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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政社会教育及其影响初探 

杨晓 

一、晚清新政改革与社会教育勃兴  

    1900年八国联军打到了北京，中华民族接受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残酷的挑战，最高统治者们终于被迫

走上了改革之路。无论新政多么被动，其改革都反映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扼杀戊戌变法的刽子手，在无

可奈何中变成了维新运动思想的执行人，最终导致了晚清帝国的分化瓦解。而新政教育改革不仅首当其冲，

也成为分化瓦解的重要原素。  

    由于戊戌变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且时间暂短，不足以改变国民的思想意识与传统习俗。因此戊戌变

法时所遇到的各种阻力，在推行新政时仍在兴风作浪。首先，是凭藉旧秩序而取得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

因恐惧改革导致其地位危机而进行的本能抵制。其次，是“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

久成是，诚非一二言所能转易。”（注：《请御门誓众折》《戊戌变法》，（二），三九三页。）新政开

始时，为改造旧说克服陋习，人们把关注社会的目光从统治阶层转向了普通民众，如梁启超 1902年发表

《新民说》提出了改造国民性问题，把培养具有爱国心、公共心、独立性、自治力的“特色国民”视为已

任，强调造就“为本国之民而非别国之民，为现代之民，而非古代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僻壤之民”是社

会转型的关键。这种注重国民性改造的倾向，在社会各阶层的推波助澜下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间接作用

于新政的实施。  

    当年敏于时事追求改革的人们，接受了改造国民性的教育思想，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他们强调新的章

法虽然颁布了，但是人的观念与行为不改变，新政也是徒劳无益的。首先，国民无公民知识不可能纳入新

政规范之中。“无知识即不解何者为公益，何者为应尽之义务，倘以此无知识之国民强纳之于新规范，纵

不丛刖足适履之弊，将难免夏虫语冰之讥。”（注：《直隶教育杂志》第十一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一。）

其次，立宪、发展实业、实施地方自治，都依托国民的教育基础。“今日吾国之策，救亡者莫不改宪法也、

兴实业也、立地方自治制度也。故欲改宪法而无国民参政之知识，则法万不能成立，欲兴实业而无普通必

须之科学，则实业万不能完善，欲立地方自制而无东西洋公民之资格，则凡百事业决不能担当责任，然则

今日救亡之道莫急于教育国民。”（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九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一。）他们认为

新政的实施要求国民具有公民知识、参政知识、普通科学知识，因此新政必需从教育做起。也就是说，他

们开始到统治阶级之外去寻求支持新政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的形成寄托于教育普及，力求摆脱“有治法

无治人”的困境。  

由此教育普及的问题，已严重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短时间内仅通过兴建学堂来普及教育，难解燃眉之

急。于是他们把普及教育的目光指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教育，指出：“环球之竞争虽烈，愚民之沉梦之酣，

顾此岂岂割心沉痛，是知实行新政要在民气新，民气新必自教育发达始，现于近日俄之胜，是可司教育效

果，惜财政困难，学生未能遍布，顽固之民反而震撼之，是尤不可无权变开通之法，以辅学堂之不足。”

（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九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一。）他们清醒的认识表明了两点：其一亲政需要

民气新，民气新靠教育；其二在学校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必须采取一种变通的方法，来弥补学校无力解

决普及教育问题的不足。从实践上他们找到了权变开通之法即扒行社会教育，其社会教育的开展为推行新

政以及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奠定了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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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晚清新政社会教育的形式与功能  

    所谓新政社会教育是指由新政需要而引发的，经由官方来推行的社会教育。据史料记载有以下几种主

要形式：  

    （一）到乡村“宣讲”。新政教育改革兴学初年，山西巡抚奏呈“通筹本计十条”。第一条为“广宣

教化以开民智”，（注：《教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下。）得到朱批，并要求政务处议准通行

全国。湖南省据此责令各府厅州县有科举出身的学者去执行，而且得到各属的禀报，其中半数以上宣称已

遵办。湖南抚院在奏呈公文中，并不敢说是滞真有半数以上地方已执行“宣讲”，但却就“宣讲”这一社

会教育形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写出了具体条文，定为章程。赵抚院认为宣讲的效力恰恰是民俗文化

