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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syste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developed
 

by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er
 

Ranciére
 

based
 

on
 

his
 

hypothesis
 

of
 

intellectual
 

equality 
 

allows
 

him
 

to
 

freely
 

shuttle
 

between
 

humanities
 

fields
 

such
 

as
 

political
 

science 
 

aesthetics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In
 

Ranciére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equality
 

is
 

logic 
 

which
 

is
 

not
 

only
 

a
 

value
 

system
 

but
 

also
 

a
 

methodology
 

in
 

the
 

field
 

of
 

pedagogy.
 

Equality
 

is
 

always
 

present 
 

becoming
 

an
 

engraved
 

creed 
 

a
 

principle 
 

a
 

constantly
 

validated
 

axiom 
 

and
 

a
 

positive
 

action
 

for
 

pedagogical
 

eman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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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智力平等」假說的教學解放映射

馬　 越

惠州學院

摘　 要:當代法國著名思想家朗西埃基於其「智力平等」假說展開的政治哲學概念體系使他得以自由穿梭於政治

學、美學、文學、教育學等人文學科領域,在朗西埃的理論視野中,平等就是邏輯,這一邏輯在教學領域不僅僅是一

種價值觀,更是一種方法論,還可以說它是時時刻刻的在場,成為銘刻的一個信條、一個原則和一個不斷驗證的公

理,更是教學解放的積極行動。

關鍵詞:平等;智力平等;教學解放

基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 2022 年度外語學科專項(專案批准號:GD22WZX01-12);2022 年廣東省本科

高校教學質量工程項目「英語教師教育類課程教研室」 (粵教高函[2023] 4 號);2023 年廣東省本科高校教學質量

工程項目「新文科背景下『英語+』複合型人才培養計畫(粵教高函[2024]9 號)」。

解放的過程就是對任何兩個能進行言說的生存者之間的平等所進行的證明。①

———雅克·朗西埃(2007,55)

一、
 

引言

雅克朗西埃是目前備受關注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顯示了典型的跨學科的特徵,我們無法把他的思

想局限於哲學、政治學、美學、歷史學、文藝、電影學、詩學或教育學等等任何一個領域,這也許就是他在踐行

徹底跨越邊界的方法和思想。 其 1987 年出版的作品《無知的大師:關於知識解放的五堂課》是他唯一關於

教育的著述,也是闡述其平等思想的起點文獻,目前已得到教育界研究者們的廣泛關注。
朗西埃的「平等」(Equality)從一開始就摒棄了以往批評理論者或者社會文化學者的平等概念意涵,在

他的理論視野中平等指的不是平等的機會,不是種族平等,也不是關於公平,或資源的公平分配,跟身份、機
構、權力和環境關係不大。 他的平等是動態的隱喻概念,其邏輯起點是「智力平等」假說,其主要觀點有:「平

等是(政治)過程的起點,而不是推到未來的有待實現的理想;平等是一種需要不斷驗證的假設;平等是當下

的擾亂固定秩序的行動;平等是一種邏輯,創造了「異識」 ( dissensus)的場景」 ②,平等打破「感覺的分配 / 共
用」的既定秩序,平等此時即是一種行動的方法。 近年來,朗西埃的異質平等觀在歐美大陸教育界得到了廣

泛的認可和借鑒,國內教育界對其思想借鑒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教學解放的視野中考察其「智力平等」假

說的理論闡釋力與衍射力。

二、
 

平等在場的價值與意義

當今教育的主旋律是培養內外和諧的人,這種和諧在外體現在人的個性、群性和類性的和諧,在內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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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個體理性和感性的和諧。 個性、群性和類性三者的統一才構成人性的完整內涵。 「對個體尊嚴的充分尊

重,對他人與社會乃至於對他類的理解與寬容,符合時代發展和社會普遍價值觀念的價值感、責任感的形

成,這些應構成教學過程對於品性教育的核心追求。③」正如我們開篇的時候所提到的,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

發展,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對人的控制更是變本加厲,當代人成了「空心人」、「單向度的人」,越來越隱蔽的

