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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敬畏是一种美德,而无所畏惧常常是破坏的根源,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灾难。当代大学生应该大力培养和

重塑敬畏意识, 尽快形成对法律、规章制度、道德规范、生命等的敬畏之心。其形成、发展、定型和完善, 需要借助于

对中国传统的敬畏意识的继承,并采取多种途径实施, 努力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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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 习近平和李源潮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历史唯物主义

的高度提出有关培养和树立敬畏意识的重要论述, 舆论反响

强烈。联系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特点, 深入

分析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切实按照习

近平和李源潮同志的要求,在大学生中大力培养和树立敬畏

意识, 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

敬畏之心本是中国的传统。先哲在典籍中留下了宝贵

的理论和言论。孔子说: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 畏大人, 畏圣

人之言。! [1] 163他所讲的天命即天道, 其学说乃  知天命!之

学。在这一学说中,天是最高存在,是自然界发育流行的过

程,  生生不息!的过程。天以生为  大德!, 而人以仁为德

性, 这就是  天命!的真正涵义。实际上,  知天命 !即达于天

道、天德。要  知天命!, 就要心存敬畏, 并要躬身行之而不可

有丝毫懈怠和轻忽, 更不可有侮慢之心, 因为这不是通常的

认识问题, 这是生命的意义问题, 也是生命的归属问题。君

子必须  知命!, 君子之学, 就是  知命 !之学,  不知命, 无以

为君子也。! [2] 188小人  不知命!, 所以  无忌惮!, 肆无忌惮而

无所不为, 践踏生命,  暴殄天物!, 无所不用其极。对  天

命!的敬畏,实际上转变成人对所负有的神圣的使命感、责任

感的敬重, 对心中德性的警觉、警醒, 因为这是天所赋予的。

表现在行动上更是如此, 言行要庄敬, 对任何事情都要严肃

对待, 不可轻忽。

中国古代有一种天能  赏善!而  罚恶!的观念和信仰,

这种信仰长期流行于民间。孟子说,  畏天者保其国!, [ 3] 173

并以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 4] 379做为君子  三乐!之一,

体现了他自己对天理和人事的敬畏之情。我国最早的一部

哲学著作∀老子#处处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之情, 指出  人之

所畏, 不可不畏 !。荀子也说:  人之命在天, 国之命在

礼!, [5] 231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 小心则

畏义而节。! [ 6] 143意即君子与小人相反, 君子从大处来讲则敬

畏自然规律, 从小处来讲则敬畏仁义礼节。他主张  无为无

强!地发展生产,反对人为地破坏自然资源和自然规律。

后来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说, 提出  天谴说 !,

主张要  畏天之威!。他认为,  凡灾害之本, 尽生于国家之

失; 国家之失乃始萌芽; 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 ,谴告之而不知

变, 乃见怪异以惊骇之; 惊骇之尚不知畏恐, 其殃咎乃

至。! [7] 233其中 ,包括人与自然界的不和谐秩序造成某种破坏

从而导致天的  惩罚! (这种事在现代确实出现了,而且还严

重得多 ),也包括人在自然变化面前由于无知、盲动或偶然因

素而造成某种可能的严重后果 (比如雷击、大风之  发屋拔

树!造成生命危害之类 ) , 还包括德行方面因可能违反  天

命!而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凡此种种,特别是德行、德性方面

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生活信念的问题, 人生态度的

问题。所以, 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且能够从某些异常

现象中进行反省,保持警惕, 始终不忘对天的敬畏, 就不致于

做出愚蠢的事, 否则, 很可能受到  惩罚 !。如果真正受到

 惩罚!, 那么,这正是由人自己造成的。

由于儒家的阐释,敬畏意识就是这样在历代人们的生活

中发生着深远的影响。人们认为,  天 !是有意志的, 天的意

志就是让人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做善行而不做恶行。人如果

做了好事, 天会行赏 ;而如果做了坏事, 天会惩罚。俗语所谓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不到!,  头上三尺有

神灵!的观念,几乎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这就极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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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了  监督者!、 执法者!与自己的距离,使人不敢无所顾

忌, 随意放纵自己。[ 8]有了这种有效的监督, 社会的存在和发

展才保持着我们所熟知的常态。

二

我们的教育最终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 大学生思想现状

怎么样, 是高校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时刻反思的问题。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使人们的利益主体地