的魅力所在。“夫经传之所载，史册之所登，非不足资记诵也，而感悟之功或不如杂志小说。先正之名言，

故老之遗训，非不足垂训，而鼓动之力，决不如俚曲戏文，庄论不及寓言，文词不如俗论，自古然矣。且

乡曲之子，圜口之夫,或目不识丁，或胸无文理，尤非当面指陈，剀切开导，无以被教化之泽，而去其愚

蒙。”（注：《教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下。）正是民俗文化的“感悟之功”、“鼓动之力”，

可以改变一纸空文，不符合实事；只读其文，精神不在，照本宣科的旧例。宣讲教习要把民俗文化的这些

特点运用到宣讲之中去，而使那些“目不识丁”、“胸无文理”的乡夫俗子，能在旁征博引，深入浅出，

“确有学力，确有神效”的宣讲中，受到启迪，脱离愚昧。  

    细翻阅其宣讲的十四条章程，涉及宣讲者的条件、宣讲时间、地域范围、津贴、纪律、奖惩、宣讲的

内容与要求等等。其中对宣讲教习的最基本要求是：年富力强，口才敏捷；每月下去宣讲二十天，回署办

公十天；下去时不准多带随从，以造成与老百姓的隔阂；不准有需索供应摊派车马等事，即一酒饭之徽，

亦不准稍滋扰累，如违准各乡控告究办；不论听讲者是否听或有非议，都须通篇详细讲说，坚持到底。这

些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政的不同，如教官不准多带随从，一反封建官员下乡前呼后拥的常态。  

    据史料记载，天津、庆云等地还建立了宣讲所。尔后，山西省晋报总办程守育对宣讲的作用进行了理

性分析。他说：“中国近年举办新政甚多，而收效者鲜，推原其故皆由地方官之奉行不力，甚至各国所已

行已效之事，适中国仿行之辄有弊无利，重为世诟。此皆有治法无治人之故，即一、二有心人思有所建树，

又不能久于其任，故中国维新之机殆将绝望。”（注：《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

二十五日。）程守育的见解触及到了根本，新政就是新政，新政的推行，必然要暴露其改革与清政府自身

的多重矛盾，以及触动官史们的思维定势与既得利益，“政府于一切内政外交之事，皆守秘密主义，不肯

公示于臣民，而外省大宦贵皆存已恶报馆之心，而不肯实心提倡。居环球大通列强竞进之日，而自塞其聪

明，并欲掩尽全国人之耳目，欲以此求存于竞争剧烈之世界，犹南行而北辙也。”因此倡行演说，就是要

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使改革深入人心。另外就方法而言，“演说则兼为不识字人而设……山西不识字人

仨十之九，若能于白话报纸加以演说，不独三晋之愚氓咸蒙乐利，而于我宪台化民成俗之心是弥纶无憾。”

（《论政府宜宣传利用报馆推广白话演说》，录乙巳顺天报，同⑦第 169页。）  

    通过演讲进行教育，以改变“有治法无治人”的现象，成为各地社会教育的追求目标。而宣讲经朝廷

的认同和地方的推行，成为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  

    （二）广建简易图书馆。为了普及国民教育，倡议广建简易图书馆，是一种明确的以社会教育机关来

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促进教育普及的主张。1903年《教育世界》上发表了《拟设简便图书馆说》（未注

明作者名字），文章论证了教育与国民资格互为因果、循环无极的关系，指出：“全体国民之间，其教育

之效，既极薄弱，则能阻教育之进步，而教育之进步既阻，益不能得资格适宜之国民，两者互为因果，循

环无级。”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两者之间良性循环呢？作者提出三策，“曰宜改良教授之法，以期教育

之为效确实；曰宜于学校以外，相宜而有所施设，俾其得自教育者，可假他途而坚固之，且助长之；曰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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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校以外之人不阻学校以内之事，则宜别设机关，以开导之，循是三策庶几使教育之为功，不致虚耗，

而且直接以图其增长，又间接以谋其普及焉。”（注：《教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上(1903)。）

这里作者阐述了以社会教育巩固学校教育，和建立社会教育机构辅助学校普及教育的思想。那么，什么样

的社会设施最为简便易行呢？作者认为“事之易举，行之无害者，其惟简便图书馆一事乎。”（注：《教

育世界》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上(1903)。）为什么说简便图书馆最好？“一使在校肄业者，得拓闻见，

