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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教大学和孔子学院是中国近现代对外教育交流的重要媒介，二者的性质存在

巨大差异，但均与孔子、汉语教学相关联。历史上的孔教大学是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物，其对外

教育交流活动扩大了儒学文化的影响。当今海外孔子学院作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适应了中

外文化交流发展的需要。从孔教大学到孔子学院的办学演变表明：主权独立是平等开展对外

教育交流的政治基础，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教育交流与文化传播，当
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持续发展是海外孔子学院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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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中国对外教育交流中，民间社团和教育

机构曾发挥重要作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办于

北京、香港的孔教大学和孔教学院，以“昌明孔教”为
宗旨，以汉语教学为媒介，面向海内外传播、传承中

华语言文字和儒学文化。本世纪初，随着国内改革

开放的发展及国际汉语热的兴起，以中外合作办学

为模式的孔子学院应运而生。孔教大学（孔教学院）
与孔子学院作为独特的教育机构，二者性质不同，其
起因、办学体 制、课 程 设 置 和 影 响 范 围 存 在 巨 大 差

异，但均与孔子、汉语教学相关联，发挥对外文化教

育交流的作用。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孔教大学语

焉不详，鲜有论及其对外文化交流功能，而对孔子学

院的办学活 动，尚 缺 乏 深 层 次 的 文 化 层 面 的 分 析。
鉴此，本文从高等教育史的视角，探究孔教大学及孔

子学院的缘起、宗旨、演化轨迹与文化影响，揭示中

国对外教育交流媒介演变的内在逻辑。

一、孔教大学的缘起、性质

与办学成效

辛 亥 革 命 后，南 京 临 时 政 府 废 止 小 学 读 经 课

程，大学废除 经 学 科，对 儒 学 教 育 传 统 产 生 巨 大 冲

击。１９１４年，湖北 省 省 长 请 复 办 存 古 学 堂，为 教 育

部所驳回：“略谓现在大学既有文科，各省高、中、小

学注重国学，载在部章。尔来百政待举，经济维艰，
倘有余款可筹，尽可补助高等师范及推广小学之用，
存古学堂实无设立之必要。”［１］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１０日，

针对有人提议“在北京设立孔教专校”，教育部复函

总统府顾问尹昌衡，认为：“惟是孔子之道昭若日星，
全国人民自知归仰，似不必设立专校，派行生徒，周

行州邑，规规然踵其他宗教之后尘也。”［２］这 些 反 映

了民国初年教育部对儒学教育的基本态度。
为了维系经学教育传统，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７日（孔

子诞日），陈焕章（１８８０－１９３３）与沈曾植、麦孟华、陈
三立等１４人在上海山东会馆成立孔教会。该会以

“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设讲习、推行两部，分
别以“朱 子 白 鹿 洞 学 规”及“蓝 田 吕 氏 乡 约”为 规

则。［３］陈焕章强调：“敷教在宽，藉文字语言 以 传 布；

有教无类，合释、老、耶、回而同归，创始于内国，推广

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
昭中国之光。”［４］次年，出版《孔教会杂志》，将总会迁

