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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观 应教 育 价 值 论 述 评

四川教育学院 苏志宏 郝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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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至
“

五四
”

时期的 教 育 价 值

论
,

是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家
,

对于现实中处

于大变动和大发展过程的教育价值关系的观

念反映体系
。

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需求
,

在这

里被拆射为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
、

教育方针

和教育价值评价之间的冲突
。

郑观应 ( 1 8 4 2

一 1 9 2 2 ) 作为 19 世纪 60 年代崭露头角的新兴

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

其教育价值论深

刻地体现了
“

五四
”

前 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

利益和愿望
,

反映出中国传统教育近代化历

程的从本特点
。

本文试 图从四个方而来论述
、

评价这个问题
。

一
、 “

商战人材无一非出自教育
”

的教

育价值取向

“

初则学商战于外人
,

继则与外人商 战
,

欲挽利权以 塞漏危
” 『1 ’ ,

是郑观应最贴切的

自我总结
,

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集中

体现
,

因而也是其教育价值观的基本出发点
。

“

商战
”

思想提出的根据
,

就是以 资本

主义工商业为基础的
、

遵循剩余价值规律的

近代商品经济社会
。

重视近代民族工业发展

水平在与外国资本争夺 国内市场的角逐中的

作用
,

是
“

商战
”

思想的特点
,

在 当时有一

定的普遍性 〔“ 〕 。

尽管郑观应
“

商战
”

思想的实质
,

是想

在建立强大的民族资本的基础上与西方列强

平等竞争
,
以拯救民族于危亡

,

是一种不 切

实际的 乞想
,

但其间已蕴含了 以近代商 品经

济和 仗工业生产取代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

店础的 自然经济
」

这一经济发 展的必然趋势
,

以及对价值规律客观性的认识
〔“ ’ ,

因而郑观

应认为只要民族资本善于因地制宜地采用机

器生产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降低 成 本
,

使
“

国货
, ,

与
“

洋货
”

相 比
, “

其物同
,

其价

同
,

其美恶同
,

而巾国之人犹有舍华商而就

洋商者
,

无是理也
。

夫至洋商不能得利
,

数

年之后
,

有不知难而退者乎 ? ” 「4 ’

基于以 上的认识
,

认为在
“

因商战之败

而亡国者
,

必较兵 .1戊为甚
” ` “ ’ 的二十 世 纪

里
,

与侵略者兵战是完全必要的
,

但欲强兵

只有先富国
, “

今夫保 民之道
,

莫先于强兵 ;

强兵之道
,

莫先于富国
。

然富国不思理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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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近 代国家的富

强
,

只有 以发达的经济为基础才有可能
。

因

此
,

中国除
“

宜练兵将
,

制船炮
,

击有形之

战以治其标
” 『7 ’ 外

,

还要
“

讲求泰西士
、

农
、

工
、

商之学
,

裕无形之战以 固其本
。 ” 〔“ ’

从

这个意义上讲
, “

商战
”

就是
“

心战
” `” , ,

就是
“

团结一国人 民之智识能力与他国人民

之 智识能力相竞
。 ” ” “ ’

郑观应深深体会到
: “

当今商战时代
,

我国工商均无商务格致学堂毕业
,

智力不足

以胜人
” {` 1 ’ ,

由于人才缺乏造成的科技落

后
,

不能
“

有工以翼商
” ` 王2 ’ ,

是民族商品

不能与列强商
.

异
!

竟 争
, “

遂致土货出口 不敌

洋货之多
,

漏危愈甚
” l ` ” ’ 的主要原 因

。 “

我

欲求商战之优胜
,

非振兴头业不可
,

欲振兴

实业
,

非得有经验者不
「,

l
一

。 ” 〔 ’ 4 ’ “

商
.

钱
”

从根本 仁讲就是人才之战 : “

{月家欲振兴商

务
,

必先 通倍致
、

精制造 ; 欲术国有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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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精制造之人
,

必先丧立机藉
、

技艺
、

格

致书院以 育人材
。 ” 以 。 :

“

商战
”

不同十
“

兵 战
” , “

商战须从

学问上讲求
” l ` “ j , “

商战
”

就 是 技 术 之

战
、

智力之竟
、

人才之争
,

这就决定 了
“

商

战人材无一非出自教育
。

教育为立国之本
,

国运之盛衰系之
,

国步之消长视之
。 ” 〔 1 7 ’

“ `

价值
’

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

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 ”

`工“ 」由于郑观应的
“

商战
”

思想中的合理因

索
,

使他很自然地就注意到教育所具有的满

足
“

商战
”

需 拼的属性和 功能
。

处」几

言观变功
、

发展过程的 近代
卜11国的教育价

厂

放关系
,

其中

上客体双方的内在本质联系
,

被郑观应概括

为县有
“

商战
”

