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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教育思想述论

徐启彤

内容提要 冯桂芬一 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
,

有寿丰富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
.

他有力地抨击

了清末腐败的科举制
,

提出了改革科举考试的种种方 略
。

他的教育思想更为可贵之处是
,

池站在时

代的前列
,

在继承经 世致 用思想的荃础上
,

为振兴中华进行着艰难的探索
,

主张全面深入地学习西

学和借鉴西 方教育
,

而这 些教育主张又处处可见其爱国热忱和 民族情神
.

冯桂芬的教育思想对洋

务教育具有开创作用
,

对 维新教育则 又产生了先导影响
,

从而开我国近代教育之先河
。

关链词 冯桂芬 教育思想 科举制 洋务教育 维新教育

冯桂芬是近代杰 出的政论家
、

学者
,

又是开创近代教育的著名教育思想家
。

他的教育思想

对洋务教育的创建和发展
,

对近代教育的兴起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

甚至对几十年后的维新教

育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

冯桂芬虽然没有专门的教育著作
,

然而在其重要著作《校邢庐抗议 》
、

《显

志堂稿 》中却保存了他丰富的教育思想
,

卓越的教育见解
.

本文着重探讨冯桂芬对旧教育的批

判
,

对新式教育的倡导
,

以及对当时教育思潮所产生的推动作用
。

冯桂芬 ( 18 0 9一 1 8 7 4 )
,

字林一
,

号景亭
,

江苏吴县人
。

道光十二年 ( 18 32) 考中举人
,

二十年

( 1 8 4 0) 考 中一甲二名进士
。

他初授翰林院编修
,

后任顺天乡试同考官
,

再充广西乡试正考官
。

他

的一生除担任几年京官
,

以及组织过地方团练外
,

主要从事教育事业
,

特别是在吴地从事教育

活动
。

他曾先后担任南京惜阴书院山长
,

协助李鸿章创办上海同文馆
,

并担任上海同文馆首任

监院
,

还在上海敬业书院任主讲
,

晚年主教苏州紫阳
、

正谊书院
,

并任正谊书院山长
,

还曾受命

主持或参与兴建苏州试院
,

重修吴县县学
,

改建正谊书院
,

重建昊江松陵书院等
。

冯桂芬是林则徐的学生
, “

林一冯公以学问文章受知于文忠最深
,

有一时无两之誉
。 ”

他继

承了林则徐
、

魏源的经世思想和社会改革思想
,

重视经世致用之学
。

他
“

于书无所不读
,

经史之

外
,

夭文
、

舆地
、

算学
、

小学
、

水利
、

农田无不精究
,

而尤谙于历代掌故
。

公于文无所不长
,

… … 而

尤达于经世之学
。 ’ ,

①他丰富的教育实践
,

使他深刻感受到科举的腐败
。

他有力抨击了科举制度

的弊端
,

其批判之深刻
,

远超于同时代人的思想
。

那时热衷于科举者
.

整日熟读经义
.

埋头于八

股时文
,

对于祖国的历史
,

国计民生
,

漠然不知
,

甚至置夭下之安危
、

国家之存亡于不顾
。

冯桂芬

在《校郊庐杭议 》的《改科举议 》一篇中
,

借饶廷襄等人之口
,

揭露科举制度
: “

其事为孔孟明理载

道之事
,

其术为唐宗英雄入锻之术
,

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
。 ”
这就是说科举制度不过是举孔

孟之旗帜
.

以笼络 人心之方法
,

来达到坑害人才之 目的
。

他说
: “

时文取士
,

所取非所用
” , “

禁锢

生人之心思材力
” ,

其实质是
“
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

,

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 ,

.
。

他进而指责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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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使
“

聪明智巧之士
,

穷老尽气
,

销磨于时文
、

帖括
、

楷书无用之事
” ③

,

本来聪明之人
,

也会一

生庸庸碌碌
,

无所作为
,

消磨在科举之中
。

冯桂芬曾感慨而言
: “
人生百年

,

少壮二三十时如 日方

升至禺中
,

实精气所凝聚
,

不以此时讲明道 德经济之学
,

以为当时用
,

顾以其大有为之
,

岁月销

磨缭坏于无益之途
,

终身莫之悟
,

则惑之甚者也
。 ’ ,

④对科举制度的揭露可谓深刻 !

