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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 清末简易识字学塾的兴办

蔡 禹 龙

( 河北金融学院 社会科学教学部，河北 保定 071051)

【摘 要】清末，出于工具理性下对文字适用性的认知，民族主义诉求下保存民族文化、开启民智

的渴求以及“预备立宪”选民资格的考虑，士大夫精英及清王朝开始关注下层民众的识字问题。从

1908 年起，清王朝开展了简易识字学塾运动。从颁布简易识字课本到催促、考核各省的实际运作，

无不交融着国人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虽然地方政府在实行该政策时表现出了一定的急进性，

在上报成果时出现了弄虚作假之现象，但是，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积极的运作举措、较大的办塾成果

无不给后世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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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国人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阵阵打击

下，迈着寻求“救亡图存”的急促步伐，从门禁被开

后“战事不遗余力”的“兵战论”，到“兵战不如商

战”、“商战为本，兵战为末”的“商战论”，再到“兵

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学战论”，此种思潮

的演进无不突显出深重民族危机下国人的沉痛反

思，无不蕴藏着民族主义这一潜流。20 世纪 90 年

代以后，国人循着以“学战”挽救民族危机的路径，

进行着诸多尝试，从而掀起了民族主义诉求下的一

系列文化运动。近些年来，学界关于此方面的研究

出现了不少力作，其中以上层精英对清末民初文字

改革的探讨尤为详尽。①从切音字运动到汉字存废

之争，再到白话文运动，这些方案的争鸣无不表现

出上层精英寻求救亡道路的焦灼心态。然而，全民

族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并非通过几个文字改革方案

便能化解的，如何将现有方案加以落实才是症结之

所在。实际上，诸多文字改革方案的终极目的无不

是为了便于文字在下层社会的推广与使用，进而促

进民族文化的提升，以利于民族危机之化解。在此

背景下，清政府在其弥留之际的最后三年里，开展

了旨在提高民众识字率的简易识字学塾运动。②

一

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
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是语言的辅助工具，其最大

特点便是工具性。“世上万事千端，全凭言语发之。
千言万语，全凭书本载之。”“或古或今，或中或外，

都凭的这个书，这个字了。”③对于寻常百姓家而言，

“我有书函不能读也，而必请他人解之。我有簿计

不能记也，而必烦他人写之”④。对于不识字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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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主要研究成果有汪林茂:《清末文字改革: 民族主义与文化

运动( 上) 》，载《学术月刊》2007 年第 10 期; 汪林茂:《清末

文字改革: 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 ( 下 ) 》，载《学术月刊》
2007 年第 11 期; 汪林茂: 《工具理性思路下的清末文字改

革运动》，载《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5 期; 王东杰:《一国两文: 清季切音字运动中“国民”与“国

粹”的紧张( 上) 》，载《学术月刊》2010 年第 8 期; 王东杰:

《一国两文: 清季切音字运动中“国民”与“国粹”的紧张

( 下) 》，载《学 术 月 刊》2010 第 9 期; 王 东 杰: 《“声 入 心

通”: 清末切音字运动和“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载《近

代史研究》2010 年第 5 期; 桑兵: 《文与言的分与合———重

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 年第 10
期。
关于近代以来简易识字运动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民国

史及共和国史的时段，主要成果有俞国、杨天树: 《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识字运动浅论》，载《民国档案》2008 年第 4
期; 陈德军:《南京政府初期的青年问题———从国民识字率

角度的一个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抗

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识字运动》，载《中共党史研究》
2010 年第 2 期。现有成果相对忽视了对清末简易识字学

塾运动的考察。
《识字学堂之紧要》，载《丽泽随笔》1910 年第 1 期。
戴克敦:《论识字》，载《教育杂志》190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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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无论什么事体，一见满纸是字，他就没有法子，

