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肖朗（#’(& $ ），男，江苏苏州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教授，教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及中外文

化教育交流史研究。

! 森有礼所辑英文原著《!"#$%&’() ’) *%+%)》及其林乐知的汉译本《文学兴国策》在国内学界已引起广泛关注，但有关的先期性

研究对两书未能展开充分研讨，甚至连其英文原版书名尚不知其详。例如，陈学恂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根据

龚心铭为《文学兴国策》所写“序言”，指出 #&’% 年林乐知“复将日人森有礼所辑《美国诸名流振兴文学成法》，译为《文学兴

国策》二卷”（《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后学界多沿用此说。查大久保利谦编《森有

礼全集》第 ) 卷，《文学兴国策》的英文原版书名为《!"#$%&’() ’) *%+%)》，内中辑录美国各界人士 #) 封信函及两个附件，并附

有森有礼用英文撰写的“序言”。可见，森有礼所辑英文原版书名准确的译法应为《日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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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年，日本驻美外交使节森有礼将美国各界著名人士关于日本教育改革的 #) 封信函

等汇编成《!"#$%&’() ’) *%+%)》一书，次年在华盛顿出版；#&’% 年，来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又将这 #) 封信

函等译成中文，取名为《文学兴国策》，由上海广学会刊印。近代中、日、美三国文化教育交流史上这一段

不寻常的史实，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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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一段并未尘封的交流

#&.&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趋势作过一段精辟的论

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

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

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

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0, .*"）#’ 世纪 ." 年代后，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历

史即雄辩地证实了上述论断。#&."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

打击，野蛮的、闭关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0, ##"）。#&() 年后，

美、英舰队相继闯入日本港口，为以明治维新为起点的近代化改革提供了历史的契机。欧美列强的

武力入侵在客观上打开了中日闭关锁国的大门，促使两国在与世界交流的过程中走上近代化的道

路。本文所探讨的《!"#$%&’() ’) *%+%)》及其汉译《文学兴国策》，正是中日两国近代化历史背景下的

产物，也是近代中、日、美三国文化教育交流的成果。#&*! 年，日本驻美外交使节森有礼将美国各

界著名人士有关日本教育改革的 #) 封信函等汇编成《!"#$%&’() ’) *%+%)》一书，次年在华盛顿出版；

#&’% 年，来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2345 6, -7784）又将《!"#$%&’() ’) *%+%)》的主要内容译成中文，取

名为《文学兴国策》，由上海广学会刊印!。本文即以近代中、日、美文化教育交流史上这一段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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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案，着重探讨《!"#$%&’() ’) *%+%)》及其汉译《文学兴国策》成书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意义与影

响等问题，以期抛砖引玉，有助于推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

二、森有礼与《!"#$%&’() ’) *%+%)》的编辑

如果把发生在中、日、美三国之间的这段交流比作一幕历史剧，那么，森有礼和林乐知便是这幕

剧的两位主角。森有礼于 !"#$ 年出生于萨摩藩（今鹿儿岛）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青少年时代先

入藩校造士馆，接受汉学启蒙教育；后就读于藩校开成所，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 年，他奉

藩主之命，赴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研习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课程。!"%$ 年赴美，加入了美国

宗教界人士哈里斯（’( )(*+,,-.）组织的名为“新生社”的宗教社团。!"%" 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森有礼

返回祖国，在新政府中担任公议所所长等职。!"$/ 年至 !""# 年，他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先出使美

国，任少辩务使；!"$& 年，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到中国，与李鸿章谈判两国外交问题；!"$" 年回日

本，任外务大辅；不久，又作为特命全权大使驻英国。!""& 年日本建立内阁时，他就任文部大臣。

森有礼生当日本社会由“锁国”变为“开港”的历史转折时期。他幼时虽接受了封建传统教育，

但成年后长期生活在欧美国家，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多年从事外交活动，但始终关心日本的教

育事业。特别是出使美国期间，他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了斯宾塞等人的学说，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

观点；在此基础上，森有礼先编辑出版了《美国的生活与资源》（,’-. %)" /.0(#1$.0 ’) 23.1’$%）一书，后

又向日本政府递呈了《日本的宗教自由》（/.4’5’(#0 61.."(3 ’) *%+%)）一文，以此来表达他对日本近代

化改革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森有礼认为，信仰的自由以及与此相一致的思想、言论的自由，是为