冯桂芬特别强调
: “
世之盛衰在吏治

,

治之隆污在人才
。 ” ⑤他十分重视人才对社会兴亡的

作用
。

他洞察清代末年嘉庆
、

道光朝以后
,

科举制度更为腐败
,

认识到那时
“

缪种流传
,

非一朝夕

之故
,

断不可复以之取士
。

穷变变通
,

此其时矣
。 ’ ,

⑥变革科举制度已刻不容缓
。

冯桂芬主张变革科举制度
,

提出过多种改革举措
。

首先是要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
。

他对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对考试提出的
“

科场之法
,

欲其难
,

不欲其易
”

的要求
,

极为赞赏
,

称为
“

诚哉是言
” 。

他主张考试内容
,

从乡试至会试均应考经学
、

策论
、

古学三场
:

考经解 (以经学为

主 ) ;考策论 (以史学为主 ) ;
考古学 (考散文

、

骄体文
、

赋
、

各体诗 )
。

主张
“
凡国学

,

夭下学校书院
,

皆用三事并试
。 ’ ,

⑦他认为只有经过这样几次严格考试
,

才能选拔出真才实学的人才
。

广泛推举人才是冯桂芬改革科举的又一重要举措
。

他在全面分析古代以来选取人才的三

种途径的不足之处后
,

特别指出时文取士的弊端
: “

专重时文
,

用科举之未善也
。 ”
于是提出在科

举考试之外的广取士之法
。

他意通过广泛荐举之法
,

将诸如
: “

才德出众者
” 、 “
不遇公论称屈

者
” 、 “
于岩处隐沦从不应试者

” ,

以及
“

奇材异能别有绝技者
”

选拔出来
,

再经过必要的核实评

议
,

照样可以
“

诸生赏举人
,

举人赏贡士
,

一体会试
、

殿试
’ ,⑧ 。

这是冯桂芬在认识到科举制度的

腐败后
,

提出的一种类似乡举里选的推荐
、

选拔人才的方法
。

冯桂芬倡导这种选材的方法
,

并非

走历史的老路
,

而是他在寻求民众意志和公平的意识
。

他虽然没有提出废除科举制
,

而是意欲

采用此种方法
,

打破科举取仕的唯一途径
。

可以说
,

这是对科举制的一种否定
,

其用心十分良

苦
。

冯桂芬在充分认识到科举制的腐败后
,

则极 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
。

在这方面他有着丰富的

教育实践
。

如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后
,

曾任命冯桂芬主持重建苏州正谊书院
.

冯在《改建正谊书

院记事 》中写道
: “

不知古来 之学
,

本无不聚
,

后世名存实废之
,

学始不然而书院则转存古学之

法
,

然所 习仅科举文字
,

犹无当也
,

务令究心经史有用之学
,

无失文昭遗意
,

斯于古学法有合

焉
。 ” ⑥正反映了冯桂芬改建正谊书院的指导思想在于倡导经世致用之学

。

从冯桂芬任正谊书

院 山长期间
,

所保存下来的《正谊书院课选 》同治七年至十二年 (即 1 8 6 8 一 18 7 3 年 )的内容看
,

该书院已进一步发扬经世学风
,

注意联系社会现实
,

扩大授课内容
,

除经史外
,

已涉及当时的时

事政治
、

军事
、

水利
、

天文
、

算学
、

地理等诸多方面
。

清末著名学者俞抛
,

在《校邢庐杭议 》的序言

中写道
: “
同治中余寓吴下主讲紫阳

,

先生亦主正谊讲席
,

… … 先生于学无所不通
,

而其意 则在

务为当世有用之学
” 。 飞必冯桂芬在为《惜阴书舍戊申课艺 》所写的序中也极 力劝勉学 生匡时济

世
,

经世致用
: “

余之该陋何足资诸生楷模
,

顾窃有志焉
,

愿偕诸生相劝勉于通经致用之途
,

不欲

以流俗 自画大之
,

考古今得失
,

匡时济世
,

坐言起行
。 ’

嘟这些正反映了冯桂芬不仅批判科举取

士制度
,

而且在教学实践中十分重视倡导经世之学
。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
.

