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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目前国内研究清末至民国初年中国乡土教育最全面的一本教育史专著，弥补了中国教育史的一
个重要缺环。作者以清末民初的乡土志书为基本素材，考察乡土志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其体例、
内容风格及其历史演变；探讨其“爱乡”、“爱国”话语的具体表达；并通过案例分析来深化对不同
的爱国表达籍以产生的历史情景的理解。
随着近代西方新式教育理念的形成，对儿童开展乡土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适应晚清政府教育改革之
需要，这种理念经由日本传入中国。晚清政府教化民众“尊君、爱国”的期望，是促使其提倡乡土教
育的直接原因，并形成了相关的教育法令，出台了编纂乡土课本的指导体例——《乡土志例目》。由
于政府的号召，以及出于不同的编纂目的，社会各界人士对乡土教育反响强烈。乡土志书的编纂以地
方官员及文人士绅为主，其次为学堂教员与留日学生，还有来自社会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与“南
社”的成员，另外还有其他形式的乡土教育活动。众多编者编出了具有不同体例、内容特色的乡土志
书，而且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别。清政府就乡土志书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乡土志书曾因民族歧视
内容引发了教科书案。
乡土志书编者的个体差异，决定了不同乡土志书所具有的风格。通过对乡土教育先驱（江苏无锡）侯
鸿鉴、国学大师（江苏仪征）刘师培、上海本地士绅李右之，以及“关学儒宗”（陕西兴平）张元际
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对地方社会关注的重心，就社会出路提出的解决方案与他们的具体社会背
景紧密相关。
乡土志书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其思想来源各不相同。提倡由“爱乡”之情而形成“爱国”观念，
是乡土志书的编纂宗旨，但对于不同编者而言，其所爱之“国”则可能大异其趣。或者说，编者们用
了相同的概念或话语，却表达出不同的期许。比如“尊君”与“排清”，就现出在不同的乡土志书中
。这些不同的乡土志书，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社会图景。
民国成立后，乡土爱国教育得到延续发展。乡土志书的编者主体、体例、内容特色方面均有所改变；
乡土教育的对象由童蒙走向成人，乡土志书则由学堂走向社会。
本文附录了《乡土志书目提要》。它是以《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为基础，参照大量地方文献资料，
整理出的一份书目。包括了目前存书，以及曾经成书的乡土志书，并附上了相关提要，以便阅者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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