至北京。各 地 陆 续 建 立 孔 教 分 会。１９１６年１１月，
清华学校孔 教 分 会 成 立。１９１７年１２月，陈 焕 章 接

管《北京时报》改名为《经世报》，自１９２２年１月起改

为月刊。１９２３年３月１５日，北 京 孔 教 总 会 主 任 陈

焕章、香港孔圣会主席李葆葵暨值理等联合发布启

事，提出：“吾辈既以传布孔教于全国，推暨孔教于全

球为目的，则北京实为最适宜之地点”；发起捐资兴

办孔教总会 堂 及 孔 教 大 学，“内 以 鼓 励 全 国 尊 孔 之

诚，外以耸动万国慕华之意。”［５］

从办学缘起与章程来看，孔教大学作为孔教总

会创办的私立大学，具有“传教”、“卫道”的性质和鲜

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它以昌明孔教，培养通儒为办

学宗旨，利用孔教总会募捐，传播、推广宗教化的儒

学文化。
筹办者强调，此举“盖即古者明堂、太学之遗意

也”，其要旨有八：一为“保身命”。“孔教总会堂、孔

教大学自卫之深远而大者也。”二为“保灵魂”。三为

“保财产”。四 为“保 家 庭”。五 为“保 社 会”。六 是

“保国家”。七是“保天 下”。八 是“保 孔 教”。“守 先

待后，传道传经，延斯文之统绪于不敝，则总会堂与

大学其要图也。”［６］陈焕章认为：“六经者，诚 中 国 文

明之源泉也。是故，代表中国者为孔教，而代表孔教

者为六经。苟废经而不立于学官，禁经而不诵于私

塾，即是自灭孔教，自灭中国。试问吾国之优于各国

者尚有何学？吾国之最古而最尊者复有何书？为吾

国之至圣先师者更有何人？此亦废经、禁经者所无

从置答者也。”因 此，他“久 拟 建 设 孔 教 大 学 校 于 京

师，以明先圣之道，育天下之英。”［７］

由于筹款维艰，孔教总会先设孔教学校小学部

及专经 部。前 者“以 孝 弟 谨 信 爱 众 亲 仁 学 文 为 宗

旨”，后者以“造就真儒为宗旨”。［８］在学科设置上，专
经部先立《诗经》、《书经》、《礼经》、《春秋》四门，其他

随时增设，听学生专习一门，旁通一门。惟必须普习

《孝经》、《四书》，至理学、政学、文学各科，亦须兼习

之。入学资格，以十八岁以上，曾在中学毕业或有同

等学力者为合格。本部三年毕业，其学力未足者，得
延长之。

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４日，在 北 京 甘 石 桥 会 所 召 开 孔

教大学首次筹备会。７月３日，再次召开筹备会，到

会者有陈焕章、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
全国烟酒督办王毓芝，山东省长熊炳琦，驻日公使汪

荣宝，国史馆长王树枬等数十人，俱为孔教大学发起

人。７月２１日，孔教小学开学。２２日，筹备会通过

孔教大学章程，陈焕章任校长，张琴为董事长兼任讲

师。发布招生简章，延聘教授。“担任国学教授为王

树枬、林纾、吴闿生诸耆硕。任新学之教授，亦皆欧

美留学生之久于教育界者，所用皆西文课本，以便学

生将来于新旧学皆各造其极。”［９］美国传教士李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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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英文。
孔教大学分大学、专门两部，招收本科、预科生。

大学部分三科：经科分为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

秋五学门；文科分为国文、英文、哲学、史学四学门；
法科 分 为 政 治、理 财、法 律 三 学 门。专 门 部 分 为 经

学、文学、史学、政治理财、法律五科。大学部预科二

年毕业，本科四年毕业，考试及格，授以毕业证书，得
称孔教大学校某科学士。专门部预科一年毕业，本

科三年毕业，考试及格，授以毕业证书，得称孔教大

学校专门部某科毕业士。［１０］９月２７－２８日，举行首

届招生考试，科目包括国文、英文、中外历史地理及

数学。
此外，还创办国学部，以“昌明孔教，培 养 通 儒，

发扬国光 为 宗 旨”。国 学 部 分 为 专 门 科、研 究 科 二

科。专门科四年毕业，预科一年，本科三年；研究科

二年 毕 业。专 门 科 预 科 课 目 设 至 圣 本 纪、经 学、理

学、国史、国 文、论 理 学、心 理 学、哲 学 概 论，共 计８
门。本科课目设群经大意、诗经学、书经学、礼经学、
易经学、春秋学、理学、尔雅说文及音韵学、孔教史、
群经学史、中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辞学、选学、
历代文论、诸子学、史学研究法、史学通论、史记学、
汉书学、后汉书学、三国志学、法制史、金石学，共计

