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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大自然和社会中生活，不停地

实践和思考。人们的这种自主的、独立

的、历史的行为，就是人们的学。通过

学，把不懂的事物学懂，把不会的技能

学会。在丰富多彩的实践中，把感到的

事物外在的、局部的、静止的、孤立的

现象，加以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反复

验证地思考，把它们当作事物内在的、

整体的、运动的、物质的表象，经过相

互联系、融会贯通地分析研究，最后，

明白了事物的本质，这就是人们的悟。

通过悟，逐步认识了事物矛盾、斗争、

发展的客观规律，逐步接近了真理。如

此这般，人们就通过学悟，循序渐进地

有了些许知识。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

类的学悟史。

人是有无限学悟能力的主体。人

的学悟是个体的、极具个性化的、孤

独的、主观能动的实践和思考行为，

是与时俱进的、多变状态下的艰苦劳

动，是个永无止境的运动过程。祖祖

辈辈的先人们，努力学悟，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获得的知识，愈来愈丰富、

愈深邃，人才有了如今的文明。释迦

牟尼悟出了佛学，孔子创立了儒学，

李时珍编撰了《本草纲目》，达尔文

写了《物种起源》，马克思著了《资

本论》，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

⋯⋯他们创新的知识，都是他们各自

独立学悟获得的，都是前无古人的伟

大业绩，圣贤们都是伟大的学悟者。

可以说，人类所有的知识的第一次被认知，全都是

某位伟大的先辈，靠了他自己伟大的实践，在独自

的学悟中获得的，当然也都是前无古人。肯定地说，

学悟浅说
赵继英

清华大学校园雕塑“悟”        摄影 / 崔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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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知识不是什么神明或先知恩赐的，也不是人的

头脑中固有的，而是人们自己学悟获得的。个人如

此，历史亦如此，未来将永远如此。

人们相互交流各自的知识，使知

识得以传播。相互交流就是相互学悟，

从而相伴产生了相互教育。虽然在知

识的传播过程中，学悟和教育是同时

进行的，还是先有了主动的学悟的需

求，进而引发了教育的可能，可见，

教育是依学悟的存在而存在的。为了

适应人们获取知识的普遍需求，有组

织的教育应运而生了。从此以后，人

们不只是在大自然和社会的亲历实践

中受到教育、靠自己学悟直接获得知

识，还摆脱了个人实践活动的局限性，

通过自觉地有组织的相互交流，受到

教育，靠自己学悟而获得知识。鉴于

知识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差异，在历史

上有许多不同的教育形式。经过几千

年的演变，逐步形成了现代意义的教

育理念和教育形式。实践证明，学校

这种教育形式是传播和继承已知知识

的有效方式，它节约了社会资源，加

快了已知知识的传播，提高了人们继

承已知知识的效率，促进了人类社会

的文明进步！

学悟和教育是一对矛盾，是只在人

类社会中才有的一对特殊矛盾。矛盾的

一方是受教者，或者说是学悟者，矛盾

的另一方是施教者，也可以说是已悟者。

矛盾的斗争、发展将导致学悟者从无知

向有知转变。从形式上看，施教者为师

长，他们是主动的、强势的一方，受教

者是学生，他们是被动的、弱势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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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悟和教育这对矛盾，在师生之间的共同互

动中运动着。但是从本质上看，在这对矛盾中，

学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学悟起着主导作用，

学悟决定了这对矛盾的斗争、发展和结果，

学悟最终决定着无知者能否获得知识转变为

有知者，甚至于学悟还最终决定着学悟者能

否创新知识；在这对矛盾中，教育是矛盾的

次要方面，教育只能为从无知向有知转变提

供环境和条件，使转变过程得以进行，教育

不能最终决定人能否获得知识，学悟才是最

终决定人能获得已知知识和能创新知识的根

本原因。正确理解学悟和教育这对特殊矛盾

的辩证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大自然和社会的教育与学校的教育都是

知识的源泉。前者是绚丽多彩的、无穷变化的、

无意识的客观存在，是无言的老师，人们虔

诚地接受它的教育，靠自己独立的、循规蹈

矩的学悟获得知识；后者是人对客观存在的

理性认识后，有意识的表达，是能言的“自然”。

在学校，接受师长所授之业，要靠学生们独

立的学悟。师长们也应该努力把学校的教育

办成像自然教育那样客观、辩证和无私。

人的一生，从小到老，会学悟到很多的

知识。学校是青少年时期获得知识的重要场

所。为了宝贵的青春时光，教师们应提高自

身的修养和素质，提高教育水平，创造更好

的环境和条件，使学生们能够身心健康地成

长。中华民族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师长

的劳动理应受到尊重。但是，再高水平的教

师、再科学的教育计划，所传授的知识都是

已知的知识，都是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存在

的近似描述，都是有时代烙印的阶段性认识，

没有传授对未来的认知，也给不出探索未知

的必由之路。所以学校的教育总是不能满足

有探索精神的学悟的需求。

当我们正确理解了学悟和教育这对矛盾

的辩证关系之后，特别是摆正了学悟在人们

获得知识的过程中的位置之后，就应该明白，

高等学校的教育，就不能像小学、中学那样

只是传授已知知识。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虽

然高徒愈多愈好，但高徒终究不是大师。

何为大师？大师就是要突破已知知识范

畴，就是在学悟中创新知识。大师不是教育

出来的，大师是靠独立的学悟修炼成的。高

等学校不仅要把高级的已知知识传播好，更

应该为能创新知识的学悟创造环境和条件，

成为大师成长过程中的“起跑线”、“加油站”

和“演习场”。这项工作的成果也许不够直观，

但其重要性不比出高徒差。

从“呀呀”学语开始，人的每一点知识，

都是靠自己学悟获得的。教育只有通过学悟

才能起作用，没有学悟，教育起不了作用。“尊

师重教”只是加大了教育的力度，强化了学

悟和教育这对矛盾中次要方面的作用，不能

替代学悟。为了加大学悟的力度，强化学悟

和教育这对矛盾中主要方面的作用，应该提

倡“崇学爱徒”。

所谓崇学，就是要明确，学校要办好，

学悟是根本；人要成才，学悟是根本。所谓

爱徒，就是要以学生为中心来办学，在一视

同仁的前提下，关注学生们学悟的个性，多

样性；对于幼稚的闪光的思想给于保护、引

导；为不完善的创意补台，帮助他实现目标；

鼓励其自查、自改错误，允许其改了再犯，

再犯再改；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每一个学

生追求真理的独特道路，等等。总之，就是

要尊重、爱护学生们在学悟中走自己的路，

走出千千万万条与前人不同的路。

一位教师，一位父亲，一个家庭，一个

学校，一个团队，乃至一个民族、一个社会

都应该“崇学爱徒”，这样才能不断创新，

人类的文明才能不断发展进步。

（作者为清华大学 1960届工程力学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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