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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抢郑观 应 的教 育思 想

王 学 明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
,

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
“

富

强救国
” ,

他的教育 思想即是以此为出发点
。

一
、 “

戒虚
” “

务实
”
的变革观

郑观应的一生
,

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
,

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加

紧扩张
,

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深刻变化
,

民族危机 日益严重的年代
。

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
,

为

拯救民族危亡
,

郑观应提出了积极变革的主张
。

他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的
“

变局
”
思

想
,

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以来
,

中国面临着一个
“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

中国要同外国侵略势力

抗衡
,

就必须进行全面变革
。

他引用 《易经 》 的话说
, “

穷则变
,

变则通
,

通则久
” 。

认为世

上无
“
千古不弊之政

” ,

亦无
“
千古不变之法

” , `

他继承和发展了林
,

魏
“

师夷长技
”
的思想

,

提出
“

谏远情
,

师长技
,

攻其所短
,

夺其所恃
”
的观点

,

主张了解西方
,

学习西方
,

将西方

的先进技术化为我有
,

为我所用
。

这样
,

十数年后中国将
“

无难与泰西相领顽
” 。

郑观应的教

育思想正是在这个
“

大变局
”

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

因此
“

变革
”
必然成为其教育思想的主

线
。

十九世纪中后期
,

中国教育仍延续着隋唐以来以应科举考试为主要 目的
,

以儒家经义为

主要 内容的传统教育模式
。

这种落后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引入与

传播
,

阻碍了新式人才的培养
,

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

必然成为 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

碍
。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正是从变革科举
,

提倡西学开始产生形成的
。

郑观应变革科举制度的主张
,

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
:

一是调整科举考试内容
;
二是改造

旧式书院学宫
,

兴办新式学校
。

郑观应于八十年代初刊行的 《易言 》 三十六篇本中
,

即提出了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的设想
,

主张将文科考试分为四类
, “
一曰考经史以观实学

。

二曰策论时事以观卓识
。

三日兼试诗赋以

验其才华
。

四 曰博询政事以考其吏治
” 。

武科亦分三类
, “
一询山川形势

,

军法进退
,

以观其

韬略
。

二 问算学
,

格致
,

机器制造
,

以究其造诣
。

三考测量枪炮高低命中及远
,

以尽其能

事
” 。

这个方案一反文试经义八股
,

武试弓马刀石 的惯例
,

充实了大量
“

实学
”

内容
,

充分体

现了郑观应反对
“

无用之学
” ,

提倡
“

实学
”

的观点
。

文科考试 内容以
“
经世致用

”
的

“
经济

学问
”
为主

,

武科则 已有相当部分是西学的内容
,

这无疑是对旧式科举制的重大冲击
。

此外
,

他还提出了将西学列入科举考试的初步设想
。

《盛世危言 》 中
,

郑观应的这一思想有了较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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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明确提出
“
于文

,

武岁科外
,

另设一科
,

专考西学
” 。

其 内容为
, “
一试格致

、

化学
、

电

学
、

重学
、

矿学新法
。

二试畅发夭文蕴精
,

五洲地舆水陆形势
。

三试内外医科
,

配药及农家

植物新法
” ,

并主张西学生员的录取标准应是
“

论其艺不论其文
,

量其才而不拘资格
。 ”
对于

那些除制艺外一无所长者
,

则主张
“
虽文字极优

,

亦置孙 山之外
”
不予录取

。

郑观应主张将

西学列为正式考试科 目的 目的是为了借此提高西学的社会地位
,

将一味醉心于搏取功名的中

国知识分子阶层导 向西学领域
,

扭转当时重
“

时文
” ,

不耻为西学的状况
。

他认为
“

时文不废
,

则实学不兴
; 西学不重

,

奇才不出
” 。 “

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
,

律人人知所趋向鼓舞

而振兴之
。

数年之后不有人才济济者
,

吾不信也
。 ”

