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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78162.htm 当教育的目的、目标或

是理想以及手段确定后，又出现了其他决定性的问题：这一

理想与人的本性是否相容？它是否与人的潜质相去甚远？人

们是否能够利用教育作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杜威着手证

明民主主义是一种理想，而教育是实现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

手段。杜威从经验主义的观点出发，驳斥所有现存有关人性

的理论，建立了他自己的以实验方法为根据的理论。按照杜

威关于人性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民主主义理想与人性并

没有冲突，同时，把教育作为实现民主主义的手段，跟人的

潜力亦是相容的。杜威对于人性的可塑性和接受能力的看法

，已经在本书的第二章第三部分讨论过了，现在仍要表明的

是，根据杜威关于人性的观点，人们不仅有能力实现民主主

义理想，而且在这个理想实现的同时，人性也得到了充分实

现。有关民主主义和人性这个题目的最佳论证见诸杜威的《

自由与文化》一书。在题为“民主主义与人性”一章中，杜

威指出，利用人性作为合理政治安排的根源，已是非常普遍

的了。人性一直与社会事物相联系，作为对它们的说明，同

时作为合理的社会政策的基础。民主主义像其他社会和政治

概念一样，经常以某些人性心理学理论为根据，并为这些理

论所捍卫。杜威认为，用心理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实在是

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假定引发起社会安排的一些心理因素是

民主主义的基础，这种设想亦是相当危险的。在考察过柏拉

图、霍布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关于人性的学说后，他



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所谓的心理学理论，几乎没有例外地都

只是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反思简化。这些社会思想家，有意或

无意地发展了某种对原则所作的理智的系统阐述，用来证明

社会趋势的成就。杜威写道：在任何一定的时期里，关于人

性构造的流行观点，都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反映。这些社会运

动要么已制度化，否则就是显示反对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因

而需要理智上和道德上的系统阐述，来增强它们的力量。杜

威继续说道：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一个事

实，即任何企图发掘社会现象的心理起因和根源的运动，事

实上都只是一个反向的运动。也就是把当前的社会趋势归因

于人性的结构，然后再用它们来解释作为其来由的事物。根

据杜威的观点，以人性中的心理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尽管

可能是真的，但在逻辑上是不完善的。诚然，人类行为中表

现了自私和竞争，但由此便说人类行为的这些特征就是人类

天性的组成部分，并且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便纯属谬误

。同样地，人类社会中确也显示出人们共同合作的一面，但

因此便说社会主义要比其他“主义”好，因为它和人的天性

更加一致，把人的天性说成基本上是共同合作的，这种说法

也是错误的。杜威说：即使我们所指的倾向和冲动确实是人

性的真实组成部分，除非我们完全轻信某些流行的意见，不

然我们将发现，这些心理因素本身对社会现象不能作任何解

释。倾向和冲动常常被任意地解释，这种做法结果会使一个

因素被用作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社会状况的理由，例如

“竞争”、“胆怯”和“荣誉”，被霍布斯描述为引起争执

的三个主要原因，造成了人类生活“残忍”而“险恶”的混

乱的原因。但是后来这些同样的品质，却又被他人选定为“



产生有益的社会效果的原因，即产生和谐；繁荣和无限进步

的原因”。这两种解释虽然截然相反，但是都犯了相同的错

误。杜威详细地解释道：冲动（不管给它什么名称）本身对

社会而言，既不是有害的，也不是有益的。其意义取决于实

际所产生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又取决于它所赖以活动和起相

互作用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由传统、习俗、法律、公众的赞

成和反对，以及所有构成环境的条件所建立的。这些条件即

使在同一国家、同一时期也是如此多样化，以致像爱财这个

特征（作为人性的一种特征），既可以对社会有用，亦可以

对社会有害。尽管有种倾向要把共同合作的冲动称之为完全

有益的，但作为人性的组成因素，同样既可以对社会有用，

又可对社会有害。竞争和合作，都不能被断定是人性的特点

，它们只是个人活动中的某些关系的名称，实际上是在社会

中构成的关系。人性是最灵活和可塑的。既然人性极易受环

境的影响，那么，它就是个人与他所处的制度和文化环境相

互作用的产物。杜威继续说道：⋯⋯人性在许多不同的环境

条件下起作用，而且正是它与后者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各种倾

向积极或消极的结果、社会意义和价值。很明显，任何单纯

地要求用某些固定的心理因素去“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并为

应该出现的情况制定政策”，必定是徒劳无益的。这在社会

理论中已经是一种流行的方法，因为它是使政策“合理化”

