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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编辑前言

浙江省东部，杭州湾南岸、四明山北麓的宁绍平原上，有个

历史悠久的余姚县，素有 “墨翰之乡”、“文献名邦”之称。她具

有７０００年的河姆渡文明历史，历代重教兴学，人文渊薮。据史

料统计，仅明代余姚就有进士３８７人，武进士４３人，状元３人，

大学士３人。入 选 《中 国 历 史 名 人 大 辞 典》的 余 姚 籍 人 士 多 达

１６２位。中国现代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

动领导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杨贤江，就出生在这块有着

丰厚文化底蕴的热土上。

一

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１日，杨贤江出生于余姚县云和乡杨家村 （现

在划归慈溪市长河镇贤江村）。杨家村位于余姚县城东北，北面

濒临杭州湾入海口，与上海隔海相望；南边离余姚县城约３０公

里，距古城宁波约６０公里。

杨贤江从童年开始就喜欢读书。虽然家境贫寒，但父母总是

省吃俭用，尽力满足他求学的 愿 望。他８岁 入 乡 塾，１１岁 进 学

堂，１４岁完成初小学业，以优异成绩考进 余 姚 县 诚 意 高 等 小 学

堂。三年级上学期，杨贤江因为品学兼优，出类拔萃，获得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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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授予的 “最优等生”荣誉称号，师生们敲锣打鼓放鞭炮，走了

３０多里小路，将荣誉证书送到杨贤江家 中。这 份 荣 誉 证 书 至 今

仍然保存在长河镇贤江村 “杨贤江生平事迹陈列馆”。上面写道：

“浙江省绍兴府 余 姚 县 公 立 诚 意 高 等 小 学 堂 为 发 给 修 业 文 凭 事，

照得本学堂现届第三年生第五学期考试完毕，学生杨贤江本学期

总平均分数 八 十 一 分 八 厘，列 入 最 优 等。相 应 发 给 修 业 文 凭。”

时为１９１１年５月。

１９１１年冬，杨 贤 江 高 小 毕 业，破 例 留 校 任 教。然 而，杨 贤

江 “知教师之职务，决非可以轻易担当者”， “以 高 小 毕 业 之 程

度，遽出为人师，微独于教育上之原理未能明了，即于科学上之

文字句读，亦恐自误误人，将来如乡村学究，不免为教育界第一

罪人。”他希望能 “再入师范学校，研究教育上种种原理，业以

五年，则知识当较今为进益……得有根柢之学，谅不患无用世之

时”。① 于是，他毅然辞去教员职务，准 备 报 考 浙 江 第 一 师 范 学

校。他在告 别 父 母 时，抄 下 日 人 西 乡 隆 盛 的 《出 乡 诗》以 示 决

心。诗曰：“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岂须桑梓

地，人生何处不青山。”②

１９１２年秋，杨贤江考入 浙 江 第 一 师 范 学 校。他 深 谙 “志 不

立则学不成”的道 理。说： “天 下 之 事，端 资 人 为。唯 有 志 者，

斯获成功。”③１９１５年５月１９日，他 在 日 记 中 写 道： “晨 作 《述

梦》一篇，寓言也，以寄 余 志。”④ 说 是 梦 见 一 位 老 者 借 用 孟 子

的话赠他数言：“毋屈于威，毋移于势，毋为饥寒变志，毋以拂

①

②

④

《杨贤江全集》第１卷，河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５页 （以

下引文，凡是出自 《杨贤江全集》的，只注卷次、页码）。

③　第１卷，第２１、５９页。

第４卷，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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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馁气；小得不以自喜，小挫不以自贬，完养浩然之气，优游义

理之域，以成古今有用之材而返浑朴精微之道。”① １９１５年６月

６日，他又在日记中描述了从 《大中华》杂志看到梁启超肖像时

的心情：“先生面貌 端 方，目 光 炯 炯 锐 利，气 象 和 平 中 有 沉 毅，

吾不禁反复玩味，不忍释手，举其耳目口鼻悉入我脑海中，可以

永远不忘也。余之倾倒于先生者极矣！窃思他日我亦能受人之崇

拜敬爱如先 生 者，我 必 有 所 树 立 于 世，我 必 有 所 裨 益 于 世 之 日

也，可不 勉 乎？”② 暗 自 下 定 成 为 一 位 “伟 人”、为 中 国 教 育 界

“放一光明”的决心！

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杨贤江的学习非常认真和刻苦。１９１５

年８月，他在 《学生杂志》发表 《我之学校生活》的文章，将自

己的学校生活概括为 “秩序的生活”、“自动的生活”、“服从的生

活”、“简约的生活”、“愉快的生活”、“礼法的生活”、“假日的生

活”七项③。除了学好规定 的 课 程 之 外，他 经 常 到 学 校 藏 书 楼、

校友会、阅览室乃至西湖孤山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借阅书刊，博览

古今中外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名

著。他的日记或文稿中，常常开列一系列已读或拟读的书目，范

围广泛，大量涉猎。五年紧张有序、充实丰富的学习生活，既给

了杨贤江无穷的智慧、深邃的眼力、敏捷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

又给了他崇高的品格、远大的抱负、坚实的信念和强健的体魄。

１９１７年夏季，杨贤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校长经亨颐写信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校长郭秉文，举荐这位得

意门生到那里工作，为杨贤江的深造、提高创造了一个新的发展

空间。

①

②

③　第１卷，第５４～５５、３８～４７页。

第４卷，第７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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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７年９月，杨贤 江 到 南 京 高 等 师 范 学 校 报 到，先 后 担 任

学监处事务 员、学 监。他 充 分 利 用 南 京 高 师 校 风 严 谨、师 资 精

良、馆藏丰富、资料完备等有利条件，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基

础上，经常跟班听课，进修提高。他相继选听了周超然先生的英

语课，顾铁僧先生的文学课，郭秉文先生的教学方法课，柳翼谋

先生的中国文明史课。他尤其对陶行知先生讲授的教育学、教育

行政、教育统计等课非常着迷，几乎每课必到，生怕拉下一节。

为此，他深得陶先生赏识，并将杨贤江要到教育专修科，提拔为

主任助理，协助自己工作。后来陶先生创办南京晓庄师范，曾多

次邀请杨贤江前往讲学。两人交往甚密，还曾合影留念。为我们

留下了后来中国 现 代 教 育 史 上 两 位 教 育 学 家 在 青 年 时 代 互 相 学

习、相互砥砺的一段佳话！

杨贤江的心愿当然不只是为了当一名 “学监”，他是想以此

为起点，不断进击，最后成为一名大学 “校监”。他在１９１８年２

月７日的日记中写道：“人贵有志。立定一志，将之以坚忍，持

之以恒心，不屈不挠，斯有成功……余之志在为一高等师范之校

监，有训练全校 学 生 之 全 权，以 养 成 许 多 为 中 坚 国 民 之 优 秀 人

物，子舆氏所谓 ‘乐育英才’是也。”① 但是，杨贤江以 “中师”

文凭到 “高师”任职已属 “罕事”，怎么可能在这里成长为一名

“高等师范之校监”呢？为了寻求 “用武之地”，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９

日他应县长古公愚的邀请，到广东肇庆担任县立国民师范补习所

教务主任。

意想不到的是，到了肇庆不到一月，粤桂战争爆发，彻底破

灭了杨贤江的 “种种的希望和计划”，以至想走走不了，生活无

着落，困居 “愁城”５０天。有道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

① 第４卷，第２１４～２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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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伏。”正是这次 “人生苦旅”，使杨贤江对人生认识至深，对社

会认识至深。它激起了杨贤江对人生价值的重新审思、判断与抉

择，引发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分析，促进了他的教

育观念乃至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

１９２１年１月６日，杨贤 江 来 到 位 于 广 州 市 东 郊 白 云 山 麓 的

黄花岗，拜谒了在广州武装起义中壮烈牺牲的七十二烈士墓。他

深深感到：“在中华 革 命 史 上，最 有 牺 牲 价 值、最 得 国 人 同 情，

而又最悲痛、最壮烈的举动，实无过于民国十年前四月二十七日

在广州殉难的这七十二位烈士了。他们当中，固然很有许多才高

学广的人，足令我们景慕、追忆；但更可景慕、更可追忆的，实

在在于他们有最纯洁的宗旨、最勇迈的气概、最肯为了大家福利

而牺牲一己权利；只有这种精神，足以使人兴奋，也只有这种精

神，足以万古常新。”① 杨贤 江 的 所 感 所 想，既 是 他 多 年 来 渴 求

进步、追求真理的积累沉淀的必然结果，更是他困居愁城、亲感

战乱的思想碰撞的升华。

１９２１年２月９日，杨贤 江 受 商 务 印 书 馆 《学 生 杂 志》主 编

朱天民的邀请，到上海担任 《学生杂志》编辑。名义虽为编辑，

实际却承担了编辑 《学生杂 志》的 全 部 责 任。１９２１年５月，他

在 《学生杂志》第８卷第５号发表 “本志刷新预告”，提出三条

指导思想，即 （一）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二）面向学生，

做学生的最好朋友； （三）改新版面，丰富知识内容。② 在杨贤

江的努力下，几年后，《学生杂志》的面貌焕然一新，被誉为是

“学生界定期刊物中思想最高尚、最纯洁、最切实、最缜密、最

普遍而又是最富于革新精神的杂志”，是引导青少年走入光明之

①

②

第１卷，第２９９页。

第３卷，第６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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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一盏 “明灯”。①

杨贤江到上海以后，完全置身在一个朝气蓬勃、催人奋进的

活跃氛围之中。这里是当时中国南方的文化、思想、政治中心，

陈独秀在上 海 编 辑 出 版 《新 青 年》，组 织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会，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并在秘密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的沈雁冰又是当时上海党组

织的负责人。由于受到环境和友人的影响，杨贤江开始学习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著作，逐渐加深了对社会、政治、人生信仰的

认识，思想观念发生 了 深 刻 变 化。１９２２年５月，杨 贤 江 由 沈 雁

冰、董亦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这标志着杨贤江的思想

发展发生了重大转折，成为一名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共

产主义战士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热情传播者。

１９２２年以后，杨贤江一边编辑 《学生杂志》，一边参加革命

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曾担任上海学生会主席与改组以

后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青年部部长，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民主主

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 《青年杂志》，热情指导青年学生关心时

事政治，投身革命斗争，成为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之一，对当时

学生运动与 青 年 运 动 的 组 织 开 展 做 出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重 大 贡 献。

“大革命”时期，他 始 终 站 在 斗 争 前 列，唤 起 工 农，武 装 民 众，

参加组织和领导了 “五卅运动”和 “三次武装起义”，冲破重重

困难与阻力，胜利成立了 “上海市国民革命临时政府”，并代理

上海特别市教育局长。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坚如

①

②

③

高尔松、高尔柏：《我 们 对 于 〈学 生 杂 志〉的 贡 献》，载 《学 生 杂

志》１９２３年第１号。

贺世友：《杨贤江》，载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１８卷，第１８６页。

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上海 《申 报》教 育 消 息： “关 于 教 育 问 题 的 谈

话”。



特约编辑前言

７　　　　

磐石，砥柱中流，转入地下，坚持斗争，终因积劳成疾，不幸于

１９３１年８月９日在日本长崎病逝。

二

杨贤江在极其短暂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

遗产。他的著述译作已被考证认定并收入 《杨贤江全集》（１～６

卷）的有３５０多万字。尤其在他１９２１年到上海工作的十余年时

间里，在为养家糊口辛勤劳作，在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的同时，

还坚持笔 耕 不 缀，通 宵 达 旦 地 翻 译、写 作。我 们 对 杨 贤 江 在

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１年 患 病 期 间 千 余 天 时 间 内 的 著 述 译 作 做 了 一 个

统计：

　　　杨贤江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出版发表情况统计　 （字数单位：万）

年　份

著　　作 文　　章

编　　著 译　　著 论 文 译 文

合

计

书　名
字

数
书　　名

字

数

篇

数

字

数

篇

数

字

数

１９２８ 世界史纲 ８ １２ １０

１９２９ 教育史ＡＢＣ ７
家 族、私 有 财 产 及

国家之起源
１４ ７ ９ ２ ３

青 年 期 的 心 理 与

教育
２０

今日之世界 ７

１９３０ 新教育大纲 ２２ ５ ６

１９３１ 俄国新教育 １１ ７ １２ ２ ３

部数 ２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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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数 ２６ ９ ３５

字数 ２９ ６０ ３１ １２ １３２

　　上表可以看出：在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１年千余天时间内，杨贤江

发表和出版了１３２万字的著译作品 （尚不包括佚失和未能考定的

作品）。即每天平均发表著译成文１０００字以上，看似寻常，但日

日、月月、年年坚持下来，着实很是惊人！

作为教 育 学 家 的 杨 贤 江，他 的 著 述 译 作 具 有 四 个 方 面 的

特点：

第一，教育论文：针贬时弊，富有真知灼见。

根据业已发现的资料考察，杨贤江撰写的第一篇教育论文，

是发表在１９１３年 《浙 江 省 立 第 一 师 范 校 友 会 志》第１号 上 的

《论教育当注重实用》。文章不仅思路清晰，文笔流畅，而且紧扣

主题，直面现实，一开始就显示出针贬时弊，富有真知灼见的鲜

明特点。

文章开 篇，直 接 点 题。云： “我 国 兴 学 校，迄 今 凡 二 十 年

……然而毕业 之 学 子，上 不 能 与 欧 美 相 颉 颃，次 亦 无 裨 助 于 国

家，下焉者且至有不能谋一生计者也。此何故？一言以蔽之曰：

学校教育不适应于社会生活之状态而已。”①

接着，文章历数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生活的弊端。例如作文，

“作八股之老调，命题又多空谈之议论……于是毕业后，有作信

不明格式者矣，作便条不命一字者矣，广告式、公文程式等，益

莫明其妙矣。”②又如，“数学为日用计算所必需者……今则有不

授珠算，复不注意于心算，其所授笔算亦不注重于实用方面……

①②　第１卷，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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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有乡 人、老 妪 可 以 屈 指 而 算 者，而 学 校 学 生 竟 噤 不 能

声。”① 还有，自然教学 “既 无 学 校 园 为 实 验 之 地，又 不 于 野 外

实地观察”；博物教学 “不备图画、标本”；理化教学 “竟有不施

实验者”。② “学校而以此教育儿童，可不叹哉！”③

继之，文章指出： “然则用何法补教之乎？予敢断 言 之 曰：

采用 实 用 主 义 药 之 而 已”。④ 并 引 用 洛 克 （ＪＬｏｃｋｅ）、斯 宾 塞

（ＨＳｐｅｎｃｅｒ）、汤原 元 一、王 安 石 之 言，广 征 学 校 教 育 之 原 理；

又详解 “公民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之宗旨，鲜明深刻

地论证了 “教育当注重实用”的论点。

文章最后归纳总结，画龙点睛，呼吁： “欲应世界 之 潮 流，

挽多年之狂澜，使我国学校皆能产出实际有用之学生，以与列强

相见于二十世纪之舞台，舍采用实用主义，尚有何道哉。所望当

道加之意焉！”⑤

随着学业的长进，思维的成熟，杨贤江的教育论文愈来愈贴

近生活，联系实际。尤其是在他走向社会、投身教育理论的专门

研究之后，更以教育理论家的责任、良心和职业意识，洞察社会

现象，揭示客观事理。

通观杨贤江留给我们的３６１篇教育论文，涵盖了教育理论的

许多范畴，论述了当时理论前沿的许多问题。大而论之，他论述

了教育起源论、教育本质论、教育经济论、教育目的论、教育创

新论等。细而分之，就教学一个范畴言，他论述了课程论、教学

论、课外活动论、教师论、学生论、学习论、学风论等。而且对

于每个范畴与问题又不只是一般地研究，而是深入就里，详征博

考，辨识真伪，阐发要义。所以，他撰写的教育论文，都是悉心

探究之后的有感而发，既富时代特色的现实意义，又不乏真知灼

①②③④⑤　第１卷，第２、２、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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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与创新意义。

第二，教育论著：推陈出新，独具时代建树。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杨贤江到日本避难。深居简出的隐蔽生活方

式，客观上为他教育思想的 “整合”与系统化提供了时间条件和

空间保障。英语和日文兼优的特长，似乎让杨贤江找到了 “用武

之地”。他大量阅读外文资料，系统研究教育原理。国外 “新潮”

的吸纳，认识视野的扩大，无疑使认识独到、见解非凡的杨贤江

更加地充实和成熟起来，他渐渐进入到潜心著述、成果卓著的学

术鼎盛时期。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４日，杨贤江的 《教育史 ＡＢＣ》脱稿。这本

书虽然只有７万 字 左 右，但 它 一 反 传 统 教 育 史 书 按 照 “王 朝 体

系”编写的体例，首创了依据 “社会发展形态”叙述教育变革的

框架结构。它确实是我国第一本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教育史，根据

社会发展形态 来 论 述 教 育 发 展 过 程 的 著 作。中 国 史 学 界 业 已 公

认：“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郭沫若写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

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 历 史 的 著 作。”① 中 国 教

育史学界也有理由承认杨贤江的 《教育史ＡＢＣ》，是第一部用马

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教育史的著作。

《新教育大纲》成书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７日。它是继 《教育史

ＡＢＣ》之后，杨贤 江 编 写 的 我 国 第 一 部 系 统 地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观

点研究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阐明教育理论的著作。这本书

的最大特点，是在２０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

播，人们对唯物史观还知之不多的时候，杨贤江就运用这种全新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 “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并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１卷上册，中共党史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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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除对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①。并 且 富 有 前 瞻 性 地

揭示了未来教育的必然发展趋势，高瞻远瞩地展现出社会主义社

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灿烂远景。

正是这两部非同凡响、影响深远的教育著作，最终奠定了杨

贤江在中国现代 教 育 思 想 史 上 建 树 独 到 并 且 是 无 可 替 代 的 杰 出

地位。

第三，教育译著：学科经典，精选传世佳作。

在教 育 译 著 方 面，目 前 已 有 定 论 的，杨 贤 江 翻 译 了 霍 尔

（ＧＳＨａｌｌ）的 《青年期 的 心 理 与 教 育》、山 下 德 治 的 《新 兴 俄

国教育》。

《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是美国心理学家霍尔１９０４年出版的

名著 《青年期》的节选本。霍尔曾经于１８７８～１８８０年赴德留学，

成为冯特的第一个美籍留学生。１８８３年创 办 了 美 国 第 一 个 心 理

学实验室，１８８７年创办了美国的第一份心 理 学 杂 志 《美 国 心 理

学杂志》，１８９２年筹建美国心理学会，当选为第一任主席，１９０４

年出版 《青年期》巨著，在美国教育界引起了强烈轰动。

杨贤江在 《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译序里说：

“他的大著 《青 年 期》，更 是 青 年 心 理 学 上 唯 一 有 权 威 的 著

作；像在这两大卷中所包含的周到的议论和赅博的学识，是没有

一个读者不为之叹服的。只因该书的内容太丰富了，资料太浩瀚

了，要精读领悟，殊 非 易 事；加 以 价 格 也 颇 不 廉 （美 金１０元，

约合国币２０余元），故推行范围自也不免狭小，幸而著者容友人

们的恳请，将该书节要拔萃，另成一册现所翻译的 《青年期的心

理与教育》（按：原名Ｙｏｕｔｈ：Ｉｔ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ｍｅｎａｎｄＨｙ

ｇｉｅｎｅ，直译起来，当 为 《青 年：它 的 教 育、营 养 与 卫 生》）。本

① 第３卷，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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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固然也可以看做 《青年期》的缩本；但实际上，它却是把霍尔

的那样丰富的心理学及教育学之知识蒸滤过来，而撷取精粹的要

领的。”

《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全书约２０万字，于１９２９年８月译

毕，署名李浩吾，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霍尔著、杨贤江译 《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一书，不仅是国

内的首个译版，同时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中文译版。《青

年期的心理与教育》由杨贤江翻译出版以后，不但成为广大读者

的喜爱图书之一，而且还曾一度成为我国高等学校的心理学课程

的教学参考书。

《新兴俄 国 教 育》一 书，为 日 本 教 育 学 家 山 下 德 治 编 著，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东京铁塔 出 版 社 出 版，全 书 约１５万 字。杨 贤 江 于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毕 ，署名祝康，１９３１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当时国人对苏俄教育格外关注，并且已经有好几种专门介绍

苏俄教育的 书 面 市。杨 贤 江 翻 译 山 下 德 治 的 《新 兴 俄 国 教 育》，

不仅因为这本书较为简洁地概括了苏俄教育的全貌，准确地把握

了这一新兴教 育 的 实 质，更 深 层 次 上 是 为 了 指 导 中 国 教 育 的 实

践。他对苏俄教育的关注，既有教育学家的专业兴趣，又有革命

家的职业兴 趣。作 为 一 位 教 育 家，他 关 注 的 知 识 背 景 一 定 要 广

阔，涉猎的专业领域一定要全面，尤其要关注教育实践的发展，

聚焦教育改革与变革过程中的新生事物。只有这样，教育学家才

能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紧扣时代的脉搏，预测未来的发展，

架接起从今天走向未来的 “教育理论”桥梁。

第四，教育译文：立足前沿，推介教育新潮。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是西方国家教育发展相当迅速、教育

改革风起云涌、教育思想异常活跃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目光犀

利、意识敏锐的杨贤江，对刚刚兴起的 “西方教育新潮”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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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腔的热情和浓郁的兴趣，他留意搜寻西方最新教育论著，经常

浏览各种教育报刊，关注教育时讯，跟踪理论前沿，对 “西方教

育新潮”进行了大量译介。

首先，是对教育理论发展的译介。在杨贤江的著译中多次介绍

了 杜 威 （ＪＤｅｗｅｙ）的 民 本 主 义 教 育 主 张，蒙 台 梭 利 （Ｍ

Ｍｅｎｔｅｓｓｏｒｉ）的新教育运动学说，凯兴斯泰纳 （ＧＫｅｒｓｃｈ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ｒ）

的公民教育与劳作教育思想等。

继之，是对教学方法创新的译介。杨贤江翻译了盛极一时的

“设计教学法”， “文纳特卡制”，桑 德 威 克 （Ｓａｎｄｗｉｃｋ）的 “有

效的学习法”以及 “学习法概要”等。

还有，是对国际教育时讯的译介。如 “万国学生大会开会”、

“国际道德教育会议之议案”、“最近的国际教育运动”与 “最近

的两大国际教育会议”等。译介不多，但可贵之处是能将重大国

际时讯与我 国 的 现 实 状 况 结 合 起 来，引 发 国 人 思 考，激 励 人 们

奋进。

此外，杨贤江对国 别 教 育 改 革 的 译 介，涉 及 的 范 围 相 当 广

泛，数量也相当巨大。从 国 别 来 看，既 有 美、日、俄，又 有 英、

德、法，还有瑞典、意大利与朝鲜等。我们作了一个粗略统计，

杨贤江译介国外的著论篇目情况大致如下：

国
　别篇

数

美
　
国

日
　
本

苏
　
联

英
　
国

德
　
国

意
大
利

犹
　
太

法
　
国

瑞
　
典

瑞
　
士

比
利
时

加
拿
大

智
　
利

摩
洛
哥

朝
　
鲜

世界

综合

合
　
计

教　育 ３４１２ ７ ４ ４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２ ８１

心　理 １６ １ １７

社会人物 １１１１ ３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３３

合　计 ６１２３１１ ６ ４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４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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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可知，杨贤江的译介著论相当宏富，篇目 （包括译著）

达到１３１种以上，字数超过了１００万字，俨然是一位翻译家。其

中教 育 与 心 理 近 百 种，又 俨 然 是 一 位 教 育 翻 译 家、比 较 教 育

学家。

三

杨贤江将马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率 先 引 导 到 教 育 理 论 研 究 领

域，最早运用现代社会科学这个全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重新研

究教育现象，深入探寻教育规律，深刻阐发教育原理。从而，另

辟蹊径，独创新论，主要有：

第一，唯物史观的教育起源论

教育起源论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教育这种特有的社会现

象，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这是教育史学界必须

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整个教育理论界在揭示教育发展历程，构

建教育理论体系过程中，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

在杨贤江之前，西 方 教 育 史 学 界 已 经 提 出 了 两 种 教 育 起 源

论：一种是 法 国 社 会 学 家 利 托 尔 诺 （ＣＬｅｔｏｕｒｎｅａｕ）的 “生 物

起源论”；另一种是美国教育史学家孟禄 （ＰＭｏｎｒｏｅ）的 “心理

起源论”。

生物起源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的生物界，教育这种

活动就产生了。植物中的 “向性”现象，动物中的 “种族保存”，

都是教育活动的表现。

心理起源论划定了教育产生的源头是人类社会早期，又认为

教育产生的原因，是原始人类的一种 “无意识的心理模仿”。

杨贤江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自己的悉心研究，

提出了 “生活起源论”的思想。这种理论认为，“自有人生，便

有教育”，“教育的发生，就只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

要……这所谓生活，一方面是衣食住的充分获得，他方面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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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的自由发展”。① 也就是说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 初 期 人 类 谋

求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他所说的社会生活，既包括部落文化、

种族保存、性情愉悦等精神生活，又包括狩猎捕鱼、采集种植、

生产劳动等物质生活。

第二，耳目一新的教育本质论

教育本质论是要回答 “教育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通过对

教育是什么的认定，来阐明教育的功能，说明教育的效用。

教育是什么？可以说一直是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以来，每一

位教育学家都十分关注，并力图予以说明的问题。因而，对于教

育本质的看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并且由于各自的不

同解释，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教育思想流派。

杨贤江认为，教育 “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教

育的定义，应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是给与社会的劳动

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②。也就是说，教育是用来指导人们谋

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通过教育这项活动，怎样使年轻一代

的物 质 生 活 得 到 保 障，精 神 生 活 获 得 满 足。这 是 教 育 的 根 本

职能。

阶级社会出现 以 后，教 育 特 别 是 学 校 教 育 一 直 被 有 产 阶 级

“霸占”，成 为 他 们 的 “专 利 品”。杨 贤 江 称 这 种 教 育 是 “变 质”

了的教育。所以他提出了 “教育本质”与 “变质”两个概念。等

到共产主义社会产生以后，教育才能实现本质的复归，在一个更

高层次上的回复。

杨贤江的教育本质论的提出，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原

来认为神圣的、公正的、至高无上的教育，被揭去伪装的面纱，

回落到平凡的地位；有产阶级用来麻醉劳动人民，进行欺骗宣传

①②　第３卷，第２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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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工具”，成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 “利器”。

第三，融合古今的全人教育论

全人教育论是一种关于教育目的的理论，也就是指要培养一

种 “什么样的人”的理论。

教育目的历来就是教育理论上的一面旗帜。无论哪一个国家

政要，也不论是 哪 一 位 教 育 学 家，只 要 他 们 谈 论 起 教 育 这 个 话

题，就必须首先树立起 “培养什么样的人”这面旗帜。

教育目的还是学校教育实践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教

育制度的制定，课程教材的编排，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等等，都

一定要遵照教育目的的要求，都必须要为实现教育目的服务。

杨贤江提出的教育目的论是全人教育论。他说：“德育———

造就良好之习惯；智育———造就清楚之头脑；体育———造就康健

之体魄”。所以，“学校教育之目的：造就完全之人格”①。也就

是说，要培养和造就在身心素质方面，即德智体、知情意诸方面

完全的人。

杨贤江的全人教育论，融合了古往今来中外教育思想史上的

理论精华，它包含了中国古代教育家的完人教育思想，古希腊以

来西方教育家的和谐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思想以及

近代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的全人生指导思想。然而，它又不是某

一种思想的翻版或者移植，而是在融合古今精华的基础上，提出

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第四，独树一帜的学校教学论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起云涌 的 欧 美 教 育 新 潮 虽 然 通 过 各

种传播渠道 “拍岸而来”，江浙一带虽然领风习之先，相继开展

了种种新式教学法实验，但是，在广大地区的学校教学中，依然

① 第１卷，第１４３页。



特约编辑前言

１７　　　

风行的是传统 “私塾式”的夸美纽斯的班级授课制，推行的是传

统 “私塾式”的赫尔巴特的五步教学法。

在杨贤江的许多论著中，对学校教学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

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改革主张。尤其是杨贤江多次强

调的 “自由研究，共同活动”教学法，可以说是他构建的学校教

学论体系的核心，在当时流行的种种教学理论中独树一帜，别开

生面。

杨贤江认为，历 来 的 学 校 教 学， “但 有 教 师 动 而 无 学 生 之

动”①，将学生禁锢在教室之内，强迫学习。既违背了学生心理，

又泯灭了创造灵感。为此，他提出了两种新的教学法：“一曰自

由研究；二 曰 共 同 活 动”②。杨 贤 江 说，自 由 研 究 的 特 点 是：

“（一）自动的非他动的。（二）内生的非外铄的。（三）创造的非

因袭的。”③共同活动的特点是： “（一）非 孤 立 的 而 为 协 力 的。

（二）非依赖的而为独立的。 （三）非涣散的而为团结的。 （四）

非倾轧的而为互助的。”④按照这样的教学法组织教学，确实有一

点段力佩的 “茶馆式教学法”的意味；也类似于今天新课程标准

实验教学中师生互动、自学讨论的课堂教学模式。

第五，极富特色的课外活动论

杨贤江是我国较早的课外活动的提倡者之一。１９２４年１２月

杨贤江发 表 了 《课 外 活 动 与 实 际 生 活》的 文 章，以 后 又 连 续 在

《学生杂志》刊出３篇评论，系统表达了他的课外活动论思想。

２０世纪初 期 的 中 国 学 校， “科 场 考 试”盛 行，课 堂 空 气 沉

寂，教师成为 “教书匠”，向学生实行 “填鸭式”灌输；学生成

了 “分数迷”，拼命地要获得 “甲等第一名”的头衔。杨贤江认

①

②

第１卷，第１５６页。

③④　第１卷，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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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教育 “只会造成迷恋骸骨的书虫、宗法社会的乡愿、帝

国主义的走狗、东方精神文明的牺牲者”①。为了革除教育旧习，

有益于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杨贤江提出了开展课外活动的

主张。他说：“课外活动是养成并丰富青年学生们实际生活的方

法，是现行教育状况下青年学生们力图补救的条件，是在改造中

国及世界历程上青年学生们自谋贡献的途径。”②

在详尽阐明了课外活动的作用与意义的同时，杨贤江还具体

论述了课外活动的特点、种类、组织形式和注意事项。这些论述

清鲜深刻，富有现实指导意义。

四

杨贤江的教育思想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渐进深入的发

展过程。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５０年 代 初，我 国 学 者 就 开 始 关 注 和 研 究

杨贤江的教育思想。１９６１年，杨贤江逝世３０周年之际，人民教

育出版社重版了 《新教育大纲》 （节选）。１９８１年８月９日，教

育部、团中央 联 合 召 开 “杨 贤 江 同 志 逝 世 五 十 周 年 纪 念 大 会”，

给予了 “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

导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战 士”的 高 度 评 价。１９８４年９月 成

立了 “全国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现更名为 “中国教育学会

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分会”）。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１日， “纪念杨贤江

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时编辑出版了 《杨贤江

全集》（１～６卷）。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１日，“杨贤江同志诞辰１１０周

年纪念大会”在宁波慈溪隆重举行，编辑出版了 《纪念杨贤江诞

辰１１０周年丛书》（１０本２６０多万字），汇集了杨贤江教育思想

研究的最新成果。

①②　第２卷，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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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杨贤江的教育思想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但

是，就像 “任何真理都不会终结”一样，杨贤江的教育思想研究

不仅没有 “终结”，相反还存在着较大的开发空间，较多的理论

空白，甚至是尚未垦殖的 “处女地”。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的主

要问题有：

第一，杨贤江佚作遗著的搜寻

１９９５年出版的 《杨贤江全集》，已经汇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

专家学者、亲属乡贤的搜索成果。但根据其他领域的经验，《全

集》之 “全”往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由于年代久远、资

料散失，杨贤江使用过的笔名、化名又多，无疑给以往和今后的

搜寻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杨贤江的佚作遗著有些是十分明显的。例如贺世友教授在上

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发现的杨贤江１９１５年写的 《二十自述》，

只有大家引来引去的那几行话，但由于杂志缺页，无以为继。又

例如，杨贤江 “困居 愁 城”时，曾 经 写 过 一 篇１４万 字 的 长 文

《赴粤杂感》，我们只在他的 《愁城生活录》中读到一个 “纲目”。

还有，他多次提到的已经译毕的平克微支 《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教

育》一书，至今仍然 “遍寻未得”。尤为惋惜者，杨贤江一直保

持着写日记的习惯，每年一本，少说也有十几本，但至今只存余

姚市档案馆珍藏２本。我们最近又发现了关于杨贤江佚作遗著的

一些新线索，这说明仍然存在继续搜寻的必要。

第二，杨贤江笔名、化名的考据

杨贤江字英父、英甫。他的笔名与化名的考据，一直是困扰

着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的 “瓶颈”。因为一个笔名与化名的考定，

可以引发出一连串的著译成果的认定。但是，假如一个笔名与化

名的误判，也会造成一连串的著译成果的误定，这是史学研究中

最为忌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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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杨贤江笔名化名的考据，喻本伐教授进行了系统认真的

审慎研究，他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潜心探索，严密考辨，

写成一篇２万字的 《杨贤江笔名考录》① 长文，对杨贤江的笔名

与化名进行了精心梳理。考其出典，究其依据，综合分析，表明

己见。他认 为，世 所 公 认 并 予 确 认 者１９个，即 ＹＫ、江 一、雁

江、健夫、江、Ｋ、曲 它、英 夫、姚 应 夫、洪 康、叶 公 朴、公

朴、柳岛生、李浩吾、李膺扬、李洪康、李谊、牛犇、祝康；尚

有注意并予确认者４个，即天一、华因、应康、少英；首次发现

并予确认者３个，即李宏君、李仁民、郑绍康；已见录列、有名

无文者１１个，即李膺扬、庚甫或杨庚甫、李康、李服膺、曲它

（他）、直夫、犇牛 （牛 犇）、慕 颜、ＹＫ、江 天、李 膺 昜；已 有

提及不能 确 认 者７个，即 Ｙ、华 男、赤 子、姚 宝 贤、英、柳 其

伟、马训政。上 述 笔 名 与 化 名 共 计 有４４个，其 中 不 能 确 认 者

７个。

除此之外，杨贤江还有没有其他笔名与化名？已经确认者可

否证伪？不能确认者可否证实？这都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第三，杨贤江教育思想来源的研究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已经有学者开始注意探讨杨贤江教

育思想的来源问题，例如沈生杜在 《杨贤江德育思想成因浅析》

一文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生、

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样，人的思想形成也有一个过程。因此，我

们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必须树立历史的观点，必须根据认

识对象发生发展的历史，在历史过程中去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

能够把握事物的脉络、渊源以及趋向。一种思想的产生，某一观

① 载 《杨贤江 “新教育”理论的形成》，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第１４１～１６０页。



特约编辑前言

２１　　　

念的形成，总是和一定的社会经济现状、政治状况、时代特点、

周围环境，以及个人的实际生活、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等有着直

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思想的成因，是多元的，立体的，不但

有纵向的承袭、递进，而 且 有 横 向 的 联 结 和 扩 张。”① 这 个 正 确

的认识，可惜未能继续探寻下去。

当然，有关杨贤江教育思想中某一个方面渊源关系的研究已

不鲜见，并且推出了一系列成果，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认识。但

是，尚乏整体性的多视角的全面系统的整合研究。因为只有进行

整合研究，才能避免 “盲人摸象”现象，进而对杨贤江的思想来

源作出完整说明。

第四，杨贤江教育理论体系的研究

对于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各个方面，譬如教育起源论、教育本

质论、教育经济论，乃至教师论、校风论、全人生指导等，目前

都有成果问世。这是必要的，不可或少的，而且还应该进一步探

寻下去。然而，却鲜有对杨贤江教育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问世，

很是令人遗憾！

杨贤江教育理论体系的研究，是在概括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各

个方面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概括性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当然

不是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的各个方面情形的罗列或相加，而是在

深入钻研杨贤江教育思想各个范畴理论的基本意蕴的基础上，对

他的立场观点、价值观念与一贯主张进行综合，既剖析出他的独

到建树，又概括出他的理论建构，从而烘托出他的教育理论体系

的整体框架和全面创新。这是很难的，但又是必要的。

第五，杨贤江教育思想影响的研究

① 沈生杜： 《杨 贤 江 德 育 思 想 成 因 浅 析》，载 《杨 贤 江 教 育 思 想 研

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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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否认杨贤江的教育思想对我国当时苏区、解放区乃至

新中国人民教育的创建、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等，有着

影响和指导意义。然而，除注引、阐释之外，并没有见到实证方

面的研究成果问世。

第六，杨贤江教育思想现实意义的研究

目前，慈溪市杨贤江中学、余姚市泗门镇中心小学、慈溪市

长河镇中心小学等单位，都在围绕着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和应用价值，选题立项，开展实践与实验研究。这是他们高明于

理论工作者的地方。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应该给予热情支持和悉

心指导。

杨贤江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先进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一思想毕竟诞生

于七八十年以前，今天的社会、时代和教育实践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因此要切实摸索出借鉴与运用杨贤江教育思想于今天的

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的新路子。

喻立森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于宁波市教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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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这是一本通俗的教育书，预备给初中毕业及初中以上程度的

青年阅读的。

在我的心目中，我是拿这一类的青年做对象，要向他们讲些

关于教育的话；所以这不能是本专门的著作，也不能是本极有体

系的 “教育学”，而只能是有如底下绪论中所说，选出几个要点，

加以阐明解剖，让读者可以获得一个对教育的正确认识。

同时，在我心目中的这样的青年读者，还该是个有志于社会

变革的工作，而希望获得新兴社会科学①的基本知识，期能把握

理论斗争上的武器，以应用于实践中的。

自然，我这本教育书，特别是拿有志于教育战线的青年斗士

为目标，要向他们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并开除对

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的。

所以凡有初中毕业及初中以上程度的青年，无论是在学的或

失学的，是就业的或是无业的，是有志于教育工作的或不是的，

① 〔特编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将介绍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说 的 著

作称为 “新兴社会科学”，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 “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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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高中师范科学生，小学教师，一部分的大学教育系学生及

中学教师，我都希望他们来读一读这本通俗的教育书。

我敢告诉读者：这是本通俗的教育书，但决不是本充塞着腐

词滥调的教育书；这儿，至少有些未经中国人道过的新说，未经

中国人指摘过的事实；你若已在或有志于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

年，你便可从这儿得到一点新武器；即使你并不一定志愿在教育

阵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也可以由此得到不少新见解。我敢保证，

我决不使你失望，假使你把这本书读了。

即在一般的青年学生，我也希望他们一读本书，因为他们可

以由此觉悟他们现在所受的教育究是种什么性质的。

我再重言申明：这 本 书 的 大 部 分 资 料，与 其 说 是 学 术 的 研

究，无宁说是暴露的实话。在这时代，“暴露”正是一种必要的

且是有力的武器。让我们拿这个武器来揭穿教育上的把戏吧！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７日于上海

李浩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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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２０世纪，中国教育学 科 从 无 到 有，从 译 到 著，形 成 了 具 有

一定风格的体系。中国教育学者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博采

中西，融会古今，或独立编写教育学科教材，应迎中国师范教育

之需；或自主撰述教育学科专著，夯实中国教育学术之基。皇皇

百年，朵朵奇葩。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折射了时代精神的光芒，反

映了教育学术的风貌，凝聚了教育学者的卓识。

站在世 纪 之 交，我 社 思 量 有 必 要 重 树 前 辈 们 的 精 神 财 富。

２００３年春夏之交，我社 副 社 长、副 总 编 黄 旭 赴 沪，力 邀 华 东 师

范大学瞿葆奎先生和郑金洲教授担任主编，诚请老中青教育学者

校注和介评，郑重推出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

辑入这套 《丛编》的，皆历经了５０年以上时间检验的、水

平较高、影响较大、领学科风骚的著作。透过这些著作，试图展

现２０世纪中国教育学者的学术智慧，盘点中国教育科学的世纪

历程，鉴往追来，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铺设中国教育科学的

桥梁。这是一项承接前人、嘉惠后学的教育学术工程。

诚挚感谢主编及其工作集体、各册特约编辑的极大努力、各

著作权所有人的全面支持。

《丛编》选、编、校、印 中 的 缺 点、错 误，敬 恳 读 者 批 评

指正。

福建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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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凡例

１选编范 围。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教 育 名 著 丛 编》 （以 下 简 称

《丛编》）选编２０世 纪 经 过５０年 时 间 检 验 的 水 平 较 高、影 响 较

大、领学科一定风骚的教育著作。这些著作在学术上有承流接响

的作用。

２版本选择。《丛编》以第一版或修订版为底本。在各册扉

页前，附印原著的封面。

３编校人员。《丛编》邀请有关老、中、青学者，担任各册

“特约编辑”，负责校勘原著、撰写前言 （主要介绍作者生平与原

著）。

４编校原则。尊重原 著 的 内 容 和 结 构，以 存 原 貌；进 行 必

要的版式和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方便阅读。

５版式安 排。原 著 是 竖 排 的，一 律 转 为 横 排。横 排 后，原

著的部分表述作相应调整，如 “左列”改为 “下列”等等。

６字 体 规 范。改 繁 体 字 为 简 化 字，改 异 体 字 为 正 体 字；

“的”、“得”、“地”、“底”等副词用法，一仍旧贯。

７标点规范。原著无 标 点 的，加 补 标 点；原 著 标 点 与 新 式

标点不符的，予以修订；原文断句不符现代汉语语法习惯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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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整。原著有专名号 （如人名、地名等）的，从略。书名号用

《　》、〈　〉规范形式；外文书名排斜体。

８译名规范。原 著 外 国 人 名、地 名 等，与 今 通 译 有 异 的，

一般改为今译。

９数字规范。表示公元纪年、年代、年、月、日、时、分、

秒，计数与计量及统计表中的数值，版次、卷次、页码等，一般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中国干支等纪年与夏历月日、概数、年级、

星期或其他固定用法等，一般用数字汉字。此外，中国干支等纪

年后，加注公元纪年。

１０标题序号。不同层级的内容，采用不同的序号，以示区

别。若原著各级内容的序号有差异，则维持原著序号；若原著下

一级内容的序号与上一级内容的序号相同，原则上修改下一级的

序号。

１１错漏校勘。原著排印有错、漏的，进行校勘。

１２注释规 范。原 著 为 夹 注 的，仍 用 夹 注；原 著 为 尾 注 的，

改为脚注。特约编辑补充的注释 （简称 “特编注”），也入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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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

———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代序

２０世纪是中国教育 学 科 艰 难 创 生、曲 折 发 展 的 世 纪。伴 随

着中与西的文化激荡，传统与现代的思想交融，中国教育学科逐

渐地从译介走向编著，从移植走向创生，从草创走向发展。教育

学者们百年来以执着的精神、笃实的态度、质朴的思维，成就了

中国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世纪篇章。站在２１世纪的门槛里，隔着

时间的距离，回眸这段历程，不仅能窥视中国教育学科所沐浴的

阳光，更能体味到她所历经的风雨。

一

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学科史，不是两个 “等价”的概念。在中

国，教育思想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但是教育学科史迄今

却不过短短百余年的历程，而启动这一历程的是以日本为媒介的

“西学”引介。促动这些引介的直接动因，还是新办师范学堂的

课程 “急需”。当年，所谓 “办理学堂，首重师范”，而 “教育为

师范学堂之主要学科”。中国教育学科的历史和师范院校的发展

乃唇齿相依。之所以借道日本取法 “西洋”，主要是因为中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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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毗邻、文化同源。清末张之洞就说：“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

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

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

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

于此。”① 一时间，清廷公 派、民 间 私 往 日 本 的 学 生 甚 众，多 攻

读师范速成科。这些学生归国后，又有不少成为师范学堂的译员

或教习，成为引 介 教 育 学 科 的 主 要 先 驱。他 们 以 译 书 立 说 为 要

务，广揽教育学说，拓展国人视界，推进了教育学人的思想 “启

蒙”，以及教育学科的学术 “建制”。

在中国教育学 科 史 上，１９０１年 是 个 值 得 珍 视 的 时 段。就 在

这年，罗振玉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 《教育世界》；

王国维译介了 第 一 本 完 整 的 教 育 学 著 作———立 花 铣 三 郎 讲 述 的

《教育学》。这 本 著 作 连 载 于 《教 育 世 界》第９～１１号，被 视 为

“教育学”在中国的始点。但在此前，还有两门教育学科分支的

著作先行引入中国，即是：田中敬一编、周家树译的 《学校管理

法》 （载 《教 育 世 界》第１～７号）；三 岛 通 良 著、汪 有 龄 译 的

《学校卫生学》（载 《教育世界》第１～８号）。其后，《教育世界》

又先后刊载了汤本武比古著、王国维译的 《教授学》；原亮三郎

编、沈纮译的 《内外教育小史》。１９０２年，木场贞长著、陈毅译

的 《教育行政》付梓。中国教育学科的园地又添了 “新蕊”。

上述著作都是所谓 “进口货”，说的是他域的教育，解的是

他国的问题，终究不能替代国人自己的 “言说”。在引进、积累

之后，国人就尝试立足中国实际，兼蓄西方理论，自编相关教育

学科的著 作，从 而 迈 出 了 国 人 自 主 “治 理”教 育 学 科 的 最 初 步

伐。朱孔文编的 《教授法通论》（时中学社，１９０３），王国维编的

①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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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教 育 世 界 社，１９０５），蒋 维 乔 著 的 《学 校 管 理 法》

（１９０９），黄绍箕和柳诒徵著的 《中国教育史》（１９１０）①，袁希洛

编的 《教育行政数日谈》（１９１２），俞庆恩著的 《学校卫生讲义》

（上海江苏教育会，１９１５）等等，都称得上是各自领域的 “先行

者”。与 同 期 的 译 作 相 比，这 些 著 作 在 “量”上 相 当 有 限，在

“质”上尚显 稚 嫩，但 也 不 乏 融 合 本 土 经 验 的 作 品。这 是 一 个

“方长、方成”的时 期。总 体 来 说，清 末 民 初 的 教 育 学 科 体 系，

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都深受赫 尔 巴 特 及 其 学 派 （Ｈｅｒｂａｒｔ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ｒｔｉａｎｓ）的 影 响，同 时 也 符 合 当 时 师 范 课 程 设 置 的 要 求。

这意味着，“理论”的驱动和 “实践”的需要，构成了中国教育

学科发展的原初动力。

随着社会政制的更替、教育情势的发展，尤其是在西方的留

学生归 国 和 杜 威 （ＪＤｅｗｅｙ）以 及 孟 禄 （ＰＭｏｎｒｏｅ）、麦 考 尔

（ＷＡＭｃＣａｌｌ）等 访 华 的 直 接 推 动 下，中 国 教 育 学 科 发 展 的

“风向标”由 “中道”日本转向 “直捷”西方。１９世 纪 末２０世

纪初，西方的 “教育科学化”运动，冲击了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

思辨教育学，初步建立了经验科学的教育学，即所谓单数 “教育

科学”（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②。与此同时，教育学在与心理学、

伦理学、生理学、社 会 学、统 计 学 等 学 科 （认 真 说 来，这 里 的

①

②

一说为１９０２年。见孟 宪 承、陈 学 恂、张 瑞 璠、周 子 美 编： 《中 国

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４页。

１７９８年，德国教 育 学 家 里 特 （ＫＲｉｔｔｅｒ）在 《由 教 育 学 批 判 以 证

明普遍教育科 学 之 必 要 性》 （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ｄａｇｏｇｉｋｚｕｍＢｅｗｅｉｓｄｅｒＮｏｔ
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ｅｉｎ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中，明 确 提 出 了

“教育科学”（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概念。见黄向阳：《教育知识学科称

谓的演变：从 “教学论”到 “教理学”》，载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

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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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是 “科学”。下同）的双向渗透中，又衍生出一批交叉性

或边缘性的教育学科分支，形成了所谓复数 “教育科学”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概念①。这一概念意味着大量社会学科，还包

括某些自然学科，应用于教育领域所形成的分支学科群。大抵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及稍后，这些分支先后在 中 国 “登 陆”，于 是 建

立了现代教育学科的一定体系。与清末民初相比，这一时期译介

尚盛，但已不及国人著述的规模，而且 “登陆”的方式也呈现出

多样化的态势：有些仍然走的是先译介后编著的路线，如教育社

会学、比较教育学等；有些是先有国人编著，而后又引介西方的

相关著述，如 教 育 哲 学、教 育 统 计 学 等；还 有 些 仅 有 国 人 的 编

著，似未见引进相关的学科性著作，如教育伦理学、教育生物学

等。可略列表举例如下：

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国人早期译介和编著的部分教育学科著作②

教育

学科
早期的学科著作

国人早期译介

的学科著作

国人早期编著

的学科著作

教育

哲学

１９０４年，霍 恩 （Ｈ

Ｈ Ｈｏｒｎｅ）著 《教

育哲 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２４年，豪 恩 （霍

恩）著、周 从 政 译

述 《教育哲 学》 （中

华）

１９２３年，范 寿 康 著

《教 育 哲 学 大 纲》

（中华学艺社）

①

②

１９１２年，瑞士心理学家克拉帕雷德 （Ｃｌａｐａｒèｄｅ）在日内瓦指 导

一个教育心理学研 讨 班 时，明 确 提 出 了 复 数 “教 育 科 学” （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ｄｅ
ｌé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概念。

侯怀银：《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的反思》（华东师范

大学２００１年博士学位论文）；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

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黄向阳：《教育伦理学

辨———兼析教育问题的哲学反思》（华 东 师 范 大 学１９９４年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王承绪主编：《比较教育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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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伦理

学　

１８９７年，杜 威 著《教

育 伦 理 学》（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Ｓｙｌｌａ

ｂｕｓｏｆａＣｏｕｒｓｅｏｆ

Ｓｉ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ｔｕｄ

ｉｅｓ）、《构 成 教 育 基 础

的伦 理 原 则》（Ｅｔｈｉ

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Ｕｎ

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３２年，丘 景 尼 编

《教育伦理 学》 （世

界）

教育

社会

学　

１９１７年，史 密 斯（Ｗ

ＲＳｍｉｔｈ）著《教 育

社 会 学 导 论》（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史

密 斯 著、刘 著 良 译

《教 育 社 会 学 导 言》

（载 《安 徽 教 育 月

刊》）

１９２２年，陶 孟 和 编

《社会与教 育》 （商

务）

教育

生物

学　

１９４７年，张 栗 原 编

《教育生物 学》 （文

化供应社）

教育

心理

学　

１９０３年，桑 代 克（Ｅ

ＬＴｈｏｒｎｄｉｋｅ）著《教

育 心 理 学》（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２１ 年，哥 尔 文、

沛 葛 兰 著，廖 世 承

译 《教 育 心 理 学 大

意》（中华）

１９２２年，舒 新 城 编

《教 育 心 理 学 纲 要》

（商务）

教育

统计

学　

教育

测量

学　

１９０４年，桑 代 克 著

《心 理 与 社 会 测 量》

（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１９２８年，塞 斯 顿 著、

朱 君 毅 译 《教 育 统

计学纲要》（商务）

１９２２年，薛 鸿 志 著

《教 育 统 计 学 大 纲》

（北高师编译部）

１９２７年，杜 佐 周 编

译 《麦 柯 教 育 测 量

法撮要》（民智书局）

１９２２年，张 秉 波、胡

国钰 编《教 育 测 量》

（北高师编译部）



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

９　　　　

比较

教育

学　

１８１７ 年， 朱 利 安

（Ｍ－ＡＪｕｌｌｉｅｎＤｅ

Ｐａｒｉｓ）著 《比 较 教

育 的 研 究 计 划 与 初

步意 见》 （Ｅｓｑｕｉｓｓｅ

ｅｔｖｕｅｓｐｒé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ｅｓ

ｄｕｎｏｕｖｒａｇｅｓｕｒｌ

é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éｅ）

１９１７年，余 寄 编 译

《德英 法 美 国 民 教 育

比较论》（中华）

１９２９年，庄 泽 宣 编

《各 国 教 育 比 较 论》

（商务）

课程

论　

１９１８ 年， 博 比 特

（ＦＢｏｂｂｉｔｔ）著 《课

程》（Ｔｈｅ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

１９２８ 年， 波 比 忒

（博 比 特）著、张 师

竹译 《课程》（商务）

１９２５年，余 家 菊 著

《课程 论》 （《中 华

教 育 界》第 １９ 卷

第９期）

…… …… …… ……

　　其实，这种学科分化的景象，从 《中 国 教 育 辞 典》 （中 华，

１９２８）和 《教育大辞书》（商务，１９３０）这两本有影响的教育专

业辞书中就可窥见一斑。除了学校管理学、学校卫生学以外，它

们还收录了教育哲学、教育论理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美学、教

育社会学、教育病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等辞目。从形

成机制来看，这些学科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类是以 “他学科”为

理论框架，分析教育活动中形而上的、社会的或个人的问题；另

一类是研究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它们的

涌现，既反映了２０世纪初叶西方教育学科 “科学化”的基本成

果，同时顺应了国际教育学科分化的总体趋势。有些学科诞生不

久，便在中国教育学科的殿堂里占得了席位。

新中国成立后的５０年代，这些初具形态的教育学科接受了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在 “以俄为师”、“全面学习苏联

经验”的号召下，这种改造逐渐演变成按照苏联教育学科体系加

以规划。中国的教育学科只开一扇 “北门”，在数量上大为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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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留下了教育学、心理学、各科教学法、教育史等学科；在内容

上倒向了苏联教育学者的研究成果，禁闭或批判了西方学者的教

育理论。中国教育学科经历了一次 “血透”。“引进”又一次成了

教育学科建设的主题，而重点在译介苏联的 “教育学”教材，如

凯洛夫主编的 《教育学》、奥哥洛德尼柯夫和申比廖夫著的 《教

育学》、叶希波夫和冈察洛夫著的 《教育学》等等；虽逐渐有些

结合中国实际的自编教育学科教材，但框架上，甚至内容上基本

是苏联教育学科的 “复制”。这是一种 “大教育学”的体系，它

不仅使自身背负上 “沉重的翅膀”①，而且 砍 宰 了 教 育 哲 学、教

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等分支学科。与这种 “论”

的 “教育学”相映衬的，主要是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在外国教育

史方面，先是翻译了麦丁斯基的 《世界教育史》，康斯坦丁诺夫、

麦丁斯基、沙巴也娃的 《教育史》等等；而后又改编和自编了一

些外国教育史的教材；在中国教育史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 法，挖 掘 和 整 理 一 些 资 料，编 写 了 一 些 教 材 和 讲

义，并在学科体系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这些学科探索，

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确立适合新中国教育需要的学科

体系。但是，在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 间 形 成 的 这 些 断 续 的、局 部 的、

零星的、有限的学科建设成果，随着 “文革”的到来，迅速淹没

在一统的 “语录化”教育表述之中。这是不堪回首的当年，又是

必须回首的当年。它给中国教育学科史添加了一些史无前例的、

苦难的、独特的国际笑料。这建国后１７年的教育学科建设，也

全部被批斗并付之东流！

历经了三十年的曲折或中断，中国教育学科的 “家园”百废

① 陈桂生：《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建国以后教育学发展

道路侧面剪影》，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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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兴。恰恰在这段岁月里，随着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日盛，教

育学与经济 学、政 治 学、未 来 学、技 术 学 等 学 科 的 相 互 沟 通 渐

密，西方教育学界又迎来了教育学科分化和发展的新高潮。在开

放的背景下，从苏联因袭而来的 “大教育学”体系，不仅与国际

教育学科分化的整体趋势相悖，而且难以适应新时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需要。冲破这种 “大教育学”体系，建立教育学科分支体

系，成为当务之急。首先是恢复和重建一些教育学科，如教育哲

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

行政学等；其次 是 新 建 一 些 中 国 教 育 急 需 的 学 科，如 教 育 经 济

学、教育政治学、教育法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生态学、教育评

价学等等。除了重点译介西方的教育学科成果以外，编写相关的

学科著作，建立专门的研究学会，开设专业的教育课程，等等，

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尤其是２０世纪八九

十年代以来，随着教育学科 “自我意识”的觉醒，两门以教育理

论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元教育学和教育学史，逐渐进入了

中国教育学者的视野。其中，差不多每门教育学科都拥有若干本

国人自主撰述的著作，从这百花丛中，似乎可以窥见中国教育学

科建设 的 不 少 新 思 维、新 风 貌、新 成 就①。至 于 它 们 的 贡 献 厚

① 如黄济编著 《教育哲学初稿》（北 京 师 大 出 版 社，１９８２；《教 育 哲

学》，１９８５），陆有铨著 《现代 西 方 教 育 哲 学》 （河 南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３）；

鲁洁主编、吴康宁副主编 《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潘菽

主编 《教育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０），邵瑞珍、皮连生、吴 庆 麟

编 《教育心理学》（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８３），张 大 均 主 编 《教 育 心 理 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厉以宁著 《教育经济学》（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

邱渊著 《教育经济学导论》（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８９），王 善 迈 主 编 《教 育

经济学概论》 （北京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９）；王承绪、朱勃、顾明远主 编 《比

较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３），吴 文 侃、杨 汉 清 主 编 《比 较 教 育 学》
（转下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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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总得有几十年的时间检验。如果说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是中国教

育学科的初创期，那么这一时期则是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期。与

初创期相比，处在发展期的中国教育学科不仅在分支数量上有大

幅增加，而且呈现出一些 “辩证”的特点：在领域上呈现出分化

与整合的统一，在内容上呈现出 “西学”与 “中学”的会通，在

方法上呈现出定量与定性的互补。

几度兴废，几番沉浮。世纪百年，见证了中国教育学科从牙

牙学语、蹒跚学步走向独立言说、自主行进的曲折历程，涌现了

不少先声之作，扛鼎之著，综合之论，特色之述。虽然教育学科

的 “家族”渐趋庞大，但它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可以说，“在

从某一角度分析教育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组成部分的层面上，有多

少涉及 ‘人’的学科；在教育研究的层面上，有多少可用于研究

‘人’的问题的方法，便有可能产生多少分支学科；在把教育作

为一个整体，从多种角度同时进行综合研究的层面上，教育领域

内有多少种具有现实作用和影响的实际问题，就有可能产生多少

分支学科。”①而且，教育学科的分化层级也在向 “纵深”拓展：

（接上页注释）

（人民教育出 版 社，１９８９）；陈 玉 琨 著 《教 育 评 价 学》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１９９９）；陈孝彬主编 《教育管 理 学》 （北 京 师 大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孙 绵 涛 著

《教育行政学》（华中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８）；万嘉若、曹揆申主编 《现代教育

技术学》（中国科学 技 术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１），尹 俊 华 主 编、戴 正 南 副 主 编

《教育技术学导论》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６）；陈 桂 生 著 《“教 育 学”辨

———元教育学的探索》（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叶澜著 《教育研究方 法

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王坤庆著 《教育学史论纲》（湖北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０），唐莹著 《元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等等。

①　瞿葆奎、唐莹：《教育科学分 类：问 题 与 框 架》（教 育 科 学 分 支 学

科丛书·代序），载吴 康 宁： 《教 育 社 会 学》，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８年 版，

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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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级学科间的交叉逐渐向二级乃至三级学科间的衍生迈进。这

些学科有的已较成熟，有的正在发展之中，有的还处在初生之际。

二

中国教育学科是 “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在译介西方教育学

科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源自西方的教育学科必然与

中国教育实践之间产生某种摩擦或张力，因此，如何克服它们，

使教育学科贴近中国教育实践，并裨益于中国教育实践，自然成

为许多中国教育学者百年的学术追求。这是一种特殊的 “中国意

识”，也是一种普遍的 “本土意识”。正是在这种意识下，他们感

到，“教育学有共同之原理，亦有本国之国粹”，因而不能简单地

移植或照搬外来的教育理论，而必须对这些 “舶来品”保持一种

“警觉”。

这种 “中国意识”，也许是一种 “本能”，伴随着各门教育学

科在中国的 成 长。当 年，吴 俊 升 曾 提 出 “中 国 教 育 需 要 一 种 哲

学”①；雷通群曾倡导 “使教育社会学成为中国化”②。萧孝嵘也

曾说：“我国人的心理背景与他国人的心理 背 景 自 有 一 些 差 别，

故在有些事件中，不能根据国外之研究结果推知本国的情形。本

书为顾及此种特殊背景起见，尽量采用我国的研究资料。在某些

问题上，如无本国的资料，或有之而在某些方面尚有问题，则采

用国外的资料。”③ 罗廷光曾同样认为，“不可把外国教育行政书

籍直接拿来应用———况真正精心结撰之作仍不多觏。我们要做开

①

②

③

吴俊升：《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载《大公报》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５日。

雷通群：《教育社会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３年版，“例言”第１页。

萧孝嵘：《教育心理学》，正中书局１９４４年版，“编辑大意”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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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的工作，要本远到的目光，渊邃的见解，认清本国教育行政的

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和专门的智能以为解答；更当就教育行政

之 ‘学’与 ‘术’本身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求树立本门学术之深

厚的基础”①。……这些学者都注意 到，西 方 的 教 育 理 论 植 根 于

西方的教育土壤，况且它们也不是不证自明的、完满无缺的，因

而不能简单地移诸中土，相反我们必须立足中国教育情势，对它

们进行必要的改造。

“改造”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似乎就涌

现了诸如下列的方式：

一是 “删削”式。例如，１９０５年 湖 北 师 范 生 编 译 波 多 野 贞

之助讲义的 “例言”中说：“是编是由日本波多野先生折衷中西

诸学说，综论教育之原理，以国民教育、道德教育为宗旨，不偏

重个人教育，亦不偏重社会教育。兼按中国情势立言，一切奇袤

险怪之谈，概从删削。”②

二是 “添加”式。例 如，余 家 菊 等 在 《中 国 教 育 辞 典》的

“凡例”中就说：“本书力求成一册 ‘中国的’教育辞典，而不愿

成为一纯粹抄译之作，故于本国固有之教育学说、教育史实、教

育名家，乃至于教育有密切关系之各项事例，莫不留意搜采。”③

三是 “参合”式。例 如，１９１４年 张 子 和 在 《大 教 育 学》的

“自叙”中说：“但其原本，实草创自日本教习松本、松浦二氏之

手。余为中国产，思欲讨论修饰，以适合于中国教育界之理想、

实际，遂不惮搜集近今东西人之名著，参合而折衷之，思想之崭

①

②

③

罗廷光：《教育行政》（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３年版，“自序”第１页。

金林祥主编：《２０世纪中国教育 学 科 的 发 展 与 反 思》，上 海 教 育 出

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０～６１页。

余家菊等编：《中国教育辞典》，中华书局１９２８年版，“凡例”第１

～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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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料之弘富，盖皆 馀 事 也。”① 这 已 不 是 简 单 地 “堆 砌”外

来教育理论，而 是 体 现 中 国 教 育 学 者 本 人 的 理 论 选 择 和 综 合 素

养。这种选择和综合，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教育学者的创新

精神。

四是 “改易”式。例 如，赵 演 改 译 查 浦 曼 （ＪＣＣｈａｐｍａｎ）

和康次 （ＧＳＣｏｕｎｔｓ）的 《教育原理》的译者序中就说：“但因

鉴于该书例证，全系采自美国，且处处就美国情况立论，姑译者

采取改译的办法。一切外国材料不能适用者，尽行删除，易以中

国材料。且设法就中国情况立论，使读者觉得书中所讨论的，即

是中国的 教 育 原 理。”② 理 论 是 外 来 的，材 料 是 中 国 的，这 种

“大手脚”似易损原著的整体风貌。

五是 “融化”式。例如，朱兆萃在 《教育学》的 “例言”中

说：“本书对于国人所创设的教育主张、教学方法，作者加以搜

罗，融化在系统中，努力于国化，以期渐成为自己的制造品，而

非舶来品。”③ 这种方法提升了境界，通过融入国人自己的研究，

实现对外来教育理论的渐进式改造。

诸如此类，如此等等。这折射出中国教育学人谋求教育学科

“中国化”的良苦用心。这种 “用心”，最初指向 “日本化”，而

后指向 “美国化”。时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它又与 “苏化”的现

实联系在一起，而 “苏化”又意味着切断已往、抵制西方。正当

１９５７年，针对苏联教育 学 科 中 存 在 的 僵 化、教 条 化 倾 向，曹 孚

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 “一向把历代的教育学方面的文化

①

②

③

张子和编纂：《大教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４年版，“自叙”第２页。

查浦曼、康 次 著，赵 演 改 译： 《教 育 原 理》，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３５年

版，第１７页。

朱兆萃：《教育学》，世界书局１９３２年版，“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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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作为自己的科学源泉之一”，“可以而且应该从过去的教育

学与教育思想中吸取与继承一些东西”。而且，“教育，作为一种

上层建筑，在一经形成之后，有它相对的独立性，教育思想与教

育学术的发展有它自己独特的资料与规 律。”① 割 断 现 实 与 历 史

的联系，漠视新与旧之间的传承关系，不可能有中国教育学科的

发展。但是，在努力探寻 “教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一些学人

一方面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指导，以

中国教育实践为出发点，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的

社会主义教育学；另一方面却又把苏联的教育学当作是马克思主

义教育学、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化身。由此使 “教育学中国化”简

化为苏联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当年，瞿葆奎也就犯过

这种错误的 “代数学”。“中国化”的道路艰辛而又曲折！初步整

理的 “中国化”思路，在 “左”的思潮下 “夭折”了———在西方

教育学是 “资本主义”的、苏联教育学成为 “修正主义”的情况

下，中国教育学科必然闭关锁国，必然陷入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 “政策汇编”和 “工作手册”的窘迫之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阶级性突现、学科性失踪的 “异化现象”！

我们认为，１９６１年周扬 在 高 校 文 科 教 材 编 选 会 议 上 提 出 的

这点意见是正确的：“要编出一本好的教材首先要总结自己的经

验，整理自己的遗产，同时要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

只有这样，才能编出具有科学水平的教材，才是中国的教育学、

中国的文艺学。”这是一个中外与古今的问题。所谓只有中没有

外，就没有全面观点；只有今没有古，就没有历史观点。在这种

① 曹孚：《教育学研究 中 的 若 干 问 题》，载 瞿 葆 奎、马 骥 雄、雷 尧 珠

编：《曹孚教育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１３、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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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指导下，以刘佛年主编的 《教育学》① 为代表的教材②，试

图谨慎地矫正一些教育学科在 “教育大革命”中所发生的偏离，

但仍留有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些时代痕迹。好景难长，还没

有来得及出版，“文革”浩劫降临，再次剥夺了中国教育学科生

存的空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曾经是中国教育学科 “自主”走

过的一段短暂历程，但曾几何时，一下子又成为 “文革”对所谓

封、资、修大批判、大斗争的对象。

综合上述，似乎可以说，那种 “痛快地”认为我国教育学科

是 “先抄日本”、“继袭美国”、“再搬苏联”的说法是一种比较简

单化了的认识的声音。“中国化”是先后中国教育学者矢志不移

的学科情怀。当然，做 得 有 高 下 之 分，优 劣 之 别。改 革 开 放 以

后，这一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并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形成了

一股讨论的热潮③，提出了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

学”的使命。这场讨论大体沿两个方向展开：一是 “个性为主”

①

②

③

刘佛年主 编 的 《教 育 学 （讨 论 稿）》，为 了 教 学 试 用 和 征 求 意 见，

曾于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先后内部印刷４次。“文革”后，应华东师范大 学 校 内

教学急需，１９７８年第５次 印 刷。后 应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的 要 求，稍 加 修 改，

于１９７９年正式 出 版。１９８１年，主 动 函 请 停 印。其 后，涌 现 了 一 些 适 应 新

形势的教育学，如华中师范大学等五院校合编的 《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

社，１９８０，１９８２；王 道 俊、王 汉 澜 主 编 《教 育 学 （新 编 本）》，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南京师范大 学 教 育 系 编 的 《教 育 学》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８０，

１９８４），等等。

在教育史方面，中国教育史用 “编”，有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

等的 《中国古代教育史》、陈景磐的 《中 国 近 代 教 育 史》、陈 元 晖 的 《中 国

现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用 “借”，有曹孚根据麦丁斯基的 《世界教育史》

和康斯坦丁诺夫等著的 《教育史》，编纂 了 一 部 《外 国 教 育 史》。在 教 育 心

理学方面，有潘菽主编的 《教育心理学》。等等。

瞿葆奎主编，郑 金 洲 副 主 编： 《教 育 基 本 理 论 之 研 究 （１９７８～
１９９５）》，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６４～９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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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化，即充分重视本国的教育实践，注重中国教育规律的探

索；二是 “共 性 为 主”的 中 国 化，即 在 探 寻 中 国 教 育 规 律 的 同

时，探索普遍的教育规律。随着全 球 化 时 代 的 到 来， “本 土 化”

又成了从空间上关涉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关键词。与 “中国化”

相比，“本土化”的应用范围不限于中国，可以是全球化进程中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因此，“教育学中国化”可以看作是中国

语境下的 “教育学本土化”，或者说 “教育学本土化”在中国的

具体体现。

然而，“教育学中国化”、“教育学本土化”这两个概念在不

同程度上 带 有 所 谓 “殖 民”的 色 彩，甚 至 残 留 着 “西 方 中 心 主

义”的痕迹，因为它们的前提仍然是外来的 （更确切地说，是西

方的），是生长于异域的教育理论；它们的逻辑仍然是结合本地

的教育实际，筛 选、改 造 和 应 用 外 来 的 教 育 理 论。在 这 一 过 程

中，外来的教育理论可能在与本土的教育实践结合的过程中，生

发新的冲突，引出新的问题，重构新的理论，但总体来说，这种

模式难以催生出体现中国 “原创”的 “本土理论”。事实上，从

中国教育问题出发，建立 “中国的教育学”，一直是２０世纪中国

教育学人的憧憬。例如，早在１９３２年，就有学者提出，“外观世

界大势，内审国内需要；研究本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找出教育与

本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并认识儿童本性及其学习过程。

综合种种，而创设中国教育的基本理论，而确立中国教育理论的

体系”①。１９５５年，有人提出要 “创 建 和 发 展 新 中 国 教 育 学”②。

①

②

罗廷光：《什么是中 国 教 育 目 前 最 需 要 的》，载 《时 代 公 论》１９３２
年第８号。

程谪凡：《对教育学教学大纲的意见》，载 《光明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１
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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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年的呼声尤为强烈，如有论者要求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教育学”①，有人 提 出 “本 土 生 长”的 概 念②，有 人 重 提 “中

国教育学”的设想③，等等。这都是期盼建立真正属于中国自己

的 “原创”教育理论，为世界教育理论贡献自己的智慧，有如陈

元晖厚重的豪迈气概：“真正摆脱 ‘进口教育学’而有 ‘出口教

育学’，让外国人来翻译我们的 著 作。”④ 建 构 本 土 的 教 育 理 论，

是全球化时代赋予中国教育学者的神圣使命，学者们不懈地奔走

呼号，为此殚精竭虑。然而，这种本土的理论建构，概而言之，

就要 “统新故而视其通”———立足于今，融会古今；“苞中外而

计其全”———立足于中，兼采中外。是耶非耶？

三

前述以教育活动这一实践形态为对象的教育学科，又可以说

不外 “教育哲学”和 “教育科学”两类。“在教育学———其中只

有一部分的事实和原则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发现，另一部分

却非有综合的理解不可———这种从全体上来衡量的态度，是求得

①

②

③

④

例如，鲁洁： 《建 设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社 会 主 义 教 育 学 管 窥》，载

《教育评论》１９８８年第１期；刘黔敏：《建设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挑战与应

答》，载 《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４年第１１期；等等。

项贤明：《教育：全球化、本土化与本土生长———从比较教育学的

角度观照》，载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叶澜：《中国教育学 发 展 世 纪 问 题 的 审 视》，载 《教 育 研 究》２００４
年第７期。

陈元晖：《中国教育学史遗稿》（北京师范大学 教 授 文 库·陈 元 晖

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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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所必需的。”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 育 学 乃 是 教 育 科 学 与 教

育哲学的结合体，因而也是众多教育学科分支的整合体。这些分

支学科是从总体的教育学分化而来，仅从某一方面揭示教育的本

质属性，而要形成有关教育的整体认识，又有赖于总体的教育学

加以整合，以跨越学科间的壁垒，寻求以 “教育”为基质的统一

性。这大概就是分化与整合的辩证法。但是，有不少学者好像没

有看到那些分化出来的教育学科分支背后的这种统一性，要么认

为分化是对总体的教育学的消解，要么认为这些分支不过是其他

学科的知识应用，教育学并没有对它们的建构做出特有的贡献，

从而怀疑教育学的学科价值。面对这些 “非难”，从本源上重提

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也许有其必要性。

自哲学中 “脱胎”以来，教育学似乎总是难逃与其他学科的

“纠缠”。从伦理学、心理学，到社会学、生理学，以至与人有关

的学科，似乎都可以成为教育学的 “理论基础”。在历史上，例

如，尼 迈 尔 （ＡＨＮｉｅｍｅｙｅｒ）就 认 为 伦 理 学、人 类 学、心 理

学、生理学是教育学的 “基础学科”；拉伊 （ＷＬａｙ）称这些学

科为教育学的 “辅助学科”；赫斯特 （ＰＨｉｒｓｔ）则将它们视为对

教育学 “有贡献的学科”。这种学科的 “介入”或 “引入”，是否

威胁到教育学 存 在 的 合 法 性？在２０世 纪 的 百 年 中，粗 查 历 史，

这个问题至少曾两度唤起中国教育学者的兴趣。

一次是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等人

持否定的意见，认为教育可以借助其他学科、专设相应的机构来

① 孟宪承：《教育哲学引论》，载周谷平等编：《孟宪承教育论著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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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但没有另辟独立学科的必要①。多数学者，如常道直、艾

伟、姜琦、陈友松等，则坚信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仅

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承认这种独立性，并不意味着教育学

不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撑。相反，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教育学

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不同，自身并没有一套已经证实的基本

概念。“教育学不过借用了自然科学的假设和方法，应用了生理

学、心理学、社会学里面已经树立的基本概念。有如医学应用了

生理学、内分泌学的概念以建造身体；工程学应用了力学、数学

的概念以建造机器，教育学应用了生理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

的概念以建造人格。”② 既然医学、工 程 学 之 类 的 学 科 可 以 屹 立

于学科之林，教育学岂非一门独立的学问？！因此，关键的问题，

不是教育学是否需要其他学科的资源，而是教育学如何对待其他

学科的知识。然而，这一时期的学者没有或没有来得及合理地明

晰阐明这一点。

另一次是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来。随 着 学 科 间 相 互 渗 透 的 加

强，不仅从事其他学科的学者所谓 “越界”讨论教育的问题，而

且以教育 学 为 志 业 的 学 者 大 都 “主 动”地 向 其 他 学 科 “伸 手”，

找寻于教育知识建构有用的概念与命题、理论与方法。随着其他

学科的发展，教育学相应地获得了更加丰富、更加坚实的学科基

础，似乎也表现出对其他学科越来越深的知识 “依赖”。面对这

种情况，有学者忧虑，教育学在缺乏主体意识的情况下，所谓盲

目 “占领”其他学科的材料，结果可能反被其他学科所占领，以

①

②

程其保等编：《中国教育 问 题 总 检 讨》，载 《教 育 通 讯》１９４８年 复

刊第５卷第４期。

陈选善：《三十年来教育 中 之 科 学 方 法》，载 《教 育 杂 志》１９３５年

第２５卷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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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沦为 “别的学科领地”；也有人怀疑，在学科独立性方面先天

不足的教育学，恐难抵抗其他学科的 “入侵”，从而在知识的大

分化中走向 “终结”①；还有人呼吁应对其他学科的 应 用 保 持 高

度警惕，避免陷入 “非学科性”的境地之中，从而主张多方寻求

教育学独 有 的 学 科 立 场 和 认 知 方 式。与 这 种 被 动 的 “守 势”相

比，不少学者采取一种积极的 “攻势”策略。他们认为，多学科

的介入是教 育 研 究 的 规 律，因 此，担 心 教 育 学 的 领 地 遭 到 “入

侵”、“占领”或 “蚕食”，而对其他学科采取一种消极的抵制态

度，是枉费功劳的，而且是有害的；重要的是，利用教育学的整

合优势，秉持一种自由而开放的态度，“以我为主”地吸纳其他

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或接受这些学科的知识 “滋养”。但也有论

者断言，这种多学科的渗透会使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变得越来越模

糊，教育 学 从 而 成 为 “一 个 边 界 不 断 扩 大 的 专 门 化 的 研 究 领

域”②，这似仍是对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的存疑。

不加检视地 “应用”或 “移植”其他学科的成果，或者，对

其他学科采取 “拒斥”或 “防范”的态度，这两种想法与做法都

有失偏颇。前者奉行的是 “拿来主义”，有使教育学沦为其他学

科 “领地”的危险；后者无异于 “废食主义”，漠视了其他学科

对教育学的贡献。那么，如何在兼蓄其他学科知识的同时，保持

教育学的学 科 独 立 性？我 们 今 天 的 认 识 是，实 现 这 种 统 一 性 的

“阿基米德点”，就是教育实践本身。虽然其他学科可以讨论教育

①

②

吴钢：《论教育学的 终 结》，载 《教 育 研 究》１９９５年 第７期。回 应

这种观点，有如郑金洲：《教育学终结了吗？———与吴钢的对话》，载 《教

育研究》１９９６年 第３期；周 浩 波： 《论 教 育 学 的 命 运》，载 《教 育 研 究》

１９９７年第２期等。

劳凯声：《中国教育学研 究 的 问 题 转 向》，载 《教 育 研 究》２００４年

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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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但这并不能替代教育学本身的讨论。因为 “每一门学科，

即使在它关注教育实践时，也都有它自己的概念，并用这些概念

提出它自己的独特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可以说具有哲学

的、心理学的或历史学的性质，而不是实践性的。”而且，“每门

学科都从复杂的实践中进行适合于它自身有限的抽象。这类学科

不探讨任何种类的共同的问题，每门学科的成果都不足以恰当地

制定出教育实践的原则。”① 对于教 育 实 践 而 言，来 自 其 他 学 科

的知识都不是确定不移的，而是未定的、不完全的；它们能否成

为教育学的知识，还必须在教育实践中接受检验。惟有在教育实

践中得到验证或辩护的知识才是 “教育的”，才是 “实践的”。这

便是教育学的特有立场，即一种基于教育实践的 “综合”立场。

在这种立场下，教 育 学 不 再 将 其 他 学 科 的 知 识 看 作 是 不 证 自 明

的，或看作是依赖的对象，相反却可以理直气壮地从教育实践的

角度对这些学科的知识提出质疑，做出修正，进行综合。如果离

开了教育实践这个 “根本”，教育学就会在其他学科的冲击下成

为 “萍踪浪影”了。由此显示出，作为一门专事教育实践的教育

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

四

关于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不能局限于知识领域，还需要与社

会现实保 持 适 当 的 距 离。这 种 距 离 是 学 科 从 “依 附”走 向 “独

立”的前提。更直接地说，教育学科不能简单地、完全地附和社

会现实的需 要，不 能 仅 仅 一 味 地 为 社 会 现 实 提 供 辩 护，而 要 从

① 赫斯特著，沈剑平译：《教育理论》，载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

·教育与教育学》，第４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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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或 “学术独立”的角度，坚持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批

判。这种批判是一切社会学科良性发展的条件。

在２０世纪，中 国 教 育 学 科 有 许 多 的 进 展，但 也 有 过 曲 折，

有过停滞，有过中断。造成这种曲折、停滞、中断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其中之一也许就是，缺乏学术上的自由氛围和独立精神。

妨碍这种自由和独立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干预和控制。

例如，辛亥以后颁布的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凡民

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

课，并避讳、抬头字样，应由各该书局自行修改，呈送样本于本

部，及本省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如学校教员遇有教科书中不

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亦可指出，呈请民政司或教育会通

知该局改正。”随后，“三民主义”、“党化”教育，“国家主义”，

以至 “新生活 运 动”，等 等 带 有 强 烈 意 识 形 态 控 制 的 “官 方 哲

学”，通过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的颁布以及教科书的审定制度，渗

透进了某些 教 育 学 科 教 材 或 著 作 中。例 如，汪 懋 祖 在 其 编 著 的

《教育学》（正中书局，１９４２）中明言：“本书根据国父三民主义、

孙文学说及总裁之言论训词，上承孔孟，拟组成新儒家的教育思

想。”又，“参采陈立夫 《唯生论》阐明人生之意义与人本教育。”