權力控制使人無法成為身心統一的人,「感性與理性的關係問題實際上與身心關係問題是一個問題的兩面。
因為,在主客二元論中,心正是被認為是內在的理性意識,而身體被認為是感性的肉體或軀體。 人既不是抽

象的理性意識,也不是感性的軀體,而是二者的統一。」 ④

作為教育的主戰場的教學擔負著人性解放的神聖使命,作為「為人和人為」事物的教學的核心價值追求

則是民主、自由和人性的解放。 勒魯論述了平等是一種人性的最基本的需求,也就是人存在的一種狀態。
勒魯談到人的生命是情感、知覺和認識三者的合體,並且在貫穿人一生的全部行動中都是三者合一的,即
「知覺—情感—認識」三者相互依存,因而勒魯認為「在政治上必須與人的本性的這三方面的每一方面都有

一個相應的詞。 與人的形而上學中的知覺一詞相應的政治術語是自由,與感情一詞相應的是博愛,與認識

一詞相應的是平等」 ⑤,接著他周密地論證了「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之間的關係,認為自由是人們行動的動

機,博愛是正確行動的道德準則,平等才是使自由和博愛可能的先決條件和原則。 因此,平等應該是先行

的。 朗西埃的平等作為一種異質走向的生命哲學更是一種積極的介入的行動,證實著人與人之間的最基本

的平等,代表人性解放的最高價值。

(一)
 

主體的個性、群性與類性的統一

馬克思關於「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的論斷,其意涵是人的個體性和社會性應該是和諧統一的,人
在追求個性發展的同時要遵守一定的社會規範,人也是實踐中的人,因此人的發展是動態地生成的,而人的

類性則體現在人是文化的產物。 那麼,作為個體的人,社會的人和文化的人的和諧統一才是完整的人。 「和
諧是一種狀態,

 

有一定幅度和範圍,
 

是多種事物在保持特性差異和同種事物之間保持層次差別的基礎上的

符合一定『度』的統一,
 

即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狀態。 和諧的基礎和前提是承認差別和多樣性。」 ⑥因此,和
諧是指人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及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狀態,其前提是對差別和多樣性的尊重。 具體體現在

對人個性發展的保護,對他者的接納和尊重,對文化多樣性的認可和包容,這是從社會倫理價值觀方面得出

的認識,在教育教學領域中如何來對待人性的差別和多樣性則應做更深層次的考察。 朗西埃提出的「感性

的分配」這一概念即是對個體個性、群性與類性的統一的最好的注腳,他認為不被看見的,不被聽到的都應

該被看到,被聽到,這些「感性」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而是同頻共振的和諧體。

(二)
 

主體化與去身份化

社會學的倫理轉向是否會在「共識」強制磨平差異性的情況下而使自我淹沒在絕對他者的視野中,身份

認同是否會造成變相的去身份化? 朗西埃的基於「平等」的「異質走向的生命政治學」對這些問題給出了更

適切的回答,其獨特的視角則更適合考察教育教學領域中的價值觀的問題。 例如,朗西埃認為「所有主體化

都是去身份化、去同一性,從一個場所的自然狀態中撤離出來,是任何人都可以被算入的主體空間的開

啟」。⑦他認為「共識」比「歧義」(dissensus)更具有暴力的傾向,「異識,或歧義」並不是一種排他原則,也不阻

礙共存、匯合、銜接。」又例如,「人民」作為一個集合有時則表現為集體的失語,「人民不再是不被整算的奇

數、不再是不可數的( incomptable)或無法再現的,而成為總是同時全部在場,又徹底地缺席。 人民完全在可

見的結構中被理解為一種全覽的結構,因此在這結構中不再有任何人民表像的場所。」 ⑧「全部在場又徹底缺

席的狀態」成為集權淹沒個性的絕妙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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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體的理性與感性的和諧

作為理性與感性統一的人是沒法做理性與感性的二分的,只能說某時某地某種情況下感性壓過了理

性,或者是理性壓過了感性,二者的平衡是人的內在和諧的表現。 而在教育教學領域中,理性代表著知識、
技術,更多時候是理性占了上風,因此,就有了教育中的情感轉向,在感性和理性的角力中是你方唱罷我登

