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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简介

丘逢甲（１８６４—１９１２），近代诗人，教育家。字仙根，又

字吉甫，号蛰庵、仲阏、华严子，别署海东遗民、南武山人、

仓海君。辛亥革命后以仓海为名。祖籍嘉应镇平（今广东

蕉岭），生于台湾省苗粟县。后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回台

讲学于书院，入巡抚唐景崧幕府。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

割弃台湾，丘逢甲联合台绅驰电抗议，并倡议自救，率义军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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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登台日军。失败后离台内渡，定居镇平，往来潮、汕、

广州之间，一度赴港、澳、南洋等地，曾与康有为、梁启超会

晤。后顺应时代潮流，从赞同维新保皇逐渐倾向革命，掩

护同盟会员的反清活动，致力于兴办学校，推行新学，培植

人才。先后担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

东咨议局副议长等。民国成立，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

加筹组临时政府，被推举为参议院议员。１９１２年初，扶病

南归，随即病故。代表其诗歌思想、艺术成就的是内渡后

的作品。这部分诗约１７００多首，以怀念台湾和感愤时事

之作最为突出。诗集主要有《柏庄诗草》、《岭云海日楼诗

钞》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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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丘逢甲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早在抗日保台斗争以

前，他便在台湾积极从事教育以报效祖国。内渡以后，他

更是锐意于兴学启民智，向封建传统教育挑战，积极创办

新学，在粤东劝办学校以百数，桃李满天下，“学生出其门

者千余人”，“在其兴学十余年中，培植人材至多。广东革

命志士，多半出其门下。”

中国近代教育的起步是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的。第

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分化为顽固派

和洋务派。洋务派在搞洋务的同时，也对封建传统教育作

了一些革新，提倡新教育即办西学。其主要内容有三：一

是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专门人才。学生除学习西文（外

国语文）外，还学习经学、史学、算学、词章等。二是开办专

业技术学校，如电报学堂、西医学堂等，培养专业技术人

才。三是创办军事学校，如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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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培养军事指挥人才。这些，对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起了

一定的作用。

但是，洋务派新教育的中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其实质就是以中国封建主义的旧学为一切政治、文

化教育的主体，特别是把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三纲五常”

的伦理道德作为一切政教的中心。尤其注意“君为臣纲”，

丝毫不准触犯封建专制的君主政体。在这个原则下，可以

用西学来巩固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

戊戌维新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所标榜的“自强求富”完全

破产。于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普及近代教育的

紧迫性，并采取了“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和设立报馆”等途

径来推行改良主义教育，力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

造封建主义的旧学。他们虽然和洋务派一样，也提出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洋务

派提倡的“中学”，主要内容是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维

新派提倡的“中学”，其主要内容则是指君主立宪制度。而

且，维新派所提倡的西学，除了包括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

方先进的专业技术之外，还包含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社会政

治学说，目的在于提倡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和科学学

说。所有这些，都为国民思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有力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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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丘逢甲也是维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康有为等在北

京推行维新变法运动时，丘逢甲正在粤东一带讲学。他先

后受聘于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和澄海景韩书院任

主讲。对传统封建教育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开创了

新教育的先声。

废科举兴学校

丘逢甲首先猛烈抨击封建教育制度，极力主张废科

举，兴学校。丘逢甲年青时中进士，居京期间，目睹官场吏

治腐败，遂放弃仕途，返回台湾兴学以寻求救国之术。先

后主讲于台中府衡文书院、台南府罗山书院和嘉义县崇文

书院。此时，丘逢甲已深感旧时括帖之学，无裨实用，故以

中外历史为授课重点，传播西方文明，且勉励学生，勤阅报

章，关心国家大事，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抗日保台失

败内渡大陆后，他更是尖锐揭露封建教育制度的弊端：“其

上自王公大臣，而下至百执事，叩以六洲之名茫勿知，询以

经世之条瞠勿答。遇交涉则畏首畏尾，值兵争则百战而百

败。其负文学重名而自命通才者，亦不过求之训诂词章，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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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吾学之能事已毕。语以贫弱，则曰吾学不言富强；语