该书虽然也吸取了杜威等人的学说，但全书的基调是附庸和逢迎

于意识形态控制的①。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要务也是根据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精神，改造旧时的教育学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

① 又如，范锜著的 《三民主义教 育 原 理》 （民 智 书 局，１９２９），张 九

如编的 《三民主义教育学》（商 务，１９２９），潘 廉 方 编 著 的 《三 民 主 义 教 育

概论》（国 民 图 书 出 版 社，１９４６）等，都 是 带 有 明 显 的 意 识 形 态 的 教 育 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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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教育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甚至是教育学科

知识的 “惟一”理论来源。而且，这一时期鲜有学科性的专著，

多是教材的编撰，而教材通常是以行政性的教学大纲或计划为依

据的，易于成为意识形态的 “传声”或 “应声”。甚至有学者感

喟，当年的 “教育学者非科学也，描述记录之学也，追风媚势之

学也”①。“教育大革命”以至 “文化大革命”，教育学科一度沦

落为 “政策”编纂学，一度异化为 “语录”诠释学。在 “教育要

革命”的号召下，教育学科也成为阶级斗争的 “革命哲学”的领

地，“革命性”地成为重述 “最高指示”的 “语录学”。这是中国

教育学史上近乎荒诞却又是真实的故事。这是政治的逻辑向教育

学科领域无限 膨 胀 的 结 果。这 就 使 中 国 教 育 学 科 丧 失 了 前 途 和

生命。

在社会政制更替之初，意识形态的干预和控制是稳固新生政

权的一般要求，但这并不等于说，政治的逻辑就可以取代学术的

逻辑。没有学术上不断的自由争论，就没有学科上的持续发展。

诚然，教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必须直面当

时的教育现实，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教 育 学 科 没 有 自 己 的 相 对 独 立

性，没有超越和批判教育现实的可能性。恰恰是这种独立性，构

成它助益于教育现实的 “资本”。能否确保这种独立性，关键仍

然在于研究者是否坚持了自由和独立的批判立场。倘若研究者对

社会现实只 是 “附 会”，不 仅 社 会 现 实 和 教 育 现 实 的 改 进 无 望，

而且教育学科地位的保持和提升也是泡影。早在１９３３年，赵廷

为就敏锐地看到研究者的 “太不争气”：一是 “一味学时髦”，二

是 “太会适应环 境”，三 是 “不 肯 下 苦 功 夫”，四 是 “兴 味 太 狭

隘”。前两点所显示的正是教育学者的 “独立性”问题，后两点

① 王道俊：《在困惑中探索》，载 《教育研究与实验》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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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是研究者的 “主动性”问题。他说：“凡是研究教育的人

们应该有一种专业的兴味和信仰，可是我国所谓教育家也者，有

不少人受社会所同化，正与不学教育的人们一样党同伐异，一样

的抢地盘和利 用 学 生，一 样 的 不 惜 把 教 育 根 本 摧 毁”①。总 之，

研究者必须有专业的精神，必须保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谋求教育学科的独立性，不仅意味着从中国原发的教育问题

出发，形成具有 “原创”品质的本土教育理论，意味着从教育实

践本身出发，整合相关学科的知识资源，建构内在于自身的一定

概念、命题和 理 论，而 且 要 求 教 育 学 者 “独 立 于 各 种 世 俗 的 权

力”，克服浮躁学风，抵制 “泡沫”学术，鄙弃剽窃行径，认真

思考外来概念、命题或理论之于教育学科体系的妥适性。布迪厄

（ＰＢｏｕｒｄｉｅｕ）说：“社会科学只有拒绝迎合社会让它充当合法化

或社会操纵工具的要 求，才 能 构 成 自 身。”② 更 进 一 步 说，教 育

学者应该具有探寻未知、追求真理的 “求真”精神，怀疑权威、

自主探索的 “自 由”精 神，超 越 现 实、破 除 迷 信 的 “批 判”精

神③；应该在推进学科或教材建设方面，切实转变教育观念和思

维方式，“只有超越传统教育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束缚，立足新的

基点，把握新的尺度，进入新的境界，才能审视新现实，发现新

问题，提出新见解，才能重新诠释、探讨、改造原有的概念、范

①

②

③

轶尘：《教育的学问 为 什 么 给 人 家 瞧 不 起》，载 《东 方 杂 志》１９３３
年第３０卷第２号。

Ｐ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ＥｓｓａｙｓＴｏｗａｒｄａ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Ｓｏｃｉｏｌ
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ｐ２７～２８转 引 自 邓 正 来： 《关 于

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第７页。

文雪、刘剑玲：《教育 学 在 什 么 意 义 上 不 是 科 学》，载 《教 育 理 论

与实践》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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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命题、逻辑，取得突破 性 的 进 展。”① 这 也 许 是 一 条 真 正 的

追求创新之路。

五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学科是在异域理论的 “驱动”下，在其

他学科的 “挤压”下，在意识形态的 “控制”中艰难行进的。挣

脱依附的生存处境，谋求自主的发展空间，是支撑它们前进的不

竭动力。然而，担负中国教育学科建设使命的，无疑是中国教育

学人；凝聚中国教育学人睿智思想的，无疑是他们的呕心之作。

筹划这套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的目的，也正在于通过

与那些有质量、有影响的教育著作进行 创 造 性 的 对 话，感 悟２０

世纪中国教育学人的学术智慧；在于探寻中国教育学科的历史足

迹，彰明这些学科在新世纪发展的路向参酌。

为了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多少代学者在既往的２０世纪上

下求索，走过了百年 艰 辛 的 道 路。然 而，毕 竟 “芳 林 新 叶 催 旧

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仰视未来，后来者居上又是教育学科发

展史的客观法则。

《代序》乃刍言。该 说 的 或 又 未 说；而 说 的 或 又 未 说 清 楚，

甚或又说错了。伫候老、中、青教育学者批评。

瞿葆奎　郑金洲　程　亮

２００６年３月

① 王道俊：《在困惑中探索》，载 《教育研究与实验》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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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问题

第十一节　教师 （１７６）⋯⋯⋯⋯⋯⋯⋯⋯⋯⋯⋯⋯⋯⋯⋯⋯

教师在现阶段的责任———教师结社的必然 性、可 能

性等等———苏联教育劳动者联盟的组织和职能———问题

第十二节　学生 （１９０）⋯⋯⋯⋯⋯⋯⋯⋯⋯⋯⋯⋯⋯⋯⋯⋯

从政治的 立 场 上 论 学 生———中 国 最 近 学 生 生 活 状

况———学生的悲哀———学生运动的复兴———对学生运动

的错误见解与幻想———学生运动的任务与纲领———苏联

的学生组织———问题

第十三节　劳动阶级的教育运动 （２０２）⋯⋯⋯⋯⋯⋯⋯⋯⋯

劳动教育与劳动运动———支配阶级的劳动教育与劳

动阶级的独立劳动教育———英国劳动教育的分派———右

倾的：劳动者教育协会与拉斯金大学———左倾的：平民同

盟 与 劳 动 者 大 学———德 国 劳 动 阶 级 教 育 的 理 论 与 实

际———美国的劳动学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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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教育劳动者的国际组织 （２１６）⋯⋯⋯⋯⋯⋯⋯⋯

两种性质的教育国际：资产阶级的国际和平教育运

动与无产阶级的国际解放运动———教员团体的国际事务

局———教育者国际的成立———教育协会的世界联盟———

教育劳动者国际———英国教员劳动同盟———问题

第十五节　美国的教育 （２３６）⋯⋯⋯⋯⋯⋯⋯⋯⋯⋯⋯⋯⋯

特讲美国教育的理由———辛克莱研究美国教育的两

本书：“ＴｈｅＧｏｏｓｅｓｔｅｐ”与“ＴｈｅＧｏｓｌｉｎｇｓ”———哥 伦 比 亚

大学的财阀教育———哈佛大学的“自由主义”———加利福

尼亚大学的“武装教育”———普通教育的一般情况———全

国教育会的伟大作用———问题

第十六节　苏联的教育 （２６７）⋯⋯⋯⋯⋯⋯⋯⋯⋯⋯⋯⋯⋯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教育———教育的理论根据———教

育的组织概况———文化事业建设费———“十年间 的 文 化

发达”———苏联中央对于教育的决议———问题

参考书目 （２８９）⋯⋯⋯⋯⋯⋯⋯⋯⋯⋯⋯⋯⋯⋯⋯⋯⋯⋯⋯⋯⋯



书书书

绪　论

１　　　　

绪　论

本书的内容：１．教育的本质；２．教育的进化；３．

教育的概观———时下 “教育概论”内容之检讨———教育

是 “宣传”，是工具——— “新”字的意义———问题

根据我在 “序言”中所说的旨趣，我来开始写这本 《新教育

大纲》的 “绪论”。
这儿我所要说的，是本书内容的梗概以及所以选这些内容的

理由。
教育这两个字所 包 含 的 内 容，原 是 非 常 广 泛。举 最 显 的 例

子，则有教育原理、教育哲学、教育心理、教育史、教育行政、
课程研究等等；讲到专门，就令毕生单攻一种，也未见得定能彻

底。但若说到涉猎，那么一本教育概论就够网罗以尽了。
现在这本 《新教 育 大 纲》，要 说 它 的 性 质，既 不 是 教 育 学，

也不是教育史，更不是其他教育上的专著，却是所谓教育概论的

一类。
因之，本书的内容 大 致 要 分 为 以 下 三 项：第 一 是 教 育 的 本

质，主要在说 明 教 育 的 起 源、教 育 的 作 用 及 其 变 态、教 育 的 效

能，并纠正对于教育的几种曲解。使读者由此可以认识教育的真

面目，不致再受 “腐儒”和 “御用学者”的欺骗。第二是教育的

进化，历叙自原始共产社会以迄正在开始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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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意义的变迁，教育制度的更易之事实及其理由。使读者由此

可以明了教育是受他种根本要素的支配的。第三是教育的概观，
将和教育有关的几项社会现象———政治、经济等———说明它们中

间的关系，将在教育上占重要地位的教育者及被教育者，重新估

定他们的性质；将教育上的两大事业，就是劳动阶级的教育运动

及教育劳动者的国际组织，叙述它们的历史和现状。最后将美国

的教育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的实例，将苏联的教育当作社会

主义社会的教育的实例，援引事实来证明两种社会的两种教育的

根本差别。
正因为教育的内容复杂，门类繁多，我们既不能完全讲到，

自然只好就其中的重要者选择几端，加以解剖阐明。
但是为什么独选这几端呢？

这儿，我有正确的理由，不是随便乱选的。
现在让我先来检讨一下国内已经出版的教育概论或教育入门

一类的书。
它们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可以说大同小异；而且这所谓

异者仅仅是章节文句之异，而所谓同者却是根本立场之同。
它们就是这样的：先把教育二字的字义解释一下，引用 《说

文》的①、拉丁文的②乃至各家的③定义；其次讲些心理与教学、

课程与教材；其次讲些学校制度，讲些教育经费；再其次讲些教

育学说、教育研究。这样，就完了，就算是本教科书，要供给一

①

②

③

《说文》：“教，上 所 施 下 所 效 也；育，养 子 使 作 善 也。”段 注：育

不从子而从倒子者，正谓不善者可使作善也。

拉丁文Ｅｄｕｃａｒｅ，意为 “引出”。

从 “教育养成道德习惯使人信天……”、“世 界 上 各 物 皆 随 一 条 永

久律而生活……教育是在使人认识此 永 久 律”、“在 明 明 德，在 新 民，在 止

于至善”、“在使人学圣”起，到 “教 育 是 改 造 人 之 经 验，使 经 验 增 加 意 义

及具指导后继经验之能力”止，不 管 前 者 是 非 凡 的 笼 统 含 混，后 者 算 是 比

较开明；但这样的定义，都和字义的解 释 一 样，全 未 说 到 教 育 的 真 义。反

之，只有使读者得到模糊的观 念，而 终 于 为 支 配 阶 级 的 教 育 观 念 所 迷。所

以这种解释 “教育”的作用，类乎 （假 装 的）遮 眼 法，是 掩 饰 支 配 阶 级 的

阶级的偏见与私利的。———参看第一章第二节 《教育的本质及其变质》。



绪　论

３　　　　

般师范生及教育者去学习，去应用了。

然而对于教育意义的变迁，制度的变迁，其理由何在？其作

用何在？他们是不讲到的。有许多儿童受不到教育，有许多毕业

生做了游民，其理由何在？其解决法何在？他们是不讲到的。教

育与政治的关系如何？与经济的关系如何？他们没有说明。教育

这架机器被 贼 偷 了 去，当 作 鸦 片 来 毒 害 人，他 们 没 有 晓 得。反

之，他们要说教育如何神圣，如何清高，如何独立，如何公平，

如何科学化，如何民众化，乃至教育可以救国，教育可以解决民

生……一大堆的对教育歌功颂德的丽字美句。

这便是通行的做教科书或参考书用的教育书，这便是数万师

范生及 教 师 在 研 究 应 用 的 教 育 书，这 便 是 一 般 人 所 承 认 的 教

育书！

现在我这本 《新教育大纲》，就是要一反乎这样的 “陈词滥

调”，要大声警告读者：教育这架机器早被强盗偷去了；强盗为

了自己的利 益，不 为 了 受 教 育 者 的 利 益，在 占 有 着 它，运 用 着

它；强盗 “细心地而且故意地，不教你智慧而教你愚蠢，不教你

正义而教你贪欲，不教你自由而教你隶属，不教你友爱而教你憎

恶。”———引 用 辛 克 莱 （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① 在 《鹅 步》（Ｔｈｅ

Ｇｏｏｓｅｓｔｅｐ）的序言中语———教育只是一个工具，只 是 一 种 “宣

传”，只是一项副产物，只是一批卫士队；教育是商品化了；教

育是魔术，也是毒药。简单言之———用社会科学的术语———教育

是阶级的，是阶级斗争中的武器。从文明开始以来，只有阶级的

教育，没有人类的教育；只有对立的教育，没有统一的教育。

为什么我敢如此说？

① 〔特编注〕辛克莱 （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 国 小 说 家，社 会 改 革 试 验 的

倡导者。《鹅步》为其社会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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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理由。

正因为要说明这些理由，我才选择上述的几端，而把其他许

多在一般教育通论或教育入门书上所讲到的完全撇开不谈。无论

在第一部分讲教育的本质的，在第二部分讲教育的进化的，在第

三部分讲教育的概观的，都有着这样的说明。

又因为本书是要解剖并说明这些新的见地，新的事实的，所

以标题上就用得着加上一个 “新”字。———请读者注意：这不是

赶时髦的 “新”，这乃是说新义的 “新”。

问　题

１．试比较几家大书店所出的教育通论或教育入门一类的书的内容。假

若你能看到那些书的话，问问你自己：“它究竟告诉我些什么？”

２．我说 “教育是宣传”，这话是什么意思？请你批评。

３．我说 “教育这架机 器 被 贼 偷 了 去”，你 相 信 吗？谁 是 贼？他 是 怎 样

地偷去的？

４．你的教育学教师曾告诉你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没有？

５．如果你是师范毕业生，现在正做着教师，你不曾觉得你在学校听过

的那些 “教育原理”竟是毫无用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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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育的本质

第一节　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观念形态与现

实基础———教育的起源———科学与实用———教育的实用

性———教育学者的妙用———教育跟社会经济的变迁与变

迁的事实———教育和其他观念形态的关系———问题

我不引用 《说文》上或拉丁文语源上的字而解释，也不引用

教育名家的定义，我只直接了当地下如此的说明：就是，教育为

“观念形态①的劳动领域之一”（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ａ

ｂｏｕｒ），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

① 〔特编注〕观念形态，即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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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上层建筑或观念形态？这在本丛书①的另外几种书

籍上，我相信一 定 是 有 详 细 的 说 明 的。所 以 这 儿 不 妨 说 得 简 单

一点。

照唯物史观来说，社 会 的 经 济 构 造 是 现 实 的 基 础，而 法 制

上、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以及哲学上，简言之，就是观念上

的各种形态 （即所谓观念形态）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

筑。教育就是这 样 的 上 层 建 筑 之 一，也 就 是 这 样 的 观 念 形 态 之

一。上层建筑对下部基础的依存关系是这样！物质生活资料的生

产方法 （即经济构造）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 （即

上层构造）；“因为经济的基础发生变动，所以巨大的上层建筑全

体，也徐徐地或急速地发生变革。”②

这是新兴社会科学已经确定了的学说，我们可以拿来说明教

育在这一点上 的 性 质，实 为 我 们 最 先 所 应 放 在 心 头 的 一 个 根 本

概念。

至教育是 “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的解释，正可就教育

之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学校来考察。一般的学校，无论是高级、是

中等，还是小学，都是社会的劳动之领域，为赋予劳动力以特种

的资格的地方，就 是 使 单 纯 的 劳 动 力 转 变 到 特 殊 的 劳 动 力 的 地

方。有的人要在这儿学成一个医生，有的人要在这儿学成一个律

师，更有些人要在这儿学成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等。所以

养成技师的工业学校与养成僧侣的宗教学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

①

②

〔特编注〕本 丛 书，即 指 上 海 南 强 书 局 出 版 的 《新 兴 社 会 科 学 丛

书》， 《新 教 育 大 纲》是 其 中 之 一，其 他 还 有 《社 会 主 义 史》、 《观 念 形 态

论》、《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等。
〔特编注〕以上引文出自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今译

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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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大的差异，因为它们都是赋予人们以特殊的劳动力，完成多少

专门化的劳 动 机 能 之 场 所。从 而 学 校 的 构 造 与 学 校 的 分 科 （商

业、工业、师范、医学等等）都是对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熟练劳动

力之表现。

这一个教育的定义，就是根据唯物史观所下的。为使读者格

外明了起见，不妨再为引申。

这就该从教育的起源说起。

教育怎样起源的？是根据于什么人性吗？是根据于教育者的

意识吗？或是根据 于 什 么 天 命 吗？ 即 所 谓 “作 之 君，作 之 师”？

都不是的。教育的起源并不在于这样玄妙的处所。教育只是一件

“日用品”，是 与 社 会 的 生 活 过 程、物 质 的 生 产 关 系 有 密 接 联 系

的；而且是以这种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为基础，只要是现实的经

济关系变了，它是必然地跟着变的。若说教育是与现实的经济生

活无关系地单凭某个人头脑中的思索所得决定，从来就没这样一

回事。

浅言之，教育的发生就只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

要，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这所谓生活，一方面是

衣食住的充分获得，他方面是知识才能的自由发展。还有，这种

生活是集体的社会的，决不是孤立的个人的。所以教育的定义应

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是给予社会的劳动力以一种特殊

的资格的。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

的需要，不过人生的需要，随时随地有不同；教育的资料与方法

也跟着需要有变迁。这种变迁的根源，就存于社会的经济构造的

转易。故在原始社会是一种教育方式，在封建社会是一种教育方

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又是一种教育方式。———详细见第二章 “教

育的进化”。

说到教育起源由于实用这样的话，有人或许要视为轻视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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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甚至侮蔑了教育。其实大大地不然。一切科学，无论是自然

科学或是社会科学，没有一种是不由实用而产生，不跟着实用以

进步的。譬如号称 “纯粹思维之学”的数学，从表面上看来，似

乎和实用离开得很远，但在最初也是起源于实用的，那就是由于

计算东西这一种非常实际的需要而产生。又如天文学，是太古人

类为在广大的平原及沙漠中有定方位的必要，如在农业上有知气

候及年月日时的必要而产生的。自然这些学问，在人类的野蛮时

代，尚未形成为 严 格 意 味 的 学 问，当 初 不 过 有 点 科 学 的 萌 芽 罢

了，至其长成而成立为学问，乃是人类生活上多少有了余裕之后

才有的事。即在生产力逐渐进步，人类对于外物能有充分观察及

研究的余暇才可办到。所以科学这样东西，最初是当作生产力进

步的结果以发 生，其 后 直 接 地 或 间 接 地 伴 着 生 产 力 的 进 步 以 进

步。换言之，科学的内容是以该社会之技术的阶段即经济的阶段

为基础的。

这样，各种科学完全是由实用以生，伴着实用以进步。教育

这件事业，本是以传达各种科学的内容为职责，它之不能离开实

用，自是当然的事。

但或者也有人说：在学问的发达上，难道没有全离实用以进

行的时候吗？就是难道没有所谓 “为学问而学问”这样纯粹为满

足知识欲的学问，或把什么实利或应用全不放在眼中，而只以纯

粹的学问纯粹的知识相追求的吗？这话可分两层来解答。

第一，一切科学上的理论自然不一定是直接为实用的，个别

的理论不是全然有它的应用方面的。但是无论怎样纯粹的科学理

论，在间接方 面，一 定 是 充 分 有 实 用 的 意 义 的。一 切 的 科 学 知

识，就全体言，是社会的有用物。它的局部，虽不一定直接地有

用，但在把它视作全部科学知识这把锁链之一环时，就间接有用

了。人类社会的工具及机械，没有一件无用无益，同样，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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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学问，也决没有无用无益的。但何以间接有用，而不是

直接有用呢？这是由于这样起于实用的学问，到了后来因为逐渐

分化的结果，分成为非常专门的各种部类。在这种部类里面又细

细地分成若干小部，于是从事于一个专门部类的学者，除去自己

的专门之外，竟可连什么都不知道。他自身活动的整个范围和他

研究的范围适相一致，而在实际上应用他的研究的，却不是他自

己而是别的专门家。譬如化学这种学问，就有理论化学乃至应用

化学的分别。因此，专门家自己竟会设想自己的研究是和实用无

关的，殊不知实际上，他的研究结果，还是因为别的专门家的利

用或因为广泛的社会的利用，经过了某种径路而成为实际必要的

产物；而且他的研究本身，在实际上也须以这种实际的必要当作

究极的目的，而后才能成立。

第二，我们要知道等到学问成型的时候，凡从事学问———如

法制、宗教、艺术、哲学以及科学———的人都是属于社会的上层

阶级，就是属于支配阶级。因为不是这样，他们就没有余暇来从

事。因之，当他们研究以至说明这种学问的时候，必然地反映出

在社会阶级上的立场。他们自己承认对于实际从事劳动，实际维

持社会经济构成的人们 （古代的奴隶，中世的农奴，近代社会的

工人）完全享受不同的教养和禀赋。所以他们以为自己从事的事

业与从事劳动的人们的工作，完全在不同的轨道上发展。这儿我

们可举哲学上观念论的代表人物柏拉图①的见解为例。在他老先

生看来，只有真正的哲人才能认识一种所谓崇高的实在，职匠和

工人的子弟是不能达到这种精神锻炼的阶级的。所以他明白地主

张哲人政治，以为只有具有政治的、科学的、美学的、教养的家

① 〔特编注〕柏拉图 （Ｐｌａｔｏ，前４２７～前３４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

图学派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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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才能供给一种天才，在受过注意的训练之后，可以充任最高

的官吏。柏拉图的这种见解，后来跟了阶级社会的发达而益加展

开。就是，阶级社会愈加发达，这种观念上的事业愈加专门化而

愈落于社会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人之手。因此，连这种学问的本质

也愈加被视为和社会的基础构造、社会的实际必要相远离的相分

开的部类了。

教育为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显然是实用的，教育

的历次进展，也适于各时代社会的经济的需要 （虽不是全人类的

需要）。但自有了所谓教育学者讲什么教育哲学，说什么教育原

理之后，竟把本来人人能解的接近实际生活的教育，变成为了不

得的精深，了不得的高贵，仿佛唯有哲人才可从事似的。

这批属于上层阶级的教育理论家或教育哲学家，自以为具有

高深的理论，懂得玄妙的哲学，所以在他们所 “编制”的教育学

上的命意措词，必求其高深玄妙，凡平凡通俗的见解字样，都要

避去。他们先把为 “万物之灵”的人类从一般生物区别出来；再

把教育事实 限 制 在 学 校 门 墙 之 内，而 学 校 却 是 “重 地，闲 人 莫

入”的。其实照学校两字的拉丁语源①来说，它正是唯闲人才能

进去的场所。然后他们安坐在这一 “无风带”中，来吟味教育的

哲学，推敲教育的理论。更令人可佩的还热望把教育学 “化成”

科学，务必把他们所 “编制”的教育学的地位抬高。可是独独对

于有许多儿童进不得 “学校重地”，有许多穷人永远尝不到 “教

育妙味”，更有许 多 人 虽 已 领 得 毕 业 执 照②，被 送 往 劳 动 市 场，

然而找不到出路。像这一类遍地存在的事实，我们的教育学者是

①

②

〔特编注〕“学校”，希腊文为ｓｃｈｏｌａ，是 消 闲 的 意 思。ｓｃｈｏｌａ原 即

贵族阶级消闲的场所。拉丁文ｌｕｄｕ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ｕｓ，也是指游戏的场所。
〔特编注〕毕业执照即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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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全不关心，不，是可以全不看到的。

以上说明教育这种社会现象的实用性及其所以被视为远离实

用的由来。以下更要简单地就事实来证明教育之实用性及其跟社

会的经济的变迁以变迁的情形。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宗教异常发达的社会。因之中世纪

的学校都带有极浓重的宗教意味。宗教的学校自不待言，就是其

他大学生活及课业等等，也都有僧侣的色彩、神学的精神。除出

医学、法学等二三个分科大学以外，其他一切教育机关，不问其

为小学或是大学，莫不以僧侣的教养为第一目的。但到了中世纪

末叶，因为都市发达，跟着有商业资产阶级的发达，于是以养成

商人为目的的专门学校就建立起来。以后工业资本主义发达，相

应地就有工业专门学校发生，且为了大工业的发达，技师监督及

计划者的需要，更可看出各种的高级专门学校及大学增设起来。

这是由学校的内容的变迁，可以看出教育的性质。

再看自来担任教师的人物，最初或可说是母亲是酋长 （可绝

不是正式的严格意味的教师），以后是僧侣学者，再后来便是以

教育为职业的教员及官吏等等，这也是随着实际的需要来的。现

代国家之所以创办师范学校，对师范生特定优待办法，就是根于

国家独占教育事业及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之需要来的。

说到这儿，我们对于教育是什么这个问题，当可有个明白的

概念了。就是：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之一，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

域之一，是以社会的经济阶段①为基础的。

不过，在这 儿，可 以 顺 便 说 明 一 句，教 育 虽 是 和 法 制、宗

教、道德、艺术、哲学、科学等等同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但它有

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像别的精神生产各有各的内容，而是

① 〔特编注〕经济阶段，即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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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他的各项精神生产的内容为内容的。譬如学校里面的课程，

无论是科学，是哲学，是艺术，这种种学科的内容，没有不和当

代社会的一般科学的内容，一般哲学的内容，一般艺术的内容相

同的。换言之，学校科目所教授的样式、倾向等等，都是以当代

一般的样式倾向等等做根据。但要注意：这所谓一般，自是指着

一时代占支配的地位者而言，而 “支配一时代的思想终只是那时

代支配阶级的思想”①。因此，在新兴社会科 学 上 解 释 各 种 精 神

生产即上层建筑时，往往不列入教育一门，就为了教育只是一种

动作，是一种技巧，以讲究怎样实施 “支配思想”为务的。教育

之不成为独立，不仅为了在旨趣及实施上受制于经济及政治；也

为了在资料与方法上受制于其他各项精神生产的缘故。

问　题

１．什么叫做观念形态？

２．你对于教育原来是具有何种概念的？

３．你的教育学教师对教育所下的定义是些什么？

４．教育有实用性，为什么现在的教育竟无实用的效果呢？

５．教育的实用性和所谓实用主义教育或职业教育是不同的。你能说出

它们的不同处吗？

第二节　教育的本质及其变质

社会阶级的发生与教育意义的变迁 ———原始共产

时代的 教 育———私 有 财 产 与 教 育———国 家 制 度 与 教 育

① 〔特编注〕以上引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今译为：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 都 不 过 是 统 治 阶 级 的 思 想。”见 《马 克 思 恩

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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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的阶级性———阶级性教育之 五 大 特 征：１．学

问与劳动分家———分家是社会分成阶级的结果———御用

学者的分业论———文雅教育与职业教育，是现代教育的

分家现象———２．教育权跟着所有 权 走———教 育 成 为 有

产者的私有物———中国有多少人没有教育权——— “穷人

不得受教育”———贫富与脑力———３．专 为 支 配 阶 级 的

利益———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国民教育的两种

职务———高等教育的三种职务———４．两 重 教 育 的 对 立

———教育制度与教育行动———但原始社会的和阶级社会

的有不同———近代社会中两重教 育 权 的 对 抗———５．男

女教育的不平等———差别的开端———文明社会的女子观

———解决女子教育问题的前提———问题

教育的本质，已在 上 节 说 过，是 社 会 所 需 要 的 劳 动 之 一 领

域，是给予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换句通俗的话，教育便

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这样一种起于人类实际生

活需要的教育，并不是终古如斯的，它的意义和它的内容是常常

变的。

在原始社会，教育是全人类都得享受，也是都当享受的。到了社

会分成阶级，于是教育也带上阶级的色彩。在支配阶级方面，有俨然

的教育制度，有厘然的教育规则，有专供本阶级适用的教育材料，至

于被支配阶 级，不 是 全 被 摈 在 这 种 教 育 制 度 之 外，便 被 施 以 欺 瞒 的

教育。

因为这个缘故，自社会有了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以来，在教育上就

也不断地发生对立和斗争。在真正教育史上教育意义的历次变迁，便

是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历史变动期中所表现的形态，便也成为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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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个部门，一个阶级。———引用友人公朴君语①。

这个转变的关头是在社会的分成阶级。在社会未有阶级即在

原始共产社会时代，教育是全人类的，也是统一的；等社会分成

阶级，即在所谓文明时代，教育就变成阶级的，且是对立的。

阶级的和对立的教育，是人类有文明期历史以来的教育的特

质。这在教育的本质上言，却是变质。

试就历史来检讨教育意义变迁的大概。

人类的过去，约 有 十 之 九 的 大 部 分 是 可 称 为 氏 族 制 度 之 时

代。假定人类的全历史为五万年，那么怕有四万五千年是属于这

个时代，即原始共产生活时代。在氏族制度的社会，生产以社会

之必要为目标，消费以满足各人之需要为原则。即生产不以买卖

赚钱为目的，消费以人人满足为理想。换言之，就是大家劳动，

大家消费。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而有不劳而获与劳而还饿的两

种人并存的事实，在这个氏族制度时代的人看来，简直是绝对不

可理解的谜。说他们的子孙要为这个谜而遍尝苦痛，甚至走投无

路，是连梦想都不会有的。这种共劳共乐的社会之道德，是怎样

地与今日的社会之道德有别，自然不难想象。

至于他们的教育，无待言，自不外于所谓 “种族保存”之生

物学的目的，即是适应实际生活需要的目的。在氏族制度时代，

除由这一代向下一代传授社会的遗产之外，别无何种意味。即除

“种族保存”（“个体保存”包括在内）之目的以外，更无他种教

育目的。当代的人一面利用由前代所传下的精神的及特质的之遗

产，一面更加上新的经验与发明，以传授给后一代。所以这不是

① 〔特编注〕引自叶公朴的 《现代新教育的特征———病征》一文。该

文载 《教育杂志》第２０卷第８号 （１９２８年８月）。叶公朴为杨贤江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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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的事情；这又不是支配的事情，而是平等

的事情。

然自人类社会中有私有财产发生并且逐渐发达之后，于是人

类全体之生活，遂现出根本的差异。

因为私有制既经发生而且发达，势必有拥护这个私有财产之

道德跟着发生发达。从来除单纯的生物学目的以外不另有目的的

教育，一到这儿，也便将拥护私有财产之新道德加入，要把这传

授给后代，叫他们负担这一项新的任务。至于这种新道德是否与

人类全体之幸福或利益相一致，是与教育不相关的。由是为教育

本来任务的 “种族保存”，即全社会的生产需要，就渐次丧失其

意义。

在氏族制度社会，各人在才能上虽有差异，但在生存上之权

利是平等的。自 私 有 财 产 发 生 以 后，遂 生 出 各 人 私 有 财 产 之 差

别。私有多者与私有少者，在生存上的权利也不相平等。一方是

“朱门酒肉臭”，他方是 “路有冻死人”①。这样所有 少 者 或 全 然

没有者，不得不屈服于所有多者。后者就握有前者的 “生杀予夺

之权”。在这种社会中，适于所有多者之道德逐渐发达，教育就

成为向下代传授这种新道德的工具。

私有财产之差异终于破坏了和平的原始社会之组织，即单一

平等的社会由是分裂成富者与贫者。这一分裂引起了从来的 “秩

序”之破坏，因此发生了不断的扰攘。支配阶级即握有经济上支

配权的阶级，为要在表面上掩饰这一扰攘，缓和贫富间的冲突，

以便财产得有合法的保障，自有造成新的 “秩序”之必要，国家

制度就由此建立起来。

说句比喻，国家是建立在原始共产社会之废墟上的回旋舞台。

① 〔特编注〕杜甫原句为 “路有冻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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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旋舞台是不过在四千多年前才造成的，到了今日却已有几

度的回旋 了。但 在 任 何 个 舞 台 面 上，台 柱 子 终 是 “所 有 多 者”，

“跑龙套”终是 “所有少者”及 “无所有者”。而所谓 “教育”这

条鞭，终被握在台柱子手里，以之驱策指挥 “跑龙套”用的。

试看西洋史。古代：舞台面为希腊及罗马之时代，台柱子是

贵族，“跑龙套”是奴隶。这一时代的教育，在确证并赞美为台

柱子的贵族之优越与使做 “跑龙套”的奴隶感到自己的卑微与暴

弃。贵族们相信自己来得特别高贵，视奴隶为非相同的人类。他

们榨取奴隶的劳动以筑成自己豪奢的生活。而教育的任务便在使

这件事实为合法化。

中世：舞台回 转 而 至 中 世 纪，台 柱 子 是 封 建 诸 侯 与 僧 侣，

“跑龙套”则为农奴。诸侯与僧侣高居农奴之上，教育任务在使

农奴永不醒目，过土拨鼠的生活。基督教利用上帝的名义说善良

的土拨鼠死后可升天国。

近代：舞台更回转而至近代，这里资本家做了台柱子，工农

及贫民成为 “跑龙套”。在这个舞台上，自然一切的背景、服式

乃至说白等等，全为台柱子而设置。所谓教育者自也不外使台柱

子的表演愈加有声有色而已。

故若注意在人类进化历程上的教育之历史，可知最初教育的

起源实为帮助生活，其作用只是一种用以维持生活之手段。但因

历史的进展，教育意义乃大有变迁。这个变迁的大概可说如下：

第一，在氏族制度时代之教育，是为种族之维持发展，由一

代向次代传下特质①的及精神的之社会的遗产，完全是生物学的

目的。

第二，当私有财产制勃兴时代，社会分裂，从而教育于生物

① 〔特编注〕疑为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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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目的之外，加上当作支配工具的目的。

第三，当私有财产制已经发达之后，教育之目的遂变为忽视

第一义而重视第二义。

从希腊、罗马开始的教育史，已经是变质了的教育之历史。

这种教育一直到如今还未告终。故一般教育学者之不信教育目的

在乎 “保持种族”，在乎适应实际生活需要，而必致装成其他冠

冕堂皇的门面，使一般人迷信教育事业为神圣为高贵，也正不失

为 “御用学者”的本色。

教育的阶级性本是显然的事实，但为使读者格外明了起见，

我可就一般学问的阶级性略加解说。

一切学问全由社会的实际要求而生，已如前述。等到社会中

有了阶级，一个社会分成了几个阶级，于是可以叫做单纯的社会

要求者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乃为某一阶级的要求。自是而

后，学问这样东西终是由于这种阶级的要求以发生，以发达的。

从而无论何种学问，必然地带有多少阶级的性质，阶级的色彩。

虽或有人要说科学是探求纯粹真理的，故可以没有这种阶级的性

质，但要知道科学既然不离实用，那么在阶级社会中，就决不能

有全离阶级的实用之事。这在社会科学上尤其已甚，如有产者经

济学与无产者经济学俨然对抗，可以为证。至在自然科学上，也

是有阶级的意义存在或潜伏着的，不过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

之不同罢了。

拿天文学为例。天文学初起的时候，确是为了社会全体的利

益。但后来原始生产社会渐渐变迁，有所谓族长制度这类私有的

（或半私有的）阶级制度渐渐发生，于是天文学由为了全社会的

利益的学问变而为少数人 （即族长阶级、治者阶级）的利益的学

问。就是天文学 （其他学问也复一样）的知识，成为僧侣神官等

所独占的秘密，以拥护治者阶级的利益与权势为主。如埃及及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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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伦的天文学，都多少具备宗教的 （及祭祀的）意义形态，就是

为此。到了希 腊 时 代，天 文 学 虽 离 开 僧 侣 之 手，对 宗 教 宣 告 独

立，但这回，它却被 哲 学 所 隶 属 了。在 希 腊，一 切 学 问 都 是 哲

学，所以天文学也成了哲学的一部；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①等大

哲学家之唯心哲学，就影响到天文学。到了罗马，托勒密②完成

了古代的天文学。这虽是颇有价值的事，但在他所主张的天动说

的背景里，一面有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面有了基督

教的圣经。所以托勒密的天文学，是与圣经上所写宇宙的构造大

体相同，又是以二大哲学家的玄妙哲学为基础的。在中世纪，他

的天文学实具有绝对的权威。犹之乎任何人不得怀疑圣经，任何

人不得反抗亚里士多德哲学，任何人也不得对托勒密的天文学持

异议。如斯，罗马以后的天文学，当作哲学宗教的天动说，成为

拥护支配权，拥护支配阶级的学问。在一千年间，天文学看不出

一丝一毫的进步。

然至１５世纪前后，这个继续至千年以上的社会的黑暗，开

始露出曙光来了。所谓文艺复兴的新时代，宗教改革的新运动，

新的发现和发明，都继续发生，新的科学研究也勃兴了。这种变

化从哪儿起？自然不外于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崩坏，而新的资本

主义制度发达 之 结 果。在 为 领 主 与 教 会 所 支 配 的 农 奴 的 村 落 之

间，渐渐地发生了商工业的都市。商工阶级即资产阶级反抗贵族

阶级，以自由思想、科学思想做他们的武器。向来所谓学问，完

①

②

〔特编注〕亚里士 多 德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前３８４～前３２２），古 希 腊 哲 学

家、科学家。
〔特编注〕托勒密 （ＣｌａｕｄｉｕｓＰｔｏｌｅｍａｅｕｓ，９０～１６８），埃 及 天 文 学

家，提倡 “天动说”（地 心 说）。认 为 地 球 在 宇 宙 中 央，恒 静 不 动，日 月 星

辰绕着地球旋转，这种学说在哥白尼 以 前 的 千 余 年 间 一 直 为 天 文 学 界 的 权

威。著有 《天论》、《地论》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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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为僧侣所独占。如今资产阶级却要求科学，把住科学了。科学

就离了教会侍女的地位而独立，科学竟向教会叛逆。而资产阶级

便是科学的援军。商工业都市成为新的文明之中心，新的学问之

中心。资产阶级为要发达产业，为要便利交通，实以各种科学为

必要。同时又为推倒旧制度，进攻旧势力，更要求科学为思想上

的武器。所谓文艺复兴，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社会现象。所谓宗

教改革，也不过是把那和封建贵族相结托的罗马教会改变为资产

阶级的御用宗教而已。从而新时代产生了，新学问发达了，而我

们的天文学也有了大变化，发生了大进步。这时候天文学上的地

动说，就是新阶级的新学问。但在资本家社会确立了的现代，各

种学术固然完成了急速的进步，而学问这样东西仍然不免为支配

阶级的御用学问。所谓 “学问的自由”这种说法，也只限于不妨

害资本家支配的范围以内。至于历史与社会科学，都明白地成为

资本家的学问，都表示保守的、反动的、压迫的、支配的态度。

不仅如此，就在号称自由独立的自然科学，尚且以怀疑的或者阿

谀的态度招致动摇，逐渐地趋于反动哲学、唯心哲学的倾向。在

我们的天文学上，就大大地表现着间接拥护支配权的作用。如说

研究天文学可以扩大胸襟，探知宇宙的神秘，因以传播 “安心立

命”的，“看破红尘”的思想于一般人心中。当这个阶级斗争的

形势愈趋尖锐，支配阶级不绝地感到不安的时候，利用对于天文

学的通俗讲演及电影说明这类的事情，以图转移民众的视线，正

是全世界流行的风尚。它的作用，就在和宗教艺术一样，可以有

慰安的、催眠的、麻醉的效果。然而一般学者、教育家乃至新闻

记者，正对这类事情表示赞同，表示努力。于不知不觉之中———

自然也有完全意识到，或者一半意识到的———尽了间接地拥护支

配阶级的能事。

学问的阶级性既然如此，以各种学问的资料为资料的教育事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 新 教 育 大 纲

２０　　　

业，它之不能没有阶级性，自是非常明显的事了。

从阶级性的教育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教育的五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教 育 与 劳 动 分 家。在 原 始 共 产 社 会，大 家 劳

动，大家即就劳动所需要的知能，随时随地学习，或受长老的指

导，所以学问也是大家共享，且和劳动相联系的。但到了阶级社

会，有治者与 治 于 人 者 的 两 种 阶 级 出 现，前 者 变 成 所 谓 “劳 心

者”，后者变成所谓 “劳力者”。在政治上，“劳动者”与 “劳力

者”是支配与隶属的关系；在教育上，便是 “学问”与 “劳动”

的关系。治者阶级一味从事 “学问”（自然有很多是不从事 “学

问”而只荒淫过日的）而绝不从事 “劳动”，被治者阶级则一味

从事 “劳动”而绝不从事 “学问”。换句话，脑与手拆了伙，求

知与做工离了婚，两者形成俨然对抗的阵势，直不许越雷池一步

似的。看上引希腊哲人柏拉图的见解可以为证。

这种教育的结果，在个人方面，是读书人弄成 “手无缚鸡之

力”，弄成 “四体 不 勤，五 谷 不 分”；做 工 人 弄 成 “目 不 识 丁”，

弄成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在社会方面，是读书人高居 “四

民之首”，视劳动为微贱，做工人居于下流，视学问为无用。一

个人的身份职业，驯且变为因袭的、无理的，如士之子恒为士，

木匠的儿子也就永远做木匠。这中间仿佛隔着一条鸿沟，绝难通

融。不过这种情 态 的 发 生，直 接 的 原 因 自 要 归 于 社 会 的 分 成 阶

级，而阶级的教育却有助长的作用。于是读书人变成必然地远离

生产事业之人，变成必然地靠支配阶级 （或本身就是支配阶级）

过活之人；而做工人只好从生到死，从早到晚，为养活一般坐食

者而从事生产劳动之人。由是两种人有了不同的利害关系，且须

采取敌对的态度了。

这种现象本是一种变态，决不是有一种人生成是只配读书不

做工，而有另一种人生成是只配做工不读书的。不料这种变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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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因为传习得久了，居然有科学家起而证明人类这样的分

业是当然的。他有什么证据？他就引用生物界中如蜂蚁之类，是

有分工的现象的，譬如雌蜂只做王，雄蜂只行交尾，工蜂只事跑

花丛酿蜜等等。于是我们的科学家就推论到人类社会中，有些人

做资本家，有些人做劳动者，正是 “天经地义”，非常合理。好

一位支配阶级的御用科学家，你真乖巧啦！———日本有名的理学

博士丘浅次郎。

教育与劳动的分家，不只是从前如此，就在现代还是如此。

１９１７年以前的俄罗斯， “举国大部分都是无教育的。”克鲁

普斯卡娅① （列宁夫人）说。能受教育的恩惠的，只有占人口一

小部分的特殊阶级的子弟，其他沦于下层的工人及农人的子弟，

实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与可能。就是名义上算受教育的，在小学

校修业三年，还是教会用语②、教会唱歌、祈祷以及其他宗教的

仪式占据授业时间的半数，而俄罗斯语、算术以及书法，仅有形

式。历史一科除出灌输一种尽忠于 “沙”（Ｚａｒ，俄皇）的精神之

外，就无别的。至于中学，亚历山大三世时的教育总长台尔耶诺

夫曾说：“中学中没有厨役儿子的地位。”③ 那么得入中学校的，

自然只有地主、贵族及富豪的子弟了。中学的功课，以拉丁语、

希腊语及帝王的历史为主，所以造就出来的学生，都是和实际生

活相隔绝，只配 做 当 时 制 度 下 的 小 官 僚。这 本 是 当 时 中 学 的 目

①

②

③

〔特 编 注〕克 鲁 普 斯 卡 娅 （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ская，

１８６９～１９３９），苏联教育家。
〔特编注〕“教会用语”，是俄罗斯教区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一；为教

会所用的斯拉夫语。
〔特编注〕１８８７年，沙 皇 政 府 教 育 部 颁 发 了 一 个 秘 密 的 通 令，称

为 《关于厨工子弟的通令》，指示中学校长拒绝招收厨工、车夫、仆役的子

弟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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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如成人教育，除了许可教授加减乘除四则以外，不许教授

分数。如果违背这个禁令，学校就得封闭。

这是在２０世纪时代教育与劳动分家之一实例。

再举一例，就是文雅教育 （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与职业教育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① 的争论，普 通 科 与 职 业 科 的 对 立。但

是在这儿，我不想对这个问题多所批判。我以为不问是分别主张

者，或是融合主张者，要之，教育上面有这种相对待的名称与事

实，就够证明教育与劳动分家这件事。虽在这个号称教育发达而

且普及的资本主义时代，还是依然存在。即所谓教育，依然是阶

级的，不是全人类的。

这样的分家，难道 在 社 会 进 化 历 程 上，全 然 无 进 步 的 作 用

吗？也许有人会提出这个疑问。是的，这种分家，我们不否认是

有它的进步的方面。希腊的那样光辉灿烂的文明，可以说是全靠

奴隶造成的。假使当时没有３６万奴隶，用他们的肉体劳动来供

养９万自由民，且使在自由民中少数的聪明人没有充分思索的馀

裕，那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恐怕没有成立的可能。柏拉

图主张奴隶不可少；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要以必要的余暇为前提。

这倒都是衷心话，都是 “经验有得”之言。

然而这儿有个区别。古代文明，就是近代文明也然，靠奴隶

造成，原是一件事实。但因为有奴隶劳动者之丰富不断的输入，

才使雅典人民有专心于政治、艺术、哲学、体育及其他一切文雅

事业之可能。从而承认当时的雅典自由市民确应以奴隶为牺牲，

① 〔特编注〕“文雅教育”，又译作 “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才

教育”等，指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教育，以 个 人 一 般 文 化 修 养 为 目 的，不

求实用，为学问而学问。这种教 育 到 中 世 纪 末 期，同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要 求

不相适应，资产阶级的职业教育便应运而生，主张教育应以社会需要为主，

着重进行各种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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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享乐的工具。且从而主张人类社会中，确应有奴隶存在，

让他们永远过非人的生活。或者虽不是这样明白地主张，而承认

这种分业为必要为当然，那就错了。

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观念论哲学）之反动的方面，

就在对于奴隶制度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因为这种哲学是立脚于

奴隶劳动的奴隶所有社会之哲学。当时的社会已经发现了许多矛

盾，只是找不到 出 路。于 是 在 支 配 阶 级 中 间 产 生 出 观 念 论 哲 学

来。这种观念论所具的社会的目的，就在把既存的社会状态理想

化，永久化，把理性支配，就是贤人政治的思想一般化。照这种

见地，民众是不明道理的，能明道理，具理性的，只有少数的支

配阶级。这种理性支配万物的观念论哲学之思想，经过以后几千

百年，就成为对于支配阶级一般主张之最有力的论据。

我们不看别的，单看当时希腊社会所陷的矛盾，举出两种来

看，就能明白了。在立脚于奴隶劳动的社会中，必然地发生了自

由民蔑视职业劳动的观念，他们对劳动加上卑贱的污名，视劳动

只是奴隶的事情。结果，当许许多多的无产自由民要靠国家的费

用来过活。换句话说，变为国家的食客。这样，国家只好为搜集

供养无产自由 民 的 生 活 质 料 而 从 事 战 争，社 会 的 不 安 就 因 此 加

甚。再有一点，是起于经济领域上的重要矛盾。就是奴隶劳动闭

塞了技术的进步，停止了生产力的发达。因为奴隶只受强制的劳

动，在奴隶劳动上，只能使用粗率的工具。所以在古代奴隶经济

达于最高点时，我们就见到了技术的停滞和对于自然科学 （在小

亚细亚殖民地已经盛行的）的兴味的停滞。

故在现在，如仍有人主张贤人政治，主张教育应重文雅、博

大、“自由”，那准是反动的见解，准是拥护支配权的见解，在我

们的新教育上，是应该竭力攻击的。

第二个特征是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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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分配，主要是受所有的多寡以决定，就是所有的特权

连结到教养的特权，从而有产阶级成为有识阶级，无产阶级成为

无识阶级。这样的教育，根本是少数有钱人的专有品，无产者自

可不必享受，也且不容享受。譬如日本帝国主义，它的教育当然

说得上是普及的了，政府之历行教育可说是尽心竭力的了。但在

小学校令中，竟公然规定保护者贫困时，得使儿童延迟就学或免

除就学。这不是教育权跟所有权走的证据吗？①

① 因所有多寡而使教育 机 会 大 受 限 制 的 例 子，本 来 就 在 眼 前，用 不

着多所说明。但供参考计，不妨引用一 个 实 例。以 下 引 自 公 朴 君 的 《现 代

教育之特征———病征》。

这个实例 是 日 本 东 京 帝 大 助 教 授 青 木 诚 四 郎，在 大 正 十 四 年 （１９２５
年）与另一位冈田真一，就日本山 形 县 一 地 方 调 查 受 中 等 教 育 者 与 富 之 程

度之关系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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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就　学　者

男 ％ 女 ％ 合
计 ％

大阶

级别

就

学

者

％

与全

就学

者之

％

５００元以下 ３５３０ ７２ ２０４ ２２ ０６２ ９４ ２７ ３５３０ ９４ ２７３１４４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３８１ ４９ １２８６２２ ５７７ ７１ １８６ ３８１ ７１ １８６２３７５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１２９
５０
４３

３０
１２
１７

２３３
２４０
３９５

１２
８
１２

９３
１６０
２７９

４２
２０
２９

３２６
４００
６７５

２２２ ９１ ４１０３０４３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１３
１７

３
８
２３１
４７１

３
１０
２３１
５８９

６
１８

４６１
１０６

３０ ２４ ８００８０３

６０００～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１２
４

８
１
６６７
２５０

２
２
１６７
５００

１０
３
８３３
７５０

１６ １３ ８１３４３５

１２０００～１６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以上

３
１
２
１

１
２

１

３３３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 ６６７ ３
２
０
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７ ６ ８５７２０１

总　计 ４１８６２０４ ９５ ２９９ ４１８６２９９７１４ １００

（转下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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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你相信会有这样不公平的事吗？

中国最近全国学龄儿童数共有４，３６０万余人，已入学者６４１

万余人，尚有３，７１９万余学童未曾入学。数字据教育部实施义务

教育初步计划，在十八年 〔１９２９〕十月底发表。这３，７１９万余的

失学儿童，就为了所有少或者竟无所有而生。

全国应受补习学校教育者 （即不识字者）之数目，据教育部

实施成年补习 教 育 初 步 计 划 草 案 所 列，达１９，５１５万 余 人 之 多，

即近２０，０００万人。这个约占全国人口之半 （全国人口以４３，６００

余万计算）的不识字者，也是由于所有少或者竟无所有而生。

据中华教育改进社①于民国十二年 〔１９２３〕调查学校人数统

计的结果，各省区初等学校学生数为６６０万余人，中等学校学生

数为１８２，０００余 人，高 等 学 校 学 生 数 为３４，８００余 人。在 这 儿，

有许多未能在初等学校毕业或毕业而未能升入中等学校的，以及

许多未能在中等学校毕业或毕业而未能升入高等学校的，除了死

（接上页注释）

试看这一个表，便可知受中 等 教 育 的 机 会 是 如 何 的 为 富 力 所 影 响。详

言之，富之程度最 高 即 每 年 收 入 在３０００元 以 上 的 子 弟，每１００户 可 有８０
人以上受中等教育。然富之程 度 愈 降，这 个 受 中 等 教 育 的 机 会 便 愈 少，即

每１００户只有４１０人，更下 则 为１８６人，到 了 最 低 的 富 之 阶 级，不 管 它

的绝对数虽是最多，但能受中 等 教 育 者 不 过 每 百 户 中 有２７人 而 已。我 们

当然知道在低的富之阶级中，子 弟 的 人 数 决 不 致 特 别 的 少，故 可 推 说 低 的

富力实是大大地制 限 子 弟 受 中 等 教 育 的 机 会 的。而 且 因 富 之 程 度 之 低 下，

而受中等教育者的人数也顺次低下，更可见这一推定之确实。

〔特编注〕原表计算或排印有误，这里进行了必要的校订。河南教育出

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的 《杨贤江全集》第３卷第２８４页，对原表曾予以订正，不

过仍有可商榷之处。

①　 〔特编注〕中华教育改进社，中 国 教 育 团 体 之 一。由 实 际 教 育 调

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编辑社合并成立于１９２１年。总社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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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疾病的理由之外，也便是由于所有少所生的。

你有所有权，你便有教育权。

即使是个低能儿，只要他的父兄是个地主、富豪、买办、官

僚或是军阀，不怕没有教育权，他不特可升入任何学校，还可留

学外国。

但要是个穷人的子弟，那么尽管他是怎样聪颖的天才儿，不

过没有机会发现出来，因为智力测验这种所谓科学的利器，是应

用不到穷儿 身 上 的。也 莫 妄 想 有 个 识 字 读 书 的 天 日。照 日 本 的

例，他是 “奉旨”免除就学义务 （！）的；若照俄国 （帝俄时代）

的例，“中学校中没有厨役儿子的地位”。

这是命定的：穷人不得受教育！

试想：穷人的子弟，有许多从会说话走路起，就须帮助父兄

谋生了。你若强迫他求学，反而剥夺了他谋生的机会，除非你能

给他求学津贴，否则这种义务教育怎会实施得来？一个中学生每

年要费２００元，一个大学生每年要费４００元。全国人里面，有多

少家庭能担负得起这样高价的中等教育费和高等教育费呢？

因为穷人本来不得受教育，于是 “凿壁偷光”，“挂角读书”

都要传为美谈了。

因为穷人本来不得受教育，于是倘有一个穷人忽然得着富人

的资助，居然学成业就，就要 “感奋乃至无地”了①。

① 十八年 〔１９２９〕十 一 月 十 一 日 上 海 各 报 载 有 某 银 行 总 理 王 志 莘，

及会计师潘序伦发起募集思源助学基金宣言，特录全文如下，使读者知道，

这两位穷人子弟———此刻 己 是 “富 翁”了———是 怎 样 地 对 资 本 家 “感 激 涕

零”！

“志莘生寒素之家，幼年孤露，赖母氏劬劳鞠养，仅获就学，其间辛苦

艰难，迄今思之，犹为泣下。序伦亦早孤，家不逮中人，勉 完 普 通 学 业。
（转下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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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注释）

吾二人者各几几辍学矣，顾年少气盛，立志向上，间复执役，博酬金以充学费，

而前程辽远，心急足违，无所为计。天鉴孤寒，乃有素未深识之厦门李昭北先

生，以志莘为可与有为也，慨然邮赠三千元，供国外留学费，得此意外之将伯，

屏当成行，感奋乃至无地。同时复有 南 洋 兄 弟 烟 草 公 司 总 理 简 照 南 先 生，以

实业家而宅心慈善，念青年业学之可怜，手斥巨金，悬格考选，序伦谬承录取，

送美留学，时逾三年，费逾万金。微简先生，以序伦之力微，岂能办此。今者，

志莘、序伦虽所学媿无 心 得，幸 荷 社 会 不 弃，亦 既 执 掌 一 分 业 务，勉 行 所 志。

清夜追思，不禁相与泫然曰，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而资我以有成者，其唯

二先生乎？客说魏公子无忌：‘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若人有德于公子，

不可忘也。’今二先生施而能忘矣，曾受者而遂忘之乎？

不忘奈何？如所受以 璧 返 二 先 生，二 先 生 不 纳 也，抑 亦 非 二 先 生 意 也。

二先生何意乎？亦唯挚爱有志无力之青年，而欲助以有成耳。盍承二先生之

意，广二先生之德。志莘、序伦 力 虽 未 逮，其 勉 为 之。相 顾 议 定，志 莘 出 三 千

元，序伦出一万元，合组助学基 金，名 曰‘思 源’。既 饮 我 矣，而 勿 思 之 乎？既

饮且思矣，而勿还以 饮 人 乎？志 莘 所 出，命 曰‘昭 北’基 金。序 伦 所 出，命 曰

‘照南’基金。各以思其人也，亦 使 饮 此 者 还 复 思 之 也，一 切 组 织，具 如 简 程，

他日志莘、序伦而力有加也，固不敢以此戋戋自画也。

嗟乎，人知欲善，谁不如我，其 始 也 简，其 毕 也 钜，人 有 同 于 志 莘、序 伦 之

所遇而有所思也，他日受此金者，勉 焉 成 其 所 学，而 有 所 思 也。风 雨 鸡 鸣，盍

兴乎来。志莘、序伦其虚席以待。中 华 民 国 十 八 年〔１９２９〕十 一 月，发 起 人 王

志莘、潘序伦。”

你也想得他们的资助以完成学业吗？且请看他们所定的资格：

“第五条，凡受本基 金 资 助 之 青 年 以 备 具 下 列 资 格 为 限：甲，家 况 贫 寒；

乙，品学优秀，旨趣正大；丙，身体健康。”

那么，第一，你若吃不到滋养品以致身体虚弱，或者因为刻苦求学以致身

体受害的，就 休 想 受 资 助。第 二，你 若 在 他 们 看 来———因 为 并 无 客 观 的 标

准———是品学不优良，旨趣不正大 的；换 言 之，你 若 是 个 革 命 青 年，就 休 想 受

资助。最后，更值得注意的，就是那些生下来没机会受“学”的，就根本没有受

资助的可能。这正同科学的智力测验一样好，对于穷儿，根本是“绝交”的。

“呜呼！”穷儿！你既受不 到 国 家 的 教 养，又 受 不 到 资 本 家 的 资 助，像

你这样的 “双寒”——— “天鉴孤寒”（？），可是不鉴 “双寒”———究竟往哪

儿去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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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贫富的原因，根本就起于脑力的差异。故富人

有机会求学，穷人 没 机 会 求 学，正 是 “势 所 必 至，理 有 固 然”。

但是这个说法，显然是很大的错误。日本人仲宗根源和著的 《教

育读本》中曾说：富人见了穷人，就说他没有才干，所以穷了；

穷人见了富人，也以为他是伟大，所以有钱。其实在学校里很多

穷人之子的成绩远胜于富人之子。穷人子女若有机会和富人子女

同在一种环境里，则在脑力方面，实是平等的。

他又引用一个有趣的例，说是若取社会上有用的分子９，０００

人，即在任何人都觉得其有能干的９，０００人，如：

每年有２，０００元 （美金）收入的学校教员 １，５００人

每年有同上收入的医生 １，５００人

每年有同上收入的农业者 １，５００人

每年有同上收入的大工人 １，５００人

每年有同上收入的音乐师 １，５００人

每年有同上收入的矿山技师 １，５００人

这９，０００人，其中大部分曾经费去长期的光阴，以获得其训

练及经验，然后又在社会上做有用的事业，唯其每年所得的报酬

不过２，０００元。继续做了４０年，在这４０年间９，０００人所得的钱

总计是７２，０００万元。然而拿这个数目和美国富豪洛克菲勒一人在

１９１５年度之财产 相 比，尚 短 少２８，０００万 元。若 贫 富 之 分 由 于 脑

力，那么这９，０００人合计起来，他们的脑髓难道还远不及一个洛

克菲勒吗？

又美国第一流 的 政 治 家 及 教 育 家８，０７９人 的 俸 给，总 计 有

２０，４５６，５００元。但拿这与洛克菲勒一年所得的相比，尚少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

又世界上最高俸给的１００个大学校长的平均俸给，每年不过

６，０００元。但洛克菲勒所得，比这些大学校长１００人全部俸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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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至少还多５０倍。试问洛克菲勒的脑髓，果有这些大学校

长１００人的脑髓总计的价值吗？

所以脑力是不能以贫富来测量的。因此，我们就不能说穷人

的儿子没有聪明，就不能说穷人的儿子不应当和富人的儿子一样

的受教育。

故在现代如有人说兴教育是为人类普及文化，办学校是为社

会造就人材，而独不注意绝大多数无衣无食的贫民，不注意大多

数失教失养的穷儿，那准是粉饰门面的欺人语罢了。

第三个特征是专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

阶级的教育，对于被支配阶级，既不是适应他们自身利益，

也不是适应全社会的要求，主要乃是施行对支配阶级有方便的教

育，以俘 虏 被 压 迫 者 的 心 意，且 使 之 成 为 对 支 配 阶 级 服 役 的

工具。

古代及中世的教 育 之 为 贵 族 的 教 育，事 实 显 著，可 无 待 于

说明。

近代虽有所谓机会均等、教育普及的口号，但近代教育的实

质还是由极不合理的标准所支配，其结局仍然离不掉以所有的特

权为根基而处处表现出教养的特权。

试就现代的教育来解剖一下。

国民教育终算是通行一般国民的教育。在分量上言，尚可说

得不以支配阶级为本位，但若进而检核所与于无产大众的这样贫

弱而最小限度的性质，我们仍可看出支配阶级的色调，而且是更

浓厚的支配阶级的色调。凡在支配阶级的支配下的国民教育，无

论何处，总是在表现着两种职务。这两种职务，一是当作政治的

支配手段的，一是当作维持并促进经济的榨取手段的。在小学校

所施的教育，自然不能没有这种职务的特征。

先说当作政治 的 支 配 手 段 之 职 务。那 就 是 在 学 校 中 教 训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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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现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及国家秩序是一切自然的、不变的社

会秩序中之最善最美者，代表这种社会秩序的支配阶级是最有慈

爱、正义、聪明、威力的天生的指导者。从而国民大众的义务是

在视现存秩序为神圣的而尊重之拥护之，在视支配阶级为良师为

慈父而敬崇之推戴之。同时更教以凡反于此的一切思想学说，都

是异端邪说，应该予以排击。

再说当作维持并促进经济的榨取手段之职务，那是这样的：

给儿童受过四年或六年甚至更多年的小学教育以后，就增高了无

产大众的劳动能力，可以驯致为顺从的工银奴隶。在修身科或公

民科上，尽力地灌输勤勉努力和省俭质朴的道德。同时在社会设

施方面就有储蓄银行和邮政贮金的制度，又有在工厂中强制工人

储蓄一部分工资的办法。支配阶级所希望于无产大众者，是尽量

地多做工作，尽量地少耗费生产结果。换言之，就是尽量地要以

低工资为满足，尽量地要留下更多的剩余供榨取阶级利用。小学

教育之所以 特 别 注 重 这 种 意 味 的 “勤 勉 力 行”，就 为 这 个 缘 故。

还有支配阶级所希望于无产大众者，是做工银奴隶的要对主人尽

忠，要对上司听命。为 此，学 校 教 育 就 要 努 力 于 涵 养 “信 实”、

“服从”、“守规则”、“尚协同”的习惯了。同时基督教更实践它

的社会教育的使命，宣传福音，说现世受苦，来世可升天堂，切

莫罢工！

由此可见小学校的社会任务，是在驯服无产阶级的子弟，养

成他们为顺从而有能率的产业军及真正的士兵。

难道你还能说国民教育是为一般国民的自身谋利益的吗？只

有支配阶级的走卒才会有这种信仰。

小学如此，高级的学校怎么样呢？

高级各学校的社会任务大体可归于如下的三点。

（１）是在养成服从支配阶级的中间阶级。凡有固定的思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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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一定的专门知识之官吏 （在国家及公共机关中服务者）、职

员 （在资 本 家 的 经 营 中 服 务 者）及 独 立 经 营 者 （自 耕 农、小 商

人、上层手工业者及自由职业者）这种种阶层，都是在高级学校

中受教育的。他们或当作直接的服务者，或当作间接的支持者，

都是在资 本 主 义 社 会 及 国 家 之 存 在 维 持 上 所 绝 对 不 可 缺 少 的

要素。

（２）是在培植适于站在支配地位的支配阶级中人。他们为要

巩固支配阶级 的 地 位，一 方 面 应 具 有 关 于 支 配 及 榨 取 的 基 本 知

识，他方面还须有确信自己所代表的社会为自然的且是最善美的

秩序之必要。于是就有今日这样高级的学校，特别是大学，主要

是为供给这种必要的知识与确信而存在。其次这些学校，对于支

配阶级者更予以人间的教养。这种教养的作用，一方面是在原则

上，将只有支配阶级才得享受的特权，就是鉴赏并享受现代文化

的结果———如音乐、文学、歌舞、绘画，以至电气利用，动力利

用等等———之特权确保起来。他方面是当作副作用，使支配阶级

在由于尝到了一点文化的气味与教养的光辉之后，反映到无产阶

级的眼中，就现出他们真是天生的高贵风雅，而自己真是卑微不

足道，从而以为诚心地奉伺他们真是 “天公地道”，十二万分应

该的。

（３）是在促进那维持及发展支配阶级的秩序所必需的学术技

艺之研究。资本 主 义 为 要 维 持 增 大 了 的 生 产 力，及 更 谋 发 展 起

见，就有更多更确实地支配自然及自然力之必要。于是对于研究

自然科学的奖励非常用力。这样奖励的结果，关于新理论与新技

术的发现与应用，资本主义就得表现一个极大的功绩，即把人类

幸福之特质的可能性，准备到向所未有的丰富。但这是在自然科

学上如此而已，在社会科学上就不如此，当现代的支配阶级 （即

资产阶级）自己为革命阶级的时代，为了要击破封建的思想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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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为了要确立自己的支配权及充实支配的组织，的确一方面奖

励自然科学，他方面同样地奖励社会科学。可是一旦这种必要被

充实了之后，加以学问的研究到了以他们所建立的资本主义自身

为对象的时候，支配阶级就不喜欢那种彻底批判支配阶级的社会

科学之研究。不唯不予奖励，反而要积极地压迫了。所以如日本

的例，在今日高等各学校中的学术研究，凡是关于社会科学的，

原则上都只以立于支配阶级立场的，即直接间接有助于维持并促

进支配阶级利益的才许研究，且才得奖励。至如学生自己发动的

新兴社会科学研究运动就要受禁止，研究的人还须受开除逮捕的

处分。

这样的高等教育，难道还有人相信是纯粹研究高深学理，无

关于阶级不 阶 级 的 吗？只 有 是 支 配 阶 级 的 信 徒，才 会 抱 这 样 的

迷信。

第四个特征是两重教育权的对立。

这所谓两重教育权，就是阶级社会中相并存甚至相对抗的两

种的教育。即教育制度之组成与教育行动之存在是相对立而不相

统一的。

两种教育的形式在原始人中固然有存在的。

如在南洋的野蛮部落中，有为训育青年所设之大家屋———西

洋之研究者称之为Ｃｌｕｂｈｏｕｓｅ①———所定之割礼及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加

入式）。这种体制也可说是稍稍有组织的教育制度。同时在这社

会中，虽未随时随地组成此种制度，而于日常生活之间自有种种

社会的生活行动在非正式地互相传习。这就叫做教育之实质的存

在。而且 这 种 实 质 的 教 育，实 为 原 始 人 社 会 主 要 的 教 育 形

态。———参看第五节 “原始共产社会的教育”。不过在这儿我们

① 〔特编注〕Ｃｌｕｂｈｏｕｓｅ，译为 “俱乐部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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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深切的注意：原始人的两种教育，不是两种教育权，不是两

种相对抗的教育权。无论是教育的制度或是教育的行动，在本质

上是一致的。即为全社会的生活需要，而不为某种特殊阶级的利

益。他们的两种 教 育 实 和 阶 级 社 会 的 两 种 教 育，有 本 质 上 的 不

同，万不可混视。

那么在阶级社会中的两种教育究是怎样？在阶级社会，即所

谓文明社会中，就有一种教育制度专供支配阶级的利用，被支配

阶级是被摈在这种教育制度之外的，所靠者只有不成为制度的一

种实质的行动。

中世纪之前，当作实质行动之教育还比当作组织制度之教育

更占重要的部 分。国 家 阶 级 及 教 会 阶 级 以 外 的 最 大 多 数 人 之 教

育，完全是由实 质 的 行 动 的，徒 弟 制 度 或 者 是 有 组 织 的 唯 一 制

度。但这种组织实也未尝改变教育行动之实质，不过有如学校的

规则，却并不影响到学科之内容。因之在徒弟制度上，教育的实

质仍属于行动 而 未 被 组 织，且 即 由 此 得 以 产 生 精 巧 的 中 世 工 艺

品。又如在此以前的希腊社会，是由自由市民的数倍于市民的奴

隶所成。而一切社会的生活资料之生产以至一切工艺技术，凡属

生产意味之肉体的乃至精神的劳动，莫不由奴隶担负。故实际上

除了普通教育史所记载的完成希腊国家阶级之军事的文事的支配

生活或市民的闲暇生活之教育制度以外，尚有 “无意识的”行于

奴隶之间以完成 “社会”所必要的生产上之肉体的乃至精神的劳

动生活之教育 行 动。那 具 体 地 发 挥 希 腊 人 审 美 感 之 建 筑 雕 刻 等

等，全为奴隶之 “教育”所产生者。这种教育自以实质的效果为

目的，为当时 “社会”生活所要求。只不过那种效果已不是纯粹

的 “生物学”的要求，那个社会也不为奴隶们所有而已。

通常写教育史的，只留意到支配阶级的教育制度，而全不顾

虑到这种被支配阶级的教育行动。所以西洋教育史上当作希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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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所记载之事实，仅止于市民国家的阶级之教育。这个原因，一

方面固然也许由于文献的资料之缺少，但他方面实由于编者站在

支配者之立场，误认或者故意地认为有组织的教育制度即特定的

为国家机关所统制的教育是教育，而把完成那支持社会生活———

非支配生活———的人间行动之教育忘记或被掩饰之故。原来自有

历史———社会分成阶级的所谓文明时代的历史———以来，支配者

视自己的阶级即为社会全体。虽说社会生活，实乃自己阶级的生

活；虽说社会教育或文化，实乃自己阶级的教育或文化。文明愈

进步，这种外套 盖 得 愈 厚，甚 至 说 压 迫 还 是 为 了 被 压 迫 者 之 幸

福。而 “御用学者”常常是认支配者的观念，又哪得不把支配者

的教育即当作全人类社会的教育呢？

以上是说在阶级社会中，有支配阶级的教育制度和被支配阶

级的教育行动———原因是在他们被摈于教育制度之外———之同时

并存，但两者尚不一定是相排斥相斗争的。如在欧洲的中世，对

于支配阶级的教育，而有工人及农人的教育，他们间的教育状态

固然各别，却无什么交涉。换句话说，两种教育相并立，却不相

反抗。

但自近代的阶级制度———资本家与无产者———发达以来，即

自近代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以来，阶级不单是自然的

对立关系，而且为意识的对立关系。这一关系的改变，同时就发

生了教化上的意识的对立关系。猛烈的近代的教化，是意识地对

付旧国家的教化以起的。即市民阶级的教化，和军国国家的教化

立于对抗的地位，终于得到最后的胜利。

如此，当作近代的现象，教化 （包括教育）是一定对抗的。

近代国家的教化是必然要对军国国家的教化取攻击的态度。换言

之，近代的特征是：阶级的教化决不是 “并行不悖”，而是 “不

容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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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近代国家初期的历史，跟着市民国家的发达，由现代的

阶级对立的历史继续着，今日所谓教育之不得为一般的社会的，

而为在市民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对立上，各具有一方的性质者，自

是当然之事。而 且 这 种 互 相 对 立 的 教 育，是 必 有 互 相 排 击 之 性

质，而以打倒对方为目的的。

正因为有这种性质，所以站在十八九世纪的近代国家者之立

场，那么一定会主张在 “教化竞争”上也以自由竞争为最良的方

法。然若站在资本主义进于独占过程，自由主义国家进于帝国主

义国家这样的国家者之立场，那么在教化上也必然地要主张 “独

占”与 “帝国主义”了。

原来这样进化了的今日的国家，早已丧失了它的革命的实践

性，也早已丧失了它的科学的进步性。现在在历史过程上负担革

命的任务，在文化上继承１８世纪以来科学的发达之系统者，只

有无产阶级。自１９世纪开始至２０世纪之初已经走上穷途的社会

科学，全靠从无产阶级的视角把它再生产起来，以说明资本主义

组织的崩坏过程。这种无产阶级的文化，无论在方法上，在内容

上，都有着科学的成长。这便使得资产阶级看了发抖、寒心，于

是只好加以排斥、压迫。然而我们要知道从今日无产阶级的教化

上排除科学之为不可能，也正和百年前资产阶级建设自己的新组

织时，寺院方面 要 干 涉 他 们 的 教 化，排 除 他 们 的 科 学 之 为 不 可

能，完全无异。

在这个帝国主 义 的 时 代，正 是 支 配 阶 级 力 谋 教 育 独 占 的 时

代。可是和这种独占的教育相对立的，不仅有被支配阶级之实质

的行动的教育，且进而有组织的制度化的教育。这种的两重教育

权，现在正存在着，也正相斗争着———参照底下第十三节。

这个时候，如有人还说现代国家的普及教育已是全人类 （或

全民）的教育，是统一的教育，更主张除国家的教育或经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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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的教育以外，不许有其他的教育行动或教育组织，那么又准

是布尔乔亚①教育学者的宣传作用了。

最后，第五个特征是男女教育的不平等。

如前所述，原始共产时代大家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也共同

受教。在这时代，当然是男女同有受教育的社会的。虽然在野蛮

时代女权特别优越，未开化时代女子地位仍然极高，但男子方面

并不因此有在教育上的差别待遇。因为民族社会实是自由平等友

爱之社会，并无阶级分裂的。

可是等到牧畜与农业逐渐发达，男子的努力逐渐高过了女子

的，终于连妻所 有 的 家 屋 也 并 为 己 有。更 为 获 得 可 遗 传 财 产 的

“自己的儿子”起见，开始要求妻之绝对的贞操。于是父系制度

代母系制度而起。在父权之下的女子地位，与家畜农地家屋同为

男子财产之一部分。这个就是私有财产制之文明时代，在男子奴

隶存在以前，女子先已陷入奴隶状态了。

人类历史自母权 制 度 消 灭，即 氏 族 制 度 崩 坏，进 入 于 文 明

期，在教育历史上也发生了大变革。那就是女子不唯从此不得与

男子 “同学”，须受差别的教育，简直要趋于 “绝学”，而与教育

离缘。

“在家从父，出家 从 夫，夫 死 从 子”，是 中 国 女 子 的 社 会 地

位。“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中国女子的教育方针。

基督教更把妇女看成仆婢和家畜一样，又把妇女看成污秽不

洁之物。

上帝造了亚当这个男子，而女子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根肋骨造

成的。历代的基督徒除了蔑视妇女以外，在纪元６世纪的基督教

会议上，竟还提出 “女子是不是人”这样的一个问题！

① 〔特编注〕布尔乔亚，法语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的音译，即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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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是新兴资产阶级对教会国家及社会中封建制度的反

抗。但资产阶级虽得到了结婚的自由，而妇女之隶属于男子的特

权之下，并无什么变异。

也许在表面上看，西洋女子是比男子受到更多的尊敬。“Ｌａ

ｄｉｅｓ”总是放在 “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① 之前。电车中，女子有受男子让

位的特权。但是我们要问实际。就教育上来举例，试问有多少西

洋女子能受到大学教育？（美国在１９２４年度的大学及专门学校女

生人数，也不过占学生总数的约１／３）准许男女同学的男子大学

里，女生占百分之几？女子之不能和男子同受高等教育，不是显

然的事吗？

日本的例更来得明白。日本有７个国立大学 （东京、京都、

九州、东北、北海道、京 城、台 北②），在 法 令 上 都 没 规 定 可 收

女生，而另外也不曾设立国立女子大学。收女子的中学校叫做高

等女学校，名义上似较堂皇，实质上乃是轻视女子，故意说得好

听，以助长女子的虚荣心。

说到 中 国 自 更 不 知。据 《中 国 教 育 统 计 概 览》所 载，从

１９２２年５月至１９２３年４月，除天主教办的学校外，全国共有学

生６，８１９，４６８人。这 里 边 有 多 少 女 学 生？仅 有４１５，３９８人 （教 会

学生在外）！女子大学生总共还不到５００人！

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中等学校男女分设的议

案，当时的浙江 代 表 刘 大 白 声 明 这 要 摧 残 浙 江 女 学 生 求 学 的 机

会，不能遵照 （见 《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乙编第６４页）。实在中

①

②

〔特编注〕 “Ｌａｄｉｅｓ”与 “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译 为 “女 士 们”与 “先 生

们”。
〔特编注〕台北１８９５年被日 本 非 法 占 领，１９４５年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后

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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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女子教育机会已经小得不成样了，再摧残下去，不是要完全

闭塞了吗？

但为什么女子不能有和男子同等的教育机会呢？“重男轻女”

固可说是直接的原因。但 “重男轻女”这种 “社会道德”之所以

产生，不是偶然的。凡是社会的隶属与压制皆由被压制者对压制

者之经济的隶属而起。父权制度之确立，即为所有阶级对于无所

有阶级的支配权之掌握，而母权制度之颠覆，实为人类史上最初

的社会革命。自后———在私有财产存在之限度内———世界一切的

历史是属于同型的种种样样之阶级支配的历史。所以女子在经济

上未能独立以前，是无法得以脱离男子的支配的。不独女子，即

一般劳苦群众在少数人握有经济支配权以前，也是不能脱离隶属

的地位的。妇女问题与劳动问题相关之处在此。要解决女子教育

问题，便不可不以解决妇女经济问题为前提。实在说一句，妇女

参政和女子教育，还是次要问题。

以上我把教育的本质及其变质已说了不少。现在总结几句。

教育的本质，是为 “保存种族”（包括保存个体在内）的生

物学的目的，即为帮助人营社会生活之一手段。这种教育是全社

会的，是统一的。但自私有财产制度发生，社会分成阶级：支配

者与被支配者，支配者处处以维持并巩固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

所创的法制，所定的道德，所主张的哲学等等，莫不以拥护支配

权为标的。即其所设施的教育，也以专供支配者的方便为主。所

以这种教育显然是阶级的。

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教育便发现上述的五种变态：第一是教

育与劳动分家；第二是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第三是专为支配阶

级的利益；第四是两重教育权的存在 （及对抗）；第五是男女教

育的不平等。

这些现象，在原始 共 产 社 会，即 无 阶 级 的 社 会 中 是 不 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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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这都是教育的变质。这种变质了的教育，又因阶级社会

的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有不同。其详细情形，当于第二章 “教育的

进化”中述之。

明明是这样变质的教育，明明是这样阶级性的教育，可是，

仍有许多教育学者硬说教育是公平的，是独立的，这只好说是他

们的 “自欺欺人”了。

关于教育上的 许 多 曲 解 和 迷 信，我 们 不 可 不 加 以 纠 正 和 解

释。现在就请读者来看下一节 “对于教育的几种曲解”。

问　题

１．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２．教育的意义是怎样地变迁的？

３．读了这一节，你该已明白教育的实用性是怎样地被变质了。现在请

你自行说明一下。

４．什么叫做 “阶级的实用”？你能举例吗？

５．教育的阶级性，据你所知道，是表现在何种地方？请详细说明。

６．现代的教育讲什么生活和适应，究应适应了些何种生活？又是怎样

适应的？

７．教育和劳动的分家是怎样起源的？

８．你觉得以受富人的资助为可荣耀可庆幸吗？你有没有想受富人资助

的意思？如其有的，为什么？没有的，为什么？

９．在你住着的区域里，你知道有多少儿童、青年及成人被剥夺了教育

权？他们是为了什么被夺的？

１０．你以为现在你所受的教育究竟为了谁？为什么？

１１．如果你是个小学或中学 的 教 师，你 确 相 信 你 是 为 了 一 般 贫 苦 的 劳

动大众的子女在工作吗？你是怎样为他们工作的？

１２．如果你是个女学生或女教师，你对男女教育作何种感想？

１３．中国现在也有两重教育权吗？如其有的，是怎样的两重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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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试批评御用学者的分业论。