需要的民族资产阶级主体和

具有满足主体这种击 要的功能和属性的牧 育

客体之间的关系
,

其间迈露出
“

五四
”

前近

代中国社会的深刘民族矛盾和 阶级矛盾相互

交织的复杂状 态
,

顶示 了中国传统教育近代

化走向的基本轨迹
,

这 也是郑观应的教育价

值取向
。

这一取 同决定了他对近代教育的生产力

功能的明确欲识
。

首光认为教育起源于生产

经验的传授
。

由 于生产中劳动工具
“

愈制而

愈精
,

愈用愈密
” 〔 ’ ” ’ ,

客观上产生 了将制

造
、

使用工具的
“

精巧之法
”

传授下去的需

要
, “

此教养之道所 由兆基于姜莽之世也
。 ”

〔“ “ ’
`

已一出现 就构戍 了人类让会生产的一个

不 可缺少的环节
。

随着人类社公的进步
,

出现 了国家
, “

衣

食宫室
、

人沦政治 !j 臻完备
” 〔“ l ’ ,

教育作

为原始社会生产活动的一个不 可 缺 少 的 环

节
,

转化为
“

设学校 以教士
,

授 井 田 以 养

民
” 汇“ “ ’

的占代国家政治活功的一个重要工

具
。

尽管如此
,

教育与社会生活实际紧密相

联系的特征则保持 卜来
, “

先王之意
,

必使

治天下之学皆出于学校
” 〔“ “ ’ , “

三代以来
,

风俗敦庞
,

宇校之士无不讲求实学
,

故 《大

学》 首章言治国平天下之道
,

即 以致知格物

为本
。 ” ` 2 4 ’

一直到唐宋以前
,

学校教育一

直都以传授
“

治大下之学
”

的
“

实学
”

为内

容
。

唐米以降
, “

渐尚词章
,

而头学不讲
,

至今史未尚制 艺
” t “ “ 」 , “

而其所谓学校者
,

科举嚣争
,

熏心富贵
。 ” `“ “ ’ 由此造成了传

统教育
“

所学非所用
,

所 用非所学
,

平 日之

所用已与当 日之所学迥殊
” 〔“ 7 〕 的本质

。

郑观应对教育的起源
、

发展过程的描述
,

从今天的观点看
,

有许多不尽科学和不符合

实际之处
,

但他紧紧抓住传统教育
“

因仕学

两歧
,
以致 言行不逮

” ’ “ ” ’ 这一与社会生产

和生活实际相说离的根本点
,

所以他对传统

枚 育的批判就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

近代让会的商品径济和大工业生产
,

使

让会分工更为细密
,

要求教育能够培养出各

种 专门人才
`

来满足礼会需要
, “

善研者不必

善织
,

能次 者不必能商
,

但求一 艺之精可为

世用足突
。

然欲情一艺
,

不能 自情
,

必有使

精之省
。

此学校所由兴也
。 ” 〔“ ” ’ 近代工业

生产 已使生产技能的传授不可能再山传统的

师徒相承
、

父 子相袭的
“

自精
”

方式来进行
,

而必须 山学校教 有米培养
,

这就是近代学校

枚育的生产力功能之根源
。

因此
,

近代学校

教育可谓回复了上
一

西教 育
“

一 切讲求实效
”

的
“

二代之遗风
”

二
、 “

使人人有道德
,

有学问
,

识法律
,

具有一种爱国思想
”

的教育方针

郊观应 于 1 9 0 9平在 《盛 世危 言后编
·

自

序 》中提出 r 一 个政治
、

经济改革纲领
: “

有

国者苟欲攘外
,

巫须 自强 ; 欲 自强
,

必先致

富 ; 砍致富
,

必 首在振工商
; 欲振工商

,

必先

讲求学校
、

速立宪汀: 、

尊重道德
、

改良政

治
。 ’ , : 3 2 〕

作为郑观应
“

五十
一

年社会实践的经验总

结
”

和
“

他大半生大量著述的思
、

想结晶
” ,

〔“ “ ’ 这个改革纲 领是其在上个世纪 80 丰代提

出的
“

商战
”

思想的
: 2七一少丰富和发展

。 “

振



工商
’ `
即发展民族经济

,

作为
“

自强
” 、 “

攘

外
”

的手段
,

被具体化为教育
、

政治体制 (
“

速

立宪法
”

)
、

国民素质 (
“

道德
”

) 和企业

管理体制 (
“

政治
”

) 等领域内的改革
。 `匕

们的关系是 : “

宪法乃国家之基础
,

道德为

学间之根抵
,

学校为人材之本源
,

政治关系

实业之盛衰
。 ” 〔” ” ’ 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

,

缺一不可
。

“

政治
”

