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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讲述了：《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是我校教育学院教育学一级学科相关专
业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也是必修课。
这门课程始设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20多年了。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需要，当时的教育史教研室就曾准备编写一本相
应的教材，以便为教学提供基本凭借。
该教材至今才问世，有一系列原因，但主要还是编写研究生教材面临一些不太好把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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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题一 教育史料学研究的定义及　　若干构架问题　　构建中国教育史料学的学科框架，是教育
史研究的基础性课题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史学科自身不断完善发展的一个客观需求。
我们曾经在多种场合中强调：教育史的研究基础在于史料，没有充足的相关史料做依据，就谈不上科
学态度与严谨治学。
因此，开展中国教育史料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使中国教育史的学科更加完善系统，也有助于为一般非教
育史专业的人提供更为便捷、全面的资料性帮助。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大国之一，这种文明大国地位的确立与维系，有赖于中国教育的源远
流长。
中国教育不仅具有丰富广博的内涵，而且从商代甲骨文的发现至今，三千年来的文字记载从未中断。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积淀，形成了极为完整系统的教育文献资源。
这些文献资源，既构成了我们研究历代中国教育制度及其思想的基础，同时它本身的博大容量，也足
以作为一个自主的学科系统，为我们提供充裕的研究空间。
这种研究既具有学理性，也具有工具性的特征。
　　就“学理性”而言，中国教育史料学的研究可以揭示中国教育文献构成的一般规律及特征，并有
助于借鉴文字学、目录学、训诂学以及校勘、考证的多方面成果及方法，更全面的审度中国教育史的
学科内容，从而不断提升中国教育历史研究的高度，强化并充实其历史文化的内容。
同时，也使得我们在思考教育史的问题时，不仅仅囿限于一般教育学的原理和角度，也可以更切合中
国历史的背景和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教育史料学问题上的深入研究，可以从史料的真伪性、准确性以及权威性等方面
，为教育思想及制度的研究，提供更加合理的文献依据，从而提高教育史学科本身的学术水平。
　　就“工具性”而言，中国教育史料学的研究，也可以为一般的教育史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打开方
便之门。
在他们需要有针对性地查索、利用以往的教育文献资源的时候，能够按图索骥，更加准确、更有效率
。
教育史料本身并不是一种零乱无章的材料的堆积，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内容，也与教育史料之间存在
着有机的内在的对应联系，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教育史料本身的构架系统特点，把握教育史研究与教育
史料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提高教育史研究水平及其效率的必要条件。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就必须使这一学科本身更加条理化、系统化，并且具有清晰的学科界
定。
这就需要我们思考以下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如：怎样理解和诠释教育史料学的定义及其依据?中国教育史料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主要的问题是什
么?一般的方法与原理如何?如何构建中国教育史料学学科的主体框架?等等。
　　一、中国教育史料学定义的提出及其依据　　中国教育史料学是研究中国教育文献本身的构成及
其规律和特征的学科。
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提出，它具有边缘性和自主性的双重特征。
所谓“边缘性”，是指这一学科具有依附于多种学科的边缘属性，它既属于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分支，
又属于一般文献学的分支，同时又需要借鉴和采用上述学科研究的成果、技巧和方法，至少应该属于
上述两种学科的交叉学科。
所谓“自主性”，是指这一学科又具有区别于上述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与视角。
同一般的教育史学科相比，它所解决的主要是教育史研究中专门针对史料部分的问题；同一般的史料
学相比，它所解决的主要是一般文献史料中专门针对教育史料部分的问题。
　　就教育史学科而言，它是依据一定的文献史料来研究教育历史现象和问题的本身，而教育史料学
则需要分析这些文献史料的性质、真伪、来源以及它的准确性和分布规律等问题。
因此，教育史料学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教育史研究的科学性和效率，并且也是判定教育史研究学术水平
的重要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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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史料学是教育史学科的基础性学科。
