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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启蒙教育思想述论

徐 启 彤

郑观应 ( 18 24 一 19 2 2年 )是我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

是早期维新思想的集大

成者
。

郑观应在经济上要求发展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
,

这些思

想均有典型意义
,

学术界论者颇多
,

而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却论者寥寥
.

其实
,

郑观应的启蒙教育

思想很典型
,

且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

为此
,

本文拟作些简略探讨
.

一
、 “

中学其本也
,

西学其末也
”

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 》的《西学 》篇中
,

提出
“

中学其本也
,

西学其末也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学
”

的教育思想纲领
,

认为只要以这一思想为指导
,

教育便可收到
“

知其缓急
,

审其变通
,

操纵刚柔
,

洞达政体
”

的教育效果
.

郑观应借用我国古代的
“
道器 ”

观中的
“

形而上者谓之道
,

形而下者谓之

器
”

的论题
,

阐发为
“
道为本

,

器为末 ,’ ( 《盛世危言
·

道器 》下文凡引《盛世危言 》或《盛世危言后

编 》的
,

仅注篇名 )
。

郑观应将中学 比之为
“

道
” ,

将西学比之为
“
器

” ,

认为
“

道
”

是根本
, “
器

”
是从

属
,

这样中西学就存在着主次关系
。

这实际上是继承了洋务派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思想
。

当

然
,

在西学东渐的潮流冲击下
,

西学显示了它巨大的社会作用
,

于是他便认为
“
器

”

是不可忽视

的
: “

非举小不足以见大
,

非践迹不足以穷神
”

(《道器 》 )
,

主张
“
道

”

需要通过
“ 器

”

来体现和发扬

光大
。

这是郑观应对洋务派中西体用观的发展
。

同时
,

他对所主张采用的西方之
“

器
”

的内涵也

扩大了
,

已不像洋务派主张的那样
,

仅仅包括坚船利炮
、

科学技术
,

而 比洋务派的认识广泛得

多
,

除了科学技术更包括政治
、

经济
、

文化教育制度的仿效
。

随着社会认识的提高
,

郑观应教育

思想中的西学地位有了显著的增长
,

教育主张则 以建立新型学校
、

培养通晓西学人才为中心
。

出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

郑观应在政治
、

经济上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

迫

切需要
“

皆肆力于有用之学 "( 《考试 )) 的人才
.

他认为
“

循空文而高谈性理
”

的封建教育
,

是不切

实用的虚玄之学
,

而西学才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
“

实学
” ,

才是医治国家
“

危疾
”

的良方
。

于是
,

他

主张改变封建教育
,

发展西学教育
,

培养实用人才
,

从而把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主张引向深入
.

他在对待中西学关系问题上
,

虽看到了西学的作用
,

也意识到中学
、

西学的矛盾和对立
,

然

而他没有否定传统中学
,

对中西学的对立作了别出心裁的融合
: “
不知虚中有实

,

实者道也
;
实

中有虚
,

虚者器也
。

,’( 《道器 》 )这就是说中西学虽然存在着本末
、

虚实
、

主辅的对立关系
,

但两者

是互有虚实
,

互相渗透
,

互为补充的
,

认为
“

合而言之
,

本末兼赅
,

分之则分卷无具
” 。

(《道器 》)在

他的教育论著中甚至更明确提出
: “

融会中西之学
,

贯通中西之理
”

(《西学 》附录 )
,

这是对中西

学关系的重大发展
,

似有力主改变腐朽封建教育制度
,

主张中西教育融会贯通
,

融中西教育为

一体之倾向
。

这说明他 已模糊地认识到
,

引进西方教育
,

必须结合我国国情
,

只有中西教育的结

合才能发挥其社会作用
.

当然
,

他的这些中西融合的教育思想还是初步的
,

在他一生的教育思

想中
,

突出的还是改变陈旧的教育
,

仿效西方教育制度
,

建立新式学校
,

充实西学教育内容
,

培

养科学技术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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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学校者

,

造就人才之地
”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
,

反映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富强救国的理想以及对实用人才的需求
。

“
学校者

,

造就人才之地
,

治天下之大本也
。 ”

((( 学校 》 ) 他把人才看 作治理国家之根本所在
。

他认

为我国与西方富强各国的差距就在于学校教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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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西学 ))) 他对 自强
、

