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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郑观应顺应时代潮流，对中国的传统教育进行深刻反思，借鉴古今中外教育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近代实际，创立

了颇具中国近代特色的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倡导西学；兴办新式学校；进行全民教育等，不愧为中国近代教

育的先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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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实业家，他一

生致力于探索富强救国之道，其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张及

实践，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郑观应又是一

位著名的教育家。但对他的教育思想，学界研究较少。其

实，他的教育思想，是其整个维新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之

一。他认为，教育与议院具有同等地位，都是国家的根本所

在。他顺应历史潮流，结合现实，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进

行了深刻反思，批判了传统儒学的种种弊端，主张从根本

上改革传统的儒学教育。他借鉴西方各国的教育经验，大

力倡导西学，兴办新式学校，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机

制，建立中国近代教育模式，培养社会需要的新式实用人

才，以达中国富强之目的。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涉

及教育内容、途径、对象等方面，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教育的

先知者。

一、教育内容：倡导西学

在教育内容上，郑观应特别重视西学在教育中的作

用。他主张推行西学，学习与社会生产、社会生活联系紧密

的“实用”学问。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讲西学犹如生病

求医一般势在必行：“且今日之洋务，十四卷本增：犹时务

也，欲救时弊，自当对症以发药，如君父之有危疾也，为忠

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

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

讲，亦可烦言而解矣”[1]73。他认为西学比中学更加务实、更

加有用。

郑观应认为，传统教育误人子弟，“读书六、七年徒以

多记为功，不辨菽麦；故名为读圣人书，学圣人道，实则蠢

愚迂谬不可响迩，腹笥空虚毫无心得，岂非可笑耶？岂非可

悲耶？”[1]74“余见同乡幼童，非但不知地理、算学、应对礼节，

欲其作一文写一信亦不能。竟有读书十余年或数十年并不

识权衡斗量数目，惟专攻八股而已。且见读书久者，其背如

驼，盖缘终日伏案读书写字，未教以舒筋活络养生之法，亦

无礼、乐、射、御、书、算六艺之学故也。”[1]69 他还愤慨地指

出：“自学者骛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

之专工，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无用之地，而中

学日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矣。”[1]75

郑观应认为，中国传统教育以教授“四书五经”为主，

除了能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外，于近代的工商业发展毫无

用处，必须更新教育内容。他强调我国的教育应学习西方

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且更看重后者。

郑观应倡导西学，与众不同的是实现了对“师夷长技”

的突破，他把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提升到“制度、文

化”层面；认为学习西方不能避重就轻、舍本逐末，不能“遗

其体而效其用”，必须体用兼学。但他没有因此而走向全盘

西化论，他认为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只能是以中国文

化为始基，学习、吸收西方文化，而后“融会中、西之学，贯

通中西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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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西学的认识存有误区：一种认为西学本出于

我，如“西夷制器虽奇巧，半是中华旧制来”，不必学；一种

认为西学是奇技淫巧，蛊惑世道人心，不能学。郑观应则不

然，对这两种观点都加以批评，指出：“保民之道，莫先于强

兵，莫先于富国，然富国而不思理财，理财而不求格致，犹

之琢玉无刀凿之利器，建屋无栋梁之美材也。”

与此同时，他还认为为学习西学不能目光短浅，只注

重目前一己之利，批评一些学习西学之人“不过粗通文字

语言，为一己谋衣食”[1]75 之倾向。他郑重指出正确的学习西

学之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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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

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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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达政体。

