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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机制中的终身学习

———《福柯与终身学习：主体治理》评析

□ 胡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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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终身学习是当今众多国家与国际组织的重要议题，也成为知识经济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治理手段。 《福柯

与终身学习：主体治理》（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一书运用福柯治理术与权力等

理论，先从宏观社会层面讲述了终身学习政策对主体的塑造与治理，之后聚焦于终身学习微观实践中的权

力关系，探寻政策与经济权力话语对积极的、不断自我提升的终身学习主体的塑造过程。 该书从权力技术

的角度，展示了权力以深入主体内部经验的方式影响个体自我治理的过程，从而提供了解读终身学习的全

新视角，对于当下终身学习的研究、实践与政策制定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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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在重要宣言《实现终身学习的欧洲》中

指出，“终身教育是让欧洲成为全世界最具竞争

力的知识型社会的关键策略” ［１］。 纪念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成立五十周年的报告书《学会生存：教
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将终身教育作为应对国

家经济停滞与传统经济变革的重要手段。［２］

ＯＥＣＤ 发布的报告《全民终身学习———教育委员

会部长级会议》中也将终身学习作为政策指导原

则，以应对个人、家庭、工作场所中对于适应环境

与更新能力的持续需求。［３］ 终身学习不仅是学习

者提升个人技能、实现自我发展的方式，也成为提

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与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 因

而，终身学习不仅是教育领域的话语，还是社会经

济领域的话语，为社会治理的方式带来新变化。
那么在社会治理系统中，终身学习政策带来了何

种影响，终身学习怎样塑造了我们对于公民的理

解，终身学习又如何成为管理、调节人们行为的手

段，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２００６ 年 ７—１１ 月， “福柯与终身学习 ／成人学

习”国际研讨会在瑞典林雪平大学 （ Ｌｉｎｋöｐ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召开，该研讨会由瑞典研究委员会资

助。 在对研讨会内容整理和编纂基础上，２００８ 年

《福柯与终身学习：主体治理》（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一书出版。 该

书以米歇尔·福柯的理论为基础，将终身学习作

为 ２１ 世纪社会的治理方式，并对相关的政策与实

践加以探究。 福柯是 ２０ 世纪法国伟大的哲学家

与社会思想家，关注权力、知识、治理等问题，对当

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以往对于福柯作品的

探讨主要聚集于社会科学领域，本书则将福柯的

理论应用于终身学习研究中，探寻作为治理技术

的终身学习对于主体的塑造过程，从而提供了一

个解读为什么要开展终身学习运动、怎样建设终

身学习社会的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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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两位编者都是终身学习与教育政策领域

的积极贡献者。 安德烈亚斯·费耶斯（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ｅｊｅｓ）是瑞典林雪平大学教授，教育科学学院成

人教育研究所主任，其研究关注于终身学习与成

人教育，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维度下的探讨。
凯瑟琳·尼科尔（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Ｎｉｃｏｌｌ）是苏格兰斯特

灵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ｉｒｌｉｎｇ）教育学院副教授，其
研究涉及义务后教育、职业教育、教育政策，并同

样关注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进行研究。 本书以宏

观政策解读与微观实践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

现代社会治理机制对于积极的终身学习主体的建

构与治理过程，内容可分为两个重点部分。 第一

部分即本书的第 １—７ 章，介绍了福柯理论的基本

概念，如权力、治理术、知识等，以及这些概念与终

身学习领域的呼应，并从宏观社会层面讲述了终

身学习政策对主体的塑造与治理。 第二部分即本

书的第 ８—１４ 章，聚焦于终身学习的具体实践，从
微观层面展现实践中的权力关系。 笔者拟依次对

这两个重点部分，分别加以概述。

一、宏观层面的福柯式解读：治理术与
终身学习政策对主体的塑造

１． 福柯“治理术”的内涵探析

本书对终身学习的政策与实践分析围绕福柯

的治理术（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这一概念展开。 福柯

指出，治理术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

与策略所构成的集合下特殊而复杂权力的行

使” ［４］。 简言之，治理术代表了一种权力的结构，
因此对它的探讨要从权力这一概念开始。

福柯认为权力的行使有多种形态，既有压抑

性的权力（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也有生活化的权力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５］２１７⁃２３２ 压抑性权力是一种强迫