１５．你想有什么法子可以恢 复 教 育 原 来 的 机 能，就 是 恢 复 为 全 人 类 的

生活需要的教育？

第三节　对于教育的几种曲解

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

育独立说———问题

教育在人类生活进程上，自是一个重要的作用。但必到给教

育说些不相干的漂亮话，添上些冠冕堂皇的假面具，那不特牵强

附会，且是假饰欺骗。

像这样的曲解，举最流行即最被人迷信的来说，共有四端：

第一是教育神圣说，第二是教育清高说，第三是教育中正说，第

四是教育独立说。

这四端都是掩蔽教育的本来面目，而有欺蒙麻醉的作用的。

所以我们必须加以揭穿，并说明其由来。

第一，辟教育神圣说。

他们怎样把教 育 看 作 神 圣 说？他 们 说 教 育 是 觉 世 牖 民 的 事

业，教育是精神修养的事业，教育是清苦廉洁的事业，教育是高

贵超俗的事业，其他或更有把教育抬高到神圣地位的理由。

但我们知道：“觉世牗民”并不是教育的高贵，“精神修养”

也不是教育的能事。政治方针、文艺政策等等，都是有关于 “觉

世牗民”的，经济制 度、社 会 秩 序 等 等，都 是 有 补 于 “精 神 修

养”的。未听说政治神圣、文艺神圣或经济神圣、社会神圣，而

独说教育神圣，究竟有何根据？是何理由？没有确实的根据，正

当的理由，而偏认教育为神圣，非武断迷信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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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说教育是觉世牗民的事业，这话虽说 “自古有之”，而

且当现在高唱 “普及教育”、“民众教育”的时候，又真是 “像煞

有介事”的。然若从实际上一加考察，就知 “大谬不然”。试说

明如下：

自从汉武尊崇儒术，历受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崇拜，即

在今日犹得享受 “纪念日”待遇的孔子，固然说过 “有教无类”

的名论，但他不是又说过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吗？

这还 “觉”什么 “世”，“牗”什么 “民”呢？承孔子道统而兴的

孟子要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试问非 “英才”的 “民”从何

处可得教育的机会？我的这个疑问，决不含有诽谤 “先贤”的意

思。反之，我却可替 “先贤”说明他们的 “理论的背景”。

原来在封建时代，支配阶级对庶民是不施教育的，而且当时

的所谓教育，也只限于道德教育。其理由如此：

第一，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闭锁的自然的农业经济，是生

产技术很幼稚的农业经济。在这种农业经济上，只须跟着年长的

人出入田畝，凡种 植、施 肥、除 草、收 获 等 等 生 产 上 必 需 的 事

情，通统可由经验以学会。当时的经济又是自给自足，以小地方

为单位的。故在以农业生产为社会主要产业的封建时代，庶民其

实无研究学问的必要。即使 “目不识丁”，还是能充分地从事生

产事业的。

第二，封建制度 是 讲 究 礼 仪 的 制 度。 “礼 仪 三 百，威 仪 三

千”。所谓无礼，即算 “犯上作乱”在封建制度中又以自由竞争

为绝对的禁物。“揖让而争”，更是君子的一种品格。故封建时代

的教育，差不多就以 “道德”教育占它的全内容，使人人 “安分

守己”，是这种教育的主目的。由此可见封建时代的教育，只有

“愚民”没有 “牖民”；只有 “囿世”没有 “觉世”。

然则资本主义时代何如？在这个时代，自然大改观了：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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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要施教育，且是义务的、强迫的，教育的内容更扩大范围，

要传达日常生活上的知识技能。除此以外，尚有什么 “国际和平

教育”，“世界教育会议”等等包括全世界、“全人类”的教育行

动。这真好像 “觉世牖民”有了实际了。但请不要性急，容我来

说明何以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中 独 有 与 封 建 社 会 大 不 相 同 的 教 育 的

理由。

这个理由也极简单，就因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是大工场

生产与国际通商。这时代小地方的自给自足已是不可能了，它的

理想乃在庞大的商品生产与获得国际市场。我们就从这两方面来

看教育的关 系。在 工 场 生 产 上，不 学 无 术 的 人 与 多 少 会 读 写 的

人，他们的能力是迥乎不同的。单说要记住一种机器的名字，在

不会读写的人，就不知是怎样繁难的一件苦事。故当今日，读写

的能力，乃是工作本身的要求。又若在自足自给的时代，搬运货

物，只要用手或马车等等就行。但在资本主义时代，运货需用汽

车、火车、轮船以外，还更需用文字。你想做个汽车夫，或是茶

房，不识字就休妄想。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自身，是要

求文字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施义务的、强迫的教育的理由，决非

为了国民自身的幸福，而是为准备国民的劳动力可以适用于它的

经济组织，而且表示它的最低限度为义务教育年限。有些人道主

义者不究底细，竟说 “普及教育”为人类的福音，即使不是故作

宣传，也毕竟是愚昧可嗤了。假使 “教育普及”果如他们所说是

人道主义的设施，那么为什么穷人的子女不能跟富人的子女一样

升学？为什么要有双轨的学制，以限制求学的机会？又为什么国

家要对教育事业多方的监察审定呢？一言以蔽之，国民义务教育

的本身，其结局只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公 （资本家阶级）服务

而已。

在这个社会中，一切好听好看的新设施、新计划，也莫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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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譬如拿劳动教育来说：“工场、煤矿等经

营者之设置教育机关 （或修养机关），其始多为收揽劳动者的心

之一种政策的行动……三池矿业所的矿工主任深川正夫氏，为非

常热心于矿工教育之一人，用种种的教育设施努力指导。距今三

四年前三池煤矿曾起争议，但其时在十几组矿工团体中，仅有一

组未参加争议，那就是氏所指导的一组。这当是由于平日氏的指

导方法来得好，所以不轻举妄动了。氏因被视为有这种本领，遂

任为矿工全体的指导者。”这是日本文部省社会教育课长小尾范

治写的文章 （登在昭和四年 〔１９２９〕二月廿三日的 《教育周报》，

不是我故意杜撰出来的。资本家为什么要兴办劳动教育，他是这

样老老实实的 告 诉 了 我 们。曾 有 人 论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下 的 学 校 教

育，说有如下的三大任务：第一，对于未来时代的劳动者，灌输

向资本主义制度之归依与尊敬；第二，从支配阶级的青少年中来

养成有 “教养”的管理劳动民众之人；第三，由于科学之技术的

应用，使帮助资本主义生产，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 （参阅第七节

“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从我以上所说明的理由及引用的实例

来看，我们对于 “学校教育三大任务论”，就决不能说是 “无稽

之谈”了。然则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又何尝有所谓 “觉世牖民”

的教育？

至于说 “精神修养”，也非事实。像上段所讲，教育只是一

种造成供支配阶级利用的工具之手段，绝没有什么 “精神修养”

可言。不错，有是有的，如 “正心诚意”，如 “忠孝节义”，乃至

为 “爱护祖国”、“遵守法律”等等，着实不少。但那不是很明显

的，以麻醉和诱骗为旨而成为一种阶级的作用么？即使让了步，

承认 “精神修养”是对 “物质”、“肉体”而言，为哲理的心灵的

意味。这也不免为太不 “科学”。试看现在的教育，有哪一点离

得开物质？没有校舍，没有桌椅，没有图书，没有实验室，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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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场……会 有 教 育 吗？高 等 教 育 最 称 发 达 的 “金 元 共 和 国”，

不是以金钱 的 多 寡 定 教 育 的 价 值 么？我 们 自 然 不 欣 羡 “黄 金 万

能”，但我们相信教育是对付人生的，不是掉弄玄虚的，是关系

实际问题的，不 是 空 讲 “道 义”的；人 间 只 是 人 间，不 是 “天

国”，说教育因 “精神修养”而值得 “神圣”，岂不是自欺欺人？

是的，精神修养，也可指思想的解放、意识的改造而言。如果真

是这样，当然表示赞成。但在过去历史上，我们只见束缚思想，

或是注入一定的思想，蒙蔽被压迫阶级的意识，或者强制灌输压

迫者的意识是有的。何以见得？据古来思想的历史所表示，精神

的生产是跟 物 质 的 生 产 同 时 变 质，支 配 一 时 代 的 思 想，不 拘 何

时，终是当时代支配阶级的思想。真要希望文化的繁荣，人类精

神的自由，那么必须有如下述的前提：废弃一切文化的独占，而

使文化成为万 人 的 财 产，使 阶 级 意 识 让 位 于 科 学 的 唯 物 的 世 界

观；又必须造成世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缩短物质生产上所需的

时间而有余裕从事于思索及创作。人间不仅要得法律上的自由，

更须能得物质上的完全自由，而后才有精神上的完全自由，可以

从宗教思想、偶像崇拜中解放出自己来。然而这岂是过去的封建

社会乃至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实现的？

对于教育是清廉的事业，是高超的事业的意见，我将在下面

另加批评。但此地不妨先述我的结论：教育事业决不是清廉的，

也不是高超的，说它为 “神圣”，只是迷信罢了。反之，我们亲

眼见过 “神圣”的教育界里，却出过做强盗的模范训导，骗取演

讲费的 “思想善导”者 （都是１９２９年日本发生的事实）以及种

种把持地盘，开 “子 曰 店”赚 钱 的 人。这 些 难 道 不 是 已 把 “神

圣”的假面具撕碎了么？

但认教育 为 神 圣，在 别 一 方 面，也 非 全 无 根 据，绝 无 理 由

的。这原是空想的产物，可是一切空想，一切虚构，也自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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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定的经验基础。

这个一定的经验基础是什么呢？

原来 “神圣”这个观念，最易联想到宗教，仿佛宗教是 “神

圣”的根据地似的。我就从宗教说起，反正这个说明可以移用。

“神圣”的含义是庄严，是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可侵犯。宗

教的所以成为神圣，秘奥在此。我们试来窥破这个奥秘。

为明了宗教的本质起见，我可以举一个实例。这个实例是把

宗教与科学来对比的。譬如就雨的这种自然现象考察一下。雨在

人间的物质生活上是非常重要的现象。在营农业的民族，它的住

民的运命是大受降雨之度数，雨之分量，及其地理的分布的影响

的。然而雨这 种 东 西，是 人 力 所 不 及 之 现 象，不 能 随 便 使 雨 下

降，也不能随便使雨停止。现在看宗教怎样对付呢？原始的乡民

怎样对付呢？他们这样想象：雨这种现象，是一种空想的具有人

格的雨神所产生的，人间用牺牲、祈祷或威吓等的仪式，可以左

右神之意志，因 以 达 到 人 的 愿 望。但 科 学 对 付 雨 的 态 度 完 全 不

同。科学中有气象学的一种特殊学问，它观测雨之现象，求出其

原因结果。故宗教与科学之本质大不相同：宗教立脚于信仰，科

学立脚于知识；宗教由空想来装饰它的经验基础，科学则由实验

由思索来整理它的经验基础。

宗教的主要的起源有二：一是由于人间对自然的关系，一是

由于社会的诸种关系。最初的人类因为受自然的支配非常强大，

故对一切的自然现象，有戴宗教的空想之眼镜以观取之倾向。这

是第一个宗教的见解之起源。其次在原始时代，整个社会对各个

人发生极大的影响。道德、法律、习惯、风俗，一般社会之规律

等等，都有对各个人强制命令之作用。本来原始社会自身也是一

种的自然体，故社会之规律习惯等所及于个人之影响，正同自然

力一样伟大。个人不能识透也不能理解此等一切的意义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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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以为必由精灵或恶魔发布是项命令，制定是项规律，以强制人

们遵守。故从社会关系之此项性质中，就自然发生了附以理由并

加以认可的宗教之见解。如祖先崇拜，即由血族制度①以生。换

言之，社会秩序赖宗教以确保。此外又有一个根源是以使宗教的

见解强大的，是当社会内部发生阶级之对立时所起的。因在那个

时候，宗教的观念成为支配阶级将被压迫阶级置于隶属地位之手

段的缘故。更因阶级对立、社会分业之结果，有专司宗教事务的

一个特殊阶级即僧侣发生，宗教的观念对于僧侣，也便变为筑成

并维持他们本身占有社会优越地位 （即脱离直接的生产劳动而食

于他人劳动之剩余生产物）之一手段。

由此观之，宗教之具有 “神圣”的意味，是因人们对于自然

及社会 （都及影响于本身生活的）的关系未能明了，思藉宗教以

表畏敬及期待。又因支配阶级与僧侣阶级之各自利用宗教以谋本

身利益，于是宗教便像真具大力了。

视教育为神圣的理由，便也如此。目宗教之举行仪式为可以

劳动神明、奇妙无比一样，人们视教育可以启发知能、“开通民

智”，也以为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存在。再，支配阶级的利用教育

以愚民，与 “读书人”之重视教育以自高声价，也复与宗教之情

形相同。何况最初的教师本由僧侣担任，最初的教育有许多地方

与宗教发生密切关系 （如教材及应用等）。故教育之被视为 “神

圣”也正有其不 确 实 的 根 据、不 正 当 的 理 由———以 科 学 的 见 地

来看。

大家知道宗教见解之为信仰与空想的产物，而不知教育神圣

见解之也为信仰与空想的产物。对于宗教之迷信，有人知道不合

① 〔特编注〕血族制度，指由同一祖先的血缘所构成的家庭制度，也

称作血缘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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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要打破，而对于教育神圣之迷信，似尚未有人揭破，反还谆

谆乐道。这岂不是一个重大谬误？

支配阶级不是 “全知全能”，他们非有御用学者划策打算盘，

是不容易维持统治势力的。所以自古以来的支配阶级，不能不利

用利禄声名以笼络聪颖之士，叫他们替自己效劳献功，以防止臣

民之 “犯上作乱”。同时这批御用学者为感恩图报起见，也就假

造种种说法，如 “作之 君，作 之 师”； “天 子 重 英 豪，文 章 教 尔

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方替支配者造出权力之

学理的根据，一方也为自身筑成 “四民之首”之事实的基础。故

教育之被视为 “神圣”，实有这种阶级支配之妙用在内。

现在我们可以说：认教育为神圣者，颂扬教育之神圣者，不

特表明他之无知与迷信，也是证明他的 “学者良心”之受阶级支

配的利用与麻醉。

不打破 “教育神圣”这一个迷信，教育将终于同宗教一样，

永为支配阶级 “愚民”的工具，永不能成为人生需要的教育。

唯要消灭宗教的观念及其根源既非如１８世纪的法兰西哲学

家用合理主义 （即采用理智的立场，以与宗教及教会相斗争；这

个立场是非历史的，因为他们只认宗教是不合理性的，是一种迷

妄；而这种迷妄是可由启蒙以扫除）所得成功，也非如数年前的

仅靠宣传 （如反基督教）及最近的只凭蛮力 （如捣毁庙神）所能

奏效。这种启蒙事业在准备革命的阶段上，固然有它们的功用，

但真想铲除宗教必须在产生宗教观念的社会的根源与社会的地盘

完全推翻，即现社会组织被根本变更的，才做得到。同样，要消

灭教育神圣的观念，也必在产生这种观念的社会根据被颠覆时，

才做得到。

第二，辟教育清高说。

清高的含义，一方面是说清苦，一方面是说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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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教育事业是清苦呢？他们说，第一是因它不像经商

的孜孜为利，或做官的刮地皮、行贿赂，是很廉洁的。第二是因

它要坐冷板凳，做 “教书匠”又辛苦得很。

说高贵呢，当然是为了它是 “百年树人”的大业，是 “为国

育材”的要务，又是唯一的 “上品”，奉至圣先师孔子为法，虽

“九五之尊”也不敢轻视的。更有一点是它的超然的立场，不涉

政治，不为金钱，真是 “孤高绝世”，真是 “名贵可风”。

这是一般人相信教育事业为清高的几项理由。现在让我们把

这些理由检讨一下。

教育事业之 “苦”，确是事实，但 “清”则未必。许多做教

员的，硬撑了股骨，才保住一只养家活命的饭碗，这种被动的廉

洁，我们实在 未 忍 加 以 称 许。而 如 做 教 育 行 政 官 吏 的，做 校 长

的，或做高级学校教师的，他们的把持地盘，排斥异己，以及兼

差兼课的情形又何尝与一般被认为龌龊腐败的政界及卑鄙狡猾的

商界有所差异？老实说，它的 “清”未必胜于 “清道夫”，它的

“苦”直远不及 “苦力”。只因为社会是这样的限制了一部分人，

在一时之间，他们别无可以营谋，可以腾达的捷径；于是以学校

为传舍，执教鞭以度日；也被逼得似乎心甘情愿，甚有愿奉为终

身事业的了。其实如果到了 “生财有道”的时候，那么交易所可

去，军队可去，衙门更可以去，何尝还保得住所谓廉洁？这样，

在可以得意的时候，便可掉头不顾，而在不得意时，却可藉为托

身之所。一方面过着不得不清苦的生活，一方面意外地获得 “廉

洁”的美名。为一般人所承认的最清苦的小学教师生活，不过就

是这么一回事。

至于说是高贵，据我想，无非也是 “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一

种看法。如上段所说，教育之所以俨然高贵起来，无非由于支配

阶级的利用手段与御用学者之自高声价。我们可看不出教育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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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事业 （如军事、交通、卫生等等）之间，有什么高低贵贱之不

同。若从行政各部之位次上讲，教育还落在外交、内务、军政之

下。试问教育事业究有什么特权敢自窃取 “高贵”的尊号？

若使教育因以育人为对象，关系重大，故须特别看重，那自

然该得 “高贵”起来。无如这种见解，是以教育为万能，或以奇

迹相期待，毕竟是奢望过当的一种迷信。因为 “育人”的责任，

不是教育所能单独负担，至少卫生部要分担一部分，而生产分配

的规制更属根本要图。试看现社会中，穷人的头脑尽管比富人的

聪明万倍，但如本书上节所说，因他们的钱袋太小，或者竟是两

手空空，终于不得走入 “学校重地”。足见教育的育人能力是非

常有限制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唯有财产确比教育为 “万能”。

更唯有私有财产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在财产前面才有教

育的分儿，它 自 己 是 永 远 独 立 不 住，抬 头 不 得 的。怎 配 得 上 说

“高贵”？故在金融资本称雄的现代，教育真不过是卑贱的事业，

除吃了饭没事做的人拿来装璜门面，或没饭吃的人啃碎骨头般藉

以苟延残喘外，谁高兴去理睬它？军费不够，可以随时随地印公

债票、抽特别捐以补足之。有时更老实不客气地挪用教育费。教

育费不够，甚或被挪用时，凭你做老师的伸着喉咙叫屈，痛哭流

涕地 “请愿”，有谁个要人来怜恤你？在这当儿，还空喊着教育

神圣、教育高贵，究竟说得过去否？

以前因为历代帝王尊重孔子，奉为至圣先师；孩童未读 《大

学》、《论语》先得拜孔，春秋二祭，更是国家重典。教育之得号

称高贵与神 圣，至 少 这 当 是 个 要 因。但 至 最 近，崇 圣 尊 孔 的 热

度，似乎远不及从前之高。拿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事为例：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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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鲁涤平①将军、何键②将军力争恢复孔子祀典，并于孔子

诞日躬行三跪九叩首的古礼以外 （据 《上海时报》的记载），国

民政府却只令 “所拟以孔子诞日定为纪念日，事属可行，无庸规

定仪式”。后经教育部 “酌定”也不过说 “嗣后孔子诞日，全国

学校应各停止二小时，讲演孔子事迹以作纪念”。这样一来，国

民政府对于孔子的礼典，似已差 不 多 宣 告 废 止， “崇 圣”之 举，

从此似已成为 “往事”。由崇圣祀孔而来的教育的神圣与教育的

高贵观念不是没有根据了么？撕下了教育的 “高贵”面皮或者也

竟不算得丢脸么？

“子罕言利”，孟子 劝 梁 惠 王 “何 必 曰 利”，教 育 之 不 为 利，

似乎由来已久。但到今日，情形显然大变。不特不讳言利，也且

高唱职业教育，力辟生产门路。教者因为利而出卖口舌，学者也

为利而学习知能。教育的价值竟要以能收入多少来决定。然则以

不为利而博得 “高贵”称号的教育见解，不将又因大被利用而剥

夺以去么？

至于不涉政治与采取超然立场之高贵性，也只是掩饰欺瞒的

话。其理由且待到下段来说明，如今单看事实。你不见在军阀时

代也颇有声有色的学阀吗？他们还算是全国教育界的新人物，但

他们却最会得阿谀军阀，勾结财阀！你又不曾注意到主张教育救

①

②

〔特编 注〕鲁 涤 平 （１８８７～１９３５），字 咏 庵。湖 南 宁 乡 人。早 年 参

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１９２８年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力 主 尊 孔

读经。
〔特编 注〕何 键 （１８８７～１９５６），字 芸 樵。湖 南 醴 陵 人。早 年 毕 业

于保定军官学校，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１９２９年 任 湖 南 省 代 主 席

兼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主张复古尊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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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论的国家主义派①的先生们么？他们是躲在军阀旗帜底下谋活

动。既认政治运动为龌龊，那么像这种样的教育，到底以什么地

方可以看出它的高贵性来？

以上把认教育为清高的理由已经检讨过了。以下且再研究这

种见解能有何种影响，并再研究这种见解之历史的由来。

视教育事业为清高之影响，至少有如下几项可说。

第一是隔绝了政治。在他们想政界是功名之路，是藏垢纳污

的所在；清高的教育界中人，是不当接近政治的。于是政治的清

明与否，不成为教育上的问题。政治愈腐败，教育愈与之隔绝。

即是孔子也说过 “学而优则仕”，未尝阻止教育者之从政。然另

一方面，他又说过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

更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因之教育者不特自身不

欲与闻政事，且叫学者也莫顾问政事。所谓 “明哲保身”也无非

是对政治的 “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当初，支配阶级原不希望

人民去顾问政事。自有了这种 “教育哲学”，遂仿佛在理论上给

教育以远离政治的根据。到后来因政界之实在腐败，于是使自高

声价的教育者愈想隔绝政治。教育上既不顾问政治，一般从政的

人，愈可肆无忌惮，“误国殃民”了。

第二是隔绝了劳动。既以不事生产为高尚，那么教育事业自

然变成空谈坐食的事业。虽然古代也重 “洒扫”，但那不过是一

种礼节，不是生产的劳动。何况高居 “四民之首”的士，自以为

天生是 “治人者”而又 “食于人者”，倘要用劳力以获食，不特

体面有关，且根本何必入学。劳力是微贱，用心才算高贵；生利

① 〔特编注〕国家主义派，中国现代政治派别之一。主要由中国青年

党的党徒构成，代表人 物 有 曾 琦、李 璜、左 舜 生 等。鼓 吹 国 家 主 义，反 对

共产主义。办有刊物 《醒狮周报》，亦称 “醒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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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流，读书才算上乘。于是 “手无缚鸡之力”与肺痨病型女子

的 “弱不禁风”同被赞美，社会上平添了一大批只分产而不生产

的人。游民之愈高等者乃愈属于高等阶级之所谓 “士”。这便是

教育高贵性所生的流弊。

第三是给不得志于政治舞台的政客以一个暂时安身的机会。

因为在表面上，教育是不牵涉政治的，于是政客摇身一变而为学

客，借办理教育之名，广为结纳，遍植党羽。使外人看来，他是

在热心学 务，不 惜 加 以 颂 赞。这 样 的 人，在 我 们 不 是 屡 见 不

鲜么？

然所以使教育带有高贵的属性者，也是有它的历史性的。自

人类社会分成阶级，支配阶级占有国家这个权力机关以后，它最

怕民众的反抗，不得不想种种方法以防止。或用武力的强制，或

用法 律 的 威 吓，或 用 礼 教 的 范 围，或 用 教 育 的 “怀 柔”，以 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个愚民政策之彻底历行。国家一

方面既以名利禄位攫住士人之心，使他们替统治者尽忠效力；他

方面复以 “希圣希贤”、“正心诚意”为教，使受过教的个个成为

“不辨粟麦”、“不问理乱”的超人———高等游民。故愈受清高的

教育，当愈是 “洁身自好”，愈可使统治阶级高枕无忧。

更有一种使教育具高贵性的理由，是如本书前面所说，阶级

的教育，使教育与劳动分家。换句话说，是因人类社会入于文明

期以来，一向没有过普及人人的教育，教育一向被一部分人所专

有独享。同奢侈品一样，教育是被贵族及所有阶级玩弄点缀消遣

之物，平民与无所有者只配供献劳力以作活命的代价，像教育那

样的奢侈品决无容许贫贱人染指之余地，于是教育居然戴起金冠

来了。

实则今日的教育事业，它的 “清高”已经不攻自破：要争经

费，要讨积欠，要 兴 职 业 教 育，凡 向 所 认 为 有 清 高 性 的 种 种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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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俱己一扫而尽。只有一点 “苦”至少在一部分的教师们是无

法免避，且因没有如苦力们的那种团结力量，还只好欣羡他们的

英勇而自叹落后，或要悔受清高之毒太深了！

第三，辟教育中正说。

这种迷信是如此 的：教 育 站 在 公 正 的 立 场，采 取 中 和 的 态

度，不偏私，不极端。如对于主义派别，在教育的本分上以为是

不许有所执着的；对政治问题以为是不容有所主张的；同样对于

各家学说的研究也要无 “我见”，而最称特色的是把理论与实践

“分家”。譬如日本京都帝大的教授河上肇①氏被强制辞职 （１９２８

年）的理由之一，便是当总选举时，他去替候补人大山郁夫氏作

应援演说，这仿佛说：学问是中立的，大学教授而作实际运动，

那就有伤学问之尊严了。因之河上肇非去职不可。近来有许多号

称学者的，就是这种 “中正教”的信徒。如某一经济学者对什么

工厂法规发表意见时，先后声明自己既不拥护资方，也不偏袒劳

方，只是站在经济原理的立场来说公平话。又如当五卅事件在上

海发生的时候，学生们有的已被英帝国主义者的走狗枪毙，有的

罢了课奔走活动实行反帝的工作。教育者怎么样呢？他们也曾开

过会，要议善后办法要想对学生家属 “负责”。但其能事只尽于

此。至如高等华人的学者如丁文江②辈竟主 张 “公 平 调 查”，这

可谓把 “中正教”彻底实行了。

再有一点可作 “教育是中正”的根据的，是孔子说的 “有教

①

②

〔特编注〕河上肇 （１８７９～１９４６），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

日本共产党员。曾任京 都 帝 国 大 学 教 授，１９２８年 被 迫 辞 职，１９３３年 入 狱。

著有 《近世经济思想史》、《唯物史观研究》。
〔特编 注〕丁 文 江 （１８８７～１９３６），江 苏 泰 兴 人。字 在 君，近 代 自

然科学家，治地质学，时任中国地质调 查 所 所 长，著 有 《扬 子 江 芜 湖 以 下

的地质》等报告二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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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类”。是的，在一个学校中，有富家子，有贫家子，有聪明的，

有愚鲁的，低级学校毕业，一样可以升入高级。把教育机会平等

地给与人民，再中正也没有了。

但事实上怎么样？先看教育机会均等说的实际。研究过教育

概论的，当知道学制上有所谓 “双轨制”，即富家子与穷家子从

受教育的第一天起，便须分道扬镳。无论张三的儿子学业成绩怎

样优良，但为了张三是个木匠，他的儿子就只好受受国民教育。

但张三的儿子还算有幸气，像那李四的儿子从学会走路，就要自

己用手吃饭，可怜他连书包都不能备一个。反之，赵家的小儿子

虽然未至蠢 如 木 牛，却 要 三 年 落 两 回 第，现 在 居 然 出 洋 留 学 去

了。再看：小学教师奉教科书之命奖励学生勤俭，但对于邻家刮

地皮的乡绅，甚至本校抽大烟的校董，却可以熟视无睹。学校里

讲人类应和平博爱，然对于军阀之割据地盘、帝国主义各国之扩

张军备，却都可以置之不问。阶级斗争太残酷了，教育上必须宣

讲劳资协调；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太偏激了，教育上必须

鼓励他们研究学术。说到研究学术，似乎什么学术都无不可了，

但马克思主义要除外。集会言论当然自由，但须先经认可，并且

不得 “违抗中央决议”。教育者说：“我们要以学者态度作详密的

研究，以获得公正的结论，但以不违反△△主义①者为限。”

试看这样不偏袒，不过激的教育的中正面目。

这样中正的教育，究竟中正到怎样一个程度呢？我可以拿现

代文明国所标榜的司法独立为例。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那么在

法庭之前自是无冤不伸了。然而一方有互称保障人权的律师，无

论替原告被告俱可接引法律以辩获。他方又有私刑的拷讯与监狱

的虐待，另外执政权者却可随时制定什么刑法而命令司法官依法

① 〔特编注〕△△主义，即隐喻 “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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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譬如１９２８年日本的田中内阁觉得治安维持法还不足以禁

压劳农的运动，于是可以制定改正治安维持的紧急敕令，而号称

独立司法机关，就得马上照办。你看这种样的 “阶级裁判”竟算

是文明国的进步的制度呢！也许你以为我们的中正的教育，或不

致如此欺人吗？那么且看：号称行中正教育的各文明国的教育制

度是把持国家权力的人制定的，教育经费是由他们规定的，教育

书要经审定，教师要经检定，课程也要经编定。只要你明白现代

国家的本质，懂得这些手续的用意，你该不致怀疑 “阶级教育”

的定名吧？然而不识羞耻的学者还敢对人称说 “教育是中正的”，

“教育该中正的”。只要 “有奶便是娘”，好不笑煞人！更有些自

由主义者，以为政府干涉讲学自由，有伤大学自治的威严。这却

仿佛狱囚批评用手拷脚镣之不当，何异痴人梦呓。

这个教育迷信，可以发生三种毛病：一是不作主张。因为标

榜 “中正”，只好什么事推开不管，至多也只模糊影响，不着边

际。一是没有是非，因为不作主张，自不必讲究是非，甚或明知

是非，也因受制于 “中正”之招牌，只好开口不响。但有时也会

发主张，辨是非，不过其动因不在自己，而在有权势者。故在军

阀时代竭力反对 “党化教育”者，一到国民党时代，居然会得高

喊三民主义教育，或 者 做 官，或 者 立 说，活 像 个 “忠 实 信 徒”。

但我相信他即使在这时候，怕还抱着 “教育是中正”的见解的。

因为以上两个结果的影响，便生出第三个结果来。那便是中正其

名，偏私其实。换句话说，它只是有利于支配阶级的中正教育，

不许反抗支配阶级的中正教育。无论如何，它总不肯公开地说明

自己是阶级的，总要设法掩饰其阶级的事实。

不破除这个迷信，教育将不能跳出 “人榨取人的社会关系”，

而只成为少数支配阶级的工具。然真要彻底破除这个迷信，除非

先废止了 “人榨取人的社会关系”。否则 “中正”的金字招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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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挂在人们嘴唇边的 （参阅第七节中论商品化一段）。

第四，辟教育独立说。

“教育独立”的说法有几方面。一种说法是教育应脱离政潮。

不落入政治的漩涡。这是就事实上且是消极的主张。一种说法是

教育以儿童为本位，应谋个人之圆满发展，不当用一党一派的主

义来束缚个性。这是根据所谓教育原理的主张。这两种都是说教

育要超绝于政 治 的 关 系 而 独 立 的。此 外 有 就 教 育 行 政 的 独 立 说

的，有就教育经费的独立说的，有就不受宗教影响而说的。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教育离政治而独立。我们且就这

点加以检核。

自有历史以来，凡确立支配阶级政权的地方，竟可以说没有

一项事情不受政治的支配。教育一向是愚民的工具，支配阶级为

巩固政权起见 断 不 容 人 民 明 白 真 理。它 不 是 禁 锢 人 民 求 知 的 机

会，便是引诱人民去相信有利于支配阶级的 “学说”。因孔子的

教义讲忠孝，讲礼让，这种封建社会的道德最于做皇帝的有利，

所以自汉 武 帝 “定 于 一 尊”以 后，即 为 历 代 帝 皇 所 宠 用，直 至

２０世纪的２０年代，尚为军阀们所 “垂青” （如从前的北洋军阀

而兼狗肉将军张宗昌就在山东大学行三跪九叩首，褚玉璞命令各

校读经）。在西洋，以博爱屈伏为教的耶稣教，无论在中世罗马

帝国时代，在现在帝国主义时代，也都被支配阶级所采用，且不

惜用武力、费金钱，以达传教的目的。宗教教义更成为教育全盘

的主要内容。这是政治积极地支配了教育。外如中国之 “焚书坑

儒”、“兴文字狱”，西洋中世罗马帝国之封闭雅典大学，最近美

国某州之禁止教授进化论，日本政府之免除 “左倾教授”，则是

政治消极地支配了教育，袁世凯皇帝规定小学生读 《论语》、《孟

子》，中学生读 《大学》、《中庸》，上举张、褚二军阀命令学校读

经，以及日本小 学 生 崇 拜 天 皇，都 是 教 育 不 能 超 绝 政 治 势 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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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无论是古代的中外各国以及近代的资本主义的文明诸国，教

育之不能超脱政治影响有如上述。即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教

育也是政治的，而且还是阶级的———在它们自然是无产阶级的。

所不同者，苏联的教育，公然宣言是政治的、阶级的 （不过这种

阶级的教育与前面第二节所述阶级的教育有不同，详见后面第十

六节）。而在别个文明国家必要称作独立的全民的教育，还要一

方面竭力使大学只研究高深学术，使低级学校只传授普通知识；

他方面竭力讳言教育之政治的作用，不准教育界人从事实际运动

———虽然 “爱国”或 “忠君”的训条，军事教练及实地演习都是

非常注重。

在教育本质 （指阶级社会的）上及行政系统上，其所以不能

独立之理由，只因教育不过是维持政权的一切工具。尤其在金融

资本称霸的现代，一 切 教 化 事 业，从 学 校 教 育、新 闻 杂 志、宗

教、科学、艺术、广播、电话以至影片、体育等等，无不为布尔

乔亚阶级所独占 （详见后面第七节）。现代文明国的政权是布尔

乔亚的政权，现代文明国的教育，也是布尔乔亚的教育。

这种教育最具体最露骨地表现的，是美国的教育。我将于后

面另立专节来详细叙述 （看第十五节），此地姑先作简单的一瞥。

辛克莱 （ＵｐｔｏｎＣｉｎｃｌａｉｒ）在所著 《鹅步》（ＴｈｅＧｏｏｓｅＳｔｅｐ）

中发表了对于美国高等教育机关的观察与结论。据他说，在北美

的大学校里，有６０万青年受着组织的养成大资本的先锋队之教

育。一切高级教育，无例外地以托辣司①或银行得到资金，公司

的支配人或大资本的别个代理人都占有高级学校董事的地位。一

切大托辣司或大金融俱乐部，莫不各有 “自己所有”的大学。大

① 〔特编注〕托辣司，即托拉斯 （ｔｒｕｓｔ），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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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高级学校很多额的财产，就当作该公司的股票以投资，藉此

谋与资本家的寡头政治作成巩固的 “协同发展”。

洛克菲勒、摩尔根及别人的特别资金，对于美国的国民教育

与科学，也具有重大的意义。那照规约 “以增进人类幸福”为目

的的洛克菲勒资金，有许多投为股票 （在１９２０年为１８５００万金

元），获得数百万金元的利润，因 “慈善”事业故而得免税。这

笔钱的一部分用在科学的研究所，医疗事业 （在北京的协和医院

及洛克菲勒病 院，是 间 接 替 美 孚 石 油 之 帝 国 主 义 的 目 的 而 服 务

的）、传道队 （在远处殖民地开拓投资之路）等。另一部分是用

于秘密的 “军事的目的”。更有不少金额投在镇压罢工、破坏罢

工之组织化上。还有另一宗上，数万万的洛克菲勒基金 “普通教

育基金”，是特别充国民教育用的。据它公布的宗旨看来，“为使

大众满足于他们的状态而教育之……使他们仿其父母之例而教育

之”。在许多地方，这笔基金对于下级的学校也发生大影响，即

组织地教训儿童去皈依洛克菲勒教与一般的资本教。科学的卡内

其基金①，也完全是同性质的。在表面上虽用于数千无意味的烦

琐的研究与伪善的牧师之养成，但在本质上，只为追求那个供给

基金的钢铁公司之利益而已。

教会也完全与 一 切 教 育 团 体 及 慈 善 团 体 相 同，为 资 本 而 服

务。教会在某种领域上拥护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则付教会以报

酬。这只 看 基 督 教 青 年 会 （ＹＭＣＡ．）就 可 知 道。它 在 世 界

各地设立支部，以大资本接受基金之供给，当作美国帝国主义政

策之先锋队而活动，又尽着经济的密探的作用。有名的 “阿拉”

（阿美利加救济协会）也是表演类似的功能的。

在欧罗巴诸国，学校制度由国家规定，像上述的关系，多少

① 〔特编注〕卡内其基金，即卡内基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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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粉饰过的。可惜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述经过国家机关 （是现代

集中化的资本之助手）以间接及影响于教育之手段，我们只能举

出在德国当暴落期，科学的设施曾以托辣司接受直接的物质援助

一事以作例证。

近代的科学，愈以需要巨额经费的研究所、实验所及为供研

究的特种设施为必要。在今日，大抵的发现是集团的协同作业之

产物。技术的完成是在工场研究所或由托辣司维持的特殊设施中

所做的。

科学在根本上，是循着追求资本家之利益这个方向而走，虽

然学者自己或未曾意识到。但这一事实对于人类是有重大的意义

的。不必讲许多，只要想及有如何多种的精力、金钱与知识是耗

费在无数的军事的发现上，当不难为之惊心怵目。

集中化的资本之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御用 “科学”上也

完全显露。德国的经济学讲师与教授，无论为谁，必以马克思学

说之 “反驳”开始他的经历。

在此种设施之中，有一个基拉科学研究所，算是欧罗巴最大

最有势力者之一，它便是受大工业的维持，而着手于输出市场及

资本家的扩张方面的特殊研究为职务。

以上单就集中化的资本所及于学校及科学的影响，以明现代

教育之隶属 于 政 治———金 融 资 本 家 统 治 手 段。这 里 又 有 两 种 含

义：一是这种教育靠资本家来维持；一是这种教育只为适应出资

办学的资本家之需要 （参看前面第二节所述）。

若连新闻、影片、体育竞技、无线电话所受于资本之影响言

之，当更可明了今日人类精神文化之如何受人利用。若在信仰教

育 “独立”而且 “神圣”、“清高 “、“中正”的人们听了，怕一

定会得羞恨无地，气忿欲死！———如果他们是真的信仰者。

以上材料都在详述教育之不能脱绝政治而独立。至于教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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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独立，至多也只有形式别致，精神依然 “附庸”。若离宗教而

独立，当作一种教育原理来主张，未尝不可。不过要知道在阶级

支配的社会，尚需用宗教为 “思想支配”的时候，是无法将宗教

的势力排除出去的。就中国说，如果教会学校还继续存在的话，

谁相信教育是独立呢？

以上四种迷信是互相联系的。因视为 “神圣”就可连带地视

为 “清高”而且 “中正”、“独立”；因是 “清高”，故成 “神圣”；

因是 “中正”，故 当 “独 立”，亦 唯 “独 立”可 以 保 “中 正”和

“神圣”。就现状言之，一般人所迷信为 “神圣”的不免有点 “卑

鄙”；所迷信为 “清 高”的，不 免 有 点 “污 浊”；所 迷 信 为 “中

正”的，乃是掩饰 “偏私”的假话；所迷信为 “独立”的，更如

奴厮之辈，自愧丢脸，而故在大众面前装腔作势说大话罢了。

我们敢再重言申明：人类自社会的内部分成阶级以来，教育

只是阶级支配的工具。它只为了支配者的利益，且唯少数特权阶

级能以享受。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普及教育”也系为了资本家

的需要，替他们造成在平时的能动机器，在战时的爱国健儿。因

资本的集 中，更 伴 生 了 所 谓 “精 神 生 产”之 独 占，学 校 不 过 是

“观念制造”之工场。

故教育之为物，对待于 “神圣”，我将以 “凡俗”名之；对

待于 “清高”，我 将 以 “平 庸”名 之；对 待 于 “中 正”，我 将 以

“阶级的”名之，对待于 “独立”，我将以 “隶属的”名之。

问　题

１．说教育神圣的根据何在？

２．在教育清高说下，发生了多少种的恶影响？

３．在阶级教育之下，果能实现中正的教育否？为什么？

４．在中国所唱的教育独立说，据你所知道，约有几派？他们的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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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５．关于教育的曲解，除本 节 所 讲 的 四 种 以 外，你 还 能 指 出 其 他 的 吗？

试详为说明，加以批判。

第四节　教育的效能

教育的可能性———评三种错误的教育效能观———１．

教育万能论———２．教育救国论———３．先教育后革命论

———问题

在教育的本质上，若不说一说教育的效能，我是觉得有点不

充分的。因此，现在特来说明教育的效能。

引起我所以要特地对教育的效能加以说明的动机，是因向来

教育界乃至教 育 界 以 外 的 人，往 往 抱 着 一 种 不 相 应 的 过 分 的 估

量，以致发现许多错误———在教育本身上，也在革命进程上。

这种错误的教育 效 能 观，大 致 有 三 方 面：第 一 是 教 育 万 能

说，第二是教育救国 （或建国）论，第三是先教育后革命说———

后两说也可说是第一说的推衍。

在未批判这些错误的教育效能观以前，我当使读者先回顾一

下上面所已讲过的话。

最初，我们就说明教育是上层建筑之一，是观念形态的劳动

领域之一，给人以特种的劳动力的。换言之，它是帮助人营社会

生活之一手段。同时，我们知道教育不是什么凭空生长，独立存

在的；它乃是受制于经济的关系 （同时就是政治制度，底下在第

九、第十两节更要详说）而为某种经济的社会的副产物，某种经

济的社会的形态之反映。不错，我们可以补说一句，教育也有率

先领导或者促进的功用。例如在辛亥革命之前，有许多地方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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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已在宣传革命思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行为尽可说是这

种宣传的产 物。由 这 可 知 教 育 着 实 有 作 用，决 不 像 是 专 做 “尾

巴”的。不过就在这儿，我们要问在辛亥革命以前，何以会有那

种革命思想发生呢？是生于教育者之 “良知”吗？是生于革命家

之 “先觉”吗？都不是的，它乃是生于一种客观的刺激。说得具

体一点，是生于帝国主义逐渐向中国加紧侵略，而满清政府无力

抵抗，致使民众生活愈趋困难，迫得大家要找生路，然后才有那

种革命思想发 生 的。所 以 就 教 育 上 的 各 种 设 施 以 及 教 学 内 容 而

言，都是和当时 的 经 济 及 政 治 状 态 相 适 应 的。不 拘 是 反 动 的 也

好，是革命的也好。教育绝对不会也不能超绝了时代与环境而有

特别新颖可喜的内容和方法，仿佛从天上降下来的。

要之，人绝不能在客观上所不可能的范围内创造什么，人只

能在客观上所可能的范围内有所推进利导。

教育的可能性自然也有这个限度。

说教育有非凡的本领，有超绝一切而独立特行的存在，不是

梦呓，也准是夸大狂。

现在就进而批判上述三种的教育效能观。

第一是所谓教育万能说。

容我先来叙述自己过去的经验，现在确是觉得有点赧然的。

当十五六年前，我刚毕业小学的时候，为了家境贫寒，看来

对于升学显然是要失望的，所以只好走上糊口之路。说来惭愧，

我是高小毕业生就做高小教员的，但半年之久，校长先生仅仅送

了我十几元薪水。但是我的升学野心依然盘踞着不去，当时曾几

次发生过幻想：进工业学校去，考电报学生去，进留美预备班去

（清华大学 的 前 身），而 且 和 父 亲 商 量 过。但 是 父 亲 责 备 了 我 一

顿，说是 “你还梦想 究 竟”！ 我 的 父 亲 是 手 工 业 者，为 了 贫 穷，

自然相信穷儿是命定的不必 （实际是金钱无能）受许多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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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究竟！我竟梦想到了，是考进了师范学校。进师范，一

方面固然为了师范免学费还免膳费 （现在可不然了）；但他方面

还为了我是个 “教育万能教”的信徒。

也许是一个人的自己安慰方法吧。为了要进师范，为了考进

了师范，所以就对师范抱了最多的希望。但不管这个，我当时确

是相信教育万能的，以为教育可使人得知识，可使人得技能。更

稀奇的，是可使哑子开口，瞎子读书。还不仅此，教育事业是多

么清高，多么纯洁。在当时的学界中，师范生的确显得比一般中

学生要规矩些，要俭朴些。

经了五年的师范教育，愈加觉得教育事业真是国家一切事业

的根本。在求学期内，记得袁世凯快要做皇帝时特颁教育宗旨，

我们学生还都读过，认为是 “教育福音”。到了毕业之后，虽未

曾 “身执教鞭”，但对教育总还存着重视之心，以为教育办得不

好，其他什么事业终是弄不好的。

可是，最近 五 六 年 来，我 要 自 己 庆 幸，我 居 然 从 梦 中 醒 觉

了。我发现我过去确是 “梦想究竟”，确是迷信。

这不仅因为我 “小民无饭吃”，使得 “教育万能教”不攻自

破；实在是因为从事实上，从理论上，都证明了 “教育万能教”

的不足信。

理论上的说法，从本节开首的叙述，可以明了。

现在专从事实上来作证明。

相信教育万能说者，除 “赵普①以半部 《论语》治天下”这

样幼稚好笑的瞎说，凡稍有常识的都不置信以外，独对于号称新

① 〔特编注〕赵普 （９２２～９９２），宋 代 开 国 元 勋 之 一，官 至 枢 密 使、

太师，加封魏国公。相传他曾对宋太宗赵光义说：“臣有 《论语》一部，以

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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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现代教育，仍还有不少人信为是万能的。他们的理由是：

新教育是科学的教育，是民众的教育。这种教育不是过去愚民的

贵族的教育可比。天空有飞行机，海底有潜水艇，消热有电扇，

保暖有电炉。这许多文明利器，已使得世界比以往进步，也就可

说是教育的产物。所以教育虽非万能，也近于万能了。

但是果真如此吗？

用所谓 “科学的教育”，以测验儿童的智慧，考查儿童的学业，并

举行其他的调查统计等等，看 来 好 像 是 很 公 平，很 准 确 的 利 器 已 在 教

育上应用了。

用所谓 “全民的教 育”以 设 立 民 众 学 校，推 广 补 习 教 育，并 出 版

供平民阅读的书报，看来也好像教育上已在打破界域，大度包容的了。

但是考之实际，是不是个个儿童得享受到 “科学的教育”之恩赐，

个个平民得享受着 “平民的教育”之教训呢？

在教育上也同在政 治 上、经 济 上、法 律 上、社 会 上 一 样，有 着 许

多的不平等，许多的不真实。

科学的利器真多得 很 呢？在 交 通 上，在 建 筑 上，在 营 养 上，在 娱

乐上，在现代确比现代 以 前 为 进 步，为 新 颖，为 有 趣。但 试 问 能 享 受

到它的利益的究有多少人？举浅例 来 说：夏 有 电 扇 以 避 暑，冬 有 暖 炉

以御寒的，在这现代占有全人口几 分 之 几 的 人？同 一 情 形，尽 管 教 育

上发明了多少利器，但就其 极 大 限 度 的 效 用 而 言，也 只 限 于 能 就 学 的

人。然试问从 教 育 门 墙 被 除 外 的 人 究 有 多 少？ 这 批 人 是 永 不 能 见 到

“科学的教育”之面貌的啊！

再看 “全民的教育”。说叫 “全民”，“全民”原是其妙无比的好名

词。但试问世界上的全 民 在 哪 里？为 民 有、民 治、民 享 的 德 谟 克 拉 西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① 的美国，莫非已 臻 于 全 民 的 境 地 吗？我 们 知 道 世 界 上

① 〔特编注〕即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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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没有所谓全民的政治，因为掌握政治的国家机关，并不在全民手里，

而是在 “部民”手里。这 且 置 而 不 论。单 就 现 代 所 谓 “平 民 的 教 育”

来看，一则在数量上固未普遍，再则 在 内 容 上 更 多 缺 陷。譬 如 就 现 代

富强国家的教育训诫而言，说 “奉公 守 法”，“勤 俭 可 以 致 富 成 家”等

等，养成安分良民的话，其实在站在 反 资 本 主 义 立 场 的 人 看 来，都 是

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用以欺骗平民，软化平民，役使平民的口号。

因为一般平民并未掌握政权，掌握政权的都是特殊阶级的人；换言之，

他们这种国家并不是平民 的，只 是 特 殊 阶 级 的；所 以 那 种 教 育 上 的 说

教，适成其为特殊阶级的教育罢了，与 平 民 本 身 利 益 是 无 关 系 的。然

则更哪里来的 “全民的教育”？———公朴的 《现代新教育之特征———病

征》。

这段引用的文章，可以证明教育上的许多主张，不管它是如

何好听，就教育本身言，它的效能是有限得很的。“万应膏”式

的教育，只在教育学家的嘴角边决不在事实上。

我再举出一个实例，以证明教育上的好方法，并不一定发生

效能。

盲哑教育，是盲哑者所应受的教育，谁也知道是该积极提倡

的。但据十八年 〔１９２９〕十月间 《申报》载朱卫涛、张维新二君

为编制教育方案应增加盲哑教育呈教育部文中说：

查我国盲哑之众……当 在 百 万 以 上。……又 查 我 国 盲 哑 教 育 已 有

二十余年之历史。但现时全国盲哑学校，据最近调查，哑校仅有南通、

北平、烟台、上海、南京 五 校 （内 私 立 三，公 立 一，教 会 设 立 者 一），

哑生总数不满三百；盲校约三十所，大 半 为 教 会 设 立，学 生 总 数 亦 仅

千数百人……

本来一般的普通的教育尚未普及，像这种特殊的教育自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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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未能普及了。然 我 们 由 此 不 是 可 以 懂 得 教 育 本 身 是 很 少 效 能

的吗？

有百万以上之众的盲哑，而只有千数百人受到盲哑教育，这

简直是宣告教育无能。

为什么教育这样 无 能 呢？ 便 因 教 育 受 制 于 经 济，受 制 于 政

治。仅靠教育事业上想法，在教育范围内活动，那么无论怎样巧

妙的教育方法都是枉然的。

相信教育万能说者，至此又有何词以对？

老实说，现代新教育的症结，正有如公朴君所说，“是在于

现代所特有之 ‘富’，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是 ‘富’的社会，是

‘富’集中于少数的社会，是占有经济上支配地位的富者同时即

为占有政治上支配地位的人的社会。同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

上、社会上，富者 享 有 特 权 一 样，在 教 育 上 也 以 富 者 为 享 有 特

权。换言之，握有财产权者享有教育权。因之，所谓 ‘科学的教

育’根本不能对无财产者发生影响；所谓 ‘全民的教育’就本来

没有这回事”。①

故不在 “富”的问题上谋解决的方法，不特教育对于本无所

能的事情没有效能，就是对于本有所能的事情 “如智力测验、盲

哑教育”也将归于无效。

第二是所谓教育救国说。

这一说是可视为根据第一说而生的，既以教育为万能，自以

教育为能救国乃至建国了。

四五年前，国家主义派曾唱出教育建国论。但推崇教育，认

为救国唯一法门者，固不自他们始；所认为救国的教育也不止国

家主义教育一种。

① 〔特编注〕引自公朴的 《现代新教育之特征———病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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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古老先生便竭 力 提 倡 道 德 教 育，以 为 人 心 不 古，世 风 日

下，非用道德 教 育 来 救 济 不 可。有 了 道 德 教 育，便 是 曹、陆、

章①等卖国贼的良心也可发现了。殊不知道到了民穷财尽，大家

没有饭吃，快要饿死的时代，还有什么道德好讲。何况我们已明

白所谓道德这样东西，也同法制一样，是支配阶级维护自己的利

器，根本是没有叫做社会道德或人类道德的。

再有提倡爱国教育的，以为中国之所以衰弱，源于人民没有

国家观念。假使 教 育 上 努 力 宣 传 爱 国 思 想，便 人 人 知 道 有 国 当

爱，中国何患不能富强。这正是国家主义者认国家为社会进化最

高形态应有的推论。爱国思想是资本主义勃兴以后的产物，所以

是资产阶级的御用品。世界第一次大战时，帝国主义者乃至第二

国际以及其属下的社会民主党一致高喊 “拥护祖国”，其结果使

得几千万条的生命活活地葬送在这个口号之下。这算是爱国教育

极顶的成绩，想也是国家主义者所极顶欣赏的吧？这样的教育，

自可效力资本 家 所 有 的 国 家，但 与 被 榨 取 被 压 迫 的 工 农 大 众 无

关。何况 “爱”这样 东 西，也 只 有 “衣 食 无 虑”的 时 候 才 保 得

住。做父母的，谁不爱自己的子女？然而当今陕西、河南一带，

贩卖子女已成为灾民求而不得的机会。你可能训斥这般做父母的

没有爱心吗？爱心本来是有的，但是饿死了。谁饿死他们的呢？

还有比较切实一 点 的 人，提 倡 职 业 教 育，以 为 现 在 国 家 太

穷，人民生计太苦，能使人民有独立谋生的能力，使各种工商业

发达，以抵抗外国货，国家就可富强起来。他们不知道中国工商

业为甚不发达，人民为甚多失业。说这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

的结果，或者到现在他们可以是认了，但进一步，说帝国主义的

① 〔特编注〕“曹、陆、章”，即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他们

是亲日派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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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侵略是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必然的结果，恐怕他们不晓得也不

敢这样设想了。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经济上、政治

上、文化上的种种———不肃清封建势力，还有不打倒那投降帝国

主义，妥协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中国就不能脱离现在半殖民地

的地位。中国民众就不能改进现在贫困的生活。靠职业教育能救

国，直是笑话！

至于什么普法战争，德国大将毛奇归功于小学教师，以及什

么日俄战争，日本伊藤博文说战胜是小学教师之力，都不过是支

配阶级的催眠作用罢了。

教育固然不能救国，但教育也不是绝对不必 “救国”。“为教

育而办教育”这样欺骗人、愚弄人的说法，我们早知是支配阶级

讳言阶级教育的一种遮眼法，是御用学者制造出来以自欺欺人的

鬼话。但同样主张教育救国，而轻视民众的革命，这也是转移革

命民众的视线，而让他们走上错误道路的阴谋诡计。所以我们必

须进而批判第三说。

第三说就是先教育后革命说。

这和第二说有相通处，就是说教育有单独贡献的效能。不过

第二说认单靠教育便可救国，本说则尚不忘革命罢了。可是本说

的错误也正不少，尤其在最近中国革命正成为当前问题的时候。

是值得从事教育工作者的严重注意的。

他们的意思，以为要革命先得教育人民，人民不懂得革命，

没有能力革命，革命就不能成功。

照他们的说法，辛亥革命固然多事，就连二三年前的中国革

命也嫌过早。因为中国四万万人，大部分正有如国民党所说，是

“阿斗”式的角色，当然懂不得革命，没有革命能力的。

现在姑不说这个。单就本说批评一句：是 “俟河之清”，不

知何年何月才办得到。老实说，是终于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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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已叙述过教育的变质，即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只是

支配阶级的，是为支配阶级的利益的。不能在这种阶级教育中来

推翻支配阶级的教育，以实施革命的教育，普通地养成革命的人

才，是比什么都容易了解的事情。那么请问主张先教育后革命说

者，你有什么魔术来办理养成革命人才的教育呢？

不错，对于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确是先在封建社会的

内部，有它自己的文化的成熟，比支配阶级的文化为优越。但同

时我们该不忘记在封建社会的范围内，它已是经济生活上的支配

者，所以俨然有它这个新阶级的存在；而且它也未尝忘记革命的

行动。在１７８９年法兰西大革命之前，不是早有过文艺复兴的新

时代，宗教改革的新运动吗？这样的新时代与新运动，虽不能说

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但不能不说是刚勃兴起来的资产阶

级对快要崩溃的封建制度之斗争，而且是斗争的成功。

可是到了资本主义发达到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情形大

不相同了。前面已说过，在帝国主义时代，教化也必然地要趋于

“独占”与 “帝国主义”的。古代及中世的教化，是两重的 “并

行不悖”，而现代的教化乃是两重的对抗，两重的 “火拼”。所以

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阶级的地位是经济上受榨取，

政治上受压迫，而且文化上受窒塞的阶级，它绝对不能有如在封

建社会内的资产阶级那样。在经济上占支配的地位，在文化上又

是自己的成熟了的。这一个阶级如要有自己的文化的成熟，只有

在过渡期，只有在它获得了国家权力之后，只有靠破坏了教育之

布尔乔亚的独占而支配了全盘的学问，只有在伟大的建设事业之

经验上，以改造自己的天性，成为新人类社会的组织者。

所以在现代主张先教育后革命，又是骗人的话。支配阶级决

不容许在它的统治下面发生了于它不利的教育。你既不主张立刻

革命，你自然只好就它的范。这样的主张是叫大家走上合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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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走上取消主义之路。这不仅是 “后革命”，简直是 “不要

革命”、“放弃革命”。

那么怎样才对？

我们承认教育在革命进程上自有它的地位，就是可以作为革

命的武器之一。这个说法，不是认教育独力可以革命，也不是认

教育无关于革命，而是要在革命的总纲领总任务之下，尽它的一

方面的作用。

大致，教育与革命的关系，可以这样地说：

在革命前，即在革命群 众 获 取 政 权 以 前，教 育 是 个 武 器，用 以 破

坏、煽动、宣传，把统治阶 级 的 罪 恶 尽 量 揭 布，把 革 命 的 政 纲 尽 量 散

播，这与军事的进攻固有相 似 的 作 用，而 由 此 激 起 被 压 迫 民 众 的 革 命

情绪，培养成努力革命工作的新要 素，则 是 于 破 坏 之 外，更 有 建 设 的

功能。要之，在革命前，教 育 是 用 以 斗 争 的，志 在 获 得 政 权 的 武 器 之

一。在革命后，即在革命群众已经获 取 了 政 权，这 时 教 育 的 责 任 是 在

教育民众，训育民众，以 拥 护 这 一 政 权，巩 固 这 一 政 权，保 住 民 众 对

政府的密切关系和对政策的 一 致 信 任。因 为 那 时 的 政 府 就 是 民 众 所 选

出以行使政权的，它与 民 众 站 在 一 起，再 不 与 民 众 相 对 抗。要 之，在

革命后，教育是防卫政权并促进政权的一种机能。（公朴的 《教育者之

政治的使命》）

这是表明教育在对革命的关系上，不能离开革命而为无关系

的存在，只 有 在 进 行 革 命 工 作 时，才 能 有 （也 需 有）革 命 的 教

育。而且就是这种教育，我们也不当期望过奢，它的效力究竟是

有限的。请从事教育工作的革命者，莫要为此又于无形中投降了

“教育万能说”与 “教育救国说”啦！

我们知道革命的教育这个名词的含义，是把教育用作革命的

武器，用作斗争的武器，也可以视为对 “为教育而教育”或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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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言教”那种空想的论调而发的。在革命时期，一切的一切都要

适应革命的总策略，协力并进，革命才会成功。现在中国的革命

既然未算成功，故教育工作人员当与一般革命斗士及革命民众互

通声气，齐一步骤，协力以谋革命总纲领的实现。换言之，要把

教育视为革命力量的一个方面军，在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肃清封

建势力的革命任务之下，向着革命胜利的方向走去。

这是我们对于教育与革命关系之见解，也就是对于教育效能

之见解。

问　题

１．旧教育 书 上 怎 样 讲 教 育 的 效 能？ 如 果 你 是 受 过 或 正 在 受 师 范 教

育的。

２．试说明教育与革命的关系。

３．一面倡教育救国 论，一 面 却 主 张 学 生 不 应 参 加 政 治 斗 争 及 社 会 斗

争，你可知道这里面的作用吗？

４．教育为什么不是万能？

５．我们反对先教育后革命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放弃教育工作？如不是

的，又该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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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育的进化

第五节　原始共产社会的教育

原始共产社会的概观——— “实用教育”与 “宗教教

育”———有 “学”而无 “教”———三种教育形式———模

仿与暗示———训练———加入式———原始社会教育的特征

———奴隶社会与教育———问题

读者看过上面第一章各节之后，当已知道教育原是以保存种

族 （包括保存个体）为目的，成为帮助人营社会生活之一手段。

但后来因为私有财产的发达，因家的出现，教育遂不复以保存种

族为目的，却以拥护私产、巩固支配权力为主旨，这就使教育变

了质，变了阶级支配的工具———但也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

在本章中，我就要叙述自原始共产社会起，经过种种的奴隶

社会 （即文明社会），以至最近才见萌芽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边的

教育变迁的种种形迹，藉使读者明了教育意义和教育制度所以变

迁的理由，也就是使读者明了教育变质的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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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从原始共产社会的教育说起。

关于原始共产社会 （氏族制度社会）的情形，在上面第二节

中固已说到一点，但此刻为要阐明在这个社会中的教育起见，仍

然觉得有较详细地叙述的必要。

原始社会是先史时代 （即历史 以 前）的 社 会。 《古 代 社 会》

的著者摩尔根 （Ｍｏｒｇａｎ）① 分先史时代为野蛮 （Ｓａｖａｇｅｒｙ）、未

开化 （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及 文 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之 三 大 时 期，前 面 二

期为至第三期之过渡期。又依据生产力———生活资料获得手段之

发达程度，把前面二期各分为上中下三段。野蛮的下段为人类之

婴孩期，即为由 动 物 到 人 类 的 过 渡 期，明 晰 的 言 语 在 这 期 内 形

成，它的中段是始于火之使用，上段则始于弓矢之发明。未开化

的下段由陶器术的应用开始，中段由家畜的驯养与食用植物的栽

培开始，上段则起于铁的溶解、田野的耕作、文字的发明以及它

的被利用为文献的记录。也且由此以入于文明期。

要之，生产之技术决定人类征服自然界之程度。野蛮为采取

天然物之时代，未开化为牧畜及耕作之时代，而文明则为更进步

的产业及技术之时代。人类自有牧畜及植物栽培之发明与铁之发

现，遂使劳动力逐渐增加，足以生产为维持自身所必要以上的生

产物，且所蓄之富不归于团体而归于个人，于是发生私有财产。

故上面两件事成就了人类生活史上未曾有的大革命：由共产到私

产。我们的教育之变质也以这为关键。

氏族制度社会是文明的阶级社会发生以前的社会，所以是原

始共产社会。

① 〔特编注〕摩尔 根 （ＬｅｗｉｓＨｅｎｒｙＭｏｒｇａｎ，１８１８～１８８１），美 国 民

族学家，以进化论观点，划分人类 从 蒙 昧 时 代 经 过 野 蛮 时 代 到 文 明 时 代 的

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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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的组织虽极幼稚而单纯，但实为至足惊异的组织。

无军队也无警察，无国家也无贵族，无法庭也无监狱。然而一切

事情都在秩序井然地进行，在这个共产社会中，穷人不得有，奴

隶也不得有，一切人皆表现极公正极威严极勇敢的人格。

这时期最堪注目 者，为 女 权 的 优 越。野 蛮 时 代 是 行 的 乱 婚

制。就大体说，父 子 关 系 未 能 明 了，故 社 会 必 然 地 成 为 母 系 制

度，当作血族团体的氏族制度便是母系制度。未开化时代是行的

偶婚制，即一时的一夫一妇———也就大体说———父子关系虽得明

了，但子仍属母，故在未开化时代的氏族制，女子的地位还是非

常之高。

这种氏族制度社会的生活状态，就摩尔根所观察的易洛魁人

（塞奈卡族）观之，是极可欣羡的。那就是这样：这一种族由采

用狼、熊、龟等动物名之八个氏族所成立。（一）各氏族选举平

时之酋长与战时之军长，选举由于男女全体的投票行之。酋长的

权力不过是家长的道德的权力，军长仅对于战争有若干命令权。

（二）氏族得自由罢免酋长及军长，一旦被罢免之后，就不过是

个私人，是个兵士。（三）任何人不许在氏族内结婚，这是氏族

的基本原则。（四）男子死后，所遗财物归他的兄弟姊妹及母之

兄弟分配；女子死后，由她的子女和姊妹继承。夫妇不相继承，

子也不由父继承。（五）氏族负相扶互助保护及对异族侵害之复

仇予以援助之义务。（六）氏族有共同墓地。（七）氏族可收异族

人为养子。（八）氏族有评议会，评议会为氏族之最高权力，是

成年男女全体之民主的集会。要之，他们的氏族制度，是自由平

等友爱之兄弟关系。当印第安人初被发现时，北美的全部还使行

着母系制的氏族制，只有二三个种族已废氏族制而行父系制。

在行母系制的社会，一切儿童就属于母亲所属的氏族，他如

土地、房屋及食粮等等，皆为全氏族所共有。故当时的母权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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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但绝不像文明社会的父权，有为父者的一个垄断一切，居

上凌下的特权。氏族制度社会虽行母氏，但财产归氏族所有，不

属于女子个人 所 有。这 是 与 文 明 社 会 私 有 财 产 制 度 大 不 相 同 之

处。就男女的权利来讲，在这个社会里是平等的，大家从事生产

劳动，大家也分享劳动的结果。氏族既是这样一个密接的全体，

所以氏族的成员，同没有私有观念一样，也就没有所谓离氏族而

独立的个人观念。原来他们的团体与个人是这样一致合体的。从

而为氏族所驱除这件事，在他们看来，要与宣告死刑无异了。

渔与猎为原始社会中的二大生产劳动。此外从野生植物采取

果实及皮根，自然从古已知。但牧畜与农业，有如上述，都是后

来才发现的。研究这样原始共产制习俗的摩尔根还在著书中谈过

如下的话：

差不多单以兽肉做食 料 的 平 野 的 种 族，在 其 狩 猎 的 习 俗 上，表 示

与共产制同样的倾向。即如布 拉 克·费 特 人，是 由 包 括 男 女 及 小 孩 们

的全部族所成的大群，骑着马在猎取水牛的群。

当开始追逐水牛时，猎 人 把 沿 路 打 死 的 兽 弃 置 不 顾，而 让 后 来 者

拾去。他们的分配方法，以使各个人 都 能 得 到 猎 物 才 止。又 在 哥 伦 比

亚河的渔猎期中，部族的全体皆在河边营居，共同贮藏所捕得的鱼类。

每日按照男女的人数，把鱼类平等地分配给各人。他们又将鱼类破腹，

晒在太阳中，等到干了，再放在笼内，搬运至村内。

原始社会的生产劳动，一切皆是这样共同从事，而其结果又

是共同分配的。在当时，个个人是劳动者；他们中间，没有谁偷

懒，也没有谁独占获物。如非洲的布雪曼人，竟还有将获物的大

部分分配给同伴，而自己只取仅少的一点儿的。又如福其安人，

在海滨一看见鲸，就赶快召集同伴去捕捉，然后由同伴中的最年

长者，在场行公平的分配。更有爱斯基摩人的美谈，可以听到：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 新 教 育 大 纲

７６　　　

所有邻人皆受 招 待，游 戏、合 唱、飨 宴、舞 蹈，亘 数 日 不 断。在

最后一晚，村中人皆疲极了。于是盛 装 的 主 人 夫 妇，取 出 他 们 所 喜 欢

的礼物送给所有友朋，这 样 把 枪１０支，夜 服１０件，珠 数２００颗，还

有狼１０只，牝鹿５０只，海 豹１００只，海 狸２００只，羚 羊５００只 的 毛

皮与许多毛布，都分配完了。最 后 他 们 更 把 自 己 所 着 的 衣 服 也 脱 下 来

送给朋友。这样赤着身的主人夫妻，就作如下的演说，以终止宴会：

诸位，我们的心地从此 可 以 舒 适 了。现 在 我 们 比 诸 位 中 任 何 一 位

都要穷乏。但我们决不后悔。我们如 今 已 一 无 所 有，可 是 我 们 因 此 得

受到诸位的友情。

在爱斯基摩人中间，即在现在，尚有一种习俗很通行的，就

是具有某程度以上财产的人，要开宴会，将财产通统分配给全部

族人。

以上所举易洛魁人及爱斯基摩人的例，都是现存蛮人部落的

例。他们间所行的习俗也许有与实际不相应的。但是共同劳动共

有财产的精神乃至事实，都还有得存在。

我们如今在有这样的物质环境作背景的社会中，来看他们的

教育究竟如何。

就大体言，原始社会的教育之内容，不外两方面：一是获得

生活资料的 “实用教育”，一是安慰精神的 “宗教教育”。属于前

者，是渔猎、战 争、制 器 的 技 能；属 于 后 者，是 风 习、仪 式 的

传授。

这时候的教育显然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简直不是教育，而

只是学习。就是由于儿童自然而然的模仿，学得了种种对环境、

对畜群、对信仰、对习俗以至对语言、舞蹈、唱歌的知能。这可

以称之为有 “学”而无 “教”。第二种才是原始社会中的教育形

式，却可以别为如下的三种：第一种是最原始的，取父母养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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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以身体方面为主，且止于消极的保护。第二种是进一步的

形态，成为父母的教练，要积极的帮助儿童的发达，使学习父母

的习惯，有意识的作用和精神的教训含在里边。第三种是一般的

社会的训 练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以 谋 内 部 团 结 的 宗 教 教

育与防御外敌 的 军 事 教 育 为 中 心。这 种 社 会 的 训 练 又 得 分 为 四

项：（１）是试炼 （Ｏｒｄｅａｌ），对于加入成人团体的少年，要予以

肉体上艰苦的试验，如断食或使离群寂居等，以验其是否有耐苦

忍痛的意志。（２）是训练 （Ｄｒｉｌｌ），在狩猎及战争的练习上，以

技能实用 为 中 心，但 同 时 也 有 培 养 服 从 心 和 协 同 习 惯 之 任 务。

（３）是入盟仪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是 宗 教 上 的，于 严 肃 秘 密 之 中 举

行，由长老等教以关于神的事项及部属的义务等等。在行过这种

仪式之后，一个青年才成为社会的一员，具有完成各方面的教育

经验之意味。（４）是传说、信仰、“法律”、习惯的教授，系由以

上三种形式结合而成。以后由于此等传统之增加与文字之发达，

渐有专管教育的人如祭司等产生，“学校”也由是发达起来。

要之，原始时代的教育，其特色在于实用的、社会的，且是

教育与劳动一致，女子与男子 “同学”的。所谓修养的、自由的

或个人的教育，在以氏族全体利益为主旨的原始共产社会中，自

然不得发生；拥护支配权力，尊重私有财产的 “教材”，自然也

是不得有的了。

以上只叙述了些原始社会教育的大体，好叫读者得到一个概

念。以下再来较详地叙述原始社会中教育的方式及其内容———根

据美国人ＮａｔｂａｎＭｉｌｌｅｒ① 的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ｉｎ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ｅｔｙ② 中

①

②

〔特编注〕ＮａｔｈａｎＭｉｌｌｅｒ，通译内森·米勒。
〔特编注〕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ｉｎ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ｅｔｙ，英文书名，译为 《原始

社会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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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至第十章。

第一 是 由 于 模 仿 与 暗 示 的 教 育。说 得 确 当 一 点，却 不 是

“教”而是 “学”。

原始社会中的儿童，一方面要对物质的环境求能适应，以便

获取生活的资料；他方面要对先辈经过无数次的努力所积成的经

验，当作遗产传下来的，也求能适应，以便保持全群的 “文化”。

而这种种生活活动 （Ｌｉｆ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的学习，竟没有不可从模仿

以致的。他只要有所睹，有所闻，有所接触，就可于不知不觉之

间，反应为适当的行为。据说在澳洲黑人，在马来人，在玻利尼

西亚 人 （Ｐｏｌｙｎｅｓｉａｎｓ）① 及 美 拉 尼 西 亚 人 （Ｍｅｌａｎｅｓｉａｎｓ）② 中

间，简直没有正式的教育可说，差不多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自然界

学得的。日本北海道的阿依奴人，“他们的儿童就决不受学校或

教师的麻烦。山陵河水，是他们的教室，需要是他们的教员，嗜

好同气候是唯一驱使他们工作的势力”。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

儿童，“一旦到了他们能自己营生———那就是捕鼠与杀蛇———的

时候，马上停止教育。只消加利福尼亚的少年一经获得了从事这

些事业的充分技巧与气力，有没有父母是不成问题的。在训诫或

教授 上，他 们 的 父 母 都 无 所 作 为”。同 样，就 南 美 奥 里 诺 科

（Ａｒｉｎｏｃｏ）区域③，做父母的并不对子女教育，因为他们没有东

西可教。大人怎么做，儿童也就照样做，正犹小山羊在山中跳来

跳去，一任自然地生长起来。

①

②

③

〔特编注〕波利尼西亚人，系太平洋中自新西兰向东北经斐济岛至

夏威夷群岛一线以东的各岛 原 居 民，包 括 夏 威 夷 人、汤 加 人、塔 希 提 人 和

新西兰的毛利人等。
〔特编注〕美 拉 尼 西 亚 人，即 西 南 太 平 洋 美 拉 尼 西 亚 各 岛 的 原 居

民，包括新喀里多尼亚人和斐济人等，部分分布在伊里安岛上。
〔特编注〕南美奥里诺科区域，即奥里诺科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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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儿童偶然向父母问起自然界中现象的时候，他们也是

无所得的。譬如卡斐 （Ｋａｆｆｉｒ）① 儿童， “当他们白天看见月亮，

不胜惊奇，就跑到父母那里问为什么。父母的唯一答复，只是月

在天空，因为这是它的本分。这个解释是最后的，也竟满足了”。

因为他们都说：“对这些事情怀疑有什么用呢？我没研究树是怎

样生长，而树自然会得生长。”或者又如 “儿童如问父母：‘你说

鬼吃肉是怎样的？我们明明看见在鬼吃过之后，肉永远还是那么

多，但是你说鬼吃肉。’于是老人就不许他们说话，他们边笑边

说：‘啊，鬼是饮血的，或是嗅气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这些。’

或者他们会这样说：‘鬼已舐过肉了。’”

要之，儿童的教育都是一任自然，不加指导的。儿童全靠自

己获得经验，正同小鸡学习啄食不受帮助一样。如在中部非洲，

儿童所有的知识，像全是本能地得来的———因为没有人曾看他们

受教过。在黄金海岸 （ＧｏｌｄＣｏａｓｔ）② 上，儿童的感官一经接触

到实际的生活，他就参加到一切实际的行动中去了。

儿童不特对于自然环境的知识，学得非常之快；对于种族生

活的详情，也学得非常之快。在和环境、家族及友侣经常的接触

中，他在和一个文明社会的儿童刚能就学的年纪，便已通晓自然

界以及民族的一切事情了。

如在马达加斯加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儿童在大自然界中的观察

就供给他以极丰富的博物知识。他能知道附近所生长的各种动植

物的名称和习性。非洲的少年 “研究畜群中的每只动物，它的形

貌、习惯及足迹……”。“大部分十四岁或十五岁的儿童能知道河

中及溪间所生鱼类的名称、习惯乃至捕捉的方法。他们也知道丛

①

②

〔特编注〕卡斐，南部非洲黑人班图族 （Ｂａｎｔｕ）的一支。
〔特编注〕黄金海岸，即今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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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所生动物的名称和居处，鸟类、昆虫、树木、花草等等的名

称，也为他们所熟知，且极易识别。”

儿童也由这样自然观察的方法，学知一切田野、森林及河流

的事项。这种知识对于他们实是非凡必要，因为不如此便不足以

适应。凡维持生活的方法———渔猎、畜牧、耕种等等———并未大

规模 地 发 展，也 就 仅 靠 模 仿 老 辈 的 行 为 以 获 得。如 在 卢 安 哥

（Ｌｏａｎｇｏ）① 海岸，儿童从很小 的 时 候，就 学 会 钓 鱼 及 造 棕 榈 酒

的方法。在微延 内②印 第 安 人 （ＣｈｅｙｅｎｎｅＩｎｄｉａｎｓ）中 间 “孩 儿

从小就知道马 和 它 们 的 动 作，到 二 三 岁 就 常 常 跟 母 亲 同 骑 在 马

上。这样，他们学知了驾驭的方法，正和学会走路一样”。马雅

（Ｍａｙａ）③ 的 少 女，由 于 观 察 母 亲 的 做 法，从 小 就 学 习 烧 菜、

磨谷。

关于传说及习俗方面，也大致用相同的方式以学得。那就是

由于听长老们的谈论，逐渐学会了种族历史的内容。儿童并没有

人教他以礼拜，他只看着大人做，等长大时也照样做。又从父老

的讲谈中，他知道种族的敌人为谁，因之存着憎恶的念头。儿童

由于混入到种族的及家族的评议会，就 “早熟地”通晓公众的事

项以及种族的法律。就是语言的学会，也是这样不待指教的。跳

舞及唱歌也仅由观察以学习。

种族中已形成 的 许 多 信 仰 及 态 度，都 逐 渐 地 影 响 到 儿 童 身

上，儿童因之构成为行为，终身不改。对于大人所说的话，他都

“本能地”听从。

①

②

③

〔特编注〕卢安哥，非洲刚果的一个地名。
〔特编注〕微延内，又译夏延，美国怀俄明州首府，位于州东南部

近科罗拉多州界。
〔特编注〕马雅，为中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支，居住在墨西哥尤卡坦

（Ｙｕｃａｔａｎ）等地，在公元初就创造了较高水平的文化及巨大建筑。



第二章　教育的进化

８１　　　

当儿童接触这 些 文 化 的 时 候，也 就 是 未 被 成 见 所 拘 束 的 时

候。所以任何 事 情，他 都 不 加 选 择 地 模 仿。试 就 游 戏 生 活 上 举

例。非洲的儿童会得将成人所备全副武器模仿起来。如军刀用锐

利的植物干制成，短枪用尖锐的木片制成，都做得非常合式。在

北昆士 兰 （Ｎｏｒｔｈ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①，大 人 们 常 常 使 用 着 楯，儿 童

们也就用几片树皮合成为楯，施上一样的装饰。到四五岁，儿童

带着小型的 枪，用 以 同 别 的 儿 童 相 打，也 用 以 威 吓 他 的 母 亲 和

狗。在锡兰的味达 （Ｖｅｄｄａｓ）② 人间，孩儿有着弓与箭，五岁儿

更有着许 多 巧 制 的 弓。在 婆 罗 洲 （Ｂｏｒｎｅｏ）及 吉 尔 伯 特 （Ｇｉｌ

ｂｅｒｔ）③ 岛上，儿童们建筑他们自己的房子和玩具独木舟。在西

伯利亚的察克赤 （Ｃｈｕｋｃｈｅｅ）④，儿童有各种的玩具，大部 分 是

模仿日常用品的，如小的船，橇，木制的狗与驯鹿、雪鞋、弓箭

等等。巴西的印第安儿童除出小型的弓箭之外，更有他们自己的

模范乐器。

这儿有可注意者，就是这类的游戏很难与实际工作区别。如

那些小型的 木 制 的 枪，就 为 澳 洲 少 年 用 以 掘 树 根；同 样，在 巴

西，儿童的玩具直和实物没有什么差异。

成年人的劳动与事业，都是构成儿童们的游戏的资料。在这

种游戏上，实含有至高的教育价值。原始儿童的学校即在他们的

游戏场中，而他们的游戏场却是到处存在的。他们的游戏又包含

①

②

③

④

〔特编注〕北昆士兰，澳大利亚联邦的一个州，位于澳大利亚大陆

东北部。
〔特编注〕锡兰 的 味 达 人，锡 兰，即 今 斯 里 兰 卡。味 达 人，旧 译

“吠陀人”，今译维达人，保存有母系氏族制度的残余和万物有灵的信仰。
〔特编注〕吉尔伯特，太平洋中西部的群岛。
〔特编注〕察克赤，又译为朱克察、楚克契，在科里木河与白令海

