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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郑燮幼儿家教思想探微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　２２５３００）

摘　要：郑燮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有其独特的见解。在郑燮看来，孩子的学习成功与否，既取决于老师，

也取决于家庭成员的影响。家长爱孩子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理智地对待孩子，特别要把做“好人”作为家庭教育的首要任

务。同时，在教育方法方面，要注意根据孩子的成长特点，解除对孩子的束缚，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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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燮 （１６９５—１７６５），字克柔，号郑燮，泰州兴化

人。郑燮为“扬州八怪”之一，他既是一个清正廉洁

的县令，也是一个善于教育子女的高手。郑燮在家

庭教育方面有其独特的见解，他一生子息艰难，结发

夫人徐氏在郑燮３０岁时已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

子，儿子就是“蕆儿”，不料“蕆儿”约在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夭折，郑燮悲痛不已。后来续弦夫人郭氏不

曾得子，直到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其妾饶氏才生下郑

麟。郑燮年逾知命之年，居然得偿夙愿，其舔犊之

情，可以想见。但郑燮的爱子之道，却冷静、睿智而

超凡。［１］１

一、立学有成，多为家教之功

郑燮被派到山东潍县去做知县，将儿子（即饶氏

之子郑麟）留在家里，让妻子及弟弟郑墨照管。郑燮

担心自己的儿子被娇惯变坏，所以，他身在山东，而

心念在家的儿子，经常写信给他的堂弟郑墨，这些信

收集在《板桥集》中，被称为《板桥家书》，这些家书谈

及的内容很多，其中不少是指导郑墨如何教育和引

导他儿子的。

如上所述，郑墨是郑燮的堂弟，字五桥，小郑燮

２５岁，是郑燮叔父的独生子。郑燮没有同胞兄弟，

只有这个堂弟，他们感情很深。郑燮曾在《小廊》一

诗中说：“我无亲弟兄，同堂仅二人。上推父与叔，岂

不同一身？”［２］７０两人的手足深情，以至于“离家一两

月，念尔不能忘。”［２］７０郑墨是一位憨厚勤谨的读书

人，郑燮对他寄以兴家、教子多方面的厚望。他说：

“老兄似有才，苦不受绳尺；贤弟才似短，循循受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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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家望贤弟，老兄太浮夸。”［２］７０郑燮看出小弟

