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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陈

论近代初期我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设置

作为一门向后代进行教育的内容——历史课程在中国起源很早。魏晋南北朝以前 ,历史课程

并不是单独设置 ,而是和文学、经学联系在一起 ,即所谓
“
文史不分

”
、
“
六经皆史

”
。魏晋以后 ,历史

才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中,历 史课程占有相当的份量。

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当权者 ,亦特别重视历史课程c明朝规定.国 史学必设
“
史学

”
课程。清代书

院也规定学生需学
“
史学

”
,作 日记 ,由 学长评阋指点。然而 ,历史作为学校的一门课程 ,从严格意

义上讲 ,是从近代实行新的教育制度开始的。具体说来 ,我国近代普通中学历史课程的研究首先

涉及的就是洋务学堂和维新学堂的历史课程设置。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近代洋务学堂的历史课程

19世纪 60至 90年代 ,是洋务派活动时期。这 30年 间 ,伴随中国社会极其深刻的变化 ,中 国

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他们看到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 ,也认识到某些新思想、新文化是可取

的。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 ,为加强封建政权 ,应付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力 图调整步伐 ,在维护

封建统治的前提下 ,本着
“
变器不变道

”
的原则 ,在

“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
的思想指导下提倡

“
西

学
”
。他们认为 ,“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

”,所 以应该
“
取彼之长 ,益我之短 ,择善而从峋。因此 ,“精

熟西文
”
,学 习西方人所擅长的

“
测算之学 ,格致之理 ,制 器尚象之法

”
,通 晓

“一切轮船 ,火器等巧

技⒆ ,也就是说 ,企 图改变传统教育专事经文的陈旧内容 ,增强自然科学知识。他们欣赏西方资

本主义的教育制度 ,认 为
“
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 ,条理精严 ,迥非中土所及岣。加

之,1860年 英法联军侵华以后 ,中 国面临
“
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
,洋务派痛感外交、军事、生产技

术人才缺乏 ,为 了所谓
“
自强

”
、
“
求富

”.就必须仿照西方资本主义教育 ,兴办新式学堂以培养人

才 ,以 解决外交、军事、生产技术人员缺乏问题。李鸿章曾说 ,要想使中国
“
自强

”
、
“
求富

”
,“肄习西

学 ,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
”
、
“
当务之急

”。。由此可见 ,洋务派把育人才作为创办新式学堂

的目的和任务。

基于以上要求 ,洋务派便仿效西方 ,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 ,相继开办了外语、水师、武备、电

报、医学等新式学堂。洋务新式学堂的创办是中国新教育的萌芽 ,开中国近代新教育之风 ,是资本

主义教育制度在中国实施的先声 ,为 中国以后的新学制奠定了基础 ,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半殖

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 ,因 而具有重要影响和历史意义。

洋务学堂的历史课程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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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 ,外国语文学堂 ,以 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猢北自强学宣方∴录 :

京师同文馆是于 1862年 ,由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创办 ,它是我国最早芝一π羊各学室 :

京师同文馆不仅仅是一所外国语学校 ,同 时也是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官办学技‘美嚣恃玫士丁篷

良从 1869年继任总教习后 ,建立了新的课程 ,拟了两份课程表 ,其中一份
“
由洋文雨王渚人

ˉ
药

“
八年制课程表

”
,规定第三年

“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 ,翻译选编。竭由此可见,同 文馆开始设

置了地理、历史课程。值得注意的是 ,同文馆的地理、历史课程是
“
专习世界史地

”0。 “
自各国换约

以来 ,洋人往来中国 ,于各省一切情形 日臻熟悉 ,而外国情形 ,中国未能月知 ,于办理交涉事件 ,终

虞隔膜
’’O,足见外国史地课程的设置是清政府外交的需要。因为同文馆学生中的一些人在当时

的外交活动中,常常充当译员 ,参与外事活动。后来 ,肄业于同文馆的学生担任外交使节 ,肩 负着

外交重任。例如 ,同 治五年(1866年 )总理衙门斌椿前往各国考察 ,就有同文馆学生凤义、德明、彦

慧三人为译员。再如 ,同 治八年(1869年〉以美国公使蒲安臣为首组成的出使欧美使团 ,访问欧美

各国 ,就有同文馆学生六名充当译员。这些充当译员或随团出使的同文馆学生通过外国史课程的

学习,对增长其阅历 ,了解外国的实情 ,确有益处。所以,同文馆外国史课程的设置为中国培养并

训练外交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 ,也为中国人民放眼观察世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开了一个良好的

