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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川留日速成师范教育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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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廷实行改书院#兴学堂的新政后$督抚士绅将选派留日师范生作为弭祸#兴国#造民#立教的重要手段

来提倡$+学务纲要,更是极力倡导各省速派人员到东洋学习师范$四川留日师范教育因此得以发展起来$且规模较

大#人数较多"四川留日师范学生大多在日本接受的是为期半年或一年的速成教育$不仅新学知识参差不齐$而且

与传统文化存在疏离和冲突$部分人回国前后加入了同盟会并积极为四川引进民主革命思想与日本教育资源$大

多数人回国后从事基层教育工作$部分优秀者还出任省县视学#地方军政官员等职$给四川教育转型#思想学术变

迁#社会政治变革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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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留日速成师范对清末教育及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早在
@+)"

年#舒新城就注意到$日本速成

师范与中国师范教育%之关系问题#并拟专章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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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未能付诸实践&此后#学界对清末留学日本运

动的研究持续不断#并公认清末师范教育深受日本的刺激与影响#甚至有$清末的师范教育是在日本教习手

中成长起来的%#是$日本模式的师范教育%的说法!

&不过#既有研究多属宏观或整体的讨论#而微观研究仅

限于张之洞)袁世凯任总督的两湖)三江及直隶等省份"

#曾被赞誉为$四川教育界一大胜利#一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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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川留日速成师范教育却少见论述#

&鉴此#笔者拟利用所见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考察清末四川留日

师范的兴起背景)发展概况)教学内容)回国任用及其影响#旨在说明地方官绅在清末教育转型中的作用以及

留日师范教育给清末民初四川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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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绅认识"提倡与留日速成师范的兴衰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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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但因风气未开而收效甚微&甲午惨败后#中国朝野上下要求变法维

新)救亡图存者日多#凡论及新政者又莫不以游学与师法日本为要径&光绪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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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指出(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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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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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诏令实行新政#继而谕令各省改书院)兴学堂#各地新政及新学人才严重缺乏&张之

洞)刘坤一于是提出奖励游学日本等七项兴学育才建议#$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无

许多之师#是则惟有赴外国游学一法66此时宜令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且以赴日留学最为理想#以师范

专业为最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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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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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等人订定的.学务纲要/#更是极力倡导各省速

派人员到东洋考察学务和速成师范#$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

@)@



学速成科师范若干人#学完全科师范若干人%#$各直省亟宜于官绅中推择品学兼优)性情纯挚而平日又能留

心教育者#陆续资派出洋66考察外国各学堂规模制度及一切管理教授之法#详加询访体验#目睹外国教习

如何教)生徒如何习)管理学堂官员如何办理#回国后分别派入学务处暨各学堂办事#方能有实效而无糜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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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之洞等人的极力鼓动和政府的奖励督促下#清末负笈东洋速成师范与考察教育者络绎不绝&

据学者统计#光绪二十九年三月至光绪三十年九月#毕业于日本各类师范学校者占留日毕业生总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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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光绪三十三年大致保持这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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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根源#在于$将要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中缺

乏合格的教师#从国外延请教师花费太大,此外#即使花费大量钱财#也难于得到好的外国教师,因此#较快的

办法就是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特别是鼓励到日本去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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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改书院)设学堂诏令颁行后#四川各地陆续创办新式学堂或改书院为学堂#选派留日速成师范生以

解决新学师资缺乏问题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四川总督奎俊接受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

辰三建议#仿湖北办法选派省城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中西学堂
))

名学子赴日留学*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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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进入日本宏文学

院师范科的有陈崇功#陈崇功系四川官派留日师范之始&

因受奎俊选派留日及湖北官派留日速成师范的影响#四川各属举贡生员等在省城创设游学公会#积极筹

集赀斧就学东瀛#$期于速成师范#为学堂教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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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禀请四川提学吴郁生立案并筹给津贴&鉴于$学堂