峡之间及堪察加半岛的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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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中一切的习惯、态度与制度。在他们未正式参加实际生活以

前，就在这样的游戏生活中过活。因之，他们的游戏具有充分的

准备与训练之作用。

宗教的仪式，也为儿童所模仿，而表现于游戏中。如在潘威

（Ｐａｎｇｗｅ）① 人间，儿童模仿祖宗崇拜，一样地跳舞，也一样地

祈祷，菲律宾的 伊 哥 罗 人 （Ｉｇｏｒｏｔ）② 儿 童 也 一 种 叫 做ｆｕｇｆｕｇ

ｔｏ③ 的游戏，是模仿每年丰收后大人举行的祭典的。

不过到了后来，要学习的事物变成复杂、多样而且远隔。因

之单靠模仿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遗传。儿童所天赋的兴趣，对于

更抽象的进化的文物，如宗教信仰、民歌语言及传说，不能一定

了解。由是必须有某种的训练方法，逐渐地创制出来，以便引导

儿童。又因 “课程”不大投合儿童的嗜好，于是更须发生一种强

制的或规律的制度，以便将后来发达的、更重大的、人为的民族

风习灌注到儿童身上。现在且让我们记住纯粹模仿的能力之应用

是原始社会儿童教育的基础，由此进而考察在原始社会中比较正

式的教育之要素。

第二，就来讲由于训练的教育。

原始社会中儿童的教育，原未尝说是完全模仿的。在氏族中

的长老，却意识 的 要 向 儿 童 注 意，以 准 备 他 们 来 参 加 氏 族 的 生

活。只是原始社会的生活简单，儿童很早就可臻于独立生活的地

位。所以虽是这样有意识的训练，也不算为一种系统的或规律的

①

②

③

〔特编注〕潘威人，也叫 “芳人”、 “帕 呼 图 人”，是 非 洲 几 内 亚 湾

东部海岸的一个民族，有原始信仰及祖先崇拜。
〔特编注〕伊哥罗人 （Ｉｇｏｒｏｔ），亦译作乙哥洛人、依弋律人。分布

在菲律宾北部的高山地区。
〔特编注〕ｆｕｇｆｕｇｔｏ，是 乙 哥 洛 民 族 的 一 种 儿 童 游 戏，游 戏 是 模

仿成人们在每年丰收后所举行的祭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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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那只是用镇压用权威去叫儿童确实地适应民族生活罢了。

最初是社会文化对儿童之自由的浸染与适应，供给儿童以经济方

面的成熟，现在 则 让 长 老 之 社 会 的 优 越 来 影 响 儿 童 了。儿 童 由

此，更可具有适当的情绪上的倾向以符合于他的经济上的成熟。

训练儿童之所以 必 要，也 由 于 文 化 逐 渐 发 展，变 为 更 精 密

些，更辽远些，不是儿童自然的兴趣所能接触。这种样的社会遗

传，就只有靠长老的指教才能传达。这种社会是没有确实的文献

的。所有全社会的文化业迹。只能存于后辈的心上及行为上。故

不特加训练，是会使文化归于湮灭的。

这种传授社会生活的结果给年轻人的动机，也由当一民族同

别个民族相接触时所激起。在接触的时候，才见出自己民族文化

中的特征来。长老之所以要将民族风习以及训诫等等告诉后辈，

既为了想保存这种民族的特征，又不仅保存而已，更要他们去抵

制别个民族的侵犯及破坏。

这种原始的 “课程”，大体包括两种内容：职业的及道德的。

本来如渔猎等的技巧，如上所述，差不多是全由儿童自行学习，

未尝有人特加训练。不过这种谋生方法，到了后来，也就很快地

趋于复杂，若不予以实际的教导，怕会不能很好地使用那种武器

及工具。为得使儿童及早达到经济的独立，及早具有运用工具的

能力，所以有实施某种训练之必要。由此可见这种训练之发生，

还是起于社会的逼迫———是文化演进的结果。

澳洲地方做父亲的人，当他带儿子一同出外的时候，总要利

用机会给儿子一点教训。“譬如他们到了一个有什么传说的地方，

假使儿子已经长大能以理解的话，就把这个传说告诉他。或者做

父亲的告诉他用什么最简便的方法去获得这种或那种动物，或者

别的食物。”还有替儿子预备小件的武器。做父亲的就表演它们

的用法。这儿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这种训练，显然是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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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模仿的游戏功用为根据，且是互相参合的。

在生活资料感到困难的时候，这也成为强制做父亲的指教儿

童，而不等到儿童自行模仿之一机会。澳州的儿童，往往受大人

的指导以追寻野兽的行踪，且能凭最微细的形迹以认识鸟类及爬

虫类的出现。对 女 孩 则 教 以 结 绳 及 制 篮 的 方 法。日 本 的 阿 依 奴

人，必须教男孩子捉鱼、猎兽、造弓箭、捕鹿、凭天色以预测气

候。布西曼 （Ｂｕｓｈｍａｎ）的父亲当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食

物的来源以及获得的方法。

当生活技巧脱离了最粗朴的阶段而趋于进步的时候，一种初

步的训练实为必要。如交易、硝皮、制陶器等等，需要相当的教

授。在儿童方面 就 必 须 赶 快 学 得 这 些 更 精 巧 的 获 食 及 营 生 的 方

法。在大人方 面，也 不 复 以 一 任 儿 童 的 自 然 模 仿 为 满 足。刚 果

（Ｃｏｎｇｏ）的儿童学习划独木 舟，便 用 他 的 父 亲 所 给 的 玩 具 桡 来

划。同时，他的父亲告诉他如何倒划，如何把舵，如何用桨。除

此以外，关于划独木舟又有５０种以上的语法，他也须由长老的

教授以学习。儿童 “课程”的别部分，还包括一种训练，“不仅

是甲虫的移动，且是鸡的鸣声，一种鸟的音调和太阳的运转”。

在汤加群岛 （ＴｏｎｇａＩｓｌａｎｄｓ）①，女 孩 子 的 学 装 饰，必 须 由

妇人教授。阿 帕 赤 人 （Ａｐａｃｈｅ）② 的 女 孩，由 祖 母 教 授 用 玉 加

（ｙｕｃｃａ）③ 叶造 篮，从６岁 起 开 始 学 习。布 拉 克 福 特 （Ｂｌａｃｋ

ｆｏｏｔ）的母亲为要 教 女 儿 硝 皮 及 把 皮 转 成 衣 裳 的 技 巧，非 常 辛

苦；此外更教她认识牧草以及供食用及药用的野生植物。

①

②

③

〔特编注〕汤 加 群 岛，位 于 南 太 平 洋 斐 济 群 岛 以 东，现 为 汤 加 王

国。
〔特编注〕阿帕赤人，美洲印第安人一支。
〔特编注〕玉加，植物名。也称丝兰、麟凤兰，其叶可用来编织篮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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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种族有战事练习时，更是一个强制训练的机会。这儿必须

有组织、有纪律，以期产生所需要的心身上的统制。在曼丹第安

人 （ＭａｎｄａｎＩｎｄｉａｎｓ）① 中间，模拟的战争及模拟的割首级，是

男孩教育的重要部分。那时候，由有经验的战士在一清早率领一

队自７岁至１５岁的儿童前往草地。他们都赤着身体，仅带着弓

与无害的草箭、木刀、用草做的假首级。他们把印第安人作战的

动作———佯攻、退避、前进，然后混战———全部操演出来。阿帕

赤的儿童，则由父亲及祖母教以计算、跑路、跳入冷水中、竞走

等等方法，预备养成他为一个勇壮的战士。

关于男女性交的事项，尤其是那种已经变成不可理解的仪式

和信条 的，也 要 给 儿 童 以 指 示。如 在 ＤＥｎｔｒｅＣａｓｔｅａｕｘ群 岛②

上，长老从很早的时候就引导儿童参加那 “性的更深切的神秘。

大人们将要有几天工夫出去捕鱼，或买槟榔子，或者仅不过在友

朋家周游。少年们跟着他们同去。到晚上靠火时，他们告诉儿童

用何种根叶，同烟草或槟榔子磨擦在一起，并告诉他们唱魔法的

歌，这样当他们 同 爱 人 发 生 关 系 时，他 们 可 以 永 远 博 得 爱 人 的

‘垂青’了”。像这一类的事情，除出实地施教以外，是没有法子

学得的。

原始社会的生活是极其艰辛严酷的。非有坚强的体魄将难以

生存。所以某种身体的特征，必须最先被发挥，以便在社会中占

得独立的地位。不列颠哥伦比亚的Ｓｔｓｅｅｌｉｓ的习俗，是强制儿童

要每早每晚在河中洗浴。他们最初还用小鞭 （是放在家内火焰中

的）抽打裸着的身体。“每天鞭打，而且有了这副家伙，他将成

①

②

〔特编注〕曼丹第安人，分布于北美洲的平原区域。
〔特编注〕ＤＥｎｔｒｅＣａｓｔｅａｕｘ群 岛，即 当 特 尔 卡 斯 托 群 岛，是 巴 布

亚新几内亚的属岛，位于所罗门海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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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活泼的有精力的人，能获得许多幸福。”后来，儿童的身

体再用枪刺，用刀割，“让污血出来”。晚上，他们赤着身体，躺

在露天，使不致怕寒，在邻近的种族中，少年们必须通夜卧在河

边或湖边，而把手浸在水中。

那些不能忍受这样严厉训练的人，就被认为不合，不能在民

族中取得完全的独立的地位，他们只好终身屈居奴役及羞耻的状

态中。实施这种严厉政策的方法常受制于环境的性质。在卡斐人

中，儿童都被强制卧在地上，不得用席。目的是在锻炼他们的身

体。有许多儿童就死于这种规律之下。然而这样的死，在他们是

不足介意的。女孩子也是要受刻苦耐痛的训练的。

不仅身体而已，就是儿童们的情绪也须适合民族的定型，兴

趣也须适合民族的惯例。这种心态及情趣的培养，必须有意识的

训练，不能一任自然。因为种种态度、习惯乃至琐细的礼貌，都

是先代从试行错误 （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ｅｒｒｏｒ）的过程中所生的社会进化

之结果，比较来得复杂而精微。安达曼 （Ａｎｄａｍａｎ）① 的儿童常

因疏忽鲁莽而受申斥，反之，却常被教授要大量，要克己，要休

戚相关，要把食物分给别人。阿依奴人，则教儿童尊敬先辈，伺

候先辈，在先 辈 行 时 让 路，在 先 辈 面 前 脱 帽。在 美 洲 印 第 安 人

间，年轻人从小就受礼貌的训练。严禁直接招呼。“亲族关系的

称号，或某种尊称常为一般所使用，以代替人名……我们受过教

训要爱护贫苦人，要崇敬上天。”

没有文字的地方，全靠口传口诵以保存过去的文化。原始的

科学及哲学，也同原始的民族史一样，都是在讲说中留存的。通

常加上一种韵律，使说话变成诗歌，就更易叫儿童记诵。如刚果

地方的波罗克 （Ｂｏｌｏｋｉ），没 有 这 样 历 史 的 文 献，因 为 种 族 中 无

① 〔特编注〕安达曼，即印度安达曼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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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写，但由于口碑的相传，也能把种族的起源、迁徙等等从父

亲传给儿子。

讲谈的内容，是教训的道德的。每种讲谈包含当地法律或习

惯或仪式中之一点。有许多讲谈，自是不知来历的文化产物之结

晶，不过由社会的力量因袭下来。在马达加斯加的好佛 （Ｈｏｖａ）

人间，称这种传说的学问为 “耳的遗产”。此外，还有寓言、成

语等，构成为儿童的 “教科书”。如阿依奴人的故事，我们可以

发现其目的为鼓励勤勉、敬老，而禁止怠惰、贪欲。儿童对于这

种道德的叙述，都喜欢听，且能实践。其结果，“他学唱前代的

情歌及爱歌，没有新的路给他走，他只循着旧来的路”。

由上所述，儿童的教育最先以 “自学”为根据，后来略受父

母及长老的训练 以 养 成 社 会 生 活 所 必 需 的 身 体 上 及 精 神 上 的 倾

向。到了发育完成的时候，他经过一种特殊的仪式，就算一切经

验达于顶点。由是儿童变为社会上成熟的个人，即独立的种族人

（Ｔｒｉｂｅｓｍａｎ）了。这个仪式就是加入成人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Ｃｅｒｅｍｏ

ｎｙ）。

第三，便来讲由于加入式的教育。

加入式是表示儿 童 已 经 成 人，已 经 社 会 化，因 此 给 他 取 名

字，招他入团体，引导他接近祖先的及保护人的神灵。要之，由

此获得公众的承认，诸种 “技巧上”的文化，如得食、制器、造

房子等的方 法，是 逐 渐 由 儿 童 天 性 的 冲 动 以 吸 收 的。但 “道 德

上”的文化或风习，为民族生活中思想和情感的原则或法式，由

这种状态中所吸取者，自然不算完全。所以这些必须由团体更有

意识地去灌注。现在所要讲的加入式，把民族生活的大门向儿童

开放，就有彻底完成这个目的的效用，那就是创造出社会的心理

或人格。

到了青春期，儿童的生理上及感情上所发生的某种改变，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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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起大家的注意。这种性欲上的成熟也含有青年的社会地位发

生危机的意味。因为在青年期中及青春期后，他已获得了创造新

的社会关系之可能性，且足以动摇现存的社会秩序。所以在许多

地方，成人式的根本作用是在公认个人的这种生理变化的存在，

预备让他参加成人的地位，以享受公认的性交权利，并遵行种族

的义务。但在别的地方，成人式并不和儿童的青春期相应。这是

由于当初以表示个人生理变化为作用的成人式，在不久之后，即

变为引入种族的社会生活的象征，故不复完全依据生理的成熟。

视文化的性质如 何，可 以 规 定 行 加 入 式 的 年 龄。在 马 萨 伊

（Ｍａｓａｉ）① 人 间，儿 童 到 配 服 军 役 的 时 候，就 举 行 割 礼 （Ｃｉｒ

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及 成 人 仪 式。在 婆 罗 洲，儿 童 之 获 得 社 会 的 地 位，

是当他在战争中第二次击中敌人之头的时候。就年龄言，大概是

在８岁至１５岁之间。所以实际上，有许多大孩子，因为多年间

未曾夺得敌人的首级，仍然被视为儿童。在有些地方，如斐济②

（Ｆｉｊｉ）的加入式可以延期举行，作为对行为不善的一种受罚。于

是他就只好处于儿童的地位，只好受人侮蔑。

成人式之脱离生理关系而依重社会关系，是为风习的努力超

过个人私事之证明。由是，在Ｋａｏｎｄｅ的女子，成人式不举行于

青春期，却举行 于 青 春 期 之 前。原 因 在 认 延 迟 到 月 经 来 时 再 举

行，是非常的危险。在 Ｎａｎｚｅｌａ的Ｉｌａ人间，也认女子若不从早

举行成人式，她们会得永不行月经。

与成人式最有密接关系者为割礼 （割去男子生殖器的包皮，

或女子生殖器的内阴唇）。这显然表示适于行性的生活。因之和

儿童的生理发育相关。唯后因文化演进，另有派生的意义附属于

①

②

〔特编注〕马萨伊，东非著名牧区，位于坦桑尼亚北部。
〔特编注〕斐济，太平洋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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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习惯，且把它并合到一般的成人仪式中。这样，它就变为少

年进入社会的成熟之象征，而不一定和生理的成熟相应。

未行过割礼的卡斐男子，将终身被视为儿童。妇女们都要嘲

笑他，轻蔑他，在社会的意义上竟当作已经死了的看待，因为他

是不能参加评议会的。这样的一个男子，不能有所有权，也不能

成为兵士。妇人绝不会想着要嫁这种可怜虫的。

行割礼的年龄并不限定：“只消行过割礼，即使他尚不过八

岁的儿童，也算变为成人，他且是个战士，有作战的义务。”马

萨伊人的儿童，到了能执枪持盾时，就给他行割礼。不过这种仪

式虽已失却原始的生物学上的意义，而在举行割礼的人民中间，

仍然流行着一种信仰，就是认割礼为可以帮助生殖。假使不行割

礼，将难免人口稀少的结果。自然，照上所述，完全缺少这种动

机的民族，是存在着的。有如今日的犹太人及阿拉伯人，便只认

这种惯习为具有成人资格之一种标征。

由此可见，成人仪式是表示少年由社会的孩提时期进于社会

的成熟时期。这一社会化的过程原是渐进的、积聚的。但在原始

人看来，所有这些主要的改变是确乎骤然的、突发的。举行仪式

的用意，是在断绝少年的那种过去关系，把他看做在过去已经死

亡，而今则重新活命，进到一个完全新颖的世界而变为成人。因

此特地创出一种异常的环境，让少年意识到这种重大的变迁。在

举行仪式期内，他觉得和旧的生活已经割断，却被放在孤寂无侣

的境遇中，以经历新的生活。

例如在东非洲的南狄 （Ｎａｎｄｉ）人间，男孩子同女孩子要服

泻药，要剃光头颅。藉以表示断绝了儿童时代的关系，行将获得

全新的人格。在荷兰的新几内亚 （ＤｕｔｃｈＮｅｗＧｕｉｎｅａ），当男儿

入大人屋内受教训时，他们是被蒙了眼睛，不见什么的。直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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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们才能看到放在那儿的各样物件，作为新境遇的表示，用

Ｌａｆｉｔａｕ① 的说法：“这些可怜的孩子饮了那么多的Ｌｅｔｈｅ② 的水，

所以他们已忘记一切事情，父母，朋友，自己的过去甚至自己的

言语了。”也有用丢弃破旧的衣服以表示隔离的。如在罗得西亚

（Ｒｈｏｄｅｓｉａ）③ 的女 孩 子，当 举 行 成 人 仪 式 时，就 把 旧 衣 丢 在 父

母住的茅屋顶上，就算脱离了儿童的关系。

在举行仪式期内，为表示新的重大变革起见，特给受加入礼

者以种种的特权。如窃盗谷物、杀害畜群，甚至性的乱交，都可

不受责罚。还有事物的名称，也要由长老教以新的。这种种无非

表示旧的已去，而新者待来。

行仪式时，也 需 要 与 妇 女 隔 离。这 表 示 过 去，他 是 属 于 母

亲，现在则开始属于男子和男子的社会。种族中的成年男子大都

要出席，以表示将社会生活的习惯和风俗等等，由于这种仪式，

传给后辈。儿童从此获得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且负起对全体应尽

的义务的责任来。就是，他不得再一任自己所欲以行，却要适合

惯习的要求，做一家之主，做食粮供给之有力分子，做祭礼之参

与者，做祖先神灵之崇拜者。也就是由于仪式，使少年具有成人

应负的责任心，具有服从老人、服从种族风习的感情，具有不仅

供养家族，且须贡献全社会的资格。

在仪式性质上之特别重要者，为加于少年身上的许多权利与

义务。所谓权利，是由此变成战士、猎人、选举人、跳舞者、吸

烟者以及其他诸种为一个独立的成年男子或女子所应享的特权。

①

②

③

〔特编注〕Ｌａｆｉｔａｕ，通译拉菲陶，一位研究西伊里安民族的西方学

者。
〔特编注〕Ｌｅｔｈｅ，即希腊神话的遗忘川 （冥府中的河 流）。传 说 死

者饮了它的水，即忘尽前生的一切事情。
〔特编注〕罗得西亚，位于非洲南部，即今天的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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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权利之 获 得 是 须 以 严 肃 的 义 务 为 前 提 的。这 儿 最 有 关 系

者，自是食物的义务。因此有绝食戒食之举。其用意在 “使每个

新的社会成员具有食物之社会的价值之意识……简言之，是在使

他体认食物属于社会所有，个人所当感谢社会者，不仅是获食的

权力，也且是使用食物而无危险的权力；这种权力之赐与也就表

示个人当接受相应的义务”。所以为指示这种依存关系见起，儿

童的食物必须依照仪式由已通过成人仪式的朋友或亲族来给予。

长老也由此把 “吃的权利”给与受加入礼者。

其次授与衣服也为社会的成熟之外表的特征之一。有几种享

乐的活动，如饮酒、吸烟等，也须到了这个时期才允许。而取得

敌人的血，却为正式加入种族的郑重义务。

因为加入礼是原始社会中个人生活上最严肃的单一的礼节，

所以对于受加入礼者予以严重的警告，即不得泄漏秘密，如果违

犯，必将受最可怖的惩罚。外人自然更难参加。所以关于仪式中

的进行事项，我们所能知道的非常之少，就是为此。

在仪式期内，儿童是不许舒服过活的。他更须幽禁起来，甚

至不许说话、发笑，也不得洗浴。有时所受的鞭打苦楚，简直难

以置信。如贝专纳兰 （Ｂｅｃｈｕａｎａ）① 的男儿，每天早晨要裸着体

排队。 “镇 上 的 男 人，带 着 坚 韧 的 长 而 薄 的 杖……作 一 种 名 叫

‘Ｋｈｏａ’② 的跳舞，同时问儿童： ‘你将尽力保护首领吗？’ ‘你

将尽力看守畜群吗？’当儿童们作肯定的答复时，那些男人就冲

上去，用全力向每个儿童的背上打……又挥软杖在他的背上，让

鲜血直滚出来。跳舞终了时，男儿们的背上都是伤处的鞭痕，这

①

②

〔特编注〕贝专 纳 兰，原 为 非 洲 南 部 英 国 的 保 护 地，１９６６年 宣 告

独立，改国名为博茨瓦纳 （Ｂｏｔｓｗａｎａ）。
〔特编注〕Ｋｈｏａ，音译伙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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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创瘢且将终身不湮。”南狄男儿所受的试炼是：“每个男儿抱持

在他前面者的腰部，且须屈身下去，让他的头落在前人的臀下。

……在槛的入口与出口，都站着执刺针和大黄蜂的武士。他们用

刺针连刺男儿的面部及私处，用大黄蜂落在男儿的背上。”

其他痛楚同试炼还有种种。如男儿稍有畏难之色，立刻受人

轻蔑侮弄，结果只好自杀。巴苏佗 （Ｂａｓｕｔｏ）① 人要把企图逃避

的男儿弄死；在 澳 洲 的Ｅｕａｈｌａｙｉ部 落，要 把 胆 怯 的 男 儿 退 回 他

的母亲，认为不配行加入礼。“不久之后，就会有毒的棍或骨置

他于死地”。

最最重要的活动为每个男儿所必须贡献者，是获得食物，为

加强这种印象起见，故如澳洲的男儿，当参加成人式时，便须在

相当的长时期内断食，藉以鼓励 自 制 的 感 情。在 帕 普 安 人②间，

则教男儿要省吃。奥 马 哈 （Ｏｍａｈａ）③ 的 少 年 必 须 断 食 四 昼 夜，

当在独居受试期内不得使用他的父亲所给的弓箭。

在这种苦行之下，自然有许多男儿因受不起磨折而丧命。他

们死了，也就被秘密地埋在附近处所，不得有什么葬仪或哀声！

因为这种个人不算是具有独立人格的。

另外还用可怖 的 方 法，让 受 试 者 感 觉 到 超 自 然 的 鬼 神 之 魔

力。长老们对于种种大力、恐怖、威吓都附会上神秘的假说，对

于奇怪的声音及朦胧的预兆都解作祖先精灵之发作。这种种都是

用以压倒年轻 人 的 意 志，消 除 他 们 对 于 仪 式 进 程 中 所 发 生 的 疑

问。受过这种痛苦恐怖之后，他或她自然只好求助于长老，受制

于习俗了。

①

②

③

〔特编注〕巴苏佗人，非洲一种土著人。
〔特编注〕帕普安人，西伊里安的土著，巴布亚人。
〔特编注〕奥马哈，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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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传授的知识里边，似乎常常会有卫生上、道德上及日常

职业上的教训。试举托列斯海峡 （ＴｏｒｒｅｓＳｔｒａｉｔｓ）的土人为例。

他们向儿童所指示的是如此：“要是两个男儿是朋友，他们便不

可和各人的姊妹结婚，否则是可羞愧的。要是有人需要食物或水

或是他物，你要给他，要是你只有一点儿，你可不给，假若你有

许多，你要给他一半。把你所有的鱼分一半给你的父母，绝不可

菲薄。对母亲绝不要说坏话。父同母像在胃中的食物一样，他们

死时，你会觉得饥饿。对于父母的兄弟及他们的子女也要留意。

要是你的兄弟出 去 斗 争，你 要 帮 他，一 起 去，不 要 让 他 先 行。”

由此可见劝告的内容都是要使少年负起对父母及亲族的责任的。

个人的私欲，在这儿必须牺牲。

女孩子所受的仪 式，往 往 和 男 孩 子 的 相 似，且 常 是 相 模 仿

的。当女子初次来月经时，须离群他去。在这期内，按照民族的

习惯，教以做成年妇人应有的态度及行为。当行仪式时，她也须

受试炼。如在亚 马 孙 河 （ＡｍａｚｏｎＲｉｖｅｒ）区 域，当 女 孩 第 一 次

行经时，所有她的亲族及朋友都聚集在一起，“每人带来弹性的

藤条，然后将女孩全身赤裸裸地放在他们的中间，每个在场的人

就用藤条在她的背部及腰部重重地打五六回，一直打到她昏了过

去，有时候甚至打死了”。其他禁止吃鲜鱼，强制掘沟以练习苦

工，做日常用品如篮、席、绳之类。

要之，这种试炼、苦行、教授、训诫所汇成的力量，所给予

年轻人品格上的影响，大至无比。这种过程所经过的时期，在有

些地方须延长到几个月。从受毕仪式回来，他真是个新人物了。

他觉得一切 都 是 新 的，不 认 识 什 么 人，连 父 母 也 不 认 得。实 际

上，这位新人物确是受着尽优极美的待遇，一直到他已经和他的

环境相稔熟时才止。他穿起新衣，剃光新头，洗过新浴，大家都

来庆贺一个新生命的出世。他如今已被视为成人，他的精神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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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存，当他死时，他的名字将送给家中另一成员袭用，由此表示

他的人格在种族生活中获得永远的承认。所以成人仪式，是原始

社会中个人非常重要的机会———是做得成人或做不成人的一个关

头。我们要说原始社会中唯一的正式的教育制度，就只有这个社

会的一般的训练 （成人仪式）可举。

以上就现存未开化种族间之原始的教育状态，来供我们研究

氏族制度社会之教育的补助。虽然这儿所述无多，但已足以证明

原始社会的 教 育，是 没 有 如 第 二 节 所 叙 那 几 种 变 态 的。这 种 教

育，真是只有生物学的目的，就是以 “保存种族”为目的，绝无

支配的意味含在里面。虽有尊重长老的教训，可不是阶级性，长

老之值得尊重，是为了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尊敬长老，就无异尊

敬全社会，除此别无作用。

我们说过，教育的变质起于社会的分成阶级，即起于私有财

产制度与国家制度的勃兴。因之，原始共产社会教育的特征，就

在无阶级性、无 尊 重 私 产、拥 护 支 配 权 的 内 容，教 育 与 劳 动 不

分，是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的。

有这种共产制 度 的 种 族，很 不 容 易 根 本 消 灭 财 产 共 有 的 观

念。例如美国南部黑人的窃盗，据说完全是由不能理解私有的观

念而来。教育史上，布尔乔亚学者记载斯巴达教育之使儿童学习

偷窃，平时教以窃取生活上必需之物而不为人所侦获为贵，视为

是鼓励勇敢与机智的教育法。实则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说，这乃是

原始共产制的遗习对于新兴财产私有制之本能的反抗。

但人类历史自氏族制度崩坏，进入于文明期，在教育上也发

生了大变革。第一个阶级社会是奴隶所有者的社会。在这个社会

中，支配阶级有闲暇可受文雅的教育，奴隶们则只许劳动，由此

把劳动与教育截然分途，即把实践与理论开始隔离。本来有生存

权者都可享受教育，如今则所有者独占教育的特权，无所有者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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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生活权也 无 受 教 育 权。为 所 有 者 所 独 占 的 教 育，就 带 有 贵 族

性，是装饰品而非必需品。即有对平民所施的教育，也非与平民

自身实际生活的需要相应。故在教育目的上，不复是单纯的生物

学的目的，而是拥护私有财产。原来自氏族制度被财产私有制度

崩坏以后，所有者的支配阶级不能不要求一种适应新的经济组织

之新的政治形态。于是由地域与财产所联系的阶级支配之国家制

度应运而生，且须用强制与权力以统一社会。教育上自也不得不

有相应的改变。这样，在约四五千年以前，当世上人类之历史初

现曙光时，我们已有阶级的国家，也就有阶级的教育。

希腊、罗马的教育，就是奴隶所有者社会的教育，这种教育

的特征，已在第二节中有所说及。唯我们为便利计，将不特加叙

述，即进而讲封建社会的教育。反正封建社会的农奴，其地位和

奴隶差不了多少，只不过比奴隶略多一点人权罢了。

问　题

１．氏族制度社会的特征何在？

２．在这个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

３．原始社会儿童所学习的，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有何关系？

４．原始社会中教育的行动与教育的制度，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别？

５．这种教育，由谁实施？又为了谁而实施？

６．阶级的教育起于何时，根于何种原因？

第六节　封建社会的教育

封建社会的概观———欧洲封建社会的教育———基督

教支配下的教育———武士教育———大学教育———市民教

育———特征———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贵族专享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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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重礼仪的教育———造就统治人材的教育———教育

上的封建观念与反封建势力的斗争———问题

封建社会是怎样的社会？这个，我们须得先行说明———自然

是简单地说明。

封建社会是以土地所有为中心要素的一种社会。就欧洲言，

是从９世纪至中世末期即１５世纪盛行于北欧及西欧的社会制度。

封建制度的特征，是土地属于大领主 （通称为国王）所有。他把

自己直辖地以外的土地分为封土或领土，以之分授于小领主———

通称为诸侯；诸侯又分土地于自己的家臣；家臣更细分之，以分

配于农奴。大领主小领主及家臣等的关系，是君臣主从之绝对的

命令关系，以服军役为主要义务。农奴是当时唯一的生产者，他

们从事农业，在全部生产之中，除自己生活最低限的资料以外，

全被领主剥夺，甚至连迁居的自由都没有的。当时的工业尚属幼

稚，即为手工 业 的 时 代。此 等 手 工 业 者 雇 用 徒 弟 做 工，住 于 都

市。他们虽也 被 领 主 所 榨 取，但 经 营 独 立 都 市，似 与 领 主 相 对

抗。像这样由土地所有者之各阶级层所确立的社会秩序，就叫做

封建制度。换句 话 说，封 建 制 度 是 建 于 以 土 地 为 最 主 要 生 产 机

关①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农奴即为这时代唯一的生产

阶级，一切上层阶级都寄生在上面，靠他们来支持。

当西欧封建制度兴盛时，西欧基督教的势力已很伟大。基督

教自与康斯旦丁帝②勾结，成为罗马帝国的御用宗教以后，因得

政权的援助，竟得在欧洲广为传布，罗马教会且成为罗马文化的

①

②

〔特编注〕生产机关，指生产资料，而非指组织生产的机构。
〔特编注〕康 斯 旦 丁 帝，即 君 士 坦 丁 一 世 （ＦｌａｖｉｕｓＶａｌｅｒｉｕｓＣｏｎ

ｓｔａｎｔｉｎｕｓ，约２８０～３３７），古罗马帝国皇帝 （３０６～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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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者。自日耳曼蛮族南侵，教会又与以教化，指导他们耕种制

造的方法。故西罗马帝国虽然灭亡，而神圣罗马教会还居然保持

着帝王般的支配势力。

到日耳曼蛮族渐次住定时，基督教会更负有农村组织者的功

用。原来当时的 教 会 实 为 过 去 文 化 的 唯 一 贮 藏 所，僧 侣 既 能 读

写，又能医疗，更能知道播种及收获的时期。因此教会的势力深

入于民众生活的内部，驯致成为政治的组织者。

罗马教会的领袖就是罗马教皇。他和顶有势力的王侯的兵力

相结纳，图谋罗 马 帝 国 之 复 兴。到 了１２世 纪 之 末 及１３世 纪 之

初，教会的势力 且 凌 驾 国 王 公 侯 之 上，而 使 他 们 成 为 教 会 的 附

庸。因之教会得于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上，造成更稳固的自己的

地位。换句话说，教 会 具 有 统 治 全 欧 物 质 的 及 精 神 的 生 活 之 权

威，使封建时代所有的思想都带上宗教的色彩。

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以周代为最盛，到春秋战国时期归于

分解。但自秦以来，封建的制度虽已不存在，而封建的势力并未

被消灭。原因在于为封建制度之本质的农业经济没有发生变革，

所以尽管改朝换代，依然不脱封建社会的积习。试就目下农村中

封建地主的剥削方式而论，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

凶恶，他的出租田地的条件也越苛刻。虽有进步的 （资产阶级式

的）土地所有方式，却和落后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农民方式互相勾

结。因之一般的农业经济停滞而衰落，大多数的农民生产者群众

濒于饿死的 境 地。所 谓 公 地 的 地 租，表 面 上 说 是 公 共 机 关 的 收

入，其实都是豪绅的收入，而豪绅在经济上就是地主。还有军阀

的课租也等于收租，军阀且更实行一种封建式的军事徭役。故若

有人说中国农村现在已经没有封建残余，已经没有封建剥削，从

而主张 中 国 革 命 的 现 阶 段 已 经 长 成 为 社 会 主 义 的 革 命，是 错

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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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的基础为广大的封土，而广大的封土是靠剥削农民

以保持的。徭役与赋税便占去农民大部分的时间和经济。战国时

代农民困苦的情景，可由孟子所说的话以为证。孟子说：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

凶年不免于死亡。此唯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①

由这可见封建时代农民所受剥削的厉害。如今封建制度的残

余，依然到处存在，因到处有地主豪绅军阀。国际帝国主义还企

图与封建势力勾结，故农民所受剥削为尤甚。中国目前的革命，

还不能不把肃清封建势力为任务之一，即为了这个缘故。

以上约略说明欧洲及中国的封建社会的概况，现在继续来讲

封建社会的教育，看它是怎样变质，又怎样和当时的社会阶段相

适应。

先说欧洲中世纪的教育。

欧洲中世纪的支配阶级，一为封建贵族，一为罗马教会。前

者是世俗的国王诸侯及武士，后者是名义上非世俗而事实上也占

有土地 （寺 院 教 堂 的 土 地 至 少 占 土 地 全 部１／３），也 出 有 诸 侯

（主教僧正）和普通诸侯没有多大分别的宗教帝国。这两者互相

结纳，朋比为奸。至８世纪之终，罗马教皇利用查理大帝幼稚的

虚荣心，授以帝冠，使复与西罗马帝国。由是基督教会之世俗的

权威足以支配封建主义全盛期中欧罗巴诸国之王。教皇与封建君

主之间虽也有争斗，却是属于支配阶级内部的冲突，至一般农奴

及都市平民都是被压迫的。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所设施的教育，一是基督教的教育，以养

① 〔特编注〕这段话出自 《孟子·梁惠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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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僧侣或以传播基督教的信仰为目的。农民大众虽不是完全没有

受教育，但鄙野终是十分普遍，而且所受教育，也以准备来世为

主，和现实生活无关。一是武士教育，专教贵族子弟，是养成封

建阶级的卫队的机关。不过是反基督教权的教育。以上两种虽说

不相一致，然其为由支配阶级且替支配阶级谋利益的教育是相同

的。教育目的，前者在拥护教义，后者在尽忠国王，总之皆不出

乎宗教的道德的范围。

另有两种教育，一是大学教育，一是市民教育，其起源是含

有反教会乃至反封建阶级的意味的。然到了中世纪之终，仍未能

完全摆脱教会的支配。

以下且依次作较详的说明。

前已说过，欧洲中 世 纪 的 学 校，是 带 有 极 浓 重 的 宗 教 性 质

的。故不唯修道院学校与寺院学校，显然是教会的神学的。即其

他学校生活与授业课程，也莫不同样含有教会的神学的精神。这

种基督教的教育，最初是用问答教授法，起于中世纪开始以前，

以道德的修炼为主；以后成为教父的教育，竭力排斥希腊思想，

拒绝异教知识；学者如奥古斯丁①甚至宣言 “建设天国者是无学

者”。所以迷信与无知的浓云，在罗马教会支配之下，层层笼罩。

到８世纪，黑暗达于极点，学问二字差不多已从全欧罗巴大陆消

影灭迹。

自查理大帝从罗马教皇戴上西罗马皇帝之冠以后，虽设立所

谓教育普及会，叫各僧院设立学校，教授唱歌、算术、文法。当

① 〔特编注〕奥古斯丁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３５４～４３０），北非洲希

波主教，有 “教会之父”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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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最有名的学者阿尔琴①，且颇保护所谓自由七科。但教义仍以

教义为本，因为宗教毕竟是吸收民心的工具。

当时由于查理及阿尔琴提倡教育的影响，大致形成了这样三

个阶段的教育：（一）初等教育由教区的僧侣教授；（二）中等教

育与寺院连络或在僧院教授；（三）高等教育限于 “家庭教育”。

在罗马教会的 权 力 支 配 全 欧 罗 巴 时，一 面 有 庄 严 的 哥 特 寺

院，到处高耸；一面有赞美神秘的迷信之诗歌，随地吟唱。到了

１１世纪，更有为证明圣书奇迹与天地开辟之御用 学 问 即 烦 琐 哲

学发达起来。这种哲学企图用论理或辩证法以作宗教上信仰之证

明，企图给以前种种神秘的遁世的僧侣之人生观以合理的根据。

因此，一方面固然呈现排斥教权而重视理性之倾向；但实际上，

乃如８世纪查理大帝之复兴古学，为教会而利用文法修词。烦琐

哲学之研究神学，也为教会问题而利用希腊哲学。原来这时候东

方的回教已经着着进逼，基督教会立于防御的地位。为对抗计，

不得已只好向向来视为妨碍信仰的文法、修词、论理俯首，权请

它们来做武器。烦琐哲学就是应这个机运而产生的。

中世纪末叶兴起的大学虽说起于社会生活的要求，具有独立

的学术机关之性质，但因当时的教会尚占有最高权力，故神学科

不得不设。即在大学以外，神学的研究也极兴盛。大学虽尚有法

科、医科，但如有名的巴黎大学及牛津大学竟尚以神学为主科。

１２世纪后半在由基督教之监督长所监督的学校 中，实 施 神 学 中

心之教育。其他高僧教会学校也复如此。

在这样唯以基 督 教 义 为 主 的 教 育，自 然 没 有 所 谓 科 学 的 精

神。反之，一切科学的研究、知识的追求以及疑问的发生，却都

① 〔特编注〕阿尔琴 （Ａｌｃｕｉｎ，７３５～８０４），英国的僧侣、学者，受查

理曼大帝知遇，为查理曼大帝办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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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视为罪恶。有违反禁例者，且由宗教裁判予以严罚。人们只

须信仰祈祷，一切问题要由上帝的全能来解决。所以到了这个时

候，初期教会之 组 织 的 机 能 已 告 终 结，过 去 知 识 之 贮 藏 已 属 丧

失，如今却变为代表中世黑暗与保守的最迷顽思想之渊源了。

其他受基督教会支配的学校，有文法学校、唱歌学校等。文

法学校教拉丁语，唱歌学校教 唱 歌 及 读 书。１４世 纪 以 后，有 许

多学校附设于小寺，凡有僧侣二人同居之处，即以一人教文法学

校程度，一人教唱歌学校程度 （即下级生）。这种学校支配十四

五世纪之初等教育。故虽至１５世纪 （即距今５００年前），基督教

的精神仍不失为一个教育的中心。

当时的女子教育，是在尼院学校①学习音乐、手艺、拉丁语

等，毕业后在妇人之私室受遁世的隔离的修养，即依然不脱中世

基督教的性质。

另一种支配阶级的教育是武士教育。但这却是反抗基督教权

的教育，不以养成僧侣这种劳动力为目的，而以养成骑士这种劳

动力为目的。

自在日耳曼人间开始实现封建制度后，武士遂跟着诸侯以出

现，预备一朝有事，可以替国王效忠。日耳曼人虽然受了基督教

会的影响，信奉基督教，但以日耳曼人的蛮性，是不易屈服于厌

世的教权的。何况自１０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查理大帝国已陷

于分裂，基督教 会 又 腐 败 透 顶，于 是 日 耳 曼 人 之 现 世 的 进 取 的

“野蛮性”，更不满意于基督教之隐遁的教权。所谓武士的教育，

遂跟着封建制度的发达而勃兴。

就当时武士与君主的关系而言，是以密切的义务关系相结合

的。就是君主对臣下有扶养与保护之责任，武士对君主有忠诚与

① 〔特编注〕尼院学校，女修道院附设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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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之义务。又因日耳曼人尚有母系制的遗迹，对妇女保有尊敬

之风 （今日欧 罗 巴 人 之 有 尊 重 妇 人 的 习 惯，还 是 当 时 的 遗 风），

故武士教育的目的就在效忠主人与保护妇女。所受学科为骑马、

游泳、射术、击 术、狩 猎、将 棋、作 诗 之 七 艺，又 注 重 练 习 交

际，鼓舞名誉心。与基督教教育之性质正相反，且为宗教的势力

所不及。只不过因为基督教对世俗的权威究竟确立已久，故虽在

武士教育中也要学习教义，并宣誓保护基督教而已。

然唯这种武士教育才真是封建阶级本身所必要的教育。又因

武士是一种荣誉，有贵族少年可以承受。有时平民有了特殊的武

功，才可望得这种荣誉。

至于大学教育，是不由教会或国家之阶级的支配所生的。在

中世纪欧罗巴发生大学之前，高级的教育机关只能从寺院的学校

中见到。但这不 是 适 应 一 般 社 会 之 要 求，而 只 为 养 成 僧 侣 的 机

关。自东方文明侵入西欧，回教徒的工商业为世界的发达之后，

教会的教育机关已不能适应现实的社会生活之要求。于是很自然

地在各个文化中心地发生了应于社会需要之学术教育机关。这种

因社会的统制所生之组织，虽然为避免教会的迫害，不得不服从

教会的统制，可是它决非寺院学校的继承者，反之却与教会取对

立的态度。所以大学教育的性质，很与广义的社会生产之目的相

一致。大学所设学科，如医学、法学等，是全立于基督教教育之

范围外的，而且学者极为踊跃。

最后一种市民教育，即工商业者的教育。原来在封建领主的

居城与教会的建筑所在之处，便有专门的手工业者与交易物产的

行商出现，且形成了常设的市场，终于发达为中世后期的新商业

都市。特别自十字军失败以来，教皇的权威渐渐失坠，武士阶级

也趋衰落，而他方因恢复了对东方的交通，却有种种新知识输入

到西欧结果，一面为上述独立的大学之发达，同时即为各地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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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勃兴。都市中之工商业者因在法律上未获相当的保护，为相互

扶助并促进职业计，特组织基尔特。所以基尔特的成立，是与当

时的国家及教会取对立的地位。正与中世纪大学之得成为独立的

组织之社会的动因，同其性质。他们乃以一市的经费，设立一种

特殊的学校，专教子弟以实际的知识。此种学校，对寺院学校而

言，称为市民学校。唯因僧侣的干涉未能发达。其种类有习字学

校、拉丁学校，而基尔特教授即继续至近代的徒弟制度，或可视

为当时生活行动上较有组织的教育制度。

综起来说，欧洲封建社会中的教育表现以下几个特点：（一）

是教会支配的教育最占势力。（二）农民大众是农奴，介乎奴隶

和自由人之间，他们和土地相连续，和土地一起买卖，他们过着

季复季年复年的单调生活，在同一寂寞而污陋的村庄中，在同一

寒冷而幽暗的茅舍中，食着同一的黑面包与盐肉。像这样凄凉的

农民生活，自然得不着什么文化的润泽。即使能识字读书，也不

过为接受基督教义的方便，好博得上帝的欢心，以祈求来世的酬

报而已，于他们的实际生活可说全无好处。（三）所谓反教权的

武士教育，乃是为封建贵族所特享的教育，也是为了封建贵族的

利益的教育。（四）大学的发生虽当作独立的社会集团，与教会

立于对抗的地位，但也限于因宗教关系而受基督教迫害的一团知

识分子，与当时的农民利益殊无多大关系；而且往后，有许多大

学是以封建的贵族为创设者或后援者，自近代的民族国家发生，

大学已处于国家的支配之下，而失去独立的性质。（五）只有市

民教育算是当时 新 兴 的 工 商 阶 级 对 抗 封 建 阶 级 即 支 配 阶 级 的 教

育，然而仅在萌芽，其发达尚待后来。

这样的教育虽然是阶级性的教育，不复是全人类全社会的教

育。换言之，这是变质了的教育，可以到处发现上述变质教育的

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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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看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如何。

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更明确地可以说是贵族专有的教育，

是重礼乐的教育，是养成支配人才的教育。

传说中 的 庠、序、学 等 等，只 是 养 老 及 教 育 贵 族 子 弟 的

场所。

当封建制度成立以后，农民一方面耕分田，同时耕公田，妇

子也都跟着做工。他们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

《周礼》一类的书，系汉人所伪托，固不足为凭。但即据这

种伪记，也可见受教育者仍是贵族。如 《周礼》载：

师氏……以 教 国 子 弟，凡 贵 游 子 弟 学 焉。大 司 乐，学 成 均 之 法，

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

又如 《礼记·文王世子》也说：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

这儿所说贵游子弟、国子、诸子乃至世子及学子，都是指诸

侯卿大士的子弟而言。

传说中所谓学科是：礼、乐、射、御、书、数等。由 “威仪

三百，礼仪三千”的 古 语，可 知 当 时 教 育 的 内 容，只 是 道 德 教

育，只是 “严尊卑、别上下”的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教育。

女子教育，据 《内则》所述，大致如此：女子七岁不与男子

同席，十岁不出门，学婉顺服从的式德，习蚕丝纺织等女工，又

习酒浆、笾豆、烹饪、祭祖的礼节。十五始笄，二十始嫁。至于

贵族女子，则 有 官 宫 宗 室 之 教。而 女 子 教 育 的 重 要 科 目，为 妇

德、妇容、妇言、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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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能相信这是可靠的记载。因为在徭役劳动之下，农

夫及其妇子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更何有于女子教育？

当时教育的目的，是在养成治理人才。请看 《论语》中说：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孔子答樊迟的话，更可显然证明当时的教育和实际的生产劳

动分了家：

樊迟问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 老 圃。樊

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 不 敬；上 好 义 则 民 莫

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 敢 不 用 情。夫 如 是，则 四 方 之 民 襁 负 而 至 矣，

焉用稼！

到了战国时代，更有如孟子所说的：

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而当时所谓劳力者的生活状态，正如上引孟子所说：“……

救死唯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他们固然受不到教育，也正不

需要这种 “食不饱，衣不暖”的装饰教育。

由此可见，周代及春秋、战国时代，即封建制度盛行及趋于

分解时代的教育，早已是贵贱有别的不平等教育，早已是远离社

会劳动的教育。可是现在竟有人说 “……中国国民在历史上即为

平等”，“周时每值春初，村中人民，无论男女老幼自早即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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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至晚方归，并注重普及教育”①。更 有 人 相 信 周 代 教 育 是

以 “养成完全人 格”为 目 的 的 教 育，是 “以 德 化 民 的”平 民 教

育②，岂不是不可救药的大错误？

到了汉朝，文帝始置博士，武帝则退百家，崇儒术。武帝即

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又令天下郡国立学校。昭

帝举贤良文 学，增 博 士 弟 子 百 人。宣 帝 又 增 博 士 弟 子 员 至 二 百

人。元帝好儒，设员千人。成帝时，增太学弟子至三千人。光武

营造太学，立五经博士。质帝时游学者愈多，增至三万余人。这

所谓博士弟子员乃至太学生等是什么人？当然是以官僚贵族子弟

居多。至于要 “治官府，给徭役……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

……卖田宅，鬻 子 孙……” （晁 错 说 的 农 民 子 弟，显 然 是 无

与的。）

“东汉太学生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

（黄宗羲说）。可见太学生治学的目的，不脱 “为政”一途。

唐代太宗时，大兴学校，立孔子庙堂于国学，大征天下儒士

以为学官，增学舍１２００间，以养天下的贤能。当时的学制，在

京师设有国子学、太 学、崇 文 馆 等 六 学 二 馆，学 科 为 《礼 记》、

《春秋》、《诗经》、《书经》等，也有律学、算学。入学者限于高

官子弟及平民中的俊秀者。地方依州、县而有定额的学生。凡地

方官吏及平民都可入学，学科全以诸经为准。

宋代的国子学，为官僚子弟所独有。明代的国子学，官民优

秀子弟皆有。清代的宗学、太学、国子监，皆是官僚子弟。

汉以后有选举及科举制度。这有两种作用：一是考取官吏，

且以羁縻士子；一是摄取社会势力，藉以维持社会秩序。

①

②

舒新城编：《教育通论》，中华，第１９至第５１页。

范寿康编：《教育史》，商务，论周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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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以贤良方正、孝廉及博士弟子三种取士，由郡国详定儒

生的学行，以定去取。魏时改为九品官人法，由郡邑的中正按其

人乡评的高下，决定上上或上中、上下等，再送至大中正用同样

方法考核。其流弊成为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到得隋初，

改用诗赋、策问取士。唐代科举，士子不论贫富，都可自诸州县

受考。当时一方面考诗赋，一方面考 “帖括”，都不是实际社会

所需要。这种风气到唐末两宋而极盛。遂至 “诗赋之弊，流于浮

华；帖括 之 弊，陷 于 记 诵”。而 行 贿、挟 卷、交 通 关 节 的 情 弊，

已自唐代发生。北宋完全以经义、策论取士。至明、清两代，更

以 《四书》、《五经》的制艺为考试方法。这证明明、清的社会仍

然需要儒家的学说以维持社会的秩序。而儒家学说正是代表封建

社会的意识的，所以更可证明明、清的社会依然保存着封建社会

的遗制。

至清代中叶而后，受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影响，考试方面曾设

博学鸿词及经济特科等。至１８９８年 （光绪二十四年）有兴学校、

废八股，考试用时务、策 论 等 的 新 设 施。１９０１年 更 就 各 地 书 院

改设各级学堂；但教科仍以 《四 书》、 《五 经》、纲 常 大 义 为 主，

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学艺为辅。至１９０５年完全废除科举，翌

年更宣布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在是年所

颁布的上谕中，更明白申明：

学堂以中 学 为 主，西 学 为 辅；培 养 通 才，首 重 德 育；并 以 忠 君、

尊孔、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

不仅清季的教育为然，就是民国元年 （１９１１）教育部所公布

的教育宗旨，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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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年 （１９１５）袁世凯所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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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教育宗旨则为 “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躁

进”。而特别加重：

凡一切邪说暴行，足 以 启 作 乱 之 渐 者，拒 之 勿 听，避 之 若 浼，恶

之若鹰鹯之逐鸟雀。

就是到了最近，我们还可以时常听到 “恢复古有道德”一类

的话。小学校中竟还有沿用 《四书》、《五经》、《女儿经》、《百家

姓》、《千字文》、《龙文鞭影》等书为课本的①。

至于自宋以后私立的书院、私塾，虽算是比较普及的民间教

育机关，然 一 般 平 民 之 入 学 者 仍 然 无 多，而 且 “课 程”偏 于 经

义。以科举所定的程 式 为 准。尤 其 是 私 塾，所 读 的 不 外 《三 字

经》、《神童诗》、《幼学琼林》及 《四书》、《五经》等，要皆为传

授封建 道 德 的 书 籍，极 顶 的 成 绩 就 不 过 知 道 些 “忠 孝 节 义”

罢了。

要之，从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制度 （包括学校及选举）及教

育精神看来，确乎到处脱离不掉封建的意味，一般平民没有受教

育的机会。教育内容注重道德，即荀子所谓 “儒者法先王，隆礼

仪”；《论语》所谓 “不好作乱而好犯上者鲜矣”。若用最近法令

上的用语，则叫做 “仍宗儒经”。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在养成官僚

① 民国十八年 （１９２９）十二月十六日上海 《民国日报》载：“皖教厅

昨通令各县，取缔小学沿用 《四书》、《五经》，其文曰：……兹据本厅各督

学报告，本省各小学照章采用审定之 教 科 书 者 固 多，而 沿 用 《四 书》、《五

经》、《女儿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等书为课本者，亦所

在多有。此等书本或文理深奥，不合小 学 教 材 之 用；或 意 义 顽 旧，不 合 时

代潮流；更有绝无意义，仅资背诵者；若仍听沿用，贻误儿童，实非浅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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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豪绅———便是 “士大夫”，以帮助封建阶级去实行剥削，维持

秩序。

封建势力不肃清，教育上的封建观念无法根绝。所以从事革

命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参加扫除封建制度一切残余的斗争———自然

要联系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问　题

１．试述中世欧洲的教育对社会阶级的关系。

２．基督教教育的性质如何？试批判中国现时的教会教育。

３．欧洲中世的大学起源是怎样起源的？

４．中国史往往称周代为文物大备的朝代，你觉得可以置信吗？中国国

民在历史上果是平等的吗？

５．你的本乡想必还有许多私塾，你可调查它们究竟教些什么给儿童。

６．教育上的封建观念是哪些？试举出具体的实例。

第七节　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

资本主义 社 会 的 概 观———与 封 建 社 会 教 育 的 比 较

———所谓新 教 育 的 特 征：１．劳 动 化；２．科 学 化；３．

社会化；４．中立化；５．国际化———我们的批判———两

大变质：１．独占 化；２．商 品 化———三 大 矛 盾：１．个

性化与商品化的；２．劳动与教育的；３．自由研究与支

配思想的———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便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生活着的社会———是就全

世界来说。这一个社会也叫做资本家的社会，因为这儿的台柱子

是资本家，而 “跑龙套”则为劳动者。这是两大基本阶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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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社会。也便是自有历史以来阶级斗

争形势最尖锐化的时代，从而更是历史上要发生剧变，即将由阶

级社会趋于阶级消灭而形成全人类社会的阶段。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扼要地说可举三点：（一）是商品生

产；（二）是少数资本家独占生产手段；（三）是工银劳动。这几

点的详细说明，应让诸本丛书中的 《新经济学》来担任，这儿不

多说了。

现在所要赶紧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究有什么特别的

地方，它的变质又到了个什么地步。

最先我们可以说一说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与封建社会教育的不

同。因为这两个社会是相紧跟着的。

在前面第三节论 “教 育 上 的 几 种 曲 解”时，我 已 经 提 起 过

了。第一，封建时代对庶民不施教育，资本主义时代要对全国民

实施义务教育。第二，封建时代的教育，差不多只是道德教育，

资本主义时代的教育却推广范围而以传达日常生活上的知识技能

为目的。自然，另外的差异还有不少可举，但这二点是根本的、

最重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我在那儿也曾有过解释。就

是，第一点的理由，是以农业生产为社会主要产业的封建时代，

庶民没有研究学问的必要。但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中，这种经

济组织的本身需要文字，故普及教育只为了养成国民的劳动力，

却不为了国民自身的幸福。第二点的理由，是封建制度为尊重礼

仪的制度，故教育注重道德，好养成安分的良民。但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一方经济组织的自身需要知识技能；他方为了收揽劳动

者的心，也有注重劳动教育的必要。

现在在这儿，自然无用多加说明。唯对于所以要传授日常生

活上必须的知识技能这一点，再可以补充几句。那就因为资本主

义社会是露骨地榨取，丝毫没有情感的社会。所以它所需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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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知能，却不是什么道德。

且请你认识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面目：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已尽了一种最革命的任务。

在资产阶级握得政 权 的 地 方，已 把 封 建 的、主 从 的、牧 歌 的 种 种

关系全破灭了。它已无情地把 置 人 于 “天 生 的 优 越 者”之 下 的 封 建 束

缚撕断了。使人与人相 结 合 的，除 出 赤 裸 裸 的 私 利，除 出 冷 酷 的 “现

钱交易”以外，再没有 别 的 遗 留 下 来。它 已 把 宗 教 的 热 情、武 士 的 血

诚、世俗的人情之类的最神 圣 的 渴 仰 心，完 全 溺 死 在 冰 样 冷 的 自 我 的

打算中了。它已把各个人物 的 真 价 消 灭 在 交 换 价 值 之 中；建 设 起 唯 一

的不识羞的自由———自由商业，来代替了永远确保的无数的特许自由。

质言之，它已创设了公 然 的、无 耻 的、直 接 的、残 忍 的 榨 取 以 代 替 那

用宗教的及政治的幻影掩盖着的榨取。

资产阶级已经从向来博得名 誉 及 尊 敬 心 的 一 切 职 业 中 剥 夺 了 它 的

光辉。它已把医生、律 师、僧 侣、诗 人、学 者 一 干 人 通 统 转 变 成 受 雇

于它的工银劳动者。

资产阶级已经从家族里撕 破 它 的 感 情 上 的 面 幕，而 把 家 族 关 系 降

为只不过金钱的关系。（《康茂尼斯特宣言》）①

① 〔特编注〕 《康 茂 尼 斯 特 宣 言》，即 《共 产 党 宣 言》。以 上 引 文 今

译作：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

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 把 人 们 束 缚 于 天 然 尊 长 的 形 形 色 色 的

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 赤 裸 裸 的 利 害 关 系，除 了 冷 酷 无 情 的 ‘现

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

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 在 利 己 主 义 打 算 的 冰 水 之 中。它 把 人 的 尊

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 的 贸 易 自 由 代 替 了 无 数 特 许 的 和 自 力

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 接 的、露 骨 的 剥 削 代 替

（转下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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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像这样一副残酷无情的面孔，难道还需要讲究假仁假

义的道德吗？所以资本主义时代教育之重视 “日常生活上必须的

知识技能”，其理由是十分明显的。

在前面讲教育的变质时，我举出五个特征，且已一一论到过

了。那五个特征，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观察起来，特别来得恰

当而显著。这儿自不必再来引证。唯对于资本主义教育特别颂扬

的论调，常常接触到我们的耳鼓，着实使得不少的教育者及一般

人发生 迷 信 和 错 误 的 认 识。这 倒 是 不 可 不 加 解 剖 以 阐 明 其 真

相的。

对资本主义社会教育颂扬的论调，就是对现代新教育颂扬的

论调。这儿可以举出主要的五说。

第一说是所谓劳动化，或是生活化。

如前所述，自社会分成阶级，教育就与劳动分家，成为变质

教育之一特 征。在 封 建 社 会 的 教 育，就 是 这 样 与 劳 动 分 家 的 教

育。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尤其自２０世纪开始以来，我们却看

到教育中逐渐掺入劳动的要素。固不必说在制度上有所谓勤劳教

育、实用教育乃至职业教育等等彰明昭著的设施，就是在教科内

容上也不复告诉学者轻视劳动。于是就有教育者起而宣言：过去

的旧教育是死读书的，现代的新教育是在尊重劳动了；过去的旧

教育是书本的，是远离社会的，现代的新教育是实际的，是接

（接上页注释）

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

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

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１卷，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５
年版，第２７４～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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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社会生活的了。于是更有所谓 “教育即生活论”，学校是社会

文化的中心论，陆续出现。

但是实际是否如颂扬者所说呢？教育与劳动是否在现代新教

育中已复合了呢？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是否真打成了一片呢？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就不妨把劳动与教育这个

问题从头说起。

在原始共产社会中，人人有相等的劳动之义务，已如前述。

这种义务，并不是可厌恶的义务。其实与其叫作义务，远不如说

是当然的事情。正犹食与眠，既不算是义务也不算是权利似的，

劳动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必要的应有的事情罢了。教育是为了

“保存种族”而行使之社会的事业。故在生存上同属绝对必要的

劳动与教育，自然是处于不可分离的关系。在原始共产社会中，

劳动与教育两者，就是这样地完全结合起来的。换言之，所谓教

育，是把 “为了生存应当如何劳动呢”这件事，向年轻人传授，

使之理会而已。

然自私有财产发生，榨取他人劳动的行为实现之后，嫌恶劳

动和贱视劳动的观念就跟着发达。到了国家制度出现，阶级支配

关系成为合法化的希腊、罗马时代，劳动之被视为卑贱，就达于

极点。试翻阅教育史最初的一页。这里面便记载着靠榨取他人的

劳动以保证生活的支配阶级之高傲的教育理想。他们说：“不为

生活的 手 段 以 受 教 育，而 为 使 闲 暇 有 意 义 以 受 教 育。”希 腊 语

Ｓｃｈｏｌｅ即为闲暇 之 意。他 们 的 一 生 都 是 闲 暇 的 时 候。他 们 一 方

面以 “有教养的金冠”装饰自己，认自己为特殊的高贵的人类；

他方面又使被支配者也抱有这种信念，而且甘居于下流。

如斯，教育与劳动遂分了家，“教育”专属于支配阶级，“劳

动”专属于被支配阶级，有如第二节中所述。这种分离的唯一目

的便是榨取。那些布尔乔亚学者竟想以分业论的诈术来辩护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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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无乃枉费心思。因为分离的理由，早在教育史的最初一页

有过最正直的供状了。

还有一层，教育权永远操于支配阶级之手。他们终是不绝地

本着教育与劳动的分离主义以进行。但是实施这种教育的结果在

罗马帝国内部，发生了贱视劳动的无数自由民，竟招致了为帝国

瓦解大原因的生产力之减退。这可说是由教育与劳动分家所生的

第一种结果。

在中世纪，为 了 复 兴 生 产 力，由 圣 本 尼 狄 克 派①的 僧 院 主

义，高唱起 “劳动神圣”的论调。但这种尊重劳动的呼声，仅对

于巩固封建制 度 的 基 础 发 生 效 力，这 在 教 育 史 上 是 有 记 载 可 证

的。而这种呼声之为由蔑视劳动的支配阶级向被支配阶级而发，

自可无待多言。试看基督教对被支配阶级的说法：“人类的祖先

亚当犯了罪，为上帝逐出伊甸乐园以来，人类就必须满面流汗地

劳动。”

向生产者的被支配阶级实施愚民政策，灌注听天由命的思想

的结果，在生产技术之上，既无发明也无进步。封建制度末期的

农村衰落，自是必然之理。这可说是由教育与劳动分家所生的第

二种结果。

近世的资产阶级怎样对付劳动与教育的分离呢？由上所述，

我们已知资产阶级迫于生产组织自身的必要，不得不向劳动阶级

也施教育了。因之就有教育学者喊出新教育劳动化、实际化的颂

词来。不错，从一方面看，这件事实确乎可以证明资本主义为社

会主义的先行制度。因为把劳动与教育重行结合，很可视为复归

① 〔特编注〕圣本尼 狄 克 派 （Ｓｔ．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ｉｎｅｓ），意 大 利 教 徒 本 尼 狄

克 （Ｓｔ．Ｂｅｎｅｄｉｃｔ）所创立的教 派。此 教 派 自６世 纪 至１３、１４世 纪 间，在

欧洲很占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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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未发生支配关系以前劳动与教育不容分离的那个共产制度之预

兆。本来榨取 全 靠 欺 骗。把 教 育 从 劳 动 分 家，无 非 为 了 易 于 欺

骗。如今给劳动者以教育，把教育与实际劳动相联系，是不仅使

欺骗难以行使，还易引起对支配阶级的反抗。这岂不是极大的冒

险行为？是的，支配阶级诚然心里明白这是极大的冒险。所以他

们想出一条妙计。那就是想一方面给予教育的最低限度，而在别

方面榨取劳动的重大限度，藉为联结教育与劳动的代价。实在资

产阶级的一切教育制度，都是要想用最小的耗费以得最大的成效

的。你没听见日本办劳动教育者的公开供词吗？

然而有人 “鸡毛当令箭”似的竟高喊教育劳动化、实际化！

请你不要上当。实在我在这儿所称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只不过是

生产组织所要 求 的 最 低 限 度 的 文 字 读 写，再 不 会 超 过 这 个 程 度

了。故在原则上，实在依然不脱教育与劳动相分离的立场。因为

这种分离是榨取的唯一必要条件。而且，资产阶级还乘机利用，

要藉所给予的文字，叫劳动阶级皈依并尊敬资产阶级，更努力使

劳动阶级不能见到除此以外的什么东西。

这是所谓教育劳动化或社会化的真相！

第二说是所谓科学化。这是叫得震天价响的一个呼声，或许

你也是听得很中意的。

但是，如前面论 “教育的效能”（第四节）时引用公朴君的

一段文章中所述，这也是不恰当的。

在这儿，那些已说过的话，如科学的教育根本不能对无产阶

级发生影响。科学的方法缩小到几乎无能的地步，当然不必再说

以避重复。这儿所要说的，是另一方面的事情，是要追究到教育

究意是否科学化，与科学化到个什么程度的问题。

我们看到进化了的近代国家，在它的独占与帝国主义上，具

有很科学的精密计算、企图与方法，而且已经着着实行。然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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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推想到在教化的独占与帝国主义上，也能看出完备的科学理论

与方法，那就不免失望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教化运动已经达

到末路，换句话，就是科学的方法已经走到末路。特别是要处处

以科学的自夸，以 能 率 的 自 夸 之 金 元 帝 国 主 义 即 美 国 之 教 化 运

动，只止于纯粹百分之百的美国主义，且竟发生了猴子案，对教

进化论者 处 罚。肯 塔 基 州 （Ｋｅｎｔｕｃｈｙ）的 议 会 通 过 一 个 议 案 禁

止用公款作教 授 进 化 论 或 达 尔 文 主 义 的 薪 工 （见 辛 克 莱，Ｔｈｅ

Ｇｏｏｓｅｓｔｅｐ，第３５２页）。像这样非科学的幼稚行动，岂不要笑死

人！最反动，然而自称已摄取了社会主义的要素即社会的科学的

要素之墨索里尼①的教化运动，竟于法西斯蒂宪法中规定 “朝晚

应该礼拜上帝”。试问这里面有着什么的科学方法？最近，１９２９

年９月———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所谓教化总动员运动，以阐明团体

观念，振作国民精神为主旨。它的实行方法有：（一）每朝必须

向宫城遥拜； （二）朝 晚 必 须 礼 拜 神 佛； （三）必 须 禁 酒 禁 烟；

（四）必须使用国产品等等。试问这儿又有什么科学？

老实说一句：近代国家衰落的时代的教化 （包括教育），是

非科学的。

资产阶级的科学早 已 “寿 终 正 寝”了。在 现 代，能 继 承１８

世纪以来科学的发达之系统者，只有无 产 阶 级 的 教 化。起 于１９

世纪而及于２０世纪之初已经走上穷途的社会科学，唯靠无产阶

级的立场，才获再生的机会，而因以说明近代资本主义组织的崩

坏过程，要把 社 会 的 生 存 组 织 重 建 起 来。在 教 化 上，无 论 是 方

法，是内容，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方面，才能有科学的成长。

本来，科学方法的把握，是资产阶级引以自夸的特征。然科

① 〔特编注〕墨索 里 尼 （ＢｅｎｉｔｏＭｕｓｓｏｌｉｎｉ，１８８３～１９４５），意 大 利 独

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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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方法一转移到无产阶级之手，资产阶级就没落在美国的百分

之百主义与意大利及日本的礼拜神佛主义。这可决不单是教化的

问题，而是与在资产阶级的机构上科学的企图已觉无能为力这件

事相关连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在百年前于自然科学的意识上建

设自己的新组织时，寺院方面曾经竭力干涉，要从他们的教化中

把科学排斥出去。到了现代，资产阶级却处于寺院的地位，要竭

力地从他们的教化中拒绝新兴社会科学的研究了。在百年前，资

产阶级为谋本阶级的发达，用全力要求科学，用全力排除寺院的

支配，且把寺院的强制礼拜从各国家推翻了。然至现在，资产阶

级为谋本阶级支配权的永存，竟有如美国之禁止进化论，如意大

利及日本之强制拜神，不惜在它的支配上及教化上，拼命地采用

自己的近代信念相矛盾的方法。这显然是阶级的机构自身已离了

科学方法之支持的自白。试问近代国家的新教育，究竟在什么地

方是科学化了，又科学化到个什么程度呢？

再具体地说，当资产阶级初兴，保有革命的实践时，为对抗

封建贵族及教会计，曾高唱唯物论与无神论，也便是科学的。但

至１９世纪后半，资产阶级已中止了革命的实践，资产阶级的思

想家，便倾于观念论的、神秘论的、颓唐趣味的意识形态，而指

摘唯物论与无神论为人类之耻辱，且更增加对被支配阶级之意识

的欺蒙之程度。换言之，即增加御用哲学化之程度。尤其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极度破坏，经济的恐慌，社会的危机，资本主义制

度之运命的崩溃过程等等客观的现实之前，资产阶级愈不得不感

到绝望、怀疑、恐惧与 悲 观。于 是 什 么 关 亡 术 啦，鬼 照 片①啦，

① 〔特编注〕“关亡术”、“鬼照片”，都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灵魂

学家”所玩弄的 “灵交术”，宣称生人可与死人的灵魂对话，可以拍摄死人

灵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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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精神文明啦，东 方 文 化 啦，弄 得 乌 烟 瘴 气 一 团 糟。１９２９年

１１月２４日上海报上还载有神力可以疗 疾 的 新 闻。录 原 文 如 下，

藉见实行百分之百主义美国人迷信之一斑：

美联社２３日波士顿 电：近 数 星 期 来，忽 喧 传 麦 尔 敦 之 圣 十 字 坟

山内，有神力可以疗治，愈者已有数百起。一时轰动全国，各地来观

者日在五万人以上。因此红衣主教奥康纳，今日特下令禁止参观，嗣

后除殡葬外，任何人不准入内。

这时期，在教育上，也就高唱抽象的精神的空疏而神秘的观

念，有如养成国民道德，促进世界和平，“劳资协调”、“中正稳

健”、“博大慈祥”、“孝悌忠信”等等都属静的抽象的观念。最显

著的例，又莫如１９２８年检举共产党后高唱 “思想善导”的日本

教育当局，竟想以添设日本佛教史、东洋美术史、东洋伦理学、

日本思想史、国 民 道 德 等 大 学 讲 座 及 奖 励 研 究 哲 学、伦 理、宗

教、历史等的所谓精神科学，谋普及唯心的思想，以排击那为危

险思想之根柢的唯物的思想。这真是近代政治之逆转的倾向，即

所谓封建道德教育之一特征了。

这样看来，近代国 家 的 教 育，它 的 主 要 倾 向 只 有 是 非 科 学

的，见不到是科学的，若说教育学已成为科学，教育调查、教育

统计、智力测验、职业选择等等都是科学的方法，学习法、教授

法等等都根据于科学的研究，那么我要请说者看看上面论 “教育

效能”一节中所述科学的教育之效用究有几许。

仅仅在外表上涂上些 “科学的”的色彩，而骨子里还是 “非

科学的”的底子，是不能叫作科学化的。

第三说是所谓平民化，或民众化与社会化。

说者的根据，在乎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有普及教育、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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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人教育，且逐渐取消双轨制而采行全国民一律平等的国

民教育。在中国 最 近 也 积 极 实 施 识 字 运 动、民 众 教 育 及 劳 农 教

育。这些都是一反乎封建时代的贵族特权教育、官僚养成教育，

确可为新时代教育之特色的。

然而我们早经知道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之所以实施普及教

育，历行社会教育，是如前段所述，出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本

身的要求，起于资产阶级利益的企图，并不是真要把教育权利普

及于全人类。这个，我们已经有过正确的解剖，是不会再受欺骗

的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 教 育，不 仅 没 有 平 民 化 或 社 会 化，恰 恰 相

反，它的专制化与独占化，倒是事实昭然。

原来资本主义初期虽以自由竞争为必要，但一进入最高阶段

———也即最后阶段———它却以独占为必要。先是资本的集中，然

后跟着发生所谓舆论制造之集中。除新闻、影片、无线电音①等

等文明利器全为资本家所独占，作思想支配的工具以外，学校、

科学以及体育等的教育事业，也无不操在资本家手中。学校的定

义，除为养成特殊劳动力的场所以外，更可说是观念生产品的工

场。而且后一定义较为特别恰当，特别受着重视。

现代教育专制化与独占化的实例，除在第三节已说过一点，

及在底下讲美国教育一节得有详细的叙述以外，这儿可以就帝国

主义者之思想的支配如何贯彻于学校教育，略讲几句。

这种支配者思 想 之 贯 注，从 教 科 内 容 及 教 育 旨 趣 上 最 易 看

出。如小学教科书，尤其是修身或公民科，其教材多重在养成勤

俭、储蓄、拥护私产、遵守国法以及当兵纳税等等的德性。在高

等教育上，最好举日本的例：１９１８年日本政府所公布的大学令，

① 〔特编注〕无线电音，即无线电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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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大学目的为 “以教授国家所需要的学术之理论及应用，并攻

究其蕴奥为 目 的。兼 应 留 意 于 人 格 之 陶 冶，国 家 思 想 之 涵 养”。

这里，它所以要特提 “人格之陶冶”与 “国家思想之涵养”者，

不是偶然的，其 动 因 乃 在 当 时 的 日 本 已 走 入 资 本 主 义 没 落 的 阶

段，社会的矛盾斗争日趋激烈。支配阶级所希望于大学者，不仅

在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所必要的技术家与学者，更在产生有意识地

维持支配阶级权力的那种 “人格陶冶”、 “国家思想涵 养”的 人

物。所以对于 构 成 资 本 家 的 社 会 所 必 需 之 学 问，如 法 学、政 治

学、经济学等等，奖励研究，并且努力宣传。同时对于它有不利

的学问，揭破它的秘密的学说，则尽量压迫。因此学生的社会科

学研究会与左倾教授，都要被解散排斥。其他如鼓励竞技运动，

注重军事训练，一方面让青年学生没有多的工夫和心思去研究或

参与左倾运动，他方面就注入一种定型的、就是支配阶级的意识

形态。所以也都成为直接或间接灌输支配者思想之手段。

当然，帝国主义者之思想支配不仅贯彻于学校教育，也且贯

彻于新闻、杂志、讲演、图书馆、演剧、文学、娱乐等等一切的

文化机关。帝 国 主 义 国 家 之 有 出 版 条 例、教 师 检 定、教 科 书 审

查、电影检阅等的办法，也莫非为了保证思想的支配。

但在教育上，学校究竟是最具体的表现，也是最有体系的，

比较最长期的灌输支配者思想的机关。所以我们若就资本主义社

会的学校详细观察，详细解剖，当益能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

的真面目。因此，我敢不惮烦地把Ｎ．Ｂｕｃｈａｒｉｎ同Ｅ．Ｐｒｅｏｂｒａ

ｓｃｈｅｎｓｋｙ① 合著 的 “资 本 家 社 会 的 学 校”———在 他 们 的 “Ｄａｓ

① 〔特编注〕Ｂｕｃｈａｒｉｎ，通 译 布 哈 林；ＥＰｒｅｏｂｒａｓｃｈｅｎｓｋｙ，通 译 奥 勃

劳谢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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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Ｃｄｅｓ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① 第十章中———完全译载于此。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学校尽着三种主要的任务。就是，对年轻一

代的勤劳者，教以对资本主义服从及尊敬之精神；对支配阶级的青年，

使成为对于劳动民众之 “有 教 养 的”训 练 者；由 于 利 用 那 增 大 技 术 及

资本家的利润之科学，以供奉资本主义的生产。

第一种任务之遂行，正 与 资 产 阶 级 的 军 队 内 一 样，是 由 先 行 造 成

适于资产阶级的 “启牖人民 的 将 校”以 完 成 的。为 了 国 民 教 育 所 制 造

的资产阶级小学教师，须得 学 习 相 适 应 的 训 练 课 程，以 准 备 尽 训 练 者

的功能。在学校课业上，只有 为 资 产 阶 级 的 立 场 所 信 任 得 过 的 教 师 才

被采用。而且他们受着资本 家 政 府 的 教 育 部 长 之 监 视。一 切 有 害 的 分

子，即社会主义的分子，皆从教师中 间 被 毫 不 容 情 地 驱 逐 出 来。当 作

兵营的补充，服役于威廉二 世 的 革 命 前 的 德 国 小 学 校，是 表 示 资 产 阶

级及地主得学校的助力以养 成 忠 实 而 且 盲 目 的 资 本 奴 隶 之 好 例。在 资

产阶级小学校的课业，是依照那 适 于 养 成 儿 童 驯 服 资 本 主 义 这 个 目 的

之一定纲领以教授的。一切教科书，也以适于这个目的的精神来编纂。

为了同样的目的，要使人人相信资本家的社会秩序是自然的、永存的，

在一切所能有的秩序中之最 优 良 者，关 于 这 方 面 所 写 成 之 一 切 资 产 阶

级的文献，也殊有用。因 此，学 生 于 不 知 不 觉 之 间，习 成 资 产 阶 级 的

心理，感染到对一切资产阶级道德 的 激 动 与 对 财 富、声 名、地 位 的 崇

拜，又沉溺于荣达主义的精 神 与 个 人 幸 福 的 追 求。教 会 的 牧 师 由 于 上

帝的意旨 （这个因资本与教 会 关 系 密 接 的 结 果，常 成 为 资 产 阶 级 的 意

旨）之教理，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教师们的工作。

第二个目的，在资产阶 级 社 会 中，是 由 中 等 及 高 等 教 育 对 于 劳 动

阶级用有意识的抑压以完 成 的。在 中 等 学 校，特 别 在 高 等 学 校 中 的 教

育，以劳动者所不能支出的那样多 额 的 费 用 为 必 要。这 种 教 育，需 要

十年以上的岁月。由于这个理由，就 使 得 为 要 赡 养 家 族，不 得 不 使 儿

① 〔特编注〕ＢａｓＡＢＣｄｅｓ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即 《共产主义Ａ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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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从极幼小的时候就到工厂 及 农 场 去，或 者 不 得 不 使 他 留 在 家 中 工 作

的劳动者和农民，无从入学。中等学 校 及 高 等 学 校，事 实 上 已 化 为 资

产阶级青年的学校。在这里 面，支 配 阶 级 的 青 年 为 代 他 们 的 父 亲 就 榨

取者的地位，或是官吏，或 是 资 本 家 国 家 的 教 师，受 着 各 种 的 准 备。

而且在这些学校中，它 的 课 业，具 有 明 了 的 阶 级 性。这 在 数 学、技 术

及自然科学的领域上，虽不 见 十 分 触 目，但 在 规 定 学 生 的 世 界 观 之 社

会科学上，就特别明白地表现出来。资 本 家 的 国 民 经 济 学，是 用 着 为

了 “绝灭马克思”的一切方法以讲 述 的。社 会 学 及 历 史，是 用 同 样 纯

粹的资本家的精神以教授的。在其 他 方 面 也 复 一 样。要 之，中 等 学 校

及高等学校，是把对资本家 社 会 有 用，为 维 持 资 本 家 的 榨 取 组 织 所 必

要的一切事项教于资本家子 弟 的 场 所。即 令 劳 动 者 的 子 弟 万 一 得 入 学

于高等学校———这是通常 最 有 才 能 的———他 们 的 大 部 分，由 于 资 本 家

的学校设施，也要很巧妙地 脱 离 他 们 生 来 的 阶 级。他 们 更 被 注 入 着 资

本家的心理，又使勤劳者的 才 能，终 于 变 成 为 压 迫 他 们 的 自 己 阶 级 而

被滥用。

说到第三种任务之遂行，是 由 资 本 家 的 学 校 用 如 下 的 方 法 以 完 成

的。就是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科学与 劳 动 的 隔 离，科 学 不 仅 归 于 支 配

阶级所有，且成为 一 定 的 少 数 人 的 职 业。科 学 的 教 授 与 科 学 的 研 究，

都从劳动过程分离开来。为 利 用 科 学 的 效 果 于 生 产 起 见，资 本 家 社 会

就不得不创设自己的研究所，以促进在技术上利用科学的发现。此外，

又不得不创设几多工艺学校，便于 维 持 生 产，使 与 “纯 粹 科 学”即 隔

离劳动的科学之效果有同一的水准。再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艺学校，

不仅供给受技术的 教 育 之 人 间，也 供 给 劳 动 者 阶 级 之 监 督 及 管 理 者。

更为了商品流通过程的方便，设立商业学校，商业大学等等。

这是有名的 “学校三大任务论”，系由唯物史观的见地，观

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学校教育的。也就是任何人皆得亲眼目睹的

事实。试问从这 儿，还 能 看 出 一 丝 一 毫 的 平 民 化 与 社 会 化 的 痕

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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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 “古来思想历史之所表示，是精神的生产跟着物质的思

