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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苏南家族人才辈出，尤以实业型家族与文化型家族为最甚，不仅成就了自身的丰功 伟 业，而

且对当时乃至现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苏南家族教育是孕育自身人才的摇篮，蒙学课程乃教育之基，而

以无锡荣氏家族为代表的实业型家族 与 以 无 锡 华 氏 家 族 为 代 表 的 文 化 型 家 族 可 称 苏 南 近 代 家 族 之 典 范，以

近代苏南实业型与文化型家族蒙学课 程 变 迁 之 比 较 为 视 角，深 入 分 析 其 异 同，揭 示 其 人 才 兴 盛 之 缘 由，为 现

今课程改革提供一些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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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苏 南 望 族 在 中 国 历 史 上 留 下 了 光 辉 的 一

页，人才培育兴盛之极。至近代，苏南家族纷纷从家

族蒙学入手变革传统课程，重构近代人才的知识结

构，其中以无锡荣氏家族为代表的实业型家族与以

华氏家族为代表的文化型家族堪称典范。本文即以

荣、华二族蒙学课程变迁之比较为视角，深入分析其

异同，以期在揭示其人才兴盛之缘由的同时，为现今

课程改革提供一些经验与启示。

一、无锡荣、华二族传统蒙学课程述略

传统苏南家族蒙学课程在科举制的指挥棒下，
以科举预备为主要目标，教授儿童基本的文化知识，
以四书五经为主要课程内容，注重传统道德的教习

与科举技艺的训练，形式上以机械的识字、抄字、诵

读经书为主，并不注重讲解［１］（Ｐ１９７－２０２）。此乃传统蒙

学课程之总特征。然而，荣氏、华氏的蒙学课程则在

其基础上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荣氏具有悠久的经商历史，但有“贾而兼儒”的

家族传统。他们淡薄科举功名，不断从书中汲取利

于他们经商的有利因素，壮大自己。家族蒙学课程

观念的务实、灵活性，是无锡荣氏家族传统蒙学课程

的典型特 征。《荣 氏 家 训 十 五 条》曾 记 载：“蒙 养 当

豫”、“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

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① 据查阅此家训订于

明代，可见斯时的荣氏家族蒙学课程观念中便带有

超出当时教育理念之痕迹，即蒙养不仅为科举，农、
商、工、贾皆可为读书人未来所选择，“经世致用”的

学风均渗透于其中。此外，荣氏家族在传统蒙学课

程内容中也注意到了“四业皆本”、“经世致用”的思

想，就读家塾的子弟七岁入塾，数年后“于书函、算数

果皆裕如”②，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荣氏家族蒙学课

程除传统的科举预备内容外，增添了例如书函、算术



等实用科目。在课程形式方面，“习业”初具端倪，即
在家塾读毕之后，十三四岁去商店、企业，在实践中

进一步学习从商的基本知识与技巧，是“做中学”的

雏形。虽然，在当时读书应举仍是一般家族蒙学课

程的主要目标，四书五经为其课程主要内容，但无锡

荣氏家族的蒙学课程在明清时期已萌发了许多近代

色彩的因素，为家族蒙学课程的近代变迁奠定了思

想与人才上的基础。
华氏 家 族 教 育 源 远 流 长，拥 有“华 孝 子 一 诺 终

身”、“唐伯虎点秋香”等传奇。华氏的蒙学教育也具

有“推陈出 新”的 能 力。近 代 著 名 数 学 家 华 蘅 芳，７
岁从师，曾被教他的私塾老师斥为“鲁钝之尤”。初

学《大学》，读百遍仍难成诵；１４岁学作时文，“每 作

一文，塾师阅之，辄掷于地，令重作，又复掷地，往往

至三四次”。最后，塾师竟称“此子不可教”，辞别而

去［２］（Ｐ４８４－４８５）。华衡 芳 的 父 亲 华 翼 纶 不 得 不 自 己 执

教儿子，他也是从诵读经史开始教儿子的。但他改

变了注重机械诵读的经史教学形式，先让华蘅芳能

理解、会断句，然后再记忆。华蘅芳终于会背诵和写

文章了。后来华翼伦又发现了儿子对数学的兴趣和

天赋后，不仅未以有碍于科举功名而阻止其子，还特

地聘请邑中精于数学的邹敬甫为之讲授、指导。就

这样，华氏开始摆脱了重应试轻实学、重灌输轻兴趣

的传统蒙学。

二、无锡荣、华二族蒙学课程的近代变迁

（一）“实学实用”的荣氏家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
“实学实用”的家风在明清时期科举主导“学而