人类带来进步和幸福的基本要素，因为这种自由是开启民智的必要前提。当时，日本政府仍视基督

教为邪教而加以排斥，民间对基督教抱有恐惧心理的人也很多。森有礼对这种偏见进行了勇敢而

坦率的反驳后，批评了认为现今若允许基督教在日本传播便会造成社会矛盾及纷争的观点。他断

言：“不革命就不可能有进步。”［0］（1( 23#）认为进步要经过几度变革后才能实现，因而，种种矛盾和

纷争的存在对日本社会来讲是应该受到祝福的事。他指出，万一由此而产生暴力，政府必须承担责

任，保护人民免受暴力之害。为此，他强调：“应制定规范的法律，以确保全体人民享有各种权利，使

之免受暴力之害；进而，应建立完备的教育制度，以增强全体人民的道德力量，使之足以捍卫自己的

权利”［0］（1(232）。森有礼已清醒地认识到，法律和教育是近代国家必不可少的两大支柱，他曾援引

美国教育家贺拉斯·曼（*4,+56 7+88）的两句名言：“苹果若尚未成熟，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苹果；

同样，人若未受教育，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教育是惟一的政治安全阀。在教育这一诺亚的

方舟之外，惟有滔滔的洪水。”［0］（1( 23/）他考察了美国的教育对维护其共和政体的作用后，得出结

论道：“要想使共和政体长治久安，教育是必要的先决条件”［#］（1(%）。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创立国

民教育制度是日本的当务之急，这种制度不受特定宗教意识及党派政见的影响，所有的人无论其出

身、性别、职业如何都应平等受教。

为了探寻教育兴国之路，森有礼在美国广泛开展了被称之为“文化外交”［&］（1( !2&）的活动。他

曾接触美国各界人士，与之探讨创立日本近代教育的种种重大问题；他不止一次访问马萨诸塞州，

实地调查了解当年贺拉斯·曼在此领导实施义务教育的事迹。!"$2 年 2 月 0 日，森有礼从驻华盛顿

的日本大使馆向美国政府各部及议会发照会一份，并向美国著名大学校长及教育界、文化界、实业

界著名人士发公函一份，请求他们围绕教育对一国物质繁荣的影响，教育对商业的影响，教育对农

业、工业的影响，教育对国民社会的、道德的、身体的状态的影响，教育对法律和政体的影响等五个

中心问题，陈述其对教育兴国的看法及其对日本创立近代教育的建议［#］（1( 2$2）。照会、公函发出

以后，各方反应颇为热烈，不久森有礼便收到一大摞材料，主要包括美国各界 !0 位著名人士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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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以及美国教育部官员发出的题为《论美国的教育》（!" #$%&’()*" )" (+, -")(,$ .(’(,/）一文和耶鲁

大学教授怀特尼（!"#"!$%&’()）撰写的《论在日本采用英语》（!" (+, 0$*1()*" *2 (+, #"34)/+ 5’"3%’3,
)" 6’1’"）一文两个附件，其中 *+ 位人士为：

表 ! 《#$%&’()*" )" 6’1’"》与《文学兴国策》中 !" 位美国人士姓名表

《#$%&’()*" )" 6’1’"》中

英文原名

《文学兴国策》中

汉文译名
生卒年 身份、职务

,"-"!../0() 华尔赛 *12* 3 *114 原耶鲁大学校长

!"5" 6&(78’0 施瑞恩 *129 3 *1:; 阿姆赫斯特学院（5<$(80& =.//(>(）校长

-"=..?(8 彼得哥伯 *:4* 3 *11+ 实业家

#"@(8%’A$%(B 潘林溪 *1C4 3 *1:: 牧师

D"E" 6((/)( 西列 *1CF 3 *149 阿姆赫斯特学院教授

D"GA=.0$ 麦高希 *1** 3 *14F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D"E(’8) 恩利约瑟 *:4: 3 *1:1 原美国科学振兴协会会长

G"E.?H%’0 赫普经 *12C 3 *11: 威廉学院（!%//%7<0 =.//(>(）校长

-"GI887) 满勒 *1+2 3 *421 卢塔格斯学院（JI&>(80 =.//(>(）教授

K"L"M.8&$8.? 脑禄德 *1:* 3 *141 康涅狄克州教育委员会主席

="!"N/%.& 欧理德 *1+F 3 *4C; 哈佛大学校长

L" 6" K.I&O(// 鲍德威 *1*1 3 *429 美国政府财政部部长

D"5"L78B%(/P 加非德 *1+* 3 *11* 美国众议院议员，*112 年当选为美国总统

上述 *+ 位人士中，有 F 位大学校长，C 位教授，固然可谓教育家；其余虽为政府官员或各界人

士，但也都与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华尔赛从 *1F; 年至 *1:* 年连续 C9 年担任耶鲁大学校长，

