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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通过对左宗棠 !熊希龄 !王先谦等湖湘士人的实业教育实践的总结 � 从教育管理思想的全新视觉 � 采用以详实 

的材料为依据的研究方法 � 探析了他们在实业教育实践中所体现的管理理念 !管理目标 !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的特 

征与局限 ∀在湖湘士人的教育管理思想指导下 � 实业教育蓬勃发展 � 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经国济世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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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湘士人与众多有识之士在创建与管理中国近 

代企业的过程中 � 深感变通教育的迫切 � 开始设立新 

式学校 ∀这种学校不是传统意义上官办的为科举考 

试而培养人才的学堂 � 也不是完全按西方办学模式 

建立起来的普通教育学校 �而是为培养近代工业企 

业服务的专门人才的实业学堂 ∀他们所进行的实业 

教育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新天地 �第一次改变了 

实业教育在传统教育中的附庸性质 �使之获得了独 

立的地位和初步发展 � 形成了独特的教育传统和人 

文传统 � 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经国济世人才 ∀ 

一 ! / 务实0/ 求是0 � 教育管理 

理念的近代转型 

在封建社会文化历史发展中 � 儒家教育文化的 

价值观已经深深根植于人们的脑海中 � 成为中华民 

族的一种潜意识流 ∀ 虽说在不同历史阶段 !不同的 

流派之间各具特色 � 但反映在教育管理的价值观上 � 

共同的取向是/ 重政教 � 轻自然 � 斥技艺0 ∀儒家教育 

文化不在于一技一艺 � 而是应成为经典文化人 !/ 述 

而不作0的/ 大儒0 / 君子0 �将/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 

家 !治国 !平天下0作为人生的最终追求 ∀因此 � 在儒 

家教育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价值观念是教育管理应 

与科学技术 !生产实践分离 ∀直到洋务运动之前 � 儒 

家这种排斥科技工艺知识的价值取向没有得到根本 

改变 � 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一直统治着中国教 

育管理的核心价值理念 ∀ 

明确提出兴办实业教育应是在 �� 世纪 �� 年代 

洋务运动时期 � 这个时期存在一个倡导实业教育的 

思潮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的客观需要 � 在帝同主义列强枪炮威逼下 � 清政府 

为了应对时势变化 � 不得不吸纳 !学习西方科技工艺 

成果 � 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 � 已成为国家政治事业不 

可回避的任务 ∀ 正是在这种/ 西学东渐�的大背景 

下 � 左宗棠等洋务派形成了新的自然观和价值观 � 为 

了/ 自强求富0 � 先后兴办了一批工厂 �创立了电报 ! 

铁路 !矿务等实业技术学堂 ∀ 无论从挽救清王朝的 

可悲命运 � 到振兴实业 !富国裕民 �还是从培养洋务 

事业急需的人才 � 到与列强抗衡 !立足于为开展/ 商 

战0而储备人力资源 � 湖湘士人与近代的有识之士始 

终认为发展实业教育足以富国强民 �足以挽救民族 

危亡 ∀一言以蔽之 � 实业教育突破了传统的/ 重道轻 

艺0/ 学而优则仕0的教育管理价值取向 �倡扬/ 经世 

致用0/ 务实0/ 求是0的教育管理理念 ∀ 

���� 年创建的福州船政学堂的管理中不难窥 

见左宗棠对/ 务实0/ 求是0的教育管理理念的遵循和 

倡扬 ∀他的独到之处就是通过对古往今来人才问题 

的研究与探索 � 并根据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 

的实际 � 提出了/ 求是0的教育管理理念 ∀ 在这里 � 

/ 求是0就是实事求是 !讲求实际 � 即经世致用思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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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创建的近代中国第一所职业学校的管理思想的 