优则仕”的背景下并不得益，因此在清代时荣氏家族

仍是一个平民家族。但荣氏家族“读书经商”、“学以

致用”的价值取向却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车轮，至近

代渐趋完善，“实学实用”的荣氏家族教育理念在其

家族蒙学课程变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１．为用而学的课程目标

荣德生“教重于赡”思想对于近代实业型家族蒙

学课程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荣德生认为教育

应该为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服务，从而为促进社会发

展服务，这就打破了传统儒家对教育功能的束缚，重
新赋予了教育以致用性的功能，以荣德生为代表的

无锡荣氏家族坚持“为用而学”的教育理念，注重所

授知识的实用性，在近代教育转型时充分地映射到

其家族蒙学的课程目标中。同时，由于实业型家族

自身的“实用”倾向，讲求实效性，继而“为用而学”成
为近代苏南实业型家族蒙学课程目标的总特征，它

培养出的近代人才在商业、轻工业等行业表现突出，
为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成

为了“近现代经济的辐射源”［３］（Ｐ１４１）。

此外，荣氏家族的“用”还带有一定普及性的意

义，就蒙学阶段来说，所办荣氏公益小学校、荣氏竞

化女校的课程，一方面打破了教育中的性别歧视，正
式将女性纳入到了受教育对象之中，尤其女校中的

课程既有实用性又有针对性；另一方面，招生范围已

明显突破了家族的限制，破除了封闭式的传统族学

形式，办学家族色彩淡化，使得蒙学课程在一定区域

中得到了普及。

２．实学实用的课程内容

在“为用而学”的课程目标指引下，其课程内容

则完全呈现了“实学实用”的特色。以荣氏公益小学

校、荣氏竞化女校的课程为例（见表１）：
表１　荣氏公益第一小学校［４］（Ｐ２６）、荣氏竞化女校③课程一览表

年级 课 程

幼稚园 公民，国语，算术，常识，唱游，美术，劳作，故事

初级
公民，国语，算术，自然，卫生，社会，体育，音乐，美术，

劳作

高级

公民，国语，算术，自然，卫生，历史，地理，商业，英语，

体育，音 乐，美 术，劳 作。毕 业 生 另 设 升 学 就 业 指

导班。

荣氏竞化

女校课程

国文、算术、常 识、公 民、乡 土、体 操、图 画、尺 牍、裁 剪

缝纫、刺绣、唱游

从两所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公民、国语”等“国”
学部分仍为基础性课程，从其他课程，特别是“历史、
地理、商业、英语”以及女校中“乡土、图画、尺牍、裁

剪缝纫、刺绣”等科目可知，两所学校注重知识的实

际致用性，尤其是“商业”一科凸显了其实业家族的

特性。此外，《梁溪荣氏家族史》一书中还记录了光

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３）族人荣福龄所办“荣氏公塾”的情

况，该塾“课程在读书习字外，并受算术、信札等，以

我荣氏经商者多，斯切于实用耳”［５］（Ｐ７０）。“实 用”一

词比比皆是，充分体现了“为用而学”的课程目标。

３．注重操作的课程形式

荣氏家族蒙学课程目标与内容的“实用”特色，
决定了他注重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课程形式设

置。以家族习业教育为切入点，这是荣氏家族教育

较为突出的，荣 氏 家 族 得 益 于 习 业 的 同 时（荣 德 生

１５岁便在上 海 通 顺 钱 庄 习 业），不 忘 继 续 办 习 业 以

发展教育。公益工商中学便是其典型代表，学校里

开办工厂、商店、银行，对外开放的同时更成为在校

学生的实战课堂，以其边做边学的课程形式培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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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批实用人才。此外，荣氏所办小学教育阶段课

程形式也关注于此，在荣氏公益小学校中设有课外

补习形式即学术演讲（星期日上午）、毕业生另设升

学就业指导班等，不断开拓学生的视野，加紧学生与

生活 实 际、学 术 前 沿 的 联 系，处 处 彰 显 其“实 用”
之风。

以上是以无锡荣氏家族为代表的苏南近代实业

型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情况，实业家办教育的典型

特征便是将其独有的商业实用气息注入蒙学课程之

中，从教育的根本打造符合其事业发展的人才规格，
在看到西方先进的经济水平之后，他们不仅充分利

用他国先进技术以壮大本家族事业，并且注意到了

其先进技术背后的教育力量，取其精华，融入到了家

族教育之中。
（二）“不拘一格”的华氏家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
“华 氏 家 族 在 无 锡，曾 是 望 族 之 最，邑 之 巨