他被公认为这一时期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权威，现耶鲁大学校园内的华尔赛厅（!../0()
E7//）就是为纪念他而建造的［;］（??" *;9 3 *;;）。欧理德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124 年担任哈佛大学

校长后对大学规模的扩大、教学内容的改革等贡献良多［:］（??" CF2 3 CF*）。此外，彼得哥伯是一位致

力于推动美国科学及实业教育发展的大实业家，*19: 年，他在纽约创办了著名的彼得哥伯协会

（=..?(8 Q’%.’），对广大职工、市民开展以教授自然科学、工艺美术为中心的实业教育［1］（?" *4）。还

有一些人则与森有礼私交密切，如恩利约瑟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有多项发明问世，他曾推荐自

己的友 人 莱 曼（=" R7’<7’）做 森 有 礼 的 秘 书，协 助 森 有 礼 编 辑《美 国 的 生 活 与 资 源》一 书

［4］（??"4: 3 41）。森有礼将这 *+ 位人士的复函及上述两个附件汇编成册，又用英文撰写了长篇序言，

于 *1:+ 年以《#$%&’()*" )" 6’1’"》为书名在华盛顿正式出版。

就在森有礼编辑《#$%&’()*" )" 6’1’"》期间，以明治政府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日本使节团来到

美国访问考察。随同岩仓一行出访的有文部省官员田中不二麻吕、教育家新岛襄等，他们旨在考察

美国的教育，以便为制定日本近代学制提供借鉴。使节团在美期间，森有礼负责接待工作，并曾将

《#$%&’()*" )" 6’1’"》的原稿复制后委托使节团捎回日本，对日本 *1:C 年学制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2］。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 *+ 位人士之一的满勒早在明治维新前后就与在其执教的卢塔

格斯学院学习的日本留学生吉田清成、松村淳藏等人频繁接触，并通过他们比较详细地了解了日本

的文化教育，因此，他在复函中所表达的看法和建议引起了岩仓具视等日本政府高级官员的重视，

遂于 *1:+ 年至 *1:1 年间被日本文部省聘为顾问，直接参与了日本政府制定教育政策的有关工作，

特别对日本导入美国师范教育体制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 )" 6’1’"》对日本近代教育的影响还体现在森有礼回日本后所开展的启蒙宣传活动

上。通过在日本组织启蒙社团来开展启蒙宣传活动，是森有礼初抵美国时就已萌生的想法；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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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读了部分复函中谈到美国启蒙社团及学术团体的情况后，更是坚定了这一想法。!"#$ 年 #
月，森有礼任期满回国后不久便拜访了著名学者、教育家西村茂树，商谈创立启蒙社团一事。他说：

“在美国，学者都按照各自所学的专业，组织起学社互相切磋学问，并进行公开演讲，以益世人。我

国的学者却十分孤立，互不往来，以致很少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我希望，我国的学者也能像美

国学者一样结成学社，集合在一起开展研究。况且，我国近年来国民道德正在无止境地衰退，只有

老学士们才能担当起拯救的重任。因此，现在应该组成一个学社，一方面谋取学问的提高和长进，

另一方面旨在树立道德的模范。”［!!］（%&’(’）在森有礼的倡导下，西周、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敬

宇、西村茂树等人组织起“明六社”，创办《明六杂志》，鼓吹“文明开化”，倡导教育改革，为明治初期

日本创立近代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林乐知与《文学兴国策》的主要内容

在本文所探讨的中、日、美文化教育交流的过程中，森有礼作为官方外交使节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而林乐知则成为沟通三国关系的民间使者。林乐知于 !"$) 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青少年时

代参加了基督教美国南方监理会，!"(" 年毕业于爱莫丽学院（*+,-. /,00121），两年后受该会派遣从

纽约渡海来到上海。!")’ 年，经冯桂芬等人介绍，林乐知被聘为上海广方言馆英文教习。!")" 年，

他创办《教会新报》（!"#’ 年改名为《万国公报》）。!"#! 年，他又被聘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此

后 !3 年，他身兼教习、译员、编辑、传教士四职。!""! 年，林乐知辞去广方言馆和翻译馆的工作，自

办中西书院。!""# 年广学会成立后，他又担任该会机关刊物《万国公报》的主编。

林乐知来到中国后便开始关注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所撰《中西关系略论》发表在 !"#( 年 4
月至 !"#) 年 ’ 月的《万国公报》上。他也十分关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特别重视以明治维新为起点

的日本近代化改革。!"#" 年，林乐知回国途经日本，在一个半月中漫游日本各地，进行实地考察。

甲午战争前后，他从英文报刊上大量摘译了欧美人士有关这场战争的评论，又撰写了《中日朝兵祸

推本穷源论》、《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日本新岛自历明证记略序》等文，编汇为 !5 卷本的《中东战

