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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史学的基础 。 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教育史
研究 。 吴明海博士主持的北京市精品教材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枠 即将付梓出版 ， 是
民族教育学学科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的新成绩 ，值得高兴 。

教材的编写是一学科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也是其走向比较成熟的重要标志之
一 。近 ２０年来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学科领域取得了以韩达先生等主编的四卷本 枟中国少
数民族教育史枠 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 ， 为此领域教材的编写奠定了雄厚的学术基础 。
吴明海博士和课题组的同志们全面收集这方面研究成果 ， 分门别类系统整理和研习 ， 对一
些史实 、观点的不同说法还进行比较和考证 。 这在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枠 中都有体
现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枠 是迄今为止该领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
作品 。

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 ，这本教材创新性也是显明的 ， 这主要体现在结构创新 。 现有多
数研究成果是现有少数民族教育的追溯史 ， 很难追溯古代存在而后来消融到其他诸多民族
的少数民族的教育史 。本教程从中华民族起源开始 ， 按照中华民族形成 、 发展的历史流程
来编写 ，这样自古至今的少数民族教育史皆可如粒粒珍珠循序贯穿其间 。 当然 ， 由于资料
及篇幅的限制 ， 各民族的教育史有详有略 。本教程结构创新还体现在共时性的材料组织上 。
该教材受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观点启发 ， 以中央政府民族教育政策为核心和
纽带 ， 然后按照东北 、北方 、 西北 、 西南 、 中东南的宛如新月形的顺序书写地方民族教育
史 。关于中央政府民族教育政策历史的系统梳理工作 ，这在以前也是没有的 。

可以说 ，这本教材按照 “要素主义” 萃取材料 ， 按照 “结构主义” 观点谋篇布局 。 要
素主义和结构主义是当代西方编写教材比较成熟的学术流派 ，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各级
各类学校教育教材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 吴明海博士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先后师从教育
史家夏之莲教授 、吴式颖教授研习外国教育史 ， 对这两个流派有一定研究 ， 就此还发表过
论文 。 这部教程可以说是其理论付诸实践的一次尝试 。

吴明海 １９９９ 年来我校工作 ， 根据工作需要逐步开始学术转向 。 这七年还是比较努力
的 。他积极参加哈经雄校长 、 我本人以及其他专家的课题 ， 自己也逐渐开始独立主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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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程是其根据自己研究专长和教学实际需要而主持的课题 ， 我们是支持的 。 吴明海在北
师大读书期间 ， 根据导师学有专攻 、 兼通中外的学术观点 ， 还私淑教育史学郭齐家教授 、
王炳照教授研习中国教育史 ， 这也是他能够主持本课题的一个原因 。

正如吴明海所说的本教程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 本课题是中央民族大学一群青年教师 、
学生相互切磋 、 共同努力的结果 。 他们有的来自教育学院 ， 有的来自历史系 ， 有的来自民
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有的来自哲学与宗教学系 ， 这很能反映我们这所大学学科组合
的优势和青年人合作共事 、艰苦奋斗 、共同成长的精神 。

古人有句话 ， 叫做 “始生之物 ， 其形必丑” 。 本教程是第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
材 ，又是一群 “初生牛犊不怕虎” 之作 ， 不足之处是有的 ， 无论在材料取舍 、 体例安排上
还是观点上都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 希望编著者们结合科研 、 教学工作逐步改进 ； 也希
望诸位同仁多提宝贵意见 ，帮帮他们 。是为序 。

滕 　星
2006年 7月 29日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教育学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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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是根据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来编写的 。 教材采用历时性和
共时性纵横交错的结构来谋篇布局 。 在纵向的时间布局方面 ， 根据学术界一般公认的把中
国历史划分为古代 、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分期方法 ， 本教材分为三编 ， 即 ： 中国少数民族古
代教育史 （远古至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 、中国少数民族近代教育史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至 １９４９
年中华民国结束） 和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教育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 在横向的空间布局
方面 ， 根据民族学界经济 －文化类型学说和地域文化分类法 ， 本教材在每一编里安排五章 ，
按照东北 、北方 、西北 、 西南和中东南的顺序 ， 分别书写各地域的少数民族阶段教育史 。
当然 ， 民族在时间上既有阶段性又有继承性 ， 在空间上既有地域性也有跨地域的流动和交
流的特性 ，难以截然划分 ，所以 ， 我们在抓住主要问题的脉络和特点来研究的同时 ， 对其
他问题和特点及其表现形式也在文中予以交代 。 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 中
央政府始终是核心与主导 ， 因此 ， 每一编开篇之章都是中央政府民族文教政策 。 这样 ， 每
编 ６章 ，全书共有 １８章 。 总之 ，力图多元性和一体性有机结合 ， 做到既纵横交错又脉络分
明 。

那么 ，为什么要编写这本教材呢 ？
首先是时代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 、 文化 ， 十分重

视少数民族的教育 ，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发展 ， 新时期更是如此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枠
开篇指出 ：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
化 ，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 枟中国共产党章程枠 开篇指出 ：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 代
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 。” 在历史长河中 ， 中国众多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光辉文化的过程中 ， 创造
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智慧 ，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与教育的瑰宝 。 对此 ， 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是极其珍惜的 。

胡锦涛同志最近精辟地指出 ： “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 我国各
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 我国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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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密切交往 、 相互依存 、休戚与共 ， 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 共同推动了国家发
展和社会进步 。” 他说 ： “对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传统 、 语言 、 文化 、 风俗习惯 、 心
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 ，我们要充分尊重和理解 。” 他提倡 ：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 各民族
共同繁荣富强 。” ① 目前 ， 我国正处于伟大的复兴时代 ， 建设小康社会 、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
们的共同奋斗目标 。所以 ，编写本教材是时代的需要 ，又正逢其时 。

第二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 。目前中国教育史教材基本上是主体民族的教育史 。② 为了
给学生完整意义上的教育史 ， 必须编写有关少数民族教育史教材 ， 以弥补现在教育史教学
之不足 ，为学生奠定全面 、 完整的教育史的基础 。 开设少数民族教育史课程是大势所趋 。
中央民族大学 、 内蒙古师范大学 、 西北师范大学以及其他民族地区高校的教育系 （院） 多
开设少数民族教育史课程 ，北京师范大学也开设类似的讲座 ， 相信会有更多的大学开设这
门课 。

第三 ，编写本教材的学术积累已经具备 。 目前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方面的论著 ，
有若干部 。较著名的有韩达等主编的四卷本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枠 ③ ，分别对中国 ５５ 个少
数民族的教育历史进行专题研究 ， 体系庞大 ， 内容浩瀚 ， 材料较为丰富 。 还有 枟中国少数
民族教育史枠 （当代卷） ④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⑤ 、 枟民族教育史枠 （建国以来） ⑥ 、 枟藏族近
现代教育史略枠 ⑦ 、 枟藏族教育枠 ⑧ 、 枟新疆教育史稿枠 ⑨ 、 枟辽金元教育史枠 皕瑏瑠 、 枟东北民族教育
史枠 皕瑏瑡 等少数民族教育断代史和地域史 。顾明远主编的 枟教育大辞典枠 皕瑏瑢 中有丰富的民族教

育史知识 。此外 ， 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枠 以及西部民族地区高校学报 、 枟民族教育研究枠 、
枟教育史研究枠 等学术期刊已经发表数百篇有关少数民族教育史论文 ，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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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 ： 枟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枠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目前中国教育史各种教材中当然也有少数民族教育史内容 ， 如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教育史 ， 宋 、 辽 、 金 、 西夏时

期的辽朝教育 、 金朝教育 、 西夏教育以及元朝教育史 、 清朝教育史 。 本教材认真学习了目前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

写体例 ， 并吸收了上述内容 ， 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充 、 有所创新 ， 力图与目前的中国教育史教材相互补充 ， 相互印证 ， 相

得益彰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枠 ， １ － ３ 卷由韩达主编 ， 第 ４ 卷由冯春林主编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云南教育出版社和广东

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２ 年版 。

耿金声 、 崔斌子著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枠 （当代卷） ， 吉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

夏铸 、哈经雄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朴胜一 、 程方平著 ： 枟民族教育史枠 （建国以来） ， 海南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朱解琳编著 ： 枟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枠 ， 青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

周润年著 ： 枟藏族教育枠 ， 巴蜀书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马文华著 ： 枟新疆教育史稿枠 ， 新疆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程方平著 ： 枟辽金元教育史枠 ， 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陶增骈主编 ： 枟东北民族教育史枠 ， 辽宁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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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也有数篇有关少数民族教育史方面的学位论文

获得通过 。民族史方面研究成果的丰富程度不言而喻 ， 里面的教育史材料很多 。 所有这些
学术成果为编写教材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 随着民族教育研究向深层次发展 ， 随着少数民族
教育史在学校的相继开设 ，少数民族教育史教学和研究队伍也在不断成长壮大 ， 教材编写
队伍数量和质量上有充分保证 。

除了上述理念和结构上的特点外 ，本教材编写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
第一 ，继承性与开拓性 。 作为教科书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枠 是一个尝试 。 中国

少数民族教育史已经有不少学术成果 ， 我们将认真研究 、 继承和采纳 ， 但是许多学术问题
是需要进一步进行开拓性研究的 ，尤其是古代和近代少数民族教育史 。

第二 ，政策性 。创建 、构建和谐社会 ， 是我们时代的主题 。 本教材严格遵守中国共产
党的民族政策 ， 以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观作为指导 ，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 ， 做到科学性和思想性有机结合 ， 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
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做出积极的贡献 。

