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研究性文章
�������

文化艺术创新·第 03卷·第 02 期·2020 年 04月

�XUYLYD��DQ���HQHZD����HYLHZ� RQ� WKH��HVHDUFKHV�RI�
�FD�HP��RI�&�DVVLFD���HDUQLQJ��HIRUP�LQ��R�HUQ�&KLQD�

�LQ��LQ�

�HSDUWPHQW�RI�6RFLRORJ���3HNLQJ�8QLYHUVLW����HLMLQJ����������&KLQD�

�EVWUDFW
7KH�UHIRUP�RI�WKH�DFDGHP��LQ�WKH�4LQJ���QDVW��PDGH�WKH�WUDGLWLRQDO�HGXFDWLRQDO�LQVWLWXWLRQV�UHSUHVHQWHG�E��WKH�DFDGHP��UHSODFHG�E��
QHZ�VW�OH�VFKRROV��7KLV�SURFHVV�QRW�RQO��UHSODFHG�WKH�QDPH�RI�WKH�HGXFDWLRQDO�LQVWLWXWLRQ��EXW�DOVR�LQFOXGHG�WKH�PRGHUQ�WUDQVIRUPDWLRQ�
RI�WUDGLWLRQDO�HGXFDWLRQ�DQG�WKH�&KLQHVH�DQG�:HVWHUQ�FXOWXUHV�ZLWK�WKH�LPSRUWDQW�FKDUDFWHULVWLFV�RI�OHDUQLQJ�WKH�ZHVW�UHODWLRQVKLS�LVVXHV��
7KH�UHFRJQLWLRQ�RI�WKLV�KLVWRU���HVSHFLDOO��WKH�UHODWLRQVKLS�EHWZHHQ�WUDGLWLRQDO�HGXFDWLRQ�DQG�QHZ�HGXFDWLRQ��LV�UHODWHG�WR�WKH�GLUHFWLRQ�
RI�HGXFDWLRQ�GHYHORSPHQW�LQ�&KLQD�IRU�PRUH�WKDQ������HDUV��7KLV�SDSHU�LV�D�VSHFLDO�UHYLHZ�RI�WKH�UHVHDUFK�RQ�WKH�UHIRUP�RI�DFDGHPLHV�
LQ�PRGHUQ�&KLQD��,W�PDLQO��FRPPHQWV�RQ�WKH�UHVHDUFK�GLUHFWO��DQG�LQGLUHFWO��UHODWHG�WR�WKH�UHIRUP�RI�DFDGHPLHV�VLQFH�WKH�����V��WU�LQJ�
to�present�the�main�problems,�research�methods�and�research�groups�in�this��eld.�The�reform�of�academies�involved�many�aspects,�such�
DV�SROLWLFDO�UHIRUP��FXOWXUDO� WKRXJKW��VRFLDO�VWUXFWXUH�DQG�HGXFDWLRQDO�UHIRUP�LQ�WKH�ODWH�4LQJ���QDVW���7KHUH�KDG�EHHQ�FRUUHVSRQGLQJ�
DFDGHPLF�DFKLHYHPHQWV�LQ� WKHVH�DVSHFWV��EXW�WKH�GLUHFW� LQ�GHSWK�UHVHDUFK�RQ�WKH�UHIRUP�RI�DFDGHPLHV�ZDV�UHODWLYHO��IHZ��7KH�IXUWKHU�
UHVHDUFK�RQ�WKH�UHIRUP�RI�DFDGHPLHV�QHHGHG�WR�LQWHJUDWH�YDULRXV�UHVHDUFK�DFKLHYHPHQWV��HVSHFLDOO��WR�DYRLG�WKH�SUHFRQFHSWLRQV�EHWZHHQ�
WUDGLWLRQDO�HGXFDWLRQ�DQG�PRGHUQ�QHZ�HGXFDWLRQ��ZH�VKRXOG�NQRZ�WKH�KLVWRU��RI�WKH�UHIRUP�RI�DFDGHPLHV�SUDFWLFDOO���

�H�ZRU�V
PRGHUQ�FKLQD��DFDGHP��RI�FODVVLFDO�OHDUQLQJ��UHIRUP�

存故与趋新——近代中国书院改制研究综述�
覃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北京��������

