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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字孝达，号香涛，易号抱冰，直

隶（河北）南皮县人。清末洋务派首领。曾任翰林院侍讲

学士、内阁学士等职。１８７９年，清朝特使崇厚与俄国擅自

签订丧失领土的《里瓦几亚条约》，他极力反对。１８８４年

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

子才，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又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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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厂，开矿务局，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１８８９年调

任湖广总督，在英、德支持下，大办洋务，成为后起的洋务

派首领。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马鞍山煤矿、湖

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重轻工业企业，并筹建芦汉铁路。

１８９４年任两广总督。中日《马关条约》议订时，他曾上书

阻和议，要求变通陈法，力除积弊。１８９８年发表《劝学

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

１９０３年，强调办学首重师范。１９０６年，授军机大臣，兼管

学部。张之洞非常注重教育，对清末教育有很大的影响。

１９０９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史学

家称他为“干大事、干实事、锐意改制的中国近代企业家和

教育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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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整顿积弊

张之洞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认为人才的多少，决定

着国家的强弱，所以他反复强调“人才日多，国势日强”，而

要培养人才，在于兴学，因此他对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有着

较深的认识。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

外洋之强由于学”，“国势力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

特别是他通过中法战争的刺激、办洋务的困难，更深切地

感到人才缺乏，看到中国没有西方的船坚炮利，缺乏懂西

文、明西政、会洋务的人才，实为对外交往的一大障碍。于

是便为兴学育才而奔走呼号。他反复强调“今日中国欲转

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处”，“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办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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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能育才”，他批评那些不想兴学却想求人才的人“犹如

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那是根本办不到

的。当然，张之洞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中国落后的原因在

于腐朽的专制制度，恰恰相反，他的兴学育才活动，正是为

了维护封建统治。从其政治立场上看，他的教育思想无论

是为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学生，还是培养为国家

自强的军事人才、科技人才、翻译人才等等，都贯穿着“中

体西用”的思想，既坚持传授纲常名教的封建传统旧学，同

时又主张增授西学，逐渐清除传统教育的积弊。他认为传

统的科举考试“因题为文，文囿于题”，不是选拔人才的唯

一途径，只有兴学，才能为国家多培养人才，甚至在临终前

的遗折里，还强调“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之计”。张之洞

的办学活动可说是呕心沥血，在朝野赢得了“第一通晓学

务之人”的称誉。

兴办新式学堂

在中法战争之前，张之洞对书院教育较为重视，以为

它可以培养出“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的名臣名儒，因

此创办了一系列书院，如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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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令德书院、广东广雅书院等。在创办书院过程中，他经

历了中法战争，此时的张之洞，身任两广总督，因重用老将

冯子材，获镇南关大捷而名声大振，同时也感受到中国人

才缺乏，认识到了人才比武器更重要。他说，如果“有船而

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而无修造演习之

人，有炮台而不谙筑造攻守之法，有枪炮而不知训练修理

之方，则有船械与无船械等”。此时他已看清了旧的书院，

是不能培养出从事军事活动、洋务活动的专门人才，于是

便有意识地开始进行书院改制。１８９０年５月，张之洞任

湖广总督时，在武昌设立两湖书院，除设经学、史学、理学

等六门课程外，又增设新学，开设了天文、地理、数学、测

量、化学、博物学、兵学、史略学及兵操等新学科。１８９８年

５月，经心书院亦酌照学校办法，开设外文，主张“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因为张之洞希望培养出来的人“既免迂陋

无用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总期体用兼备，令守道之

儒兼为识时之俊”。不过在此之后，他再也没举办过书院，

而是开始兴办学堂。

张之洞办新式学堂，是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张之

洞属两江总督后，身处“华洋杂处”之地的通商口岸，使其

洋务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二是在书院改制过程中，逐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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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书院的弊端有了新的认识，在实践中看到了书院不及学

堂，感到“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

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

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各种学校，既合古制，且以

名实相合得来的当……”。１９０１年５月，他与刘坤一合奏

《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主张以学堂代替书院。张之

洞并非中国近代史上创办学堂的第一人，但却是创办新式

学堂最多的人，他一生共创办了军、工、农、商、医、师等一

系列专门系统学堂。

１．武备学堂。同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一样，张之洞最

早创办的学堂也是军事学堂，从１８８７年起，他先后创办了

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目的在于

培养军事人才。他认为，“查自强之策，以教育人为先；教

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当然，张之洞创办的种类武备

学堂，既有增强自身实力，维护清朝封建统治，防范人民革

命一面，也具有抵御外国侵略的一面。

２．实业学堂。张之洞在兴办洋务企业中，感到了人才

之少，求知之难，于是便把兴学育才创办实业教育放到了

洋务活动的首位。他在《劝学篇》中说：“石田千里，谓之无

地；愚民百万，谓之无民；不讲农工商学，则中国地中广，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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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之讥矣”，这些充分表现了他对农工商

教育的重视。为此他创办了许多实业学堂，其中主要有：

１８９２年创办湖北矿物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１８９１年创办

湖北算术学堂、铁路学堂等，这些学堂虽然是零星开办的，

但他们均以学习西方科技为目的。如在创办农务学堂时，

张之洞申明其创办原因是：“窃唯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

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本，……查农政修明以美国为最”，

故“选募美国农学教习二人来鄂，……并购致美国新式农

具，……兹于湖北省城设立农务学堂”，招“有志讲求农学

者入堂学习，研求种植畜牧之学”。可见其办学目的在于

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这些实业学堂的建立，为中国资

本主义生产提供了一定的科技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３．师范学堂。张之洞在兴办各类学堂中，深切感受到