如瞎子一样，求张三，拜李四”①。语言文字是人类

生产生活得以正常进行的必要工具，不识字者，自

然有失便利。在中国自古以来以文字为主的文化

体系之中，下层百姓与上层精英对文字使用的取向

存在着极大差异———“中国士子以文字博雅为高

尚，其文理淡近者则鄙之轻佻、无庄重气”。“士人

既有此成见，遂轻视土白、凡笔之于书者，不甘作显

浅之语。艰深沈晦，又不加圈点。必曾读十年书，

殆能明其意义。无怪通达识字者之数少而愚蒙不

识字者之数众也。”②由此，造成文字的“精英化”，离

“普世化”越走越远，文字在下层民众间实用性的范

围越发狭窄。然而，文字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性的重

要标志，要“保国”、“保种”、“保教”，自然要使本国

文字全民化。“夫今日以陶冶国民而足以助流政教

者，舍文字之功，其道无由。”③“我们做了中国人，

那第一件要紧事便是要大家晓得保中国的道理。
现在，其中的字也不识得，那里还晓得保中国呢。
……中国的人，现在再不赶紧识字，将来要识字也

来不及了……”④至晚清，士大夫精英们逐渐发现文

字原始的工具性及现时的民族性已不能在下层民

众间得以广泛体现，自然试图促成文字在下层民众

中得到普及，以开启民智。
民智之开启不仅是个人成长进步的表现，更是

国家强弱之关键。其中，民众识字为关键中的关

键。“国家之强弱何自乎? 自乎人民之智愚而已。
人民之 智 愚 何 自 乎? 自 乎 人 民 之 识 字 不 识 字 而

已。”“人之始生，昧昧焉无所知也。自言语通而知

识乃渐启焉，自文字通而知识又渐进焉。其上者则

可以览古今之政治，明中外之交涉及一切人生需用

之要点; 其下者亦得辨名记数，足应一生之用。故

有一人即收一人之用。”“吾国有四万万人，即可收

四万万人之用。以此四万万人之心思、才力咸效其

能以致用于国家，则国安得而不强? 家安得而不

兴? 否则，有书而不能读，与无目同; 有意而不能

宣，与无口同。聚此多数无目无口之人而顾与人国

相竞争，安往而不败哉?”⑤至 20 世纪初，国人在对

已逝六十余年的痛苦追忆中开始认识到: 国家富

强、民族独立，绝对不是几个心忧天下之士大夫及

善于洋务之专才者所能做到的，要靠全体国民的共

同奋斗。在万国激烈竞争的时代，国人开始认识到

“中国积弱在于无国脑”。“国脑者何? 国民之智慧

是也。有智慧则能长其志气，有智慧则能增其胆

识，有智慧则能生其实力，有智慧则能广其谋生之

途，有智慧则能普其合群之义。集全国民之良脑而

成一国脑，则国于以富、于以强。反是者，则日益

贫、日益弱。国脑之不能离民智而独存，犹体之不

能离民体而独立也。则我中国积弱之源，从此可知

也 。”⑥这种认知摆脱了旧时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

二元分离的思维模式，把国与民统一起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渐兴盛的“学战”思潮

同样加深了世人对于国人识字重要性的认识。近

代之学已区别于旧时的精英之学，学之主体已不是

科举制度下十年寒窗苦读的众学子，也不是功成名

就的士大夫，而是芸芸大众，特别是位于社会下层

的普通百姓。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康有为等启蒙主

义者便认识到了“民”在民族国家中的主体地位。
他把挽救民族危机的希望寄托于“民”的理性觉醒

及“智”的广泛开发，“吾国四万万民皆出于学，然后

智开而才足”⑦。换言之，只有给“农、工、商、兵”，特

别是“贫贱贩负之家，工农樵牧之侣”等下层民众享

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及时教以义方，敦以实学”，方

能“破其愚蒙，启其智慧”。⑧作为“学”之载具的语

言文字自然成为其乐于探讨的内容。如王韬所云:

“古来为学之道无他，曰语言、文字。虽分两端，实

由一贯。后世始歧语言、文字而二之。西土自小学

以至成人，其所为文字者悉根于语言，诵于大庭广

众之中，人人皆知，勿取隐晦，勿尚艰深，犹有中国

三代之遗焉。”⑨可见，无论中西，语言、文字都被视

为学之本。而文字之学更成为时人关注的重点，如

宋恕言:“民多识字，大利于君子，而大不利于小人，

盖愚则易虐，智则难虐。试观贪吏、讼棍之类，施虐

于城，必不如施虐于乡之易，以城中识字者必多于

乡也; 施虐于商，必不如施虐于农之易，以商中识字

者必多于农也; 施虐于名县，必不如施虐于僻县之

易，以名县中识字者必多于僻县也。故识字者多一

86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⑨

醒支子:《不识字的害处》，载《竞业旬报》1908 年第 16 期。
⑥ 古黔孙鉴清: 《论中国积弱在于无国脑》，见《万国 公

报》，第 36 册，第 22515，22514 页，台北华文书局 1968 年影

印本。
《今日学校注重国文之研究( 续) 》，见《申报》，1911 － 03 －
19。
謞者演:《劝人识字说》，载《杭州白话报》1901 年第 2 期。
戴克敦:《论识字》，载《教育杂志》1909 年第 2 期。
康有为:《长兴学记》，见《康有为全集( 一) 》，第 547 － 54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见《康有为政论

集》( 上册) ，第 311 － 312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第 256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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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则小人减一分之威，君子增一分之福。如男女

