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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灵魂转向，从而能够唤醒灵魂，认识自我价值，健全人格发展，达到

灵魂和谐，从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而当今教育存在着学生自我价值缺失的弊病，从而导致“空心人”

的现象比比皆是。通过分析柏拉图的灵魂和谐说来探寻其蕴含的教育理念，从而结合现代教育弊病，为

学生的健全人格发展以及自我价值性的探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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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to believes that 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 is to realize the soul’s turning, so as to awaken the 
soul, realize self-worth, improv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chieve soul harmony, and lead a mean-
ingful life. However, nowadays education has the disadvantage of students’ lack of self-value, which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of “hollow man” everywhe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lato’s soul harmony 
theory, the authors try to find a new way out for stud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self-
worth by combining the defects of moder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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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古希腊哲学的一大重要概念“灵魂”，其对个体的引导与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柏拉图师承苏

格拉底，进一步对灵魂做出了相应界定，其中《理想国》中提出的灵魂和谐说对现代教育而言具有诸多

参考价值。灵魂和谐说注重个体内部灵魂三部分的和谐，换言之即心灵的内部自洽性，其在自我价值的

探寻与重构以及灵魂状态的调和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引起学界诸多学者对柏拉图灵魂学说及其教

育理念本身展开热烈讨论。其中，黄裕生认为通过哲学这种爱智活动的训练，灵魂才能被引向理念世界

而获得关于作为最高理念的善的知识[1]。聂敏里认为内心的秩序亦即灵魂的各部分之间的平衡和协调被

看成是首要的，一个人全力所要做的不是实际地进行一种现实的社会生活，而是竭力保持自己内心的各

种力量之间的秩序和平衡，然后，在此基础上，才有行动的采取[2]。谢文郁认为在灵魂择定生活方式这

个语境中，灵魂面对这么多的生活方式，在他的意识中，他应该去考察这些生活方式，进而选择其中一

个在他看来是善的生活方式[3]。位涛认为个体成人的最终判断依据就在于灵魂的高度以及对于生活幸福

的指导力，即指向德性的教育是最终的成人性的教育。柏拉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由身体到灵魂的教育原

型，也为我们的教育活动提供了一个可供思考的教育理想图式[4]。邓安庆认为灵魂和谐是以一个高贵的

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也是当代道德教育最核心的理念[5]。概言之，迄今学界更多的是有关柏拉图“灵

魂和谐”理论及其教育理念本身的研究与讨论，但是把二者运用于思考当下教育中存在的深层问题以获

得有益启示的较为少见。本文将从柏拉图的灵魂和谐说出发，结合现代教育中缺乏对学生自我认知、自

我价值的教育，从而导致学生错误的认识自我，本文运用柏拉图的灵魂和谐理论完善现代教育理念，为

其提供借鉴，目的在于指引学生找寻真正的自我和过有德性的幸福生活。 

2. 灵魂和谐：寻找自我，成为自我 

(一) 柏拉图灵魂和谐说 
在柏拉图那里，灵魂作为一种品质与能力，由理性、激情以及欲望三个部分组成，各部分各司其职。

他说：“灵魂的理性部分是司令部。只有在人的理性灵魂那里，灵魂才能区分出高贵和优越，建构理性

秩序，控制身体中的激情和肉欲，使激情和肉欲的满足服从于灵魂对真正的善的追求”[6] (p. 568)，理智

使人能够进行思考并追求真理，具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能够引导人做出与真善美相符合的决定；欲望是

用来制造愉悦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活动，在柏拉图的文本中主要涉及灵魂对性、食物的欲望；激情介于

理智和欲望之间，是人们用来“感受愤怒”的，它是“理智的天然辅助者”，是理智的盟友，但如果它受

伤风败俗的教育所影响，就会与欲望联合进而反对理智。在这三者中，理智是最中心的环节，在善的情

况下，它起着领导作用，能够协调和控制激情与欲望。只有使人的灵魂的这三个部分彼此之间相互合作，

才可以使人自身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如果人在一些欲望的错误引导下，使得理性与欲望之间的中心地