第三 ，基础性 。基本概念 、基本历史线索 、 主要历史事实交代清楚 ， 主要结论科学合
理 、简洁有力 。

第四 ，实用性 。严格按照教材要求谋篇布局 、 遣词造句 ， 力求做到学术性和可读性并
重 。

有必要指出 ，本教材地域划分是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不得已而为之 。 由于自古及今
中国少数民族很多 ，很难在一本教科书中对每一个少数民族教育史单独研究 ， 只好按照大
致地理方位和大致的文化类型来划分 。 其实 ， 中国自古及今 ， 各地方都有多种民族存在 ，
都有多种文化存在 ，民族迁徙 、 变迁是频繁的 、 跨地域的 ， 一个民族往往在全国很多地方
都有 ， 文化的交流与联系更是密切 。 因此 ， 我们这本教材地域划分只是大致的 ， 相对的 ，
不是截然的 ，绝对的 。在对某些少数民族教育史研究时往往就超出了在该章中的地域界定
范围 ； 某一地区特别是文化交界地带的民族教育 ， 这章也讲那章也讲 ， 当然侧重点是不同
的 。我们在分工研究 、统稿时都注意到这个问题 。 这个问题恰恰说明中国各地方 、 各民族
的文化与教育有密切的复杂的内在联系 ， 研究时分类是需要的 ， 但是分类时搞 “一刀切”
的做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

本书是北京市精品教材建设之一 ， 得到中央民族大学教务处 、 科研处 、 教育学院以及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领导 、 学术前辈 、 青年同事以及
各族学子的支持 ，得到课题组成员及其导师 、 家属 、 朋友的支持 。 在研究过程中 ， 我们参
考 、引用了古今许多学者 、专家大量研究成果 。 本书出版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支
持 。在此 ，我谨代表课题组全体成员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向有关各方表示诚挚的谢意 。

课题组成员都比较年轻 ， 学力不逮 ， 这样的工作对我们而言也是第一次 ， 所以虽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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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修改 ，但是仍然很不够 ， 还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 ， 敬请各位专家 、 读者批评指正 ，
我们将诚恳接受并在再版时予以改正 。

观今宜览古 ，无古不成今 。读史使人明智 。 希望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的学习和
研究 ， 能够进一步丰富我们的教育智慧 。

吴明海

２００６年 ６ 月
于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暨民族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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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２００万年前巫山人至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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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民族教育
政策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先秦时期中央政权的民族教育政策

一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起源
中华大地是人类起源中心之一 。 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 ，中华大地孕育着中华民族 。
２０世纪 ， 中国考古科学工作者在中华大地上已经陆续发现人类从直立人 （猿人） 、 早期

智人 （古人） 到晚期智人 （新人） 各进化阶段的化石 ， 这些化石可以建立较为完整的中国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序列 。

关于猿人化石 ，中国已经在多处发现 。 １９８５ 年在重庆市巫山县发现附有两颗牙齿的人
类下颌骨化石 （巫山人） ， 经科学测定距今 ２００ 万年 ； １９９８年在安徽繁昌县人字洞发现人类
活动遗址 ，距今约 ２００ 到 ２５０万年 ； １９６５年在云南元谋县发现的猿人化石 （元谋人） ， 距今
约 １７０ 万年 ； 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５年在陕西蓝田县发现的猿人头盖骨化石 （蓝田人） ， 距今约五六十
万年 ； １９２７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猿人遗骸化石 （北京人） ，距今约四五十万年 。此外还在
湖北郧县及郧西县 、安徽和县发现猿人化石 。这些发现表明 ， 至少从距今 ２００ 万年前开始 ，
就有人类生息 、 繁衍在中华大地上 。

中国已经发现多处距今 １０万年至 ４ 万年的古人化石 。 主要发现地区有陕西大荔县 、 山
西襄汾县丁村 、 山西阳高县许家窑 、 辽宁营口金牛山 、 湖北长阳县 、 安徽巢县以及广东曲
江马坝等 。生活在距今 ４万年至 １ 万年以前的新人化石 ， 中国也已经有多处发现 ， 主要发
现地点有北京周口店山顶洞 、 山西朔县峙峪 、 内蒙古乌审旗 、 辽宁建平县 、 吉林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安图县 、黑龙江哈尔滨市 、 广西柳江县 、 贵州兴义县 、 云南丽江县 、 台湾台南左
镇等 。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序列表明 ， “在人类进入文化初期 ， 中华大地上北到黑龙江 ， 西
南到云南 ，东到台湾都已有早期人类在活动 ， 并留下了石器 。” ① 同时也表明 ， 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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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起源是在中华大地上 ，辽阔的中华大地是中国人的母亲 。
中国目前已经发现从公元前 ６０００年到公元前 ２０００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 ７０００ 多

处 。新石器时代形成了几个文化中心并且孕育了几个民族集团 。 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存在两
个文化中心及其序列 。 在黄河中游的前仰韶文化 （前 ６０００ —前 ５４００ 年） 和仰韶文化 （前
５０００ — 前 ３０００年） 及其发展出来的河南龙山文化 （前 ２９００ —前 ２０００ 年） 的基础上 ， 逐渐
形成了炎黄民族集团 （或称夏或华夏民族集团） ； 在黄河下游青莲岗文化 （前 ５４００ —前
４０００年） 、大汶口文化 （前 ４３００ —前 ２５００年） 及其发展出来的山东龙山文化 （前 ２５００ —前
２０００ 年） 、岳石文化 （前 １９００ —前 １５００ 年） 的基础上 ，逐渐形成东夷民族集团 （继岳石文
化的可能是商文化） 。在长江中游和下游也存在两个文化中心及其序列 。 长江下游的文化区
是以太湖平原为中心 ， 南达杭州湾 ， 西至苏皖接壤地区 。 其文化序列大体是河姆渡文化
（前 ５０００ —前 ４４００ 年） → 马家浜 · 菘泽文化 （前 ４３００ —前 ３０００ 年） → 良渚文化 （前
３３００ — 前 ２２００年） ，① 在此基础上形成百越民族集团 。 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以江汉平原为中
心 ，南包洞庭湖平原 ，西尽三峡 ，北抵河南南部 ， 其文化序列大体是大溪文化 （前 ４４００ —
前 ３３００年） →屈家岭文化 （前 ３０００ —前 ２０００ 年） →青龙泉文化 （前 ２４００年） ，② 在此基础
上形成苗蛮百濮民族集团 。 北方燕辽地区 ， 在新乐下层文化 、 富河文化 、 红山文化以及北
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和相互关系中 ， 逐渐形成北狄和东北地区民族集团 。 黄河上游
地区 ， 在马家窑文化和西部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和相互关系中 ， 逐渐形成西戎民族集
团 。③ 针对新石器时代考古事实 ，翁独健先生认为 ， “这种事实表明 ， 中国的民族构成和它
们的分布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大体形成了 ， 也表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不是一处而是多
处 ，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一源而是多源 ， 是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才逐渐凝聚在一起的 。” ④ 费

孝通先生认为 ， “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文明曙光时期 ， 公元前 ５０００ 年到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之间的
３０００年中还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区 ，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 。 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的
多元的起点 。” 但是这些 “多元” 也并非完全孤立的存在 ， 费孝通先生继续说 ： “在这多元
格局中 ，同时也在接触中出现了竞争机制 ， 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
性 … … 实际上说明了当时各族团间文化交流的过程 ， 在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 。” ⑤总

之 ，新石器时代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 在以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 “多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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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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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和 “一体性” 相互交织 ， 不断生长 。

二 、中国传说时代的民族集团及其文教政策

夏朝以前是中国传说时代 。中国传说时代的人物包括盘古 、 “三皇” 、 “五帝” 。禹的故事
也多有传说性质 。这一时代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 ， 是氏族部落制向国家制
发展的过渡时期 ，是氏族部落集团向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过渡时期 。这时 ， 已经存在广义的华
夏 、东夷 、北狄 、西戎 、南蛮等五大民族集团 ，各个民族集团正在形成着狭义的民族 。

传说中的 “三皇” ，一般是指燧人 、 伏羲和神农 ， 同期传说人物还有有巢氏 、 女娲等 ；
传说中的 “五帝” ，一般是指黄帝 、颛顼 、帝喾 、 唐尧 、 虞舜 ， 同期传说人物还有炎帝 、 蚩
尤 、太皞 、少皞 、共工 、祝融 、鲧等 。根据传说的故事及其来源 ， 盘古和 “三皇” 属于华
夏民族集团 ；黄帝 、炎帝 、颛顼 、喾 、尧 、 舜 、 鲧 、 祝融 、 禹也属于华夏民族集团 。 蚩尤 、
太皞 、 少皞等属于东夷民族集团 。①

在各民族集团中 ，华夏民族集团应该是主体民族集团 。 在上古传说故事中 ， 隐含着华
夏民族集团最早的民族文教政策 。

（一） 部落之间实行通婚政策 ，有利于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团结和文化交流

黄河流域的一个姬姓部落和一个姜姓部落 ， 前者首领是黄帝 ， 后者首领是炎帝 ， 这两
个部落世代联姻 ，形成华夏民族集团又称炎黄部落联盟 ， 这个部落联盟不仅统一了黄河流
域 ，而且孕育了中华民族的部分子孙 。 此外根据传说 ， 姬姓部落的首领舜看到嬴姓部落的
大费有才干 ，养的牲畜很驯顺 ， 是一个畜牧能手 ， 就把同姓的女儿嫁给他 ， 并且说 ： 你的
后人是一定有出息的 。大费后来成为秦王国始祖 。 还传说 ， 周民族始祖母姜嫄是姜族女子 ，
她与姬族男子联姻 ，诞生周部落的首领 “弃” 。② 总之 ， 当时各部落之间通婚现象是普遍的 ，
为各部落之间文化交流与理解不仅在血缘之间而且在情感之间架设了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的桥梁 。

（二） 厚德感化 ， “协和万邦”

据 枟尚书枠 载 ，尧 “克明俊德 ， 以亲九族 ， 九族既睦 ， 平章百姓 。 百姓昭明 ， 协和万
邦 。” ③据 枟韩非子枠 载 ： “当舜之时 ，有苗不服 ，禹将伐之 。舜曰 ：不可 ，上德不厚而行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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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道也 。乃修道三年 ，执干戚舞 ，有苗乃服 。” ① 又据 枟春秋左传正义枠 卷五十八载 ： “禹合
诸侯于涂山 ，执玉帛者万国 。” ② “九族” 、 “万邦” 、 “万国” 都是众多部落联盟的意思 。 这些
记载说明 ，处于主体民族地位的炎黄部落联盟 ， 能够修身齐德 ，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部落联
盟纷争问题 ，化干戈为玉帛 。

