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序

序

从上世纪*(年代起!近代化理论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近代化$的定

义和内涵并无一个明确的界定"如张志孚认为#近代化是以我为

主体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王中江认为近代化就是#理性化的

过程$"%刘广京指出#近代化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刘少雪则认

为!#近代化其实就是一个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社会的方

方面面同步进行的协调&合理&有序的发展与变化和整理的过

程"$$等等"尽管学术界对近代化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有三

点大家基本上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一是近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非静止的状态%二是近代化不是特指某一领域的近代化!而是涵

盖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三是近代

化不同于#西化$!西化是机械地模仿!近代化则带有自我选择和调

适"正是从这三点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其实就是近代

中国人不断地自觉地向西方学习!并将西方先进的经济&政治&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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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孚#&文化的选择#对中国近代化取向的反思'"%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
王中江#&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刘广京#&李鸿章评传'"!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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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科技等文明有选择地吸收!并以其对中国传统加以科学

化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改

革家&思想家!就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步阶段而言!吴汝纶即是其

代表人物之一"
吴汝纶不仅经历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第一阶段(!)$(%!)%#

年)!也经历了中国近代化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
年)的过渡时期!!可以说他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息息相

关"作为中国近代化尤其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阶段的直接参与

者!对于吴汝纶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加之吴汝纶又是我的家乡前贤!在德新同志提出其博士学位

论文的选题!拟以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为中心来考察中国教

育近代化的起步时!我是十分赞同的"但同时也心存疑虑'长期以

来!学者们对吴汝纶的研究往往只是在研究桐城派&晚清幕府&中
国近代教育转型&抑或研究曾国藩或李鸿章时附带提及%既使是在

相关的专题研究中!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也主要集中在对吴汝

纶的总体评价&吴汝纶对桐城派古文文风的影响及其在桐城派中

的地位&吴汝纶的思想倾向&吴汝纶对西学传播的贡献等方面!对
吴汝纶近代化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系统研究尚属空白"如何在并无

多少前人研究成果可资借鉴的基础上完成数十万字的博士学位论

文* 对于并没有经过历史学专门训练且一直在教育行政岗位上从

事繁重管理工作的德新同志来讲!难度可想而知"但最后的事实

证明!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本书即是在德新同志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纵

&

!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起步阶段)!)$(%!)%#
年*"这一阶段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二是整体发展阶段)!)%#%!%&'年*"这
一阶段是中国近代化最重要的阶段"它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与变革社会制

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三是曲折前进阶段)!%&'%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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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全书!有以下特色'

一是史料功夫扎实"大量占有和使用第一手材料是本书的显

著特色之一"由于并无多少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可资借鉴!为了能

够系统理清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德新同志将当时黄山书社

出版不久的多达&((万字的+吴汝纶全集,!逐字逐句研读了一遍!
并将相关材料分门别类摘抄记录下来!据说整整抄录了两大笔记

本- 与此同时!德新同志还多方打探关于吴汝纶教育思想和实践

的第一手材料!在朋友相助之下!从吴汝纶先生的家乡复印到了

+桐城高甸吴氏宗谱,"和殷训夫辑录的吴先生的+办学公文稿,的
手抄本等珍贵史料"这些第一手材料不仅构成了本书写作的基

础!也大大增强了本书的立论依据和史料价值"在对这些材料的

使用过程中!德新同志并不是照抄照录!而是排比推敲!认真斟酌!
确保材料的准确性"如殷训夫所辑+办学公文稿,手抄本中收录的

桐城学堂的+学堂学规,!记载桐城学堂的开创日为#壬寅正月二十

四日$!即!%(!年#正月二十四日$!德新同志经过细致考证!确定

当为#癸卯年$即!%("年的#正月二十四日$"这不仅纠正了史料

的谬误!更体现了德新同志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二是研究视角独特"德新同志以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步变革

为背景!以吴汝纶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为线索!
来研究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阶段的教育组织和教育制度的变化&
生成和发展!可谓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的一次独特尝试"这项研

究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阶段所面临的

"

!

"

吴汝纶著"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合肥"黄山书社"&((&(全书以家刻

本&桐城吴先生全集'!日本东京三省堂排印本&东游丛录'!安徽省图书馆藏&吴挚

甫先生函稿'为底本"校以若干吴氏诗文单行本及有关资料编辑而成(全书共&((
万字"$册"第一册收录&文集'!&诗集'+第二册收录&易说'!&周易大义'!&尚书

故'!&夏小正私笺'+第三册收录&尺牍'+&东游丛录'+第四册收录&日记'和附录(
安庆东方印书馆"民国&#年)!%"*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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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路径和成效的认识!同时也是

以案例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教育史相关问题的积极尝试"
三是新见迭出"如德新同志认为#吴汝纶对古代中国教育制

度的发展变化有较全面深刻的了解!在构建新学制的思考中!必然

会从中寻找构建和思考的原料$%#吴汝纶提出废除科举的主张!基
于他对科举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危害的深刻认识!更重要的还在

