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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女子教育观述评

傅　蕴

(聊城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郑观应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实业家和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 。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女子教育思想占有重要地位。郑观应在女子教育目的观的认识上表

现出从 “佐子相夫 ”到 “执业以自养 ”变化;在教育内容的论述上呈现出中体西用的特点;

而在教育制度上则透显出强烈要求规范化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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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观应 ( 1842 -1922), 本名官应, 字正翔, 号

陶斋, 别号杞忧生 、慕雍山人 、待鹤山人。广东香山

(今中山 )人, 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实业家

和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 他的代表作

《盛世危言》,光绪皇帝读完后大加赞赏, 诏命朝中

大臣阅读,就连当时的科举考试也常以其实务问题

作为实务策的题目,这本书也透显了郑观应的女子

教育思想。

一 、实业家的教育情怀及其女子教育思想的缘

起

据说郑观应的祖父年轻时 “不屑以寻章摘句

为能”。熟悉历史人物传记的人知道, 这是科举不

顺的隐讳说法 。郑观应称他的父亲郑文瑞 “夙承

家学, 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 可是也没有取得

功名, 只成了一个村塾的教师。而咸丰八年 ( 1858

年 ) ,他本人也应童子试未中, 于是从父命到上海

跟随叔父学商,遂成就了一位杰出的实业家。从他

的家世及其接受的启蒙教育来看,科场失意,不能

谋取功名是郑家人不能释怀的隐痛, 这无疑促使郑

观应对教育进行深刻的思考。

郑观应出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正值国难当头,

严重的民族危机,处处被动挨打的现实促使每个有

良心和有头脑的中国人谋求强国之路 。郑观应也

不例外,他的思想的核心是 “富强救国”, “有国者

苟欲攘外, 亟须自强;欲自强, 必先致富;欲致富,必

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 必先讲求学校 、速立宪法 、

尊重道德 、改良政治。”
[ 1]
短短几句话深刻地阐明

了富强是御外侮的根本, 而致富强的途径是振工

商,振工商也就是发展经济,必须依靠政治改良,所

以强国的根本在于政治改革 。针对清政府在政治

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 以及英国 、日本实行君

主立宪后的成效, 郑观应愤愤地说:“犹谓议院不

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 噫! 傎奕!”主

张实行议会制, 赋予议会以 “揽庶政之纲领 ”之权 。

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

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 “延聘名师, 广开艺院 ”就是

其中的重要措施 。注重发展教育, 吸收西方天文 、

地理 、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经验, 他说按古今中

外各国立教养之规, 奏富强之效, 厚本首在学校,

“艺院日多, 书物日备, 制造日广, 国势日强 ”。他

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 改革科举考试, 增设格致 、

电子 、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对于当时中国女子教育的现状,郑观应也有颇

多感慨。受传统的 “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观念影

响,女子教育仅局限于女红 、中馈而已,郑观应基于

“强种保国 ”的目的提出了女子应该接受教育的思

想。 “是故中国而不欲富强则已, 如欲富强, 必须

广育人才。如广育人才, 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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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母教始;母教之本, 必自学校始。推女学之源,国

家之兴衰存亡系焉。”并指出根据婴幼儿的生活实

际,启蒙教育由母亲承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何

则 ?强抿之耍 、孩提之童, 亲母之日多, 亲父之日

少;亲母之性多, 亲父之性少。由六七岁有知识,以

迄十二三岁,天性未漓,私欲末开,母教之如黔花蔚

果,灌溉栽培, 先养其根本 。教子女亦然, 儿衣服 、

饮食 、嬉欢 、步趋, 旨母得而引导焉 、指授焉 、勉励

焉 、节制焉。故自有生以来,其对于母也如是其久,

如是其切。使母之教而善, 则其成立也易;母之教

而不善, 则其子之成立也难 。孟母三迁原居,以训

其子, 孟子遂成大贤 。欧阳文忠公为一代文章大

家,始其母以画获救之。求之古人是其明证。”
[ 2]

另外郑对于女子失教弊病的阐释可谓一针见血

“孟子云, `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今中国二万

万之女子, 无教者居多数, 能不近禽兽者鲜矣! 我

尝见乡间妇女不识字之苦:其夫及子有信寄归, 必

须央人读之,并求详解。而欲寄覆一函, 竞有迟之

日久, 始得人代书 。虽有密事要言, 亦难守秘

密 。”
[ 3]