摘�要

清代的书院改制，使以书院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机构被新式学堂取代，这一过程不仅仅是教育机构名称的更替，还包含着以学
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的现代转化和中西文化的关系处理问题。对这一历史的再认识，尤其是中国传统教育与新式教
育关系处理，关系着中国一百多年以来教育发展方向。论文是关于近代中国书院改制研究的一篇专题性综述，主要对 ��年代
以来与书院改制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研究加以评述，力图呈现该领域探讨的主要问题、研究方式、研究人群等。书院改制
涉及晚清政治改革、文化思想、社会结构、教育变革等多方面内容，这些方面业已有相应的学术成果，但是直接关于书院改
制的深入研究却比较少，书院改制的进一步研究需要综合多方面研究成果，尤其是避免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新式教育之间存有
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应当实事求是地认识书院改制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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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缘起

中国当下的教育社会学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

于当下社会中的教育现象，如教育资源的分配、教育公平、

教育改革等研究，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以及在近代发生

的教育变革涉及的教育问题，如中国传统书院的研究就非常

少，搜索近十年来教育社会学研究论文目录所得到的结果从

侧面反映了这一事实。就论文的主题中国近代的书院改制研

究而言，作者搜索到的研究文献主要来自历史学、教育史、

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学人，相比而言，社会学的学者就要少得多。

教育研究者讨论什么样的问题，不仅仅反映了个人的研究兴

趣，而且还反映了学者对中国教育的理解和其内在的价值认

知。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谋求独立富强、

民族昌盛，教育在这个过程中被人们赋予了太多期望，历经

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实践，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整个社会发展

进程一样，命运跌宕起伏。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事业是中国人

们的追求，但是究竟什么才是好的现代教育，这其中还存在

很多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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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今天的教育，如果说教育社会学把认识和解释中国