位发生颠覆，那么灵魂的性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人的德性也会因此受到损害。灵魂具有好坏

的先验倾向之分，这就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灵魂和谐，让人的灵魂德性回归到“善”的本质中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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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之间的互不干涉，互相发挥其作用，最终实现灵魂内部的和谐。 
在《斐得若篇》中柏拉图将灵魂比作一辆马车，“灵魂看起来就像与一对带翅羽的马拉的马车及其

驾车者生长在一起的能力”[7] (p. 322)，在这座马车上面有一个驭手来进行驾驭，两匹飞马中一匹好一匹

坏，“这是一种譬喻式的说法，表明同一灵魂拥有不同的活动方式、机能或原理，但并不具有物质的组

成部分的含意。”[8] (p. 459)其中两匹飞马则分别代表灵魂的理性部分，即理性；以及灵魂的非理性部分，

即欲望和激情，而驭马者则代表个体本身。由个体来操控两匹马车，维持灵魂三部分的平衡，从而才能

够实现灵魂内部的和谐。而作为马车夫，调适自己的灵魂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达到平衡状态需要唤醒真

正的“自我”，这正是苏格拉底所倡导的“认识你自己”。在《理想国》卷四中，柏拉图认为只有在理

性、欲望和激情达到平衡，即灵魂达到和谐时，才能够被称之为一个节制的人，而这正与苏格拉底的观

点“聪明人或有节制的人，才能够认识自己”[9] (p. 150)相对应。为此，只有个体先认识自己，找到灵魂

中的“自我”，始终把自己放在人生信条的首位，才能够清楚明白地知晓自己究竟真正的志趣在何处，

对哪些事情是真心实意地感到有兴趣并且能够化作兴趣为自己前行的动力，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人生至善

而不断追寻，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盲从于社会自我，不顾自我想法，跟随着社会的浪潮随波逐流而像

行尸走肉般奋斗无疑是对自我的一种“摧残”。 
(二) 柏拉图灵肉关系 
灵魂作为柏拉图哲学核心性的存在，只有达到自身内部和谐的“灵魂”才是纯净的状态，由此才能

够追求至高无上的善，但是由于其坠入人间时受到肉体的玷污，此时灵魂是处在一种被蒙蔽的状态，只

有拜托肉体的束缚与玷污，重新回到灵魂和谐的状态，才能够继续追求至高的善，此时正确的理解“灵

肉关系”则能够为我们达到灵魂和谐提供理论基础，正如《斐多篇》所说：“事物死亡的过程就是灵魂从

肉体中脱离的过程，其结果就是肉体本身和灵魂实现分离，在此之后灵魂和肉体就处于一种离散的状态，

灵魂游离于形体之外，而肉体却会消亡。事物的死亡就是这样的。”[9] (p. 61)柏拉图认为灵魂是高于、

先于肉体的存在，灵魂在肉体生前就已经存在，并且会在肉体死后继续存在。肉体仅是一副躯壳，它所

关注的是外在的物质利益与欲望，而这并非是真正的善；灵魂才是本质，它所关注的是真正的真、善、

美。而认识自我则能够帮助我们洗涤干净肉体所带来的玷污，转而走向对个体自我人生意义的追求，最

终成为自己。在此过程中，欲望和激情不再被理性一味地打压，而是与理性处在一种平衡的地位，形成

由理性作为主导，欲望与激情作为动力源的灵魂和谐模式，推动个体能找寻到真正的自我。此外，个体

也不再会被外界物欲一味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在其心灵建立起自我调试机制，以此在面对不同选择时能

够排解和疏通自我，不再被拘泥于完美主义之中，为成为真正的自己夯实心灵基础。 
(三) 灵魂转向教育作用 
而为了使得灵魂能够摆脱束缚，重新回归灵魂和谐的状态，此时柏拉图认为就需要发生灵魂转向，

