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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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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之洞不仅是中国近代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一生十分重视办教育。他创

办和改造书院、兴办各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开近代教育之先河。张之洞办学堂的数量和

类型之多，范围之大，以及在废科举、建立系统教育制度等方面，在当时没有人能同他相比。他

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家和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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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重臣名儒”的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他不仅是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

且一生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往对张之洞的研究多侧重于他办洋务 #企业 $ 等方面，而对他办教育

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事实上，他办教育比办洋务 #企业 $起步更早，并且延续终生。

一、力促政府废除封建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自隋朝创始一直沿用到清代，用来考选文武官吏的后备人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其

滋生的弊端与日俱增。一些有识之士对束缚人们思想、摧残人才的科举制度已普遍表示不满，屡屡提出

一些整顿和变革的建议。张之洞认为这种制度，禁锢人的智慧，败坏人的心术，“枪手”作弊，使人游手好

闲，不求学业。所以他主张必须废除科举制度，仿效德、日，广设学校，统一学制章程，使学者道艺兼通，

文武俱备，内外皆通，才能为世所用，造就出真正的有用人才。张之洞审时度势，主张采取循序渐进的方

法废除科举制度。他于 -.+. 年撰写《劝学篇》时，专立《变科举》一节，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对改革科举制

度的意见，认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必自变科举始”，“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从而

提出分三场考试的具体办法，由原来仅试四书五经，统一弃取，改为加试实政实学并分场弃取。他并与

湖南巡抚陈宝箴将这种设想会奏朝廷，不久朝廷颁诏执行。从此，原来意义上的科举制度不复存在了。

张之洞还提出了裁减科举中额，分科减完，最后完全废止科举制度的建议。-+&- 年，张之洞与两江

总督刘坤一会奏朝廷，希望 “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张之洞认为科举不废学校不

兴，废之太促又恐难行，故采取逐步废除的方法。-+&/ 年，张之洞又与袁世凯联衔上奏，提出三科将科举

中额减尽，完全停止。举贡生员 /& 岁以内者令入学堂，/& 岁以上者可入仕学、速成师范。此奏得到允

准。-+&’ 年，张之洞又与管学大臣张百熙等再次提出递减科举问题，获光绪帝允准，谕自丙午 # -+&! 年 $
科开始，再行试办递减。-+&( 年春，为抵制保科举的邪风，张之洞致电张百熙，“力策阻止”。又会同袁世

凯、赵尔巽联衔上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他们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

分其实修砥砺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

望。⋯⋯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由于该奏章所陈述情形危

迫、一刻千金，清政府不得不发布上谕，自丙午 # -+&! 年 $ 科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

即停止。至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这一事件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

代的重要意义，有利于中国教育制度与世界先进教育制度接轨，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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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建近代教育形式

张之洞认为办学育人是立国强国之本，“当时急务首倡储人才”。培养人才就必须建学校。他自科举

以后，先为十载学官，次为封疆大吏，再而入阁拜相，都十分重视教育且屡有建树。张之洞所办学校涉及

山西、四川、广东、湖北、江苏、江西、北京、直隶 #今河北 $、湖南、山东，甚至在日本建立了湖北驻东京铁

路学堂。一生建各种学校 !& 余所。

() 创办和改造书院 ("!* 年，张之洞奉旨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开始了外省学官的政治生涯。接

着，他就任湖北学政，在到省内各府主持考试及主持乡试时，都着意剔除科场积弊。他更以创建书院为

己任。("!+ 年在武昌创建经心书院。("*, 年，他出任四川学政，次年在成都与前总督吴棠创建尊经书

院。他亲自到书院讲学，并捐赠四部书数千卷。此间，他撰文为生童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指示门

径，收录经、史、子、集要目书 %%&& 种，供生童研究学问参考。(""( 年底，张之洞奉命出任山西巡抚。作为

封疆大吏，他虽然有整顿吏治、练兵讲武、发展经济等繁重的任务要做，但仍十分重视兴学育才，努力筹

措经费修书院，在太原设立了令德堂，择全省高材生入堂就读，又大修贡院，推广各项兴学措施。(""’
年，他调任两广总督，在参与主持中法战争、戎马倥偬之际，他仍未忘怀文化教育事业，战争一结束便创

