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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翁石室”匾额。

中：石室中学校门。

右：“文翁石室故址”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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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塑像 (摄自四川都江堰市二王庙)

石室讲经图 (摄自四川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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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求实务虚”匾额(1958-g-郭
沫若题)

右：郭沫若1957#-3月题联手迹

(图为据手迹所制书笺)

上中：接待室前门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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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及实验大楼

(198 3年建)

教学大楼

(195 5年建)

从亭苑望阶梯教室
(198 3#-建)



《石室校
张秀熟

序

伟大的中国民族，自有历史记载，即重视教育。，宋代儒者朱熹，旁罗断简零

一；章，概括为如下一段： “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公国都，以及间巷，莫不

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

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贝lJ自天子之元子，公卿大夫之嫡

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朱子《大

学章句序》，此据回忆)这分明是儒者的迷古迂谈。在旧时代，官府何能在间巷·

设学；庶人(平民老百姓)子弟何能皆入小学，凡民俊秀，更何能皆入大学。儒

者每好假托古制为后王立法，其用心良苦，雨不重视历史事实，将同欺世。朱子

于此是难以自解的。 i ，一‘

但教育在中国的历史本自悠久。《礼记·学记》： “古之王者，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历代相沿，夏校，殷序，周庠，继之以学官(学校)汉立，书院踵

起，直至国子有监，皆_‘造土力“选士”，制度周详，学者讴歌，备极扬颂。但

追探立意，旨在官人，强化臣工，远离民众。如此“教学为先"，徒见名实乖

戾。在此人心迷路，官学衰微的情态下，一枝大军突起，挽起了此种逆澜，教育

被视为人的事业，教育广播于民间，世代相承，增高继长，这是我们应该深加注

意，大书特书的。问大军为何?别无生面，而是古已有之，却被侈谈三代所忽视

的“民众兴学”， “私人讲学"。t
～

’，
．‘。

．

最显著的例，莫若孔丘。洙泗兴学，弟子远近三千，异能之士七十七，授受．

延伸，子夏设教魏西河；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商瞿传易，远播楚

燕。而且四科不是王章，六艺根深齐鲁。遂使儒而成教，诱起百家争鸣，言归杨

墨，孟柯逞辩，及至稷下雕龙谈天，学术文化又超一境。若更广征文献：家塾党

庠，渊源早在民间，乡校门开，郑人游以议政；孟母三迁，为子舆选择私塾，项

橐七龄，虽仲尼犹以师视。教育如此活跃，思想益增解放，遂使中国几千年来，

两个文明都曾呈现出黄金时代。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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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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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巷得教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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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心观必一宏。轨显元双永多，育之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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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鼎务荡。会义激社利雷在权风尤视后，重而展众，发民室的，石业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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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亚，
育身不教自学

．

竟为官毕作，之风以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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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洙泗之余，数典及于石室。石室为西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所建，文翁在蜀的最

大功德为教育。他首选郡县小吏至长安留学，又筑石室，立学官(学校)，招下

县子弟为学官弟子，于是蜀乃有官学。从官学拔生徒北上向博士受业，又转而归

蜀教授。于是蜀学风丕变，汉武帝令天下郡国向蜀学习设学官。而正当学官创立

于蜀之日，成都人司马相如已以文辞欲求见知于汉景，足见文翁以前，蜀早有可

观之私学，及与石室官学配合，显出教育双轨，龙飞凤舞，人材辈出， “汉征八

士，蜀有四人”(《华阳国志》)。

’如上所举教史，光焰信是惊人，石室就原址继续办学二千余年，更为世界所

未有，即使时移世易，或有盛衰起伏，但是人心所趋，教育总应发展。而截至近

现代，中国犹号称“穷白"，人多文盲，士矜腐儒，蠡测井窥，坐笑鲲鸸。试问

文明古国，何以一蹶至此，若细探索根原，坚冰匪在朝夕。今试以我亲身见闻作

一亲证：孩提时代，村市皆有私塾，皆有学童，一旦名列“诸生”，额每千而一

人，以后层层考试，落第层层，及至名列“国子”，盖已千百万私学学童而一

人。尤其骇人的是：翻开《大清会典学部》一览，除层层考试外，竞无一字谈

及教育，谈及学校，于是使我感到：旧时代“有科举，无学校；有考试，无教

育”。至清光绪末，废科举，设学校，县数十万人只准高小一所，府川辖县数百

万人，只准一所中学。至民国而大倡官校，禁止一切私塾，千年学产学田，横被

官府拍卖，政府教育经费，统为军阀掠夺，师生炊食维艰，群起罢课罢教，争取

教育经费独立，竟成为一种革命运动，直至1949年， “反饥饿”犹为一种学潮。

教育如此遭遇，生机日感伤残，由文明古国而一穷二白，怵：目惊心自是人／。。

经过几千年经验教训的累积，直到祖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教育才在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被人们正确认识：教育为改造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四育·

五爱·四化·四有，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民主的国家，；二世界引向到永

远和平的世界，这正是古代帝王甚至孔子、文翁诸圣哲各因时代局限所不能想

象，而且狠抓普及，大免穷白之冠；深入提高，猛探科技之秘，这更是我们所应

奋发努力。特别在宪法规定内允许民众兴学，既是中国优良传统，又符合当前建

设实际，我们研写教育史志，尤宜郑重宣传，大大发扬。

本为《石室校志》写序，而起篇偏于整个教育历史宏观，因就其意勉成此

篇。校志与序参合观之，当可领略一全面。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二日

编者注；张秀熟，原四川省副省长、四川省敏自力：厅长、四川省地力志编蔡委员会洲主

任。作序时年3L-{。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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