兴设之初#一曰无款#一曰无师#二者相衡#师范较难#而通知西学者尤难#蜀地偏僻#乏才更甚%#旧有办学者

$半拘书院旧习#其于学校管理)师范)教育之法#多未谙究%的情况#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吴郁生咨请四川总督

岑春煊($夫开通见识在乎兴学#兴学必先求师范#会通中西在乎游学#游学必先取高材&惟是事久费钜#寒士

既无其力#公家亦艰于用%#建议提拨州县津贴武举闲款为留学经费#选派举贡生员留学日本以速成师范#根

本意图在于$冀以培才之法寓诸兴学#即于兴学之中默图弭祸&十年以后师范众多#不必糜费金钱借才异地#

则广设学堂始有把握#振学士日新之志气#庶可化偏隅隐患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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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郁生因此成为四川认识到留日速成

师范具有兴学)培才)弭祸等重要意义的第一人&

四川总督岑春煊采纳了吴郁生的建议#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考选四川官自费留日学生#荣县黄芝)吴永

锟皆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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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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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春即派出官自费学生
)*

名前往日本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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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进入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

科肄业半年的官费生有成都华阳王章祜)李维祺)双流陈暄
!

人#自费生有成都华阳刘镜)温江张卜冲)新津

刘毓槃)万云松)重庆江津戴夔钟)夔州云阳程理权)泸州合江刘汝兰)嘉定荣县黄芝)吴永锟)犍为周泽等
@*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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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人!约占该年四川留日生总数
D,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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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川第一批官派速成师范生&

光绪二十九年春#四川留日官自费学生
!*

余名联合向正在日本考察学务的方旭等人建议#$每县以官费

派一)二人到日本学速成师范#以便回国创建新式学校#并请各县酌量资助自费留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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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考察学

务归来的方旭#赓即在.上岑制军请四班并进以造师范禀稿!节略"/中指出($偏僻州县风气未开#舍旧图新#

几同鑿空%#$欲兴国#先造民,欲造民#先立教,欲立教#先谋师#此不易之法也%#建议岑春煊用$速成班)预备

班)启蒙班)推广班%等$四班并进之法%大规模培养兴学师资#其中$速成班%即$令州县各择年长而中学通者

一人#派赴日本#习速成师范#八月毕业#回国专为经理学校之员%#$预备班%即$于省城设东文学舍#令州县择

年二十以上)中学稍深者#大县三人)中县二人)小县一人#送社习东文东语或兼习英语一年#再派赴日本习本

科师范#三年毕业回国#以为高等小学校教习之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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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方旭是将师范教育看作兴国)造民)立教的首要

途径#把留日师范教育看作四川兴学之初培养兴学师资的最重要手段来认识的&

锡良继任四川总督后#采纳了方旭选派留日速成师范生的建议#光绪二十九年十月#通令各府厅州县#每

县集资选士一至二人#次年正月在重庆取齐#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以明教授)管理之法*

@D

+

#以造就蒙师与管

理学务人材,十一月#再次通令府厅州县#$各州县慎选年长而明于事理#人品端正#可充学务首事者一人#务

于年内报名#限明年正月底在重庆取齐#另派委员领赴日本学速成科%#并特别强调$此项学生专为管理学校

事务#不重在聪颖异众之天资#而重在为守兼优之人品%

*

@"

+

#四川大规模选派留日速成师范生的政策正式形

成&锡良一面利用省城原中西学堂附设算学馆空废房屋设立东文学堂#考选举贡生监
"*

名肄习东文#以$备

游学而广师范%

*

@,

+

,一面奏派周凤翔为监督#同时咨请驻日公使杨枢转咨日本外相立案并通知宏文校长预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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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四川保送之官自费生将就读速成师范科#专学管理学校之法#八个月卒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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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二月上

旬#.四川官报/第
)