此时教育则起到了极大的启发作用，“教育所起的作用就是帮助灵魂逐渐摆脱重负，而这些重负就是拖

住灵魂的视力只让它看现象界而不让它看理念世界的那些东西，如各种感官的纵欲等等，一旦重负已释，

灵魂就可以自由地观照可知世界了”[10] (p. 277)，人们需要通过教育来引导和推动灵魂转向，通过实施

正当的教育，让灵魂洗涤干净肉体的玷污，从对物欲的满足转移到对于最终至善的实现，也就是对真、

善、美的德性追求。柏拉图这种侧重于灵魂教育的哲学思想强调外在的正义行为有赖于内在的正义灵魂，

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是让灵魂发现其本身所具有的善，从而使人能够实现灵魂的和谐。而教育正是这样

一种旨在为人们发现灵魂中天赋的品德，实现对善的理念的追求提供指引的手段。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还谈及有关灵魂和谐的技巧：“于是这方面或许有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即

一种使灵魂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

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10] (p. 278)其中，灵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2066


徐曼琦 等 
 

 

DOI: 10.12677/acpp.2025.142066 109 哲学进展 
 

魂的视力就是理性部分，柏拉图认为灵魂的欲望和激情部分都需要听从理性的指挥，让灵魂本身的视力

找到正确的方向，最终走向灵魂的转向，回归理念世界。而这就需要采取教育的方式来调节灵魂，即用

灵魂理性来控制欲望与激情，实现个人的正义。陈康老师认为：“既然在灵魂里只有空洞的(无知识内容

的)能力，一方面即无可回忆，因此教育不能引起回忆，另一方面使这能力向着正当的方向发展，即可获

得知识，因此教育乃是‘心灵转向’(即灵魂转向)。”[11] (p. 64)柏拉图的教育哲学思想正是通过灵魂转

向来使得城邦里的人们转向追求真、善、美以及至高的善，使人们心灵与灵魂得到发展，成为一个品质

高尚，灵魂健全的人，以此潜心追求神性的品德，即真、善、美，逐渐回忆起灵魂在天国时所获得的那种

真理。 

3. 重塑教育：在灵魂和谐中构建自我价值 

(一) 灵魂和谐：认识自己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9] (p. 26)，他认为，每一个人首先就是要“认识

你自己”，即对自我、自我目标进行一番审视，从而找到真正的自我性所在，因此在苏格拉底看来，没有

真正自我的个体同样也是痛苦的。而柏拉图也继承了这一思想，柏拉图认为哲学教育能够获得“一种使

灵魂尽可能容易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

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10] (p. 277)，柏

拉图认为通过教育能够使得灵魂超越肉体的束缚，从而达到一种自由自觉的状态，从而使得个体能够更

好地认识自己，重新构建起自我价值。借此，则需要巧妙地调节与平衡灵魂三要素，即让理性、欲望和

激情三部分各司其职，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从而形成一种以理性为指引，欲望与激情为动力的灵

魂和谐模式。 
(二) 个体空心化：缺失自我价值 
纵观当今社会，个体的“空心化”特征越发明显。许多人看似外在富足，实则内里精神贫瘠，而这与

他们个体灵魂内部的不和谐有着极大的关联。根据柏拉图灵魂和谐说，空心人则是灵魂不和谐的一大体

现，空心人第一次提出于托马斯·艾略特于 1925 年出版的《空心人》一诗中，其刻画了现代人空虚、虚

无的精神状态。而现如今在教育学意义上将其延伸为学生无法找到自我价值，这一类人没有灵魂的躯壳，

无法关照自己的灵魂，从而不能够利用灵魂来进行理性审视，进而无法追求善的知识，从而无法过上有

意义的生活。究其本质而言则是一种自我价值观的缺失。按照灵魂和谐说，“灵魂的这三个部分互相友

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同意由它领导而不反叛”[10] (p. 169)，因为灵魂三要素只

有理性部分具有良好的视力，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找寻自我价值。而“空心人”则是缺乏健全理

性，从而无法引导欲望和激情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与功能，最后导致其灵魂功能失调。在个体成长方面，

