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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简介

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

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苦读，

为秀才。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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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２２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任书记校对。利用

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

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１９０１年赴日

本留学。１９０２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１９０６年，随罗

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

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

１９１６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

大学教授，并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１９２２年，受聘北

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１９２５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

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

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

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１９２７年６月，国民

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

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５０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

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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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王国维在多年的教学和管理实践中，对教育领域里的

诸多问题，如教育宗旨、师资、教育行政管理等，曾进行过

认真探讨，提出了许多精辟、深刻、独到的见解，丰富并发

展了我国的教育理论。

教育宗旨

王国维的观点很明确，教育宗旨在于培养“完全之人

物”，使之逐渐达到真、美、善的理想境地。培养完全之人

物的“完全之教育”必须由对智力培养的智育、意志培养的

德育、情感培养的美育和身体训练的体育所组成，四者缺

一不可。于是王国维就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明确提出了

培养完全人格的的教育主张。在他看来，“教育之宗旨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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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

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种：一

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

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

‘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

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

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

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

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

毕矣”。

智育

在王国维看来，智育就是对人知识的培养，要求一个

人应具有广博的知识。生活在“今世”的人，由于“文化愈

进，其知识弥广”，故而要受今世之知识教育。他又把知识

分为理论的和实际的两种，理论的知识满足人们的求知

欲，实际的知识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需要。因此，“完全之人

物”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知识，才能有益于社会，有利于

人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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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

王国维强调道德教育是教育的根本，是保证个人幸福

和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指出：

“有知识而无道德，则无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会之安

宁，未得为完全之人物也……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

为重于知识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

所以，办教育者，对道德教育不可不重视。

美育

王国维认为，美育之重要毫不在德育与智育之下，因

为美育有其特殊的作用。首先美育能调和人们的感情，由

此养成学生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其次美育又能成为德

育的手段，能陶冶人的心灵，使人变得高尚纯洁；还有美育

可以发展学生的“聪明官及发生器”。所以王国维告诫人

们，教育者不可不留意于美育。由此，王国维成为中国近

代美育思想的奠基者之一。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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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培养

王国维十分重视师资培养。他认为，初、中、高等教育

三者应该并行，而不应偏废。高等教育又是国家发展教育

事业的根底。要兴办小学、中学教育，就要“视教员之得

人”，即要有合格的教师。为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员，就必须

先办好中等教育。但中等教育也同样存在师资的问题，这

就需要办好高等教育。所以“论学问之根底与教师之所

出”，必先办好高等教育，才能使初等、中等教育“立其根

底”，否则“中等及初等教育均无下手之处”。王国维主张，

从全国中学生中选拔智力优胜并具有一定基础知识和外

语水平者，经一两年严格训练，授以专门知识，使其能够胜

任中、小学，则定会时间快、质量好地解决“人才之取乏如

彼，而国家待用之亟”的矛盾。这在当时来说，不失为一种

适时兴学育才的良法。

“亟兴高等之教育”，是为了解决留学太滥和高等教育

的师资问题。２０世纪初，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出洋留学。

王国维冷静地看到这股留学风虽然打破了闭关自守的局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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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因此留学需要变计，

他主张，一般学科不派留学生，用留学经费来办自己的大

学；而留学生限于从分科大学毕业生中选拔。赴国外“研

究学术之间奥”，以备他日大学教授之选；而在我们还不具

备充分的高等教育的师资时，就应该大胆起用外人，聘请

外国专家，作为权宜之计。王国维认为，这是办好我国高

等教育的永久之策和自立之路。

教育行政

王国维认为，当时学校办不好原因之一就是机构庞

杂，人员过多。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学校人员当以教

师为主，其他与教学无关的冗员一概辞退。他主张在中小

学里，凡是名目繁多的非教学人员应尽量淘汰，必不可少

的职员和管理人员才留下来，并要提高其工作效率。他这

种精简教育机构、淘汰学校冗员以提高工作效率、办好教

育事业的思想，在今天仍是具有相当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的。

王国维关于学校管理的另一思想是人要专其用，更须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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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其才。他说现代世界，分工日趋精细，从事任何职业，都

需要受专门的教育与训练，具备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就个

人来说，必须具有专职、专业和特长。故而用人之要，就应

专其用，尽其才。

王国维还提出，学校管理应人、法、物三因素相结合。

人，指管理学校的人。教育之事应“以明教育者为之”。所

谓明教育者，就是具有教育理论修养和教育行政管理知识

的人。法，指学校办得好坏，教育的效果如何，首先要有一

个统筹全局的计划，使“教育之系统完全无缺”。这不是一

个人，一所学校所能胜任的事。所以，要使教育事业有成

效，就需要有适时的学制体系和完备的学校规章制度，这

就叫做“法备”。物，指办好教育应有一定的经费、教学设

备和图书资料等物质条件，但又必须努力做到物尽其用。

知识教育

王国维十分重视知识的价值，他自己学识渊博，也强

调对学生的教育。在知识和知识教育问题上，他提出了一

些独到的见解。王国维强调“完全之知识”。他认为，知识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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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当然与所以然之分，只有知其当然进而知其所以然才算

