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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制度述略

智 敏

春秋战国时期
,

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
、

大变革的时代
。

这种变革性质 如 何 ? 目前

学术界尚有争议
。

但是
,

这种变革的结果
,

在教
一

育上却直接导致了一次划时代的教育制度的

革命
,

这就是王官之学的衰败和私学教育的兴起
。

正是这种
“
推陈出新

” 的变革
,

奠定了我

国二千年封建社会官
、

私学并举的教育制度基础
; 也正是这一巨大的变革

,

第一次使教育从

“
官府

”
中分离出来

,

教师成了独立的社会阶层
,

知识从
“ 王官

”
走向了社会

,

学校遍布于

民间
,

真正独立的教育制度才破土而出了
。

一
、

官学制度的衰败

先秦文献
,

一经秦火
,

大部散佚
。

有关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制度的资料
,

存在既少
,

又甚

零散
,

以至今天 已难于清楚地勾画出官学消
一

亡的轨迹
。

但是
,

从现有文献资料的记载中
,

仍

可约略考知
,

官学制度是随着 社会 的剧烈动荡
,

渐次衰落
、

演化
、

消亡 ; 新的私学制度则与

此相成相生
,

逐渐萌芽
、

发展
、

完善
。

在时间的递追上表现为
:

春秋前期
、 一
中期

,
官学制度

余迹 尚存
; 春秋末期

,

孔子大兴私学
,

标志着官学制度 的急剧衰败 和消退 ; 其后
,

、

直至战国

终结
,

绚如百花竞放式的诸子百家私学的繁兴
,

则说明官学已被彻底的替代和消亡 了
。

官学的衰败
,

与当时的政治
、

经济变革紧密相连
。

《左传
`

昭公十七年 》 记载孔子 的 话

瑕
: “

天子失官
,

学在四夷
, ” 正说 明其 中最根本的原因

。

春秋以来
,

群雄 崛 起 , 邦 国 林

立
,

王道式微
,

诸侯力政
,

形成了末大不掉 的局面
。

于是
,

西周 以来形成的 产尊尊” 、 “
亲

亲
”
的一整套制度被打乱

, “
礼崩乐坏

” 、 ·

“
陪臣执国命

” 、、 “礼年征伐自诸侯出
”
成为不

可阻挡之势
、

官学的教育制度
,

自然也就被打乱 了
。

时代进入战国
,

。

礼教不行
,

法冶风靡
,

各国诸侯
,

竞相罗致辩士
,

以 图振兴外交 ; 招纳谋臣 良将
,

力求壮大军威
,

对于教育
,

自然

更难兼顾
,

官学也就逐渐消声匿迹了
。 _ 门

按当时的情势论
,

各国诸侯
,

既无暇兴办官学
,

培养人才工
,

又迫于斗争
,

·

急需人才
。

这

种急需人才却无力培养的尖锐矛盾
,

就迫使教育制度发生育必私学名间的栗代和替兴
,

这一

场革命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

而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动
,

又为这种革命提供了人才上的适宜

条件
。

吕思勉 说
: “ 官失其守

,

畴人子弟散之四方
,

本其所得
,

各自立说
,

于是王 官之学
,

一变而为私家之学矢
。

而平民之有余暇能从事于学问者亦多
,

,

于是有聚徒设教之人
,

有负岌

从师之事
,

而学问乃 自贵族而移于平民
” 。

( 《先秦史》 ) 肉此可见
,

私学的兴起
,

的确是

当 时社会变革的产物 了
。

官学的衰败
,

始于何时 ? 信史无载
。

但 《毛诗
·

子铃序》 说
: “

子铃
,

刺学校 废 也
,

乱

世则学校不修焉
。 ”

如是
,

则在春秋中期以前
,

官学的衰落已很明显
。



次左传
.