中华大地处于列强侵扰
、

山河破碎
、

民族危亡的危险境地
。

冯桂

芬身临其境
,

从而激发起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强烈要求 自强雪耻的民族主义精神
。

他曾全面地提

出改革社会政治
、

经济
、

外交
、

军事
、

教育的思想主张
。

他的教育思想除了批判腐败的科举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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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改革科举外
,

更为可贵之处
,

是继承和发扬 了林则徐
、

魏源的师夷思想
,

进一步认识到全面

深入地学习西学和借鉴西方教育的重要
。

他在充分意识到船坚炮利不如夷之外
,

还有在人才
、

地利
、

君民
、

名实四个方面不如夷
,

即
“
人无弃才

,

不如夷 ;
地无遗利

,

不如夷 ; 君民不隔
,

不如夷 ;

名实必符
,

不如夷
。 ” 。 这是冯桂芬在更为广 阔的视野中

,

看到了中国的许多不足之处
,

从而主

张广泛学习先进国家的自然科学
、

生产技术和教育制度
。

他深刻感受到人才的匾乏
,

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

他认为中国缺少了解外国情况
,

能翻译外国书籍
,

懂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
。

他说
: “

据西人舆图所列
,

不下百国
,

此百国中
,

经译

之书
,

惟 明末意大利亚及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
。

其述耶稣教者
,

率狠鄙无足道
。

此外如算

学
、

重学
、

视学
、

光学
、

化学等
,

皆得格物至理
;
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

、

陇塞
、

风土
、

物产
,

多中人所

不及
。 ”

这么多知识
,

偌大的中国竟无人翻译
、

无人知晓
。

于是
,

他在发出
“

中华大一统立邦而无

之乎
,

亦学士之羞也
’ , 。
的呼喊后

,

便打破传统观念
,

尖锐地提出
: “

法苟不善
,

虽古先吾斥之
;法

苟善
,

虽蛮貂吾师之
。 ’ ,

。 以这样的指导思想来学习西方
,

在当时的思想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

冯桂芬认为学 习西方先进知识
、

科技的重要途径就是教育
,

于是他特别提倡创建新式教

育
,

设立新式学堂
。

他主张首先在上海
、

广东建立翻译公所
, “

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
,

倍其

糜汽
,

住院肆业
” 。

还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教学模式
: “

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
,

又聘内地名师

课 以经史等学
,

兼习算学
。 ’ ,

@ 虽然规定学习经史
,

然重点还是学习
“

诸国语言文字
” ,

并且首先

提出在这样新式的教育机构内学习算学
。

文中强调说
: “
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

,

西人十岁外
,

无

人不学算
,

今欲采西学
,

自不可不学算
,

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
。 ” 。 这就把算学看

作为十分重要的基础科学
,

其教育思想高出同时代人之上
。

冯桂芬对西学的认识已远远超过魏源的
“
师夷长技

”

的范围
。

他说
: “
而历算之学

,

而格致之

理
,

而制器 尚象之法
,

兼综条贯
,

轮船火器之外
,

正非一端
。 ”
冯桂芬对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

的应用亦十分重视
,

他举例说
: “
闻西人现用地动新术

,

与夭行密合
,

是可资以授时
” ; 再如

, “
闻

西 人海港刷沙
,

其法甚捷 (法用千匹马大火轮置船旁
,

可上可下
,

… … )是可资以行水
” ; 又如

“

农

具织具
,

百工所需
,

多用机轮
,

用力少而成功 多
,

是可资以治生
。 ” 。 可见

,

他把有益于国计民生

的科学技术的应用
,

皆列为西学的范围
。

他主张广东
、

上海两地的翻译公所对以上西学的书籍
,

可以
“

择其有理者译之
” 。

这就把翻译公所的教学应用于学西学的实际
,

从而把学西学
、

设学堂

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

对于学生在新式学堂毕业后的出路
,

冯桂芬同样作了填密的思考
,

有了比较周详的设想
:

“

三年之后诸文童于诸国书应 口成诵者
,

许补本学诸生
,

如有神明变化
,

能实 见之行事者
.