于他已经形成了足以与科举制度下的传统人才选拔&培养观念相

抗衡!并且最终战胜传统观念的新观念"$这些观点不仅给人耳目

一新之感!更廓清了#近代化$与#西化$的界线!也使得吴汝纶这一

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的改革家形象得以展

现!这也证明了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绝不是#拿来主义$和西化的过

程!而是一个对西方文化的不断选择和对自身传统文化不断扬弃

的过程"德新同志还提出了#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起步阶

段!教育机构由地方官学&书院向近代学校转变!教育制度由以科

举制度为核心的传统教育制度向近代学校教育制度转变是其主要

内容$的观点!对中国教育早期近代化的内涵进行了精辟概括"
就全书的研究内容来说!还有几个方面值得肯定'一是对吴汝

纶生平作了较全面的勾画"二是对吴汝纶提倡废除科举制度的内

在动因和学制构想的实践和思想基础进行了深入研究!阐明了近

代教育制度建立是以相关教育观念形成为基础的!这些观念既来

源于外部!同时也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这使我们对中国教育

近代化路径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三是对吴汝纶在科举制度废

除和新学制建立中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过程中的

历史地位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但本书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提升之处!如对吴汝纶与同时

代一些思想家&教育家之间的关系及他们教育思想和实践上的关

联乃至异同之处!虽有涉及!但还不够%对吴汝纶的实业教育思想&
留学教育思想&家庭教育思想还值得进一步展开论述%一些观点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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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法也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今天的教育是过去几千年教

育不断积累的结果"辩证的教育思想!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对我

们今天的教育和社会依然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当前教育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也可以在教育历史中寻找到它的踪迹"因此!为了更深

刻地认识今天的教育!回首教育的昨天是十分有必要的"教育历

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源泉!我们要学会从中汲取养料!以丰富我们

的理论思维"
德新同志多年从事教育行政管理!他注意结合工作实际!加强

理论学习和研究"作为当代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不但要有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贡献力量的热情!还要有实现这种愿

望的理论基础&知识储备和方法论指导"既要关注现实!也要善于

汲取历史经验%既要立足中国实际!也要有世界眼光"这种能力和

眼界只有通过系统学习和研究来获得!仅仅满足于实际的工作经

验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希望德新同志能继续努力-
应德新同志之邀!草成此文!也借以表达一下对教育史学科在

当代教育改革中所具有的现实价值的看法!同时希望实际工作者

能更多地以历史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现实问题"
是为序"

李琳琦

&((%年元旦于芜湖寓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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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字挚甫"又字至父"清安徽桐城高甸人

)今属枞阳*"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
对于吴汝纶"人们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由于吴汝纶与曾国藩!
李鸿章!严复等有密切关系"所以人们在论及这些人物时就难于回

避吴汝纶这一重要相关人+吴汝纶是清代文坛上后期桐城派的领

袖"由于他在晚清文坛上的影响"所以学术界在论及晚清文学时"
也常常论及他(说陌生"是由于吴汝纶作为一位由科举进身的封

建官吏和书院院长"了解民情!国情"洞察时势"心系国家"致力地

方官学和书院改革"主张兴西学"废除科举"躬身实践"考察学制"
提出建立新学制的主张"积极创办新式学堂"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

起步"乃至新教育制度的建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正如有学者指

出的#$作为一位历史名人"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面"不是他的文章

和经学"而是他对我国近代教育的突出贡献(%!但是在中国教育

史上却很少被论及(近年来"虽然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开始

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不够"难于恰当评

价吴汝纶在我国教育发展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
本书以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为中心"以中国教育近代化

的起步变革为背景"对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进行较为系统的

总结和研究(

!!一!选题的意义

纵观吴汝纶的一生"在其青少年时代"他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

育"顺利达到科举的顶峰(作为地方官"$其治以教育为先"不惮贵

"

! 施培毅#&我国近代教育先驱吴汝纶'"载&江淮论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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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籍深州诸村已废学田为豪民侵夺者千四百余亩入书院"资膏

火(%!整顿社学"重振书院(在其壮年辞官就任莲池书院院长"改
革书院制度"推动书院向近代学校转型(他关注外国教育制度远

远超过他同时代的人"亲赴日本考察(因此"他对于国外教育有较

多的了解"对中国传统教育有较深入的思考"提出多方面的设想和

建议"这些对中国教育近代化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积极影响(他

对传统书院的改革"创办桐城学堂的实践"积极主张废除科举制

度"兴办现代学校"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考察学制"提出建立近代

学制和学校课程设置的方案和建议"提倡留学教育和实业教育等"
更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具体实践和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在评价

吴汝纶现代学制思想形成时认为"$吴汝纶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认识

和行为"作为一个案例反映出中国封建士大夫文化心理结构从封

闭走向开放的经历%"$吴汝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意义"并不在

于他具体提出了什么新的东西"重点在于他的变化代表了传统儒

家士大夫所具有的可变性"这种中国人文化心理方面的变化是清

末中国近代学制产生的一种文化内应(%"我们姑且不论这段评论

是否全面和中肯"但是"它起码说明了吴汝纶在中国教育近代发展

史上有其独特性和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对吴汝纶教育思想和实

践的研究"有助于对吴汝纶的全面认识和评价"有助于丰富教育史

的研究内容(
以吴汝纶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为线索"研

究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阶段教育组织和教育制度的变化!生成和

发展也是教育近代化研究的独特视角"吴汝纶丰富的教育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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