册.劝办学堂说/还对留日速成师范政策进行白话宣传#劝导和动员科举儒生或塾师赴日

速成师范以投身新式教育&三月#正式考选官自费留日生#五月录选的
@D#

名合格者出发!实际正取
@DA

人#

其中官费
@!+

人)自费
@+

人#备取
A

人*

@+

+

"#六月到达日本宏文学院&这是四川第二批官派留日速成师范

生#也是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批留日师范生&

锡良这次选派留日速成师范之举#引起省内外官绅士民的广泛关注#并对此后的留日速成师范及相关教

育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推动&

首先#重庆府赓即选派了一批公自费留日速成师范生&光绪三十年四月初旬#重庆知府张铎接受官绅建

议#就重庆府中学堂$择其年齿稍长!

@"G!D

岁")中学尚优)志趣平正)不涉轻躁之士#挑派九人%#送赴日本

宏文学院专习速成师范科#八个月卒业#并就学堂文案)教员中选派监督
@

名#$率同前往#仍一体入宏文学院

专习师范%#$每年选派一次#即选派监督一员%#目的是$堂中教习)文案诸有教育之责者均可陆续前往#俾得

咸迪旧学#时长新知#师友互为观摩#邪诐无由熒惑%,锡良赞其$先得我心%#原来锡良初意各属岁筹专款多派

生徒#$但虑瘠区绌力#故以一人开先而心固未慊%

*

)*

+

&重庆府中学堂选派的第一名监督是学堂文案)华阳优

廩生孔庆余!字保之"#首批公费生是李时存)何禹皋)许琼林)李成志)邓春秾)刘纯熙)李丕成)戴亮吉)李成

章九名#另有$自费八九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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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各地官自费游日师范生络绎不绝#各地游日预备学堂纷纷筹设&光绪三十年九月#会理州康受嘉)

马彝德)太泽宇三人$先后游学东洋#速成师范%

*

)!

+

,至光绪三十年底止#四川先后在日本宏文学院学习师范

的留学生计
@+A

名*

@)

+

,光绪三十一年初#华阳林思进)蒲伯英!殿俊")杨沧白!庶堪"东游日本考察教育*

)#

+

@

#

林思进则进入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一年多*

)D

+

@#,

&随留日教育快速发展#省城东文学堂已难满足需要#光

绪三十一年九月#学务处总理冯煦咨请在通省师范学堂附近择地设立游学预备科#次年三月锡良奏请以省城

贡院西偏房舍改设游学预备学堂#将东文学堂学生移入#并酌添新班*

)"G),

+

,在此前后#重庆东文速成学堂)广

安东文师范学堂相继成立*

)A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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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锡良官派学生中有一名女子官费留日生#即成都府王诗!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到达日本)九月进入日

本实践女校工艺科*

!*

+

"#四川女子留日由此兴起&四川留日生除呼吁女子留学或游历是$吾蜀女子亟不可缓

之图%

*

!*

+外#还建议$州官遣派数名学生来日留学#或学一年之速成师范#归而开办女学#以开风气于先,或学

数年之专修高等#归而扩张女学#以谋进步于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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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者谢长法考证#除王诗外#日本实践女校本科的自

费生邱兆东)日本女子美术学校编物科的官费生吴巽华)日本女子美术学校造花科的自费生魏向环)日本大

成女学校师范科的自费生王余景蓉四人#皆是四川留日女学生*

!@

+

&另据报道#清末四川荣昌余孝廉的夫人

张氏曾$随夫赴东#考究女学%

*

!!

+

,罗燕斌)陈宝琼留日回川后受聘为四川女学堂管教员&由此合计#清末四

川官自费留日女学生应不少于
A

人&

第四#四川还官费选派了一批留日实业师范生&按癸卯学制规定#四川筹划于省城府试院开办农工学

舍#为培养亟需的实业教员#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冯煦详请锡良酌量变通实业教员讲习所入学资序章规定#酌

选学生
)#

名到日本学习实业教育*

!#

+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锡良饬令学务处挑选省城高等学堂)成都府师范

学堂)华阳小学堂学生共
)@

名#另由周凤翔就留东自费生中挑选
A

名#分学日本高等师范
#

名)铁道
#

名#其

余以
,

名学农业)

@#

名学工业#嗣后又在日本挑选铁道学生
@!