性的权力，它需要民众放弃自己的个体意志而服

从于规范，从而实现对个体的规训与控制。 这种

权力来源于特定个体或机构，如君主、警官、学校、
医院等。 但在现代社会中，压抑性权力所能波及

的范围有限，并且强迫性的规训越来越受到抵制，
因此更为普遍存在的是生活化权力。 生活化权力

是一种非强制性、非压迫性的权力，它通过渗入人

们的生活、深入主体的内部经验而发挥作用。［５］２６５

这种权力将个体的自由与能力作为实现治理目标

的手段，通过一系列权力技术对个体的行动与思

考能力的本质、资源与效果进行定义［６］，从而“构

建出他人行为的范围” ［７］２２１，让人们相信自己是自

由的，能够“自由”做出自己的选择与判断，塑造

新的可能性，但实际上人们却无时无刻不在被

权力关系所影响。 这里将权力表述为权力关

系，是因为福柯认为这种规范性权力并不出自

某个特定群体或个人，而是多方共同作用的结

果，只在关系中存在，即“权力是施加于个体或

群体的行为或行为能力的一种行为。 是一系列

作用于其他行为的行为” ［７］２２０。 因而，权力行使

的前提是“他者”的存在，而这个他者不是一个

服从者，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具有选择和创造

一系列行为的“自由”。
由于权力通过对主体行为的影响发挥作用，

因而对主体的塑造是福柯的治理理念的核心。 他

认为，治理的目的并不是决定人们的主体性，而是

对其加以引导、促进，并且权力的行使也不是压迫

性的，而体现于主体的“自我关怀（ｓｅｌｆ ｃａｒｅ）” ［８］，
即自我规范的过程。 主体会将规范内化，并对自

己加以约束，而主体性便在这种自由行动与自我

反思中得以被塑造。 因此，Ｏｌｓｓｅｎ 将治理术表述

为“一种对行为进行组织的权力结构，在这个过

程中，治理与个体自我管理的能力相统一” ［９］３４。
在当今的政治与经济语境下，塑造积极进取

的主体，成为构建主体行为规范的一种方式。 福

柯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下所要塑造的主体应当

是“开拓进取的自我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ｅｌｆ）” ［１０］。
这是一种积极的主体，他们自律且具有反思能力，
能够进行自我管理、对自己负责。 他们“渴望获

得更多自主权，努力实现自我，对自己的命运负

责，通过自我选择塑造自己的生活，并从中发现存

在的意义” ［１１］。 在各国有关就业和提升竞争力的

政策文件中都会提出对灵活性、创新性、适应性等

个人特质的倡导，并将其标榜为实现自我价值所

必需的特质。 而这些口号、倡议被福柯称之为

“自我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１２］，也就是将

外部目标内化于自身，并进行自我塑造。 而教育，
特别是具有更大灵活性与自主空间的终身学习则

成为辅助人们进行自我塑造的有效手段，因而终

身学习在全球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

中成为一种有效治理手段。
２． 终身学习政策与主体治理

终身学习是现代主体治理的重要方式。 其

中，对于“未来”话语的塑造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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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作用。 当下的政策话语中，“未来”是不断变

化、充满空前挑战的，经济学、统计学等科学知识

都能对这一观点加以支持。 面对未来社会的巨大

威胁与不确定性，需要主体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他们只有通过终身学习，不断获取未来社会所需

