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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30年来，在全所科
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一些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其中，又以曹子西先生主编的《北京通
史》为代表，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而《北京通史》的问世，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2006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加大扶持力度，提出把《北京专史
集成》列入院科研重大课题，使得我院的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从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之前，历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始对北京专史进行研究，如王玲女士撰写有《北京与周围城
市关系史》，尹钧科先生撰写有《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于德源先生撰写有《北京农业经济史》，
吴建雍等人合写有《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城市发展史》，等等，这些专史的问世把北京历史文
化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
但是，要想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专史研究系列，显然仅仅依靠个人的研究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组成一
支力量相对强大的科研队伍，才能够完成系列专史研究的繁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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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在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对比较落后，而在成为都城之后，教育事
业迅速发展，很快就变成了全国著名的教育中心。
因此，《北京教育史》在中国教育史上应该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方面也应占
有重要的地位。
本书包括了先秦至辽金北京的教育、兼容并蓄的元大都教育、以儒学为特色的明代北京教育、集传统
教育之大成的清前期北京教育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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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仲华，男，1973年11月生，新疆焉耆县人。
1991年至1998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
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
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学术文化史，著有《清代诸子学研究》、《纪晓岚传奇》，并在《清史研究》、
《安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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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先秦至辽金北京的教育　　辽金以前，北京地区教育事业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辽代以前。
北京地区虽然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军事重镇，但在文化教育方面却基本处于边缘状态。
第二个阶段是在辽代。
这时的北京地区已经被石敬瑭的后晋政权割让给了契丹统治者，从而使得这里的政治和文化发展与中
原汉族王朝之间产生了较大的隔阂。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要明显落后于宋朝。
但是，在辽朝的五京范围之内，燕京（又称辽南京）的文化教育则是最发达的。
第三个阶段是在金代。
这时的北京地区开始从割据政权的陪都转变为首都——金中都，仍然保持着北方地区文化和教育中心
的地位。
待到北方草原蒙古国崛起，攻占金中都，才使这里的教育体系遭到严重的破坏。
　　由此可见，辽金以前北京地区教育事业变化，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北京地区的历史变化密
切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北京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北京地区的教育事业也变得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完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封建政府的教育政策，或者说是封建统治者对待教育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教育发
展的兴盛和衰败。
如果封建统治者和各级封建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扶持教育，那么全国的教育事业就会兴盛起来，反之
，教育事业则会走向衰败，这种影响是巨大的。
另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都城地位的确立也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北京在没有成为都城之前，对全国的影响是很小的，而在成为都城之后，许多一流的文化人才都汇集
到了这里，从而使这里的教育质量逐步提高，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一跃成为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
　　第一节　辽代以前北京的教育　　在辽代以前，北京经历了漫长的文明发展进程，从原始人类的
聚居地逐渐发展成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教育事业也随之逐渐完备起来。
这个历史发展进程，按照人们惯用的朝代分期法，大致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时期、秦汉时
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五代时期。
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奠基阶段，同时也是教育体系的形成阶段。
秦汉时期，是儒家学说在社会上确立统治地位的阶段，也是其在教育体系中获得大力推广的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大融合的阶段，许多少数民族人士通过接受教育对中原和江南地
区的汉族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加速了“汉化”的进程。
隋唐时期，是中华文化继先秦、两汉之后发展的又一个辉煌的阶段，五代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第二
