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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古罗马教育的特点

董 慧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西安 710062）

作为在西方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古罗马教育，在
教育实践、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等方面上也表现出其独有
的特色。古代罗马的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制
度、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发展变化而显现出不同特征。共和
早期体现的是家庭教育的特征，即典型的家长制教育。共
和中期教育发展表现的特征即罗马传统教育向希腊化教
育转变。共和晚期至帝国初期教育进一步发展完善，给后
世西方教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目的就是结
合古罗马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从
纵向剖析古罗马教育的新特点。

一、兼容并蓄，百家争鸣
从公元前 3 世纪开始，古罗马就通过不断征战扩大其

版图，逐渐成为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国，教育方面也积
极吸收来自东西方不同文明而得到多样化的发展，体现出
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特点。

首先，表现在对古希腊教育的继承方面，3 世纪中叶，
罗马征服意大利中部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成为意
大利境内的最强者。2 世纪中叶又扑灭了希腊的反罗马运
动，从此成为地中海的主人，文化教育方面也得到了相应
的发展。罗马在征服希腊后，大量吸收模仿希腊的文教政
策，希腊的语言、教师、学校类型、教学内容等被奉为珍宝，
竞相追求，差不多被完全承袭下来。后来在罗马就出现了
几乎平行的两种学校系统，一种是希腊式学校，一种是拉
丁语学校。其次，这方面的特点主要是体现在多种教育思
想的交互融合。一方面“希腊三杰”的教育思想对罗马教育
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罗马本土的教育家和
思想家，例如，西塞罗和昆体良的雄辩术教育思想，以及奥
古斯丁的宗教教育思想等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更好的
发展了古罗马的教育。第三，笔者认为在古罗马教育中存
在着多种教育方式的并存发展。例如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并存、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并存、公立学校和私立的法律
学校并存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古

罗马教育史上，无论是对待战败国的文教政策、五花八门
的教育思想还是类型迥异的教育方式，其都采取了兼收包
容，互相促进的政策，这无不体现了其兼容并蓄、百家争鸣
的特点。

二、物我两用，推陈出新
尽管罗马教育是以接受和继承希腊教育为基础，但这

种继承并非简单的模仿和盲目的重复；而是在有意识地保
留自己民族教育特点和长处的前提下，结合自己国家的现
实状况，进行吸收和融合，在改造并发展希腊学校教育的
前提下，推陈出新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变化。

在教学内容上，无论是从初等、中等甚至到高等教育，
罗马人都是有针对性、有选择地接受希腊教育中适应本民
族发展的内容。这一点在当时的“文法学校”中表现地较为
明显。虽然罗马的“文法学校”中继承了许多希腊式“文法
学校”中开设的课程，例如算术、几何、天文、历法等。但这
些科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带有“注重实用”的拉丁色彩，就
像算术用来训练人们在商业和贸易中精于计算、几何用于
丈量土地和规划建筑设施、天文用于制订日历、音乐培养
学生的节奏感，以便在讲演时能更好地掌握语调。

对希腊的“修辞学校”，罗马人也是作了一些保留性的
发展。一方面，继承希腊修辞学校中培养雄辩家所需的课
程；另一方面，又根据社会实际，开设法律、医学、建筑、机
械等课程。形成了与今天职业大学类似的法律学校、医学
学校和建筑学校等，以培养大批实用性人才。

昆体良对教学论的研究恐怕是罗马在发展学校教育
过程中做出的最大“新”贡献。他在所著的《雄辩术原理》一
书，可以说是集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和经验之大成，是欧洲
古代教育理论发展的最高成就。他的分班教学、学科并进、
早期教育、重视教师作用、反对体罚、强调对学生天生禀赋
的了解等教育思想如果和古希腊时期一些教育家的观点
相比较，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当罗马出现诸如西赛罗、贺拉斯、昆体良等文学巨匠

摘 要：古代罗马教育在积极吸取希腊教育精华的基础上，不但用自己的创造精神丰富了希腊文化的宝库，
并且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形成了适合自己国家需求、颇具古罗马特色的教育新模式。罗马不仅在西方教育史
上有着重要地位，同时对于我国目前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发展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亦有重
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代西方教育；古罗马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40- 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 2589（2012）35- 0217- 02

Wen Xue·Li Shi Yan Jiu
☆ 文 学·历 史 研 究 ☆

217



Th e o ry Re s e a rc h
学 论理★ ★ ★ ★

和教育大家后，希腊式的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才逐渐在罗
马受到冷落，后来更适于保持和发展本国文化教育的拉丁
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在罗马纷纷建立。罗马在既继承又发
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适应自己本国教育发展的独特拉丁文
化教育。

