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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育燃灯》

内容概要

本书为“回望民国教育系列”之一，旨在介绍民国教育家们的教育观念、教育实验及对教育症结的探
索，这还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的研读、回望民国教育。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多元而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观
，细致再现了民国教育思想的美丽景观，它不仅让我们了解到民国教育的整体风貌，澄清我们可能存
在的错 误认知，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许多当下教育的症结。

Page 2



《给教育燃灯》

作者简介

丛书主编：
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
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企业家的传统等。著有：《金庸传》《叶公超传》《追寻失去
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笔
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另一种读法》《文人的底气》《大商人：影响近代中国的实业家们》《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等，编有《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等。
本书编者：
许骥，现为《明报》记者。从大学时代起发表文章，在《书屋》《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书城》
等刊物发表作品，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同胞，请淡定》《书评人可以歇歇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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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育燃灯》

精彩短评

1、M
2、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
3、民国教育究竟有什么让我们惊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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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育燃灯》

精彩书评

1、教育，从来都是一个长久不衰的议题。市面上谈教育的著作林林总总，然而真正以民国教育事业
为主题的著作并不多见。因此，《给教育燃灯》的出现便显得弥足珍贵。这本书回归民国时期，以民
国时期最重要教育类杂志《教育杂志》为依托，收入蒋经三、郝耀东、王造时、楼桐孙、陶希圣、舒
新城、周谷城等民国大家的真知灼见，全力打造，重新发现曾经被遗失的教育传统。民国，一个硝烟
弥漫的时代；民国，又是一个大家辈出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救国救民的时代，知识分子拥有怎样的教
育观念，他们如何开展教育，他们对教育症结又有哪些探索。《给教育燃灯》给我们做了一一解答。
尽管历史已经尘封，但那些民国大家的思想仍然鲜活。翻开此书，我们不禁为几十年前这些前辈的思
想所震撼。一是震撼于他们教育理念之先进，二是震撼于他们教育氛围之自由。说到教育理念之先进
，主要在于几十年前的教育观念放在当今仍然具有启迪意义。比如，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
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刘薰宇的全人教育等教育主张使得教育多层次、多样化； 杨人楩从知识
分子失业讨论现代教育弊病，对现如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仍然适用。说到教育氛围之自由
，主要在于教育讨论可以各抒己见。有人大谈自由教育，也有人鼓吹军国主义教育，有人支持教育救
国论，更有人反对教育救国论。对政府的教育意见，该批评就批评，该警示就警示。百无禁忌，百花
齐放。另外，这本书由近代史大家傅国涌主编，由著名记者许骥精心选编，非常适合广大教师、家长
阅读。
2、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在物质极大丰富、生活水平基本“小康”的今天，人们却有了越来越多
对社会、对现实的诸多不满。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百年大计的教育。应该说，我国的现代文明框架是
在民国那短短的三十年间奠定的，包括教育也是如此。建国六十年来，在很多尖端科技文化领域，我
们吃的就是民国那三十年的老本。“钱学森三问”的故事已众所周知。今天，老本基本吃光了，“钱
学森三问”再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民国。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民国的书籍纷至沓来，有细说的，有
略说的，有微博的，民国题材空前火爆。在这些书籍的字里行间，流动着一股令人悠然神往的“民国
范儿”。“回望民国教育系列”是旨在介绍民国教育家们的教育观念、教育实验及对教育症结的探索
，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地梳理、回望民国教育。打开系列之《给教育燃灯》，了解到书中材料来源于
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教育类杂志《教育杂志》，是从1909年到1948年间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选出的精华。
它们是新式教育在中国起步阶段的一粒粒珍珠，现在，编者拂去满布灰尘的时光烟云，通过爬剔梳理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串熠熠生辉的珍珠项链。因为想要教育救国，因为要为古老的中国开辟新的
教育之路，那些令我们今人只能仰视的专家学者们展开了讨论。讨论是那样的才华横溢，是那样的大
气磅礴。作为讨论，虽然有时意见相左，但所有的讨论皆在教育的学术框架内，就事论事、观点鲜明
，批评尖锐而充满了理性的自律，这就是“民国范儿”了吧。读书的过程中，作为一名教师，我不能
不为他们理念的先进、讨论的深广、爱国的热忱深深感染。原来，现在我们倡导的教育要着眼于人的
全面发展、要让学生学会生存、学会生活等诸多的教育理念，不过是“旧事重提”。他们对农村教育
、平民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等的探索与实践，使中国大地开遍教育实验的烂漫山花。在制度建
设的理念上，他们跟整个世界同步，可以说做到了与传统、与世界、与国情的紧密结合。而当时，仅
废除科举短短三十年，能有这样的见识和气度，堪称奇迹。回望民国教育，不禁有些赧然，为什么近
一个世纪过去，好似又回到了原点？理念的原点能找到契合，可社会环境又怎能契合呢？当今教育，
是在教育部门统一量化指标约束下的各级“规范化学校”。从县级到市级、省级，哪个学校不是“修
枝剪叶”，争取挂上一个更高级别的“规范”牌子？民国时期教育实验的自由土壤已经没有了，连在
夹缝中生存的民办教育都要向“规范”靠拢。在严格封闭的规范和考核之下，能培养出具有自由、独
立、创新的人格精神吗？回顾过去，并不是怀旧，而是为了警醒，为了寻找未来。本书，即是为我们
今天的教育燃起的一盏启示之灯。另外，本书封面及版式设计古朴、典雅、大方，与内容相得益彰。
纸张厚而柔韧，拿在手里非常的舒适。文字指瑕：1.《前言》第12页倒数第八行“无论从那个角度讲
”中，“那”当为“哪”之误。“那”虽然曾是“哪”的异体字，但今天规范字形是“哪”。书中正
文皆为早期白话文，“哪”可以用异体字“那”，这在本书中是很多的。但我们今人这样用就不合规
范了。其实，今天编印此书，既然已经按简体字规范把繁体字都改过来了，为什么废弃的异体字还要
保留着呢？2.正文第18页，倒数第五行“救国教育要有确定的计划于步骤”中，“于”疑为“与”。3.
第42页，第三段第五行“可说无论无论什么学校出身的学生”中，疑衍一“无论”。
3、《给教育燃灯》这本书是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回望民国教育系列》中的一本，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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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育燃灯》