纪本末》一书，与此同时，又将《!"#$%&’() ’) *%+%)》译为《文学兴国策》。他从分析甲午战争的结果入

手，将日本的胜利视为其近代化成功的象征，认为明治维新后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取得近代化的成

功，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积极导入了欧美先进的科学文化，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改

革。他写道：“洎乎明治维新，迁都江户，改名东京，诸藩纳土，西法盛行⋯⋯与各国立约通商，政令

为之一新。西人之足迹，几遍乎国中；东人之游踪，广行于海外⋯⋯取泰西各国兵农工艺，一切有益

之良法，次第行之，以增长其智慧，更新其教化，奠安其国家。”［!5］（%& 5）他进而强调：“其尤有益于国

家者，厥惟振兴文学（指教育———笔者注）一端。明治初年，即降谕旨云，今观国人之文学，衰微极

矣，若与西国之文学，絷短较长，可耻孰甚焉，嗣后，当勤求新法，以兴学为要务。”［!5］（%& 5）在介绍明

治维新后日本的教育改革时，林乐知率先向中国人报道了森有礼出使美国、编辑《 !"#$%&’() ’)
*%+%)》这段史实：“查日本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初派员出使外洋，其派赴美国之署理公使，实为森

君有礼。森君之使美也，除办理交涉事宜外，特奉朝命，就近查访美国文学成规，以为日本兴学之先

导，于是照会美京文学部大臣，暨各部大臣、议院各绅，并缮公启一通，分致各大书院监院，及一切著

名文学之人，广求设塾之良规、教习之成法。森君幼时，曾在英国读书，颇著名誉，且留心当世之务，

精益求精，以故美国之官绅，皆敬之重之，且乐于答复之，一时名言谠论，纷至沓来，裒然成集，森君

乃编次各函，勒为一编⋯⋯邮寄本国，上之于朝。朝廷采而用之，延聘泰西之名师，大兴日本之新

学，至今学校盛行，分门别类，节目繁多⋯⋯几与美国之学校相若”［!5］（%%&5 6 $）。

以林乐知之见，日本导入欧美近代教育的成功经验应该为中国所借鉴和仿效，中国应该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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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榜样，参照欧美近代教育的模式来改革传统教育、创立近代教育。他说：“兹观是书，以美国之成

法，行之于日本，业已明著大效矣。岂不可以日本之成效，转而望诸中国之人乎。吾知中国之贤士

大夫，得是书而读之，当翻然变计，而知取法矣。”［!"］（#$ %）在此，林乐知道明了他翻译《!"#$%&’() ’)
*%+%)》的动机和宗旨。

如前所述，《!"#$%&’() ’) *%+%)》含有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森有礼的英文长篇序言，主要论

述了他本人对日本历史及传统文化的看法；第三部分为两个附件，其中之一为耶鲁大学教授怀特尼

所写的《论在日本采用英语》一文。在林乐知看来，这两份材料对中国教育改革意义不大，故未译

出，因而，《文学兴国策》包含了美国 !% 位人士的复函和美国教育部官员《论美国的教育》一文。在

这里，林乐知按古汉语的习惯，将“文学”作为“武功”的对应之词，取其“学问”、“教育”之含义而用之。

《文学兴国策》以相当的篇幅探讨了在中国创立近代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的问题，为此比较全

面地介绍了美国建立各级各类学校的情况。潘林溪在复函中认为，中国在创立近代教育之初，应仿

美国先在中央政府中设立统管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文学之部，设大臣以专理之，并派各部大