人才
、

学 胶的关系还作过十分清楚的阐

述
: “
自强之道

,

以作育人才为本 ;
求才之道

,

以设学堂为先 ” 。

(《学校 》附论 )这就清楚地说明了
,

要使国家富强
,

就得重视新型人才的培养
,

而新型人才的培养
,

当务之急又必须重视新型教育
。

为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还反映在他主张造就新型人才
,

与外

国资本主义进行
“

商战
”
的战略主张上

。

他认为
“

商战
”
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

,

而
“

商战人才
,

无

一非出自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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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

对培养新型人材的作用
,

有了充分的认识
,

主张要振兴我国民族工商业
, “
必先设立机器

、

技艺
、

格致书院以育人材
。 ”

((( 商务 》 )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还反映在他建议普及教育
,

广设学校
,

作为培养人才重要途径的教育主
·

张上
。

他在介绍西方教育时认为
,

英
、

德
、

法
、

关诸邦崛起近世
,

就是由于
“

库序学校
,

遍布国中
,

人无贵贱
,

皆有所教
。 ”

((( 教养 》 )他认为德国教育规制最为完备
,

无论贵贱男女
,

五岁皆须入学
,

如有不入学者则要问罪其父母
,

而该国书院之盛
,

为欧洲之最
. “
盖其国之制

,

无地无学
,

无事非

学
,

无人不学
, ”

于是乎
“

人刁
’

辈出
,

方兴未艾
。 ”

((( 学校 》附论 )对此
,

他颇有感慨地说
: “

读书则

智
,

不读书则愚
;
智则强

,

愚则弱
” , “

富强之基
,

在于学问
” 。

对德
、

美
、

英法等国实行普及教育
,

富

强如此之速
,

大加赞尝 ; 而对
“

阿洲之民未闻读书
,

宜其全洲为各国所分裂也
。 ”

((( 西学 》附录 )感

到十分痛惜
。

可见其对普及教育的意义认识是很深刻的
.

他的普及教育
、

广设学校以培养人才

的教育思想
,

对我国近代教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

郑观应还主张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
,

发展专业教育
,

以适应我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

展
。

这一教育思想主要受世界资本主义教育规制的影响
。

他认为
,

欧洲各国讲究教育之道
,

一

切学问无不设立专业学堂
,

诸如
,

仕学院
、

医学院
、

技艺院
、

格致院
、

船政院
、

通商院
、

农政院
、

师

道院
、

武学院等等
。

他认为这样学生既可以学有专长
,

学以致用
,

又可为国家培养各种专业知识

人才
。

他还详细地介绍 日本明治维新后
,

各类学校星罗棋布
、

不可胜计的情况
。

他说
,

日本仿照

泰西教育之道
,

专门学校林立
,

以培养专业人才
, “
居然国势振兴

,

我国胡 (何 ) 不巫力行之
” 。

( 《学校》附论 )于是
,

他建议我国学校教育应
“

各分各科
,

人得以就其质之所近
,

专习一业
。 ”

(《考

试 })) 这样学生便可获得实用之学
,

以便今后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

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

他在

充分认识专门教育对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材
,

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均有重要作用的基础上
,

大

声疾呼
: “

国之盛衰系乎人
,

然则中国今 日所以 力图 自强
,

不至借材异域
,

其可不讲求造就人才

之道乎哉
” 。

((( 学校 》附论 )振兴中华
、

造就各种专门人才的爱国之心十分鲜明王

郑观应在主张建立新型学校
、

j 泛培养新式人才的同时
,

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腐败进行了深

刻而尖锐的批判
。

他认为旧教育所学的所谓圣人之书
,

圣人之道
, “

实则蠢愚迁谬不可响迩
,

腹

筒空虚言无所得
” ,

读书六
、

七年
“
不辨获麦

”
((( 学校 》 )

,

毫无实际意义
。

即或学成
,

也只得
“

尽弃

所学
” ,

造成
“
所学非所用

,

所用非所学
”

( 《考试 》 )
,

实在是埋没了中华民族的广大人材
,

坐待 民

族危亡
,

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

鉴于科举制度的腐败
,

郑观应极力主张改革科举
、

废除八股
,

断言如果
“

文试不废时文
,

武

6 4



试不废弓矢
” , “ 以此而言富强

,

是欲南辕而北傲耳
” ,

只有多设科 目
, “
以萃人才

,

则天下之士
,

皆

肆力于有用之学矣
” ,

认为录用人才应
“

论其艺而不论其文
,

量其才而不拘资格
,

精其选而不必

定额
。 ” (《考试 》 )他主张采用这种注重真才实学的选才方针

,

以鼓励人们追求有用之学
.