民国教育史料。这本书用20万字的篇幅介绍了民国教育的来龙去脉，也援引众多教育家的箴言与笃行
，让读者看到上个世纪前半叶教育家和一线老师对教育的思考和实践，可以近距离靠近民国教育，真
实地理解民国教育的来龙去脉。这些从《教育杂志》1909到1948年间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选出的精华，
无疑已成为珍贵的本土资源，足以为今天的教育提供重要的借鉴。《教育杂志》是民国时期最重要教
育类杂志，是教育言论最重要的阵地，集聚了当时乃至现在都极具影响力的教育家、政界人士和其他
热爱教育事业的名人，引领风气之先。作者在尘封的史料中勤奋爬梳，揭示了近代中国不少历史真相
，以新的视角给读者新的启发，实现了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回望民国教育系列》丛书主编是傅
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
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企业家的传统等。《给教育燃灯》这本书介绍了民国教育家们的
教育观念、教育实验及对教育症结的探索，这还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的研读、回望民国教育。那个时代
知识分子多元而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观，细致再现了民国教育思想的美丽景观，它不仅让我们了解到
民国教育的整体风貌，澄清我们可能存在的错误认知，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许多当下教育的症结。在
《给教育燃灯》这本书中我看到了周谷城先生的《今日中国之教育》的文章。周谷城（1898-1996），
湖南益阳人，历史学家、教育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史学会首任执
行主席、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在《今
日中国之教育》的文章中分析道：“今日中国教育之趋势，第一、以富人为中心。因以富人为中心，
于是发生文盲问题，发生大多数贫者不识字之问题，迫待解决。第二、以都市为中心。因以都市为中
心，于是发生道德教育问题，发生道德教育与智慧教育效力相反之问题。第三、以权贵为中心。因以
权贵为中心，于是发生虚闲阶级扰乱社会之问题。第四、以脑力为中心。因以脑力为中心，于是发生
废物不中用之问题。国人知废物不中用为可惜，却不知教育不应当以脑力为中心。知虚闲阶级扰乱社
会为可怕，却不知教育不应当以权贵为中心。知道德教育失了效力，却不知教育根本不应以都市为中
心。知文盲问题必待解决，却不知教育不应当以富人为中心。至若今日之教育，其所以专以富人为中
心，都市为中心、权贵为中心、脑力为中心者，则可用一言蔽之曰：社会上贫富悬殊。若问贫富悬殊
之理由，则曰：因（一）乡村土地私有制之发展，（二）列强资本主义之侵入。今日吾人如果仍要高
谈教育，且想解决教育上种种问题，必须着眼于此。否则，头痛医头，必无效果。”这样的文章，对
现在教育的启发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类似文章，在书中，比比皆是。回首民国的教育，反思现
在的教育。
4、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 民国期间的教育界成就是巨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
的教育改革，恢复了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确立了男女平等教
育权，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同时，积极地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男女
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
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新文学，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许多国语教材
和课外读物。大学的改制，以北京大学为旗帜，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京大
学进行改革。他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
鲁迅、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校任课；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将学门制改为学系制度；将年级制改为选
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筹设研究所，组织各种研究会，
鼓励科学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采用白话文讲义，帮助学生办刊物，成立各种学会等
。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思想活跃，气象一新。北京大学的改制，引起全国高等学校的反响，有些做
法当时即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议决照办。以后，各大学也逐渐按北京大学的制度办理。 对
于这段时间涌现出来的教育家更是不可胜数，本丛书《回望民国教育系列》共三卷，分别从不同的范
畴罗列了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本书《给教育燃灯》，旨在介绍民国教育家们的教育观念、教育实验
及对教育症结的探索，这还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的研读、回望民国教育。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多元而充满
人文关怀的教育观，细致再现了民国教育思想的美丽景观，它不仅让我们了解到民国教育的整体风貌
，澄清我们可能存在的错误认知，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许多当下教育的症结。学习民国时的教育理念
，对于解脱现代的教育模式束缚，开创适合自己实际的教育方针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所谓“温故而
知新”，对于先辈留给我们的经验，我们当然要活学活用，开拓创新，把先进优秀的教育理念发扬光
大。
5、经历了十年教育改革之后，中国现下的教育状况仍有许许多多令人不满的状况！教师体罚学生、
学生殴打老师、家长大闹学校⋯⋯这样一桩桩、一件件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也难怪人们对当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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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育燃灯》