无不识字，则贪吏、讼棍之类毫无所施其虐矣。”①足

见文字之学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诸国的差距日渐悬殊，

国人试图寻其归因，以找自强之方，识字则被视为

其中的一个要素。甲午战后，康有为指出:“考泰西

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彼自

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入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

多。其各 国 读 书 识 字 者，百 人 中 率 有 七 十 人。”②

1898 年，黄绍第疏陈时务四条，亦言: 泰西各国识字

人数以英国为最，计有义塾一万二千七百余所，自

五岁至十三岁，无论贫富，悉令至塾，是以商业、工

艺甲于寰球。③显然，康有为、黄绍第已将中西方全

体国民识字率视为先进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当时的众多书籍、报刊也对西方各国民众

的识字率进行了详细探讨。如《泰西新史揽要》对

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俄罗斯、葡萄牙、法兰

西等国识字率( 或不识字率) 进行了统计，《出使美

日秘国日记》对美、日等国民众识字率进行了统

计。④此外，《俄国人口与不识字者之数》( 载《大陆

报》1905 年第 3 卷第 13 期) 、《泰西各国不识字人

数略考》( 载《协和报》1910 年第 10 期) 、《比较欧美

诸国之 识 字 人 数》( 载《教 育 世 界》1904 年 第 75
期) 、《核计识字人多寡》( 载《画图新报》1889 年第

9 卷第 12 期) 等报章也对西方各国的民众识字率给

予了关注。虽然其相关数据统计的真实性难以确

定，但西方诸国有较高的民众识字率毋庸置疑。
就中国而言，因王朝体制下的旧中国在“数目

字”管理方面的欠缺，所以对本国民众识字率的准

确统计 甚 是 鲜 见，大 都 为 概 述 性 的 描 述。例 如，

1904 年 4 月的《万国公报》有一文载: “四万万人

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

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

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

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

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此十万人中，略知

外国语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满

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

情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于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

不满百数十人也。”⑤即便是晚清学部仍“视其为无

关国家得失，向未详列其数，以供人稽考。故欲知

不识人数难矣”⑥。今时的国内学者考证认为，清末

国人能识者仅为四千万左右，以当时人口四亿计，

识字率仅为百分之十左右，与西方各国相差甚远。⑦

至清末推行“预备立宪”之时，国民问题以“公

民资格”或“选民资格”的形式被提上议程，国民识

字便成为关注的重点。1908 年，劳乃宣上折言:“立

宪之国，必识字者乃得为公民”，而“中国乡民，有阖

村无一人识字者，或有一二识字之人，适为其村败

类，而良民转不识字”。如此，则“比里连乡无一人

能及公民资格，何以为立宪之始基乎”? 故“今日欲

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

之字不可”。⑧光绪三十四年( 1908) 七月二十八日，

民政部奏拟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城乡居民的选举资

格，特别强调不识文字者不得为选民。⑨ 1909 年《教

育杂志》有文载:“近日预备立宪，咨议局不日告成。
凡属国民皆有选举被选举权，此固吾民数千年来未

有之权利，不可轻易放弃者也。乃以不能秉笔书名

之故，欲求为一完全国民之资格亦不可得，岂不大

哀欤?”瑏瑠 1910 年，直隶提学司强调:“宣统五年准开

国会，实行立宪政体。惟是宪政之本在国民，有普

通智识、能读书识字方合国民资格。”瑏瑡可见，识字与

否关乎国民身份之认证，关乎宪政选举之进行，其

意义可谓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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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宋恕:《六字课斋津谈·政要类第九》，见《宋恕集》( 上

册) ，第 73 页，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康有为全集 ( 二 ) 》，第 9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孙延钊:《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见《孙延钊集》，第 304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
［英］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译，上海

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 崔国因: 《出使美日秘国日记》，见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28 辑，文海出版社 1968
年版。( 此二种著作中关于西人识字率的统计均散见于全

书各处，故在此不做页码标识。)
古黔孙鉴清:《论中国积弱在于无国脑》，见《万国公报》，

第 36 册，第 22514 － 22515 页。
叶道胜:《中国不识字人数考》，载《协和报》1911 年第 18
期。
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 《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第

660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劳乃宣:《桐乡劳先生( 乃宣) 遗稿》，见沈云龙: 《近代中国

史料丛刊》，第 36 辑，第 336 － 339 页，文海出版社 1969 年

版。
关于“预备立宪”时期，城乡选举资格的具体规定可参见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载《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第 445 号，第 10 － 15 页。
戴克敦:《论识字》，载《教育杂志》1909 年第 2 期。
直隶提学司:《本司剀切晓谕各属村镇人民立宪期近仰多

立小学及识字学塾以养成立宪国民资格告示文》，载《直隶

教育杂志》庚戌第 19 期( 1911 年 1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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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众识字问题早已在清政府的考虑之中。光

