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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性关注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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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作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奠基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性

的考察#不仅关注教育主体$客体的道德性#还关注教育传授的内容本身的道德性以及教育方

式的道德内涵等#认为合道德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能够实践的#能够被客体认同并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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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

奠基者!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

这一概念!但是在他们的很多著作中!包含着对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在这些著

作中!马克思使用了大量的相关概念!如(宣传)&

(宣传工作)&(政治宣传工作)&(宣传鼓动工作)

和(理论教育)等!而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思想政治

教育道德性的关注或显或隐地存在于这些相关论

述之中" 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础之上!揭示了道德的社会本质及其功能作

用!他认为!道德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的根本特征

就在于它是一种以指导行为为目的&以形成人们

正确的行为方式为内容的特殊的实践精神" 思想

政治教育要成为道德的!就必须转化为一定目的

和在这一目的支配下的行动!并通过调节人们的

目的而达到调节行为!其中最关键的就在于它能

否被受众接纳" 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

的道德性的研究包括了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

体&主客体的关系&介体&环体等方面的道德性研

究" 本文仅就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及

两者关系的道德性的关注进行论述"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道德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道德

性的完整性体现在'其一!主体本身具有高尚的道

德素质#其二!主体必须要参与实践活动和实践过

程!具有实践性#其三!主体的活动是实现价值的

行为!具有价值性" 主体要具备多种能力&对对象

产生影响并使其行为选择&价值取向有所改变"

综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我们可以将主体

应具备的道德素质概述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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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一#德行高尚$坚定信念

恩格斯指出'(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

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

/#0 G"I他认为不仅从

事这个行业的人有道德规范要求!而且其行为也

要符合道德规范"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育

者本身就应该具备合乎道德规范的伦理素质!马

克思认为这种伦理素质首先是要有高尚的品德和

坚定的信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提出了(两个彻底决裂)的著名思想!(共产主义

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

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

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0!HG这不仅讲明了社会

主义革命的彻底性!而且也从一个方面对无产阶

级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出了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者

担负着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克服传统制度&

传统观念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的责任!对自

己应该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即思想政治教育者不

仅要具备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人类高尚的道

德!而且思想政治教育者还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念"

"二#知识丰富$睿智多能

马克思说'(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

是一个实际上能鼓动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

/G0#NN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能(鼓动和推动别人前进)的

人!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仅具备丰富

的知识!还要有理智的头脑&犀利的眼光&较强的

表达能力&学习能力和判断能力等" 知识浅薄&孤

陋寡闻定会让教育者空洞肤浅的说教流于表面形

式而一无所获!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并不

是无知愚昧的!而是思想活跃&知识宽泛的群体"

恩格斯在评价英国 #H 世纪著名的自由派宣传家

理4科布顿时写道'(他尽管具有十足的鼓动家

的才智!但毕竟是一个拙劣的实业家和浅薄的经

济学家")

/$0G""恩格斯认为他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

就在于他的知识浅薄" 在具备了丰富知识的基础

上!教育者还要具备多种能力!诸如表达能力&判

断能力&组织能力等!将知识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

实际工作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效地开展

思想政治工作" 恩格斯说'(天才应当说服群众!

使群众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这样就不必担心自

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因为思想被掌握以后就

会自然而然地实现")

/N0ING这就是说!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不仅自身要有丰富的知识!还要具备多

种才能将知识传递和表达出去!积极地通过实践

活动去说服受教育者!让他们接受和认可行为规

则和道德规范"

"三#亲切坚韧%不装权威

马克思一向不允许人们把自己神圣化&权威

化!把自己看做是思想特权者" 为此他对巴枯宁

所要求的(工人阶级是原料!是一种杂乱的东西!

