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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丛书发端于十年前，计划于三年前，中历征稿、整理、排校种种程序，至今日方能与读者相
见。
在我们，总算是“慎重将事”，趁此发行之始，谨将我们“慎重将事”的微意略告读者。
　　这部丛书之发行，虽然是由中华书局负全责，但发端却由于我个人。
所以叙此书，不得不先述我个人计划此书的动机。
　　我自民国六年【1917】毕业高等师范而后，服务于中等学校者七八年。
在此七八年间，无日不与男女青年相处，亦无日不为男女青年的求学问题所扰。
我对于此问题感到较重要者有两方面：第一是在校的青年无适当的课外读物，第二是无力进校的青年
无法自修。
　　现代的中等学校，在形式上有种种设备供给学生应用，有种种教师指导学生作业，学生身处其中
似乎可以“不遑他求”了；可是在现在的中国，所谓中等学校的设备，除去最少数的特殊情形外，大
多数都是不完不备的。
而个性不同各如其面的中等学生，正是身体精神急剧发展的时候，其求知欲特别增长，课内的种种绝
难使之满足，于是课外阅读物便成为他们一种重要的需要品。
不幸，这种需要品又不能求之于一般出版物中。
这事实，至少在我个人的经验是足以证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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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从无到有，从译到著，形成了具有一定风格的体系。
中国教育学者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博采中西，融会古今，或独立编写教育学科教材，应迎中国
师范教育之需；或自主撰述教育学科专著，夯实中国教育学术之基。
皇皇百年，朵朵奇葩。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折射了时代精神的光芒，反映了教育学术的风貌，凝聚了教育学者的卓识。
　　辑入《20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现代教育原理》的，皆历经了50年以上时间检验的、水平较高
、影响较大、领学科风骚的著作。
　　《20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现代教育原理》试图展现20世纪中国教育学者的学术智慧，盘点中
国教育科学的世纪历程，鉴往追来，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铺设中国教育科学的桥梁。
这是一项承接前人、嘉惠后学的教育学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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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辩证的宇宙观与形式逻辑的宇宙观不同——形式逻辑坚持“同一”，否认“矛盾”，由它
看来，任何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某一事物不能等于自己，又等于其他事物。
这是它观察宇宙的基本原则。
可是，用这种原则去研究宇宙现象，就遇到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矛盾，而迷乱于矛盾之中。
因为宇宙是不断运动的，运动的本身就是矛盾。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说：“斗争是万物之父。
”黑格尔（Hegel，1770～1831）说：“矛盾推动宇宙。
”这样说来，矛盾就是运动的推进机了。
不管在自然领域或社会领域，矛盾不但不阻碍发展，而且成为发展的动力。
只有辩证的宇宙观，才是暴露矛盾的摄影器。
　　第三，辩证的宇宙观与机械论的宇宙观不同——机械论者是承认矛盾的，以为宇宙间有对抗的力
量存在，提出所谓“平衡论”，把运动的过程分成：（1）安定的平衡；（2）平衡破坏；（3）恢复新
的平衡。
把运动的基础放在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上。
换言之，把运动的来源求之于外部，即社会的平衡由外部的自然来决定，仿佛只有外部的矛盾——社
会与自然界的矛盾；简直把内容的矛盾放到运动过程之外了。
固然，本身运动亦有外部的联系，可是，外部的联系只是内部活动的结果。
这即是说，事物发展的规律是由内部矛盾决定的。
辩证的宇宙观，不但不忽视外部的运动，但主要方面是分析内部的过程及其变化，即在一切过程的自
身运动之中，在其自发的发展之中，在其活的生命之中，研究这些过程。
“发展是对立的争斗，注意的焦点应该集中于自身运动来源的认识之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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