他还把

废八股
、

改科举与授西学
、

兴学校联系在一起
。

他阐述两者关系是
: “ 不修学校

,

则人才不出
; 不

废帖括
,

则学校虽立
,

亦有虚名而无实际也
。 ” (《学校 》附论 ) 他积极主张借鉴西方教育之程式

,

兴建新式学校
,

设置西学课程
,

以广植人材
。

三
、 “
仿照奉西程式

”

郑观应在批判封建教育制度的基础上
,

主张对旧有学制进行改革和补充
.

他对建立新式学

校十分重视
,

在详细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校的规制以后
,

主张我国学制应
“

仿照泰西程式
,

稍加变通
。 ”
仪考试 》 )他提出

,

文武学校各分大
、

中
、

小三等
,

各乡设立公垫
,

各州县设小学
,

各府

省会设中学
,

京师设大学
。

文科学校再分六科
:

即文学科
、

政事科
、

言语科
、

格致科
、

艺学科
、

杂学

科
。

武科学校则分两科
:

即陆军科
、

海军科
。

每科均分班授课
,

定期考核
,

以决定升降
。

并延聘

精通中西学的学者
,

作为学校中的教习
,
大

、

中
、

小学均为三年学期
,

在授完课程后
,

选拔优秀者

升入高一级学校
。

他认为泰西各国按此种教学程式富国强盛
, “

我亦趋其后
,

较易成功
,

… …不

及十年
,

中国人才
,

无难与泰西相领顽
, ” ( (考试 》 )

对于传授西学所含范围的理解
,

郑观应也是不断加深的
。

他在《易言 》中将西学分为经学
、

法学
、

智学
、

医学
。

他在 《盛世危言 》中则将西学分成天学
、

地学
、

人学
,

其内容当已包括自然科

学
、

工艺技术
,

以及政治
、

经济
、

社会
,

刑法
、

军事等方面
,

这就超过 了洋务派和当时一般人对西

学的狭隘理解
。

他认为中国新型学校教育必须从重时文
,

而变为重西学的传授
.

在西学教育中
,

除广泛传授外
,

他极力提倡以自然科学作为主要教学内容
,

认为
: “

学校者

人才之本
,

格致者学问之本气格致之学可以
“

穷天地之万机
,

阐万物之元理
” ( 《教养 》 )

,

是西学

中最重要的学何
.

他把西方各国近代的迅速发展归结为
“

讲求格致之学尤推独步
”

(《西学 》附

录 )
。

于是
,

他顺理成章地得 出我国如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商业
, “
必先通格致

、

精制造 ,’( 《商

务 》 )的思想
.

他认为格致之学虽派别条分
,

头绪纷繁
,

然而
, “

皆导其源于汽学
、

光学
、

化学
、

电

学
,

以操御水
、

御火
、

御风
、

御龟之权衡
” (《西学 》 )

,

具有改造自然
、

改造社会之功能
,

对自然科学

的巨大理论指导作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

他非但主张新型学校教学应以自然科学为主要内

容
, “

格致
、

制造等学为其本也
,

语言文字为其末也
” ,

同时还主张学校考试也以格致
、

化学
、

电

学
、

重学
、

矿学等课程内容最为重要
.

在教学方法上
,

他主张应循序渐进
,

由浅入深
,

不能急躁冒进
.

他说
: “
读书之功亦循序而

进
,

譬诸自地登楼
” ,

还 比喻说
: “

合抱之木
,

生于毫末
,

九层之台
,

起于垒土
,

千里之行
,

始于足

下
。 ”
他认为学 习必须从头开始

,

不断积累
,

反对越级跳等
,

主张
“

授学伊始
,

易知易能
,

不以粗浅

为羞
,

反以徽等为戒
。 ”

( 《西学 》 )他介绍西方的教学方法
: “

大小书院所习课程
,

自各国语言文

字
、

天文
、

地理
、

兵法
、

制造
、

算学
、

绘图
、

机器等学
,

无不因材施教
,

循序渐进
,

由小成以底于大

成
。

,’( 《学校 》附论 )这种教学方法
,

既符合教学的客观规律
,

又适应学生的心理发展
,

可以使
“
人

之灵明日启
,

智慧 日积
,

而人材济济
,

国势以强也
。 ”

