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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是率先实现近代化的东方国家，而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事情。
明治新政府建立不久，时任兵库县知事、后来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就在其向新政府提出的建
议书“国是纲目”中，提出要让全国人民通晓世界各国的学问，在东京、京都、大阪建立大学，在郡
与村建立小学，不论都城还是偏僻之域，要让人人沐浴知识的光辉。
日本从19世纪70年代兴办近代教育起，只用了40年左右的时间，就普及了初等教育，并于1907年开始
实施六年制义务教育，同时，中、高等教育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实现了明治初期“邑无不学之户
，家无不学之人”的既定目标。
　　日本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斐然，不过如果将日本的教育进步完全归于明治维新的改革恐怕未
必客观。
历史事实证明，日本人之所以较之其他东方国家最先实现教育的现代化，除了明治政府具有开放而长
远的目光，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在法律和经济等各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等原因之
外，也与江户时代已形成良好的以实用主义为特色的大众启蒙教育传统具有密切关系。
本书所研究的寺子屋教育就是这种教育的主要载体，它的存在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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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是在笔者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作的。
笔者硕士毕业于日本滋贺大学教育学部。
硕士论文是《的自我教育观》，主要论述了江户时期武士教育问题。
2007年笔者有幸得到日本住友财团的援助，援助课题为《日本近世私塾的研究》。
为了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更为深入地展开对日本江户时代教育的全面研究，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在恩师李卓教授的指导下，笔者确定了寺子屋教育作为研究课题。
李卓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思考方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将我引入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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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玲莉（1974-），女，汉族，湖南长沙人。
2006年毕业于日本滋贺大学教育学部，获得教育硕士学位。
200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
曾先后到日本滋贺县教育委员会、滋贺大学、国学院大学进修，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讲师。
主要从事日本社会文化、日本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化教育消费》、《论日本儒学家广濑淡窗的教
育思想》、《成宜园こ白鹿洞害院——日中私塾の比较研究》等多篇学术论文。
已完成日本住友财团资助的“日本近世私塾的研究——中国书院的比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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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寺院教育的兴起　　6世纪佛教传人日本后得到了圣德太子（574-622）的大力弘扬。
到奈良时代，由于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和保护，佛教迅速发展起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佛教的兴起，无论是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政治地位上，寺院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
寺院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上的特权影响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是当时文化教育的中心。
寺院中的僧侣属于知识阶层，是文化教育的传播者，他们不仅饱读经书，而且研究儒家经典、诸子百
家的著作等。
于是，寺院很快就成为学术权威之地，吸引了贵族、武士子弟和平民子弟前来学习。
镰仓时代以后，由于大学寮等公立教育的衰落，寺院在教育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佛教寺院之所以成为世俗教育的社会组织，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佛教进入日本以后经受了一番较为彻底的改造，从哲学思想上看，它渐渐由注重来世和彼岸的
极乐世界，转向注重今世的现实世界。
佛教被日本人赋予了治病、求官、生育、克敌、降妖、教子等多方面的现实任务。
“小儿习字之时登寺，学问之时登寺，疾病治疗、卜筮占卦、获取书画等，皆登寺以成世用。
”①就是对当时状况的一个描写。
第二，从政治上来看，由于佛教进入日本本土之后，本来并不突出的护土守国思想被改造成了镇护国
家和王法的教义。
历代的皇室、重臣纷纷利用佛教，视其为战胜对手的重要武器。
特别是在进入镰仓时代以后，由于教育和修行方式的简约化和大众化，一些佛教新派，如禅宗、净土
宗等深得武士和普通百姓的青睐，渐渐深入日本社会各阶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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