昭公十八年》 载
: “ 秋

,

葬曹平公
。

往者见周原伯鲁焉
。

与之语
,

不说学
。

归以

语阂子马
。

阂子 马曰
: `

周其乱乎 ! 夫必多有是说
,

而后及其大夫
。

大夫患失而 惑
,

又 曰
:

`

可以无学
,

无学不害
’ 。

不害而无学
,

则苟而可
,

于是乎下 陵上替
,

能 无 乱 乎 ? 夫 学
,

殖

也
。

不学将落
,

原氏其亡乎 ? ”

原伯鲁是周朝的大夫
,

他
“
不说学

” ,

说明在社会大变革 中
,

日趋衰败的奴隶主阶级对

谈学间己感到厌倦
。

而 “ 可以无学
,

无学不害
” 的论调则可以推断人们对官学的认识

,

以及

官学衰败的情景了
。

当然
,

官学的衰落
,

也同其它事物一样
,

并非一朝陵替
。

有关文献资料证明
,

官学 的衰

败与私学的兴盛相辅相成
。

即使在私学风靡的情况下
,

官学依然有残存的 痕 迹
。

《毛诗
·

伴

宫序》 记载
,

鲁嘻公 曾修
“
伴宫

” ,
·

(约在公元 6 50 年左右 ) 《左传
·

襄公三十一年 》 记有郑

国子产不毁乡校的事
。

《左传
·

成公十八年》 则载晋悼公即位后
,

曾任命荀家
、

荀会
、

奕肇
、

韩无忌为公族大夫
, “

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
, ”

这更是王官之学依然存 在 的 例 证
。

《管

子
·

大匡篇》 中说
: “

卫国之教
,

危傅以利
,

公子开方之为人也
,

慧以给
,

不能久而乐始
,

可

游于卫 ; 鲁邑之教
,

好迩而训于礼
,

季友之为人也
,

恭以精
,

博于粮多小信
,

可游于鲁 ; 楚

国之教
,

巧文以利
,

不好立大义
,

而好立小信
。

蒙孙博于教
,

而文巧于辞
,

不好立大义
,

而

好结小信
,

可游于楚
。 ”

这也充分说明
,

在春秋战国之世
,

各诸侯 国仍有不同形式的官学教

育存在
。

这些残存的官学
,

在 日趋末落的变化 中
,

为着适应社会的动荡
,

其 自身也在 不 停地 变

异
。

梳理这个时期的官学资料
,

可以发现
,

另一形式的官学— 保傅制度
,

曾得到相当的发展
。

保傅制度
,

从西周以来
,

既已存在
,

但没有长足的发展
。

春秋时期
,

王 官之学衰败
,

私

学教育方兴
,

这种状况
,

一时不能满足上层统治者培养子弟的需要
,

因而作为王官之学向私

人讲学据习烈转变的缓冲物
,

作为承接纽带
,

保傅制度兴旺发达起来 了
。

《管子
`

小匡篇 》 : “
齐嘻公使鲍叔牙傅小 白

。 ”

《国语
·

晋语四 》 :
晋文公曾让阳处父傅太子灌

。

《国语
·

晋语七 》
:

晋悼公知
“
羊舌胖习于 《春秋》 ,

乃召叔向使傅太予彪 (平公 )
。 ”

《左传
·

阂公二年 》
: “

鲁阂公有博夺 卜漪 田
,

公不禁
。 ”

《左传
·

嘻公九年》 : “
晋献公使荀息傅奚齐

。 ”

《左传
·

襄公十九年》 : “
高厚傅太子牙

。 ”

《国语
·

楚语 》 : “
楚庄王方弱

,

王子燮为傅
,

及即位
,

又使士
,

叠傅太子蔽
。 ”

由上述记载
,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

其一
,

保傅常常是由国君指派来教育太子或国

君子弟的
,

其中有的即是国君近臣或朝廷官员
,

因此
,

它应属王官之学的一部分
。

其二
,

一

个 必傅
” ,

负责对一个或几个子弟的教育
, “

保
,

保其身体
,
傅

,

傅其德义
, ”

