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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起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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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丈根据考古材料
,

并吸收了民族

学
、

历史学诸学科的研究成果
,

探讨了中国教育起

源发展过程及其特
.

稼
,

并从中寻找出其包含的合

理 内核
,

以期作为我们今天发展教育的借鉴
。

中国教育起源的问题
,

是研究中国原

始社会教育需 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

题
,

它不仅涉及对原始社会教育的认识
,

而

且对教育科学的理论建设
、

教育的本质和

中国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教育的理解
,

也有

一定的意义
。

原始社会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

山于 当时没有文字记载
,

所 以研究这段历

史的难度较大
.

本文主要根据考古材料
,

并

吸收 了民族学
、

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成果
,

试试图阐述中国教育起源 的脉络 揭示其

特点
,

从中寻找出其租含的合理内核
,

以期

作这我们今天发展教育事业 的借鉴
.

一 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产生了教育

生产工具是反映原始人类生产水平的

显著标志
。

人们最初使用的工具
,

都是利用

石头
、

木头
、

骨头等制成的
。

以距今四五十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为例
,

他们的劳动工具

主要以石器为主
,

可分为砍砸器
、

尖状器
、

刮削器等类型
。

北京猿人的石器虽然是很

粗糙的
,

但都是 经过反复思考制成的
,

有一

定的制作方法和工序 ;石器类型 已开始分

化 不同的石器不同的用途
。

因此
,

每一件

石器都凝结着人类的辛勤劳动
,

是他们长

期经验的积累
。

下一代要学会制造和使用

工具
, ·

必须经过教育才能进行
。

于是
,

原始

社会的教育便适应原始人群生产和生活的

需要而产生
。

原始社会的全部教育发展的史实证

明
,

教育起源不仅与劳动有关
,

而且还与人

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有关
,

也就是说
,

社

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产生了教育
。

从北京

人洞穴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灰烬看
,

我国最

迟在北京猿人时期已经用火和有能力保存

火种 了
.

这是人类支配自然的伟大开端
.

从

此
,

他们生活方式随之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
。

由茹毛饮血进化为吃熟食
,

从而大大增强

了人类的体质
,

特别是大脑的发展
,

为人类

意识的发展打下 了基础
,

使他们更快地摆

脱猿类的特征向现代人迈进
.

因此
,

向下一

代传授使用和保管火种知识
,

便成为当时

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迫切需要
,

成为原始社

会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
.

在生产劳动和生产过程中
,

人们由于

相互接触
,

彼此产生了交流思想的要求
,

当

他们到非说不可的时候
,

便发出了一定的

音节
,

八
了语言

.

语言的产生为教育的产

生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

为了生产和生活的

需要
,

教育儿童发音和说话
,

则成为一项新

的教育内容
,

而且教育方式有可能从此开

始改变
。

由从实践中观察模仿逐渐改为言

传身教
,

到后来便有了间接经验的传授
,

扩

大教育的范围
.

二 教育范围的扩大

大约在距今十万前 (一说四五万年 )
,

原始社会进人母系氏族公社阶段
。

这时发

明了人工取火
。

人工取火要掌握选料
、

钻

孔
、

打击
、

磨擦等技术
,

它凝结着人类用火

和使用石器的科研成果
。

从此
,

随着火的用

途的增加
,

教育内容也有所扩大
,

如教民用

火进一步扩大食物
,

用火烧鱼
,

用火农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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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火狩猎
,

用火制陶
,

等等
.

从而大大提高

了人们的生产和生存能力
。

毋系社会时期
,

采拾和渔猎在社会经

济生活中仍然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

有关

技术也有很大改进
。

山西峙峪发现的石箭

头
,

表明人们已将物体的弹力和人的体力

结合了起来
,

发明了一定射程的弓箭
。

发明

和使用弓箭需要发达的智力
,

要求掌握钻

孔
、

磨制
、

烧烤
、

投准等技术
.

这些复杂的技

术就是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
,

其中绝对少

不了教育
.

下一代要掌握和使用它
,

需要刻

苦训练
,

这充分显示了教育的作用
.