福”［２］（Ｐ８）。经济富足的基础上，人才辈出，家族文化

底蕴深 厚，可 称 苏 南“文 化 型 家 族”④ 的 典 型 代 表。
但华氏家族人才结构与当时依靠科举取士的仕宦型

家族不同，其以“不拘一格”的人才培养方式，在近代

社会转型时独领风骚，完成家族向“科技型家族”转

型，在近代科教文化事业中创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１．课程目标：“不拘一格”
无锡华氏家族教育不以科举功名为家族成才的

唯一途径，充分尊重个体的兴趣，因此，华氏家族在

气象学、数学、科学、音乐、刺绣、农业等方面涌现了

大批人才，促进了无锡乃至全国经济教育文化水平

的提高，在其近代家族教育转型后，成为“近现代中

国文化的一个辐射源”［２］（Ｐ１４１）。１９０４年 华 鸿 模 在 耕

余书塾原址创办的华氏私立果育两等学堂（后改名

为鸿模高等小学）成为无锡荡口华氏家族蒙学教育

在近代转型的标志。
对于华氏家族蒙学课程目标的考察，笔者在此

采用逆向的视角，以其所培养出的人才及教师知识

结构来评价当时蒙学课程目标的厘定，以后推前，经
深入分析可见，华氏家族近代蒙学课程坚持其“不拘

一格”的人才观，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经笔者查阅

有关资料显示［２］（Ｐ２１），从鸿模学校毕业的有：
气象学家吕炯；国学大师钱穆；著名科学家钱伟

长、钱临照；农学家冯炳文、诸宝楚；音乐家王莘；实

业家华洪涛等。
从上述人才知识结构来分析其课程目标，可见

当时鸿模学校注重人才的均衡发展，不偏执于任何

一门学科，课程设置全面而多样，鼓励学生按照自己

兴趣自由发展，以至呈现出这种百花齐放的盛举，这
在当今是极为罕见的。其实，这也与华氏家族的家

学家风有着必然的联系，古有诗文名扬江南的大孝

子华幼武、嗜书博学然不求仕进的迁居荡口始祖华

贞固、知识渊博而精于鉴赏的明代收藏家华夏；近有

多才多艺，融绘画、雕刻、诗文、医学为一身的音乐家

华秋苹，善于经营、专于管理、热衷于兴学育才的华

氏果育学校校长华鸿模，以刺绣山水风景、翎毛、走

兽见长的刺绣艺术家华璂，以及近代实业家“养蜂大

王”华绎之等等，可见华氏家族本具有支持多元人才

发展，“不拘一格”的家学族风，因此，在其近代转型

期这一特点仍被传承下来，并流传至今。

２．课程内容：多元兼重

由于笔者并未找到有关果育小学课程内容的详

细记录，但从其教师构成上及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对

少时就读于果育小学的回忆记录，便可清楚地看出

当时的 课 程 设 置 情 况。果 育 小 学 教 师 构 成（见 表

２）：
表２　果育小学教师构成

所授课程及职务 教师姓名 简介

国文 顾子重
学通新旧，旧学深厚。除文学专 长

外，还精通历史地理；

校长兼授数理化 顾建伯 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生

英文 唐蕴玉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

国文、唱歌 华倩朔 日本应庆大学毕业

体操 钱伯圭 南洋公学肄业

体育 华翔九
著名国术家（曾任全运会国术副裁

判长）

音乐 刘天华 中外一百名音乐家之一

学监 梅以斋 圣约翰大学毕业

备注：留学日本的蒋海涛、诸祖耕也等曾执教于此。

以上仅仅是华氏果育（鸿模）学校的一部分教师

名单，从这部分教师所教课程及教师本身学历来说，
学校对于各门课程施加了同等力度的关注，从其所

聘教师可以看出，无论国文、数理化还是音乐与体育

都启用了当时颇有名望的学者，我国著名的国学大

师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入果育小学，在其《八十

忆双亲、师 友 杂 忆》中 曾 回 忆：“其 时 诸 老 师 教 文 史

者，初不太受人特别重视。因宿学硕儒，延揽尚易。
教数理化自然科学者，则不易聘。而体操唱歌先生

亦甚难得。此 皆 所 为 开 风 气 之 先 者。”［６］（Ｐ３３）并 称 赞

此校“能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

学能接受融会”［６］（Ｐ４０）。同时，从《八 十 忆 双 亲，师 友

杂忆》中钱穆先生对其老师的回忆中也可发现，此时

果育学校所聘用之教师均带有近代的新思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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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教师华伯圭先生对于社会变化的新见解深深地