２４门。研究科 分 四 门：经 学 门、理 学 门、史 学 门、文

学门，可任选一门。其每门应研究之书籍，由学校指

定，归学员自购，以作精深之研究。研究科学员不必

每日上课，遇有疑难可随时到校问学。月终须将笔

记呈校批改，以定分数。二年期满，至少须将著作一

种呈校考核，以便给予证书。研究科毕业，其著作最

优者，本校可代为出版，并提书价赢余五成，奖励著

作人。［１１］

在北洋政 府 支 持 下，孔 教 大 学 办 学 初 见 成 效。

１９２５年夏，预科 第 二 年 班、附 属 小 学 高 级 班 均 已 修

业期满。时人记载：“所有毕业试验，斐然可观，现拟

于暑假后开办大学本科，并开办附属中学，且设专经

部、推广部、补习班。使凡来学诸生，无论资格如何，
皆得因材受教之益”；“又京内外各私立大学校，发起

全国私立大学联合会，以孔教大学名誉卓著，地点适

中，特公同议决，暂假孔教大学为全国私立大学联合

会之会址。连日各代表奔走请愿，以得财政部提出

阁议，全体阁员通过，暂拨款项若干，以为各私立大

学经费。”［１２］１９２６年孔教大学得到北京教育部 试 办

批准，后 一 度 合 并 为 郁 文 大 学。孔 教 总 会 纪 事 载：
“孔教大学及中小学开办迄今，成绩甚佳。……总计

小学部共有学生六班，中学部共有学生两班，其大学

部因军兴以来，交通不便，学生因暑假回籍，返校稍

迟，故于大成节日，乃实行开学授课。”［１３］

另一方面，受办学性质及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
孔教大学也潜伏着办学危机。首先，其“传教”式的

办学宗旨，与学术自由精神相抵牾，不为有的求学者

所认同。如蔡尚思，“由于听说该校陈焕章校长资格

最高”，曾考入其研究科。［１４］入学后，“陈（焕章）先生

每告人以‘先信后学’，为最要之诀。然尚思反以为：
不如先学后信。先学后信者，不论对于何种学说，皆
可通用；若终 有 所 信，所 信 亦 必 真 也。”［１５］由 此 导 致

彼此对立，蔡尚思中途转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

门哲学组。
其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强化对宗教团

体办学的控制，孔教大学开始受到钳制。１９２９年４
月，教育部发布的《取缔宗教团体私立各学校办法》
规定：凡以宗教团体名义，捐资设立学制系统内之各

级学校者，应遵照私立学校规程办理；凡宗教团体为

欲传播其所信仰之宗教，而设立机关，招致生徒者，
概不得沿用学制系统内各级学校之名称。１９３０年７
月１日，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查禁教会学校

图书馆陈列之 宗 教 书 报 及 画 片。７月８日，又 通 令

各地私立学校立案期限：首都于本年第一学期开学

前一日为止，各地至迟于１９３１年同日为止。“逾期

不立案者，应由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酌量情形，饬令

停止招生或 勒 令 停 闭。”［１６］在 此 情 形 下，“孔 教 会 的

学校合法化就成问题，孔教会开办的学校遂鲜有其

踪迹。”［１７］孔教大学不得不停办。１９３７年９月，曲阜

孔教总会被国民政府改名为“中国孔学总会”，成为

文化团体。

二、对外教育交流与孔教学院的赓续

具有进士和博士双重身份的陈焕章，“以中国经

学家之健者，为欧美留学界之闻人”［１８］，在中外教育

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１１年８月，他在哥伦比

亚大学用英文撰成《孔门理财学》博士论文。“这是

在人类所有语言中首次以一种语言系统地介绍了孔

子及其学派的理财之道的尝试。”［１９］同年，该书作为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之

一，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以英文媒介向西方学术界展

示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制度，促进了西方学者对

中国文化的认识。哥伦比亚大学华文教授、德裔汉

学家费雷德里克·夏德（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ｉｒｔｈ）为其作序

称：陈焕章博士“既为孔教中人，又得西方科学之法

以精研之。西方之读者于其书也，其将由纯粹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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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家，而见孔教之代表也乎。”［２０］