社会教育现象当做自己的学术使命，而要想获得对教育问题

的深入理解，除了继续对当下的教育现象做扎实地调查研究

之外，很有必要回顾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考察近代激烈

变化中的教育变革——教育的变革本身又是和其他思想文化、

政治革新等多方面交织在一起的——正是近代的教育变革和

实践深深地塑造了今天教育的基本面貌，如现代学校系统和

教育制度、教学内容等。

“现代性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和理论建构的逻

辑起点”[�]，钱民辉教授对教育社会学研究主题的这一理解是

很有洞见的，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指引下，论文认为教育社会

学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来考察中国的教育。

而清朝末期到民国这一历史阶段，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

覆变化的时期，亦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

当时在文化、政治、教育等各领域里的革新无不深刻地影响

了后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制度建设和生活方式。

中国作为拥有悠久文明的古国，其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教育

传统，如传统书院教育、科举制度，有着哪些重要的社会价值，

在近代社会为什么消亡，它们对新式教育的发展又有哪些影

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帮助人们认识、理解当下教育问题上

仍不失重要的启示意义。

自 ��世纪 ��年代以来，中国民间就有各种恢复或重建

书院办学的活动，发展至今，民间书院和小私塾的数量已经

不少 [�]。这些民间书院和私塾主要开展蒙学教育和基础教育。

另外自 ��世纪以来，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也先后成立以书院

命名的教学研究机构，这些以书院命名的机构在理念和制度

上与古代书院有很大差异，但是使用书院这一名称似乎彰显

出在精神上对古代书院的有意接续。如果将时间推到一百年

前的中国，看到的则是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中国传统书院

纷纷被新式学堂取代。民国时期，在新式教育体系已基本确

立的情形下，一些新办书院更是难以维系。对比中国教育在

一百年前后出现的戏剧性变化，不得不追问中国新式教育中

传统教育的位置以及二者关系问题，中国教育领域自 ��年代

以来出现的对传统文化的回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未来教

育的发展似乎又和中国古代教育传统有着深沉的勾连，也促

使人们回到近代思考包括书院在内的传统教育组织曾经的历

史处境和命运。另外，自 ��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教育领域

倡导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和古典教育，引发的讨论，也促

使人们思考中国自近代以来面临的中西文化问题，具体落到

教育研究上，就是对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设中如何处理中

学与西学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民国以前，中国传统的教育

体系中包括中央和府州县各级官学，书院、义学、社学、各

类学塾等。论文选取其中的书院，围绕晚清书院改制对相关

研究进行综述。

2�“书院改制”概况

书院的概念认知在学界尚有争论，也就是对书院基本性

质的问题尚存在多种理解。论文暂不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兹

援引邓洪波的书院定义，暂且使用之。“书院源出于唐代私

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士人享受

新的印刷技术，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下，围绕著书，

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

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

书院经过 ����余年的发展，遍布在除今西藏之外的中国所有

省区，是古代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书

院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培养人才、促进学术思

想的传播与创造，在地方教化、移风易俗方面也有重要贡献。

书院之所以能发挥巨大作用，除了来自中央和地方上社会力

量的支持之外，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书院制度本身的完善性。

书院取法佛教的禅林制度，又与中国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在

组织系统、教学制度、经费管理等方面积累有宝贵的经验，

使其得以在数千年的历史潮流中存续发展，生生不息。

书院从诞生之初发展到清朝的 ����多年间，也经历过各

种历史洪流的冲击，比如早期作为独立于官学之外的一种私

学组织，书院在缺少足够财力和人力支持的情形下，也长期

沉寂。另外因为书院后来的自由讲学传统，有时还会受到统

治者的抑制，比如明代中后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就

发动过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然而书院的规模却不断壮大 [�]。

清末，中国遭受西方入侵，饱受欺辱的中国人寻找到的出路

之一就是教育革新、教育救国，即通过培养新式人才、学习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思想来救亡图存。尤其是针对清

末教育中的腐败现象和书院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提出变革书

院、建立新式学堂等主张。然而也正是在清帝的一纸政令下

存在千年之久的书院被废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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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改制是在清末中国社会遭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和压迫、

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社会形势下进行的，有着特别的社会背

景。当时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主张社会变革以救亡图存，体现

在教育上，认为以科举之学作为书院考课、教学内容的教育

模式不能满足社会富国强兵和对新式人才的需求，迫切需要

进行变革。晚清书院的变革始于 ��世纪 ���年代，一般认为

书院改革主要有三种主张：书院改学堂、变革传统书院和创

办新书院。在清末新政以前，书院改革主要通过调整书院教

学内容、增加西学来变革传统书院或者创设讲求西学的新书

院这两种方式进行。直到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正式提出改书

院为学堂，改革书院的方案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论文认为广

义上的书院改制包括这三种书院改革方案，而狭义的书院改

制主要指在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中在清朝政府颁发的政令中

明确提出的改书院为学堂这一措施。

书院改制有两大标志性事件，一是在 ����年的戊戌变法

中，光绪帝接受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

中的激进办法，发布上谕，限令各省两个月内将全国大小书

院改为新式学堂。该书院改制上谕后虽因戊戌政变而停止实

施，但在清末新政过程中，书院改制依然推行，并采取了将

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堂的激进办法。第二就是，����年 �月，

清廷发布上谕：“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

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直隶州均改设中

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广义的书院改制可以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理解，除了

以上两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中书院改学堂的教育改革之外，

还包括自鸦片战争以来到戊戌变法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变革

书院的行为，以及清末新政清廷发布上谕之后，各省在推

进书院改制时的实际运作情况及其结果。论文作为一篇关

于书院改制的研究综述，重点关注书院改学堂这一内容，

同时考虑到书院改制前后相续的历史过程，对戊戌变法前

书院改革实践，新政政令颁布以后各省及地方的具体执行

情况，以及其他从学制变迁、中西学的转化等方向开展的

研究也加以关注。

3�书院改制的争鸣与商榷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长年从事中国书院文献资料的整理和

研究工作的学者邓洪波在其《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一文

中，通过对戊戌书院改制和清末新政中书院改制中朝廷颁布

的政令以及重要大臣的争论进行分析，辅以相关统计数据，

主要是就新政期间书院改制政令颁布以后，全国书院改制时

间统计表和书院所改学堂类型统计表，再加上湖南一省在这

两方面的数据的分析，认为书院改制是晚清特殊社会背景下

一种救亡图存的应时之举，属于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未必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未必定然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作者提

