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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大師董仲舒傳略──兼論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張德銳 

臺北市立大學、輔仁大學退休教授 
 

一、前言 

董仲舒先生（前 179－前 104），係我國漢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

他順應時代的需要，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新儒學，為漢武帝所採納，完成

中國傳統社會官方意識形態的重新建構，為此後兩千多年中國的歷史的發展作出

了深遠的貢獻。是故，先略述其生平事蹟，再說明其教育思想，最後再闡述其生

平事蹟與學說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二、生平簡述 

依據韋政通（1986）、王永祥（1995）、黃振球（1998）、魏文華（2000）、馬

勇（2001）、百度百科（2022）的論述，董仲舒先生的生平可以簡述如下： 

(一) 出身耕讀之家，專心向學 

根據史料記載以及學者們的考證，董仲舒約於漢文帝元年（前 179），生於景

州廣川董故莊（今河北省景縣河渠鄉大董故莊村）。董仲舒的家庭是「文景盛世」

時的一個相當富裕的農村家庭，家產「田連阡陌，牛馬成群」，且擁有大批的藏

書，為董仲舒的勤奮修學，研讀經書，提供了良好的客觀環境。 

董仲舒自幼學習就非常刻苦且專心。《漢書･董仲舒傳》有「蓋三年不窺園，

其精如此」的贊譽。可見董仲舒為了專心讀書，三年未曾到自家庭園遊憩，精心

鑽研學問到如此的程度。另《太平御覽》亦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嘗乘馬不覺

牝牡，志在經傳也」之記述，可見董仲舒研讀經傳已達到如醉如痴的地步。 

董仲舒研讀儒家經典不但專精，而且身體力行，所以才能修成有名的儒學大

師。在《漢書･董仲舒傳》有「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的美譽。

因為董仲舒在學問與人品上皆為群儒之首，乃在漢景帝元年（前 156）與胡毋生、

轅固生等，被立為博士官，乃至與漢武帝對策，一舉成名。 

(二) 設帳講學，桃李滿天下 

董仲舒之所以能成為儒學大師，並不是單純熟讀儒家經典所致。他還廣泛學

習了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說，而能兼容並蓄之，然後自成一家之言。例如，他提出

「天人感應說」即來自陰陽五行家的觀點；「德主刑輔」的思想，就把法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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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進來；「陽為德，陰為刑」、「愛氣」、「養氣」思想，是黃老思想的內涵；「深

察名號」的思想，則採自名家的觀點。 

董仲舒學成之後即開始他的教學生涯。《漢書･董仲舒傳》有云：「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可見他的講學方式係在室內掛上帷幕，坐

在帷幕後面講學，並且採用導生制或同儕輔導的方式，由先入學的弟子們對後入

學的傳授學業，因為學生眾多，有的學生竟然沒有與董仲舒見過一面。 

董仲舒桃李滿天下，而且學生們都很有成就。《史記･儒林略傳》有云： 

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

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

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

孫皆以學至大官。 

在眾多學生之中，呂步舒是董仲舒的大弟子，他學習不但刻苦，而且又非常

聰穎，對其師所教的知識掌握的很透徹。董仲舒讓他上臺講學，學生們反映他的

授課可以和其師並駕齊驅，其後並步其師的後塵，當了漢武帝的博士。呂步舒當

長史的時候，能根據《春秋》經義公正斷案，很受漢武帝的認可。另外，除了褚

大和殷忠也很有成就之外，弟子中官運通達的，都能做到了大夫的職位；當謁者、

掌故的也有一百多人。而董仲舒的兒子和孫子也都因精通儒學做了高官。 

(三)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建元元年（前 140），朝廷為擴大統治集團的基礎，遂「招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之士」，由漢武帝親自策問以古今之道，對者多達百餘人。董仲舒作為

景帝時的博士，也應邀參加了這次的策對。 

漢武帝對董仲舒的詢問連續進行了三次，董仲舒便三次上書應對，由於對策

內容基本上關於天人關係的問題，所以他的對策被歷史學家稱為「天人三策」。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建議西漢王朝應放棄前朝所尊奉的「黃老之學」，改「無

為之治」為「有為之治」，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重新建構新的統治方略。由

於董仲舒的建議符合西漢當時需要「大一統」的政治環境，很受漢武帝的欣賞，

成為國策，影響中國的封建社會達兩千餘年之久。在《漢書･董仲舒傳》中，董

仲舒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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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