以危亡，则曰是有天运。通国之人心若此，士习若此，无惑

乎外人竟嗤我为睡国，比我为病夫，夷我为野蛮、为土番

也。”极力主张科举必废，劝导青年“毋亦为科举所累”，并

“专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学课士”。

建师范和女子学校

丘逢甲冲破传统观念，在兴办新学过程中，创办了师

范学校和倡办女子学校。内渡后，丘逢甲更“深慨中国之

弱，由于不学也，因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

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而致力于创办新学堂，先后劝办

学校以百数。由于师资严重不足，为了培养师资，发展新

式教育，他不辞劳苦，多方联络，筹集资金，聘请教师，终在

１９０４年夏天，在镇平县（今蕉岭县）县城桂岭书院旧址，创

办了第一所专门培训小学师资的学校———镇平初级师范

传习所。次年，又在员山创兆学堂附近设师范传习所，专

门培养闽、赣地方小学教师人才，以支持各地办学，成为我

国最早创办师范学校者之一。

丘逢甲还冲破封建传统观念，把妇女的觉醒和中华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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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振兴联系起来。１９０２年，他为陈撷芬女士创办的《女

学报》题诗一首：“唤起同胞一半人，女雄先出唱维新。要

修阴教强黄种，休把平权笑白民。拾翠尽除闲著作，炜彤

兼复古精神。大江东望文明水，遥祝飞行比电轮。”为了促

使女性的觉醒，他大力提倡兴办女子小学。１９０９年７月，

广东咨议局成立，丘逢甲当选为副议长。于是，便和其他

议员一起，联名提出了“振兴女子小学”的议案：“女子为教

育之根本，尽人而知，乃我省之女子小学寥寥无几，而于外

州府尤甚，风气未开，故也。为开通风气计，则女子宜先从

小学入手。”还具体规定：“凡府及直隶州均设女子师范一

所，并附设初等女子小学，其州县不能设立师范者，亦必先

设立女子小学以为倡。至已设女子小学一时教员难得者，

不必拘定女师，即暂延男师者亦可。”在他的倡导下，广东

女学得以兴起发展。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丘逢甲倡导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丘逢甲

在汕头创办粤东著名新式学校———岭东同文学堂时指出：

“国何以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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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民之智愚乌乎判？其学之有用无用判之也。”因此，要

培养有志于振兴国家、民族的新型人才，就必须从“德、智、

体”三方面严格要求。丘逢甲是个爱国者，因此，很重视爱

国教育，要求学生务必关心国家大事。他常说：“我国今日

之大患，乃在东西列强。”教导学生应把学习目的与民族前

途、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将来学成，要建立捍卫国家民族之

勋业。学堂的章程还规定：“来学生徒，以志趣远大者为

上，如性情浮滑、立心卑贱者，概不收纳。入堂后如有不遵

教规，酗酒，嗜烟，告诫不听者，即行辞退。”以造就一批热

爱国家、热爱民族，具有高尚情操的人才。

在智育方面，丘逢甲十分重视课程的设置。他打破旧

式书院只注重经学的框框，吸取近代的科学文明，除开设

文学、史学等课程外，还开设格致（物理）、化学、生理卫生、

算学等。此外，他认为学习外语很重要，而学日语、英语为

当前所必需，学生必须努力掌握。

在体育方面，丘逢甲特指定开设兵式体操课程，除操

练外，还特向惠潮嘉道台秦炳直申领枪枝弹药，以教学生

实弹射击，使能锻炼身体和练习保卫祖国的本领。每次体

操训练，他都在旁认真督课，足见其对体育之重视。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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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教学教法