其后，陈焕章作为孔教总会主任和孔教大学校

长，竭力推动 孔 教 学 说 的 对 外 传 播。１９２６年，他 赴

东南亚各国传扬孔教。次年应邀赴日内瓦参加世界

宗教和平大会，被大会推举为副会长。１９２９年自海

外载誉归国，因其教育主张不为南京国民党政权支

持，遂南下香 港。１９３０年，他 以 民 间 团 体 名 义 创 立

“孔教学院”，出任院长。该学院接续孔教大学的办

学传统，以弘扬孔道及兴学育才为宗旨，设立孔教中

学（后易名大成学校），以宗教形式弘扬儒学。１９３３
年３月，孔教 学 院 获 准 注 册 为 有 限 公 司，成 立 董 事

会，处理院务。
孔教学 院 历 经 朱 汝 珍（１９３３年 继 任）、卢 湘 父

（１９４２年、１９５４年）、黄允畋（１９７２年）、汤恩佳（１９９２
年）五任院长的主持，办学不辍，采取多种形式，积极

推动与海内外的教育交流，产生了广泛的文化影响。
其一，拓展经学教育，传播儒学文化

创办人陈焕章、继任院长朱汝珍，亲赴南洋宣扬

孔道，受到侨胞热烈欢迎，并踊跃捐款，支持孔教学

院办学。“今日香港教育署亦有大学预科孔学课程

整套之制订，作为大学入学考试之一科目。孔教学

院 属 下 之 中 学 及 小 学，都 有 一 套 完 善 之 儒 学 教

材。”［２１］孔教学院至今已办有何郭佩珍中学、大成学

校、三乐周桅 学 校，１９９８年 底 学 生 达２千 多 人。各

校均以“敬教劝学”为校训，除了开设一般中小学大

致相同的课程外，还特设“全港独有的经训一科，讲

授孔孟哲理，宣扬孔教伦常道德，使身处于香港的青

年学子，有机会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２２］在出

版方面，陈 焕 章 所 著 的《孔 教 论》，自 孔 教 会 事 务 所

１９１３年初版后，至１９９０年已为孔教学院重刊八次；
其《儒行浅解》一书，至１９９１年已重印五次。

孔教学院还在国内捐赠孔子圣像，捐建孔庙、医
院，以期唤起国人对孔子之仰慕及儒道之崇敬。迄

今，已在河南开封碑林捐建孔子亭，在广东三水市捐

建孔庙，在湖南岳阳及四川德阳捐建孔子公园，在洞

庭湖君山倡建孔圣山并树立孔圣铜像，在西藏捐建

孔子地方病医院，并铸造多尊孔圣铜像赠予德阳、岳
阳、长沙、三水市及山东、上海、哈尔滨、吉林等地。

其二，参与海内外文化交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与世界和平

１９７８年６月，孔教学院代表孔教，与当地佛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及道教领袖首次组织“六

宗教领袖座谈会”，成为香港宗教史上的创举。各宗

教领袖秉持互相尊重、忠诚合作及求同存异的精神，
深切讨论有关宗教、道德、公文与教育等问题，并决

定每年春秋两季各举办座谈会一次，每年发表新年

文告，举办 新 春 团 贺 及 各 类 有 益 世 道 人 心 的 活 动。
如今，孔教成为香港六大宗教之一，也是联合国确认

的１３个传统宗教之一。作为正式注册的宗教组织，
孔教学院在香港立法院拥有７个席位。

近二十年来，孔教学院积极资助国内外儒学学

术团体之学 术 活 动，举 办 各 种 类 型 的 儒 学 研 讨 会。
受惠团体包括北京中华孔子学会、四川孔子研究学

会、台湾中华儒学青年会及在北京成立的国际儒学

联合会等。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８日，世 界 宗 教 和 平 会 在 澳 洲 墨