想一起 变 质。支 配 一 时 代 的 思 想 终 只 是 那 时 代 支 配 阶 级 的 思

想”①。所以在资产阶级支配的地方，学校教 育 之 由 资 产 阶 级 的

思想以训练，自是最自然不过的事。这不管是封建社会或是资本

主义社会，都没有差别。不过在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的阶段，

一切都要独 占，这 种 独 占 的 形 态 是 要 排 除 一 切 的 异 分 子 的。因

之，在古代及中世的教化独占，还容许非国家支配的教化自由存

在，而不致有显著的特别的冲突。可是到了近代，这种独占已变

成包办一切，垄断一切，竟不容许有不受国家支配的文化运动存

在，从而文化上的斗争也便成为整个阶级斗争中的一方面。

独占程度愈加深，便愈益成为支配阶级的所有物，于是所谓

社会化或平民化就愈远离事实了。

第四说是所谓中立化，或公平化。

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教育，本来没有不是为支配阶级的教育

的。这由上面一段的说明可以完全明白。尤其是资本家社会的教

育，尽管在表面 上 好 像 反 乎 封 建 社 会 教 育 之 只 以 愚 鲁。闭 塞 为

事，但在骨子里，只是为了制造对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忠实代

言人以行的。不料现代资本家的教育家们口口声声地说现代的教

育是完全超越政治与阶级，而立在公平的立场以行使。这个，我

们必须加以纠正才是。

我们的纠正，不仅要从事实指出现代教育超政治超阶级为谎

话，而且要根据唯物史观阐明这些谎话之所由来。

① 〔特编注〕以上引 文 出 自 马 克 思、恩 格 斯 《德 意 志 意 识 形 态》。今

译作：“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

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 质 力 量，同 时 也 是 社 会 上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精

神力量。”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 版，第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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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资本主 义 社 会 的 教 育 之 有 阶 级 的 目 的 与 政 治 的 目

的，是到处存在，不必多所引证的。只要看在现代学校中，凡于

支配阶级有利益的，不管它是如何远离真实，也要强制教授；反

之，对支配阶级利益相反或是成为被支配阶级的利益的，就要认

为 “邪说异端”而予以排斥。这不是极显著的证据吗？

列宁说：

资本家的国家，愈是文 化 的，就 愈 巧 妙 地 说 着 学 校 超 越 政 治 为 全

体社会服役的话以欺蒙人 民。但 是 实 际 上，学 校 业 已 完 全 转 化 为 资 产

阶级的阶级支配之手段。这 是 彻 头 彻 尾，由 阶 级 的 资 本 家 的 精 神 所 贯

彻，而以对资本家供给忠勤的奴隶和开通的劳动者为目的的。①

资本家社会的教育之竭力保持阶级的目的，岂不是比看火还

要明白？

但说是中立化、公平化，在某一点上，也未尝不是真实。这

一点就值得我们来研究。

这一点是什么？就是商品化。

商品化与独占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成为资

本主义社会教化的特征。

教化的独 占，即 学 校 教 育、新 闻 杂 志、体 育 娱 乐 等 等 的 独

占，已如上段所述。

现在来讲商品化。

① 〔特编注〕以上引文出自列宁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的演说》。今译作：“资产阶 级 国 家 愈 文 明，它 就 愈 会 撒 谎，说 学 校 可 以 不

问政治而为整个社会服务。事实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浸透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思想，它的目 的 是 为 资 本 家 培 养 恭 顺 的 奴 才 和 能 干

的工人。”见 《列宁全集》第２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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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有许多特 征。这 儿 单 举 一 端，就 是 要 标 榜 “严 正 中

立”。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商品要有这种标榜呢？理由非常简单，就

只为了易于推销，易于赚钱。鞋店、帽店所售的鞋帽，你想好不

好分作这是自由主义的，那是保守主义的吗？不行！绝对不行！

恰恰相反，它们是大量的制造，公平的贩卖，张三可以去买，李

四也可以去买。这样才是 “画一不二”、“童叟无欺”。

货品生产上如此，“舆论生产”或 “观念生产”上也然。

试拿资本家的新闻为例。

新闻纸发生的动机，本由于社会中成立了相对的团体，这种

相对的团体各为了自己团体的利益，要有所主张，于是利用新闻

纸以为传布的工具，即成为对立团体相竞争的手段。

但在一切东西都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新闻纸也不免跟

着商品化。这一变化使得以前成为各对立团体特殊要求之机关的

新闻，一变 而 为 “严 正 中 立”的 新 闻。本 来 新 闻 纸 的 记 载 及 主

张，是具有代表特定的社会要求之性质，今日的新闻纸却不偏于

某个社会层而要适应共通的普遍要求，换言之，即具了资本主义

的商品之性质。

你试看上海报纸：有的没有 “时评”，有的虽有 “时评”之

名，实乃无关痛痒 （不得罪任何方面）的空话。而在它们的广告

上，终可看到 “议论公正”、“记载翔实”一类的字样。这也正犹

一般医药书 籍 及 化 妆 品 的 广 告 上，登 着 百 病 可 治、大 众 可 用 及

“诚人人必读之书也”等字样。其目的都在达到所谓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①

而已。

现在看教育这种 “观念生产”，我们也可发现它的商品化的

① 〔特编注〕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译作 “流行”，即广为推销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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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小学校不待言，仿 佛 是 上 海 英 租 界 的 “稳 快 价 廉、大 众 可

坐”的电车。它的招生广告上，仿佛写上 “不拘男女贫富，一律

公平待遇”的 字 样。虽 然 它 的 实 质 诚 有 如 上 段 学 校 任 务 论 中 所

说，是 “专为谋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但外表上，的确是出一副

公平的形貌，富儿与穷儿出同样的学费，读同样的课本，真是非

凡的平等。

高等教育上，不作 某 一 党 某 一 派 的 宣 传，甚 至 永 不 过 问 政

治，无论教授、学生都不许参与实际运动。为什么要这样做？因

最高学府是学术研究机关，是超政治的，是超阶级的！

而 “尊重个性”的 教 育 主 张，也 正 是 商 场 上 “式 样 新 奇”、

“心裁别出”的要求之反映。

学系科目之五花八 门，又 是 “门 类 繁 多”、 “无 美 不 备”之

对照。

这样商品化的教育，看起来真像是中立的，公正的。资本主

义社会的教育真是有异乎封建社会教育之 “旧式”与 “老套”。

然而这是可靠的中立与公平吗？

犹之乎商品化的新闻纸是由资本家出资办的，而且是由少数

资本家独占的。这种商品化的教育虽不是全由资本家出钱创办，

因为公立的教育机关是靠平民所纳的税维持的，却由资本家 （在

中国要加上军阀地主豪绅）所霸占。其结果正同商品之为商品所

有者的利益一样，这种商品化的教育自然也只为了教育机关所有

者的利益。其事实便有如上段学校任务论中所述。

何况这块 “严正中立”的招牌近来也快要除下了。这是因为

资本主义社会终于在它的组织之内部，即在它的生产组织，生产

了和资本主义之独占的支配相对立的劳动者之阶级的支配，跟着

劳动者组织化之进展而成为两个相对的社会团体。于是同新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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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渐次恢复本来的性质一样，教育也不免露出原形———赤裸裸的

支配阶级的工具———来了。

所以真正中立的公正的教育，在阶级社会中绝不能存在，除

非只在布尔乔亚教育学者的嘴唇边。

第五说是所谓国际化，特别是和平化。

论者谓近年来，鉴于战争为祸之酷烈，有心世道的人士，群

起而作和平运动。在政治上便有如国际联盟的组织，如非战公约

的订立；以外又有国际法庭、裁军会议等等，都是世界和平运动

的具体表现。

在教育上，更有世界教育会议，由美国全国教育会所发起，

号召世界各地教育专家讨论实现和平 的 方 法。１９２９年７月 在 日

内瓦举行第四 次 大 会 时，更 议 决 了 许 多 以 国 际 亲 善 为 主 脑 的 议

案。据报纸所载，此项议决案之主要者为：（一）依以国际为主

脑之教育，促进国际间之谅解；（二）以关于教育正确最新之情

报，供给各国之新闻、书籍及其他出版物；（三）依国际的亲善

见解，取缔电影；（四）以本于国际亲善之世界史大要，列入各

国一切学校之教程；（五）军事教练之废止。

欧洲大陆各国教育者对于美国的这个世界教育会议虽并不热

烈参加，然他们之爱好和平，殊不减于美国教育者。所以他们另

行发起国际和平教育运动，于１９２７年在伦敦成立教育者团体之

国 际 联 盟，同 时 在 捷 克 首 都 举 行 “由 学 校 的 和 平 运 动”之 大

会①，各国政府及和 平 主 义 之 各 团 体 皆 派 代 表 出 席。前 者 规 定

“由教育上之协作及全民族之协作以引致世界和平”，“不要求为

政治的或社会的形态之任何约束”，“引导万国的儿童教育于全民

① 〔特编注〕由学校的和平运动之大会，即 “由学校引致和平运动的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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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相互之理解，是为永久的和平之绝对条件”。后者则决议 “排

除好战的排他的教材”，“由于儿童之国际的交换以涵养友爱心及

联带观念”，“由自然科学及他国之地理历史教授等以理解并养成

人我平等之观念”。

１９２９年９月５日，法国 总 理 白 里 安 居 然 还 在 日 内 瓦 的 国 际

联盟演说，极言和平之重要，战争之祸害，并吁请世界妇女尽其

能力，消弭战争。其法在教训其儿童厌恶战争，实爱和平，尊敬

他国。（见１９２９年９月６日上海 《民国日报》）

同时在伦敦还新成立一个国际儿童通讯社，算是世界和平运

动的新组织。由学校儿童每年与世界各国的儿童通讯一次、交换

友谊入手。这儿且附录英国儿童寄与世界各国儿童之１９２９年问

讯如下：

祝文１９２９年 （以每年５月１８日 为 期）吾 英 国 学 校 儿 童 寄 此 祝 文

及一切良好希望 为 他 国 之 男 童 女 孩，祝 君 等 之 功 课 顺 利，游 戏 快 乐，

愿人人享受愉快之生涯。且联合吾等，寄其问讯祝帖于世界任何之人。

吾英国儿童不知战争为何 物，唯 吾 等 之 父 母 知 之。吾 等 祈 祷 国 际 联 盟

会或能联合各国之和平亲爱 精 神；吾 等 希 望 将 来 一 切 之 新 发 明 助 吾 等

格外互相谅解，不 造 战 舰，但 造 特 别 之 舰 为 吾 等 互 相 走 访 谒 见 之 用。

吾等终身以和平为志，永为朋友，因吾等于此世界本属于一大家庭也。

以此祝帖为和平之先驱开路者。此致各国及一切人等。（见１９２９年１１

月６日上海 《时报》）

以上所引世界和平运动，尤其是教育上的努力，我可告诉读

者，都是事实，都是郑重其事地在进行的。

然而，我更要告诉读者，在这些事实的背后另有更真确的事

实，也是我们所须认识的。

这些更真确的事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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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国际联盟是个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所霸持的分赃机

关，是个欺骗弱小民族及无产阶级的工具。在它主持之下所举行

的裁军预备会议，预备了多年还未见议出一个裁军办法。反之，

它把苏联在１９２７年所提出完全即时废止军备案及１９２８年所提出

裁减军备案都推翻了。

非战公约更是帝国主义国家互相掩盖扩张军备，藉以欺蒙工

农，缓和冲突，更藉以联合进攻苏联的阴谋诡计。非战公约刚签

字，而美国议院 竟 通 过 大 规 模 的 造 舰 案，更 是 他 们 不 打 自 招 的

供状。

世界教育会议系在和平主义之下，得美国政府的同意而发起

的。当１９２３年在旧金山举行第一次大会时，就有一位美国富豪

寄赠１００万之美金，祝贺会议的成立。该会规定 “对政治及宗教

绝对中立”，但１９２５年在爱丁堡开第二次大会时，却有高僧前往

祝福。

“由学校的和平运动”大会，是由那个国际联盟半公式地主

持之下举行的，而且有政府代表出席。这种政府，不待言是代表

资本家的利益，又是正在积极扩张军备的。

在白里安于国际联盟演说和平之重要，并教训儿童要厌恶战

争之后，我们就在同月份的报纸上见到日本海军定于明年度起采

用少年航空兵，志愿者以有高小毕业以上之学力，年龄１５岁至

１７岁，身体强壮者为合格 （见９月３０日 《民国日报》）。

至于伦敦国际儿童通讯社，叫儿童 “祈祷国际联盟会或能联

合各国之和平亲爱精神”，真适足成为一种 “祈祷”，别无效用。

说 “英国儿童不知战争为何物”，更是 “大言欺人”。英国儿童对

于大炮、军舰、军用飞机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活跃情形 （由影

片上）之常识着实要高过我们中国的大人有许多倍。

我们要知道，今日的世界是个这样的局面：国际军国主义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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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极大的 发 展，各 国 帝 国 主 义 都 极 力 扩 张 军 备，实 行 军 队 改

组，扩大军队的主要成分由农民转到工人，竭力扩张军队的社会

范围，实行减短军役年限，发展所谓 “隐藏的军队”，特别是青

年和妇女军国主义化的猛烈施行，及产业军事化与军事技术的发

展和化学毒器的空前发明，使国际军国主义势力发展到异常庞大

的规模。

特别在１９２９年，列强对战争的准备更形剧烈。美国在２月

间通过大规模的海军扩张计划，限于１９３１年以前造成１０，０００吨

的新式铁甲巡洋舰１５艘，经费为２７，４００万金元。英国１９２９年的

海军预算增加到２８，０００万金元，其中４，２００万美金为建造新舰的

经费。法国添造战舰７５，０００吨，经费为８８，０００万佛郎①。自从非

战公约签字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海军扩张的竞争倒反更加剧烈。

再看现在空军的力量，较上次世界大战时已增加１２倍。战

争一开始，英法美日意五国立即可以动员１３，０００到１５，０００架的军

用飞机。法国１９２９年扩充军用飞机的预算共计１１５，６００万佛郎。

英国对空军的扩充更加努力，在新嘉大飞机站，造成南非与澳洲

间，印度与伊拉克间的坡设立军用飞机网。美国也通过８００万金

元的经费，建筑容积６，５００万立方米突的军用飞机场，并开始建

立４个大的飞机停泊场。日本决定建造第二艘的大军用飞机，巡

行的面积可 达６，０００公 里。至 于 化 学 军 用 品 的 发 明，更 可 惊 人，

但有许多是秘密的，不易为外间所知。

此外，列强又采用一切的方法，实行人民与产业的军事化。

战前各国的军 役 大 都 为 两 三 年，现 在 普 遍 地 缩 短 为 八 个 月 或 一

年。在学校与社会团体中都加入军事训练，尤其是青年军事化的

加紧，成为普遍的现象。还有些国家，如法国、波兰、保加利亚

① 〔特编注〕即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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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妇女也施以军事训练。列强的后备军，增加极快，至少有

了２，０００万人以上。

现在特别来讲讲儿童和青年的军事化，因为这是和我们的教

育直接有关的。

儿童和青年的军事化，近来正在大规模地进行着，其目的就

在青年当中建立一个有军事或半军事组织形式的后备军，获得许

多能够立刻动员起来应战的青年。

军事化的主要方法为：

（一）在官式或半官式的儿童组织里面，给儿童以军事的训

练和纪律。

（二）海陆军的短期强迫征兵。

（三）强迫的陆军训练 （不是征兵）。

（四）官式的或半官式的青年义勇队的组织。

儿童的军事训练在大部分的帝国主义国家都盛行着。有些国

家 （如日本、意大利）仅有政府的组织以训练儿童，但大部分的

国家是把学校儿童联合起来授以军事训练。如英国各学校每周有

一定的钟点，从事于组织的游戏和体育的训练。有的国家组织学

生军，带着极浓厚的军事性质。至于童子军女先锋队等组织，各

国政府都给以特别的便利，以便易于发展。他们又用资助和鼓励

的方法使儿童踊跃地加入这种组织。政府更组织军营和旅行队，

派遣军事指导员去指导他们的训练工作。要之，用这一类方法使

儿童军 事 化 的 工 作，在 大 多 数 的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中 已 经 建 立 起

来了。

在青年中，这种工作也很加紧。有些国家如日本、意大利等

都存在着政府的青年组织，以军事训练青年，且强制一切青年工

人加入 （如日本的青年训练所）。

日本、法国及其他许多欧洲的国家采用强迫军事服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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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兵制），服务期限满后，由常备军退为后备军，但每年仍须执

行操演的义务。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不施行征兵制，却强

迫在一定年龄之内的青年都受军事训练，这些青年每年须经过好

几次大操演和短期的营房和帐蓬的生活。

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没有什么强迫征兵或强迫

训练的制度①。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在那里的 青 年 军 事 化 不 紧 张。

英国有国家军事服务的部分，名义上是志愿的，事实上却须每年

参加 多 少 次 的 大 操 演，并 须 经 过 两 星 期 的 军 营 生 活。美 国 在

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５学年度，有２２６个以上的学校实施军事训练；预备

将校训育团经费，由国会指拨了３，８１８，０００余元美金，受军事教

练的学生数达１２５，５００余人。

此外，每一个国家里面还有几十种由政府和资本家资助，在

各种托辞之下进行军事训练的青年组织。这些都明显地反映着帝

国主义是在发狂似地准备战争。

同时对于青年思想上的战争准备也有极迅速的发展。这个思

想军事化的过程，是用千百种方法，直接间接地去达到的。除了

历史地理及其他功课中充满了恶毒的爱国主义之外，所有的学校

都在竭力散布资产阶级准备战争的思想。讲演爱国主义，陈列军

事地图，引导全校学生去参观军事展览会，组织 “优等”的儿童

团体去游览战舰，编制学生军去参加陆军演习，这些都只是许多

方法中的几个例子而已。供青年儿童阅览的杂志和影片都在宣传

爱国主义和准备战争。政府和资本家所资助的青年团体更用尽各

种方法，进行持久的巧妙的赞助战争的宣传。

① 〔特编注〕英国和美国 以 前 采 用 募 兵 制，但 自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后，

都实行征兵制和强迫兵役制。英国于１９４８年 通 过 《国 民 兵 役 法》，美 国 于

１９５１年通过 《征兵与普遍军训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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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上述的世界教育会议及 “由学校的和平运动”大会，对

于这种准备战争的教育是不是提出抗议或做些反战争的宣传呢？

不是的，他们没有提抗议，也没有做反战争宣传。他们只是跟着

帝国主义者的意旨，一方面把这种扩大军备的事实掩饰过去，他

方面却高唱模糊的消极的和平主义的非战论。因为反帝国主义势

力方面，正在大做反军国主义及反大战的斗争。帝国主义者深知

有一极大部分的青年可用那样的和平主义的非战论去克服，却不

会被一般赞助战争的宣传所左右，更知道这般青年最易受革命团

体的反战争的宣传。所以近年来他们要更注意这部分青年，企图

利用和平主义的非战论调，去制胜革命团体的反战争宣传。

这种欺骗宣传最高度的表示，是１９２８年在荷兰所开的世界

青年和平大会。幸而靠革命的青年团体的热烈参加，打破了帝国

主义者的希望———希望借这次会议进行反对革命团体的反战争宣

传。但我们必须承认在 “和平”的面幕之下，战争的危机正在日

日加紧，同时革命者反战争的任务自然也更严重。

在这个军国主义势力发展和大战危险增长的时期中，我们的

教育上的和平运动也恰好做得特别卖力，就不难窥见这种和平运

动的妙用何在了。

说现代教育国际化、和平化，原足为现代教育生色，但是这

种的国际和 平 论，不 是 引 致 真 正 的 和 平，却 是 助 长 残 酷 的 战 争

的。你们如果不信，请于不久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些在现

时号召世界 和 平 的 教 育 团 体，一 定 会 得 首 先 唱 导 “拥 护 祖 国”，

劝青年踊跃从军。你们等着，我决不撒谎！

好了，在布尔乔亚教育学者所颂扬的现代教育之功德，到了

我们的眼睛里，都成为欺人的大言了。我们承认现代教育确有比

中世纪教育为有新颖之处，也有进步之处，但是，我们更要承认

这些新颖与进步正和现代货品的新颖与进步相一致，并不是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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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人类的利益，而是某种特殊阶级的利益。我们还得承认资

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仍是变质的教育，凡是变质教育的特征，它

都是具有的。

不过资本主义 社 会 中 教 育 的 变 质，除 出 最 先 所 述 五 个 特 征

外，还要添上两个特征：就是独占化与商品化。

这种独占化是和资本主义进于独占过程，自由主义国家进于

帝国主义国家相适应的，故也可称为教育上的 “帝国主义”。它

和上代支配阶级教化的独占形态，尚容许被支配阶级的教化并存

者不同，而是绝对的排他，真可配得上 “只此一家”的牌号的。

这点，在前面已经说到，还有这种独占化的事实也已讲过了。

商品化的特征，有大量生产、迅速制造、学术专利、“公平

交易”（上段所谓严正中立）、用钱计值等多端。这儿为了篇幅关

系，姑留待底下论 “教育与经济”时再行细讲。

可是有一点，必须在这节中说到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教育

中的矛盾现象。这而且不是没有趣味的，就写给读者看看。

这种教育的矛盾大致从三方面可以看出：（一）是个性发展

与强制划一的矛盾；（二）是 “启发”与蒙蔽的矛盾；（三）是学

术研究与思想专制的矛盾。

教育上重视个性，确是进步的特征。虽然这种重视是商品生

产上 “花样翻新”的要求之表现，但由此让各个人所具的 “奇才

异能”有多多发展的机会，究是值得赞许的事。不过同时，班级

制与学年制等强制画一的办法，使得学校真有如工厂之成为大量

生产与大批制造的场所，也便使得教育形成为市场而劳动的各部

门之一系列，殊与个性发展的本能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个性发展是自由竞争的生产组织中所要求的，因

之个人主义，占有绝大地位。如资产阶级文艺所视为问题的，便

只为个人，只 为 关 于 个 人 的 斗 争、运 命 等 等。而 在 共 同 必 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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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班级与学年制度之下，却有妨碍这种个性发展之处。还有爱

国主义与支配 思 想 之 宣 传 与 灌 注，也 是 足 以 压 抑 个 人 主 义 之 成

长的。

要之，这儿是显然于个性发展及强制办法之间现出矛盾。这

种矛盾，换句话说，就是个性化与商品化的矛盾。

资产阶级一方面需要民众识字读书，聪明伶俐；他方面却需

要民众遵守资产阶级的法律，迷信资本家社会为最优美的社会秩

序，而不让他们怀疑或挟持敌意。正如本节开始所述，教育与劳

动渐渐复合，却又畏惧劳动阶级之因教育而引起反抗支配阶级的

意志。所以只好多方限制，务使劳动阶级所受教育，不致成为害

死自己的毒药。支配阶级在这件事上正遇到一个难关，就是劳工

（以及商人农民）教育鉴于大势，自然不容不办。但是办了，又

不免觉得许多寒心。“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天下事，

只许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弊，谈何容易？可是现在的资产阶级对

于民众教育这件事，真是感到苦恼已极。这便是 “启发”与蒙蔽

的矛盾，实际还是教育与劳动的矛盾。

第三种的矛盾是这样的：学术研究以崇尚自由为主，原是资

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因为资产阶级的 “天下”可说不是全从 “马

上得来”，还靠要求科学、思想自由得来的。现在有许多大学教

授或专门学者，尚斤斤以 “自由主义”自鸣得意，在日本还盛行

着 “大学自治”和 “学问独立”这样尊严的名词。然而因为阶级

斗争超于严重，到了个最后的生死关头，最高学府的宫墙也渐被

外面的呼喊所震撼了，于是左倾教授应声而起，过激学生就要越

墙而走。支配阶级着了慌，只得不客气，把大学教授解职，把大

学生除名。以自由研究学术为本分的学府竟不许研究社会科学，

岂不又是一个矛盾？

更有一端，一方面奖励学术研究，且有奖学金、补助金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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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他方面却有所谓发明的特许式专利，把学术上的新利益禁

止大众的应用，甚至还有把发明出卖给大资本家的。怎样出卖？

是不是让购者有权使用他的发明，且传播于全球以裨益全人类？

不是的，他是把压抑这样发明的权利出卖，让几十年中不许人类

应用！（见辛克莱，ＴｈｅＧｏｏｓｅｓｔｅｐ，第３８０页）

这个矛盾可不算小吗？

文明进步到资本主义社会，反而有摧残文明，阻止进步的行

为，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吗？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而有这些或那些的矛盾，并不是不可思议

的。那是它的 “运命”如此，我们等着看它的没落吧！

“东方红了！”为日本左倾教授之一的河上肇一次在演坛上刚

开始说这句话，就被临场监视的警官喊令 “中止”！我就借用他

的话来中止这一节。

问　题

１．请你批评我的 “对新教育的批评”。

２．试举 “舆论生产集中”之事实。

３．请批评中国教育上之 “教育社会化论”。

４．科学上不承认有 “上帝”，然而唯 一 出 卖 “上 帝”的 基 督 教 却 表 示

欢迎科学。你觉得怎样？

５．你读了 “学校三大任务论”，有什么意见？

６．试考察中国劳农教育及民众教育的现状，并说明这些教育对劳农大

众的影响。

７．中国高中以上学校正在实施军事教育，你有什么批评？

８．你知道现在有反世界大战的斗争吗？我们的教育家对于这种斗争取

什么态度？

９．你的教育学教师，对 “世界教育会议”发表些什么意见？

１０．你们学校中有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组织吗？能自由开会研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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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

社会主义社会的概观———马克思 的 教 育 观：１．从

宣言上；２．从哥达纲领批判上———过渡期内教育的性

质：仍是阶级的，但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过渡期

内教育的要项———问题

这该是 “东方红了”以后的话。

现在 “东方”未算血红，还只一点曙光。我只好凭这点曙光

同新兴社会科学所指示的来写一点。

社会主义社会是将继资本主义社会而起的社会组织。这一社

会的特征，便是一切生产手段归公，私有财产消灭，强制的权力

机关即国家也告废止。

摩尔根曾有一段描写未来社会的文字，你们读了当能想见一

个大概：

自从文明开 始 以 来，财 产 之 增 加 如 此 广 大，它 的 形 态 如 此 复 杂，

它的应用如此扩充，而它的 管 理 为 了 所 有 者 的 利 益 又 如 此 巧 妙，故 它

对于民众已成为难以支御的 权 力。人 类 的 精 神 在 它 自 身 的 创 造 物 之 前

迷惘地站着。然一个时代终要来临，那时人类的理智将起而支配财产，

且规定国家与国家所保护的 财 产 之 关 系，以 及 所 有 者 之 权 利 与 义 务 的

限界。社会的利害绝对地居 于 个 人 的 利 害 之 上 位，而 且 两 者 必 须 引 入

于公正而调和的关系。如果 同 在 过 去 时 代 一 样，进 步 当 为 未 来 的 法 则

的话，那么单单贫富的追求 并 不 是 人 类 最 后 的 运 命。从 文 明 发 端 以 来

所过去的时间，不过是人类 生 活 过 去 持 续 期 间 之 一 断 片，且 也 是 未 来

当到临的年代之一断片。社会的 解 体 可 有 终 止 那 以 财 产 为 唯 一 最 后 目

标的历史进路之希望，因这 种 样 的 进 路 含 有 自 己 破 坏 的 要 素 之 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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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的民主主义，社会上的友爱，权利义务的平等，以及教育的普及，

即为经验、理智及知识所不断地倾向着的下一较高阶段的社会之前兆。

它将是古氏族的自由平等及友爱在一个较高形态的复活。（《古代社会》

第５５２页）

但据唯物史观的立场，这个未来的社会并不是从这个人或那

个人的头脑子里空想出来的，而是循着社会进化的法则所必然地

要到来的。例如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便是历史的必然之产物。

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凭几个天才想象力所设计的制度，乃是跟前

时代的封建制 度 一 样，由 于 历 史 的 车 轮 之 运 转 而 必 然 地 展 开 了

的。如斯，继资本主义而起的未来社会，也决不是依靠天才之空

想的设计，而是与资本主义自身的产生一样，当为由于历史的车

轮运转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必然地要展开在它的进路上的。我

们所能为力，而且必须为力的事，不在空想作成如何的社会，是

在预知必然地 要 来 的 社 会，以 谋 历 史 进 化 的 车 轮 之 圆 滑 敏 活 的

运转。

那么怎样能够预知未来的社会呢？这是由对现代社会之解剖

分析，以见出其中的新社会之萌芽的。“新社会在旧社会的羽翼

之下孵化着。”因此，马克思就知道继资本主义而起的社会是社

会主义的社会。

论社会进化要根据这样的唯物史观，论教育问题也要根据这

样的唯物史观。

我们不能像空想的教育革命论者，徒然狂喊现代教育也告破

产，却提不出实际意见和实施方法。原来这批人是所谓空想的社

会主义者。他们诅咒黑暗的现社会，空想光明的未来世界，却全

无科学的方法。其论教育，也认教育为与社会组织相分离的别个

事业。这样，怎会不走上错误的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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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已由唯物史观的立场，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

了。这种教育 “一言以蔽之”，只是为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

现在要问：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应当怎样对付这种教育呢？

这个，一方面有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教育运动；他方

面则有在当世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的教育事业。但是这两

点我将留在底下来分别叙述，这儿愿把马克思自己关于教育的议

论先来介绍。好在无产阶级教育运动及苏联教育事业都是根据马

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对于教育问题并没有专门的系统的论文发表，这儿只

能就他所说过的话，有关于教化者，汇集起来。

对于共产主义不认有个性的这种布尔乔亚的非难，他说：

要之，你们非难我们要 废 止 你 们 的 财 产。正 是 如 此；那 正 是 我 们

所想做的。

从劳动不复能转成资 本、货 币 或 地 租，不 复 能 转 成 得 以 独 占 的 社

会力的瞬间起，就是从个人的财 产 不 复 能 变 形 为 资 本 家 的 财 产 的 瞬 间

起，你们说，个性消失。

所以你们必须供认：你 们 之 所 谓 个 性，只 不 过 是 资 产 阶 级 的，只

不过是资本家财产所有者的。而这 种 人，诚 然 是 必 须 被 扫 除 的，要 使

之无能为力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第３４页）①

① 〔特编注〕以上引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今译作：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 们，是 说 我 们 要 消 灭 你 们 的 那 种 所 有 制。的

确，我们是要这样做 的。”从 劳 动 不 再 能 变 为 资 本、货 币、地 租，一 句 话，

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 量 的 时 候 起，就 是 说，从 个 人 财 产 不 再 能 变

为资产阶级财产的时候起，你们说，个性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

级私有者。这 样 的 个 性 确 实 应 当 被 消 灭。”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１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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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共产主义要废绝文化的非难，他说：

对于共产主义在物质生产上 的 获 得 方 法 与 分 配 方 法 所 施 的 一 切 攻

击，已被一样地用于共产主义在精神生产上的获得方法与分配方法了。

正犹阶级的财产之消灭，在资产阶级看来，为生产本身之消灭；同样，

阶级文化之消灭，在他们看来，也就是一切文化之消灭。

这种文化，就 是 它 的 丧 失 为 资 产 阶 级 所 痛 悼 的，对 于 大 多 数 人，

只是一种当作机械以运动的训练罢了。（同书第３５页）①

对于共产主义要破坏家族关系的非难，他说：

你们以我们要废止双亲对 儿 童 之 榨 取 而 攻 击 我 们 吗？我 们 甘 心 承

受这个罪名。

但是，你们将说，我们破 坏 最 神 圣 的 家 庭 关 系，当 我 们 废 止 家 庭

教育而代以社会教育的时候。

且看你们的教育！那岂不也是社会的，依你们施教育的社会条件，

由于藉学校所行的直接或间 接 的 社 会 干 涉 以 决 定 的 吗？共 产 主 义 者 不

曾发明过在教育上的社会 干 涉；他 们 却 只 谋 改 变 这 种 干 涉 的 性 质，且

谋使教育脱离支配阶级的影响而已。

当资产阶级大言不惭地说 到 家 族 制 度 及 教 育，说 到 亲 子 间 的 神 圣

关系时，若一想到 因 近 代 产 业 的 结 果，无 产 者 的 家 族 关 系 全 被 破 坏，

① 〔特编注〕以上引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今译作：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及

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

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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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孩儿都变成单纯的商品与劳动机械，那才要叫我们作呕呢。（同

书，第３６～３７页）①

在最进步的国家，所得一般使行的诸种事项中，关系于教育

者为：

八、对一切人课以平等 的 劳 动 义 务。编 置 产 业 军 队，特 别 是 对 农

业的。

九、联络农业与工业。由 于 乡 村 人 口 之 更 平 均 的 分 配，以 逐 渐 废

止都市与乡村间之差别。

十、对一切儿童施行免 费 的 公 共 教 育。废 除 现 时 形 态 的 儿 童 工 厂

劳动。联络教育与工业生产及其他。（同书，第４２页）②

①

②

〔特编注〕以上引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今译作：
“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

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

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 社 会 通 过 学 校 等 等 进 行 的 直 接 的 或 间

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 没 有 发 明 社 会 对 教 育 的 作 用；他 们 仅 仅 是

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

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 的 商 品 和 劳 动 工 具，资 产 阶 级 关 于 家 庭 和

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见 《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９０页。
〔特编注〕以上引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今译作：

“８．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９．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１０．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

的工厂劳动。把教 育 同 物 质 生 产 结 合 起 来，等 等。”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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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马克思关于教育方面的思想。最后所举第十项，更

可表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读者试就 （一）对一切人课以平等

的劳动义务，（二）对一切儿童施以免费的公共教育，以及 （三）

结合工业生产与教育， （四）逐渐废止都会 与 乡 村 的 分 别 等 等，

联贯地沉思一下，当不难想见马克思主义教育所实现的社会是个

什么模样了。

此外，在 《哥达纲领批判》上，我们也可见到马克思的教育

意见：

到了共产社会之更高度的 阶 级，即 个 人 在 分 业 下 所 受 之 奴 隶 的 束

缚消灭，从而精神劳动与肉 体 劳 动 之 对 立 消 灭，劳 动 不 复 成 为 徒 为 生

活的手段而其自身成为生活 的 第 一 欲 求，还 有 跟 着 个 人 之 多 方 面 的 发

达而生产力也增大，共有财 富 的 一 切 源 泉 十 分 丰 富 时，这 时 候 才 开 始

超越狭隘的有产的法律的地 平 线，社 会 才 能 在 它 的 旗 帜 上 写 着 “各 尽

其能，各取所需！”①

试把这儿所写 “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之对立消灭时”以下的

文字，和上节论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中所讲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情

形对比一下，你将发生怎样的感想？

以下双引号中文字系 《哥达纲领》中的文字，马克思即批评

① 〔特编注〕以上引文出自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今译作：“在共

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 人 奴 隶 般 地 服 从 分 工 的 情 形 已 经 消 失，从

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 随 之 消 失 之 后；在 劳 动 已 经 不 仅 仅 是 谋 生

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 第 一 需 要 之 后；在 随 着 个 人 的 全 面 发 展，他

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 集 体 财 富 的 一 切 源 泉 都 充 分 涌 流 之 后，———只

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 产 阶 级 权 利 的 狭 隘 眼 界，社 会 才 能 在 自 己

的旗帜上写上：各尽 所 能，按 需 分 配！”见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３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０５～３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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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引号中的文字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德国劳动党要求以下诸项为国家之精神的及道德的基础：

（一）由于国家之一 般 平 等 的 国 民 教 育。一 般 的 义 务 教 育、免 费

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这句 话 究 是 什 么 意 思？在 今 日 的 社 会 中 （而 且

在这儿是只说到今日的社会），教育对于一切阶级得视为平等的吗？还

是把上流阶级的教育也强制 地 降 低 到 小 学 程 度 的 普 通 教 育，使 之 不 唯

与工银劳动者的，也且与农民的经济关系得以适合呢？

“一般的义务教育、免 费 教 育”。前 者 虽 在 德 国 也 存 在 着，后 者 在

瑞士及美国的初等教育上存在着。美国的有几州，高等教育也可免费。

但这在事实上，不过为了上流阶级由国库支给他们的教育费而已。

关于学校事项的条文，至少 应 该 包 含 与 小 学 校 相 联 络 的 专 门 学 校

（理论的及实际的者）之要求。

“由于国家的国民教育”是必须断然排斥的。由于一般的法律以规

定小学校的财源，规定教员 资 格 与 教 科 目，以 及 如 在 美 国 所 行 的 设 视

学员以监督此等法 规 的 实 施 等 事 项，是 与 委 任 国 家 为 国 民 的 教 育 者，

完全各别的！倒是要 把 政 府 与 教 会 所 及 于 学 校 的 势 力 完 全 排 除 才 是。

在德意志帝国 （而且在这儿即 使 用 了 我 们 是 在 说 到 一 个 “未 来 国”这

类空虚的遁辞，毕竟也属枉然。一切 未 来 国 是 个 什 么 样 儿，我 们 是 早

已看破了的①。恰恰相反，是有 国 家 要 由 国 民 以 受 彻 底 救 治 的 教 育 之

必要的。

“幼年劳动之禁止！”②但这儿要指出年龄的限度为绝对的必要。

幼年劳动之全部禁止，是 大 产 业 所 不 能 容 许 的，从 而 这 只 成 为 无

效的敬虔的希望。

又若可能的话，这件事 的 实 行 也 是 反 动 的。这 是 因 为 视 种 种 的 年

龄以严格规定劳动时间，更 采 用 其 他 适 切 的 儿 童 保 护 法，且 从 幼 小 时

起就结合生产的劳动与教育，为变革今日的社会之最有力的手段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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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 判》的 前 部 分，指 摘 德 意 志 帝 国 是 与 其 他

文明国同立于近代资本家社会之 上，以 及 在 德 意 志 帝 国 内 尚 未 能 实 现 如 瑞

士及美国那样的德谟克拉西。更 可 注 意 者，为 马 克 思 开 始 在 这 篇 文 章 中 使

用 “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独裁”之用语。

②　 〔特编注〕以上引文出自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今译作：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１．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 民 教 育。实 行 普 遍 的 义 务 教 育。实

行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中

（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以是平等的呢？或者是

要求用强制的方式使上层阶级也 降 到 国 民 学 校 这 种 很 低 的 教 育 水 平，即 降

到仅仅适合于雇佣工人甚至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

就国民学校来说存在于瑞士和英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一级

（接下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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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所集的马克思的话中，寻出他的一贯的思想来，实不

外是 “教育与劳动的结合”、 “对一切儿童施行公共的 免 费 的 教

育”、“与小学校联络的专门学校 （理论上及实际上的）”等的根

本问题。读者看到底下苏联的教育事业，就可知道马克思的这种

思想是怎样地正在实现出来。
但是这样的一个新社会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整个实现的。由

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势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就叫做

普罗列塔利亚专政时期①。在这个时期内还 是 有 阶 级，有 国 家；

（接上页注释）

的’学校也是 ‘免费的’，那么，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

付了教育费用而已。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中，至少应当把技术学校 （理论的和实践的）同国

民学校联系起来提出。

“‘由国家实行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

学校的经费、教员资格、教学科 目 等 等，并 且 像 美 国 那 样 由 国 家 视 察 员 监

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同指 定 国 家 为 人 民 的 教 育 者 完 全 是 两 回 事！相

反地，应当把政府和教会对学校 的 任 何 影 响 都 同 样 排 除 掉。在 普 鲁 士 德 意

志帝国 （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 ‘未来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也无济

于事；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需要由人民对国家进行极

严厉的教育。

禁止儿童劳动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里空洞的虔诚

的愿望。

“实行这一指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不同的年

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 其 他 保 护 儿 童 的 预 防 措 施 的 条 件 下，生 产

劳动和智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见 《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１６、３１８页。

①　 〔特编注〕普罗列塔利亚，简称普罗，系法语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的音译，

即无产阶级。普罗列塔利亚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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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它是要走向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①，而且是有意识

的积极的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

在普罗列塔利亚专政期内的教育，当然同资本家社会的教育

一样，也是阶级的。所不同者，这时期的教育权跟政权在一起，

不在资本家 手 中，而 在 普 罗 列 塔 利 亚 手 中。在 资 本 家 社 会 的 教

育，以养成资本家的忠实的奴仆为目的；在普罗列塔利亚专政下

的教育，以养成无产阶级的忠实斗士，且由此以准备将来的无阶

级社会为目的。还有，前者务必隐蔽教育之阶级性、政治性，后

者则公然宣言为阶级的政治的。

具有这种目的的教育，对于无产阶级发生怎样的结果呢？

在资本家社会中，虽也有工农出身的人受教育，但他们在资

本家的教育影响之下，渐渐地隔离自己出身的阶级，一旦做了官

吏或其他知识阶级的工作，就会自然地背叛自己原来的阶级而取

敌对的态度。这种事情，在资本家社会的教育制度下并不希罕。

而且资本家教育还是以这类事情当作主要的任务。

然而和这相反的普罗列塔利亚教育，却要提高普罗列塔利亚

之阶级的意识，使他们结合到自己阶级之前卫的意识的部分，藉

以养成组织的革 命 的 普 罗 列 塔 利 亚 及 农 民 之 忠 实 的 援 助 者 及 同

志。现在苏联的教育就以这个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在这个专政时期内的教育要旨也有几点可以说明。（大体见

“ＤａｓＡＢＣｄｅｓＫｏｍｍｕｕｉｓｍｕｓ”第 十 章 《学 校 与 社 会 主 义》

的７７～８７节）

第一，对于学校问题也将同对于其他一切领域一样，不仅有

创设的任务，也还有破坏的任务。就是凡在布尔乔亚社会的学校

① 〔特编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指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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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所有一切使学校成为资产阶级之阶级支配工具的，要一

律加以破坏。在布尔乔亚社会中，高等程度的学校都成为榨取者

阶级之所有，这些学校就该改组。布尔乔亚学校的教师，实施布

尔乔亚的教育与欺蒙的工作，他们也要被不容情地从新学校中驱

逐出去。在旧学 校 中，使 用 着 根 据 布 尔 乔 亚 精 神 所 编 纂 的 教 科

书，采用着对布尔乔亚的阶级利益有好处的教育法，这种种也将

全从新学校中排除出去。

第二，在新的学校中，要利用学校为实施社会主义教育与启

蒙之工具，最先当力谋一切落后的劳苦民众进于社会主义的意识

之较高度的阶段。布尔乔亚为了使劳动者奴隶化而利用学校；普

罗列塔利亚则要为了解放自己，为要根本铲除存于劳动者意识中

的奴隶根性之一切痕迹而利用学校。布尔乔亚收容普罗列塔利亚

的儿童在自己学校中，灌输布尔乔亚的精神；新学校的任务却要

用普罗列塔利 亚 的 精 神 教 育 布 尔 乔 亚 及 小 布 尔 乔 亚 的 儿 童。要

之，社会主义的学校要在精神的领域，在人类的心理方面，履行

变革布尔乔亚社会的任务，使成人的意识适于新的社会关系，特

别要教育那些具有基于新社会的心理的青年。

第三，对于儿童的观念将有大的变迁。在布尔乔亚社会中，

大部分是把儿童认为两亲的所有物。当两亲说 “我的儿女”时，

这还不仅单单表示血族关系的存在，也含有对儿女有施教育权利

的意味。然这个 权 利 从 社 会 主 义 的 见 地 看 来，是 完 全 没 有 根 据

的。这是因为各个个人，并不属于他自身，而是属于社会，属于

人类。只有社会存在的时候，一切个人才得生活，才得发展。所

以儿童是属于社会的 （在社会中可靠社会的维护以生的）决不是

属于两亲的。属于儿童教育之最根本的权利也当属于社会。由家

庭教育以赋与两亲自身的偏狭性于儿女精神上的要求，从社会主

义的立场，是应该拒绝的。教育儿童的能力不像产生儿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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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普遍。在一百个母亲中能尽教育家的任务者，恐至多不过一二

人。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要废止家庭的教育而采用社会的教育。

只有社会的教育，能把以最少的努力与手段，对下一代人类施以

最有效果的教育之可能性给与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的教育，不仅从教育上的考虑认为必要，也且有巨大的

经济的利益。由于这种社会的教育之实现，不是将有数十万数百

万的母亲们可以为了她们自身的文化的发展及生产而获解放吗？

于是幼稚园、托儿所等等的教养机关，必须遍地设立，以便实施

就学前的教育。

第四，到了８岁至１７岁———据现行苏联的规 定———是 一 切

儿童青年受平等而且免费的公共教育之时期。施行这种教育的学

校应该是统一的劳动学校。

所谓统一，有以下各种意识：（一）废止少男少女的分离教

育；（二）废 止 初 等 中 等 及 高 等 这 样 不 完 全 调 和 的 教 育 顺 序；

（三）同样也废止把初等学校、中等学校、高等学校分为普通学

校、专门学校或职业学校以及阶级别学校、身分别学校的区别；

（四）不仅一切学生得以学修，还该从最低的阶段即幼稚园一直

学修到最高的阶段；（五）一般的教育与技术的教育为一切学生

所当受。

这种统一的学校不唯表示一切进步的教育家之理想，也表示

为社会主义社会或以这为目标的社会唯一可能的学校型态。然布

尔乔亚社会的教育家虽也抱持创设统一的学校之希望，而这种型

态的学校实唯社会主义才得实现。

还有，新的学校之当为劳动学校，把教育与劳动实行结合，

且依存劳动以行教育，也有几个重要的理由。

（一）是从教授本身的效果着想。儿童所最容易、最根本且

最欢喜理解的，是不靠书本或教师的训诫以学习，而是依自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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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以把握课业与劳动的结合。虽如前述，已在进步的布尔乔亚

学校中着手实行。然这个，在故意养成社会之寄生的要素，又由

于不可超越的鸿沟将肉体劳动与精神劳动强制分离的布尔乔亚社

会性质内，是不能完成的。

（二）为了儿童之肉体的发达，又为了儿童能力之全面的发

展，劳动也是在所必要。据实际经验所表示，在学校为了劳动所

费的时间，于获 得 多 种 多 样 的 知 识 上，不 唯 极 不 妨 碍 儿 童 的 进

步，反而促进进步。

（三）劳动学校在社会主义的本身上更是直接必需的，因为

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公民，至少必须在大体上知道一切的职业。

在这个社会中，势将不复存在固执于自己的专门职业、化石化了

的职业之人群。即使是最有天才的学者，同时也须是个熟练的肉

体劳动者。对于行将离去统一的劳动学校之学生，社会主义社会

怕要进如下的忠告：“你没有一定做教授的必要，但你有做一个

有价值的生产者之义务。”从庭园中的游戏开始，儿童就于不知

不觉之中，当作游戏的继续而进于劳动。而且由于这样的方法，

从当初就不认劳动为不愉快或为惩罚，却认为天赋才能之自然的

独立的表示。劳动至此就成为和饮食同样的欲求。唯这样欲求，

只有在社会主义学校中得以唤起，且得以发展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因为技术之急速的进步，一定跟着发生

在各产业部门间劳动力之巨大的而且迅速的移动。在这时候，对

于种种产业就有劳动力的分配编制之必要。而且这种事情，在社

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劳动者，不仅要行于单一部门，更是要行于许

多部门的。若在布尔乔亚社会，只有靠利用产业预备军即经常的

失业者大众，才获救济这种状态。至于社会主义社会，失业军将

不存在。缺乏劳动力的一切生产部门的预备，是可由其他部门的

劳动者之能力以补充的。只有统一劳动学校，才得养成能实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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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社会中种种机能的劳动者。

第五，青年从统一劳动学校中获得为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公民

所必要的理论的及实践的知识之总体。但学业决不至此为止。在

一般的知识之外，尚须有专门的知识。最必要的科学范围已扩大

到非各个人所能全部把握的程度。所以自有专门精修之必要。统

一劳动学校原不排斥专门的教育，而且在统一劳动学校的最后数

年，学生已不可避地要表现对这种或那种职业的倾向。为适应这

种自然的要求，使有学习种种科学的基础之可能起见，自必须在

这时期施行带有专门性的教育。

唯正式的专门教育，是应在１７岁以后开始的。之所以规定

这个年龄的限 制 尚 另 有 理 由。在１７岁 以 前 的 劳 动 学 校 的 青 年，

与其称为劳动者，无宁称为学生。学校中劳动行程之主要任务，

不在价值的生产与国家财政的增大，而是在教育。至１７岁以后，

学生就变为劳动者。他必须分担劳动的义务，必须参加为了人类

社会的货物的生产。他得先尽对社会的义务，而后才可受专门的

教育。所以１７岁以后的青年，通常仅仅在劳动时间之外参加专

门的课业。跟着技术的发达，劳动时间尽可缩至８小时、７小时

甚至６小时以下。故由这种方法，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成员尽有

充分的时间供受专门教育之用。对有特殊才能的，或从社会方面

证明为必要时，自可免除二三年间的劳动或更缩短他们的劳动时

间，好叫他们从事科学的研究及教育。

第六，在社会主义之下，专门或大学将具有如何性质，此该

尚不能作正确的预想。所可说的，学生将以劳动者为主，由此使

技术与科学成 为 劳 动 阶 级 的 共 有 物，而 教 授 与 学 生 间 的 一 切 界

限，也将消灭。

第七，除学校外，更有种种成人的教育机关及娱乐机关，如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广播电话、剧场、音乐、影戏、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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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不但普遍，而且完全公开，让所有文化利器都变成大众共

有共享之物。更让社会主义精神浸润在大众心里。

原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被视为直接所有者的财产，且

为个人致富的手段。由才能所生的产物，在这个社会中是一种商

品，可用各种价格出卖，甚至还被强制出卖；这类生产物因之只

成为金钱最多者的所有物。有伟大的社会意义，从本质上言还该

是集体的创作物之天才的作品，尽可被美国的摩尔根这批人购买

了去，又根据同时的权利，尽可由这批人加以改造或竟毁灭。这

在资本家社会的法律上讲，谁也不能处罚他的。艺术品或手迹之

类，依私人的卖买，大都成为榨取阶级的独占物，一般平民连看

的权利都没有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要宣言一切艺术品、搜集品和藏书

等等为公有物，一切剧场及影片事业为国有。只有这样，才得把

此劳动大众的血汗所造成的科学及艺术作品，重新送回真的所有

者的手中。

最后，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期内，不仅

学校有宣传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整个政权的一切机构也不可不

负宣传社会主义的任务。

这种国家宣传之主要手段：（一）为印刷事业的国有；（二）

为新闻及出版事业的独占；（三）为大影片企业、剧场等等的国

营；（四）为了劳动阶级之广泛的政治教育及一般教育，为了在

普罗列塔利亚的阶级的基础之上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尽量

利用已成为国有的 “精神生产”之诸种手段。

要之，社会主义之国家的宣传，是绝灭一切布尔乔亚意识的

痕迹之手段，是造成新的意识，新的思想，新的世界观之强有力

的武器。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就写到这儿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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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１．社会主义社会何以必然地要到来？

２．空想的教育革命论者，其谬误的根源何在？

３．过渡期内的阶级教育何以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有不同？

４．在过渡期内，主要的教育工作为哪几项？

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儿童的地位将发生何种变革？因之，在教育上

又将有何种变革？

６．那时候，劳动与教育的关系变成怎样？

７．那时候，还会有上述几种变质的教育吗？为什么会没有？

８．过渡期内，整个国家政权在文化上要执行何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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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育的概观

第九节　教育与经济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般关系———教育与经济的

相互作用———教育商品化的几种特征———资本主义末期

的经济运动与教化运动———问题

根据唯物 史 观 的 见 解，社 会 的 经 济 构 造 是 上 层 构 造①的 基

础，即上层构造是依这种基础而决定。

从社会的政治的事象 起，一 直 至 哲 学 的 事 象 止，包 含 一 切 上 层 构

造的体系，在社会里面，当作社会现 象 的 连 锁 中 一 个 必 要 的 环，而 与

该社会 的 经 济 的 基 础 以 及 技 术 的 体 系 相 结 合。 （Ｂｕｃｈａｒｉｎ 《史 的 唯 物

论》）

① 〔特编注〕“经济构造”和 “上层构造”，即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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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明经济构造与上层构造的关系。不过这里面可没有前

者为最重要或后者为不重要的意思。犹之乎左手同右手，或齿轮

同发条，在它们中间，只有一种相互的关连，却毫没有重要性的

差异。说到重要，两方都是 “较为重要”，所差异者不过是每种

机构所遂行的机能罢了。

Ｂｕｃｈａｒｉｎ于此更有一段巧妙的说明：

一切的差异都是机能性质 的 差 异。生 产 管 理 与 生 产 本 身 各 有 各 的

任务。那就是生产管理用以排除轧 轹，防 止 矛 盾，组 织 并 调 整 各 个 的

劳动要素。换言之，就是使劳动有一定的 “秩序”。在其他的领域也复

如此。例如在人类中间的道 德 习 惯 及 一 切 类 似 的 规 范，都 是 用 以 调 整

人类，使人类入于一定的范畴，使社 会 的 构 成 部 分 不 致 瓦 解 的。科 学

是怎样？科学也还是一样。在这种劳动领域上，它 （假使是自然科学）

毕竟是用以表示生产过程的进路，提 高 它 的 效 果，规 制 它 的 行 程，建

立它的秩序的。

好像生产管理从生产本身 发 生 出 来 一 样，哲 学 从 科 学 里 面 发 生 出

来。在这个意 义 上，哲 学 不 是 原 初 的，而 是 第 二 义 的；不 是 原 生 的，

而是派生的现象。但 在 他 方 面 说，哲 学 在 某 种 程 度 内 可 以 支 配 科 学；

因为它对于科学已经给与了一种 “共通的观点”或 “方法”。

从这些例子中，大约可以充 分 理 解 区 分 物 质 的 生 产 和 上 层 构 造 的

劳动之根本意义。因为这两 者 的 相 互 关 系 是 存 于 观 念 形 态 的 劳 动，一

方面为派生的量同时又为规 制 的 原 理。在 社 会 生 活 的 总 体 有 关 的 限 度

内，差异终是在于机能的差异的。

要之，社会的经济关系的生产力，由上层构造看来，虽则是

现实的基础。但是上层构造的本身，对于社会的经济关系及生产

力也有影响的作用，就是有时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达，有时也可

以拘束经济关系的发展。在种种社会现象的中间，不断地有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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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存在：原因变成结果，结果变成原因。

根据以上的说法，我们来看教育和经济的关系。

最先，教育这种上层构造自是依据经济构造以成形，且跟随

经济发展以变迁的。举些浅例，经济发展的落后民族，一定成为

文化发展的落后民族。又如前述封建社会重礼仪，资本主义社会

重知识，社会主义社会重教育与劳动的统一，都可为教育依存经

济的明证。乃至孔子所谓 “富而后教”，孟子所谓 “民唯救死而

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就这种意义上讲，也不算没有理由。

又如现行的班级教授法是１７世纪奥国人夸美纽斯 （Ｃｏｍｅｎ

ｉｕｓ，１５９２～１６７０）① 所倡导的。但要等到１８世纪末英国产业革

命以后才见一般采用。往后资本主义愈发达，资本的势力也愈向

各方面伸张。向来认为与经济的势力比较不生交涉的诸种文化现

象，也渐次处于资本势力之下。到了近时，新闻杂志经营的企业

化，学校的营业化，皆其显著之例。新闻学校等事业本以人的要

素占有优越的意味，如今却渐渐为设备及基金之类的经济的要素

所代兴。

再有一个显著的例，是产业合理化所及于教育界的影响。如

英国，由于教育的合理化，大大地削减经费裁减教员，其结果，

许多小学被 封 闭，许 多 教 员 失 了 业。如 日 本，因 实 行 产 业 合 理

化，使失业者增多，学校风潮蜂起，入学难与就职难连年加甚。

这种不得解决的诸矛盾，虽为合理化过程之必然的产物，然在帝

国主义日本是非历行合理化过程不可的。由是资本主义毕竟只好

走向没落的路。

我们上面说过教育商品化的话，这儿试作较详的说明。

① 〔特编注〕夸美纽斯，捷克教育家。因捷克当时为奥匈帝国之一部

分，故有 “奥国人”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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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商品化的第一个特征，是拿金钱计值，例如说：受过初

等教育值多少钱，受过中等教育又值多少钱。在社会上确是按受

过教育的阶段以定薪水的高 下 的。如 日 本 的 例，１９２８年４月 毕

业生就职者的初任平均俸给率，大学毕业生为６８８３元，专门学

校毕业生为５６２２元，中等学校毕业生为３７３８元———据中央职

业介绍事务局的调查。

我国上海某大公司的初任薪水标准为：西洋留学生２００元，

日本留学生１５０元，国内大学专门毕业生６０元，中学毕业生约

３０元。

然更赤裸裸的，是以百分之百主义自豪的金元帝国主义，就

是美国。在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８日 的 波 士 顿 《教 育 周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上有一篇文章，题为 《教育值钱吗？》（Ｄｏｅｓ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ｙ？）。文中说 波 士 顿 大 学 的 商 业 行 政 科 主 任 洛 德 （Ｅ．

Ｗ．Ｌｏｒｄ）对 于 这 个 问 题 得 了 明 确 的 答 复。据 他 研 究 的 结 果：

未受中等教育训练的人，要凭气力赚钱，３０岁 以 后 就 渐 渐 不 济

事了；他们的平均 岁 入 最 多 不 到１，２００元 （美 金，下 同），一 生

（从１４岁到６０岁）也不过赚得４５，０００元。一个中学生在受教育

的４年中最多不过耗费２，０００元，但在毕业后 （１８岁）７年内就

可弥补这笔费用而超过未受训练者的最大岁入。他的最大岁入可

达２，２００元，一 生 可 赚７８，０００元，比 前 者 多 用２，０００元，而 多 赚

３３，０００元。一个大学或专门学校学生虽然用钱较多，但从２２岁

毕业后到２８岁，他 的 岁 入 就 可 与 中 学 毕 业 生 到４０岁 的 岁 入 相

等；他的最大岁入可达６，０００元，一生可赚１５０，０００元，比中学毕

业生多得７２，０００元。因此洛德说：四年的中等教育值３３，０００元，

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值７２，０００元。

还有美国的许多大学及专门学校只不过是 “职工学校”的性

质。如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大学竟让学生上午读书，下午都到工厂，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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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及银行中去。至如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老实在招生广告上，

自白它的如何能增进学生赚钱的能力。 （见辛克莱，ＴｈｅＧｏｏｓｅ

ｓｔｅｐ，第３３１～３３２页）

这是专讲效率的科学的美国人之教育价值论。但这种情形又

岂只美国如此呢？

第二个特征是大量生产。用着班级制，按照排定了的课程，

限期修毕。试问这和运转几架机器，依据一定模型，以制造大批

的货品者有何不同？尤其是在 “无政府的生产”一点上，特别相

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因为不计算社会的需要，社会的购买量，

而是各个资本家竞争生产，以致发生生产过剩，引起恐慌，有多

数劳动者失业等等的现象：这便叫做无政府的生产。同样，在教

育上，也复不计及毕业生的出路，而只管招收新生，一批一批地

送往社会，于是发生就职难的现象：这也可以叫做 “无政府的生

产”。例如日本，据１９２９年６月内务省的调查，全国知识阶级的

失业者已上１００，０００人，据中央职业介绍事务局在是年１１月间的

调查，各 官 私 立 大 学 及 专 门 学 校 毕 业 生 的 就 职 率，昭 和 二 年

（１９２７年）占毕业生总数６４７％，三年占５３９％，四年占５２％。

又采用 报 名 数，在 昭 和 二 年 占 毕 业 生 总 数６８３％，三 年 占

５４２％，四年仅占４６％。由 这 种 悲 观 的 数 字 之 递 减，已 暴 露 了

现代教 育 制 度 的 破 产。１９２９年４月 的 毕 业 生 尚 有１万 人 没 有

“销路”，到１９３０年４月又将有两万余的新毕业者 “制造”出来，

一起就有３０，０００人要实演职业争夺战，这不是一种 “恐慌”吗？

第三个特征是学校的工厂化。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有许

多公私立的工厂，从事于商品的制造；同样，又有许多公私立的

学校，从事于精神的生产。它们雇用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的教育劳

动者，每日向几百万或几千万的学生，即教育劳动的原料或消费

者，生产大量的 观 念 物。在 资 本 家 国 家 中 这 种 大 量 的 观 念 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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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正和在物质的生产上大量的资本家的商品，同为资本主义社

会关系的再生产上所不可缺少的一种要素。

从这种思想工厂中，为几百万或几千万的消费者的日常消费

所生产或者再生产的观念生产物，究竟是具有怎样品质的东西，

则有如前面 “学校任务论”中所述，此地不必说了。

第四个特征是上面已讲过的所谓 “公平交易”，务求 “大众

可用”以广招徕。

第五个特征是对发明家的特许权，把发明完全看做商品，可

用金钱买卖。当帝国主义列强经济争霸的现代，在经济战略上，

竟实行发明考案的闭关政策。试看１９２７年各国的请求特许件数：

美国　８７，５４５

德国　６３，００３

英国　３５，４６９

法国　２３，０６７

日本　１２，６０７

又在 日 本 及 德 国 实 施 “实 用 新 案 法”，在 同 一 年 度 计 有 的

结果：

德国　１２６，７２８

日本　４０，２８２

特许愈多，就是专利愈多，也就是学术愈成为私有物。至如

前面所引美国大公司竟收买新发明，就把它掩灭下去，剥夺大众

享用的机会，更是恶毒已极。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是为了一种

新发明或许会影响到他们所独占的机械营业，万一落在别个独立

企业家的手中，也许会引起大公司一笔大损失的。所以他们用钱

收买过来，就有权把它毁灭，于是一个大发明家竟由这种社会制

度变成一种 科 学 上 的 劫 掠 者。 （见 辛 克 莱，ＴｈｅＧｏｏｓｅｓｔｅｐ，第

３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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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特征是体育的营业化。在辛克莱的同书第３７１页上，

说一切大学皆有毕业生委员会，他们在外面猎取最上等的运动选

手，调查各预备学校及别个大学的体育生活，并用种种手段把那

些 “粗人”劝诱过来。金钱的使用虽说禁止，但没有一个大学是

不破坏这条禁令的。每逢比赛时出售门票，设有种种职员。有一

个主持大学校际 径 赛 的 学 生 为 了 这 点 差 使 竟 得 到８００金 元 的 报

酬。哈佛大学的体育预算，每年在１００万金元以上，而足球比赛

就可抵偿这项费用。第一等的教练员一年得２０，０００金元的薪俸，

毕业的管理员也可得高薪。

最近，即在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３日，美国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发表一

种报告书，痛诋美国大学及专门学校的运动。因为今日的运动成

为营业化，对运动员豢养津贴，足以降低学生的德性。各大学及

专门学校当招收新生时，莫不利用种种名义以引诱各中学校的运

动明星。如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纽约等的

所谓一流大学，皆用奖学金及其他名义，以补助选手的学费，并

与以特别的优 待。表 中 共 列 入１３０个 大 学 及 专 门 学 校，其 中 竟

“没有运动员不 受 津 贴 之 证 据”。又 据 《全 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杂志的报告：１９２８年足球季中 （即１１月），足球比赛的入场费，

为美国所收入者总计达５，０００万元美金。其中耶鲁得１００万，哈

佛得４２万，普林斯顿得３０万，密歇根得６２５万，普通的公司

收入尚不及他们之多。

其实，争夺运动选手的这种 “营业”，不独美国盛行，就是

日本也在所难免。还有我们中国，别的虽赶不上人家，独在优遇

运动选手方面，怕并不落人后吧？

其他如 “个性发展”之为近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表现，也

足为商品化之一例。因为商品自身表现如下 的 社 会 关 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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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为个人主义的经济组织，而以私有财产 主 义 为 原 则； （二）

在社会内广行分业。这种分业不是一个产业的作业画分，而是全

部产业的各别专门化。

以上都是说明经济势力支配教育的情形。

现在试问教育是否也有影响经济的时候呢？是有的。

拿科学为例。上面刚刚说过自然科学是 “用以表示生产过程

的进路，提高它的效果，规制它的行程，建立它的秩序”。这就

是科学对于生产力及经济关系所生的影响。资本家社会要特别奖

励自然科学的研究，自然是为了这种研究可有助于生产事业的发

展。最近数年来所盛行的产业合理化，便是科学研究的产物。因

机械力应用，分业应用及工厂工业的发达，固然促进各种产业教

育的发达；而各种产业教育的发达，自也益能敏活支配生产的行

为，改进技术的效用，而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

最近我们更得看到经济运动竟需要精神运动的助力之实例。

那就是上面已 经 提 到 的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在１９２９年９月 后 所 行 的

“教化总动员”。这儿且作较详的叙述及批评。据日本教育部长所

发的训令看来：

我国遇着几多的难关，所 需 补 救 的 事 项 虽 属 不 少；但 国 民 思 想 之

动摇与财政经济之穷 迫，实 为 最 可 忧 虑。……打 开 这 种 难 关，以 期 国

运之隆昌，实为目下的急务。察时弊 之 所 由 来，要 以 国 民 精 神 之 弛 缓

为最大原因。精神一旦弛缓，即生浮华放纵之风，从而思想失其中正，

生活招致放纵，以致有今日 的 世 相。补 救 时 难 的 方 法……根 本 当 在 明

彻国体观念，振作国民 精 神，并 谋 改 善 经 济 生 活，培 养 国 力。故 有 今

日的教化动员。

由此可见教化总动员之实践的意义，实在财政经济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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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虽说 “思想之动摇”、“精神之弛缓”，也只为了招致放纵的

生活，不经济的生活，非紧缩的生活，所以需要补救。所谓 “明

彻国体观 念，振 作 国 民 精 神”，实 际 还 是 为 了 “改 善 经 济 生 活，

培养国力”。像这样起于经济的动机之教化运动，他们所定的实

行方法，却为：

东京市的教化总动员准备，定于１１月３日的明治节，在东京联合

青年团主持之下，举行紧缩节约宣 传 的 大 行 进，以 喇 叭 队 在 先 头，吹

奏紧缩进行曲。在全府市小 学 校 的 紧 缩 委 员 会 方 面，所 定 教 化 总 动 员

的实行方法为：每朝小学校授业开 始 以 前，全 体 举 行 遥 拜 式，尽 力 于

尊崇皇室国体精神的发扬。又在市 教 育 局 方 面，联 络 各 影 戏 馆，于 开

映影片之前，必须放 映 太 阳 国 旗，并 奏 《君 之 代》的 国 歌。……东 京

联合青年团又用团长名义发出教化 动 员 会：（一）每 朝 必 向 宫 城 遥 拜；

（二）朝夕必须礼拜神佛；（三）必 须 禁 酒 禁 烟；（四）必 须 使 用 国 货。

（１０月９日 《东京朝日》夕刊）

本来在封建国家的经济，才需要节约消费以便维持生产力有

限定的军国经济。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该使消费旺盛，

藉以发达生产，求得 “国运之隆昌”的。可是像日本的例，竟要

以 “宣传节约”、“尊崇皇室”、“发扬国体观念”及 “礼拜神佛”

为手段以补救 “财政经济之穷迫”，这不是一件希奇的事吗？

但细想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希奇的事。在经济

运动上必要求助于精神运动，乃是资本主义末期才有的特征。在

资本主义初期，即十八九世纪的经济学者及哲学者，力谋从经济

运动中排除精神运动。又不唯十八九世纪，任何时代也决没有经

济运动与精神运动有如今日资本主义没落时代这样紧相连结的。

资本主义本来的目的是要为了排斥精神主义的国家，建立经济主

义的国家，故竭力排斥精神运动，正犹力学不计算灵魂的重量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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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从精神底下解放出来，作为近代的经济运动之出发点。即

使当时有所谓精神运动，那也不外根据当时进化论者的 “精神”，

以企图从精神底下解放出来之精神运动而已。

可是到了资本主义末期，竟猛烈地开始恢复精神的运动者，

乃是资本主义国家失了它的自由主义的构造，对外的和平的商业

主义变为军国的帝国主义，对内的民主主义变为法西斯主义之结

果。物质一元的资本主义，到了末期，已还原为物质与精神的二

元生活了。埋首于物质生活的人，理该抛弃精神主义于不顾，但

为了目下物质生活的动摇与不安，他们的恐怖心遂唤醒了遗传的

精神，竟想靠精神以救物质。他们虽由近代科学明知靠念佛祈祷

是不能救遭难的船，但现实的船遭了难，遂禁不得嘴里念出和近

代知识相矛盾的 “阿弥陀佛”来了。

所以这是近代国家退化的象征。它要和妨碍它的先辈事业的

旧国家一样，用精神运动来阻止新时代的出现。这种精神运动便

是要妨碍人类经济行动之进化的。但实际，这只是 “倒行逆施”，

因为现实世界断没有靠祈祷真能救难的。

问　题

１．教育商品化有几种特征？试就中国的教育事实举出实例。

２．经济势力如何影响到教育？教育能不能脱离经济的影响呢？

３．资本主义末期何以需要精神运动来补救经济的难关？

４．这种近代国家退化的现象，在最近我国政教上也能找出例证吗？

５．单靠教育能不能改进一国的经济？

第十节　教育与政治

教育的政治化———历史上从没有过超越政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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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政治支配教育的实例 （日本）———文化斗争为

政治斗争的媒介———政治教育及准备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的教育———问题

现在再看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如何。

政治本身也是受制于经济的，换言之，政治也是上层建筑之

一，以社会的经济构造为现实基础的。政治的本义是经济之集约

的表现，即为权力之活动。在一定社会中，有着相当于该社会的

经济关系之政治关系 （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资本家国家与劳

动者），也便有着相应于经济组织之政治组织即政治制度。

就教育言，它虽和政治同为上层建筑之一，但它更较为第二

义的，更较为派生的。因为它不仅由生产过程所决定，也由政治

过程所决定。

正犹教育与经济互有关系，教育与政治也是互相作用的。

先说政治支配教育的力量，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支配一般社

会的精神的生活过程，教育当然不在例外。教育意义的变迁，便

为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历史变动期中所表现的形态。自有历史，就

没有脱离过政治关系的教育。无论哪一种的教育制度，终只是由

支配阶级，且是为支配阶级的。

教育有 二 大 别：曰 隶 属 于 政 治 者，曰 超 轶 于 政 治 者。专 制 时 代

（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

纯粹之隶属政治 者。共 和 时 代，教 育 家 得 立 于 人 民 之 地 位 以 定 标 准，

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蔡元培的 《新教育意见》，见舒新城编：《近

代中国教育史料》第４册，第２６页）

这虽是蔡氏在民国元年所持的见解，到了此刻党国时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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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有了改变，但教育超轶政治的这种见解，委实不能不视为极普

遍的一种见解。所以我们还有加以批判的必要。

其实，据我们在前面所述各节，教育没有不隶属于政治者。

就是共和时代 （大概是指法国革命后的市民国家时代）的教育，

也决没有超轶政治的。试即以法国为例。

首先提倡教育政治化的是法国。

法国在１８世纪的末年即发生改变，改为共和……政体虽屡改，但

教育方针几乎是一贯的政治化。

１７９１年法国第一次改 为 共 和 后 的 宪 法 中 曾 有 下 列 的 规 定： “国 家

应创设并组织一个为教育全 国 国 民 的 制 度，一 切 人 类 须 受 的 知 识 应 免

费由公众授之。全国应分布 各 级 学 校 以 供 需 求。学 校 中 应 有 节 日 纪 念

法国革命、国民互相友爱之精神及服从宪法国家及一切法律。”这恐是

世界各国宪法中最早对于教育一项有所规定的……到１７９２年，制定宗

教与教育分离……１７９４～１７９５年国会通过全国教育设施案……

拿破伦专政１６年，极力奖励高中级教育，首创以大学为全国教育

行政总机关制……同时又宣布教育宗旨为：（一）宣扬罗马教义；（二）

忠于为民谋利益之皇室及保障法国统一 与 宪 法 条 文 之 拿 破 伦 朝；（三）

服从统一教育，产生为教为国 为 家 之 国 民 教 师 团 体 （即 大 学）所 规 定

之法令。（庄泽宣：《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第２０２～２０５页）

这儿说法国为首先提倡把教育政治化的一个国家，虽非事实

———即在庄氏同书中也已经说过 “德国有几个小邦在十六七世纪

已经定出全邦的教育制度”，“普鲁士在１７１６年即有强迫教育法

令之规定”。但以之证明 “共和时代……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之未可置信，却尽够充分了。

教育史上，记载８世纪时，就有查理大帝主张教育要养成爱

国心，更命僧侣 废 拉 丁 语 而 用 本 国 语 以 讲 演。中 国 则 自 汉 武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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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０年前）退百家、崇儒术，又制定选举制以来，便一直施行

隶属于政治的教育，未尝有时间断。

又庄氏谓：

至于英美的教育在１９世纪还没有政治化，在教育普及方面，英美

的速率更在法国之后。在教育行政方面英国直到２０世纪初年才设教育

部，美国则至今无教育部。（同书第２０８页）

我觉得这话未免太拘于教育政治化的形式方面了。要知教育

政治化这件事实，不在乎宪法上有无条文，不在乎行政上有无中

央教育管理机关。只要在阶级社会中，是支配阶级所主宰所利用

的教育，这种教育的 “宗旨”、“政策”，就没有不和当时的政治

关系相适应的。中国自汉以来的教育要尊孔子、宗儒经，日本自

有历史以来的教育要崇拜天皇、尊敬皇室。这些难道不可作为教

育政治化的实例吗？

即就１９世纪的英美教育而论，也未尝没有 “政治化”的形

迹可寻。

例如自１８世 纪 末 至１９世 纪 初，有 亚 当·斯 密、边 沁、欧

文①等人提倡一般教育的必要。亚 当·斯 密 在１７７６年 的 《富 国

论》② 中主张 用 仅 少 的 费 用 以 实 施 为 教 育 最 根 本 部 分 的 全 民 教

育。边沁于１８０２年的 《刑法原理》中主张教育应为政府的行动，

父兄忽视之处应由国家充实。欧文也于１８１２～１８１６年所公布的

《社会新见》中，主张从幼儿时代起就该有国民一般的初等教育，

且以为是好政府便不可不有最良的国家的教育组织。除出这种由

①

②

〔特编注〕欧文 （ＲｏｂｅｒｔＯｗｅｎ，１７７１～１８５８），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
〔特编注〕今译为 《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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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办理教育的主张以外，在政府———行使政治权力的机关———

方面，于１８０２年的 《工场法》中，限制儿童劳动，并规定徒弟

教育的义务，就可视 为 国 家 的 一 般 的 教 育 之 起 源。１８３３年，议

会通过拨２０，０００镑补助内外学校协会及国民协会的学校①，１８３９

年增至３０，０００镑。至１８７０年，有名的 《福斯泰法案》② 通过了。

这个法案是今日教育组织的基础：（一）强制地方教育税；（二）

各地设地方当局③；（三）公布义务教育。法令中更要求５岁至

１３岁的儿童须就学，是年补助金达５６２，０００镑。虽是私立的宗派

学校也受补助，由是小学教育 全 受 政 府 的 监 督。１８９１年 的 法 令

免除学费，１８９９年的法令规定特殊教育。１８９９年在中央政府设

中央学务局，兼有中等教育视察权，愈可见到国家的教育统一之

进步。

美国在１９世纪后半，各州也已有了公共教育制度及免除学

费制的组织。

要之，有史以来的教育制度，本是支配阶级所制定的教育制

度。到了近代国家明白公布普及教育或公共教育的法令，且用国

家款项去供给学校经费，是 “政治化”已达于正式公开的程度，

怎好还说 “没有政治化”呢？

我们公然宣 言———所 谓 超 越 生 活 与 政 治 的 学 校，只 不 过 是 欺 蒙，

①

②

③

〔特编注〕“内外学校协会”和 “国民协会”，即 “英国国内外学校

协会”和 “全国普及贫民国教协会”。
〔特编注〕《福斯 泰 法 案》，通 译 《福 斯 特 法 案》，亦 称 《初 等 教 育

法》、《１８７０年教育法》，为英国的初等教育法令。１８７０年由下议院 议 员 福

斯特主持制定，其主旨在推进普及教育。
〔特编注〕“地方当局”，指各地划分学区，组织学务委员会，监督

本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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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

我们对于列宁的这句话，是可以深信无疑的。

不过在近代国家，教育的政治化要比以前更周到，更严密，

实是真情。尤其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支配阶级的教育政策愈见

其深刻而彻底。这儿特就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政策 （包括教育政

策在内）详为叙述，藉见教育政治化之一斑。

最近 （１９２９年）日本的文化政策，是以准备帝国主义战争，

资本主义合理化及反苏联政策这三大政治中心问题为根柢的。

先说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日本年来积极侵略满蒙，扩张军

备，连续举行海陆军大演习，想见日本准备战争的猛烈。同时在

文化方面我们就可看到以下的事实：（一）在中学以上学校强制

军事训练，对劳动青年设置青年 训 练 所，厉 行 军 事 教 育； （二）

对战争作科学的研究，力谋如何利用稀少的物质资料以得有效的

活动；（三）宣传战争思想，凡小说剧本等莫不被利用为宣传工

具；（四）集中一切资产阶级的示威运动于战争准备，如在 “御

大典”时，动员全国的在乡军人与青年团等，并令学生参加军事

演习。

其次资本主义合理化，为连受欧战后恐慌与１９２３年关东大

地震两大打击的日本最切实的问题。如银行合并、小公司解散、

大公司发展等等，皆为合理化的表现。据最近资源局所发表的方

针，有 （一）国民的智力体力之培养与社会 服 务 之 训 练； （二）

关于科学工艺等的各种试验研究之完备；（三）关于产业的发明

考案①之奖励；（四）职业介绍机关之设备；（五）正当的国防观

念之普及彻底；（六）资源的军需民需各方面之分配；（七）战时

① 〔特编注〕考案，日语为设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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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统制及 运 用 机 关……各 项。这 种 合 理 化 之 文 化 方 面 的 表

现，则有下述几端：改正试验制度，成为资产阶级之知识独占；

普及合理化主义，成为社会改良主义者们的门面语；专门学校升

格，把大学同专 门 学 校 的 差 异 消 灭；职 业 介 绍 所 等 施 行 劳 动 教

育，以养成忠实的熟练工人，并形成永久的失业等等。其中以教

育之合理化与特权劳动者之养成为最可注意。

其三，反苏联政策的表现，为检举共产党，公布死刑敕令，

并常宣传国内的共产运动都与苏联有关。在文化上的表现，则有

两方面：（一）是妨害苏维埃文化的输入，如禁止输入影片，禁

止剧团上陆，没收普罗文化的书报等等；（二）是对苏联作直接

的中伤与反宣传，如竟欲否定俄国革命的本身，以抹杀俄国革命

的真意义。以外还发行许多反共产主义的出版物。

日本的资产阶级，依照以上三种方针，实行它的反动文化政

策。至此等文化政策经过何种机关以实行，可于下段述之。

为了反动政策所利用的机关，是非常井然有序的。除出活用

国家的机关之外，更利用其他一切的外廓组织。

所谓国家的行政机关，在内阁有资源局与赏勋局。前者谋全

国经济及文化之统制，后者给国家思想以物质的基础。在内务省

有神社局、警保局、卫生局、社会局。警保局之下，有荣养研究

所、卫生试验所及出版物检阅。社会局之下有中央职业介绍事务

局。工商省的特许局则为知识财产化与独占之机关。文部省为文

化行政机关，设有专门学务局、普通学务局、实业学务局、图书

局、宗教局、传染病研究所、学士院、美术院等一切文化的统制

机关。

在此等行政机关之下，另有直接的及间接的教化机关，皆为

支配阶级的利益而活动。

第一，可举者为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最高机关即研究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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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理化学研究所、荣养研究所、北里研究所①、传染病研究