名#一律给予官费,后因日本高等工业速成科

不收别国学生#学工业的学生遂分派
"

名认习商业*

!D

+

&三月十四日#高等学堂选派的冉献璞)江树)张荫棠

等
@@

名学生辞别四川总督东赴日本*

!"

+

,三月二十一日#成都府师范学堂挑选的周国辅)周烈等人亦辞别四

川总督东赴日本*

!,

+

&

第五#管学大臣)山西留日生建议仿四川等省办法选派官自费留日速成师范生&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

管学大臣奏称($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用意甚善#着各省一律办理%

*

!A

+

,光绪三十一

年!

@+*D

"#山西留日师范生盛赞($浙)蜀各省即用地方派生法#均派生数百东游速成#归即在本地方教育&盖

广开民智#普及教育#此最为至美至易之举也%#建议山西仿浙蜀办法派遣留日速成师范生*

!+

+

&

!)@

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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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川留日速成师范教育及其影响



由于日本教育设施无法应付中国留日浪潮#大部分留日学生到后只能作权宜之计的课程安排#$最重要

的后果就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

+

)**G)*@

#更有部分人加入同盟会#进行民主革命宣

传&光绪三十二年六至十二月间#中日双方权衡利弊后出台了限制留日速成师范的系列文件#四川留日师范

迅速走向衰落&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九月十七日#中国留学日本宏文学院
@*D*

人#四川仅
"

人*

#@

+

,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中国留学东京高等师范官费生人数分别为
!@

)

),

)

)@

人#四川仅
@

)

)

)

)

人*

#)

+

D)

&

由此可见#清廷实行改书院)兴学堂的新政后#督抚士绅相继将选派留日速成师范生作为弭祸)兴国)造

民)立教的重要手段来提倡#张之洞等人主持拟订的.学务纲要/更是极力倡导各省速派人员到东洋学习师

范#正是在这种政治与教育变革背景下#清末四川官派留日速成师范政策得以形成#并迅速付诸实践#且派遣

规模较大)人数较多#截至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止四川留日宏文速成师范生已达
))A

名*

#!

+

#D*G#,@

&可以说#清末

留日速成师范政策的形成#是与教育界的认识)官绅的提倡以及教育变革与社会近代化的需求密切相关#它

归根结底是一项由国家民族危机引发的救亡图存的新政举措&

二
!

课程设置与留日速成师范的教育

根据规定#日本宏文学院$肄业之年限#凡普通者定为三年%#$此外#又有速成师范科)速成理化科)速成

音乐科等#其年限均系随时酌定%#学制有一年半)八个月甚至六个月的*

##

+

"*

&四川选送的留日速成师范生#

虽拥有官职)教职及举人)贡生等头衔#中学基础较好#但却较少涉猎物理)化学)博物等普通科学#他们需到

日本补习的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缺乏的理化)博物)外语及教育学科知识&光绪三十年六月#日本宏文学院专

门成立$四川速成师范科%

*

##

+

#,

#经周翔与嘉纳治五郎商订#编班为甲乙丙三班#$一文科#一理化#一博物%#课

程$最要者若十八门%

*

#D

+

@

#学制一年四学期,除通学师范应学各科外#每班$各重一门#甲班理化#乙班博物#

丙班法制经济#以为归国分任教科%

*

#"

+

&兹将其功课列如表
@

&

表
@'

游学日本速成师范生功课表

课
!

程 算术 代数 几何 三角 物理 化学 心理 教育
法制

经济

学校

管理法
教授法

教科书

编纂法
地理 历史 图画 日文 体操 总计

甲

班

第一学期
" ) # # # " # !*

第二学期
) # # ) # ) ) ) ) ! # !@

第三学期
! ! ) # ) ) ) # ) ! ! !*

第四学期
) ) ) A A ) @ ! ! !@

总
!

