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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基于卡西尔《人论》的教育学思考

宋晓雅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是一部杰出的哲学著作，其中更是蕴涵了作者对符号的意义，人的本质，以及文化与教育的

思考。卡西尔哲学观的三要素：人、符号、文化三者之间紧密联系。本文具体分析了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观，并且提出了这样的

哲学思想对于教育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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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斯特·卡西尔（ＥｒｎｓｔＣａｓｓｉｒｅｒ）是二十世纪

德国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也是文化哲学的创始人。“符号”（ｓｙｍｂｏｌ）是卡西

尔哲学的核心概念，其哲学被称为符号形式哲学，所

著《人论》中更是全面阐述了文化哲学思想，指出从

符号角度考察人的本质，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

取代理性的动物，并认为人的本质表现在人运用符

号创造出文化，并且从中不断完成自我建构，获得自

由。《人论》中对人、对文化与知识的新见解对我们

重新审视教育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观

（一）人：符号的动物

对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哲学上争论

的永恒话题之一。对此，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有不

同的看法，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提出把人与动物区

别开来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把人定义为

理性的动物，人是能够对理性问题给予理性回答的

存在物；柏拉图主张“二元论”，人是灵魂与肉体的合

一，肉体是灵魂的羁绊和累赘，需要灵魂来驾驭它；

我国传统儒家学说则认为人与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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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观念，《礼记》就把“礼”作为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

最根本标志。卡西尔创造性得把人定义为一种符号

的动物（ａｎｉｍａｌ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ｕｍ），也就是能利用符号去

创造文化的动物。符号性之所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

本质属性，是因为动物只对信号（ｓｉｇｎ）做出条件反

射，只有人才能把信号转化为有意义的符号（ｓｙｍ

ｂｏｌｓ）。

符号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描

述，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始终。人之所以为人，之所

以区别于其他动物，根源在于人类发明、运用了各种

符号。“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中，人所能做的不

过是建造他自己的宇宙———一个使人类经验能够被

理解和解释、联结和组织、综合化和普遍化的符号的

宇宙。”［１］。在《人论》中，卡西尔指出：人与动物的区

别实际上在于“理想与现实”、“可能性与事实性”。

理论上说，动物面对外界的刺激是直接而迅速地做

出本能的反应，而人类无时无刻不被环境和文化所

包围，人在与现实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再是被动

得应对，而是主动地以语言、艺术、神话、文字等符号

为媒介，主动去改造现实世界。而在实践领域中，人

也不仅仅是根据他的直接需要和意愿来生活，亚里

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确实是人类活动的

固有特性，但是理性并不是人类知识普遍性的根本，

面对客观世界，人不是对事物不假思索的直接反应，

正如建构主义的观点，知识是由个体建构而成，个体

不是空着脑袋学习，在之前的学习和生活中，个体已

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同他个人的文化、习

惯、生活背景密切相关，在面对客观事物时，个体会

根据自己先前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经验做出不同的反

应。语言通常被看作是理性的，因为众所周知语言

具有科学性和逻辑性，但是语言产生最初并不是用

于概念描述和观念的表达，而是用来表达情感和爱

慕。语言、艺术、宗教、神话归根到底是“符号”的要

素之一，人可以利用“符号”创造出理想的世界，而动

物只能按照客观世界原本给予它的“信号”被动的做

出反应。

（二）文化：符号的系统

柏拉图一直主张对人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个体

的个人生活中，而应该在他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中去研究，必须把它投射到一个更大的平面图上去。

这与卡西尔的观点不谋而合，卡西尔认为人并不是

生活在纯粹的自然世界中，而是生活在文化中，“自

从有了文化，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中，

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世界中。语言、神话、艺术

和宗教都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个部分。”［１］没有符

号，人类将长期被局限在单纯的对于生理需求和生

存需要的诉求中，而很难开始对人类真实生活的探

索。文化，把单个零散的符号组织起来，构成了一个

符号系统，造就了人的本质，因此，“文化就是一个符

号系统”。在卡西尔看来，人类精神的符号形式实际

上是对人类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语言、神话、宗教、艺

术等文化形式就是人类经验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

客观存在的精神资源，使人类的经验同动物的经验

相区别开来，语言、文字、艺术的传播，是文化的传

承，经验的传承与创新，卡西尔在其《人论》中对此进

行了多次辨析。

卡西尔断言，文字、宗教、语言、艺术以及科学知

识等整个人类文化产品“都不可看作感觉材料之给

予物的模写。所有这些形式都不仅仅是靠他物的映

射而发光，它们具有自身的光源。甚至它们才是光

的根本源泉”［１］，卡西尔对各种文化类型展开了具体

的考察，目的都在于论证出人类是以自身符号化的

活动创造出来的产品，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现实，他主

张对于人的一切研究，都应该放在文化中来，因为人

生活在文化中，并不断创造文化。人，运用符号创造

了文化，人是文化的主体，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文

化的过程，与动物单纯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相反的，文化这个符号系统又无形中影响着人

的一切外在感知和内在理念，卡西尔断言：人如果没

有文化这个符号系统，也就与动物没有区别了。人

一开始就是在文化的基础上产出的，并且是完整的。

人同时为必然和自由所统治着，必然是说人被自己

所存在的文化世界决定，而自由则是指人可以能动

得创造文化的模式。人可以创造文化世界，另一方

面，文化世界反过来作用于人，人成为文化世界的产

物，并且在自己所创在的文化中过着超出动物的

生活。

（三）教育：文化化的过程

在教育体系中，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归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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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都是人，无论是教育目的的产生、教育制度的制

