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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

厦，号长素，后易号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等，世称“南海

先生”。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１８７９年开始接触西方

文化。１８８２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

１８８８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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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１８９１年后，他在广

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１８９５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

１３００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７月，他和梁启

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１８９７年，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辛亥革命后，康有为

于１９１３年回国，宣扬尊孔复辟。１９１７年，康有为和效忠

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

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１９２７年，

康有为病死于青岛。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

（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

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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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

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

儒家思想，１８７９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１８８２年，康有为到

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

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

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康有为义无反顾地向穷途末路的封建势力发起了进

攻。他创办学堂，传播变法图强思想，为维新运动培养干

部骨干；他多次冒死上书光绪，呼吁治定国是，立即变法；

他办报纸、组学会，为了变法维新事业，不惜流亡国外

１６年。

康有为把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作为进行维新运动、拯

救中国的手段。他感到，在一个民智未开、人才奇缺的国

家，要从事维新变法，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每一次重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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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变革，都必然要伴随一场大的文化教育运动，思想

解放运动。故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

界，莫亟于教育”。

１８９０年春，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居住在祖传老屋

“云衢书屋”，开始了传道授业的生活。

康有为办学的招生举行的是面试，他同应试者进行严

肃认真的谈话，主动向应试者介绍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

猛烈抨击汉学、宋学和八股训诂词章，指责教育界的积弊，

宣传孔子改制等一套新说。凡能接受他这惊世骇俗之论

的，即予录取。在康有为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思想，忠于

他的学说和事业的门生。

康有为的开门弟子是陈千秋。陈千秋十分仰慕康有

为敢于冒死上书皇帝，请求变法的大无畏精神，故特登门

求教。经陈千秋的介绍，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

生。当时梁启超的身份比康有为高，与生活坎坷的康有为

相比，梁启超真可谓是春风得意。８岁学诗文，１２岁补博

士弟子员，成为少年秀才，１７岁中举。但他在听了康有为

的独到见解后，毅然决定放弃举人之尊。

也许正因为梁启超有如此务实的胆魄，才使他在历史

上成了与康有为齐名的伟人。梁启超记下了他与康有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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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

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

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

而推陷廓清之。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

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

且文，且疑且惧，与通市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

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

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

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不少有志青年如徐勤等闻风而至，学生人数骤增至

２０余人，云衢书屋显然无法容纳了。１８９１年春，康有为便

将学堂迁入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４路长兴里３

号）。长兴学会，这个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第一个摇篮就

这样诞生了。在这里，年方３４岁的康有为“与诸子日夕讲

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

１８９３年冬，办学规模的扩大，学堂又迁至广府学宫文

昌殿后的仰高祠。康有为正式给学堂命名为万木草堂，其

意以树人如树木，寓培植万木，为国栋梁之意。万木草堂

的建立，标志着康有为教育救国的实践进入了新时期。此

时康有为名声鹊起，从游者岁增，动至数百人”。全盛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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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木草堂是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康有为特别重精神、贵德育。《长

兴学记》中，康有为要求学生要有“四耻”，即“一耻无志”，

“二耻循俗”，“三耻鄙吝”，“四耻儒弱”。“若有四者，不能

学道，愿深耻之”。康有为经常鼓励学生，要仿效勇于献身

国家富强的先辈，培养救国救民的使命感，责任感。据梁

启超回忆，康有为“每语及国事机理，民生憔悴，外海凭陵，

辄慷慨欷嘘，感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

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学生们从康有为身

上，直接学到了济世救民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

智育方面，康有为主张以孔学为中心，认为“百家皆孔

子之学”，“诸教皆不能出孔学之外”。“必知孔子改制《六

经》，而后知孔子之道”。同时，康有为也很强调经世致用，

课程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

失、政治实用学和群学。康有为希望通过中外历史的分析

总结，以作为维新变法的参考。康有为还很重视西学，他

要求学生学习泰西哲学，万国史学，研究万国政治，学习外

国语言文字及其自然科学。康有为规定，他的学生要读西

洋译述百数种，以此来打开学生的眼界，架起向西方学习

的桥梁，从而为国内的维新变法服务。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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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的革新

１９世纪末的中国，是存亡危急之秋，清王朝的腐败有

目共睹，任谁处在这个时代，温和的便主张改良维新，激烈

的便会要求革命。前者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为，他是改良

运动的维新人物，他处在那个时代，自认为要担负起一个

迫切的任务，必须打开主政者的眼界，给他们灌输维新变

法的思想。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中，变科举、废八股，兴学

校、育人才，派游学、译西书，倡平等、重女教等方面占重要

地位。康有为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人才的多寡和教育

的得失。他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强调教育在

改造社会方面的作用。他指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

之士少则国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原因“不在炮械

军器，而在穷理劝学”，“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他

要求仿照日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中国的文化教育。

１．变科举、废八股。在科举统治教育的封建时代，提

出变科举、废八股，是对封建教育的否定。１８９８年他上书

皇帝，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抨击八

股取士流弊，要求立即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他面见光绪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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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力陈八股之害。他说“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士虽

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

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改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

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至

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

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

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他要求改革教育制度：

“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

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

通方之学”，这样就可以求得各种人才。以后，多设学校，

教以科学，等到学校之风已开，就可以慢慢废除科举了。

他把变科举、废八股作为立国育才的大事，认为只有这样，

才能把青年从“唯事八股，只读‘四书’”的囹圄中解放出

来，把精力用在学习、研究科学知识、政治理论中去，为国

家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２．兴学校，从婴幼儿抓起。康有为一方面积极要求变

科举，一方面又积极提倡办学校。他把变科举比作治病时

“以吐下而去其宿疴”，把兴学校比作“宜急补养以培其中

气”。他要求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新式学校；他提议把

书院、祠庙改为学校，把庙产变为办学经费，并鼓励乡绅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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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办学。在１８９８年的《请开学校折》中，他提出关于学校

