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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书院改制与近代学制建立的本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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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既是外国教育浸润影响的产物，更是中国传统教育自身适应时势
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是中西教育交融演变的产物。晚清书院在实现自身转型的同时，无疑也对
近代学制的建立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面对外来文化教育的强烈冲击，晚清书院开始进行自
我调适与更新，其在办学体系、办学宗旨、课程内容、管理体制、图书资源等方面基本具备了向近代
学校转型的主观内在条件。清政府的两次书院改制诏令更是直接促成了传统书院迅速向近代学
校的转型，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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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向来认为，中国近代学制完全是模仿西方学制建立起来的。史实果真是这样吗? 在

一个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发达的教育体系而绵延五千年的国家，一种新制

度的建立竟然完全与本民族的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和教育基础无关? 事物的发展既与外因有

关也与内因有关，总是在外因作用下自身合乎逻辑的演进发展过程。本文认为，上述观点与

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事实不符。事实上，晚清书院为实现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代转化并建立

近代学制奠定了坚实的本土基础。

一、近代学制的建立是中西教育交融演变的产物

近代学制的建立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事件。陶行知在《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一

文中指出:“一切制度都是时势的产物。学校制度亦不违反这原则。时势如此，学制不得不如

此; 时势如彼，学制不得不如彼。时势变迁，那应时势需求而来的学制亦不得不变迁。”①鸦片

战争后，西方文化呼啸东来，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这不仅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冲击与挑战，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造就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近代学

制正是在此时势下产生、发展与形成的，这可从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分析: 时间上，近代学制

体现了传统教育的近代转化，是传统教育在新时期的华丽转身; 空间上，它不只是西方教育的

简单移植，而是中西教育在冲突融合中相互作用的产物，既是在借鉴、移植外国近代学制的基

础上建立的，也“是在中国原有教育制度和形式的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②

西学的传入既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实样板，也加速了中国传统教育制度

的改革、更新与转型。西方传教士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各地创办教会学校并译介各种西方近代

学制书籍。从 1839 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建立第一所教会学堂—马礼逊学堂起，到 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教会学校在规模上达到 2000 多所，并拥有 4 万多名学生; 在层次上形成

了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依次递升的办学体系; 在类型上除兴办各种传统的男子学校外，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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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还基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倡导男女平等思想，兴办教会女学，③首开近代中国

女子教育的先河，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 在教学内容上，“西学”为

主兼顾“中学”，课程科目包括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和外语

( 主要是英语和法语) 、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各国历史、政治经济学等人文科学; 在教育方

法上，教会学校仿照西方近代学校课程与教学的做法，编制各种近代课程，实行以学年编班为

基础的班级授课制，④注重实验教学和演示教学。在当时中国教育中处于先进地位的教会学

校，“一方面使中国教育主权受到侵略，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提供了直接的新样

式，加速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⑤。同时，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洋务派、维新派仿照西方

模式开始兴办各类传授学习“西文”、“西艺”、“西政”等内容的新式学堂即所谓“洋务学堂”和

“维新学堂”，并大量介绍西方近代学校制度，⑥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提供了可供直接参照

的蓝本，影响甚大。其中，被称为“晚清精通学务第一人”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任地方

官吏时就广泛办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⑦为新学制的制订积累了宝贵而完整的实践经验。
中国原有学校特别是书院在近代学制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晚清时期，传统学

校体系的“三驾马车”———官学、私学、书院中，尤以书院最具生命力。传统书院在晚清社会转

型的背景下，面对外来文化教育的强烈冲击开始进行自我调适与更新，“在清末教育改制过程

中便成了可依可参的基本形式和模板之一”⑧，客观上推动着近代学制的建立。自康有为上书

光绪皇帝请将“公私现有之书院、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⑨开始，书院改制运动

在维新浪潮中就被大力提倡。1898 年 5 月 22 日光绪皇帝颁布关于改书院为学校的上谕:“即

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

会之大书院为高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⑩这大大推动了晚清书院

向近代学校转变的进程。戊戌变法的夭折虽暂时搁置了该计划，但顺应社会潮流的书院改制

已成为中国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终于在 20 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中再次被提上日程。
1901 年 9 月 14 日，慈禧太后重新颁布改书院为学堂的上谕( 又称“书院改制诏”) :“著各省所

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则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