设了广雅书局，接着又相继创建了广雅书院和北江书院，其中广雅书院影响最大。(""+ 年，清廷调张之

洞任湖广总督。次年，他又在武昌添建了两湖书院。唐才常、黄兴等改革与革命家曾在该院肄业。

张之洞所创办的书院，其中四川尊经、广东广雅、武昌两湖最为有名，三书院鼎足而立，在近代中国

有很大的影响，也培育了不少有用之才。张之洞是近代创办书院最多、成效最显著的一位封疆大吏。

张之洞创办的书院与传统书院有很大不同。旧式书院只是科举考试的附庸，它以时文帖括为主课，

各书院“于八股试帖诗赋经义而外，一无讲求，又明知其无用，而徒以法令所在，相沿不改，人才消耗，实

由于此”!。张之洞有鉴于此，在新建的书院中，首先大力提倡求实致用的学风，废弃腐朽无用的八股时

文，“一洗帖括词章之习”，不当科举制的附庸，以造就博古通今、明习时务、体用兼备之人才为宗旨。其

次，在管理体制和课程设置上也有所改进。以两湖书院为例，该院制订了学规，学科初设经学、史学、理

学、文学、经济学、算学六门，后改为经学、史学、地质学、算学四门，每门各设分教，改为分斋授课体制。

课余兼习兵法、体操，体现了向近代学堂的过渡。“两湖之教，博约兼资，斟酌于书院学堂之间，⋯⋯乃后

来学校之先声也”"。

张之洞把湖北的经心、江汉书院改用学堂办法，“经心书院分习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无

论所习何门，均兼算学”，并可兼习西文，体现了以西学和实用为主。这些措施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

各地书院纷纷仿效，相继改为学堂，这代表了当时教育事业发展的大趋势。(+&( 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命

令各省所有书院均改为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

辅。”#于是张之洞令全省 !* 个州县的所有书院一律改为学堂。次年，原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改名广

东大学堂，两湖书院改名两湖大学堂，迈出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重要步伐。

%) 兴办各类近代学堂 近代学堂开始创办于洋务运动期间，兴办近代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

重要举措之一。张之洞虽然不是其首创者，却是这一改革的集大成者和成绩最著者。中国只有办私塾、

书院的经验，对办近代教育缺乏实践，而张之洞是如何兴办各种近代学堂的呢- 他又是如何学习先进国

家办学经验的呢- 一是请外国人做顾问，直接向他们学习；二是向归国的驻外使节和留学生请教；三是

读有关的国外的书籍；四是高薪聘请国外的洋教习、洋教师，同时向他们学习西方办学的经验。张之洞

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就这样艰难地学习、模仿着先进国家的办学式样。这样，西方的办学经验

和声光电化的知识都引进来了，使中国的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张之洞兴办的学堂门类齐全，并逐步建

立了系统教育。(+&% 年，张之洞将在湖北办教育的情况，向朝廷写了《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叙述

他在湖北办学的情况：师范教育为第一。他认为 “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故应先办师

范。第二为小学，“小学为培养人才之源”。第三为文普通中学，第四为武普通中学，第五为文高等学，第

六为武高等学。并办有专业学校，如方言 #外语 $学堂、农业学堂、工业学堂等。对各类学堂的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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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制度、毕业年限等都有系统的章程，为清政府向全国推广提供了经验，这在当时没有一人能提出

如此系统和成熟的建议。

#$$% 年在广州原博学馆的基础上，开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该学堂聘请外籍教师任教，学生学习外

语、机轮理法、制造、轮船驾驶、天文、攻战、枪炮等。#$$" 年，张之洞在水陆师学堂内增设了矿学、化学、

电学、植物学、公法学等五个专科，称之为“洋务五学”。“洋务五学”的开设，自然是为办洋务和外交之急

需，但也体现了张之洞拟将近代教育引向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为其后来开办各类专业学堂开了先河。同