臣以协理之，然后学制由此而立，学官由此而选，各等学塾亦由此而建”［!%］（#$ !&）。他又根据美国

的经验论述了学制系统中的各级学校：“始入义学（指义务教育阶段———笔者注）而读书焉，此为初

学入门之阶，故谓之蒙馆；启蒙之后，识字明理，功课日进，乃由考试而入文法学堂，各照学生之功课

才能，分班肄习，而教师之功力，亦因免而渐省矣；乃更由考试而入高等学堂，仍照原班，教之精深之

学问，进之以格物之功夫；过此以往，又可使之入大书院而肄业焉，大书院之制，教习各国之方言，讲

求性理道德之学问，并研究一切上等之才学，且备各种格物（指物理———笔者注）化学器具图说，别

贮一室，以助学生之肄业；等而上之，又当有所谓普学院，所以课专门名家之学也，若格物、制造、律

例、医药、矿务等学，皆于此中肄习之焉，又有至大藏书之楼，名人讲解之法，及一切顺便易为之事，

维时学者见识已明，精神已足，可各照其独擅之才能，分门别类，使自择其质性所近之学，而专精其

心力，以期大效。且自启蒙之义学以上，至于大普学院为止，皆当于读书之外，兼习音乐，如琴瑟等，

以为悦性怡情之助焉。总而言之，一国学校之规模，尽于此矣。”［!%］（#$ !’）麦高希则把美国近代学

制明确分为三段，即相当于小学阶段的初学之塾、相当于中学阶段的中等学堂和相当于大学阶段的

大书院［!%］（#$"(）。林乐知将美国教育部官员的《论美国的教育》一文译为《美国兴学成法》，其中将

美国三级学制细分为六个层次，即启蒙公学———寄养学堂———高等学堂———中书院———大书院

———普学院［!(］（#$")）。上述各处之译名虽不统一，但从中仍可窥知美国近代三级学制之梗概：

图 ! 美国近代三级学制图

在《文学兴国策》中，除了上述有关中、小学普通教育及大学专门教育的论述外，还介绍了美国

职业技术教育及师范教育的情况。满勒指出，为了适应工业革命后各类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美国

设立了各类职业技术学校，以造就各类专业人才，“使他年学业有成，或精于机器，或熟于驾驶，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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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造船，或巧于建屋，或明于五金，或善于制造，无一非国中有用之人”［!"］（#$%）。由此，他认为：“国

家振兴文学，既设大小各等学校，使国人无不读书，又当特立学堂（指职业技术学校———笔者注），使

以上各项专门之学，能得竟其全功，而期于必成”［!"］（#$ %）。欧理德则在复函中强调了创立近代师

范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写道：“至于教学之法，贵有良师，学堂既遍设于境中，则教习必广延

而无阙。延师之道，亦有二端：先在西国访请良师，以为之倡；继在本国设立师范学校，以造就师儒，

将见不数年间，即可于本地得良师矣。”［!"］（#$!&）《美国兴学成法》一文还介绍了美国师范教育的历

史。这样，《文学兴国策》不仅展现了美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三级学校制度，而且还

导入了普通教育、专门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相辅相成的近代教育体制，为晚清中国创立

近代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不过，《文学兴国策》最显特色之处，并非介绍了美国近代学校教育体制，而在于阐述了创立美

国近代学校教育体制的基本理念及指导思想，这方面的内容概括起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传播了欧美近代平等主义的教育理念。众多人士认为，近代教育应贯彻普遍立学、平等

受教的基本精神，并将这种平等主义的理念视为近代教育的首要原则，用他们的话来说，“文学之

事，不 独 振 兴 于 大 众，必 当 汇 万 类 之 人，合 男 女 之 众，包 世 人 之 心，使 遍 国 中 无 不 振 兴 之 也”

［!’］（#$!&）。国家“更当去其分教分类之陋习，而平等以教之”［!’］（#$ !%）。贯彻平等主义教育理念的

主要方法和措施即为推行实施义务教育，国家通过公立学校来实现普及教育的目标。不少复函根

据美国的经验阐述了义务教育国家公办的性质，表明公立学校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要途径。例如，

满勒在复函中写道：“初学（指小学———笔者注），此等学堂，即敝国所奉为公学，由国家供给者也。

凡府州县城以至乡镇，无不设焉；凡七岁至十四五岁之幼孩，无不入焉；凡一切启蒙之学，无不教焉。

有如学习读书写字，以通本国之语言文字；学习数码算法，以备将来讲求格致通商之用；学习史鉴地

理，以知本国外国之情形。以上各学，人无论男女，境无论贫富，位无论贵贱，皆当于公学中教训之

焉。”［!"］（#$!!）脑德禄将近代义务教育的无偿性、平等性、世俗性三大原则概括为：“一、无论何人，

来学者，概不取脩金；二、有教无类，无论何人之孩，皆准入学读书；三、来学者，无如何教（指宗教

———笔者注）之人，皆不另设功课以教之。”［!"］（#$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士在阐述平等主义教

