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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定位意味着袁 教师被要求承担高于普通民众的伦理义务袁 也就是说袁 他们不能像后者那样只需遵循宽

松的现实伦理袁 而需要践行严格的现实伦理标准甚至理想的伦理标准遥 但另一方面袁 他们与普通民众一样面

临生存的压力袁 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生存的条件遥 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袁 使得教师职业始终存在着某

种紧张关系袁 由此在教师伦理上引起或加剧了若干后果遥 只有溯源到教师职业的文化特征这个层次袁 才能对

教师伦理的许多问题有更科学的了解和理解袁 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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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无论客观的历史进程如何袁 在主观上人类总

想在适应当下的生存环境之余改善自己的生存状

况袁换句话来说袁人类一方面活在当下袁另一方面

也活在未来遥这种两面性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特点遥
这一特点体现在社会演进问题上袁 就是人们既希

望保持现有的社会秩序袁又希望在适当的时机尧以
适当的方式打破这种秩序袁 使社会趋向于某种更

好的状态要要要虽然好坏的标准因人而异袁 但这不

影响我们对文化的特点作出一般性判断遥 如果这

个判断不错的话袁 我们就可发现人类为自己设定

的两项基本的伦理义务院 一是使自己的伦理观念

适应现实袁从而维护乃至强化现有的社会秩序曰二
是确立更高的伦理观念袁 以便促进现有社会向理

想社会的转变遥 显而易见袁作为伦理标准而言袁二
者之间存在高低差异院 指向未来理想社会的先进

的伦理标准高于指向现有秩序的现实伦理标准遥
单就现实伦理标准来说袁 其实也并非单一的

东西遥 譬如袁我们确立了某种经济制度袁由此引申

出一套经济伦理遥 由于这种经济制度是现实的制

度袁所以袁这套经济伦理也是现实的伦理标准遥 从

理论上讲袁存在着一套严格的现实伦理标准袁它对

应着这种经济制度的最佳状态遥但是袁这仅仅是从

理论上讲是如此袁 人类的实际生活中从来未曾出

现过什么最佳状态袁 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套伦理

标准都未曾彻底落实过遥更重要的是袁人们往往在

伦理观念上接受这种现实袁因此袁他们所实际秉持

的伦理标准并不是严格的现实伦理标准袁 而可能

是低于严格标准的宽松标准遥 这种标准通常不是

体现在哲学家的著作或者官方所颁布的伦理道德

的文件里袁而是体现在民众的日常观念当中遥
归纳起来袁伦理标准存在不同的层次院有指向

未来理想社会的理想伦理 渊或者说先进伦理冤袁有
指向现实社会的现实伦理袁 而后者又有严格的现

实伦理与宽松的现实伦理之分遥
二

迄今为止袁大概还未曾出现过这样的社会袁它
的文化采取绝对的平等主义的立场袁 一视同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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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全体社会成员袁确切地说袁使所有人拥有同样

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袁承担同样的社会职责和义务遥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院在所有的社会中袁依据某些界

