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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是人类一种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不是为了让统
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当它
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党民教育时，却使人民变得愚昧、顺从，既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也没有自
我实现的意愿。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警惕的是第二种。
本书关注三种与国民教育有关的基本“政体原型”：古典共和、现代民主共和、现代专制或极权。我
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民主与专制的政体区别，如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国民教育。
——徐贲
【编辑推荐】
1、徐贲先生客居美国，却以最大的热诚担当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的兼具思想性和时事评
述性的评论文章以极大的频率出现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严肃、深度公共媒体上，他的写作常围绕公民
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2、本书立足于文化批评，关照当下中国公共领域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教育、政体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徐贲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分门别类呈现了从斯巴达国家主义教育开始的古今中外
各种教育体制，堪称一本关于教育体制的微型简史，也是徐贲先生多年来唯一一本系统性的理论著述
。
3、此书延续了作者以知识分子身份介入公共生活的言说方式，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他对与国家命
运与公民生活切实相关的教育进行了通古贯今的审视和思考，提出并回答了“政体与教育的关系”和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严肃审视和思考了当下文化生态，为公共议题给出了一个知识分
子的答案。
【媒体及学者推荐】
在当代汉语学者中，徐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和深入的现实
洞察力，他虽然是美籍华人，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怀远超过国内许多学者。
——傅国涌，独立学者、撰稿人
政治不是道德清谈。政治是正义和伦理原则碰到现实问题的灰色地带。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他们的责
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义和功利政治之外，帮助并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寻找自由与理性的支点。有人说，
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简陋的木筏虽然总很湿漉，但却可以让人安全地落脚，没有沉船的危险
。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只有那些不怕湿了脚的知识分子，才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徐贲人在国外，熟悉国际上前尚学术思想成果，同时拥有最为恰当的对于中国问题的现实感。他绵密
晓畅的行文，是运用知识和理性把问题讲清楚的典范。他的这本书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崔卫平，人文学者、评论和随笔写作者
徐贲教授的著作，一秉他多年著述的风格和情怀，将研究目光投到全球化进程中凸显出的问题上，强
调肯定群体尊严的价值，是全球化进程不能绕开的真问题。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始人,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他）是一个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法学的。激情
与理性的奇妙的混合，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虽然热闹非凡，但是其中真正具有真知灼见、切中中国本土现实的并不多见，许
多文化批评或者食洋不化，或者有意回避中国的切实问题。徐贲先生既有深厚的西方学术修养，又能
够直面中国的真实问题，故其文化批评常常能够借助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得出令人警醒的诊
断，显示出尖锐的批判锋芒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Page 2



《统治与教育》

作者简介

徐贲  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
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写作领域为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公民社会建设
等。已出版的中英文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
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
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统治与教
育：从国民到公民》《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