—
封建国家企业 管 理 体 制

—
对民族工商业的干扰最为直接

。

中国近

代工业直接起源于封建国家投资兴办的洋务

军工企业
,

一开始就把腐朽的封建官僚体制

直接用 于近代工业生产管理
,

政企不分
,

不

按价族规律经营
, “

所以制成一物价比外洋

昂率过半
” ` “ 4 ’ ,

这样的企业 当然无力与外

资竟争
。

对于 由
“

商民集股
”

的民办企业
,

封建等级制仍贯穿其中
, “

位尊而权重
,

得

以专擅 其事 ; … …公司得有盈余
,

地方官莫

不思荐人越姐代谋
。 ” ` 3 5 」

多年的经 商和企业 管理实践使郑观应得

出一个结论
: “

中国工商业之一大阻力 即在

官场矣
” , ` “ “ ’ 所 以 说 : “

政治不改 良
,

实

业万难兴盛
。 ” `“ 7 ’ 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对民

族工商业只求
“

有巨款报效
” 「” “ ’ ,

甚至不

惜杀鹅以取
“

金卵
” 「” ” ’ 。

解决的办法就在

于
“

开国会
” 、 “

设议院
” `杏“ ’ ,

其目的在

于
“

商人得参与政权
,

于是人 民利益扩张
,

实业发达
。 , , 〔4 1 ;

这就是所谓的
“

立宪
” ,

其主要特点在

于
“

司法独立
” : “

泰西各立宪国
,

其君臣

无不受治 于法律之 厂
” `生 “ ’ ,

一

司法独立又在

于
“

立宪法
” : “

具要不外 限制政府之专横
,

保障人民之权利
。 ” ` 4 ” ’

企图在半封建半殖

民的近代中国
,
以一部体现软弱的 民族资本

意志的
“

宪法
”

来完成资产 阶级革命
,

实现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

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

空想
。

从满清政府的
“

立宪
”

到北洋军阀政府

的所谓
“

国会
” ,

严酷的现实 〔斗寸 ’ 使郑 观 应

“

一立宪政
,

民昏视国一份子
,

经营国事
,

-

捐输创制
, _

仁
一

卜一 心
” 〔令 5 ’ 的乐观希望化为

泡影
,

他将
“

世固有以立宪之名义为高
,

冀

藉以遂其无厌之大欲
” ` 4 “ ’ 的原因

,

归结为

国民道德素质的低劣
『4 7 ’ ,

认为政治政革应

当
“

以道德立其基
” 〔 4 “ ’ , “

是故立宪精神首

在夫人之道德
。

盖法虽善
,

非其人不行
,

故

曰
: `

有治法必须有治人
。 ” ,

与在 90 年代将
“

商战人材
”

的素质主要

理解为
“

通格致
,

精制造
” 「5 ” ’ ,

强调科学素

质不同
,

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强调人才的
“

道德
”

素质
, “

盖道德者万事之根本
,

… …

然欲振兴工 商
,

尤在首重道德
。

盖能以道德

植其基
,

然 后济之以商学
、

商才
,

… …商务

之兴 自可预决
。 ”

这个
“

道德
”

就是与近代商品经济和民
.

族工商业发展相适应的 资产阶级
“

治国之精

神
” ,

它与
“

法律
” 、 “

兵舰
” 、 “

`

车械
”

等
“

治

国之形式
”

相对立
,

精神
“

贯 注
”

于
“

形

式
”

之中
,

才能保证国家永久立于富强之地
〔” 2 ’ 。

这 里提出了一个汗
一

分重要的问题
: 中

国近代化进程的由
“

形 式
”

而
“

精神
”

的
“

逆

行
”

特征 〔 5 3 」 。

“

窃谓 自通商以来
,

枪炮
、

轮 错
、

招 商

等局次第兴办
,

至如机织似亦不难 见 功
。 ”

〔 “ 4 ’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走了一 条与西方 先发

展棉纺轻工业
,

后发展钢铁和机器制造等重

工业
〔“ 5 ’
的顺序相反的道路

,

由
·

此造成了中

国社会近代化历程是
: “

始而言技
、

继 而 言

政
、

进而言
`

教
,

的过程
,

言教 即主张学习

西
一

方自 卜11
、

民生
、

平等等资产阶级观念
。 ” ` 5 “ 〕

j力
“

商占戈
”

}们J
“

立宪
”

l陌
“

.