时，从其开办公法学专科来看，也体现了他的远见和世界意识。

张之洞在总督两湖和两江时期是他大展兴学育才宏图的时期。#$"# 年夏，张之洞先后设立了湖北

方言商务学堂和湖北算术学堂。#$"& 年，他在武昌铁政局旁开办了湖北自强学堂，学习英、法、德、俄四

国外语和我国国内方言。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于 #$"% 年 ’ 月取消了每月发给学生 ’ 元的膏火费，改为

奖学金制度，以鼓励勤学进取、成绩优异者。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坐镇南京。其时，他正

在编练自强军，便奏请设立陆军学堂，又称江南陆师学堂，聘请德国教习数人，分教马、步、炮、工程等

类。#$"! 年，张之洞还在金陵设立了江南储才学堂，这是一所包括各学科综合性的近代学堂。该学堂设

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张之洞从 #$"( 年调署两江至 #$"! 年 & 月回湖广原任，在短短的一年零

四个月中，除处理政务、军务外，竟办起了多所学堂，其对教育用心之专是可以想见的。

张之洞返回湖广总督原任后，又加快了办学步伐、拓宽了办学范围。首先，他除了于 #$"% 年创办湖

北武备学堂外，又于 #$"$ 年春办起了湖北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张之洞认为，“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

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而“中国农民向多朴拙，其于地学、化学、制器、利用素未通晓，士大夫又

多不措意于此”，!因此必须修农政、兴农学。于是在武昌设立农务学堂，聘请美国农学教习，购买美国新

式农具和谷果优良品种试验。与此同时，张之洞还在洋务局内创办了湖北工艺学堂。选募东洋教习教理

化、机器之学。张之洞是近代较早创办农务、工艺学堂的人，特别是在落后的泱泱农业大国中，开风气之

先，对于传播近代农业思想，推行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耕作方法，都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张之洞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是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张之洞说：“各国中小学教员，咸

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还认为，振兴教育，关键在师资。因而于

#")* 年在武昌创设湖北师范学堂。延请日本师范教员为总教习。课程除普通学科之外，另加教育学、卫

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课。该堂以培养中小学教师为目标。同年，张春在江苏南通创办了温州师范

学堂，它与湖北师范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两所师范学堂。此外，张之洞还于 #")( 年将两湖高等学堂

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又相继设立了师范传习所和支郡师范学堂等，使师范教育在湖北获得了长足的

发展。

张之洞在办好国内学堂的同时，还在国外办起了专业学堂，湖北铁路学堂在日本兴办就是一例。

#")! 年，张之洞派知府廖正华与日本政府商议后，就日本东京原有路矿学堂改为湖北铁路学堂 +又称驻

东铁路学堂 ,。该学堂以培养铁路人才为己任，仿日本相关学堂的办法安排教学，学制三年。经费由湖北

省拨官费，学生由原湖北自费留学生中拨充，毕业回国后归湖北调用。

另外，张之洞还对基础教育投以极大的关注，创办了一大批普通学堂。如在武昌城内外办起初等小

学堂 !) 所，在城内设高等小学堂 ’ 所，并在原自强学堂的基础上扩充改建湖北文普通中学堂，在原两湖

书院旧址扩建了湖北文高等学堂 +又称两湖大学堂 ,。此外，张之洞还在湖北兴办了幼儿教育和女学，先

后办起了幼儿师范及保育员性质的湖北敬节学堂和育婴学堂，还兴办了湖北第一所女子高等小学堂。

&- 积极倡导派员留学 近代成批官费留学生的派出始于 #" 世纪 %) 年代。中日甲午战争，泱泱中

华大国竟败于区区岛国日本，并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之洞对此痛心疾首，建议清政府

速派员并赴外洋学堂、营局学习。张之洞把派员出洋留学游历看成是救亡图存的重要措施。这就决定了

他积极倡导派员留学游历的基本态度。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后，又于 #$"! 年春上呈《选派学生出洋肄业