的知识技能，如沟通反思能力、自主性、应对变化

能力，才能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好的规划，从而在社

会中立足。 因而，学习成为个体新的社会化存在

方式。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每个人都被视为具有

学习能力并对管理和运用这种学习能力负有责任

的个体。 与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以学习关系为特

征的社会结构，个体与其他公民之间的位置关系

越来越由个体的学习能力所决定。［１３］ 因此，传统

政策治理中的“社会规范” “社会化”等要素开始

向“学习”“自主性” “包容性”等内容转变［１４］，即
个体需要通过不断学习及对自己学习过程的管理

来生产与运用人力资本，从而成为社会中的一

员［１５］。 而社会化的结果则是福柯所提出的“开拓

进取的自我”的主体的形成。
但是，在以知识与学习为导向的治理模式下，

首要的关注点并不在于特定学科知识或基本知识

原则的学习，而在于自我治理体系的构建，即通过

不断的学习、反思与自我知识的生产成为社会治

理下负责任的参与主体，并实现自我重构。 在这

之中，个体的知识生产是一种有效的自我技术。
Ｏｌｓｓｏｎ 与 Ｐｅｔｅｒｓｓｏｎ 将知识在主体塑造中的作用分

为三个方面：首先，知识本身具有主体建构作用，
如关于不断变化的 “未来”的知识嵌入主体当中，
作为一种有效塑造主体的学习行为与价值取向；
其次，负责任的主体会成为新的知识的生产者，即
由知识所塑造出的负责任的主体会进一步参与到

社会治理当中，为了更好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与

未来的挑战，他们需要对固有的知识技能进行反

思、实践与批判性认定，自主成为知识生产的主

体；最后，主体会通过自己所生产的知识进行自我

治理。 终身学习强调个体产生关于自我的知识，
即了解自己的学习与知识的形成过程，自主进行

学习规划与设计，并且观察知识在实践中所起到

的作用，以元视角监控自己的学习与实践过

程。［１６］因而，这些反思性的知识生产者们需要将

注意力回归自身，产生对于自我的觉察。 而这种

关于自我的知识是福柯理论中自我技术的核心要

素，即个体会基于这种知识生成内在的感受、目标

与规划，并不断主动进行自我监控与修正，从而构

建出自我治理的知识主体。
而在经济视域下，这些能够实现自我治理的

终身学习者们成了灵活治理的权力工具。 终身学

习的关键治理策略是培养全能的劳动者，即劳动

者能够通过不断学习获得更多技能，从而更轻松

地切换工作岗位与领域，实现更高水平的工作流

动。 因而，作为一种政治与经济策略，终身学习的

理念鼓励劳动者们对自己的就业负责，增强自己

的适应性与灵活性，从而减少企业对员工工作的

保障与福利责任，减弱劳动者与公司的绑定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得以增加资本流动性，减少社

会方面的财务支出，并能够更加灵活自由地在全

球开展业务，从而稳定经济与社会。［９］３９ 简言之，
这种治理方式用教育权利替代了劳动者原有权

利，将生产的社会成本转移到个人，将责任从集体

转移到个体。 从而，终身学习成为一种新的权力

技术与灵活的社会控制工具。 学习是个体适应不

断变化的外部能力需求的必要过程，个体需要不

断对自己知识技能的更新发展负责。 自此，正如

Ｂｉｅｓｔａ 所说，终身学习从公民的权利转变为公民

的责任。［１７］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 “明智”地通过终身

学习参与到经济与政治社会当中。 新的治理机制

在塑造出积极的终身学习者的同时，也塑造出了

没有进行终身学习的他者。 尽管众多终身学习政

策都格外强调包容性，以让学习成为所有人的规

范与思维模式为目标，但是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权
力存在的基础是能够进行自由选择的他者的存

在，人们在选择成为可被教育塑造的学习者的同

时，也可能会因为不愿意或没有条件而未能进行

终身学习。 这些人往往被认定为不具有足够的知

识与技能，因而无法适应社会与未来的挑战，亟须

被加以改造与归化，从而被视为终身学习中的

“他者”。 因此，某种意义上，终身学习这一政治

话语在包容性的背后依然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排

他性。［１８］

二、微观层面的福柯式解读：治理与权
力关系的细致运作

规范性权力是在关系中存在的，是多方作用

的结果，在现代国家中，权力的行使是分散多元

的，因而本书的第二部分进一步对终身学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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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权力关系进行微观分析，探究对“积极的终

