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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林

1 8 4 0年鸦片战争之后
,

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批

地主阶级有识人士
,

从儒家
“ 经世致用 ” 的思想

出发
,

要求改革吏治和向西方学习
,

萌发了最初

的改良主义思想
。

洋务运动的兴起
,

把向西方学

习从口号变成了实际行动
。

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产生和逐步发展
。

这期间
,

通过京师

同文馆等机构出版翻译著作
,

驻外使节
、

出访考

察使团
、

留学生等介绍情况
,

使有些中国人对西

方文化的认识有所加深
,

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到了

中国同西方的一些差距
。

他们提出在不改革封建

统治的前提下对封建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进行资

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

从而形成了以冯桂芬
、

王韬
、

薛福成
、

马建忠
、

郑观应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思想
。

在政治上
,

他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改革吏治
,

设立议院 ; 在经济上
,

要求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

业
,

富国强兵
,

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
。

特别是郑

观应
,

曾明确提出兵战不如商战
,

商战不如学战
,

将改革教育与改革吏治作为整个改革方案的两个

基本点
。

他们都认为
,

要实现改革
,

必须有一批

掌握西学
、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人才
,

而这种

人才的培养
,

不是空疏的封建传统教育所能胜任

的
,

因而得出了一系列改革教育的主张
。

本文拟

就其中代表人物之一的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加评述
。

郑观应 ( 18 4 2一 19 2 1)
,

本名官应
,

字正翔
,

号陶斋
,

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
、

实业家
、

诗

文家和教育家
。

他的教育思想可归纳为下述六个

方面
。

故泰西之强于学
,

非强于人也
” 。

( 《西学 ))
,

《郑观应集 》 上册第 2 76 页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
。

本文所引
,

均出自该书
。

以下只称某册第几

页
。

) “ 国家自强之道首重武备
,

人才之兴在于

学校
。 ” ( 《票醇亲王

、

督办粤防彭宫保
、

两广

总督张制军
、

北洋大臣李傅相设水陆学堂节略》
,

下册第 17 1页
。

) “ 国家之盛衰
,

系于人才
,

人才

之优劣
,

出于学校
。 ” ( 《上督力

、

京师大学堂孙

相国书 》
,

下册第 17 7页 )
。 “

教育为立国之本
,

国运之盛衰系之
,

国步之消长视之
” ( 《致伍秩

庸先生书 》
,

下册第 2 70 页
。

) 所以
,

他把学校看

成是
: “ 造就人才之地

,

治天下之大本也
。 ”

( 《学校上 》
,

上册第 2 65 页
。

) 而要兴学校
,

就

必须废除科举帖括之学
。

他认为
“ 中国之士专尚

制艺
。

上以此求
,

下以此应
,

将一生有用之精神
,

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
,

舍是不逞涉猎
。

泊登第

入官而后
,

上自国计民生
,

下至人情风格
,

及兵
、

刑
、

钱
、

谷等事
,

非所素习
,

碎肩民社
,

措治无

从
,

皆因仕学两歧
,

以致言行不逮也
。 ” ( 《论

考试 》
,

上册第 10 4页
。

) 这种所学非所用所用非

所学的情况
,

求富图强的真正人才自然难以产生
。

所以
,

他提出
: “ 今日之计

,

宜废八股之科
,

兴

格致之学
,

多设学校
,

广植人才
,

开诚布公
,

与

民更始
。 ” ( 《教养 》

,

上册第 481
一4 82 页

。

) 认

为 “ 不修学校
,

则人才不出
,

不废帖括
,

则学校

虽立
,

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 ! ” ( 《英法俄美

日本学校规制 》
,

上册第 2 16 页
。

)

.

(一 )重视学校教育
,

反对科举帖括之学
。

他在著述中
,

曾反复论述学校教育的重要
。

他

说 : “ 学校者人才所由出
,

人才者国势所由强
,

(二 )倡导职业技术教育
,

建议设立实业学堂
。

他认为 “ 泰西诸国富强之基
,

根于工艺
,

而

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
,

否则终身习之而莫能

尽其巧
。 ” “ 英国伦敦设有工匠学堂

,

以为工技之



奋办
一

冬率 秘四呼四四四四即四

尤易于抚养
。

因忆余前所生之儿
,

两经幼疡
,

皆

由无幼稚院教育而家庭不晓卫生
、

仆妇不善抚养

所致 ” 。

( 《与月岩四弟书 》
,

下册第 2 42 页
。

)

.