所等都是。以 外 有 各 种 学 会 如 工 学 会、工 政 会、日 本 社 会 学 院

等，也是统一专门家，与以布尔乔亚的目的，促进布尔乔亚的科

学之进步之团体。

第二，为普及已经完成了的布尔乔亚科学或为养成专门家的

机关之各级学校。这在文化机关上可视为最直接的在政府管辖之

下，而为官僚的支配阶级所最煞费经营者。上级学校的任务，在

产生政府机关适用的人物，社会的劳动过程上合格的指导者，即

为国家的官吏、地方自治团体的公吏、学者、教师、技术者、医

生、律师、新闻记者等等。受上级教育的学生，大都是资产阶级

与小资产阶 级 的 子 弟。换 句 话 说，上 级 学 校 是 为 资 产 阶 级 所 独

占，实现了所有权即教育权的希奇现象，而劳动者、贫农、无产

市民的子弟便只好止于无知的奴隶之境地。下级学校是在义务教

育名义之下对于贫苦大众所施的教育，其任务全在准备儿童有做

被榨取者的资格，以发达资产阶级所希望的产业能率。现在日本

全国学校共有４５，４８０余校，学生总数达１，１７９万余人。以外各

青年训练所，是１９２６年所开办，在绝对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支

配之下，统一全体青年大众的教育与组织，藉以提高劳动能力，

并预备在 “紧急时”可供反动军队用的。至如大东文化协会这类

组织，更是以纯粹的反动为目的的。又为统制担任此等教化的教

师计，组有帝国教育会、国际教育协会、全国实业教育会、全国

小学校女教员协会等。

第三，为御用团体及属于与此同种类的团体，则有在乡军人

会、爱国妇人会 （会员１４４万）、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少年团日

本联盟、东京 府 女 子 青 年 团 联 合 （以 上 官 办）、大 日 本 国 粹 会、

① 〔特编注〕北里研究所，设在东京，是日本有名的医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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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义团、黑龙 会、大 统 会、国 粹 会 本 部 （以 上 暴 力 团 体）、

日央乃木会、中央义士团、中央报德会等。

第四，为号称自治，不直接受政府指导的教化团体，则有自

治的青年团、女 子 青 年 团 及 少 年 团 等。这 三 团 体 的 会 员 全 体 有

４００万人 （包含官办青年团在内）。其他 有 科 学 知 识 普 及 会、日

本世界语协会等。

第五，是所谓社会事业团体。最大的就是日本赤十字社，会

员达２００万人 以 上。以 外 有 樱 枫 会 （以 社 会 改 造 运 动 为 目 的）、

弘济会 （救疗）、济生会、儿童爱护会、辅成会 （保护囚人）、养

育院等。又职业介绍所最近举办各种职业的补导会、讲习会，也

可归入这类。社会事业中之特殊者，有公私立的图书馆。

第六，是产业团体同时兼行教化运动者。例如产业组合，不

仅行使产业金融等的经济事业，也尽消费组合的作用。如大日本

农会及帝国农会，以改良农事为目的，举办各种的农业讲习会；

它们当作欺瞒的教化机关之任务还大于本来的经济机关之任务。

第七，是所谓肉体文化，一切运动团体都属之。这类团体有

全国学生陆上竞技联盟、全日本陆上竞技联盟、大日本体育会、

大日本水上 竞 技 联 盟、全 国 学 生 水 上 竞 技 联 盟，大 日 本 蹴 球 协

会、国际漕艇俱乐部、日本庭球协会、日本软球协会、东京府女

学校体育联盟、帝国竞马协会、明治神宫体育会、讲道馆、大日

本武德会等等。这种竞技运动的奖励提倡，表面上因为了增进体

力，养成坚忍刚毅的精神，但实际上另有三种用意：（一）是向

世界表现日 本 帝 国 主 义 的 威 风； （二）是 预 备 对 外 或 对 内 发 生

“紧急时”，有大批可供动员的人的资料；（三）是利用青年的好

名心，争胜心，使他们的心目都转移到运动场上，以期与工场的

农村的那种 “运动”不接近，甚至隔离得很远。再是藉此注入支

配阶级的思想型，而使他们无缘也无暇研究新兴的社会科学。其



第三章　教育的概观

１７１　　

中如讲道馆 （会员数达２２３万余人）及武德会 （会员达３９０００余

人）更是富有封建意识，信奉武士道精神的组织，也就是新兴势

力的敌手，东洋法西斯蒂的渊源。

第八，是由艺术以行的教化。这方面的团体，与其说是以宣

传教化为目的，不若说是以谋文化的独占为主旨。在绘画方面，

自帝国美术院以下，有国民美术协会、太平洋画会、日本美术院

等；邦乐 （日本的国乐）方面有观世会、宝生会、清元会、长呗

研精会等；洋 乐 方 面，有 爱 好 家 与 专 门 家 的 各 种 团 体；演 剧 方

面，剧团本身大部加入资本家组织，歌舞伎及新派俳优组有东京

俳优协会；文学方面，虽无特别的布尔乔亚的团体，但发表机关

的大部分是资本化了的。

至如剧场、影片、音乐及广播电话等的组织，自然不是公开

的大众的。如高价的入场券，长时间的表演，就非一般工农及市

民所能享受。但另一方面，却也有廉价的短时的娱乐场所，专供

大众利用。在那儿所表演的，都是些提倡军国思想，崇拜天皇之

内容，无一不是抹煞新兴的阶级意识的。

第九，为各种宗教团体。最与国教密接的宗教，也可称为国

教，自皇太神宫以下，有明治神宫及各种官币国币的一联神社。

这些虽没有直接的信徒，却是全国到处存在的，它的有力的宣传

机关就是学校。其次有神道，黑柱教、天理教等之所谓神道，信

徒有１，６５７万 余 人。佛 教 有 天 台、真 言、净 土、临 济 等 十 数 宗，

檀徒①凡３，１６０万 人，信 徒 凡８５４万 人。基 督 教 分 旧 教、新 教

等，有２２万信徒。

此等宗教不仅有神社、传道所、寺院、教会等机关，更有各

① 〔特编注〕檀徒，日语指佛 门 的 “施 主”，犹 为 中 国 人 所 称 的 “檀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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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社会事业机关，教化机关与学校等。

最后可举者为当作布尔乔亚文化的宣传研究机关之出版物。

第一是新闻社，其次为杂志社，最后是出版业者。在资本万能的

时代，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当然是生产机关的所有者，政治上的

支配者。他们所得动员的一般学者，文人，记者，因印刷技术的

发达，愈可大规模地做民众的精神支配的工作。

全国书店中所 堆 积 着 的 最 流 行 的 杂 志，若 不 是 关 于 封 建 主

义、皇室中心主义、军国主义的，便是关于宗教恋爱、性欲而具

有催眠的 作 用 的。号 称 自 由 主 义 的 杂 志 如 《中 央 公 论》及 《改

造》，实行其 “商品化”，简直无所不包。故有时有颇左的言论，

有时却现出极右的反动思想。几家大报馆如大阪的朝日新闻社与

每日新闻社，东京的报知新闻社等，也为实行 “商品化”起见，

都标榜 着 “阶 级 的 政 治 的 中 立”与 “社 会 的 公 正”。但 实 际 上，

都是与资产阶级政党有关系的。

由此可见日本的布尔乔亚文化之生产及宣传机关，一切方面

都有得存在。这儿所举各项，虽不属于同一范畴，也不属于同一

系列；但举以表示文化与政治之如何巧为结合，是很可供我们了

解的。

现在再要看日本支配阶级通过这种种组织，怎样生产文化、

宣传文化及拥护文化。

先说布尔乔亚文化之生产。问资产阶级能不能创造文化，这

当然是可能的。如今资产阶级不是正在继续增加物质的及精神的

富力吗？不过可注意的是这样的三点：第一，生产文化者不是资

产阶级自身，而是知识劳动者；第二，布尔乔亚文化的生产逐渐

由扩张再生产趋于单纯再生产，由单纯再生产趋于缩小再生产；

而且第三，反动文化的生产决不增加何等的富。

在布尔乔亚社会，一个科学家有某种科学上的发现时，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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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之富的自身，并不给科学家以何等利益。因为这种知识如果

不参加生产关系①，老实是没有用处。然若科学家的研究费是出

于资产阶级的供给，那么这种科学的效果也不为科学家所有。试

看理化学研究所的 “关于职员所作成的发明，实用新案及意匠之

规程”：

第二条，职员在本所，职 务 上 作 成 发 明 时，受 特 许 之 权 利 归 本 所

承继……

第七条，职员在本所，职务 上 就 特 许 法 第 三 条 第 二 号 乃 至 第 三 号

之事项作成得受特许之发明时，本所在物的发明上，专有制作、使用、

贩卖或传布该物 之 权 利。在 方 法 的 发 明 上，专 有 使 用 该 方 法 及 使 用、

贩卖或传布依该方法所制作的物件之权利。

所以在这儿，就发生科学家 （知识劳动者）与资产阶级之阶

级的对立。资产阶级就成为科学的榨取者。

从而在布尔乔亚社会中，文化的生产一定大受制限。资产阶

级当攻击封建社会，表现革命的作用时，一切新产生的文化是他

们的利益。但当资产阶级丧失进步性，变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而反

动化时，文化生产的范围就非逐渐缩小不可。最近各种研究所的

方针，大学的方针或工政会工学会等的根本方针，就是全受资产

阶级的三大政策，即准备帝国主义战争，资本主义合理化与排斥

无产阶级文化以决定的。

这而且影响到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论，使之完全趋于末路。

其结果，就表现为观念论。列宁曾由辩证法的唯物论之立场推论

自然科学领域上，特别是物理学上最近的效果，有过这样的话：

① 〔特编注〕“不参加生产关系”，指不加入生产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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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物理学家 的 少 数 人，受 了 使 旧 理 论 崩 坏 的 近 年 大 发 现 之 影

响，受了特别有力地表示知 识 的 相 对 性 之 新 物 理 学 的 危 机 之 影 响，而

且为了不知辩证法，就由相 对 论 而 达 于 观 念 论。今 日 之 近 代 物 理 学 的

观念论正和最近以前之近代生理学的观念论同为反动的，一时的。①

由此观之，所谓反动文化者，并不是文化的扩张再生产，实

在乃是逐渐缩小文化的领域。所谓反动文化政策，就不外是从社

会夺去一切进步的文化之政策。反动文化的内容为过去文化的积

集，外表虽似带有新的形态，然实际不过在结合的方式上有点异

样罢了。

然则用怎样的方法来宣传普及呢？

由内容上观察，则 有 露 骨 反 动 者，有 带 自 由 主 义 的 假 面 具

者，更有套上社会主义的面幕者。在这儿，除资产阶级与封建的

残余势力相勾结之外，社会民主主义也成为布尔乔亚反动文化之

一部。再从质上来看，资产阶级简直是到处利用的。如对文学，

就从所谓高级文学起，一直利用到浪花节、安来节②之类。

最后说到布尔乔亚文化之拥护，则可 “一言以蔽之”，即为

弹压它的反对文化就是无产阶级文化。第一由法律上看，是用治

①

②

〔特编注〕以上引文 出 自 列 宁 《唯 物 主 义 与 经 验 批 判 主 义》。今 译

作：“产生 ‘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

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 理 论 急 剧 崩 溃 的 时 期 以 特 殊 力 量 强 使

物理学家接 受；在 不 懂 得 辩 证 法 的 情 况 下，这 个 原 理 必 然 导 致 唯 心 主 义

……”“……今天的 ‘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 ‘生理学’唯心主义

一样，不过是意味着自然科学一 个 门 类 里 的 一 个 自 然 科 学 家 学 派，由 于 没

有能够直接地和立即地从形而上学的 唯 物 主 义 上 升 到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而 滚 入

了反动的哲学。”见 《列宁选集》第２卷，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 版，第２１１、

２１５页。
〔特编注〕《浪花节》、《安来节》，都是日本的通俗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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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警察法、治安维 持 死 刑 法、出 版 法、新 闻 纸 法 等，以 剥 夺 言

论、集会、结社、出版、出演、开映、展览之自由；第二是利用

暴力团体，实行残酷的迫害；第三是消极的防卫，限制布尔乔亚

文化之生产者、宣传者。如高价的学费，由废止试验制度以优待

布尔乔亚子弟，阻遏无产者子弟都是。

我们由以上所举日本的例子，可知帝国主义的文化政策是怎

样地与一般政策紧相结合了。在文化所及的范围内，无处不跟随

着政治的势力，其紧密的程度直如形影之不容分离。如再有人说

近代教育 “得以超轶政治”，或者有人相信办教育可以不问政治

（有如陶行 知 的 《我 们 的 信 条》，见 《中 国 教 育 改 造》第１１３～

１１６页），老实是不可通的。

然则教育也有影响政治的作用吗？有的。这从对反动文化的

斗争上就可以看出。

对反动文化的斗争 （包括教育运动在内）有三点必须注意：

第一，这种文化斗争不能与政治斗争分离。这不仅因为文化

政策是由一般政策所决定，且因文化机关与政治机关是很巧妙地

互相结合。如上所述的资产阶级的文化组织，如系统地观察时，

对于一个一个的攻击，结局必须转变为对中央政治机构的攻击。

否则就不能获得何等效果；但在这种见地之下，实行对一个一个

的攻击也就可以成为对于中央政治机构的攻击。换言之，文化的

斗争要与革命的一般的斗争相并动，然后这种文化斗争才能成为

确实有效的斗争。

第二，普罗列塔利亚的组织上，也应涉及一切的文化，如反

对世界大战，反对军国主义，实行学校斗争，发达普罗的体育组

织、艺术运动、出版事业乃至创造普罗文化，其中最重要者为介

绍新兴科学等 等。要 由 这 种 的 文 化 斗 争 以 达 到 政 治 变 革 的 主 要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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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所谓文化斗争不只是所谓文化上的斗争。在政治变革

未完成的国家一切斗争都当视为动员大众到政治斗争之媒介。列

宁曾重视政治变革之教育的意义，且论及在革命期中大众意识之

急速成长。故凡一切经济的及政治的斗争之中，皆当实行一种教

育运动，在一切纪念节及反大战反军事演习反社会民主主义等的

斗争中，所有宣 传 鼓 动 之 教 育 的 意 义，都 是 不 可 不 有 很 高 的 评

价的。

至如政治变革已完成的国家 （如苏联），它仍需有政治的教

育。除一般学校 是 为 政 治 的 以 外，另 有 专 对 成 人 所 施 的 政 治 教

育。其目的便在准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至于苏维埃学校及党

的学校，也都为使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事业能更迅速地更正确地向

前进行；换言之，便 是 利 用 教 育 来 促 进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的 任

务的。

问　题

１．试就中国教育史上，举出教育政治化的实例。

２．中国劳农大众在现阶段中应受何种的教育？

３．文化斗争何以必须与一般的革命斗争相联系？

４．请注意报纸上及 杂 志 上 所 登 载 的 教 育 言 论，其 中 论 及 政 治 的 有 多

少，又是怎样地说到政治？

５．试批评中国现时 的 文 化 运 动，并 讨 论 中 国 目 下 文 化 运 动 上 应 有 的

任务。

第十一节　教　　师

教师在现阶段的责任———教师结社的必然性、可能

性等等———苏联教育劳动者联盟的组织和职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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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的内容①，我将限于以下二点：就是教师的责任与教师

的结社运动。

先说第一点教师的责任。

当社会变革的现阶段中，教育者所负的使命自然非常重大。

这并不是说他们有单独救国或者建国的力量，是说他们在文化这

个领域上确 有 尽 一 部 分 革 命 任 务 的 可 能 与 必 要。在 “教 育 的 效

能”一节中，我已提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说教育在革命前是用

以斗争的，志 在 夺 取 政 权 的 武 器 之 一。在 上 节 中，又 刚 刚 说 过

“文化斗争为政治斗争的媒介”，为一切政治斗争及经济斗争中所

当中心地行使之斗争，且当充分地评价一切鼓动宣传之教育的意

义。这是教育者对教育工作应该最先具有的认识，也就成为对自

身应有的准备。

其次，教育者 （特别是小学教师）对为自己工作对象的儿童

们，必须认出自己使命的所在。教育者所日夕与共的儿童，不是

极大部分是属于中小阶级的子女吗？他们是被压迫者，他们要求

一切的解放：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法律上，在社会上，乃至

在教育上。究竟他们能获得解放的门路，抑或依旧受支配势力的

屈服而不获见天日，就视今日的教育者如何教育他们以决定。你

们若教他们 “安分守己”，不要与闻一切斗争工作，那么他们就

得不到什么益处，虽然实际的生活条件自能给他们以实际的政治

教育。反之，你们若教他们明白当地的政治环境如何，当地的经

济情况如何，对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如何，随时随地领导他们去

接近 实 际，参 与 工 作，那 么 这 种 教 育 才 是 与 他 们 生 活 有 关 的

教育。

① 〔特编 注〕本 节 中 部 分 内 容 曾 以 《教 育 者 的 政 治 使 命》为 题，用

“公朴”笔名发表在１９２８年９月 《教育杂志》第２０卷第９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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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教育者对于一般民众也有应尽的责任。革命要靠民众

力量才会成功，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中国革命尚未成功，有待于

民众的运动者非常切迫。教育者于此，就不要拘于现在所见所处

的那样狭小的 天 地，要 自 认 自 己 是 通 文 化 与 民 众 之 间 的 一 条 大

路。教育者决 不 该 以 幽 禁 在 校 门 之 内，研 究 研 究 学 理，教 教 书

本，以维持个人的生活，满足个人的欲望算已尽职。教育者的人

生观教育观是不局限于个人，而是公开于社会的。教育者负有社

会的使命，他们应从讲坛上解放，向着社会民众走去，参加甚或

领导社会民众运动。今后的学校也不当仅仅是儿童们的学校，更

不该再是 “闲人莫入”的学校，而当成为当地文化的中心点，为

当地民众吸取文化资料的源泉。它要做扫除文盲运动，它要做民

众政治训练运动，它要利用种种革命纪念日做扩大的鼓动宣传运

动；它将是征伐迷信，破除旧习的大本营，它将是民众娱乐，民

众集合的大会场。故今后的教育者当是国民文化的宣导者，而学

校是国民文化的灯塔。文化愈开明，同时政治斗争的工作当愈有

成效。自然这样的效果，据我们所已知道，是在这个布尔乔亚社

会中很难如意地获得的。但为了困难而就束手，难道是觉悟的教

育者所该有的态度吗？

再有一层，当教师的，尤其是小学教师，大概出身于贫困社

会层者为多。特权阶级富有阶级的子弟，希望做小学校的先生而

受师范教育的，似乎很少。只是这所谓师范教育，并不适合他们

本身乃至未来待他们教育的小国民的需要，却反为了支配阶级的

需要。故穷困阶级出身的小学教师对穷困阶级的小学儿童而说不

为穷困阶级的话，真是天下的奇迹。为此，教育者和一般民众的

生活条件，在实际上是一致的。教育者帮助受苦难的民众，谋苦

难之解决，实际也就为自己谋解除苦难。教育者明白了这一点，

我想一定要对一般民众更努力做一切实际的教育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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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要受他们所不可不生活的事情的教育，民众也要受他们

所不可不生活的事情的教育，教育者自身也要受他们所不可不生

活的事情的教育。归结起来说，他们全体都要为解除压迫，为争

取自由 而 工 作，而 教 育 者 却 有 准 备 自 己 与 训 练 儿 童 及 民 众 的

责任。

但是教育者要尽这个责任，决不是单独的分散的力量所能做

到。他们该把自己这一集团的力量完全积聚起来，形成为一种社

会势力，一方为保障自己的利益，他方也为尽力于社会变革的工

作。于是教师的结社运动成为当前的重要问题了。

以下就来说教师的结社运动。

中国教师之组成团体者，无论大中小学校，皆曾有过，如今

仍有不少存在 （如北平大学教职员工会）。他们为争加薪，为反

对不称职的教育当局，为保障自身地位，曾有过罢课及发宣言等

的行动。不过据１９２８年９月间报载立法院起草 《工会法》，却有

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教育事业……各机关之职员及雇用

员役不得援用本法组织工会。”那么在国民政府治下教师的结社

是变成问题了。因为通常教师的结社，总不外 “以增进知识技能

……改善劳动条件及生活为目的”。（《工会法》第一条）

现在我们且不管这个，单想就教师的结社运动的性质及自觉

有所论述，至于如何进行是要看教育劳动者的努力以定了。

第一，教师结社的意义。教师的结社运动，大体是和工会组

织运动的性质相近的。这因教育者的生活有和一般劳动者的生活

相接近之故。这 儿 所 指 教 育 者 以 小 学 教 师 为 主。试 看 低 下 的 月

薪，器械的作业，同一作业相重复的学校，不是和低下的工资，

器械的作业，同一作业相重复的工场大致相似吗？自然在教育者

组织与劳动者组织之间，有不少的差异，只是教师结社存在结社

上的许多必然性，是我们所当承认的。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 新 教 育 大 纲

１８０　　

第二，教师结社的必然性。教师的结社运动，就事实上言，

在英、德、法、美尤其在俄国都是很显然的。在理论上言，实又

有以下几种必要的前提条件：

（一）他们是支领薪水，而不是授与薪水的，即他们是属于

被支配阶级而不是立于支配阶级。但教育者究竟应立在哪一个阶

级之疑问，是人所常有的。有些人仿佛这样说，教育者是支配阶

级方面有意识地唱奏着的留声机，又是具有所谓知识的特权的。

是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东西都是商品化至少可用货币以

计算。例如曹锟时代的贿选议员值５，０００元①，日本政党总裁的

地位值５０万元，还有中立议员 一 人 值１０万 元 （１９２８年 田 中 内

阁时代的价格）等等，在这样的时代，的确没有一种生产物不是

于所有阶级有利的。珠宝商人，时髦女郎，固然是为所有者而存

在，军舰大炮之类，也全为了他们而制造。又如无敌牌牙粉一类

的东西，或可算是常人所需要的日用品，但它既是商品，至少在

定价中有五成或者五成以上是要落在资本家的荷包里的。再如食

米，更有人相信是离了所有阶级而独立的，但在造米的人自身得

不到食米的这种现象之前，定要说米不是所有阶级方面的东西，

到底未免有点说不过去。现在也许再有人说教育是中正的、恒久

的，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而独立的。这些话之不可信，是我们

已在前面说得烂熟的了②。所以在这个社会中，说一切人都是立

在支配者方面，为了支配者的利益，自然不算过言。我们的教育

者就也不能例外。何况我们在前面也曾说过，资本家社会的学校

①

②

〔特编注〕指 北 洋 军 阀 曹 锟 为 了 当 选 “大 总 统”，于１９２３年 以

５，０００银元一票，贿买国会议员５９０人投票而当选之丑闻。
〔特编注〕参见本书 第 三 节 “对 于 教 育 的 几 种 曲 解”。该 节 逐 一 批

驳了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等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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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实施资本家的教育与欺骗的工作。不过就他们的利害关系

而论，毕竟是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同为受人的支配而生存的。因

之他们就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终于脱离不掉被支配者的地位。

（二）还有视教育者为立于支配者方面的原因，是由教育者

具有称为知识的特权的缘故。但是这个特权并不见得因出售而获

大利，至多也不过换得一张许可状，有可就教师职务的优先权而

已。何况现时小学教师所得的薪水，老实有许多及不来熟练工人

之所得，甚至连汽车夫或包车夫都不如①。不错，以前这批人在

生活费之上享有特权的时代也曾有过；但那已变成老话，现在则

连温饱都说不上了。

（三）教育者之不立于支配者方面，反而立于与工银劳动者

相等的地位，实因另有几个相通之点。第一个相通之点便是所谓

器械的作业。工厂劳动者对于自己的生产物绝对没有选择权，他

们只须走入工厂主所有的工厂中，一天到晚为换得口粮而出卖劳

动力。他们站在安置好了的器械之旁，顺从着器械的命令，以制

造某种的生产物。一旦被厂方开除，也不大可以争论。

教员呢，他们先费了若干年月，为在自己的劳动力上增加某

种的技术与熟练，到名叫师范学校的学习场去。学习期满以后，

变为熟练工 了，受 雇 于 名 叫 学 校 的 工 场 （可 不 一 定 能 受 雇 用）。

在那儿，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教材、教法等等的器械，要他对于

国家所需要生产的人施以技巧。如果他竟想对学生加上规定以外

① 〔特编注〕据十八年 （１９２９）九月间江苏省立中等学校联合会向政

府、社会表白宣言中说：小学教员月薪仅１０余元乃至３０余元，终岁勤劬，

至不足以养父母妻子；中 学 主 任、职 员 至 少２０元，至 多８０元，根 据 中 大

行政院规定预算，甲等中学之 教 务 主 任 月 薪８０元，不 及 行 政 机 关 一 书 记。

授课每小时月俸至多７元，一国 文 教 员 须 教 授 学 生３班，每 周 改 卷 一 百 三

四十本，始可得１２０元，不及县市政府之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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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与训练时，就会得被这个学校工场驱逐出来。总之，在成

为什么也不得发现自己的 “器械人”一点上，可以看出工场劳动

者与教师间的一大共通点。

或者有人要说这样的比法有点过分。他以为教育这种事情要

比较自由得 多，要 比 较 有 功 效 得 多，怎 好 把 它 们 排 在 一 起？不

错，教育的对象既是活跃的人，当然要比以无生物为对象者多有

生趣。不过从成为 “器械人”一点来看，我们敢说教育者实与工

场劳动者没有很大的差别。这所谓器械的意味，是在把个人的个

性全然抹煞，不是说不动，而是说这种的动也只是器械的动。试

举最浅显的一例，就是时间表。授课时间的长度是一定的，还有

教科书与教材是一定的，教授法也几乎是一定的，从教室的广度

以至每室容纳学生数的多少大体也是一定的。在这个一定的时间

人，教材的进 度 居 然 也 是 一 定。所 以 有 人 说，在 行 画 一 制 的 法

国，某时至某时在授某课，可以看固定的表以知道。更有人说，

把日本的学校，在某一时间内切断了，试检查这个切断面，或者

竟是终于同一个字音上面也未可知。试问这与造大小同样的肥皂

箱的情形差异了多少？要是你所造的箱与厚形稍有出入，你的生

活就会受到危 机。三 四 年 前 美 国 某 州 的 中 学 教 师 向 学 生 讲 进 化

论，竟引起了有趣味的所谓猴子案，卒被法庭判决罚金。日本东

京府下的一个小学生，据说抱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这是主任

教师的责任问题，就把他调往他处。大概这两位教师，与造箱的

工人把箱子略 略 造 长 了 二 三 分 的 意 味 相 同，故 即 被 视 为 超 轶 常

轨，要受处分了。

（四）教育者与工场劳动者相通的第二点，是两者都是工银

劳动者。他们中谁也没有生产手段，除单靠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

活外，别无法想。教育者所接得的教员许可状，也仅在国家所认

为名叫学校的地方，得发挥它的效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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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具有 “师资”的 人，尚 可 自 己 设 塾，自 己 占 有 生 产 手

段，甚至在他的加工品之上也稍稍可以涂上自己的色彩。但在现

代，若不受雇于国家所经营的或资本家个人所创办的学校，因以

出卖为其教育技术的劳动力，就无由发现谋生之方法。假使任意

发挥其劳动力，有如经营私塾一类的话，便会因不是学校工场，

故待他加工的生产品不会多多的来。何况国家对于这样的生产加

工品是拒绝贴上修业或毕业的牌子的。所以他的加工，只好以无

意味 （无销路）而终。这就是说，教育者除受雇于国家的或国家

所许可的学校之外，便没有其他生产方法可被发现。

（五）所以教育者除出受雇于国家所经营的学校工场，依据

国家所规定的器械以制造定型的出品以外，不能有其他的生活方

法。这一点是与 工 银 劳 动 者 在 同 一 个 范 畴 内 的。正 教 员 是 熟 练

工，副教员是半熟练工，代用教员是不熟练工，女教员是女工，

他们的种类就 有 这 样 的 相 似。唯 工 场 劳 动 者 的 工 资 以 日 给 为 原

则，教师的则以月给为原则。教师的地位比较体面一点，俗话所

谓 “长衫帮”的是。

再有一点，学校是国家所经营，而工场劳动者的大部分是在

各个资本家所经营的工场内劳动。这里似乎有点差别。但实际上

这种可称为官业劳动者的教师与在私人经营的工场中劳动的工人

毕竟并无什么大的差异点，实也不能发现有什么大的差异点。

（六）由以上所述的教师生活看来，我们得以明白他们实有

结社的可能性：

１．教育者工作的场所是为称作学校的多数人的集合体。普

通工会的组织以有多数人在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上从事业务为必

要。就我国的小学校言之，乡村每校教师虽不过二三人，若在城

市每校终有十人左右，倘把一个地方的教师联合起来，人数就很

可观。故结社之可能性在人数方面讲是很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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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教育者除出当作俸给劳动者出卖劳动力以外，别无谋生

之路，而且他 们 还 是 “器 械 人”，他 们 能 有 被 压 迫 阶 级 的 意 识，

得立于被压迫阶级运动的先头之理由便在于此。这一点，教育者

和农民的比较时，还更和产业劳动者接近得多呢。

以上说明教师结社的必然性已很详细。但事实上这样富有趋

于结社运动之必然性的教育者，却常有避忌结社之倾向，这个原

因又何在呢？现在就要论及此点，就是：

３．教师结社的反拨 性①。原 来 教 育 者 有 他 的 特 殊 点，这 种

特殊点可举三项：

（１）如上所述，教育者是有所谓教员许可状这类的特权的。

取得了这个特权，似乎生活的安定性较多一点，而且劳动时间也

比较少一点，以外或者还有年功加俸、养老金及其他优遇。他凭

这个特权在学 校 工 场 找 得 一 个 位 置，就 不 怕 外 界 的 经 济 情 况 何

似，不大会直接影响到他。所以定期的恐慌或不定期的恐慌到来

时，虽有许多工场劳动的失业者徬徨无路，但于他们的工场是难

得波及的。可是另一方面，当经济界景况极好的时期，别人家虽

可得意洋洋，他 们 却 不 免 仍 旧 寒 酸，或 者 更 寂 寥 到 不 能 与 周 围

并论。

这种见地，我们原知道并不是以说明教师生活的如何安定，

如何优越，而且 事 实 上 还 正 处 于 相 反 对 的 地 位。但 这 是 另 一 问

题。我在这儿所说明的，只在有了这种特权足以引起他们对于结

社之障碍，也是一种事实罢了。

（２）妨碍教师结社的另一原因，是在他们的薪水，由国家或

地方的官厅发给。他们结社后的要求对象常是官府而不是某个资

本家，因之要求贯彻的因难与要求提出的迟疑就不免跟着发生。

① 〔特编注〕“反拨性”，即障碍或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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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之结社的性质，易由经济斗争的场面转为政治斗争的场面。

这是教师结社困难之处，但也为教师结社有意味之处。

（３）第三种结社之困难是由教员的意识使然的。教师所出生

的社会阶级 （特指小学教师而言）以属于中农、小商人、小职员

等下级中流阶级者为多。故志愿使自己的子女成为教师的家庭，

大都以安全第一主义———安分守己———为生活信条的。他们以为

做 “人师”的人必得循规蹈矩，温文尔雅才是。不幸 （？）他们

受训练的机关，又是同无风带一样的师范学校。这种学校是唯一

免除学费或减 少 膳 费 的 学 校。当 我 们 的 师 范 生 刚 从 小 学 毕 业 出

来，开始对社会怀有许多疑问的时候，就被迫而受 “为人师”的

教育，受一切教材教法早经安排好了只许你照样模仿不许你多所

主张的教育。在这种样的官吏根性与教书匠根性之根柢中，就横

布着几千年来相承不变的封建思想。尤其在封建兴味尚多残存的

中国，这个官僚思想与隶属思想越发见得跋扈。

除涵养着封建思想之外，再加上要做人师或要做人之模范一

类的训戒，就形成了俨然不可一世的教员根性。要使具有这种根

性的人从事结社运动，就不是件容易事了。

这种封建思想的表现，是一切当严守主从关系，是所谓 “君

子思不出其位而行”，是所谓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所谓不

许 “处士横议”。用一个通行名词，即所谓没有 “言论……等等

自由”。

举一个这种思想的实例，可于当代的教育杂志见之。教育杂

志虽有多种，但其中论及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的，试问占有百分

之几？它的极大部分只限于狭小的号称专业的教育范围以内，从

不敢 “逾越常轨”。如在北洋军阀时代，教育杂志 （其他杂志也

然）把 “革命”二字视为禁物，务必多方避忌。这可以见得教师

意识是如何的成为结社运动上的障碍了 （注意！这只是一般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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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教师中之具有革命意识者，自也不少，便当视为例外）。

但综合说来，教师结社到底是有可能性的。试看下文：

第三，教师结社的可能性。我们从教师的任务上着想，从社

会的趋势上着想，便可见出上述的反拨性，将如风前残烛，经不

得微风一吹；而教师结社的可能性自将猛力展开。

上文已说过在现阶段中教育者应尽的责任。现在再就教育者

之根本的社会的任务说明几句。教育者之根本的社会的任务是在

培养人材。既是培养人材，就有确立培养目标的必要。而这个目

标却唯由正确地认清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才得确立。

我们所欲培养的人材，应当是能适应当代及最近将来社会的

人材，同时又不 可 不 为 具 有 实 现 能 力 的 人 材。但 在 现 实 的 社 会

里，我们见有许多缺陷；每个教育者就得先自具备改造这许多缺

陷的信念与力量，就得先使自己具备洞察社会害恶的识见与实行

改造的热情。

如何能获得这一识见，如何能发挥这一实行力，是个实际的

重要问题。但 是 就 在 这 里，有 教 师 团 结 的 必 要，有 教 师 结 社 的

意义。

在现代职业中，要像教育者那样居于有洞察时代的聪明与努

力求其实现的地位之职业者，殊不多得。为他们工作对象的儿童

与少年，又是要啄破现代社会之壳而走入新时代之选手。故说培

养这种人材的教育者是最因循姑息的社会层，实是非常的矛盾。

觉悟到这个新使命的教育者，究该取怎样的态度呢？最先他

们当知道现代社会之历史的职分，要用锐眼观察在社会各阶层间

所行社会的事实，然后当把握住当作社会进化必然的归结之未来

社会。其次他们该注意的，是要这一种的观察与把握在自己的生

活上翻译出来，并要把它影响到儿童身上。

但在这样做的时 候，自 然 有 很 多 困 难 发 生：第 一 是 研 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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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是实践上的。要解决这些困难，便愈见有借助多数之力

的必要。教师有了结社集会，便得集思广益，便得努力实行。等

到形成了教育者多数的意志以后，自可发生社会的力量。故教师

的组织是在发挥教育的本质上所最必要的。觉悟的教育者必须从

事于教师的组织运动才是正路。

以上是就教师的根本任务上，看出教师结社的可能性。如今

再来看社会的趋势。

凡在被支配者方面的人，都须有一种组织作为他们力量的集

中点。他们要藉组织之力以发挥他们的 “正义”。教育者既是社

会的动物，自也易有这种或那种的团体。如在各地的教育会就是

一例。不过这种团体不一定能反映教育者大众的意志，故真正觉

悟的教育者该组织能实现教育者真正使命的团体才是。

第四，教师团体的组织。这样，从理想方面看来，或仅由必

然性看来，教师组织的实现似乎甚为容易。但从现实方面看来，

也颇有因反拨性的作用而阻碍结社运动之进行的。我们于此见出

教师组织的特 殊 性，且 认 为 是 从 事 结 社 运 动 者 所 当 考 虑 之 重 要

点。如今且讲教师团体应如何组织。

教师团体与工会农会最大的差异，在乎教师的雇佣关系较为

多样复杂。如就工会言，其雇主为工场主；就农会言，其雇主为

地主。虽因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要定出法规以阻碍运动，从而

发生总同盟罢工的现象，激成二大基本阶级在政治上相对抗的形

势。然而第一义的经济斗争，终是以工场主或地主为对象的。

但在教师方面，其雇佣关系是极有复杂性的。因法令上的种

种规定，一般教师实受校长、市乡、省县及至国家几个阶段之支

配。其中最与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者为学校，而最有大关系者为

国家。故教育者的对象毕竟不像一个资本家或一个地主那样的有

独立性与特殊性，而是有连带性与普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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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国家管辖的小学校里 （无论是国立、省立、县立或是乡

立）的教师，都是没有特殊性的。他们领取相似的薪水，办理相

似的事情。只要国家的法令不变，任何一个学校皆不能作别致的

事情，得特多的薪水。虽因城乡或因通商大埠与穷乡僻壤，在待

遇上有差别，但终不会各校特殊，至少是一个地方相共通的。至

于工作上的限制，那就无分于城乡或其他了。

这样具有单一的事业与组织之小学校教师的组织，也当为广

范围内相统一的一个大团体才好。在初期，把有组织的可能性者

先行发起，又与已成的组织联络，逐渐并成一体，或当作支部组

织以实现单一的集团。为由地方的结为县的联合，由县的结为省

的联合，最后进于全国的单一的组织，具有统制的力量。这个中

央统制的事情虽非易办，但提倡的理由实也另有所在。那就是如

前段所述，教师的意识今尚有许多是封建的。这批教师抱着为教

育而教育的空想，不敢作这种或那种的要求者甚多。如有多数人

能团结一致，以群力发动就足以发挥效用，且可以矫正教师的意

识。唯因大众是在地方的，故运动也当在地方进行，只是这个运

动不要当作各个地方的运动，而要当作全体中的一部分的运动，

这是要认清楚的。

至于教师组织的单位，应为学校，因教师的一半生活是在学

校中过的。唯如前述，教师的行动，往往是在一地方相共通的，

如要求加薪等的运动，非联合一市或一学区的全体教师不可。故

其次应有地方 的 组 织，集 中 当 地 的 教 师 大 众 以 作 地 方 集 团 的 运

动，以后则为各县的联合乃至各省的联合。

第五，教师结社运动的方面。就中国现状言，教育者组织运

动上所当注意之点似有三方面：（一）在思想上，要取批判的态

度，把封建的思想，改良主义的思想彻底扫除；（二）在政治上，

要争得诸种自由，以解除权威的压迫；（三）在经济上，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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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安定，以 求 日 常 生 活 的 人 间 化。要 之，教 育 者 的 运 动 目

标，可说是在争 取 彻 底 的 民 主 主 义，获 得 批 判 的 自 由 与 生 活 的

安定。

为供读者参考起见，特在这儿讲些苏联教师的社会地位和他

们的组织。

苏联的教师是被视为政治上，社会上及知识上真正活动的分

子的。这在乡村为更甚。在那里，有时候教师差不多是唯一的知

识上的领袖，也就是真正的领袖。如在某乡村，教师是村苏维埃

代表之一，是文化委员会的主席，是合作社的活动分子，是农民

新闻的通信员，是广播电话的指导者，而且还要轮值为官吏。在

另一乡村，他管理农事的宣传，组织模范的田园，由一组农民耕

种。像这种的例子到处都是。可见苏联的教师才是实实在在能尽

教育上根本的社会的任务之教师。

苏 联 教 育 劳 动 者 联 盟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Ｕｎｉｏｎｏｆ

ＵＳＳＲ）拥有８０万 会 员，为 全 世 界 最 大 最 有 力 量 的 教 师 组

织。它的会员资格除出各种教师以外，还包含校医、图书馆员、

乡村俱乐部职员以及一切凡与教育有关的工作人员。它是苏联全

国２３个大产业组合之一，且当作劳动阶级运动中的一部分以活

动。试看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宣布的纲领，可以知道：

虽然我们在联盟中组成为 一 个 实 体，但 我 们 不 是 一 群 孤 立 的 劳 动

者。我们是苏联劳动阶级整 个 的 一 部 分。由 我 们 的 联 盟 所 提 起 的 一 切

问题都是从一个见解以考 虑 的———那 就 是 我 们 的 目 标 是 整 个 劳 动 阶 级

的最后的目标。

联盟的工作是和教育人民委员会 （这是行政机关）保持密切

的关系的，一切教育上的法制在未批准之前皆由联盟加以审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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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联盟举行常年大会时，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会要出席报

告，答复质问。

教育劳动者联盟 有 两 大 职 能：一 是 对 教 师 的，一 是 对 社 会

的。前者是用集体的方法以保卫它的会员 （在薪水及待遇方面），

提高职业上及文化上的标准。后者是由提高教育的标准及改进社

会的组织以提高本地方的文化水准。

教育劳动者在每个主要中心地都有一个俱乐部。这些俱乐部

同由别个工会组织的俱乐部一样，是教师组合的文化工作及社会

活动之根据地。它归各地方的教师组合的委员会所管理。委员会

选出一个管理员专门负责办事，给以薪水。每个俱乐部至少终有

一个讲演厅 （是经常使用的）、图书馆、会餐室、教室、游戏室

以及经常筹备运动会及旅行会的通告部。

（关于苏联教育劳动者的组织，最好请参看尼林著的 《苏俄

的教育》第十章）

问　题

１．教师在现阶段的革命工作中，应有何种的自觉？

２．小学教师对于儿童及民众应怎样实施和他们生活有关的教育？

３．教师如真得不到团结权，或者未能自由行使结社集会的权利，试问

教师们该取什么态度，采什么行动？

４．在教师结社上有何种必然性？又有何种的阻碍？应当怎样去克服这

种阻碍？

５．试批评中国现时的教师结社运动，并讨论结社上的困难及实现负有

革命使命的教师组织之方法。

第十二节　　学生

从政治的立场上论学生———中国最近学生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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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悲哀———学生运动的复兴———对学生运动的

错误见解与幻想———学生运动的任务与纲领———苏联的

学生组织———问题

在教育书上论及 学 生，原 是 “教 育 通 论”一 类 的 书 所 常 有

的。但我在本书上要论及学生之动机，不在乎纯粹教育的立场，

而在于现阶段中中国学生所处的地位，即可说是政治的立场。

本来所谓学生，还不是受教育者的全体。在就学年龄之前和

学校毕业之后，社会对于一般儿童及一般成人都该多方地不断地

设施教育。用教育上的成语来说，对前者要行就学前教育或幼稚

教育，对后者要行成人教育或民众教育。这因为教育的场所不限

于学校，故受教 育 的 人 也 不 限 于 在 校 求 学 的 学 生。不 过 就 现 状

言，在校求学的学生实为受教育者的主体，而且学校也一向作为

教育之最普泛的表现。从而本书论学生，也只以在校求学的学生

为限，那些该受就学前教育的和毕业后教育的受教育者都要暂置

不论。

根据我们对教育的见解———教育是政治的，阶级的；又根据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ｄｏｉｎｇ （行以求知）的原则，学生之当参加政治工作

实是不容疑问的。学生应做政治运动也就成为本论的出发点，成

为以下一切论述的前提。

让我们先看一看目下中国学生的处境如何。我只据报纸所披

露的写在下面：

第一，学生的负担过重。义务教育本该免费，甚至还该供给

学习用品等，但是中国有许多初级小学是收学费的。供给不起学

费的家庭，就只好不送子女入学了。师范学校在十年前还免除学

膳费，近来也不能如此优待了。受大学教育的也同声叹息负担之

过重，试读国立中央大学各院学生会代表会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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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因经济困难，请 求 罢 学 者 日 见 增 加，而 学 费 负 担 又 较 国

内各大学为独多。年来首都生活费 用 日 高，个 人 消 耗 日 大，穷 苦 同 学

几无读书之机会，勉强支持 者 亦 备 受 经 济 之 压 迫，无 心 弦 诵……在 学

校方面似亦甚悉同学之痛苦，曾规 定 贷 金 办 法，然 以 基 金 未 筹，徒 有

具文，迄未实现。十七年 （１９２８）度又有免费学额之设，然名额过少，

且纯以成绩为标准。经济富裕者得 教 授 证 明，即 可 全 部 免 费；而 家 境

清贫，确为好学者，反有向隅之叹。［见十八年 （１９２９）八月三十一日

上海 《时报》］

由此可见虽是受大学教育的小资产阶级以上的学生也感到经

济压迫的苦况，而如有名无实的免费学额，更只有粉饰耳目的作

用罢了。

第二，升学的机会太少。据江苏省立中等学校联合会向政府

社会表白宣言中说：

……小学亟须推广，而初 中 照 现 在 情 形 已 须 推 广７倍 以 上，高 中

至少须推广３倍。近年省立 中 学 每 届 招 生 拥 挤 不 堪；甚 有 转 辗 说 项 求

为旁听生者。夫国民不 知 教 育，故 立 法 以 强 迫 之，多 方 以 奖 进 之。今

国民出费 求 学，而 宫 墙 万 仞，不 得 其 门 而 入，率 其 子 女，旁 皇 道 左。

事之可哀，孰逾于此。

又据中校联会调查十八年 〔１９２９〕度上学期各校招生状况，

总计投考生１２，９１３人，而被录取者仅３，７６８人。可见录取率只

不过２９２％。这还是就有 财 力 升 学 者 而 言，至 小 学 或 初 中 毕 业

因无力升学而不投考的，自然不算在内。

大学的录取率，我们虽得不到统计，但依事实推测，当然不

会把志愿升学且有能力升学的中学毕业生完全录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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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钱还没地方读书，这怎不是令人气短的现象！

第三，因兵祸天灾以致失学者甚多。上海 《民国日报》载有

（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１日 的 西 安 通 讯，说 陕 省 教 育 年 来 以 受 种 种 影

响，致教育事业日渐萧条，而失学青年几不可以数计。学生方面

因灾荒过重，家庭经济艰难，以致休学者颇多，其有力求学者每

县亦不过七八人。《申报》也载西安方面之各中级以上学校，因

本年旱灾奇重，于５月 间 即 提 前 放 假，暑 假 期 满，本 可 早 日 开

学，但因 （一）经费无着，（二）教育界本身暗斗甚烈，兼有局

部的政潮，遂致将开学日期一再迁延。

这还只就陕西一省而论，其他如河南、山西等处也都发生灾

害，而且 “兵连祸结”，迄十八年 （１９２９）年底犹未终结。在这

种情势之下，教育经费无着，学生家庭经济衰落，青年求学的机

会又哪得不被剥夺？

其他因教费拖欠，或校费太少，教职员或学生为要求发欠要

求增款而停课的事实，几乎遍于全国各地。大学生、中学生乃至

小学生都要为此受到抛荒学业的损失，这果是谁的责任？

第四，因专业不专、设备不备所生的弊害极显。试再引中大

各院学生会代表会的陈述：

……各院教授 多 系 兼 职，其 不 兼 职 者 又 多 滥 竽 充 数，除 上 课 外，

绝不踏入图书馆或研究室，教 授 既 无 研 究 之 精 神，同 学 自 寡 读 书 之 兴

趣，洵致学校变为市场，讲义化为商品。

又说：

……本校年来因经费困 难，以 致 图 书 仪 器 无 法 添 设，优 良 教 授 不

得聘请，同学因家境贫困请 求 免 费 者 皆 不 可 得，而 行 政 费 用 竟 每 年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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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五十余万元，教育效 率 因 而 减 少。揆 厥 原 因，全 由 冗 员 过 多，职 员

薪水太高之故……本校办公各处，冗员充斥，按月支薪，无所事事。

以研究高深学术为职能的大学，且是位于首都为世人观瞻所

系的中央大学，尚有这样官场化的恶习彰明昭著地存在，不将令

一般热心教育的，尤其是 “教育救国者”为之 “长叹息”吗？

其实教师的不专业，图书仪器的不完备，又岂只国立中央大

学为然。读我书者，请就各自所在地的学校一加考察，还不是到

处一样吗？

第五，没有研究的自由、发表的自由、集会的自由。各校学

生有自动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然而常被禁止；有自动出版刊

物的，然而常被检阅查禁；有自动为反抗帝国主义而行动的，然

而更被绝对压迫。

第六，很少就业的机会。无论是中学毕业生或大学毕业生，

出了学校被送往社会这个劳动市场，你想有多少能找着出路？可

惜我这儿又没有什么可引用的资料，来证实谋生之非常困难。但

我可以告诉读者，你如常在上海或本地的报纸上留意，某机关招

考职员几人，应考者多少人，你就不难发现这里边竞争的猛烈，

简直会叫你吃惊不置。我仿佛记得上海临时法院招考录事数人，

照时间报名应 考 者 达 几 百 人。花 了 一 二 千 乃 至 二 三 千 元 的 求 学

费，好容易拿到一张毕业文凭，然而尚难见容于社会，竟等于不

兑现的支票，又岂不要令人失望灰心？

这种就职难的现 象 如 何，原 因 何 在，当 你 们 在 学 校 求 学 期

中，教育者是不告诉你们的，教育书上也是不讲到的。至于如何

解决这个问题，自然更非你们所知了。你们受的教育，竟是这样

不中用的东西，你们所花费的几千元金钱，十数年光阴，不都是

“蚀本生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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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读过了本书前面的各节，一定知道你们现在所受教育的

性质；你们也许就是正在尝着失学或失业的苦味的青年，那么你

们预备怎样干呢？

你们是青年，你们除上面所述各种苦况之外，或者更受着其

他的苦况也 未 可 知。譬 如 恋 爱 问 题 啦，家 庭 问 题 啦，健 康 问 题

啦，人生观问题啦，这些都是每个现代中国青年所不大避免得掉

的切身问题。你们的教师曾对这些问题，向你们解说过指导过没

有呢？你们所生活着的社会曾向你们有过同情和援助没有呢？怕

你要骂一 声 “这 个 无 情 的 社 会，冷 心 的 社 会”或 “百 不 管 的 教

师，自欺欺人的教师”吗？说到教师，自然有好多是热心的、勇

敢的、聪明的，为你所认为指针明星的，但是这种教师不是会得

常常不安于位，或者也只能很委婉地向你陈述吗？归根，你将怨

社会，恨社会，痛责社会，或者不愿偷生在这个龌龊的社会中竟

去投江自尽了吧？这确是个足致青年于死地的社会，是有识的怎

能不为你们洒一掬同情之泪呢？

然而，这样的消极，这样的对恶劣环境屈服，到底不是每个

有志气的青年所应走的路。请看，我们的从 “五四”以来奋然跃

起，成为一个俨然的社会势力的学生群众，不管中间曾经过多少

波折，但到现在，到１９２９年，不是又在活跃起来了吗？这种学

生群众日益左倾，日益革命化的形势，是在全国范围之内———甚

至还及于留日本的学生———都表现得非常之显明的。只有这样的

日益左倾日益革命化的学生群众的斗争，才是青年学生解决上述

种种问题的出路。这是积极的，向恶劣社会奋斗的，而且是唯一

正确能有成效的出路。

在这个斗争的形势中，我们可以指出以下几个主要的特征：

（一）是反帝国主 义 的 复 兴。中 国 的 反 帝 运 动 自１９２７年 以

来，的确经过一个暂时消沉的时期。但从１９２９年起，已逐渐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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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了，青年学生在这个斗争中都有热烈的参加。

（二）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发达。新兴社会科学是革命理论上

的武器，是社会变革的意识上的准备。上海各书店竞出社会科学

丛书，即为学生群众思想逐渐转变的反映。

这种学生群众斗争形势的左倾，其原因又在哪里呢？这有三

点可说：

（一）由于帝国 主 义 加 紧 对 中 国 殖 民 地 化 的 过 程，英、美、

日各帝国主义更积极地剥削中国人民，以致平民生活日益恶劣，

小资产阶级也日益破产。

（二）由于天灾人祸的连年不断，以致 “民不聊生”，社会各

阶层的冲突矛盾日益紧张。

（三）由于学生本身生活的不安定，受不着教育的好处，都

要尝失学失业的苦味，这只好逼着他们走上革命化的一路。

年来颇有人认为中国学生的革命作用已经消失，故无须再做

学生运动，或者只知进行少数人的运动，而不知站在广大学生群

众的利益上以发展一切学生的斗争。其实这都是错误的倾向，只

看现在学生运动的日益左倾便可知道。在现在形势之下，应该把

这些错误倾向严厉纠正才行。

不过同时我们也不要幻想做统一的学生运动。社会各阶层的

冲突，已引起学生群众中间的阶级分化。有一部分的学生却另有

组织，是须我们 用 斗 争 力 量 去 克 服 的。所 以 今 后 学 生 运 动 的 任

务，是在站于广大学生群众的利益上以发展学生群众的斗争，不

再从各种政党派别分立的学生群众中去谋学生组织的统一。

目前学生群众斗争的任务，应有下列几端：

（一）要扩大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指出近年来中国民众所受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尤其要注意反世界大战的宣传。

（二）要反对国内军阀战争，指出军阀制度现仍存在。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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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息，苛捐杂税不可避免，平民生计也就无法安定。

（三）要力争思想言论出版研究集会结社的自由，要能自由

参加政治集会，发展青年团体，办理壁报，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

讨论会等等。

（四）要力争增加教育经费，使学校各项教育设备臻于完备，

反对军阀官僚以任何名义减少或挪移教育经费。

（五）要力争参加校务选择教师的自由，要求在学校中充分

获得民主的训练，尤其要反对牺牲学生利益，以学校经费与教职

员地位，供校长或官厅私人的利用。

（六）要力图扩大平民教育，提高一般工农的文化水平线。

关于学生组织的实例，最好又莫如参考苏联的学生组织。你

们要知详细，可向民智书局买本杜佐周译的 《苏俄的教育》，那

书的第九章就是讲学生组织的。还有上海春潮书局出版的 《新俄

学生日记》（林语堂、张友松合译）和 《新俄大学生日记》（江绍

原译），讲到少年先锋队和共产青年团的情况，也可供你们明了

苏联青年学生的生活。这儿，只能约略说一点。

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学生间的一切组织是常要受国家禁止

的。现在，学生组织却为教育制度中一个主要部分了。各级学生

要从各种学生组织中去学习怎样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苏联的学生组织，主要的有四种：（一）是专为处理学生活

动的，有如运动、出版、维持学生纪律及参加学校行政等；（二）

是管理及帮助学业的；（三）是经济组织，或为合作社，或为工

会；（四）是政治组织，或在少年先锋队或在共产青年团。所有

这些组织都是由富有经验且深知儿童在社会活动上有参加到何种

程度的学校当局帮助着组织起来。

所以虽说是学生间的组织，仍视学生的能力如何。受教者的

组织能力薄弱时，教育者方面的指导程度要加强；到高等专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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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程度，是行完全的学生自治的。不过要知道任何一个学校，

总是有一个或数个的学生组织的。今据 《苏俄的教育》的著者尼

林的报告，稍为具体地叙述如下。

在统一劳动学 校 的 初 年 级，选 举 有 整 顿 全 级 责 任 的 级 书 记

（不叫做级长，是有意味的），为自治生活的全部。年级增高，自

治生活也扩大范围。在一级分为数班的统一劳动学校二三年程度

时，即由各班选出代表一名，组成学级执行委员会。在后期社会

教育时代的儿童 （１２岁至１５岁或１７岁），大约各班选出委员三

名。这三名委员分为学级委员、文化委员、卫生委员，各各分担

职务，以谋自治的实现。关于规律①的取缔，是学生自治的重要

部分。但肉体的 制 裁 业 已 废 除。职 业 学 校 及 高 等 专 门 学 校 的 学

生，各因职业别编成校内工会，与校外的工会相联络。日常生活

的规律，皆由所属工会维持。高等专门学校的学生因多为工会所

介绍，故在求学时代得校外工会的经济援助者不少。但无论受援

助与否，对于校内工会都须缴纳收入百分之一以充会费。

其次就学生在学校管理上的地位言，上自高等专门学校，下

至农村小学，没有学生不参加学校管理的。这不外为使学校是为

学生而设这一原则能彻底实行而已。学校管理的机关有二：一为

决议机关，一为执行机关。决议机关由教师、学生、学生的保护

者、有关系的工会、有关系的政治团体 （党与国）及学校专属劳

动者 （门房，书记以及工人等）工会的代表而成。在每年举行一

次至四次的学校委员大会中，决议种种的根本方针。至于执行机

关，大概为由教师及学生所选五名至七名的执行委员会，这就是

实际管理学校的。

但学生的组织，不只如上所述纯粹为学校生活的，他们更有

① 〔特编注〕规律，这里是指规章制度和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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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政治的组织。视年龄及能力，或加入少年先锋队，或成为青

年共产团员。在上级学校中也有共产党员。学生的全部虽不属于

此等政治团体，但党员及团员在同年同学中，大都是有领导的作

用。统一劳动学校的纪律问题，常由少年先锋队来处分。他们立

于青年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指导之下，虽是少年，也要对于共产

主义社会之建 设 为 献 身 的 努 力，比 较 别 个 少 年 更 富 于 道 德 的 勇

气，他们且以此自夸。请看 《新俄学生日记》的结语：“我们的

先锋队万岁！”是何等的豪壮！

关于先锋队与共产青年团的情形，我更愿引用美国 人Ｌｕｃｙ

ＬＷＷｉｌｓｏｎ① 所著 《新 俄 的 新 学 校》 （Ｎｅｗ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Ｎｅｗ

Ｒｕｓｓｉａ）第十一章 “青年运动”中所述者节译如下：

少年先锋队 （Ｐｉｏｎｅｅｒｓ）队员，在１９２２年有４千人；１９２３年有２０

万人；１９２５年有１００万人。实际上，从７岁到１３岁在城市学校的全部

儿童以及乡村学校中陆续增 加 的 儿 童 都 属 于 这 个 组 织。差 不 多 无 论 何

处，你终可以看到他们背着旗帜，有 时 穿 着 各 式 的 制 服，更 常 用 红 的

头巾红的领带作为 他 们 唯 一 的 符 号，在 工 作 着，进 行 着，快 跑 着，歌

唱着。到了夏天，就往外 露 宿，受 年 长 的 共 产 青 年 团 员 的 保 护，围 着

营火，渴望地听受关于列宁 少 年 时 代 及 关 于 十 月 革 命 的 故 事。他 们 学

习直接地去认识这个自然 界。他 们 学 习 清 洁 整 齐 操 练 的 方 法。在 这 些

地方，他们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 童 子 军 是 相 像 的。另 外，他 们 须 受

共产青年团的直接支配，受 政 治 上 的 教 训，以 期 日 后 对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的建设作参加的准备。

共产青年团 （Ｃｏｍｓｏｍｏｌ）员的年龄自１４岁至２３岁。许多在中 级

学校的学生，无论是城市的或乡村的，属于这个团体。

当１９０５年革命时，在波兰 等 处 的 儿 童 革 命 运 动，是 非 常 显 著 的。

① 〔特编注〕ＬｕｃｙＬＷＷｉｌｓｏｎ，通译露西ＬＷ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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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儿童组成为 “小 组” （ＬｉｔｔｌｅＢａｎｄ），占 有 了 剧 场 及 其 他 大 众 集 会

场所，散发传单，甚至 参 加 防 御 战。当 然，他 们 是 被 压 迫 解 散 的。不

过，这类经验却大有助于革命后共产青年团的迅速发展。

共产青年团员在苏联教育 进 步 上 所 尽 的 功 能 已 很 伟 大 而 重 要。农

民青年学校的发动，可说全由他们 开 始，就 是 工 厂 学 校 的 发 达，他 们

也大有贡献。Ｐｉｓｔｒａｋ （苏联教育领袖之一）甚至于说：“没有共产青年

团的协助，任何种目下苏维埃学校的创成都不可能。”由这可见苏联青

年学生之如何努力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工作了。

但是这种学生组织，是富有教育上的原理的。我们学教育的

人，不要以为这些只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教育的产物；更不要

以为普通教育书上不讲到学生组织，就认识在上面的叙述都是别

有用意。如果这样想，你就错了，你真是做了布尔乔亚教育学的

盲从者了。试节述尼林的报告 （原书，第１１４页以下）：

苏联的教育者现正研究学 生 组 织，和 他 们 研 究 教 育 学 上 别 的 任 何

问题一样。Ｋｈａｒｋｏｖ教育部 的 教 育 研 究 主 任Ｚａｌｏｏｊｎｙ述 他 们 在 这 一 方

面能做的实验工作和研究工作说：

“儿童研究已由当作个体的儿童转移到当作社团成员之一的儿童上

来了。这就使得儿童问题的探讨上有完全改变态度的必要。”

在克鲁普斯卡娅 （Ｋｒｕｐｓｋａｙａ，列宁夫人）写给少年先锋队的文书

中说：

“生活在正当情境中的正常儿童，要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明确

的目的，集体的生活，是儿童发展上的主要条件。”

这个关于学生组织的教育 原 理，在 俄 罗 斯 共 和 国 国 家 教 育 会 议 之

科学的教育部更有详细的叙述：

“１．有产阶级以养成和顺 的 绝 无 意 思 想 变 更 既 存 秩 序 之 主 要 组 织

的市民 定 为 学 校 的 目 的。这 个 目 的 决 定 课 业 的 性 质 及 学 校 内 部 的

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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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的学校里，教师 对 于 学 级 及 对 于 学 生 是 一 个 绝 对 的 主 人。

另外加上惩罚和其他规则 的 一 个 系 统。奖 赏 也 在 内，其 目 的 只 在 帮 助

教师以达到所欲得的目的。儿 童 们 都 在 他 们 的 掌 握 中。他 可 以 加 重 课

业，他可以驱逐儿童出校，儿童们把 他 看 做 敌 人 要 打 他。他 们 反 抗 他

的规则，故意地破坏它，且为这个目 的 而 组 成 团 体。教 师 是 国 家 权 力

的代表，儿童们反抗他就无 异 反 抗 国 家 的 秩 序。这 一 种 的 斗 争 团 结 学

生们的大团体，减损当局的威权，阻 碍 教 育 目 的 的 实 现，鼓 励 不 满 的

精神，助长敌意。”

“在这种学校里面，学生 自 治 的 采 用 以 消 除 师 生 间 的 斗 争 为 目 的，

藉以提高教师的威信，使儿童自己负有监督的责任，执行教师的决议，

到底不过是强制儿童屈服于教员的一种手段。”

“２．在布尔乔亚民主主 义 共 和 政 体 建 立 得 很 巩 固 的 国 家 （美 国、

瑞士），我们常可以在学校内看到另一种型态的自治制。突然地或逐渐

地，把那和布尔乔亚民主主 义 共 和 国 相 像 的 一 个 制 度，连 同 它 的 附 属

物：选举、法 庭、甚 至 监 狱，介 绍 到 学 校 里 面 （如 美 国 的 Ｇｅｓｒｇｅ

ＪｕｎｉｓｒＲｅｐｕｂｌｉｃ）。学童们，特别是 青 年 们 在 这 种 制 度 下 颇 能 享 受 一 点

行动的自由。这样的学生自治是 以 养 成 忠 于 布 尔 乔 亚 共 和 国 的 市 民 为

目的的。”

“３．在我们为学校提出的 目 的 与 布 尔 乔 亚 国 家 所 提 出 的 目 的 中 间

所有的分别，对于学生自治的形式和目的上发生一种决定的势力。”

“４．我们的学校的目的是如此：养成人类社会的有用分子，愉快、

强壮、能劳动，具有活泼 的 社 会 本 能，惯 于 组 织 的 活 动，理 解 他 在 自

然和社会里面的地位，知道 怎 样 与 时 势 的 进 展 相 联 络，能 坚 定 地 防 卫

劳动阶级的理想，又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有力的建设者。”

“５．在我们的学校里 面，自 治 不 是 便 于 管 理 学 生 的 一 种 手 段，也

不是为研究制度的运用的一 种 实 际 方 法。这 多 是 学 童 藉 以 学 习 善 为 生

活及善为劳动的一种手段。”

“６．学生生活的内容 越 丰 富，学 生 自 治 越 彻 底。集 体 工 作 更 是 伟

大无比的组织力量。除非在集体 工 作 表 显 出 全 部 学 生 生 活 的 活 气 的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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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自治制就不能好好地发展，且形成为最合理最有益的形态。”

“９．在它的已在发展的形态底下，学 生 自 治 必 须 包 含 教 育 团 体 及

社会活动的联合，这在实际 上 拥 有 经 济 的 娱 乐 的 艺 术 的 学 生 工 作，以

及学生的互助事业。学生在一切场合都要有代表在学校委员会中。”

“１０．自治的全部工作必须要由学童与教师协力处理。教师的职责

在积极辅助学生自治。但是 教 师 要 让 学 生 们 完 全 独 立，不 可 用 他 的 权

威强制他们。”（自苏联教 育 劳 动 者 同 盟 所 印 行 法 令 的 一 册 复 写 本———

见尼林：《苏俄的教育》，第九章）

学生自治是有这样学理上的根据的。今后新的教育学书上必

须讲到学生自治组织才不算有缺陷，今后新的学生生活上也必须

有这样的学生自治组织才算完成。

问　题

１．学生为什么应该参加政治斗争？

２．青年学生所受的生活苦况，究有多少种？请学生们自己和革命的教

育者过细研究一下。

３．青年学生们应该准备怎样为自己的生路而斗争？

４．你曾参加过何种学生运动？有什么经验？如未曾参加过，准备怎样

去参加？

５．你对现时的学生运动有什么感想？什么意见？

第十三节　劳动阶级的教育运动

劳动教育与劳动运动———支配阶级的劳动教育与劳

动阶级的独立劳动教育———英国劳动教育的分派———右

倾的：劳动者教育协会与拉斯金大学———左倾的：平民

同盟与劳动者大学———德国劳动阶级教育的理论与实际



第三章　教育的概观

２０３　　

———美国的劳动学校———问题

如前所述，在阶级社会中，往往有两种教育权的存在：一种

是支配阶级的教育制度，一种是被支配阶级的教育行动。到了近

代国家的时代，因阶级对立关系的愈趋严重，于是以前可以并存

不悖的两种教育，至此遂成为互相对抗的两种教育，甚至还不免

互相火并。譬如美国大学中，不许有人宣传社会主义，在校教授

违反此例，要受解职的处分；校外学者前往讲演，要受 “挡驾”

的待遇 （详 见 辛 克 莱 的ＴｈｅＧｏｏｓｅｓｔｅｐ）。又 譬 如 在 日 本，政 府

当局视学生研究社会科学为 “赤化”，要把研究会解散，要把指

导的教授解 职，要 把 研 究 的 学 生 开 除。又 不 许 工 农 自 行 建 设 学

校，如１９２６年新泻县北浦原郡木崎村的农民，鉴于公立小学校

都是资本主义教育的机关，特令所有儿童一律罢课退出，另建无

产农民小学，实施全不遵照小学校令的教育。可是创办不久，就

被封闭。

不过在欧美，正犹共产党可为合法的存在似的，劳动阶级独

立进行的教育运动居然也得稍稍公开。而且劳动阶级的这种教育

运动，不只是一种实质的行动的，却已进为有组织的制度化的。

至于这种教育运动的性质，自然是反资本主义的，也就是反支配

阶级的，故与现代社会的正式教育制度不免发生冲突，更难免受

当局的压迫。

本节将就英国、德国及美国的劳动阶级独立的教育运动加以

叙述。至于俄国的，那已成为国家正式的唯一的教育制度，与以

上三国的不同，我将专立一节来介绍。所以不同的缘故，自然是

为了俄国的劳动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

在分别叙述之前，我当对于这种教育运动所以发生的根本原

因及要加上 “独立”两字的理由说明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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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阶级的教育运动是跟着劳动阶级整个的运动来的。自资

本主义确立以后，创出了所谓工银奴隶之一新的社会集团，此等

工银奴隶的人 数 因 产 业 资 本 的 蓄 积 而 益 增 多，且 生 活 愈 陷 于 穷

困，更因恐慌与战争时有失业并丧失生命之危险。这样，资本主

义的社会组织中，自１９世纪初年以后，即产生了憧憬于未来的

和平与幸福之 新 社 会 而 欲 试 行 其 理 想 的 设 计 者；如 法 国 的 圣 西

门、傅立叶及英国的罗伯特·欧文三人，实为空想的社会主义之

先驱。其他尚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许多取材于社会问题的文

艺作品，是为这时代的特征。然人类社会的进化，势将突破资本

主义的制限以发展。普罗列塔利亚的成长，更必然地要脱离布尔

乔亚之观念的支配，而产生自己的社会思想，给他们的反资本主

义运动以理论。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为由国际劳动阶级运

动的发展所产生之指导的理论。如今我们所要讲的劳动阶级教育

运动，也就是这样的劳动阶级运动的产物。故论劳动阶级教育的

起源是差不多与劳动阶级运动 （劳动问题）的起源同时的。

还有，这种劳动阶级的教育，是与今日资本家所给于劳动者

的劳动教育根 本 不 同 的。劳 动 阶 级 教 育 乃 是 劳 动 阶 级 独 立 的 教

育，是有 “教 育 上 的 阶 级 斗 争”的 意 味 的。这 种 教 育 的 目 的 是

“从支配阶级的教育统制底下解放出劳动者来。劳动阶级的教育

和普通在大学及一般学校所施的教育，根本差异。在现在学校所

施的教育，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即以赞美竞争，造成优秀的个

人为目的。而劳动阶级的教育却是社会主义的。它将崇尚协同，

产生社会上，及产业上优秀的集团。因此，劳动教育的学校要脱

离所谓旧学校的传统与思想”（卢那察尔斯基①语），而以自己阶

① 〔特编注〕卢那察尔斯基 （Пуначарский，１８７５～１９３３），俄 国 国 民

教育活动家。１９１７～１９２９年任俄罗斯联邦首任教育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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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使命为依归。我称这个为 “独立”的劳动教育，就为了这个

缘故。不过我们还得注意一个要点：不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有它

们的劳动教育，就在劳动运动的阵营中，为了左右的派别不同，

也有性质不同的劳动教育。有真为劳动阶级的利益的，有并不真

为劳动阶级的利益的。前者立于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揭举独立的

劳动阶级教育，以学习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上所必要的社会科学

与运动理论为宗旨；后者则是一般的成人教育的性质，以人格的

修养，特种技术的传授为目的，且特别标出与任何党派无关系。

本来，劳动阶级教育跟着劳动阶级运动的发生以发生，又跟着劳

动阶级运动的进展以进展的。到了阶级斗争形势逐渐尖锐化的时

期，劳动运动内部发生分化，由是劳动教育也发生分化，自是当

然之事。我们观察劳动教育，应该对这种情形深加注意，庶不致

走入岐途。

现在就进而叙述英国的劳动阶级教育。

因为英国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劳动运动比其他任何国家为

早，从而劳动阶级的教育运动也开始得早。不仅如此，连劳动教

育的分派也特别来得复杂。

英国最初的劳动教育，起于１９世纪之初，即在１８２３年，创

立工艺学院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至１８５０年，已有五百以上

的学院数，注重化学及力学的系统研究，并随时授木工、土工、

金工、染工等工匠所时常应用的科学原理。但是这种教育运动并

不是劳动者的 独 立 教 育，而 是 在 上 流 阶 级 恩 情 主 义 之 下 所 发 达

的。至１８４２年 在 谢 菲 尔 德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所 创 设 的 人 民 大 学

（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ｌｌｅｇｅ），才算是英国劳动者独立教育运动之先驱。因

为它的经济独立，不受政府及慈善团体的扶助。不过就是这个学

校，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有阶级觉悟的。因为它只授希腊语、

拉丁语、论理学、公民教育等，其目的只在救救 “知识”的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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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再看它 的 成 绩，大 学 毕 业 生 有 做 市 议 员 者，有 做 市 参 事

者，有做法院推事者，甚至还供给市政府一个最有能力的市长。

这可见它并不是为养成劳动运动的人才而设的。

这时候，合作社的劳动教育运动逐渐发达，在１８５４年即有

与这种运 动 相 关 联 的 劳 动 者 大 学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Ｃｏｌｌｅｇｅ）成

立，自后在别处也创立多处。但迄今只有在列斯特 （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

市的与在伦敦市的继续存在。这种大学的旨趣却颇奇特，既不是

想把劳动者提高为中流阶级，也不是想对劳动者注入阶级意识，

却只是把全体师生看作 “同伴” （Ｆｅｌｌｏｗｓ），似乎要打破阶级的

界限似的。所以这只可以说是 “别开生面”的劳动教育。

这样，一方面新大学 陆 续 出 现。他 方 面 大 学 扩 充 运 动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也 开 始 盛 行。自１８７３年 剑 桥 大

学发动以后，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等等相继加入，至１８８０年前

后，这个扩充运动达于顶点。终于因劳动者没有管理权的结果，

遂逐渐衰落了。至１９世纪之终，成人教育运动对于一般劳动者

教育 颇 有 影 响。这 儿 我 要 举 出 一 个 拉 斯 金 大 学 （ＲｕｓｋｉｎＣｏｌ

ｌｅｇｅ），它创 于１８９９年，系 美 国 人 弗 鲁 曼 夫 妇 （ＷａｌｔｅｒＶｒｏｏｍ

ａｎ）在牛津所捐资设立的成年劳动者的寄宿大学。设２年课程，

以实施不偏于一党一派，有贡献于民主的劳动阶级运动的社会科

学之教育为目的。后来弗鲁曼归国，大学由牛津大学方面的人及

少数工会干部所成的评议会管理，受工会经济援助的学生也由工

会派送。但至１９０９年 内 部 发 生 分 裂，另 行 产 生 中 央 劳 动 大 学，

这事容在下面再述。

入于本世纪之 初，英 国 劳 动 教 育 上 最 堪 注 目 的，当 为１９０３

年由曼斯 布 里 奇 （Ａｌｂｅｒｔ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所 主 持 的 劳 动 者 教 育 协

会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 称 ＷＥＡ．）。

它在各地设立支部，甚至连澳洲、加拿大都有同样组织。协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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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之最力者，是所谓大学导师班运动 （Ｔｕｔｏｒ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ｅｓ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自１９０８年由 该 会 与 牛 津 大 学 合 组 委 员 会 开 始 第 一 次 导

师班以来，英国所有大学均起而与该会合作，至１９１９年止，学

级数达于八千。据说 “自有此项运动以后，一方大学得深入工人

队里，替大多数民众效劳；他方占全国人口６／７的工人将入大学

门墙，以与 学 者 共 同 研 究。当 时 美 国 报 纸 之 代 表 工 会 者 宣 言：

‘我们初时以攻击牛津大学起首，现在我们已知错了，只好以自

己引咎结局’。”（见 《教育杂志》第２１卷第８号，雷宾南的 《英

国成人教育运动之起源与发展》）然而，这种教育运动在劳动运

动上的所以没有价值，也正为了这样的效果。

现在再讲劳动者教育协会。它成立于１９０３年在牛津所举行

的劳动者及教育者的代表会议中，这个会议是为了觉得劳动者有

与大学相接触之必要而开的。在大战中，协会的活动停止，但至

战后，活动的范 围 大 为 扩 张。现 在 算 是 英 国 最 大 的 劳 动 教 育 机

关。这个协会为由劳动阶级，与教育有关的诸团体及个人所成的

联合组织，各地设支部，由各地方团体的代表６名及他团体的代

表１名构成中央评议会以统一各支部。协会的目的，在唤起劳动

者对于教育的要求而使之满足；在对于国家的教育制度主张理想

的改革；在对于学校以外的成人教育供给种种的便利等等。主要

的事业，为指导管理大学导师班联合委员会、三年制与大学同程

度的导师班、一年修业科、研究团、暑期学校、中央图书馆、妇

女班等，并出版月刊杂志 《公道》（ＴｈｅＨｉｇｈｗａｙ）及供劳动者

用的书籍。这个协会对于政治，表示与任何党派无关，对于其他

团体，除为了完成目的的必要上，须与教育部、地方教育当局、

大学及其他教育团体、工会、合作社、政治团体等协作以外，不

受此等诸团体的牵制。正因为这个缘故，它就不配成为真正有意

义的独立劳动者教育运动，它就只好成为英国右倾的劳动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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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 （左倾的是平民同盟，见下）。我们看底下所述受平民同盟

指导的劳动大学和属于协会系统的拉斯金大学之差别，就可知道

两种教育机关性质 之 不 同。协 会 在１９２１年 的 支 部 数 为３１７，加

入团体数为２，８９６，会员数为２３，８３０人。

上文说拉斯金大学于１９０９年内部发生分裂，这是为了以下

的理由。在该校求学的学生中有许多是曾受过工会训练的，他们

一因学校的管理几乎全为牛津大学派所把持，有轻视学生要求之

处；再因大学的教育方针简直是旧有资本家大学的延长，有作为

牛津大学附属物的倾向；三因广泛的教育殊与劳动者的解放运动

无大效用。于是不满的空气，郁积在学生中间。大学中急进的学

生及旧学生遂于１９０８年１０月组织为独立劳动阶级教育机关的平

民同盟 （见下），翌年更以同盟罢课对抗学校，且终于分离出来，

自行设立中央劳动大学。这一大学，后来由牛津移于伦敦，改称

劳动大学 （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Ｃｏｌｌｅｇｅ，见下）以至于今。劳动大学依

据平民同盟之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方针，为左倾的。其后的拉斯金

大学处于不偏不党以劳动者成人教育为目的的劳动者教育协会之

指导下面，遂成为右倾的了。然至１９２５年英国工会大会时，决

议把拉斯金大学与劳动大学同置于英国工会总评议会的教育委员

会管理之下。

现在来说劳动大学。它是以中央劳动大学为前身的，受标榜

马克思主义的独立劳动教育之平民同盟的指导，实施劳动运动的

历史任务上所用的手段方法之启蒙教育。最显然的，又莫如该大

学所揭櫫的以下各项：

（一）本大学创立的基础在于确认劳资利害的冲突。

（二）本大学以授实利 性 质 之 教 育，反 对 资 本 家 阶 级 的 观 念 及 理

说，将拥护及宣传劳动阶级的利益所必要的训练授于劳动者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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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使劳动者团体，即工会、社会主义者及消费合作社等的代

表管理本大学。

以后该大学又发宣言：

这个大学是由于对劳动者团 体 为 完 成 他 们 的 产 业 的 政 治 的 事 业 而

供给适当的知识之目的以设立的……劳 动 阶 级 教 育 必 须 离 开 一 切 教 育

之传统的当局而独立……它必须 采 用 过 激 派 的 形 式……最 有 用 于 社 会

科学的进步之阶级，最有用于这一阶级的科学之形式。

由这可见劳动大学实为 “独立的劳动阶级教育”（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这个大学在大战中自也受着打击。然各地方的学级不仅依然

继续，反而非常扩大。自创立以来，由南威尔斯矿工联合会及全

国铁道职工会两左倾工会的共同管理以经营；至１９２５年，却以

工会大会的决议，把它和拉斯金大学一起移归工会总评议会的教

育委员会管理。大学的课程定为２年；除设夜间及日间的特别讲

座以外，又设通信教授。属于大学系统的地方劳动大学现在全国

共有１，０４８处，共 有 学 生２５，０７７名，受 全 国 劳 动 大 学 评 议 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Ｃｏｌｌｅｇｅ）的统制。

最后说平 民 同 盟 （ＴｈｅＰｌｅｂｓＬｅａｇｕｅ），它 是 如 前 所 述，于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由牛津的拉斯金大学学生及 旧 学 生 中 的 急 进 分 子，

为反对该大学的教育方针，脱离出来，而以 “为了劳动者利益的

劳动者教育”为目的所组织之团体。在英国，它与上述的劳动者

教育协会成为劳动者教育机关的两大阵营。它的特征，在反于协

会所抱之不偏不党的立场，而奉马克思主义为基调，即以第一，

承认阶级斗争的事实；第二，排斥与资本主义的文化相妥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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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上不能有不偏的态度为信条；且进而 “为使现在劳动者

的地位向上，促进独立劳动阶级的教育之兴味，努力于工银奴隶

之废止”。组织是以会员为单位；每月缴纳会费２先令作为中央

基金，各地方设 立 支 部，主 要 事 业 有 编 定 研 究 社 会 科 学 的 学 级

（由工会、工会评议会及各地劳动团体维持），发行月刊机关杂志

Ｐｌｅｂｓ① 及平民同盟的出版物，及指导劳动大学及 有 同 样 教 育 方

针的地方教育机关。现有会员数约二千名 （大部分是工人），杂

志发行数达６，０００份。

要之，目下英国的Ｐｒｏｌｅｔｃｕｌｔ（无 产 阶 级 的 教 化）运 动 上 的

有力团体，便只有平民同盟及劳动大学。

其次说到德国的独立劳动阶级教育运动。

德国的社会革命运动家很能理解独立劳动阶级教育之必要，

且正在努力于发现可以正确应用之原理。

当１９１８年夏举行全俄无产阶级文化会议时，德国方面曾有

人前往参加，以后即经常与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保持严密的关系。

他们为完成无产阶级文化计划起见，特开会议。虽则是第一次的

会议，但会议的理想大有可观。其要点如次：

（一）德国的阶级斗争逐渐强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必须向一切方面

动员。劳动者由此得以对反革命取得胜利。

（二）出版、学校、幻灯、教会、文学，一切称为文化的集团的东

西，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军 械 库。又 不 过 是 使 劳 动 者 之 革 命 的 冲 动 归