人的副业》《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等，并编有《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父亲徐干生的回
忆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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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虽然大块头，但是很好读，2017年能看到这本书我很满足。
2、“ 苏格拉底说，不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对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智的人来说
，真正的好生活应该是他自己选择、自己想过的好生活，照亮他内心洞穴，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生活的
光亮，无论这光亮多么微弱，都应当是他自己见到的光亮。”——徐贲《统治与教育》
3、徐贲行文太啰嗦了，长篇大论。精彩在这本书后半部分。
4、这书简直好看到哭！
5、对政府推行的教育与宣传有着独到的分析，但是对美国式的教育的分析未免有些溢美，对于政府
来说不论通过什么手段，教育的目的都是确立其统治的正统性和必要性。
6、垃圾，任何国家的教育都以培养人才为主，意识形态教育为辅，美国就没有意识形态教育?可笑
7、徐贲老师是写作者的良心！
8、人权呢？人民呢？被跪舔美国中心主义的美式土鳖推出历史舞台了。美国英语文学博士+复旦社科
院+客居美国+担当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这履历？怪不得现在搞学术的都跟文学家似的。老话
说安身立命，安美国身，操中国心，不怕烂肺子？公共知识分子的廉耻还不如公共厕所。
9、通俗读物 指桑骂槐
10、最近看过的最“反动”的书，很容易对号入座。
11、徐老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君子，是说理之典范。
12、值得好好读的书，就是我学识太浅，读的又慢又烧脑。
13、不同政体各有优劣，关键看人
14、原创性和系统性不佳，不过算是引介了不少思想资源。前八章五星，九到十四章三到四星，最后
四章两星。
15、1到7章读的小心翼翼，8到18章读的酣畅淋漓。
16、这部书影响了我的价值观。
17、not bad
18、这本书能出版也是惊讶，不知道有没有删减。看的我很悲观。
19、书的标题解释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徐贲老师用严谨的治学态度，
详述了各个时期各个社会中的统治与教育。古希腊古罗马斯巴达，现代美国民主，德国纳粹的专制极
权。一个国家的统治与教育之间永远是紧密相连的，而从大图景上看了这个问题，才能更好的理解你
所现处的社会中的统治与教育之间的问题。你会发现，他写的并不只是遥远的历史或是别的国家的事
情，而是中国的问题。这本书学术严谨，文字生动，发人深思。
20、果断点赞。2016-11-26
21、教育是为了觉醒，知道自己是谁，应该干什么，而不是从蒙昧到昏沉，沦为统治工具。
22、定价很贵。。。仅此而已。
23、作者对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显然有着刻骨的仇恨，但畏惧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总是不敢撕
破那一层遮羞外衣，只好进行指桑骂槐、欲拒还迎式的政治挑逗，令人焦躁不已。对斯巴达式国家教
育的批判固然是后见之明，然而面对横亘整个二十世纪的极权政体下教育与宣传制度对人性的强暴，
批判又是如此的彻底。
24、可让人有大局观，站在历史洪流之上看现今问题，理解现象，选择行为。知识分子定当以己之力
对人类社会些许有益的付出。书中每章可独立成篇。每章内部逻辑紧密。章章间些许重复有拼凑感。
不过历史也是如此，总让人似曾相识，作者开始还含沙射影，令人会心一笑，后面直接点名，酣畅淋
漓。有些章节标题看不出在讲什么，有些内容也需要前后对照进行再处理以增强理解。
25、太稀缺的一本好书！尤其应该在大陆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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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法治周末特约撰稿隐虹近日，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先生的
文集(包括《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增订版)等著作)由中央编译出版
社出版。徐贲的写作贯穿着健全的启蒙精神。他的作品素以强大的理论阐释力和深入的现实洞察力著
称，他的可贵在于，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从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到思考方法和批判精神的
养成，徐贲都有所涉猎。然而他的高产并不以“低质”为代价，以西方理论探讨中国问题，徐贲的中
西结合近乎完美。现实关怀是不可缺少的法治周末：你用西方理论谈论现实问题，给人很通透的感觉
。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徐贲：理论对于我们思考问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观念和思维创新的
重要机制。托克维尔说，“我很害怕有一天，人们在每一个新理论里看到的是危险，在每一个创新里
看到的是讨厌的麻烦，在每一个社会进步里看到的是通往革命的第一步，因此也就一步也不肯往前挪
动”。中国思想界一直在借鉴西方的各种理论创新，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借鉴理论需要有明确的运
用目标，也需要根据变化的经验和现实来不断调整。生活经验永远比理论复杂而富有色彩。现在有的
教授“做理论”，是为了发表学术论文，为学术业绩考量添分，并不是因为真的有什么需要思考的现
实问题。这样从理论到理论，确实像是贩卖理论的二道贩子。不要说是像后现代、后殖民、精神分析
、释义学、解构这样的理论，就连人文教育或通识教育，也都是从概念到概念，理论来、理论去，缺
少自己经验层面的关注和思考，也缺乏自己的明确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法治周末：这些观念是否与
