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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学，学问研究之铺垫 1

学则不固。学问研究首先要博学，谦虚好学，爱看

书，并且是博贤群书，各种各样的书籍和学说，都有所

涉猎。通过学习，人们可以打破自我的局限，拓展视野，

提升思维深度，从而激发出更多的创新思维，拓展自身

的视野，让自己的前进之路更加宽广。学习自古以来就

是帮助个人成长、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有效的学

习方法也一直都是学问者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话题。只有

将提升自己与服务社会、解决生存与引领道义、继承传

统与推动创新、彰扬个性与坚守社会共性原则有机地融

合在一起，实现学习主体与客体的和谐共进，学习才可

能产生吸引力和感召力，才可能收获良好的学习成效。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君子

应当广阔并深入地研究文化典籍，并将其作为约束自身

的准则，从而避免走上违背传统的道路。高尔基曾提到，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书籍可以扩宽我们的眼界、

增长见识、增强判断是非的能力，甚至乎还可以陶冶情

操，增强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孔子提出的这句名言

中的“博学于文”的教诲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影响很大。

在学习方面，毛泽东认为，孔子所说的“博学于文”和

孟子所说的“博学而详说”，都是深刻实在的名言，是所

有人都应该遵循的。毛泽东践行“博学于文”的学习方

法，博览群书，对各种学说与理论思想都进行“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这一扬弃，不仅在军事、政治领域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而且还成了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

学问家。故，学问研究应当博学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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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陶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哲学专业在读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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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基于学问研究，不仅学习

方向要广泛涉猎，而且学习的方式也要富有新意。孔子

将“乐学”作为学问研究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学问研究

的过程本身应当要充实、有乐趣，应当让学生从这一过

程中有体悟，也有心灵上的满足。这也许是“乐学”思

想的源头罢。孔子认为，教师为了让学生到达“乐学”

的效果，首先肯定是要教师自身达到一个“乐教”的状

态。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提到了，教师

的“乐教”能够引发学生产生“乐学”的效果。教师在

“乐教”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驱动教学，想尽办法不断赋

予学习以新意和变化，将学生领进学习的乐园，调动其

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师生在此过程中求得共同的生

动发展，学生品尝成功的喜悦、享受学习的乐趣，自发

地产生对学习难以割舍的兴趣；教师也享受教学的乐趣，

内心真诚地生出对教学难以割舍的情怀。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寓学问于娱乐中，无疑是为学问研究做了一个很

好的铺垫。

二、审问，学问研究需科学提问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学习是一种

艺术，它需要我们保持谦虚和好奇的精神，并且要有勇

气去探索新的知识。我们应该勤奋地学习，并且不断地

寻求新的见解，不仅要听取老师和长辈的指导，还要向

其他人寻求帮助，而不是因为这样做感到羞耻。古人云

“好同则裕”，“不耻下问”学问研究不仅要靠自己阅读，

遇到不解之处，则要善问，问则明，不问则愚，读后有

体会，更应该去问，问则正，不问就有可能产生误解。

韩愈曾经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即师傅不一定比学生

更优秀，学习的过程应该按照先后顺序，每个人都应该

如此。”这就是说，间的人不一定比自己年长，学间不一

定比自己高，胜过自己的学问，不如自己的，也可以问。

浅析儒家学问研究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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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学确立后，从汉代开始，逐步成为国家管理的主要方法，创造了中国历史的辉煌和文明。对个人来说，

儒学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事、成为优秀的管理者、创造财富、获得名誉，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平和的心态，轻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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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的海洋里，你自己不一定事事都知道，别人不会

事事都不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

一得”，在学问研究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谦虚

诚恳的态度，积极进取，不耻下问，以人之长补己之短。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两端”指的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它涉及到正反两面，孔子通过反问的方式，引导提

问者深入探究，以便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质。孔子的方

法是，先从正面和反面探讨，然后再从反面和正面来探

究，这样，提问者就可以自主地探索事物的两个极端，

最终找到正确的答案。做学问研究，就要学会有针对性

地请教提问、全面性的挖掘问题、提出问题，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挖掘问题的本质，从而更加全面的理解问题。

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没有哪个人可以把所有的知识都学

完。但是，解决问题较为好的方法是，牢牢掌握这种研

究方法，并能够灵活应用，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这也是为什么授人以鱼不如受人以渔的道理。

三、慎思，学问研究当自省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

乎？传不习乎？每天都要进行反省，反省是一项很重要

的反思活动，能让我们对自己的交往、个人的品格进行

反复揣摩分析。然而这句名言着实揭示了儒学学问的重

要的内省学习方法。学习儒学，并非仅仅局限于学习，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深入探索，挖掘出我们内心深处