计
+" @*A @*A #A @## @)* #A @## #A )# #A @) #A ,) #A @A* @"A @#"#

课
!

程 算术 代数 心理 教育 地理 历史 理化
教授

法

法制

经济

学校

管理法
博物

教科书

编纂法
日文 体操 总计

乙

班

第一学期
) ) # # # # " # !*

第二学期
# # ) # ) " ! # !@

第三学期
) ) ) ) # ) A ! ! !*

第四学期
) # # ) @) @ ! ! !@

总计
+" ,) #A @## +" #A ,) #A )# #A !"* @) @A* @"A @#"#

课
!

程
学校

制度
伦理 教育 心理

管理

法

教授

法

万国

地理
理化

万国

历史

教科书

编纂法
算术

教育及

地方行

政大意

经济

大意

法学

通论

教育

史
日文 体操 总计

丙

班

第一学期
) # ) ) ) ) # ) " # !*

第二学期
) ) # ) ) ) # ) ) ) ! # !@

第三学期
# ) # ) ! " ! ! ! !*

第四学期
# " ) # ) @ ! @ ! ! )+

总计
,) #A )@" #A )# #A +" #A A# @) ,) @!) #A ,) #A @A*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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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原表所列丙班第四学期每周学时总数
!*

和一年四期学时总数
@"#*

均有误#本表已按实际合计数分别改正&

参见.游学日本速成师范生功课表/#.四川学报/

@+*"

年第
,

册#表第
)

页&

从表
@

可以看出#四川留日速成师范各班#学制一年四学期#学科
@,

门#总授课时数甲乙两班各
@#"#

小

时)丙班
@##*

小时&

四川留日师范生在日本宏文学院的受教育情况#笔者所见的编译讲义可供管中窥豹&!

@

"光绪三十一年

.四川学报/曾刊载王章祜)刘震等人辑录整理的日本宏文学院师范讲义四种&它们分别是第
@

册刊载王章

祜辑录.学校编制法/讲义#第
)G!

册连载日本谷延治原讲授)王章祜阐述)文澄笔记的.伦理学/讲义#第
)

G!

册连载日本棚桥源太郎口授)王章祜辑录.理科讲话/#第
@!G@"

册连载日本安田清忠编辑)刘震译述)

龚道耕删润的.小学校管理法/&其中#.学校编制法/$以中国现行章程参合日本学制%编成#共分两节#第一

节为小学校之本旨#认为小学校本旨有四(一为身体养育#二为道德教育#三为国民教育#四为知识及技能教

育,第二节为小学校之种类#分别解释官立)公立)私立学校之旨意&谷延治原的.伦理学/完全不同于中国传

统的封建伦理学#$伦理学者#行为之学也#从前中国之讲伦理学则谓人对人所必由之理即为伦理%#$伦理学

为精神上之科学%&棚桥源太郎口授的$理科%#指的是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学科&!

)

"光绪三十二年日本

东京木活板所榎本邦信印刷发行)四川留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生编译的授课讲义.师范讲义/

@,

编
@!

册#最

能完整反映川籍学生在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的受教育情况&可惜#这套书已难觅得#四川大学图书馆仅收藏

.师范讲义/第一部.教育学/.教育史/两编&.教育学/系日本本庄太乙郎的讲义#共
@A#

页#分上)中)下三

篇#主要对教育的综合性问题)方式问题)方法问题作了阐述,该讲义将知识分为$自然知识%和$心的知识%#

自然知识包括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地质诸学科#心的知识包括哲学)伦理)教育)论理)史

学)言语)法学)经济)行政诸学科,本庄太乙郎认为#学习教育学#须先有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进化论四科