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四) 任江都相，仕途坎坷 

在提出「天人三策」之後，董仲舒被漢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劉非那裏當國相。

劉非是武帝的哥哥，為人蠻橫、粗暴，是一介武夫，且有篡權的野心，但是因為

董仲舒是舉國知名的大儒，所以對董仲舒還是非常尊重。劉非曾把董仲舒比作輔

助齊桓公稱霸諸侯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像管仲輔助齊桓公一樣來輔助自

己，以便來日能夠篡奪中央政權，當上漢朝的皇帝。 

但是董仲舒是主張「春秋大一統」的，因此，對於劉非的提問，他借古喻今

（以柳下惠不願意輔佐魯國國君攻打齊國作比喻）對劉非進行了規勸，指出所謂

「仁人」，是「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應當遵循正道，不應急於取

利；應當恪守理性，不應急於取得成果）」的賢明之士。致力於以德教化民眾而

使社會風氣大變，才是仁的最高境界，而不是稱王稱霸。 

董仲舒為江都易王相六年，辦理不少祈雨止澇之類的活動，也為江都國的老

百姓謀了許多好事。但是因為竇太后為維護自己以黃老之術進行統治的尊嚴，下

令罷免了丞相竇嬰、太尉田蚡的官，把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關入監獄。董

仲舒也被貶為中大夫。 

(五) 災異之記，險遭大難 

漢武帝建元 6 年（前 135），皇帝祭祖的地方長陵高園殿、遼東高廟發生了

大火，董仲舒認為這是宣揚天人感應的好機會，於是帶病堅持起草了一份奏章，

以兩次火災説明上天已經對漢武帝發怒。結果奏章還沒上，正巧人品不好、喜好

以告密升官的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見奏章，因嫉妒董仲舒的才華，就把奏

章草稿偷走，交給了漢武帝。武帝看後勃然大怒，將其書昭示諸儒，包括他的大

弟子呂步舒，在「不知其師書」的情況下，「以為大愚」，於是漢武帝將董仲舒罷

官，並判處死刑。後來漢武帝因為憐惜其才，才又下詔赦免。從此，董仲舒不敢

再説災異之事，而是從事舊業教學活動，又教了十年的《公羊春秋》。 

(六) 東山再起，任膠西王相 

漢武帝元朔四年（前 125），在公孫弘擔任丞相的時候，董仲舒上書公孫弘，

委婉地表達能在中央任官的願望。但公孫弘性好猜忌，外表寬厚但心機很深。凡

是曾與他不合的人，雖表面上裝友善，後終究要予以報復。董仲舒為人正直，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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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公孫弘阿諛奉承，引起公孫弘的嫉恨，所以不但沒有推薦董仲舒到中央任職，

反而將其推薦給膠西王劉端當國相。 

劉端也是漢武帝的哥哥，他比劉非更兇殘、蠻橫，過去不少做過他國相的人

都被殺掉，或毒死。不僅如此，劉端也還是一個雄心勃勃，想要學齊桓公、越王

勾踐稱霸諸侯的野心家。儘管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劉端對他還算比較敬重，但

是他想要效法齊桓公善用管仲，越王勾踐任用大夫范蠡、文種、洩庸等三位仁人

一樣，要董仲舒協助他實踐霸業。董仲舒在堅持大一統的思想下，用婉轉的語辭，

拒絶了劉端無禮的要求，然後又用儒家的仁義道德理論匡正了劉端。 

(七) 稱病辭官，病逝家中 

董仲舒在擔任膠西王相任內，一直提心吊膽，小心謹慎，深恐時間長了會遭

到不測，遂於四年後以年老體弱多病為由，告老辭職回家。從此以後，結束了他

的仕途生涯。董仲舒晚年對什麼事情都不過問，只是埋頭發憤讀書和寫作，以建

構新儒學為己任。班固在《漢書･董仲舒傳》中說：「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

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

《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余萬言，皆傳於後世。」 

雖然董仲舒辭去了官職，但是朝廷遇有大事，漢武帝還是會派人到他家向他

請教，董仲舒都有很明確的看法。後來，張湯把詢問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為

《春秋決獄》一書。董仲舒雖然養病在家，但仍十分關心朝政大事，甚至在臨終

之前，還寫奏章給漢武帝，堅決反對鹽鐵官賣這種與民爭利的政策。 

漢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董仲舒於家中病逝，死後埋葬於長安西郊，據傳

有一次漢武帝駕幸芙蓉園，經過他的墓地，為了表彰其對漢王朝的貢獻，特別下

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為「下馬陵」。 

三、教育學說 

依據黃振球（1998）的論述，董仲舒先生的教育思想可以從下列四方面簡要

說明之： 

(一) 教育的重要 

董仲舒認為人性待教而為善，故治國首重教化。故曰：「夫萬民之從利也，

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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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目的 

