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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简介

陈独秀（１８７９－１９４２），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微怀宁

（今属安庆市）人。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是新文化运动的

倡导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

一。１９０３年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１９１５

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１９１６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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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北京大学教授。１９１８年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

宣传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

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１９２１年３月

２４日，陈独秀受邀在广东建党；７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

大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

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１９２７

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其后，他坚

持错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国际托派的观点，要求

中共中央接受托洛茨基派路线，即以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

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１９３２年，陈

独秀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

被国民党政府逮捕。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

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

和抗日军队。１９３８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

此与中共彻底决裂。１９４２年５月，于江津病逝。主要著

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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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生涯

木铎生涯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前，陈独秀的主要社会职业是教

员。在教育领域中他堪称是一位勇于破旧立新的闯将。

他具有随时代进步的革命立场，是一位以教员为公开身份

的革命者。

１９０５年，２７岁的陈独秀初涉庠序，在芜湖安徽公学任

国文教员，同时与该校体操教员柏文蔚、师范班学生常恒

芳共同发起组织以武力推翻清廷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岳王

会”。木铎兼兵革，一身而二任，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位单

纯养家糊口的教书先生。

１９０６年３月，陈独秀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共创“徽州公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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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即徽州初级师范学堂，任该校“监学”并兼任教育、地

理、东语等课程的教员。在此他开始涉及教育行政工作，

还直接讲授教育学课程，这不能不使他以较多精力去研究

教育工作规律，也为他日后提出教改积累了经验。这年夏

天，他又与章士钊、苏曼殊同在皖江中学任教。

１９０８年秋，陈独秀由日本回国度假。１０月，应安徽教

育总会之邀，在该会秋季大会闭幕式上讲话，主张教育

改良。

１９０９年底，陈独秀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

同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时，他起草革命檄文多

篇叫人张贴。

安徽光复后，陈独秀于都督府秘书长卸任后创办安徽

高等学堂，任教务主任，后因被守旧派学生排斥而辞职。

１９１７年１月，陈独秀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

科学长。陈独秀在北大约３年时间，其间他在蔡元培支持

下，对北大文科进行整顿和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

遭到攻击和非议。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腐败积习深重。

据张国焘回忆，当时学校“设备仍极简陋，教授多是一些老

八股、洋进士之类”，学生中也有人“捧女戏子”。蔡元培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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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后，决心改造旧北大，特别是文科，为此特邀以主办

《新青年》而享誉学界的陈独秀主持文科大政。陈独秀到

任后即请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钱玄同、章士钊等

为教授，对文科进行整顿和改革。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

刊》上发布多份《文科学长告白》，宣示整改措施。首先，严

明教学纪律，完备请假手续，严格考试和升留级制度，防止

混文凭现象。其次，为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对现有

课程作了调整，取消所有课程一律必修的规定，允许学生

自由选修旁门和其他年级功课。预科学生可选较实用的

自然科学课程，在史学科增设《东洋通史》，哲学科增设《化

学发达史》、《地质学方法论》等课程，借以扩大学生的基础

知识和改变知识结构。第三，加强学生外语能力和研究能

力的训练。１９１８年９月，陈独秀在开学典礼上指出，大学

生的学习目的在“研究学理”，要“注重外国语”，废讲义和

多看参考书。要求文科各门任课教员开列本门课程“至不

可少”之参考书目“以备摘要购置”。

在培养学生思想品德方面也颇为用心。他身体力行，

率先加入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以严格师生人格修养为宗旨

的“进德会”，为甲种会员。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以北大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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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创办学术团体和刊物，开展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

科学两面大旗。陈独秀被守旧派所切齿，他们造谣中伤无

所不用其极，甚至通过某些国会议员施加压力，要求北大

解聘陈独秀。蔡元培迫于压力，只好废学长制，陈独秀只

任教授。陈独秀的教育改革虽然遭到挫折，但他在中国近

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１９２０年初，陈独秀离开北大南下。２月，在武汉高校

发表《新教育的精神》等几篇有关教育工作的讲话，引起反

动当局的恐惧和不满。３月底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教育缺

点》，对旧教育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的弊端予以猛烈抨

击。同年底，陈独秀应邀赴广东主持教育工作，提倡新思

想，发展新文化。１９２１年１月２日，陈独秀在广州高师发

表演说《新教育是什么》，表明他的认识又达到了新的高

度。同时，他“据理力争”，顶住顽固派的压力，在广东省立

一中首创中学男女同校并取得成功。９月，陈独秀因主持

中共党务的需要，坚辞粤方教职。至此，即全身心投入大

革命的洪流之中。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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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偏救弊

陈独秀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先驱，其教育思想必然作为

封建教育的对立物出现，表现了批判精神和战斗风格。

陈独秀认为，教育改革应从教育对象、教育方针和教

育方法入手。而三者之中，“以教育之方针为最重要：如矢

之的，如舟之舵”。关于如何确定教育方针，他列举了欧美

各国著名教育家的主张，认为其“共通之原理”不外“智德

力三者并重而不可偏倚”。他吸取各家之长，认为“理无绝

对之是非，事以适时为兴废”，“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

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因此，制定教育方针的原则应

是“去短择长，弃不适以求其适”，换言之，即“补偏救弊，以

求适应世界之生存而已”。可见，在如何办教育的基本思

路方面，陈独秀是主张学习西方近代教育的，但并不盲目

地机械搬用，而是有所批判和审视。具体地说，教育方针

要“外览列强之大势，内鉴国势之要求”，根据国家的需要

和外部形势而确定。陈独秀很清楚，当时的国家政权并不

能真正代表国家，国家对教育的指导，仍然是尊孔读经，读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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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做官那一套。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教育的基本要