(见 《大戴

礼记》 ) 这又和库
、

序那样的
“
官学

” 迥然不 同
,

而和后来的
“
收徒讲学

”
的私 学 十 分 相

憾
:’
因此

,

它是带有某些私学性质的官学
。

其三
,
保傅制度在春秋时期的大量出现

,

带有王

食乏学向私学教育过渡的痕迹
,

反映了两种教育制度渐次陵替的过程
。

二
、

儒家的私学制度

一般认为
,

春秋时期的私学教育
,

发端于孔子
。

但是
, 《左传

·

襄公二十四年》 载
:

鲁叔

妙



荪豹曰
:

噜有先大夫 曰减文仲
,

既段
,

其言立
。

衫杜预注
: “

立
,

谓不 废 绝
。

石 由此可
知

,

在藏文仲死后
,

他的学说
、

言论
、

主张
,

仍不废绝
,

有人传习
。

因而
,

童书业先生在其

《春秋左传研究》 中说
: “

似藏文仲辈 已有讲学之事
。 ”

鲁襄公二十四年
,

孔子才三扒 此

时减文仲 已死
,

说明
,

在孔子 出世前 已有私人讲学之事
。

然而
,

真正开创一代私人讲学风气的大教育家
,

应该首推孔子
。

他从三十岁开始
,

授业

讲学
,

弟子 曾多达三千
,

生徒遍布天下
,

是当时最大的私人讲学集团
。

孔子 而 后
,

私李教

育
,

各家林立
,

不可胜数
,

规模宏大
,

人数众多
,

蔚然形成一代风尚
。

其中较著名的即有
:

儒
、

墨
、

道
、

法
、

阴阳
、

名
、

农家各派
。

只是由于资料散佚
,

其教育制度的状况已难尽述
,

现 只将当时影响最大
、

持续时间最长的两家学派
:

儒家和墨家的教育制度分述如下
。

孔子的私学
,

正在草创
,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

还难说 已形成了成熟的一套制度
。

但至少

在以下几个方面
,

已初具制度的雏形
。

首先
,

在招生对象上
,

孔子首倡
“
有教无类

” ,

规定
“
自行束惰以上

,

吾未尝无诲也
。 ”

( 《述而 》 )
。

这样
,

门徒不分贵贱
,

都可接受教育
,

打破了知识为贵族垄断
,

为学只在官

府的局面
,

这可 以说是在招生 制度上的重大改革
。

其次
,

在教材规定方面
,

他
“ 以诗

、

书
、

礼
、

乐教弟子
。 ”