（三） 华夏部落联盟早期产生首领的轮值制度的文教意义

华夏民族集团是由十多个大小亲近部落组成 ， 和夏结盟的还有一些远亲部落以及东夷
人的一些部落 。 依照传统 ，部落联盟的首领应由夷和夏轮流担任 。 禹年老时 ， 东夷部落首
领皋陶被选作禹的继承人 。皋陶先于禹去世后 ， 东夷的伯益又被推选为禹的继承人 。 禹死
后 ，本应由伯益接位 ，只是由于禹的余威以及 “禹子启贤” ③ ， 禹的儿子启才被推为王 。④

华夏部落联盟早期产生首领的轮值制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位平等 、 机会均等 、 相互交流
的原因 ，有利于部落之间的文化交流 。

（四） 协同征服大自然的文教意义

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 ，不仅在于他吸收其父亲鲧筑堤防水的教训 ， 主要采取疏导的方
法 ，也不仅在于他三过家门而不入 ， 更在于他能够协同众多兄弟部落一道治水 。 传说 ， 共
工氏的部落首领后土 、东夷部落皋陶和伯益 、商王朝始祖契 、 周王朝始祖弃 （尧舜时农官 ，
曰后稷） 、秦王国始祖大费都帮助大禹治水 ，大禹能够广泛吸收他们的智慧 ， 综合他们的力
量 ，尊重他们 ， 团结他们 ，这是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的最宝贵的经验 。 大禹能够团结不同
部落共同治水 ， 开各民族团结奋斗之先河 ，具有民族大团结的文教意义 。

（五） 让文明程度高的氏族部落去影响四周少数民族部落的风俗

根据 枟史记 ·五帝本纪枠 记载 ， 尧舜之时 ， “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 ， 放 兜于崇山以

变南蛮 ，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 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 于是 ， “蛮夷率服” ， “蛮夷猾
夏” ，就是说 ，尧舜把反对他的氏族部落放逐到蛮夷戎狄中去改变后者的风俗 。⑤ 这种通过
“放逐” 、 “贬谪” 的方式来曲折地在边远民族地区传播先进文化的政策 ， 在夏朝之后的中国
历史上时有采用 。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枟韩非子 · 五蠹枠 。

枟十三经注疏枠 下册 。

参见 枟史记枠 卷 ２ 枟夏本纪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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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夏商周时期的民族文教政策

夏族形成于 “三皇” 、 “五帝” 的传说时期 ， 夏朝的建立是其形成的标志 。 禹既是 “五
帝” 时期的传说人物 ，又是夏朝的建立者 。 从禹开始 ， 到桀而亡 ， 夏朝共传 １４ 世 、 １７ 王 ，
经历了 ４００多年 ，相当于从公元前 ２１ 世纪或稍早一些 ， 直到公元前 １８ 世纪 。 夏朝国都在
今河南登封嵩山一带 ，活动领域在适宜原始农耕的黄河冲积平原 ， 大约西起今山西南部和
河南西部 ，沿着黄河东至今河南 、 河北 、 山东三省交界处 ， 南至今湖北 ， 北至今河北 ， 和
其他部落所在地区犬牙交错 。 枟尚书 · 禹贡枠 将这时的地域总称为 “九州” ， 大体包括黄河
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地区 ，奠定了日益壮大的华夏族的核心 。①

商朝和周朝时期 ，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 商原是东夷之人 ， 后
来西迁泰山 ，再西迁到今河南东部一带 ， 先臣服于夏 ， 后取而代之建立商朝 。 商朝传 １７
代 、 ３１王 ，统治了长达六七百年 ，大约从公元前 １８ 世纪初到公元前 １１ 世纪 。 商朝都城先
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后数度迁都 ， 盘庚的时候迁都到殷 （今河南安阳） ， 此后的商又称殷 。
商朝的活动疆域包括今河南 、 山东 、 河北 、 辽宁 、 山西 、 陕西 、 安徽以及江苏 、 浙江的一
部分 ， 可能还有江西 、湖南以及内蒙古的某些地方 。② 商朝将广大的疆域分为中东南西北五
土 ， 枟诗经 ·商颂枠 称之 “邦畿千里 ，维民所止 ， 肇域彼四海” 。

商朝之后是周朝 。周人来自西方 ， 传说其始祖是姜嫄 ， 有人认为周人是西戎的一部分
羌人 ， 最初活动在渭水上游 ， 受商封称周 。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 ， 这里夏商周的 “周” 是
指西周 。西周传 １１ 代 ， １２ 王 ， ２９０ 多年 ， 大约是从公元前 １１ 世纪中叶到公元前 ７７１ 年 。
周继商之后 ，将疆域扩大到长江中游一带 。 枟诗经 · 北山枠 称颂周朝 ： “溥天之下 ， 莫非王
土 ；率土之滨 ， 莫非王臣 。”

商族 、周族和夏族最初来源不同 ， 但是三族文化融合性很强 ， 在朝代更替时 ， 商族和
周族先后融入主体民族 ———夏族 ， 或称华夏族 。 作为主体民族的华夏族 ， 在朝代更替时不
仅没有消亡或削弱 ，反而更丰富 、 更强大和更有生命力 。 夏商周三代文化既有继承性也有
各自的时代特色 ，但是华夏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地位和凝聚核心是一脉相传的 ， 而且不断增
强 。正如田继周先生所指出的 ： “夏族这个族称因夏朝的建立而确定之后 ， 便随着夏朝势力
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而发展壮大起来 ， 经过夏朝四百多年的统治 ， 也就牢固地固定了 。 在
夏时 ， 虽然存在着夏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和与夏王关系亲疏不同的诸侯国 ， 但凡与夏王畿的
人们具有共同民族特征的诸侯国的人都会接受夏这个族称 ， 都会把自己视为夏族的一部分 。
实际上 ，他们也是同一个人们共同体 。 这种情况 ， 正如以后商 、 周 、 汉各代 ， 虽然他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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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商人 、周人 、秦人 、汉人 ， 但同时都接受和继承了夏族这个统一的称谓 。 也正如周朝
时 ，虽然存在着因王畿和诸侯国而称的周人 、 秦人 、 晋人 、 齐人 、 鲁人 、 卫人 、 宋人 、 蔡
人 、杞人 、刑人 、燕人 、陈人 、郑人 ，等等 ， 但同时又都认为自己是夏族 、 华族或华夏族
的一部分 。” ①

夏商周三代的民族文教政策是一以贯之的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

（一） 实行 “德治” ，采用德化怀柔政策 ，修文德以徕远人

夏商周三代中央政权首要民族政策就是加强自身建设 ， 修善积德 ， 力行仁义 ， 形成道
德凝聚力 ，成为礼仪之邦 ，使远方的少数民族产生仰慕之心 ， 自愿归附 。 禹在创立夏朝时 ，
就对少数民族实行德治 。 枟淮南子 · 原道训枠 就说 ， 禹对少数民族 “施之以德 ， 海外宾服 ，
四夷纳职” 。② 周朝将 “德治” 政策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 ，一直得到后世称颂 。

早在周朝建立之前 ，周文王就制订了德化怀柔政策 。 韩非讲周文王德化怀柔政策时指
出 ：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 ，地方百里 ， 行仁义而怀西戎 ， 遂王天下 。” ③ 墨子讲周文王的民

族政策时说道 ： “昔者文王之治西土 ，若日若光 ， 乍光于四方 ， 于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 ， 不
为众庶侮鳏寡 ， 不为暴势夺穑人黎稷狗彘 ， 天屑临文王慈 ， 是以老而无子者 ， 有所得终其
寿 ，连独无兄弟者 ，有所杂于生人之间 ， 少失其父母者 ， 有所放依而长 。 此文王之事 ， 则
吾今行兼矣 。” ④

周文王的德化怀柔政策在周朝确立之后继续得到实行 ， 成为治国方略 。 据 枟淮南子枠
载 ，周文王去世后 ， “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 ，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 ， 辽远 ， 故治三年丧 ， 殡
文王于两楹之间 ，以俟远方 。” ⑤ 据 枟尚书 · 康诰枠 载 ， 周公旦提出 “祗祗” 、 “敬德保民”
的思想 ， “祗祗” 就是尊敬应该受到尊敬的人 ， 这种思想也适用于少数民族 。 又据 枟国语枠
载 ，西周中期 ， “穆王将征犬戎 ，祭公谋父谏曰 ： 不可 ！先王耀德不耀兵 。” ⑥ 周穆王在制订

枟吕刑枠 时要求从周朝多民族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 ， 审慎运用刑法 ， 以使各民族 “唯敬五
刑 ，以成三德” ，所谓 “三德” ， “一曰正直 ， 二曰刚克 ， 三曰柔克 。” ⑦ “耀德不耀兵” 可以
说不仅是周朝而且是夏商周三代民族文教政策最突出的特点 。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翁独健主编 ： 枟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枠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３１ 页 。

枟淮南子枠 。

枟韩非子 · 五蠹枠 。

枟墨子 · 兼爱中枠

枟淮南子 · 要略枠 。

枟国语 · 周语枠 。

枟尚书 · 洪范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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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尊重各族风俗习惯 ，实行因俗而治的和平结盟政策

夏朝根据距离夏王直接统治和管理的核心地区 （称 “王畿” 、 “中邦” 或 “天子之国”）
的远近对全国广大地区实行 “同服不同制” 治理政策 ， 这种政策就是 “五服” 。 根据 枟尚
书枠 和 枟史记枠 记载 ，夏朝的 “五服” 是 ， “王畿” 以外 ５００ 里甸服 ， 甸服外 ５００ 里侯服 ，
侯服外 ５００ 里绥服 ， 绥服外 ５００ 里要服 ， 要服外 ５００ 里荒服 ， “东渐于海 ， 西被于流沙 ，
朔 、南暨 ：声教讫于四海 。” ① 专家一般认为 ， “甸服” 、 “侯服” 和 “绥服” 是对诸侯国的管
理政策 ， “要服” 、 “荒服” 是夏朝和夏族对四方民族实行管理政策 。 “要服” 就是 “要束以
文教” ， “荒服” 是 “因其故俗而治之” ； “要服者贡 ， 荒服者王” ， 就是说 ， “要服者” 可随
便贡献些方物给夏王 ，表示承认夏王天下共主的地位 ， “荒服者” 只要承认夏王天下共主地
位 ，定期来朝觐即可 ，来者不拒 ，去者不禁 。②

