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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被淡忘的教育理念:以逻辑服人〔∗〕

———昆体良«雄辩术原理»中的哲学思想

○ 吴长法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系ꎬ 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００)

〔摘　 要〕昆体良是古罗马教育史上影响最大、最负有盛名的雄辩家和教育家ꎮ 他

的代表作«雄辩术原理»系统概括和总结了古罗马教育的实践经验ꎬ提出了较为完整的

雄辩教育思想以及培养雄辩家的方法、原则和具体内容ꎮ 昆体良在继承西塞罗等人教

育主张的基础上专门研究了雄辩家、演说者的逻辑训练问题ꎬ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一套

雄辩教育逻辑思想体系ꎬ他强调逻辑思维与逻辑知识不仅是教育的应有之义ꎬ是教育的

基本内容ꎬ而且其理论中的逻辑思维和逻辑知识打破了当时哲学家与雄辩家老死不相

往来的隔阂ꎬ让其教育理论更具科学性ꎮ 无论是对教育理论的总结和创新ꎬ还是培养雄

辩家的教育实践和过程ꎬ昆体良在践行自己教育理念中始终坚持内在的“逻辑思维”ꎮ
〔关键词〕昆体良ꎻ雄辩家ꎻ教育ꎻ逻辑思维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ꎬ１９００ － １９９５)曾经提出:“尽管中国

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ꎬ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

代的中国发生?”对于这个“李约瑟难题”ꎬ一直以来都是见仁见智ꎮ 其中ꎬ若从

哲学的高度来看ꎬ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哲学思维上的因素所导致的ꎬ即中国古代

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ꎬ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ꎮ 爱因斯坦于 １９５３ 年提

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ꎬ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

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ꎮ 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体系

中所缺乏的正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大发展基

础ꎬ而古代西方却有着较为发达的哲学体系ꎬ其中形式逻辑便是重要组成部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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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ꎮ 并且把形式逻辑思想作为教育中的主要内容来进行社会培养ꎬ使这种哲学