以补其教育之功效。二即卒业于学校以后，亦能使其得教育者，确实而增长。三导学校附近之人民，趋于

嗜好高尚之途，且自然新拓知识，而各具匡助教育之热心。四藉图书馆之力，而学校内教授法得以改良进

步。五因是之故令学校附近人民益与学校有亲密之关系，故令学校得大展其教育之力。”（《教育世界》

六十一，癸卯十九，九月上。）这也就是当时简便图书馆的创办者对于其社会教育功能的认识。  

    但是，在国力贫弱、国库空虚之时，如何建立简易图书馆呢？作者提出充分利用学校的一切有效资源

的设想。如：(1)利用校舍，开夜馆，休校时，开馆阅读；(2)利用学校的图书；(3)利用学校教员兼任监

督与司书，既节省薪金，又可以使阅读者有疑问时可得教师指点。论者相信，这些都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大力提倡和施设，可得到普及教育的效果。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地方（特别是江南一带）开始建立简

易图书馆。  

    （三）成立阅报社。20世纪中国的报业发展迅速，报馆人员认为“报馆乃起衰振懦之猛剂，拯危救亡

之良方”。（《论报馆之有益于国》录乙巳二月二十三日至二月二十六日新闻报。）他们强调 20世纪报

纸的社会教育功能在于“鼓舞国民之精神，增长国民之见识”，以维系国家的独立存亡。伴随着报馆的大

量出现，与之相应地阅报机构也应运而生。  

    1904年《直隶教育杂志》上刊登了《宣化县呈送阅报研究所暨附设半日学堂章程请折》。折中详细介

绍了其阅报研究所的宗旨、阅报内容及其规则，无处不体现提倡民众教育，倡行民俗文化的倾向，突出了

阅报所的社会教育功能。此折开宗明义“凡士庶军民农士商贾人等，每日不拘时间，均准赴所阅报。所有

报资愁由官捐备，不取阅者分文，以期广开民智。”（注：《直隶教育杂志》，光绪三十年，第二期，十

二月十五日印行，纪事。）  

    阅报所还对众多纷繁的报刊进行选择，这个阅报研究所订阅了如下报纸：  

    湖北商务报、时务报、北洋科学报、蒙学画报、农学报、时事采新报、经济丛编、白话丛书、瀛州观

学记、北洋官报、日日新闻报、变法奏议丛钞、圣谕像解、京话日报、徐家汇报。以体现其面向民众的倾

向。  

    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种面向民众的目的呢？阅报研究所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措施，如：(1)尚白话，演

说务使明白易晓妇孺皆知，不止免却文章习气，即官话亦非愚民所尽知，故须以方言俗语为主。(2)穿便

衣，同人到所，宜去衣冠，脱尽官场习气，平民不至生畏避心，不致有局促志，所谓动人以感情也。如家

人父子之处于一堂，则天机自有活泼之致。(3)讲应酬，创此盛举，顽固者以为骇人所闻，每日来者，务

察其果系热心，即延以上卒座，请其质疑问难，彼若厉声，我总以和容悦色答之，要而言之是劝人非教人

也，守此宗旨不患无引人入胜之路。（注：《直隶教育杂志》，光绪三十年，第二期，十二月十五日印行。）

这些做法与要求无疑对官僚主义是一种冲击。  

    阅报所作为社会教育机关，如何提高阅报者的素质？根据此折记载，是采用演讲的方式“籍阅报之名，

以行演说之事”。“每日阅报同人可轮日演说，此名小演说，每月宜请官长或朔望日或三八五十日临所，

仿学政讲书例，于同人中指定一人出场开演，如平书者，然此名大演说，或曰演说会。”（注：《直隶教

育杂志》，光绪三十年，第二期，十二月十五日印行。）阅报所的教育功能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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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阅报机构日益普及，1906年深泽县一绅士学生请求建立阅报社立案。在案禀中说：“补教育之不

及者惟报纸，中国现在各大都会亦皆以仿照泰西遍设阅报社，如津保等处，而人益开通。生等邑属蕞尔，

与大都会不便交通，以是人心多愚昧，于新章新政多所诋誉，此实大有碍于文明进步。生等联合学界诸同

志，各自酌量捐资公立一阅报社，期以破除固蔽，增进文明。”（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

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反映阅报所的建立已从大都市发展到了小县城。  

    在阅报所大量建立的同时，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推广阅报的方式。《时报》记载广东省有人把报纸内容