灵魂内部的不和谐则会引发“空心人”的问题，这将导致其能力单一、眼界受限等问题。而当其面临困

难时，由于个体能力单一，亦会致使其无所适从，最终淹没在问题堆中，最终导致身心崩溃。在社会影

响方面，若灵魂内部秩序的紊乱，这会导致他们在个人成长发展的道路上失去目标和动力，在现代社会

之中难以寻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进而使他们对自己在社会当中定位不清，无法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倘

若这种空心人的数量逐渐增多，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紊乱，陷入传统价值的失序等窘境中。其中，

学生灵魂不和谐，即自我性缺失的问题尤为明显。以现今社会为例，揠苗助长式的成才教育方向面临着

诸多困境——如今现代教育存在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即在教学活动对学生的评价以考试成绩为主，过分

地追求高分和名校，忽视了对于学生真正的自我追求的关注。根据上文所提及的柏拉图教育目的——使

人获得有关真、善、美的知识，反对单纯的对于知识的灌输性教育，以到达柏拉图理想的灵魂和谐状态。

再反观如今中国的应试教育体系，其远远颠覆了这种教育目的和本质，教育被异化为一种被迫地、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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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输入知识的模式，而学校则成了一个应试工厂。虽部分目前教育领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却仍摆脱

不了以应试为导向进行强制“成才”教育的思想桎梏。相应地，可以说当代中国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淡化

了教育的本质与目的，忽视学生的自我追求，即灵魂和谐的状态——柏拉图所认为的对于具有健全人格

的“成人”的教育培养。 
(三) 现代价值探寻：寻找自我价值 
为此，柏拉图的灵魂和谐说的现代价值则在于“认识你自己”，柏拉图认为人们能够通过教育来实

现灵魂转向，从而使得灵魂获得一种良好的视力，即能够运用理性的眼光正确的审视自己，能够摆脱肉

体欲望的束缚，探寻到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最终能够真正地实现灵魂和谐，从而去追求之高的善，而

这一现代价值则能够为破除上述所阐述的“空心人”困境提供方向指引。在具体的教育实践过程之中，

学生的灵魂和谐，即认识自己寻找过程，并非是顿悟式的，而也是像柏拉图洞穴喻中的囚徒一般，“这

是磨练人的品格和独立意识的个人修炼的过程，也是个体的灵魂上升到一个自由白主，获致属人性的高

度所必有的自我教育活动”[4]，这需要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发现的过程。反观我们的教育现状，存

在以下问题需引起重视：  
首先，从个体性发展的特点出发，人都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灵魂可以比作架着双马的战车，

其可以视为一个结合体，其中车夫是优秀的，有一匹马是优良血统的，但是另外一匹马却是杂种，这就

不可避免地使得驾车过程很困难”[12] (p. 125)，由于不同的人对于灵魂马车的驾驶程度有所不同，因此

其灵魂内部理性、欲望和激情三大部分的分配占比也是大相径庭的，而在柏拉图的灵魂和谐构建中，最

为重要的是发生一种灵魂的转向，即自我价值的重构。在现代应试教育的价值体系下，教育早已设立好

最终目标，即状元及第。这种过度强调工具理性。而忽略了欲望与激情的培养模式，会导致对学生个体

自我性的打压。而在高度理性的压抑之下，学生最终会丧失其“自我”，成为一个分数机器。除此之外，

灵魂和谐是作为一种健全人格的培养模式，旨在让学生个体在多方面能够得到相应的发展，但在应试教

育的高压下，学生个体仅在学习能力上得到了锻炼，只收获了学科性的知识却忽略了对其进行多方面的

培养。这就导致学生能力单一，眼界受限。在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学生，当其面临多领域的挑战