道德
” ,

郑

观应的思想正好逻揖地预演了自洋务运动至
“

五四
”

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现实过程
,

是
“

五 四
”

时期提倡 民主和科学
,

开展国民性

大讨论的先声
。

体现在其教育价值论上
,

则

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近代化历程
,

也经历

丁一条与西方的人文主 义周 袭教育在先
,

适

应资本主义 )
`

汽业革命的科技权 汀在后相反的



途经
:

科技教育在先
,

启蒙教育在后
。

这是

由中国社会近代化
“

逆行
”

特征决定的中国

教育近代化的
“

逆行
”

特征
。

在注重
“

治国之形式
”

的
“

言技
”

阶段
,

郑观应把
“

商战人材
”

的素质规定为
“

通格

致
、

精制造
” ,

注重
“

先设立机 器
、

技 艺
、

格致书院以育人材
”

的科技教育
,

强调近代

教育的生产力功能
; 在 由

“

立宪
”

而
“

道德
”

的阶段
,

郑观应强调近代教育的政治功能
:

“

欲求公民有完善之程度
,

首在改 良教育
,

使人人有道德
、

有学问
、

识法律
,

具有一种

爱国 巴
、

想
。

《公民必读》一书尤须参阅
,

以养

成立宪国之人格
,

然后入商界
、

入政界均无

不 :llJ
` 。 , , 仁5 7 :

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 个体现 民族

资产 阶级利益的教育方针
。 “

以 养成立 宪 国

之人格
”

是它的教育目的
,

即人刁
`

培养规格
,

其中最主要的
,

是
“

使人人有爱国思想而去

其 自私 自利之心
” 〔 “ “ 〕的资产阶 级 道 德 素

质
, “

人材以道德为本
” 〔 5 ” 〕 , “

欲求道 德 必

先教育
。 , , : 6 。 〕

其次是
“

学问
”

即科学素质
, “

宜 先 重

道德
,

次讲 学问
” 。 〔 “ ` “ 二者的关系为

: “

若

道德不立
,

学术无根
” 〔 “ “ “ 。

因此又把 国 民

道德素质称为
“

富强之基
” 〔 “ ” “ ,

强 调
“

国

家砍臻富强
,

决非速定人格
,

立宪政不足以

弹党派而收民望
。 ” 〔 “ ` 」由此而形 成 了

“

使

人人有道德
、

有学问
、

识法律
,

具有一种爱

国思思
”

的培养 目标
。

这个教 育方针是其欲由
“

振 工 商
”

而
“

攘外
” 、 “

自强
”

的政治
、

经济改革纲领的

有机组成部分
。

`

已在比较全面地意 识到近代

教育的政治和经济功能的前提下
,

紧紧地 围

绕着民族资产阶级培养
“

有道德
、

有学问
、

有经验之人
” 〔 “ “ 」这一发展 民族工 商业的急

迫现实需要而设立的
,

从教 育学角度折射出

人类社会的丛础
,

在 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

的转化过程中
,
必然造成的依附性人格向独

立性人格转化 J三一 普遍现 象
,

已在近代中国

初露端倪
,

体现为以
“
智识道德

“

为内渴

的
、

具有个性独立色彩的
“

立宪国之人格
” ,

取

代强调封建伦理共性的
“

中体西用
”

式的奴

化人格
。

这就造成了郑观应的 改育方针与洋

务派的教育方针之间的本质区别
。

针对 1 9 0 6年 《学部奏请宜示 教 育 宗 旨

折》 ,
关巧观应提出了实现其教 育方针的教育改

革方案
: “

尝读学部奏折云
:

普通教育专门

教育
,

皆为国家根本之计
,

宪政切要之图
。

盖立宪政体期于
_

L 卜
`

一心
,

必普通教育方能

普及
,

然后国民之智 识道德 日进
,

国民程度

因之 日高
,

席儿地方 自治选举议员各事乃能

推行尽利
。

立光之效必以富 强为归
,

富强之

政断非人才不举
。

中国人利未兴
,

百 端 待

理
,

患在 专门之学未精
,

专门之才太少
。

若

不研究高等之学术
,

不能得应用之人才
`

,

而

富强之图终鲜实济
。 ” 〔 6 6 〕

请未学制改革的
“

立学宗旨
”

即教育目

的
,

是
“

无沦何等学堂
,

均以忠孝为本
,

以

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

悼学生心术 壹 归 于 纯

正
,

而后 以西学渝其智识
,

练其艺能
” 〔 “ 7 〕 ,

培养为半封建
、

半殖地国家服务
, “

以激发忠

爱
,

讲求富强
,

尊朝庭
、

卫社程为第一 义
” 〔 6 。 :

的奴化人才
。

而郑观应却反其道而行之
。

他把普及教

育看成是普及资 J了
咬

阶级立宪知识 和 民 主 观

念
,

提高国民素质
,

进而
!