成
,

弟子每不能及师
,

不免每况愈下
,

故令学工

艺者先读工程专书
,

研究机器之理
,

然后各就所

业
,

日新月异
,

不独与师异曲同工
,

且变化神明
,

进而益上
。 ” “ 苟专设艺学一科

,

延聘各师
,

广

开艺院
,

先选已通西人算法者学习
,

读书
、

学艺

两而化
,

亦一而神
,

则小可开工商之源
,

大可济

国家之用
。 ” ( 《技艺 》

,

上册第 7 1 9 一7 2 0页
。

)

他指出
: “ 当此竞争之世

,

非富不能强
,

欲富必

先研究实学
。 ” ( 《致潘兰史征君书 》

,

下册第

38 3页
。

) “ 国家欲振商务
,

必先通格致
,

精制

造 ;
欲本国有通格致

、

精制造之人
,

必先设立机

器
、

技艺
、

格致书院以育人之才
。 ” ( 《商务

五》
,

上册第 626 页
。

) 他曾具体建议
: “ 如欲振

兴工艺
,

必须各省均设实业学堂
,

兼置机器
,

选

各省俊颖子弟
,

年二十左右
、

通中外文字算法者

数十人
,

聘外洋专门工师
,

分类教习
。 ” 这样

,

数年以后
, “ 自然人才 日多

。

将来开矿
、

造路
、

铸炮
、

装船
,

精益求精
,

技艺日巧矣
。 ” ( 《拟

创设工艺书院机器厂节略 》
,

下册第 1 7 4一 17 5页
。

)

(三 ) 主 张设置女学
,

关注家庭教育 与幼儿

教育
。

他指出
: “
世人只知男子不读书吃亏

,

不知

妇女不读书
,

孤陋寡闻
,

吃亏更大
。 ” “ 妇人失

教不知书理
,

其所生子女故不知教育之法
。

富家

子多是纹垮
,

贫家子鲜知貌
,

非失于宽 即失于

严
。 ” “ 甚至有家训过严

,

不知循循善诱
,

动辄

打骂恐吓者
。

岂不知恐吓多即致病
,

病多即体弱
,

安能延年 ? 人怪其死于医药之不灵
,

未知其父母

保护之不善也
。 ” “

若其母知书识礼
,

必常依依

膝下
,

事事教导
,

受益良多
。 ” 所以

,

他认为
:

“
教子婴孩

,

家庭教育最关重要
。 ” ( 《夏蔡毅

若观察书 》
,

下册第 2 0 1一 202 页 )
。

他还指出
:

世

界上 “ 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
,

不战而屈人之兵
,

美是也
。

女学次盛者
,

其国次盛
,

英
、

法
、

德
、

日本是也
。

女学衰
,

母教失
,

愚民多
,

智民少
,

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
。 ” 因而提出

: “ 女学校乃

当今急务救本之基
。 ” ( 《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

学校书 》
,

下册第 2 6 3一 2 6 4页
。

) 把女学
、

家教提

高到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地位上来认识
,

对

幼儿教育
,

他也特别重视
。

他说
: “ 我国而欲与

列强竞争于二十世纪之舞台
,

而不亚思讲求教育
,

不可也
。

讲求教育
,

学有专门
,

而不自幼童始
,

尤不可也
。 ” ( 《与月 岩四弟书 》

,

下册第 2 42

页
。

) 他还联系自己的经历和家庭实际
,

来进一

步阐明幼儿教育的重要
。

他说
: “ 前游日本幼儿

院参观
,

见四五岁小儿均循循有礼
,

互相亲爱
,

而且居处得法
,

看护有方
,

各遂其生
,

各适其性
,

(四 ) 强调师范教育
,

培养新型师资
。

他认为 “
培植之责任在于公学

,

而人才之优

劣出于教员
” 。

所聘教员应是 ,’6页学通儒 ”
,

“ 能

诲人不倦
,

循循善诱
,

非但教育有方
,

且于世界

最新之学校卫生诸法靡不美备精详
。 ” ( 《招商

局公学住校董事公宴校长诸君颁辞》
,

下册第 2 61

页
。

) 他指出当时
“ 中国 师道日衰

,

教术 日坏
,

无博学通儒克胜教 习之任
,

无师范学校以养教习

之材
。

故为师者类皆迂儒老生
,

终身从事于章句

之学
,

帖括之艺
。

试问以五洲形势
,

列国政治
,

历朝史鉴
,

诸子百家
,

天算
、

动植
、

形声
、

格致

之学
,

皆惜然漠然
,

不知所对
。 ” ( 《学校下 》

,

上册第 2 69 页
。

) 这样的教师
,

怎能为国家培养有

用的人才
。

为了造就人才
,

办好学校
。

他认为必

须向 日本学习
,

重视师范教育
。

他说
: “ 日本致

强
,

一由政治
.