充分体现 ∀ / 求是堂0意在说明这是一所务归实用 � 

不尚空谈的学堂 ∀ 而/ 艺0就是指技艺 �与/ 道0截然 

相反 ∀传统的育才观念重道轻艺 � 视技艺为/ 奇技淫 

巧0 � 被认为不应是读书人所为 � 而是工匠们的事 � 被 

排斥在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之外 �/ 虽中才不屑为 

也0 ≈� ∀左宗棠等将船政学堂冠以/ 求是堂艺局0之 

名 � 显而易见 �是对传统的/ 道艺0观的突破 �使原本 

以士大夫为发展方向的读书人 �向现代工程技术管 

理人员转化 ∀ 

熊希龄的教育管理思想则力举兴学变法 �实业 

救国 ∀他认为工商业要发达 � 经济要振兴 � 国家要富 

强 � 只有大力创办实业学校 �培养实业人才 �普及知 

识 � 以求工业的增进和实业的繁荣 ∀ 他在出任国务 

总理时 � 在5大政方针宣言6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 

述 � / 学校教育亦大别为二 � 一曰教育一般国民 � 使咸 

有水平线以上智能 � 一曰教育高等人才 �以国家社会 

之栋梁 ∀欲求教育之止于至善 �, ,则国民教育以 

培养师范为先 � 人才教育以注重实业为主 ∀ 0 ≈� 他充 

分肯定了实业教育对国家发展与实业发展的重要 

性 ∀以上为据 � 晚清湖湘士人倡扬的/ 务实0 / 致用0 

的教育管理理念 �是主导其实业教育管理行为的基 

础 � 也是为实现富国裕民 !实业救国的需要 �在教育 

管理价值观 !发展观上的体现 ∀ 

然而 � 无论是左宗棠 �还是熊希龄 �以及其他兴 

办实业教育的湖湘士人 �几乎都是官僚知识分子 ∀ 

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 �在中外民族矛盾日益 

尖锐的形势下 � 其/ 务实0/ 求实0的教育管理理念 � 尚 

停留在政治实践需要的层面上 �未能上升到现代理 

性思维的高度 �也未能形成系统的实业教育管理制 

度 ∀在理论和认识上 � 张之洞的/ 中体西用0说 � 是其 

思想的完整表述 ∀ 这种/ 体0与/ 用0的二元论 �强调 

封建/ 纲常名教0这个体是恒常不变的 �而学习西方 

的器械 !工艺这个/ 用0是可以改变的 ∀ 从根本上 � 并 

没有颠覆传统的/ 道艺0观 �而引进西方的实业和技 

术 � 主要是为了加强巩固封建的伦理道德秩序 � 确保 

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这个/ 本0 ∀作为同时又是洋务派 

官僚的湖湘士人自身所处的尴尬位置 �以及文化的 

/ 短视0 � 限制了他们实业教育管理思想的正常发展 

和充分表达 ∀ 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能 �未能脱离政 

治的意志而独立地操作和传承 ∀ 因此 �湖湘实业教 

育管理处在当时新与旧交替的特殊政治体制内 �并 

未达到实质性的效果 ∀ 

二 ! 经世致用 � 对传统教育 

管理目标的超越 

教育管理的目标往往是同教育管理理念相适应 

的 �也惟有如此 �才能在教育管理中发挥有效的作 

用 ∀儒家教育管理的目标是培养君子 �而不是生产 

劳动者 �那么与这种管理目标相匹配的教育内容就 

只需伦理道德知识 !治国方略 � 而不需要科学技术知 

识和劳动生产知识了 ∀在教育方法上也主要是进行 

课堂灌输与讲解 � 进行理论思辩 � 而不是进行生产实 

践和科学实验 ∀ 

与传统教育管理目标相比 �实业教育的创立者 

们认识到 � 中国落后于列强 � 是/ 技0不如人 � 因此 �近 

代的实业学堂 � 虽然仍强调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性 � 

多把儒家的伦理作为学纲 � 但十分重视经世致用 �大 

力倡导/ 采西学0 ∀而湖湘士人的教育管理目标更是 

强调培养有科技知识的实用人才 �与企业的发展相 

适应 ∀左宗棠将/ 求是0/ 务实0的教育管理理念贯穿 

于福州船政学堂的整个管理过程 �目的是通过给学 

员与青年工人讲授各种实用课程 �并在船政局给予 

他们实习的机会 ∀最终实现中国人能够独立自主地 

管理工厂 � 使用 !维修并制造各类轮船 � 及/ 将来水师 

将材所自出0的教育管理目标 � 即达到福州船政学堂 

的原定管理章程所确立的/ 办有成效0之目标 ∀ 我们 

从福州船政学堂早期毕业的学生人数来分析 �也不 