绪三十四年( 1908 ) 八月初一日，宪政编查馆奏进

《遵拟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要领并及逐年筹备

事宜折》，其中便有很多关于开办简易识字学塾的

计划。大致内容是: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学部负

责编辑简易识字课本，国民必读课本; 光绪三十五

年( 1909) ，学部与各省督抚颁布布简易识字课本，

创设 厅、州、县 简 易 识 字 学 塾; 光 绪 三 十 六 年

( 1910) ，学部与各省督抚推广厅州县简易识字学

塾; 光绪三十七年( 1911) ，学部、各省督抚共设乡镇

简易识字学塾; 光绪三十八年( 1912 ) ，学部与各省

督 抚 同 推 广 乡 镇 简 易 识 字 学 塾; 光 绪 四 十 年

( 1914) ，人民识字者须达到百分之一; 光绪四十一

年( 1915) ，人民识字者须达五十分之一; 光绪四十

二年( 1916) ，人民识字者须达二十分之一。①然而，

光绪 帝 在 1908 年 死 去，溥 仪 即 位。宣 统 元 年

( 1909) 闰二月二十八日，学部上分年筹备事宜折，

重新制定了兴办简易识字学塾的相关计划: 宣统元

年( 1909) ，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简易识字课本

和国民必读课本，并在京城及各省广设简易识字学

塾; 宣统五年( 1913) ，各省督抚、学司确查全省识字

人数( 以后每年清查一次) ; 宣统六年( 1914) 至宣统

八年( 1916) ，各省要奏报全国识字人数。② 1910 年，

学部拟定《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共十六款，强调“简

易识字学塾专为年长失学及贫寒子弟无力就学者

而设”，又对入学资格、毕业年限、授课时间、课本及

中央和地方的具体督办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定。③

宣统元年十二月( 1910 年 1 月) ，学部奏陈编辑

简易识字课本折，大致谓:“识字课本关系国民教育

为至重”，简易识字课本共有三种。第一种共六册，

“以教家贫年幼之儿童，三年毕业，按其学年分为三

编”，每编二册。第一编以识字为主，“由单字进于

短句、短文，由名字进于静字、动字，其单字以类相

连，分之为单字，合之则成一句”，“所选教材多取儿

童易知之事物”。第二、三编则“稍寓文法”，“所选

教材以道德教育、国民教育为主”。第二种共四册，

“以教年长失学之子弟”“由简句进于短文，间有引

用古人成语”者，“于第一种课本中去其理解稍高深

事物、非习见者约减为二千四百字，期以二年 毕

业”。第三种共二册，“以教年长失学粗能识字之

人”，难易“与第二种程度略同”，“但取日用寻常之

字、目前通行之文，约之再三，定为一千六百字，实

属无可再减”。④早在 1909 年 8 月份之前，学部已将

简易识字课本的前两种编制完毕，并于 10 月份在

京师开办数所简易识字学塾以验证该课本的实际

效用。《学部官报》载: 先在京师地方教授数月，如

果士林称便，再行奏请，颁行各省，一体遵用。现在

第一种课本、第二种本课本已经编成，自应遵照奏

案，先在京师地方试验教授。应由督学局按照两种

课本程度设立简易识字学塾数所，分为两种办法:

一为收取寒酸之家力不能入初等小学堂之子弟，一

为招集年长失学之民人或分办或合办。先将第一

种课本八十部，第二种课本八十部咨行。⑤同月，又

将简易识字课本分发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奉天

等处 即 时 试 用。⑥至 宣 统 元 年 十 二 月 ( 1910 年 1
月) ，学部将简易识字课本颁发至粤、黔等省，全国

范围内的简易识字学塾运动开展起来。⑦

简易识字学塾之兴办作为清末预备立宪的重

要内容，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从中央到地方，

都把此类学塾之兴办视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

标，试图发挥官方最大的行政效力，以达到下层民

众识字率得以提升的预期目标。如苏省奉学部奏

定章程，将兴办简易识字学塾视为“地方官及劝学

所专责，并以此事作为地方官学务考成”的重要指

标。⑧宁属“每届六个月，应将筹办成绩胪列奏闻。
倘有逾限不办，或有或无，实均按溺职例议处，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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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上

册) ，第 61 － 67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学部分年筹备事宜清单》，见《申报》，1909 － 05 － 03。
《学部奏定简易识字学塾章程》，载《浙江教育官报》1910
年第 20 期。
《奏简易识字课本编竣折》，载《学部官报》1910 第 114 期。
关于宣统年间学部颁布简易识字课本的介绍，参见马元