同自己不是一类之才，便不以仕途经济文学艺术相

劝进，而是以治家的重任相托。郑墨不负哥哥所望，

只手撑家，举凡卜宅、买地、侍嫂、教侄，事无巨细，勉

力操持，既表现出郑墨的治家才干，也表现出全力支

持乃兄事业的自我牺牲精神。［１］３

郑燮重视师教亦注重家教。他在《潍县署中寄

内弟》中说：“儿辈读书督促之责，教师负十分之六，

父母负十分之四。散学后管教之责，全在尔

身。”［１］４７虽然这里把家教和师教之责“四六开”未必

科学，但强调家教与师教的良好配合，共同承担教育

子女责任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郑燮认为，家长对

老师的态度会对孩子产生无形的影响。郑燮是尊师

重教的。他说：“夫择师为难，敬师为要。”［２］３０所以，

他在《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中要求其弟尊敬老师，

不得稍有怠慢，在对待他的儿子的老师方面，他强调

要认真选好老师。他说：“择师不得不审”，但选好老

师之后就要尊敬老师，尽管当地的老师有这样那样

的缺点，但其礼节尊崇却不能废，他强调说：“既择定

矣，便当尊之敬之，何得复寻其短？吾人一涉宦途，

即不能自课其子弟。其所延师，不过一方之秀，未必

海内名流。或暗笑其非，或明指其误，为师者既不自

安，而教法不能尽心。”［２］３０同时寻找老师的短处，指

责老师也会对孩子产生不利的影响，他认为“子弟复

持藐忽心而不力于学，此最是受病处。”最好的办法

“不如就师之所长，且训吾子弟之不逮。如必不可

从，少待来年，更请他师，而年内之礼节尊崇，必不可

废。”［２］３０－３１可见，一旦家长寻找老师的短处，指责老

师，就会影响老师的教学情绪，也会影响孩子的学习

积极性。

郑燮还认为，家长的素质和行为会对孩子产生

重要影响，所以，郑燮不仅指导郑墨怎样教孩子，而

且指导郑墨注重自己的修养，用自己良好的行为去

感染孩子。如，他要求郑墨尽心务农，收拾齐备农具

及家中生活器具，男耕女织，养成一种“靠田园长子

孙气象”［２］３２，目的就是要让孩子从小树立重农思

想。还有如，郑燮在信中希望郑墨体恤贫苦之人，如

果人家要借钱，必须要成全；假如不能偿还，也要宽

容他。他谆谆告诫郑墨，不要以富贵贫贱论人，要宽

厚对待家中的佣人，并将自己当年悄悄烧掉佣人的

前辈所订立的契据、从不要求佣人立契据之事讲给

堂弟听；又教育郑墨与人为善，要看到别人的长处，

不要光看别人的短处。此外，郑燮还劝郑墨自己也

要认真读书。他说：“二弟在家不肯读书，屡劝不信，

吾唯画兰蕙以解其恼。并仿此《离骚》数句：根之茂

兮，土弗离。花之美兮，香堪娱。品纵雅兮，叶与扶

持。总不若春风吹女兮，花叶依依。”［３］３９９郑燮的这

些劝导既是为其弟本身立身做人考虑，也是为了让

郑墨做好孩子的榜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郑燮要求郑墨对于身边的

“贫家之子，寡妇之儿”等弱势群体，倾注一份爱心。

此外，郑燮还从人之常情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孩子

的饮食和零食，应该所有在场的孩子见人有份；如果

只分给主人的儿子，让仆佣的孩子眼巴巴地在一边

瞅着，而让仆佣们不忍看着自己孩子眼巴巴的样子，

不得不把自己在旁边眼巴巴瞅着的孩子拉走到别的

地方，仆佣们的心里该是怎样一种滋味呢，感觉不是

像“割心剜肉”一样啊！更重要的是，大人们在饮食

和零食分配上的“不公”，是对孩子“残忍之性”的培

养和助长，真正最终受害的、也是受害最大的，不是

吃不到“好东西”的人家的孩子，而恰恰是独自吃着

“好东西”的自己的孩子。所以作为家长如果能在帮

助自己孩子的同时，也为别人的孩子提供一些力所

能及的帮助，这更有利于自己孩子的成长。

二、爱必以道，务令忠厚悱恻

郑燮反对娇惯，主张爱必以道。对于孩子读书

的意义，郑燮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读书做官的思

想，“起手便走错了路，越来越作坏，总没个好结

果。”［２］１９所以他认为“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

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２］２６

教育孩子明理作个好人，“好人”的内涵十分丰

富，然至关重要点则是注重培育孩子忠厚、善良的品

格。他在信中说：“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

之理！”所以“父母皆有爱子之心，而余之爱子，更胜

于寻常百倍。何则？盖因余晚年得子，不得不郑重

视之。”但郑燮爱子非常理智，“爱之必以其道；虽嬉

戏玩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２］２５他要求孩

子以仁爱为本。他把家中奴仆的子弟视为“天地间

一般人”，要求儿子礼敬他们，与他们友爱相处，以培

养儿子平等互爱、竭诚相助的美德，成为一个心地善

良、富有同情心的“好人”。在家庭中，要善待佣人的

孩子。郑燮当时家中有佣人，所以他特意举例说明：

不管是主人的孩子，还是仆佣的孩子，在人之为人的

根本上是并没有什么区别的，因此，要严禁主人的孩

子、也就是自己的儿子依仗“权势”欺凌、虐待仆佣的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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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他告诫弟弟，千万不能让孩子养成“自私”的