孙传钊先生评论你在追求欧洲传统的“知识整体性的学术理念”相关？徐贲：欧洲传统的知识整体性
其实就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学术活动离不开每个人自己的经验、认知、精神
需要和思考乐趣。学术的完整性来自一个人本身的整体性。现在大学体制的学科划分太细，也太僵化
。体制内人画地为牢，各守一隅，而体制则用刻板的量化标准来机械衡量他们的学术成就，这种情况
下，确实很难实现人文主义的整体学术理想。法治周末：作为专注于启蒙写作的学者，你如何看待五
四新文化运动启蒙，1980年代的人文建设以及1990年代至今的人文建设？徐贲：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启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先生、赛先生的那个启蒙，我觉得清末民初的思想解放更具有启蒙意义
，也更为深刻。我特别能理解清末民初思想启蒙的艰辛。我所考虑的许多启蒙议题与那个时代的启蒙
议题是非常相似的，连运用的策略和迂回手段都差不多。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呼百诺，则用不着顾虑
这些。就拿梁启超来说吧，在启蒙的“觉世”与学术的“传世”之间，他选择的是前者。他是一个真
正的知识分子，不仅通过大众媒体来把普通的、有教养的公众作为自己的听众，而且，他自己就是一
个积极营造媒体的人。正是通过他自己创办的许多报刊，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积极和有创见的启蒙者
。梁启超以言论起家，一生中所创办并亲自主持的报刊有十多种，运用的是一种他自己称为“新文体
”的报刊议论写作方式。他找到一种适合大众媒体的文体，他的写作能适合一般受过教育的读者大众
，但又不迁就他们。他在前面不远处领他们往前走，这就是启蒙。犬儒文化的逃避与于丹的视而不见
法治周末：你在《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中论及了犬儒文化。你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的犬儒文
化？徐贲：犬儒主义是一种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和国民负面心态。美国的犬儒主义是公开的，几
乎一目了然；此外，还有一种权力压力下戴着面具的犬儒主义。公开的犬儒主义至少是诚实的，而戴
面具的犬儒主义则是狡黠和诡诈的结合。戴面具的犬儒主义经常不公开表露怀疑，而且还会假装成特
别相信和热烈拥护的样子。这样的犬儒主义者玩世不恭，随波逐流，最后连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
还是不相信。法治周末：中国传统道家的消极思想——尤其是庄子的，是否属于犬儒文化？徐贲：中
国古代没有“犬儒”这个概念，即便孔子这位大儒曾因处处碰壁而自嘲说“如丧家之犬”。孔子是个
严肃的人，他居然也开这种玩笑，想来玩笑在中国古代是普通常见的。我们可以从犬儒和玩笑的联系
来观照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价值、处世方式和行为取向。玩笑——任诞、戏谑、调侃、狷狂、
玩世不恭——经常是犬儒的特征，中西皆然。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已形成三种与犬儒相近或有关的文化
元素：看穿和识透、逃避和解脱、顺从和接受，这三种元素都可以兼容玩笑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和
游戏人生，也可以方便地运用种种戏谑和搞笑的手段。可以说，庄子在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地位大致相
当于第欧根尼在古希腊犬儒主义文化中的地位。庄子本身就是一位大隐士，他全面总结了中国的隐逸
理论，使隐逸成为一种哲学。一方面，庄子的隐逸包含了内心、责任和情绪，可以说是一种面对社会
精神牢笼的觉醒，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但是，另一方面，这也让他进一步卸
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但这不代表犬儒主义缺乏批判。以逃避的方式
，以局外人的身份，站在理想的平台上，向一切不顺眼的东西——人性、伦理、规范束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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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石块，这是犬儒主义批判的特征。面对雾霾，学者于丹在微博上说：“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
，不去跟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
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用主观臆想逃避坏事或灾祸，是一
种常见的白日梦心态，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保护。问题不在于于丹有某种在一般人那里常见的心理
逃避和自我保护需要，而在于，作为一位学者，她不该对此浑然不觉，更不该将此当作一种人生智慧
来向世人炫耀。法治周末：知识分子和大众都可以批评缺乏公德的现象，知识分子在其中如何更好地
发挥作用？徐贲：例如，有人批评中国厕所里经常没有手纸，因为自私自利的人把手纸拿走了。如果
把厕所经常没手纸看成是一个公共道德不良和人际间缺失合作的问题，那么，知识分子则应该把这种
性质的问题说得更透彻一些，也有能力这么做。如果某人为了私利，把手纸拿走了，那么他得到了全
部，别的人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合作有利于所有人，不合作只有利于不合作的个人，这就叫“囚徒困
境”。囚徒困境喻指合作规范遭到不合作者的私利破坏，严重违背一个正派社会应有的社会合作原则
，如公共资源的共同利用、自然环境的集体爱护、整体社会福利的公正分配、公共道德大家遵守、公
共权威一起维护。人类生活不能没有社会规范而存在。许多社会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生动的社会规范描
述，如祭祀、性交忌讳、分享食物、互利或互助的义务、对共同家园的守卫责任、对共同资源的爱惜