线袁全体社会成员被分成不同的群体袁它们被赋予

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袁 也被要求承担不同的社

会职责和义务遥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伦理义务问题遥 就伦理

义务而言袁社会文化也总是主张差别甚至等级的袁
而非平等主义的遥社会要保持良好的秩序袁要革故

鼎新尧向理想状态演进袁而在这个过程中袁文化赋

予人们不同的角色遥有的人被确认为精英袁他们是

社会发展进程的积极推动者袁 是其他社会成员的

引领者曰有的则被确认为大众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

不会成为积极主动的力量袁 充其量能够充当精英

的追随者遥具体到伦理道德上袁精英被要求具备高

尚的德行袁不仅能够满足严格的现实伦理标准袁而
且在很大程度上达到理想的伦理标准遥 而大众则

不然袁 他们往往被允许停留在宽松的现实伦理的

层次上遥
众所周知袁这种伦理文化在古代乃是常态遥比

如在原始文化中袁部落首领尧祭司渊有时二者合而

为一冤不仅应该拥有出众的能力和知识袁还应该是

德行上的典范遥再如在儒家文化中袁全体社会成员

分为两类袁一类是君子尧士大夫袁一类是小人尧黎民

百姓遥 不管叫什么名目袁前者是统治者袁后者是被

统治者曰职业上的区分是袁前者是从君主到地方官

员的行政人员以及从事教育的教师袁 后者则是从

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尧手工业者和商人遥儒学为这两

类人设定了不同的伦理标准袁 这一点在儒家典籍

中表现得非常清楚袁 相关材料俯拾皆是袁 不必赘

述遥 至于中世纪的西方袁情形也相似遥 贵族要表现

出出类拔萃的勇敢尧慷慨袁神职人员要比俗人表现

出更多的虔诚尧纯洁袁而这些正是那个时代所推崇

的美德遥
三

在文化上被确定为社会精英的人袁 通常情况

下都会陷入一个困境院一方面袁他们被要求信奉和

践行严格的现实伦理乃至更高的理想伦理袁 因为

只有这样袁才能和他们的社会角色相适应袁也才能

使得自身与社会大众区分开来曰而另一方面袁他们

也必须适应基本上由宽松的现实伦理标准所主导

的现实社会生活袁否则袁至少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而言袁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生存条件遥理想伦理与现

实伦理之间尧 严格的现实伦理与宽松的现实伦理

之间袁 存在巨大差别袁 意味着明显不同的生活态

度尧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遥如果像社会文化所确定

的那样袁它们分别由不同的社会群体承担袁这些群

体之间也许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袁 但各个群体

自身尚不会陷入上述的困境遥但是袁对于现实中的

精英群体来说袁 除了扮演文化所赋予的社会角色

之外袁他们还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安身立命袁而现实

生活的逻辑往往迥异于文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的

逻辑遥
举个例子袁在我们的社会中袁一个农民尧一个

工人或者一个商人袁可以一门心思地去追求金钱遥
这不是说他们的求利行为可以为所欲为袁相反袁他
们也必须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遥但是袁伦理道德对

于农民尧工人尧商人的约束基本上局限于求利的方

式袁而不涉及其他方面遥 而对于官员尧教师之类的

所谓社会精英来说袁伦理道德的约束要严格得多院
不只是求利的行为方式受到控制袁 求利动机也需

要加以控制遥执着于私利袁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算不

上德行上的瑕疵袁 可是对于官员或教师却被视为

相当严重的道德缺陷袁 哪怕他们逐利行为的具体

方式是多么合法尧正派遥 可问题是袁所谓的社会精

英与大众一样袁 生活于同一个社会中袁 尽管二者

在社会结构中各自占据的层次有或大或小的差

异袁 但自身的努力是生存的根本基础袁 这一点对

二者并无不同遥 因此袁 与大众可以全身心地投入

到私利追求中不同袁 社会精英处在超越私利关怀

的伦理要求与现实的生存压力所构成的某种紧张

关系之中遥
四

从历史上看袁教师就属于社会精英的范畴渊很
多社会里袁 教师先是和官员尧 神职人员融合在一

起袁 而后才逐渐从官员与神职人员中分化出来冤袁
因而他们和其他精英群体一样袁 面临着上述的伦

理困境遥值得注意的是袁与官员这样的精英群体相

比袁教师伦理困境的严重性通常更高遥 究其原因袁
主要有两个方面院 一方面袁 官员手里掌握各种各

样尧或大或小的权力袁这些权力即便完全在法律和

道德的规定之下运作袁 一般也足以使官员拥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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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生存条件遥 反观教师袁他们渊除了少数教育行