就一般的史料学而言，它所包容的有关校勘、目录、训诂、版本以及音韵学等方面的知识与方法，并
不专门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学科。
但它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兼容性，可以应用到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历史学科
的研究领域。
同样，也能够充分地为教育史的研究提供史料学方法和知识的帮助。
　　就此而言，我们自然可以分门别类地列出政治史料、经济史料、哲学史料、宗教史料、文学史料
以及教育史料等。
当然，任何一个学科史料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但不是任何一个学科史料都可以成为自成体系的“
学”。
从理论上来讲，如果某一个学科领域的史料十分丰富，不仅具有内在的主体、规律可循，并且可以构
造成较为完整的学科系统，才可以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学科概念予以讨论。
教育史料学学科概念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中国教育史料的构成具有相对的系统性和主体性。
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中国具有古老的政教合一的传统和近两千年的封建官僚集权体制的历
史。
在这种传统和体制的规范下，教育很早就被纳入到国家的政治机器之中，具有体制化、职能化的较完
整的历史记录。
按照《尚书?舜典》的记载，在传说中的三代，就已经有了“敬敷五教”、专司教化的司徒之职。
这种传统几千年来不仅从未中断，而且文献的记录也没有明显的断层。
如：正史中的《礼志》《选举志》《职官志》，均有相对完整系统的有关教育制度的记载。
这些文献记录，为我们研究和了解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及其传承沿革的进程，提供了充实的依据。
　　其次，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中国形成了重视教育的深厚历史传统。
在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问题的讨论中，都从不同角度给予教育以特殊的定位。
所以，无论是官修的起居注、类书、会要、方志，还是民间坊刻、稗语、杂史，以及个人著述文集等
，都有或多或少的讨论教育问题的篇章或专题。
在按照四部分类的经史子集文献中，每一类中都保留了大量丰富的教育史料。
而且，这些教育史料的分布也不是零散随意的，而是可以按照教育研究的主题和史料的性质，按图索
骥，有章可循、譬如：我们研究中国历代妇女教育问题，其史料分布在何处?研究古代的教育法令，其
史料应该分布在何处?甚至在同一个问题的研究中，哪一类史料属于基本依据，哪一类属于补充、拾遗
性的史料，哪一类史料可备考校释疑等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都能通过教育史料学的研究加以说明。
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韵主题与教育史料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内在对应的关系。
这种客观关系的系统性存在，需要通过教育史料学的研究逐层深入地予以揭示，从而也凸显了构建教
育史料学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三，中国历代存在着相对完整、系统并且影响很大的各种教育组织形式，因而也有相对应的较
系统的史料载体。
如：门阀家学、书院、庙学、门塾之学、乡规民约等。
这些教育组织形式产生的时代不同，其内在的含义、任务、性质以及具体的存在形式也各不相同。
因而在史料的载体形式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其中，书院与庙学属于较为体制化的学校教育类型，故其史料记载的形式也较为集中，通常有大量的
专志、专篇，即使在其他各种文论、杂史笔记的史料形式中通常也有专题性的表述。
门阀家学属于魏晋南北朝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阶层的特定的家族文化教育形式，其史料的分布主要限
于魏晋南北朝这个特定的时代，并且需要结合那个时代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学术问题的
研究成果。
乡规民约属于社会教育及社区管理的范畴，其史料的分布也基本包容在相关的框架之内。
至于门塾之学，则介于家族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其形成的时间最早，延续的时间也最长，其史料的
分布也有相应的类似特征，并且在不同的时代随着其性质的改变而发生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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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国传统教育是一个丰富的思想宝库。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教育家或教育思想流派，他们对于不同层面的各种教育问题，有着多
方面的系统论述。
其中，有些教育思想家或流派占据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中心地位，成为不同时代社会关注的焦
点和思想发展的主轴。
以儒学为例，由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陆、王等，这当然也表现出了教育
思想文献的相对集中性和系统性。
对这些思想文献史料本身的研究，是深入科学地研究中国教育思想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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