蒙养学堂。”瑏瑡“书院改制诏”的颁布使书院改学堂的热潮在全国迅即达到顶峰。据清政府学

部的统计，到 1903 年全国共建有 680 余所官立和公立的各级新式学堂，而“各地新式学堂大

多以书院为发端，而且设备条件稍好的一些学堂，也基本上由旧日的书院改设而来”瑏瑢。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也让一些徘徊观望且犹豫不决的书院失去了挣扎的勇气，纷纷开始向新式

学堂转变，“到清末各省书院基本上完成了改制工作”瑏瑣。正如邓洪波教授所言:“书院改学堂

接通了中国古代与近现代教育的血脉，……匆忙中，古老而悠久的书院走向现代，在改制中获

得了永生。”瑏瑤一个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完备教育系统逐步形成，近代学制的出台在中西教育

交汇中已是顺理成章。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颁布了仿照日本新学制制订的两个学制( 壬寅

学制和癸卯学制) ，特别是颁布并正式实施的由荣庆、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制订的癸卯学制，是

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向近代教育制度转型以及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建立的显著标志。尽管它明

显带有模仿移植的痕迹，但也是在中国原有书院的基础上顺应时势合乎逻辑的发展。

二、晚清书院近代转型的自身条件

晚清书院之所以能够实现近代转型，是由于到 19 世纪末书院经过改革已基本具备了向

近代学校转型的内外主客观条件。外在客观条件主要是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形下，一时

要建立那么多遍及全国城乡的新式学校，校舍、师资、经费均无法办到。于是书院在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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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成条件就成为新式学校建立的现实客观外在基础。但除了这些之外，书院经过改制能够

转变成各级新式学校，还有其为人们很少注意到的主观内在条件。
1． 自成系统的书院体系 清末计有书院 4365 所。事实上，虽同是书院之名，实则不在一

个层次不是一种程度一种类型，而是分成纵向递升的几个层次几种程度几种类型。大抵而

言，省城的书院实施相当于高等程度的教育，府州的书院实施相当于中等程度的教育，县城的

书院实施相当于初等程度的教育，还有一部分乡村书院实施相当于蒙养程度的教育。正如陈

谷嘉、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所言:“凡具教学和学术研究功能的书院，因为其教学

程度和学术水平高低不同，自然形成了一种等级上的差异。”“中国的书院并不是一种单一的

教育类型，而是一个有高、中、低三级教育所构成的多层次的体系。”瑏瑥这样一来，遍布各地( 省

城、府州、县城、乡镇) 的书院实际上形成了与官学制度之太学、府州学、县学、乡村义学相对应

的自成一体的教育系统，并成为晚清社会庞大教育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此，在清末

改制中，由于各级旧学因空疏无用而令世人失望，晚清书院实际上承担起了发展学术、传承文

化和培养人才的历史重任，各级书院改为各级学堂才顺理成章。新学制建立之初，各级新式

学堂大多由书院改设而来就是例证。据邓洪波教授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 1600 余所书院

改为各级各类学堂，其中，34 所改为大学堂( 高等学堂) ，180 所改为中学堂，1103 所改为小学

堂，4 所改为蒙学堂，其他改为师范、实业、女子等各类学堂。以当时的湖南省为例，至少有

180 所书院改为各级各类学堂，其中 3 所改为高等学堂，17 所改为中学堂，101 所改为小学堂，

其余 59 所书院改为其他各类学堂。瑏瑦而“湖北通省六十七州县饬一律所有书院改为学堂，山西

改令德书院为晋省省会学堂; 直隶拟改莲池书院为省会高等学堂，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

堂，会文、三取、稽古三书院归并分别为天津府中学堂、天津县小学堂各一所”瑏瑧，“其他省份如

广东、山东、河南、甘肃、贵州、河北、青海、宁夏亦大体如是”瑏瑨。因此，自成一统的书院体系实

际上就为清末建立层次依次递升的新式学堂制度准备了体系条件。
2． 造真才济时用的办学宗旨 当时以培养专尚训诂词章的传统儒学之士的办学目的，已

不适应时势发展的要求。于是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培养“实才”的教育目的。浙江巡抚廖寿

丰曾上书光绪皇帝:“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材为第一义; 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

义。”瑏瑩很多书院在新形势下适时地调整了办学宗旨，开始“兴实学而起真才”，注重培养“明习

时务”、“明体达用”的近代务实型人才。“故书院之设，所以作养贤才，贵得明体达用之士，以

备国家任使。”“总期体用兼备，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瑐瑠创建于 1890 年的两湖书院喊