进行编辑，汇集成册，送到乡下免费送到各户，供女性阅读。为“开通女界之善法”。报上说：“广东省

城西璇源桥附近，现有志士潘君等，拟汇辑关于女界之显浅报纸及各报之教员歌谣，并命题随时征撰诗歌

讴曲各种，装成册本，顾夫挑往省乡，沿门供给，使闺阁中人，得以购阅，不取分文，俾女界受益。”（注：

《直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阅报机关从官立到公立到私立，从大都市到小县城，从上流社会，到乡土民间，从男人到女子，成为

变通风气、开发民智极为有效的社会教育机关，发挥着报纸的教育功能。“庚子以前，各乡绅学究大半盲

于时事，不知何处为商埠，更不知何者为五洲，自官所流行，已稍知中外大势，此成效之昭著人所同睹。”

（注：《庆云县请饬官报局增编白话报禀》，《直隶教育杂志》，第十一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一。）

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作用，有识的报界人士热心于发展报业。如北洋官报主持人就提出：“饬下官报局增

编白话报一种，附设于北洋官报之后，即可奉为宣讲之资，而官报所销之地咸可藉此开通，水到渠成，收

效必普。”（注：《庆云县请饬官报局增编白话报禀》，《直隶教育杂志》，第十一期，光绪三十一年八

月初一。）新政中报馆与阅报所成为实施社会教育的又一重要机构。  

    三、晚清新政社会教育的影响  

    （一）对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发展的直接影响。前述三种社会教育的形式，创兴于晚清新政改革之中。

30多年后，1935年 4月 10日《教育杂志》发表了社会教育统计，列出中国社会教育机关共 12种，其中

（五）图书馆，（六）讲演所，（七）民众阅报处，具体统计数字如下：  

    1935年地区图书馆、讲演所、民众阅报处统计表  

地区        图书馆                讲演所                民众阅报处  

      数量  经费（元）  人员数  数量  经费（元）人员数  数量    经费  

四川  156    99945        317    485    41487    652    856    518096  

河南  148    69851        221    82      789      84    1950    31379  

广东  124    74976        204    21    14280      79    742    44980  

湖南  116    95414        213    178    17197    459    3657    29990  

河北  104    91430        192    146    5104    161      1411    37498  

云南  88    9662          158    214    3019    810      264      5281  

山西  83    17830        196      542    4259    770    468      1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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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图书馆                讲演所                民众阅报处  

      数量  经费（元）  人员数  数量  经费（元）人员数  数量    经费 

江苏  62    105359        190    115    13690    209    784      37614  

陕西  51    20880          94    61    8360      168    121      6101  

福建  46    66129          150    14    2182      26    68        9434  

上海  43    89320          132    1    1356      13      158      1842  

浙江  41    79811          125    12    292      18      2360      16663  

甘肃  41    62765          51    64    5454      80      68        2937  

广西  36    37358          64    58    1687      106    348        16903  

安徽  31    35263          89    17    3874      24      214        7007  

江西  25    30068          60    18    6039      27      40        10828  

湖北  24    36340          44    10    4818      26      30        2407  

察哈尔 20    5074            24    27    7103    36        68        590  

贵州  12    1860            14    44    3680    88        44        4280  

绥远  9    4660              8    6    9742      21  

宁夏  2    500              4    12    650      12        10        550  

南京  2    9540              9    1              4        12        1400  

新疆  1    9771              4  

威海卫 1    2884              3  

青岛  5    11760            20                            94  

青海                              6    290      31        22        475  

北平                              1    528      1        13        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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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根据 1935年 2月 27日上海晨报，1935年 2月 26日北平晨报，《教育杂志》第 25卷第 4期刊

登的统计数字整理。作者注。）  

    这一统计数字说明：其一晚清社会教育中创兴的几种社会教育形式，在以后的社会教育发展中得以确

立。其二清末最初创建这些社会教育形式的省份、地区、如广东、湖南、山西、河北，在其后的发展中保

持了它的发展优势。其三从全国社会教育的发展状况来看，文化发达地区普遍好于文化落后地区，说明地

区文化基础对于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对改变中国教育目标价值取向的间接作用。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目标定位在普通民众，以改变

“有治法无治人”的社会现象。从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三种主形式及其功能发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