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书院是在超高速的发展之中，被强令改

制的，并非正常的衰亡；而且在书院改制之前，一些传统书

院已经通过引进新学、西学以及改善组织管理等方式自我改

造，适应时代需要，另外一些由社会有识之士创建的新式书

院在教学宗旨、学科内容等方面与传统书院已不同，所以说

改书院为学堂并不是书院改革的唯一选择，它是晚清书院改

制的三大方案之一。但是历史的现实是三大方案未能齐头并

进，改制取代了改造和新创，成为唯一方案。作者进一步认为，

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经学学科被排斥出学校教学科目，改书

院为学堂丧失了赓续传统的两大支柱，从而偏离了书院改制

方案制定者张之洞设想的中体西用原则。改书院最终变成了

废书院，甚至是毁书院[�]，笔者认为这是书院改制的要害所在。

邓洪波的研究把书院改学堂作为晚清书院改革方案之一

来看待，突出了以往不被重视的书院改革的其他方案，并且

认为书院改学堂是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并非历史发展的必

然。邓洪波的这篇研究比较简短，有些结论关联着书院改制

的几个有争论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作者提到的书院改学堂

在何种程度上赓续着中国教育的传统。另外，作者所说的改

革书院的三种方案，在实际运行中，何以书院改学堂这一方

案成为唯一方案。书院改学堂，究竟是名实都改，还是名改

而实不该。关于书院改学堂的“名实关系”问题，谢丰在《晚

清湖南书院改制研究》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作者通过考察湖

南的书院改制情况以及书院与学堂名实关系的演变，指出伴

随着政治斗争，两者关系经历了“名异实同”、“冲突破裂”、

“名异实异”三个阶段，并且认为书院、学堂的名实变化及

传统的正名思想与传统教育的弊病、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一

起构成书院改制的主要原因 [�]。书院改学堂的“名实关系”

问题与书院改制的原因有重大关联，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

文将在后面介绍。

邓洪波的研究结果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书院改制的方向、

估量其价值意义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陈平原在《大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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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院与中国高等教育》一文中表达了类似观点。陈平原

认为，��世纪末，中国的科举取士被认为是中国落后挨打的

“罪魁祸首”，取消科举取士制度，起码在学界已有长期的

理论思考和舆论准备。然而废除书院的决策“则是匆促作出的，

朝野上下，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当初之所以如此决断，主要

是为了应急——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致用，以便尽快培

养出可以‘富国强兵’的‘有用之才’”陈平原认为，中国

大学教育的困境在于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

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陈平原的观点与

邓洪波在前面的观点比较一致，但是在陈的文章中没有列举

相关历史文献材料来证明作者的观点，其文主要提供了一种

关于书院改制及其后果的看法。

张传燧和李卯合写的文章《晚清书院改制与近代学制建

立的本土基础》，虽然没有直接分析书院改制的过程，但是

运用一定的历史材料对戊戌改制前书院的自我更新与调试和

有识之士办的新式书院的教育革新实践，也就是在前面邓洪

波文中提到的书院改学堂之外的另外两张方案——传统书院

的改造和创建新式书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文章从造

真才济实用的办学宗旨、中西并重的现代实用性课程的设置、

近代意义上的教学管理制度、大量介绍近代教育科学等知识

的图书这几个方面讨论了书院改制之前的书院革新实践，认

为这些实践为后来的书院改学堂、书院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内

在条件和可能 [�]。论文认为晚清书院改制为中国近代学制建立

提供了本土基础，但是这篇文章对晚清书院改制在何种程度

上保留了中国的教育传统这个关键问题则缺少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书院改制的得失问题尤其是改制之后的学堂在何种