我国氏族社会
,

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

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

即生产经验与攫取

经济的分离
,

也就是采拾
、

渔猎与农业
、

畜

牧业的分离
。

这是原始社会的一场经济革

命
.

浙江余姚河姆渡种植了水稻
,

西安半坡

种植了果
,

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农

业的国家之一
。

与此同时
,

出土的农业工

具
,

如石刀
、

石凿
、

石铲
、

石锄
、

石斧等
,

体现

了由前期的粗糙打制过渡到磨制的特点
。

在生活方面
,

考古发现了四川
“

资阳

人
”

制造的骨锥和
“

山顶洞人
’

使用过的骨

针
.

这些锋利细小工具的制造更需要高超

的技术
,

一

表明人们经验的传递和积累
。

毋系氏族时期最有特色手工工艺是制

作陶器
,

尤其是彩陶
,

是当时制陶业的最高

成就
。

人们在实践中
,

对器物表面进行处

理
,

产生了一种新工工艺
—

彩陶工艺
.

彩

陶不仅实用
,

而且美观
,

具有艺术价值
。

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
,

人们为了记事

和通讯联络的需要
,

首先发明了结绳和刻

木记事
.

后来还发明了记事符号和原始文

字
.

有关资料解放后多次发现
.

1954 年首先

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 口沿上
,

发现一百

多个共约三十二种刻划符号
.

南方余姚河

姆渡遗址也发现类似的符号
。

这些刻划符

号的真正含义还不十分清楚
,

尚待于发现

更多的资料
,

进行深人的比较研究
。

这时人们对梦幻等缺乏理解
,

认为有

一种超人的灵魂存在
,

于是便出现了原始

宗教和迷信
,

如半坡人对儿童用瓮棺葬
。

就

是把尸骨放在陶器内
,

上面覆上一盆
,

顶上

留一小洞
,

供
“

灵魂
,

出窍
.

此外
,

在墓坑内
/

还发现一些随葬品
,

进一步证明人们已经

有了灵魂观念
,

有一定的葬俗和死者的血

亲感情
。

以上诸方面的情况
,

生动地证明了毋

氏族公社时期的先民们
,

已从物质生产中

逐渐产生了精神生产
,

从物质生活中逐渐

产生了精神生活
,

从而使他们自身也得到

了发展
.

人们取得这些进步
,

是经过长期创

造
,

世代相传而发展起来的
,

而人类在无限

发展 自身的历史进程中
,

教育是必不可少

的杠杆
。

半坡人居住的村落中
,

密集地建造了

四
、

五十座房屋
,

当中有一间 16 0多平方米

的大房屋
,

据专家考证
,

是人们的公共活动

场所
。

他们在这里选举酋长
,

处理 日常事

务
.

这些活动全体氏族成员都参加
,

孩子们

在其中自然会受到教育
。

所以说
,

这间大房

屋既是公共活动场所
,

又是进行生活规范

教育的地方、是教育机关的萌芽
。

原始先民

相互间的关系靠习俗来维持
,

舆论对原始

人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
.

这说明原始社

会的教育并非全是从劳动
、

生活中学
,

长辈

的解说
、

训诲和启发诱导同样很重要
,

没有

这些思想教育
,

氏族社会就难以维持
.

下面我们再以活化石— 现代民族学

的材料来证明以上 的论点
.

游牧在内蒙古额尔纳河畔的鄂温克

人
.

直到解放前仍处在原始社会的父系氏

族公社阶段
。

其生活以狩猎为主
,

教育的目

的是培训猎手
`

父毋从他们记事时起
,

就通

过讲故事
、

说谜语
,

给他们传授知识
,

带领

他们到森林中去打猎
,

培养独立参加生产

和社会活动的能力
;
到十五

、

六岁时
,

便以

林海雪原为课堂
,

锻炼身体
,

练习跳高和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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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

大人要求孩子们要 以超过野兽的快速

在雪原上奔跳
,

这是猎手的基本功
.

