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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多元而自成体系的，既有本土生长的儒道思想文化，亦接纳了外来的宗教文化。

这些思想文化的生长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文明教化的沃土，在物质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成熟中促进人们提高自身的思

想觉悟。在思想文化发挥教育作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内部的强行整合归一，再到核心围绕型的分叉发展，后

来又有了对外来思想文化的自主交流、吸收与融合。而推动这历程发展下去的关键之一，便是在各大思想体系中都有

所体现的求同存异意识。它们对求同存异的阐述方式不同、所求的所留存的亦有差别，但彼此间亦存在不少共通性。

从中归纳出这些共通点以及千百年来中国人所产生的影响，有利于明确我们的社会文化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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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儒、道、释三思想体系中在教育上
求同存异思想的阐述

1. 儒家——大同标准、个性培养

作为影响力度和广度都是中国历史之最的儒学思想，

从广义上来看其实是中国教育观的奠基思想体系。在这一

体系下，那些乐意接受教育、自觉履行教育布置的责任的

人也大多成为社会的榜样。《论语》里孔子给出的对得意

门生的评价亦是带着“好学”这一字词。

那么儒家教给学生什么？怎么教出好学者？这便有了

“仁义礼智信”的教育标准、“有教无类”的教学态度和“因

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在这三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求

同存异的意识体现。

首先是在学生的出身与天分上求同。孔子首开私学，

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以无门槛的形式来

划一条的起跑线，共同追求“仁”之理想。这种全民教育

主义是儒家教育观中求同意识的首要体现。

这样无门槛的传教似乎未必不会有强人所难和赶鸭

子上架的个体，毕竟“仁义礼智信”这一目标并不是所有

学生都能达到的。然而作为一个被赋予了普适性的规范标

准，儒家将之视为一个让学子们“知止而后有定”的大同

目标——不是具体的某一专才和职位，而是一个远大而稳

定的志向和境界：以“仁”为终生追求、以“义”为思想

的评判、行为的道德原则、以“礼”为生活准则、以“知”

为行为规范内容、以“信”为待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即便

学生尚未确认自己的学术方向、行业喜好，“仁义礼智信”

已经给了一个无论什么领域、什么范畴都要同样遵守、明

确的“止”。

入了学门，修行还要靠个人，这当中便有存异的包容

与引导。儒家的教育观念推崇“因材施教”的方法理念，

对于不同学生的提问和请教往往会针对学生的个人情况给

出具有针对性和个人化的解答，这在《论语》中的体现尤

为明显。这便是教育中的存异，即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作

出分类，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对应的教导。

另一方面，儒家的教育观在个人实践上也尊重人的个

性，这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君子的修行是“为己之学”，

是对人之本性的重新找寻、阐释。因此儒家的教育并非强

制性地规定统一的修身方式，而是包容不同学生体现的不

同样子的“善”，使受教育者主动地学习、自主地作出修

行选择。“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这个“由己”便是

对个人尊严、自主意识和选择差异的尊重，这样的“存异”

亦是对学而为己不为人的强调。儒家的人性论认为，人的

本性不论其社会等级、职业差别、教育程度，都是本善的。

人性本善的理念使得儒家教育思想对于人的修行选择有着

很高的期望值，并且最大限度地相信人的自我教育和发展

的能力。因此，儒家引导人的行为向善依靠的是人的本性

自觉，辅之以必要的仪礼秩序，去克服社会污染导致的本

性迷失。 

其二，儒家教育弟子：自我的修行不需追求所有人的

理解与认同。对于那些“不知”的小人，君子的态度应该

是“不愠”，不受影响、不忘初心，应追求“和”的境界，

即“君子和而不同”，做到包容小人与自身的差异、致力

于维护社会的平和稳定。在这一层面上，儒家的教育存异

意识也是对包容性的培养，在存异中求和。

2. 道家——自然和谐、无为之教

老庄的哲学论述中不带教育的痕迹，却又在“润物细

无声”的境界中形成了自然主义色彩的教育观。在教育观

上，道家亦有求同存异的意识体现，在此主要分析其以“道”

为核心的教育内涵和“无为”的教育方法。

“道”是一个无法被确切定义的概念，在教育观可以

被理解为一种全局性的视角，即了解并遵循自然规律后达

到一种应变自如、灵活运用的境界。道家围绕“道”来进

行教化，对于弟子的首要要求便是“知常”。老子有言：“知

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不同于儒家多方面的细致要求，

道家的“明心”只需做到二字——“知常”。而这个“常”

便是道家统一遵循的自然规律。知常是为了减少人心滋生

的欲望，从而排除“明心得道”的障碍。而在《人间世》《大

宗师》中，庄子对于顺应自然是这样理解的：顺应自然并

不等于随便任意，而是不要强加自我于任何外物，即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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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到佛的境界，渡人无数，功德圆满。但菩萨们却没有选