思维成为教育中的必要内容ꎬ更是成为人的思维方法ꎬ推动了西方科学、社会的

发展ꎬ所以西方走上了近现代科学之路ꎬ而古代中国却没有ꎮ 在这一方面ꎬ古罗

马帝国时期的雄辩家、教育家昆体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ꎬ其代表作«雄辩术原

理»更是在西方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ꎬ至今仍闪耀着光芒ꎮ

一、逻辑思维是昆体良教育思想的基础

昆体良(Ｑｕｉｎｔｉｌｉａｎｕｓ)于公元 ３５ 年出生于西班牙北部布罗河上游加拉古里

斯的一个小镇ꎬ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雄辩家和教育家ꎮ 他先在罗马文法学校学

习ꎬ公元 ５８ 年ꎬ学习结束后ꎬ回到西班牙开始工作ꎬ主要从事律师和雄辩术的讲

授工作ꎮ 由于他在西班牙工作出色ꎬ公元 ６８ 年应召回罗马工作ꎬ主要任务是开

办学校ꎮ 昆体良一生教育活动的重要转折点在公元 ７０ 年ꎮ 这一年古罗马皇帝

维斯帕西安(Ｖｅｓｐａｓｉａｎｕｓ)首次下令ꎬ由国家开办雄辩术学校ꎬ所需办学经费全部

由国家支付ꎬ当时开办的雄辩术学校有两所ꎬ一所是拉丁语雄辩术学校ꎬ一所是

希腊语雄辩术学校ꎮ 罗马皇帝亲自授命昆体良主持拉丁语雄辩术学校工作ꎬ同
时他也是罗马皇室委任的第一位修辞学教授ꎬ第一位公职教师(罗马教育史

上)ꎮ 昆体良在拉丁语雄辩术学校前后工作长达 ２０ 年ꎬ公元 ９０ 年退休ꎮ 退休以

后ꎬ昆体良主要从事教育理论的总结和著述工作ꎬ同时还担任了罗马皇室的家庭

教师工作ꎬ还被皇帝赐封为“执政官”的荣誉称号ꎮ〔１〕

昆体良所处的时代ꎬ是地中海被古罗马征服后ꎬ古罗马帝国的专制统治逐步

加强ꎬ经济发展逐渐多元化ꎬ国内农业科技得到快速提高ꎬ同时ꎬ手工行业也得到

了较大发展的时代ꎮ 罗马帝国统一后ꎬ统治阶级注重与经营者沟通ꎬ加强和周边

民族的关系ꎬ商业活动较为繁荣ꎬ在频繁的商业贸易中ꎬ各民族彼此处于平等地

位、自由地从事生产并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自由地交换其产品ꎬ这样的社会生活灌

输给人们的是自由、平等、开放的意识ꎮ〔２〕 苏格拉底之前的思想家、哲学家ꎬ都是

用科学家的眼光审视自然ꎬ从苏格拉底开始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家、哲学家ꎬ
他们的思想逐渐从对自然的兴趣转向于对人的研究ꎮ 他们比较强调个人的尊严

和地位ꎬ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ꎬ人们可以直接与国家对话ꎮ 到古罗马共和后期ꎬ
演讲艺术成为获得政治权力和法律诉讼胜利的重要工具ꎬ能言善辩成为促使一

个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基本条件之一ꎮ 因此ꎬ古罗马掀起了学习文法和修辞学的

热潮ꎬ促进了雄辩教育的迅速发展ꎮ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ꎬ昆体良不仅是当时著

名的雄辩家ꎬ而且也通过自己的实践培养雄辩家ꎮ 他对教育活动进行了深入研

究ꎬ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ꎬ特别是在他从事律师工作的实践中ꎬ把形势逻

辑思维应用充实到雄辩术理论教学内容中去ꎮ〔３〕 他提出了许多精辟而独到的见

解ꎬ其«雄辩术原理»一书是西方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法论著作ꎮ
昆体良在继承西塞罗等人教育主张的基础上专门研究了雄辩家、演说者的

逻辑训练问题ꎬ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一套雄辩教育逻辑思想体系ꎬ正如后人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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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ꎬ“昆体良对雄辩家的理解ꎬ以及培养雄辩家的教育途径、内容的见解都

是西塞罗思想的延伸ꎮ” 〔４〕而这种“延伸”体现在培养雄辩家的教育过程中融合

哲学教育ꎬ在当时哲学家和雄辩家之间的对立日益加剧的社会风气下ꎬ这需要非

常大的胆识和学识ꎮ 昆体良在他的代表作«雄辩术原理»中对如何培养完美的

雄辩家进行了系统阐述ꎬ并在其教育理论的总结中将逻辑思维和逻辑知识融入

在他的教育理念中ꎬ并贯穿在他一生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实践中ꎮ 其教育思想主

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教育目的的探讨和总结ꎬ并在教育目的完成过程

中ꎬ始终坚持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逻辑思维训练及逻辑知识的培养ꎬ认为若没

有这种训练和积累ꎬ教育者不可能成为一位好教师ꎬ被教育者也不可能成为一位

优秀的雄辩家ꎮ 昆体良认为雄辩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善良的、精于雄辩

的人”ꎬ即道德高尚的在雄辩术的造诣上达到完美之境的雄辩家ꎮ 而要达到这

一目标ꎬ昆体良特别强调需要一个逻辑前提和起点ꎬ他提出德行是一个真正的雄

辩家应该必须具备的第一品质和基本前提ꎮ 他说:“我并不承认有些人的主张ꎬ
他们把正直的原则和高尚的行为看作只是与哲学家有关的事ꎮ” 〔５〕 在昆体良看

来ꎬ这样的逻辑思维与逻辑知识不仅仅只是哲学家需要掌握的ꎬ一个雄辩家也不

能不了解ꎮ 二是昆体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ꎬ借鉴其老师帕利门的教学形

式ꎬ主张在教育逻辑形式上ꎬ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ꎬ并从实际情况出发ꎬ极力论

证了学校教育的价值ꎬ从而逐级扭转了当时社会上重视家庭教育而反对学校教

育的风气ꎮ 同时ꎬ按照人成长的逻辑顺序ꎬ昆体良提出教育过程的阶段性ꎬ即从

第一阶段的家庭教育到第四阶段的雄辩术学校ꎬ只有完成了这一教育逻辑中的

每个阶段的教育目的ꎬ才能达到最终的教育目标ꎮ 正因为遵循了这样的逻辑性ꎬ
昆体良在教育实践中便自然有了“因材施教”“班级教学”等概念的运用ꎮ 而且

因为人的差异性ꎬ教育方式也就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ꎮ〔６〕 从昆体良的整体教育