位凸现。在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制度建设滞后,一部分人钻

法律的空子发了财, 而那些循规蹈矩的人却尚未解决温饱。

由于这一现象未能及时有效地解决,造成了人们对传统价值

观的困惑和迷惘。加上心中没有了敬畏, 人们的行为少了最

后一层约束。或者说, 没有了敬畏之心, 人们心中的传统价

值观已变得如此脆弱, 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了。由于部分人

缺乏敬畏之心, 虽然全社会经济总量增长了, 但人们生活的

舒适度却难以提高; 虽然人们的物质享受丰富了, 但安全感

(包括食品安全 )降低了, 幸福指数没有相应地增加;虽然整

体文化水平提高了, 但是精神生活却出现一定程度的空虚与

迷惘。

对于个体来说, 没有了敬畏之心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

的根基、道德的底线。培养大学生的敬畏感, 包括教导他们

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则等,就是要培养学生对生命价

值的体认、对自然万物的亲近以及对崇高事物的向往和追

求。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用科学武装起来

的公民, 需要有良好的公德意识的公民, 需要相信法律、恪守

法律的公民。只有全社会的公民都具有了高度的科学素养、

优良的公德意识、健全的法律意识, 一个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和谐社会才能成为现实。敬畏, 是和谐

社会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人们有所敬畏, 才能有所遵循。

有所遵循, 才能步调一致。步调一致,才能达到和谐。

敬畏意识需要在大学生中大力培养和重塑。那么, 我们

应该从传统的敬畏意识中吸取什么? 或者说, 传统的敬畏意

识中有哪些是具有现代价值的东西? 再或者说,我们应该敬

畏什么呢?

敬畏科学和真理。只有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人, 才能

摆脱愚昧, 才能对客观世界产生正确的认识, 才能有效地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创造有益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倘若

大学生不敬畏科学和书本知识, 那么校园的学风可想而知,

精神状态也必然萎缩, 并且校园文化也不可能健康向上。这

是为中外社会历史的发展所证明的。真理是天下之公器,它

不是哪个人发明的, 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 也不掌握在哪

个人手里, 只存在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追求中, 而且永远

没有穷尽。心存敬畏, 就是要清楚明白, 任何人都不是真理

的化身, 已知并不等于全知。和未知领域相比,我们其实知

之甚少, 没什么可狂妄的。敬畏真理就是要敬畏  客观规

律!。自然有自然的规律,经济有经济的规律,文化有文化的

规律, 人的成长发展也有规律, 人只有认识了规律, 敬畏规

律, 才能体现人的本质。

敬畏法律和公德。法律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是维护公民

权利的利器。现代公民必须恪守法律, 只有人人相信法律,

敬畏法律, 才能发挥法律的应有作用, 才能建立法治国家。

假如人们不信任法律, 而是敬畏权力, 敬畏权威,就不会有法

治国家, 没有法治就没有现代化。由于我们长期处于封建宗

法社会, 私德发达, 而公德却十分欠缺。即使是今天, 校园里

各种不讲公德的行为仍然随处可见,自私自利、冷漠歧视、破

坏公物、破坏教室及公共秩序等有损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

行为随时发生, 网络谎言、考试、就业不诚信等行为都是对社

会公德的严峻挑战。因此, 现代大学生应该敬畏公德, 养成

良好的公德意识。

敬畏规则。应该把遵守规则视为一种高尚的美德, 在规

则面前, 循规蹈矩, 不越雷池半步。做到这一点, 在交通规则

面前, 就不会只怕警察, 不怕红绿灯;就不会看到一个又一个

贪官  前腐后继!; 不会看到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一个又一

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鲁莽  英雄!。在敬畏规则面前, 我们的生

活会变得高尚而美好。在我们的心中往往只敬畏灾难, 而不

敬畏规则。岂不知, 不敬畏规则必然导致灾难。敬畏规则就

是让学生知道有些事是自己不应做、不能做的, 严格遵守校

规校纪, 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荣辱观 !, 要教导学生遵从最基

本的社会道德规则, 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 这样才能提高他

们对社会和对自我的判断、认知能力, 从而确立清晰的道德

目标, 促使学生树立自觉的道德观念和正确的道德准则。在

现代社会, 敬畏感的存在能够为人的道德境界提升提供一种

适度的举力, 它使人们能够冷静地反观自身, 意识到自身的

不足与局限, 进而根据道德规则的指引调整自我, 净化自我,

提升与超越自我。可以说, 敬畏是勇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懂得有所守、有所畏的人才是有责任心的公民, 他们在困难