时，所呈现出来的是残缺的能力维度，最终连生活自理能力都可能会丧失，当其面临困境时，则由于自

我性的缺失，即灵魂的不和谐，则极容易在困境中迷失。而此时，柏拉图灵魂和谐说的现代价值则能够

得到完全的展现，这种自我价值性的强调能够打破现代教育的异化，即过度的工具理性的设定以及高压

的教育策略的设定，从而使学生能够从“教育成才”这个单一性的价值设定中脱离出来，能够自由自主

地运用价值理性去认识自己，树立起自我价值性，转向一种“教育成人”的自我价值性探寻的教育模型，

使其能够符合个体性发展的特点。 
其次，从学生灵魂和谐契合度本质上看，偏离教育本质、忽视灵魂教育成为学生自我价值缺失的主

要原因之一。2016 年 2 月 14 日，北京大学学生吴谢宇在福州市某中学教职员工宿舍内将自己的母亲杀

害。此案件引起全社会轰动，所有人都在思考：为什么如此一个高学历，高智商的孩子，会去杀害自己

的母亲？明明吴谢宇是在社会公认的“成才”教育模式下精心培育出来的“优秀人才”，这样一个才子

为何会行不孝之事呢？究其原因有很多方面，但其关键正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的一句话评价：

“他虽然有高智商，但内心却是空的，空到没有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自私冷漠到竟然杀害自己

的亲生母亲。其中，更为讽刺的是，谢天宇临刑前讲出其痛恨母亲的原因之一是，在初中期间母亲望子

成龙的教育理念给予其造成了巨大压力，从而导致其萌生了弑母的念头，而这种压力则会造成灵魂的不

和谐，灵魂无法提供良好的视力导致其无法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迷失了真正的

自我，从而处于一种与自己对话却无法得到自我灵魂回应的状态。这是一种“空心人”的现象，即便有

足够多的知识“粉饰”外在，却掩盖不了自我性的空虚。归根结底，是在教育之中灵魂和谐的缺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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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学生自我性，即自我价值建构的问题，从而导致学生在价值效能感方面急剧地下降，无法找寻真

正的自我，从而在社会洪流之中迷失了自我。此时，运用柏拉图的理论则能够正确地帮助学生去寻找自

我，能够迅速地使其从高压的自我价值缺失性困境之中脱离出来，进而避免造成严重的损害。 
这也向我们揭示了现代教育下对于教育本质的“异化”——将“成人”教育变成了单一的、功利的

“成才”教育，从而忽视对于灵魂和谐的关注，即真正自我的探索。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评

价：“20 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

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13] (p. 63)。
由于科技革命的发展，现代教育过度地追求科学知识，科技成果等，即理性。从根本上讲，现代教育只

注重成果，即“成才”，而忽略了对“成人”的培养，最终导致教育的“异化”，柏拉图的灵魂和谐说的

现实价值恰好能够为解决这种“异化”提供一种可行之路，使人的理性、激情与欲望得到最终的统一，

能够使得学生真正地认识自己，从而探寻到真正的自我价值，复归教育的本质，实现其自我价值。  

4. 学以成人：柏拉图灵魂和谐思想与现代教育观的融合 

(一) 教育价值目标的转向：从“成才”转向“成人” 
为了促进学生个体灵魂的和谐发展，我们不仅需要保证其获取足够的知识，还需要关注其在具备知

识后又应走向怎样的发展道路。从古典教育到现代教育，人类的教育发展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变迁，教育

理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教育最早可追溯至希腊人与罗马人的教育，其以古典罗马希腊文化、

哲学和文学为主要教育内容，强调对古典知识的传承和价值的挖掘，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

素养，柏拉图的教育哲学思想便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教育理念。在“洞穴之喻”中：“在人类永恒的洞穴

中，教育是促使人眼睛转向光明、灵魂转向善的技艺，它本身就包含一种引导人上升的力量，这种引导

是必需的，这是教育本身所包含的价值规定性。”[14]这说明通过接受教育，人们不仅能够增强自身的理

性能力，亦能达到善的境界，最终成为具有融合了“真善美”德性的和谐灵魂之人。 
然而，在现代知识教育有所偏颇的背景下，个体的教育被单一的、僵化分数量化，而其自身的能力

也被迫归结于分数的高低，这无疑是对教育目的的异化。在极度应试的背景下，个体的理性将出现偏差，

从而造成自我的缺位，无法认识自己的价值所在，从而阻碍和谐灵魂的构建。这种片面追求功利化，忽

视学生个体成长特殊性的现代教育观念实际上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培养以及和谐灵魂的构建。 
现代教育观念以“学以成才”为核心，目的在于培养出更多理性的“工具型人才”。但在柏拉图的