政人员冤并不掌握什么权力袁所以也就不可能像官

员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较好的生存条件遥 何

况袁如众所周知的袁腐败的吏治比清明的吏治远为

常见袁这进一步拉大了官员和教师的距离遥另一方

面袁与现实生存条件的优劣对比相反袁教师所承担

的伦理道德义务却明显重于官员遥 不管是古代还

是现代袁 教师都被视为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社会

文明的主要传承者尧传播者袁因此被认为应该是道

德生活中的典范遥按照通俗的说法袁教师是教育人

的人袁理应首先自己要率先垂范袁做一个好人遥 至

于官员袁 哪怕在强调其民众教化职责的中国古代

社会袁伦理道德的要求也要弱得多遥 总之袁由于和

官员相比袁教师面临的生存压力更大袁所承担的伦

理道德义务更沉重袁 因此这一群体的伦理困境也

就更加严重遥
五

如上文所说袁教师伦理困境的实质袁是社会精

英这一文化上的角色定位导致的既要应对现实生

活压力又要担负超越现实生活的伦理义务之间的

矛盾袁简单地说袁是适应与引领之间的矛盾遥 教师

必须面对来自现实生活的各种压力袁 通过自身的

努力获取生存条件袁甚至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袁在
这一点上他们和其他社会成员并无二致遥 但他们