推动立宪政体建立

的工具
。

而高等专门教育则是培养发展 民族

工商业的专 门人才的工具
。

他的普及兼有 为专门教息输送人才和普
及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双重职责

: “

讲 求 教

育
,

学有专门
, {游不 自幼 童 始

,

尤 不 可

也
。 ’ , L 6 ” 〕 “

查日本与欧芙各国人民
,

均知爱

国
,

生
_

卜一 心
,

实缘童蒙入塾教化得法
。

尝

考其小学
一

课本
,

编有杀身成仁
、

爱国救人诸

故事
,

无沦贫富贵贱
,

老幼男女
,

皆有浅文

诵读
, 厂、

于耳而根于心
,

故得令 其 心 思 振

奋
。 ” 〔 7 “ 〕这样的 普友教育

,

已经包含有对各

阶级
、

谷年龄段的国民 i业行资产阶级道德
、



民主启蒙的近代社会教育和成人
.

教 育 的 意

义
。

它的目的
,

是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培养出大鼠履需的
“

言富张不废道德
,

愿 人

人各精一艺
” 「7 ’ 〕

的普通劳动 力和各种专门

人才
` 。

马克思在 《论 普伪士等级委 员会 》 一文
`归J

一

旨出
: “

等级是智力的特征 !
”

〔72 〕在阶 级 社

会 中
,

作为人类一 般智力培养手段的 致育
,

必然要受
“

等级
”

即阶级性的制约
,

这是马

克思 主义教育学说的一个根本原理
。

郑观应

的教育方针和改革方案首先弧调人才的
“

道

德
”

素质
,

是 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在其

人才
`

培养规格土的体现
,

说明 了
`

这个根术原

理的普遍适用性
。

三
、

注重国 民生计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科

技教育

“

兹欲救中闪之贫
,

莫如大兴工艺
”

仁73 〕 ,

这是贯穿于郑观应
“

商战
”

思想的民族资木

的基本利益所在
,

决定了郑观应的教 育改革

方 案
,

始终若眼于对发展民族工商业具有决

定性影响的近代科技教育
,

并试图通过
“

创

办机器技艺书院及教养穷民工艺院
” 「7 礴 ’

的

途径加以实现
。

前者为专 门科技教育
,

后者

为普及科技教育
。

改先
,

郑观应尤其注币普及科技教育 :

“

窃以 为处今 日而言兴商
,

似宜先饮商会邂善

堂
、

社学各绅商集议创设工艺厂
,

… … 收养

贫民
,

延请教习授以实学
。

举凡织红
、

制造
、

机器
、

电化之法
,

铸因材而教育之
”

这
一

与马克思所说的
“

要使 儿童和少年 了解生

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
,

同时使他们获得运

用各种生产的最简 单的工具的技能
”

的
“

综

合技术教育
” ` 7 “ ’ 已十分接近

。

只是 由于 近

代中国的具体国情
,

郑观应更强调综合技术

教育解决无业游民的生计问题
: “

中国向无工

艺院
,

故贫民子女无业谋生者多
。

倘各处设

院教其各成一艺
,

伸糊 口有资
,

自不至流为

盗贼
。

… … 中国生齿 日繁
,

生计 日细
,

所以

工艺学堂亦今世之亚务也
。 ”

呼们

清代是我国人 口基数陡长时 期
, “

清 代

2 6 5年之间人 口总数竟由一亿左右增到 四 亿

以 卜
” 汇7 ” ’ 。

这样庞大的人 日总数
,

在其赖以

生存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政治条件逐渐变化
、

解体之时
,

必然会 产生出严币的人 口问题
,

这是资木主义 人口 规律在近代中国的具休休

现
。

因而对大工业生产发展有着垂要意义的

综合技术教育
,

在近代中国丧现为
“

收养贫

民
,

教以工艺
,

使其 自食其力
” 1 7 ” ’ , “

寓生

计于教育之中
” 「“ ” ’ 的职业技术教育

,
`

臼一

直是贯穿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一个至关承要

的领域
,

是为
, ! ; 国职业和生活教育理论的滥

筋
。

郑观应也没有忽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

技术工人的功能
。

在这个层次上
,

郑氏强调

职业技术教育应以尽快扭转生产过程依赖外

籍人 员
, “

借材异域
” 「” ” 的被动局而为办

学 方向
, “

拟各厂添派学徒以学习洋匠
,

并责

成洋匠随时指教
。

… … 二三年后学徒内有成

就者复派往比国
、

英国
、

德国游学两年
,

返

国时逐渐将 厂中之洋人撤换
,

岂非于中国人
一

及有裨益 !
, , ;。 2 」

其次是培养工商业专 门人才的专门科技

教育
。

根据社会需 求
,

分门别类地设立学科
,

是工商业
“

所以兴
” 「“ ” ’