郑观应意识的
,

要在中国培养新式人才
,

靠
“
只知教习举业

”

的旧式学塾是行不通的
,

必

须引进西方的教育机制
,

建立中国近代教育模式
,

兴办新式学堂
。

他根据中国的现状
,

提 出

了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
, “

窃谓中国自州
,

县
、

省会
、

京师
,

各有学宫书院
,

莫若仍其制扩充

之
,

仿照泰西程式
,

稍为变通
:

文武各分大
,

中
、

小三等
,

设于州
、

县者
,

为小学
,

设于各

府者为中学
,

设于省会
、

京师者为大学
” , “

各乡亦分家塾
、

公塾
,

无论贫富皆可读书习艺
” 。

其考核内容分为文武两大类
:

文科分为文学
、

政事
、

言语
、

格致
、

艺学
、

杂学等六科
; 武科

分为陆军
、

海军两科
。

除文学
、

政事两科外
,

均为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
。

这个

方案包括了从乡塾
、

小学
、

中学
、

大学各级学校组成的教育体制
,

虽然尚不完善
,

但是他提

出了建立 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构想
,

对后来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制定
,

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

二
、 “

体
” “
用

”

兼备的西学观

郑观应是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
,

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杰出代表之一
。

他在深入研究西方

社会的基础上
,

提出了学习西方要
“

体用兼备
”

的观点
。 “

余平 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
,

体用兼

备
。

育才于书院
,

论政于议院
,

君民一体
,

上下同心
,

此其体
;
练兵

、

制器械
、

铁路
、

电线

等事
,

此其用
” ,

他强调中国不仅要学其
“

用
” ,

还应该学其
“

体
” ,

否则是
“

难臻富强
”

的
。

从这一观点出发
,

他主张学 习
“
西学

” ,

应既包括西方的 自然科学和工艺学等先进技术
,

也包

括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
。

他在 《易言 》 中
,

全面介绍了西方各 国的教学科 目
,

并将其划分为

四大类
, “
经学者论教中之事

。

法学者论古今政事利弊异同
,

及奉使外国修辞通商有关国例之

事
。

智学者格物性理
、

文字语言诸事
。

医学者首以格物统核全身
,

及内外诸部位
,

次论经络

表里功用
,

次论病源制配药品
,

次论胎产接生
。 ”

这种划分不一定科学
,

尤其是将宗教
“
经

学
”
列于首位

,

作为一门学科介绍
,

是不妥当的
。

这反映了郑观应当时的思想局限性
。

《盛世

危言 》 中
,

他做了大幅度调整
,

将西学划分为天学
、

地学
、

人学三大类
,

把
“
经学

”

排除在

外
。 “

天学
”

包括天文
、

算法
、

历法
、

电学
、

光学等内容
; “

地学
”

包括地舆
、

测量
、

经纬
、

种

植
、

车舟
、

兵阵等内容
; “

人学
”

包括语言文字
,

政教
、

刑法
、

食货
、

制造
、

商贾
、

工艺等 内

容
。

他们可以看出
,

不论是 《易言 》 划分 的四类
,

还是 《盛世危言 》 划分的三类
,

均体现了

郑观应
“

体用兼备
”

的观点
,

是既包括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
,

又包括 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内容的
。

尽管后来郑观应在教育活动中
,

并未尽力推广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
,

但他的这一观点在

中国近代史上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

他对西方政治体制的介绍
,

对中国知识分子起了启蒙作

用
。

对于如何处理
“

中学
”

与
“
西学

”

的关系
,

郑观应提 出了
“

中学为本
,

西学为末
” ,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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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的观点
。

从表面上看
,

郑观应的观 点同张之洞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

观点是基本相 同的
,

实质上他们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
。

首先
,

郑观应主张的
“

西学
”
是

“

体

用兼备
”

的
,

与张之洞的仅指格致
、

制造等自然科学技术的
“

西学
”