由通

商大 臣请赏给举人
。 ’

珊这是一个大胆的思考
,

其实是一条新的升学之路
。

它改变了千百年来科

举取仕的制度
,

在科举之外
,

另辟蹊径
,

学 习西学
,

同样可以参加会试
,

可以获得授官的机会
。

这

对传统教育思想是一个重要突破
,

一个有创见的发展
。

正当冯桂芬为设想的新型教育机构绘制蓝图的时候
.

186 1 年奕 诉出于清廷外交的需要
,

以
“

今语言不通
,

文字难辨
,

一切隔膜
” ,

不便对外交涉为理由
,

建议挑选一些八旗子弟
.

学习外

国语言文字鸣
。

奕诉的这一建议
,

很快得到清廷的同意
.

清政府于 18 6 2 年初即批准建立京师同

文馆
。

清廷的这一决定
,

对冯桂芬教育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推动
.

对其教育思想的实施 又是一个

机遇
。

他在《校邢庐抗议 》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
,

瞄准有利时机
,

于 1 8 6 2 年夏赶写了《上海设立

同文馆议 》一文
。

看上去这是对清廷建立京师同文馆的一个响应
,

其实正是冯桂芬借清廷决定

建立京师同文馆之机
,

来实现其教育思想
,

阐发其教育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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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设立同文馆议 》
,

是冯桂芬教育思想的重要篇章
。

他在该文中首先对洋务教育的紧迫

性作了颇有深度的说明
: “

今通商为时政之一
,

既不能不与洋人交
,

则必通其志
.

达其欲
,

周知其

虚实情 伪
,

而后能收称物平施之效
。

互市二十年来
,

彼酋类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
,

其尤者
.

能

读我经史
,

于朝章国政
,

吏治民情
,

言之历历
,

而我官员绅士中绝无其人
。 ”

冯桂芬将中外官员这

样一对比
,

方显出清廷官员之腐败无能
,

清廷中外交涉之事
,

只得依赖于所谓
“
通事

”
(即翻译 )

。

接着冯桂芬又对
“

通事
”

作了剖析
,

以为
“

通事
”

不外乎两种人
:

一是无业商贾
,

市井游 民
、

无赖
;

一是列强培养之生徒
。

这两种人
“
声色货利之外

,

不知其他
,

惟藉洋人势 力
,

狐假虎威
,

欺压平

民
,

蔑视官长
,

以求其所欲
。 ”
冯桂芬认为这两种人为洋务翻译

, “

遂为洋务之大害
” 。

他强调说
:

“

洋务为国家招携怀远一大要政
,

… …其关系非浅鲜也
。

夫通习西语西文
,

例所不能禁
,

亦势所

不可少
。 ”
通过冯桂芬这样的分析

,

清廷培养外语人才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了
。

冯桂芬在 《上海设立同文馆议 》中
,

对京师同文馆作 了理所当然的充分肯定
: “

聘西人教习

诸国语言文字
,

与汉教习相辅而行
,

此举最为善法
。 ”

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
, “

能之者必多
,

必有端人正士
,

奇尤异敏之资出于其中
,

然后
,

得西人之要领而驭之
。 ”
这正是清廷非常紧缺之

人才
。

接着他又详尽地讲述了上海
、

广东两地对外交涉之重要
:

两地均为
“

洋人总汇之地
” , “
通

商纲领
,

虽在总理衙门
,

而中外交涉事件
,

则二海 口 尤多
。 ”

这样就为其主张在两地模仿北京建

立同文馆作了铺垫
。

于是
,

他说
: “

势不能以八旗学习之人
,

兼顾海口
,

惟有多途以招之
,

因地以

求之
,

取资既 J一
,

人才斯出
” 。

这几句话很重要
,

从理论上打破了八旗弟子对学习外国语言文字

的垄断
,

应该通过采用多种途径办学的方针培养人才
。

他这里阐述的教育思想
,

不仅为上海
、

广

东两地 同文七 的创建寻找 了理论依据
,

更为今后各地洋务教育的开办
,

确立 了无可辩驳的理

由
。

冯桂芬在
“
多途以招之

,

因地以求之
”