折》，提出“选派已通西文之学生出洋肄业，⋯⋯就其所通何国文字，即派入何国学堂。”#计划学习 ! 年，

学成归国后，除拔耀任用之外，悉令充学堂教习。他还为此大力筹措经费，甚至借用瑞记洋款。可见，他

对派出留学生倾注了极大的努力。他还以日本、俄国等国领导人物出国留学、归国后实行变法，使国家

董贵胜. 张之洞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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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弱变强的历史为例，来进一步论证留学之必要。他对以往清政府派留美、留欧学军事成效不佳进行了

反思，认为派幼童赴美效果不佳是 “失之幼也”，派员赴欧洲学军事成材不多是 “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

又无出身明文也”。他总结了以往派留学生的经验教训后指出，那些非难留学之谈或对留学抱过高希

望，都是 “祸人家国之邪说”。到哪国留学最佳# 张之洞分析当时各先进国家的情况后，认为去日本在经

费、语言、习俗以及便利吸收近代科技成果方面都优于西方诸国。$%&% 年，经张之洞奔波，清政府同意选

派两湖聪颖子弟 $’" 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工、商诸学，揭开了两湖大批派遣留日学生的序幕。

为加强对留学生管理，除了派员去日外，张之洞还拟订了约束鼓励学生章程。从章程的内容来看，他对

留学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地方官的张之洞能做到这一步，实属难能可贵。此后，出国

留学人数逐年有大幅度增长，仅就留日学生来看，$&"( 年 $("" 多人，$&") 年增至 *)"" 多人，$&"’ 年则

猛增至 %""" 多人。其中张之洞统辖的两湖地区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以 $&") 年为例，全国留日学生为

*)"+ 人，而湖北、湖南二省就有 +&! 人，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 *&, 。又据 $&"! 年的统计，全国留日学

生共计 ’)"" 多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 $(+" 余名，占了全国的 $ - )。! 湖北在全国名列前茅，成为教育的

先进省份。

三、创立近代教育制度

张之洞强调“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认为“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

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初步设计了新教育制度的轮廓。$&"$ 年

清政府推行新政后，兴学热潮悄然兴起，欧美、日本的教育制度纷纷介绍到中国来。当年，张之洞与刘坤

一上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在第一折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教育方案，这是清朝官员中提出的第一个包

括系统学制、课程设置、教育内容的教育方案。$&"* 年 $" 月，张之洞奏呈《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系统总结了他兴学的情况和经验，从中提出了 $’ 条办法和办学要旨 % 条 .此处略 /。这份奏折系统全面

地展示了张之洞的办学过程，总结了办学的经验教训，也指出了进一步开展教育改革的方向。$&"( 年，

清政府命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会订了《奏定学堂章程》，称为“癸卯学制”。它是第一个颁行全国并付诸

实施了的近代教育制度。该学制采用三段七级的学制体系。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初等小学

和高等小学三级，共 $( 年；第二段为中学教育，共 ’ 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域大学预科、

分科大学和通儒院三级，共 $$ 至 $* 年。与上述学校相平行的有：相当于小学的初等实业学堂、实业补习

普通学堂和艺徒学堂；相当于中学的初级师范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大学的高等实业学堂、优级

师范学堂、译学馆方言馆等。从蒙养院到通儒院 .三段七级 /共需 *% 至 *& 年。该学制规定了大小各类学

堂的培养宗旨，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目标可寻。“癸卯学制”是中国参酌日本和欧美学制而制订的

第一个完整系统的近代学制。它的颁布实施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转折。作为当时 “第一通晓学务之

人”的张之洞，所起的作用是无可代替的。

值得重视的是张之洞在长期办教育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人才的教育思

想。$&"* 年，他上奏清廷道：“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询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

序。”#$%他是较早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并把它纳入了“中体西用”的教育原则之中。所谓“体用兼

赅、先后有序”，就是以德育为体，以智育、体育为用，以体育、德育、智育作先后排序。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张之洞作为清政府的一名重臣，他上述作为的目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想

通过大办教育，培养新式人才，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一点我们也是不容否认的。

注释：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 ’(" 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 /，第 *%& 页。 (许同莘：《张

文襄公年谱》，第 ) 卷，第 %+ 0 %! 页。)《光绪朝东华录》.四 /总第 )!$& 页。*《张文襄公奏稿》，第 *& 卷，第 *+ 页。+#$%《张文襄公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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