“灵魂和谐”理论中，理性、激情和欲望之间是需要取得平衡的。理性太过则招致激情和欲望的消退，

如应试模式下单一的“成才”培养体系过于强调“理性”，那么学生的激情欲望也就是学生学习的兴趣

和动力就会相应地受到压抑。长期接受灵魂“失调”的成才教育将进一步腐蚀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学习

因此逐渐成为一种“被迫式”任务。而失去了从学习中找寻价值和目标的动力亦会导致学生内心的空泛

和精神的空虚。这是一种偏离教育本质、忽视灵魂教育的教育模式，其同样是致使当下中国“空心人”

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社会功利主义思想的裹挟下，“成才”教育被发展为追求极端知识素养而

忽视个体发展的异化教育。在这一教育体系中，个体的“自我”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对他人的满足，

也就是获得他人的认可、满足社会的期待。至于学生的表现、道德素养则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这一

切加速着个体“灵魂”的异化与消逝。即便个体已经拥有足够多的知识，或许已经是当之无愧的领域“人

才”，达成教育的“成才”目标，却也无法治愈内心的空洞与灵魂的空虚。不少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面临的

是择业困难、发展迷茫以及面对社会的无所适从，这些都导致了社会“空心病”的泛化。而归根结底，这

是“成人”教育的缺位，亦即现实的教育没有协调好灵魂内部各要素的平衡，未能在“成才”与“成人”

之间找到平衡的基点导致的。如果说，成才教育偏重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过于重视分数和文凭，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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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则重视身心健康，以灵魂作为主宰，调和灵魂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以此形成和谐充盈的和谐内

在，避免心灵的空洞化。 
“成人”教育重视人文素养和价值观教育，包括人生意义、责任担当、自我认知、自我实现、自我超

越等方面的教育引导，以此避免生活空虚。成才先成人，想要成为全方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首先要避

免内心的空化，也就是要通过教育首先塑造其内在灵魂的和谐与完满，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柏

拉图关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分级教育理论，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逐步从身体走向灵魂、从成才通往成人，

以此实现身心健康、知识丰富、人格健全之目的的教育模式借鉴。可以说，目前的教育模式只注重了知

识教育的浅层功效，忽视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没有以教育的手段真正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充盈

起来使个体的“小宇宙”更为圆满，从而导致了教育极端追求“学以成才”的目标，却忽视了教育的“成

人”向度。基于此，“成人”教育从“成为你自己”的价值角度出发，呼吁教育应重视发展个体灵魂和

谐、道德修养、知识素养、审美能力等等，意在转变传统教育单一的“成才”追求，从更为多元的角度为

塑造个体灵魂和谐提供教育途径。 
(二) “学以成人”：自主为学助推教育“成人”目标的实现 
接受教育是为实现“灵魂和谐”打地基。而除了获取充分的知识储备、走向“成才”的目标之外，更

重要的是在教育中逐渐找寻自我、完善人格，追逐“成人”的教育境界，以此实现“灵魂和谐”。教育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灵魂转向”，也就是使人获得有关真、善、美的知识，从而达成灵魂的“和

谐”，这与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学以成人”的价值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学以成人”不仅是

一种求知之学，更是一门强调道德修养及品性养成的德性之学。“成人”实际上就是对儒家君子之道的

追求。从这一视角出发，“为学”是基于人的自觉，主张个体在学习方面发挥主动性，从而达到“学”之

自觉的一种学习方式或者说学习自主性。而“成人”则是在达学后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亦即一种精

神上的、思想上的圆融。可以说，“成人”的目的是教育实现灵魂和谐的体现，而“为学”自主性的构造

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成人”目标奠定基础。 
实际上，要想实现教育的“成人”目标向度，不仅需要从作为客体的教育模式入手优化其自身设置，

还要作为主体的受教育者从个体的角度出发，树立起自觉“学以成人”的为学自主性，亦即对“自我”进

行阐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为学”的“为”不仅是求知，更是好知、乐知。

《论语·阳货》中记载：“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15]；只有主动地向学，才能更好地将知识铺就成