理论来看ꎬ他强调了逻辑思维与逻辑知识不仅是教育的应有之义ꎬ是教育的基本

内容ꎬ而且其理论中的逻辑思维和逻辑知识打破了当时哲学家与雄辩家老死不

相往来的隔阂ꎬ让其教育理论更具科学性ꎮ

二、教与学中的逻辑价值

昆体良的教育目的是培养精于雄辩术而又善良的雄辩家ꎬ而一个优秀的雄

辩家不仅仅要掌握善于演说的言辞技巧ꎬ还要善于掌握所面对事物的内在逻辑ꎬ
理顺关系ꎬ“不管人类生活中出现了什么事情ꎬ(因为ꎬ一个雄辩家所应密切关注

的正是他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人类生活)ꎬ一个雄辩家都应该加以考察ꎬ倾听ꎬ研
究ꎬ讨论ꎬ把握并加以处置ꎮ” 〔７〕而在其教育实践中ꎬ昆体良强调必须教育学习者

以事物内在的逻辑关系ꎬ利用事物的因果关系达到教育目的ꎮ 为达到培养雄辩

家这一目的ꎬ昆体良在其教育实践中将教学过程以分阶段实施为方式ꎬ每个教学

阶段目的是完成教学总体目的的细化ꎬ以人成长和接受能力逐渐提高的逻辑关

系为内在发展动力ꎬ完成知识循序渐进的累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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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的过程中ꎬ昆体良提出教师通过提问ꎬ既能集中学生的学习注意力ꎬ
又能维持班级教学秩序ꎬ还有更为重大的作用ꎬ就是可以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发

现问题的能力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教学语言和教学思维便成

了教育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ꎮ 教育效果的取得主要依靠教学语言完成ꎬ
语言是教师与学生交流的主体ꎬ是教师传达教学意识和教学观念的主要途径ꎬ它
具有直接性、描述性、感染性ꎮ 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若没有清晰的逻辑思维ꎬ教
学语言的组织与运用必然混乱ꎬ不但不能完成教育任务ꎬ更不用说能培养出具有

极强逻辑思维的雄辩家ꎬ还会对受教育者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ꎬ甚至是影响终

身ꎬ“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奥尼达的某些坏习惯稍稍浸染了他ꎬ于是从童年受教

育直到长大成人ꎬ甚至成了最伟大的国王ꎬ这些习惯仍然难以改掉ꎮ” 〔８〕 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ꎬ必须以逻辑推理意识为指导ꎬ引导受教育者了解事物之间存在的逻

辑关系ꎬ并通过语言培养推理能力ꎬ更加系统地掌握知识ꎮ 在教育过程中ꎬ昆体

良尤其提出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进行互动ꎬ对学生的回答教师要做出恰如其分的

评价ꎬ以及有效地回答学生的提问ꎮ 这种情况下ꎬ发挥语言的描绘性和感染性尤

其重要ꎮ 设置与内容相关的情感体验ꎬ建立逻辑性思维空间ꎬ使学生情景交融ꎬ
在有高度和深度的思想指导下ꎬ通过师生语言交流ꎬ完成课堂内容的逻辑分析与

思考ꎬ最终达到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目的ꎮ 从而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体现逻