最真实、最美好的特征，摒弃负面思想和行为。古代中

国文化中，我们经常会在祖先和鬼神面前，焚烧一柱香，

安详地沉思，以此来检视我们的行为，并且挖掘出人性

真实的一面。“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指出，只有

通过反复的内省，我们才能真正掌握现代气功的精髓，

并且获取智慧。只有当我们把握住了真正的智慧，把握

住了真正的精髓，并且把它们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

才能够真正地获取智慧，并且把它们转变为实际的行动。

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应该保持谦逊和谨慎的态度，并且

积极地与拥有丰富经验的人交流，从他们的优势中汲取

教训，不断提高我们的能力，并且不断地审视我们的不

足，从而不断进步。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通过深入思考，

才能真正掌握知识，否则，所获得的知识将只是一堆死

知识。只有将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提升自身

的能力，避免只停留在空想的状态，从而获得更多的收

获。如果一个人只是单纯地学习，而不去思考，那么他

就等于毫无收获，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一个空想家，这

种情况并非偶然发生。空想家总是沉浸在幻想之中，当

他们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

想象力来解决。孔子的学思结合在古代就已经被认为是

一种重要的价值，而且在当今，它的价值仍然十分显著，

尤其是在物质文明时代，它能够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发展

和建设提供强大的支撑力量，从而避免了人们在学习研

究中出现的许多错误，也避免了人们因为困难而丧失信

心。可惜的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往往被局限于人们的理

解，而未能真正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从而使其价值无法

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孔子的教育思想，

将其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学术研究中，以此取得

更大的成效。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

也。孔子在教学当中，善于利用已知的去推测未知的，

从细微的东西推测到宏观层面，从而用这样一种方式来

启发学生，引起学生对于学问研究的兴趣爱好。他反对

只灌无输出，始终贯穿提问、启发、对话等民主精神，

要求在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给其指引，使他们能

举一反三。做学问，同样需要反思，学问研究是一件伴

随终身的反思哲学，在生活上、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其他

方面，这种反思能够让我们自主的产生设想，以及不断

地分析正思与反思之前地联系。有些学者读书、学习不

求甚解，教一会一，不知变通，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解决

变式类问题，从而影响了个人今后的发展。举一反三实

际上是一种良好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需要我们在日常

学问研究中有意识地培养。

四、明辨，养成学问研究思维

巽语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人生旅途中充满

了各种诱惑，让我们迷失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当我们

听到赞美之词时，谁不会感到愉悦？然而，只有仔细审

视它们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才能发现它们的价值。如果

我们一直只想听别人说好话，却不考虑是否真伪，终会

导致我们人生追求的路上多了许多曲折。孔子曾说，三

个人一起行动，一定有我可以学习的地方，选择善的地

方就接受遵从，不善的地方就改正。学习儒家思想的关

键在于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经验教训，并与周围的人建立

联系。儒家思想的根源在于普通人的道德准则和常规行

为，它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科学知识。因此，我们在

学习和研究时，应该从了解周围的人开始，辨别善恶，

择善而从。如今，许多学者只关注历史，只关注书本上

的内容，而忽略了当下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情况，这样的

学习方式能称之为学问吗？学问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

是一种实践，只有当我们以善意去观察周围的人，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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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吸收善良的品质，才能真正走上学问的征程。

不知信，无以知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在观察别

人的时候，不仅要看他说话时诚恳的态度，而且要看他

的行动。言行一致才是真君子。形成清晰的判断力。万

不可以为书中所说，都是真理，以其中片面的见解强施

于行事，要知道书本上的理论有时也与客观事实相脱节，

不一定尽是真理，有的理论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变化。

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观察事物，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

的。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妄议前人”，又不能“五体

投地”，一味盲从。因此，在做学问研究时，我们一定要

开动脑筋，认真地思考，善于批评。以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审视问题，以确保它们能够与客

观现实相一致，并且能够适应发展的需要。

五、笃行，理论联系实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文本中得到

的内容虽然丰富，但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我们深知世

界万物都将随着时间而变化，书本记载只能给我们作为

一个参考，一个行动的方向，就像我们在漆黑的黑暗中

的一个领路灯。若要真正领悟到它的精髓，那么只能依

赖于第一步，即通过实际的行动，将所获得的经验与智

慧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只有勤奋努力，勤奋认真，才

能真正达到圣贤的境界。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拥抱这

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必须坚定信念，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扩宽视野，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

不断挑战自己，不断进取，才能走向成功。作为青少年，

应该将困难的挑战视为锻造自身的良机，将微不足道的

工程变得更具挑战性，踏踏实实地迈出每一步。勤奋的

学习和实际的探索，能够让你的思维更具活性，让你的

智慧更具创造性，让你的思想更具有洞察力，让你的思

想更具有活性，让你的思想更具有创造性。

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踮起脚尖看向

远方远不如在高处看世界看得更为宽广。毛泽东同志曾

指出，在实践上既要深入探索客观存在的一切，又把握

它们的内在联系及规律性，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若要

真正掌握知识，就必须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而不是

仅仅凭借片面的概念和材料，或者仅仅依靠书本上的知

识，而不是死记硬背，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

并取得成功。只有学问跟现实生活相互交融后，学问研

究才能跃入一个新的境界。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

人类文明的提高，离不开前人总结的知识经验，只有批

判地继承，才能创造未来。离开了历史的事实的学问，

是空虚的，是渺茫的。站得高才望得远，学问研究亦是

如此。

六、结语

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传统

儒家探索出实现人与社会发展的学习之路，最为重视人

通过学习成就道德生命。通过学习实现道德生命的不断

塑造和提升。作为儒家开创者的孔子更是好学、乐学的

先进代表。“笃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学习体系，它包含

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几个阶段，这些阶

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且需要不断地进行深入的

探索，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从而为国家和社会的

发展做出贡献。通过广泛的学习、深入的探究、精心的

思考、清晰的判断和脚踏实地地执行。学问研究是件无

止尽的事情，想要真正深入研究学问，就要从此五大方

法入门，立志向善、持之以恒、学思并重、知行合一。

学问研究，需要遵循科学的方法，才能深入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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