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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的社会教育有着长久的历史，近代以来，它与学校教育一起伴随了日本现代化的整个发展历
程，对于日本普及教育和发展经济起到了补充和推动的作用。
二战后，社会教育更是在日本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开展文化活动以及提高国民素质等方面显示了其
特殊的存在意义。
言其特殊，主要是指其活动内涵非常丰富，从战后初期的经济建设到经济腾飞期的民主运动，直至20
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终身学习，社会教育始终为国民提供着学习活动和理论实践的空间。
可以说，离开日本的社会教育来看其战后的发展是不全面的，至少是不够充分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教育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了解日本打开一扇窗子，是我们研究日本战后发展的一
个途径。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这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高度重视，一时间，掀起了中国的日本学高潮，研究日本战后发展
史的成果也层出不穷。
　　然而，我国学术界目前对日本战后史的研究仍没有跳出以政治史和经济史为重点的传统思路，对
教育史的研究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对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研究更是只限于一些零散的论文，缺乏
整体性和连贯性。
这一研究现状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夏鹏翔博士的力作《日本战后社会教育政策》从教育的视角，特别是他人很少涉及的社会教育的视
角入手，将日本战后史的研究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本书题材的选定，不仅弥补了我国学术界在日本社会教育史研究领域的空缺，拓宽了我国日本史研究
的视野，而且在我们大力提倡科教兴国、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既肯定了日本教育对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贡
献，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的缺欠，揭示了例如“教育机会不均等”等现实
问题，体现出作者的洞察力和求真精神。
在深入研究日本社会教育的同时，作者还力求透过社会教育的具体活动和现象，分析和总结日本战后
的发展这一整体问题。
列宁说过：“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9页。
）这种联系的观点在本书中有着很好的体现。
另外，为了准确地综述、分析和总结社会教育的政策和活动，作者参阅了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引用
了诸多史料和文献。
其中，既有文部省、劳动省等政府一级的文献，也有像青梅市政府工作报告、个人访谈等实地调查所
得的信息，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是能够令人信服的实证性研究。
　　作者在日本留学十载有余，不仅切身感受到日本对教育和教育研究的重视和执著，而且在长期与
日本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交流切磋中，学到了不少对方的好的研究方法，这些都为本书的学术质量与学
术规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作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她今后研究历程的奠基石，我们期待
着她能够取得更加成熟、更加充实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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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利用史料、调查等方法，对日本战后社会教育的理念、政策和活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通过对公民馆的研究，总结了社会教育在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普及教育等方面的意义；通过对劳动
者教育的研究，揭示了劳动政策与社会教育政策相辅相承，为劳动者实现其劳动权、生存权提供了可
能这一事实；通过对青年业校、劳动青年学校的研究，明确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特殊关联，暴露
了青年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最后，初步涉及20世纪80年代终身教育政策出台以后社会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描述了当前终身学习的
主要形态和实施效果。
    以上研究为我们从教育政策的角度解读、研究日本战后发展打开了新的视角，在研究我国如何开展