使用、遵守公共规则等。在经济学领域里，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用“规范”这个概念来讨论合作互利
、共赢而非零和的游戏、不允许搭便车等。规范与价值观是联系在一起的，规范影响着人们的是非和
对错的观念，也是人们判断好社会和好社会原则是否被谁破坏的标准。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在于批评“
厕所没手纸”，而在于指出同类现象和行为后面的社会规范深层问题。人文教育、精英及文人气质指
标法治周末：你在著作中对大学人文教育颇为看重。对于一名大学生，如何能通过自我训练和阅读，
实现人文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徐贲：设置人文教育的课程并不难，但是，设置的课程是否能起到人文
教育的效果，主要在于如何去教。一所美国大学为全体低年级大学生开设必修的人文教育课，每学期
都需要好几十位教授同时上这门课。教授们都是来自各个系科，如果学校没有众多具有一定人文素质
的教授，是不可能办到的。当然，上这门课的教授也都需要接受专门的有关教学法训练。初入大学的
大学生，他们的人文教育需要有老师的指引，不要误导他们。例如，有的老师对学生说，阅读就是悦
读，这就可能成为误导，因为人文教育的阅读是要认真严肃地提高思考和判断能力，不是在手机游戏
、电视、流行歌曲、网络交友之外寻找另一种娱乐方式。阅读是一种与这类消遣娱乐不同的智识活动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批判的就是那种娱乐式的阅读消遣。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学生会把阅读经
典当成一件难事和苦事。老师有责任告诉他们，虽然阅读很难、很苦，但值得去做，不可以让他们误
以为“不悦读”就可以“不阅读”。法治周末：你反复提到，斯特劳斯的人文教育是精英式的。你觉
得精英式的人文教育和平民式的人文教育哪一种更可取？徐贲：在美国，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的区别
和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因为除了好的教育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成为“精英”的途径。所以，教育成为
实现“美国梦”的核心部分。你要在社会里出人头地，成为精英社会的一员，就得接受好的教育。即
使是常春藤名校，或其他名校，还有学费昂贵的小型私立人文学院，普通大学生接受的不是贵族教育
，而是平民式教育，他们并不是一进校门就自动成为精英的。就算他们当中有的人日后成为精英，那
也是以后的事情。美国精英阶层大多数都受过非常良好的专门职业教育。这些专业包括公共管理、医
学、法律、商贸、神学、科学等。但这些精英在斯特劳斯眼里算不得是真正的精英。斯特劳斯心目中
的精英是哲人，至少是思想家，但这不是美国大学人文教育的现实，也不是美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实际
情况。法治周末：那么，怎么进一步深刻理解人文教育的本质？徐贲：当然，对什么是人文教育会有
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是，不管怎么界定，有一点是共识的。那就是，从人文教育不是什么，更能看
清楚它是什么。人文教育不是“专门职业”，不是“技术专门”教育。技术学校培养的是普通技术人
员或技工，他们不是精英阶层。美国社会中的精英是高级专业人才，不是政客。其实，梁启超在《欧
游心影录》中也特别强调专业人士对于改造国家政治的作用，称政客为“一群靠政治吃饭的无业游民
”，是一群除了玩政治之外什么都不会的家伙。梁启超说他们“挂一个头衔，便腼然以全国主人翁自
命，叫人怎么能对他生出信仰来？”相比之下，专业人士如果自己不担任公职或成为政治人物，也可
向权威说明真相、为公共辩论澄清讨论范围、作出价值判断和指出社会中的不公正和非正义。相比之
下，中国大多数专业人才只是一些拥有某种“有用知识”而待价而沽的人。在许多专门行业，如教师
、医生、法官、媒体人士的职业伦理和道德出现危机时，更是很少有人会把专业人员与公共负责精神
或社会义务联系到一起。法治周末：据李劼先生的回忆，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他发起的。但
是，后来的讨论偏离了他的主旨。而你当时对人文精神讨论有批评意见。我注意到，你在《阅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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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部分观点，与李劼的颇为相符。那么，你现在怎样看待当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徐贲：我与李
劼先生的观点相符吗？他在2002年的《有关人文精神讨论及其它“合作”旧事》里说，他希望“将来
的人们再谈论起人文精神时，联想到的应该是《红楼梦》、王国维，还有陈寅恪，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联想到的恰恰是他所没有联想的“其他人”，我在《阅读经典》
里特别论述的斯特劳斯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我并不认为《红楼梦》、王国维、陈寅恪跟我谈的人
文教育有什么关联。20年前，我关注人文精神讨论，把它当一个公共问题，而不只是一个文人的某种
“精神”问题来讨论。我写成一篇《从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人文精
神如果要对提高国民的素质有所帮助，就不应该把它只是当成文人气质的某种指标，而应该转变为大
学知识分子可以共同参与的一个教育实践目标，落实为一种在学校和课堂里有操作性的具体课程。张
闳在2014年的《就“人文精神讨论”答客问》有一个自我反思。他说，人文精神讨论“充斥着直陈式
的表态和道德教谕，不乏对话语权力的迷恋和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教师的姿态。这实际上是一场徒有‘
对话’形式却无‘对话’功能的‘对话’。这一倾向实际上助长了人文知识分子道德上的自命不凡和
面对现实时的精神狂躁”。我赞同这个看法。原载于《法治周末》２０１６－０３－０
１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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