一由水
、

陆军
,

而其母则在学校
。

学校之母又在师范
。

范方则方
,

范圆则圆
。

不善

不可为 陶冶
,

故陶冶国 民必 以师范为基础
。 ”

( 《致潘君兰史述马君相伯考察日本学务书 》
,

下册第 2 22
一

22 3页 )
。

对于新型师资
,

他还要求懂

得教学规律和掌握有效的教学方法
。

他提出教师
“ 宜判其难易浅深

,

使学者循序渐进
。 ” “ 幼童

善记
,

则宜导之记
;
成童善悟

,

则宜引之悟
。 ”

“ 师长应以善心劝化勉励
。

如非万不得已
,

则不

可加责
,

亦须有威可畏
,

令其不敢轻视
。 ” “ 教

法宜简
,

品行宜端
,

宜今诸生仰体师意
,

慕其教

法
。 ’ 夕 “

勉励诸生
,

鼓舞前进
,

赏赐之法
,

宜斟

酌而行
。

盖天资优者得赏必多
,

或生骄忽之心
。

天资劣者徒劳无功
,

或生怠忽之心
。

当令各生徒

因此赏赐
,

发奋前进
,

其功自不容已也
。 ” “ 小

过宜以婉言导之
,

大过当以法语绳之
。 ” ( 《待

鹤斋学校论》
,

下册第 2 0 3一 2 0 8页 )
。

破相曲形侧公留晕常丫

(五 ) 鼓吹道德教育
,

提倡身体健康
。

他认为 “ 道德者人民之要素也
,

国家之元气

也
,

世界竞争之战利品也
。 ” ( 《与潘君兰史

、

何君 l阅樵论选举参议院议员宜先注重道德》
,

下

册第 32 2页 ) 他说
: “ 至于道德实为治国之精神

。

无典章
、

法律
、

兵舰
、

军械不足以治国
,

即有典

章
、

法律
、

兵舰
、

军械及一切种种设施制造
,

而

无道德以贯注之
,

虽能致富强于一时
,

而不能享

幸福于永久
。

盖长治久安之策
,

非道德无以植其

基
,

中外无二理也
。 ” 因此

, “ 可知有道德之国

则兴
,

无道德之国则亡
,

历观中外圣哲言及历史
,



澳 门 文 夹

本李片卜 200 1娜蟹卜

其例有不爽者
。 ” (《与梁君纶卿书 》

,

下册第
4 15 页

。

) 鉴于此
,

他特别鼓吹道德教育
,

提出
“ 学校者人才之所出

。

然人才重人品尤重
,

必不

为财色所困
,

若徒养成无品之人才
,

不如无才之

为 愈
。

( 《答 杨君招伯
、

梁君 敬若
、

何群樵

书 》
,

下册第 2 52 页
。

) 他认为 “ 日本与欧美各

国人民
,

均知爱国
,

上下一心
,

实缘童蒙入塾教

化得法
。

尝考其小学课本
,

编有杀身成仁
、

爱国

救人诸故事
。

无论贫富贵贱
、

老幼男女
,

皆有浅

文 诵读
,

入于 耳而根于 心
,

故 得令 其心 思振

奋
。 ” ( 《 致家塾潘教 习论朱 星源小

、

大学

书 》
,

下册第 2 11 页
。

) 对于道德教育
,

不能只

停留在口头上
,

应该落实到行动中
,

而且要面向

社会
、

联系实际来进行
。 “

修身之方重在躬行实

践
,

而非徒托空谈
,

日本所以有作法之举也
。

作

法之大要乃举社会交际行动各种现象
,

一实地
演 习

。 ” (致香山自治会节录阳湖伍君达拟筹备

宪政改良教育小学章程》
,

下册第 26 6页 ) 他认

为 “ 小学堂向无算学
,

亦无体操
,

以致读书人体

多文弱
,

腰多不直
,

教法亦未完备
。 ” 主张 “ 仿

照西法
,

算学
、

体操万不可缺
,

并改体操如兵

操
,

步伐整齐
,

不独有益卫生
,

亦可备日后当兵

之用也
。 ” (前第 2 36 页 ) 平时

,

他也常告诫儿

子
,

要重视身体健康
, “ 不论何事不可过劳

,

故

君子时 中
,

小人反中庸
。

日间办事亦须有定期
:

如早起体操
,

或行易筋经
,

或十二段锦
,

均不可

断间
,

徐暇缓步草铺上或海边上
,

吸受清风
; 早

饭后入公事房办事 ; 到午时中饭后
,

静坐片时
,

收视返听于气海
,

……晚饭后复散步
、

体操
、

静

坐时就寝
。 ” ( 《训长男润林并寄月岩弟 》

,

下

册第 1 1 8 1页
。

)

(六 )介绍西方学校制度
,

设想建立中国近

代学制
。

郑观应较早地注意到了学制问题
,

在 《易言
·

西学 》 中
,

他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学校制度
。 “ 其

学堂自乡而城
、

而郡
、

而都
,

各有层次
。 ” 各地

分设乡塾
,

男女不分贵贱
,

自七
、

八岁起都必须

入学
,

至巧岁为小成
。

乡塾为义务教育阶段
。

乡

塾之上有郡学院
、

实学院
、

仕学院
、

大学院
,

各

成系统而相互衔接
。

他较为 详细地介绍乡塾教学

的组织形式
: “ 塾中分十余班

,

考其勤惰以为升

降
,

而实学院有上
、

下
,

分 13 班
,

考工计程以定

进止 ” ,

给人们描绘了班级制度的基本特征
。

他

还实事求是地介绍了西方学校课程
,

并把它归纳

为经学
、

法学
、

智学
、

医学四大类
。

在 《盛世危

言 》 中
,

专设 《学校 》 上
、

下篇
,

并以 《德国学

校规制 》
、

《英
、

法
、

俄
、

美
、

日本学校规制 》

为 附论
,

着重介绍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教

育制度
。

从学制的性质
、

任务
、

学习年限
、

课程

内容
、

教学形式
、

考试方法
,

以及各国教育的发

展概况
,

都有详细论述
,

并进而把西学学制归纳

为 以三级普通教育为主干
,

含有普通
、

专门两大

部类的学校教育系统
。

他认为
: “ 夫制无分今古

,

法无论中西
,

苟有益于民
,

有利于国者
,

行之可

也
。 ” ( 《邮政上 》

,

上册第 6 70 页
。

) 他根据自

己对西方学制的认识
,

根据
“ 有益于民 ” 、 “ 有

利于国
” 的原则

,

对西方学制加以 “ 变通 ” ,

提

出了建立中国近代学制的要求和建议
。

他主张仿

照西方的学制
,

设立分高
、

中
、

初三等
,

包括普

通教育
、

实业教育
、

师范教育
、

军事教育等在内

的完整的学校系统
。

他主张在京师设大学
,

在省

会设中学
,

在县设小学
,

在各乡设私塾
。

大
、

中
、

小学均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
,

规定学习年限
,

以

考试的结果为升级的标准
。

鉴于不同国情
,

他提

出了 “ 变通 ” 的具体力
、

法
,

即将中国科举制的进

士
、

举人
、

秀才的三级功名与大
、

中
、

小三级学

校相配合
,

并将各省
、

府
、

县的书院改为学堂
。

他是我国最早倡导改书院为学堂的人
。

(参阅 《学

校上 》
、

《学校下 》
,

上册第 2 6 5一27 1页 ; 《考试

下 》
,

上册第 2 9 9一 3 0 0页
。

)

以上六点
,

是郑观应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

教育思想是指人们在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条件下
,

在教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教育现象与问题的认识

和看法
。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是他那个时代作为先进

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对教育与问题的

认识和看法
。

作为早期改良派的郑观应
,

是属于没

有什么权势的知识分子
,

在教育实践方面并无惊人

的作为
,

如果仅从教育发展的现实结果来看
,

与洋

务派兴力
、

新式学堂
,

派遣留学生
,

维新派在戊戌变

法中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实践相比
,

确是微不足道

的
。

但我们评价历史人物
,

不能只看他在实践中具

体做了些什么
,

还要看他为实践提供了些什么
。

实

际上
,

在社会变革特别是新旧交替之际思想启蒙的

历史意义
,

往往与实践同样重要甚至还在实践之上
,

否则就很难理解在维新运动期间
,

郑观应的 《盛世

危言》 被进呈光绪皇帝御览
,

受到维新志士广泛重

视这一历史事实
。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是他发展资本主义工商

业
,

实行君主立宪的社会改良思想的重要性组成

部分
。

他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

对改革教育的强烈

要求
,

对家庭教育
、

幼儿教育
、

师范教育的关注
,

在经营近代工商业实践中
,

一贯重视对科技人才

的培养
,

特别是对近代学制的倡导
,

给近代中国

思想以积极影响
,

对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

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