通往“成人”的路径，亦即从广博的知识境界上升为至善的灵魂和谐境界，真正的在思想和精神层面达

己成人。这其中，作为主体本身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就像柏拉图在其“洞穴喻”中所描绘的

那样，有些人主动挣脱枷锁，走出黑暗的洞穴，而有的人则将洞穴墙壁上的投影视作“真理”。二者的差

别就在于是否主动踏出“灵魂转向”的关键一步，唤醒泯然于黑暗中的“自我”，从而主动走向光明。因

此，除了从客观层面优化与调整教育模式之外，我们还需要聚焦于作为主体的学生本身，注重孤立“个

体”主动践行自主“为学”、学以成人的原则。当然，“为学”不仅是一种学习自觉或自主性，其更包含

了道德修养的面向。因此，教育在这一维度上显然不再只是单纯的“成才”教育，更是修养君子品行，注

重个体道德素养的“成人”教育。毕竟“灵魂和谐”要实现的是学生个体自我的灵魂和谐，这也关系到其

未来走向“成人”的发展路径。如此，教育所要关心的就不仅仅是教会学生知识，而是教导学生“成人”，

真正塑造出一个兼具德与善的和谐完满的灵魂。 
(三) 通过教育实现“灵魂转向”：“灵魂和谐说”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列奥·施特劳斯曾这样评价道：“现代教育过于强调科学知识的灌输教育而导致的个人生存危机称

之为现代性危机。”[16]从根本上说，现代教育观念的异化发展造就了人类社会出现精神弊病。基于此，

我们可以通过参考柏拉图的“灵魂和谐”理念，从中汲取有益经验，去找寻灵魂的“自我”，调适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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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和欲望三者的关系，以此唤醒个体的“德性”，让人们的灵魂得以升华，实现柏拉图灵魂和谐思想

与现代教育观的融汇贯通。 
《理想国》中，教育的普遍目的是构建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培养城邦居民的德行品格，

这为现代教育观提供了有益借鉴。基于“灵魂和谐”理论的根本基底，教育模式的优化首先是在关注知

识教育之余重视素质教育，将智育德育二手齐抓。我们可以通过丰富学科设置，更好地推行学科教育与

道德美育，达到“知识育人”的效果，在这一方面还需要规范各类“兴趣班”的培训内容，使“兴趣考

级”不再成为兴趣班应试化发展的推手。此外，审美教育等亦是实现灵魂和谐的重要部分。在柏拉图看

来，音乐与体育亦是和谐灵魂的重要组成要素，个体的审美能力以及健康的体魄是达成灵魂“和谐”状

态的有力保障。因此，在保证学科知识教育有序进行的基础上，还应保证各类教育系统中，音体美等美

育课程不缺位，促进教育“成才”目标与“成人”价值的平衡，推动健全人格的培养，以此实现“灵魂的

转向”。此外，教育模式的变革还应立足学生个体灵魂和谐的建构目标，发挥教育使人“成人”的作用，

关注学生需求，合理配置知识教授与思想引导在教育体系中的整体构成，以此推动丰富的知识与充盈的

精神在教育中实现圆融，更好地助力学生个体的成长与发展。 
通过借鉴柏拉图的灵魂和谐思想还有助于推动“学以成人”的价值向度进一步融入现代教育观，促

使现代教育模式优化调整，变单一的“成才”目标为关注学生“成人”的多元发展追求。注重个体灵魂塑

造，这是教育的本质追求，亦是培养健全人格的必要环节。唯有实现灵魂各部分的和谐，我们才能建构

出完满自洽的个体“小宇宙”，以达致“善”的人生境界。 
教育之“学以成人”除了树立教人“成才”的目标，更要实现育人“成人”的价值，关注个体的自我

塑造，以此促进灵魂的和谐发展 。基于此，柏拉图灵魂和谐思想与现代教育观的融合能够为优化现代教育

模式提供有益的参考。成才先成人，这不仅有利于健全人格的培养，更是实现教育本真目的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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