二 、郑观应女子教育思想的内涵

(一 )教育目的:从 “佐子相夫 ”到 “执业以自

养 ”。郑观应生活的根据地是澳门, 而事业的根据

地则是上海,这两地都是较早接触西方先进思想的

前沿阵地, 也都有教会女学的开办, 因此 “天赋人

权 ”、“男女平等”的思想及女子学校的实践活动影

响了郑观应,从《劝诫溺女 》的男女皆 “父母精血妙

合而成……吾见子之多逆于亲, 未见女之敢逆于

母 。可知生子未必尽佳,生女何尝不善? 观木兰之

代父从军,缇萦之上书救父,古今孝女不少,何患女

之多乎 ?”
[ 4]
到 《论裹足》的 “伤赋质之全,失慈幼之

道,至令夫憎其妇,姑嫌其媳,母笞其女,嫂讥其姑。

受辱既多,轻生不少。且也,生子女则每行孱弱,操

井臼则倍觉勤劳, 难期作健之贤, 徒属诲淫之

具 ”
[ 5]
都能看出他关心妇女, 认同男女平等, 强烈

谴责迫害女性的观点 。

对于女子接受教育的目的,在 《女教 》和 《致居

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 》中均有论述 。在 《女教》

中认为女子接受教育的目的是 “乃能佐子相夫,为

贤内助矣 ”, 后者中则认为其目的是 “执业以自

养 ”。这其实是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 “佐子相夫”

的女性观基础是男女不平等,女性的社会分工定位

是掌管家庭内部事务,帮助夫 、子有所建树,因为我

们的传统是夫贵妻荣,母以子贵,夫 、子的成功意味

着女性的成功, 也就是说女性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

男人手中, 女性只是依附的寄生虫而已。 “执业以

自养 ”则表现了背道而驰的立场,其女性观基础是

男女平等, 女子可以自食其力, 掌握自己的命运 。

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其实反映了郑对于女子教

育目的认识的逐步深入, 同时也是他所处的社会阶

层和为人处事的风格的具体反映。郑观应首先是

一个实业家,而且是一位和诸多洋务派官僚有着千

丝万缕联系的实业家, 他和盛宣怀的关系非同一

般,所以当盛宣怀畏于压力而失言不给倾向进步的

经元善办女学经费的时候,郑对经元善的态度也发

生了急剧变化, 由开始的积极支持, 许诺给予经费

支持变得态度暧昧, 最后以资金不足敷衍搪塞 。这

也成了他为后人诟病的口实 。这就不难看出尽管

在思想深处他是赞同男女平等和女子 “执业以自

养”的观点, 但是要他违背靠山盛宣怀, 他是万万

没有勇气的 。所以在女子教育的目的问题上,他只

是借一个遥远的 “太平世 ”来含蓄地表明 “太平之

世天下一家,无国界 、无兵事 、无兵器 、无兵制,国中

所宣讲者惟农 、商 、医 、律 、格致 、制造等事 。国人无

男无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
[ 6]

。

郑观应对于女性所从事的行业也有思考,例如

他主张学习西方 “各塾教习且多用妇人, 盖以其娴

静细密,善于抚育, 能得儿童之心理, 收效最易 ”。

同时这也再次证明在郑观应的内心深处,女子教育

的真实的 、最终目的是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

“执业以自养”的观点 。

(二 )教育内容:“中体西用 ”的实践。郑观应

在女子教育目的观上的遮遮掩掩 、欲说还休的态

度,使得其女子教育内容的观点也不是那么的明

朗。但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用 “中体西用 ”来概括,

这里的 “体 ”指的是封建礼教下的 “三从四德”,四

德者又称 “四行 ”。 《周礼 ·天官 ·九嫔》:“掌妇学

之法,以教御妇德 、妇言 、妇容 、妇功 。”郑玄注:“妇

德谓贞顺, 妇言为辞令, 妇容为婉娩, 妇功为丝

枲。”汉班昭 《女诫·妇行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

二曰妇言, 三曰妇容,四曰妇功 。夫云妇德,不必才

明绝异;妇言, 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

丽也;妇工, 不必技巧过人也 。幽闲贞静, 守节整

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 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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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语, 时然后言, 不犬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

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织,

不好戏笑, 洁齐酒食, 以供宾客, 是谓妇功 。此四

者,女人之大节。”围绕这四德, 郑观应认为女学的

教育内容应该以传统的女书为根本, “中古女学诸

书,失传已久,自片语单文散见六经诸子之外, 以班

昭 《女诫 》为最先, 刘向 《列女传 》, 郑氏 《女孝经》

《女训》, 《闺范》《女范 》各有发明。近世蓝鹿洲采

辑经 、史 、子 、集中为妇人法式者,谓之女学,颇称详

赡 。”
[ 7]
郑观应所说的 “西用”指的是借鉴西方女子

学习实务的教育主张:“虽平民妇女不必如男子之

博雅淹通,亦必能通书文明道理, 守规矩,达事情,

参以书 、数 、绘画 、纺织 、烹调之事, 而女工 、中馈附

之,乃能佐子相夫, 为贤内助矣。
[ 8]
我们不难看出

其学习的西用之学的内容还是局限于服从贤妻良

母的女性定位 。这也合乎洋务派的教育宗旨。然

又云 “瑞士国有大书院准女子入内习医, 如果精通

亦可给凭行道 。”
[ 9]

“是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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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然男女平权之