程度上去除了原有教育的弊端、保存了传统书院教育的核心

精神等重要问题上，历来争论不一。缺少材料证据支持的观

点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而要对书院改制的得失作出判断，还

需要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支撑。

上面分析的研究文章都是较为简短的论文，刘少雪在其

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

一书，是笔者找到的唯一一本以书院改制为主题的研究专著。

作者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较为全面地、详细地分析了自 ��世

纪中叶到 ��世纪初叶，中国古代教育的主体机构——书院遭

废和新式学校教育制度建立的过程。作者对书院改制前的书

院发展和改革状况进行了详细论述，从鸦片战争前、鸦片战

争之后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至书院改制诏令颁发三个阶段

讨论书院调试情况，对前面谈到的书院改革三种方案的研究

是很大的补充。在书院调试部分，作者运用数据证明参与调

试即自动革新的书院数目很少，从时代大环境中去考察，其

转变的速度又太慢 [�]。相比于后来清朝政府针对整个教育制

度进行大规模和深层次的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改革，书院的这

些调试只是一些零散的、无系统的补偏除弊的手段方法，本

书作者对书院改制之外改造传统书院、创建新型书院这两种

书院改革方案的评价与邓洪波的研究结论并不相同。

刘少雪的文章重点对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中的书院改制

的前期准备和具体实施以及改制结果进行分析，探讨了书院

改制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作用的问题，展现了书院改制

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丰富的历史面貌。比如，分别从康梁为代

表的维新派学者、张之洞等政府高级官员、普通地方官员和

一般士绅不同人群分析他们在书院改制之前的思想观念和相

关教育实践，以及这些人对书院改制的推动作用。作者还从

不同省区间的差异、不同级别书院之间的差异、各书院内部

的改革程度差异对书院改制政策的整体实施情况进行分析。

还有对书院改制过程中遇到的诸多困难的揭示，如无章可循、

思想舆论上的混乱、师资和教材的缺乏等。作者的研究为理

解书院改制的整个过程绘制了一副简图 [�]。书院改制涉及多

方面内容，诸如不同层级人物的思想观念、国家从上到下的

制度改革过程、书院与科举的关系等问题，要深入而深刻地

理解书院改制并不容易。

刘少雪的研究在书院改制研究中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只是作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运用，使其对一些颇有争议

的问题存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比如，作者在分析书院改制过

程时，一些书院没有改为新式学堂，而是改为校士馆或者存

古学堂，有些则拒绝任何形式或性质的改革，作者认为这是

“书院改制的不彻底性及近代学制中的封建性尾巴”的表现。

事实上，这些现象尚值得深入讨论，有其复杂性。所以在刘

著的史论结合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作者

的观点受时代影响，但是也引发进一步的对话和探讨。

4�书院改制的个案研究

书院改制是一场波及全国的教育制度改革活动，对不同

省份和不同地区的书院改制情况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从整

�2,��KWWSV���GRL�RUJ����������ZK�VF��Y�L������



�

研究性文章
�������

文化艺术创新·第 03卷·第 02 期·2020 年 04月

体上把握书院改革的推进情况及其成效，另一方面也可以通

过地方与中央的互动，更好地理解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状况，

理解各省各地在书院改制上的差异性。论文搜集到了自 ����

年以来对湖南、贵州、山西、陕西以及上海书院改制研究的

论文共 �篇，它们多是来自师范院校的硕士学位论文，现选

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进行介绍。

谢丰的《晚清湖南书院改制研究》是诸篇关于书院改制

的硕士论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者对湖南省在维新运动和

清末新政时期的书院改制情况做了介绍，既有对重要书院的

改制情况的分析，也有对整个省份的改制书院在改制时间和

改制内容上的统计分析，还有对湖南书院改制中一些有影响

力的地方官绅的参与情况进行了讨论。这些以省份为单位进

行的书院改制的研究勾勒了各省份书院改制的概貌，一些著

名人物和省著名书院在改制中的情形有所呈现，为进一步研

究提供重要线索。但是书院改制情况本身极其复杂，一个省

份的书院改制情况涉及的人事也是多方面的，所以，这些研

究探索性强，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于地

方书院改制的研究中，像湘西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改

制也得到了关注。王星关于清末湘西书院改制的研究，虽然

分析略嫌简单，但是其选题很有意义 [��]。

5�从社会行动视角看书院改制

刘少雪的研究是一项关于书院改制的全方位的研究，而

以各省为单位进行书院改制研究也是比较宏大的研究，涉及

的人物和历史事实较为复杂。事实上，也有一些对书院改制

中单个人物的研究。从一些特殊的人物出发，观察他们的思想、

行为以及他们在特殊时局下的应对、与外界的互动等，进而

理解书院改制中不同人的境遇、主张、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博

弈和命运，这也是理解书院改制的一种视角。

历史学者郭书愚近年来关于存古学堂和张之洞的系列研

究，以扎实的史学功底、清晰的问题意识，以部分理解整体

的研究思路，把书院改制的复杂性给呈现出来了。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基于对书院改制后建设的学堂