育理念时还着重表达了男女平等受教的主张。满勒把振兴女子教育列为创立近代教育的五大要点

之一，他写道：“凡国之女学，必当使与男学并重也。⋯⋯夫女子之必当有学者，可使知修身齐家之

道，得与男子同心偕老耳。家人之安乐，出于妇女者尤多，有识者，所以必励女子之操修也。况乎人

生幼时之学，每易志之于心，管教幼孩之权，操于妇人之手，欲后世之多贤子孙，必先教训今日之女

子，使尽成为他年之贤母”［!"］（#$!(）。他还批评了中国传统女子教育观，认为：“世有创为女子无才

为德之说者，岂非不思之甚哉”［!"］（#$!(）。《美国兴学成法》一文进一步介绍了 !) 世纪 %( 年代美国

教育界已超越女子教育旨在培养贤妻良母的观点，各个层次上的女子教育均大为发展，“国中之女

书院大兴，且较男书院为尤多，而精美亦过之，且亦有分类专精之女书院，凡男子所读之书，妇女莫

不读之也”［!"］（#$*)）。

第二，阐扬了欧美近代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被马克思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

［!&］（#$*(）的美国《独立宣言》继承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提倡“主权在民”的“人民主权说”，

为欧美近代民主主义教育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玛斯·杰弗逊蔑视

和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主张在共和制下赋予人民最广泛的政治权利，为此，他认为教育的根

本目的在于把人民塑造成民主共和国的建设者和捍卫者，教育本身也必须采用民主主义的管理方

式。这种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后为本杰明·富兰克林、贺拉斯·曼等美国思想家、教育家发扬光大，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文学兴国策》中。华尔赛在复函中写道：“夫文学之有益于大众者，能使人

勤求家国之致富耳。⋯⋯然以愚见论之，国人有如此之学问者，尤必济之以自主之心，自择兴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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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通国皆有学之人，亦必通国皆自主之民，而后可也。”［!"］（#$ %）强调教育不仅要培养有谋生致

富本领的人，更重要的是要造就有民主意识的近代国民。恩利约瑟进一步指出，欧美近代民主主义

教育理念旨在使人民“咸知自主自治，以备他日登明选公，可为国家之大用”。因此，他认为这种理

念的本质在于“望民有治国之权，愿民有自由之意”［!"］（#$ %&）。鲍德威把上述民主主义教育视为美

国立国之本，他说：“凡一国中读书之人，即为一国中深知律法、熟谙政事之人。盖民之不学者，往往

无知，一任国家之管理，而不得握治国之权矣。若夫有学之民，类能明理，自主自治，不受国家之虐

政，此为美国振兴之来源”［!’］（#$ !&）。大多数人士认为，只有采用民主的管理方式，才能确保近代

教育的民主主义性质。《美国兴学成法》中写道：“美国立国之根本，最重者，即在人民之自主，朝廷

（指政府———笔者注）亦体斯意以出治，必以使民自主为要图，诚知民生必先有自主之权，然后可以

自显其才能，自求其进益，且自勤其文学也。不但此也，朝廷行政之全模，亦即以此为本。”［!’］（#$
%%）据其记载，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经费以税收的形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学校“管学之董事，皆由各

学生之父母，公举而立之，更由董事延名师，定课程，购办应用之书籍器具，建造合宜之学塾，明定开

学之日期，勤求良法，以造就学生⋯⋯城学监督，虽有管理各乡公学之权，实亦为众民所公举，此不

可误以为官设者也”［!’］（#$%(）。

第三，导入了欧美近代科学主义的教育理念。倡导欧美近代自然科学技术，是贯穿《文学兴国

策》中的一个主题。恩利约瑟指出：“泰西之新学，实根于格物之功夫，非徒知外貌者，可得而并论

也。格致之功夫，日新而不已，新法日增，权力日大，西国之得致富强，皆由于此。此可知格致之学，

实乃裕人财、增人智、助人力之大源。⋯⋯故欲振兴文学，当深思格物之妙理，有何关系于人生进益

之端，将愈显然于贵国之延师设塾，必当包括格致之新法，及一切有关养生立命之功夫。”［!"］（#$ %)）

主张近代学校教育当以教授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要教育内容。潘林溪进一步认为，科学技术有

助于启发人民的智慧和才能，使之臻于文明开化的境界。他说：“当世文明之国，由其国中多文明之

民，故其作为多文明之政教，可知国之大宝，实在于致知之学、益智之方。”这主要是因为“惟精于格

物之学者，为能顺物之性而用之，以补生人之缺乏。”藉此使人民“可自觉其才能之日新矣，且可自觉

其知觉之才、想像之才、辨别之才，亦与之日新矣。故其兴也，由粗鄙而入文雅，由愚鲁而进聪明，更

由缺乏孤陋之本质，变为充实光辉之完人”［!"］（##$ !* + !!）。彼得哥伯在复函中侧重介绍了彼得哥

伯协会向职工、市民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情况，强调不仅在学校教育系统中，而且在社会教育系统

中也应积极推广科学及实业教育。

四、《文学兴国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意义及影响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和“西学东渐”的潮流，欧美各国传教士纷纷来华，他