通过这

些活动
,

还可以培养坚韧不拔
、

吃苦耐劳的

精神
。

到十八
、

九岁
,

青年们在大人带领下
,

正式参加打猎
,

儿十人为一组
,

山长老担任

猎长
。

山此可见
。

鄂温克人对儿童的培养
,

是

在生产劳动 中进行
,

而且 已能根据儿童不

同年 龄进行不同的教育
。

这种方式为当时

的生 产所决定
,

适合生产 活动和儿童身心

发展 的需要
。

这些少数民族调查材料虽不

能说完全符合远古时期的情况
,

但多少总

有一些相似之处
,

可 以帮助我们推断原始

社会 的教育情况
。

三 专门化教育的出现

大约在四
、

五千年前
, `
卜国原始社会进

人父系氏族公社 阶段
。

这 !!寸出现的山东大

坟口文化
、

龙山文化
、

甘肃齐家文化和浙江

良洛文化
。

农业和畜牧业居主导地位
.

这时 的生产工具 比以前磨制的更精

致
,

种类也增多
。

除石斧
、

石铲
、

石刀
、

石镰

等外
,

而且开始使川铜器
,

进人铜石器并用

时代
。

在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红铜

器
,

种类有刀
、

匕
、

锥
、

凿和指环等
。

经化验
,

含铜量高达 9 9
.

6 洲
。

这 l l4’ 制陶术有很大的

进步
,

窑温可高达 1 4 0 0℃ 左右
。

陶器用轮

制
,

不但生产速度快
,

而且产品质量也很

好
。

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所谓蛋壳陶
,

表面黑而光泽
,

陶胎极薄
,

仅有 0
.

1一 0
.

2厘

米厚
,

是一种技术很高的工艺品
.

陶器的种

类也很多
,

从造型和花纹上看
,

这时人们已

掌握了方
、

圆
、

长
、

短
、

高矮
、

对称
、

问隔
、

重

叠
、

粗细
、

疏密
、

交叉等知识和规律
,

这无疑

是经过教育训练的人的智力素质在生产中

发生作川的结果
,

是潜在的智能转化为物

质的成果
,

是知识的物化物
。

生产的发展是
`

盼
:

教育发展的客观基础
,

为教育发展提出了

[
,

’ “ 提供 ` 可 “ 这 ’ l
“ 们“ 有 了配

料
、

制坯
、

套接
、

器表处理
、

装配附件
、

调色
、

绘画
、

焙烧等整套 制陶术的教育
。

宗教观念比 以往复杂
。

崇拜自然
,

崇拜

灵物
,

崇拜图腾
,

崇拜灵魂
,

祟拜祖先和崇

拜生殖
,

并厂
`

泛流行
“

占 卜术
” ,

后来还出现

了专 门从事占 !
、

的巫师
。

一般说来
,

巫师都

受过教育
,

掌握一定的宗教知识
,

会施行巫

术
。

巫术的传授多采取师徒传授的形式
,

也

有父子相传的
,

如彝族的
“

毕摩
” 。

在有些氏

族中
,

根据年龄和分工
,

巫师也分若干种
。

巫师与医药
、

文化
、

历史有一定的关系
。

在

这里
,

应该看到医药是人类在长期生产斗

争中发明的
,

而巫师往往利川 已有的医药

知
,

识为 自己 的宗教活动服务
,

从而也保留

了一些 医药知 识
。

如在彝话毕摩的经书中

就有 《 采药种药经 》
、

《 献牲献药经 》
,

其
,
!

一

,
就保存了葬族的医药

、

医疗知识
.

从我国

古代的
“

医
”

字可 以 说明远古是巫 医结合

n勺
。

在原始宗教活动
`
},

,

如接生
、

起名字
、

成年仪式
、

婚丧嫁娶等
,

都要 山巫师讲述氏

族的历史和迁徙路线
。

他们能背诵氏族的

i普系
,

训
二

述重大历史事件
。

凉山彝族在打冤

家前夕
,

清毕摩训家支历史
,

与其他家支的

仇恨
。

他边诉边舞
,

宣传鼓动
,

使听者摩拳

擦掌
,

跃跃欲 试
,

为械斗作好舆论准备
。

因

此
,

巫师一般都掌握许多历史知识
,

通过代

代相传
,

他们保存和积累了大量的历史传

说
。

不仅如此
,

为了记事的需要
,

巫师也开

始发明文字
。

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原始文

字
,

都掌握在巫师手中
。

如彝族毕摩 的彝

文
,

纳西族东巴的象形文
,

耳苏巫师的象形

文字等等
。

壮族
、

侗族
、

苗族的巫师也能歌

善舞
。

土家族 的巫 师称
“

梯玛
”