場,總是沒有十全十美的解答,正如福柯所說,「將理性與非理性截然對立起來,這是毫無意義的。 因為這樣

的審判有時我們扮演一個無聊而武斷的角色:要麼是理性主義者,要麼是非理性主義者。」 ⑨而朗西埃的策略

是不必糾纏誰重要的問題,他認為一切都應該是平等的,當然,他的平等並不是要去差異性,而是取消對立

的關係,是非分類,是融合所有的邊界,打破一切的藩籬。

三、
 

智力平等———解放的教學

朗西埃認為存在兩種教學模式,一種是「愚化」的模式,另一種是「解放」的模式,在這兩種模式的背後是

兩種思維方式,一種是把人分為「有知的」和「無知的」,另一種是「智力平等」的假設。 朗西埃在多處論述了

這兩種對立的思想。 「在《無知的大師———知識解放的五堂課》一書中教師使學生處於一個只能依靠自己的

智力才得以脫離的困境中。 那麼這種有助於學生智力解放的教學就製造了一個悖論:如果解放是別人給與

的,而不是自己去獲得的,那麼教學就意味著製造一系列的迷宮,學生只能通過掌握知識才能逃離。」 ⑩

朗西埃說「無知的教師」只要做兩個「基本的行動」,他反問,他要求學生發言,也就是要展示自己的智

力,他要確認智力是在注意之下開始工作的。 朗西埃強調說,這樣的反問不是蘇格拉底式的反問,蘇格拉底

的目的是使學生達到教師已經知道的那一點或者先在的一個完美的思想,這可能是「學習的途徑」,但遠遠

不是「解放的途徑」。 因此,教師不應該成為製造「迷宮」的大師,而應該是學生智慧冒險的夥伴。
解放的核心是「一個人認為自己的智力和其他的智力是平等的,認為別人的智力和自己的也是平等

的」,解放的過程就是驗證平等的過程。 「智力沒有高低之分,而只存在對智力的展示的不平等之分。」因此

解放不是別人通過解釋給予的,「而是當一個人能夠自己抓住而獲得解放。」教師需要做的就是要求學生利

用和展示自己的智力。 「因此,普通人的愚化並不是缺少知道,而是自己認為自己的智力低於別人的

智力。」 

(一)
 

智力平等———人道主義的立場

教學是一種為人的存在,這是生成論教學哲學的另一個前提判斷和公理。 「教學中的人道主義,是這一

價值判斷的第一推論。 珍視人的尊嚴、權利、自由和價值;把人當人看、把學生、教師當作具體的人看;從人

性存在與發展的三個維度(個性、群性、類性)思考並展開人的價值追求;使人成為人。」 那麼,教學中的人道

主義最主要的是熱愛人,這種愛應該是使人成人的愛,而不應該是妨礙成人的片面的愛,這種愛應該突破倫

理的層面的愛,應該是使人可持續發展的愛。 張廣君認為,「在生成論教學哲學中,教學觀念中的人道主義

不僅僅涉及慣常理解中的價值論立場,更重要的還在於貫穿其中的人道主義的思維向度及其認識論意

義。」 把人道主義從教學價值論領域推進至認識論的領域是生成論教學哲學的一大理論突破。
朗西埃認為只要在教學中存在著「有知者」和「無知者」的分類,那麼教學中就會有控制和壓迫,所謂的

「人道主義」就是「代理式」的人道主義,是在人權概念掩蓋下的假人道主義。 因此,他提出的「智力平等」的

假設是在根本上根除權威可能滋生的土壤。 當然,正如我們前面已經解釋過的,「智力平等」不等於知識的

相等,「智力的平等」也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驗證人人智力都是一樣的,而是要看在這一假設之下我們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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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 因此,朗西埃的平等是積極的平等,是實踐中的平等。 朗西埃以其激進的平等理論抨擊了在學校、
教育中存在的非人道的現象。