们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导入了中国，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成为沟通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桥梁。德国传教士花之安（,$ -./01）所著《德国学校论略》、美国传

教士丁韪良（2$3$ 4$5.1678）所著《西学考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9$ :7;<.1=）所著《七国新学备

要》即为导入西方近代教育的几部主要著作，对洋务运动时期改革传统教育、创建新式学堂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但是，与这一时期开展的洋务教育相吻合，也由于其作者在思想上的局限性，这几

部著作主要介绍了欧美近代学校制度、课程设置及管理方式等，而未涉及欧美近代教育的基本理念

及指导思想。由于《文学兴国策》是由 !" 封信函构成的，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信函的作者乃美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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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有识之士，其中有不少是教育家或教育管理专家，因而，《文学兴国策》不仅介绍了美国近代学校

教育制度，而且以论述欧美近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及思想原则为主，这些理念和原则被导入中国，恰

好弥补了以往导入欧美近代教育之不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创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甲午战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变化，这不仅是由于堂堂大清帝国败在“蕞尔三岛”

的日本手下这一事实，而且是因为部分先进人士鉴于这一事实认为，中国只有向日本学习，全方位

地导入欧美近代文化和教育，才能取得近代化的成功。康有为在总结洋务运动及洋务教育失败的

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强敌（指日本———笔者注）为师”［!"］（#$ !）的改革方针，主张清末改

革以日本为模式。张之洞也是这一时期“日本模式说”的热心倡导者。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文学兴

国策》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既向国人阐释了日本成功的“秘诀”，又为“日本模式说”提供了有力的证

据，对清末以日本为模式的改革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乐知在《文学兴国策》“序言”中写

道：“日本崇尚新学，其兴也勃焉；中国拘守旧学，其滞也久矣。诚使当世主持学校之人，均奉是编为

圭臬，当晓然于旧学之不足，与新学之可兴矣。”［!%］（#$ &）这段话可谓对“日本模式说”的高度概括。

翰林院庶吉士龚心铭在为《文学兴国策》所写的“序言”中，也揭示了该书对中国以日本为楷模，借鉴

欧美教育经验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此书，为日本前任驻美公使森君殷殷访问而得之者。美国广兴

文学，百余年间，日新月盛。日本得其成法，行之于数岛之中，不过二十余年，各国递相引重。况我

中国自有学校，自有宏谟，更采刍荛，以匡不逮，人才辈出，国势勃兴，直指顾间耳”［!’］（##$! ( %）。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 年和 !))% 年，他曾先后游历了香港、上海等地，亲眼目睹西方资

本主义文明的繁荣景象，从此，“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

涉焉”［!)］（#$!!）。《万国公报》成为康有为接触、研究西学的重要读物，而林乐知为《文学兴国策》所

写的“序言”即于 !)+" 年 , 月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由此可以推知，康有为对《文学兴国策》并不陌

生。从甲午战败到戊戌变法，他多次上书光绪皇帝，鼓吹变法，欧美近代平等主义、科学主义的教育

理念渗透在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之中。继康有为之后，梁启超通读了《文学兴国策》一书。!)+" 年，

他编辑了《西学书目表》，将《文学兴国策》列入其中，并说明：“近印之《文学兴国策》为日本兴学取法

之书”［!+］（#$*,,）。他还强调：“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课，彼士所著《德国学校》、《七

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类能言之。”［%-］（#$ !+）次年，梁启超撰写了《变法通议》一文，围绕

着学校、师范、女子教育、幼儿教育等专题，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和主张。由

此可见，《文学兴国策》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应该说，《文学兴国策》对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学校的创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年，盛宣

怀在他所制订的《天津中西学堂章程》中写道：“职道与曾充教习之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 /$
012213———笔者注）考究再三，酌拟头等、二等学堂章程，功深必期切近而易成”［%!］（#$ *+!）。学界一

般认为，盛宣怀先后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主要以美国和法国教育为模式。!)+)
年，盛宣怀上奏清廷开办南洋公学，他所制订的《南洋公学章程》规定：“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

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 ,!&）。“公学课程，参酌东西之

法。”［%!］（#$,!*）与此同时，清廷正在筹办京师大学堂。同年，美国传教士李佳白（4$ 5167）向光绪皇

帝上奏《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狄考文（.$8$9:;11<）向总理衙门上奏《拟请创设总学堂议》，他们

都主张中国应仿效日本，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为模式创办近代大学。因此，罗敦盕在《京