难发现 �福州船政学堂的教育管理目标首先是基于 

船政局对人才类型的需要来确定的 ∀见表 � � 

表 1  福州船政学堂历届各专业毕业人数 ≈� 

届 数 
前学堂制造班 

毕业人数 
后学堂制造班 

毕业人数 
后学堂管轮班 

毕业人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熊希龄在创办实业学堂时 � 也力求将/ 务实0/ 求 

是0的教育管理理念融入到教育管理目标之中 ∀ 他 

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 �认为湘省必须就各地的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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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宜之区 � 设立各种相应的实业学堂 �徒弟学校 !染 

织学校 !陶瓷学校 !图画学校 !农林学校 �同时详细规 

定各类学堂所应开设的课程与科目 �为区域经济的 

发展提供符合要求的人才 ∀ 同样 �经学大师王先谦 

认为 � 要抵御外侮 �必须振兴工艺 �而/ 欲振兴工艺 � 

莫急于先设工艺学堂0 ≈� 以培养人才 ∀ 显然 �王先 

谦这里所要设的学堂不是传统意义上官办的为科举 

考试而培养人才的学堂 �而是为近代工业企业服务 

的专门人才学校 � 即实业学校 ∀ 

为了达到对传统教育管理目标的突破 �实现实 

业救国 !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新式教育管理目标 � 必须 

要对传统的教学管理体系进行改革 ∀ 尽管 ���� 年 

清政府颁布的5奏定学堂章程6 �以教育律令的法定 

形式 �明确限定新式学堂要以封建伦理为核心 � / 读 

经以存至意0 � 要求各级学堂都要设修身或人伦道德 

课 ∀其中初 !中等学堂的修身读经要求分别占到每 

周总学时的 �� � !�� � � 并指出修身和中国文理为各 

种教育之根本 ∀但从湖湘士人所创办的实业学校的 

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来看 �西学的科目在不断增加 

并渐成体系 ∀虽然他们对/ 西学0与/ 中学0的关系上 

理解各不相同 � 但就教学内容而言 � 都主张务实致用 

的原则 � 都倡导课程设置面向实业 � 并结合当时的实 

业教育的教学管理目标 �改变了传统教育在内容上 

拒绝科技工艺的错误倾向 ∀ 这样 �使学生在知识结 

构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具体就是 � 

��� 课程教学管理的两分制 ∀即将课程分为专 

门学和普通学两大类 � 这里以马尾船政局学堂为例 ∀ 

作为晚清教育转型与变革的典型代表 �该校是我国 

最早正规采用西方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职业学校 �其 

课程设置充分考虑到晚清社会需求 ∀ 福州船政学堂 

开设有造船 !驾驶等主科 � 也开设了外语 !祘法 !画法 

等辅科 � 是后来实业学堂课程两分制的胚胎 ∀ 熊希 

龄等创办的沅州务实学堂 � 所设的蚕业科 � 除专门课 

程外 � 还设置了经学 !修身 !国文 !历史 !地理 !博物等 

/ 普通学0 � 突显出/ 中西合璧0的课程管理特色 ∀ 

王士谦在湖南创办的工艺学堂的课程开设略有 

区别 � 但他也将中学与西学严格分开 ∀ 学生进工艺 

学堂前 � 已经完成普通课程的学习 � 在工艺学堂只讲 

工艺 � 不讲中学 � 以避免出现/ 入学肄业者 � 忽而经文 

辞句 � 忽而洋文西语0 的状况 ≈� ∀ 从而使工艺学校 

/ 于中国学校制科无涉 �于中国纲常名教无涉0 

≈������ � 使入学者专心于学习工艺 � 实行/ 专科专管0 ∀ 

王先谦根据他所了解到的西方各国学校的基本课程 

和他本人的理解 �将学堂学习科目分为十门 �即格 

致 � 图画 �化炼 �制作 �工程 �测量 �种植 �开采 �书式 � 

机器 ∀显然 � 新的自然科学已经成为实业学堂的主 

要科目 � 这样 � 便消弭了学校育才方面/ 规范知识0和 

/ 自然科学0的分裂 � 使学校教育中重文辞少实学 !重 

经书典籍轻现实学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教条主义 ! 