商朝继承夏朝 “要服” 和 “荒服” 政策 。 枟诗经 · 商颂枠 曰 ： “昔有成汤 ， 自彼氐羌 ，
莫敢不来王 ，曰商是常 。” 氐 、 羌等少数民族纷纷来朝觐商王 ，尊奉商王为天下共主 。

周朝将夏商两代的 “要服” 和 “荒服” 政策发展为 “修其教不移其俗 ， 齐其政不易其
宜” ③ 。周武王克商建周之后 ，对原来商朝统治的东方核心地区 ， “复盘庚之政” ， 如对鲁国
“启以商政 ，疆以周索” ， 就是说顺从当地民俗 ， 奉商之正朔 ， 而以周代的政制约束他们 。
对分封于戎狄地区的晋国 ， “启以夏政 ， 疆以戎索” ， 就是奉夏代的正朔 ， 沿用当地少数民
族习惯法治理 。 又据载 ，周文王的伯父吴太伯和仲雍率领族人远到荆蛮地区 （今江苏南部）
建立吴国 ，吴太伯和吴国公室是姬姓贵族 ， 而当地居民是有 “断发文身” 习俗的百越 ， 吴
太伯遂改用百越生活习俗 ，还沿用当地民族习惯法治政 ， 但是尊崇周王的天子地位 。 周朝
还以 “要服” 和 “荒服” 的形式与边远民族结盟 。 如 ， 南方的 “蛮族” 大国的楚国国君 ，
在周初接受周王的封赐 ，承认周王为天下共主 ； 远在东北黑龙江流域的肃慎族 ， 向周王贡
献弓箭 ，表示臣服 。

（三） 建立专门管理少数民族文教事业的部门

商朝中央政府设置 “宾” 的官职 ， 管理各诸侯国及少数民族事务的朝觐之事 。 周朝设
立 “小行人” 、 “像胥” 、 “掌客” 和 “职方氏” 等官职管理有关少数民族事务尤其是文教事
务 。小行人的主要职责是 “掌邦国宾客之礼籍 ， 以待四方之使者” ④ ； 像胥能够 “通夷之

·９·

①

②

③

④

参见 枟尚书 · 禹贡枠 ； 枟史记枠 卷 ２ 枟夏本纪枠 。

参见翁独健主编 ： 枟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枠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３４ 页 。

枟礼记 · 王制枠 。

枟周礼注疏枠 卷 ３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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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① ，主要做翻译工作 ； 掌客的主要工作是 “掌四方宾客之牢社饩献 ， 饮食之等数与其政
治” ② ； 职方氏的职责是 “掌天下之图 ， 以掌天下之地 ， 辨其邦国都鄙 ， 四夷 、 八蛮 、 七
闽 、九貉 、五戎 、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 ③ 。

（四） 实行和亲通婚的政策

如前所述 ， 在传说时代 ， 周民族是炎黄两个部落通婚而繁衍下来的后裔 。 到周朝 ， 姬
姜两姓继续通婚 ，对周族的勃兴和建国影响很大 。 姬姓的贵族还与其他姓氏的贵族通婚 。
姬姓的晋国和嬴姓的秦国 、 姬姓的鲁国和子姓的宋国都世代通婚 ， 晋秦世代通婚还留下
“秦晋之好” 的成语和佳话 。不仅如此 ， 华夏族还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 ， 如晋国公室的贵族
常和戎 、狄族通婚 。和亲通婚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

四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文教政策

公元前 ７７０ 年 ，周平王东迁 ，春秋战国时代开始 。 从公元前 ７７１ 年到公元前 ４０３ 年的
历史称为春秋时期 ，从公元前 ４０３年到公元前 ２２１ 年的历史称为战国时期 。 春秋战国时期 ，
周室式微并致灭亡 （公元前 ２５６年） ，诸侯国相互兼并 ， 争夺天下 。 这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
建社会过渡时期 ，是由统一走向大分裂 ， 由大分裂走向大统一时代 ， 也是多民族大交融的
时代 。 华夏诸国和周边民族间交流与兼容十分频繁 ， 形成多个民族兼容中心 。 春秋时期 ，
晋国和燕国是北方各族融合的中心 ， 楚国成为南方各族融合的中心 ， 齐国是东方各族融合
的中心 ，秦国是西方各族融合的中心 。 战国时期 ， 楚在南 ， 赵在北 ， 燕在东北 ， 秦在西 ，
齐在东 ，韩 、魏居中 ，分别成为各方多族交融中心 。

春秋战国时期 ，众诸侯国在民族交融的过程中 ， 实际形成了以下蕴涵文教性质的民族
政策 。

（一） 继续广泛推行和亲通婚政策 ， 为民族融合创造了血缘纽带

春秋战国时期 ，华夏诸国和周边少数民族通婚十分频繁 。 例如 ， 在北方 ， 晋国公室和
戎 、狄族世代通婚 ；在南方 ， 楚国和秦国也世代通婚 。 不仅王室 、 贵族之间和亲现象普遍 ，
民间通婚更是广泛 ，这有利于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

·０１·

①

②

③

枟周礼注疏枠 卷 ３４ 。

枟周礼注疏枠 卷 ３３ 。

枟周礼 · 职方氏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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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和平结盟政策 ， 为民族大融合创造了政治前提

春秋之际 ， 诸侯国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多有结盟 。 齐桓公九次大会诸侯 ， 最著名的是
公元前 ６５１年的葵丘 （今河南省兰考县东） 之盟 ， 在这次大会上 ， “不仅结成诸夏国家间的
政治联盟 ，而且也建立了周边诸少数民族和华夏国家间的政治联盟” ① 。 晋国多次主动和周
边的少数民族戎 、狄结盟 ，不仅促进了晋国的强大 ， 而且加速了黄河以北地区的民族大融
合 。晋国和平结盟政策的成功积极推动了各诸侯国和夷 、 狄等族的结盟 。 公元前 ５４３ 年 ，
在晋国和楚国的倡导下 ， 晋 、 齐 、 宋 、 卫 、 郑 、 曹 、 莒 、 滕 、 薛 、 杞等华夏诸国和夷 、 狄
各国在澶渊 （今河南濮阳西南） 结盟 。史书记载 ： “澶渊之会 ， 中国不侵伐夷 、 狄 ， 夷 、 狄
不入中国 ，无侵伐八年 ，善之也 。” ② 春秋之际的结盟政策为蛮 、 夷 、 戎 、 狄和华夏族错落
杂居 、 和平交往 、相互通婚创造了较长期和平的政治条件 ， 蛮 、 夷 、 戎 、 狄逐渐在生活习
俗 、文化礼节方面华夏化 ，民族大融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 程度进一步提高 。

（三） 相互学习政策 ， 促进了各民族的发展

荀子说 ，居楚而楚 ，居越而越 ， 居夏而夏 。③ 春秋战国时期 ，华夏族各诸侯国最有特色
的民族文教政策是民族间相互学习的政策 。以下两个故事充分体现了这一政策 。

第一个故事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 战国时期 ， 赵国武灵王执政 ， 主动把王位让给惠文
王 ，自己深入胡地学习骑兵技术 ， 回来就对部队进行改革 ， 学习穿胡人的短衣皮靴和骑马
射箭技术 ，大大加强赵国的军事力量 。

第二个是孔子向郯子学习礼乐的故事 。 春秋战国时期 ， 学派林立 ， 百家争鸣 ， 学术空
前繁荣 ，之所以如此 ，是与学者们善于学习他人 、 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分不开的 ， 其中
孔子是谦虚好学的榜样 。孔子有句名言 ： “三人行 ， 必有吾师焉 。” 孔子虚怀若谷 ， 不仅向
他人学习 ，而且主动向少数民族学习 。 枟论语 · 子罕枠 曰 ： “子欲居九夷 。” “九” 不是实指 ，
而是虚指 ，意思是 “多” 的意思 ， “九夷” 是指居住东方的东夷的众多分支 。 东夷的习俗
“仁而寿” 。④ 孔子想去那里居住 ，向他们学习 。郯是东夷的小国 ， 保留了周朝的礼乐文化 ，
其君主郯子对此很有研究 ，孔子就前往郯国向郯子学习礼乐 。

在这种民族交融的过程中 ， 不仅华夏族向各民族学习 ， 各民族也向华夏族学习 ， 在相
互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取得进步 。

·１１·

①

②

③

④

徐杰舜 、 韦日科主编 ： 枟中国民族政策史鉴枠 ，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４５ 页 。

枟谷梁传 · 襄公三十年枠 ， 转引自徐杰舜 、 韦日科主编 ： 枟中国民族政策史鉴 枠 ， 南京 ：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版 ， 第 ４７ 页 。

转引自费孝通主编 ： 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枠 （修订本） ，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学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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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设立机构管理少数民族事务