出:“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瑐瑡，要求学生学习实际有用和时政方面的知识。陕西味经书

院在 1895 年提出“人人出而有用”瑐瑢、“学问日新月异、皆成有用之才”瑐瑣的办学宗旨。创办于

1896 年 5 月的陕西崇实书院与创设于 1897 年 5 月的浙江杭州求是书院也都在书院章程中明

确规定了培养近代化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的办学宗旨，纷纷通过制定新书院章程以改变曾经

脱离实际、学用不一的学风，努力塑造务实求新、学用一致的风气。江西友教书院在“务期学

有实济，明其道不计其功”瑐瑤的办学宗旨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课程改革。即使地处偏远的广西

经古书院也提出要培养“学有成效”的学生，即“盖为培养人才以备时用起见”瑐瑥，等等。经过

一系列的改革，晚清很多书院开始由科举的附庸转变为研读实学、明体达用的育才基地，“已

开始冲破传统教育能力与人才培养的观念，显示出近代教育思想的萌芽”瑐瑦。造真才济时用的

办学宗旨无疑更加符合近代教育的人才培养要求，促使更多书院培养的人才从高谈性理的经

学虚文中走出来，在晚清书院的近代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中西并重的近代实用性课程设置 鸦片战争后，传统学校专课“八股试帖词赋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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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已不适应时势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浙江巡抚廖寿丰在《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

学折》中关于“泰西各学，门径甚多，每以兵、农、工、商、化验、制造诸务为切于时用，而算学则

其阶梯，语言文字乃从入之门，顺序以进，渐有心得，非博通格致不得谓之学成”瑐瑧的论述为各

大书院进行课程改革增设西学课程树立了典范。1896 年翰林侍讲学士秦绶章的《奏请整顿

各省书院预储人才折》瑐瑨对书院的课程变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8 年慈禧太后颁布懿旨

更是明确指出:“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

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于学堂，名异实同。”瑐瑩

于是，很多书院开始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添加时务、算学、格致等各种实学课程，开始系统

地借鉴西方近代学校课程体系。“书院改学堂不仅仅是教育机构名称的改换，更重要的还在

于教学内容的更新。”瑑瑠课程内容的变革也成为晚清书院近代转型的最实质特征。著名的湖北

两湖书院在张之洞的倡议下“均酌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瑑瑡。此时，陕西宏道、关
中、崇实、味经等一批书院开始设置西方近代科学课程。崇实书院在“期有裨实用”方针指导

下，开设了天文、地舆、吏治、兵法、格致、制造等不同类型的西学课程，后增设农学、外语、算

学、矿务诸学科课程。味经书院在 1895 年增设时务斋，规定课程“须兼设外洋语言文字之学

以及历算”，涉及到西洋文字、各国历史与政治、兵事、算学等。课程教学中也要求“每日均作

六时，以二时讲阅经史，二时习学西艺及西书，二时游息”瑑瑢。江苏江宁惜阴、文正书院也在考

试内容上要求，“至每次课题，分时务算学、兵农矿化各学”瑑瑣。安徽省城敬敷书院瑑瑤在 1902 年

也把经史、测绘、算术、天文、格致、化学、舆地及各国语言文字列为学校课程。而江苏江阴南

菁书院在增设西学的同时，还采取了必修和选修相结合的近代课程编制原理，“规定正科为中

学，分经学、掌故等门，为必修课。艺科为西学，分算学、理化、测量、东文四门，为随意科，习否

听便。”瑑瑥即使在县级书院，如湖南省岳阳书院也在课程设置上改为“经学、史学、时务、舆地、
算学、词章六门，以课生童之成材者”，地处僻远的宝庆武冈州在本地士绅的倡导下积极变通

当地书院，“拟将鳌山、观澜、峡江三书院一律课以实学，……课程约为八门: 曰经义、曰史事、
曰时务、曰舆地、曰兵法、曰算学、曰方言、曰格致。”瑑瑦晚清书院增添近代课程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直隶、江苏、浙江、陕西、安徽、江西、广西、云南等各省

各级书院都把改革的重点集中在课程上，添设西学课程成为一种趋势。这不仅仅反映在京

师、沿海通商口岸以及湖广等发达地区，“连地处边陲的广西、云南的一些书院也在维新运动

时期增设了算学等自然科学课程”瑑瑧。
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化，书院专课时文、经史的课程体系已经逐渐被“中西并重”的课

