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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在我国古代

,

为贫家少年儿童举办的免费学

校称义塾
,

或曰 义学
。

义塾是高层次的慈善事业
。

从资金来源讲
,

有官办
、

族办和私人揭资举办三种
。

据史料记载
,

我国最早的义塾始于唐 代末

年
,

当时战乱预仍
,

王潮占据福建后
,

为了稳定局

势
,

他
“

还流亡
,

定斌效
、

遣吏劝农
” ,

并
“

作四门义

学
” 《新唐书

·

王潮传”
,

供滞留福州的难民子弟

就读
。

到 了宋代
,

义塾有所发展
,

崇宁三年   ! ∀

年 #宋徽宗决定
∃ “

孤贫小儿可教者
,

令入小学 听

读
,

其衣烂
,

于常平头子钱 常平附加 #内给造
,

仍

免入斋之用〔免缴学费# ”
。

“宋史
·

徽宗纪 》#这是

学校接纳免费生的开端
。

资助贫苦青年完成学亚

的首创者是范仲淹
,

他捐历年薪体所得在原藉苏

州吴县建族义庄
,

除周济族 内生活困难者外
,

还

划出一部分财产用以 奖厨本族或姻戚中的贫苦

优秀青年应科举考试
。

笑学金或助学金之设大概

萌于此
。

个人栩资建义塾
,

《宋史》缺乏记载
,

散见于

地方志的有朝奉郎 有品级元职掌的寄禄官
,

俗

称 乡官 # 刘允迪拐资建义学于王山的记载
。

江西

《德安县志》# 见于诗 文的有叶适《郭伯山挽词 》的
“

兄弟穷经各一时
,

百年义塾尚留欢、“水心集》#

崔与之《迁游郑氏家塾记跋》的
“

君未仕之前
,

创

义塾于家
,

聚族党食而 教之
” “崔清献公集》# 的记

载
。

据此推断
,

宋代 乡居儒者举办义鉴
,

义务教授

贫家予弟的当不是个别现象
。

元代末年
,

峋宗仅

的《南村辍耕录》则有
“

创义塾以淑后进
”

的记载
。

清代的 义塾又 有发展
,

见于《清史稿》的就

有
∃
道光年间

,

清政府在黑龙扛双城地区进行屯

垦
,

垦区划为三个屯
, “

三屯各建义塾以课幼丁
” 。

清史稿
·

食货一》#在此以前
,

私人捐资建义塾的

有福建海澄人李长茂在其家 乡
“

立义学
” % “清史

稿
·

孝义三》
,

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此 #安徽救

县商人程增
“

析田立塾
,

以养以教
” 。

清代末年
,

雇

农和泥工 出身
、

后在上海成为资本家的叶成忠
、

杨斯盛
,

除拐资在上海创办中小学堂以及揭资助

贩和其他公益奉业外
,

还分别在其原籍浙江镇海

和江苏川沙创办义塾
,

供本族
、

本 乡贫苦儿童免

费入学
。

同时杨氏还对上海土木亚公所义 塾的创

建提供 了赞助
。

以
“

乞余建义塾
”

闻名的式训
,

在我国义塾史

上具有传奇色彩
。

武训山 水堂 邑 今属聊城 市 #

人
,

三 岁丧父
,

随母行乞度 日
,

七岁又丧母
,

从此

成为无依无靠沿街乞讨的孤儿
。

童年的武训渴望

入塾读书识字
,

因家贫不仅未能如愿
,

反而 受到

村 塾学童欺 凌污 辱
,

于是发誓
“

修个 义学为贫

寒
” 。

他白天乞讨
,

夜间搓麻绳麻线
,

有时还帮人

旅米磨 面
,

将乞讨所得的钱 以及劳动收入
,

全部

委托 富家代为货放生
&

么
。

∋! 年后
,

他积资劝兰 田

地共 (∋! 余亩
,

以此为基金
,

首先在故 乡柳林集

创办义葵一所
,

随后又乞讨所得先后在馆峋县和

临清州各建一所义塾
。

他 自奉则异常艰苦
,

不仅
“

敝衣恶食
”

终生
,

且不姿妻
,

光绪二十二年  ) ∗!

年 #武训病故于临清义整廊下小 座
, “

县人 感其

义
,

锡像于石
” ,

并
“

祀幸义祠
” %
清王朝封他为

“

义

学正
” ,

赏穿黄马褂
,

他拒不接受
。

《清史稿》及《清

代七百名人传》等#

资任校对
∃

秦 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