战国时期 ， 许多诸侯国设立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机构 ， 并设 “行人” 、 “封人” 等
官职 ， 管理民族事务 。 齐国还设置 “大行” ， 负责礼仪宾客 ， 其属官有 “谒者” 、 “主客”
等 ，负责管理边疆民族事务 。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民族文教政策 ， 对推动多民族自觉走向大融合起了积极的作
用 。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民族文教政策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 ， 也是统一的 、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 这
一历史时期从公元前 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六国 、 建立秦朝开始 ， 到公元 ２２０ 年东汉末代皇帝
汉献帝被废为止 ， 共 ４４１ 年 ， 包括三个朝代 ， 即秦朝 （公元前 ２２１ 年 —前 ２０７ 年） 、 西汉
（公元前 ２０２年 — 公元 ６年） 、 东汉 （公元 ２５年 — 公元 ２２０ 年） 。① 秦汉之际 ，中华大地形成
了新的民族分布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 ５００ 多年的民族大融合 ， 居住在中原地区的经济 、
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华夏民族融会诸多民族而发育成为汉民族 ，② 中原四周则分布着语言不
一 、经济形态和社会制度都不尽相同的其他民族 。 具体来说 ， 在北方草原地区居住着匈奴
和鲜卑等民族 ； 东北地区形成夫余 、 高句丽 、乌桓等民族 ； 在西北有羌族诸部落 ； 在阳关 、
玉门关以西的广大西域地区有羌族 、 原始蒙古人 、 塞西安人 、 伊兰人等 ； 在西南地区有西
南夷 、 板盾蛮等 ；在中东南地区居住着百越集团 （包括东瓯 、 闽越 、 南越 、 西瓯等民族或
部族） 、 五陵蛮等 。秦汉时期的中原中央皇朝政府在处理与四周民族关系时 ， 总的来说 ， 采
用政策的理念是文治武功 ， “文治” 可以广义理解为文化教育政策 。 依据 “文治” 理念 ， 我
们收集 、整理 、 分析了秦汉之际如下若干民族政策 。

·２１·

①

②

西汉与东汉之间 ， 有 １８ 年时间 ， 先后出现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 ， 未被列入正统王朝序列 。 这两个政权在民族文

教政策上没有作为甚至倒行逆施 ， 本书为节省篇幅不予论述 。

费孝通先生认为 ： “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 ， 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 。 有人说汉人成为族称起于南北朝时

期 ， 可能是符合事实的 。 因为魏晋之后正是北方诸族纷纷入主中原的十六国分裂时期 ， 也正是汉人和非汉诸族接触和混

杂的时候 ， 汉人这个名称也就成了当时流行的指中原原有居民的称呼了 。” 见费孝通主编 ： 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枠

（修订本）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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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朝含有文化教育因素的民族政策

（一） 设立民族事务管理体制

在中央一级 ，设置两个具有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功能的机构 。 一是典客 ， 为中央九卿之
一 ，主要掌管接待少数民族等事务 ， 下属有行人 、 译官等 ； 二是典属国 ， 掌管少数民族事
务 ，这是中国历史上设置管理少数民族事务专门机构之始 。①

秦朝政府在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不同的地方管理体制 。 在有的少数民族地区 ， 设
置和内地一样的郡县制 ，如在 “南取百越之地” 后设置会稽郡 、 闽中郡 、 桂林郡 、 南海郡 、
象郡 ， 在北 “却匈奴七百余里” ② 后设置九原郡 。 郡下设县 ， 县下设乡 ， 乡设三老管教化 。
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道制 ， “道” 相当于 “县” 。 道是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实现羁
縻政策的萌芽和发端 。③

（二） 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的文教意义

秦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 ，多次移民实边 。例如 ，公元 ２１４ 年 ， 移民 ５ 万到岭南地区 ，
移民 １０ 万到河套地区 ；公元前 ２１２年两次移民到西北地区 ； 公元前 ２１１ 年移民到榆中 （今
内蒙古鄂尔多斯黄河北岸） 的就有 ３ 万人 。移民实边政策有利于巩固边疆 ， 具有政治意义 ；
有利于边疆开发 ，具有经济意义 。 大量内地移民带去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 ， 和边疆各少数
民族居住在一起 ，相互交往 ， 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融合 ， 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 所以
还具有文化教育意义 。

（三） 用法律手段移风易俗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乃至结束后 ， 新开拓的少数民族地区 ， 用法律手段来移风易
俗 ，企图用华夏文化来教化当地百姓 。这种文教政策集中体现在 枟语书枠 和会稽山石刻中 。

云梦秦简中的 枟语书枠 是秦始皇二十年 （公元前 ２２７ 年） 由南郡郡守腾所颁布的楚地
地方性法规 。 枟语书枠 曰 ：

“古者 ，民各有乡俗 ， 其所制及好恶不同 ， 或不便于民 ， 害于邦 。 是以圣王作为法度 ，
以矫民心 ，去真邪僻 ，除其恶俗 。 法律未是 ， 民多诈巧 。 故后有问音下者 。 凡法律令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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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徐杰舜 、 韦日科主编 ： 枟中国民族政策史鉴枠 ，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６８ 页 。

枟史记 · 秦始皇本纪 · 太史公曰枠 。

徐杰舜 、 韦日科主编 ： 枟中国民族政策史鉴枠 ，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６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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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民 ，去其邪僻 ，除其恶俗 ，而使之于为善也 。” ①

枟语书枠 认为 ，当地少数民族风俗是 “邪僻” 、 “恶俗” ， 为此必须通过法律手段教导老
百姓 ， 以 “圣王” 之道为准绳 ，改变风俗 ，去恶存善 。

公元前 ２１０ 年 ，秦始皇巡行到今浙江绍兴 ， 祭奠大禹庙 ， 攀登会稽山并刻石留念 。 会
稽山刻石曰 ： “饰省宣义 ， 有子而嫁 ，信死不贞 。 防隔内外 ， 禁止淫泱 ， 男女洁诚 。 夫为寄
豭 ，杀之无罪 。 男秉义程 ， 妻为逃嫁 ， 子不得母 ， 咸化廉清 。” ② 大意是 ， 丧夫但有儿子的
女子若改嫁他人 ，就是不贞洁 。 家里家外都要以礼义修身 ， 禁止淫乱行为流行 ， 男女都要
贞洁 ， 相互忠诚 。丈夫如果和别人妻子通奸 ， 杀死他无罪 。 男方若行为符合礼义 ， 女方却
外逃嫁给他人 ， 儿子可以不认她做母亲 。 只有这样 ， 风气才能廉洁清正 。 会稽山刻石是针
对当地男女关系比较混乱而提出的 ， 真正的含义是企图用法制手段移风易俗 ， 推行华夏文
化 ，这一点从秦始皇祭奠大禹庙的行为也可以看得出来 。

二 、两汉时期的民族文教政策

（一） 设立专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和官职

西汉初年承袭秦制 ， 设典客负责接待少数民族等事务 ， 设典属国专管少数民族事务 。
汉景帝设改典客为大行令 ， 武帝太初元年 （公元前 １０４ 年） 又更名为大鸿胪 。 汉成帝时将
典属国并入大鸿胪 。在地方政权建设上 ， 根据不同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不同的由中央
派出的职官 ，例如在河湟地区设置护羌校尉 ， 在北方设置使匈奴中郎将 ， 在东北设置护乌
桓校尉 。东汉袭之 。这些管理体制主要职能当然是政治性的 ，但是不能不对文化产生影响 。

（二） 羁縻和怀柔政策的文教意义

汉朝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 ， 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 ； 又根据
少数民族地区各自的特点设置不同名称的管理体制 。 总的来说有三种 ： 道 、 属国和边郡 。
道的级别相当于县 ，这是汉朝对秦朝的继承 。边郡制和属国制则属于汉朝的创造 。

为了区别汉族聚居区的郡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郡 ，称前者为 “内郡” ， 后者为 “边郡” 。
在边郡实行土流双重管制 ，并且赋税优惠 。

“属国” 的级别相当于 “郡” ，但 “属国” 具有 “半独立的地位” ③ 。所谓 “属国” ，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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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转引自徐晓光著 ： 枟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枠 ， 贵阳 ： 贵州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３１ 页 。

枟史记 · 秦始皇本纪枠 。

聂崇歧 ： “中国历代官制简述” ， 载 枟宋史丛考枠 上册 ， 北京 ：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 ， 第 ２２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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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变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 。① 也就是 ，在承认汉朝中央政府为最高宗主国的前提下 ， 少
数民族地区政权可以保留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 可自主地处理内部事务 ， 民风民俗不
变 。

汉朝政府设置道 、边郡和属国制实际是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 。 与羁縻政策相配套 ，
汉朝还实行怀柔政策 ，如封侯拜爵 、 册封贵族 、 优惠赋税等 。 羁縻政策 ， 在少数民族地区
“以其故俗治” ② 甚至 “不用天子法度” ，③ 从文化教育意义上来看 ， 有利于多元文化的保护
和发展 ；怀柔政策 ， 使人心思汉 ， 使多元的文化 、 多样的民族有一个凝聚和向往的中心 。
例如 ， 羁縻与怀柔政策 ，在南越达到 “和集百越” 的效果 ； 在西域诸国致使 “西域思汉威
德 ，威乐内属” ④ 。总之 ， 羁縻与怀柔政策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在各族人民中
奠定了良好的心理与文化基础 。

（三） 和亲政策的文教意义

提起汉朝和亲之事 ，大家都想起 “昭君出塞” 的故事 。 汉朝和亲当然不止王昭君一人 ，
据统计在西汉就有 “和蕃” 公主 ８ 人 ， “和蕃” 宫女 ７ 人 ， 各类和亲起码 １６ 起 。 和亲政策
的好处有三点 。 第一是和平 ， 能够 “寝病 、休卒 、 养马 、 世世昌乐 ， 使天下大安” 。 第二是
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友好往来 、经济互动和文化交流 ，正如史书所言 ： “以汉所余 ， 易彼
所鲜 。” 第三就是使 “两国之民若一家子” 。 这正如一位学者所言 ： “西汉前期与匈奴和亲 ，
使北疆的君主破天荒第一次承认与中原君主是兄弟 。 西汉中期与西域和亲 ， 使西北的君主
破天荒第一次承认与中原君主是附庸和宗主 。” ⑤

秦朝政府主要以法家思想治理天下 ， 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方面强调 “大一统” 要多一
些 ，当然 “道” 的地方政权的设置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特点 。 汉朝政府
治理国家的理念先主要是黄老哲学 ， 后主要是儒家思想 ， 总的来看 ， 主要是儒道互济 ， 在
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方面更多的是因俗而治 ， 用今天的话来说考虑到文化多元性要多一些 ，
但是怀柔政策的目的是人心归汉 ， 所以统一性仍然是主线 。 总之 ， 秦汉时期中央政府的民
族文教政策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意义都很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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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汉书 · 卫青霍去病传 · 师古注枠 。