求应是了解人生之真相；了解国家之意义；了解个人与社

会经济之关系；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一句话，教育的目

的在于使受教育者具备个人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与技能。

陈独秀提出这个方针，就是要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

育（即他所说的狭义和广义的教育），使“昏惰积弱”的国民

警醒奋发，急起直追，迅速赶上世界潮流，缩短和西方资本

主义列强的差距，以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适应“世界之生存”，陈独秀又提出现实主义、惟民

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四个原则，其精神在于强调教

育要面向现实，促进民主，增进生产，以积极态度对待人

生，反对虚幻迷信、专横暴戾、游手好闲。他敏锐地看到，

现时的世界即“经济的世界”，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

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而中国在封建教育束缚下，“功利

货殖，自古为羞”，不重视生产，以致“生寡食众”，在此经济

竞争激烈之秋，要存在下去，“不其难乎”。除对封建社会

轻视生产劳动和商品交换的传统观念尖锐批判之外，他还

主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有生产技能的社会劳动者，

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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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强调实用，是陈独秀的一贯主张。早在

１９０６年任教于安徽公学等校时，他就以极大的勇气和魄

力压减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经学课，由此引起当局不满。

是年６月，太平府署理汪昌麟到安徽公学等三校视察后，

向省学务处报告说：“三学堂教科，经学最少”；“课本亦多

东洋……重外轻内”；指责陈独秀“不以学堂为修业之地，

转学堂为护身之符”，“似有背奏定章程”。汪昌麟表示要

对三校进行整顿以“严加约束”，并要求上司授权“随时督

察该三堂，循名核实，遵守定章，保存国粹”。反动当局的

态度完全可证实陈独秀在教育改革上的坚定立场。

１９２０年，陈独秀赴粤主持教育。提出教育改革三大

纲领：把教育分为未成年教育、成年教育和专门教育三个

层次，对未成年教育要分期做到“绝对普及”；成年教育应

纳入社会，通过各种社会设施进行；专业教育中应以工业

教育为主，除大学工科外，还要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

种工业学校。陈独秀认为，西洋的进步，国力的强盛，是逐

步实现工业化取得的。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孔孟经书害

人，人们只知读书做官，于国家大事麻木不仁。由此可见

他对改造社会的远见卓识。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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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法西洋

这说的是教育方法问题。陈独秀对事物一向有自己

独立的判断力，无论是老祖宗或西洋，都不盲从。但在教

育方法上，他却旗帜鲜明地提出“取法西洋”。１９１７年７

月，在北大文科学长任内，他曾赴天津南开学校作《近代西

洋教育》演讲。他说指出，“取法西洋”既非盲从西洋，也不

以东西方势力大小为依据，而是个“是非问题”，是因为“西

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这个结论原则上说是正确的，尽

管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还不能把当时东西方的

差别概括为两个时代的差别，但已能从政治经济制度的优

劣，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经济实力的强弱，精神风貌的差异

等得出一般性结论。以落后学先进正好反映出事物发展

的客观规律，这也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以救亡

图存的总构想在教育战线上的反映。

应该看到，陈独秀主张学习西洋，并非胡乱抓上一把，

以读几本洋文书，学一点理化博物为满足。这种情况在清

末民初的新式学堂中不在少数，所以教育改革收效甚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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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培养人才。人的善恶智愚和

先天自然有关，但其后接受教育的影响则不能否认，如木

材只有经过加工才能成为器具一样。未受教育的人，好像

生材；已受教育的人，好像做成的器具。“人类美点，可由

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这就

是说，教育是加工过程，而加工的对象是人，应该在这个认

识基础上选择学习近代西洋教育。他提出：第一，自动的

而非被动的，启蒙的而非灌输的。这说的是教育方式方法

上如何正确处理教学双方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旧教

育和西洋古代教育，一心只要学生读万卷书，做大学者，多

半采用灌输的办法，对儿童心理，人类灵性则“一概抹煞”。

这样教出来的人只是“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没有

真实见地。他赞扬近代西洋教育的启发式教授法，能使人

类固有的智慧得以自由发展。第二，世俗的而非神圣的，

直观的而非幻想的。陈独秀赞扬欧美“注重职业”教育，所

教功课，“无非是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一切煮饭、烧

菜、洗衣、救火、救溺、驾车、驶船等事，无一不实地练习。

他认为教育“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

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这正反映了教育对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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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人的特点。第三，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陈独秀

严厉抨击旧教育只知读死书而不重视体育的弊端。他说，

学生死读书的结果是“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

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因此，应使

学生“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但陈独秀也注意

到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教授方法

并非一概是“教训式”的，欧美各国的现代教授方法也并非

一律是启发式的。例如中国的孔子在回答诸弟子问孝问

仁时，就没一个相同的答案，这正是孔子“因材利导启发式

的教授方法”。说明陈独秀在阐述教育思想时已对中国传

统文化采取了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综合起来看，陈独秀

已开始认识到教育对象应该得到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改良社会

１９２１年１月，已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发表

了《新教育是什么》的演说，对新旧教育的差别和对立作了

进一步探讨，表现出开始运用马克思基本原理探索教育规

律的意向，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笼统地主张学习西洋。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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