面前也会表现出勇气。所谓  知耻近乎勇!, 在承担责任的过

程中方能实现个人的成长。

敬畏生命。敬畏生命就是平等地对待一个个独立的生

命个体。生命是自然的精华, 又是一个个具有偶然性、一次

性和脆弱性的  这一个!。自己的  这一个!和别人的  这一

个!,理应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长期以来,我国的德育教

育特别是高校的德育实践十分重视对学生的知识灌输, 却往

往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忽视了学生对生命与生活真正意

义的理解, 生命教育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生命教育与德

育是息息相关的,因为道德的源头是对生命的热爱, 高校德

育的部分缺失就在于,道德教育忽视了生命的存在。

据调查显示, 23. 34%的大学生表示曾有过轻生念头,在

看待自杀问题的态度上, 33. 55% 的同学认为  理解这种行

为, 但自己绝不会做!, 这从某种意义上 ,反映出当代大学生

并不重视自身存在的价值,没有认识到生命存在本身就是有

价值的, 容易轻易地处置和放弃自己的生命。无知则无畏,

一些大学生由此丧失了对生命应有的敬畏, 当内心矛盾无法

控制或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就容易引发冲动性重大犯罪和不

计后果的行为。可见, 忽视了对生命的敬畏, 是现行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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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缺失。有关生命与尊严、生命与价值、生命与发展等深

层次问题已摆在高校德育工作者面前。

泰戈尔说过:  教育的目的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

我们的教育应当帮助学生认识生命, 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

欣赏生命的丰富与可贵,并引导大学生学会珍惜生命与尊重

生命, 引导大学生用爱心呵护生命、用智慧经营生命并思考

生命的方向。所谓生命教育, 就是依据生命发展的规律, 有

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生的价值, 理解

生命与生活的真正意义, 注重其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的培

养, 关注其生命的整体发展,使其充满生命活力,具有健全人

格、鲜明个性和创造智慧的过程。[ 9]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理

解并接受  苦难与挫折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协助学生用正确

的态度去面对痛苦与失落, 思考信仰与人生的问题 ,以此促

进学生的成长。

三

我们要在工作中不断探索培养大学生敬畏意识的途径。

1、敬畏意识的培养, 首先应解决思想观念上的问题。

学会敬畏与创新精神的形成在学生身上可以是相容的,

作为即将踏入社会的公民, 每一个大学生都应当学会自律,

学会反思, 学会放弃。敬畏生命不是消极退却,而是学会用

一种有益而不是有碍生命发展的思维方式生活;敬畏科学不

是消极意义上的盲目崇拜, 而是呼唤理性的生态伦理道德;

敬畏规则并不意味着谨小慎微,而是旨在培养基础性的公民

道德以及对生活、对社会的基本判断能力。

敬畏教育首先是一种情感教育,它是否能取得成效主要

不是取决于知识传授的多与少,而是取决于受教育者体验的

深度。体验越深刻, 教育的效果越明显。其次, 敬畏教育的

实践性极强, 必须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才能使学生在

实践中掌握相关知识, 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及规则意识。同

时我们也应明确: 让学生学会敬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学会

敬畏与学会勇敢是双刃剑,如果操作不当学生的敬畏感逾越

了某种界限, 反而会抑制学生的正常行为, 同样会造成对学

生精神和心理的伤害。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

存#报告中指出的:教育具有开发创新精神和窒息创新精神

的双重功能。教育者是否具备了成熟的心态和科学的理念

是敬畏教育实施的关键, 既不能生硬灌输,力求强制生成;也

不能放任自流, 期望无为而成。[ 10]

2、敬畏教育的实施可根据大学生的实际情况, 通过开展

丰富多样的系列教育活动来进行。

在发达国家, 儿童从幼儿园入学开始就接受非常实用的

敬畏生命教育与相关训练, 包括学习在紧急情况下如何逃

生。在 2004年 12月那场震惊全球的海啸灾难中, 10岁的英

国小姑娘缇丽发现海水的异常变化后, 因为懂得海啸方面的

知识, 及时通知了其他游客, 100多位游客因此幸免于难。近

几年来,  敬畏教育!的概念已逐渐被国内教育界认可和重

视。在具体实施方面, 可以通过开展系列教育活动的方式来

进行。如开展  生理取向教育!使学生了解自己的身体, 懂得

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适应生理的发展变化, 调整自己的心

态; 开展  心理取向教育!,为学生充分发挥自我潜能、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打好心理基础;开展  生涯取向教育!, 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和人生目标;开展  社会取向教育 !,

使学生做到与他人、与自然、与环境和谐相处; 开展  生命意

义和价值教育 !主题活动 ,引领大学生采取科学文明的生活

方式, 自觉抵御毒品,远离网络游戏,不参加危害身心健康的

活动等; 开展  应急教育!主题活动,使学生初步了解来自社

会各方面的不安全因素,掌握一些简单易行的防范与自救方

法, 规避危险与伤害,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杜绝上海商学院悲剧事件的发生。

高校要切实加强对学生进行  生存教育!、 生命美育 !,

将敬畏生命的教育渗透到教学和学校的其他活动中。学校

应逐步构建以生命关怀为核心的教育理念, 使敬畏教育成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载体, 成为学校校园文化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3、敬畏教育的实施要成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让学生学会敬畏不仅是学校的事情, 更是全社会的事