得“完全之知识”。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给学生以知识，同

时还要发展其智力；智力发展之最高者，即“理性之作用”。

理性就是一种思维能力。王国维很重视对学生知识的培

养，要求给学生以“完全之知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

对学生智力的培养，他认为发展智力不仅有心理学上的意

义，而且“物之可分析”，知识是可供人们进行思维活动的。

他认为学生知识的形成与智力的发展是不矛盾的，必须在

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其智力。人的认识能力，是与修养

学问联系在一起的。王国维的这些观点与中国传统的观

点有着较大的区别，这在当时来说，是卓有见识的。

高教地位

在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教育究竟应从何处着手？对

此，人们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人“动曰小学小学”，

“日日言初等教育；至中等教育，则往往谢不敏；若进而主

张高等及专门教育，未有不惊其河汉者也”，大都推行平凡

教育主义。但只有少数人认为，当务之急不是中小学，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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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兴办高等教育。这其中王国维就是代表，并深刻分析了

自己的理由。

在王国维看来，高等教育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的根

柢。虽然就个人学习的顺序而言，由低到高是教育之常

理，但是，当时中国的基础教育“教员之缺乏，可谓极矣！”

毕竟当时的初等学校多为“蒙塾”，教员多为先前的秀才和

举子，这些人满脑子都是旧思想、旧学问。而这些老顽固

恰恰是“兴普遍之教育”的阻碍，即使是在教育比较发达的

江浙地区，新兴师范学堂毕业的学生也是“学术卤莽，教授

拙劣，断不能族任教员之任，况人数亦属无几。”由此看来，

要培养出合格的基础教育教员，就必须先办好中等教育，

而中等教育也存在同样的师资问题，所以办好高等教育就

成为当时兴教强国的当务之急。故而，学问的根柢与教师

的培养，最终还是要由高等教育来承担。“不兴高等教育

者，则中等及初等教育亦均无下手处。”不兴中等教育，则

小学教师素质成问题，不兴高等教育，则中学教师素质成

问题。高等教育办不好，则初等、中等教育要达到“平凡苟

且之成绩亦终不可得。”因此王国维批判“动曰小学小学”

的所谓平凡主义为“苟且主义”、“颠倒主义”，并将“曰师范

传习所，曰私塾改良会”的人称为“尤苟且主义中之苟且
·０１·

百年教育人物传记·第二十七辑



者。”因此，王国维极力推崇先办好高等教育，只有这样才

能使中等、初等教育“立其根柢”。他提出，从全国的中学

生中选拔“智力之优胜”并具有一定的知识和外语水平者，

经一两年严格训练授以专门知识，则定会在短时间内较好

地解决“人才之取乏如彼，而国家待用之亟”的矛盾，为中

小学培养出得力的师资。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适时育才

兴学的良策。

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王国维发展高等教育是现实的

客观要求。因为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初等教育虽质量

不高，甚至“卤莽灭裂实甚”，总还存在一些，“然仅可谓之

不全，未可谓之绝无也”，但高等教育基本上还是一片空

白，“谓之无也可矣”。所以，他根据当时“国事之亟而人才

之乏”的状况，指出“吾国之所素乏及现在之所最需要者，

高等及中等教育也”。王国维认为，当时中国“学术之绝久

矣”，他把“学术之绝”的问题看作是与国家兴衰相连的，若

“举天下之人而不悦学”，则“胥天下而亡”。因此，要兴学

术、振兴国家，则非办高等教育不可。他由此分析了兴办

高等教育的好处：培养学术人才必须由高等教育来完成，

高等教育发达了，才能为国家培养“兼通世界学术之人”，

并且“发扬光大我国之学术”，使之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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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废外国留学。高等教育还可为中等教育培养师资，

进而惠及初等教育，最终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大学理念

王国维指出，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场所，重在理论研究，

而不是职业培训基地。他指出大学是国家最高之学府，不

能把最高学府与工厂相提并论，因为“此必非国家振兴学

术之意也。”因此，大学不仅要研究应用学科，而且要进行

基础理论的“学理”研究，因为“溯其发达之次序，则实际知

识常先于理论之知识，然理论知识发达后，又为实际之知

识之根本也”，即理论可用来指导实践。此外王国维还主

张，大学还要讲授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

论问题，这样大学才成其为大学，才能以示世界。

同时，王国维指出，大学是培养学术人才的地方，培养

的学术人才应是“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

儒”。要造就这样的人才，使之能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发

展我国的学术事业，就应不仅传授给学生知识，而且必须

使他们的能力得到发展，“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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