要使它成形!须经他们的圣灵的吹拂)

/I0$N的这种

上对下的绝对意志&下对上的绝对依赖和服从提

出了批评" 马克思也反对那种装权威&故弄玄虚&

假大空的说词!他在评价英国议员斯图亚特勋爵

失败的演讲时说'(这种宏论通常是讲的人比听

的人更过瘾" 如果把这些氢气球似的虚夸词句抓

在手里挤一下!那就会一无所有!甚至原来使它们

膨胀像个什么东西的空气也没有")

/L0G"I也就是说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以平等尊重的关系对待受教

育者!这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是打开受教

育者心扉的钥匙" 恩格斯在对主体应具备的素质

论述中还提到了(坚韧)的品性!他在回顾伦敦的

社会主义宣传时说'(在这里!近八年来各种各样

的宣传已经打下了很深的基础!以致工人们虽不

是社会主义者!但只希望社会主义者当自己的领

袖" 现在他们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从理论上说是正

确的道路!他们被吸引到这条道路上来了")

/%0G$%

坚持多年的长远的宣传才使对象接受了思想和理

论!这就是鼓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以坚忍不

拔的毅力从事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工作!面对困难

要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勇往直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从事传授道德规范

的教育工作者!其本身就应该具有高尚的道德情

操!合符道德规范的行为准则&价值选择!并以身

作则!带头实践自己倡导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

以高尚的品德感染人!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

教育真正复归到其应有的层次并取得良好的效

果" 如同尼尔4诺丁斯$E7/E+::5-3<%所认为!道

德教育首先是指在计划和实施教育的人们努力道

德地对待所有被教育者的意义上是道德的!然后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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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一种培养被教育者的伦理思想!以便他们能

够道德地对待他人的教育活动"

/H0

二$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道德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论述中包含着关于

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完整性&人的价值和尊严等

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他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客

体即受教育者道德性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

中客体的道德性!在本质上是个体对自我的生存

和发展的一种规范&设计和引导" 马克思认为思

想政治教育客体的道德性是客体在个体的社会

化&个体道德的自我内化以及个体自由全面发展

等方面的内在结合和完整表现"

"一#个体的社会化

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中的个体!由自然人向社

会人的转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马克思强调(人

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

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0NI他强调任何

劳动都有社会性!(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

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

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而我是

作为人活动的" 不仅我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

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

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

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

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

在物")

/##0#!!但这并不等于人一生下来就是社会

的人!就是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 一个人要想成

为社会的人!真正融入一定的社会生活!还需要一

个社会化的过程" 一个人只有先成为社会中的一

员!并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而活动!才能在这个社会

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个体学业&事业&爱情的成

功!个体生存意义的获得!个人才能的发展!个体

价值的认可和实现等等!都必须在个体社会化的

进程中得以实现和完成" 个体社会化的过程离不

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体社会化过

程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个体道德的自我内化

在对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任务中!马克思认

为要向无产阶级灌输革命思想!(哲学把无产阶

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

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

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

成为人")

/#!0#N同时马克思也认为!灌输的最终目

的就是使无产阶级从自在阶段转到一个能够实现

解放全人类伟大理想的自为阶段!实现从自发到

自觉的飞跃" 可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的

自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价值目标!个体

自主教育的最终价值归宿就是个体的自我内化"

只有通过个体的自我内化!思想政治教育者所要

传递和表达的价值观念&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等才

能转化为受教育者内在的思想政治道德" 如果思

想政治教育对于受教育者而言是一种外在压力!

受教育者只是屈服于其权威性和惩罚性而被迫接

受时!那么!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品性上来说!