的基础
。

近代以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是以近代 自

然科学和生产伎术的发展为 基 础 的
。

生 产

(
“

人事
”

) 当中运用科学 (
“

天工
”

)的因素

愈 多
,

劳 动生产率就愈高
「“ 4 ’ 。

其中的关键就

在于理论与生产实践的结合
。

专门技术教育

的日的就在于培养明了
“

工艺诸学
”

的所以然

之理
, “

以格致为基
,

以制造为用
” 〔“ 5 ’ ,

培养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

“

因泰西所已制之物
,

进而求泰西所未制之

物
” ,

最后达到
“

驾泰西而上之
” `8 “ ’

的 目的
。

这里所面临的问题
,

就是西方产生革命

时期听面临的
“

工匠传统
”

和
“

学者传统
”

相结合这一根本问题
t “ 7 ’ 。

中国 自明清以降



的科学和技术传统的落后
,

使这一问题尤为

突出
, “

且同文馆各大员未必尽通实学之书
,

机器厂工匠亦不明化学之理
” , “

格致无由精
,

而技艺优劣之间亦无由真知而确见
。 ” 「“ “ ’ 解

决这一在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 意 义 的 问

题
,

’

在于开设科技院校
, “

令学工艺者先读工

程专书
,

研究机器之理
,

然后各就所业
” `“ ” ’ 。

其间有二个环节
。

首先是研究和掌握 自然科 学理论
。

科学

理论是操纵生产工艺过程的
“

权衡
” 『” “ ’ ,

自

然科学 (
“

天学
” 、 “

地学
”

) 和人文科学 (
“

人

学
”

)是人类社会实践籍
“

以推致其极
” 「” ” ,

即得以迅猛发展的源泉
。

其二
,

学校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环

节
。

日本的工科大学设有试验室和实习工场
,

“

增置新式巧机 以教生徒
” 「9 “ ’ ; 美国工科

院校起初没有注意这个环节
,

后来在 1 8 7 6年

费城举办的
“

独立百周年纪念博览会
”

上
“

见

俄国艺院新制机器
,

始师其法
,

在艺院设制

造厂
,

伸得同时学习
,

故所出学生俱能运用

巧思
,

创造机器
,

精益求精
,

奇材 日出
,

国

家藉以 富强也
。 ” `” ” ’

郑观应的有关科技教育的论述
,

作为实

现其教育改草方案的手段和途径
,

不仅休现

出中国民族资木发展的需要
.

,

折射出中国传

统教育近代化历程的民族特色
,

而且也瞄准

了当时世界科技教育发展的最新动向
,

从巾

国的具体实际出发
,

把理论与实践
、

基础学

利与应用学科看成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

涉及了教宵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这一近代教育

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
,

其中许多论点
,

迄今

仍不失重要意义
。

行修正
,

以 期使教 育价位事实最大限度地符

合主体需要
,

这就是教育价值评价及其意义
。

教育应当成为培养
“

商战人材
”

的工具
,

是郑观应教育价值评价的标 准
。

首先主张教育体制的设置应 当为社会生

产和生活实际服务
, “

凡有一事
,

必有一专学

教之
” ` ” ” ’ 。

近代教育具有的生产力功能决定

了其学校
、

学制
、

学科的设置与只强调教育

的政洽功能的传统教育
,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扭转 了后者的与实际相脱

离
、

限制人的才能发展的弊病
, “

无事无
「

学
,

贝lJ今 日之听学
,

即异日之所用
。

而所习非所

用
,

所用 非所习之弊
,

可无虑矣
。 ” 【” “ ’ 教育

应适应近代巾国对工商业专门人才的需要
,

“

无论何学
,

营
.

期实事求是
,

坐而言者可起

而行焉
。 ” 『” 7 ’

他指责传统教育使培养对象
“

几至无可

谋生
” l ” “ ) 。

除职业技术教育首先应解决人

民生计问题外
,

学校教育也应 当使学生
“

得

一技之 }如可以谋生
” ` ” ” 〕 ,

主张在学校课程巾

开设以
“

农
、

织两科
” 「” ” ’ 为主的劳动技能

课
。

在 人才取舍标准 上
,

_

杭张
“

拔其材以 资

实用
” 〔 ’ “ ” ’ 和

“

量其才而不拘资格
” “ “ ”

四
、

学以致用
、

尊重规律的教育价值评

主体需要是衡量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功

能和属性的客体的价值的标准和尺度
【” 4 ’ 。

在教育实践过程中
,

运用这个尺度对教育客

休的价值事实进行判断
,

并随时在实践中进

并将这一倾向贯彻在教学过程中
。

在为王韬

主持的上海格致书院所出的试题里
,

有关中

国政治
、

经济和教育改革方而的知识
、

方案 ;