泉:《宣统元年的识字课本》，载《浙江档案》2003 年第 4
期。
《学部咨督学局简易识字课本已编成第一第二两种须速筹

办简易识字学塾数所并派员切实试验文》，载《学部官报》
1909 年第 108 期。
《试用简易识字课本》，载《国风报》1910 年第 3 期。
《致粤督黔抚简易识字课本已颁发准翻印备用电》，载《学

部官报》1910 年第 118 期。
《严定简易识字学塾之考成》，载《教育杂志》1910 年第 6
期。



岭
南
学
术

学
术
观
察

?
澳
港
台
文
学
解
读

教
育
学
/

心
理
学
论
坛

诰诫”。至宣统元年十二月( 1910 年 1 月) 止“未禀

报处所，汇总列册呈送”者，将被“先行各记大过一

次，以示薄惩。倘再延玩，即予详请撤参”。当时，

宁属三十六个州县，开办者仅上元、江宁、句容、高

淳、江都、甘泉、宝应、泰州、铜山、宿迁、邳州、砀山、
通州十三个州县; 未开办者有溧水、六合、江浦、清

河、山阳、阜宁、盐城、桃源、安东、扬子、高邮、兴化、
东台、睢宁、丰县、沛县、萧县、泰兴、如皋、海州、赖

榆、沐阳、海门二十三个州县。藩司认为其“实属疲

玩已极，妨碍宪政进”，遂将“各厅州县先行各记大

过一次，注册饬遵，以示薄惩。倘再延玩，即予详

请，撤参不贷”，并告诫“事关宪政筹备，切勿再事徇

延”。①《浙江教育官报》所载《浙省各属办理简易

识字学塾成绩比较表》详细记录了浙江省就此方面

的考核情况。在该省十一府七十八厅、州、县中，办

简易识字学塾“逾规定设塾原额四倍者二县，逾原

额二倍者一县，逾原额一倍者七县，逾原额之半倍

者六者，逾原额者十七个县，符原额者一个州十八

个县，已及原额三分之二者十三个县，不及原额三

分之二者一个厅五个县，不及原额之半者一个厅六

个县，未设学塾者一个县。除逾额符额并及额三分

之二办理各员均无庸置议外，其余应记大功、常功

及拟请降等处罚”。其中，记大功者八个县，记常功

者五个县，记常过者十四个县( 其中有七个县本应

记大过) ，记大过者为义乌县。该县未设简易识字

学塾，县令李维骞险招参撤，后改为记大过三次，总

董何贤瑞记大过二次。②

在此种考核体制下，中央、地方的各级行政官

员开始了对各处简易识字学塾的催办。如扬州府

令“未经开办之各州县应即会同教育会、劝学所暨

地方绅董设法筹办，限文到一月，一律设齐。已开

办之各厅州亦应设法推广，以期教育普及”③ 。在

催办过程中，部分省份设置了专门的督导人员。浙

省便派员分往各属“巡视催促指导”，“巡视周徧，报

告到司，再行列表汇详”以总结该学塾兴办之状况

及进行政绩考核; ④苏省则委任视学员对此事进行

督导，1910 年 10 月 1 日的《申报》描述了该省一位

视学员的视察情况: “苏省视学员吴君紫翔于十九

日莅青浦视察各学，于简易识字学塾尤为注意。先

于正中区劝学所设立之夜塾召集农、工、商界演讲

该塾设立之命意及识字之种种利益，继而高等小

学、崇溪两等、竞新两等各校所设之夜塾，亦请其相

继莅塾演说，语语恳切，各界之入座听讲者颇多。
现吴君巡视城厢已毕，即往乡间各校调查矣。”⑤此

种基调使地方简易识字学塾的开办表现出了一定

的急进性。浙省于宣统二年( 1910 ) 规定: “三月份

应将乡镇提前酌设，由劝学所调查私塾，酌令改设，

均于三月十五以前开课。四月分应由各属劝学所

将官立小学堂附设所数，厅、州、县、乡、镇已设所数

及私塾改设所数，并各学生人数均于四月初十以前

分别查报。”然而，至 6 月份，该事宜并未落实，遂于

6 月 15 日再次催促。⑥如在常州，“劝学所以提学使

催办简易识字学塾，刻不容缓。乃议定于西门外驿

西小学堂内先设夜课一班。嗣后拟于城内再议一

处，以应功令”⑦。又如青浦县在“官、公立各学堂附

设夜塾，将城厢分划十八段，各推劝导员并请商会

暨工界领袖分劝学生入学。年以三十岁为限，……
学生盛众，计官小学堂四十五人，竞新公学六十四

人，崇溪学堂八十六人，皆分两堂教授。学生以商

业店徒、工业木作、裁缝、剃头帮及近城农家子弟居

多。报名者现尚纷纷未绝，几不能容。……其四乡

各镇，如朱家角之重振学堂、金泽之金溪学堂、观音

党之冠瀛学堂，亦已提前赶办，附设夜课”⑧。
因各省情况不同，我们很难对当时各省兴办简

易识字学塾的详细情况一一加以考察。这里仅以