影响了钱穆先生毕生⑤。可见此时的果育小学不仅

在课程设置的内容上有国文、国史、数理化科学及音

乐、体操等多门学科，隐藏于课程之中的隐性课程因

素无形之中也促进了该校学生不拘泥于传统的多元

化发展。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便是１９０５年华鸿模在荡口

资助兴办的鹅湖女学，学校除学习国内外文学史书

外，还教授女 红 刺 绣 工 艺，并 曾 获 得 过 国 际 艺 术 大

奖。女学课程内容既实用又为提高女性人文素养提

供了有力的帮助，一定程度上解开了传统社会对女

性“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使得女性开始走向近

代自我发展的道路。

近代华氏家族所办学校，在传承本家族历来鼓

励人才多元发展的传统风气熏陶的同时，使得自己

课程内容更为开放与丰富，刺激并促进了近代人才

的多样化发展，特别是一直受传统儒学轻视的科技

方面的知识，华氏家族拾起并注重此方面人才的培

养，使得其在近代转型期带有一定的科技型家族的

风采，这也是在许多家族落魄之时，华氏家族至今仍

人才济济的原因之一，甚是值得众学者去深入研究。

３．课程形式：重视实物教学

果育（鸿模）小学不仅在课程目标与内容上注意

到多元化人 才 的 培 养，还 在 课 程 形 式 上 加 以 关 注：

如：“华绎之从日本购进一大批动植物和矿物标本，

和数量丰富的理化实验仪器，还建有一座五大间两

层的大楼，取名《鸿模藏书楼》，藏有万卷书籍，供师

生阅读，以利迅速成才。同时当时金属铝、钠、镁等

化学物品，十分昂贵，但也都配全。对体育和音乐也

十分重视，无数器械、球类、标枪、铁饼、风琴等也都

配备齐全。”［２］（Ｐ２１）

从以上教学设备之完备可知，此时的鸿模小学

课程形式注重实物教学，特别关注学生的动手操作

能力，尊重儿童生长发展规律，课程之中并无轻重之

分，国学、科技与体育、音乐并重，同样关注适宜的教

学形式。从师资与设备的投入来看，华氏家族在此

时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注入到兴学育才之中，成功地

完成了蒙学课程的近代变迁。

华氏所代表的江南文化型家族在近代转型期表

现出了独有的特色，鼓励人才多方面发展，古时不局

限于一（科举）的家风得到传承，以其“不拘一格”的

人才观，培养出了一批批著名的学者、专家，所居不

同领域，却都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

三、荣、华二族近代蒙学课程之比较

荣氏家族与华氏家族都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蒙

学课程的近代变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

才储备。然而由于家族属性不同，在课程变迁过程

中他们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在此笔者进行比较研究。
（一）荣、华二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的共性特征
首先，传家族风气，承近代新才。荣氏与华氏家

族的近代蒙学课程明显带有家族的特色，并得到传

承培养出了新一代人才。这一特点在二者的课程目

标上均有体现。荣氏家族本实业起家，实业家的特

性自然成为主导，影响着家族办学活动，在“为用而

学”的蒙学课程目标下，培养出了一代实业家，为国

家近代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华氏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作为苏南古代文化型家族的代表，不以

科举应试为唯一出路，家族成员在社会文化的各方

各面都有着 自 己 惊 人 的 作 为，移 至 近 代 更 是 如 此，
“不拘一格”的近代蒙学课程目标下，人才结构多样，
国学、科技、音乐、农业、实业方面的专家更是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促进了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其次，保国学根基，纳新学精华。从荣氏公益小

学与华氏果育小学的课程内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国学”在家族所办新学堂中并没有完全抛弃，
仍把它放在课程中基础性的位置上，荣氏公益小学

创立者之一荣德生对于国学十分重视，虽其自身很

少谈及，但据《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所记，他曾谈到：
“至于学校课程，余反观以前教部所定学课，似乎迹