教学之效，其在滋乎”[1]76。

诚然，郑观应的中西文化观也有不足的一面。他受儒

家思想的影响，不能摆脱封建伦理道德和君主思想的束

缚，不主张放弃中学，他也主张“中体西用”，还把西学看成

是“中国本有之学”[1]76，并不惜笔墨加以论证，难免有夜郎

自大之嫌。但我们不能苛求前人，郑观应对西学的认识已

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文化观。它集开

放性、融通性、创新性于一体，具有承前启后的深远意义。

二、教育途径：主张设立新式学校

在教育途径上，郑观应主张仿行西方教育之三条途

径：学校、新闻报馆、书籍馆。在此三者中，他尤其看重学校

的作用。

郑观应认为，学西学、习洋文，推进新式教育势在必

行。那么，如何推进新式教育呢？他借鉴西方各国的教育状

况、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广设新式学校。

他一再明确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

大本也”[1]71，“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

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1]66。“一切学问无不为之设立

学堂”[2]253。

他十分赞赏盛宣怀的观点：“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

本；求才之道，以设学堂为先”[1]76，他认为国家的强盛与人

才关系密切，而讲求教育之道的西方国家都是通过设立学

堂来造就人才的，我们应“步趋其后”，向西方国家学习，广

泛设立学校以办教育，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

他还论证了中国广泛设立学校的紧迫性：“按中国二

十三行省，地土之大，人民之多，当此之时，需才之急，较泰

西各国尤众。查欧美两洲，英、俄、法、德、美大国，小学堂各

有数万所，中学堂逾千所，大学堂数虽少，而规模广大，国

家因设上中下学堂经费之巨，已于七国学校数目详言之

矣”[1]63。因此，他要求“下令国中各府、州、县，俱立学校，每

省发一大臣为学政，以总其成，每年成材者登诸册簿，以记

其才学人数”[2]302。

郑观应倡导广立新式学校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的教育

经验，但也总结了中国数千年来教育的历史经验教训。他

认为中国办学校自古有之，“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

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

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

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而又教以弦诵，舒其

性情。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也。比及后世，学校之制

废，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

丁，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

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1]64。他认为上古人才济济是因为

兴办学校使然。他揭示了废除学校的严重后果，“学校废而

书院兴，书院之设原所以集士子而课以艺学，使之明习当

世之务，而为国家之用。今日虽有书院，而士子依然散居里

巷，绝少肆业其中；间或有之，亦无程范，听其来去自由。虽

有山长，不过操衡文甲乙之权，而无师表训导之责。届试期

则聚士子而课以文，尽一日之长。所作不过尘羹土饭，陈陈

相因之语，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而天文、格

致、历算等学，则又绝口不谈。其有讲实学，严课程，以文章

砥砺，务为有用之学者，千不得一二。由是言之，书院之设，

本所以育才，而适所以锢才，虽多亦奚以为哉！”[1]60 应该说，

郑观应的上述分析还是颇有道理。

他还特别提到日本及德国兴教而转弱为强的事例，并

说：“如我国能仿俄国或日本，衰弱之时痛除疾痼，幡然一

变，各省亦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认真讲求，较盛观察

所设者规模宏敞，则各艺人材何患不出？自足与泰西争强

竞胜矣”[1]60。

郑观应参照参西方学校，设计了一套详细的办校方

案：“宜仿司马光十科之法，添设一种，须行天下：省会除小

学堂外，各设书院。敦请精通泰西之天球、地舆、格致、农

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及各国言语、政事、文字、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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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数人，或以出洋之官学生业已精通返国者，为之教习。所

选学生，自十余岁，至二十岁为限。须先通中西文字，就其

性之所近，疑业四年，升至京都大书院，力学四、五年”[2]255。

在此基础上，郑观应认为还可以实行出国留学教育，

“至于肄业之高才生，有愿出洋者则给以经费，赴外国之大

书院、武备院分门学习，拔置前列，回国后即授以官，优给

薪资，以昭激劝”。他还总结了过去“曾文正奏派幼童出洋

学习”的经验教训，指出：“欲救其弊，宜选肄业生之通古今

识大体者，始遣出洋。或由各省学政所录文、武各生，择其

留心时务年在二十左右者（过稚则气质易染，过长则口音

难调）。厚给资装，出洋学习。”[1]64

郑观应对上述兴办新式教育的方案颇为得意，认为照

此办理，“他日奇才硕彦，应运而生，天地无弃材，国家即永

无外患，斯万变之权舆，及今为之，未为晚也”[1]86。

三、教育对象：主张义务教育、全民教育

郑观应教育思想的另一个创新，是教育对象的广泛

性，他主张推行强制性义务教育、全民教育、女子教育、弱

势群体教育等。

我们今天推行的义务教育，其实很早以前郑观应就提

出来了，他无愧于是倡导实行义务教育的先驱者。他非常

赞赏德式教育，指出泰西各国“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

国尤为明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乡塾散置民间，为贫家

子弟而设，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六岁后皆

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1]66。

郑观应倡导全民教育，既是对传统愚民政策的否定，

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总结，他看到了社会动荡不安的根

本原因就是本性善良的民众没有得到教化的缘故。他认为

教育具有开民智的重要社会作用，他打破了数千年来流传

的“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愚民政策，明确指出：“天下之治

乱孰为之？民心之善恶为之也。民，性本善也，其不幸而流

为匪辟者非生而恶也，生长乡闾不闻教化，耳目所蔽，习与

性成矣”[1]223。

郑观应非常重视女子教育。他痛惜“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陈腐观念，他说：“所惜者，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

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功亦无专师”[1]79。他推崇“泰

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

书、识字、算数等事”[1]79。

基于上述认识，郑观应极力提倡女子教育，呼吁朝廷

通告各省，广立女塾，把妇女从缠足的封建陋习中解放出

来，并亲自投身于女子教育的实践之中。

更有甚者，郑观应在倡导全民教育的同时，特别关注

弱势群体教育，即贫民教育和残疾人教育问题。

为解决贫民子弟学费难问题，他建议效法德、日，大小

学校先由政府酌量拨款，并考订新学课本，通令各城、各乡

一律遵办。无论男女，到入学年龄必须入学读书。

郑观应提倡的新式教育是真正的全民教育，要求人人

都得接受教育，即使是身体有残疾的人也要接受教育。他

十分推崇德国在教育上的管理办法，不仅不论男女贫富从

小就得一律入学，而且盲人、聋哑人、孤儿及罪童都要和正

常人一样，一起接受教育，做到国中人无一弃材，实现“国

无不学之人，则贤才不胜用”的良好局面。

全民教育既是教育问题，更是发展问题。郑观应的全

民教育思想，既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

念，更把它提高到了民族富强和发展的高度。它集中反映

了当时中国要自强就要提高民众素质的迫切要求，这种思

想是很有见地的，具有非凡的超前意识。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知者和先行者。作为

孙中山的同乡和前辈，郑观应可谓中国近代教育的先知

者。他的教育思想，顺应历史趋势，引领时代潮流。对促进

中国教育发展，提高国民素质，挽救民族危亡，起到了思想

解放的启蒙作用。

当今，科教兴国早已成为我们的国策和国人的共识，

党和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教育。但现状是，我国的教育发展

水平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也极

不相符。当今，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正处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刻。中国的教育还不能满足社会发

展的需要，不能满足以人为本的发展宗旨的需要，更不能

满足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教育改革，已成为制约我国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教育改革，不可缓待。虽

然时代在进步，教育在发展，但郑观应的教育改革思想，对

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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