枟汉书 · 食货志下枠 。

枟汉书 · 严助传枠 。

枟汉书 · 西域传下枠 。

张正明 ： 枟和亲论枠 ， 见马大正主编 ： 枟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枠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 第 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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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

从公元 ３ 世纪初到公元 １０ 世纪初 ， 是三国 、 两晋 、 南北朝和隋唐时代 ， 这是中国封
建社会的发展时期 ， 是继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又一次经历大分裂到大统一的
时期 ， 也是又一次民族大融合 、 民族格局大调整的时期 ， 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上具有海纳
百川的意义 。 无论是各割据政权还是统一的中央政权 ， 在争夺天下或治理天下时 ， 民族
问题和民族文教问题与他们的事业休戚与共 ， 政策制定得恰当 ， 有助于成就事业 ； 反之 ，
有损于事业 。

一 、三国时期的民族文教政策

从公元 ２２０ 年到 ２８０年是三国时期 ，曹魏 （２２０ － ２６５） 、 蜀汉 （２２１ － ２６３） 、 孙吴 （２２２
－ ２８０） ，三足鼎立 。曹魏居中原及北方 ，其境内的少数民族有匈奴 、 鲜卑 、 氐 、 羌 、 乌桓 、
羯 、卢水胡 、丁零等 。 蜀汉居西 ， 北有氐 、 羌等族 ， 东有武陵蛮等 ， 内有氐 、 羌和众蛮
（即汉代的西南夷） 。孙吴居东南 ， 境内有蛮族和百越后裔两个少数民族集团 ， 蛮族包括武
陵蛮 、 五水蛮 ， 百越后裔主要有俚人和山越 ，东吴大海之中有夷洲等岛 （今台湾等岛） ， 其
上有山夷 。

三国政权具有文教功能的民族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
第一 ，设置民族管理部门 。 如 ， 魏在中央设置大鸿胪卿 ， 掌管境内少数民族等事宜 ；

设置 “四方夷狄封者” 负责民族首领进京接待事宜 ； 设置客曹尚书主管边疆民族事务 。 在
地方还设置专掌边疆及当地民族事务的官员 。

第二 ，安抚怀柔 。为怀柔鲜卑 ， 曹魏设置护鲜卑校尉 ， 又封沙末汗为亲汉王 ， 素利为
归义王 ，轲比能为附义王 。为怀柔匈奴 ， 曹魏政权以礼相待匈奴上层人物 ， 并将他们荐举
到地方政府任职 ，同时鼓励匈奴百姓从事农桑 。

对岭南 “百蛮” ，东吴政权实行怀柔政策 。两汉时期 ， 岭南地区地主豪强势力有很大的
发展 ， 这些豪族本是中原人士 ， 因世官岭南 ， 代代相传而成为豪族 。 东吴因势利导 ， 册封
当地豪族 ，推行怀柔政策 。

三国之中 ， 怀柔政策运用得最好的是蜀汉政权 。早在建安十二年 （２０７年） 刘备三顾茅
庐之时 ，诸葛亮就在 枟隆中对枠 确立了后来被蜀汉政权采纳的少数民族政策 ： “西和诸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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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抚夷越” ① 。 具体来说 ， 在开拓过程中 ，蜀汉政权采取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 心战为上 ，
兵战为下” ② 的战略方针 ，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体现 。在治理的过程中 ， 能够大胆任
用少数民族首领 ， “皆即其渠率而用之” ③ 。

第三 ，贡使往来 。 如抚余 、 勿吉向魏国贡献当地土特产 ， 魏国回赠锦绣等贵重物品 。
魏国和东夷及西域各族 ，通过贡使往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

第四 ，能够尊重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 。 如 ， 诸葛亮在南中 ， 鉴于昆明 、 叟族 “征巫
鬼 ，好诅盟” 的习俗 ，亲自作图谱 ， “先画天地 、 日月 、 君长 、 城府 ； 次画神龙 ， 龙生夷及
牛 、马 、羊 ；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 、 安恤 ； 又画夷牵牛负酒 、 赍金宝诣之之象 ， 以赐
夷 ，夷甚重之” ④ ，此外 ， 诸葛亮还送给他们瑞锦 、铁券 。⑤

第五 ，将较为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引进少数民族地区 。 如 ， 景颇族传说诸葛亮是南中各
种制度的创造者 ；佤族种稻谷 ， 传说种子是诸葛亮给的 ； 傣族传说是诸葛亮教会他们用牛
耕地 ； 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和贵州 、 湖南的部分苗族 ， 也传说诸葛亮曾经教给他们多种多
样的生产技术 。 传说不是正史 ，但是却能够反映三国时期中原乃至整个汉族地区的文化在
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并且产生良好影响的历史事实 。

二 、两晋和南朝时期的民族文教政策

西晋 （２６５ － ３１７） 曾经短暂统一中国 ， 东晋 （３１７ － ４２０） 和南朝 （４２０ － ５８９） 则相继
偏安于江南 。他们所制定和推行的民族政策中比较有文教意义的 ， 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点 ：

第一 ，在中央设置机构管理民族事务 。西晋在中央设置大鸿胪 ， 有下行 、 典客等官职 ，
接待边疆诸族来京使者 ；又在尚书省中设主客曹 ， 主管边疆民族事务 。 东晋和南朝在中央
也都设有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和官职 ，名称不一 ， 时常变化 。

第二 ，设置管理民族地区地方管理机构 。 在地方民族事务管理中 ， 有两种体制 。 一是
设置中央派出机构 ，实行中央垂直领导 ， 负责监督边疆民族事务 。 西晋设置东夷校尉 、 护
匈奴中郎将 、护西戎校尉 、 护羌校尉 、 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 、 西夷校尉 、 南夷校尉 、 南蛮
校尉以及护羌戎蛮夷越中郎将等 ， 分别管理各区域少数民族事务 。 东晋承西晋 ， 只是改南
夷校尉为镇蛮校尉 ，又设宁蛮校尉 。 南朝承两晋 ， 但是立府衙 ， 由监督机构转变为拥有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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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三国志 · 魏书 · 诸葛亮传枠 。

枟三国志 · 蜀书 · 襄阳记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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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军政 、治民 、统兵且有自己僚属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 二是因俗 、 因地制宜 ， 设置民
族自治地方政权 。南朝设置左郡左县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 ， 在僚人地区又称 “僚郡” ， 在俚
人地区又称 “俚郡” 。

第三 ，怀柔政策 。两晋和南朝历届政府采用敕封 、 朝贡和抚纳等政策怀柔内附和归化
的少数民族 。怀柔政策不仅具有羁縻的政治作用 ， 而且还具有文化联系纽带的作用 ， 此间
后者有时意义更大 。比如 ，甘 、松之南的吐谷浑政权 、河西地区卢水胡所建立的北凉政权 、
陕甘川地区氐人所建的仇池国 、 辽东和朝鲜半岛上朝鲜族所建的高丽和百济政权等 ， 跨过
北朝 ， 不远千里和东晋 、南朝政府或通好 、 或朝聘 、 或奉表称藩 ， 并且乐于得到东晋 、 南
朝的册封 ，功利的战略意义不明显 ， 但是文化意义彰显 ， 因为他们认为东晋 、 南朝是华夏
文化的正统所在 。

两晋和南朝历届政府都是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 ， 他们采取的上述具有文教意义的政
策对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是有进步意义的 。

三 、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民族文教政策

十六国时期 （３０４ － ４３６） 和北朝时期 （３８６ － ５８１） ， 各个政权基本上是少数民族政权 ，
个别虽是汉族地主政权 ，但也是早就少数民族化了的政权 。 这一时期 ， 北方少数民族 ， 如
匈奴 、 鲜卑 、氐 、羌 、羯等 ， 纷纷内迁 ， 与汉族错处杂居 。 面对文化比较先进且如汪洋大
海般的汉族社会 ，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顺应民族大融合的趋势 ， 在行政体制 、 经
济 、生活习俗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主动采取汉化政策 。

在行政体制方面 ，少数民族政权学习中原典章制度 ， 采用汉族封建管制礼仪 ， 重用汉
族世家 ，与汉族地主达到了政治上的联合 。 在经济方面 ， 劝课农桑 ， 学习并采用汉族较为
先进的文化传统和生产技术 。

在生活习俗方面也有不少改革 ， 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力 。 孝文帝于 ４９３ 年迁都洛阳后 ，
次年就颁布改革鲜卑旧俗的制度 。 主要措施有 ： 禁穿胡服 ， 改穿汉装 ； 禁说胡语 ， 改说汉
语 ；改鲜卑贵族姓氏为汉姓 ， 拓跋氏就改成元氏 ； 按照汉族门阀制度确立北魏门第等级 ；
禁止拓跋鲜卑同姓通婚的陋习 ，鼓励拓跋鲜卑人同汉族通婚 。

在文化教育上 ，少数民族政权积极实行崇儒兴学政策 。 十六国虽然兵戎不断 ， 但偶有
和平仍崇儒兴学 ，有时还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 学校教育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 前赵刘曜
迁都长安 ，于太兴三年 （３２０年） 立太学于长乐宫东 ， 立小学于未央宫西 ， 选择 １５００ 名 １３
到 ２５岁聪明的百姓孩子入学 ，聘请明经笃学的学者来教书 。 后赵石勒 、 前秦苻坚 、 后秦姚
苌等在位时都有兴学之举 。

北朝在十六国的基础上 ， 崇儒兴学有较大发展 ， 北魏 、 北齐和北周 ， 中央和地方都有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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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学 。
北魏的中央官学 　北魏建国初年 ， 立太学 ， 置五经博士 ， 编审教材 ， 传授经学 。 明元