近八股，普遍重视英文，蔑视国文，置古代典籍于高

阁，而奉外国 之 一 鳞 半 爪 为 秘 宝，无 异 于 墨 子 所 云

‘舍文轩而窃敝舆，舍粱肉而窃糟糠’。”［７］（Ｐ２２０－２２１）国

学大师钱穆更是毕业于华氏果育小学并执教于此，
可见国学也是华氏办学所不容忽视的一点。此外，
纳新学之精华也是二者开办学校课程的共同特征，
荣氏与华氏家族积极吸取国外新学的有利因素，增

加英文、国外地理、历史、科技等学科，不断完善小学

课程，中西学并存。特别是果育小学中教师自身的

“近代涵养”更 为 此 时 的 蒙 学 课 程 增 添 了 鲜 活 的 因

素，深深地影响着学生。再者是从两所学校的教学

设备上看，均来自于国外，且课程形式深受国外课程

理论的影响，开放与多样。
最后，蕴 区 域 文 化，含 时 代 脉 搏。苏 南 地 区 受

“吴文化”的 影 响，具 有“实 用”之 风，因 此，“实 学 实

用”的理念在家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中留下了深深

的烙印，荣氏家族历来倡导“实用”，其荣氏公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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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实用”特色 不 言 而 喻。华 氏 家 族 的 果 育 小

学的科举人才培养及实物教学也均体现了“经世致

用”之风。此外纵观苏南家族近代人才结构可知，在
“实用”的区域特色影响下，此地区理工科人才尤为

兴盛，促进了本地轻工业的飞速发展，无形之中在课

程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同时，近

代苏南家族蒙学课程变迁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及

时调整家族教育发展方向，创设符合家族自身与社

会发展的蒙学课程，课程区域适应性与时代性强，使
得教育成为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二）荣、华二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的个性特征
然而，由于家族属性的差别，近代苏南家族蒙学

课程在变迁时也带有自己的特点：即荣氏贵在“实”、
华氏显在“兼”。

荣氏家族的“实学”课程是近代最为人称道的，
其在蒙学阶段便开设商业、英语、地理、乡土等课程，
从人生起点便开始打造致用性的新式人才，因此，在
其实用性强的课程内容及注重动手操作的课程形式

（特别是带有家族特征的习业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出

了许多实业家、商业家，以人才结构的改变带来了区

域经济上的起飞。但在充分肯定其家族蒙学课程的

积极因素外，我们应该可以看出，荣氏家族近代蒙学

课程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荣氏家族的“实用”
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科间的失衡，重理工而

轻人文，特别是在近代蒙学课程改革中实业型家族

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当时的人才发展趋向于理工

科，人文科人 才 较 为 稀 少，至 今 此 地 仍 存 在 这 一 现

象，令人堪忧。
所谓华氏家族显在“兼”，即突出他“不拘一格”

的近代蒙学课程目标，近代华氏家族在传承其家风

的同时更为注重人才的多元发展，不忽略任何一门

学科，在区域孕育与时代要求的背景下，拾起被传统

儒家所鄙夷的科技知识，不断充实蒙学课程内容，使
得其在近代具有科技型家族的特质，但在笔者看来，
依其后代多元的人才结构，特别是家族成员在科教

文化方面的发展，华氏家族还是具有文化型家族的

典型特征。相较于荣氏家族蒙学课程的完全实用性

来讲，带有一 定 的 进 步 意 义，即 尊 重 学 生 的 学 术 兴

趣、鼓励学生自由发展的特点，这一点至今仍值得我

们学习。然而，我们只能说这种文化型家族之所以

转型成功，关键在于其科技型的特质，而极少在于其

“自由发展”，正如荣氏家族一样，此时最重要的是发

展经济，因而对理工、科技型人才的需求是最为迫切

的，因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作为教育之基的蒙学

课程的“理化”倾向。

四、近代苏 南 家 族 蒙 学 课 程 变 迁 的 现 实

启示

从荣氏家族与华氏家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的过

程及特点来分析，二者注重家族蒙学的基础性地位，
把握当时当地的人才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家族教育

方向，成功地完成了近代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对我

们现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传统与趋势会融、实学和新学合璧
“弘扬传统”与“顺应趋势”统一、“传承实学”和