注重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和

伦理道德教育
,

同时也传授历史文化知识和 自然科学知识
,

有了比较稳定的教材系统
。

另外
,

在教学原则上
,

由于孔子注重伦理道德教育
,

所以
,

他十分强调 以身作则的原则
。

他一生执教
,

身教重于言教
,

处处以身作则
,

并反复强调
“
其身正

,

不令而行
。

其身不正
,

虽令不从
。 ” ( 《子路篇 》 ) 孔子的学生

,

来源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
、

阶层
,

个性特点
、

生 活习惯
、

思 维方式都各有不同
,

因而他又强调对学生要因材施教
,

主张
“
视其所以

,

观其
所 由

,

察其所安
” ,

在对学生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

施行不 同的教育方法
,

t’r 卜人以上
,

可 以语

上也
,
中人 以下

,

不可以语上也
” 。

( 《雍也》 ) 在传授知识上
,

孔子提出学
、

思
、

行相结

合的原则
。

他认为
: “ 学而不思则阁

,

思而不学则殆
” 。

这就不 仅仅传授给学生知识
,

还教

育他们要善于思考以及思考的方法
,

而在掌握了知识和思维方法 以后
,

他又强调二者与行的

结合
,

强调知识必须通过亲身的实践
,

才能变为 自己所有
,

他说
: “

君 子耻 其 言 而 过 其

行
” 。

( 《论语
,

宪间》 ) 他对那些言行不一
、

只学不做的弟子
,

则非常生气
。

他的学生宰

予昼寝
,

他就直斥他为
“
朽木

” 、 “
粪土之墙

” ,

并感叹说
: “

始吾于人也
,

听其言而信其

行
,

今吾于人也
,

听其言而观其行
,

于予与改是
。 ” ( 《公冶长》 ) 在这里

,

孔 子 已 经 初

步涉及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间题厂
.

这在当时
,

无疑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

在孔子那里初具雏形的儒家私学制度
,

到了孟子那里
,

又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

孟子是战国中期最大的私学教育家
。

他一生奔波
,

始而设教
,

继则周游
,
终而归老

,

不

仅一生行事
,

极似孔子
,

而且在思想上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
。

他的私学
,

徒属之众
,
气派

之大
,

影响之广
,

列国之中
,

非其莫属
。

可惜有关其教育制度的资料
,

记载很少
,
难以看到

全貌
。

从有限的几条资料看
,

孟子除了继承孔子的私学制度外
,

在对教育对象的要求上 , 已不

必象孔子那样要求交一定的学费
,

只要赞成他的主张
,

即可成为他的学生
。

在这里
,

政治上

的志同道合是最重要的
。

因为
,

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
,

列国争雄
,

愈演愈烈
,

知 识 分

子
,

则地位越来越高
。

孟子周游列国
,
已不象孔子那样经济拮据

,

到处碰壁
。

而是 派 头大 得

很
: “

后车数十乘
,

从者数百人
。 ”
不但孟子本人

,

连他的学生
,

也大受优待
。

在齐国
,

他不



受欢迎
,

但齐王仍以
“
黄金百锰

” 送行
,

并表示
: “ 我欲中国

,

而授孟子室
,

养 弟 子 以 方

铃
。 ”

(见 《孟子
·

公孙丑下 》 ) 可见
,

这时
,

孟子的讲学 已不是他生 活之需
,

而是从事政

治活动的需要
,

他的近似豪华铺张的生活来源
,

也就不再是向学生收取学费
,

而是靠他在政

治上的影响和各国统治者对他的重视
。

所 以
,

孟子收徒
,

应该是不必交纳学费的
。

、
一 、

在教学原则上
,

孟子较之孔子
,

培养目标更加明确
。

他主张培养的学生是能担当大任的

政治家
,
是能推行

“
仁政

” 的入仕者
,

所 以
,

他更加强调让学生 经 受 艰 苦 的 锻 炼
。

他 认

为
:

.

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

必先苦其心志
,

劳其筋骨
,

饿其体肤
,

空乏其身
,

行拂乱其所

为
, ;
所以动心忍性

,

增其益所不能
。 ” ( 《孟子

·

告子》 ) 而为了实现他的教学 目的
,

他又

比孔子更强调要加强学生 自身的内心修养
。

他说
: “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 ”

“
养心莫善于寡欲

,

其为人也寡欲
,

虽有不存焉者寡矣 ; 其 为人也多欲
,

虽有存焉者寡

矣
。

” ( 《孟子
·

尽心 》 )

由此可见
,

孟子的私学
,

在教学原则上
,

特别强调从学生的角度来加强思想道德的修养
,

这无疑是对孔子教学原则的一个重要发展
。

孟子以后
,

儒家私学大师
,

当推荀子
。

他在总结前代儒学大师私学制度的基础上
,

在教

育的内容和教材的设置方面
,

突出了他自己的特点
。

荀子仍然以孔子规定的六经为教材
,

但并非简单的
“
拿来

” ,

他对各种教材的特点进行

深入的剖析并指出他们不同的教育作用
。

他认为
“
故 《书》 者

,

政事之纪也
, 《诗》者

,

中声

之所止也乡 《礼》 者
,

法之大分
,

类之纲纪也 ; 故学至乎 《礼 》 而止矣
,

夫是之 谓 道 德 之

极
。

《礼》 之敬文也
, 《乐》 之 中和也

, 《诗 》 《书》 之博也
, 《春秋 》 之微也

,

在天地之

间者毕矣
。 ”

.