尔本召开第五届会议，香港孔教学院首次单独受邀

参加，汤恩佳发表《孔子学说与世界和平》论文，以中

英文朗诵《礼 记·大 同》篇，祈 求 世 界 和 平、人 民 安

乐。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４－８日，汤恩佳代表香港孔教学

院，赴北京出席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４５周年暨国际儒学

联合会成立典礼，在人民大会堂获江泽民总书记接

见。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汤 恩 佳 赴 瑞 典 斯 德 哥 尔 摩

参加“廿一世纪中国及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与研究国

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儒家思想与高等教育》演讲。

１１月１９日，他 出 席 加 拿 大 多 伦 多 市 孔 子 大 铜 像 揭

幕典礼，并发表《孔子思想是下一世纪人类走向和平

的基础》的演说。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７－２０日，汤恩佳应

邀参加印尼 瓦 希 德 总 统 莅 临 印 尼 孔 教 会 新 年 团 拜

会，致词赞扬印尼政府解除对华裔传统社会宗教节

日的禁令，向当地工商、宗教学术团体和穆斯林团体

等弘扬儒学的思想价值。
其三，推进母语教学与中文教育，传承和发展中

华文化

孔教学院前三任院长均为进士（朱汝珍为末科

榜眼），或举人出身，深受儒学文化熏陶，具有扎实的

国学根底。八十余年来，在英语主导的香港，孔教学

院始终推广 汉 语 教 学。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５日，汤 恩 佳

院长出席师生、家长聚会上，特别强调华人母语教学

的重要性：“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不是以‘母语教

学’的？有哪个民族不是以本土的传统文化为主，外
文为辅？这 正 是 国 体、国 策、国 情、民 族 尊 严 的 表

现。”他还指出：“学生到学校读书，最重要的是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力，以及拥有各科知识和基本

语文能力。而采用中文课本、母语教学，不但能促进

学生的思维发展及分析能力，令学习更有效率，学生

更有自信，就会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英语学习。”［２３］

香港每年会考成绩，英文中学会考生少数精英虽名

列前茅，但及格率和取得高分的平均率却不如中文

中学考生。这一事例也说明母语教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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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孔教 学 院 已 成 功 向 政 府 申 请 拨 款２７０万

元，将香港的小学德育课程规范化。近年，孔教学院

还大力推动社区敬老扶幼活动，各属校均积极参与，
让学子透过表演、筹款及嘉年华会等活动认识服务

社会、热心公益及弘扬孔孟大同思想的重要性。［２４］

三、孔子学院的宗旨与发展路向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和文化需求的推动

下，中外文化教育交流跨入新的历史阶段。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在韩国 首 尔 成 立 第 一 所 孔 子 学 院，为 汉 语 推