定、教育计划的实施，对象都是作为文化的人，卡西

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人是“符号人”，而文化是

符号的系统，也就可以得出：人是“文化人”，这儿所

说的“文化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文化有知识

的人，而是能够运用符号创造文化的人。人的本质

就在于其具有创造性，生存于现实世界，在劳动中改

造着世界。

卡西尔对于教育本质的问题的思考，不是以传

统思辨方式，也不是简单的从教育本位出发，而是从

人的本质特征中来探索教育的本质。卡西尔认为人

是文化的产物，人在创造文化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

着自己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把教育看成是

人在学习符号系统的过程，即文化化的过程，一方

面，教育是把自然世界中的人引领到文化世界中来

的过程。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文化作为符号系统对

于符号的人的相互作用，那么，文化必须得到继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了“教育”，人不是生来就能够

运用、发明符号的。人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一个符

号的世界里，这个符号世界是人类的祖先从他们祖

先那里学习来再一代代传承下去的，这个符号系统

既稳定又在不断的变化，无论是稳定还是变化，人都

必须首先学习已经存在的这个符号系统。另一方

面，教育也能发挥“符号化的想象与智慧”的作用，以

促进文化自身的发展，创造出更加多样的文化形式。

在卡西尔看来，人本身就是文化的创造者，教育在教

授我们已经存在与客观世界的符号系统的同时，人

也在充分发挥自我的主动性和生成性，重构以及创

造出新的文化。教育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就是通

过对现有文化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了解，不断地更新

与创造新的文化。由教育来引导符号、创造符号，继

而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人创造文化的本质，

说明了人的发展具有动态性，教育者要注意顺应个

体在学习中的主动性的发挥，形成自我认识、完成自

我建构、完善自我人格。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教会

学生学会自我建构，学习自我符号及文化，还在于学

会不同符号世界和文化的交流融合，把自我文化化

的过程同全人类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达到全

人类文化的沟通、发展与进步。

二、文化哲学思想对教育的启示

（一）重塑知识观

知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既是教育的主要内

容，也是课程选择的基本尺度。美国教育学家索尔

蒂斯曾说：“我们如何思考知识，确实在相当程度上

影响着我们如何思考教育。”［２］学者郭晓明曾提出：

“如何理解知识、如何安置知识，就不仅是解决课程

问题的根本前提，也不仅仅是回答教育问题的重要

条件，……最关键之处还在于，它决定着教育情境下

人的‘生成方式’和人在教育中的命运。”［３］从中我们

不难看出，知识与教育都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源于

人类的需要，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国内著

名教育学专家石中英教授也曾说过：“不理解一个时

代人类已经达到的知识状况，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那

个时代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分析一个时代教育所

面临的问题也必然要分析那个时代所面临的知识问

题。”［４］从以上学者对于知识与教育的观点我们可以

看到，我们对于知识的看法、态度和理解，影响着我

们对于教育的认知与理解，影响着我们对于教育方

式或者教育内容的选择，知识对于教育的影响是基

础性与根本性的。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文艺

复兴时期，古典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反映

了当时的人文主义倾向知识观，在教学思想上，夸美

纽斯提出“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５］１９世纪后，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工业进程的加快，科学知识在社

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彰显，自然科学从逐步受到重

视，发展到成为衡量知识的唯一标准，斯宾塞就是这

一理论的重要提倡者之一。反映到学校教育，人文

学科、艺术、哲学开始处于边缘化，基础科学和实用

科学趋之若鹜，但是这种只有知识的认识，而没有对

知识意义的理解，那教育只能造就出视野狭隘、精神

分裂的人，后果显而易见。

卡西尔认为，“人不是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

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

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

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

网。”［６］也就意味着无论是科学、艺术、宗教还是神

话，都是人所创造的文化，都是符号系统中的要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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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它们代表了人类生活劳动中的全部经验。人是

符号的动物，文化是符号系统，艺术及其他知识都是

这个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然都是作为文化

的一种符号，那么这些知识或经验就不具有价值上

的等级划分，更不能得出自然的知识在价值上就优

越于人文的知识。因此，从卡西尔的文化与符号哲

学思想看待知识观，不同的知识只是侧重点不同，

（二）教育回归生命本性

卡西尔认为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

不断生成的，这是他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最为创造

性的一点，教育的对象和主体是人，具体来说是成长

和发展中的学生，他认为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本质，个

体总是在不断发展和逐步生成的。人具有能动性和

主体性，在创造文化世界的同时，也在寻求自身的自

由，获得自我重构。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

认为，教育就是要培养“自尊自乐、自由自足、生气勃

勃的‘自然人’”。对于儿童的教育，应遵循儿童的身

心发展的规律，在不同的年龄段，根据他的年龄特征

实施相应的教育内容，才可使儿童身心得到健康发

展。［１］到了近代，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罗杰斯主张，教

育活动中应“以人为中心”，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理论”，批判传统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应尊重学生

学习的兴趣，重视学习主体的内在学习动力，从而实

现学生的自我发展和完善。［７］

因此，在教育中，我们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

放在学生身上，学生才是教育的主体，他们具有自身

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来自外界的教育影响，并不是消

极被动地接受，而是在进行积极主动的选择，教育中

一切制度和课程制定都要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情

况，教育要回归生命发展的本质。

反观我们现实的教育实践，不难发现，教育中存

在着大量的对儿童的固化认识，当学生只是在学业

成绩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时，学校往往把这些个体

定义为“差生”，这种对学生单方面的固化评价，忽视

了“差生”其他方面的才能，在班级中把学生无形中

分出了三六九等，这样久而久之扼杀的是学生的能

动性。卡西尔对于人的本质的探索，提醒我们教育

要回归生命的本性，对于我们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

观有着重要的意义。人的本质是通过劳动在活动中

不断创造生成。学生正处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

教育工作者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在教育过程

中注意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以促使他们获

得完满人格，完善自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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