帝时 （４０９ － ４２３） 改国子学为中书学 ， 置中书博士教授中书学生 。 ４２６ 年 ， 太武帝另立太
学 ，广征儒俊做学官 ，命令各州郡选送才学之士入太学学习 。 ４８５ 年 ， 文明太后建立皇宗
学 ，对皇族子弟进行教育 。 ４８６年 ，改中书学为国子学 。 ４９２ 年 ， 孝文帝追谥孔子为 “文圣
尼父” ， ４９６年 ，孝文帝诏立国子学 、 太学和四门小学 ① 。 自宣武帝始 ，北魏官学趋于衰微 。

北齐的中央官学 　北齐政权除了沿袭北魏国子学 、 太学 、 四门学外 ， 还设置教育行政
机构 ———国子寺 ，负责教育贵胄子弟 ，统一管理学官和生员 。

北周的中央官学 　北周在学制上除了设立太学外 ， 还设立进行文艺教育的麟趾学和具
有小学性质的露门学 （或称虎门学） 。

北朝的中央官学除了有上述学校外 ， 还有专门学校 ， 例如 ， 北魏 、 北齐 、 北周设有律
学博士 ；北魏 、 北周设有书学 ，以教授书生 ；北周设立算学 ，学生称算法生 。

北朝统治者也较为重视地方官学的设置和学制的完备 。 北魏献文帝天安初年 （４６６ 年）
开始州郡立学 ， 后来献文帝命令大臣高允制订更完备的州郡立学制 ： 大郡立博士 ２ 人 ， 助
教 ４人 ，学生 １００人 ；次郡立博士 ２ 人 ，助教 ２ 人 ， 学生 ８０ 人 ； 中郡立博士 １ 人 ， 助教 ２
人 ，学生 ６０人 ； 下郡立博士 １人 ，助教 １人 ，学生 ４０人 。② 同时规定 ，学官博士和助教都
应是博通儒经 、 德行俊异 、堪为师表者 ； 年龄上 ， 博士一般 ４０ 岁以上 ， 助教一般 ３０ 岁以
上 ，学有所长 、 才任教授者可例外 。 学生选拔秩序 ， 先高门士族子弟 ， 后中等地主子弟 ，
“人行修谨 ，堪循名教” ③ 。该州郡学制在北魏迁都后一直保持下来 ， 除此外 ，孝文帝还曾经
设有乡党之学 。 北齐也设有州郡学 。 北齐学制规定 ， 各郡都得设学 ， 置博士 、 助教教授经
学 ；还规定郡学内建孔庙 ，学官博士以下每月一朝 ， 开各级学校内设孔庙之先河 。 北周也
设置地方官学 ， 州县有学生 。 北周规定 ，各县视其大小都设相当品秩的县学博士 。

北朝时期 ， 无论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官学 ， 教学内容都以经学为主 。 北朝的经学承袭汉
学传统 ，谨守章句训诂 ，注意名物制度考证 ， 汉学经典如服虔注 枟左传枠 、 郑玄注 枟尚书枠
和 枟周易枠 等 ， 在北朝流行 。 北朝虽然也流行佛教 、 道教 ， 但是从未超过儒学 。 例如 ， 北
周武帝定儒佛道三教顺序时把儒教定位第一 。总之 ， “北朝统治者在利用儒学维护统治 、 培
养人才方面是有成效的 。 实行崇儒兴学的政策 ， 学习汉族先进文化 ， 加速封建化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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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四门小学最初是皇宗学的延续 。 北魏孝文帝据 枟周礼枠 将皇宗学政为四门小学 ， 突出其 “小学” 性质 。 北齐设

四门学 ， 成为与国子学 、 太学同类的大学 。 到唐代 ， 四门学成为面向官爵较低的官僚子弟及部分庶人的中央学校 。 见姚

宏杰 ： 枟北魏皇宗学与四门小学略论枠 ， 枟教育史研究枠 ，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

参见孙培青主编 ： 枟中国教育史枠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１３８ － １３９ 页 。

枟北史 · 高允传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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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促进民族大融合 ，推动历史前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① 。
北朝历代政权对待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政策仍然沿袭汉族统治者的做法 ， 实行羁縻政

策 ，例如 ，前秦苻坚说 ： “西戎荒俗 ， 非礼仪之邦 ， 羁縻之道 ， 服则赦之 ， 示以中国之威 ，
道之以王化之法 ，勿极武穷兵 ，过深残掠 。” ②

四 、隋唐时期的民族文教政策

隋唐时期从隋开皇元年 （５８１ 年） 至宋建隆元年 （９６０ 年） ， 共 ３７９ 年 ， 分为隋朝 （５８１
－ ６１８） 、唐朝 （６１８ － ９０７） 。
隋唐时期是中国自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以来第一个发展高峰 ， 这是中国封建社

会大发展时期 。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民族大迁徙 、 大融合 ， 汉族融合了匈奴 、 鲜卑 、 乌桓 、
羯 、氐 、羌以及蛮 、僚 、俚等少数民族 ， 已经与秦汉时期由华夏民族发展而来的汉族有所
不同 ， 而成为一个混血程度相当高的新汉族 。当时中原地区周边的少数民族主要格局是 ：

在北方草原主要有突厥 、 薛延陀 、回纥 （后改名回鹘 ， 取 “回旋轻捷如鹘” 之意） 、 黠
戛斯 ； 在东北主要有高句丽 、靺鞨 、 契丹 、 奚 、 室韦 ； 在西北有吐谷浑和高昌 、 龟兹 、 疏
勒 、于阗等 ；在西南 ，有吐蕃 、白蛮 、 和蛮 、 锅锉蛮 、 傣 、 闽濮等 ； 在中东南有柯蛮 、 东
谢蛮 、 西赵蛮 、 西原蛮 、南平僚 、高山族等 。

（一） 隋朝民族文教政策

隋共二帝 ， 时间不长 ，但是从文化和教育角度考察隋朝的民族政策 ，仍然有不少贡献 。
首先 ，隋朝民族政策中有和平 、 平等的性质 。
隋文帝在开皇三年 （５８３ 年） 讨突厥诏中指出 ， “清边制胜” 的目的不在于贪图边功 ，

搞扩张 ，而在于 “卧鼓息烽 ， 暂劳终逸” ， “息道路之民 ， 务于耕织” 。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
一点 ， “何用侍子之朝 ，宁劳渭桥之拜 ？” ③

隋炀帝继位后 ，裴矩在 枟西域图记枠 ④ 中提出 “无隔华夷” 、 “混一戎夏” 的思想 ， 认
为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 “率土黔黎 ， 莫不慕化” 。 “无隔华夷” 、 “混一戎夏” 的思想为隋
炀帝所采纳 。

虽然隋朝开拓政策仍然占上风 ， 但是 “卧鼓息烽 ， 暂劳终逸” 以及 “无隔华夷” 、 “混
一戎夏” 的思想说明了隋朝民族政策仍然有和平 、 平等的性质 。

·０２·

①

②

③

④

孙培青主编 ： 枟中国教育史枠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１３９ 页 。

枟晋书枠 卷 １１４ 。

见 枟隋书 · 突厥传枠 。

见 枟隋书 · 裴矩传枠 。



第一编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其次 ，实行绥靖怀柔政策 。隋文帝对内附和归降的少数民族 ， 继续采用秦汉以来的和
亲 、敕封 、抚慰 、羁縻等怀柔政策 。

第三 ，实行尊俗政策 。突厥突利可汗归附后 ， 隋文帝仍然允许他们以牧业为主 ， 不强
迫改变其衣着 、 习惯和风俗 。

第四 ，以儒家礼教引导少数民族 。 在讨突厥诏中 ， 隋文帝就告诉诸将 ， “义兼含育” ，
要行仁义 ，不得滥杀 。吐谷浑太子嵬王执父归降 ， 隋文帝说 ： “欲来投朕 ， 朕唯教嵬王为臣
子之法” ，教育嵬王在归降事情上也要讲孝道 ， “不可潜谋非法 ， 受不孝之名” ， “望使一切
生人皆以仁义相同” ① ，总之 ，所有的人都要讲仁义道德 。 岭南归服后 ， 文帝敕封洗夫人为
谯国夫人 ，教她要 “训导子孙 ，敦崇礼教 ，遵奉朝化” ② 。 隋文帝还要求地方官员在少数民
族地区开办学校 ，行仁义 。令狐熙在桂林 ， 文帝命令他 “建成邑 ， 开设学校” ③ ； 辛公义在
岷州传授医学 ， 治疗疾病 ，遵旨力行仁义 。④

隋文帝还以和为贵的思想调解少数民族之间的纷争 。 如靺鞨 “劫掠” 契丹 ， 文帝劝诫
靺鞨 ： “我怜念契丹与尔无异 ，宜各守土境 ，岂不安乐 ？何为辄相攻击 ，甚乘我意 ！” ⑤ 在文

帝的影响下 ，地方官员在调解民族纷争时也都以和为贵的精神办事 。
第五 ，以经贸往来促进文化交流 。 隋文帝认为以往朝代 ， 用厚敛中原百姓来过度实行

民族倾斜的政策是 “违天地之意 ，非帝王之道” ， 必须 “节之以礼 ，不为虚费” ⑥ ， 双方应该
互利互惠 。开皇十四年 （５９４ 年） ，突厥各部首领派遣使节进贡隋朝 ， 隋文帝准许突厥 “缘
边置市 ，与中国贸易” 的请求 ， 自此之后 ， 中原的粮食 、 布帛 ， 突厥的马 、 羊和皮毛 ， 双
向交流 ，互通有无 。隋朝的缯绢还通过突厥 ，远销东罗马帝国 。⑦

和隋文帝 “不为虚费” 的边贸政策不同 ，隋炀帝对胡商 “夸以富乐 ， 啖以厚利” 。 大业
六年 （６１０年） ，诸蕃请求进入洛阳丰都市场交易 ， 隋炀帝不仅答应了这个请求 ， 而且命令
丰都整饰店肆 ， 奇货满架 ，盛设帷帐 ， 胡商所到之处吃饭分文不取 。 这种场面 ， 使胡商惊
欢不已 。⑧ 隋炀帝这种做法固然暴露了他一贯好大喜功的性格 ，但是他以促进贸易来促进民
族间交流的方式还是值得肯定的 。