形式主义的学习风气得到改善 ∀ 

��� 教学过程实施两级管理 ∀ 左宗棠 !熊希龄 

和王士谦等创办的实业学校在课程实施结果方面 � 

基础学科是以知识为主 � 实用技术是以能力为主 �两 

者相辅相成 ∀ 

然而 � 湖湘士人的教育管理目标的变革 � 仅仅停 

留在科技工具理性的层面 ∀ 或说 �它的改革还囿限 

于知识技艺的层面 � 多少带有物质主义 !技术主义的 

倾向 ∀而且 � / 采西学0也多为吸纳西方现成的知识 

元素 �未能上升到现代成体系的理论思想和科学方 

法论的高度 ∀这种教学方式使学员失去了独立思考 

的能力 � 窒息了思想活力 �形成了重权威轻创新 �重 

继承和生搬硬套轻发展的思维方式 ∀ 

三 ! 道艺结合 � 人才管理制度的改革 

福州船政学堂等实业学堂 �作为国内较早的中 

西合璧的职业学校的雏形 � 人才管理观念的变化 �主 

要表现为从传统贵族式的通才思想转变为强调具体 

实践能力的近代工具主义 �从传统的重道轻艺转变 

为道艺结合 � 使原本以士大夫为发展方向的读书人 � 

向现代工程技术人员转化 ∀因此 � 与传统教育相比 � 

在学生管理与培养中 �非常强调学生应该达到的技 

能要求 �并在学堂对学生的管理制度中予以明确规 

定 ∀仍以船政学堂为例 ∀ 前堂由三个教学科组成 � 

造船科 !设计科和艺圃 ∀ 造船科的学生要求懂得轮 

机的功能 !操作规程以及各零部件的工作原理与用 

途 � 能设计并描绘一条木船的船体 � 能仿造某一独立 

部件 � 最后将所学知识能综合运用 ∀设计科的学生 

要成为制图和放样的技术人员 ∀艺圃的教学目的是 

对挑选出的工人进行培训 �他们必须懂得阅读并理 

解制造图纸 �能够计算轮机或船体等物体的体积和 

重量等实际操作本领 ∀ 后学堂也设有三个学科 �航 

行理论科 !航行实践科和轮机房科 � 所有学生要成为 

驾驶轮船的高级技术人员 ≈������ ∀ 

熊希龄与文俊铎创办的湖南醴陵磁业学校 �也 

能因地制宜 �紧密配合当地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来 

确定教学内容 �以使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达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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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要求 ∀学校的管理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力求将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 及时引进先进技术之余 � 传统工 

