……这一思想

体系，不仅在中国，而且后来在东亚，现在在世界上也受到大家的重视。” 在《大学》所确立的大学问（大学精

神）的价值取向影响下，古今已产生过众多形态各异的大学形体。 

《大学》所确立的大学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初始典范，孔子则以身作则体现这种精神，他“‘发奋忘

食，乐以忘忧’的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朝闻道，夕死可也’，视追求真理高于一切的精神；‘仁以为己任’的社

会义务感；‘杀身成仁’，‘守死善道’的理想人格；以及基于协调社会群体关系而提出的诸如‘温、良、恭、俭、

让’，‘恭、宽、信、敏、惠’等行为准则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等等，对我国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一些特点

的形成，确实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种示范对中国历代学人的精神追求产生了更为集中深远的影响。孟子和荀



子以各自的特色赓续了孔子的精神：孟子的大学精神体现在反求诸己、“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把学问当成“公

器”而非“私器”，“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以其昭昭，

使人昭昭”。荀子曾三为“稷下学宫”的“祭酒”，“最为老师”，其精神集中反映在《劝学》、《修身》、《不

苟》、《解蔽》等著作中，可简要地归纳为：“学不可以已”、“锲而不舍”、立“冥冥之志”、“穷无穷、逐无

极”、“笃志而体”、“垒土不辍”、“至德、至诚”、“虚壹而静”，正是这种精神使荀子成为先秦儒学大师。 

  孔子创建的儒家大学精神境界“并没有绝对的排斥物质生活”，“但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不可兼得的时候，

孔子一定偏重精神方面” ，他的理想境界是实行“仁政”、“德政”来改变他所生活的时代“天下无道”的局面，

他常用“智仁勇”来概括他所设计出的“君子”的精神境界，“智”的最高点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其

“大学之道”便是由这种普适的“道”派生出来的；“仁”分“忠”、“恕”二境，终于“志士仁人”；他的“勇”

则是严格限定在“智”、“仁”、“义”的统摄之下。“仁”与“礼”构成孔子大学精神境界的两条边界，“仁”于

其内，“礼”于其外。 

  其四、儒学是中国大学之道的逻辑支撑 

  儒家注重“人道”，假定人道即是天道，“仁义为儒家之道，故志于仁义即志于道” 。这种观念作为中国大学

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核延续了两千余年。 

  “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 。“在孔子以前，‘道’的观念大

体上是指‘天道’，即以天道的变化来说明人事的吉凶祸福。” 春秋以降，《老子》、《论语》将“道”抽象化。

儒家当中，孔子之“仁”、孟子之“义”、荀子之“礼义”、韩愈之“道”、柳宗元之“生人之道”、朱熹等众多理

学家之“理”都是“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道家当中，“按

老子的话讲，‘道’是一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先天地生’、‘惚兮恍兮’、‘寂兮寥

兮’、‘不可名状’的精神实体” ， 

所谓中国大学精神即古人所言的“大学之道”，即是“士志于道”的精神。“‘士志于道’——这是孔子最早为

‘士’所立下的规定” ，诸子百家中也大都认同这一规定。“整体地看，‘士’在中国史上确然形成了一个具有高

度连续性的传统”；另一方面，“无论是从思想基调或活动方式看，‘士’在这两千多年中都是迁流不居的” 。

“士”的基本特点可归纳为：一是他们的主要构成条件“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二是他们所志的

“道”“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在道家、墨家还内含天道）；三是“相信‘道’比‘势’更尊”，并将

以“道”来批评政治社会当成自己的“分内之事”，或称“言责”；四是以自我内心的不断修养即“做人”“来尊显

他们所代表的‘道’” 。“士”虽千差万别，其以“道”为任则一。 

  在“士”与“道”之间起粘连作用的是“志”，孔子倡导“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士志于

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曾参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孟子更详尽的论述了无论进

退、穷达、得势与否“士”与“道”都必须合一 ，“儒家终生以‘道’为志” ，全仗“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

来维护道。对此金岳霖先生有一段经典的论述 ： 

  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

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

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所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

一。 

  “士”相信“自古有不亡之道，而无有不死之人” ，这就是依据儒学逻辑所确立的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基本内

容与结构。由于“道”的内在多样性、普遍性、持续性，中国历代学人则必须具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的

精神，必须具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的能力，“孔颜乐处”、“人文化成”、“明人

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成为他们志于道的人生旅程中的一个个台阶。 

  三、儒学是中国大学精神变迁的主轴 

  秦代试图建立对某一派学术的独尊，这一目标在秦代没有实现，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现了，并对中国

大学精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中国大学精神最为深刻的变化即由“独尊儒术”所引发。董仲舒在《举贤良

对策》中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是儒学成为中国大学精神变迁之轴的起始。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中国大学精神的第一大影响在于他倡导“开太学”，“使西周以后衰败四百年之久的中

央官学，又得以复兴” ；同时使原先多元取向的大学精神归一到“养士”、“化民成性”、“明义正道”上来。作

为“独尊”的一项措施，汉武帝开太学“养士”。“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

也”，“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规定“习儒典”，即《诗》《书》《礼》《易》《春秋》，太学教师



通称“五经博士”，诠释和传播以儒学为主的汉学（经学）成为他们的职责，从而形成了取向比较集中、获得优势发

展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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