政的推行不可避免地释放出了社会革命的因子，对改变中国教育目标价值取向产生了间接作用，使教育目

标发生了从追求统治人才到培养国民的改变。  

    新政社会教育作为普及国民教育的补充，立足于立宪政体、发展实业与地方自治的需要。其实施面向

全体民众而不仅面向统治阶层，从实践层面上改变了传统教育仅注重统治人才培养的着眼点，对求才与求

仕主义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批判。反映出社会教育的实践，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清末学堂建立的英才主义价值

取向。  

    当年的读书课员韩云梯曾撰文指出，在兴学的过程中，“至今不变者总以不出所谓求才主义与求仕主

义。为近是夫上以求才主义兴学，则下必以求仕主义应之。”这是“根本之认识即误”。（注：《论直隶

学务进步之次第并视其发达之前途》，《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二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

五日。）而对这种失误的纠正来自于民间，决策于中央。  

    1902年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事书》中，分析了求才主义的偏颇与落伍之处。（注：《教育世界》二

十号壬寅年正月下。）1905年 2月，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中也明确，教育“不在造就少数人才，而在造

就多数之国民，……令全国之民众无人不学。”（注：《教育世界》第一百十九号，丙午年二月上旬第三

期，文牍。）标志着教育价值取向从求仕主义到国民主义的一次历史性转变，预示着官本位的封建政体的

教育基础已发生了动摇。  

    这种否定求才求仕作为教育唯一取向的思想，使教育脱离科学轨道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自觉。“科举者，

为一般仕宦人而设者也，学校者，陶铸全体国民得实地之生活而设者也。”（注：《强迫义务教育》，《直

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这种改变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吻合，也使教育

从上流社会走向下层民众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教育非徒为上等社会而设者，必使负贩之夫，贾竖之子皆

系学堂卒业之学生，而后教育可谓普及。”（注：《强迫义务教育》，《直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

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三）对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积极作用。文化变迁是在不同层面依次递进，由浅入深的过程。教育是

文化传递与文化创造的重要途径，在整个文化变迁中具有重要作用。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推行，提倡白话

演讲，面向普通民众，导致教育内容发生了从官学文化到民俗文化的改变。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文化变迁。

  

    所谓官学文化，是指由官职功能而产生，渐以统治术为主体的文化。班固《汉书·艺文志》曾论证儒

家学说由司徒官而来，道家学说由史官建立，阴阳学说由义和官分化，法家学说由理官构建，墨家由清庙

官、名字由礼官、纵横家由行人官、杂家由议官、小说家由稗官分别建树。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学

在官府，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或寺庙文化。孔子讲私学，但是其倡兴的儒家学说经过历史上二次大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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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被统治阶级奉为天经地义，成了地地道道的官学文化代表，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

高理想的科举制为中介，固定了社会精英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使无论处于什么阶层的人，一旦接

受到这种教育，即产生通向仕途的强烈愿望。这种教育因其统治阶级数量所限，只能集中在少数人身上。

因此它只能是一种英才教育。  

    民俗文化来自于下层生活，其内涵主要有三大要素：一是接近下层生活，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二是

面向全体民众，不受等级的局限，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三是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需要。民俗文化只

有在普及教育的呼唤中，才走向学校那神圣的殿堂。在中国历史上民俗文化与官学文化出现竞争，形成并

轨，发生在清末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反帝反封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成为主要契机，而社会教育成为

其主要途径之一。在社会教育的推广过程中，白话文作为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成为宣讲的主要工具，而

白话文登上大雅之堂正是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重要标志。  

    如何才能使一向与教育无缘的老百姓听得懂演说？从 1903年进行宣讲开始，其宣讲章程就明确要求

宣讲教习用白话文演讲，并撰写白话文讲稿以求推广。白话文作为民众文化的载体，在社会教育中首先成

为沟通文化与民众的纽带。“今宜力矫其失，仰恳宪台严饬地方官，将白话文认真派阅，并就官之所拟广

为演说，庶几民德日进，民智日开，并力一心共图进化。”（注：《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

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运用白话文进行演讲，对教官本身就是一种形象的改造，更何况阅报所的创建