情, 社会各方面必须密切配合,共同担负起公民教育的责任。

从敬畏教育的实际操作过程来看,包括教育目标的确定与细

化、敬畏教育课程的开设、教科书的编制及教育原则和方法

的制定等步骤, 敬畏教育的推行应是全方位的。我们应遵循

大学生身心成长的规律,建立健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网络和工作机制,进一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30年改革实践进程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与经济社会体制的深刻变化相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催生了

价值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竞争

意识等前所未有地得到张扬, 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的整体主

义价值观在冲击中经历深刻嬗变。这种形势要求我们的道

德建设必须摆脱僵化模式和教条思维的影响 ,以改革创新精

神, 扬弃中国传统道德和革命理想主义道德, 坚持以人为本,

更加关照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及其价值理想 ,建构一个己与

他、义与利辩证统一, 涵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

个人品德的现代道德规范体系。

生活经历的丰富、德育视野的扩大, 会比反复灌输道德

观念的特定课程更能促使大学生养成健全的德行。在大学

生成长的过程中,社会环境中具有的良好的道德秩序和道德

风尚对学生发展所起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而现在我们面

临诸多媒体日趋市场化、多元化、复杂化的动态演变格局,如

何在多样中寻求共识, 在多元中形成主导, 是当前我国媒体

建设必须面对并亟待解决的一大时代课题。否则, 对于人们

重塑敬畏意识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极为不利

的。

道德与法律尽管作用方式不同, 却是相互借重、相互依

赖的。当前, 面对社会道德生活的困境, 要使道德规范深入

人心, 还应更加注重制度、体制和机制建设, 从根本上营造一

个有利于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环境。

138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第 2期 (总第 67期 )



当前德育工作正面临着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由粗放经营

向精品战略的转变, 21世纪的德育将更加趋于规范和理性。

随着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推进, 我们期待

敬畏教育得到更多的重视,更加期望敬畏教育能被写入学校

德育工作发展的大战略,给一代又一代的受教育者带来心灵

的启迪。

参考文献:

[ 1] 孔 � 子.论语∃ 季氏 [M ] / /吴量恺. 四书辞典. 武汉: 湖

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2] 孔 � 子.论语∃ 尧曰 [M ] / /吴量恺. 四书辞典. 武汉: 湖

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3] 孟 � 子. 孟子 ∃ 梁惠王下 [ M ] / /吴量恺. 四书辞典. 武

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4] 孟 � 子.孟子∃ 尽心上 [ M ] / /吴量恺. 四书辞典.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5] 荀 � 子. 荀子∃ 天论 [M ] / /吴量恺 .四书辞典. 武汉: 湖

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6] 荀 � 子. 荀子∃ 不苟 [M ] / /吴量恺 .四书辞典. 武汉: 湖

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7] 董仲舒. 春秋繁露 [ M ] / /吴量恺. 四书辞典. 武汉: 湖北

人民出版社, 1998.

[ 8] 于民雄. 孔子的敬畏意识 [ J] .贵州社会科学, 2006 ( 6):

49- 52.

[ 9] 滕 � 宇. 让学生学会敬畏 [ J]. 天津教育, 2006( 11): 36 -

38.

[ 10] 马秀恰,陈新华. 唤起对敬畏意识的重新礼赞 [ J]. 石家

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3): 28- 30.

(责任编辑: 李 � 珂 )

(上接第 129页 )

双向介入、优势互补、资源互用、利益共享, 截止到目前 ,合作

企业已为学院投资 3000万元, 极大地促进了学院的建设和

发展。同时,  学校 +公司!办学模式以其独创的理念和前景

魅力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华大菁英教育有限公司先

后在株洲、深圳、许昌等地举办高峰论坛和 IPO培训班, 其公

司总经理应邀先后在湖南省高职院校教学管理 2006年年

会、株洲市芦淞区企业厂长经理高级研讨班、湖南正蓉集团

中层干部培训班作专题讲座。 2007年 3月,  第四届中国职

校校长 % % % 企业人力资源经理交流会!在株洲成功举办, 株

洲职院关于  学校 +公司!办学模式改革的经验得到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 50多个企业和高职院校与会代表的一致肯定。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湖南日报#等媒体先后进行了宣传

报道, 学院依托华大菁英教育有限公司这个平台, 已与株冶

集团、时代电气、株洲汽齿、南方阀门、中联重科、伟创力、富

士康等 81家企业签定订单培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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