郑观应主张学校教育要注重实效
,

学和用要紧密联系
。

他在介绍西方教育体制时说
; “ 泰西

各国学校规制
,

虽互有 同异
,

然其精益求精
,

蒸蒸 日上
· · · · ·

一切讲求实效
。 ”
他对这种注重实效

的教学方法颇为赞尝
,

主涨我国教育应极力仿行之
。

他曾主张工厂办学校
,

厂校结合
,

倡导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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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厂之机器
,

可即事以指授
”
(《拟设钢铁冶炼学堂说帖 》 )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

,

甚至还

主张
“

离生计于教育之中
” 。

(《招商局公学开学训词 》 )

郑观应主张仿照西方教育程式
,

重视西学的传授
,

以及培养新型人才
,

这些都是符合历史

潮流的
,

是进步的
。

他认为国家富强
,

取决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

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

又取决

于科技人才的培养
。

郑观应把学校教育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机的联系起来
,

主张学校教

育要培养
“
坐而言者

,

即可起而行
”
的实学人才

,

从而使其教育思想独具特色
。

他还主张学校教

育应以自然科学为主
,

以格致之学为要
,

说明他更重视科学理论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指导

作用
。

郑观应非但有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

而且还身体力行发展新型教育事业
。

他曾于厂矿企业

结合实际办学
,

以发展经济
。

如 189 6ee 1 8 9 7年
,

他在汉阳铁厂担任总办期间
,

该厂技术人员严

重缺乏
,

只得大量聘用外国技师
.

郑观应积极建议铁厂办机器学堂
,

以迅速培养人才
,

逐渐
“

替

代洋匠
” 。

又如辛亥革命后
,

郑观应在担任轮船招商局董事期间
,

曾兼任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
,

以及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
,

主张大力造就航务人材
, 乡为我航业放一异彩

” .

认为招商局

设学
,

是
“

为我公学造人材
,

即为国家造人材
,

非特我局之幸
,

亦为 国家之光
. ”

( 《招商局公学住

校董事公宴校长诸君颂辞 》 )足见他对培养实学人材
,

包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

有其高睹远

瞩的思考
。

郑观应尽管在教育论著中
,

突出仿效西方教育制度
、

建立新型学校和培养实学人才的教育

主张
,

但他不间意
“

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
” ,

反对把西学教育推崇到不恰当的地步
,

而主

张对中西学教育采取
“ 不薄待他人

,
几

亦不至震骇他人
;
不务己长

,

亦不敢 回护己短 ,,( 《西学 》 )
,

要

看到彼此的利弊长短
,

实事求是地接受西方教育
。

这种既主张批判旧教育 ;又不完全否定
;既主

张吸收西学
,

又不全盘照搬的教育思想
,

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

郑观应提出的鲜融会中西之学
,

贯通中西之理
” ,

以及
“
以西学化为中学

”
的教育主张

,

更是为近代中西学教育的融合起了先声

作用
。

出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
,

郑观应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
。

面对帝国主义的

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
,

为救亡图存
、

振兴中华
,

他将根本出发点集中在学校教育上
,

显然是片面

的
。

就是他所提倡的教育
,

也不可能以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去取代封建主义教育体系
,

不可

能突破封建纲常名教的束缚
。

他虽然高度重视建立新式学校以学习西学
,

但仍然把中学说成是
“

道
” 、 “
本

” 、 “

主
” ,

把西学说成是
“

器
” 、 “
未

” 、 “

辅
” ;虽然主张学校教育应 以传授西方 自然科学为

主
,

但又认为学习西学是
“
以中国本有之学

,

还之于中国 ” ;虽有融合中西教育之倾向
,

然而不可

能真正做到去其糟粕
,

融合精华
。

同时
,

由于对西方教育缺乏全面
、

深刻的了解
,

其学 习西方的

教育主张
,

往往又流于照抄西方教育的模式
。

郑观应后期随着政治愿望的失败
,

政治思想出现了倒退
,

教育思想也同样显得保守和落

后
,

对西学教育产生排外的心理
,

而有所贬低
,

对中学教育则突出其封建主义的一面
.

当时代潮

流迅猛向前发展的时候
,

他的教育思想反而倒退了
,

这是令人遗憾的
.

〔贵任编辑 黄新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