端倪。

同文馆的外国历史课程由外籍教习用外语授课。同文馆条规规定 :“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

要 ,洋文、洋语已通 ,方可兼习别艺
”
。
“
学习洋文、洋语限以一年为期

”°,学生在学好洋文、洋语的

基础上 ,再任意挑选一门课程。外国史课程内容在
“
读各国史略

”
的基础上 ,由 教习

“
随习体察 ,酌

量变通吨。外籍教习用外语讲授历史 ,这在历史课程史上 ,还是第一次。

同文馆的课程标准还规定 ,历史课程的学习需与翻译西方书籍紧密结合起来。按规定 ,从第

三年开始 ,练 习译书是外国史课的必修科目,学生译书有成就的 .均有奖励c当 时 ,俄文馆学生译

有 《俄 国史略》(History of Russia),杨 枢、长秀译有《各 国史略冫(Outlines of the访 orld′ s

History)cΦ 。学生在翻译外国史的过程中,不但增长了历史知识 .熟悉了各国情形 ,而且提高了外

语能力。这种外语课程与历史课程紧密结合的课程模式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先进的 ,值得借鉴。

总之 ,同文馆是继教会学校后中国官办洋务学堂第一次设置外国史课程°,对 以后废书院、

兴学堂 ,建立和实施
“
癸卯学制

”
的历史课程具有重大影响。

上海广方言馆于 1863年在上海成立 ,它是一所仿同文馆之例由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设立的

外国语言文字学馆 ,其性质是为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部门培养承办洋务人才的翻译馆。有了

这些人才 ,“ 关税军需 ,可期核实 ,而无赖通事亦敛迹矣。
”3广方言馆所学课程以外国语为主,兼

学经学、史学、算学、词章四门·除外国语由英国教习用外语授课外 ,其余四门课程由中国教习承

担。中国教习是从品学兼优的内地贡生员中选拔的。

《计呈酌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规 定 :“ 诸生有志读史 ,务宜心精力果 ,罔有作辍 ,一 日之中,限

以定程 ,细心玩读二十页 .约计三年 .即 可卒业
”3。 这就是说 ,历 史课程的学习要循序渐进 ,切勿

中途而废。中国史先读《通鉴丿、再读《通鉴外纪》、《续通鉴》及《明鉴》、《明纪》;再听教习讲解《读史

论略》,做到
“
熟读无忘

”
、
“
全史在期

`“

得其要领阀 ;最后再听教习续讲《读史方舆纪要形势论

略》一卷及选刻《列史纪传冫,并 以王船山《读通鉴》三十卷为参考。这样安排历史课程非
“
侈言淹

博
”
,而是要学生

“
事事体认 .取 法于古 ,以 增长其识力№。这是当时广方言馆学习中国史的目的。

到广方言馆末期 ,在 设置中国史课的基础上 ,又增设外国史课。曾于 1899年入馆学习六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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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先生在《我的学生时代》中写道 ,我们那时上课 ,“ 四天读英文 ,三天读国文
”

,“在四天读英

文的时间,并不完全读英文 ,而是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外国历史等都属于英文吣 :由此可见 ,

外国历史课用英文讲习,这和同文馆相同。

湖北自强学堂由张之洞创立于 1893年 ,它也是⊥所外国语专门学堂 ,没有单独设置历史课

程,这和同文馆、广方言馆不同。但是 ,所开方言 (即各国语言文字 ,初开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

门,后增日文一门)课程的目的
“
并非欲诸生徒供翻译之用

”
,而在于

“
培植志士 ,察他国之政 ,通殊

方之学 ,其期共济时艰啕。因此 ,方言课程中涉及大量中外历史知识。例如,1899年 冬天 ,自 强学

堂总考 ,除五堂汉文各二题外 ,各堂西语题中,法文堂出法文九题 ,其 中文法二题 ,第一题默写
“
欧

洲史略各一段
”
,第二题为翻译 ,如

“
译大彼得传略

”
,“译合众国自主一章

”
,“译一千七百九十二年

战纪
”
等。德文堂出德文九题 ,其中文法四题

`翻
译五题 ,如

“
译普鲁士自主战争纪一则

”
等。东文

堂出日文十六题 ,其中文法五题 ,翻译九题 ,如
“
译支那史禹治水一章

”
,“译苏秦事迹一则

”
,“译孟

尝君事略
”