中存在的问题，力图以“存古学堂”保存国粹，遂在武昌创

办存古学堂，后经学部的推动，存古学校被纳入各省的办学

规划中。根据郭的研究发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在湖北、安

徽、江苏、山东、陕西、甘肃、广东、四川等地正式办有存

古学堂，在京师、浙江、湖南、广西、云南、直隶、黑龙江、

江西等十几个省份也有建设存古学堂的提议或规划。而各地

参与存古学堂的也多为地方饱学之士。存古学堂之规模与办

学影响不容忽视。关于存古学堂的研究很少，存古学堂只是

在其他研究中偶尔被提及，缺少专门的研究著作。作者认为，

存古学堂是清季政府以学堂这一形式保存“国粹”的努力，

是官方“新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其对立面 [��]。

郭书愚关于存古学堂的系列研究，选取了长期被人忽视

的存古学堂这一研究对象，对与之相关的人、事展开的研究，

如其关于张之洞的研究论文《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

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新旧交哄的激进时代——以张

之洞的“守旧”形象为例�》，荡除了人们关于张之洞的一些

常见的错误认识，从书院改制之后存古学堂的兴办这一事实

中呈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既求革新又要守住传统之根的复杂心

态[��-��]。郭的研究揭示了学界关于书院改制的一些先入为主、

缺乏反思的前见，比如认为张之洞在新政后期创建存古学堂，

是由先进转为保守的表现，这样一种认识很普遍；从而对书

院改制研究中关于一些人与事的价值判断保持一种学术上的

审慎。另外郭书愚在《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中，增进

了对全国存古学堂以及整个清末“新教育”的全面理解，从

省一级的视角考察清末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与教育的关系，

为思考书院改制后新学中原有的传统如何保存、以什么形式

保存等重要问题提供启示。

郭书愚的研究表明书院改制问题的复杂性是和当时时代

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过于庞大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

可能因为学者的先在的价值判断以及史料的不足，导致研究

大而无当。另外，郭书愚的研究从存古学堂这一点出发进行

讨论也给人启发。书院改制的研究，除了直接的讨论之外，

还可以从一个并非直接讨论书院改制的面向展开，如关于书

院改制中学部的研究、书院改制中某个或某些重要人物的研

究、或者某一种特别的教育组织的研究等等。

从书院改制中的重要人物入手，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相

关主张、态度和实际行为的分析，来理解书院改制在不同人

群的的接受、认同程度和实际落实情况，进一步剖析书院改

制中不同认知和应对背后的根本性分歧和涉及到的本质问

题，是认识书院改制的又一重要途径。学者对于书院改制的

重要参与者张之洞的研究较多，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地方官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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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士人在书院改制中的作用。作为近代教育革新活动先行省