者还明确地提出“免却文章习气”变官话为民言俗语，“脱尽官场习气”与老百姓联络感情，“劝人非教

人”与平民打成一片。曾几何时，在儒仁深入乡间的白话演讲中，官话、官气、官架失去了往日的风彩，

士风为之一变。  

    事实上，当时的士风变化不仅停留在语言外壳，也深入到了学术思想的深层。士阶层的思想已开始脱

离君主意接受民主思想了。他们认识到专制思想窒息了中国学术的生命力，而西方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则是西方学术繁荣的根本。社会教育追求“开民智”，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以报纸为中介，潜移

默化到阅报者的头脑中，发挥了报纸的启蒙作用。有的阅报所设置了一种“开化簿”，“凡来阅报之人，

如连到三日者，即系关心时局之人，应将其姓名执业列入簿中，月终可核其人数多寡。”（注：《直隶教

育杂志》光绪三十年，第二期，十二月十五日印行。）这种“开化簿”是风俗变化的真实记录。  

    （四）对改造国民社会心态的积极影响。晚清新政社会教育对改造国民社会心态主生了积极作用。主

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是改变皇权观念，形成公民意识。一位笔名为白话道人的作者在《论合群》一文中指出，“中国

人体没有公共的观念，他们所说的公字，都是批皇帝一个人说的，那做皇帝的人晓得百姓有这种思想，他

就说你们这些小百姓天天办你们的私事，把我们这寡人予一人朕的公事都丢开了，这可不是以私废公么。

那百姓自己也承认了这句话，所以共皇帝办事叫做办公事，又叫做替公家办事，自己偶然有集会结社或是

来干预地方上的事情就都不能够做了，故老百姓既没公共的事情做，那公共的观念自然越弄越没了。”（注：

《中国白话报》第十六期，甲辰年六月初十日。）在皇权观念支配下，老百姓根本没有自主的公民意识。

清末在列强的环伺与威逼之下，昏庸无能的中国皇帝成了帝国主义的儿皇帝，丧权辱国，皇权由此发生了

极大的动摇。老百姓一盘散沙，只供孤家一人驱使的局面再也不能维持了。“亿万人有亿万的人心，自私

自利，不顾大局，待到亡国灭种的时候，大家同归于尽，还有什么益处。”（注：《中国白话报》第十六

期，甲辰年六月初十日。）因此社会教育的责任首先在于：“演说者应知现今中国海口尽割，路矿尽失，

门户洞开，四百兆人民无立足之地，是因中国不能自强百事废弛之故。今欲使人人知振作大方，必先使人

人知危亡之痛，故开民智为第一要著，而演说时尤不可不坚持牺牲一身以振聋聩于汤火之宗旨”。（注：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正是在亡国灭种的强烈刺激下，在社会教

育那振聋发聩的呼唤声中，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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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弃官本位，士阶层多元化。具体表现：(1)在实业发展中自然改变，“实业振兴则不必营谋官

吏，而足以自立，试观世界富强之国，其实业家之养尊处优，皆有笑傲王侯之慨，则求仕主义必轻。”（注：

《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2)在历史选择中强制改变，

“鄙人窃以一言敬告学生曰，既具健全之身体，普通之知识则任选一业，皆足以自立，又何必争此不足轻

重之出身。”（注：《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不必营

谋官吏”，“何必争此出身”的观念，严重冲击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反映了士阶层弃“官本位”的

多元化思想倾向；实业家优于士大夫反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正在改变“官本位”的历史格局。  

    作为社会教育的主渠道，报纸上大肆宣传“凡属内政之事，当令全国周知。”“凡属外交之事，不关

系于机密者，必当宣示国民，令民咸晓然于我国在世界之位置如何，世界各国对我如何，我国对各国如何，

我国人民对异国人民当如何，一以激发其爱国心，一以指示其对外之法，一以启迪其世界知识。”（注：

《论政府宜充分利用报馆并推行白话演说》《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录

一乙巳年顺天时报。）这些宣传改变着士阶层的追求。在各种报纸不断产生、报业迅速发展之时，办报成

为士阶层介入的重要行业之一。  

    宣讲中劝修水利、劝广种值、劝讲蚕桑、劝开学堂、劝兴实业等等的大力宣传，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事

实相结合也导致士阶层不再只羡慕仕途。留学归国、学堂毕业或工、或商、或军、或通士，改变了士与仕

之间的单项联系。其意义并不单纯在于新兴阶层力量承担了经济社会的职能，而且在于它们成为新文化载

体扰乱着传统文化的秩序，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变迁。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2000年第 10期。杨晓，辽宁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辽宁，大连，1160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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