“容纳新学”合璧，是近代苏南家族蒙学课程变迁的

典型特征，苏南家族在近代蒙学课程变迁中既保留

了传统的实学因素，又容纳了时代发展趋势的新式

之学，“传承实学”与“容纳新学”并存，“弘扬传统”与
“顺应趋势”相依，促成了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成功

变迁，在社会急速的转型期中，没有让蒙学教育落后

于时代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现代课程改革学习与

借鉴。面对社会的日新月异，我们在处理课程中的

“传统”与“趋势”时，其中的关系往往拿捏不准，失之

偏颇，成为了课程改革中的不利因素，近代苏南家族

蒙学课程的 成 功 变 迁 则 正 确 处 理 了 二 者 之 间 的 关

系，把握传统精华，抓住时代脉搏，在课程重构中不

断将“传统”与“趋势”相融合，“实学”（传统中具有积

极因素的课程内容）与“新学”合璧，为现代课程改革

中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

启示。
（二）重视家族自身特性
苏南家族在近代蒙学课程变迁中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引领近代蒙学课程成功变迁，其中家族自身的

“家学族风”深深地影响了此次的变革。荣氏家族的

“实用”特色，华氏家族的“不拘一格”，都被很好地融

入到了近代课程之中，从而呈现出了不同的课程风

格，与现代课程相联系就会不由地联想到我们今天

的课程改革是否也可以具有一定程度上传承自身特

色的“家族特性”并在总体特征一致的情况下延伸出

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课程体系？使得课程改革不再

仅是课程专 家、学 者 的 决 策，而 成 为 融 社 会 区 域 经

济、文化于一的灵活载体。
（三）蒙学课程“实”还是“兼”商榷
关于荣氏家族与华氏家族近代蒙学课程变迁的

“实”与“兼”比较，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清醒地看到，苏南地区在以近代实业型家

族改革为主导的转型中，注重蒙学课程的实用性、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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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继而使得蒙学课程在取向上较为“实”，这一取

向难免带来 一 些 学 科 失 衡 即 重 理 工 而 轻 人 文 的 现

象，但却促进了本地区与社会的发展。而以华氏为

代表的文化型家族，则表现出“多元兼重”的人才特

点，蒙学课程取向突出了“兼”，也在社会发展中找到

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同特性的家族所倡导的两种蒙学课程目标，
在同一时代都取得过成功，却不免令我们深思：蒙学

课程究竟贵在“实”亦或是“兼”？还是二者兼顾？昔

时课程中的非主流，成为了今时课程理念的先导，既
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多姿多彩，却也令我们深思课

程变化与发展的内在奥妙。

注释：

①　《梁溪荣氏宗谱》，卷 一 嘉 庆 十 五 年 三 乐 堂 活 字 本，“家 训”。据

民国谱《家训十 二 条》荣 汝 辑 跋 称，嘉 庆 谱 之 十 五 条 家 训“尚 属

明人手笔”。

②　《时霖荣公传》，民国《荣氏宗谱》卷二十八。

③　荣勉韧：《女学千秋业，遗 泽 万 古 风———与 竞 化 女 校 校 友 袁 兰 贞

一席谈》，未刊稿。

④　所谓文化型家 族，即“家 族 以 实 现 本 家 族 的 文 化 性 为 白 已 的 追

求目标，家族成员 具 有 强 烈 的 文 化 意 识，他 们 所 从 事 的 职 业 也

以文化型为主，或 具 有 文 化 特 征；家 族 具 有 良 好 的 文 化 环 境 和

文化习惯，充满浓厚的文化气 氛；家 族 具 有 相 当 的 文 化 积 祟，并

有一定的文献储存；家族内进 行 着 广 泛 的 文 化 交 流。”出 自 江 庆

柏《明清望族文化 研 究》一 书，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 出

版，第３９页。

⑤　钱穆：《八十忆双 亲、师 友 杂 忆》岳 麓 书 社 出 版 社，１９８６，７，第３３

页中果育学校体育教师华伯圭曾 与 钱 穆 讨 论《三 国 演 义》一 书，

并称“此等书可 勿 再 读。此 书 一 开 首 即 云 天 下 合 久 必 分，分 久

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 史 走 上 了 错 路，故 有 此 态。若 如 今

欧洲英法诸国，合 了 便 不 再 分，治 了 便 不 再 乱。我 们 此 后 正 该

学他们。”此数言常在于钱穆心 中，钱 穆 称“余 之 毕 生 从 事 学 问，

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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