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只有受教育者把思想政治

教育作为一种内在需要!真心实意地接受教育并

主动与教育者进行有效合作!并从接受教育转化

为自主教育!积极进行自我内化!从纯粹的教育客

体转化为教育主体时!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身

才是道德的"

"三#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伦

理学的重要旨趣"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

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

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

事")

/#G0%N这时!人的任何一种能力都不会因为成

为谋生的本钱重复使用而畸形!而其它能力也不

会因受到压抑而萎缩!他的潜力都将得到充分发

挥" 恩格斯说'(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

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

面发展的才能")

/#$0!$G因此可以说!致力于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认为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

终极目标" 在个体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马克思

认为教育是重要的手段!教育是(造就全面发展

的人的唯一方法)" 同时马克思也认为(只有在

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也就是说! 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

由")

/#N0%$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了个体自由全

面发展的伦理指标!还提出了实现其伦理价值的

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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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和方式" 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社会

主义社会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它体现在某些要

求上---人应当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理想是人的精神目标!是

人的全部丰富本质的灵魂!道德&文化&纪律从不

同的方面对人的全面发展做了规定!指出了人的

全面性所包含的内容"

/#I0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

者要以受教育者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应然)的伦

理指标!教育和引导他们不断追求理想人格&追求

自由全面发展"

三$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道

德性

马克思认为合理的&道德的思想政治教育主

客体关系应该是地位平等&相互尊重" 马克思在

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限度内!在新的哲学基础

上!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提出的处理人和人之间

关系的一些合理的人道要求!肯定了实现人的价

值!实现人类自由&平等&幸福&相爱的重要意

义"

/#L0提出要尊重人&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不

论人们的地位的高低" 按照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建

立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系是民主社会

新型的师生关系" 是尊重平等的师生关系!在这

里!学生对教师的尊敬!不再是屈从或盲从于政治

压力和精神压力!不再是源自于对教师的惩罚权

的恐惧!而是出于对教师学识和道德的敬重!出于

对教师辛勤劳动的感激!出于对尊敬师长社会公

德的认同和遵循"

/#%0教师对学生的关系不再仅仅

是责任和义务!还有发自内心地对学生平等的尊

重!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人格!尊重学

生的能动创造性!两者是相互平等&双向互动的伦

理关系" 马克思不仅对(何为道德的主客体关

系)进行了相关论述!而且还提出了实践思想政

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道德性的基本伦理原则"

"一#主导和民主相结合的伦理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观认为!主体的基本属性

就是自主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就把主体的活动称为(自主活动)!并认为

(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

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在人的活动中!自主

性对于客体来说是主体的自主" 思想政治教育者

作为思想教育的主体!也内涵自主性的属性" 坚

持教育者的自主性就是在思想教育活动中坚持教

育者的主导地位不动摇!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的原

则和规范作为培养教育目标!确定人生观&道德理

想&行为品质的内容!贯彻实行共产主义道德教

育&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 恩格斯曾经在写给

倍倍尔的一封信中表示!大批小资产者和农民涌

入革命队伍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也带来

了许多错误思想!对运动是危险的" (无产阶级

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作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

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

/#H0IGH他认为无产阶级必

须要坚持革命思想的主导地位!坚持无产阶级在

革命斗争中的主导地位!这样才能取得革命的最

终胜利" 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要充分发

挥主体的自主性!坚持主导地位!这样才能保证思

想政治教育正确的发展方向!有效地引导受教育

者接受共产主义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教育!因此

教育者的主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马克思指出' (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

物!)

/!"0NG!实践是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马克

思主义的主体观是唯物主义的(交往实践主体

观)!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交往中!人的主体性本质

才能得以实现!主体(只能在社会关系中才能独

立)" 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活动不是个人的!

而是要通过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交往实践才能展

开" 而在这种交往实践的关系中!受教育者同样

也成为交往关系中的主体!成为思想教育活动的

主体" 作为主体的受教育者是独立&自由的!有自

己的思想感情&价值标准!同样享有在思想教育活

动中作为主权者的民主权利"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

者在坚持主导属性的同时!还应贯彻民主关怀的

原则!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尊重受教育者的

人格和价值取向!平等对待&平等交流&平等对话"

"二#仁爱与尊重相结合的伦理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要有一颗仁爱&

关爱的心!这种爱不同于亲情爱&朋友爱&怜惜爱"