意为跳舞的

带头人
,

说 明巫师也是文化话动的核心人

物
。

从这种意义
_

卜说
,

巫师是教师的前身
,

是原始文化科学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播者
。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
,

巫师是

不脱产的 ;但是
,

随着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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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

巫师也开始进行剥削
,

积累私产
,

逐

渐脱离劳动
,

并且变成奴隶主及其掠夺战

争的吹鼓手
.

总之
,

父系氏族社会的生产有了很大

的发展
。

而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丰富了教

育内容
。

由于这时劳动已经复杂化
,

只在实

践中观察模仿根本不够
,

需要施以专门化

的教育 ;原始人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
,

开阔

了视野
,

丰富了知识
,

提高了技能
,

增长了

才智
,

于是出现了绘画
、

雕刻
、

音乐
、

舞蹈
、

宗教
,

这样教育又增加了这些方面的内容
。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
,

父系氏族社会发

展到了晚期
,

原始的财产公有制渐趋瓦解

和私有制由萌芽而产生 ;与此同时
,

由于人

们占有的私有财产的多寡不同
,

人与人之

向的原始平等性逐渐消失
,

不平等的关系

即阶级对立的关系逐渐形成
。

原始社会 已

经日暮途穷
,

走到最后崩溃的边缘 了
。

社会

的这些变化
,

反映在教育土
,

各部落为了发

动掠夺战争
,

这时角斗
、

射击
、

制造锋利的

兵器和防御武器
,

如匕首
、

石诚
、

盔甲
、

长

矛
、

弓箭
,

培养勇哉精神等军事教育就成为

重要的内容
。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 出
,

父系氏族公社

随着历史的进程
,

教育内容比初期大为丰

富
,

但仍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进行
,

只

是到了晚期
,

随着私有制 的出现
,

教育才同

生产劳动开始分化
。

这时的教育
,

在后世不 同程度地祁有

所及映
,

特别是奴隶社会 的
“

习武
”

和
“

习

牛L
”

的教育
,

直接从原始社会的军事教育和

祖先祟拜
、

宗教祭祀发展演变而成
,

后来又

进一步发展为 以
“

礼
”

为中心 的
“

六艺
”

教

育
。

整个人类初期的教育又都处于萌芽起源的

时期
。

因此
,

原始社会教育的全部史实
,

都

反映了教育起源于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

四 小结与建议

最后
,

我们应该指出
,

就 原始社会来

说
,

教育随着社会 的进步和历 史的发展而

有所发展 ;但从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
,

需要
。

根据 以
_

L阐述
,

我们可 以把中国教育

起源的问题
,

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

(一 )社 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

是教育

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 力 ;但教育反过来促

进 了生产力的发展
,

对原始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作出贡献
。

(二 ) 阶级未出现之前
,

原始社会的教

育没有阶级 性 所有年青一代都受到同等

水平的教育
。

(三 )原始社会的教育实践
,

在生产劳

动和生活实践
`
卜进行

,

没有分化出来成为

专门的活动
,

既无专门的学校
,

也无专门的

教 少111
.

氏族或部落中有经验
、

有勋劳的长

老
,

既是首领
,

又是老师
,

一身而二任
。

所谓
“

能为师然后能为长
”

( 《 礼记
,

学记 》 )
,

就是指这种情况
。

(四 )没有成熟的文字和书本
,

教育手

段主要通过长老川言传身教的方式和实际

中观察模仿
,

从而获得三方而的知识 : 一是

生产斗争的知识
,

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
,

增强他们向大 自然度取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

料的能力
。 一

二是宗教礼仪知识
。

原始人对大

自然有浓厚的神秘而敬 畏的心理
。 “

礼
”

本

来是一种敬神求福的仪式活动
。

宗教礼仪

也是
“

人伦
”

教育的内容
,

如冠礼
、

葬礼等
.

