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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范畴，与欧洲国家“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

可追溯至“士”。古代知识分子不仅严谨治学，还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及可作表率的人格修

养; 近现代知识分子在用知识启蒙、积极治学的同时，主张“经世致用”介入政治，用鲜血和生

命去改造旧世界; 当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在传承传统先进文化、传播新思想和新

知识、传导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传授教育知识等方面，发挥着引领风尚、更新理念、

创新创造与“传承传导”的独特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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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最初指受过相当教

育、对现状持创新态度、具有前瞻意识和技能的人。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历史

文化的范畴，与欧洲国家“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可追溯至“士”。“士”作

为一个社会阶层，它又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文化条件下

产生的。早在殷商西周时期，从事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等多方面活

动的“巫史”便可看作中国的第一代文化人; 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一定的社会政

治地位的“士”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掌握了专门文化知识，不耕而食、不
富而贵，成为或依附权贵、或自立门户的专职脑力劳动者; 至唐宋时，随着社会格

局的调整和科举制度的建立，“士”阶层逐渐打破了门阀制度的限制，得以选拔、
举荐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巩固中央集权的得力助手。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内，“士”阶层作为中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一支核心力量，担负着推进社会发展、
文化繁荣、教育启蒙、政治开明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使命。中国近代意义上与欧

美相类似的知识分子群体，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
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

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

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现代汉语词典》将知识分子界定为具有较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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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从先秦

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使命和所要走的道路，有一个自觉的、普
遍的认识，虽然儒、道、墨、法等不同学说流派并存，但最终共同的目的都是要求

参与社会政治实践，寻觅成为一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规范的发展路径。

一、辩证理解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发展路径

在中国知识分子涵义中不仅含有治学的应有之义，它还包孕强烈的社会关

怀及可作表率的人格修养。孔子曾说: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

“为己”、“为人”，用孟子《告子》里的一段话来说明就是:“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 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

从之;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荀子在《劝学》里则解

释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 小人之学也，以

为禽犊。”这里的“美其身”，就是“为己”，相当于孟子讲的“修天爵”，指人格的

提升; 而所谓的“为禽犊”，就是“为人”。可见，古代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极

高，“内圣外王”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道德标准，“学而优则仕”也就成了

其基本发展路径。
1、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志于道”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与人格追求。钱穆先生指出，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学问主要目的，正在

明道行道”，道义担当、仁以为己任，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激浊扬清的巨大

作用。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士志

于道”就是要求“士人”视“道”有超越生命的价值，并具死而后已的求索精神。
“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

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士志于道”就是要

求“士人”不迷信权威，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士

志于道”就是要求“士人”坚持道义，敢于向权势说“不”，决不“枉道”以从“势”;

“士志于道”就是要求“士人”摆脱物欲的控制，“君子谋道不谋食”( 《论语·卫

灵公》) ，“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 《孟子·万章上》) 。可

见“道”成为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成仁取义的精神力量，诚如当代著名学者余英

时所言，愈是“天下无道”、“天崩地坼”，孔子的“士教”愈显出它的力量。从汉

代知识分子在党锢之祸中“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宋代的知识分子承五代之

浇漓由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与抱负，到晚明顾亭

林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林党人二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其中跃动

的即是这“志于道”的“恒心”、“士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只是指人

类的文化理想，也即是中国人之所谓道。宋代理学家张横渠所谓: “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可见中国士人在历史上之大

任务。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社会人群之所以为社会人群之理想，即是中国知识分

子的一种人格追求、共同精神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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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代知识分子的治学路径。孔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孔子看来，

人生的每个阶段应有一定的标矢，要学而不厌、加强修养、勇猛精进，洵为中国知

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孔子“有教无类”地广收学生并“因材施教”，

形成“弟子三千”的规模。《论语·先进》提到孔子教学有四科———德行、言语、
政事、文学。朱熹承继孔子为古代知识分子设定的治学路径而延伸提出了“格

物致知穷理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学之道，明确指出“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如何治学? 如何使治学路径

不偏离大统? 宋代陆九渊认为“学者须先立志”“无志，则不能学”( 《陆九渊

集》) ，“学者贵卓然自立，尤贵奋发有为”( 张百行《困学录集萃》) 。学必求益，

如果“学而为名，内( 内心涵养) 不足也”( 杨时《论学篇》) 。匡正治学路径，除了

要端正学习动机，还须讲求学习的态度、方式和方法。治学要求刻苦虚心、锲而

不舍，“发愤忘食，乐而忘忧”，“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论语》) ，“温恭自虚，所

受是极( 所学到的才是其本原) ”( 《管子·弟子诫》) ，“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
( 朱熹《学三论知行》) 。西晋车胤“聚萤作囊”，西汉匡衡“凿壁借光”等勤奋攻

读的掌故，可谓家喻户晓。治学要求善思多想、领会实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 ，“能反三隅( 举一反三) 者，得意而言( 领会内容) ”
( 嵇康《声无哀乐论》) ，“进学则在致知( 领悟真知) ”( 《二程语录》) ，否则，“学