品格，有好吃的东西一定要分给家中佣人的孩子。

在学校里，他要求儿子礼敬师长，关心同学。他告诫

墨弟：“至于延师傅，待同学，不可不慎。”［２］３０郑燮担

心儿子作为官宦子弟有优越感，所以，他在《潍县寄

舍弟墨第二书》中指出：“吾儿六岁，年最少，其同学

长者当称为某先生，次亦称为某兄，不得直呼其

名。”［４］他极其细腻地关照儿子如何称呼学友、馈赠

文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尤其强调态度要卑微，行事不

倨傲，其用心可谓良苦。［１］４７－４８

郑燮在强调“长其忠厚之情”的同时，还强调“驱

其残忍之性”。为此，他在家书中要求教育孩子爱护

动物，要明白天地生物是一家的道理。他反对“发系

蜻蜓，线缚螃蟹，为小儿顽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

而死”的不尊重生命的做法，他认为，即使猛兽，也只

应赶走它们或避开它们，大家和平共处。人们认为

蜘蛛结网，是它在夜间咒月，会使人墙倾屋倒，所以

要将蜘蛛及网打死捣坏，郑燮驳斥“此等说话，出于

何经何典，而以此残物之命，何乎哉！”所以要从小教

育孩子对动物有善心，为此要求郑墨对自己的孩子

要严加管教，他叮嘱墨弟注重培养孩子的忠厚之性、

怜悯之心，努力帮助孩子克服心胸狭窄、性格急躁的

毛病和残忍不仁的性格。“不得以为犹子（侄儿）而

姑纵惜也。”［２］２６

郑燮注重培养孩子忠厚、善良的品格，务令忠厚

悱恻，学会做个好人，实际上就是注重品德教育。身

为封建官吏，郑燮将“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视为

小事，把做个明理之人当作大事。这在科举制度盛

行、读书做官已成为个人追求和社会时尚的时代，是

难能可贵的。虽然其“好人”标准有其时代性，但他

能冲出功利的藩篱，确属不俗、不易。［４］

三、各适其天，培养独立精神

郑燮在对孩子的教育方法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

见解，他认为教育孩子既要顺应他们的特点，解除他

们的束缚，也要强化对他们的锻炼，培养他们自立的

能力和独立精神。其主要观点有三：

第一，顺从孩子的天性，解除孩子的束缚。郑燮

特别反对家长娇惯子女。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百

岁辛勤貌可哀，养儿娇纵不成材。骰盆博局开门去，

待得三更径不回。”［３］３７４郑燮对弟弟说：“我不在家，

儿子便是由你管束”。［２］２６郑燮这里的“管束”并不是

要束缚孩子，相反他要求能够顺应孩子的个性特征，

让孩子获得更多的自由。郑燮在为官上、在诗书画

的艺术追求上极具个性，在家庭教育上同样强调尊

重孩子的个性。他在给郑墨的信中说：“所云不得笼

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鸟，但养之有道耳。”［２］２６他

主张“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

为鸟国鸟家。将旦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展转在

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嗽口啜茗，见

其扬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给，固非一笼一羽之

乐而已。”［２］２６郑燮的这种思想在他的诗词中也有所

反映。如郑燮反对盆中种兰，他认为：“夫芝兰入室，

室则美矣，芝兰忽乐也。吾愿居深山绝谷之间，有芝

弗采，有兰弗掇，各适其天，各全其性。”［３］４３６上述所

说的种树养鸟、“各适其天”、“各全其性”等等，实际

上道出了一个本质的东西，这就是顺其天性，解除束

缚。对于教育孩子来说，就是要顺从孩子的天性，发

展孩子的个性。

第二，郑燮认为，教育孩子切切不能让孩子养尊

处优，要根据孩子成长的特点，让孩子经过艰苦环境

的锻炼，特别是贫贱生活的锻炼，培养其独立精神。

郑燮认为，如果生活中一点也不让孩子感受必要的

磨难，那么家长即使抱了再殷切的期望，做出了再多

的付出，不但不能使孩子成才，反而会贻误了孩子的

成才。他说，富家子弟养尊处优，到头来往往不如穷

人家的孩子有出息。郑燮当时做着县令，且家中有

田３００亩，为此，郑燮有感受于富家子弟不求上进而

家道败落，贫家子弟立志发愤而卓有成就的现象，在

《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中说，富贵人家，由于教育失

当“不数年间，变富贵为贫贱，有寄人门下者，有饿莩

乞丐者。或仅守厥家，不失温饱，而目不识丁。”［２］３０

所以，他强调在解除孩子束缚的同时要注重对孩子

的锻炼。他还认为，对于孩子的成长，家长也应该抱

有平常心。他说：“其成其败，吾已置之不论。但得