程体系所替代，已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将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内容的理论推进到了

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瑑瑨，成为书院近代转型最强大的内部条件。
4． 近代意义上的教学管理制度 受西方近代学校制度的影响，晚清很多书院在教学管理

方面开展了一些新的尝试，呈现出近代学校教育中班级授课制以及分科教学法的特征。山西

巡抚胡聘之在《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中就提出“分门探讨，务臻其奥”瑑瑩的近代教育分门教学思

想。众多书院纷纷效仿。两湖书院“以成绩优劣为准尺，将学生分成 8 个班，每班 36 人，教学

以班为单位”瑒瑠，并“聘专门教习教之”，“教学分经学、史学、理学、算学、经济学五门，分由五人

执教”，“每门各设分教”，课试时，“各生只考个人所习专业课题”瑒瑡。湖北经心、江汉两书院在

课程改定上“分立门目”、并“各有分教讲授”，瑒瑢体现了近代教育专科教学的思想。湖北广雅

书院“设有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学四门”，又“设分校四人，分门讲授经学、史学、理学、文

学”瑒瑣，更加明显地反映出专科教学的特征。“设斋分学”、“责成分学”在崇实书院设定之初就

29



被确定为该书院的教学指导思想，在具体的管理规制上，设“致道斋”、“学古斋”、“求志斋”、
“兴艺斋”，分别针对不同的课程进行教学。到 1898 年崇实书院内已基本实施了分班教学，

“设语言、算学教习各一人，令诸生分班学习”瑒瑤。1896 年陕西格致书院也提出“分门研习”瑒瑥。
这些与近代教育中的分科、分门教学的特征已经十分接近。1899 年湖南求实书院在设置中西

并重的课程基础上，开始“延中学教习三人，算学一人，西文译学二人，……严立课程，分科分

班，朝夕讲贯”瑒瑦。浙江杭州求是书院则是在招收学生入学之前，根据不同学生的就学基础，编

排成不同层次的班级，就学后，针对不同的班次分别授课，并分科聘请教习。书院内部设正教

习一人，教授化学及各种西学，兼课图算语言文字，设副教习两人。一人教授各种算学及测

绘、舆图、占验、天文等事，一人教授外洋语言文字及翻译书籍报章等事。瑒瑧在各种县级书院( 如

湖南巴陵县金鹗书院等) 的教学安排中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出班级授课和分科教学的特征。晚

清各级书院中逐步确立的近代教学管理制度符合近代学校发展的必然要求，成为书院转型的

重要内部管理条件。
5． 大量介绍近代科学、教育等知识的图书资源 藏书一直是中国历代书院的重要职能。

甲午海战后，不断传播的维新思想掀起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各种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

近代书籍作为人们学习西方的重要工具被书院广泛引进。据相关记载，当时全国四大学府瑒瑨

之一的湖北广雅书院就收藏了包括西政、西艺、交涉、史地和水路师等在内的 21 种西学图书，

共 241 册。瑒瑩而创办近 30 年的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一共出版的西书也不过 200 余种。上

海龙门书院则储藏了《初等几何平面教科书》、《初等几何立体教科书》、《最新植物学教科

书》、《微分积分学》、《电学镀金》、《兵船炮法》、《格致小引》、《化学补编》、《儒门医学》等各类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以及《小学管理法》、《各种学级教授法》、《单式复式教学

法》、《中学博物示教》等介绍近代学校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等知识的书籍。县级书院中如当

时的湖南湘水校经书院储藏了 7000 多种有关洋务方面的书籍，湖南平江县天岳书院则在“添

购中学政书外多购西学新书，查照大著书目表，凡有圆周者悉数买取……俾便学习”瑓瑠，等等。
甚至具备刻书条件的书院在刻书内容上也开始向近代转变，如上海格致书院的《课艺》中就涉

及到工商、邮政、铁路、法律、农产、水利、国防等广泛的内容。在这一时期，全国大小书院都储

藏了不同数量的介绍近代科技、教育方面知识的书籍。“这些书籍对于缓解书院改制之初各

种近代科学课程因没有教材和标准所带来的困难，会有一定的帮助”瑓瑡，也为书院的近代转型

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性条件。

三、晚清书院转型在近代教育制度建立中的价值

空疏无用、流弊丛生的晚清学校教育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转型期社会发展的需要，近代学