于消沉的催眠药。毕竟是受 资 产 阶 级 的 人 生 观 之 支 配 的，虽 在 劳 动 者

的组织团体中尚且如此。

（三）无产阶级必须对制造资产阶级叛逆所必要的武器。必须组织

① 〔特编注〕Ｐｌｅｂｓ，《平民百姓》杂志，或译为 《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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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于资产阶级文化的无产 阶 级 文 化。无 产 者 成 功 之 日，才 是 人 民 的 人

生观可以脱离资本主义的毒气之影响而独立之日。

（四）无产阶级为期望成功起见，他们必须从自己的见地，考虑一

切职业的政治的生活之问 题。加 以 资 本 家 的 影 响，正 在 从 无 数 方 面 谋

间断革命。故 为 正 确 地 使 用 力 量 计，准 备 的 教 育 工 作 实 是 最 本 质 的

工作。

（五）社会的革命不只包含经济学上的新方法，也不仅包含共产主

义组织及无产阶级专政而 已。实 在 乃 在 预 期 新 文 化 的 建 设。乃 在 孕 育

由无产阶级播种而当发展为 人 类 最 初 的 一 般 文 化 之 文 化 建 设。这 种 文

化的曙光已经出现 了。这 种 文 化 一 经 发 生，教 育、伦 理、艺 术、科 学

以及公私生活的一切将都革 命 化 无 疑。无 产 阶 级 的 这 种 新 文 化 建 设 的

第一项工作，是 在 集 中 创 造 的 势 力 以 期 无 产 阶 级 文 化 运 动 之 统 一 及

传播。

（六）德国以有集中的无产阶级的文化集团为必要。而且这必须是

由劳动者支配的。换言之，要 使 得 在 计 划 独 立 劳 动 阶 级 教 育 上 所 结 合

的一切团体力量统一起来，协作起来。

因之，就有由劳动者支配的集团之必要。

以上是 讲 德 国 理 论 方 面 的 概 观。现 在 且 看 它 的 实 际 方 面

如何。

原来德国人是有能的实践家，同时又是充实的理论家。他们

的理论既创立，实际自然也要跟着发达的。在柏林有着名叫苏维

埃或者路德彭特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前身是出版所，以后逐

渐生长，而且它的活动性是教育的。它有一个组织在职业团体之

上名叫苏维埃学校的学校，它又发行布尔塞维主义的教科书。该

校的教育不在使劳动者获得 “一般的知识”，而在使他们具有实

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关于德国的，因为资料无多，只好至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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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试看美国的独立劳动阶级教育运动。

（一）１９０６年 在 纽 约 成 立 的 兰 特 社 会 科 学 学 校 （ＴｈｅＲ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要算是美国最初的劳动者学校。最初，

它同英国的拉斯金大学一样，由个人维持 （系由兰特夫人出资倡

办）。现在则靠 学 费 及 贩 卖 印 刷 等 品 以 维 持。主 要 学 科 为 历 史、

政治、经济等的社会科学。对于 英 语 及 演 说 （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也极注意。教科书视移民的种类分为好几种国语。但这个学校，

是受社会党支配的学校，比起英国的劳动大学来，就很缺少阶级

意识，阶级斗 争 之 精 神———虽 说 它 的 基 础 也 立 于 反 资 本 主 义 上

面。如司谷脱·尼林 （ＳｃｏｔｔＮｅａｒｉｎｇ，即上举 《苏俄的教育》的

著者），当初曾与这个学校有关系；但后来据说为了 “过左”把

他赶走了。由此也可推知该校内容的一般。

据该校的文书中所述：

兰特社会科学学校 是 社 会 主 义 者 及 劳 动 运 动 之 自 治 的 教 育 机 关。

今年 （１９２９年）已 是 第２３年。它 渡 过 几 度 可 以 认 为 致 命 的 危 机，又

常遇反动、分裂及经济的缺乏等等。但 由 于 它 的 理 想 之 胜 利，在 未 至

没有存在的必要以前，是要继续它的工作的。”

兰特学校断不是偏狭的宗 派 主 义。它 不 致 把 既 成 的 信 仰 装 入 学 生

的脑中，却欲引出他们所求的知识，特别要导出他们自身的思想。

看了这样的旨趣，足见该校确不是为阶级斗争的教育机关。

即不算是妥协的，终不免是自由主义的。

该校的课程，自然也置重于劳动者的训练。但于正式之外，

更收许多的听讲生，也足想见该校之缺少严重性。

再据该校校报，略记１９２９年的课程如下：

课程分为 研 究 课 程 （ＳｔｕｄｙＣｏｕｒｓｅ）与 听 演 课 程 （Ｌｅ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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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ｒｓｅ）二大类。研究课程又分为英语课程及英语以外的课程。

兹将英语的以外的科目开列于下：

１．美国的工会主义

２．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本质

３．美国社会史

４．晚近的社会学

５．演说法

６．近代文学的鉴赏

７．马克思主义要领

８．研究法

又讲演科目如下：

１．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ｎａｓｃｅｎｃｅ

２．人类行动的研究

３．各国民的音乐

４．我们所住的世界

５．社会心理的要素

６．个性的心理

７．民族及民族问题

８．劳动与法律

９．劳动与社会立法

１０．何谓教育

１１．当作世界强国的美国

１２．哲学与社会思想

１３．论集———社会主义与实践浅说

１４．俄国文学中的巨子

１５．六个美国作家

１６．近代世界文学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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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种题目，就不免是很芜杂的。

１９２９年在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① 注册 的 学 生 有１０７名，其 中 工

会会员占５８名。

该校又有通信教授。研究的结果印成小册子以发表，每年且

发行 《美国劳动年鉴》。此外更进行无产者用的出版业。

（二）１９１１ 年 在 纽 约 又 设 立 一 个 近 代 学 校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ｃｈｏｏｌ）。最初开校时仅有一个教师与一个学生；一切 设 施 用 法

兰西斯哥赫勒的教育原理以管理。至１９１６年，迁于新泽西。是

为儿童教育及自由主义训练的寄宿舍学校。同时，据说还是富有

无产者的精神的。它的教育方法受 “新心理学”（Ｎｅｗ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的发现之影响，极有进步。男女共学，心的训练与手的训

练又互相结合。发刊一种月刊杂志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Ｓｃｈｏｏｌ，即由儿

童之手印刷成功的。但这个自然算不得纯粹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

学校。

（三）１９１８年，纽约有３０个 工 会 合 组 劳 动 者 教 育 协 会，维

持费全由工会担任。宾夕法尼亚州的工会于１９２０年设立自己的

教育机关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波士顿的中央劳动同盟，

于大战后组织商业组合大学，全由劳动者维持。还有纽约的几所

学校发行 《协作教育》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月刊杂志及

《协作》（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的周刊。

（四）社会 研 究 学 校 （ＴｈｅＮｅｗ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设于纽约，但详情不得而知。这儿只举１９２９年春季的学程如下：

１．个人心理学

２．近代科学与宗教

３．现代美国的思想

① 〔特编注〕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译为 “训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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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俄国之革命的演剧

５．人口问题

６．社会与个人

７．智能与心理测验

该校入学不设制限。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科生也有加入者，

故在布尔乔亚的意味上言，似是程度颇高的。

（五）唯一的劳动学校，就现在言，实只有在纽约的劳动者

学校 （Ｔｈ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Ｓｃｈｏｏｌ）。它 不 像 上 述 各 学 校 之 “自 由”，

却是在美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指导之下，以最严格的精神，努力于

马克思主义之宣传的。它设于该党纽约地方本部的五楼上，今年

是它创立的第七年。

该校不仅在纽约，即在波士顿等处也设有支部，当作全国的

机关，在 “阶级斗争为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这个标语之下积极研

究。他们不仅把学校作为养成投身于劳动运动的人物之机关，且

更说 “学校自身是运动的一部分”该校之具有真挚的态度，也可

于该校 章 程 中 在 Ｔｈ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Ｓｃｈｏｏｌ之 下 注 入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① 一语见之。学生数在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５年 度 仅 有６０

人，然至１９２７至１９２８年度已增至１，３００人。

据该校章 程，课 程 分 为 八 大 类，每 类 之 下 再 设 细 目，共 计

７３项。这儿仅举它的大别：

１．英语、演说法、新闻学等

２．一般历史 （其中包括中国革命、俄国革命史等）

３．美国史 （包含马克思、恩格斯所见之美国、帝国主义发

达等等）

① 〔特编注〕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ｆｏｒ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可 译 为 “为 阶 级 斗 争 而 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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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工会主义 （工会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美国劳动运动的问

题等等）

５．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等）

６．马克思主义论 （共产主义之基础、列宁主义、史的唯物

论等）

７．美国劳动阶级之特殊问题

８．文学

此外，每星期日下午８时起，有公开讲演 （ＯｐｅｎＦｏｒｕｍ），

有 “美国劳动运动的指导者所主持之时事问题讨论”。

又据最近消息，１９２９年９月 新 学 期 开 始，课 程 中 之 最 可 注

目者为新设拉丁美洲各国的劳动问题研究科。其主旨在调查美国

帝国主义对于南美诸国的活动，并研究对付的斗争方法。讲师有

莫尔 （ＩＡＭｏｏｒｅ）及司各脱·尼林等。

问　题

１．劳动教育可分几派？

２．怎么才是真正的劳动教育？

３．试以阶级的立场，批判中国现时的劳动教育。

４．中国有没有公开进行独立劳动阶级教育之可能？

５．要怎样使劳动教育与整个劳动运动发生良好的关系？

第十四节　教育劳动者的国际组织

两种性质的教育国际：资产阶级的国际和平教育运

动与无产阶级的国际解放运动———教员团体的国际事务

局———教育者国际的成立———教育协会的世界联盟———

教育劳动者国际———英国教员劳动同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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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国际教育运动来，名义上虽有好几种，但本质上却可别

为两类：一是标榜着和平公正，而实际是染有极浓厚的资本家色

彩的；一是老实不客气地，竖起教育劳动的运动的旗帜，公然说

是为无产阶级而斗争的。

前者可称为国际和平教育运动，后者则有专名叫做 “教育劳

动者国际”。

现在先把几种教育国际运动约略叙述，然后专来介绍 “教育

劳动者国际”的内容。

（一）教员团体的 “国际事务局”

各国教员向最初的国际接触，还是由１９世纪的末期起于瑞

士 （自１８７２ 年 至 １８７４ 年 间）、比 利 时 （１８８０ 年）、法 兰 西

（１８８５年至１８９０年间）的。当１９０８年在比利时的列日举行世界

博览会时，比利时的 “男女教员总同盟”即在该国布鲁塞尔举行

国际的 “国民教育大会”，并决议创设男女教员团体的国际常设

事务局。

至世界大战为止，这个 “男女教员同盟”之 “国际事务局”

差不多没有 什 么 作 为。仅 有 一 项 成 绩 可 说，那 就 是 于 比 利 时 的

“教员同盟”之外，加 上 “英 国 国 民 教 育 联 盟”、 “荷 兰 教 员 协

会”、“德国教员同盟”、“法国教员同盟”等，总计有了约三十九

万的会员。它在战前的狂暴时代，已受到当局的压迫。到了大战

发生，更被包围在大虐杀所毒害的空气中。后来英国的 “国民教

育联盟”曾向在比利时的书记长克奴特建议，到于战前的基础上

重组事务 局。但 克 奴 特 以 “我 们 不 欲 与 德 意 志 的 奴 辈 共 席”答

之。于是英国就转向到金元共和国即美国方面去。因为美国正想

在资本主义之道德的经济的拥护之下，有组织教育世界联盟 （即

现在的世界教育会议）的计划。

克奴特嗣后在各地的同盟年报中，发表关于教员国际团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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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且欲藉国际联盟 （当时德国尚未加入）之力，重行组织。

但这引起了中部欧洲全体教员的愤慨，由是 “国际事务局”遂趋

于全无活动的状态中。

（二）“教育者国际”的成立

大战的铁拳震动了教育界。他们中的一部分困住在最卑怯的

沉默里，但有另一部分却激昂地起而抗争。当在战胜国方面的和

平主义者的运动家等为战胜的威力所恐慑时，在中欧的工农教育

勃起，曾从国家及宗教之权威的教育方针下解放了教员们 （然教

员们到后来有参加无产大众运动的，也有不表同情的）。其中在

国家主义国芬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保加利亚及法

西主义国意大利与西班牙等地方，有一部分教员对于他们政府的

榨取、虚伪、奴隶化 的 行 为，不 绝 地 起 而 反 抗，也 不 绝 地 受 罚

金、投狱、放逐、虐害、溺死、枪毙、绞刑等的处分。

然在民主国中，也 有 靠 军 国 的 胜 利 之 福 而 阻 止 革 命 的 潮 流

者。如民主国法兰西即其一例。法国教员的国际运动原是很早就

有，且在战前为学校无宗教的斗争，曾得胜利。但如今却对帝国

主义的政府表示忠顺。

不过仍有极少数的热心者，根据战前斗争的经验及欧洲大战

乱的经验，越发猛烈地成为革命的力量。

在战争期内，法国的 “教员联盟”曾秘密地或公开地作反对

战争运动。它 的 机 关 杂 志 《解 放 学 校》，在 法 兰 西 一 般 杂 志 中，

实是最勇敢地抗议战争的唯一杂志。但这些为和平主义运动而加

入组织的男 女 教 员，先 后 被 捕 下 狱，至 战 后 更 受 迫 害，失 去 了

地位。

“教员联盟”受着反战争的至高理想与在战前已成为革命的

现实主义之组合主义的刺激，遂于１９１９年喊出关于建设教员国

际之呼声。在特尔开教员大会时 （１９１９年４月），有名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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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尔·法郎士①曾作如下的演说，教员国际即应用之以宣传

于世界。

烧去！烧去教训一切憎 恶 的 书！我 希 望，从 衷 心 里 希 望 万 国 的 教

员委员会立刻加入劳动者 之 国 际，共 同 制 定 世 界 共 通 的 教 育 课 目，把

产生世界和平及人类共同精 神 的 理 想 之 种 子 播 于 年 轻 者 之 魂，把 这 件

事的可能性考虑一下……只有劳动者的团结，才能招致和平于地上。

这个大会告终 时，马 泰 比 戈 女 士 作 成 建 设 教 育 者 国 际 的 底

子，并起草一般运动计划，即作为决议案。到第二年，在有意大

利 “教员协会”的 委 员 瑞 纳 塔 女 士 出 席 的 波 特 大 会 （１９２０年８

月）中，就成立了 “教育者国际”。选出白里亚尔及维德可克为

书记。数月之后，即成立六国的支部：法、德、意大利、匈牙利

（亡命在捷克斯 洛 伐 克 的）、荷 兰、西 班 牙。以 后 卢 森 堡、比 利

时、葡萄牙、俄罗斯、苏格兰、日本及中国皆有人参加。至于维

德可克之被选为书记，是因他为世界语学者的缘故。

所以 “教育者国际”是从反对战争及为战争要因的现社会制

度之呼声中产出的。

恰巧在美国方面，这时候也有一个思想家，是对美帝国主义

的斗士，他喊出全世界教育家之国际的团结为历史的必要。这是

极有兴味的事情，也是不难理解的偶然的符合。他就是阿普顿·

辛克莱。在他的名著 《鹅之子》 （ＴｈｅＧｏｓｌｉｎｇｓ）的 结 论 上，他

向男女教员们喊首：

① 〔特编注〕阿纳托尔·法 朗 士 （ＡｎａｔｏｌｅＦｒａｎｃｅ，１８４４～１９２４），法

国小说家、思想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晚 年 加 入 法 国 共 产 党，同 情 工

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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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是劳动者，是有 用 的 劳 动 者。所 以 教 育 者 之 斗 争 场，是 在

一切共阶级的兄弟们之傍。世 界 的 教 育 劳 动 者 联 合 起 来！诸 君 由 此 不

会丧失锁以外的任何东西，反之却可把全世界变为是你们的。

“教育劳动者”自创立以来，不绝地暴露了潜在于学校及其

他一切方面的军国主义。对于教育劳动者的要求与权利，是和其

他被压迫阶级的要求与权利相联结的。它向着两条路线进行，即

对于儿童的反对战争的和平教育及全世界教员团体在决定的斗争

上的组合运动。

（三）教育协会的世界联盟 （旧金山的国际和平教育运动）

在欧洲的和平论，到战后全归沉默，或者也只在愈趋尖锐化

的阶级斗争之中发为胆小的叹息罢了。布尔乔亚的社会秩序因极

怕教育者之参加斗争而且为有目的的运动，然欧洲的支配阶级也

没有力量足以造成陷 “教育劳动者国际”于解散的直接环境。不

过在战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美国资本主义，在不绝地注视着世界

的情势。即在教育方面，它也承认有援助欧洲复活过来的资本主

义之必要。于是美国的全国教育会便在美国政府拥护之下，以和

平主义为招 牌，欲 谋 教 育 会 之 世 界 的 联 合。它 用 了 美 国 式 的 宣

传，向全世界的教育界发出在旧金山召集 “世界教育会议”创立

大会之请贴。美国某大官豪即刻捐助１００万金元，以祝福于这个

新的国际会议。这个慈善家的宠赐，正好用以表明旧金山的教育

联盟之特性。换言之，它只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见了教育劳动者

国际那么样勇敢的运动而衷心感到恐怖的支配阶级，就想在和平

教育的美名之下，来软化牵制乃至破碎无产阶级的教育者运动，

藉以更永久地维持国际的资本主义。

此会对于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颇有几分影响。因 ‘有

色人种’的教员们，很顺从于他们的帝国主义的支配，又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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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威尔逊式的甜言蜜语所吸引。然欧洲的教育家，因为曾经目睹

战争的惨祸，亲受战争的苦味，却没有参加。他们或从受过创伤

的排外主义厌视这种和平主义，或者热心革命把它当作虚伪而加

以排斥。１９２５年在英国爱丁堡所开的第二 次 世 界 教 育 会 议 虽 算

闹到欧洲舞台上来，但终也不曾收到什么效果。

照所定的规则，该会是 “超越政治宗教的”；但实际上这个

世界会议是当作英美资本主义的教育手段以表现的。当爱丁堡大

会时，不是有一位高级牧师前往祝福吗？

第三次大会，原定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但到底没

有成功，只好重 渡 大 西 洋，改 在 加 拿 大 的 南 部 多 伦 多 地 方 开 幕

（１９２７年）。好容易到了１９２９年，才算在国际联盟的所在地日内

瓦开成了它的第四次大会。

上文说过欧洲支配阶级没有力量破坏教育劳动者国际的话，

但到近年来，它可以从欧洲和平主义教育家中找到了援助者。他

们对教育劳动者国际竞争，意欲把它解体、绝气。

（四）教员协会的国际联盟 （伦敦的国际和平教育运动）

１９２６年６月，由 法 国 的 国 民 教 育 协 会 发 起，以 法、德 间 之

教育学上的相互理解为基础，和德国尚未加入组合组织的教育团

体共同建设了和平主义者团体组织之第一步。是年９月，又和尚

未加入组合组织的英国国民教员联盟，在巴黎的国际知识协作学

会举行会议，因此得到国际联盟的援助。至１１月，英国加入知

识协作学会。最后 至１９２７年４月，得 法、英、德、荷 兰、瑞 典

及其他地中海沿岸各国之参加，在伦敦举行教员协会国际联盟创

立大会。同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举行 “由学校和平运

动”的大会，受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半公式的保护，有１８国的代

表４００人出席。其中大多数为学校教师，也有各国和平主义团体

的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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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称旧的国 际 和 平 教 育 运 动 为 “旧 金 山 的 国 际 和 平 教 育 运

动”，那么对于这个新的不妨称为 “伦敦的国际和平教育运动”。

这个新的和平 主 义 教 育 家 国 际，当 然 是 和 教 育 者 国 际 之 为 阶 级

的，为普罗列塔利亚的大不相同。试看它的规约就可知道：“本

会唯以教育上之协作为目的，企图由人类共同劳动以引致世界和

平”（第一条）；“本会对于政治或对于社会形式，不要求何种强

制的约束”（第二条）；“本会确信对于各国民间相互了解的各国

儿童教育，是为获得永久和平所必要的前提”（第三条）。

大战后８年，欧洲资本主义恢复战前的基础，彻底地压迫革

命运动，而且世界帝国主义重新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新的和

平主义者的教员们，遂将其静默的呼声广播各处，开始走向国际

组织的第一步。这般柔顺有如羔羊的教育家们竟是妄想用儿童教

育与教育者在教育学上的协作以招致和平，而在政治的社会的斗

争之外的中立道上苟且偷生。

立于斗争的立场，团结一切倾向的无产教育家大众所成教育

劳动者国际却要对这种粉饰一时耳目的和平主义作战，且道破了

和平主义者之危险的幻想，有如在它对于 “由于学校的和平”运

动所发的公开信中所说：

“无论是儿童或是教师，都不能给世界以和平。只有武装工作者的

铁拳才能给世界以和平。”

（以 上 国 际 教 育 运 动 小 史，系 根 据 法 国 教 员 联 盟 评 议 员

ＭＢｏｕｂｏｎ的原著，译文大体得自友人公朴君供给。）

由以上的叙述，可知在一切的社会生活都涂上着阶级对立色

彩的现代，就是国际教育运动也不能不保有阶级的色彩。事实上

所表示的，不正是这个样子吗？两者性质的差异，在于国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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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运动务必隐藏它的本来面目，而教育劳动者国际并不讳言为

阶级的。现在且进而更详细地介绍后者的发展史和它的规约。

（一）教育劳动者国际的发展史 （自波特大会至莱比锡大会）

教育劳动者国际于１９２０年８月在波特地方的法兰西教员联

盟大会之中 萌 芽，已 如 上 述。在 这 个 大 会 中，只 有 一 位 外 国 代

表，就是意大利的瑞纳塔女士出席。最初的二位书记维德可克及

白里亚尔勇敢活动，于阶级斗争的共同战线的反战争教育的基础

上，作成教育者国际之规约，并设法创立各国支部。

在巴黎 （１９２２年８月）开 正 式 的 成 立 大 会。大 会 中 有 五 国

的支部代表及由他国来的个人出席。在这二年间，教育者国际之

成长，是多靠法国活动分子的努力的。

在布鲁塞尔 （１９２４年８月）大 会 中，承 认 四 个 新 支 部 （比

利时、葡萄牙、保加利亚、苏联）加入。这次因代表国家之多，

开始成为堂堂的大会。由于新加入支部，特别是比利时支部的影

响，教育者国际不唯采用了阶级斗争及反对战争的学校斗争之基

础，且也采用了劳动组合的基础，扩大活动范围以及于教员权利

及利益之防卫拥护，作成更明晰更强固的新规定，且把教育者国

际改称为教育劳动者国际。１９２４年 之 布 鲁 塞 尔 大 会，是 表 示 教

育国际的生命的一个新阶段，它由是渐渐地脱离幼稚时期，迅速

发育，而完成为国际的组织。

巴黎及布鲁塞尔大会 （１９２５年８月）为 了 法 兰 西 政 府 拒 绝

苏联代表入国，所以大会虽在巴黎开会而终于在布鲁塞尔闭会。

这次大会中，有７国代表及１５国的个人出席者到会。书记之报

告，足以证明这个国际已经做了全世界的活动。非洲及亚洲也由

法国殖民地 （北非洲及安南）的土人教师代表，北美、南美、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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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印度①及中 国 等 之 联 络 也 由 此 开 始。在 这 个 国 际 的 共 同 空 气

中，通过了支持全世界工会统一战线运动的议案 （加盟国中，英

国的教员为阿姆斯特丹系，苏联的教员为赤色劳动国际系）。又

一致通过久 经 争 论 的 资 本 主 义 学 校 阶 级 性 的 “阶 级 教 育”之 问

题，决议要把在阶级的教育，即反资本主义的旗帜底下的一切教

育机关统一起来，在运动上画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在这个教育者

国际后援之下，派遣英国由二组男女教员所成的教育视察委员团

（一为英国教员劳动同盟，一为全国女教员联盟）前往苏联，使

他们报告苏联 的 教 育 状 况 （按：他 们 的 报 告 已 于１９２９年 出 版，

题为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ｎ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ｉｎＳｏｖｉｅｔＲｕｓｓｉａ）

在维也 纳 （１９２６年８月）教 育 劳 动 者 国 际 由 大 众 的 集 会，

唤起奥地利被压迫阶级的共鸣，把政府拒绝入国的苏联代表欢迎

进来，并由属于阿姆斯特丹系的二位代表克莱曼 （卢森堡）及彼

德斯 （比利时）批判政府所取分裂大会干部的阴谋。彼德斯亲自

欢迎苏联代表，声明 “只有这个，才是教育国际内部统一性之象

征”。“学校与道德”、“学校与宗教”、“对于排外主义与帝国主义

之斗争”等的议题，都有热烈的讨论，并作成有力的决议。这次

大会中，全欧各国都有代表，非洲、亚洲、美国也有代表，事实

上确是世界的大会了。

维也纳大会后，教 育 劳 动 者 国 际 之 成 长 益 形 进 展。１９２７年

春，苏格兰的社会主义者教育者协会，五月东亚某国一部分的教

员团体也参加了。

这样，教育劳动者国际已在十国设有活泼的支部，此外由个

人会员 所 成 的 集 团，殆 遍 于 世 界 各 国。现 在 会 员 总 数 约 有８０

万人。

① 〔特编注〕荷领印度，即印度尼西亚，当时为荷兰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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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比锡 （１９２８年４月），教育劳动者国际举行 “教育日”，

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及全世界各地所属团体派来的代表等。由于这

个大众的集会将教育劳动者国际及 “教育日”的目的宣示于德国

莱比锡的劳动者大众。

大会在阶级斗争的前提下面，讨论儿童及教育者的问题，和

平及学校的问题。并招请和平主义的或自由主义的教育家，谋和

他们公开的讨论那种 “稳和”的对帝国主义协作的所谓宗教的、

政治的、社会的 “中立”主义。

“教育日”于４月１０日开始，依照以下的日程举行了３日。

４月９日晚　公开大众集会

４月１０日　无产儿童境遇问题

报告———

物质的境遇……费绥尔 （柏林）

心理的境遇……狄林克 （莱比锡）

法律的地位……吉里阿克斯 （希腊）

在远东的情形……下大木博士 （东京）

４月１１日　关于教育的目的

报告———

学校与国家……修尔琴 （莫斯科）

学校与宗教……福里杜修密德 （柏林）

学校与社会……辟斯脱拉克 （莫斯科）

其他……雷特格劳 （英吉利）

雷特那斯 （比利时）

４月１２日　大会准备分科会

上午　大会参加者分为三组

Ａ．学校制度的组织

报告———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 新 教 育 大 纲

２２６　　

埃台脱荷美斯 （汉堡）

平克维奇① （莫斯科）

Ｂ．教程及教育法

报告———

留辟斯 （西班牙）

罗斯盖尔 （莱比锡）

雪兹克 （莫斯科）

Ｃ．学生训练

报告———

维尔斐德博士 （柏林）

富莱纳 （法国）

摩尔 （英国）

晚　大会参加者集于一堂，发表上午各分科会所承认的

大纲。

４月１３日　教育国际大会，各 国 支 部 代 表 于 此 讨 论 教 育 劳

动者国际的一般运动方针。

注意：４日至１２日为 “教 育 日”而 非 大 会。规 定 教 育 劳 动

者国际及其支部的态度与行动之决议并不在此举行。 “教 育 日”

只是 “研究日”。在这期间由各人发表意见，相与讨论比较，意

见未能结束时，另外交给研究委员。

大会以外，并开教科书手工品学校资料等之国际展览会。

特别可注意者为由维也纳方面有马克思·阿特拉博士参加，

做一个关于 “教育目的”的报告。还有维也纳劳动大学主任维克

多·西推尔也来参加。

在教育学者及教员大众之间，这次莱比锡大会实大生影响与

① 〔特编注〕平克维奇，苏联２０世纪初期的著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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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荷兰教育联盟 （是未加入教育劳动者国际而属于阿姆斯特

丹系的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派遣２人，斯 堪 的 纳 维 亚、奥 地 利 等 处，以

及南北美洲都有人参加。知名的教育学者及专门研究家之外，属

于教育联盟，常 与 无 产 儿 童 及 成 人 有 密 切 关 系 的 教 育 者 多 来 与

会。讨论又是科学的具有社会的实际的性质。

要之在莱比锡所举行的这次大会实为教育史上空前的事件。

因为与劳动阶级一起从事斗争的教育者大众，以国际的计划，在

这个国际的组织中，讨论教育问题上之普罗列塔利亚的意义与工

作的方向。

在这次大会中，决议发告全世界教育劳动者书。大会开过后

当由总书记署名发出。兹特译述如下：

亲爱的同志诸君：

教育劳动者巴黎 国 际 第 五 次 大 会 已 于１９２８年４月 在 莱 比 锡 举 行

过了。

旧金山国际 （ＷＦＥＡ按即世 界 教 育 会 议）的 大 会，是 由 各 国

的国王及教会，教育部长的 代 表 致 开 会 词 的。欧 罗 巴 和 平 主 义 者 教 育

国际的大会，是用普 鲁 士 教 育 总 长 派 喀 预 先 写 好 了 的 演 说 宣 告 开 会，

各代表的旅费是完全由各 国 政 府 支 付 的。７月 间 举 行 的 第 二 国 际 的 一

切费用是由罗马尼亚政府支付的。反 之，我 们 的 第 五 次 大 会，和 从 来

我们的大会一样，却不能不遭遇到资产阶级所躬自建立的许多障碍。

德国政府对于苏维埃代表 拒 绝 护 照 的 保 证，更 禁 止 我 们 总 书 记 在

公共会场中的演说。法国当 局 也 拒 绝 二 个 法 国 代 表 护 照 的 签 字。尚 有

许多国的代 表 们，为 了 一 种 简 单 的 理 由———就 是 他 们 一 旦 离 去 敌 国，

他们将不往莱比锡而往最接近的牢狱中去———竟不得出席大会。

然不管有这样多 的 障 碍，我 们 已 能 开 成 我 们 的 大 会 及 教 育 大 会。

大会已全部承认执行委员会的各项活动。

我们很满足地可以说：由执 行 委 员 会 所 采 用 的 关 于 统 一 问 题 之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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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实大有助于ＥＷＩ （按：即 教 育 劳 动 者 国 际 之 简 称）之 发 展 与 强

大化，以及关系之扩大与会员的无产阶级意识之发展的。

在最近二年间，ＥＷＩ已 得 与 其 他 无 产 者 及 半 无 产 者 的 组 织 如

在乡军人国际，无产者自由思想家国际，反帝国主义联盟等相接触。

其间实现了向东洋及拉丁 美 洲 活 动 的 以 前 的 决 议。大 会 承 认 乌 拉

圭及苏格兰的新支部之加入。

ＥＷＩ在法国国民 组 合 内 改 革 主 义 者 联 盟 之 主 要 部 分 中，已 逐

渐增加了同情者 的 人 数 （１９２７年 在 巴 黎 的 国 民 组 合 大 会 中，ＥＷＩ

在１０１票中得了３７票）。

新执行委员会为了同 样 的 统 一，实 现 巩 固 的 地 位，不 忽 略 它 的 终

极目的，力谋使教育劳动者 从 事 于 日 常 实 际 要 求 之 斗 争。为 完 成 这 种

目的，不能不继续采用共同委员会的制度。

国际关于各要求事项 的 纲 领———这 是 在 维 也 纳 大 会 所 采 用，置 基

础于教育劳动者的斗争 上 的———当 形 成 为 将 来 斗 争 之 基 础。工 银 增 加

及劳动条件改善之口号，同过去一样，仍为我们斗争之重要部分。

特别的注意应向着青年教师 及 在 帝 国 主 义 束 缚 下 的 各 国 教 育 劳 动

者。一般的是ＥＷＩ，特 别 的 是 它 的 各 别 门，是 和 男 女 教 师 之 特 质

的及法律的地位平等 之 斗 争 有 关 系 的。在ＥＷＩ执 委 所 设 的 各 集 团

中活动的特 别 部 门，与 在 中 央 执 委 中 活 动 的 部 门，不 可 不 参 加 这 个

斗争。

关于青年教师间深刻 的 失 业，有 作 以 下 斗 争 的 必 要。即 由 国 库 补

助失业者，拨给供他们继续 研 究 的 奖 学 金，从 失 业 者 中 选 出 充 当 短 期

教师的俸给要在公共教育预算案中增加。

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 级 的 进 攻，在 学 校 内 意 识 体 系 上 的 进 攻，在

学校内军国主义的强大化，以 及 战 争 准 备 的 逐 渐 发 展，而 宣 言 自 己 为

反帝国主义者，反 法 西 斯 蒂，反 排 外 主 义 者 组 织 的ＥＷＩ，势 将 益

受资产阶级的迫害。各支部 必 须 在 自 己 队 伍 中 结 集 势 力，并 向 教 育 大

众中扩张势力。对于帝国主义战 争 的 危 机 与 对 于 学 校 内 的 帝 国 主 义 的

意识体系之斗争必须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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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种见地，对战争牺牲者 无 产 国 际 及 反 帝 国 主 义 者 联 盟 益 发 增

大正确的关系，实为必要。

我们必须和对教师的 迫 害，政 治 的 意 见 之 排 除，对 具 有 进 步 的 意

见者之诽谤逮捕，对于教师的各种 组 织 之 破 坏，作 决 定 的 斗 争。强 固

ＥＷＩ的协同基金实为重要。

在资产阶级与有关系的限度内，尚有更狡猾的斗争方法被利用着。

即为 “由学校的和平实现”之 再 三 讲 演，教 育 劳 动 者 的 特 殊 和 平 主 义

者国际 （为旧金山国际与欧 罗 巴 和 平 主 义 者 国 际）之 组 织，也 都 是 它

的支持。

我们要对抗虚伪的和 平 主 义，断 然 宣 言 无 产 者 的 反 帝 国 主 义，只

有战胜资本主义才能使战争 成 为 不 可 能。我 们 要 求 教 育 劳 动 者 要 与 普

罗列塔利亚结合，为反对资 本 主 义 而 斗 争。鉴 于 不 绝 的 军 器 增 大 与 陆

海军强大化所生的危险，我们的 大 会 欢 迎 日 内 瓦 会 议 中 苏 联 代 表 的 军

备全废的提议。

现在的资产阶级利用一切 宗 教 的 势 力 以 援 助 对 于 学 校 的 进 攻。僧

侣反动之手益伸入学校中来。

我们要与教会的影响 战，要 防 卫 学 校 使 不 受 它 们 的 支 配，要 防 止

给宗教学校以资金，又要一般的与尊僧主义战。

在这个斗争上，我们所 该 重 视 的，是 要 与 无 产 者 自 由 思 想 家 的 组

织保持密切的联络。

在１９２６年的维也纳大会中，我们满场一致，宣言对于统一问题的

确定的立场。因之由阿姆斯特丹所设立的教育劳动者之职业的书记局，

实和我们关于统一的地位相对抗，我们对它须取否定的态度。

形势的复杂化与斗争的困难 要 求 我 们 须 的 确 地 把 我 们 的 注 意 向 着

教育劳动者大众，第一是向着初等教育的教师。

我们要能给ＥＷＩ以工作 发 展 与 深 刻 化 的 可 能 性，只 有 结 集 自

己阶级的势力，由无产者的训练统一大众才会成功。

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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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劳动者国际的规约 （１９２４年８月布鲁塞尔大会所

决定）

１．绪论

（１）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国家，科学仅许极少数人获得而成为

商品化。劳动大众自然被排除在应有获得在管理国家及教育上所

必要知识之可能性的 “人”的部类之外。

（２）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只顾虑到所有阶级的利益。一方以

养成有指导资 本 家 社 会 能 力 的 特 权 者 层，使 它 的 机 构 的 机 能 强

固，使它的权力受人尊敬为目的；他方则以使最大多数的民众止

于智的奴隶状态，成为资本主义盲目的工具为目的。

（３）在这种社会中，男女教员不唯不得为青年优秀教育之担

当者，即他们自身也要阿谀资本家社会，陷于知的屈从，转化为

奉伺资本家及其国家的官僚的仆从，微薪的佣人。

（４）教育劳动者要从这种悲惨的境遇———不唯在物质上，也

在精神上———解放出来，须与学校自身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化的状

态解放，转化为人类全类文化的工场相结合。只有社会革命才能

创出自由的学校，自由的教育家，同时也具有解放劳动大众的能

力。只有劳动阶级才对于现在教育方法的变革抱着真实而不变的

兴味。

（５）所以教育劳动者的改善物质的及精神的境遇之斗争，决

不能在资本主义 社 会 内 部 获 得 什 么 特 权 的 斗 争 形 态 之 下 所 能 成

就，只有与有组织的劳动阶级协作，在变革社会的积极斗争形态

之下才有效果。

（６）因之教育者之斗争决不为了获得单单经济的利益及狭隘

的职业的利益以行。它当是对学校内资本主义意识体系之斗争，

对颂扬排外主 义 的 帝 国 主 义 的 战 争 之 斗 争，对 学 校 宗 教 化 之 斗

争，及不问人种国民性而促进劳动者大众的连带性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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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教育劳动者国际 （巴黎）

（７）为使改善教育劳动者之物质的法律的及智的境遇之斗争

有效起见，应由实际活动的教育劳动者所成的各国团体结为国际

的组织。

（８）这个国际的组织，是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２年存在的教育者国

际，今后称为教育劳动者国际 （巴黎）。

３．教育劳动者国际的任务

（９）其任务如下：

ａ．编成加盟各国团体的斗争行动之统一及指导，与关于战

略及战术的方针书。

ｂ．在有未采用上述纲领的教育者组织存在之国，务必于同

一职业团体之间唤起阶级意识，设法使其加入国际。

ｃ．搜集并发表关于各国教育者之物质的智的及法律的境遇

之材料，关于各国的学校政策及学校改良运动之资料，藉明资本

主义在它所支配的一切国家内把学校及教育者化为奴隶，专为了

自己利益而榨取他们之事实。

ｄ．研究无宗教，单一制劳动学校问题。

ｅ．发行会报举行各种 会 议、讨 论、修 学 旅 行 等，以 促 进 各

国教育者的相互联络，又当谋意见交换之组织化。

ｆ．国际的连带性当由赞助 在 特 别 困 难 环 境 下 斗 争 的 各 种 团

体及个人之国际教育者之活动组织，以益形强固。

ｇ．当与一切普罗列塔利亚之阶级的组织相结合，实行对帝

国主义及一切战争危机的斗争，及对国际的法西主义的斗争。

４．加盟的条件

（１０）采用如下的主旨或有合于此种主旨的规约及活动的各

国团体，得加入教育劳动者国际：

ａ．为解放劳动阶级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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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及对全世界法西主义之斗争。

ｃ．国际的训练之承认及采用。

（１１）在未有支部的国家，承认上述主旨的个人得加入为会

员。他们须在各本国执行宣传的事业。

５．教育劳动者国际的机关

（１２）教育劳动者国际有三个机关：

ａ．国际大会

ｂ．执行委员会

ｃ．总务书记局

（１３）大会

ａ．大会为教育劳动者国际之最高机关，每年开会。

ｂ．大会 确 定 国 际 之 一 般 的 方 针，决 定 总 务 书 记 局 之 所 在

地，并从各国支部所选的候补名簿中，任命其人员及其他执行委

员会之人员。

ｃ．大会选任３名会计监查委员，其任务在监督组织之支出，

向大会提出报告。

ｄ．大会无特别决定时，由执行委员会决定下届大会的场所

及时日。

ｅ．临时大会得经执行委员会之决定，由总务书记局召集之，

或得由加盟支部１／３以上的提议召集之。

ｆ．各支部在大会中有一票至若干票之表决权：

１，０００人以下会员的支部　　　　　１票

自１，０００人至１０，０００人　　　　　　２票

１０，０００人以上　　　　　　　　　　３票

ｇ．单独会员得出席大会，发表意见 （无表决权）。

（１４）执行委员会

ａ．执行委员会共１１人，３人由书记局、８人经诠考委员提



第三章　教育的概观

２３３　　

议，由大会选出之。

ｂ．执行委员会在大会至大会期间，指导国际之事业对大会

负责。

ｃ．执行委员会每年开会２次以上。

ｄ．大会为执行委员会选出候补委员７人。

（１５）总务书记局

ａ．总务书记局由总务书记１人，书记２人或３人构成。

ｂ．总务书记局根据大会及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指导国际之

一切事业。

它每月发行用３种国语 （德、法及英）的机关志一次，代表

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

６．会费

（１６）会费由加盟支部征集，每月送交总务书记局。

７．斗争及互助的国际基金

（１７）为使教育劳动者之物质的，智的及法律的境遇改善之

斗争及其他对于以教育者为目标的攻击之斗争有效地继续起见，

执行委员会根据细则，设立互助及斗争之国际基金，在总务书记

局的管理之外。

８．会报

（１８）教育劳动者国际每月用３种国语 （德、法、英）发行

会报。

（１９）各支部从执行委员会中指定适当的人员担任与总务书

记局联络之责。每２月提出报告于总务书记局及自己的执行委员

会。遇紧急时，作特别报告。

９．由国际的除名

（２０）不实行大会 决 议，或 不 奉 行 总 务 书 记 局 指 令 之 支 部，

由执行 委 员 会 之 决 议 除 名。除 名 须 有 执 行 委 员 会２／３以 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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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

（２１）国际之决议不为各国的支部机关所采用时，国际诉于

各该支部之 会 员，使 在 必 要 时，开 一 国 大 会 以 谋 当 面 问 题 之 解

决。唯有在一国大会关于该问题已发表其自己的意见之后，执行

委员会才得除名。

（２２）执行委员会也得将单独会员除名。

（２３）对于两者的除名 （一国支部或单独会员），次届大会得

是认或否认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注意：第十四条之ａ及ｂ项，为在１９２５年８月之巴黎———

布鲁塞尔大会所变更。第１３条ｄ与第１６条，为在１９２６年８月

之维 也 纳 大 会 所 变 更。上 记 规 约 是 由 此 等 变 更 而 受 订 正，自

１９２６年起有效。

书记局所在地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ｄｅＩＥｎｓｅｉｇｎｅｍｅｎｔ

ＬＶｅｒｎｏｃｈｅｔ，８ＡｖｅｎｕｅｍａｔｈｕｒｉｎＭｏｒｅａｕ，ＰａｒｉｓⅩⅨ．

我们看了上述教育劳动者国际的规约，可知它曝露了资本主

义社会中教育的职能，而所谋教育者自身之物质的精神的向上。

但它并不是想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下拾得一点物质的精神的利益之

唾余，它是要与一般劳动阶级的运动合作，以期无产阶级的彻底

解放。从而对于为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侍候帝国主义之爱国主

义竭力反对，又说明真正的和平不是可以放在儿童的双肩上的，

唯靠劳动阶级的国际联结以保证，唯靠劳动阶级的世界胜利以实

现的。

最后我要说到教育劳动者国际的一个有力的支部，就是英国

教员劳动同盟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ＬａｂｏｕｒＬｅａｇｕｅ）。

教员劳动同盟于１９２３年之初设在伦敦。以后每年１２月开大

会，当初不过是 一 个 小 规 模 的 地 方 团 体，今 则 成 长 为 全 国 的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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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其重 要 益 形 增 大。在 初 期，它 的 活 动 限 于 首 府 近 傍。至

１９２５年之终，已于兰卡勺地方占 有 确 固 的 地 盘，如 今 在 全 国 各

地有２２个支部。唯因经济上之困难等等，组织的急速发展未能

尽如所望，仍有势力未及之地域。

据同盟的规约看来，同盟的目的在使男女教员从事于变革社

会的斗争。其实现方法如下：ａ．地方的，全国的，及国际的和

其他男女 劳 动 者 共 作 政 治 运 动；ｂ．已 存 在 的 许 多 男 女 教 员 团

体，应设法统一为教化劳动者组合，以加入工会大会 （ＴＵＣ），

更设法将男女教员为国际的组织；ｃ．发展将来教育制度之原则

及机构；ｄ．唤起公众对于在家庭学校及其他处所浪费教育劳力

的许多条件之注意；ｅ．教育劳动者及一般劳动者之市民的及政

治的权利之完全获得及 拥 护；ｆ．从 本 国 的 各 种 教 化 设 施 中，尽

力排斥帝国主义的教育，等等。

同盟在１９２５年１２月的大会上，通过成为巴黎的教育劳动者

国际之支部。这个决议竟使当时保守党的议员们在议会中向教育

总长发出关于教育国际之质问。从此以后，同盟之国际的事业大

规模地实行起来。现在，同盟和大英帝国内各地的教育团体及美

国其他使用英语范围内的教员运动有密切的接触，又和教育劳动

者国际继续不绝的联络。同盟事业的这一部分，因惹起全世界之

注意与有力的反响，故极值得注意。

在１９２６年时，同盟在国际的战线上，实践了两种重大的事

务：其一为经教育国际的介绍，派二组教育视察团前往苏俄 （见

前），共有十六名同盟员参加。又其一为送执行委员八人出席于

维也纳的教育国际大会充代表。代表经后来执行委员会的确认作

成如下的决定：（一）本同盟在国际内部具有重要的职能；（二）

本同盟之加入国际，是对双方之组织与以重大价值的。

在１９２８年４月派七名代表参加莱比锡的教育国际大会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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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日”。

该同盟自１９２７年的第六次大会以来，即采用世界语为公用

通信语，并计划世界语运动之发展，及与用世界语的各国劳动者

团体及教育团体相提携。又在大会中决议将以前所试行的教员交

换更扩大规模，成为真正国际的交换；又为谋他国教员往外国旅

行之便利，特与教育国际联络，委任执行委员会以期其实现。

当１９２６年英国煤矿工总罢工时，同盟的各地方支部及各同

盟员，大为活动以援助罢工团，曾得许多可注目之效果。在募集

罢工基金之外，本同盟又得成为推动比他自身更大的团体的原动

力。是年十一 月，发 刊 同 盟 月 刊 机 关 纸 《教 育 劳 动 者》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ｅｒ）。以后 定 期 发 行，今 已 成 为 政 治 上 及 教 育

上有力的武器。

（按：教育劳动者国际的本名，是世界语的Ｌ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ｄｅ

Ｅｄｕｋｌａｂｏｒｉｓｔｏｊ；翻译 英 语 为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法语 为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ｄｅＩＥｎｓｅｉｇｎｅｍｅｎｔ，德 语

为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ｒＢｉｌｄǔｎｇｓ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问　题

１．教育者的国际 运 动，在 本 质 上 有 两 种 不 同 的 组 织，它 们 的 根 源 各

如何？

２．教育上所倡导的世界和平或国际亲善具有何种作用？

３．由教育上倡导和平，果能实现和平否？为什么？

４．说明教育劳动者国际的性质及任务。

第十五节　美国的教育

特讲美国 教 育 的 理 由———辛 克 莱 研 究 美 国 教 育 的 两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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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ＴｈｅＧｏｏｓｅｓｔｅｐ”与 “ＴｈｅＧｏｓｌｉｎｇｓ”———哥伦比亚大

学的财阀教育———哈佛大学的 “自由主义”———加利福尼亚

大学的 “武装教育”———普通教育的一般情况———全国教育

会的伟大作用———问题

我们在前面第三节中，已经讲过集中化的资本所及于学校及

科学的影响，曾就欧美的学校教育及科学研究等为例。又在前面

第七节中，讲过现代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除出一般的教

育变质之外，更具有独占化与商品化的二大特征，且已有过约略

的说明。

现在在这一节里，特地专来讲美国的教育，作为解剖现代教

育的一个标本。这有二种原因：一是为了美国的学校教育所受于

资本主义的影响最为显著；二是为了美国的学校教育正为我们中

国目下教育界所竭力摹拟崇拜的标的。

我为贪图便利起见，就拿辛克莱的著书做根据，顺着原书的

次序节译如下。读者要知道辛克莱的两种著作，实在是值得我们

注意的。因为现时中国各大学的教育科所研究的，一般师范学校

的教育教科书所传授的，虽不说是整个儿，也竟有大半就是辛克

莱所描写的那些 “精彩”。我们的教育家，大都从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的师范科习得那些 “精彩”的教育家，正想拿它来改造中国

的教育，教训中国的青年 （看最近出版的由美国留学生及嗅过一

点美国风味的大学毕业生所作的 《学生指南》可以知道）。这决

不是件可以忽略过的事情，乃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事情。

读者疑我的话为说得已甚吗？决不！请你跟我来看一看美国

的教育把戏的真相，就不免要大吃一惊了。

我们 先 来 看 美 国 的 高 等 教 育，这 是 在 “ＴｈｅＧｏｏｓｅｓｔｅｐ”

（１９２３年出版）一书中讲得非常赤裸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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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克莱称呼美国为Ｐｌ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ｅｍｐｉｒｅ（财阀帝国），在那里

有 君 主，有 公 子，有 贵 族。那 里 的 主 要 角 色，便 是 摩 尔 根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财产最多，是君主）、ＧｅｏｒｇｅＦＢａｋｅｒ（纽约第一

国家银行行长，全世界第二位富翁）、洛克菲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ｏｃｋ

ｅｆｅｌｌｅｒ，与摩尔根齐称）、ＧｅｏｒｇｅＭＲｅｙｎｏｌｄｓ（芝加哥大陆国家

银行行长，为美洲第二大银行）等等。

美国的一切便操纵于 “连环董事团”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ｏ

ｒａｔｅｓ）之手；纽约的 三 家 大 银 行———摩 尔 根 银 行、第 一 国 家 银

行、国家城市银行———及两家在他们支配下的信托公司———Ｔｈ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ｙ及Ｔｈｅ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①———就 经 过 连 环 董 事 团 之 手 以 控 制

全国的经济。

人会死，而这种财阀是永生的。因此，连环董事团就需有一

种教育制度，以便互续财阀的生存，而且他们已把这种制度弄成

很周密的了。在有一所很大的大学里，摩尔根是一个终身董事；

大学的校长是某一个摩尔根生命保险公司的董事。假使大学校长

写好一本书，告诉美国人要尽忠于财阀，这本书就可在一家摩尔

根做董事的书店出版，而那印书的纸可在一家有摩尔根的人做董

事的国际造纸公司中去买。那造纸地方的学校督学是摩尔根的大

学毕业的，那儿所采用的教科书是以摩尔根做董事的书店发行，

是由摩尔根所有的大学教育主任所写，是由摩尔根的大学校长所

办教育杂志所赏赞，更由摩尔根所有的新闻纸及杂志主笔所推奖

的。教育局的督学将把那些入学大学暑期学校的教员升级，且将

鼓励中学生升入那所大学。每年一回，他将出席全国教育会 （见

下）大会，选举一个摩尔根大学的毕业生，兼为摩尔根教会的会

员，摩尔根新闻纸及杂志的读者……的一个人做会长。又当共和

① 〔特编注〕ＴｈｅＧｕａｒａｎｔｙ及Ｔｈｅ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即信托公司与证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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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摩尔根是个股东）指定摩尔根大学的校长为美国副总统候选

人时，摩尔根的主教将为之祝福，摩尔根的新闻纸将为之宣传，

而摩尔根的督学将请学校儿童参加野叙 （Ｐｉｃｎｉｃ）①，让他们听那

位候选副总统在留声机中的竞争演说，且由摩尔根的选举委员会

供给茶点，茶点的款由摩尔根的大学校长做董事的生命保险公司

支付，而这个公司是有各地督学、校长们的保险费的。

这便是连环董事团的制度，这也便是财阀帝国的那一部分号

称美国教育的制度。辛克莱不仅描写这副骨骼而已，还进而解剖

它的神经，脑髓，血肉，毛发与牙爪。

美国财阀帝国的大本营在纽约，因之财阀教育的大本营也在

纽约。这个大本营不是别的，就是养成一大批中国教育巨子的哥

伦比亚大学。它是摩尔根家的一所辉煌壮丽的大学，是一所纯粹

奉财阀政治为理想的大学，它的教育专家主持全国的中小学及大

学教育，它的财阀理想的生产正和汽车及腊肠的生产，成为一样

确定的一样组织化标准化的产业。

这所大学的财产在７，５００万元美金以上，每年收入在７００万

元美金以上。财产的大部分是投资于证券及公债，受连环董事的

监察。据辛克莱 所 得 表 列 该 校 投 资 的 册 子，竟 厚 至２０页 以 上，

所有美国重要的铁路及工业皆有该校的股份。所以他说在美国境

内，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他所消磨的每一点钟是不纳贡金给哥伦

比亚大学的。

这一个摩尔根家的大学由一个董事部经营。这些董事都具有

绝对权力，不对任何人负责，也没有任何人得更动他们。谁是些

董事呢？最可注意的是这里边只有一个教育者，那就是大学的校

长，是个当然 董 事。其 中 没 有 一 个 是 学 者，是 和 学 问 发 生 姻 缘

① 〔特编注〕野叙，各人自带食物在郊游时举行的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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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个工程师，１个医生，１个主教；１０个是公司的法律顾问，

８个乃是银行家、铁路所有者、土 地 所 有 者、商 人 及 制 造 家 等。

董事会主席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ａｒｃｌａｙＰａｒｓｏｎｓ① 是个隧道工程师，许多家

公司的董事。最年轻的董事 ＭａｒｃｅｌｌｕｓＨａｒｔｌｅｙＤｏｄｇｅ② 是２６岁

时当选的，他在哥校为学生时已任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生命保险公司的董

事，是洛克菲勒的女婿。

总而言之，在煤矿托拉斯，钢铁托拉斯，铁路托拉斯做董事

以伺候摩尔根公司的，也就是在美国教育行政机关及各级学校中

服役的。不仅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不能和纽约中央铁道或Ｒｅｍ

ｉｎｇｔｏｎ③ 军器公司的董事有别；就是哈佛大学和Ｌｅｅ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④

公司的；宾西法尼亚大学和联合煤气改进公司的；匹兹堡大学和

合众国钢铁公司的；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 和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⑤

托拉斯的；明尼苏达大学和Ｏｒｅ⑥ 托拉斯的；他们的董事名单也

都是一致。

又据司各脱·尼林的研究，在美国有５００以上的大学及专门

学校中，共有董事２，４７０人。其中商人２０８，制造业者１０６，资

本家１１２，包大工者６，土地所有者３２，保险业者２６，公司职员

１１５，银行家２０２，经理人１５，出版家１８，这样财阀的一团共计

９０３人。医生１１１，律师５１４，教育者１２５，牧师３５３，著作家８，

编辑者４３，科学家７０，社会事业家１３，审判官３２，这样高等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特编注〕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ａｒｃｌａｙＰａｒｓｏｎｓ，通译威廉·巴克利·帕森斯。
〔特编注〕ＭａｒｃｅｌｌｕｓＨａｒｔｌｅｙＤｏｄｇｅ，通 译 马 赛 拉 斯·哈 特 里·道

奇。
〔特编注〕Ｒｅｍｉｎｇｔｏｎ，通译雷明顿。
〔特编注〕Ｌｅｅ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通译李·希金森。
〔特编注〕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指水力发电托拉斯。
〔特编注〕Ｏｒｅ指矿业托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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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职业的一团总计１，２６９人。另外有休职的商人９４，卖货者３，

农人１２３，管家的４６，工匠３，图书馆员２，总计２７１人。若把

律师不列入专门职业而列入他们的大主顾即商业及财政阶级中，

那么那一 阶 级 共 有１，４１４人，即 占 总 数５８％。在 州 立 大 学 中，

商人阶级在７７６人中占４７７人，便有６１％。而这里，还未把 休

职商人算在内，其实他们的财阀性决不减于在职商人，也没有把

许多医生、牧师、编辑者及教育者算在内，其实他们的财阀性也

正和银行家一样富足。

现在中国有许多大学，正在积极模仿美国先进之例，组织校

董会，请商界名人加入，这里虽有自动被动之别，然而在教育上

所发生的影响当是一样 “精彩”的。

我们考查过摩尔根家的大学董事部，现在就得考查由这个董

事部所选任的大学校长到底具有多少的财阀性。

哥伦 比 亚 大 学 校 长 的 大 名 叫 做 巴 特 勒 （ＮｉｃｈｏｌｏｓＭｕｒｒａｙ

Ｂｕｔｌｅｒ）①。他的父亲 是 个 工 匠，这 本 不 算 坏 事；可 是 他 引 为 羞

辱，要想法掩 饰。连 环 董 事 给 他 造 一 所 官 舍，值 三 十 万 余 元 美

金；说是为了 供 教 育 用 途，所 以 免 去 征 税，但 据Ｃａｔｔｅｌｌ② 教 授

宣言，巴特勒是用以 “供社会活动及政治阴谋的”。据一般传说，

巴特勒还领受董事们及其他富人的礼物。他又热衷于政治上的荣

誉，曾为竞选美 国 副 总 统 而 作 出 极 其 卑 污 的 勾 当。这 样 的 一 个

人，在教育行政上又表现些什么呢？

他统治大学像一个极专制的君主，不许有人稍加干涉。若有

①

②

〔特编注〕巴特 勒 （１８６２～１９４７），美 国 教 育 家。１９３１年 获 诺 贝 尔

和平奖。
〔特编注〕Ｃａｔｔｅｌｌ，通 译 卡 特 尔 （ＪａｍｅｓＭｃｋｅｅｎＣａｔｔｅｌｌ，１８６０～

１９４４），美国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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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表示干涉的形迹，他非把那个人驱逐出校不止。所谓教授会只

不过一出滑 稽 戏 罢 了，因 为 它 只 有 顾 问 的 权 力，而 他 却 大 权 独

揽，可以为所欲为。他利用董事高居教授之上，一切行动皆由董

事们执行，至于他对董事们说些什么是没有人能知道的。教授在

董事部方面是完全没有地位的。

教授们的授课 只 许 按 照 规 定 好 的 办 法。就 算 是 个 天 才 音 乐

家，当规定的时间一到，他也须丢弃正在全心全意从事的制谱工

作而出席报告。就算你是个大诗人，富有感动学生的能力，但要

禁止你在非规定时间内授课，而且要禁止你讲到有趣味的功课。

倘使你任意行动，你是会被赶出校门的。计在他任职的２０年内，

他已排斥二十多个教授了。

著名的经济学家Ｂｅａｒｄ① 也是被巴特勒赶跑的，曾有一句话

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地位比一个手工业者的还低”。

据一个著名的美国科学家告诉辛克莱说，在十年来，没有一

个卓著的学 者 被 哥 大 请 去，也 没 有 一 个 从 哥 大 产 生 出 来。据 他

说：美国大学教员的薪水实在太低；凡是第一等的人才，他终没

有不能转向别 种 业 务 上 以 得 更 多 的 金 钱 的。倘 若 他 依 然 做 着 教

员，那是为了他爱做教员，是愿望从别种形式上———在国人的尊

敬上得到他的报酬。但如果他觉得他没有地位没有权力，如果他

看到自己和同事们受着商人的威吓侮辱，如果他知道全世界并不

重视他的意见，且认他是供商人玩弄的傀儡，那么学术生活的尊

严就扫地了，除出少量的金钱报酬以外不复有什么遗留了。

在连环校长统治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学术上的地位，由该校

心理学教授ＪＭｃＫｅｅｎＣａｔｔｅｌｌ所 作 一 篇 《美 国 科 学 家 的 统 计 研

究》一文中可以想见。在１，０００个美国科学领袖中，从哥伦比亚

① 〔特编注〕Ｂｅａｒｄ，通译比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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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得博士 学 位 者 为３８人，然 后 约 翰 霍 布 金 大 学 得 学 位 者 有

１０２人，在哥伦比亚求学过的为７８人，然在哈佛求学过的为２３７

人。１９０５年，哥伦比亚 的 教 授 在１，０００个 科 学 领 袖 中 居６０人，

然哈佛有６６，耶鲁有２６。至１９１０年哥伦比亚居４８，减少了１２

人，然哈佛有７９人，增了１３，耶鲁有３８，增了１２，就１，０００个

科学领袖与有关系的大学言，哈佛方面 有２２人 占 得 最 初１，０００

人中的地位；芝加哥方面有１３人，而在哥伦比亚方面，虽然教

授人数特多，却只有８人。反之，后来失去领袖地位者哈佛占６

人，芝加哥占３人，可是哥伦比亚占了１２人，比任何别个美国

大学都要多！这是学术专制的成绩！为我国教育界闻名已久的美

国哥伦 比 亚 大 学 竟 是 如 此 庸 俗，毋 乃 令 我 国 教 育 领 袖 短 气 扫

兴吗？

更有一种表，是表现每个大学所占著名科学家人数及该大学

全体教授人数间的比率的。这样，大约在哈佛，每７个教授中有

一个属于最初１，０００个的科学领袖；在芝加哥，则每６人中有１

个；在约翰霍布金，每５人中有１人；在克拉克，每２人中有１

人———可是在哥伦比亚，要每１３人才有１人！就著名科学家与

学生人数的比率言，大约在约翰霍布金，每２１个学生得一个科

学家；然在哥伦比亚，是每９６个学生得一个科学家。就建筑物

及土地的价值上之关系言，大约麻省理工大学每３５，０００元美金

的价值有一个著名科学家，而哥伦比亚须每２５９，０００元美金才有

一个。再说到收入上的关系，大约约翰霍尔金每１０，０００元美金

的收入有一个著名科学家，而哥伦比亚须每４５，０００元美金才有

一个。辛克莱说：虽然在美国的一切大学都是财阀性的，但其间

自有深浅的不同；而如上述的数字却是真确地告诉我们财阀政策

的作用，它摧毁了智慧的生活，把一个伟大的学术机关转成为无

灵魂的砖瓦与灰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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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的教授总计约有１，５００人，但算得上有创造力与人

格的不过四 五 人。其 中 杜 威 要 居 一 个，他 是 美 国 最 先 进 的 教 育

家，倘若连他也走开了，那定会演出一场可恐的骚动来。巴特勒

知道杜威是不干预大学内部的政策的，当他发现教授的放逐监察

委员会没有实力时，连委员的职务也婉辞了。

看：Ｇｏｏｄｎｏｗ① 教授 的 例，更 可 知 道 财 阀 统 治 之 如 何 铲 除

独创与能力。Ｇｏｏｄｎｏｗ在哥伦比亚担任行政法，当Ｂｕｒｇｅｓｓ② 教

授离职时，他由 教 授 会 的 推 选，可 以 任 为 哥 校 重 要 讲 座 之 一 的

Ｒｕｇｇｌｅｓ③ 教授资格。巴特勒本也允许教授会各部有自行推选之

权，但对于Ｇｏｏｄｎｏｗ，他觉得不高兴，因为Ｇｏｏｄｎｏｗ曾印行过

一本书，说到美国现行的宪法并不是将终古如斯的，他认为这是

危险思想。所以 董 事 部 也 不 征 求 政 治 学 教 授 会 的 同 意，就 丢 开

Ｇｏｏｄｎｏｗ，而另外指定了一个连环董事继任！

再看看ＪａｍｅｓＭｃＫｅｅｎＣａｔｔｅｌｌ教授的例。他在哥伦比亚任教

授２６年。他是世界上任何大学中第一个心理学教授，是四种重

要科学杂志的编辑。但他反对巴特勒的政策，有如任命一个不称

职的人在他一门功课内任教授，因为那个人送了他值１０万元美

金的礼物。巴特勒想强迫Ｃａｔｔｅｌｌ辞职不成，遂禁止他使 用 六 间

教室，及一间由他自己筹款兴建的心理学实验室。以后他虽辞了

主任之职，还不 免 发 表 反 对 当 局 的 议 论，终 于 被 董 事 们 开 除 走

了。Ｃａｔｔｅｌｌ曾描写巴特勒说： “他把大学作 一 家 百 货 店 来 经 营，

对教授会摆出主人的架子，对董事部则是奉命唯谨的厮役。”

巴特勒利用他的地位，滥赠奖章给国内外的人。如１９１２年

①

②

③

〔特编注〕Ｇｏｏｄｎｏｗ，通译古德诺。
〔特编注〕Ｂｕｒｇｅｓｓ，通译柏基斯。
〔特编注〕Ｒｕｇｇｌｅｓ，通译洛格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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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参议员 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① 捧 为 民 主 主 义 的 领 袖，意 欲 使 威 尔 逊

不能被指名为民主党的候选 总 统。１９２２年，他 又 赠 送 荣 誉 给 一

个圣公会牧师，一个比利时男爵，一个葡萄牙子爵，一个中国公

使及一个波兰军阀的信徒Ｐａｄｅｒｅｗｓｋｉ②。

巴特勒利用豪富董事的钱，造起毕业生会的一架机器，出版

毕业生刊物为他捧场。他又造起教授会的一架机器，是由那些对

他表示同意，凡在哥伦比亚势力所及之处———这是遍于财阀帝国

版图内一切学校组织的———奉行他的意旨的人所成的。

巴特勒又是哥 伦 比 亚 教 育 科 的 主 任。他 规 定 了 这 一 科 的 方

针，要把它成为制造 “教育专家”的机器，叫这批专家视人生为

挣钱的战场，办学校同经营工厂一样。

这位校长的势力 遍 于 各 地，全 国 督 学 的 同 盟，全 国 教 育 会

（见下）的政客，勾结着各地商会及职业的爱国家，一致排斥教

育上的自由 主 义，一 致 拒 绝 人 类 活 动 中 的 新 思 想。这 儿 单 举 一

例：北达科太人民谋将儿童的教育权取回，把他们一州的学制自

由化；当 这 时 候，就 有 一 位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的 教 育 行 政 教 授

ＧｅｏｒｇｅＤＳｔｒａｙｅｒ③ （按：这位先生的大名，在中 国 教 育 界 中 也

颇有人知道）。向北达科太的州教育委员会演说，攻击新提议的

计划，却另外替他们预备好了一个纲领。只要是站在特权阶级的

利益上，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的 教 授 虽 去 干 涉 政 治 也 不 算 是 侵 犯 学

规的。

辛克莱论哥伦比亚大学的末段说：

①

②

③

〔特编注〕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通译安德伍德。
〔特编注〕Ｐａｄｅｒｅｗｓｋｉ，通 译 帕 德 列 夫 斯 基 （ＩｇｎａｃｅＪａｎＰａｄｅｒｅｗｓ

ｋｉ，（１８６０～１９４１），波兰钢琴家与政治家。
〔特编注〕ＧｅｏｒｇｅＤＳｔｒａｙｅｒ，通译乔治·Ｄ斯特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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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财富，所有 这 些 庄 严———在 它 里 面 只 是 愚 蠢 与 死 灭！你

看到有几百万元美金用于教育，不 觉 大 喜，以 为 这 就 是 进 步。但 所 有

这几百万所能买到的是———愚 蠢 与 死 灭！试 看 巴 特 勒 保 管 了 一 千 万 美

金的和平基金，却用 以 写 一 部 战 争 史！ 一 年 用５０万 美 金 替 人 类 谋 和

平，而且当现在这个在历史 上 最 严 重 的 时 期，巴 特 勒 却 雇 一 个 人 去 作

一种战争的历史！

我说的话，就是哥伦比 亚 的 学 制 是 消 灭 新 思 想，排 斥 创 造 的 倾 向

的，你若以为言过其实，那么 请 你 听 一 听 我 们 的 这 位 财 阀 校 长 自 己 对

教育学科所下的定律：“一世 代 的 责 任 是 在 把 祖 先 所 遗 留 下 来 的 制 度，

无损伤地，传递给下一世 代”。只 消 这 样！ 叫 人 类 永 远 一 直 同 向 来 一

样，世界无穷，阿门！发 现 新 理，征 服 自 然，不 是 人 人 的 责 任 吗？鼓

励我们，叫我们不停滞于历史所遗留的野蛮状态，不是人人的责任吗？

救济商业上的无政府，所用人类的集体力以建设生活，不是破坏生活，

不是人人的事业吗？做这些 工 作 不 是 人 的 事 业，我 们 所 以 要 进 大 学 是

为了求知我们的祖先，变 成 为 同 他 们 一 样 的 人———盲 目 本 能 的 可 怜 的

牺牲。

哥伦比亚大学说过了，再来说一个也为我国人所闻名已久的

哈佛大学，那在美国算是文化程度极优秀的大学。

可是说来奇怪，这个哈佛仍离不掉摩尔根家的支配。老摩尔

根做了一生的哥伦比亚董事，小摩尔根却做了哈佛的董事 （他是

１８８９年 毕 业 于 哈 佛 的）。波 士 顿 的 大 银 行 Ｌｅｅ，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① 就 与 纽 约 的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② 是 一 体 的。

所以若称纽约的哥伦比亚为摩尔根家的大学，就可称波士顿的哈

佛为Ｌｅｅ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的大 学。哈 佛 的 财 产 在１９１７年 上３，４００万

①

②

〔特编注〕Ｌｅｅ，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译 为 李·希 金 森 有 限 公

司。
〔特编注〕ＪＰＭｏｒｇａｎ＆Ｃｏｍｐａｎｙ，译为ＪＰ摩尔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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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美金受 ＭｏｒｇａｎＬｅｅ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董事 团 的 支 配，自 然 有 大 部 分

是投资于 ＭｏｒｇａｎＬｅｅ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的各种企业的。

哈佛大学有一种传统，叫做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自由 主 义）及

尊重学问。但这些都是 “口说”罢 了。埃 默 森 （Ｅｍｅｒｓｏｎ）① 曾

说：哈佛 大 学 在 哈 佛 大 学 内 是 没 有 主 张 的，只 有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ｅｅｔ

（按：是大公 司 所 在 之 地）才 有 全 权。思 想 的 自 由 是 被 忌 视 的。

所有青年都被造成为老弱的公民，不是预言者，不是诗人，却被

禁止说话，禁止呼吸，否则就得被赶走。

也有人说哈佛大学的教授不致为了有主张而被放逐。这也许

是事实。一个理由是为了哈佛的任用教师是非常慎重的，当一个

新教师进来时，他就处于一种微妙而有力的讲礼貌的空气之下。

它不像哥伦比亚之冷酷无情，它是参合了学问的及社会的性质，

含有友谊的要素的。但是这里边仍然富有财阀支配的作用。有一

天，Ｌｅｅ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公 司 中 的 职 员 用 电 话 对 哈 佛 校 长 劳 惠 尔

（Ｌｏｗｅｌｌ）说：“我们用了某某的钱设置这个教席，而某某年轻教

师竟对工人讲演，在报上登他的名，这只好使得？”当下劳惠尔

就很客气地请那位年轻教师走路了。

也有人说哈佛的自由主义的名声，是由校长劳惠尔肯收容被

他校放逐的教授得来的。这原是事实。但要知道这里边也正有着

微妙的作用，而且是煞费苦心的。大概说起来，他所收容的人是

得罪了某地方 的 财 阀，却 无 损 于 “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ｅｅｔ”的。或 是 他 侵

犯了宗教上的律条，而这在哈佛是无关系的。

至于哈佛在用人之先，如何细心地考查那个人的行为，辛克

① 〔特编注〕埃默森 （ＲａｌｐｈＷａｌｄｏＥｍｅｒｓ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２），美 国 散

文家、诗人。毕业于哈佛大学并担任过该校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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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曾举出Ｓｍｉｔｈ① 教授以为例，他是受过那种严密的试验的。当

史密斯在本地被任为公用委员会时，查得本地煤气公司有欺骗市

民的事实。这事实在报上登了出来，于是他就被学校的董事们开

除职务，因为有几位董事是和煤气公司有关的。后来史密斯的朋

友把这件事情告诉劳惠尔校长，劳惠尔调查之下，知道他是个非

常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就请他去说话。谈话的内容，据史密斯事

后告诉人的，是如次：

“听说你在本城有些什么不乐意的事情”。劳惠尔说。

“不错，有着很多”。史密斯回答。

“我倒不大清楚，”劳惠尔说，“是和什么煤气公司有关的不是？”

“正是”。史密斯回答。

“那仅仅是关于煤气的吗？同电气是毫无关系的吗？”

“啊，同电气是绝无关系的。”

“你是确实知道电灯公司不包括在内的吗？”

“确实的。它们是两家不同的事业。”

“我明白了”，劳惠尔说，随即讲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原来史密斯不知道这番谈话的作用。他所攻击的是该城的煤

气公司，并不是该城的爱迪生电气公司；那家电气公司刚巧是势

力及于全美国的电气托拉斯的一部分。哈佛则和这个电气托拉斯

极有关系。史密斯单单攻击煤气公司而不连带到电气公司，那么

人家不用煤气势非用电气不可，所以劳惠尔校长听了很为得意。

果然，不出数天哈佛请史密斯的聘书发出了！

① 〔特编注〕Ｓｍｉｔｈ，即下文的史密斯，亦可译作斯密。



第三章　教育的概观

２４９　　

１９１８年夏天，美国军队侵入北俄罗斯的Ａｒｃｈａｎｇｅｌ① 及东西

伯利亚的 Ｖｌａｄｉｖｏｓｔｏｋ②，杀 害 了 许 多 居 民。这 件 事 情 是 美 国 民

众史上的大污点，受许多思想家的指斥的。当时更有住在纽约的

５个俄国儿童印发传单，请求美国人不 要 那 样 妄 杀 无 辜。为 此，

他们就被捕下狱，１个被虐待死了，活着的４个判处１５年至２０

年的徒刑。

对于这个非法的审判，有许多人提出抗议。其中有一位是哈

佛法律学校 的 教 授ＺｅｃｈａｒｉａｈＣｈａｆｅｅ③，他 著 论 驳 斥，并 把 这 篇

论文收容 在 “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Ｓｐｅｅｃｈ”④ 的 书 中。更 有 其 他 教 授 共

同联名提出请求书，要把这件案子从宽办理。这样一来，却激起

了连环董事团的大怒，就有一位哈佛毕业生而在纽约执律师业的

ＡｕｓｔｉｎＧＦｏｘ⑤ 起草抗议书给哈佛的监察部，同 时 签 名 者 有２０

个著名律师，都是哈佛出身。监察部把这件事委给 “查验法律学

校委员会”去办，结果举行了审问式的 “会议”，那位Ｆｏｘ却用

不可靠的宣传资料作为攻击法律学校教授的口实。在 “会议”中

校长劳惠尔的态 度 是 “一 只 保 护 着 雏 鸡 以 防 御 老Ｆｏｘ的 母 鸡。”

只因这是哈佛内部的 “家丑”，所以外边新闻纸上没有登载，除

出一家不在波士顿财阀范围内的。

由这可见波士顿财阀力量之大，然也证明新闻禁止登载的结

果，反使流言到处皆是。或者这在拥护哈佛的人看来，把新闻不

登是正所以维护学问自由的原则吗？

①

②

③

④

⑤

〔特编注〕Ａｒｃｈａｎｇｅｌ，通 译 阿 干 折 （亦 作 Ａｋｋｈａｎｇｅｌｓｋ），苏 联 欧

洲部分北部的一座城市。
〔特编注〕Ｖｌａｄｉｖｏｓｔｏｋ，即海参崴，苏联亚洲部分东南部一港市。
〔特编注〕ＺｅｃｈａｒｉａｈＣｈａｆｅｅ，通译泽彻里哈·查佛。
〔特编注〕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ｓｐｅｅｃｈ，即 《言论自由》。
〔特编注〕ＡｕｓｔｉｎＧＦｏｘ，通译奥斯汀·Ｇ·福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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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 上，即 在 纽 约 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① 的 律 师 们 向 哈 佛 进

攻时，就算他们也是哈佛出身，劳惠尔还不免要回护现在的哈佛

教授一点。然一旦到了他自己的财阀被人进攻时，换句话，不是

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而是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ｅｅｔ求他援助时，他的态度就大变了。

这儿就可举 Ｍｏｒｒｉｓ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Ｃｏｏｋｅ② 的经验为例。他在五

年间曾继续担任哈佛商业研究院的讲师。后来预备了两种讲演关

于美国城市的公用问题的，本在许多大学中讲过，哈佛也就请他

来，并且允许可以自由 “讨论公用事业上的实际情形”。

可是教到第二年竟被解约了。解约的理由，据说为了他违反

学术的道德，把讲演大纲登在报纸上。但是美国大学中并没有这

种的 “学术习惯”。

那么究竟为了什么？辛克莱从他所发表的大纲中，找得了有

几段话是说及爱迪生电气公司的不名誉的，是说及哈佛大学电气

工程教授的虚伪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估价）的。解约的 真 正

理由原来是在这些事情上。大学校长受了连环董事的雇用，请他

们的 “顾问工程师”及 “估价专家”来任课，藉以增高公用事业

的价值，推广公司的营业。倘有人来说破其中的秘密，做大学校

长的怎好不严为处罚呢？

更有一个例子。哈佛于不经意之中，居然请了年轻的著作家

ＨａｒｏｌｄＪＬａｓｋｉ③ 教政治 学。Ｌａｓｋｉ对 于 近 代 的 资 本 主 义 所 具 的

观念并不是 正 统 派，却 以 为 还 该 改 进。他 把 这 个 问 题 向 学 生 提

起，这就引起了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ｅｅｔ上的大震动。当时哈佛正在举行募

①

②

③

〔特编注〕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即美国纽 约 的 华 尔 街，是 美 国 大 垄 断 组 织

和金融机构的集中地。
〔特编注〕Ｍｏｒｒｉｓ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Ｃｏｏｋｅ，通译毛礼斯·卢埃林·柯克。
〔特编注〕ＨａｒｏｌｄＪＬａｓｋｉ，通译哈罗德·Ｊ·拉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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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运动，有许多 人 函 致 该 校，若 不 把Ｌａｓｋｉ解 职，他 们 就 不 捐

钱。另一方面却有一个芝加哥律师来信说，他的儿子以前对功课

并不注意，自从受Ｌａｓｋｉ的影响，他竟发愤用功；所以他要捐助

１５０００元以弥补损失。这个争论后来闹到波士顿的报纸上来，校

长劳惠尔竟站在Ｌａｓｋｉ一边，说没有一个哈佛的教授是为了主张

应该被逐的。

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原来劳惠尔著有一本解释英国宪法的

书，在英国颇有名声。他又受到牛津大学的学位，希望有一天可

以做个大使。在 英 国 的 人 民 确 乎 是 相 信 言 论 自 由 的，但 在 事 实

上，表现他们的信仰。而Ｌａｓｋｉ呢，恰好是个曼彻斯特人，他的

家族又和英国现在统治者有关系。并且Ｌａｓｋｉ还是个能文 的 人，

不是容易为敌的。假使Ｌａｓｋｉ回国去了，声明他为了不信仰近代

国家被劳惠尔校长的大学里开除出来，这不是会使得劳惠尔在英

国的名声堕地吗？所以要是Ｌａｓｋｉ是个德国人或是俄国人，那么

光景将不是这个样子了。

号称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是崇尚学问尊威的哈佛大学，它的

真面目原来和金权政治的模范大学哥伦比亚并不差得多少。这不

使你十分失望吗？

美国著名的大学还有许许多多，在这儿当然不能一一讲到，

以下只就在西美的一个著名大学就是加利福尼亚说一说。

主持这个大学的有Ｃｒｏｃｋｅｒ①，是纽约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信托公司的

经理……；有 ＭｏｒｔｉｍｅｒＦｌｅｉｓｈｈａｃｋｅｒ②，是旧金山最大的银行家

……。另外还有７人。他们除霸占州政府、大学及自己的银行铁

路以外，还 支 配 许 多 煤 气 电 气 公 司，以 及 新 发 达 的 水 力 事 业，

①

②

〔特编注〕Ｃｒｏｃｋｅｒ，通译克罗克。
〔特编注〕ＭｏｒｔｉｍｅｒＦｌｅｉｓｈｈａｃｋｅｒ，通译摩翟默·弗雷施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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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可是除此以外，他们更有一个独立的警佣委员会，叫做改进