广和中华文化传播搭建了新的平台。此后，海外孔

子学院的数 量 与 学 生 规 模 逐 年 递 增。６年 来，已 建

立孔子学院３２２所，孔子课堂３６９所，遍布１０１个国

家和地区，招收注册学员５０万人。国内６１所高校

和机构参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办学，主要提供到国外

教授中文的 教 师 和 招 募 志 愿 者。外 派 教 师 从２００５
年不到６０人，达到现在每年７０００人左右。［２５］

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是与其恰当的办学宗旨

和运作模式密切相关的。作为中外合作兴办的非营

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具有很强的文化适应性和

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根本宗旨在于：“致力于适应世

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

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

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

好 关 系，促 进 世 界 多 元 文 化 发 展，构 建 和 谐 世

界。”［２６］根据《孔 子 学 院 章 程》，在 办 学 过 程 中 要 求：

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在海外

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

作；遵守注册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教育传统与

社会习俗，并且不得与中国有关法律相抵触；根据各

国（地区）特点和需要，孔子学院的设置模式可以灵

活多样。其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开展汉语

教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开展汉语

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

息咨询；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

从发展路向来看，孔子学院建设具有以下一些

基本特点：

首先，统筹管理，自主分散经营

孔子学院在北京设立总部，作为独立法人资格

的非营利机构，拥有孔子学院名称、标识、品牌的所

有权，负责管理和指导全球孔子学院；组织对各地孔

子学院的评估。为各地孔子学院提供教学资源支持

与服务；选派中方院长和教学人员，培训孔子学院管

理人员和教师；制定中方资金资产管理制度。总部

每年召开孔子学院大会，交流办学经验，研究孔子学

院的建设和发展。
海外孔子学院设立理事会，负责审议孔子学院

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年终总结报告、项目实施

方案及其预决算、人事更动等等。院长负责孔子学

院的日常运营和管理。中外合作设置的孔子学院，
理事会成员由双方共同组成，其人数及构成比例由

双方协商确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其次，创办方式灵活多样，中外合作，外方为主

孔子学院采用总部直接投资、总部与国外机构

合作、总部授权特许经营三种形式设立。现阶段主

要以中外合作方式建设孔子学院，具体合作由孔子

学院总部与国外合作方共同协商确定。年度项目经

费由外方承办单位和中方共同筹措，双方承担比例

一般为１∶１左右。孔子学院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

益用于教学活动和改善教学服务条件，其积累用于

孔子学院持续发展，不得挪作他用。
再次，稳步发展，办学影响不断扩大

为 了 保 障 海 外 孔 子 学 院 的 办 学 质 量 和 有 序 发

展，《孔子学院章程》制定严格的申办程序和设置标

准。规定申办者须符合四项基本条件：（１）申办机构

是所在地合法注册的法人机构，有从事教学和教育

文化交流并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源；（２）申办机构所在

地有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需求；（３）有符合办学需

要的人员、场所、设施和设备；（４）有必备的办学资金

和稳定的经费来源。此外，申办者向孔子学院总部

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包括市场需求预测、管理机制及

运营计划等。
几年来，孔子学院总部及中外合作方，积极采取

多项措施，提升孔子学院办学水平。至２００９年 底，
我国累计培训近８０个国家的本土汉语教师６．１万

人。［２７］２０１０年，孔子学院总部组织各地方、各院校以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培训外国本土教师３万

人。总部扩大孔子学院奖学金规模，设立新的奖学

金。２０１０年总部 提 供 的 孔 子 学 院 奖 学 金 生 增 加 了

１０００多 名；目 前，奖 学 金 生 总 规 模 达 到４１７０名，来

自１２０多个国家，其中２４００名来自孔子学院师生，

１８７０名用于外 国 本 土 教 师 培 养。孔 子 学 院 国 内 承

办方，大力开发、推广本土教材，增强孔子学院服务

当地的能力与影响。各国孔子学院积极承办汉语水

平考试，发挥了教学反馈与评估、奖学金生选拔、激

励学习等重要功能。
为了及时总结孔子学院的办学经验，加强中外

办学者教育交流，推动汉语教学发展，由中国国家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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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组织协调，已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五届孔子学院大 会，详参下表。

表１　历届孔子学院大会简况

届次 时间 主题 国家地区
孔子学院、

课堂
与会代表

１　 ２００６．７．６－７
讨论国际 汉 语 和 中 国 文 化 教 学 及 孔 子 学 院
章程；成立孔子学院总部

３６ ８０余
（含课堂） 约４００

２　 ２００７．１２．１１－１２
总结经验，密切合作，加强管理，促进孔子 学
院又好又快发展

６４ ２１０
（含课堂） １００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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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海外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国对外教育交流

的重要媒介。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孔子学院有效调

动了双方的积极性，既推广了中国文化，也学到国外

教育的精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发展。

四、反思与启示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孔教大学、孔教学院举办

的经学教育与“弘教”活动，到当今海外孔子学院的

汉语教学与文化交流，近百年间，中国对外教育交流

媒介发生 了 巨 大 的 历 史 变 迁。对 外 教 育 交 流 的 主

体，由宗教教育团体转向世俗教育机构，从民间性转

向政府行为，其中折射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

的强烈反差，隐含着内在的发展逻辑。反思这一历

史演变的动因、条件、途径、方式及发展趋向，可为当

今拓展对外教育交流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
其一，孔教大学和孔教学院是民族文化危机的

产物，其对外教育交流活动扩大了儒学文化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陈焕章及其倡办的孔教总会、孔教大学，因与民

