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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史料丛刊：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所称之“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系指我国仿行西洋教育制
度之全体而言，时间断自同治初元至民国十五年。
自同治初元设同文馆，至今已六十余年，其间经过之教育事迹甚多，势不能一一追溯原委，罗列无遗
，故只择其较重大者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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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五个时期的白话文学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五百年中的白话小说。
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性理的语
录，乃是那几部&ldquo;言之无文行之最远&rdquo;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
这些小说的流行便是白话的传播。
多卖得一部小说，便添得一个白话教员。
所以这几百年来，白话的知识与技术都传播的很远，超出平常所谓&ldquo;官话疆域&rdquo;之外。
试看清朝末年南方作白话小说的人，如李伯元是常州人，吴沃尧是广东人，便可以想见白话传播之远
了。
但丁（Dante）、鲍高嘉（Boccaccio）的文学，规定了意大利的国语；嘉叟（Chaucer）、卫克烈夫
（Wyeliff）的文学，规定了英吉利的国语；十四、五世纪的法兰西文学，规定了法兰西的国语。
中国国语的写定与传播两方面的大功臣，我们不能不公推这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了。
　　中国的国语早已写定了，又早已传播的很远了，又早已产生了许多第一流的活文学了，然而国语
还不曾得全国的公认，国语的文学也还不曾得大家的公认，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呢？
这里面有两个大原因：一是科举没有废止，一是没有一种有意的国语主张。
　　科举一日不废，古文的尊严一日不倒。
在科举制度之下，居然能有那无数的白话作品出现，功名富贵的引诱居然买不动施耐庵、曹雪芹、吴
敬梓，政府的权威居然压不住《水浒》、《西游》、《红楼》的产生与流传，这已经是中国文学史上
最徼幸又最光荣的事了。
但科举的制度就竟能使一般文人钻在那墨卷古文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
文学。
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
　　一九〇四年以后，科举废止了。
但是还没有人出来明明白白的主张白话文学。
二十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
难道不能称为&ldquo;有意的主张&rdquo;吗？
这些人可以说是&ldquo;有意的主张白话&rdquo;，但不可以说是&ldquo;有意的主张白语文学&rdquo;，
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ldquo;他们&rdquo;，一边是&ldquo;我们&rdquo;；一边
是应该用白话的&ldquo;他们&rdquo;，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ldquo;我们&rdquo;。
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是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
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一九一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
这个运动有两个要点与那些白话报或字母的运动绝不相同。
第一，这个运动没有&ldquo;他们&rdquo;、&ldquo;我们&rdquo;的区别。
白话并不单是&ldquo;开通民智&rdquo;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
白话不是只配抛给狗吃的一块骨头，乃是我们全国人都该赏识的一件好宝贝。
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ldquo;死文学&rdquo;。
从前那些白话报的运动和字母的运动，虽然承认古文难懂，但他们总觉得&ldquo;我们上等社会的人是
不怕难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rdquo;。
这些&ldquo;人上人&rdquo;大发慈悲心，哀念小百姓无知无识，故降格做点通俗文章给他们看。
但这些&ldquo;人上人&rdquo;自己仍旧应该努力模仿汉魏唐宋的文章。
这个文学革命便不同了。
他们说，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孙瞒住大家，不肯替他发丧举哀。
现在我们来替他正式发讣文，报告天下&ldquo;古文死了！
死了两千年了！
你们爱举哀的，请举哀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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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庆祝的，也请庆祝罢！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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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改行新教育制度，为时虽不过六十余年，但各种文献散在各处，搜集颇不容易。
且断篇杂乘，时间性极短，过期即绝版，欲搜集亦无处搜集。
编者自民国十年来即注意于此，五年间历游长江各省，无时无地不留意。
除购买印刷物外，凡与新教育有关系之人，亦多走访，借以探询各种史实。
&hellip;&hellip;特从抄就之底稿中择其重要而为一般教育者所当参阅之纪载，先辑此册，印行于世，一
以谋拙著《近代中国教育史》参考书之便利，一以存中国新教育之文献。
　　&mdash;&mdash;舒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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