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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也谈一以贯之 
——读《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感 

◆李继海 

（迪庆州藏文中学）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先生两次提到了“一以贯之”，

一次是孔子与曾子所言，“吾道一以贯之”，一次是孔子与子贡所
讲，“予一以贯之”。这两次谈话都涉及到孔子思想的核心问题，
然而对“一以贯之”的解释，却如程树德先生所说“自汉以来，
不得其解也”。 

胡适先生在书中谈到：“所以我说孔子论知识注重“一以贯
之”，注重推论，本来很好。只可惜他把“学”字看作读书的学
问，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
“书生”废物，这便是他的流弊了。”对于这种说法，我却不敢
苟同。 

首先，在“予一以贯之”中重视在“学”的问题上，简而言
之是“多与一”、“博与约”的问题，而“吾道一以贯之”有前置
定语，讲明是“吾道”，则是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来表述。但
从两者语句相似的角度来看，它们反映了孔子的思维方式——
“一”的思维方式。 

子贡以“多”闻名，但孔子教导他要找到“一”，其内涵是
表明这里的“多”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因而才能有“一”。而“吾
道一以贯之”表现更加明显，只有处于一个整体中，才有终始、
本末，才有广大与精微并存，才能贯通。“一”的思维方式是孔
子认识事物的首要方式，它表明一种整体性和连续性。在这之下，
才产生了孔子追求“和”的理念、向外推导式的思想和两取其中
的方法。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由“一以贯之”想到： 
首先，树立一种意识，终身学习。谈到学习，自然离不开读

书。一代名相于谦有言：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尤
其是为人师者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尽管开卷有益，但并非不加
拣择，毕竟浩如烟海，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三字经》
中，当读到，“苏老泉，ニ十七，始发愤”的时候，心里蓦然一
惊，年光似水，迢迢不停。古人尚且如此，我等岂能虚度光阴？ 

其次，保持一种姿态，躬身实践。我们常说为者常成，行者
常至。躬耕教学一线，扎根三尺讲台，是为人师者 美丽的生命
姿态。实践出真知，离开了实践的土壤就失去了专业成长的地气
和底气。 

在新课程改革中，数学教材相对以前有所改变，老师上课就
不能按部就班。《高中数学》必修 2 三视图这一节，内容很贴近
生活。我在课前准备了一些棱锥、棱柱、圆锥、圆台等模型，发
给他们。让他们同桌一起拼凑这些模型能形成哪些新的形体。学
生们兴奋起来，他们忙着拼凑。很多学生都做出了很多不同的新
模型。可是当我要求他们把新模型画出来时，他们感觉有难度了，
简单的还行，复杂的画不好了。那怎么办呢？此时我告诉他们三
视图。根据新模型的拼凑情况将三视图画出。以后学生在画三视
图时就有了一定的思维。让学生多动手，老师在必要时进行指导，

既激发了学生的情感，又激活了学生的思维。  
后，应养成一种习惯，且行且思。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

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 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
的苇草。思考，是人之为人的独特品质，也是教为人师者，思考
的基点在哪里？首先应是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身为一线教师，
虽没有系统精深的教育理论素养，却拥有 鲜活生动的教育实践
资源。 

比如说：如何提高高中数学的解题能力？很多同学都说高中
数学难学，学好数学并没有同学们想象中的那么难，掌握正确的
学习方法，就可以快速的提高数学的做题能力，练习一定数量的
题目就可以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我一直认为数学大概可以分成
两部分，计算能力和解题思路。计算能力的培养需要课下同学们
多练习，做题时一定要每步算清（即便是 简单的四则运算），
尽量专注，提高正确率。解题思路需要熟练掌握所学知识，平常
多思考数学，思考生活，多让脑子转起来，才不会锈住。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必
须做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
贯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这三个“一以贯之”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
宽广视角，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
的深入思考和把握，必须坚决贯彻落实。 

总书记强调这三个“一以贯之”，是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进一步细化和延展，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
干部进一步明确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掌握什么样的工
作思维和工作方法等重大问题。 

教育是慢工细活，学校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靠的是一
次次精心组织的教育活动、一堂堂高效课。没有量的积累，就不
会有一流的成绩。这里不是说大事无关紧要，而是说小事 容易
被人轻视和疏忽。如果一再疏忽小事，那么学校发展根基就会虚
空，行将不远。教育要有成效，积微速成是一项必须坚持的原则。 

习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
人”，做好新时代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是一场历史性的“赶考”，答
得好不好， 终要靠历史和实践来检验。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三个一以贯之”重要
指示精神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努力开创教育教学工作新局面。总之，
唯有一以贯之 ，方能行而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