( 张劝学》 ) 可见
,

他对教材钻研的深入
。

同时
,

由上述记载看
,

荀子重视六

经的教育
,

一

却并非平均用力
。

他认为
,

六 经之中
,

应特别重视对 《礼》
、

《乐》 教 材 的 运

用
;
因为 《礼》

、

《乐》 更能使人改性恶为性善
。

而在 《礼》
、

《乐》 中
,

他又特别强调对
i

《礼》 的学习
,

认为礼是
“
法之大分

,

类之纲纪
, ”

是教材中的纲领性内容
,

因而
,

应该把

它作为主要课程学习好 !

总其孺家私学教育
,
孔子始创于前

,

汞子中兴于后
,

荀子大盛于战国之末
,

使儒家成为

春秋战国时期人数最多
、

影响最大
、

时间持续最长的私学教育集 团
。

尽管 由于资料散佚
,

我

们无法描绘出更细致
、

完善的情形
,

但作 为先秦私学教育的主流
,

它的教育制度
,

相 对 来

说
,

是较为完善
、

系统的
, 我们从上面的资料中

,
已看到了这一点

。

.

三
、

墨家的私学制度

在春秋战国时期
,

,

除孺家以外
,

私学教育 比较能形成制度的
,

当属墨家
。

墨家是儒家之

外
,

一

最大的私学集团
,

与儒家并称
“ 显学

” 。

《吕氏春秋
·

尊师篇》 : “ 孔墨徒属弥众
,

弟

子弥丰
,

充满禾下
。 ” 又说

: “
孔墨之后

,

显荣于天下者众矣
,

不可胜数
。 ” 可见墨家教育

在当时的流行
。

1
.

教育对象和入学条件

与孔子的
“
有教无类

”
不同

,

墨家招生收徒
,

有较严格的阶级界限
。

上层统 治 者 的 子

弟
,

对墨家的学说不感兴趣
,

墨家私学也不 以他们 为主要招生对象
,

墨子主张以招收
“ 匹夫

徒步之士
”
为主

,

这就规定了主要是下层 出身的人
。

这一点
,

先秦著作中有记载
:



《庄子
·

天下揣》 : “ (墨家之徒 )多以裘褐为衣
,
以侨践为服

,

日夜不休
,

以白苦为

极
” 。

《墨 子
·

公输》 中墨子跟楚王说
: “ 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

,

已持臣守围之器
,

在宋

城上
,

而待楚寇矣
” 。

这说明
,

墨家弟子大多着布衣
、

穿草鞋
,

日夜奔忙
,

以 自讨苦吃为做人的准则
。

同时
,

他们还可能精于手工器械的制作
,

这些人应是以手工业者为主的下层出身的人
。

墨家的入学条件
,

也不象孔子那样
,

只要交十条干肉
,

不分何人即可入学
。

而是先行劳苦

服役
,

然后再肯正式收为授业弟子
。

《墨子
·

备梯》 中载
: “

禽滑厘事子墨子三年
,

手足阱

肌
,

面 目黛黑
,

役身给使
,

不 召问欲 ” 。

禽滑厘是墨子的大弟子
,

入学前
,

先行三年劳役
,

以至手脚皆生老茧
,

面 目黝黑
,

仍然不敢 向墨子请教
。

这说 明
,

墨家子弟总要经过一段时间

的艰苦服役来作为正式入学
、

传授知识的先决条件
。

虽然限于资料的缺乏
,

我们无法确知是

否有些墨家之徒因服劳役不合格而被拒之于授学的大门之外
,

但是
,

从 “ 以自苦为极
”
情况

看
,

肯定有些执裤子弟或意志薄弱者
,

会因受不了这种
“
考验

” 而逃之夭夭的
。

因此
,

我们

推测
,

墨家私学有较严格的入学条件限制
,

大概是不会错的
。

2
.