艺在试验中得以改良 �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瓷业的进 

一步发展 ∀为了使瓷业学校学生与教师的科研成果 

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极具商业头脑的熊希龄同时组 

织成立了醴陵瓷业制造公司 � 学校成立半年后 � 醴陵 

瓷业制造公司所设瓷厂正式开工出瓷 �结束了当地 

无法生产细瓷的历史 ∀ 

尽管湖湘士人所推崇的实业教育人才培养与管 

理的尚实思想摈弃了儒家教育文化中对生产劳动的 

偏见和所谓�官本位�的正统思想 �但由于/ 中体西 

用0观念的影响 � 其实业教育仍然坚持以儒家人伦为 

本的导向并未改变 �通过儒家的伦理核心 ) ) ) / 仁0 

和/ 礼0来实现社会价值 !人伦和谐的人文理想 � 即管 

理教育中的以人为本 ∀ 教育的立人之道源于孔子 � 

但传统的/ 立人0思想 � 更多地强调社会道德价值 � 强 

调人的个体人格 !行为和群体人格 !行为之间的和 

谐 ∀在湖湘学者的实业教育中也体现了儒家这种人 

文精神 ∀左宗棠 !沈葆桢在管理船政学堂时 � 要求学 

生既要言艺 !习艺 �又要明道 !明礼 ∀ 沈非常强调船 

政学堂学生在这一方面的修养 �学堂学生每日除常 

课专业课外 � / 令读圣諭广训 !孝经 �兼习策论 �以明 

义礼0 ≈� ∀ 他接着又论述道 �/ 欲习技艺 �不能不籍 

聪明之士 � 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 �聪明之士 � 

非范以中正 � 比易人其邪 ∀今日之事 � 以中国之心思 

通外国之技巧可也 �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 

可也 ∀ 0 ≈� �°���显然 �沈葆桢在强调学生习技艺的 

同时 � 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规范学生的 / 中 

正0 � 要求学生/ 以中国之心通外国之技巧0 �而不是 

/ 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0 ∀这恰是/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0思想的体现 ∀ 

我们从当时船政学堂所制定的对学生的管理制 

度中 � 也不难看出其封建性教育的特征 � 

��� / 范以中正0 ∀ 招生时 �要进行经学知识的 

考试 ∀在学期间 �除 / 常课0 �专业课�外 �经常进行 

/ 忠君爱国0教育 ∀此外 � 不准学生入西方天主教 � 一 

经发现 � 即行退学 ∀ 

��� 严加管束 ∀ 学堂由船政大臣拣派/ 明干正 

绅0 � / 常川住局稽查师徒勤惰0 ∀ 按季考课 �分别奖 

黜 ∀ / 勤者优奖 �惰者黜退 �其有不堪造就及罔知自 

爱者 � 别经访闻 � 亦即随时革去 � 从不稍事姑容0 ∀ 

��� 官 !碌激励 ∀ 学堂采取/ 厚给月廪0 / 优予登 

进0的办法相奖劝 ∀ 学生凡学成/ 船主0及能按图监 

造轮船者 � / 准授水师官职0 �/ 如系文职文生入局学 

习者 � 仍准保举文职官阶 � 用之水营0 ∀ 

王先谦创办的工艺学堂同样制定了对学生严格 

的管理制度 � / 不率教者 �随时剔退 �以免败群0 ∀ 对 

于/ 资性灵敏 !学业勤奋者 � 由学堂供饭 ∀其业有成 � 

愿留学堂制造者 � 酌给工资 � 以资鼓励0 ≈������ ∀ 

毫无疑问 � 湖湘实业教育管理制度中所体现的 

社会价值 !人伦和谐的价值理想对中国近代人才管 

理与培养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这种价值取向也存在 

着负面效应 �它往往导致组织中个体独立性和创造 

性的缺失 � 培养的仍是/ 工具型0的人 ∀ 湖湘实业学 

堂采用/ 抚育方式0培养学生 �使学生奴性多于创造 

性 ∀因为这种实业教育传承儒家的/ 立人0之道偏重 

于个体对社会 !对组织的认同和服从 � 明显忽视了个 

人权利 �从而导致组织中个体独立性和创造性受到 

限制 ∀而且 � 社会价值所维护的群体生活秩序 � 实际 

上包含着尊卑等级秩序在内 ∀ 如船政学堂将学生 

/ 束之规矩之中 �俾知遵亲之义0 �如此管束下的学 

生 � 自然是缺少活力与独创性 ∀ ���� 年参观过船政 

学堂的一位英国人 �曾经把他所见到的船政学堂的 

学生与西方教育下的学生进行比较 � / 从智力来说 � 

他们与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 �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 

远不如后者 � 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 � 一点精神或雄 

心也没有 � 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 � 这自然是由 

抚育的方式造成的 ∀ 下完课 �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 

呆 � 或是做他们的功课 �从来不运动 �而且不懂得娱 

乐 ∀ 0 ≈� 这位英国人所讲的/ 抚育方式0 � 显然指的是 

封建的对人才的管理与教育方式 ∀也正是因为中国 

传统文化中过于强调社会本位价值观 �忽视个人权 

利 � 扼杀个人创造性 � 致使漫长的封建统治阻碍了中 

国社会 !经济的发展 � 也制约了中国的教育管理思想 

的现代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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