美国 联 合 会 （Ｂｅｔ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它 的 性 质 是 富 豪 的

“黑手”（ＢｌａｃｋＨａｎｄ）党，是恐怖主义者的组织。这一团体考查

在加利福尼亚任何机关中办事的人，若不是百分之百的资本家就

把他列入黑表 （Ｂｌａｃｋｌｉｓｔ）中。它威吓公共机关的职员，在报上

毁谤他们。它攻击工人办事处，逮捕工会组织成员；而管理加利

福尼 亚 的 一 切 学 校，连 州 立 大 学 在 内，也 是 它 许 多 事 业 中 之

一项。

它之如何 压 迫 大 学 教 授，可 于 Ｈａｌｄｅｍａｎ① 的 报 告 中 见 到。

他说：“我们注视着有激进倾向的学生。我们收到各方面的报告，

关于具有激进主张的教师及学生的。”

所以这是一个 侦 探 机 关。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 的 教 授 如 稍 有 嫌

疑，他就被记入黑表，不能升职，甚至即被逐出。被逐的教员要

在别处求职，也受禁阻。大学毕业生虽有优良成绩，也不能获得

教师职业，因为大学的介绍机关是在黑手党支配之下的。

大学教授的活动范围以教室为限，绝不许参加 “课外活动”，

尤其不得接近新闻纸。

校长Ｂａｒｒｏｗｓ② 是位军国主义信徒，曾跟美国军队往西伯利

亚，与俄国白党将军谢米诺夫非常要好，谢米诺夫在美国时他曾

竭力替他宣传。该校学生必须受两年的军事训练，每年５５小时。

校内最好的地点，被他辟作运动场；有一位教授反抗他的野蛮举

动，愤而辞职。但他公然宣言：大规模大学的一种利益是在有丰

①

②

〔特编注〕Ｈａｌｄｅｍａｎ，通 译 霍 尔 迪 蒙，即 后 文 中 ＨａｒｒｙＨａｌｄｅｍａｎ
（哈利·霍尔迪蒙）。

〔特编注〕Ｂａｒｒｏｗｓ，通译巴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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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资料，可以从中挑选运动选手。所以别个大学的 “古典”或

是荷马，而加利福尼亚的 “古典”却只是斯坦福与加利福尼亚两

大学的足球比赛，大学校际的径赛，太平洋岸的网球双打。

他绝不许学生们接触新思想。学生们所最普遍沾染的心理都

是统治阶级的心理。就算是劳动阶级出身的学生，也要竭力摹仿

为绅士。曾有一个大学生说：“我以为有组织的工人是该杀的。”

所以他们很 急 切 地 要 得 到 破 坏 罢 工 的 经 验，而 他 们 的 “军 人 校

长”自然把这个大学传统努力宣扬。当电气工人罢工时，而官厅

方面果然用了大学生的力量把罢工打击下去。后来海员罢工也由

大学生代行海员职务。

同时，那个黑手党自然不绝地监视着大学。当他们得到某人

有些微不稳当的思想时，如是学生，就给他落第；如是教师，就

给他立刻滚蛋。因此有点独立思想的教授就到别处去任课，只有

那些阿谀的愚 蠢 的 才 保 得 住 饭 碗。其 结 果 大 学 生 的 地 位 自 然 低

下了。

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内幕姑且说至这儿为止。

现在总结几句：这 些 大 学 校 或 是 专 门 学 校 都 是 受 支 配 于 财

阀，校长和教授都要为了财阀的利益以 “守法奉公”，教育的目

的是教学生做资本家的奴隶。在南美各都市，更以３Ｋ党的势力

为特别伟大。如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① 大 学 的 董 事 部 就 不 许 教 员 反 对３Ｋ

党，因为董事部长是３Ｋ党员，副校长是３Ｋ党员，还有２／３的

教授也是３Ｋ党 员，这 些３Ｋ党 员 便 是 专 做 扑 灭 贫 农 运 动 的 工

作的。

以下就要根据辛克莱的 “ＴｈｅＧｏｓｌｉｎｇｓ” （１９２４年出版）来

讲美国的普通教育即中小学教育。

① 〔特编注〕Ｏｋｌａｈｏｍａ即俄克拉荷马，略作Ｏｋ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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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儿，辛克莱重言申明：主宰政治的及产业的势力，也就

是经营一般学校的势力，这一个不可目睹的政府摧毁了工会，也

就摧毁了学校教师的协会。这两件工作是一件工作。

他先从南加利福尼亚的黑手党说起，说它支配了教育局，统

制了一切学校，威逼教师，它所希望造就的学生是一批专替资本

家效忠的人。

然后说到为美国大城之一的洛杉矶 （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的教育。

那儿的教育是受 《泰晤 士 报》 （Ｔｉｍｅｓ）报 馆 的 支 配 的。所 有 教

育行政机关的人物都与 《泰晤士报》的利益有关。试听这批人物

的教育意见：“我们并不要你 （按：指教师）带着意见来，我们

只要你服从命令”。有一批教员前往教育局有所声诉，却被教育

局员大声指斥：“不要到这儿来陈述意见，我们所要求你们做的

是遵照我们所吩咐的话。”

在讨论会上，一位教育局员说明教育的定义：“在促进人类

心智的开发”。当有一位军官出身的教育委员不待他说完，就暴

躁起来，大声喊着：“教育吗？我可告诉你教育是什么！教育把

一群儿童关在一间房子里教他们一课书，听他们背诵这课书，记

下分数，到了年底算他们的成绩。那就是教育，就是我们在洛杉

矶所将有的教育，可再不是别的。”

另有一位教育行政人员是个商人，他发表他的教育要旨，说

学校是工厂，儿童是原料，要同饼干腊肠一样，按照一定的大小

式样成为货色。在他看来，教师就是佣人或是帮手，他们的职务

和在别个工厂中的一样———服从命令，只管自己的事情，且须尊

敬上司。万一教师竟敢抱持自己的意见，或者竟敢要求加薪，那

么他们就要受到南加利福尼亚的黑手党所施于工会的办法———被

捕下狱。

上面说过的那个Ｂｅｔ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曾在报纸上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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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张：

教员必须远离政治及产业的讨论。教员正在被视为国家的守护者。

教师，同兵士一样要对国家尽其最先的且是唯一的忠诚。

洛杉矶的中学教员曾预备向教育局请求组织一个 “教师顾问

委员会”，以便 和 局 长 及 助 手 商 量 关 于 儿 童 幸 福 及 学 校 的 事 情。

像这样的组织在美国别的城市中是存在的。他们想这种提议终该

被接受吧。哪里 知 道 黑 手 党 的 手 段 会 得 那 么 样 厉 害。某 一 天 的

《泰晤士报》上突然登出一则惊奇的新闻，说是在洛杉矶的教员

中间有一种要阴谋组织 “教师苏维埃”！这样一来，黑手党就派

人向城市俱 乐 部 及 妇 女 城 市 俱 乐 部 去 指 摘 “教 师 苏 维 埃”的 罪

恶。商会决议组织调查团，并邀教师来对质。他们用着教训顽童

的调子质问教师，且假造许多事实，不容教师答辩。嗣后 《泰晤

士报》还不绝地 “声罪致讨”，自然那个教员们所想提议的委员

会是没法实现的了。

在这种学制之下，教员的阶级自然全靠情面。虽然定有什么

考查办法，那不过是一种门面罢了，只要有当地的财阀，直接或

间接的介绍，他是毫无问题可以安然升职的。

同时，要学校宣传资本家的功德，却是一件教育局及学校当

局的重任。如 某 次 教 育 局 发 出 通 告，要 各 学 校 举 行 “商 会 周”。

它严重吩咐：“五年级以下的儿童要写一封信给他们的父亲或保

护人，说及当地商会的某种事业，或者说及商会工作对于城市的

恩惠。”此外各级的教师须 “利用本地商会的功能、活动或成绩

作为作文及演说的资料。邮箱中都要放着小册子，是叙述本地商

会的事业的。校长和教师必须积极协力工作。”

如学校中发现激进一点的教师，就要举行一种恐怖运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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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校长曾受教育局员的劝告，说是他若把几个被控有自由思

想的教员解职他就可升级。当校长说他们都是良教师时，那位教

育局员就说：“你不能找到一些他们品行上的缺点吗？”

黑手党更利 用 学 生 做 侦 探，这 是 由Ｂｅｔ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ｅｄｅｒａ

ｔｉｏｎ的会长 ＨａｒｒｙＨａｌｄｅｍａｎ亲口说的。他在一次宴会上，向大

众演说：在本州 以 及 全 国 的 各 学 校 及 大 学 校 中，已 都 有 了 访 查

员，他的职务在侦察教员、教授或学生所说的话，报告到协会的

各总机关中。假若被报告出来的言论有不合于协会的，就要设法

把那些教员 或 教 授 解 职。若 是 学 生，也 将 给 他 们 看 到 错 误 的 所

在。假使他们坚执不改，那就要进一步不许他们有啖饭之地。

要之，这批 黑 手 党 支 配 着 教 育 局，支 配 着 督 学，支 配 着 教

师，支配着学生，甚至还支配着父母。洛杉矶有一个父母教师联

合会，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父母到学校里来，和教师讨论儿童

们的幸福。但是这个机关现在已经落在黑手党手中。黑手党特地

费了钱请有名的妇人到会。另有些妇人是 《泰晤士报》雇用的，

他们的作用便在替黑手党与 《泰晤士报》说好话，吹牛皮，让一

般儿童的父母相信他们。假若你是赞助 《泰晤士报》的，那么你

可立刻变成一位有名的太太，你的照片将印在报上，你的言论将

刊在报上，你的名誉将一日胜似一日地传播四方。

为要阻止父母们有提议有权力起见，他们特把会章修改，规

定 “不得干涉教育局的行政”。所以如有人需要发表意见，他们

只消声明一句 “这是教育局的行政”就行！又为阻止教员们有发

言机会起见，他们终是把会议在上课时间举行。有一位教员任职

已差不多达三十年，可是从没有一次能出席于学校的这种会议。

在这种联合会的会议上代表学校的就只有校长及几个职员。教员

出了三分之一的会费，可是没有发言的权利！

至于那些替黑手党经营这个学校机械的人，他们之防止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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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自 不 待 言，因 此 他 们 禁 止 中 学 图 书 馆 所 购 “Ｎａｔｉｏｎ”及

“ＮｅｗＲｅｐｕｂｌｉｃ”① 两种杂志。反之，对于资本 家 有 利 的 书，他

们却要推奖之唯恐不力。如那个Ｂｅｔ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特地

挑选一本 “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ｓ”② 做各 校 宣 传 爱 国 主 义 的 教

本。这本书是做过财政部长的ＬｅｓｌｉｅＳｈａｗ③ 著的，他是个 推 崇

美国宪法为特权阶级的防御物的脚色。“只有社会主义者，准社

会主义者及 布 尔 什 维 克，才 要 求 民 主 主 义”，他 是 这 样 宣 言 的。

他又说资本家应有组织，唯一的危险是始于工会组成的时候。他

还指斥妇女选举权的修正，说这是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所以那个

协会费了二万元美金来印刷这部书分给每一个学校教师。他们要

求初等学校一律采用本书为教科书———这还算是在妇女已有选举

权达二十年的一个州呢！据一个教员说，“对妇女投票”的口号

是要改作 “对儿童撒谎”了。

该会又发行 一 本 教 科 书 叫 做 “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④，痛

骂创制权及复决权为对祖先叛逆。出版者称本书为 “当代名著”，

且分发给每位教师。试摘录其中几句：“民主主义之于政府，正

犹自由恋爱之于家庭……民主主义之于政府，正犹饕餮之于个人

……民主主义之于政府，正犹酩酊之于个人……民主主义之于政

府，正犹嚣声之于音乐……民主主义之于政府，正犹癫狂之于思

想”，等等。请注意，这是用在教科书中的！教员们都被要求着

强制儿童去熟读去背诵！

在黑手党统治下的儿童变成何等样的人呢？据许多教员异口

①

②

③

④

〔特编注〕“Ｎａｔｉｏｎ”及 “ＮｅｗＲｅｐｕｂｌｉｃ”，即 《民族》及 《新共和

国》。
〔特编注〕“Ｖａｎｉｓｈｉｎｇ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ｓ”，即 《正在消失的界标》。
〔特编注〕ＬｅｓｌｉｅＳｈａｗ，通译莱斯利·肖。
〔特编注〕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即 《回往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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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地说：他们什么都会，只是读书除外。有一个中学是官家子

入学的。那儿便只有金钱是万能，学生的理想是在如何用钱，他

们的标准是值多少。校门口有整排的汽车，那些驰车的少年个个

是社交能手，他们在学校白相，也在女子身上白相。

体育竞技和 “集会”算是学校顶大的事情。他们一起来到大

会堂里，练习欢呼，欢呼领袖告诉他们：“再喊得响一点，现在

让我们给选 手 队 欢 呼。”他 们 从 大 会 堂 里 出 来，大 家 情 绪 紧 张，

再也不耐烦读什么书了。售书铺中有氢气球的玩具出售，大家就

买一个来放。等 到 他 们 拿 着 氢 气 球 刚 刚 在 教 室 内 坐 定，又 听 见

“消防练习”的召集了。倘使没有这些玩意儿，这些年轻人就要

拿粉盒子来在鼻子上抹粉，在嘴唇上涂脂；这时候，可怜的教师

正想放些什么东西在他们蠢笨的头脑中。

教员们有什么法子对付这样一个局面呢？唯一的方法，就只

有把功课变成有趣味些，只好讲些轻松的题目，这或许会唤醒学

生的独创力，引导他们的思想。这个法子原不算坏，可是做教员

的还 得 提 防 着 不 冒 危 险。有 一 个 女 生 曾 要 做 一 篇 论 文，叫 做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ｔｉｖｅ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①。这 是 很 好 的 题

目，但是被校长先生禁止了。

１９２１年时 黑 手 党 想 由 州 议 会 规 定 一 个 条 文，要 学 校 驱 逐

“任何教员，他是在学校中向儿童表示轻视美国宪法中的任何一

条的，或是在口头上向学生发任何种议论，或向学生分发写的或

印的意见，赞成对美国宪法的任何一条作任何的修改的。”美国

宪法之得修正，是宪法自身规定了的，而且在历史上已经正式合

法地修过不止十九回了！但是黑手党竟要禁止学校教师有这种合

① 〔特编注〕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ｔｉｖｅ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即 《美 国 文

学的社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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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意见，原来他们是怕教师向学生讨论到童工问题啊！

更有一件希奇 的 事。洛 杉 矶 有 着 一 个 团 体 叫 做 青 年 工 人 同

盟，是共产党员的教育机关。他们要举行一次辩论会，关于共产

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但找不到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人，只好从自

己的演说员 中 间 指 定 一 个，在 他 本 人 当 然 是 不 大 情 愿 的。这 时

候，有三个少年，一个是中学生，两个是刚毕业的，出席于这次

辩论会，他们认为这个对资本主义的辩护并不充分，于是他们立

了起来，说他们能说得更好些，结果决定再开一次辩论会。青年

工人同盟租好了会场，三个学生也费了大半个暑假在预备他们的

辩论。距开会以前的二三天，青年工人同盟就散发传单给各中学

校，故意指说 那 三 个 学 生 是 “一 个 中 学 校 演 说 会 的 三 位 代 表。”

马上那一个中学生就得到校长的通知，决不许他参加。校长解释

这不是他本人的意思，而是教育局长的命令。原来教育局长已晓

得了这件事情。

教育局长是什么人的？是商人制造家协会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

以上是南加利福尼亚的教育情形。但是辛克莱说，“南加利

福尼亚正和工业美国的其余部分完全一样”，无论是旧金山，是

西雅图，是圣路易斯，是芝加哥，乃至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

等地方，“我们都将看到支配商业及政治的财阀政治，而且我们

将见到就是这个同一的集团，通常还是这个同一的人物，是在支

配教育。他们用不用黑手党的方法是唯一的而且纯粹的要看一个

问题以决定———就是奴隶阶级要想反抗到什么程度。假使奴隶阶

级不作反抗，那么治者阶级是不采用酷烈手段的。假使奴隶阶级

企图反抗，那么就得采用酷烈手段以便镇压。”

因为如此，关于美国其他地方的普通教育，不再写下去了。

唯尚有一项必须略加说明，就是全国的教育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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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地教育内容之非凡相似，自不是偶然的事，那里一定

有着中心的统制，标准的机构以管理全国的学校系统。那是这样

的在市镇乡的地方机器是郡的机器之一部；许多郡的机器是州的

机器之一部；而许多州的机器又被全国教育会所联络所协助所标

准化，以外再加上属于中央内务部的教育司，与洛克菲勒普通教

育部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卡 内 基 教 育 促 进

基金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的

帮助。

在美国学制之上，郡的督学必须是个学校的政客，也差不多

必须是个政治上的政客。这个行政机关是由督学的助手、书记、

校长以及别的许多委任人员组成的，他们皆须仰承他的意旨。那

些受他指挥的教员也率领着一群的教员奉行他的政策。为得表示

教员的自尊心起见，且使他们自以为对教育有所作为起见，把他

们组织为团体或俱乐部，而所有这些都是附属于全国教育会的，

但在实际上是受制于当地的教育行政机关的。所以这些教育组织

之于教育界，正犹黄色工会之于劳动界一式。在极大部分，这些

教员组织的职员是督学校长以及其他支配阶级的人物。在一小部

分，他们是教员，接受支配者方面的革命的。只有几个例子上，

少数教员敢于反抗命令，实行自己的组织，但他们领袖是要常受

威吓、迫害、毁谤、拒绝升迁的。

州教育局的督学要与当地的政客及当地的财界名流相提携。

不管他是被委任的，或是被选出的，都没有差别，因为就令是选

举也必先经指名，而这种指名之权是在当地政治机构方面的。赞

助指名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中有的是土地投机者，不

是有土地要出售，便是想购买某处校地以便大赚其钱。有的是包

工者，要建造学校建筑物以获利。有的是教科书经售人，他们是

一切督学的心腹朋友，捐了钱选举他们，却要靠他们取４０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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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这些书贾甚至还是教员的经理，足以左右教员之用舍升降

———那就看教员是否照顾他的生意而定。

此外自然有银行家，他们需要支配学校经费，及教员经费；

教员积储金钱，存入银行，银行家却用以兑现或供政治活动。更

有些资本家，他们需要童工，就巴望强迫教育制取消或者漠视。

再有各式各样的大商业宣传的机关———如全国制造业者协会，就

需要儿童被训练为工厂中及店铺中的奴隶。有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ｅｇｉｏ

ｎ① 及军阀们，要儿童服兵役，富有爱国思想；有新闻纸，援助

一切的反动，且惩罚那些不顺从的人。这个是美国全境———只除

出极少的几郡，那里的人民因工农运动已得自己支配的———的郡

督学及郡教育局所处的地位。

其次，州督学及州教育局的情形也复无异，不过规模较大一

点罢了。州的这 架 教 育 机 器 有 更 多 的 钱，州 督 学 能 受 更 高 的 薪

水，所以他也是更敏捷更细到的政客。他参加州的徒党，他的办

公处是一间吸着雪笳烟坐着消闲的官僚的宿舍。他和土地投机者

及书店相联络，他是为他们所有的，且把他们所需的教育授给人

民。人民往往是满意于这种教育的———因为他们看不到也想不到

还有什么别种的教育。敬虔的美国农民被教着唱一种说到 “古代

宗教”的赞美歌，今日的儿童却在受古代的教育。普通的美国人

都被教着相信公共学校是和教会差不多的神圣，且相信公共学校

的教育者一定是具有高贵心肠及公正态度的人。

现在我们要讲到美国学校的金字塔了，那就是全国教育会。

请容我先引用一段别的文字。

① 〔特编注〕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ｅｇｉｏｎ，即美国军团，是美国的退伍军人组织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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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州教育行政制 度 虽 各 不 同，而 中 央 复 无 教 育 部，然 全 国 教

育界有一强力之联络机关，即全国教育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ＮＥＡ）是。会 员 有 大 学 教 授、教 育 司 长、局 长 及 其 他

行政人员、中小学教 员、热 心 教 育 事 业 者，等 等，凡 数 十 万 人，分 组

甚多，时有会议，有调 查，有 报 告，有 宣 传，有 主 张，影 响 于 全 国 之

教育颇大，其建议每为各州所采纳而施行 之。（见 庄 泽 宣 编：《各 国 教

育比较论》，商务印书馆，第２５页）

具有这样势力的全国教育会究竟属于何种人所有，为了何种

人的利益呢？

在前面我们已知道这个教育会是世界教育会议的发起者，是

“旧金山 国 际 和 平 教 育 运 动”的 主 持 者。它 究 竟 是 怎 样 一 件 怪

物呢？

它是美国教育者的专业组织，拥有无限大的特权与势力在教

育界上。它对各地的学校是大有影响的，决不因为间接而稍减其

作用。凡是它所做的，是规定教育界的标准，在它的公开或秘密

的会议上决定下来。

该会现有 （１９２４年）１２５，０００会员，每个普通会员要纳会费

２元 （美金）。８０％以上的会员是寻常的 平 凡 的 中 小 学 教 师，他

们是以大工厂中日给劳动者的职能为职能的———生产财富，供给

他们的上司消费。ＮＥＡ号称是一个 “民主的”组织，然而这

种 “民主的”性质与我们所想象的大不相同，这容在底下再述。

ＮＥＡ欢迎新会员，事实上新会员是非常急需的———举行 “征

求会员”运动，各校的 特 权 即 被 建 立 在 具 有 入 ＮＥＡ的 会 员

资格。有些学 校 甚 至 强 制 教 员 必 须 加 入 ＮＥＡ为 会 员。１９２２

年９月号的全国教育会杂志上，很光荣地引用密西根、奥拿威督

学的话：“将来密西根、奥拿威的教员契约，要订定教师必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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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教育会及全国教育会的会员。”在米苏里的圣约瑟竟在请求教

员位置的空白单上注上如下的两项：“是否ＮＥＡ的会员？若

不是的，本年是否要加入？”

做会员的能从ＮＥＡ得到什么好处？说来也许你不相信。

会员 只 有 “抬 轿”的 作 用 的。底 下 我 们 就 要 解 剖 ＮＥＡ 的

本色。

ＮＥＡ是成立在国内战争以前，在有这样颇不算短少的岁

月中，它一竟便是支配阶级方面的所有物。在过去几十年中，没

有一个中小学教师曾被选为职员。直到最近，才偶而有几个老资

格的教员当选以粉饰一时的门面。这曾经过了许多年的奋斗，才

使ＮＥＡ能垂念到教员的生活状况及工作状况，或承认薪水，

年金等可作为 合 法 的 问 题 以 讨 论。这 曾 经 过 了 一 度 的 革 命 才 使

ＮＥＡ在１９０３年指定一个薪水及年金的委员会。这还是一直

到了１９１１年 才 搜 集 了 关 于 这 些 问 题 的 实 在 资 料。由 这 可 见

ＮＥＡ之并不为了一般教师的利益了。

到了１９１７年，发生了俄国的革命，于是美国的督学先生们

认识了不把下属阶级完全控制住之危险。他们决定要把ＮＥＡ

的小学教师压伏下去。怎样压伏呢？就是利用所谓民主主义以资

威吓。你要知道全国教育会是个公共机关，照法该由会员来主持

会务。任何一个教育者缴了４元美金就可做特别会员，每年可以

出席大会，有选举及被选举权。但是ＮＥＡ可不是这样。

原来在ＮＥＡ的 大 会 中，将 有 两 种 特 别 会 员 出 席，一 种

是由全国各 地 赴 会 的，其 中９０％属 于 学 校 支 配 者 方 面 的 人 物。

他们得了公家或所属团体的资助，出席是他们的职业。另一种是

住在大会举行地方的会员，这 里 有９０％是 实 在 授 课 的 教 师。只

有他们才是不需多大费用而能出席的教师，也是代表不能出席的

教师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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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大会中就开始可以注意到为现代主要现象的阶级斗

争。一边是受资遣的有势力的督学及校长们；一边是极寻常的教

师。无论哪个大城市里无产者往往占居大多数。他们也许不注意

什么，不发表什么意见；不过说不定从旁的地方譬如纽约、芝加

哥会有几个过激派前来出席，在大会中提出问题，向一般中小教

师宣传，且劝诱他们投自己阶级的票。

这样 的 事 情 就 是 为 ＮＥＡ的 教 育 雇 主 所 深 恶 所 深 惧 的。

所以在１９１８年的冬季大会———督学部的大西洋城市会议中，他

们议定了一 项 计 划。就 是 把 ＮＥＡ改 成 为 代 表 制，以 代 替 在

常年大会中由特别会员选任委员的办法。各市镇及郡的会员选代

表到州的机 关，再 由 当 地 的 及 州 的 代 表 选 代 表 到 全 国 大 会。自

然，在这几层的选举中，学校支配者方面是有把握使自己的政客

当选的。这样一来，当大会在某地举行时，本地的教师将只能举

代表出席，不复 有 当 作 特 别 会 员 投 票 的 权 利 了；而 派 代 表 的 方

法，又是每１００个教师选一个代表，若有５００个以上的会员时，

一个代表就代替了５００个会员。所以大会中的教师，不是每个教

师有一票，而是每个教师只有一票的１％，或许是一票的１／５００！

这样，ＮＥＡ就稳稳当当地操在督学们的手中了！

这是一种怎样性质的民主主义啊！

我们 从１９２１年 在 ＤｅｓＭｏｉｎｅｓ① 举 行 的 大 会 中 便 可 看 出

ＮＥＡ的本色。这 次 出 席 代 表 的 成 分 曾 有 详 细 的 统 计 数 字 可

睹。计大会共有５５３名代表有投票权。其中：州督学３３人，郡

督学２１人，城市督学１０４人，大学校及师范校长２８人，中学校

长３４人，小 学 校 长５４人，视 学 员２３人 （按：美 国 的 视 学 员，

犹之乎我国的 视 学 或 督 学。而 美 国 的 督 学 是 州 郡 的 教 育 行 政 长

① 〔特编注〕ＤｅｓＭｏｉｎｅｓ，通译第蒙，美国爱阿华州中南部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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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这样在雇主方面的便共有２９７人，已是大多数了，若再注

意：统计表中列有１４个混杂的，４６个不分类的，６个教育杂志

编辑，２个书店经理。这些数目自然也可加到２９７上面。

现在再看教师方面的代表：特殊教师８人，大学校及师范学

校教师３４人，中 学 校 教 师６５人，小 学 校 教 师８１人。总 数 为

１８８人，还包括大学校教师在内。试拿这个数目与上面的２９７衡

量一下！在实际上，学校教师的人数比起支配者方面来成为十或

十五对一 之 比。但 在 这 个 全 国 的 代 表 团 体 上，他 们 只 占３９％，

而支配者方面却占６１％。这算是美国最大 教 育 组 织 的 “民 主 主

义”！

这一个全国教育会现在就完全成为资本家的所有物了。它是

一架政治机器，由资本家所经营，为了资本家的利益以尽某部分

的职务的。正像在别个任何大工厂中，工人们都是被剥夺了权力

的，但在另一方面却被恭维着为自由的公民。在历次的大会中，

你可听到许多颂扬平民主义的话，同时却处处提防那些教师有发

言的机会。一切权力在一个小组的手中；他们在每个委员会中都

派人参加。他们定好了计划，到时强制通过。

每年到会的教师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生手，没有

经验，一切任凭所谓当然代表——————历任会长、终身董事、执

行委员、州督学等在那里摆布。

１９２３年大会时有位 ＭｉｓｓＦｌａｒａＭｅｎｚｅｌ① 被任为 审 查 委 员 会

委员。她去到Ｏａｋｌａｎｄ② 旅馆中找开会的地方，找了许久工夫才

找到，可是迟了１５分钟，已经散会了，她找不到一个人。后来

知道委员会是在１５分钟内开了的。１９２１年大会时，他们指定一

①

②

〔特编注〕ＭｉｓｓＦｌａｒａＭｅｎｚｅｌ，即弗洛拉·门泽尔小姐。
〔特编注〕Ｏａｋｌａｎｄ，即奥克兰，美国加州西部一港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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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委员会，修改关于初等教育的事项；这个委员会却成于大学校

长及教授，州督学，中央教育司长———及一个小学教师。他们要

对初等教育上 最 重 要 的 事 项 定 出 ＮＥＡ的 政 策，却 只 放 上 一

个对儿童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委员会中！

要之，美国的全国教育会只是大资本家的所有物，是为了大

资本家的利益而活动的。因之，它在波士顿开大会，就受波士顿

商会的欢迎，在奥克兰开大会，就受奥克兰商会的欢迎。它无论

到哪里，终受着大资本家竭诚的欢迎。原来它和大资本家是这样

利害相关的。辛克莱说：“自有公共学校制度的第一天起，它的

最厉害的敌人就是组织化的商业主义，这不算是过言。我知道有

些商界的个人，眼光远大，相信学校，而且为学校尽力，但是商

界的组织，剥削者的阶级集团却要尽他们的力量所及以阻碍公共

学校的创设，因 为 他 们 晓 得 教 育 下 层 阶 级 是 准 备 推 翻 工 银 奴 隶

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普及教育，虽似

趋于教育与劳动的一致，但资本家实在害怕这样的倾向。现在从

辛克莱的这句话，更有着事实的确证了。

资本家所需要于儿童的，是儿童们的劳动。有人要在州议会

中提议禁止工厂雇用１４岁以下的儿童；但是资本家说，儿童求

学到１４岁，已不中用了，儿童读了什么文学历史音乐，就不愿

意做工了。资本家要求学校的手工训练只要训练儿童的手就行；

他们也愿意慷慨输捐，让学校来训练他们的工人，以便获得廉价

的熟练劳动，好 用 以 破 坏 罢 工。资 本 家 要 求 把 学 校 系 统 分 成 两

种，用着不同的建筑物，经费及教师；且不需要在两种学制之间

有协作，其目的便在这个计划实现时，他们可以把职业学校竭力

滋养长大，而把普通的文化学校饿死。更有些资本家向议会提议

用公款办理 职 业 训 练，但 须 在 雇 主 支 配 之 下，不 许 学 校 当 局 干

涉。他们所需要的教育就只是于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教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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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生产的技术，培植破坏罢工的人才；除此以外，都是多事，

都该取消！

好了，美国教育上的 “商品化”的征象要说原还可以写上几

万乃至几十万字，但不写也尽够了，尽够让我们明白这种教育的

真相了。你觉得 这 是 人 类 的 教 育 吗？这 是 值 得 我 们 中 国 模 仿 的

吗？教育哲学是教育实际的指导也是教育实际的反映。美国教育

实状如此，美国教育的理论还不妨供我们运用吗？请读者注意中

国现时教育 上 的 主 张，教 育 界 领 袖 的 言 论，我 们 要 提 防 这 一 种

“帝国主义的侵略”！

问　题

１．试调查在全国教育行政机关任职及大学教育科或高中师范任职的留

美学生有多少人。

２．试批评这批留美学生所发表的教育言论。

３．你还相信美国教育尚有可供我们模仿之点吗？请列举出来。

４．从本节，能知道美国教育有何种特色？

５．试调查美国在华所设的教育机关，及其影响。

第十六节　苏联的教育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教育———教育的理论根据———教

育的组织概况———文化事业建设费——— “十年间的文化

发达”———苏联中央对于教育的决议———问题

关于苏联教育的理论及设施，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一节

中，是已大体提起过的了。现在在刚探究过美国教育之后，接着

就来探 究 苏 联 的 教 育，我 相 信 这 一 定 是 会 给 读 者 以 一 种 新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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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

苏联的教师组织与学生组织，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这一节

自然只就前面未曾说到的补足一点。更因关于苏联教育的专著，

中国已有几种译本，要知详细，自可从那些书籍中去参考，所以

本节的叙述也只提纲挈领地举出几个要点为止。

最先我们要认清楚苏联是劳动阶级统治的国家，它的教育也

就是劳动阶级的教育，这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美国，它的教育为资

产阶级的教育者，恰巧相反。两者都是阶级的教育，不过苏联不

讳言是阶级的，而资本主义国如美国等，则要多方掩饰这种阶级

的作用。

苏联的终局理想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生活组织，由此以产

生共产主义的社会。

在这种理想进程中苏联教育的当前目标可说是在养成苏维埃

的公民，就是具有劳动者的心理和观念的人们，能自己活动，自

己信任，且为这些理想而积极斗争者，靠他们这批人来建设并防

卫俄国的社会主义，赞助世界上其他部分的劳动者去战胜资本主

义与帝国主义。

实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方法，又有几个原则：

第一，教育是建筑在劳动或肉体劳动的基础上的。学习的方

法是经由实际的工作以行。“劳动成为一切教育所围绕运转的枢

纽”，有如平克维奇教授所说。生活和生计都有赖于劳动。因此

学校及别的教育 机 关 都 和 四 周 人 民 的 生 活 及 工 业 的 生 产 紧 相 联

络。在学校和工厂、矿区和农场、城市和乡村，俄国和世界其他

部分之间，都有着互助及相互关系。教师和学生最先要研究本地

本县的工人农民的劳动及生活，然后及于一省，一共和国，更及

于全苏联及全世界。

第二，自入校前教育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起，课 程 皆 建 筑 在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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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的基础上。（１）各个人四围的自然现象；（２）人们对自然合

作或反抗以支配它利用它的劳动； （３）由于劳动所生 的 社 会 特

征，及在这三种 范 畴 间 的 关 系 或 联 络 （这 种 关 系 在 俄 国 通 称 为

“综合原理”）。由 这 样 求 得 的 知 识 是 统 一 的，不 是 许 多 教 科 的

杂糅。

第三，在各种集体的活动中，儿童和教师都要像劳动者一样

的参与。男女同学是各级学校一律通行的。这种集体地劳动的能

力需要从开始就形成儿童对于生活之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且浸润

于共产主义的理想。这就是说，儿童对于本国及他国的政治情形

必须有清楚的了解，这是一种科学的 （现实的）世界的人生观，

而不是局于国家的人生观。最后，他们还必须从最早的学校年龄

起能应用这种知识以和他们四周的伴侣一起劳动，且反抗反劳动

阶级或非社会的行为。

苏维埃的教师要能运用各种方法以鼓励最高度的自动力、独

创力和制裁力，并发展每个儿童天赋的能量。这种教师无异是个

向导，是个顾问，谋在学课上及学校行政上引导儿童入于自由的

境地，藉以培养苏维埃公民所必须的性质。沙茨基① （Ｓｈａｔｓｋｙ）

说，“凡为儿童所把握之有价值的观念都该推进到为儿童所能接

近的状态。”显然地根于强迫，服从，及试验的学校空气和方法，

天然不适于社会主义进程上的斗士及建筑者。为一切真正社会主

义者的观念之世界观念，需要教师能从科学的唯物的见地去批判

宗教、国家主义、爱国排外主义以及感伤的理想主义，藉以扫除

宗教的国家的感伤的种种成见及执迷之心理，俄国的教育者给学

生一个根本的经济需要之清楚观念，这种经济的需要决定现代阶

① 〔特编注〕沙茨基 （Сманисловмеофиловичщаикий，１８７８～１９３４），

即斯坦尼斯拉夫·杰阿菲洛维奇·沙茨基，苏联著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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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社会的发展，以及在它的废址上建立一个真正人类的公正的社

会之种种势力。因此，苏维埃的教育就要灌输对全世界一切劳动

者之团结的意识，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文化程度以及人种差别

如何；又要准备为大家的劳动阶级的观念而斗争，且注意于合理

地有系统地建设全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能量。

事实上，这种观念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及仇视共产主义者的

大敌；但在这个过渡时期中，俄国的阶级教育实在已尽其接近全

体人类的能事了。美国的教育是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苏联

的教育却为９５％的工农大众的 利 益。那 才 是 民 主 主 义 的，是 为

了全体的启 蒙 而 准 备 着 的。愈 是 穷 苦 的 儿 童，愈 得 到 较 好 的 机

会。教育权跟 着 所 有 权 走 的 变 态，在 这 儿 是 完 全 消 灭 的 了。自

然，苏联现在的教育还不是个１００％的充分或推广，但它的当局

正在 急 切 地 谋 做 到 这 一 地 步。在 五 年 计 划 完 成 的 一 年 （１９３３

年），便可见苏联文化的光芒一定更要照耀于大地了。

以上是苏维埃 教 育 的 理 论 根 据，现 在 再 说 一 点 教 育 组 织 的

概况。

（一）教育行政

在教育范围内，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有完全的自治权。

依据苏联的宪法，中央当局只有 “规定教育管理上的普通原则”

之职权。

因之，中央教育委员会的权限只在支配各加盟共和国预算的

比例，与中央工会执行委员会及共产党、共产青年团、各合作社

的中央执行机关协作，所有这些机关都是和教育人民委员会相联

络以推广教育活动的。同时经过苏联的国家科学会议———系由教

师中委任的专家委员会，经教育劳动者工会批准的———起草课程

纲要，规定普通教育方针。

各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是由该共和国的苏维埃大会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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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会的执行委员会负责的。各教育局由各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

议委任。各大城市及各县省区的苏维埃都有它的教育机关。这种

组织的目的在吸收广大的劳动者参与教育行政，且因苏维埃与工

会、合作 社 及 政 治 团 体 间 之 关 系 密 切，这 种 目 的 已 能 有 效 地

实现。

（二）学制大要

１．入校前教育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收容自３岁至７岁

或８岁的儿童在幼稚园及育儿院中。更幼的儿童当母亲从事工作

时，被寄在托儿所中，按时由母亲喂乳。

２．统一劳动学校 （ＵｎｉｆｉｅｄＬａｂｏｕｒＳｃｈｏｏｌ）。这种学校的意

义和重要已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一节中说过了。它是整个学校

制度的基础，以社会教育为根基，对由８岁至１５岁或１７岁的儿

童所施的。它分为 两 级，第 一 级 施 于８岁 至１１岁 或１２岁 的 儿

童，第二级施于十一二岁以上的儿童。到１４岁或１５岁，许多聪

颖的儿童开始受专门的训练，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升入工厂学校或

工业学校或农业学校，或职业学校的。这类学校的目的在训练熟

练的工人，专门家及指导人才，以应正在发展中的工业和农业的

需要。

３．高等学校及大学校。到１７岁左右，能力相当的青年劳动

者就修习大学的课程。

４．对孤苦儿的教养。苏联因经过大战、内乱及饥馑的灾祸，

孤苦儿童几乎遍地皆是。苏联当局对于这批儿童负起积极教养的

责任，到近年已大见减少了。

５．成人教育。沙皇俄国所遗留的文盲成为苏维埃教育事业

最重要的一部分。劳动者对文盲斗争所用的武器是：（ａ）文盲学

校；（ｂ）政治教育学校，这是苏维埃教育的特色；（ｃ）劳动者大

学 （Ｒａｂｆａｃ），设置第二级课程，以应受环境限制未能正式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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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或大学校的工农的需要。

６．少数民 族。俄 国 内 部 有 许 多 少 数 民 族，各 自 有 其 语 言。

但在俄皇时代，是禁止使用非俄罗斯语的。革命以后，一百多个

民族都获得了教育事业的完全自主权，于是有用各种语言书写的

书本刊行出来，它们的文化自当随之生长。

７．博物馆及美术教育馆。委员会管理科学院、博物院及美

术陈列馆，这些设置的应用是公共教育上的重要部分，是人类文

化供人类享用的开端。

８．国立出版所。恐怕是全世界最大的唯一的出版机关，各

个教师及教师组织在生产各级教育所应用的教科书上是直接参加

的。这显与书贾的教科出版所迥不相同。

９．军队教育。苏联的红军是一个巨大的教育机关，兵士中

的文盲很快地就消灭了。兵士所受的教育，其目的不在造成军阀

及国家主义的观念，而在训练良好的革命防卫者。苏联的兵士有

政治上的权利，且得自由参加社会生活。

１０．影戏场和剧场。教育当局对于影片、无线电及剧场都取

得管理权，且都是由国家经营的。苏联的影片由教育当局审查，

不像资本主义国家用警察检阅。有许多学校已设置无线电俱乐部

及儿童剧场，用具大都由儿童自造。更有特殊的儿童剧场，专为

儿童而设。

１１．教师训练。有两种师资训练机关：一是专门学校，训练

初级教师的；一是大学的教育学院，训练高级教师的。学生们普

通都在自己区域内从事社会活动，学程都是四年。

１２．视学员。视学员系由教育当局同教育劳动者同盟从教师

中委任。他们对教员不能施行压迫，不过被教师看为熟练的专家

和友爱的指导者。这与美国视学之属于雇主方面者不同，他们是

和教师属于同一个教育劳动者同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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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举苏联的教育组织看来，它是包括学校教育、剧场、电影、

艺术、出版等文化事业统统在内的。我们前面讲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

时知道它的思想支配不仅行于学校教育，更贯彻于新闻、杂志、讲演、

图书馆、演剧、影片、体育等等一切文化机关。原来这是无足怪的。

苏联尚是阶级的国家，它还在厉行阶级斗争，教育事业仍然离不

掉它的阶级斗争的作用。我们只要能分辨两种支配阶级性质之不

同，自也能看出两种阶级教育不同之所在了。

由上面二段简要的叙述，对于苏联教育的要旨当已能明了。

我们知道苏联自１９１７年革命成功以来，到如今已经足足的站了

１２年，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正着 着 进 行，年 年 有 胜 利 的 决 算。从

１９２８年度起，更确定经济发展的 五 年 计 划，同 时 在 文 化 事 业 设

施上也有很精密很具体的规划，我且把苏俄共和国国民经济五年

计划中文化事业的国家预算，用数字介绍如下：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文化事业建设费 （单位：百万罗布①）

文化事业建设部门 年　度
经　　费

投资额 其　他 合　计

国民教育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１６５４ ７５１８ ９１７２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４３２２ １７８２５ ２２１４７

５年间 １５９７４ ６３１１８ ７９０９２

国民健康事业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７４０ ４１１９ ４８５９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１８１０ ７０２８ ８８３８

５年间 ６２８０ ２７６６０ ３３９４０

① 〔特编注〕即卢布。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 新 教 育 大 纲

２７４　　

社会政策设施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０６ ６３２ ６３８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３２ １２７７ １３０７

５年间 １０９ ４７８７ ４８９６

合计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２４００ １２２６９ １４６６９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６１６４ ２６１２８ ３２２９２

５年间 ２２３６３ ９５５６５ １１７９２８

又据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日苏联财政委员布娄哈诺夫的声明，苏

联的军事预算大为削减，计陆海军预算不过占总额９％以下；但

帝国主义国家的陆海军预算 常 在４０％。收 入 方 面 共 有１１４万 万

罗布 （去年度 为８０万 万 罗 布），其 中 有７０万 万 罗 布 用 于 经 济，

２４万万罗布用于文化及社会事业。

苏联的这种计划是与布尔乔亚国家欺骗的社会政策，等于不

兑现支票的，大不相同。这是由于苏联的政治机构，与布尔乔亚

国家的，在本质上大有差别的缘别。

未来的姑留待将来再说。这儿为结束本文计，特将１９２８年

度以前，即苏联成立十周年间的文化事业，开出一篇总账，让我

们窥见虽在那么样受苦受难的十年中，但是文化事业的发展直用

着可惊的速度，且竟收着可惊的效果。这一篇总账就苏俄教育人

民委员 长 卢 那 察 尔 斯 基 （Ｌｕｎａｔｓｃｈａｒｓｋｙ）① 在 苏 联 中 央 执 行 委

员会十周年纪念庆祝会中报告的 “十年间的文化发达”。另有中

央对于这个报告的决议案，现在一并附录于下。

① 〔特编注〕苏俄教育人民 委 员 长 卢 那 察 尔 斯 基 已 于１９２９年９月 间

辞职，由布朴诺夫继任。卢氏另被 任 命 为 在 苏 联 中 央 执 行 会 管 理 之 下 的 各

科学研究所管理委员会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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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的文化发达”

这个报告的题目，过去 十 年 来 的 文 化 发 展，是 一 个 范 围 极 广 的 题

目，决不能在人民教育的标题之下详细叙述到的。

政治经济与教育是不能分离的

列宁说政治的成就只有靠 提 高 大 众 的 文 化 程 度 才 能 获 得；这 句 话

是对的。在他的论协作的文章中，他这样地写着：“苏维埃政权一经确

立，凡我们所需要的，便是大众间的文化，以期实现社会主义。”

这种的处置问题的方法便须相当的注重一国文化的发展。

我们对于经济 及 文 化 之 努 力 〔赖 可 夫 （Ｒｙｋｏｖ）同 志 的 报 告 曾 经

说到〕，是到处可以见到的。但是这种努力不是对于现在阶段的我们的

经济及文化发展所特有的。这种努力即在十月革命的开始时已经有了。

我们学校的组织，在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及１９１９年 中，有 大 范 围 的 推 广，我

们目睹着大学校数的开始发 展。这 种 在 十 月 革 命 的 初 期 中 普 通 学 校 及

专门学校数目的增加，实足 以 表 明 我 们 对 于 教 育 的 愿 望 与 努 力，不 过

这和我们的物质可能性太不相应了。这样继续到１９２１年为止。在那时

候，我们觉得没有方法能使 我 们 实 现 我 们 的 愿 望，而 且 有 许 多 学 校 不

得不重新关门。

在１９２３年，苏俄境 （ＲＳＦＳＲ）内的人民教育的基础确立了。

在苏联境内的别的共和国因 为 他 们 的 教 育 委 员 的 设 置 迟 了 一 点，所 以

基础的确立，也稍稍迟了一点。在１９２３年，在教育领域上的地位已经

强固地恢复过来。民众对于 教 育 的 热 诚 一 年 发 达 一 年，而 实 现 这 种 努

力的物质基础也趋于愈益巩固了。

总之，联邦的人民是正 在 渴 望 一 种 普 通 的 初 等 教 育，故 像 在 宣 言

中所宣布的 （译者按：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５日发表

宣言，告苏联全体工人、贫农 及 红 军 与 各 国 无 产 阶 级 及 世 界 被 压 迫 民

族，宣言中有一段这样说：“七、在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２８年度国家预算为同

目的所规定的总数以上，拨给１，５００万 卢 布 为 建 造 在 乡 村 工 厂 及 工 作

区域的学校之用”）。当举行 十 月 革 命 十 周 年 纪 念 的 时 机，由 联 邦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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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给１，５００万罗布为学 校 用，一 定 能 受 人 民 特 殊 的 欢 迎。但 人 民 还 在

同样地要求设立更多的中等学校，民众的标语是：“给我们学校！”。

我们观察到人民对于教育 的 急 迫 要 求，这 个 急 迫 要 求 正 在 推 动 着

百万的劳动者和农民。

驱除文盲运动：教育

中央 统 计 局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所 发 表 的 最 近 资

料，证明我们国内消灭文盲的运动有不可抗的进步。在１９２０年，在苏

俄的欧洲部分，从１，０００个 男 女 中，有３５５人 是 能 读 能 写 的。到 了 今

日，这个数目已经增到４４５。在 过 去 五 年 中，我 们 可 以 得 到 约２８％～

２９％的一般进步的成绩。

妇女在读书写字的 知 识 上，是 比 男 子 落 后，但 当 过 去 五 年 间，男

子学习读写的人数虽增加了２５％，而妇女的人数却增加３２％。这种数

字是指苏俄而言，其他共和国是在例外的。

在这种根本的知识之 基 础 上，有 一 种 多 方 面 的 建 设 正 在 起 来。这

就是各种的高级苏维埃学校、工业学校、专门学校。

另一方面的努力是设立读书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ｈｕｔｓ）、图书馆和俱乐部，

用政治的启蒙以推广各种类 的 人 民 教 育。我 们 更 利 用 科 学 以 作 成 新 的

科学问题，以传布所获得的知识，以 应 用 于 实 际 的 事 业。此 外 还 有 艺

术，正在设法使之接近民众，以便促进社会主义的实现。

教育的财政基础

在１９１３年，由国家及地方预算所拨给人民教育的总数是２７６１百

万战前罗布。在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６年 度，由 国 家 及 地 方 预 算 及 由 交 通 人

民 委 员 项 下 （供 运 输 事 业 的 教 育 用）所 支 出 供 教 育 用 的 总 数，达

３０２６百万战前罗布。在 刚 过 去 的 一 年 即１９２６至１９２７年 度，由 上 述

同种预算中所支出人民教育经费，达３９６２百万战前罗布。

在１９１３年，在 国 家 预 算 总 额 中，教 育 费 占７７６％，在１９２５至

１９２６年度，占１０８８％；在１９２６至１９２７年度，占１０６３％。

本年的预算虽尚未完 全 编 竣，但 苏 联 的 人 民 教 育 费，无 论 是 绝 对

的与相对的，一定要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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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人民所支出的教育费如下：１９１３年 为２罗 布８可 比，１９２５

年至１９２６年度为３罗布８６可比；１９２６至１９２７年度为４罗布７９可比。

初等教育，第一级

在战前，１９１４年，学校总数约在１０４，０００所 以 上。刚 在 十 月 革 命

之后，当教育机关 积 极 增 加 的 时 期，初 等 学 校 总 数 多 至１１４，０００。在

１９２３年，学校数低至８７，５００；到１９２６至１９２７年度，增加至１０８，０００，

比１９１４年多３６％。在１９１４年，学生人数为７２百万，当学校组织急

速扩充的时期有９２百 万。最 后 在 去 年 有９９百 万，在 第 一 级 的 初 等

学校内。

目下，有６５％～７０％的儿童入学。苏维埃政府业已 决 定 这 样 的 伟

大工 作，即 推 广 学 校 组 织，直 到１９３３年，全 部 学 龄 儿 童 都 能 入 学

为止。

就性质上说，我 们 的 学 校 仍 有 许 多 地 方 要 改 进 的；经 费 不 充 足，

设备不完全，教师的教育常不圆满。

但四年学程的学校最近可 以 有 急 速 的 进 步。新 的 计 划 正 在 各 处 提

出；在这一点上一定可有许多成就。

我们学校的教育制度，已受 来 苏 联 参 观 的 外 国 教 育 专 家 及 学 者 的

盛大的赞许。这种由远离共 产 主 义 的 外 国 人 所 表 现 的 赞 许，证 明 苏 维

埃学校是世界主要的教育实验室。

以各民族语教授为基础的学校改组

在人民教育 上 最 重 要 的 要 素，是 为 了 重 视 各 民 族 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译者按：苏联国内包含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所用的语 言 各 不 相

同）。把所有学校一律改组，初 等 学 校 的 第 一 级，强 迫 实 施 这 个 改 组 计 划，

即使文化程度绝低的各民族。这 个 用 国 语 教 授 的 学 校 改 组，是 一 件 非 常 困

难的工作，因为在战前，绝对没 有 过 这 种 学 校 或 者 仅 是 极 可 怜 的。但 不 管

有多少困难，进步终能获得的。

譬如在乌克兰，用国语 教 授 的 学 校 数 每 年 增 加，在１９２４年１月１日，

这类学校 的 数 目 占 全 部 学 校 的６６％；在１９２５年１月１日，占７７％；在

１９２６年１月１日，占７９％以上。同样，用国语教授的学校数的增加，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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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的其他共和国也能看到。

学龄前儿童的教育

从十月革命以来，在苏联的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已有了卓著的进步。

学校前期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的教育机关的大推广在革命以后即可看出。在

１９２０至１９２１年度，有４，７２３个幼稚园与托儿所 （Ｎｕｒｓｅｒｉｅｓ），收容２４５，０００

以上的儿童。当这种 种 机 关 停 止 接 受 国 家 的 补 助 而 专 靠 地 方 财 政 的 时 候，

他们的数目曾经 暂 时 减 少；但 在 近 几 年 间，已 经 重 新 增 加 了。在１９２４至

１９２５年度，有１，１３９个幼稚园与托儿所；第 二 年 度 就 增 至１，３６４个，而 在

１９２６至１９２７年度便有１，６２９个。收容儿童的人数也与之俱增。

近几年来 儿 童 游 戏 场 所 的 增 设，特 别 显 著。在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５年 度 为

１，５００个，到１９２６至１９２７年度，就 有４，０００个。在 眼 前 有２０万 儿 童 是 在

这些游戏场中消遣他们的时光的。

对孤苦贫乏 （Ｄ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斗争

对儿童间孤苦贫乏的斗争正 在 用 各 种 方 法 实 行。这 种 不 幸 事 现 在 逐 渐

消灭。无家的和无人看养的儿童 的 数 目 正 在 减 少，而 生 活 在 用 国 费 支 持 的

儿童之家的人数也复如此。儿童 们 现 能 享 受 较 好 的 生 活，且 从 事 于 生 产 过

程，有似青年工人。

乡村于减少无家儿童的人 类 上，已 做 不 少 工 作，有 许 多 这 类 儿 童 已 被

养育在他们自己的家庭里。

中等学校

中等学校 （ＭｉｄｄｌｅＧｒａｄｅＳｃｈｏｏｌ）的 大 缺 点，在 它 们 的 组 织 没 有 十 分

的扩张。它们所收容已经过第一 级 学 校 的 儿 童 不 过 十 分 之 一。但 苏 维 埃 联

邦已经超脱 了 资 产 社 会 秩 序 所 留 下 的 不 幸 的 遗 迹，也 是 一 件 事 实。故 当

１９２３年时，入学于中 等 学 校 的 学 生 数 早 比１９１４年 的 为 多；到 现 在 在 这 类

学校内的儿童的人数已比战前多过４％了。

说到中等教育有一件事必 须 指 出 的，就 是 这 类 学 校 所 采 用 的 制 度。在

苏俄 （ＲＳＦＳＲ）的，是和在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有根本的

不同。在苏俄有两 种 学 校：五 年 学 程 的 中 等 学 校，七 年 学 程 的 中 等 学 校，

而在乌克兰仅有一种一律七年学 程 的 中 等 学 校。另 有 三 年 学 程 的 称 为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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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的学校附属于此，专业学校之上为专门学校 （Ｃｏｌｌｅｇｅ）。

两种制度的中等学校的存 在，自 然 是 不 大 合 宜 的。但 无 论 哪 一 种 制 度

还得维持一些时候，为的要用经验来 证 明 哪 一 种 制 度 最 能 促 进 全 国 发 展 的

利益。

青农的学校

在苏维 埃 联 邦 中 有 一 种 特 殊 形 式 的 中 等 学 校，便 是 为 “青 年 农 民”

（ＹｏｕｎｇＰｅａｓａｎｔｓ）的学校。这类学校所授的教育在使青年农 民 成 为 一 个 有

协作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的知识的有教育者。

下列的资料可以表示 农 民 青 年 学 校 的 发 展。在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５年 度，这

类学校数凡２２９，学生数凡２０，０００以 上；在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６年 度，学 校 数 增

至４９１，学生数 增 至３６，０００以 上；在１９２６至１９２７年 度，学 校 数 凡６８６，

学生数近５０，０００。

工厂学校

工厂学校 （Ｆａｃｔｏ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是可列入中等学校的。

我们时常听见有人说，既然 全 国 工 业 化 发 达 的 结 果，可 以 减 轻 合 格 的

劳动者之工作仅至于管理机器，所 以 工 厂 学 校 已 经 是 过 多 了。这 个 见 地 是

错的，工厂学校是有各种继续发 展 的 可 能 的。但 这 须 由 推 广 这 类 学 校 组 织

竭力增多学生人数可以实现。可是在１９２３至１９２４年度在苏维埃联邦内仅

有７８９所工厂学校，在１９２６至１９２７年 度 可 有１，６７８所。在 这 期 内 学 生 数

由６０，０００增至１１０，０００。

职业教育

全国的工业化使得职业教育 成 为 我 们 文 化 上 最 重 要 部 门 之 一。这 里 必

须有一种密切的协作，一方面是 经 济 和 代 表 经 济 的 人 民 委 员，另 一 方 面 是

教育人民委员。

但这两者中间的协作在实 际 上 还 未 曾 实 现，为 了 这 个 原 故，所 以 对 于

组织专业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教育所做的工作尚未能充分满意。特别是低级的专

业学校在不利的状态中。这类学 校 仅 有 二 三 所，而 且 还 不 大 适 合 实 际 的 需

要。可见仍是沙皇 （Ｔｓａｒ）的 俄 罗 斯 的 遗 产。但 低 级 专 业 学 校 是 养 成 一 国

合格的劳动者所必需的，这种 劳 动 者 正 是 非 常 缺 少。有 的 省 份，因 为 缺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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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匠、马鞍匠、细木匠等，已发出许多怨言。

工艺学校

工艺学校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ｓ）的组织，和专业学校的组织一样，已为

我们从旧俄罗斯取过来，加以 扩 充 了。但 学 校 的 数 目，及 其 内 容 未 能 适 应

我们联邦各地方的性质和它们的 组 织 要 求。近 正 计 划 最 近 的 将 来 开 设 许 多

新的工业学校；这于改进这方面的事项上当有很多用处。

工艺学校组织的推广 及 学 生 人 数 的 增 加 都 是 极 大，自１９２０至１９２１年

度到１９２６至１９２７年度，工 艺 学 校 数 已 由５８５增 至１，０１７，即 差 不 多 已 加

倍；学生人数也由７０，０００增至１８０，０００，即增多两倍半以上。

专门学校与劳动者预备大学

沙皇俄罗斯在这里遗留给 我 们 一 种 遗 产，是 需 要 大 大 的 改 造 的。教 授

的纲要以及专门学校的制度都须 改 变，尤 其 是 国 家 已 需 要 尽 高 等 学 校 无 产

化的极重要的责任。

在目下，专门学校已显然成 为 劳 动 者 和 农 民 的 专 门 学 校，这 大 半 是 由

劳动者预备大学 （Ｗｏｒｋｅｒｓ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而起，劳动者预备大学是一种预备大

学，预备把俊秀的青年劳动者和农民送入专门学校中。

现在正在设想种种方法，以 改 进 劳 动 者 预 备 大 学 的 教 授，使 不 因 生 产

而妨害劳动者的学生。因此，教育人民委员规划夜间的教授。

我们的工作不在增设专门 学 校，而 在 改 进 它 们 所 授 的 知 识。在 我 国 急

须增设专门学校的时期已经完了，嗣 后 所 需 要 的 是 选 择 最 好 的 专 门 学 校 和

改进教 授 的 时 期。现 在 专 门 学 校 的 组 织 包 容 了 比 战 前 专 门 学 校 更 多 了

１６０，０００名学生。

以下的数字可以表示入学学生所属的社会出身。就１９２４年比较起来，

劳动者入 学 于 专 门 学 校 的 比 例 已 自１０％增 至２５％以 上，农 人 的 比 例 从

２２％增至２６％，虽 是 纲 要 （Ｓｙｌｌａｂｕｓ）所 定 的 要 求 提 高，但 党 员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及青年劳动者报名专门学校的百分比已经大 有 增 进。（现 在 的）

学生比往年的学生不同的所在，是对于他们所研究的功课发生深切的兴趣。

教授人员方面正渐渐地谋适合于 近 代 的 教 授 条 件 及 青 年 的 活 动。年 轻 的 受

科学的教育法的教师正在培养以便代老式的教授担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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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

教育人民委员的机关，无论 是 中 央 的 或 是 地 方 的，皆 正 在 用 热 诚 注 力

于政治教育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这方面。

这方面的第一步工作是消灭成人中的文盲 （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驱 除 文 盲 中 心

机关 （Ｃｅｎｔｒｅｓ）的 一 个 大 组 织 已 经 组 成。这 一 种 中 心 机 关 的 数 目 在１９２１

年为４１，０００，到现在差不多有４７，０００，学 生 的 数 目 也 已 由１００万 增 至１５０

万。在过去７年中，已约有７００万人受读书写字的教授。

一般人都能积极 的 参 加 废 除 文 盲 的 斗 争。现 在 这 个 团 体 “消 除 文 盲”

（ＡｗａｙＷｉｔｈ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约包括有２７，０００小组 （Ｎｕｃｌｅｉ）共有一二百万的男

子与女子，其中约６５％在乡村，３５％在城市。

普通教育机关 （学校、托儿所等）也必须列入政治教 育 之 内。在１９２１

年这种机关有７８０，而现在则有８６６，学生数 约 有１００，０００。与 此 并 行 的 即

为推广劳动者大学 的 组 织。目 下 我 们 有３１个 劳 动 者 大 学，有７，８６８个 学

生，他同时还在做工。

除出上述的普通教育机关之 外，尚 有 一 种 卓 著 的 工 作 由 男 女 劳 动 者 所

做的，就在乡间 读 书 处 担 任 教 授，这 一 队 青 年 劳 动 者 所 教 授 读 书 处 有

２２，０００处。

劳动者俱乐部的活动，能引 导 劳 动 大 众 到 俱 乐 部 来，消 遣 他 们 的 闲 暇

时间。有时候觉得俱乐部的功 能，在 教 授 及 组 织 的 活 动 上 过 度 一 点，设 置

了过多的功课。因此使许多劳动者对俱乐部望而却步，实因他们工作之后，

已感疲乏，再也不能用心之故。故 这 等 俱 乐 部 必 须 成 为 真 正 供 劳 动 者 休 息

和感官上娱乐之所。妇女在这个 工 作 上 必 须 占 主 要 的 地 位，她 们 在 这 方 面

已是证明为最好的组织者和领袖了。

在政治教育的阵线上，最近 已 发 现 一 个 强 有 力 的 友 军，就 是 无 线 电 话

（Ｒａｄｉｏｓ）。不过四年以前，还 只 有 少 数 人 能 明 白 无 线 电 话 的 意 义，大 部 分

人对于美国来的报 告 还 当 作 神 仙 故 事 似 的———如 说 无 线 电 话 可 随 时 放 送，

音乐演奏与讲演等可随时听到。但 到 今 日，差 不 多 城 市 中 的 每 一 人 家 都 已

装置无线电 话 机 了。现 有４７个 放 送 局 差 不 多 可 供 给 全 联 邦 人 民 的 四 分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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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也已有同等速率的发展。

在革命前，７５％的 影 片 是 来 自 外 国 的，其 余２５％是 很 没 有 价 值 的 作

品。现在我们 的 出 产 和 性 质 已 到 了 高 等 的 程 度，外 国 的 影 片 是 渐 渐 的 排

除了。

出　版

我们文化的进步，从我们出版业方 面 所 表 示 者，也 甚 显 著，我 们 发 行

了５５６种报纸，它们出版的总数达８００万份。这是大大的超过了战前新闻

纸销行的标准了。和战前的时候 比 较 起 来，对 于 民 众 所 发 生 的 影 响 已 经 是

无限增加了。

科学事业的出版也有同等 的 进 步。科 学 事 业 的 出 版 数，也 足 以 表 示 人

民对于科学书的兴趣的增加。１９１０年，算是这种出版业最兴盛的 一 年，有

新的出版书籍４６４种，但今年分类的新出版物共有９４５种。

科　学

科学于 社 会 主 义 的 建 设 是 非 常 重 要 的。据 苏 维 埃 联 邦 科 学 院 干 事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Ｕｎｉｏｎ）ＳＦＯｌｄｅｒｂｕｒｇ

说，苏联科学事业的进步是与１９２０年设置 “科学家物质地位改进中央委员

会”同时起的。从那时候起，科学已能向 着 系 统 化 的 方 面 发 展，科 学 家 的

工作，不仅在专门学校及科学研究机关里，很有一大部分是在国家机关里，

即从组织 联 邦 经 济 设 计 委 员 会 （Ｃｏ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Ｐｌａｎｎ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开始的。由此他们能确然的大有贡献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步。

在我们的科学上发达马克思 主 义 是 一 件 顶 重 要 的 工 作。这 里 我 们 就 必

须注重出版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 的 著 作，发 展 一 般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的 文 学

及新闻事业。另一方面还须使各方面 重 要 的 科 学 家 及 全 部 科 学 研 究 机 关 能

把握马克思主义见地的原则。

由革命所建立的马克思主 义 者 的 学 院，便 占 第 一 个 位 置，譬 如 马 克 思

恩格斯学院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它 由Ｒｙａｓａｎｏｖ同 志 主 持，在 它 的 组

织及科学劳动上，实可称为世界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机关。

其他如共产主义者学院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Ａｃａｄｅｍｙ）、列宁学院 （Ｌｅｎｉｎ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及许许多多 别 的 科 学 研 究 机 关，也 做 了 许 多 工 作。在 努 力 不 懈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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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马克思主义者的原理到各种科学研究的部门中。

苏维埃联邦科学院的活动在目下这个时期已有庞大的发展。

艺　术

民众、党及政府当局正在开 始 注 意 于 艺 术。我 们 已 能 在 一 方 面 看 到 创

造的艺术的活动之一般增进，在他方 面 看 到 在 艺 术 上 表 现 我 们 的 观 念 形 态

之趋势。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文 学 已 经 发 生，在 这 儿 已 有 些 惊 人 的 优 美 的

例子，值得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占一个永久的地位的。

我们的戏院，即在革命后最 困 难 的 时 期 中 还 是 好 好 儿 被 保 护 的，已 经

获得新力量的供应。所以到了现在，无 论 在 管 理 上、在 表 演 上，都 无 疑 的

是世界上顶好的。现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在我们的剧场里表演真实的生活，

有一种冲动要参与到文化发展的潮流中来。

刚在革命之后，我们的画家 及 雕 刻 家 因 脱 离 了 以 前 保 护 人 的 影 响，未

免有点恼乱。在最初一个时期，大 部 分 未 来 派 画 家 走 到 我 们 这 边 来，但 是

不能产生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当 时 所 希 冀 的 作 品。直 到 最 近，画 家 及 雕 刻 家

才确定了为民众的这条正路。美术家也能适合人民实际的需要而有成就的，

无论是用刷子或用凿子，皆觉得自己的作品已为民众所感激地接受了。

音乐的艺术也成就了伟大的进步。

民族文化

在沙皇统治时期，强迫一切 民 族 使 用 俄 罗 斯 语。十 月 革 命 宣 布 各 小 民

族的言语及方言有绝对平等的 权 利。现 在 在 各 民 族 落 后 区 域 的 儿 童，正 在

入学于学校，有许多工作是为传 布 民 族 文 学，训 练 妇 女 做 公 共 苏 维 埃 事 业

而做的。

人类社会必须在谐和的改造 的 根 据 上 才 能 成 立，我 们 最 先 便 要 保 证 少

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根据各民族权利平等的民族文化的发展。

下 一 代

我们文化发展的 最 重 要 中 枢 之 一 是 共 产 青 年 同 盟 （Ｙｏｕ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Ｌｅａｇｕｅ），它的发达同时即表示全联邦文化的庞大发达。

这一代固然差不多是为我们最 活 动 的 协 作 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所 有。但

下一代是要属于我们先锋 组 织 （Ｐｉｏｎｅ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的 少 年 所 有，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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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正在继续着这一时代。这 儿 正 有 一 支 有 力 的 同 盟 者 在 发 展，他 们 是

成功者，我们可以毫无恐惧地把建设人类新社会的大事业交给他们。

　　

西欧诸国的全部文化发展是 为 适 于 个 人 利 益 的 满 足；然 我 们 的 文 化 是

向着全人类文化进步及改进生活标准的目标而进行的。

我们最好要知道这个区别，假 使 我 们 到 外 国 去 参 观。当 我 们 从 一 个 富

有的外国回到我们穷苦的苏维埃 联 邦 的 时 候，我 们 觉 着 一 种 深 切 的 愉 快 的

感觉，便是工 作 的 愉 快，在 我 们 本 国 的 我 们 自 己 主 义 的 愉 快 （热 诚 的 鼓

掌）。

对于卢那察尔斯基报告的决议案

自伟大的十月革命解放劳动阶级及农民脱离沙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压迫，

且建设经济的社会主义组织之 基 础 以 来，已 经 十 年 了。这 个 伟 大 的 革 命 尚

有更远大的影响及于大多数民众的文化与教育之根本的改造。

从前人民的教育完全操于有 产 阶 级 之 手，沙 皇 帝 国 是 一 个 人 民 的 大 监

狱。残酷的Ｒｕ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ｏｎ是沙皇统治的主 要 方 法 之 一。受 这 种 大 力 量 压 迫

的人民是被剥夺了一切文化发达 的 可 能 性 的。各 民 族 甚 至 被 禁 止 设 立 他 们

本地语言教授的初等学校，文化 落 后 的 国 家 处 于 最 不 幸 的 地 位，它 们 是 长

在最黑暗的精神状态，而且缺乏 文 化，因 之 得 用 异 常 野 蛮 的 方 法 去 榨 取 他

们，分裂他们。但十月革命对于 这 一 切 宣 告 终 结，且 把 促 进 大 众 的 文 化 作

为最先目标之一种。

已经夺取政权的我国劳动阶级进 而 证 明 负 荷 新 的 人 类 进 步 的 责 任 是 真

理。无产阶级一面推求增高文化 与 知 识 的 方 法，同 时 即 用 热 诚 努 力 于 苏 维

埃联邦全体劳动者及一切民族的发展与开明。

由十月革命所产生的伟大 的 文 化 革 命，将 有 成 功 的 结 果，因 为 它 是 以

在城市和乡村的几百万劳动者之 活 动 与 创 造 力 为 根 据 的。这 是 完 全 由 于 十

月革命，使我们的国家得从野蛮 的 过 去 的 骸 骨 自 行 解 放，能 主 持 文 化 的 进

步，且开辟建设社会主义之路。

世界上没有别个国家能像苏 维 埃 联 邦 那 样 宣 告 男 女 完 全 平 等，且 那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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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诚地一致地坚持这个原则的。

苏维埃联邦在保护母性及儿童方面，占欧洲第一个位置。

在反抗封建主义的革命的斗 争 时 期，资 产 阶 级 被 卷 入 于 反 抗 为 封 建 秩

序根本台柱之一的宗教的斗争中，且 常 企 图 把 文 化 从 宗 教 解 放 出 来 的 问 题

放在最前战。但在跟着来的一 个 时 期 中，无 产 阶 级 的 革 命 运 动 开 始，资 产

阶级反转依靠宗教，且与牧师 结 成 联 盟。只 有 在 苏 维 埃 联 邦，它 宣 言 每 个

人民有信仰的自由，继续地努力 扩 清 成 人 的 心 理，特 别 是 新 兴 时 代 人 的 心

理，使脱离宗教的偏见。这里苏 维 埃 联 邦 在 反 抗 宗 教 的 斗 争 中，除 采 用 彻

底的教导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方法之外，没有别 的 方 法，我 们 广 大 的 国 家 的

文化发展，从宗教的监狱里解放 出 来，是 第 一 种 完 全 根 据 实 在 科 学 的 基 础

的人类文化。

只有在苏维埃联邦 中，我 们 发 现 一 致 的 完 全 的 遵 守 人 民 平 等 的 原 理。

属于苏维埃联邦的人民是平等的，他 们 的 民 族 文 化 的 发 展 是 由 无 产 阶 级 专

政的帮助而得继续。他们是被组织在一个人民的自由团体中。

苏维埃联邦的中央执行委员 会 很 满 意 的 观 察 到，就 是 感 谢 劳 动 者 合 农

民的大部分民众的努力，在十月 革 命 以 后 的 十 年 之 终，能 够 在 提 高 苏 联 劳

动民众及各民族的文化与教育 上，获 得 胜 利 的 结 果。人 民 的 普 通 初 等 教 育

已大有进步；驱除成人文盲的工 作 正 在 勇 猛 地 继 续 着。学 校 的 组 织 已 大 加

扩充，所起草的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４年 度 的 计 划，能 使 我 们 实 现 普 通 学 校 教 育 的

普及。各种样式的中等学校继续 的 需 要 为 国 家 养 成 半 熟 练 的 劳 动，且 把 已

经预备好的及对社会有用的青年 送 到 专 门 学 校 中 去。政 治 教 育 的 工 作 是 得

了俱乐部、图书 馆、读 书 室、人 民 集 会 所 （Ｐｅｏｐｌｅ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剧 场、电

影、无线电、劳动者大学的夜学 校 等 密 切 的 组 织 的 帮 助 而 进 行 的，且 普 及

到劳动阶级及农民的大部分人。

十月革命本身规定了扫除城 市 与 乡 村 人 民 间 的 文 化 差 别 的 工 作，现 在

苏维埃联邦正在努力不懈地做这工作。

对于创设劳动者康 健 的 劳 动 及 生 活 条 件 的 工 作，也 正 在 大 大 地 努 力，

其结果于传 染 病 的 减 少，死 亡 率 的 降 低，特 别 是 婴 儿 死 亡 的 大 为 减 少 中

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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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民族的文化发展正在急 速 进 行，有 比 例 地 提 高 我 们 联 邦 的 集 体 的

文化水线。

一切文化工作的实施是根据 于 奉 行 劳 动 者 解 放 的 主 义，及 依 共 产 主 义

的精神训练新时代人的根本观念。

苏维埃的出版物和资产阶级 的 大 不 相 同，后 者 是 专 供 剥 削 及 欺 骗 民 众

的有力工具，前者是为劳动者服役，并告诉他们以真正的真理。

苏维埃新闻纸深入于国家 最 偏 僻 的 处 所，用 各 民 族 的 语 言 印 行，销 数

远胜于战前。几万的劳动者与农 民 通 信 员 向 这 种 报 纸 投 稿，所 以 它 能 和 实

际的人民大众有极实际的接触。

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已使苏维 埃 政 权 负 起 创 造 劳 动 者 及 农 民 的 知 识

者的非常繁复的工 作，这 种 知 识 者 在 资 格 上 并 不 劣 于 我 国 以 前 的 知 识 者，

或资产阶级国家的专门家，但同 时 仍 与 劳 动 阶 级 有 最 密 切 的 接 触，且 具 有

极透彻的革命意识的。在这儿，我 们 也 已 得 了 大 的 成 功：在 人 类 历 史 上 第

一次有几十万的劳动者和农民以及他 们 的 儿 童 能 以 接 受 他 们 在 最 高 知 识 上

的享受，这是要感谢我们的劳动者预备大学及专门学校的。

革命已经证明能使国家的科 学 力 量 有 最 大 限 度 的 效 用，其 结 果 不 唯 已

有一种远超过革命前标准的科学 的 创 造 的 成 绩，而 且 证 明 科 学 对 于 生 活 的

具体需要和在苏联内建设社会主 义 的 工 作 上 是 最 能 完 全 的 适 应。最 大 的 成

就是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在 社 会 科 学 方 面，资 产 阶 级 否 定 这 个 原 则———

科学的马克思方法———基石；但 在 苏 联，由 列 宁 的 教 训，已 能 使 马 克 思 主

义思想的根本原则应用到公众生 活 上 最 多 样 的 部 分，马 克 思 主 义 者 思 想 的

第一个真正地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苏维埃联邦已经想尽各种方 法 来 保 护 过 去 的 艺 术 宝 藏，且 使 这 种 种 能

完全接近于劳动大众。

另一种工作是发达新 文 学，游 戏 场，促 进 绘 画 与 雕 刻，音 乐 与 电 影，

且使它们能再生产革命的实体，又 能 满 足 我 们 大 创 作 时 代 的 要 求。这 里 艺

术不复成为富人的专有品，而是 愈 成 为 劳 动 阶 级 所 共 有。能 利 用 艺 术 以 促

进国民文化，或觉醒苏联一切民族的创造力，乃是十月革命以后才有的事。

在苏维埃联邦过去十年间文 化 进 步 上 所 得 的 大 成 功，大 半 是 赖 民 众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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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如各工会、共产青年同盟、各协作社及各志愿团体等等的努力。

这些是苏维埃组织十年的 成 绩，虽 然 在 这 十 年 的 起 初 五 年 是 内 战、饥

馑、传染病及一切损失的艰难时期，可是仍有这种成就。

苏维埃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在 比 较 过 去 十 年 间 苏 联 人 民 的 文 化 发 展

上，认为这是它的责任，就是代 表 国 家 劳 动 阶 级，致 谢 于 那 些 做 教 育 及 文

化的工作者，他们在最艰困的几 年 中 已 能 忠 实 于 他 们 的 使 命，且 已 找 出 和

无产阶级友好的共同工作之路，以廓清过去时代最后的骸骨。

苏维埃联邦的中央执行委员 会，一 方 面 固 然 能 满 意 于 国 家 一 般 的 文 化

的进步，但他方面鉴于革命的高 等 目 标 及 人 民 对 教 育 的 要 求，故 以 为 所 已

得到的那些东西决不算是充分。苏维 埃 联 邦 的 中 央 执 行 委 员 会 因 此 有 注 重

继续的不懈的做提高国家文化的 工 作 的 必 要，且 委 托 苏 维 埃 联 邦 政 府 要 用

各种可能的方法促进这个目标的 实 现：把 这 当 作 联 邦 共 和 国 及 自 治 共 和 国

协作活动的主要工作之一。在现在当 跨 上 苏 维 埃 革 命 第 二 个 十 年 的 门 阀 的

时候，中委会以为必须把文化进步的 整 个 主 张 视 为 国 家 改 造 的 统 一 社 会 主

义计划上所不能分离的一个要素，也 当 视 为 国 家 工 业 化 的 工 作 上 所 不 能 分

离的一部分，一段落。

苏联中委会重视由十月革命所宣 布 的 各 个 民 族 有 独 立 的 国 民 文 化 发 展

的权利，一种规定苏维埃联邦宪 法 中 的 权 利，且 宣 言 一 切 人 民 的 国 民 文 化

的发展，还要继续接受未来的苏维埃政权的赞助。

依据以上所述，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

一、确实地系统地强固苏维埃联 邦 内 社 会 的 及 文 化 的 工 作 之 物 质 的 基

础，这样可使这种工作发展的速度不致落后于国家一般经济发展的速度。

二、把下列那种工作列入苏 维 埃 联 邦 的 政 府，及 联 邦 内 各 共 和 国 与 自

治共和国的政府之最重要的当 前 工 作：设 立 普 通 初 等 教 育，消 灭 成 人 中 之

文盲，消灭儿童的贫 乏 孤 苦，增 进 人 民 健 康 的 工 作 与 生 活 的 环 境 的 计 划，

训练人民健康的习惯与卫生，大规模 的 专 业 教 育 援 助 劳 动 者 大 学 的 夜 学 校

及劳动者学程，收容劳动者及农 民 的 广 大 群 众 到 专 门 学 校，改 进 高 等 教 育

机关使担任对苏维埃国家有价值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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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毅力进行提高文化落后诸国①的文化程度的工作。

四、继续做提高城市及乡村劳动妇女的文化程度的更严重的工作。

五、继续做有系统地改进从事文 化 及 科 学 工 作 的 一 切 劳 动 者 之 物 质 地

位的工作。

六、继续做更增进艺术文化且使它容易接近于劳动大众 （剧场、电影、

音乐、绘画）的工作。

七、为使一切文化发展的趋势合于社会主义起见，我们必须：

（甲）用集团主义 及 国 际 劳 动 者 团 结 的 精 神 进 行 文 化、教 育 及 训 练 的

工作。

（乙）继续我们的努力，引导劳动者及农民的广大群众，以及他们的公

共团体组织，参加建设的工作。

（丙）扩大在发展社会 主 义 工 业 上 所 需 的 合 格 劳 动 者 的 队 伍 （Ｃａｄｒｅｓ）

及乡村趋于社会主义的指导。

（丁）继续做养成苏维埃联邦人民间劳动者和农民的知识者的新队伍的

工作，且从这等 人 中 间 引 出 为 科 学 事 业 及 研 究 所 需 要 的 最 高 级 合 格 的 工

作者。

如果苏维埃联邦的劳动阶级跟从 这 条 路 且 用 在 内 战 中 及 在 经 济 衰 败 时

期奋斗的同样能力来专注于社会 主 义 文 化 发 展 的 主 张。再 加 上 俄 国 劳 动 农

民的帮助，那么在争取我国最后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上是会成功的。

问题

１．苏维埃教育的根本目标及当前任务是什么？

２．苏维埃教育的理论根据有哪几项？

３．苏联的教育行政和别的什么机关相联络？为什么要这样？

４．试比较美国教育和苏维埃教育之不同。

５．苏维埃俄国的儿童及青年和别国的儿童及青年比较起来有何不同？

① 〔特编注〕文 化 落 后 诸 国，指 苏 联 境 内 一 些 边 远 地 区 的 加 盟 共 和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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