朗西埃在《民主之恨》中對布爾迪厄的教育社會學展開了激烈的抨擊。 「對民主的討論是通過哲學與社

會學之間又一次井井有條地互動展開。 這次的過程沒那麼和平,但最後結果是一樣的。 互動展開的舞臺是

有關教育的爭論。」 爭論最初產生的背景跟學生成績不良有關,也就是說,教育機構沒能給予家庭貧寒的孩

子平等的機會。 所以,爭論的最終焦點是應該如何理解教育的平等或通過教育實現的平等。 所謂的社會學

陣營贊同布爾迪厄和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的觀點,強調知識傳遞看似中立的形式背後隱藏著社會

不公,建議學校教育走出象牙塔,以便實現更大的平等,主要措施包括為那些沒有文化背景的孩子量體裁

衣,提供最適合他們的教育內容。 而所謂的共和陣營看法恰恰相反:拉近學校教育和社會的距離只會令學

校體制跟社會不公更加同質化。 「所以,學校教育只有在與社會隔開的高牆之內才能追求平等,專注於它應

該完成的任務:無論家庭出身或社會命運,一視同仁地為所有人提供普遍知識,為實現平等主義的目標,採
取必要的不平等的教學形式,即無知者受教於有知者的形式。」 朗西埃認為「進步主義和進步教育的原則是

不平等,因為他們把平等設定為社會的目的,賦予教育專家們的任務就是減少現存的不平等的手段和『未來

的平等』結果之間的衝突,簡言之,實際上是使這種不平等得到不斷地迴圈反復。」 

有學者引用朗西埃的觀點對當前的一些教學模式進行反思,揭示其中所隱含的非人道主義的傾向。 格

特·貝爾斯塔認為在如何稱呼我們的學生上隱含著我們的慣性思維,即,把學生看成是「無知」的,而老師是

「有知」的,當然,老師在同樣的知識領域具有比學生更多的知識是現實,這也是教學得以開展的必要條件,
但是可怕的問題是附加在這一「知識」上的價值判斷。 把學生稱為『學習者』 ( learner)是認為學生還有很多

要學習的東西,心智還不成熟。 當然這也是事實,而難題的關鍵在於在這一觀念指導下的教學行為。 「基本

有兩種類型:一個是發展型的,一個是課程的。 發展型的觀點認為孩子還沒有發展充分。 課程的觀點就認

為課程內容太難了對孩子來說很難理解,因此教師應該把課程內容分解,並一步一步地教給學生,這樣學習

者才能夠達到理解。 這樣我們就把教育對象放在了教育的呼吸機上,直到他們能夠自主呼吸。 教師的主要

任務是向學習者解釋他們還不能靠自己來理解的知識。」 因此,貝爾斯塔認為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學生叫做

「speaker」(發言者),而不是「 learner」(學習者)或者「student」(學生)。 現在也有學者認為,應該把學生叫做

「 researcher」(研究者),認為學習者是有自覺意識、自主學習能力的人。
對灌輸法的批評主要集中在批評其過時的知識觀和學習觀。 即,「知識被認為是代表著世界的物自

體」 ,是一種可靠的形式。 換句話說,認為一個完整結構的可知的世界「存在」著,那麼有認知能力的人們的

任務就是要發現這個世界的結構,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家格萊茲﹒菲爾德認為「知識最終代表著在我們經驗

之外的東西。」 這種觀念就要求學科和科目內容要對世界知識進行排序和結構化,獨立於學習者之外。 這

一觀點還是把教師看做是知識的代表,把結構化的知識傳授給學生。 其焦點是教師作為「舞臺上的聖人」,
他如何把特定學科的知識傳遞給學生。 雷茲菲爾德認為

 

「知識並不代表在它之外的任何事情」  「知識並不

是以書本、雜誌和電腦存儲(或者是教授或學生的大腦中)的形式出現或者互相傳遞的。 這些容器裝的是資

訊,而不是知識。 知識是一種理解的狀態,只能存在於個體認知者的大腦中,如此,知識就一定是由每一個

認知者建構———再建構而得來的,其過程是在個體已有知識的前提下對新知識賦予意義。」 這樣,學生就不

僅僅是結構性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基於已有的知識和先前的經驗的積極建構者。 他們進一步說明,學
習的客觀主義觀點對二十一世紀來說不是有效的學習方式,人們要自己學會思考,提出和解決複雜的問題,
是生產知識,而不是複製知識。 在當今學習型社會中,知識要不斷地更新以保持其有用和有效。 今天社會關