的一个方便的手段。这些政策是由一些集团或派别以其他理

由促成的。在关于民主主义理想的讨论中，必须避免这种谬

误。如果先假定人性是固定不变的，然后设想人性显示出民

主主义可能比其他社会制度更成功，这种做法是相当危险的

。其结果是，所建立的理想可能与人的潜质毫不相干，以致



可能只是空想。事实上如果固定和不可变化是人性的特征的

话，那么，有关民主主义理想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成立了。对

一种健全的民主主义理论来说，科学地了解人类是非常重要

的。为了获得这种了解，对人在其中行使职责的社会制度和

人的天赋才能都必须进行研究。正如第二章所讨论过的，构

成人格的习惯是在社会背景中获得的，而不是天生的。它可

能是刻板僵化的，也可能是可以变化的，这就取决于训练或

教育。冲动是人性的另一种基本组成部分，它同样是第二位

的，不是第一位的。它是随生物体产生的一种形式。但是，

直到儿童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之后，冲动才具有它的意义。

所以，冲动可以是破坏性的，也可以是创造性的。理智是人

类行为中第三个重要方面，能够使人建立起“理性的生活”

，是人类经验中最珍贵的产物。虽然人的生物器官的可改造

性是有限的，但从总体上看，人的天性有很大的可塑性。因

为人性的可变性或可教育性，民主主义才有可能。但是，“

民主主义是更可取的”这一声明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具

有实际的意义。为了发展出一套健全的民主主义理论和方法

，有必要“恢复人性与民主主义在道德意义上的联系”。根

据杜威的观点，民主主义所涉及的问题是关于“被偏爱和追

求的价值”，而不是“由人性结构预先决定的某些东西”。

证明民主主义是正确的，并不是它能满足所谓人类的动机，

如开创精神、独立性、事业心等，这些已被认为是人类的天

赋才能。所有以某些关于人性组成的特定思想为基础的民主

主义理论，都是不成熟的理论。结果，“对民主主义的目的

和方法的依附，已变成一种传统和习惯。”当它成为一种惯

例时，它“就很容易受到损害，尤其是当条件的变更改变了



其他习惯时”。对英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派和法国革命家所

支持的个人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对它们

的反应所作的简略回顾，证明了这些理论是无效的。民主主

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是基于一种信念，“相信政治制度和

法律是从根本上考虑人性的”。相信一切民主主义制度和法

律赋予人性“较任何非民主制度更多自由的活动余地”。这

个问题是一个价值问题，并且包含了对人性的潜能的一种信

念。它是对“民主主义与人性之间有着紧密而且重要联系的

信念”，是对“人道主义的文化应该取得优势”的信念。这

当然是一个道德命题。虽然，这是一个道德命题，一种信念

，但是，它是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当与其他人类交往的模

式相比较时，民主主义显示出它允许人性的潜力有更大的发

挥。民主主义最能鼓励社会中每个成员的全面成长。在一个

民主主义社会里，“不仅有更大量和更多种类的可以分享的

共同利益，而且更加倚重对这些共同利益的认识，作为社会

控制的一个因素。”此外，民主主义“不单允许在各社会团

体之间有更自由的相互作用，并且允许改变社会习惯──通

过应付各种各样的交往所产生的新情况，使社会习惯不断地

重新调整”。民主交往的质量表现在人类的态度中，并且可

以根据他们生活的各方面所产生的结果来检查和评价。这些

方面包括科学、艺术、教育、道德、宗教、工业和政治。民

主主义之所以被证明是一种社会理想，“是由于民主主义解

放了人性的潜能，使其得以成长所得出来的成果。”《杜威

论教育与民主主义》杜祖贻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