西方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 自然科学方面的知

识等
,

几乎所有 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

重大问题都囊括在其中了
,

充分体现出学以

致用的原则
。

既然学校教育以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

才为 目的
,

就必须
“

讲求造就 人 才 之 道
”

, 1 ” 2 ’ ,

在教学过程中遵循人的身心发 展 规

律
。

认为人的记忆力
、

理解力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发生变化
L I “ 3 ’ ,

因而学习内容应当由浅

入深
, “

等级渐深
,

子 目亦渐多
” 〔 ’ “ 4 , ;

采

用班级授课制
, “

此班学满即迁彼班
,

依次递

升
。 ” t 1 0 5 〕



在教材编纂
一

L
,

也要
。

循序渐进
” ` ,

由浅入深
。

传统蒙学教育
, “

所集多穷理之事
,

则近干大学
,

不便于童子
” 「 l “ 7 ’ ,

因此
,

教

材
“

宜采择曲礼幼仪
,

参以近礼
,

斟酌古今
,

选其通行者
,

编成一书
,

或
寸

字
,

戍五字
,

节为韵语
,

务令易晓也
” 。 “ 。 ” ’ 同时应按照

儿童的生理
、

心理特点
,

把品德教育寓于
“

升

歌习礼
” , “

舞勺舞象
” 『` 。 ” ’ 的 卞富的课外活

动之中
, “

涵养气质
、

熏陶德性
,

或 可不劳而

致
。 ” ` 1 1 0 ’

教师还应根据 学生的天资
、

个性的具休

情况
,

采取适当的奖惩方式
,
以调功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 ` ’ 1 ’ 〕 。

要使人才
`

发挥实际效用
,

必须在用人 制

度 曰赞行改革
,

使受过专门教育的人在工资

待遇等方面优越于没有受过专门教育的
.

人
,

否则就是
“

不愿吾国有此等人材矣
。 ” 『” 2 ’

郑观应的教育评价
,

从 日标分析
、

学制

的设定
、

人才的甄别
、

对教学规律的探讨
,

以至人事制度的改革
,

贯穿了学以 致用
、

尊

贡规律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

使人感受到近代

资产 阶级的科学
、

民主和人文主义的气质
。

五
、

小 结

以
_

卜对郑观应的教育价值观
,

从教育价

值取向到教育价值评价
,

作了一个动态的分

析
,

可以 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

1
.

巾国近代社会工业化的先天不足和

敌对势力的强大
,

决定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
“

逆行
”

特征
。

通过郑观应的有关论述
,

我

们不难看见这个特征又决定了巾国近代教育

一开始就具有了注重教育的国民生计功能和

科技功能的偏好
,

作为
“

遗传性状
” ,

它逐渐

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上的优 良传统的组成

部分
。

2
.

作为资产阶级的教育政 治 功 能 论

者
,

关巧观应的教育价值观是其以
“

富强教国
”

为
“
思想核心

” ` ’ l ” ’ 的思想体系的组 成 部

分
。

在这个层次
_ _

卜, 他视教育 为培 养
“

商战
”

人牙
,

进而
“

振工衙
”

即麦展良族贪木的政

治工具
。

3
.

从教育方针层次看
,

郑观应又是一

个 资产阶级的教育人本论者
。

人才

—
振工

商

— 富强救国这一逻辑思路
,

反映 了他 已

把人的近代化作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充分必

要条件
。

人的近代 化的菜木 内涵
,

就是资产

阶级的民主 (
“

道德
”

)观念的树立和科学知识

的普及
、

提高
。 “

有道德有学问
”

作为资产

阶级的人格规范
,

`

白的出现意味着传统教育

理论向近代教有理论的过渡已基木完成
。

其

教育价值论巾的政治功能论和人木沦倾向
,

为
“

五四
”

时 明关于教育应先解决
“

人的问

题
”

还是
“

从 (社会一引 若注 ) 的问题
”

的

大辩论 『̀ ’ 斗 ’ 铺鲜; 了基础
。

.4
“

囚家之盛衰系 卜人材
” ` ’ ` S , ,

是

郑观应教育价值观中的 一个基木着眼点
。

反

映出 当时人的认识水平已把人类社会的发展

看成是 由人的发 展 (集中体现为卞体生产力

水平 ) 和通过人去操作的社会关 系发展的矛

盾统一过程
。 “

以养成立宪国之人格
”

作为早

期民族资本的教育目的
,

既可以视为以牺牲

个性发展来着力培养依附性人格的封建教育

:I[ 的的终结
,

亦可视 为
“

注重道德教育
,
以

实利教育
、

军国 民教育辅之
,

更以美感教育

完成其道德
” ` ’ ` “ ’ ,

这一 资产阶级教育目的

的张本之处
,

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

教育 目的理论链条 卜: 的一个不可 缺 少 的 环

一」J o

5
.