份的湖南，其参与书院改制的一些官绅士人引人关注。刘平、

章起辉对王闿运在船山书院的书院改制进行了探析，对湘省

宿儒的王闿运在不同阶段对船山书院的改制态度三部曲“反

对——应付——缓改”做了原因分析 [��]。李赫亚则对同时

代执掌湖南著名书院的两位山长王闿运和王先谦各自的书

院改制进行了对比研究，对传统知识分子在书院改制中的复

杂心态做了一定程度的揭示。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

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进行书院改革，而王先谦则接

受西方学校体制，但其坚守学堂绝不能脱离中学之道，也就

是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 [��]。传统知识分子在书院改制问题

上呈现出来的差异是很有意思的，可惜作者对其中差异缺少

深入分析。另有学者谢丰以俞廉三、王先谦和赵尔巽的教育

改革活动为例，讨论了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

策的不同思考 [��]。该研究和前面两篇论文一样，提出了很

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但是因为史料不够充分，未能将书院改

制中这些不同身份的人物之处境更为全面的呈现，在人物差

异的分析上也较薄弱。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为理解书院改制

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和宝贵的线索，但因为书院改制中的

人物分析也牵涉很多方面，进一步的研究有待更充分的史料

支撑。

6�书院改制的学术动因和社会结构的研究

前述研究基本上是和清末书院改制直接相关的研究，另

外还有一些研究主题虽不是直接研究书院改制，而是探讨了

书院改制所处的思想文化氛围和社会结构，这些研究对理解

书院改制也不可缺少。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桑兵、

左玉河、艾尔曼、应星等关注近代中国知识、学术制度和思

想文化转变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视野宏阔，理论深刻，为书

院改制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想坐标。

从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思考晚清民国初年的教育变革的学

者以桑兵为代表。桑兵在《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一文中讨论了书院改制问题，并且将书院改制作为近代教育

从中学到西学的确立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加以分析，使人

对书院改制背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学校体系在近代发生的彻底

转变有一整全的认识。在这一整全的学校系统的变迁视野下，

可以看到鸦片战争之后新式学堂从最初的小规模到不断壮大，

直到清末新政中取代中国传统的书院成为主要的学校形式，

包括紧随其后的新学制的颁布和废除科举，这一系列过程而

建立起来的新学，作者认为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表现形式的

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被外来文化同化

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其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

中国被推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开

始发生了文化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失去道德伦理的作用，

以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不是那么原汁

原味，中国文明之于中国的意义渐渐晦暗不清 [��]。关于书院

改制中争论的一大焦点就是由书院改成的学堂是否继承了中

国教育传统的核心精神，作者的史料非常充分，论证扎实，

论文中关于书院改制部分较短，有待进一步拓展深入。

左玉河关于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中国近代学术体

制之创建的研究中，考察中国近代以来逐渐成形的体制化学

术的建构和演变过程，而中国传统的书院作为传统学术体制

中重要的学术交流中心，其向新式大学等新式学术交流中心

的演变过程是作者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关章节中，

作者重点对书院改制中书院教学科目和课程的革新做了讨论。

左玉河从学术体制的演变这一面向来看传统书院，虽然没有

具体分析书院改制的过程，但是仍然有助于理解书院改制在

时代文化大势中的位置。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了清末科举与书

院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随着科举制度的停废，

各级官学随之瓦解，而书院制度也同时废弃，各种书院或消亡，

或转变为近代新式学堂。作者认为书院之所以废除，因为它

与科举制紧密联系：实乃受科举废除之累所致 [��-��]。

如果说思想史和学术史是书院改制的内在视角的话，思

考书院改制的外部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则可以构成一个外部

视角。在这方面，以美国学者艾尔曼和应星为代表。在《从

理学到朴学》中，艾尔曼试图综合学术史、社会史和地方史、

清代经济史等多种视角，来探讨清代江南地区的学术共同体

如何走向兴盛，最后如何被太平天国毁灭。在第三章《江南

学者的职业化》中，作者专门有一节讨论书院和江南学界的

关系。作者认为书院的教学制度充分地满足科举的需求并与

科举制进行结合，以及清代从皇帝到商人等各种对书院的赞

助为清代中后期学者共同体提供经济基础和制度依托。在此

基础上，江南地区的图书馆和商人办的出版社进一步联系这

些书院的老师和学生，把他们紧密联系成一个经典学习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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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共同体。在艾尔曼的研究中，太平天国之前的江南地区