附从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愿也。”［２］３０又说：“富贵

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

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２］３０意思是

富贵人家延请好的老师教授自己的子弟，可谓是抱

了极殷切的期望的。但最后学有所成的，却常常是

那些来陪读的贫贱之家的孩子，主人的孩子倒不一

定能学出个什么名堂；而即使有些主人家的孩子有

学业优秀并后来在社会上发达成名的，他们写出的

文章，也总让人觉得不够诚挚感人，不能让人产生刻

骨铭心的印象。所以，大人们一味地在物质生活上

给孩子所有能够给予的满足，就会使他们在进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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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锐志，同时也会使他们丧失更深刻、更全面地体

会生活和生命中的各种滋味的机会，倒是那些饥寒

交迫的贫家子弟能够珍惜学习的机会，把自己的潜

力和智慧比较好地开发出来。所以生活锻炼是必不

可少的。

第三，要认识劳动人民的艰辛，培养孩子自食其

力的能力。有人曾讲过郑燮临终“欲尝亲蒸之馍”的

故事，说郑燮弥留时，其子问父有何教诲，父对子曰：

“欲尝亲蒸之馍”，于是其子下厨逡巡，手忙脚乱于厨

房，几番操作，几番难成。父亲奄奄一息，积聚精力

等待，终于没有等到儿子功成。在为父亲更衣时，发

现枕下留有纸条：“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祖宗靠自

己。”［５］另一个板本也说，郑燮病危之时，有意要嗣子

跟厨师学习，亲手为他做馒头。待馒头做好时，郑燮

已断气，只留下一纸：“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

己的事业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是好

汉！”［４］这两个版本应该说都出自野史或传闻。这里

所说的的儿子，大概说的是郑墨过继给予他的儿子，

因为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郑燮饶五娘生的儿子刚入

学，即病夭于兴化老家，是年郑燮已５７岁，该年郑燮

还写信给舍弟，但不管怎么说，郑燮注重培养孩子的

独立精神确是事实。如，为了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

自立、有用的人，郑燮特意抄了四首顺口好读的古代

诗歌，让堂弟郑墨教其儿子边读边唱，从中受到教

育：“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

头肉。”“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

者，不是养蚕人。”“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得

放脚眠，蚊虫?蚤出。”［２］３１郑燮抄录四首五言绝句，

令儿子“且读且唱”，目的当然不是“好骗果子吃也”，

而是要让孩子体悟到务农的艰辛，将来学会自食

其力。

总的来说，郑燮在幼儿家教方面的思想是丰富

的，见解也有其独特的方面，他既重师教又重家教，

特别注重家人对孩子的无形影响；他注重孩子的品

德教育，把做“好人”作为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并要

求注意根据孩子的成长特点，解除孩子束缚的同时，

要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这些思想对现今的学

前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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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衔接的根本问题在于促进

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和学习适应能力的发展，因此，做

好幼小衔接是儿童适应小学生活的需要，其目的就

是解决儿童入学的适应问题，我们应对处于衔接阶

段儿童的身心发展和学习规律做进一步的探索，帮

助儿童顺利地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促使他

们健康、活泼、快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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