注的是學習的效果和學生是否在其所學知識的基礎上來提高自己的能力。 這樣,人們更傾向於談論的是能力。
能力指的是知識,技能和態度的綜合,是在變化的環境中表現出最理想狀態的能力。 能力是學習的結果,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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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為導向的。 每一個人都需要改變和發展自己的能力一邊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
因此,朗西埃認為真正的人道主義是賦權( empowerment)而不是代理。 這種賦權的人道主義在教學中

有著積極的意義。 代理的人道主義的潛在假設還是「智力的不平等「,其結果是學生的」嬰兒化」和「愚化」;
而賦權的人道主義則基於「智力平等」的假設,認為學生是有無限可能的生成性主體,是有著自主自覺意識

的主體。
「智力平等」的假設的人道主義還體現在使教師回歸一個真實的人的角色。 教師不再處於高高在上的神

壇,把教師「神化」和「物化」都是不人道的,「其實質都在於違背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這一人性原則。」

「智力平等」的假設的人道主義體現在教育教學中減少了對學生的應然狀態的過度期望而導致對學生

的「物化」和「客體化」,而更多地關注學生的實然狀態,保護學生的差異性和個體性,注重成長的過程,體現

教學過程的人性化。

(二)
 

「主體化」與「再主體化」———生成的主體

生成論教學哲學認為:「教學首先是人與人之間的事情。 教學關系,首先是人與人的關係,其次才是人與世

界、社會、知識、教材的關係。 教學中的人是主體。 教學應該是人的主體性不斷生成、不斷提升的過程,是人的

主體權利和地位的出場、積澱、彰顯和超越的過程。 教學中人作為主體的發展,是教學發展的核心指標。」

朗西埃宣稱他無意建構關於主體的學說,在他的政治哲學中,朗西埃的主體不是固定的,是在不斷的

「構型」之中,倒不如說他的「主體」是一種「主體性」 ( subjectivity)或者叫「主體化」 ( subjectivization)。 正如

朗西埃自己所說他旨在挖掘主體化的過程,他拒絕一個固定的主體的目的是反對一種普遍主義的思維方式

和本質主義的理論。 他的主體是不斷擺脫其所在位置和軌跡的運動的主體,而且「行走在並不屬於自己的

異質的時空中。」
朗西埃的主體是一個「居間者」( in-between) ,其實暗示著一種運動著的生成的狀態,拒絕被同一化,並

處於不斷地生成和更新中。 朗西埃認為「主體化的過程是一種『一』的形成,這種『一』不是一個『自我』,而
是一個『自我』和一個他者之間的關聯。」 朗西埃的主體化不是身份的認同( identification),也不是消失在絕

對他者視野中的同一化,而是獲得自己原來並沒有的身份。 這即是他的政治哲學中異識(dissensus)概念的

出發點,保證主體不會淹沒在共識的空間中的是平等的力量。 因此,主體的場域是一種間隙,一種作為居間

者的共在:處於「名字、身份和文化之間」。

由此可見,朗西埃的主體化和再主體化的過程是主體不斷生成的過程,不是僵化的,而是充滿著創造的

活力。 因此,在教學中應把學生視為一個不斷生成的主體,才能達到人的不斷地完善和超越,更蘊含著一種

創新精神和求異的思維,以保持創造的活力。

(三)
 

「歧義」的邏輯———積極的民主

「民主是這樣一個名稱,即其破壞了共同體的分配秩序(我稱之為監控秩序)。 這個名字顛覆了這種秩

序平滑的功能,而其手段正是一種獨一無二的主體化過程。」 

———
 

朗西埃:《歧義:政治與哲學》第 165 頁

朗西埃的政治哲學的一個核心辭彙是「歧義」,其用意是對抗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和「共識或者