而不化，非学也”( 杨万里《庸言》) 。治学要求广纳博取、精益求精，“博学切问，

所以广知”( 黄石公《素书》) ，“学者规模贵大，功夫贵密( 严密、精细) ”( 陈栎《随

录》) “善学者穷于一物，不善学者穷于物物( 就事论事) ”( 庄元臣《叔苴子内

编》) 。治学要求循序渐进、力学不厌，“圣贤之学，非造次( 匆忙) 可成，须在积

累”( 朱熹《王岩叟语》) ，“日累月积，所蓄自富”( 阮葵生《茶余客话》) ，“君子之

学，死而后已”( 顾炎武《人书云》) 。
3、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治学宗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做为个人精神修养的提升和知识分子发展价值取向，必须通过时下的每一件

世俗生活来体现，治学不仅提高自身修养的境界，而且通过“治学”实现“治世”，

进而实现自己参与“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因此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入世”
精神、济世情怀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济世情怀一方面体现为“以天下为念”的

博大心胸，“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孟子

·万章上》) ，《大学》所总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

想框架正表明了士人决不能只以成己为限，而一定要发及于物，行道于天下，

“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中庸》) ，甚至“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

育”( 《中庸》) ; 另一方面体现为“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参与意识，孔子要求士大

夫“忧道中忧贪，谋道不谋食”，认为“不仕无义，行义以达道”。孟子进一步展开

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

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并进一步规定了士的用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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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士之任也犹农之耕也”，用世志在“格君心之是非”。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济天下”到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从曾参的“仁以

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从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顾宪

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无不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

各方面问题具有深切的责任感。这种将身家性命与天下视为一体、志道行道的

士大夫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本色即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使命感，也体现了古代

知识分子“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理想主义的自信与豪情。

二、客观了解近现代知识分子“治学治世”的发展路径

鸦片战争之后，神州陆沉、社稷丘墟、满目创痍，此时从黑暗中走出一批“生

于忧患”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即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改

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他们在

用知识启蒙、积极治学的同时，主张“经世致用”介入政治，与当权派对抗，不管

二者有何区别，这种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改造旧世界的大无畏精神是旷

古罕有的，这就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治学治世”的走向找到了一个良好的起

点。
1、近代知识分子治学的境界。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

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知识分子治学的境

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

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

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三句原是宋词里言情话相思的佳句，被王国维巧妙地运用了三句中蕴含的哲

理意趣，用以表现“悬思———苦索———顿悟”的治学三重境界，赋予了它以深刻

的内涵。他认为治学第一境界为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

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第二境界必须坚定不移，经

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第三境界必须

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

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潜心学术的同时，王国维首先提出治学

的任务不是表现儒道，而是表现人生，认为知识分子“非孤立之生活”，其使命在

“家族、国家、社会”中，把近代知识分子治学境界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2、近代知识分子治世的情怀。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一直流传到近代知识分子

身上，所不同的是，这一批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已经不是先前的儒释道，而是具

有更多从外界习来的理论进行治世。无论是魏源、郑观应等“洋务派”所秉持的

“经世致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启蒙思想，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

派”主张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西方理念并以“中学补西学”，学习与政体相辅

的政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并倡导民权; 无论是崇奉“天赋

人权说”，主张人的自由、平等、政治的民众化、权利的制衡、权力来自于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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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还是倡导民族、民权、民生等“三民主义”的孙中山，都有感于外国列强压

迫、民族危机日重、人民生灵涂炭、政治制度腐败，产生强烈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

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治世情怀，从而将所学知识用于人民大众的“启蒙”，

肩负起积极治世、救国图强的崇高使命。
3、“五四”知识分子救国图强的历史使命。新文化运动震醒了中国知识分

子内心潜藏的对于国家、民族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他们积极投身到大变动的社会

洪流中，追求真理，探索治国经邦的大道理、大精神，即一切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

当是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繁荣。“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学贯中西，欲究中华兴

亡之际，通古今中西之变，遂搴起“民主科学”的大旗，带来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

的思想解放。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将民族兴亡、国家发展置于个人荣辱之上;

鲁迅、郭沫若不满足于知识分子单纯治学的状态，毅然弃医从文参与社会政治实

现“治世”理想。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一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所呵护的民

主精神。通过思想和文化上摒弃禁锢人们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传统礼教的束

缚，理性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道追求真理的动力。他们通过各种思

想斗争和现实斗争，让思想在碰撞之间迸发出真理精神，他们尚自由、尚科学、尚
平等，能够直面身处社会的大变动。在社会大变动时期，那些由平民供养而鄙夷

平民阶层的贵族失去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的支持和信任，而关注平民生

存境况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承接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道义，