师资难觅，为解决这一难题，他派出了３０名学生赴日本学

习师范，但这毕竟解决不了大量师资供应问题，于是决心

创办师范学堂。他在秦折中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学咸取

才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

至重”。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先后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

如１９０２年的湖北师范学堂、１９０４年设两湖总师范学堂及

湖北师范传习所等六所师范学堂。这些师范学堂，为中国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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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师资力量。

４．方言学堂。张之洞十分重视外语教育，他认为：“知

中而不知外，谓之聋瞽，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

胜我而不信，人某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

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于是他积极办方言学

堂，以培养外语人才。他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是当时全国

最著名的外语学堂之一，在《自强学堂片》中，张之洞强调

指出：“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为此他

开设了日、英、法、德、俄五种外语。１８９８年他又办方言学

堂仍开设上述五种语言。张之洞在谈其办学目的时说：

“欲使学者皆能自读西书自研西法，……既不必读辗转传

翻之书，致得粗而遗精，亦不致辞墨守西师一人之法，致所

知之有限”。由于他大力倡导外语教育，对培养外语人才

和引进、传播西学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５．普通学堂。在各类学堂创办发展的同时，张之洞也

意识到了基础教育的落后，使兴学育才受到阻碍，于是便

积极发展普通教育。为此，他先后创办了初等、中等、高等

学堂，仅在武昌就设初等小学堂六十所，高等小学堂五所，

此外又设中学堂、两湖大学堂。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对

妇幼教育还是较为重视的，他在湖北先后创办了一些妇幼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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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如１９０７年７月在武昌设湖北敬节学堂，聘日本教习

讲授女子师范，家庭教育，同年又设湖北育婴学堂，聘日本

女教习讲授保育幼儿、教导幼儿之事，１９０６年又设湖北女

学堂，此为中国近代女学之始。

６．游学教育。游学教育既留学教育。张之洞十分重

视这一点，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

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在派遣留学生时，他特别

重视留日，在他看来这样一是路费少，二是易于考察，三是

文字易通晓，四是两国风俗相近，易仿行，赴日留学可取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据粗略统计，湖北是当时派遣留学生最

多的省份之一。后来相当多的留学生在民族危机面前，受

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站到革命一边，如吴禄贞、张

继煦等。这又使得张之洞深感不安，于是分别制定《约束

游学章程》、《奖励游学章程》，对所谓“妄发议论，刊布干予

政治之报章”的留学生，要“立既停辍，如有不尊，既行退

学”，对于“循理守法”的留学生，则给以举人、进士出身。

张之洞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对于真正具有新的思想

风貌的人才是不能容忍的，他办学的手段是新的，但要维

护的体制却是旧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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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学制，废科举

张之洞晚期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主

持制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癸

卯学制，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１９０３年５月，张之洞应诏入京，与张百熙、荣庆商定

京师大学堂章程。在此后几个月内，张之洞实际主持了一

系列教育制度的制定工作，年底由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

堂章程》，制定了癸卯学制。这个学制第一次具体阐述了

中体西用的立学宗旨，它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中孝为

要，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瀹

其知识，练其艺能。”这个学制，虽然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

治服务的，但它毕竟是一个“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

目”，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带有资本主义因素和色彩的学

制。学校的培养目标由培养封建官吏和士大夫变为培养

各种专门人才。各级各类学堂根据学制开放了西方近代

学科，如历史、地理、算学、体操等；学校体系和管理制度日

趋完善。于是近代中国以小学、中学、高等学堂为主干，辅

以师范学堂与职业学校，以京师大学堂为最高学府的新教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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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系形成了。

张之洞在制定近代学制的同时，对改革科举制度和废

除科举也起了重要作用。张之洞是一个关于通权达变的

人物，在从事洋务活动和教育活动中，他看到了科举制度

的弊端，认为八股取士，“自明至今，行之以五百余年。文

胜而实衷，法久而弊起”，建议清政府改革科举制度。１８９８

年７月，他与陈宝箴上《妥议科举新章》长折，建议“合科

举、经济、学堂为一事”，主张考试增设西学经济各科，如

“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以及“格

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清廷认为其所奏各节“剀切

周详，颇中肯”立即通行各省，一体遵照，并令嗣今后一切

考试，“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而应以讲求实学、实政

是务。１９８９年戊戌变法之时，张之洞又与湖广总督刘坤

一会衔上奏折，洋洋万言，以“设立武学堂”、“酌改文科”、

“停罢武科”与“将劝游学”等四事，专议育才兴学，提出“窃

唯今日育才要旨，自宜多设学堂……方为有裨世用。”为此

就要“渐改科举之章程，以待学堂之成就。……学堂人才

渐多，即按科递减科取士这额，为学堂取士之额”。１９０３

年，张之洞又与直隶总督袁世凯一起，向朝廷奏请变通科

举，再以科举阻碍学校，请按年递减中额为言，指出：“学校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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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敌，……实募甚于科举。盖学校在于人才，科举所以抡

才，使科举世闻名于学校一贯，则学校不劝自兴；使学校与

科举分途，则学校始终有名无实”，原因在于学校“必累年

后而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人见得

其易也，群相率为剽窃钞袭之学，而不肯入学堂”，于是奏

请“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按年递减”，“移作学堂取中

之额”，使学堂“普兴，人才接踵而不可胜用”，但在变能科

举实践中，他发现若不彻底废除科举制度，则兴学远望，于

是又于１９０４年９月，同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联合上呈《请

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得到清廷的同意，谕令立即停罢科

举，使在中国推行了１３００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终于得到

废止。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张之洞的基本教育思想，其

所著《劝学篇》就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宗旨。《劝学篇》分

内篇和外篇，内篇九篇，讲中学；外篇十五篇，讲西学。“内

篇务本，以正人心，外扁务通，以开风气”，要“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新旧兼学”，“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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