体系的设想：乡立小学，儿童７岁入学；县立中学，儿童１４

岁入学；省府立专门高等或大学，凡中学、专门学毕业者可

升入大学；在京师设一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康有为设

想的学校体系，实际上是希望在中国实施资本主义的教育

制度。

３．派游学、译西书。康有为在１８９８年５月的《请广译

日本书派游学折》中，力陈派游学、译西书的重要性。要求

清朝统治者效法日、俄的办法，“亟派游学以学欧美之政治

工艺文学知识，大译其书以善其治”。他建议在京师成立

译书局，主管翻译工作，各省也可成立译书局。除去由国

家聘请翻译人员外，私人也可译书，合格者予以奖励。他

认为仅靠翻译外国书籍还不可能全面了解外国情况，更不

可能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学习和研

究离不开实验和实习，没有先进设备，不实际操作是很难

掌握的。他建议，大县３人，中县２人，小县１人，全国大

约可派出３０００人去游学。除去国家派游学外，也应该鼓

励私人游学。康有为的派游学、译西书的主张，对变法维

新、发展我国的资本主义有积极作用，对以后留学制度的

建立也有影响。
·９·

康有为



４．倡平等、重女教。康有为主张男女平等。他针对封

建制度下男女不平等，妇女受压迫的现实，大声疾呼给妇

女以平等自由，请求清帝下令铲除缠足陋习，保护妇女健

康，违者重罚其父母。在他理想的大同世界里，“男女平

等，各有独立，以情好相合”，女子一切与男子无异。在教

育上不分男女，女子学习以后也同男子一样工作。凡妇女

学有成就，可以为官、为师。用人的标准但问才能，不应有

任何限制。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封建礼教

严重束缚妇女的中国，上述思想极为可贵。

学前教育论

康有为首先论述了胎教的重要性。他指出“生人之

本，皆在胚胎，人道之始，万化之原也”，必须“教之于未成

形质之前”，才能“正生人之本，厚人道貌岸然之原”，从而

使人能成为“至善”之人。因此，胎教的好坏，直接关系着

人一生教育的成效。他说：“胎教既误，施教无从”。同时，

康有为不但将胎教视为教育最基本的一环，还肯定了胎教

是“人种改良之计”，这种优生学观点是很有远见的。

其次，为了实施胎教，康有为对专为孕妇设立的人本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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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环境、建筑、设备、医疗、卫生、保健、教育、服务等方面

提出了４０多条要求。他十分强调外感影响的作用，认为

人脑“一有所感于外物，终生受之而不忘，迂事逢时，萌芽

发扬”。同时他指出“胎孕多感地气”，把一个人的面相、性

格、肤色以至人口出生的多寡都归之于受不同地区、不等

地势以及不同气候的外界影响而产生的结果。

康有为认为山谷崎岖阻之地，生人多瘿瘤突额，性情

褊狭，热带黑人不仅其貌不扬：黑面银牙、尖腮斜面、脑后

颐前，且皮肤黑黄，汗出太多聪明亦减。因此他主张胎教

之地一定要选择温冷带间，平原广野，水泉环绕之地。这

里康有为能够注意到环境对胎教的影响，应当说是有积极

意义的。

为了保证胎教的正确实施，康有为还要求孕妇入院

后，一切衣食住行都应由医生安排、照顾，有专门的女傅为

其讲课，使孕妇学习“人类公理”、“育儿之法”等知识，还要

为孕妇选取所看之画、所读之书，注意交往的人，使乐音不

绝于耳。即一切以能使胎儿得到良好的生长发育为前提。

另外，康有为还认为人本院应给孕妇极大的尊重，他

指出：“妇女以生人为大任，故公立政府尊崇之、敬养之”，

认为“孕妇代天生人，为公产人，盖众人之母也。”且孕妇有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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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之苦，故“公众宜为天尊之，为公敬之。”他提出孕妇每

生一胎，政府都应奖给“宝星”，以使人把为天生子、为公尽

职视为神圣光荣的事。

康有为的胎教思想既来源于我国古代及民间的传统，

又吸收西方资产阶段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因此，他的胎教

思想尽管也有不足之处，但与古代的胎教思想相比，又无

疑是向前进一步，增加了一定的的科学成分。

凡婴儿出生后，满６个月即断奶，产母离开人本院，婴

儿则被送到育婴院养育。满３岁后，移入慈幼院或怀幼院

教养，如不设慈幼院，则仍在育婴院受教育，直到６岁入学

为止。这样就免去了母亲生育孩子后怀抱与抚育孩子的

责任，一律由公立政府另请专人负养育之责。

康有为非常重视婴幼儿阶段的教育，他指出：“自始生

而镕铸冶斵，长后而镕铸冶斵则难”，以此说明早期教育的

重要性。并提出了１７条措施，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

方面：

１．对工作人员的任用提出了具体要求，拟订了分工和

奖惩制度。如要来选择德性慈祥、身体强健、资禀敏慧的

女子作“妇保”。规定两岁以下的幼儿每位女保专抚１人，

两岁以上的幼儿则可以每位女保看护２或３人。由于女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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