校教育体系的构建刻不容缓。而“当清光绪中叶，提倡新学之际，学校尚未成立，所定学制章

程，多取材于书院而厘定章则，讲学宗旨，于今日学校犹不相远。”瑓瑢于是，晚清书院的近代转型

就既是中国传统教育从形式到内容、思想观念到体制设置等改革的大胆尝试，也对中国近代

学制的建立及教育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晚清书院转型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现实的本土模式。书院改制转型尽管

有受到西方教育冲击和影响的因素，但总体上说它是本土的、原创的。从学校层次上说，传统

书院实际上也是分层次的，按其水平来说大致与现代教育的小学、中学、大学瑓瑣相对应，这恰恰

是其能够转变成各级现代学堂的现实基础。从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来说，传统教育本有提倡

经世致用的“实学”以培养“实才”的传统，只是由于科举制的影响而被湮没。从教学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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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说，分科教学的思想及其实践可以说在孔子那里已经萌芽，后北宋胡瑗首创“分斋教学”
并被推广应用到国子监，元代吴澄、清初颜元沿袭光大之，其做法与近代学校的分科教学极为

相似。强调实习实践的教学方法则由来已久，孔子主张“力行”( 《礼记·中庸》) ，墨子强调

“行为本”瑓瑤，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瑓瑥，颜元提倡“习行”瑓瑦 ; 胡瑗、颜元都主张实验教学。瑓瑧晚清

书院转型其实是将这些被湮没而沉寂的优良传统弘扬光大。这些正好成为现代学校教育教

学的优秀传统和宝贵实践经验。而“从书院到学堂，实则成了近代学制最坚实的基础，中国正

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完善发展，从而形成今日这样的教育样式。”瑓瑨

其二，晚清书院转型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舒新城先生所说:“各

种教育思想都是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的工具。”瑓瑩近代教育体系要想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转

变知识分子( 即“读书人”、“士”) 的教育传统价值观至关重要。“君子不器”、“学而优则仕”、
“重‘道’轻‘器’( ‘艺’) ，重文轻技，……重视理论，轻视实用”瑔瑠等观念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根

深蒂固，客观上延缓了中国教育近代转型的步伐。而“将旧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新

式学堂，从教育制度上为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大量引进开辟了道路”瑔瑡，此时遍布中国各个角

落的书院虽然仍带有较明显的旧痕迹，但是很多书院在转型中已经适时地传播了近代新思

想、新知识，极大地推动了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更新，使人们不仅对近代新教育理念有

了一定的了解，还意识到了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各种书院内部教育目标、教
学内容的近代变革促使更多的知识分子转向学习与国计民生有紧密关联的实用科学技术课

程，诸如天文、算学、制造、格致、地理等在传统中国人看来很新鲜的课程知识。近代“西学”
“实学”课程体系的逐步确立无疑对近代教育观念的传播和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转型

中的书院成为由旧教育理念向新教育理念过渡的桥梁，为近代教育转型奠定了思想上的

基础。
其三，晚清书院转型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培养了大批新型人才。“中国不贫于财，而贫

于人才。”瑔瑢人才是当时教育转型乃至社会转型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新型人才的培养既是时代

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也是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和发展的题中之义。“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

之盛衰系乎学校，欲补学校所不逮而切实可行者，莫如整顿书院之一法。”瑔瑣此时，转型后的书

院不仅在课程设置上更加贴近近代知识体系，而且在培养目标上也更加符合近代人才的培养

理念。通过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新式书院已经由科举的附庸

逐渐转变成培养具有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人才的摇篮。推动教育改革、对近代教育制度的

创建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如张之洞、张百熙、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都是传统书院培养出

来的。书院对近代新型人才的培养为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条件。
其四，晚清书院转型加速了近代教育制度建立的实际进程。中国的近代教育转型不完全

是被动进行的。洋务运动以来，受师资、经费、教材等客观条件限制，不论是最初建立的一些

语言、实业、军事学堂还是在甲午战争后陆续创办的新式学堂，都“犹如飘浮在茫茫大海之中

的几颗闪忽不定的灯光，就数量方面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瑔瑤。而书院由于在校舍、设备、经
费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可直接转化为新式学堂的办学基础，减轻新式学堂办学的困难。正如

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所言:“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 先以书