育滋生出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其实，回顾历史，我们中国的教育史曾经是那样的辉煌！中国古代教
育，就曾经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像孔子那样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现在
，世界各地都掀起了一股学习先贤孔子的风潮。而我们汉代时期的太学，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高等
学府，从隋唐时期就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也曾经被外国教育家认为是当时选拔人才最好的选官制度
。而这些辉煌的过去，早已成了我们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谈资。只是，大家似乎都忽略了：民国时期，
虽然战火纷飞，但在教育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民国教育开始提倡男
女平等、个性解放，既为当时反对封建旧礼教的社会风潮奠定了思想基础，又为当时的人们争取到了
许多难能可贵的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如果不是这样，想必民国时期的那些大家会被埋没了不少！大
家都知道民国多大家，而这些大家往往都文理并重、兼收并蓄，学术素养绝不是今天这些所谓的“文
化名人”可以比拟的！而这些正是民国教育留给我们的财富和骄傲。《给教育燃灯》一书与当下那些
种类繁杂的教育书籍不同，它将目光聚焦于民国时期的教育，真正做到了以民国教育思想为主题。这
本书由近代史大家傅国涌主编，将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教育类杂志——《教育杂志》作为依托，收入了
郝耀东、陶希圣、舒新城等多位民国教育大家的真知灼见。《给教育燃灯》，点燃的是教育的希望之
灯、信念之灯，其最终目的不过是引导我们回顾那个大家辈出的时代，感受那些有益的教育观念，找
寻并承继那些一度遗失了的优良教育传统！本书不仅详尽地介绍了民国教育家们的重要教育理念，更
回顾了他们对当时教育症结的一些有益探索，让我们感受到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所独有的充满了
人文关怀的教育观。唯一不会被时间消磨的就是真理！历史尘封，却掩盖不住民国教育思想的美丽景
观，时间流逝，却带不走民国大家们的鲜活教育理念。翻阅本书，我们会认识到整个民国教育的独特
风貌，这有助于我们思考并探索当下教育的症结所在。几十年前的这些教育先辈们教育氛围之自由、
教育理念之先进，每每让我震撼！那时的人们可以大谈自由教育，也可以鼓吹军国主义教育，对于政
府的意见，该接受就接受，该批评就批评，可说是百无禁忌，百家争鸣。而说到当时的教育理念，梁
漱溟的乡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等等，对当今的教育状况也具有十分积极的的影响！由此看来，
《给教育燃灯》一书显得那样难能可贵，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教育先辈们留给我们的经验！身为教
师，只有勇敢接过这些教育先贤们留给我们的历史使命，才能燃起教育的希望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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