身学习者”这一主体的塑造过程，涉及求职指南

的文本分析、终身学习者动机的建立、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学习中的主体规训等多个方面，本文将这些内容

分为三个类别加以论述，分别是终身学习相关文

本中的权力关系、教学实践与治理、终身学习者的

心理塑造。
１． 终身学习相关文本中的权力关系

求职指导手册通过对重要知识与技能的建议

指导建构求职者，在求职中实现对主体的建构与

治理。 正如上文所述，灵活的全球劳动力市场将

就业更多归为劳动者个体的责任，因此，求职培训

是终身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 Ｆｏｇｄｅ［１９］ 收集了瑞

典白领工会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２００５ 年间发布

的 ２５ 份求职指导手册，从中研究工会所给出的求

职建议的总体特征及改变方向。 他发现，求职话

语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是“就业能力”与“自我治

理”。 前者意味着求职者应当对自己的学习承担

责任，而后者则强调了预先规划和练习对于求职

者的重要性，即学习者需要能够进行自我反思与

管理。 在新旧文本对比中，作者发现，过去的手册

更强调求职者要了解自己在求职与岗位中的权

利，而之后的手册中关于社交知识的内容更多，更
强调求职者展示个人的资格，即他们能为企业做

出怎样的贡献。 作者认为，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下，劳动力流动性大，企业承担的责任少，劳动者

要更多为自己负责，因而他们需要更多的交流技

能来进行自我包装与展示，将自我作为商品来推

销，而自我商业化（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这

一过程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下主体自我构建的

过程。
Ｓｏｌｏｍｏｎ［２０］则通过不同文体的学术写作文本

探究治理项目中对知识与学术身份的构建。 他分

析了自己参与写作的三类学术文本———澳大利亚

成人移民项目、国家工作与培训改革项目，以及全

球培训社区项目中的英语课教材、工作报告与政

府报告，将这些文本总结为 “指导性文本”“混合

性文本”和“规训性文本”，认为不同的学术写作

作为治理术的一种实现形式构建出不同的主体身

份，如会说英语的主体、语言与技能在工作中都具

有胜任力的主体、满足全球经济形势下多元知识

需求的学术主体。
不论是求职指导手册还是学术写作文本都通

过描画理想化的个体行为、特质与其所应当具有

的知识技能建构出终身学习的主体，据此为劳动

力市场提供更具自主性、适应性、创新性的劳动

者，终身学习也因此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灵

活治理工具。
２． 教学实践与治理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２１］１２６⁃１３７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先前学

习知识认定（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ｏ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ＰＫ）
或验证（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行动是瑞典成人教育与终身

教育实践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它也是

治理技术的一种形式。 作者所讨论的认定发生于

学习过程之外，而非开展于学习之内（如形成性

评估）。 通过政策文本研究，作者发现在当今社

会，“识别先备知识”被塑造为一种避免诸多问题

的有效途径，即基于先备知识认定的教育培训会

更有针对性，降低了时间与金钱成本，同时将个人

的知识能力可视化以供劳动力市场利用，从而保

障劳动力的质量与全球经济的竞争力。 但他同时

指出，认定的实践及认定的潜在可能共同塑造了

期望中的终身学习者。 他引用了福柯关于圆形监

狱（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的论述［２２］。 在圆形监狱，狱警处

在中间位置，能够观察到所有囚犯，而囚犯却看不

到狱警，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而

只知道自己有被监视的可能，但正是这种可能性

构成了施加于囚犯的规范性权力———由于知道自

己可能被监视，囚犯会更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避

免惩罚。 作者认为，认定或验证对公民构成了无

形的圆形监狱，成为一种监视方式，人们需要通过

随时随地的学习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认定，认
定进而与更加灵活、个性化的成人教育共同对人

们当下与未来的学习实现了治理。 另一方面，福
柯认为治理的基础是对治理主体的了解［１７］１３０，在
终身教育中引入认定这一理念，能够对学习者的

所有经历与知识（而不仅是在正规教育中获取的

知识）加以评估、记录、可视化展现，从而作为治

理与塑造积极的终身学习主体的基础。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作为终身学习的常见形式对学习