丘逢甲努力改革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丘逢甲在创办新式学堂时，非常

重视教师的选聘。他多次强调，必须聘请品学兼优者为教

师。并要求教师不但要博学，更要心明即明白教育的内

容，了解教育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不

断提高教育效率。盲目施教，只能导致学生的学习走向歧

路。丘逢甲还提出，每次所教内容的多寡，应视学生的情

况而定，深浅应该适度。有些内容，还应反反复复，让学生

真明白内容。由此可以看到，丘逢甲要求教师的心明，包

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教学内容心明；二是对根据

内容而采取的教学方法心明；三是对自己的教育对象的程

度和接受能力心明；再有就是对自己的教育效果心明。真

正做到因材施教。

丘逢甲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要

求学生应多疑善问，勤于思考，学得生动活泼。他主张让

学生成为学习中的独人。他认为，一个有才能的学生，应

该是肯动脑筋，成为同窗中的独人，努力钻研问题，有自己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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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思考和独特的见地，在“众学同议之外”，有“与众有

异的主张”，“切莫人云亦云”，成为被人养在笼子里的“鹩

哥”（一种能学人说话的鸟）。

为了活跃学术气氛，丘逢甲还将“学堂分班教授，而学

生外另设一班，曰讲习班。凡未为学生而愿与本学堂相切

磋者，均可先行挂号，时到堂中研究一切”。扩大学生的视

野，并在互相争鸣、互相切中，增长知识，增强能力。

鼓励多种形式办学

丘逢甲不辞辛劳，四处奔波，鼓动多种形式办学。中

日甲午战争之后，丘逢甲常常痛感“以天下之大，四万万人

之多，而不振兴，而终借材异域，岂不可耻也欤！”于是他积

极倡导民间办学，并身体力行。他先在汕头创办新型的岭

东同文学堂，后在乡设自强社课，组织家乡青年自学。又

于邻邑劝办学校以百数。继而办初级师范学堂，办女子小

学。此外，他还根据中国的特点，创办族学。除自己在员

山、城东筹办两所家庭学堂，以始祖讳创兆名校外，还“派

宗人子弟前往闽之武平、上杭，邻之平远、嘉应、兴宁等邑

为同宗或异姓筹办族学，皆得先后成立，单以创兆名校之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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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氏族学，闽粤之间不下十数，他族踵为之。”使民办学堂，

遍地开花。

为了解决民间办学的资金问题，丘逢甲先后到香港、

澳门和南洋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募集办学资金。在他的

游说下，爱国侨胞纷纷慷慨解囊，捐资近十万元，有力地支

持了民办学堂，使韩江上下游的教育事业特别发达，学风

之盛，不下于其他流域。

统观中国近代教育史可以看到，洋务教育虽也提倡新

教育，但它丝毫不准触犯封建专制的君主政体。他们办新

教育的经费也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并常受当时海关税务

司赫德所支配。因此，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教

育的思想及活动，加深了中国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维新派创办和发展新式学堂，介绍“新学”，批判“旧学”，为

国民思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

维新派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文化

教育的发展。但是，康有为只是主张改革科举的文体，并

不主张全部废除科举制度，这就决定了他们无法彻底批判

封建的教育制度。

丘逢甲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能与

时代共进，不断地深化对传统封建教育制度的批判，不断地创

新。这就是他比洋务派和维新派办教育的高明之处。
·１１·

丘逢甲



教育兴国

丘逢甲从小就确立了爱国忧民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

任的大志。２６岁时，丘逢甲考中进士，弃官回台，锐意桑

梓教育，先后在几个书院讲学，宣传维新，影响很大。中日

甲午战争后，丘逢甲归返大陆，痛定思痛，从切身的体会中

更加认识到搞好教育，培养和造就人才的重要，再次走上

育才救国的艰难征途。丘逢甲内渡１７年，不辞劳苦，长期

奔波于潮、嘉、穗等地，积极倡导新式教育，主持创办过多

所学校，其中以“岭东同文学堂”最为著名。丘逢甲培养了

数以百计的有用人才，建树颇丰，为近代中国教育事业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教育思想也成为近代教育史上一

份宝贵的遗产。

１９世纪晚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帝国主义瓜分

殖民地斗争激烈，我国领土成了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台

湾孤悬海外，为我国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在这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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