辑的价值ꎮ
现代研究表明ꎬ个体智力开发程度与三个方面的能力紧密相关:逻辑思维能

力、口头书面表达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ꎮ 其中ꎬ逻辑思维是从准确的概念理解

入手ꎬ遵循正确的判断和推理的方法ꎬ用全面、系统的观点更理性、有效地解决工

作、生活中的问题ꎮ 而口头书面表达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逻辑思维和逻

辑知识的基础之上ꎮ 逻辑思维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ꎬ若缺乏逻辑思维ꎬ人类提出

的新思想就不会得到论证ꎬ就难以被人接受ꎬ对人的言行就没有指导作用ꎮ 没有

逻辑思维ꎬ人类的科学知识也就失去了理性的基础ꎬ创造性思维能力也无法培

养ꎬ人类的认识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ꎮ
从本质上讲ꎬ逻辑思维的现实目标就在于提高认识能力、指导思维实践、推

进理性文明ꎮ 逻辑是发明、发现、创造知识的知识ꎬ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方法、理
论、规律ꎮ 一个受教育者如不能进行逻辑思维的训练或培养ꎬ不仅会影响其认识

世界的能力ꎬ即使是最普通的语言表达都会出现问题ꎮ 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曾

说过:写好文章ꎬ要首先研究逻辑ꎮ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罗素ꎬ“只有

那些能涌现出逻辑、理论的思想巨人ꎬ并且这些巨人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够获得足

够的重视和拥有众多的继承者的语族ꎬ才可能真正成为人类思想史中逻辑、理论

的巨族ꎮ”“人类正是依靠了这些逻辑、理论的巨族才获得了巨大的文明进化的

动力乃至进化的文明本身ꎮ” 〔９〕

而对昆体良所要培养的雄辩家来说ꎬ这种具有科学、准确、严谨等特征的逻

辑思维正是雄辩家们最起码的能力ꎬ如果不具备逻辑思维能力ꎬ也无法具备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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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素养所支撑的雄辩术ꎮ 当然这种能力的培养不仅仅需要教育者重视ꎬ受
教育者在受教育过程中也要时刻予以重视ꎮ 而且这种能力的培养不是短时间的

突击就能达到的ꎬ它需要日积月累的教育和熏陶ꎮ 当时曾有一批雄辩术导师只

强调雄辩的技巧ꎬ认为只要辩胜即可ꎬ不必进行长期的系统的知识积累ꎬ更不需

要广博的知识基础ꎮ 针对这种不正之风ꎬ昆体良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

做法ꎬ并力排众议ꎬ强调“除非很好地、真正地打好基础ꎬ否则ꎬ上层建筑就会倒

塌ꎮ” 〔１０〕正因如此ꎬ昆体良突破当时教育中的狭隘界限ꎬ按照学龄前教育、初等教

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逻辑顺序ꎬ提出对雄辩家的培养应从咿呀学语开始ꎬ
直到他成为一个合格的雄辩家ꎮ〔１１〕 一个雄辩家只有把思想表述得有条理性、层
次性ꎬ才能使人知道他的思想是有充足理由的ꎬ是合乎理性地得出的ꎬ才能使人

知道其所论辩的主题是合乎情理和规律的ꎬ也是应该被支持和被拥护的ꎬ而这一

切的基础便是逻辑思维和逻辑知识ꎮ

三、“以德服人”的基础是“以逻辑服人”