终身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利用史料、调查等方法，对日本战后社会教育的理念、政策和活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与探讨，总结了社会教育在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普及教育等方面的作用与意义。
书中也介绍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出台的终身教育政策与理念，描述了当前终身学习的主要形态和实
施效果，展示出日本社会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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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战前、战后社会教育的分水岭　　第一节　日本近代史上的“社会教育”　　日本大规
模的社会教育活动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社会教育也受到政府乃至学者的高度重视。
此后直至二次大战结束，社会教育经历了“通俗教育”、“社会教育”和“社会教化”几个不同的历
史阶段。
每个阶段的变化不仅仅体现为名词或称谓的改变，也反映了那个时期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画面。
　　一　明治时期：社会教育活动的兴起　　日本明治改革三大政策之一的“文明开化”的代表事件
，毫无疑问是《学制》（1872年8月）的颁布及其随后建立起来的近代学校制度。
然而，明治政府的教育政策不仅限于学校制度的确立，对成人的教育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且对成人
的教育早于对儿童的教育，大教宣布运动即是很好的证明。
　　（一）大教宣布运动　　大教宣布运动始于1870年2月明治天皇颁布的《大教宣布之诏》，是明治
政府为了建立统一国家而进行的以“宣明治教、高扬神道”为主题的思想运动。
所谓“大教”是指复古神道的皂道思想，大教宣布运动就是依靠复古神道的皇道思想来统治国民的意
志。
这是因为明治改革消除了幕藩体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此时国民观念的改变、思想的统一是首当紧
要的大事。
大教官布意在将天皇是国民意志的主宰这一精神传达给全体国民，以实现天皇为首的统一国家。
　　但是，由于大教宣布运动连接“废佛毁释”引起了全国佛教相关者的反对，且导致政府内部汉学
者及提倡建立近代国家之士的一致对立，遂收敛锋芒，转而于1872年3月新设专司教化活动的教部省，
任命全国的神官、僧侣为教导官，对国民进行神道、佛教和崇拜天皇的教化活动。
政府还设立了大教院专门培养教导官，但登门求教者极少，效果甚微。
后随着1877年教部省被废止，大教宣布运动亦宣告结束。
　　大教宣布运动是日本依据国家权力开展的最早的社会教育活动，它的开展早于其近代学校制度的
建立，这说明了明治初期政府教育政策的重点。
但是，大教宣布运动以“思想善导”为标榜强迫国民崇拜和服从天皇，是露骨的教化运动，同时也是
日本其后声势浩大地推行“国家神道教育”的思想源头。
　　（二）思想启蒙家与社会教育　　另一方面，对成人的教育也引起了民间启蒙家、思想家的关注
。
如明治时期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名著《劝学篇》（1872～1876年间完成）的开头指出：“上天不
会造就人上之人，也不会造就人下之人，人生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宣传平等思想，同时提倡“以个人的独立创建国家的独立”，强调为建设近代国家首先要注重人的
培养。
福泽还在《文明论概略》　（1875年）等文章中力说要在开办学校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通过演说、
讨论、出版等形式开展对成人、青年的教育，并称这种活动为“人间社会教育”。
福泽当时所提倡启蒙的对象为广大国民，他在思考近代化的同时考虑到了“自由”、“平等”的问题
，这是“天赋人权”思想在日本的具体表现，在当时具有极其进步的意义。
　　然而，福泽很快便转向反动的一面，他视平民百姓为愚昧之类，将强国之梦期待于贵族。
他在《遗传中心主义的教育论》（1876年）中宣扬遗传决定论；在《小学教育之事》（1879年）中提
出建立双轨制学校制度；在《贫民智愚之说》（1889年）中告诫政府对贫民子弟只能实施教化，若给
予教育，将会使其成为引发罢工等暴乱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些文章里已经看不到《劝学篇》和《文
明论概略》中之精华，字里行间充满了牺牲民众的权利，依靠贵族实现富国强兵的意图。
　　福泽所提倡的双轨制学校制度和贫民教化论是日本社会教育政策的理论先驱。
所谓双轨制即将学校体系分为两轨：一轨为中产阶级以上的子弟预备，使其在基础教育之后继续升学
深造；另一轨为平民百姓的子弟准备，只给予小学毕业。
从而，平民百姓的子女在接受基础教育以后便成为社会教化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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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义务教育以后的青少年为对象的社会教育政策在大正时期得到确立，并成为日本战前社会教育
政策的一大特点。
　　（三）社会教育的具体活动——通俗教育　　明治初期社会教育的具体活动，除去以上提到的大
教宣布运动之外，还有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博览馆等形式学习西欧先进知识和技术的启蒙活动。
另外，由于当时普及基础教育有一定的困难，社会上举办了识字教育、补习教育（周末学校、业校等