国初年的“国教运动”及北洋政府关系密切，以往国

内学术界多持否定态度，斥之为“反动”、“复辟”。［２８］

如果从民族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则可作另一番解

读。辛亥革命后，在西方“新文化”大潮的激烈冲击

下，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危机。在

此情形下，陈焕章继承和发展乃师康有为的“孔教”

学说，致力推动儒学的宗教化传播，试图以此扭转民

心世俗。他坚信：“以孔教之精深博大，故能孕育中

国之民族而陶铸之。根深蒂固，沦肌洽髓，虽屡遭国

难，而终能有以自振。盖孔教者，中国之灵魂也。孔

教存则国存，孔 教 昌 则 国 昌。”［２９］另 一 方 面，他 也 认

为，昌明孔 教 应 结 合 时 代 发 展 的 需 要 而 改 良 孔 教。
他说：“苟欲 探 本 于 孔 子，固 非 将 孔 教 改 良 不 可 矣。

况当今革命之后，其教义之不适时用者，尤非更变不

可。”因此提出：“孔虽旧教，其意维新”［３０］，并寄希望

于培养具 有 儒 教 文 化 精 神 的 专 门 人 才。正 因 为 如

此，当孔教大学预科生毕业之际，他倍感欣慰：“孔教

大学之设，三年于兹矣，朋自远来，无分南北；风雨如

晦，鸡 鸣 不 已。斯 文 之 统，或 有 赖 焉。”［３１］为 了 传 播

儒教，他不辞劳苦远赴南洋、欧美演讲传道，最后病

逝于孔教学院院长任内。当今孔教学院在香港文化

建设、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而其源

头可溯至陈焕章的办学活动。

其二，主权独立是平等开展对外教育交流的政

治基础，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严重制约了中国

对外教育交流与文化传播

近代中国深受西方列强侵略，社会政治冲突、民
族矛盾异常尖锐，对外文化教育交流的社会环境极

为不利。与陈焕章同时代的另一尊孔名士林文庆，

曾论述“百年内白种政治之排外状况”，分析近代中

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和现状，特别强调：“即如我中国

今日之积弱，至于此极，何莫非为经济之不独立，有

以致之。凡一切有权利之机关，莫不握于外人之手。

若海关也，邮政也，商务也，航业也……不特中国不

得自由之权，即所得利益亦不过外人之余唾。以中

国应有之权利，中国人不能自行保护，而为外人所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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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天下痛心 疾 首 之 事，孰 有 过 于 此 欤？”［３２］在 缺 少

国家政治保障、经济独立基础的支持下，致力传承、
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人，往往只能依靠自身的力

量，通过民间团体或宗教组织的教育形式，开展力所

能及的对外教育交流活动。这也是孔教大学、孔教

学院产生、演化的重要原因。
其三，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持续发展，是当今海

外孔子学院发展的强大动力

反观当今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和“中国

文化热”，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

改革开放政策。国内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显著

上升，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由此带动

对外文化教育交流的迅速发展。孔子学院就是在此

时代背景下，适应海外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客观

需要，不断发展壮大。从孔教大学、孔教学院的儒学

“传教士”，到当今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志愿者”，其
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差异耐人寻味。

其四，深化对外文化交流内涵，提升孔子学院的

教育层次，是扩大对外教育交流，保障中外教育交流

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学院以推动汉语教学和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为

己任，其发展导向与策略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借助

这一教育媒介和平台，可加深中外民间的相互理解，
促进文化交流，增强互信。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现

阶段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交流层次仍有待提升。对

外教育活动 应 由 表 及 里，深 化 内 涵，从 对 外 汉 语 教

学，扩展到思想文化的探讨与平等对话。美国出版

的《世界名人大辞典》、英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
均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之首。这

也说明，孔子与儒学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文化遗

产。因此，我们应根据海外人士学习汉语言文字及

中国文化的需要，逐渐提升孔子学院的教育层次；加
强对中国经典著作的探究，推动传统思想文化的现

代转换与普及，激发民族文化的活力。这是推动中

外教育交流持续发展，促进文化融合的不可或缺的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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