的理由申述之后
,

便直截了当地提出
: “

莫如推广同文

馆之法
,

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
” 。

在上海
、

广州创办同文馆的理由已说清楚后
,

他遂将原先在 《采

西学议 》中所设想的新式教育的模式和盘托出
,

主张将 上海同文馆办成一所既学习西语西文
,

又兼习经史文艺的新式学校
。

此种新式学校
,

除了培养中外交涉的外语人才外
,

还培养科技书

籍的翻译人才
。

他说
: “
西人之擅长者

,

历算之学
,

格物之理
,

制器尚象之法
,

皆有成书
,

经译者十

之一二耳
,

必能尽见未译之书
,

方能探颐索隐
,

由粗迹而入精微
。 ”

这就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与

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联 系起来
,

为引进西方科技创造了条件
。

在冯桂芬的教育思想中
,

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热忱成为主旋律
。

为救亡图存
、

富国强兵
,

他

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思索
,

精心设计着近代教育方略
。

他成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学习西方教育的

佼佼者
,

力主学 习西方教育
,

但又处处体现其爱国热情
,

有着发愤图强
,

绝不屈服的决心
。

对于

中国的落后
,

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

他则极为气愤地说
: “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

,

凡

有心知血气
,

莫不冲冠发上指者
。 ’ ,
公字里行间充满发愤进取之精神

。

而在讲到 日本取得学习西

方的成效后
,

即称
“

日本慕尔国耳
,

尚知发愤为雄
,

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
’

嗽 又如对于

学习西方的科技
,

他充满信心
: “

中国多秀 民
,

必有 出于 夷而转胜于夷者
.

诚 今日论学一要务

矣
。 ” 咎对于创办新式学堂

.

培养翻译人才更是成竹在胸
: “

我中华智巧聪明
,

必不出西人之下
,

安知不冰寒于水
,

青出于蓝
。 ’ ,

, 可见
,

其怀有高度的民族的 自豪感
。

再如
,

对学习西方的教育主

张
,

则又抱着赶超的 目的
: “

始则师而法之
,

继 则比而齐之
.

终 则驾而上之
.

自强之道
,

实在乎

是
。 ” 。
真可谓在其教育思想中

,

爱国精神随处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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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充分反映了近代社会对新学人才的迫切需要
,

充

分体现了创建新型教育是时代的重托
。

冯桂芬的教育思想在从事洋务教育
、

维新教育活动的开

明官员和先进志士中引起过强烈反映
,

产生过不可低估的深刻社会影响
。

冯桂芬在《校邢庐抗议 》完稿后
,

随即将这一包含重要教育改革思想的著作寄呈给清代显

贵曾国藩
。

曾国藩如获至宝
, “

击节叹赏
’ , , 。

曾国藩在《复冯官允书 》中亦颇为赞赏
,

认为该书
:

“
足以通难解之结

,

释古今之纷
。

至其柑心外患
,

究极世变
,

则又敷天义士所切齿而不得一当者
,

一旦昭若发蒙
,

游刃有地
,

岂胜快慰
。 ”

又说
: “

自大著珍藏敝斋
,

传钞日广
,

京师暨长沙均有友人

写去副本
。

夭下之大
.

岂无贤哲窥见阁下苦心
,

而思所以竟厥功绪
。

尊论必为世所取法
,

盖无疑

义
。 ’ ,
怂可见冯桂芬的政治主张

、

教育思想早已在洋务官员
、

社会各界广为流传
。

18 6 2 年李鸿章从安徽到达上海后
,

即将冯桂芬召为幕僚
,

成为其得力助手
,

为其献计献

策
。

在李鸿章为冯桂芬撰写的 《墓志铭 》中讲
: “
有大政或遇事政

,

得所咨度焉
。 ”
又说

: “

予既至

沪
,

奏辟君 自随
,

… … 又 设 广方 言馆
,

求博通 西学之 才
,

储以济变
,

尝为予言
。

呼同治二年
( 1 8 6 3) 二月初十李鸿章向朝廷上奏的《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 》