组织原则和纪律

从现有资料看
,

儒家的私学组织系统 比较松散
,

而墨家私学的组织系统比较严格
。

《庄子
·

天下篇》
:

墨家
“ 以拒子为圣人

,

皆愿为之尸
,

冀得为其后世
” 。

向秀注
:

墨

家号其道理成者为拒子
,

若孺家之硕儒
。

《吕氏春秋
·

上德篇》 记载
: “ 墨家矩子孟胜与阳城君友善

,

为阳城君守城
。 ” 当他临

战死的时候
,

即对弟子徐弱说
: “ 我将属拒子于宋之田襄子

。

田襄子
,

贤者也
,

何患墨者之

绝世也
” 。

徐弱 曰
: `

若夫子之言
,

弱请先死以除路
。 ’

还
,

残头前于孟胜
。

因使二人传拒子

于 田襄子
。

孟胜死
,

弟子死之者
一

百八十三人
。

二人已致令于田襄子
,

欲反死孟胜于荆
,

田襄

子止之日
: `

孟子已传拒子于我矣
。 ’

不听
,

遂反死之
。 ”

上述记载说明
,

墨家集团每代都有个 首领
,

叫钮子
,

其产生 由上代指 定
,

代 代 相 传
。

弟子们对拒子是相 当崇拜和尊重的
,

必须绝对服从矩子的领导
。

拒子死了
,

弟子们 以为拒子

殉死是高尚的事
。

这种严密的组织形式和严格的组织原则
,
已带有了宗教的性质

。

《墨子
·

耕柱 》 记载
,

墨子让高石子到卫国做官
,

受到卫国高官厚禄的优待
。

但卫君不

愿用墨家之道治国
,

高石子毅然辞官
。

《吕氏春秋
·

去私篇 》 :

墨者有拒子腹婿
,

居秦
。

其子杀人
,

声惠王曰
: “

先生之年长

矣
,

非 有他子也
,

寡人 已令吏弗诛矣
。

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
。 ”

腹带对日
: “

墨者之法 日
:

`

杀人者死
,

伤人者刑
。 ’

此所 以禁杀伤人也… …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
,

腹解不可不行墨者

之法
” 。

不许惠王
,

而遂杀之
。

由以上记载
,

可以看 出
:

其一
,

墨家对 门徒的社会活动有严格的限制
,

凡做 官 不 施 行

(或不能施行 ) 墨家主张的
,

就要辞官
。

第二
,

墨家私学内部
,

不仅有严格的学 籍 管 理 规

定
,

而 且还有严格的法律制度
。

即使是拒子之子
,

且有国君说情
,

都不能例外
。

由此更可见

墨家组织
、

纪律的严格
。

3
.

墨家的教材和教学原 则

墨家重视生产知识和应用技术
,

他们把从生产实践得到的许多科学知识
,

都用来作 为教



育第手的教材
。

这与儒家相比
,

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和发展
。

从近代科学分类看
,

墨家教材
世自然科学方面

,

主要有几何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知识
,

而其中 《墨子 》 一书的 《 经 上 》 和

《经说上》 等篇
,

保存了大量几何学教材
; 《经下》

、

《经说下》 则保存了大量的物理学和力

学的内容
。

这说明墨家对 自然科学的重视
。

而从 《墨子
·

公输 》 的记载看
,

墨家之徒都深通

战术
,

说明军事知识也是墨家私学的主要内容
。

在教学原则上
,

墨家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实践第一 《墨子
·

修身 》 : “
战虽有陈

,

而

勇为本焉
`… “ 士虽有学

,

而行为本焉
。 ”