师大学堂成立记》中指出：“欧美来传教者，若李提摩太、林乐知、李佳白恒有所设学，在中国言学务，

李林等其先导矣。故求欧美学者恒于教士，当时士大夫所见，仅乃及此也”［%%］（#$!,’）。无论盛宣怀

创办南洋公学，还是清廷创设京师大学堂，均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教育为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文学兴国策》便为此提供了一份有重要价值的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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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 ］大久保利谦 "森有礼全集：第 ! 卷［$］"东京：宣文堂书店，!%*("
［ # ］大久保利谦 "森有礼全集：第 ) 卷［$］"东京：宣文堂书店，!%*("
［ & ］犬冢孝明 "森有礼［+］"东京：吉川弘文馆，!%’,"
［ , ］-" ." $/012" 342 516067892:;/ <=2>;6/1/：?87"(%［@］" A2B C8>D：<=2>;/6/1/ $8>98>/E;81，!%,#"
［ * ］-" ." $/012" 342 516067892:;/ <=2>;6/1/：?87"!F［@］" A2B C8>D：<=2>;/6/1/ $8>98>/E;81，!%,#"
［ ’ ］大久保利谦 "森有礼全集：第 ) 卷解说［@］"东京：宣文堂书店，!%*("
［ % ］大久保利谦 "森有礼全集：第 ! 卷解说［@］"东京：宣文堂书店，!%*("
［!F］尾形裕康 "学制实施经纬の研究［+］"东京：校仓书房，!%,)"
［!!］大久保利谦 "森有礼全集：第 ( 卷［$］"东京：宣文堂书店，!%*("
［!(］林乐知 "文学兴国策：林序［+］"上海：广学会，!’%,"
［!)］林乐知 "文学兴国策：卷上［+］"上海：广学会，!’%,"
［!#］林乐知 "文学兴国策：卷下［+］"上海：广学会，!’%,"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康有为 "日本变政考［<］"蒋贵麟 "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 !F 卷［$］"台北：宏业书局，!%*,"
［!*］林乐知 "文学兴国策：龚序［+］"上海：广学会，!’%,"
［!’］康有为 "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
［!%］梁启超 "读西学书法［<］"中国史学会 "戊戌变法：第 ! 册［$］"上海：神州国光社，!%&)"
［(F］梁启超 "变法通议［<］"林志钧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上海：中华书局，!%%,"
［(!］朱有眑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 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舒新城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 ! 册［$］"上海：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 徐 枫］

!"#$%&’() ’) *%+%) !"# $%& ’()$(*!) !"# +#(,!$-."!)
+/,%!"0&1 2&$3&&" ’%-"!，4!5!" !"# 67&*-,! -" 8.#&*" 9-1$.*:

GH<I J/1K
（!"#$%&’"(& )* +,-.$&/)(，01"2/$(3 4(/5"%6/&7，8$(391)- )!FF(’，:1/($）

621$*!,$：<>;18>; +8>; ;L 812 8M E42 =8LE ;1M7N21E;/7 9>898121EL 8M O2LE2>1 ;:2/L 8M 2:N6/E;81 ;1 P/9/1 :N>;1K
E42 7/E2 !%E4 621EN>0 " Q>8= !’*F E8 !’*)，42 L2>R2: /L E42 P/9/12L2 :29NE0 =;1;LE2> ;1 O/L4;1KE81，B42>2 42
LN>R202: E42 <=2>;6/1 2:N6/E;81/7 L0LE2= /1: 9NS7;L42: +,-.$&/)( /( ;$#$(（!’*)）" H1 !’%,，E4;L S88D B/L
E>/1L7/E2: ;1E8 $4;12L2 S0 C8N1K P" <7721，/ +2E48:;LE =;LL;81/>0 8M <=2>;6/，B48 L/;72: M>8= A2B C8>D E8
.4/1K4/; E8 S2 =;LL;81/>0 /=S/LL/:8> E8 $4;1/ ;1 !’,F /1: 681E>;SNE2: 4;L 7;M2 E8 E42 2:N6/E;81/7 =8:2>1;T/E;81
8M $4;1/" H1 E4;L 9/92>，E42 /NE48> =/D2L /1 ;1R2LE;K/E;81 8M E42 S/6DK>8N1: /1: 681E21EL 8M E42 $4;12L2 E>/1L7/U
E;81 8M +,-.$&/)( /( ;$#$( /1: E42 ;1M7N2162 8M E4;L E>/1L7/E;81 81 E42 2:N6/E;81/7 =8:2>1;T/E;81 8M $4;1/"
;&: 3.*#1：“5:N6/E;81 ;1 P/9/1”；<>;18>; +8>;；C8N1K P" <7721；6N7EN>/7 /1: 2:N6/E;81/7 2V64/1K2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