是有本质区别的
。

其次
,

郑观应主张的体与用
、

本与末
,

主与辅之间是辨证统一关系
,

它们之间是相互包容
,

发展变

化的
。

即
“

虚中有实
” , “

实中有虚
” ,

西学可以化为中学
。

郑观应提出的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

宪制的政治主张
,

就是以西学之
“

体
”

(君主立宪制 ) 变革中学之
“

体
”

(君主专制 ) 的典型

例子
。

可见
,

西学与中学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

第三
,

郑观应所说的
“

体用
”

关系
,

不

是单一的
,

而是多层次的
。

从他在不同篇 目中谈到的有关内容来看
,

它至少有二个层次
:

中

学与西学的体用关系
,

即
“

中学为本
,

西学为末
” ;
西学自身的体用关系

,

即
“

育才于书院
,

论政于议院
”

为体
,

枪炮
、

舟船
、

铁路
、

电线等为用
。

照此类推
,

中学也应有 自身的体用关

系
,

只是郑观应未明确说明而已
。

郑观应认为
,

教育者必须首先弄清楚教学内容的主次关系
,

即本末关系
,

才能正确地实

施教育
。 “

故善学者
,

必先 明本末
,

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
。

以西学言之
,

如格致
,

制造等学

其本也
,

语言文字其末也
。

合而言之
,

则中学其本也
,

西学其末也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知

其缓急
,

审其变通
,

操纵刚柔
,

教学之效
,

其在兹乎
。 ”

这里
,

他又提出了一个
“

本
” “

末
”

关

系
,

作为教学内容的西学 自身的本末关系
, “

格致
、

制造等学其本也
,

语言文字其末也
” 。

所

以
,

他主张要学 习西学的
“

本
” ,

学习
“

其精微广大之处
” ,

不要
“

粗通文字语言
”

便
“

浅尝

辄止
,

有名无实
” 。

在处理教育的中
、

西学关系时
,

他主张
“
必以我国文字学 问为始基

,

而后

能融会中
、

西之学
,

贯通中西之理
” ,

即以中学为主
,

西学为辅
。

他批评那些
“

略识洋文
,

略

谙西语
,

便诩诩然夸耀于世
,

以为中国文字学问不足学
,

不必知
,

弃若弃髦
,

视同虎赘
”

的
“
浮薄少年

” , “

则非余所敢知也
” 。

郑观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民族对待外来文化应有的正确态

度
,

即以本民族文化为根基
,

包容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因素
,

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

这是十分

可贵的
。

郑观应把
“

中学
”

作为发展中国近代教育的
“

始基
” ,

这个态度是可取的
,

不足之处

是他尚不能将纲常名教等封建糟粕同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区别开来
。

在对待中
、

西学的态度

上
,

他坚持
“
不薄待他人

,

亦不震骇他人
,

不务匿己长
,

亦不敢回护己短
” 。

即使用今夭 的观

点来看
,

这种学习西方的态度也是值得称道的
。

三
、

实业教育
、

师范教育和贫民教育

郑观应从长期从事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经历中
,

体会到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新式人

才
,

是 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
。

十九世纪后期
,

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

使中国稚弱的近代工业
,

从一开始产生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
。

从这一现实出发
,

郑观应

提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行
“

商战
”

的思想
,

把发展中国近代工业 同反对外来侵略

有机地结合起来
,

作为
“
救国图存

”

的重要措施
。

他认为
“
二十世纪之天下

,

一商战竞争之

天下也
” ,

然而
“

商战
”

首先就是人才的竟争
。 “

我国如欲致富强
,

必从广设学校开始
” ,

因为
“

商务
、

实业
、

工艺与各种人才
,

无不由学校出
” 。

在中国近代工矿企业 中
,

由于历史原因
,

技

术人员大都是聘请外国洋员担任
。

这种状况对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极为不利
,

至少带来两大弊

端
:

一是外聘洋员的工薪数额巨大
,

对降低产品成本造成不利影响
; 二是容易出现外国技术

人员操纵控制中国企业的不利局面
。

对此有深刻认识的郑观应
,

不仅在理论上著文积极倡导

培养 自己的
“

实业
”
人才

,

而且直接参与了实业学校的创办活动
。

如他在担任轮船招商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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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和汉阳铁厂总办期间
,

积极筹办企业所属的技术学校
,

并长期担任
“
招商局公学

”

驻校董

事
。

对
“

实业人才
”

的培养
,

郑观应主张采取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

他制

订的汉阳铁厂技术学校筹办方案
,

即主张将其办成
“
上午读书

,

下午入厂学习机器
”

的半工

半读学校
。

对轮船招商局所需航运人才的培养
,

郑观应建议专门设置练船一艘
, “

凡驾驶管轮

各学生
,

即在船上学习
,

无须另设学堂
” 。

这样一面学习理论知识
,

一面练 习实际操纵
,

既能

节约费用
,

又可快出人才
。

学习轮机的学员则在各厂学习
,

除
“

每天功课外
,

仍赴各厂练习

工艺
,

考究制造之法
” 。

郑观应的上述观点
,

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者和实业家的卓越见识
,

对 中国近代实业教育

的创立和发展
,

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

郑观应非常重视师范教育
,

认为师资的培养是发展近代教育的关键环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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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兴办教育

,

其他条件均可依赖财力

解决
, “

惟有道德
、

有科学之好教员诚不易得
” 。

因此
,

他主张
“

各省急设师范学堂
,

专门学

堂
,

广育师资
。

以备充各学堂教授也
” 。

郑观应强调师资的培养
,

除了以上 因素外
,

还有下述

原 因
: 1

.

为适应近代教育机制的建立
,

急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教师
,

以代替那些除
“

教授举业
”

外一无所知的旧式塾师
; 2

.

为取代人数众多的外籍教 习
。 “

应先设师范学堂
,

考

取深通华文
,

年二十左右者百人入堂肄业
” , “

三年后有毕业生可代
,

可无需借才
” ,

既可节约

经费
,

又可免受制于人
。

3
.

为早 日实现将外文教材译为中文
,

用汉语进行教学
。 “
拟伤毕业

诸生将泰西小学
、

中学
、

大学文书选择
,

译以汉文教授
,

不必通西文而后肄业实学
,

则 费半

功倍
” 。

发展教育必须首先培养师资
,

郑观应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
,

是抓住了发

展中国近代教育的关键环节
。

郑观应十分推崇西方各国教育中
“
不论贵贱

,

男女
,

自六岁后 皆须入学
,

不入学者罪其

父母
”

的强制性义务教育制
,

特别注重为贫苦阶层设立各类学校
,

发展贫民教育
。

他在改革

旧教育体制
,

建立新式学校的方案中
,

即明确提出了
“

无论贫富 皆可读书习艺
”

的主张
。

他

十分重视为贫 民创造受教育的机会
,

以便让贫民学得一技之长
,

赖以谋生
,

建议
“

通伤各省

督抚严札劝业道
、

学务处
”

设置
“
工程各学堂及收养贫儿工艺所

” 。

并主张为
“
急于谋食而不

暇入学堂
”

的贫民
, “

设半 日学堂
,

或半夜学堂
。 ”

到晚年
,

他还为未能实现
“
创办机器制造

及教养贫 民工 艺院
”
的凤愿而深感遗憾

。

虽然
,

郑观应倡导的贫 民教育
,

有防止贫民流为
“

盗贼
” 、 “

匪类
” ,

巩固清朝统治的政治 目的
,

但其大力提倡并积极努力为贫民创造接受教育

的机会的举动是十分可贵的
。

这也充分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中有教育平等的观点
。

,

本文之引文
,

均见夏东原编 《郑观应集》 上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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