）以及民众教育（报纸杂志等）等各种活动。
　　但是，明治政府初次对社会教育做出政策性规定时，使用的不是社会教育，而是通俗教育这一名
称。
1885年，政府在《文部省通令》中首次提及通俗教育，并于翌年在学务局第三科的分管事项“有关师
范学校小学幼儿园以及通俗教育的事物”中正式起用通俗教育，由此，通俗教育作为官方语言得到公
认。
但这只是名称的使用，政府并未明确通俗教育的内涵和具体活动。
　　通俗教育成官方语言之后，“通俗教育讲演会”、“通俗讲习会”以及“通俗教育卫生宣传会”
等各种教育活动随即展开，丰要有识字、娱乐、技术学习、预防疾病等，这些均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
的现实状况和迫切需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政治、宗教、学术讲演会的开办。
与当时轰轰烈烈开展的自由民权运动（1874～1888年）相呼应，当时的风云人物植木枝盛在《东洋大
日本国国宪草案》中主张学习自由和教育权的思想；浮田和民、松村介石等学者在讲演会上宣讲社会
教育的思想。
19世纪90年代以后，以片山潜为领袖的劳工运动拉开帷幕，1897年劳工协会成立，同年《劳动世界》
杂志创刊，1898年“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
这些活动继承和发展了自由民权运动的理念，是当时社会教育活动值得重墨的一笔。
　　为了对抗自由民权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避免“社会主义教育”这一敏感用语，尽管当时
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形成了一定规模，但政府仍然以通俗教育作为官方语言，直至大正前期。
　　二　大正时期：社会教育的制度化及其实施　　如前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劳工运动
和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不断高涨。
1901年，著名社会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出版《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一书无情抨击日本的资本主
义制度；1905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东京大暴动；1918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爆发了“米骚动”事
件；国民要求改善生活的运动也风起云涌。
所有这些均对走向帝国主义道路的日本政府构成极大的威胁。
为了应付上述事态，政府成立内阁直属的咨询机构——临时教育会议，令其对国内的问题，特别是对
国民的教育问题进行审议。
　　（一）临时教育会议　　临时教育会议于1917年成立，1919年解散。
在这短短两年的时间内，会议相继发表了《关于振兴军事操练的建议》、《关于通俗教育的答询报告
》以及《关于为确保教育效果的建议》，针对社会教育做了重要的指示，这些指示对当时的社会教育
乃至教育制度整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于振兴军事操练的建议》（1917年12月）要求学校要开展军事训练，在德育、意识形态以及
军事知识和技能等各方面对学生进行教练，以使学生养成遵守、服从命令的作风及作为士兵的能力和
素养。
这一建议表明了政府要通过教育手段开展全民整顿，培养军事力量，为帝国主义对外作战做准备的意
图。
　　《关于通俗教育的答询报告》（1918年12月）提出要重视社会教育行政，在政府和地方自治体设
置社会教育行政官；加强各团体之间的联络和统一；取缔出版和娱乐活动；改善体育设施等事项。
这些内容表明政府要依靠行政权力组织当时社会上既存的各种活动团体，用以统一国民的意志，是名
副其实的“社会”教育。
　　《关于为确保教育效果的建议》（1919年1月）宣扬“要明确国体之本义并使之弘扬内外”，强调
以天皇为中心，强化家族国家制度，同时限制研究、言论和出版，养育阶级协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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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特别提到要安定“中产阶级”的生活，协调“劳资关系”。
这是企图将当时激烈的阶级对立和国民生活不安的状况通过天皇意志加以“协调”和“安定”，以维
护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建议。
　　上述临时教育会议所出台的一系列“建议”继承了《教育敕语》（1890年）和《军人敕谕》
（1882年）的衣钵，并进一步宣扬对天皇的绝对服从，为建立实施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社会教育政
策而摇旗呐喊，是为维护国家政治统治的建议。
　　（二）社会教育行政的确立　　1919年文部省在普通学务局内设专司通俗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
、青年团等事业的第四科，翌年改称为社会教育主务科，1924年改为普通学务局社会教育科，管理“
图书馆和博物馆、青少年团和少女会、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及其他社会教育有关事各”。
从此，社会教育在学校教育以外的社会活动中，“作为国民为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而习得能力和修身
养性的教化活动”登上了历史舞台。
