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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现代概念的“领导”(1eadership)和领导教育(1eadeI‘ship edtleation)，相对于民众和民众教育，是
旨在培养领导者或具领袖气质人才的教育。
这种教育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必然要烙上特定时代的印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其干部教育或在职干部教育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领导教育。
同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教育，也同样属于领导教育。
回到中国传统世界，中国古代语汇中本没有“领导”这一流行语，与之相对应的是治理国家的各级各
类官吏，如王、大王、帝、皇帝、天子、君、国君、诸侯、将、相、吏等名称；领导教育的目标，就
是如何使人成为一名合格的君主或官员，也包括对当政者，即在职官员的教育。
在此意义上，领导教育大致相当于陈东原先生所说的“养士教育”。
他说：“汉代已有‘遗子黄金满簏，不如教子一经’之语；宋代而后，社会观念遂成为‘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了。
所以我称这一时期(指西汉至清末——引者注)为‘养士教育时期’。
⋯⋯养士教育就是统治阶级的教育。
”①平心而论，这种旨在培养统治者的“养士教育”在先秦已经出现，并被不同程度地实施着，只是
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特别是隋唐科举考试兴起后，“养士教育”遂彻底儒学化了，且为官之后
还须继续加强自我教育与道德修养。
养士教育为底层的无数贫寒好学之士点亮了通向“领导”——未来统治者的希望之火，哪怕这种希望
是十分渺茫的。
经过相对公平、严格而又充满诡异变数的科举考试，真正脱颖而出的未来“领导”显然少之又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养士教育”其实是带有教化意味的“养士教育”，绝大多数的士子不得不
面对落榜的残酷事实，回归本土本乡从事儒学的思想传播和教化实践，是传统读书人无可奈何的首要
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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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领导教育学是近年来领导学与教育学联姻的产物，中国领导教育史则是一个有待深入开掘且极富魅力
的研究领域。
已出版的相关研究著作有：田广清等著《中国领导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03年）、许倬云著《从历
史看领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曾宪年著《老子领导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年）等；但至今仍缺少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领导教育研究著作。
经过课题组成员的多年资料爬梳和思想积累，本书尝试以问题与时代相结合的形式，借重多学科交叉
互补的思维理路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深入透视，力求揭
示中国领导教育的基本形态和本质特征，把握其运行轨迹和发展趋势，以期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机制
提供必要的本土历史经验，并希望对领导教育学和教育史的学科建设有所贡献。
全书共分十二章。
　　本书尝试以问题与时代相结合的形式，借重多学科交叉互补的思维理路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
对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深入透视，力求揭示中国领导教育的基本形态和本质特征，
把握其运行轨迹和发展趋势，以期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机制提供必要的本土历史经验，并希望对领导
教育学和教育史的学科建设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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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5年6月的一天，应好友郑金洲教授的邀请参加了由奚洁人教授主持的有关“领导教育学”学科建设
的小型学术研讨会。
本是抱着拓展学术视野的学习目的前来参会，到会后才知道是编写“领导教育学丛书”，且要我考虑
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发展问题。
虽然在会上听到了多位教授的许多新鲜见解，但如何结合历史探讨中国领导教育变迁，则是一个全新
的课题，几乎很少有直接对应的前期研究成果。
不过，经过几番的资料沉潜消化和课题组多次交流碰撞之后，我们慢慢地体悟到这一课题研究的魅力
所在。
事实上，现代的“领导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相当于传统的“养士’’教育，而现代的“民众教育”
则类似于传统的社会“教化”。
由于刚刚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转过来对中
国领导教育的传统及其近代变迁作一番历史探究，我和我的课题组成员都不免兴趣盎然。
但进入深层次的问题领域之后，我们才知道要科学地揭示出中国领导教育的来龙去脉、基本特质和内
在底蕴，并非易事。
两年多来，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驱散了不少迷雾，也尽了各自的最大努力；但是否真正“回到事物
’’本身而得其要义精魂，则有待于专家学者和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
感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的立项资助。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荣幸地得到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奚洁人教授、科研部主任郑金洲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陈桂生教授、单中惠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借此深表衷心感谢。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再惠允延长交稿时间，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得以相对从容地完成；对责任编
辑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我们亦在此深表敬意和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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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探究》尝试以问题与时代相结合的形式，借重多学科交叉互补的思维理路和史
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领导教育的历史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深入透视，力求揭示中国领导教育的基
本形态和本质特征，把握其运行轨迹和发展趋势，以期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机制提供必要的本土历史
经验，并希望对领导教育学和教育史的学科建设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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