昆体良在其«雄辩术原理»一书中阐述了许多的教育理念ꎬ其中他特别强调

了一个无论对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ꎬ即“德”ꎮ 对教育者

来说ꎬ要求在教育过程中做到“以德服人”ꎻ对被教育者来说ꎬ要成为一个雄辩

家ꎬ首先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ꎬ即具有良好的品德ꎬ然后在论辩中ꎬ根据事理

和个人品德魅力来赢得胜利ꎮ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ꎬ这种“德”中蕴含着普遍的逻

辑性思维ꎮ 某种程度上ꎬ无论是教师的“以德服人”ꎬ还是雄辩家借助“品德”的
胜利ꎬ都是一种“以逻辑服人”的体现ꎮ

昆体良指出:“一个未来的雄辩家ꎬ一个必将生活于广大公众之中并谙悉公

共事务的人ꎬ应当从童年时代就习惯于见了人不致羞涩腼腆ꎬ也不应过着颓唐孤

僻有如隐士的生活ꎮ 头脑需要不断得到激励和鼓舞ꎬ而在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

中ꎬ它不是凋残下去ꎬ成为湮没无闻的陈迹ꎬ就是走向另一极端ꎮ” 〔１２〕 众所周知ꎬ
昆体良所要培养的雄辩家不仅仅只是在法庭上取得胜利的律师或在演说中取得

成功的政客ꎬ而是希望造就一个能担负起公共责任并主持正义的人ꎮ 而当需要

造就的雄辩家如果不能融于社会ꎬ不能从公众生活中得到知识给养ꎬ不关注公共

事务ꎬ怎么能担负起社会的公共责任? 融于广大公众之中ꎬ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

者能够从童年时代开始习惯于公众生活中的社会逻辑ꎬ让融于社会、融于生活中

的逻辑思维和逻辑知识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客观自然ꎮ 雄辩家的品德要求ꎬ不
仅需要教育者的引导和传授ꎬ更需要根据逻辑思维进行专门的教育ꎮ 对受教育

者“德”的要求和培养ꎬ其价值取向之一便是让受教育者具有逻辑意识ꎬ懂得逻

辑思维ꎬ积累逻辑知识ꎮ 因为逻辑是规范性科学ꎬ人们学习逻辑ꎬ能使一个人的

言行更具有规范性ꎬ促使人们增强自觉遵守和运用逻辑规则的意识ꎬ使其思想更

加严密、更加确切地反映客观实际和更准确地表达思想ꎬ有益于杜绝偏见、摈弃

恶习ꎬ并最终培养人的耐心细致、客观公正、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的品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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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教育功能之一ꎬ是培养人的正确思维意识和习惯ꎮ 如果一个人不能

培养正确的思维意识ꎬ不但不能取得扎实而广博的知识积累ꎬ更甚者会导致思想

上的混乱ꎬ甚至邪念滋生ꎮ 一旦一个人“如果头脑不能完全摆脱邪念ꎬ他就不可

能想到追求最高尚的学问”ꎮ〔１３〕当一个受教育者没有了正确的思维意识ꎬ就会产

生不正确甚至是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ꎮ 昆体良在培养雄辩家时ꎬ特别

强调这种品德需求背后的逻辑意义及其重要性ꎮ 如果只强调雄辩的技巧ꎬ目的

无非是“孜孜于猎取地位ꎬ汲汲于追逐财富ꎬ耽溺于以此等追求为乐”ꎬ〔１４〕 “如果

让这一切剥夺我们大量学习时间ꎬ野心、贪婪、嫉妒由此而产生ꎬ邪念由此产

生ꎮ” 〔１５〕一个有邪念的具有雄辩技巧的雄辩家对社会将会产生极大的危害ꎮ 正

如昆体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以演说的才能去支持罪恶ꎬ那么无论从私人的还

是公共的角度看ꎬ没有什么东西比雄辩术更为有害的了ꎮ” 〔１６〕 如果这样ꎬ教育者

不是贡献社会ꎬ而是在危害社会ꎬ“不是给战士提供武器ꎬ而是给强盗提供武

器”ꎮ〔１７〕

逻辑要求人的思维必须遵守一定的思维规律和规则ꎬ这些规律和规则是人

们长期思维活动中约定俗成的ꎬ是人类思维的客观规律和规则ꎮ 运用一系列逻

辑方法ꎬ有利于人们减少思维的弯路、避免误入歧途ꎻ同时ꎬ由于推理形式和证明

形式的发明和应用ꎬ就使得有可能发挥推理和逻辑证明的效能ꎬ为取得人所必须

的知识提供简捷的手段ꎮ 对雄辩家来说ꎬ遵守一定的思维规律和规则ꎬ不仅可以

作为辩说的武器ꎬ更是让其辩说没有被指责的漏洞和过错ꎮ 大到一个社会、国
家ꎬ小到个人ꎬ最基本的思维规律就是蕴涵在当时社会道德原理中的逻辑思维和

标准ꎮ 昆体良在谈到雄辩家的培养时指出ꎬ“雄辩家首先必须学习道德原理ꎬ必
须透彻了解一切正义的、值得尊敬的事项ꎬ没有这种了解ꎬ任何人既不能成为善

良的人ꎬ也不能成为能干的演说家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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