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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是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途径，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教育史学家舒新
城就曾“将目次拟定，材料集好”。
拟就“初等、中等、高等、师范等教育专史”先做系统之研究，“再就各专史而别辑百万言之《近代
中国教育通史》”，但终因忙于其他编辑事务，“为时间所限制”，“不能专力于此，只以余暇整理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史》两册”。
①今天，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和研究队伍的壮大，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相辅相成的通史、断代史
以及专史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就总体而言，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专题研究仍有着
较大的提升空间，组织编写出版《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就是出于以上认识所做的一次初步尝试
。
而为了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又能达到深化教育史研究的根本目的，经过斟酌
，本丛书确定从学制系统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学制系统外的有关教育两方面组织选题。
　　对学制系统内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
，更好地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据传，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即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至汉代，学校教育也得到更快的
发展，特别是官学制度，更是为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后，经过魏晋时期教育的多元发展，至隋唐、宋元时期，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已臻完备。
然而，这种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不仅就形式上仅有“小学”、“大学”之分，而且至明清时期，随着
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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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探讨中国一百多年来，特别是1949年以前留学教育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轨迹的
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本书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全面考察并深入分析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发展和演变过程，提示
了留学教育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发展特点，并旁及留学生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及其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
所起的作用。
全书史料丰富，体系严整，特别是对学术界研究较为薄弱的民国时期的留学教育进行了深入探讨，从
而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历史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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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波澜壮阔的留学日本运动　　第二节　留学日本的三大潮流　　三、发展武备要求下的
军事留学潮　　清朝武备向以八旗绿营为支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湘淮军取而代之，但经过甲午
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冲击，湘淮练勇一蹶不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苦心经营30年的新式海军也遭到毁
灭性的打击。
清末厉行新政后，为了实现军事近代化，决定编练新军，但无奈又缺乏合格的现代军官，因此，为培
养新式军事人才，清廷停止了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于是，一些军事学堂
纷纷开设。
如1902年6月和1903年3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创设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和北洋陆军武备学堂等。
在创设军事学堂的同时，清廷也决定遣员出国（特别是赴日）学习军事。
1898年，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合向日本派出30名陆军留学生，此后，各省纷纷效尤。
如1902年，袁世凯就挑选武卫右军各学堂毕业生前往日本学习。
据1902年的调查，是年在日本的陆军留学生计有：近卫兵第一至第四联队、近卫骑兵联队、近卫野战
炮兵联队、近卫工兵大队的见习士官39人，东京、大阪两炮兵工厂共6人，陆军士官学校25人，成城学
校45人，共计115人。
　　1903年8月，张之洞在《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中规定：“保送学生入日本各学堂，除农工商各项实
业学堂及文科医科各专门不限人数外，其政治、法律、武备三门，宜分别限定名数，每年只准保送若
干名。
武备一门，非官派学生不准保送。
”由于该章程不久即作为清廷派遣留日学生的规范性指导文件，所以对当时留日军事生的派遣有重要
的指导作用。
1904年1月，出使日本大臣杨枢上奏建议：“⋯⋯日本陆军经营数十年，成效最著，中国似宜添派学生
来东，专送人陆军各学校，以期成就远大，用济时艰。
”为了从总体上指导、规范留日军事生的选派，1904年5月，练兵处又制定了《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
章程》，规定，陆军学生的派遣，“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一百名”；“选派学生，各
省须有定额”；并要求“凡已设武备学堂各省、旗，其学生应在该学堂内选派，若未设学堂之处，则
于文武世家子弟内选派”；所选学生，要求“必须身家清白，体质强壮，聪明谨厚，志趣向上，并无
暗疾嗜好，于中学已有根柢，武备各学已得门径，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为合格。
其未有武备学堂之处，于武事本未谙习，而经史时务之学必须优裕”。
之后，练兵处对各省所咨送的学生进行考验，合格者，送人日本肄业。
而不少省份遵照《选派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之规定，也纷纷从本省武备学堂选派学生赴日学习军
事。
如1904年9月，山西省由本省武备学堂中选派学生20人赴日学习陆军，“以备常续备军将校之材”；10
月，江西武备学堂派胡谦、李烈钧、欧阳武、余鹤松4人至日本振武学校肄业；12月，云南派百余人赴
日，其中学陆军者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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