者主体也会起到规训作用。 Ｎｉｃｏｌｌ［２３］ 从学习环

境、学习评估、交流互动三个方面对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中

的权力关系加以阐释。 在学习环境方面， Ｎｉｃｏｌｌ
认为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学习者并不会因实体场所的缺失

而变得更自由、更少受到规训。 因为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构成了一个修辞空间（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ｌａｃｅ），课程材料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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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虚拟空间的功能设计早已预先设定好了学习者

创造意义的空间范围与自由的边界，在学习过程

中，看似学习者是在积极自由地建构意义，但实际

上他们的学习过程却总是在被规划与控制之下。
且相较于传统的学校，虚拟环境更能够实现全方

位的控制，成为更有效的规训机制。 在学习评估

方面，他指出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能够更密集地对学习者

进行观察记录，追踪学习者行为，分析学习者数

据，从而进行更为密集的规训，这里他也运用了福

柯“圆形监狱”的观点，即由于学生知道自己的学

习是在时刻被监控着，因此会有意识地使自己的

行为符合要求。 在交流互动方面，他指出 Ｅ⁃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会更多采取文本交流的方式，相较于口头交

流，文本的输出会让学习者增加自我审视与自我

治理，从而使得主体受到规训。
以上分析表明，现代社会中的教学实践不再

只是通过原则与规范对学习者进行规训，而是通

过自我技术的运用，使学习者自身将外部目标内

化，通过学习者自我知识的生成和实践过程的规

划与监控，“学习者”这一主体身份的意识得以加

强，从而实现个体的自我治理。
３． 终身学习者的心理塑造

学习动机是终身学习中广受关注的学习者心

理问题，而其中也隐含着权力关系。 Ａｈｌ［２４］ 从动

机理论角度对终身学习主体的塑造进行探讨。
Ａｈｌ 指出，动机是一种关系性的概念，它存在于动

机主体和要求主体具有动机的他者（如广告宣

传、内化了的权力规训等）之间，而非只属于动机

主体所有，这种动机的关系性揭示了其中的权力

运作。 他先对动机研究的历史进行梳理，从历史

上看，动机研究最先受到工业领域支持，其目标是

增加产量，平息工人不安的情绪。 之后动机研究

便演变为政府和工业治理人群的手段研究，即贫

穷、失业等问题都可以从自我角度来解释，未能达

成自我实现的人是因为心理准备不够充分，需要

通过个人努力加以弥补，这样个人就需要为社会

问题负责。 从而，政治意志以一种中立的心理学

理论形式呈现出来，同时避免了人们对于政治和

权力的关注，构成了一种伪装下的控制。 而在终

身学习视角下，也有不少对终身学习者动机维持

的研究，并会为具有动机问题的成年人提出调整

建议。 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已经把终身学习视

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不愿意终身学习的人

就是不顾自己与社会的福祉，是需要被加以引导

纠正的。 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关于终身学习

话语及动机的理论的提出建构出了不愿接受终身

学习、有待改进的群体。 关系视角下对于学习者

动机建构过程的解释展现出权力运作下对于终身

学习者的塑造过程，以及不愿意融入终身学习话

语的个体被他者化的过程，从而挑战了人们所普

遍具有的观念，即将自主学习作为应对经济社会

问题的唯一方式。
总体来说，本部分基于福柯的权力、治理术、

自我技术、圆形监狱等观点，对多样情境下与终身

学习相关的实践加以重新解读，展现出终身学习

实践中的权力运作与机制。 纵览全书，终身学习

政策对于主体治理的宏观阐述与微观分析的结合

对于终身学习的研究、实践与政策制定均具有重

要的启发意义。

三、终身学习的治理议题再审视：终身
学习与福柯相遇

基于福柯“治理术”视角，本书中将终身学习

作为一种权力机制来进行解读。 治理术代表着一

种权力结构，在它的影响下，个体不是被动的服从

者，而是积极的主体，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选择

与采取行动的自由，主动进行反思与自我调整，因
而个体的自我管理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下的治理