通过在书院、科举制、藏书楼和出版社之间建立有机联系，

已经构成了一个初级的学术共同体。作者不认为科举制以及

书院体制完全是负面的。在艾尔曼的笔下，可以看到一个有

活力的、丰富多彩的立足于书院的学人共同体社会，书院在

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 [��]。艾尔曼虽然没有直接论述

书院改制，但是其对于书院改制之前书院如何嵌入社会结构

中做了很好的研究。

艾尔曼关注的是清代成熟时期的科举场域和书院网络。

应星关注的是科举改制之后，新教育场域如何一步一步兴起

的。《新教育场域的兴起：����-����》的上篇是《从科场场

域到后科场场域：����—����年的湖南》。作者从社会学的

核心概念“场域”入手研究科举制场域的变化和变异，不过

没有着力研究书院改制的产物学堂在后科举制中的作用。作

者认为学堂成为了新的文化资本支配关系中的一部分，而之

前，这一支配关系的核心是科举制 [��]。作者把学堂和科举制

对应这一点很有启发，作者似乎认为古今支配结构的重心转

变不是从书院到学堂，而是从科举制到学堂。这表明了将书

院改制放在古今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7�结论和思考

以上关于书院改制的研究文献只是书院改制研究文献的

一部分，主要是 ��世纪 ��、��年代之后的研究。这些研究

主要来自教育学尤其是教育史学的学者和一部分专注于近代

思想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者。教育史的研究学者主要在教育领

域里理解书院改制，对书院改制中的教育变迁过程有比较全

面的呈现，对书院改制中新学对传统的保存、一些重要人物

在书院改制中的态度和参与、不同地区和省份的书院改制推

进情况、书院改学堂的名实之争等问题都有探讨，这些研究

利用书院改制中的教育史料、个人文集等历史材料展开分析，

对相关书院改制的统计数据进行披露，为整体性地把握书院

改制、认识书院改制的基本史实、把握书院改制中的一些重

要线索，提供启示。而专注于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者

往往从中西学的变迁、文化变迁和学术体制转变等更宏大的

角度来理解书院改制，把书院改制放在一个变动和复杂的社

会系统中来理解，将其视为近代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这些研

究呈现了书院改制背后社会变迁的脉络，其思想的深度和对

宏观图景的刻画为理解书院改制提供了独到的视角。这些研

究的选题和研究方式不仅给人启发，研究者对一些不证自明

的学术前见的反思也很有意义。

以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背景展开对书院改制的研究，在汲

取以上研究群体对书院改制研究的成果基础上，重点需要考

虑怎样把社会学的理论探讨和基于史料基础上的社会学分析

呈现出来，以推进对书院改制的认识。关于书院改制的已有

研究为客观认识书院改制奠定了基础，教育社会学学者若能

把书院改制放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来考察，充分发挥其学科

的想象力，同时保持学术思考的自主性，在书院改制这一本

身就很有社会学特点的研究议题上，必能深化人们对这一社

会现象的理解，进而推进对当下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 钱民辉 . 教育社会学研究 : 学科 . 学理 . 学术 [0]. 北京 :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

[�]� 熊江宁 . 李勇刚 . 北京“现代私塾”的现状与出路 [-]. 北京社会科

学 ,����(��):��-��.

[�]�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0],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

[�]� 左玉河 . 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 [0].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

社 ,����.

[�]� 邓洪波 . 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 [-]. 湖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

版 ),����(��):�-��.

[�]� 谢丰 . 晚清湖南书院改制研究 [�],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 陈平原 . 大学何为 [0].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张传燧 , 李卯 . 晚清书院改制与近代学制建立的本土基础 [-]. 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 刘少雪 . 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 [0]. 上海 : 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 ,����.

[��]�王星 . 论清末湘西书院改制 [-]. 教育文化论坛 ,����(�).

[��]�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

[��]�郭书愚 . 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 [-],

社会科学研究 ,����(�):���-���.

[��]�郭书愚.新旧交哄的激进时代——以张之洞的“守旧”形象为例[-].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章启辉 , 刘平 .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 湖南大学学报 ( 社会

科学版 ),����(��):���-���.

�2,��KWWSV���GRL�RUJ����������ZK�VF��Y�L������



��

研究性文章
�������

文化艺术创新·第 03 卷·第 02期·2020 年 04 月

[��]�李赫亚 .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 北京理工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

[��]�谢丰 . 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的不同思考——以

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为例[-].湖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

[��]�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学术研究,����(��):��-��.

[��]�左玉河 . 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 [0].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

社 ,����.

[��]�左玉河 . 移植与转化 -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 [0]. 郑州 : 大象

出版社 ,����.

[��]�[ 美 ] 艾尔曼 . 从理学到朴学 [0].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应星 .新教育场域的兴起 ����-����年[0]. 北京 :三联书店 ,����.

�2,��KWWSV���GRL�RUJ����������ZK�VF��Y�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