院改为之。”瑔瑥书院在此时成了一种可以整合的教育资源，在兴办新学上“以已有之基，收兴学

育才之速效”。例如，“城西广雅书院……规模阔大，斋舍甚多，足敷布置，当经议定将该书院

改为广东省大学堂”; 安徽省城大学堂则是“查省城敬敷书院地方宏敞，可以改为学堂，分列八

斋，足容百人居住，不过讲堂及教习住房，稍加添盖，即足敷用”; 瑔瑦等等。于是晚清书院褪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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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学校的外衣，通过向各级小学、中学、大学的转型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新式教育的主体

部分，使近代学校体系的建立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因此，晚清书院的转型在迅速壮大新式学

校力量的同时，客观上也加速了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进程。
“书院改制并非是传统教育与近代教育之间的断裂，它仅仅意味着书院的名称在一个时

间节点上的终止，而其历史却在另一个向度上再次展开。”瑔瑧晚清书院的近代转型是传统教育

在中西教育的交汇、冲突、融合中创造性转换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教育迈向近代化的关键一

步。转型中的书院在扬弃自身进而实现向近代学校转化的同时，不自觉地成为了近代学制建

立的本土基础，为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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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瑩计有西政丛书二部 64 册、西学大成 12 册、西艺知新 14 册、通商约章类汇 20 册、万国史略 6 册、泰西新史揽要 8 册、

游历日本国志 16 册、日本国志 10 册、德国合盟议略 1 册、中俄界约 2 册、各国交涉公法论 8 册、东方时局论略 1 册、圆天图

说 5 册、经世文新编 24 册、地学备考 2 册、地学浅释三部 24 册、地学歌略 2 册、探路记 15 册、列国陆军制 3 册、水师操练 2

册、开地道轰药法 2 册。

瑓瑢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瓜蒂庵文集》，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32 页。

瑓瑣取“大学”的广义而言，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高等学校”，泛指一切施行高等教育的机构。

瑓瑤《墨子·修身》:“士虽有学，而行为本。”

瑓瑥《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我今只说个知行合一。”“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

瑓瑦《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学须第十三》:“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著力。”

瑓瑧宋代教育家胡瑗创立“苏湖教学法”，设置经义斋和治事斋，实行“分斋教学”制度。治事斋分设治兵、治民、水利、历
算等科，采用实验法进行教学。清初教育家颜元主持漳南书院，也实行“分斋教学”，将书院分为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
学、帖括六斋，除理学、帖括两斋外，其余四斋均采用实习、游历、实验等方法教学。

瑓瑩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北京: 中华书局，1929 年，第 7 页。

瑔瑠张传燧:《大学之“道”与大学之“器”》，《高等教育研究》2005 年第 12 期。

瑔瑢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 年，第 405 页。

瑔瑤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72 页。

瑔瑧谢丰:《从书院到学堂的三重变化》，“书院文化的传承与开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长沙，2011 年 11 月，第 63 页。

著名教育学家瞿葆奎教授逝世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科版) 》第一任主编，著名教育学家瞿葆奎教授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上午 10 时 50 分不幸去世，享年 90 岁。

瞿葆奎教授生于 1923 年 2 月 5 日，江苏宜兴人。1943 年毕业于江苏省立苏州中学。
1947 年毕业于国立复旦大学教育学系，留任助教。1951 年随复旦大学教育学系全体师生
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先后为教育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教学论硕士生导
师，教育基本理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顾问，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代理事长、学术顾问，教育理论刊物
研究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基本理论学科规划组组长;国
家教委教育学教材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研究会名誉
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兼教育学分支学科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
( 1949 － 1989) 》总编委兼《教育学卷》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主编，《高
等师范教育研究》副主编;《教育研究》学术顾问，《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名誉编委，广东中山
纪念中学顾问。

瞿葆奎教授曾编、著中学《上课实录》( 9 册) 、《教育学文集》( 30 册) 、《教育科学分支
学科丛书》( 30 册，已出版 20 册) 、《20 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 50 册) 、《教育基本理论之
研究( 1978 － 1995) 》、《中国教育研究新进展》、《元教育学研究》、《教育学的探究》等;《建
国以来教育学教材史略》、《拉伊与他的 ＜实验教育学 ＞》、《中国教育学百年》等论文;合撰
《“形式教育”论与“实质教育”论》、《教育研究范式简论》、《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
《教育学逻辑起点:昨天的观念与今天的认识》、《西方教育学史略》、《中国教育学科百年求
索》等论文。2011 年，获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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