作为预备#$教育者#所以扶持人类之道义#增进国家之文明&故必先以四科为主要#而后施教者有其本领#受

教者易于感化%&.教育史/系日本增户鹤吉的讲义#共
"#

页#分为$概论%)$古代东洋教育史之概要%)$西洋

教育史%三部分#对中西方教育历史)特点及其得失作了概述&增户鹤吉认为($教育史者#专记教育之已事

也&其范围似隘#然而人心思想#与社会政治之发达#皆以教育为原动力&故一代之文明进化#必以一国之教

育为起点&一国之教育进化#必以一家一人之教育为起点&则至重至大者#莫教育若&中国数千年来#皆依

赖官吏以治国#但以养成官吏为目的#其教育居少数,泰西则依赖国民以立国#故以养成国民为目的#其教育

重普及&通塞殊#而强弱亦因以异&则欲矫中国之弊#要在博观精择#舍短取长&%$凡身任教育#必深悉东西

教育史#而后能舍短取长以改良自国#如日本维新以前取法中国教育#维新以后兼采欧美教育#吸精取华#以

致今日之盛&中国既有本来教育#倘一搀以西法#进步必更速于日本&%

*

#,

+正如论者所言($这些来自一百年

前的声音#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在今天看来亦不无启发意义&%

*

#A

+

!

!

"宣统元年四川留日速成师范归国

生还编写了.地理总论/).外国地理/).行政法大意/).算术/).法学通论/).西洋史/).教育学/).教育史/)

.伦理学/等科讲义*

#+

+

@*D

&上述编译讲义大致能反映四川留日速成师范生受到的学科教育与学术熏陶&

除了规定课程外#川籍留日师范生还主动吸取与家乡发展关系密切的新知识新技术#以便日后为家乡建

设服务&据资州籍留日速成师范官费生张荫堂报告($仁寿之辜大渤)李邦凡#资阳之杨学渊#井研之周坦#内

江之熊会昌等均能积极向学&至实业科如制糖)造纸颇多兼习#将来学成归里#于资属向产糖)纸#必能力图

进步云&%

*

D*

+他们还积极学习体育技术)参加体育比赛&光绪三十年冬#涪州邹鸿定在宏文学院全院
,**

余

人的运动会上三获优等#嘉纳治五郎亲奖宝星一枚#$足为乡里增色%

*

D@

+

,成都华阳萧执中对游戏体操独有心

得#曾在四川省城各学堂运动会上倡行游戏操#为中外人士赞赏#冯煦特许其将来担任$中央师范学堂体操教

习兼游戏体操%

*

D)

+

&

不过#留日师范生出国前既缺乏必要的语言与普通科学训练#留学时间多为一年甚至不足一年#故多数

人只能囫囵吞枣地接受并不精深的新学知识#即便是卒业师范生的学业程度亦十分有限#甚至有部分自费师

范生#$中学并无根柢#游学并未入校#或虽入校而受课不全#或暂上堂而研究未至%#未获$卒业凭照%或仅获

修业凭照而$挖补修业字迹%

*

D!GD#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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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回国任用与留日速成师范教育的影响

关于留日速成师范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外学者论述较多&一种观点认为#留日速成师范教育存在许

多问题#许多人受康梁立宪派和孙中山革命派影响而成为共和主义的鼓吹者#大多数归国学生受读书做官思

想影响而不愿从事教育职业*

DD

+

,另一种观点认为#留日速成师范教育#对中国的改革)新文化的发展是有功

劳的*

##

+

"@G"#

#尤其对中国基层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D"

+

D!GD#

#*

D,

+

@*!

