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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隋唐儒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着选读(套装共2册)》为了继承古今中外教育遗产，学习和吸收人类教育
文明的深厚精华，适应教师职业化、专业化要求，提高教师职业素质素养，促进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
，我们组织相关专家系统、完整地编选、编译、注评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教师必读文
库》。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当代教师的成长
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要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教育家、教育思想和
著作，古今中外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过直接影响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代表作品、经典
论述，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全套分中国卷20种、外国卷20种，共40种，同时出齐。详细评价和介绍古今中外教育家的生平、教
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同时编选其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并详加注解、助读、导读，这对于全面
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古今中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遗产和运用教育著作文本资料的精华是十分有
益的。
3.唯求其精，精到的评价和介绍，精练的表述，精神本质最集中的文本精华编选，精确精准的注解和
助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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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隋唐儒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着选读（上册）》目录：隋唐五代主流教育思潮和教育论著选读隋唐五
代教育及教育思想隋唐五代教育概述(一)帝国初创与隋文帝文教政策的摇摆(二)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与
儒术重振(三)五代的衰落与印刷术的发明(四)隋唐道统的复兴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与唐初经学教
育(一)陆德明(二)颜师古(三)孔颖达唐代的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一)医事制度(二)医学律令(三)医学教
育王通的教育思想(一)安邦育人(二)仁义为本、礼乐为先(三)穷理尽性，乐天知命(四)知之、行之、安
之(五)学无常师，唯道所存孔颖达的教育思想(一) 生平与学术活动⋯⋯[唐]王通、孔颖达经学教育思
想与教育论著选读《隋唐儒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着选读（下册）》目录：[唐]柳宗元、刘禹锡儒学教
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唐顺宗永贞革新(一)永贞革新的背景(二)永贞革新的经过(三)永贞革新的影响(
四)永贞革新的评价“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永贞革新”“元和中兴”柳宗元教育思想和教育论
著选读柳宗元的生平和教育活动(一)生平(二)教育活动教育思想(一)“期以明道”的教育目的(二)“取
道之原”的教育内容(三)“博极群书”的治学方法(四)“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教育主张(五)“交以
为师”的师道观教育思想的评价(一) 著名的教育家⋯⋯[唐]韩俞、李翱“道统”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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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王通还提出了与“穷理尽性”相一致的其他修身要求。即主张“正心”、“诚”、“静”、“
诫”、“敬慎”、“闻过”、“思过”、“寡言”、“无辨”、“无争”等这些主张是颇有特点的，
一方面，他是在儒学讨论的传统问题上加以强调与发展的，如主张“正心”、“诚”、“闻过”等；
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老庄佛释的某些思想，主张“无辨”、“无争”、“寡言”、“静”、“诫”，
使传统的儒学道德修养的理论更加丰富。当然，王通在此提出的某些主张并不像后来宋儒强调得那么
过分，走极端，而是有限度的。如在主静时，他也强调说“动失之繁，静失之寡”。应该主张动静适
中，并非片面追求静。值得注意的是，王通提出的道德修养的种种主张，并非只针对文人雅士和黎民
百姓的，也是对君主帝王的要求。王通始终强调行王道要首先做到“正主庇民”，而注重道德修养是
“正主”的最有效的方法。他说：“古之明王谁能无过？从谏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尽忠补过。
君失于上则臣补于下；臣谏于下，则君从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隋唐之际许多著名政治家，如
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能抗颜直谏，多是受王通这一思想的影响。虽然，不少史家考证魏、房、
杜等人和王通没有师生关系，但在交友、谈论与切磋之中亦不免受其影响。除了一般道德修养的问题
之外，义利关系这个自孟子以来长期争论的问题也受到王通的关注。在他看来，仁义道德是与功利私
欲相对立的。在《中说》中，他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了仁义道德与功利私欲的关系，突出表现了他
要存道义、去私利的主张和卫道精神。尽管魏晋以来，名教衰落，但王通对儒学及道德伦常的复兴颇
有信心，欲弃世人之所争，“取其所弃”。应该指出，王通在此强调的道义和利欲的对立，并非宋代
理学家为欺骗广大人民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而主要是针对魏晋以来士风的腐败和道德的沦丧
。他斥责和讥讽那些只知“聚财”，不知“聚德”的豪门贵族和“靡衣鲜食之士”。赞扬了那些“重
道义，轻王侯”，“遗其身”而“至公”，能“恶衣薄食，少思寡欲”的君子。王通这些思想的提出
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一方面顺应了国家统一，民心思治的历史趋势，痛斥了产生战争和动
乱的根源——为追求功利利欲，认为南北朝以来之所以战乱频繁，即是因为大家都争利而舍义。另一
方面，在思想上接受了孔孟以来的儒家传统和佛道的某些主张，如儒家提倡的“舍生取义”、“杀身
成仁”；佛教的出家修行，诫欲苦行；道家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等等，都对他有直接的影响。总之
，王通有关道德修养的主张是其为实现王道而进行的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儒家教育思想的重
要内容。其中的不少概念和提法是有创造性的，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影响，并为后世学者广泛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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