又说
: “ 志不强者智不达

,

言不信者行不果
。 ”

《淮南子
·

秦族训 》
: “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

。

皆可使赴火蹈刃
,

死不旋踵
” 。

由上述记载看来
,

墨家认为
,

仅学习书本知识是不够的
,

还应从实践中学
,

这才是根本
。

这就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
。

其次
,

学了知识
,

就要付诸实践
,

说了就应做到
。

同时
,

由干有

上述教育原则的指导
,

墨家之徒大多是些赴火蹈刃
,

死不旋踵的实干家
。

这既大别于儒家培

养的人才
,

也有别于其它学派的私学
。

四
、

很下学宫的教育制度

战国时期
,

齐国统治者在齐都城临淄设立的翟下学宫
,

是先秦时期教育制度的新事物
。

它虽然被后来的学者称作
“ 田齐政权的官办大学堂

” ,

但是
,

它的出现
,

决不是腐朽
、

衰败

的 侧王官之学
”
的延续

,

而是在新的形势下
,

为适应当时统治者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带有许

多私学教育特点的新型学堂
。

因此
,

它的产生
,

实在是教育制度大变革的产物
。

1
、

官办的学堂
。

战国时期
,

是一个各国诸侯你争我夺
、

激烈拼搏的时代
。

这种斗争
,

一方面效胜于战场
,

决斗于干戈
;
另一方面为了在外交上取得胜利和舆论上争得优势

,

各国

统治者又争相延揽人才
。

而梭下学宫的出现
,

正是统治者争夺知识分子的结果
。

因此
,

它必

然具有官办的性质
。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有优厚的物质条件和优美的教学环

境
,

齐国统治者为吸引人才
,

把学宫建在翟门一带
,

这里地势高阔
,

交通便利
。

城外南有巍

巍牛山
,

东有滚
一

滚淄水
,

山水奇丽
,

风景幽雅
,

是知识分子最理想的讲 学
、

辩 论
、

游 憩 场

所
。

学宫建有
“
高门大屋

”
( 《史记

·

孟荀列传 》 ) 师生居住优裕
,

自然会乐而忘返了
。

而

从 《战国策》 的记载中田骄率徒在樱下讲学
,

曾有
“
货养千钟

”
的薪傣看

,

师生的待遇都是

相当高的
。

第二
,

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提拔奖励制度
。

在翟 下学宫中从事讲学
、

议论的学者
,

如果成绩突出
,

会受到齐统治者的提拔重用
,

享受特殊优待
。

据 《史记
·

田敬 仲 完世 家 》

载
,

曾有七十六位翟下先生被赐列第为上大夫
。

而淳于晃
、

孟柯等樱下领袖人物
,

则更被加

封为上卿
、

博士
,

朝夕请教
,

俨若上宾
。

第三
,

梭下先生直接参与齐国的 政 治 活 动
。

《新

序
·

杂事》 :
樱下先生

“
喜议政事

” 。

《史记
·

孟子荀卿 列传》
: “

自邹衍与齐之樱下先生
·

一各著书言治乱事
,

以干世主
” 。

这里
,

议政事
、

言治 乱
、

干世主
,

都说 明程下先生们并

非 闭门教学
,

而是积极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
。

事实上
,

齐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活动
,

都与稠下

学者有关
。

《战国策
·

齐策三》 记述在
“
齐欲伐魏

”
的关键时刻

,

淳于凳向齐王析形势
、

陈

利害
,

从而阻止了齐王一次错误的行动 ; 另载
: “

淳于晃一 日而见七人于宣王
” 。

这 又 表

明
,

翟下的学者有随时见王的特权和肩负为齐统治者举荐人才的重任
。

而 刘 向 《 别 录 》 称

今使邹衍过赵 … … ”
及 《战国策

·

齐策》 所载淳于尧
“
为齐使于荆

” 更说明他们还常常被



萎以重任
,

担负重要的外交使命
,

事实证明
,

樱下学官是直接受齐统治者领导
,

积极参与齐

国政治活动
、

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官办大学堂
。

2
.