郑观应教育价值观与其思想体系的

关系
,

深刻地反映出教育改革是社会经济政

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

后者 为前者规

定墓本趋 向
,

前者则将后者的基本需要具体

化为适应改革需 要的人才规格
,

并在教育实

践中为后者输送大量的新型人才
,

使社会改

革得以实现
。

综
_

L所述
,

郑观应的教育价值论为当前

的教育改革提供
一

J
’

一面明亮的殷鉴
。

归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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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集》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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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 2年版
,

下

册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 8年版
。

〔 2 」陈 炽
: “

工者
,

商之本也
”

( 《庸书
·

考

工》 )
,

薛福成
: “

恃工为体
,

恃商为用
”

( 《庸庵海

外文编
·

振百工说》 )
;
郑观应

: “

诚所谓西人之富在

工不在商
。

盖商者运 已成之货
,

工者造未成之货
,

粗者使精
,

贱者使贵
,

朽废者使有用
。

有工艺至后

有货物
,

有货物然后有商贾
”

( 《盛世危言
·

技艺
·

附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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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夏东元
:

《郑观应传 ))
,

华东师大出版社

1 9 8 1年版
,

第 6页
。

【53 〕 周谷城先生说
: “

西洋产业革命最初一步

是学术的发达
,
中间一步

,

是产业的变化
;
末了一步

,

是军备的扩充
。

中国的产业革命
,

恰恰与此相反
.

最初一步
,

是整军经武
;

中间一步
,

是产业界的变

化
;

末了一步
,

是学术的提倡
。 ·

…
` ·

我说中国的产

业革命是逆行
,

意即谓与西洋产业革命的顺序相反

也
”

(周谷城
:

《中国社会史论 》
,

齐鲁书社 1 9 8 5年

版
,

第 2 5 5页 )
。

〔5刘 参见厉 以宁
:

《教育经济学 》
,

北京出版社

1 9 8 4年版
,

第 7 0页
。

〔5 6〕 张岱年等
: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1 9 9 0年版
,

第32 8页
。

〔67 」张百熙
、

张 之洞
、

荣庆
:

《重订学堂章程

折》
,

载舒析诚
:

《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 上册
,

人

民教育出版社 198 1年版
,

第 195 页
。

「6 8 」见张 之洞
:

《劝学篇
·

同心 》
。

〔7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 卷第33 9页
.

〔7 6」《马充思恩格斯论孜育》
,

人 民教育出版

社 一9 7 9年 ,饭
,

第 1 2 8页
。

〔7分〕 赵文林等
:

((l 户国人口史》 人 民 出 版社

1 9 8 8年版
,

第 3 9 1页
。

〔87 〕 参见 (英 ) S
·

F
·

梅森
:

《自然科学史》
,

上海译文 ;1}版社 1 9 8 0年版
,

第 1 3章
。

仁9 4」参见李德顺
:

《价值论 》
,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 9 8 8年版
,

第六
、

七章
。

〔1 1 3」夏东元
:

《郑观应传》
,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1 9 8 1年版
,

第6页
。

仁1倒
_

〕 《王光祈烈’
个不代 芡讨沦工 读互助团 问 题

的通信
·

王光祈致悴代英 》
,

见 《五四时期的仕团

(二 ) 》
,

三联书店 1 9 7 9年版
,

第44 1页
。

〔11 6〕 舒新城编
: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
,

人民教育 }! } j扳社 1 9 8 1年第2版
,

第 2 2 3页
。

(
_

仁接第 7 页 )

教育实习集中安排
,

学用结合
,

增强学习中

的实践观念
、

应用意识 ; 其三
,

通过实习暴

露出的知识与能力
__

匕的薄弱环节
,

可以在后

一学年中做相应 的补充调整
。

· 、

该课程的教学环节安排
,

要休现教师精

讲
,

学生多练的原则
。

精讲
,

即提纲挚领
,

画龙点睛
; 多练

,

增加教师指导下的学生阅

读课
、

讨论课
、

教育练习等等
,

特别是在教

学内容多而课时有限的情况下
,

应适当采取

微型课程的教学方式
,

对适合 自学的教学内

容
,

在教师指导下和 电化教育等辅助手段的

帮助下
,

让学生 自修
,

通过提交报告和统一

考试等方式保证教学 日标的完成
。

该课程的讲授应实行 日校及函授两种办

学形式
,

函授教学应实行修完一 科 结 业 一

科
,

便于非师范本科毕业生选修需 要
,

对全

部修完规定的公共教育学科课程者
,

可发给
“

教师职业训练合格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