#*

DA

+

!@!G!@#

&就四川情况而言#由于$赀派师范

东游#原为各属办学管理无人%#$且日本宏文学院附设之速成师范班#既非高等师范学校可比#学期只有一

年%#援照游学外洋寻常师范毕业之例#$令该举人等于各本籍高等小学堂或充校长或充教员#并将师范传习

所酌为整理%#$或分别派入师范学堂及传习所以资襄助#此正办也%

*

D+

+

&尽管东游速成师范生卒业时并未获

得资照#且因照搬外国办法而致僻陋地方$指学堂为教堂者#有目体操为洋拳者#因而打毁学堂之案层见叠

出%

*

"*

+

#锡良要求各属慎选慎用&终因办学人员缺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先到师范传习所)师范学堂襄办#然

后到各府厅州县初高等小学堂担任监督或教员#部分优秀者后来还出任省县视学)地方军政官员等职&

首先#参与和襄助师范教育&由于小学需师孔亟#光绪二十九至三十年间#各属应急赶办的师范讲习所#

普遍存在$开办迟早不一#卒业先后不等#而教授管理诸法在优者亦不过特绎刊本#浅尝者尚不知门径#责以

教育之任#本属勉强%

*

"@

+等问题&光绪三十一年夏#四川学务研究所第七次会议决议#从速开办成属三月速

成师范#$即以归来诸君担任教育#以三班所得之学识#集而授之一人之身%

*

#"

+

&九月#锡良令就省垣设所#成

属各州县派员生赴所学习#东游各生亦附从听讲,十月初#讲习所开学#成都府
@"

州县来学者
)+)

人)其他州

县和贵州来学者
)#

人#合计
!@"

人*

")

+

&同时#锡良通令外属各府直隶州#调集东游回籍及新班诸生#择取相

当之地#利用年期终届之际的三个月左右时间#仿成属师范讲习所办法#赓续接办师范传习所&据资料记载#

自光绪三十一年秋至次年春#四川华阳)平武)东乡)南川)什邡)云阳)宜宾)达县)内江)筠连县及叙州府)泸

州)雅州)酉阳州)邛州等处#纷纷利用东游师范生回国之际#或新设)或续办)或展长传习师范期限#大规模集

训学堂师资&不仅如此#留日速成师范回国生还积极参与师范学堂的规划)筹建与管理)教学工作&比如酉

阳知府唐恭石曾$函约回国游学日本之谭)陈诸生#商议于州城设一师范学堂%

*

"!

+

#谭焯首任监督,川东师范

学堂的筹建者)首任监督杨霖及继任者冉献徵)童宪章)刘德萃)杨霖)龚秉权#皆为留日速成师范生&

#该学

堂因此获得建筑合式)规制完整#管理规则整肃)教学成绩甚优之好评&

其次#担任普通学堂职教员)省县视学乃至地方官吏&岑春煊派出的留日速成师范生#光绪三十年春陆

续回川#很快被聘请为初等学堂教习#如省城八旗学堂聘王章祜为教习)新津蒙养学堂聘万云松为教习)成都

公立第六小学堂聘龚煦春为教习&锡良选派的留日速成师范生#光绪三十一年秋相继回国#除年终之际担任

师范传习所教员及襄办师范学堂外#大部分于次年春被任用为高等)初等小学堂监督或教员#如杨秉堃被聘

为定远县高等小学堂教员)陶懋鑫主持云阳县高等小学堂校事等&部分留日速成师范生后来还出任省县视

学)地方官吏&据资料记载#宣统元年#四川设省视学六名#其中川东区张凤翮)川西区何元体)下川南区程昌

祺)川中区周泽)川北区杜明燡#皆是留日速成师范生,清末任省城劝学所总董的彭兰芬#清末民初任县视学

的张凤翮)邓鹤丹)程理权)彭赞尧)邓开璧)闵鸿洲)白世杰)刘镜)陈金镛)杜芬)刘德麟)李春藜)陈宗彦)康

受嘉)曾吉芝)黄泽渊)罗祖泽)陈文彬)周坦)胡存琮)万云松)安永祥)杨秉堃)郭选芳)邱本岑)胡祖虞等
)"

人#清末民初任地方官的王章祜)张澜)李又新)景昌运)陈宗彦)陶明道)胡存琮)杜明燡)陈金镛等#皆是留日

速成师范生&他们或参与地方基层教育的策划与管理#甚至在政权更替之际出任地方长官)省县议员)县团

练等职#对地方教育)政治及社会变迁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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