,“译日本古书二节
”
,等等⑧。这样 ,自 强学堂的学生既能精晓洋文、多读西书、会通博

采,又能
“
习事于史 ,详考其治 乱得失哂 ,可谓一举两得 ,值得我们今天编写外语课程内容时参

考。

第二类 ,洋务军事学堂 ,无论是水师学堂还是武备学堂 ,几乎都兼习历史课程。

江南水师学堂规定 ,驾驶、管轮两科的学生都要由六位汉文教习分时讲授《春秋左传》(《 战国

策》、《孙子兵法》、《读史兵略》诸书。广东水陆师学堂水师、陆师两个专业的学生 ,“ 每日清晨先读

四书五经数刻 ,以 端其本 ;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 令讲习史书 ,试 以策论 ,俾其通知中国史事兵

事洄。可见 ,《 四书》、《五经》和史书已成为水陆师学堂学生的必修课程。此外 ,湖 北武各学堂还设

置
“
各国战史

”
课 ,以学习近代军事知识。山西武备学堂所设课程中,涉及历史的计有

“
史学

”
、
“
古

代英豪事迹∵、
“
忠孝节义及清朝历年中外交涉战争之事

”三门课①。军事学堂历史课程的设置能

使学生
“
知己知彼

”
,因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类 ,洋务科技学堂 (如 医学、电报、铁路、矿务等)中 也有部分学堂设置历史课程。例如 ,鲁

迅先生青年时代就读的南京矿务学堂设有外文、汉文、格致、地学、金石学、算学、历史、体操等 ,鲁

迅先生对这些功课和书籍感到
“
非常新鲜

”g。

综上所述 ,按资本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洋务学堂几乎都要兼习历史课程。各类学堂的历史课

程互不相连、互不统属 ,没有形成统一的、完整的学校历史课程系统 ,所有学堂的历史课程都是半

新半旧的过渡形式 ,只 能看作近代普通中学历史课程的萌芽 ,这是其一。其二 ,设置历史课程的指

导思想是
“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
,因 而历史课程分为中国史、外国史两门,中 国史大都涉及

“
中学

”

中的《四书》、《五经》,伦理道德 ,学生通过阅读中国史鉴 ,既能
“
端其识趣

”
,又 能

“
识我中国历代之

治乱 ,九洲之风土’’a。 外国史课是
“
西学

”
的具体体现 ,通过

“
诵览外国史书

”
,使学生广其见闻,看

到另一个陌生的世界 ,导致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 ,有利于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

西方政治军事技术及近代工业知识。其三 ,由 于洋务学堂名为中西兼习,实 为有西文而无西学 ,着

重西方语言文字的传授 ,仅把历史课程附设于语言学堂和其他学堂之中,出 现有些学堂未设历史

课程却涉及中外历史的现象 ,说 明历史课程在洋务学堂课程中未取得独立地位。

二、近代维新学堂的历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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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即 维新变法运动。

在这次进步的政治运动中,办学堂就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缝新运亥纩重要手爰 :据绽

计 ,从 1895年到 1898年 ,三年内维新派在全国设立学堂 19所②。比较著名的有 :索有为于 】891

年—— 1895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的
“
万木草堂

”。梁启超、谭嗣同等于 1897年—— 18gs年在长沙

主办的
“
时务学堂

”
,严复于 1894年在北京创办的

“
通艺学堂

”
,盛宣怀于 1895年在天津d办的中

西学堂、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 ,陈芝昌等在广州创办的
“
时敏学堂

”
等等。

上述学堂中 ,都设置了历史课程。例如 ,万木草堂的办学宗旨在于激励气节 .发扬精神 .广求

智慧 ,以培养维新变法人才。所设课程分为四大学科 :文字之学、经世之学、考据学和义理之学 .每

学科下各设二至五门课程 ,其中和历史有关的有四门,即 经世之学下设的
“
万国政治沿革得失

`∵中国政治沿革得失
`考

据学下设的
“
万国史学

”
、
“
中国经学史学

”
,占 全部二十二门课程中的四

分之一弱③。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在于使学生成为具有维新变法的坚强意志 ,又通晓中外古今的

广博知识和治理国家的专门丿、才。所学课程分为两种 ,一为溥通学 ,学生人人皆当通习,下设四

门,即 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 ;二为专门学 ,下设三门,即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 c

学生入学第一年 ,前六个月只学包含中外史志在内的溥通学 ,后六个月溥通学与专门学并习⑧。

历史课程以本国史为基础 .兼习西洋史 ,以求
“
经世致用

”
,这便是梁启超所说

“
必博观历朝掌故沿

革得失 ,证以泰西希Ⅱ昔罗马古史以为之纬 ;以 求古人治天下之法 ;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 ,知其

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 .证 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 ,以 求治今日之