協商式民主」。 哈貝馬斯的商談政治學被朗西埃稱為一致性政治學,認為其錯誤是事先假定了人們可以在

一種情境中進行對話,並且他們彼此間可以完全相互理解,這就仿佛在說,所有人都在利用同一個波長在進

行傳播和交流。 朗西埃認為在哈貝馬斯的協商民主中,有一個語言導向問題,其依賴於一個假定,即人類的

言說行為需要保證可以得到共同理解和同一,即獲得一致性。 在彼此爭辯的邏輯中,正是先驗的實用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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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讓對話者進入到相互理解的關係之中,如果他們想彼此共存的話。 這就意味著對話者的言說及其討論的

問題都是預先建構的,然而,唯有當沒有任何預先設定的共同同意的基礎上,交流才是可能的,這就是朗西

埃所謂的「異議」現象,即每個人都有平等地表達和表達平等的權利和機會。 這種「異議」的民主在教育教學

領域中有著特別的含義和指導意義,它代表著一種質疑的空間和獨特的思維,而不是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的

標準答案的模式。
朗西埃基於「異識」的民主堅持的是自治性而不是他律性,是自我管理的政治,由人們自己做出決定,而

不是賦予別人為自己做決定的權力。 這種民主要求人們反對由權威所帶來的被動性,而是宣導民主地自我

管理的行動,是和「馴服的民主」有根本區別的,是一種積極的主動的自治的民主模式。
因此,教學中的民主的意義更多體現在「歧義」而不是「共識」,朗西埃的論述可以作為最好的注腳,同時

在場又徹底缺席的狀態是一種以「一」代替「多」的邏輯,有了共性沒了個性,以普遍性泯滅了特殊性,這是一

種普遍思維和本質思維,這種「共識」的思維在教學中是十分危險的,意味著人的物化,把管理物的邏輯變成

了管理人的邏輯,那麼人的異化、愚化和奴化是必不可免的了,完全忽視了人的生成性和個體性,創新人才

的培養就成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個理想了。
教學中「歧義」的民主是對抗於倫理道德上的「絕對的他者」的,「遵從絕對他者的律法結果是將每一個

人等同於其他任何人。」 而在這種每一個他者都是全部他者是一種同一性的規則,抹殺了差異性。 絕對他

者實際上不僅是對自我的消損,也是對他者的一種傷害,也意味著一種絕對的服從,因為每一個他者都是全

部他者,達成「共識」和「同一」是他的規則。 另外,絕對他者是任何需要我為之負責的他,同時就形成了一種

極不對稱的關係,他者是與我無法形成交互性關係的一種力量,這種不對稱的表現一種就是「他律性」的服

從,另外一種就是居高臨下的同情,這兩種情況都是一種傷害和束縛。 例如,德裏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提

到的「面甲效應」(visor
 

effect)和「頭盔效應」(hemlet
 

effect)指的是,「作為注視者與被注視者之間的極端不

對稱關係,被注視者看不見是誰在注視自己。」  因此,教學中的「歧義」民主就是要對抗這種他律性的「共

識」民主,把每個他者當作一個獨特個性生命加以呵護,而不是試圖把他納入同一化的軌道。

四、
 

結語

教育中的微觀權力的控制可以表現在不平等的師生關係,教師的話語霸權,不平等的情感投入,教師對

學生的不當期望,他者的「共識」(consensus)等等看不見摸不著的無形之手,束縛著學生的想像力和思想的

自由。 朗西埃「智力平等」的假說以其異質的認識論邏輯直面平等的難題,認可個體均具備生成新知和獨特

審美的潛力,以及允許少數生成的邏輯思路,也許能給我們孜孜以求的教學解放的真相提供一個合理的解

析,
 

但在這一假說之下的積極行動才是真正突圍之路徑,探索在平等的起點建構希望教育學的框架。 通過

鼓勵師生之間的平等對話與合作,我們能夠打破傳統的權力結構,促進多樣性的知識生成。 這樣的實踐不

僅能激發學生的創造力,還能讓教師重新審視自身的角色與責任,形成一種共生和諧的教育生態。 在新教

育模式中,尊重個體差異與潛能,將是實現真正教學解放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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