马克思说'(无神论最初还远不是共产主义#那种

无神论毋宁说还是一个抽象" 所以无神论的博爱

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与无神论最初

的抽象的博爱相对立的是马克思自己的(共产主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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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博爱观)!即(共产主义的博爱则从一开始就

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

/!#0#!#作为以传授

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为目的的思想政治

教育者!其对受教育者的爱!从本质上说!是共产

主义的博爱!它不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是

(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这种

爱是能够实践的!否则就成了一种空谈的&无边际

的理论爱" 基于马克思的这种(现实的和直接追

求实效)的共产主义博爱思想!可以分为'责任

爱" 是对受教育者成长和国家民族未来发展所负

责任的自觉认同#理智爱" 是理性的智慧的爱!清

楚爱的正确内容以及表达爱的方式#适度爱" 教

育者不是一味牺牲自己!抹杀个人正当的物质利

益!而是应关爱有度!否则将陷入唯心主义哲学的

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让这种爱失去永恒持续下

去的根基" 更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受教

育的爱不是体现权威的&霸权的专制爱&也不是居

高临下的救世主般的恩赐和怜悯爱!而是一种尊

重爱&平等爱" 恩格斯曾说过 (他的本事只不过

是对自己的读者表现极端的蔑视!实际上!只有把

读者看成不可救药的糊涂虫!才敢于把这么一大

堆明显的伪造的东西和自相矛盾的谎言塞给他

们")

/!!0$HH这是他在读了前巴黎公社委员欧4普

罗托的宣传性小册子!发现作者对读者极端的不

尊重时气愤地指出的!他认为不论是传授思想还

是接受思想的人地位上并没有高低贵贱!本质上

是平等的" 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应该是尊

重爱!尊重其人格&尊重其个性&尊重其价值选择"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待受教育者要在尊重的前

提下实行仁爱!而没有仁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发

自内心的尊重!仁爱和尊重两者互为前提&相互

支撑"

"三#公平与偏爱相结合的伦理原则

社会公平是社会价值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发

展应有的必要的伦理关怀!不仅是社会发展(合

道德)的需要!更是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 建立

一个公平的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

美好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崇高

目标"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克服资本主

义社会公平的局限性!实现(有计划地利用和进

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

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

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

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

/!G0GG"实现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来说!公平是满足其

(合道德)性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公平!即要求教育者对所有受

教育者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受教育者平等享有

接受教育的权利&平等享有教育资源!也同样平等

地遵循行为规则&道德规范"

但公平不是绝对的&完全的!在公平的形式下

掩盖的是事实上的不平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

论,中从多方面批驳了杜林关于(两个人彼此完

全平等)的错误主张"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在三个

方面存在差异'第一!人的生理素质是不平等的!

如男女生理素质就不平等!人无论在体力还是智

力以及在生理解剖特点方面都存在差异" 第二!

人的心理素质是不平等的!有的果断而有毅力&伶

俐!有的优柔&懒惰和萎靡不振&愚笨" 第三!人的

思想文化素质也是不平等的!(两个在道德上完

全平等的人是根本没有的)"

/!$0#GIM#$"社会主义采

取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上!实际上就是(默认

不同等的个人天赋) 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

然特权)"

/!N0##M#!受教育者的先天潜质&学习能力&

家庭条件&经历环境各不相同!针对不同的受教育

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方法&教育目标也应该

不尽相同" 对受教育者中出身和天赋不平等的弱

势群体实施伦理偏爱!不仅能帮助他们摆脱成长

困境!还能促进他们以良好的心态来面对成长困

境!用积极的情绪控制力来解决伦理困惑" 公平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取向!本身就

内涵和允许了差异的存在!对这种事实差异中的

弱势群体实施伦理偏爱又恰好促使了思想政治教

育公平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思想政治教育者一视同仁&公平地对待受教育者!

同时又对受教育者的特殊群体&弱势群体实施伦

理偏爱是合道德的!是在实践中实现主客体关系

的道德性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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