方式。 进入全球化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塑造

终身学习的主体成为实现治理的有效手段。 在终

身学习的话语下，学习者需要不断进行学习与自

我提升，保障自己所具备的技能与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相匹配，对自己的学习、就业、人生负责。 进

而终身学习作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成为社会治

理的一种方式。 且这种权力机制的运作渗透于终

身学习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学习者的指导、教学方

式、学习动机的塑造等，它们共同塑造出积极的、
不断自我提升的终身学习主体。 本书从社会学视

角重新对终身学习进行解读，对终身学习的研究

与实践有所启发。
对于终身学习者而言，本书提供了理解终身

学习的全新视角。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首先提出终身学习这一倡议之后［２５］，终身

学习已然成为一项受到全世界认可的重要发展战

略。 对终身学习的普遍理解是它能够让人们通过

自我管理与批判性思考摆脱权力的束缚，进而实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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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个体的自主发展。 而本书却将终身学习作为一

种权力关系下的产物来解读，即终身学习是个体

在权力关系中进行自我治理的一种方式。 但它并

不是建议读者逃离终身学习与权力话语，相反人

们永远也无法摆脱他们所生活的权力网络。 本书

的目的是打破一些现代社会中人们所持有的关于

终身学习的固有观念，看到终身学习中关于“自
由”叙述的误导性，并启发读者探究主体塑造的

多样可能性与潜在的选择空间。
对于终身学习研究而言，本书启示研究者采

取更具包容性的研究态度，接纳终身学习主流话

语之外的主体身份与话语的合理性。 终身学习语

境下往往会将不具有终身学习意愿的人视为需要

被引导、纠正的对象，并将其转变为积极的终身学

习者。 但权力关系是动态的存在［２６］，这意味着它

不仅会塑造出符合要求的、顺从的主体，也会塑造

出叛逆的、不愿服从的主体。 正如 Ａｈｌ 所指出的，
有一些成年人缺乏终身学习的动机是因为他们觉

得自己的家庭和工作比学习重要，或者有些人只

是简单的对学习不感兴趣［２４］１５９，这些人与政策制

定者和主流的终身学习研究者拥有不同的话语，
他们的主体身份与积极的终身学习者这一身份不

同，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一套合理的理由。 因而

在研究中，研究者不应当急于研究怎样进行改进，
而是多去研究发生了什么，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对

待终身学习之外的话语。
对于政策制定而言，应当对终身学习的最终

目标加以重新考量。 依据福柯的理论，终身学习

在经济视角下始终无法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权力机

制。 纵观全书，作者们都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作

为终身学习的目标，进而将终身学习解读为服务

于劳动力市场的权力技术，在这一视角下学习者

不可避免被异化为资本的工具，终身学习成为满

足市场需求、降低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 那

么，终身学习的目的仅止于此吗？ 又应当如何避

免这种个体与社会矛盾对立的局面？ Ｏｌｓｓｅｎ 在本

书中提出，终身学习不应只是经济基础的反映，
还应有其他的目的，当今社会的终身学习应当

以全体人类的福祉与安全作为目标。［９］４４在这一

视角下，终身学习的分析单位不再是个体学习

者而是社区或整个人类。 在这样的学习过程

中，个体与群体密不可分，在个体融入群体的同

时，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

力冲突，从而通过终身学习构建出更加开放、包
容的民主社会。

要而论之，本书对于福柯的理论进行了详尽、
全面的阐释，并且从权力技术的角度提供了解读

终身学习政策与终身学习者的独特视角，因此可

以作为了解福柯理论及其在教育视角下的应用的

有效窗口，并为终身学习动因与路径的探索提供

全新思路。 但是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本书的目标

并非对终身学习提供一种唯一且具有权威性的理

解方式，或提供一种应对终身学习中困境的解决

方案，而是展示出终身学习的多面性，从而动摇人

们关于它的固有观念。 因此，在我们以批判性的

态度与独立思考的眼光来审视终身学习的同时，
也不应当忽视终身学习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与无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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