择脱离尘世以成佛，而是一如既往地承受着世人百病，慈

悲济世。在境界的追求上，释家是宽松而自由的，并不一

定要人人成佛，管教方法不同、功力神通各异的菩萨反而

能使世间更多茫然于迷津的人得到指点。在这份存异意识

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释家的慈悲情怀。

二、归纳儒、道、释教育思想中求同存异意
识的共通点

1. 平等性

无论是入门的要求、教育目标的设置，抑或对人性的

引导原则，儒道释三者都不约而同地突出强调了平等性。

尽管“平等”二字没有在哪家思想的阐述中有确切的字眼，

但无论是求同还是存异，在这三种思想体系中的教育观里，

大多是为了达到平等而服务：孔孟从“仁”、老庄从“德”、

如来从“善”，其实都是殊途同归地肯定了每个人的生存

意义，维护人的人格尊严不容侵犯。然后以此为基础，告

示人们对机会平等的肯定，从而给予信仰者莫大的信心和

期待，坚信人为的努力可以弥补天生不平等的缺憾。

2. 递进性

儒道释三家思想体系都有自己的教化纲目：儒家教化

人以“修身”“治国”“齐天下”；道家教化人以“养生”“遁

世”“穷万物”；释家普渡众生以“见性”“救世”“通

万有”。这些纲目的秩序亦不谋而合地体现了递进的关系，

最终目标都指向了国家社会的建设上。换而言之，在这样

的教化秩序下，人的修行同样分阶递进，并且最终定位都

是领袖型的身份。儒道释思想对于领袖型人物的培养使得

统治者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味远远大于其群众基础和国力

水平，加固了领袖人物在时代与历史中不可或缺、举足轻

重的印象。

三、求同存异意识对于今天教育观的启示
儒道释三者的教育观都与实践紧密结合。在教育实践

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

功利主义教育的。诚然，每个人学习的目的不一样，无法

要求所有的学生都怀有为己之学的学习心态，但这不代表

教育可以失真。我们要继承的求同存异意识应是教育大纲

与社会责任的同、教育方式和理念的异，绝不可本末倒置，

扭曲成教育方式的千篇一律、不知变通，从而导致教育大

纲与社会责任的名不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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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

“无我”境界便是即求同、求包容。道家认为，好恶

是我们人为地塞进自己的内在、又常常不自主地投放在其

他事物身上的。因为这样违背自然的举动，有残缺的人得

不到应有的尊重，不材之树因为无用而遭嫌弃无视。人总

是会不自主地演绎自我、表达自己的情绪好恶，最终导致

“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把带着好恶之心的自我变成了

主体。因此，道家的教育要“无”掉对权力、利益的追求，

“无”掉对他人评价和社会名声的在乎，让所有人都能以

同样纯粹的自然人的姿态修道、在自我与外界之间能保持

恒久的张力。

以“道”为核心的教学内涵体现在教授给学生的学习

方法上亦体现着求同意识，代表之一是“握一知多”的方

法论。“握一”便是要善于在庞杂多元的知识体系中做分析、

归纳的工作，找到能串联和沟通各个知识领域的那个“一”，

以之为把握来提高学习各种知识的效率，达到“知多”。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要有联系性思维，抓主干、找规律，

通过现象分析出本质，并转化为自身的应用能力。

有着求同的教育内涵，道家的教育方法却是求异的，

即无为。相较于儒家于外在形式上的规范统一，道家则不

规范、不统一，无为即有为，放任之。“大智若愚，大巧

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道家的教育境界里，最

高级的老师不是滔滔不绝、苦口婆心的，而是“不言、不

教、不争”，以超越了一般的有形教育活动的言行作为来

潜移默化自己的学生。而这样的教育方式往往更加有力有

效——它避免了师者的高调张扬，在默默中拉近了师生距

离，促使学生的观察力和领悟力得到提升。

另一方面，“无为”的求异还是对学习主动性和灵活

性的培养。《逍遥游》讲“无己”便是对当时较高层次的

文明强行将自己灌输给较低的、甚至是蛮始的文明深感无

奈，认为这种做法是“有己”的过了头，自认为是为那些

野蛮部落好，其实是因为无法怀有求异的文化包容心在强

人所难，不能够将心比心。而受教方被强制性地接受这番

文明洗礼，也没有机会去主动地选择、自然地适应。再者，

道家的教育方法还强调转换思想，即灵活性。

3. 释家——不二之“皆”、菩萨各道

在基本的教育理念中，佛教以求同为主，存异的体现

较轻微。“一切差异，源起诸法”，佛教的言语中随处可

见“皆”字。这个“皆”在释家教育理念中的求同体现主

要有二：一是佛性的与生俱来，二是烦恼苦难皆为“如来

种”。因此释家的教育观念中，众生是真正的平等。先天

的差异并不算在修身得性的必备因素，只要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天下人皆殊途同归。

至于本性乱与否，仍靠自觉自净。我们的人生从不缺

援助与指引，而常常是自己做不到自修自度、对症下药。

而自修自度中的一切苦难、烦恼和丑恶在佛门看来，都是

所谓的“如来种”——即能帮助人们修成正果的机会。因此，

在释家的教育观里，最好的教室不是一尘不染的莲花台，

而是包罗万象的尘世。只有以求同眼光将一切纷扰磨难视

为同样的虚空，方可修出宠辱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

这才算是遁入佛门，得六根清净。

释家的弟子中有许多居士和菩萨，他们当中有许多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