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
　　在辽代以前，北京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与其他地区相比，处在中下游的位置。
原因有三：其一，是受到这里民众风俗的影响。
自古以来，在燕地民众中就盛行“侠义”之风，人们对于舞刀挥剑、快意恩仇的大侠客十分仰慕，这
从先秦时期荆轲舍命刺秦王的典故中即可略见一斑。
其二，是受到学术渊源的影响。
在先秦时期，能够被称为“显学”的只有两家，一是儒家，二是墨家，而其他各家学说的影响是较小
的。
当时产生于齐鲁地区的，除了孔、孟等人的儒家学说之外，还有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但是，在齐国
不受重视的邹衍，在到了燕国之后却备受尊崇，使其学说得以盛行。
由此可见，燕地的学术渊源与齐鲁地区有着较大的差异。
其三，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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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时期到隋唐五代时期，北京地区始终是中原汉族民众与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民众交相融合的主
要场所，受到这种独特社会环境的影响，以“礼乐”文化为主题的教育内容显然要时时受到游牧文化
的冲击，因此无法与内地社会比较安定地区的教育环境相比。
　　一、先秦时期燕地的教育　　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时期，但是，这一时期的历史
文献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了，除了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先是被称为“六经”，后来陆续增加
为“十三经”）被历代学者们口耳相传得以保留，其他记载各国历史的文献大多数被秦始皇在统一天
下之后或是收到官府中，或是被强行焚毁了，作为当时重要诸侯国之一的燕国也不例外。
因此，我们在研究这段时期的教育史时，就会感到明显的史料缺乏。
清代学者曾经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就是因为在史书缺乏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通过儒家的经典
著作来寻找当时历史的蛛丝马迹。
　　最常被人们引用的是：“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通过这段简要的文献可知，首先，古代的学校分为四级，第一级为国家级的学校，被称为“学”。
第二级为诸侯国（类同于后世的州郡级），也就是所谓的“术”，其学校被称为“序”。
第三级为乡里级的学校，被称为“庠”。
第四级为家族级的学校，被称为“塾”。
也即是国学、州序、乡庠、家塾。
儒家文献又日：“尚书大传：大夫七十而致仕，教其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所谓里庶尹也）
。
耰组已藏，祈乐已人，岁事已毕（‘祈乐’当为‘新谷’），余子皆入学。
年十五始人小学，见小节，践小义焉。
年十八始人大学，见大节，践大义焉（余子犹众子，占者适子恒代父而仕）。
”这些相关论述，都是汉代学者对先秦时期教育制度的描述。
后世学者对于先秦时期的教育制度有着不同的理解，其对学、序、庠、塾的解释也就各不相同。
　　应该提出的是，第一，“术”这个词，被后人解释为“州”，显然是不准确的，在先秦时期各诸
侯国中仅有少量的郡或县，而还没有行政建置意义上的州。
第二，作为学校这个概念，在古代的学、序、庠、塾等词之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都是教育机构。
第三，当时的百姓，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并不是只有贵族才能够受教育。
第四，有些学者认为只是从孔子开始才有了私家教育，而在此之前的教育都是由官府控制的。
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先秦时期，一个大家族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许多重要的社会
功能都是通过家族这个社会单元来实现的，教育功能显然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在先秦时期的燕地，是否有诸侯国设置的学校已经不见于文献记载，但是，作为乡里
和家族的学校是应该普遍存在了。
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士”，是从小就要受到严格教育的，如果没有比较普遍的教育机构的设置
，这种教育是无法完成的。
如果说真是孔子把民间教育实践变成了现实，也是在官方教育普遍实施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
而孔子所提倡的“六艺”技能培养，也应该是当时大多数学、序、庠、塾从事教育的主要内容。
因此我们认为，先秦时期不仅是中华民族教育体系的形成时期，也是北京地区教育体系的形成时期。
　　二、秦汉时期燕地的教育　　秦朝统一天下，把中国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把中国的
传统文化纳入到一个强势中央政府引导的发展轨道中来。
“书同文”和“焚书坑儒”就是很好的证明。
而汉朝统治者们延续了这条发展轨道，汉武帝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就是强势政府的
文化政策。
进一步完善全国的教育体系乃是保证这套文化政策贯彻落实重要的环节。
在汉代的各个地区，也基本上延续了先秦时期的传统教育体系，“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
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
⋯⋯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
十五人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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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
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
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日造士。
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
在这里，庠、序、学的教育内容有了初步分工，而人们受教育的时间也大大提前了。
　　据此可知，第一，在先秦时期，是15岁入小学，18岁人大学。
而到了汉代，8岁入小学，15岁人大学。
第二，在先秦时期，序、庠、学、塾是学校级别的不同称谓，而没有教育内容的区别。
到了汉代，“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
已经有了不同的教育功能。
而这时的封建统治者已经明确认识到教育所能够发挥的重要政治功能，“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
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教化以明，习俗以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
通过教育，可以有效地巩固封建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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