同时被要求做社会进步的引领者尧 伦理道德上的

典范袁 要以高于其他社会成员的道德标准来立身

处世遥
教师的这一伦理困境衍生的结果是多方面

的遥 首先袁除了中世纪的宗教人士袁大概没有哪个

别的职业像教师这样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袁其职

业生活更像是一场战斗遥 一面是崇高的社会理想

和伦理义务袁一面是个人的世俗利益的羁绊袁教师

的职业生活很难摆脱这种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冲

突遥 在现实生活的许多抉择关头袁 不管教师最终

选择了什么袁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袁他们

的选择都不是轻而易举作出的袁 更遑论自然而然

地作出了遥如果说自古以来的教师皆是这样袁那么

现代社会的教师尤其如此遥这是因为袁现代社会高

度崇尚实利袁物质主义盛行袁有时甚至弥漫着对金

钱和享乐的崇拜遥这样的文化氛围袁一方面固然可

能减轻教师承受的伦理义务的压力袁 但另一方面

却可能大大增强教师承受的生存压力袁 并削弱教

师来自职业生活的神圣性的成就感袁 而恰恰是这

种成就感袁 在物质主义之前的社会里为教师忍受

世俗利益上的牺牲提供了重要支撑遥因此袁对于那

些较多认同传统的职业伦理观念的教师来说袁身
处现代社会难免有生不逢时之慨袁 他们会发现自

己经常要在崇高的社会和道德理想与凡俗的个人

私利之间进行权衡与抉择遥
其次袁 教师伦理困境还导致教师在伦理道德

上的自我定位的困惑遥我们已看到袁教师职业的可

能的伦理标准不是单一的袁 从高度理想化的伦理

标准到严格的现实伦理标准袁 再到宽松的现实伦

理标准袁实际形成了一个比较宽泛的野光谱冶遥主流

的社会文化固然把教师确定为社会精英的角色袁
认为他们理应遵循严格的现实伦理标准袁 在某些

情况下还应该践行理想的伦理标准遥但是袁这一道

德定位仅仅是社会主流意识的定位袁 至于教师本

人是否认同袁那是另一回事遥 实际上袁受制于伦理

困境袁 许多教师在接受主流文化的道德定位时充

满着困惑遥无论怎么说袁伦理义务总是对义务承担

者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限制袁 而较高的伦理义

务则意味着较多的限制遥从理想的角度说袁这种限

制所造成的利益上的代价应该通过其他途径来补

偿袁以便实现义务和权益之间的平衡袁否则必然会

出现所谓的野奉献冶尧野牺牲冶等现象遥 毫无疑问袁当
奉献尧牺牲被赋予崇高尧神圣等道德价值时袁这一

评价本身就是一种补偿遥但是袁并不是所有的教师

都情愿接受这种补偿袁 特别是在理性主义日渐褪

色尧而物质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遥 因此袁对于大部

分普通教师而言袁 在神圣与凡俗之间的宽泛的伦

理野光谱冶中如何选择袁或者说做一个何种意义上

的好教师袁就不能不颇费心思遥 应该承认袁教师在

伦理道德上自我定位的困惑袁 是我们这个时代教

师职业道德的突出特征之一遥
六

自觉认识教师职业的文化特征及其在教师职

业伦理上引发的后果袁 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在现代

社会环境下所具有的表现形式袁 对于我们反思教

师职业道德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遥这里袁我
们提示如下相互关联的几点院

第一袁关于师德状况的总体评判遥大概很少有

贾新奇院适应与引领之间院教师职业的文化特征及其职业伦理上的后果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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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Adaptation and Guidance: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eachers and Their
Vocational Ethic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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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Traditionally, teachers were seen as social elites. It remains essentially the same today. Such a
position means that teachers should bear more ethical duties than common people. In other words, unlike
common people who need to follow loose realistic ethical norms, they have to abide to strict realistic ethic
norms or even ideal norm.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like common people they face life pressure and have
to meet the conditions of survival through their own efforts. Effects of the two respects throw teachers in
somewhat tensions and therefore give rise to or sharpen some results of teacher's vocational ethics. It is on
the dimension of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eacher as a vocation can we find more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eacher's vocational ethics and find out effective solutions.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teacher; cultural features; ethics

什么时候袁 人们对所处时代的师德状况能够表示

满意遥 当前即是如此遥 说起师德的现状袁我们听到

最多的是各种批评和指责袁 得到的印象是师德普

遍而严重的败坏遥 人们还会提出许多案例和数据

来证明这个结论遥 我们不必质疑这些案例和数据

的真实性袁 也不必否认败坏的师德现象多有遥 但

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袁 即院 我们对于评判师德状

况所采取的伦理标准应该有清醒认识遥 客观地

说袁 当前的师德状况尽管远不能让人满意袁 但教

师的总体道德水准未必低于其他社会群体遥 我们

之所以对师德状况深感不满袁 既有客观的师德状

况使然袁 同时采取的评价尺度也起了重要作用遥
说到底袁 我们为教师确立了高于其他社会群体的

伦理标准遥
第二袁 为教师确立相对较高的伦理标准是否

合理钥应该承认袁只要社会上存在精英与大众的区

分袁 伦理标准上的二元主义甚至多元主义就具有

一定的必然性遥 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尚未达到彻

底消除这种区分的阶段袁因此二元主义尧多元主义

的伦理标准仍然是必要的遥这就意味着袁一旦我们

把教师归为社会精英的范畴袁 就理所当然地为其

确立较高的伦理标准遥问题在于袁我们不能把这一

点在意识中加以固化袁以为它是天经地义袁过去如

此袁现在如此袁将来依然如此遥 如果说传统社会非

常典型地区分精英与大众袁 从而在伦理标准上也

非常典型地奉行二元主义尧多元主义袁那么袁随着

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以及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袁
所有这些都会逐渐削弱遥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迄今为

止教师职业的文化特征及其伦理困境袁 乃是历史

的产物袁 因此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缓解和

解决遥至于当前袁我们虽然无法否认教师职业的精

英性质袁 也无法否认为这一职业确立较高伦理标

准的合理性袁 但应该促使教师伦理顺应社会的发

展袁使之向更加合理的方向不断嬗变遥
第三袁关于如何改善师德遥当我们在既有的标

准之下袁力图消除师德中的弊病袁提升师德的总体

水平时袁不能一味地重申教师伦理的崇高尧神圣袁
而应该准确把握导致弊病发生尧 制约师德进步的

根源遥比如袁仅仅指责教师背弃了追求道德和真理

的职业宗旨袁 把自己的职业下降为简单的谋生手

段袁这对于解决问题不会起什么作用遥教师伦理是

神圣的袁但生存又是极端现实的袁而在生存的压力

面前袁神圣的教师伦理往往脆弱不堪遥 因此袁在这

种情况下袁改善师德的正确道路袁与其说是反复重

申高尚的职业伦理袁 不如说是重建公正的社会利

益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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