,

和冯桂芬同治六年 ( 1 8 6 2

年 )夏所写的《上海设立同文馆议 》的主要内容如出一辙
,

无大改动
。

看来李鸿章的奏稿可能是

冯桂芬代拟
,

或李鸿章广泛地采纳了冯桂芬的意见
,

依据冯桂芬的《上海设立同文馆议 》一文改

写而成
。

不管李采用的哪种手法
,

都可看出冯桂芬教育思想对李鸿章影响至深
。

1 8 6 3 年 3 月江苏巡抚李鸿 章
,

在上海创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
,

简称上海同文馆 (后改为上

海广方言馆 )
。

李鸿章在奏折中全面地讲明了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以及招生对象
、

课程设置
、

师资来源
、

毕业生出路等均作了具体规定
。

虽奏折中称仿京师同文馆

之例
,

然奏折在诸多方面均有所突破
。

例如在招生对象上
,

上海同文馆打破了八旗弟子学习外

国语言文字的专权
,

规定
“

选近郡年十四以下
,

资察颖悟
,

根器端静之文童
” , , 明确规定可以招

汉人子弟
,

从此为洋务教育的广泛开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

清廷则在李鸿章奏折推动下
,

命令广

东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
,

在招生对象上
,

就取消了仅收八旗弟子的规定
,

只讲
“

资质聪慧
” ,

“

质地尚可造就者
,

一并拣选
。 ’ ,

。 再如毕业出路
,

李鸿章在奏折中也打破了科举制的一统夭下
,

声明在学成后
,

可
“

作为该县附学生
,

准其应试
” ,

或
“
酌给升途

,

以示鼓励
’ ,
秘

。

如果说李鸿章的

奏折中对毕业出路尚有含糊的话
,

则在对广东的上谕中更为明确
: “

倘一二年学有成效
,

即调京

考试
,

授以官职
。 ’ ,` 这些可以说是洋务教育的重要发展

,

而这一发展的开端正出于冯桂芬的教

育思想
。

上海同文馆试办章程十二条
,

是首任监院冯桂芬拟订
。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
,

冯桂芬在

章程中规定数学为学馆的正式课程
,

将算学与西文并列为主课
.
“

凡肆业者算学与西文并须逐

日讲习
, ”

而
“

其 余经史各类
,

随其资察所近分习之
。 ”

可见规定同文馆讲授算学比学习经史更为

重要
。

章程中还强调了算学在西学中所处的地位
: “

西人制器
、

尚象之法 皆从算学出
,

若不通算

学
,

即精熟西文亦难施之实用
。 ” 林如前所述

,

冯桂芬在《学西学议 》中就十分重视算学
,

把算学

看作是一门基础科学
.

故在上海同文馆章程中如此规定
.

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

冯桂芬非但有

这样的教育思想
,

也有这样的教育实践
。

他身体力行
,

对算学研究颇深
, “

于畴人家言研究尤深
,

著有《孤矢算术细草图解 》及《西算新法直解 》
,

校定李氏《恒星图 》
,

测定咸丰纪元 《中星表 》
,

尝

手制定向尺
,

及反罗经
.

用以步 田绘 图法为捷
。 ’ , ” 冯桂芬如此重视算学教学

,

在洋务教育史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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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属首创
,