1911 年 6 月学部对各省简易识字学塾的调查结果

为例，以示说明。该调查显示: 四川省设塾成果最

优，该省在小学附设学塾一千六百七十所，惠及学

生二万九千一百三十人，在祠庙公所设学塾九百二

十六所，惠及学生一万八千四百七十四人，此外，四

川省在 1910 年改良私塾七千零五十四所，惠及学

生十万三千三百八十七人，1911 年改良私塾六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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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本署司详溧水等各州县未办简易识字学塾分别记过并将

开办处所缮摺呈鉴文》，载《江宁学务杂志》1910 年第 6
期。
《浙省各属办理简易识字学塾成绩比较表》，载《浙江教育

官报》1910 年第 28 期。该表分为县( 州、厅) 令姓名、总董

姓名、规定塾数、已设塾数、成绩比较、功过六项调查统计。
《饬催设立简易识字学塾》，见《申报》，1910 － 06 － 12。
⑥ 《本署司袁详报抚宪简易识字学塾由司催办并将已办各

属情形呈报文》，载《浙江教育官报》1910 年第 22 期。
《省视学提倡简易夜塾之热心》，见《申报》，1910 － 10 － 01。
《简易识字学塾汇志》，载《教育杂志》1910 年第 3 期。
《青浦开办简易识字夜塾》，见《申报》，1910 － 09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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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一十四所，惠及学生九万四千四百八十九人; 直

隶共设学塾四千一百六十所，惠及学生六万九千四

百零五人; 河南共设学塾二千五百余所，惠及学生

五千九百余人; 湖北、浙江各设学塾一千余所; 山东

设学塾九百余所; 广东设学塾七百余所; 福建、湖

南、陕西各设学塾五百余所; 黑龙江设学塾三百余

所; 奉天、吉林、江西各设学塾二百余所; 安徽及江

苏之苏属设学塾不足二百所; 江苏宁属设学塾不足

一百所。①此次调查展现了除云南、贵州以外 16 个

行省的办塾情况。可见，清末简易识字学塾的兴办

堪称一次全国规模的民众识字普及运动。然而，随

之而来的辛亥革命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刚刚兴起

的简易识字学塾运动亦就此终结。

三

清末兴办简易识字学塾是清政府发动的旨在

提高民众识字率的一场文化运动。清政府把它作

为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政治措施，希望通过提高民

众的识字率以启发民智，进而实现宪政目标。
依照预备立宪清单，简易习字学塾始设于预备

立宪第二年，即宣统元年( 1909 ) ，计划实行到预备

立宪第九年，即宣统八年( 1916 ) ，长达八年之久。
然而，清政府的灭亡使得该计划半路夭折。但是，

在其得以推行的三年里，无不交融着国人的文化理

想与政治理想。就文化理想层面而言，简易识字学

塾的设立是政府主导下文化世俗化的重要表现。
“为百姓设立识字学堂，每州、县地方，不拘多少，愈

多愈好。全望百姓们于农、工、商外余暇之时，约定

钟点，群集学堂，专讲识字。”此类学塾“虽不比别学

堂规模宏大，也是样样都有。把百姓识字，也是十

分看待。只是不用那八门完全功课，或五门简易功

课，专教百姓们，就这识字一门单刀直入。一来不

误百姓营业，为农的仍然为农，为工的仍然为工，为

商的仍然为商。藉闲挪空，每日只三两钟点，即已

足了。二来简捷，容易理会。每日极愚的人也能识

得五六个字，每月可识百五十字，每岁除过耽误，就

十个月算起，也可识千五百字，世上应用要字三千

数即足。如此算来，二年即可识完。况中人性，非

甚愚笨，也不止日识五六个字，一半年即可将要字

识完。岂不是个大大便宜”②? 就政治理想而言，提

高民众的识字率，亦是清末宪政的重要组成，特别

关系到地方自治的实行。1909 年，劳乃宣上折曰:

“立宪之责任，固在官吏，而实行立宪之根本，端在

人民。立 宪 之 义 在 合 天 下 人 民 之 智 识 以 共 图 治

理。”他特别关注农村人口与地方自治的关系，指

出:“目下，各省乡民识字者甚少，往往阖村无一识

字之人，即阖村无一人合选民资格。自治从何办

起? 故欲办自治必先教乡民识字。”“若教幼童，届

时不能及岁，若欲届时及岁，必有教二十岁以上之

人。”又因“地方办事必以父老主持”，所以，年长持

重者亦需通文识字。总之，从幼童到长者都应成为

认字之主体，简易识字学塾的兴办应是全民的识字

运动。若此，“不待两年，可使天下各州、县阖境之

人无不识字。而人生当明之伦理、应用之知识，亦

皆无不通晓。其时，地方自治，选民资格到处皆易

得人，全国自治自可依限成立”。③

然而，在简易识字学塾大量兴办的过程中，因

一味追求办塾成果，忽视了开办此类学塾的诸般难

度。如扬州府于宣统二年( 1910 ) 八月十二日催促

下属兴办简易识字学塾时所言:“距今为期非远，百

将此项学塾极为推广，恐不能如期无误，应由提学

司严饬各厅、州、县切实推广，以重要政。此项学塾

不求完美，需款无多，入塾不限资格，招生尤易，勿

得借口于风气未开，财力不继，致于贻误宪政。”④扬

州府显然把兴办此类学塾看得过于简单。实际上，

兴办该学塾“也要集聚款项，也要经营修理，也要请

师傅，也要用管理，也要置棹凳，也要悬黑牌”，太多

事宜需要财力、物力与人力。⑤特别是经费问题，大

多成为各处办塾之难题。前文所列青浦县兴办简

易识字夜塾，因经费所限，建立之初便有“恐难持

久”的预感。⑥浙江省亦是多方筹措办塾经费，如在

征收地方自治公益捐时“每应征收银一元者，带征

附加简字学费五分”⑦，建德县则将校场营地丈垦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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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⑦

《各省简易识字学塾成绩》，见《申报》，1911 － 06 － 05。
⑤ 《识字学堂之紧要》，载《丽泽随笔》1910 年第 1 期。

劳乃宣:《桐乡劳先生( 乃宣) 遗稿》，见沈云龙: 《近代中国

史料丛刊》，第 36 辑，第 345 － 348 页。
《催办简易识字学塾》，见《申报》，1910 － 10 － 29。
《青浦开办简易识字夜塾》，见《申报》，1910 － 09 － 13。
《附加契税推广简易识字学塾案》，载《浙江教育官报》
1910 年第 3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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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以充简字学塾经费①。
因受政绩考核之影响，各地方政府在上报成果

时出现了弄虚作假的现象。1910 年 11 月 14 日的

《申报》载:“嘉( 兴) 府属简易识字学塾，遵照部章

应设十所。惟海盐劝学所只于城区设立四所，此

外，则寂寂无闻。乃该县学 界 中 人 昨 阅《教 育 官

报》，该所竟以八所上报，不知是何居心?”“昨由汪

总董下乡调查，又以似家塾似学堂之蒙馆 ( 倪墺

庙) ，逼令改作简易学塾。连前统计亦只有五所。”②

又如前文所述的四川省，其办塾成果，无论是塾数

还是学生数，都远远超出其他各省。巨大差距之背

后，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四川省汇报办塾成果的真实

性。如《民众教育季刊》上某文所质疑:“我们知道，

宣统三年，革命已届爆发，北京清政府的权威已失，

各省就肯认真推广学塾，也未必据实呈报，统计之

不可靠，可想而知。四川特别多，我简真不知其原

因何在?”③

简易识字学塾在学生收容方面亦存在问题。
简易识字学塾为年长失学而设，不过为初等小学之

辅助。在学塾兴办之初，亦容许儿童入塾。所以，

部分地方因贫苦而未筹设初等小学者，为学龄儿童

考虑，“与其坐待初等小学而佻达贻识，不如暂行入

塾，以资造就”。又因此类学塾不收费用，一般民众

权衡下来，觉得与其送入正式学堂，无宁送入学塾。
地方政府为了迎合上级的督察，与其兴办需费甚多

的正式学堂，不如兴办相对省钱的简易学塾。致使

各省“有轻视初等小学，专以简易识字学塾敷衍塞

责。而入塾学生又以学龄儿童居其多数，轻重倒

置，尚复成何事体”? 又“年长失学之人与贫寒子弟

同习于简易识字学塾，其不能融洽也，可知矣”。④

然而，清末简易识字学塾运动的积极意义是值

得肯定的。它作为清末筹备立宪的重要内容，在全

国各地均有推行，其成人教育的特色对后世影响甚

大。至民国时期，政府又发起过多次识字运动，无

不是对清末的简易识字学塾运动的延续。该运动

把民众识字定为立宪之标准，为民国时期的训政及

宪政树立了榜样、提供了经验。如民国时人所言:

“简易识字学塾运动虽成教育史上的陈迹，他的经

历却应当充分利用，以求今后识字运动的成功!”⑤

总之，清末简易识字学塾的兴办，绝非旧有教

育体制下的简单产物，对它的分析也不能单一地从

教育史视角加以认识。它是民族主义诉求下，国人

试图解决文化危及政治危机的有益尝试，其深刻的

社会背景、积极的运作举措、较大的办塾成果无不

给后世以启发。
( 本文曾提交“第十二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

生论文发表会”( 北京师范大学，2011 年 10 月) ，承

蒙与会老师及同学指正，谨此致谢! )

【责任编辑: 王建平; 助理编辑: 肖时花】

① 《本署司袁札饬建德县劝学所奉抚宪批该总董禀请拨马洲

营地租息充简易识字学塾经费文》，载《浙江教育官报》

1910 年第 32 期。

② 《劝学所虚报简易学塾》，载《申报》，1910 － 11 － 14。

③④⑤ 赵冕:《简易识字学塾运动》，载《民众教育季刊》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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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cience Education to Scientific Education: Modern Natural Science Influences on Education ( by YI Hong-jun)

Abstract: Natural science from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17th century ha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all kinds of fields． This achievement had pro-
moted the spread of modern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The pioneers of science education gave natural science important po-
sition in their teaching plans．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 had given rise to a number of new schools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s and methods．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natural science，educators began to explore the law of education so as to make it more scientific．
In brief，the booming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cience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education． It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du-
cation scientific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modern times; natural science; science education; scientific education．

Ｒeflections on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 Study of Zhili Number 1 Girls' Normal School
( by LI Jing-fang)

Abstract: The new public girls' schools encouraged female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multi way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Explan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lassics were conducted by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which challenged authority of male
elites on analysis of Classics from gender perspective． Under the national crisis in Modern China，nationalism had enormous influence on their views and
discours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Zhili Number 1 Girls' Normal School intended to save the nation by emphasizing the
permanent value and current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lassics． They also expressed their anxieties about disorder of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de-
bates，poems，diaries and etc． The news media in Modern Chin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Free and open discussions abou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reflected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nation's future．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se discussions created their images and strengthened their subjectivities in public space．

Key words: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raditional culture; Zhili Number 1 Girls' Normal School; women's education; gender．

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Movement: The Ｒising of Simple-literacy Primary Schools ( Xuesh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by CAI Yu-long)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considering the text applicability under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the desire for preservation of national cul-
ture and enlightenment under the demands of nationalism，and the qualifications of“constitutionalism”voters，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literati elite be-
gan to focus on the lower people's literacy issues． From 1908，the Qing dynasty carried out a simple-literacy movement． The movement showed people'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deals from enactment of simple literacy to urging and assessing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provinces． Though the local governments
showed certain rapid progression in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and there appeared some false phenomenon in reported results，the deep social background，

positive operational measures，and the larger achievements all inspired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nationalism; cultural movement; simple-literacy primary schools ( Xueshu) ;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on Turnover Intentions ( by MA Chao，XUE Dian-fang，MAO Chong-lin)

Abstract: Organizational justice describes the individuals' ( or groups' ) perception of the fairness of treatment on system，policy and strategy which
are related with personal interests and received from an organization． If an employee feels unfair，he will linger over his work，and he may even have the
turnover intention and quit his job． The study in China's cultural background aims to construct organizational justice questionnaire by down-top strategy，

discusses the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the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n turnover intentions． Firstly，the result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 EFA)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 CFA) indicated that the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n China comprises three factors: “procedural
justice”，“distributive justice”，and“leader justice”． Secondly，the results of linear regression indicated that the organization justice had significant neg-
ative effects on turnover intentions and the strongest prediction of leader justice to organizational consequence variables compared to procedural justic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Thirdly，the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 SEM) indicate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cts as partial mediator between leader
justice and turnover intentions，while acts as total mediator between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Besides，job satisfaction acts as part medi-
ator between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Key words: 0rganizational justice; multiple needs model;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locus of control; turnover intentions．

Facet Analysis of the SES s̀ Structure Validity by Facet Theory Appoach ( by YANG Jian-yuan，CHEN Wei，ZHAO Shou-ying)

Abstract: Facet Theory，a new research method about social science，integrates theory construction，research design，and data analysis in a sys-
tematic way． A mapping sentence for SES was constructed，taking into account of the technology of mapping sentence and the faceted definition of self-es-
teem in view of the sociology．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was tested by the practical investment． In this study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SES was empirically
tested by facet theory approach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ES has ideal construct validity，every facet was clearly represented in the scalargram of
SSA． The three facets played the axial roles and a two-dimensional SSA resulted in an acceptable coefficient of alienation of k = 0． 128． The study also
presented a new exemplar to illustrate the utility of Facet Approach by questionnaire design and data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y research as a valuable refer-
ence for the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Facet theory．

Key words: SES; structure; facet analysis．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