三、文武并济，休戚相关
这里的“文”是指古罗马的教育在对学生文学修辞素

养方面的重视。在罗马共和后期以及帝国时期出现的文法
学校和修辞学校，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发展，都是文
科性质浓厚的办学方式。文法学校起初以学习文法为主，
教学方法是讲解、听写和背诵，目的是掌握读写说的能力。
从公元前 3 世纪开始，文法学校的教学逐渐趋向形式主义
化，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学分析教学法。修辞学校在
古罗马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精通修
辞和文字的雄辩家，主要课程是学习希腊作家的文学作
品。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教师与学生致力于在文字上咬文嚼
字，在辞藻上争奇斗巧的学习风气。就是在罗马帝国时期
出现的专门教授法律的私立学校，其主要教学方法也是以
阅读和背诵为主。古罗马教育的这些现象无不体现出重视
文科教育的特点。

但是，古罗马在重视文教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武”教
的发展。这里的“武”主要是指两个方面：第一是指古罗马
共和时期的教育形式主要是“农夫———军人”教育，然而这
种教育模式以古罗马长期征战的社会背景为存在依据，由
于罗马城邦与毗邻城邦之间的平凡战争，所以这种类似
“武夫教育”的教育形式在共和早期确实为其版图的扩张，
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第二，“武教”就是指古罗马的“体
罚”教育。体罚与教育自古以来就形影相随。尤其在古代阶
级社会，人们往往把两者模糊笼统地混为一体。而古罗马
是民族性格暴烈而又尚武、视权力意志为圭臬的国家，所
以体罚在教育中表现的就更为淋漓尽致。古罗马以它的
“家长制”出名，父亲拥有绝对的权威，掌握子女的生杀大
权。共和时期和父亲主要对儿子进行作为农夫和军人的实
际教育，相对的文化教育占的比重很小。在罗马帝国时期
的“体罚”教育又是被教师所利用。古罗马的儿童似乎在这
种“武夫”教育原则下，练就了坚忍不拔，英勇善战的品质。
就是后来出现的基督教教育中的禁欲主义教育思想，即通
过斋戒和鞭笞自己身躯的办法来达到禁欲的目的，也是
“体罚”教育在奥古斯丁教育思想中的体现。

“文教”和“武教”刚柔并济，在古罗马教育发展过程中
互相结合，共同使教育向前发展。

四、重器轻道，顾此失彼
罗马人偏爱战神玛斯，而希腊人最爱智慧女神雅典

娜，可见一方偏于行动，另一方偏于思考。许多史学家认为
罗马的历史便是一部战争史，罗马的形成乃至最后成为地
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无不是通过战争和政治斗争来实现
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像罗马那样，有效地统治着广
阔的区域和众多的人民，有着大规模的政治机构。同时，罗
马人清晰的思想和发达的法律机构，是与罗马人的实践精
神分不开的。“她的有价值的东西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
性的；她是一个物质奇迹的建造者，而不长于哲学系统；她
是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虽然古希
腊的哲学思想曾经光辉灿烂，但是公元前 3 世纪以后，随
着希腊奴隶制的崩溃，希腊的哲学发展也进入暮年期。当
时流行的各种哲学学派都不再寻求客观世界的奥秘和规
律，却游离于现实与社会之外，转而把追求心灵的平静、摆

脱尘世间的烦恼作为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把个人幸福和
快乐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这对视国家民族利益和家庭、
宗族荣誉高于生命的罗马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总之，希
腊哲学之花不适宜生长在罗马土壤上。

也许是古希腊教育教学思想的光芒过于耀眼，相比之
下古罗马在思想精神生活方面就略显逊色，基本上是在古
希腊灿烂思想光辉的遮掩下注重“雄辩术”“角斗术”等实
践技能的培养。并且没有很好地把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有
力的结合起来，是罗马教育发展的一大憾事。在文教政策
上体现的这种特点，使得思想界、文化界丧失了创造力，社
会精神生活死气沉沉，日趋简单化、模式化。笔者觉得是古
罗马教育由盛转衰的原因之一。

五、遐迩文明，源远流长
在各古代文明当中，罗马的文明更加直接、广泛、深远

地影响了后世西方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教育的发展。正如
恩格斯所言：“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
就没有现代的欧洲。”虽然说西方社会文明在渊源上可以
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时期，但它却是通过罗马所传承保留下
来的。罗马文化对后世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起希腊
文化所起的作用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在语言文字
上，现在西欧各国使用的语言均建立在古罗马的拉丁字母
基础上；在建筑上，古罗马的建筑样式和风格在当今世界
的许多地方仍广为流传；古罗马还对西方历史，甚至对整
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均产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教育作
为罗马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
的，所以古罗马教育在西方教育史上的源头地位是无可厚
非的。很多在当时颇为先进的教育实践和教学思想，不仅
为其自身文化教育的繁荣发达、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大、经
济实力的不断巩固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是对以后欧洲社
会和世界教育的发展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我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教育体制的同时，我们依然可以从古罗马教育发展的
特征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对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教
育所具备的历史功能加深认识。使我们更积极自觉地肩负
起促进教育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促进民族昌盛的历史重
任。努力建立起光辉灿烂、适应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新型文
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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