意义非同一般
。

上海同文馆对数学教学的高度重视
,

很快便培养出一批既懂数学
,

又懂西语西文的人才
。

奕 诉在奏折中对上海广方言馆进京考试的五名学生给予了肯定
: “
于算法颇能通晓

,

即翻译汉

洋文字亦皆明顺
,

均无并错
。 ” 幼朝廷经过激烈争辩

,

京师同文馆排除种种阻力
,

于 1 8 6 7 年增设

了天文
、

算学馆
。

这确实是洋务教育的又一重要发展
。

李鸿章对冯桂芬的学识
、

思想很为敬佩
,

他说
: “
君于学无所不窥

,

而期于实用
,

天下大计无

日不往来于胸中
,

其于河槽兵刑盐钱诸政
、

国家条例
、

源流
,

洞达而持之
。 ”
又说冯桂芬

“

每一书

成
,

远近学者争快睹焉
。 ’ ,
爸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同文馆

,

确实得到冯桂芬的有力辅助
。

李鸿章也

坦然地讲
: “

采其议居多
。 ’ ,
份冯桂芬的教育思想对李鸿章洋务教育思想的形成

,

起了不小的引

发推动作用
。

t

洋务派重要首领左宗棠
,

出于对冯桂芬的敬仰
,

虽
“
头白临边

,

久荒文字
” ,

仍为其子书写
“

家传
” ,

其中讲到冯桂芬对李鸿章的辅助作用
: “
昊平李公开府昊中

,

就君咨访郡县利病
,

诸时

政多取决焉
。 ”

左宗棠对冯桂芬的学识也极 为称赞
: “
君著作甚富

,

堪裨实用
,

算学尤邃称于

时
。 ’ ,的
可见冯桂 芬倡导经世致用和对算学的研究

,

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
。

冯桂芬在 《校邢庐抗议
·

学西学议 》中提出的
“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

辅以诸国富强之

术
”

这一探讨中学
、

西学关系的名言
,

后来竟成为洋务派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教育思想的先

导
,

乃至成为维新教育的重要原则
,

并被洋务派教育家和维新派教育家根据各自的理解
,

进行

应用和发展
,

产生过深刻的社会影响
。

洋务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张之洞
,

曾全面地阐述了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这一洋务教育

思想
。

1 8 9 8 年他在一份奏折 中讲
: “
以中学 为体

,

西学为用
,

既免迁 陋无讥
,

亦杜离经畔道之

弊
。 ” L他在《劝学篇 》中又说

: “

中学为内学
,

西学为外学
,

中学治身心
,

西学应世事
” 。

并一再强

调
: “
中国学术精微

,

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
,

无不具备
,

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 足矣
。 ” 。

他特别强调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
,

而将学习西方教育的内容局限在一个极为狭隘的范围

之内
,

从而使洋务教育发展到一个极端
,

扼杀了它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的积极方面
,

仅成了维护

清朝统治的一种教育手段
,

使洋务教育走进了死胡同
。

一批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
,

根据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的需要
,

纷纷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张
,

形成早期维新教育思潮
。

他们也提出过中西学教育的教育思想
。

诸如
,

王韬提出的
“

器则取诸

西 国
,

道 则备 自当躬
’ ,对 ,

薛福成提 出的
“

今诚取西人器 数之学
,

以卫吾尧舜 禹汤文武周公之

道
’ , ” ,

郑观应提 出的
“

融会中西之学
,

贯通中西之理
’

,’4
,

等等
。

可以说早期维新派的这些教育思

想
,

都是在冯桂芬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的发展和延伸
.

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

资产阶级维新 派为挽救国家危亡以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要隶
,

他们在深刻批判旧学的

同时
,

极力提倡西学
,

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
。

他们也讲
“

中体西

用
” , “
中西学并重

”
.

但其内涵与洋务派已大不相同了
。

梁启超对中西学的关系作过颇深的探

讨
,

曾表述说
: “
舍西学而言中学者

,

其中学必为无用
;舍中学而言西学者

,

其西学必为无本
。

无

用无本
,

皆不足以治夭下
。 ’ ,哆
康有为对中西学的关系也说过

: “

夫中学体也
,

西学用也
,

无体不

立
,

无用不行
.

二者相需
,

缺一不可
。 ’ ,

” 从维新派对中西学关系的表述中
,

同样可以看出
,

他们

的思想与冯桂芬中西学关系的名言存在着继承关系
。

维新派将冯桂芬的改革主张奉为维新思想的先导
,

康有为
、

梁启超都曾称道过 《校邢庐抗

( T 转 第 10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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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勒石
.

以彰乡里
。

宋代著名科学家
、

文学家沈括母

亲许氏
.