董仲舒認為教育目的在「化民成性」，使受教者從仁義，遠利欲；前者為向

善，後者為止惡。 

(三) 教育政策 

1. 設學校：董仲舒為化民成俗，防民利欲，主張在中央和地方皆要廣設學校以

教萬民。 

2. 養賢士 : 董仲舒主張興太學，以養天下賢士，蔚為國用。國家有了治國之人

才，便可興國安邦。 

3. 統一學術：董仲舒力倡罷黜百家，獨尊孔子儒術。蓋儒家尊君抑臣，貴秩序，

頗合當時政治及社會環境。 

4. 改革選舉：董仲舒主張用選舉制，補官學出身者之不足。乃建議下令州郡，

每年要選舉秀才孝廉到中央錄用。選舉時，要選賢，而不是在選富。 

(四) 教學原理 

1. 個性適應：教學須視學習者能力大小，以決定教材份量及教學進度。學習進

行則宜循序漸進。故曰：「任多少，適疾徐。」 

2. 注重興趣：教學須考察學生性情，凡天性所好而屬於善者要引導之，凡天性

所惡而屬於惡者則除去之。能如此，便可事半功倍。故曰：「是知引其天性所

好，而厭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 

3. 努力不懈：學習成功，在於努力不懈。是故要嚴格督促學生，修學進德，令

其勉力向學，篤行不懈。 

4. 重視境教：環境優良，雖欲為惡，亦不知所以為惡，而自然趨於行善。可見

環境對教學的影響甚鉅。學習環境可謂是一種影響力很大的「潛在課程」

（hidden curriculum）。 

5. 採導生制：透過資深學生教導資淺學生，可以提供大量教育，普及教育。 

四、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綜觀董仲舒先生的事蹟與思想，有許多值得現代教師學習的地方。在事蹟上，

董仲舒能專心向學，以致「三年不窺園」，是很好的做學問的態度。做學問貴在

持之以恆，如果能夠很專一的、持續的努力，即使不能像董仲舒一樣成為一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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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最後都會還是有所成就的。另外，在學習上不止專精於儒術，而且也能廣

納百家的治學方法，也是很正確的。所謂「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

便是這個道理。 

董仲舒不止做學問成功，人品也好。學術與品德兼備，才能成為一代人人敬

重的群儒之首。如果只有學問沒有人品，其學問將足以危害社會；如果只有人品，

沒有學問，也不是經世濟民之才。術德兼修，才是為學之道。 

董仲舒學有所成之後，能夠不獨善其身，而能將所學傳之於世，也是值得學

習的。他設帳講學，以致桃李滿天下。弟子中各有所成，有成為教育家的，有成

為政治家的，有成為思想家的。能夠集天下英才而教之，誠為人生之一大樂事。 

董仲舒的教學方法很有創意。他除了個別教學和大班級教學之外，能夠善用

導生制，這在二千多年前，實在是很難得的創意作法。這與現在教育界所流的「同

儕輔導」（peer coaching）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就是

因為這種精神，董仲舒才不會與兩位驕王同流合污，而陷入當時的政治風暴。這

兩句話若用在教學上，則啟示我們：做老師不應該為自己的升等而汲汲營營，若

如此，則不為學生謀其利；當學生有優良學習成就時，不要強調是自己的功勞呢，

若如此，則不為學生計其功。也就是說，功利主義並不符教育的原則。 

唯董仲舒過於迷信以致險遭大難，是令人引以為戒的。「天人感應說」是董

仲舒所提出的一套神學理論，成為當時君主獲得統治合法性的一個依據，同時也

是儒生集團制衡君主的一個思想工具。天人感應說雖有哲學上的參考價值，但不

盡符合科學精神，用在判斷事理上，更是要特別小心。要判斷事理，還是要有「有

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科學素養。 

在教育學說上，董仲舒能夠秉持教育的重要性，而倡導公學與私學並重、中

央與地方教育機構並舉，這在古代中國，乃至於現代教育政策上，還是很有參考

價值的。「教育可以救國」、「良師可以興國」誠是百世不易的法則。 

董仲舒在教學原理上，強調個性適應，實具有現代教育所強調的「差異化教

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之精神。差異化教學主張要先理解學生的學習能

力與學習需求，而在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上給予差異化的回應。這種作法，其實

也是孔子「因材施教」理念的實踐。 

其次，注重學生學習興趣的考察與培養也是符合現代教學原理的。唯有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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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興趣，才能投其所好，引起其學習動機；唯有培養學生學習興趣，才能

持續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而學習動機正是學習成功的先決條件。 

最後，淨化學習環境也是教師們可以學習的地方。所謂「近朱則赤，近墨者

黑。」學習環境是一個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對學生的影響很大，為師

者不可不加以注重。是故如何在設備、物質、心理與文化上設計一個良好的學習

環境，讓學生自然的向上學習，並且學習成功，是當老師在教學伊始的首要任務。 

五、結語 

董仲舒，專攻春秋公羊傳，為西漢儒學大師和大教育家，他在教育學說及教

育實踐皆有很大的成就。然而其最大的抱負，還是在政治上。《漢書･董仲舒傳》

中說：「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

者之佐，殆不及也』。」此誠非虛語，可惜董仲舒，其陰陽之說，近於迷信，加

上個性過於忠厚耿直，因直言批評及識人不明，屢受奸人之害，乃抑鬱不得其志，

實在是當時國家社會的一大損失。不過也就因為在政治上的不得志，才造就和昭

顯了其在教育史與思想史上的偉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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