有利于私学发 属的教育制度
。

樱下学宫虽是官办大学堂
,

为了延揽人才
,

却积极鼓励各家私学来此讲学
,

使视下实际

成为百家荟萃的争鸣中心
,

大大发展了当时的私学教育
。

在学宫管理制度上
,

则采取十分有

利 于私学的措施
,

这主要表现在
:

其一
、

讲学者来去 自由
。

齐统治者采取宽厚政策
,

凡来游学者
,

都表示欢迎
。

来的
,

热

情接待
,

精心安置 ; 走者以礼相送
,

重金馈赠
。

离后再来
,

不计前嫌
,

仍然欢迎
。

师生们无

饥寒之苦
,

无受制之忧
,

自然乐而前往
。

例如
,

孟子 即曾二进二出视下
,

,

苟子也 曾 几 度 再

来
,

始终都受到欢迎
。

其几 地位上各派平等
,

学术上百家争鸣
。

樱下学宫百余年间久盛不衰
,

有赖于其各派
兼容并包的政策

。

从现有资料看
,

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派在 被下都存在过
,

一

这些
.

气家各
者

,

尽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
,

甚至持有相反的学术观点
,

却都能在援下讲学
,

并咽

派砂学
极卞的

讲坛
,

传播思想
,

广收徒属
,

扩大影响
。

而齐统治者只提供有利条件
,

不在政治上 加 以 限

制
、

排斥
,

让各家在硬下都有地位
。

其三
、

定期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
。

刘向 《别录》 : “
谈说之士 : 期会于

于

樱下也
”

厂

, `所

谓
“
期会

” ,

就是定期集会
,

这说明
,

为了保证各派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
,

学宫有一定的教

学 日程表
。

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
,

师生共聚
,

从事教学活动
。

其四
、

有较严格的学生守则
。

樱下规模宏大
,

师生云集
,

能够井然有序地进行教学活动
,

有赖于其制定了较严格的学生守则
。

这就是 《管子
·

弟子职 》 所记载的尊师规则
。

从其内容

看
,

它首先要求学生要模范遵守课堂纪律
,

努力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
;
其次

,

规定学生

必须小心侍奉老师
,

饮食起居
,

无一怠慢
,

这就保证了学宫的教学秩序
,

最终促进了各派私

学的发展
。

(上接第 47 页 )

1 8 8“年吴子登到华盛顿使馆向公使陈兰彬汇报整顿结果之辱乡
:

垮羊彬就
t’P 卜洋风俗

,

流弊多端
,

各学生腹少儒书
,

德性未坚
,

尚未完彼技能
,

实易
铃专

、清吞 拼
.

沾其恶习
,

即使

竭力整饰
,

亦觉防范难周
,

极应将局裁撤
” 。

.

撤回留美学生
。

1 8 8 1年夏秋之交
,

中国的留美学生分三批

这样
,

清政府于 18 81 年6月冬日最后决定
,

全部

一 价 :
、

“
便然返国

”
份护

容闭所创议的留美活动被守旧势力破坏而终止
,

而
`

娜在中月教育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

的
。

他对少年留学生
“
感情之亲

。

不营于家人父子
” 声 即使在清政府委派鸽任驻美副公使之

时
,

他也不愿离开留美事务所
。

因为他视此为
“
最大事业 ,, 、 “

亦报国之唯一政策
” .

他对

留学活动的热心
,

对学生的热爱
,

都是很感人的
。

容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总起来看是顺乎历史潮流的
,

他支持康有为
、

梁肩超的戊戍

维新
,

也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

他一生所成就的事业
,

主要还是在组织少 年 留 美 活

动
。

这反映出他对人材培养的重视
,
也反映出他的远见卓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