为吴县 人
,

沈括 兄弟从小 生活在吴县
.

许 氏

认真教育
,

严格要求
,

后来
,

沈括
、

沈扶兄弟都以昊县

籍考中进士
。

明代木读郭逢吉妻子潘 氏
, “
通经书

,

略

解吟咏
” 。

郭逢吉官浙江巡检而病卒
,

潘氏年方 28

岁
,

其
“

备尝艰苦
,

课两绍箕
、

绍裘
,

以慈母兼严师
,

寒

暑阁间
,

后二子成立 并得官
。 ”

写青代昆山
“

三徐
”
显贵

耀祖
,

就归功于其母顾氏
,

她是著名思想家
、

大学者

顾炎武的妹妹
,

据《徐氏家乘 》记载
,

顾氏
“

性 明敏
,

有

远识
。

夫游学在外
,

综理家政
,

条理具备
。

训子极严
。 ”

“

所读之书
.

必令背诵
,

师或他出
,

即亲为训读
;

常潜

至 书室 听子谈论
,

如讲经史则喜
,

间或语博塞游戏

事
,

即怒而责
,

至 加忧楚
。 ”

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
,

徐

氏三 兄弟
“
课诵恒至夜午不辍

, ” ⑧学业 日进
,

早年即

以文才闻名乡里
,

后 以
“

同胞三鼎甲
”

名震全 国
。

状元

毕沉幼年失估
,

全赖母亲张藻教育
,

张氏是位才女
,

人称清代
“

闺秀之能诗词而学术渊纯者
,

当以太仓张

藻为第一
” . 匆毕玩 6 岁时

,

母亲就授教 《诗经 》
、

《离

骚 》
。

在母亲的教育下
,

毕玩 10 岁时已通晓声韵
,

能

作诗文
.

之后
,

母亲又将他送到苏州师从著名学者
、

诗人沈德潜与著名经学大师惠栋
,

终于状元及第
,

并

成为乾隆朝的名濡重臣
。

张氏病逝后
,

乾隆皇帝特踢
“

经训克家
” 四字 以褒扬

。

… … 正是在这些严师贤母

的精心教育下
,

一代名人脱颖而出
.

苏州状元辈出
,

人才甲胜天下
,

固然离不开经济

社会等外在的客观条件
,

但是苏州的家庭教育起了

其他因素不可取代的作用
,

可以说它为封建时代的

人才培养立下了汗马功劳
.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

苏州

的家庭教育有其自身的弱点
,

如以
“

读书做官
”

作为

培养孩子的唯一 目的
,

教育内容比较单一
,

主要是书

本知识
,

而不注重能力的培养等
。

对此
,

我们要作历

史的分析
,

吸收其梢华
,

剔除其精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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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一书
。

戊戌变法前《校邢庐抗议 》一版再版
,

直至变法期间
,

光绪皇帝接受具有维新教育思想

的孙家鼎的推荐
,

将冯桂芬的《校邢庐抗议 》速印一千部
,

作为戊戌变法和维新教育的重要参考

文件
,

分发给朝廷的各级官员
。

1 8 9 7 年维新派出版的《湘学报 》上就曾说
: “
冯林一宫詹《校邢庐

抗议 》
,

言人所难言
,

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
。 ” 。 也说出了冯桂芬思想主张和变法维新的源流关

系
。

再有
,

维新变法期间
,

各地维新人士纷纷建立学会
,

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
。

1 8 9 7年成立

的
“

苏学会
” ,

明确提 出维新自强的主张
,

反对深闭固拒
,

力开风气
,

主张学 习西学
。

苏学会在公

启中声言
: “
往昔曾左诸公… … 赞成中兴

,

汲汲焉讲求西法
;
维时吾乡冯宫詹有 《校邢庐抗议 》四

十篇
,

其言灼 见未来
,

洞中症结
,

海内通人所推许者也
。 ”
公启中要求苏学会成员

“

远师亭林有耻

博文之宗 旨
,

近法校邢采西益中之通论
。 ’

嗡可见
,

冯桂芬的教育思想
,

在维新变法期间产生了至

为深远的影响
。

责任编辑 许周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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