并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

三、全新析解当下知识分子“传承传导”的发展路径

从“五四”运动时期的启蒙主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精神，知识分子

无不扮演着引领社会发展的精神导师的角色。我们认为，“士人”品格的当代转

换在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精神建构方面仍有积极意义。当今知识分子作为一

个特殊的阶层，在传承传统文化精华、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传导科学技术和学

术研究成果以及传授教育知识等方面，发挥着引领风尚、更新理念、创新创造与

“传承传导”的独特使命。
1、要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传播倡导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

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越来越复杂化，人们在思想认识、理想信念、道德观

念、价值取向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差异性日益突出，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

荡和碰撞的局面越来越明显。当代知识分子要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作为自身

崇高的历史使命，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

等方面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唱响主旋律，使之化成为人民的自觉追求。一方面，

要把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倡导与贯彻科学发展观相结合。知识分子要坚定理想信

念，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人们树立科学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恪守“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的价值追求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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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则，勇担责任、不辱使命，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另一方面，要把核心价值的传播倡导与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建设和谐文化，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是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多元多样、健康有益的文化兼容共生、和谐相处为

特征的思想文化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坚强的

政治保障，又需要有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在构建和谐文化中，广大知识分子肩

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通过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倡导、研究、阐释、传
播，实施、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引导人们

树立追求人类和平、社会关系融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再一方面，

要把核心价值的传播倡导与实现包容性增长相结合。包容性增长的实质是追求

平等、倡导协作，以促进共同发展，它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构建和谐社会为最

终目的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决策。早在春秋时期诸子并起，著书立说，学派林立，

广收门徒，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出现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景象，更

创造了机会均等、各抒己见的自由宽松氛围。因此，当代知识分子更要坚持尊重

差异、包容多样，有效引领社会思潮。差异是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尊重差异，就

是要尊重广大群众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

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的思想实际提出不同要求。多样是社会发展的必

然趋势，核心价值体系能否发挥主导作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能不能包容和整合

大多数社会群体的思想意识。包容多样，就是要树立多样共生、和而不同的意

识，不断扩大核心价值体系的包容度和影响力。知识分子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并不是随波逐流、无所作为，而是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密切关注社会思想变化，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

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腐朽文化的影响，引导社

会思潮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2、要当好先进生产力的传播培育者。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学科之间相互联

系渗透，产生了各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实现了科学知识的一体化，知识生产、
知识成果的社会化。为此当代的知识分子不能固步自封，而应树立与时俱进的

理念，紧跟时代发展，不断提高自身水平，推进科学技术的创新。一方面，要传递

好科技创新的因子。科技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能力的象征。现代社会发展中

一项新技术的运用，可能创造一个产业，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特征，这就要求

知识分子必须做科技创新的勇敢开拓者。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强调

“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是统领

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创

新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不同学科的融合，既包括各个人文学科之间的融合，也包括

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融合。知识分子要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破除不同学派和

学术观点的门户之见，以更加宽容的态度鼓励学术的探索，以更大的力度支持学

科的开拓，并使这种创新因子在社会不同层面能生根发芽。另一方面，传播培育

好知识融合力与运用力。科技发展涉及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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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介服务机构、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包括人才、资金、科技基础、知识产权、
制度建设、创新氛围等多个要素，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作用下的一种复

杂现象，也是一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钱学森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强调知

识、技术和信息化的作用，特别强调知识集成、知识管理的作用。知识分子承担

着科技创新的重要使命，就要把科学研究为先导的知识创新、标准化为轴心的技

术创新和信息化为载体的管理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为实现将知识传化为生产力

提供支持和保障。
3、要当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传播实践者。知识分子不仅要做传道授

业解惑的业师，更要做身传心教的育人智者，做先进知识的传授者。这就要求知

识分子不仅要具有深厚广阔丰富的人文素养，更要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

神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用在学术研究方面，要求严格遵循知识的

建构原则，将自己的价值首先定位于专业规范的界限之内，并以“专业良知”的

通观能力、思辨能力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行为取向; 用在业师实践方面，要求向学

生传业的同时，铸造他们的独立精神和崇高品格。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承担

起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使命。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指

出，切实做好人才工作，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是确立我国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增强国

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知识分子大多数位于教学、科研和生产的第一线，具

有个体相对独立性的特征，这就要求知识分子要加强集体主义价值观，努力打造

创新团队，当好传帮带的领路人。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要坚持育人为本、德
育为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从事科研生产工作的知识分子要努力建设

创新团队，给年轻人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将他们推向科研生产第一线，把各类

人才培养造就的“接力棒”传递好。
从古代的“士”阶层所承担“经世致用”的使命，到近现代知识分子“治学治

世”的路径，再到当代知识分子担当的“传承传导”的独特任务，知识分子是不断

前行的。这就要求知识分子既能立足于专业，又可自由地跨出专业的边界，具有

世界眼光; 既要有战略性思维，具有敏锐、超前的见解，乐于引领时代潮流，又要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勇于启迪民众，推动社会进步，服务人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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