说,大倡于美, 而渐行于日本。尝闻长崎领事余云

眉又云:日本女学分十三科,一修身 、二教育言教授

及蒙养之法 、三国语谓日本文 、四汉文 、五历史兼外

国史 、六地理 、七数学 、八理学调格致 、九家事 、十习

字 、十一图画 、十二音乐 、十三体操。其与男学相出

入者不过数事而已。此数事大率与兵政相关, 办尚

力之世所当有事者也。”
[ 11]
我们可以认为 19世纪

中后期的中国的现实使得郑观应明白:要想强国,

必须学习西方开设近代女子教育,但是要考虑我们

实际国情,有步骤有计划地消化吸收 。其最终目标

还是女子教育应该能够保证其参与社会生活的需

要 。

(三 )教育制度观:参照西法, 奖惩分明 。郑观

应是早期改良派中较早勾画出近代学制的人, 主张

仿照西方学制设立小学 、中学和大学三级学制系统

“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 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

设于京师者为大学 ”
[ 12]

, 其中 “小学 ”已相当于中

等教育的起始程度,而初等教育则由家塾 、公塾完

成,而蒙养教育也由家庭尤其是母亲来完成。对于

女子教育郑观应也主张由学校来完成, “中国之人

生齿繁昌,心思灵巧, 女范虽肃,女学多疏 。诚能广

筹经费, 增设女塾,参仿西法, 译以华文, 仍将中国

诸经 、列传 、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 因材施政,而

女红 、纺织 、书 、数各事继之 。”
[ 13]
而且女学应该有

严格的制度, “至于女塾章程,必须参仿泰西, 整齐

严肃 ”,不仅对于优秀的学生实行奖励制度, 对于

女教师也不例外, “由地方官吏命妇岁月稽查, 奖

其勤而惩其惰 。美而贤者, 官吏妥为择配, 以示褒

嘉。”
[ 14]

“通饬各省广立女塾, 使女子皆入塾读书 。

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赠物赠扁以奖荣之 。各塾女

师如能教化贤才, 卓有成效, 咨请旌奖以劝将

来。”
[ 15]

三 、结语

综观郑观应的女子教育思想, 我们不难发现:

他的女子教育思想是沿着从稚嫩到深刻的轨迹发

展的, 在进取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作为经

学时代末期的儒士, 其女子教育思想的起点就是

教育社会功能的实现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 教育

存在的理由更多的是提升国力的要求, 国家要富

强, 首先要 “强种 ”, 而 “强种 ” 的唯一正途就

是推广教育。他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而人在

幼年时期 “亲母之性多, 亲父之性少 ” 的特点,

决定了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因此, 母亲素质的高低必然成为郑的关注点, 基

于以上考虑, 郑提出了女子教育的思想。其实这

种观点继承了子学时代教育家的睿智, 我们在先

秦儒墨两家的教育的社会功能论和西汉贾谊的胎

教思想中都能找到以上逻辑和观点。如果说这一

时期, 郑的女子教育思想还略显稚嫩, 但是随着

西学东渐影响的日益扩大, 近代西方学说的冲击,

使得郑的女子教育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由 “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的传统观点

拓展开去, 那就是女性应该把自己的母性惠及他

人子弟, 依靠其 “娴静细密, 善于抚育, 能得儿

童之心理” 的优势, 实现 “执业以自养 ”, 这就

为女性走出家门找到了合理的社会学解释 。同时

也为妇女的进一步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既然

女性适合做教师, 那么就不能否定其从事其他社

会分工的可能性。这无疑对当时女性解放具有非

同凡响的意义。如果女性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分工,

就必须系统地办女子学校, 规范女子教育制度,

提高女子教育质量。而这一切的实现可以借鉴西

方女子教育的经验, 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必须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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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中体西用 ” 的原则 。这里的 “体 ” 指的是

“三从四德”, 也就是说女子必须严格遵守 “三从

四德”, 又要有经世致用的才能, 经世致用才能

的施展必须建立在服从 “三从四德 ” 的基础之

上 。按照这种逻辑就是要女性承担更多的社会义

务, 可是又不肯给其相应的权利。实际上 “三从

四德” 的政治基础是封建专制, 而当时女子 “执

业以自养” 的政治基础是资产阶级民主制, 显然

这两者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强行把两者结合起

来, 不过是郑观应的一厢情愿而已。这也是其女

子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

总之,郑观应对于女子教育观的表述是含蓄 、

委婉的,但这不能掩盖其思想的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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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mmentonZhengGuanying' s
FemaleEducationIdeology

FUYun

( CollegeofEducationScience, LiaochengUniversity, Liaocheng252000, China)

Abstract:ZhengGuanyingisanindustrialistwithstrongideologyofpatriotism, andapioneerofcapitalistic

reformistinearlyChina.Inhisideologicalsystem, femaleeducationideology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

understandingofthepurposeoffemaleeducation, ZhengGuanyingdisplayedthevariationfrom“assistingson,

servinghusband” to“workingtosupportself”.Inthecommentsofeducationalcontents, hedisplayedthechar-

acteristicsofChinesestyleinwesternusage;andineducationalsystem, heshowedhispropositionofstrongre-

quirementforstandardization.

KeyWords:femaleeducation;understandingofthepurposeoffemaleeducation;understandingofeduca-

tionalcontents;understandingofeducational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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