　　为了实施上述各项社会教育事业，1920年文部省发出在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社会教育专职主任的指
示，1925年制定了社会教育职员制度，并在地方配置了社会教育专职主任和专职主任助理。
社会教育专职主任的工作是加强中央各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各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和组织；进行思
想善导和文化统治；传达政府的指示。
　　1929年文部省内成立社会教育局，将以往由文部省和内务省共同掌管的青年团、社会教化团体归
为文部省主管。
这是为了集中权力，让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齐步，统合包括社会教育在内的天皇制国家的国民教育。
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完善，在国民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社会教化活动．的实施　　社会教化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对青年团的统治及对其他社会团体
的组织化。
　　对青年团的统治早从日俄战争时期就开始实施，20世纪初急速发展。
如前所述，1929年以前，青年团活动由文部和内务两省共同掌管，两省在1915～1920年间三次发表共
同训令，针对青年团的性质、目的、组织、活动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第一次训令《关于青年团体的指导》（1915年），规定青年团的性质为“以忠孝为本义、力图德
行的提高，增强体质，钻研与实际生活相贴切的知识，养成刚健勤奋，扶持国家发展的精神和素养”
的“青年修养的机构”。
训令还规定青年团的年龄为义务教育之后至20周岁，组织上以市町村为单位，团长从小学校长、市町
村长或从地方名望家族中推选，市町村官吏、教员、警察、在乡军人以及神官、僧侣等要大力协助青
年团的活动。
　　第二次训令《关于资助青年团健全发展的要项》（1918年），规定了青年团的具体活动为推行补
习教育，培养公共涵养，陶冶公民道德，普及读书和增强体质，并培养青年团团长及作为团长的素质
，以促进青年团的“健全发展”。
　　第三次训令《青年团组织的调整和改进方案》（1920年），提出青年团成立自主、运营自治的方
针。
这是因为第一次训令发出以后，强行的统一化带来了地方青年团运动的停滞，且地方青年团团员大多
超出20周岁，与训令极大不符。
为了激发青年的积极性，第三次训令放松了对青年团的强制，并将团员年龄的上限扩大到25岁。
这也是瞄准了25周岁具有公民选举权这一规定，使广大青年在青年团内接受公民素养的教育。
　　除去对青年团的统治外，政府的触角还伸向女子青年团、日本青年馆、修养团以及中央报德会等
其他社会团体，通过对这些团体的中心组织和全权管理，进一步神话天皇和统治全国。
进入昭和时期以后，以教化总动员运动为开端，社会教育政策中“教化”和“统治”的势头愈演愈烈
。
　　三　昭和时期：社会教育行政的膨胀　　昭和时期是战前日本社会教育政策变化最为复杂、活动
形式也极为多变的时期。
昭和初期正值日本由大正民主向法西斯化转变的时期。
经历了大正民主运动的日本，其国民的生活状况与政府的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农民运动、劳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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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种斗争接踵而来。
　　为了对应这种情况，文部省于1929年8月发出《解救国难的途径》，提出“明确国体观念、振作国
民精神”和“改善经济牛活、培养国力”的口号，拉开了为“唤起国民觉悟”的教化总动员运动的帷
幕。
　　（一）教化总动员运动　　教化总动员运动在滨口内阁的主导下实施，主要以中央教化联合会
（1929年）为中心，网罗各种教化团体、青年团体、妇女团体等，以开办讲演会、举办电影和音乐会
、征集论文诗歌及标语、散发传单和手册、表彰个人和团体等形式，奖励“振作国民精神”、“改善
经济生活”的举动，宣扬“国体观念”。
　　然而，教化总动员运动开始不久，世界经济大恐慌随即发生了。
受其影响，日本的经济受到猛烈冲击，再加上自身农业大面积歉收，国民生活水深火热，阶级矛盾急
剧加深，各种争斗屡屡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4月文部省下发《关于振兴教化方法的通牒》，奖励在各都町村组织教化事
业协会及教化委员会。
在此基础上，1931年开始在各地设置社会教育委员，承担“承接政府意图，并将之宣传给大众”的责
任。
据统计至1936年，社会教育委员的数量达到10万人。
　　政府还加强了对妇女团体和少年团体的统合和控制。
对于妇女团体，在教化总动员运动开始之前，社会教育对它的态度是消极的。
然而，在教化总动员运动中，妇女团体也被网罗其中。
1930年12月，文部省特发《关于振兴家庭教育》的训令，意在创设“与国家目的相关的”、“以振兴
家庭教育、改善家庭生活为中心的新型妇女团体。
1931年3月，以振兴家庭教育、改善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大日本联合妇女会成立，会员由各町村的妇女会
员及女子青年会员组成。
随后，政府又将触角伸向儿童组织，1932年文部省下发《关于对儿童校外指导》的训令，指示以学校
为中心组成少年团。
这些均为以后国民总动员时期的社会教育政策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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