天下所当有事
”峦。这对于官发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意志有一定作用 ,并为维新变法创造了有利

条件。此外 ,天津中西学堂中的头等学堂第一年所开七门课程中也有
“
各国史鉴

”
课。Θ

这一时期 ,维新学堂的历史课程具有如下特点 :

第一 Q历 史同国文、算学、舆地、体育等课并列为一门独立的课程 ,列 入普通教育 ,并规定为必

修课 ,为确立近代中国新学制下的历史课程奠定了基础。

第二 ,历史课程贯穿着以史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显得格外浓烈。这一

思想具体表现在历史课程内容持别强调政治史 ,尤其是各国维新变法史。如长沙时务学堂的中国

史教材主要有《左氏春币k国 语战国策》、《历代职官表》、《全史职官志》、《通考续通考皇朝考职官

门》等 ;夕卜国史教材主要有《万国史记》、《日本国志》、《泰西新史揽要》、《西国政学事物源流》、《希

腊志略》、《罗马志略
'、

《欧洲史略》等Θ。这些历史教材分为专精之书 (精读)和 涉猎之书(泛 读 ),

前者必须终卷 ,按 日分课 ,不许躐等 ;后者可随意翻阅。

第三 ,继 洋务学堂之后 ,在重视中国史课的同时 ,尤其重视外国史课的设置。如上海南洋公学

除国学史地外 ,还增设
“
世界史地

”
课Q,北京通艺学堂设置断代史——“

泰西近史呻。外国史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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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介绍 ,目 的是了解国际情况 ,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这样 ,打开了长期闭塞的

状态 ,使学生对世界局势的状况 ,列 强瓜分我国的危险有所了解 ,唤起他们起来改革 ,起来救亡。

例如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史学时 ,讲的是
“
中外之故 ,救 中国之法

’’O,每论一事 ,“ 必上下古

今 ,以 究其沿革得失 ,并 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 ,历史课程已成为维新变

法图强的重要的思想武器 ,历史课程的教育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第四 ,历史课程与国文课程紧密结合。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写出许多针贬时弊的史学论

文。如长沙时务学堂学生黄颂銮的《读〈后汉书 ·党锢传〉书后》,《 读〈史记 ·游侠传〉书后》,蔡锷

的《秦始皇功罪论》,张伯良的《问美欲认古巴为独立之国有合于公法否》、《〈泰西新史揽要〉书后》

等 ,这些史学论文均在《湘报》上发表 ,有 力地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 ,增强了中国人民的爱

国主义思想。

概而言之 ,社 会发展有其连续性 ,历史进程是交错发展的 ,前期 尚未结束 ,后期 已在孕育之

中 ;后期已经形成 ,前期尚有尾声。所以 ,每一个时期 9都含有前一时期的余波与后一时期的萌孽。

因此 ,在课程理论中 ,往往呈现出相互交架、互相渗透的痕迹。笔者期望 ,对 中国近代洋务学堂和

维新学堂历史课程设置的研究能为当今九年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改革提

供一面镜子和一把钥匙。

注释 :

①《复刘仲良中丞》,见《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十五)。

②《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见《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三 )。

③《复郭筠仙星使》,见《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
·
》(十 七)。

④《筹议海防折》、《肄习西学请奖折》,见《李文忠公全集 ·奏议》(二十四)、 (五十三)。

⑤⑥⑦朱有谳《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3年版,第 71页 ,第 zO3页 ,第 43页 。

⑧⑨⑩⑩⑦⑩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 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版,第 35页 ,第 31页 ,

第狃页,第 58页 ,第 65页 ,第 35页 。

①中国近代最早的学校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学校,教 会学校的历史课程一改中国只学本国历史

课程的弊端,增开一门外国历史课程。这种历史课程结构被中国官办洋务学堂所借鉴,形成有异于教会学校的新

的历史课程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 会学校的历史课程是中国新式学堂历史课程的胚胎。

②⑧同⑤第 215页 ,第 221页 至 222页 。

⑦⊙同⑤第 221页至 222页 ,第 ⒛2页 。

⑩⑩⑩④②同⑤第 319页 ,第 326页 ,第 516页 ,第 547页至550页 ,第 496页 。

②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大连出版社 1990年版,第 62页至 63页 。

⑦《康有为全集》(D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 353页 。

⑤⑩《洋务运动》(中 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中 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出版,第 290页 。

⑦②朱有埔《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 东师大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38页 ,第 298页 。

⑩⑩①②⑩同⑦第29页 ,第 吐93页 ,第 300页至第306页 ,第 527页 ,第 715页 。

⑦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 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69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