三是军事知
一

识
。

这是抵御外族侵犯
、

保卫氏

族和部落安全的必要 手段
,

所以平时舞
“

干

戈羽仑
” ,

学 习
“

射事
” ,

进行训练
。

(五 )父系 氏族公社瓦解过程
,卜

,

社会
_

{二开始出现少数特权人物和知识被他们垄

断的现象
。

教 育开始带有阶级性
,

从而体力

和脑力劳动开始分离
,

教育开始脱离生产

劳动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当今重视书本

知
一

识的学习是对 的 : 但同时 (下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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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资料汇编成册
,

发给每一个学员
,

供他们

今j
。
汀厂实践

`卜参考
。

三是参加 一些督导活动
。

为了提高校

长对学校工作质量的综合评价能力
,

我们

有 川的地组织学员参加市教委安排的督导

活动 以
’ `

见习督导员
”

的身份
,

参加督导全

过界
_

大家反映很好
。

p目是开展教育科研
。

近儿年来
,

我们为

了提 高校长运川理论知识进行科研的能

力
,

把科研活动列人教学计划
。

要求学员在

咯洲期间运月j学到的知
·

识
,

就 自己实际工

竹
`
}

,

遇到的一些问题确定科研题 目
,

进行

研究
,

由教研所的同志给予指导
,

掌握一些

基小 方法
。

论 文写好以后
,

请有关方而专

家
、

教师联合评市
,

每期评出优秀论文
.

颁

发 i }1
,

}乡
。

这种办法大大激发了学员学 习和

研乡斌的积极性
。

3
.

坚持严格的管理制度
。

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
,

山于中学领导

{
二部日

’

贪工作繁忙
,

各方而来找他们的人

很多
,

如果在培训期问没有严格的管理制

度
,

就会经常缺课
,

影响培训质量
。

浅市中学领导干部培训工作经过十年

的努力 已建立 了一套管理制度
。

这两年

来
,

我们的管理制度 又进一步完善
:
( 1) 建立

了培训
、

考核
、

任川相结合的制度
。

市教委

在贯彻意见中明确规定
,

今后凡是校级
二

卜

部提拔邵要实行
“

先培 训后 仁岗
”

的原则
,

并从 1 0 9 1年开始逐步做到
。

教委党委要求

组织部门把干训班作为考察了解于部的一

个屯要途径
。

为此
,

组织部门派出分管干部

工作的 卜事担任
二

+-I 训班的副班主任
.

同 11寸

把学员的思想表现与业务成绩列人干部档

案
,

作为考察使川的重要依据 ; (2 )完善学籍

管理制度
,

建立学籍管理档案
,

一人一表
,

人学登记
,

学习期间及 11寸
一

记载出勤
、

实习考

察
、

考点考试等有关内容
,

把好质量关
,

达

不到规范要求的不发给合格 i正书 ;( 3) 建立

评优奖励制度
。

每期都要评出优秀学员和

学习积极分子
,

对表现突出的给予奖励和

表彰
,

并通知有关部门备案 ; (4 )强化学员自

我管理制度
.

由于参加培训的对象都有独

立工作的能力
,

我们都重视发挥他们内在

的积极性
,

强化自我管理
.

为此
,

每期培训

班
,

都建立临时党支部和班委会
,

他们都发

挥了较好的作川
.

以上是我们贯彻国家教委 (8 9 ) 03 5号

文件的基本情况
.

我们决心继续努力
,

巩固

成绩
,

弥补不足
,

进一步开创我市中学校长

培训工作的新局而
。

(
_

卜接 80页 ) 还应该注重在实践中求知
,

不能完全放弃口耳相传和从实际模仿进行

学习的教学方式
。

山此看来
,

原始社会的教育不仅适应

当时社会经济
、

文化的要求
,

如从本质上去

认识它
,

还是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内核
,

可以

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
,

以期起到
“

薪尽火

传
”

的作川
。

因此研究原始社会的教育
,

推

本溯源
,

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后世的文化

教育
,

掌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都有一定

的帮助
,

有必要对我们机先早期走过的历

程
,

对我国教育的起源作一番应有的回顾

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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