第六 ，科举制的确立为后世民族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 隋文帝在位时积极探索新的选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枟隋书 · 吐谷浑传枠 。

枟隋书 · 谯国夫人传枠 。

枟隋书 · 令狐熙传枠 。

参见徐杰舜 、 韦日科主编 ： 枟中国民族政策史鉴枠 ，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１７０ 页 。

枟隋书 · 靺鞨传枠 ， 转引自徐杰舜 、 韦日科主编 ： 枟中国民族政策史鉴枠 ， 第 １７１ 页 。

见 枟隋书 · 突厥传枠 。

翁独健主编 ： 枟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枠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２８４ 页 。

参见徐杰舜 、 韦日科主编 ： 枟中国民族政策史鉴枠 ， 第 １７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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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方式 ，逐步向科举制迈进 。隋炀帝大业二年 （６０６年） 开始建立进士科 ，进士科的设置标
志着科举制的正式产生 。隋朝由于国运短暂 ， 科举制并没有很好地执行 ， 但是对以后的民
族文教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

（二） 唐朝民族文教政策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民族政策的奠基者 。 他即位后 ， 采用魏征 “偃武修文” 的建议 ，
提出 “以文德绥海内” 的治国思想 。 具体到民族政策方面 ， 唐太宗提出 “推恩示信” 、” 爱
之如一” 的思想 ，这是唐朝民族文教政策总的指导方针 。 贞观二十一年 （６４７ 年） ， 唐太宗
对群臣说 ： “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 ，不能服夷狄 。 朕不逮古人 ， 而功过之 … … 所以及此者”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自古皆贵中华 ， 贱夷狄 ， 朕独爱之如一 ， 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
母 。” ① 针对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的旧观念 ， 唐太宗不以为然 ， 指出 ： “人主患德泽不
加 ，不必猜忌异类 。盖德泽洽 ， 则四夷可使如一家 ； 猜忌多 ， 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 ② 根据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的推己及人的儒家思想 ， 唐太宗指出 ： “夷狄亦人 ， 其情与中夏不
殊 。” ③ “岂独百姓 （指汉族） 不欲 ， 而必顺其情 ； 但夷狄 ， 亦能从其意 。” ④ 总之 ， 唐太宗
认为 ， “抚九族以仁” ， 是 “君之体也” 。⑤ 唐太宗 “推恩示信” 、 “爱之如一” 的民族政策总
的指导方针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

唐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地方行政机构 ———羁縻府州制 。 羁縻府州在武德年间就已出
现 ，在贞观年间形成制度 ，截止到开元年间设置黑水都督府 ， 唐朝政府先后在东北 、 北方 、
西南 、 南方共设置了 ８５６个羁縻府州 。⑥ 唐中央政府对羁縻府州具有行政领导权 ， 但是基本
保持各民族的原有统治机构 ， 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羁縻府州首领 ， 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
下 ，少数民族拥有相当的自治权 ， 当地的风俗习惯中央政府不予干涉 。 羁縻府州属于唐朝
边州各地方政府领导 ， 唐朝皇帝又时常赏赐少数民族首领 ， 赈济遇灾的当地群众 ， 所以 ，
唐朝的 “声威” 和 “教化” 能够传播到这些地区 ， 从而促进了当地政治 、 经济和文化的发
展 。⑦

唐朝重用各少数民族人才 。肖之兴先生对王桐龄先生 枟中国民族史枠 “唐代外族出身人
物表” 统计分析 ，唐朝重用的少数民族文臣武将 （以及极少数其他人物） 达 ２２ 族 ， 相当具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枟资治通鉴枠 卷 １９８ 。

枟资治通鉴枠 卷 １９７ 。

枟资治通鉴枠 卷 １９７ 。

枟册府元龟枠 卷 １８ 。

枟帝范枠 卷 １ 。

参见徐杰舜 、 韦日科主编 ： 枟中国民族政策史鉴枠 ，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１８６ 页 。

田继周等著 ： 枟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枠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第 １６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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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 ；章群先生的 枟唐代蕃将研究枠 统计出唐代蕃将总数达 ２５００ 多人 ， 其中参战蕃将
为 ３７０ 多人 ，加上众多文官 ， “唐代少数民族出身的官员总数一定很可观” 。① 唐王朝一直重
用少数民族人才 ，少数民族人才为创建唐朝和中兴唐朝也做出重大贡献 。 唐王朝重用各少
数民族人才 ，对促进少数民族对唐王朝的认同和各民族团结无疑有积极的意义 。 贞观八年
（６３４ 年） ，未央宫举行有多民族首领参加的庆功会 ， 南越首领作诗云 ： “胡越一家 ， 自古未
之有也 。” ②

唐朝实行少数民族子弟接受学校教育政策 。③ 唐朝建立留学制度 ，欢迎边缘少数民族子
弟到那里学习先进文化 。渤海王 “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 ，习识古今制度” ④ ，学习儒家经典 。
开成二年 （８３７ 年） ，渤海王一次就派遣 １６人到唐朝留学 ，其中 ６人就学长安 。唐王朝国子
学为少数民族首领子弟开放 。 史载贞观十四年 （６４０ 年） ， 国子学 “增筑学舍千二百间 ， 增
学生二千二百六十员 ， … … 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 ， 乃至高丽 、 百济 、 新罗 、 高昌 、 吐蕃
诸酋长亦遣子弟入国学 ，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 ⑤ 。 地方郡学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 ， 经费
由官府供给 ，使许多少数民族子弟接受了学校教育 。 例如 ， 西川节度使韦皋治理剑南 （今
成都一带） ， “选群蛮子弟之成都 ， 教以书数 ， 欲以慰悦羁縻之 ， 业成则去 ， 复以他弟子继
之 。如是五十年 ，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 ⑥ 。 柳宗元在柳州时 ， 也大力兴学 ， 开拓
了岭南西部民族教育 。⑦

唐朝实行允许少数民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政策 。 溪洞黄生举考取进士 ， 人们感叹
“峒家未尝无俊才也” ⑧ 。渤海的学生经常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 。渤海国相乌炤度早年曾经在
长安考中进士 。⑨

唐朝和亲政策 、会盟政策 、宗教宽容政策 、 经贸自由政策乃至派遣优秀官吏驻守边关
政策等都有文化教育功能 ，推动了中原地区和边远民族地区的文化交往 。

唐朝中原文化对吐蕃文化影响很大 。 最有推动力的是唐蕃和亲 。 古诗 “八千里路传犁
磨 ，四十年间息鼓笳” 就是对文成公主入藏后唐蕃之间关系及其文化影响的生动描写 。 贞
观十五年 （６４１ 年） 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联姻 ， 带去经史 、佛经以及工艺 、医药 、历法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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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还带去不少精通多种手艺的工匠和侍女 。这些工匠和侍女向藏族人民传播水磨 、 耕作 、
刺绣等技术 。至今山南一带藏族人民中还流传文成公主教会他们耕作 、 刺绣等技术的传说 ，
说明文成公主和亲的确带去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 。 唐诗中也可找到这种文化交融的证据 ，
如 “自从贵主和亲后 ，一半胡风似汉家” ① 。 唐高宗即位初年 ， 应松赞干布的要求 ， 又送去
蚕种 ， 派去精通酿酒 、水磨 、 纸墨技术的工匠 。 金城公主于景龙四年 （７１０ 年） 和亲吐蕃 ，
唐中宗赐金城公主 “绵缯别万数 ，杂伎诸工悉从 ，给龟兹乐” 。开元十九年 （７３１年） ， 应金
城公主请求 ，唐朝又赐 枟毛诗枠 、 枟礼记枠 、 枟春秋枠 等书 。金城公主和文成公主一样受到藏
族人民的欢迎 ， 至今在布达拉宫 、 扎什伦布寺 、 罗布林卡新宫 、 萨迦寺等处留有金城公主
入藏题材的壁画 ，② 千百年来一直对人们潜移默化地起着教育作用 。 随着唐蕃友谊加深 ， 吐
蕃大批贵族子弟被派到长安国子监学习 ， 唐朝的一些文士受聘到吐蕃管理文书 ， 唐朝贵族
的服饰传到吐蕃 ，唐的乐舞杂技传入吐蕃 ，深受吐蕃人的喜爱 。③

唐朝统一西域后 ， 随着驻军屯田 ， 中原文化传之西域 。 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物中 ，
有许多儒家经典和史书 ，如 枟毛诗枠 、 枟郑玄注论语枠 、 枟伪孔传尚书枠 、 枟孝经枠 、 枟急救篇枠 、
薛道衡的 枟典言枠 、佚名晋书以及 枟针经枠 等 ，这说明唐朝统一西域后 ， 中原文化传到了西
域地区 。

唐朝和回鹘关系一向比较好 ， 双方来往密切 。 唐朝有多位公主和亲回鹘 ， 带去大量丝
织品 、 金银器皿和各种工匠 ， 中原的文化 、 技艺也随之传入回鹘 。 不少回鹘人居住在长安
及内地其他大城市 ，穿汉衣 、 说汉话 、改汉姓 ，与汉人通婚 ，生活习俗逐渐汉化 。

在东北 ，渤海一直仰慕唐朝 ， 海东文化深深打上唐朝文化烙印 。 渤海王曾经派遣使节
“求写唐礼及三国志 、晋书 、 十六国春秋” 。 渤海王都上京城 “设文籍院 ， 以储图书 ， 设胄
子监以教子弟 ， 稽古有文 ，颇极一时之盛” ④ 。 儒学成为渤海社会的主流思想 ， 汉字成为渤
海通行文字 ，渤海的绘画 、雕刻 、工艺美术都有着盛唐的艺术风格 。

少数民族文化也深深影响中原文化 。 西域的贵族 、 商人 、 乐人 、 僧侣 、 技工等纷纷来
内地 ， 带来了西域文化 。唐代音乐深受西域影响 ， 唐朝十部乐中就有龟兹乐 、 疏勒乐 、 高
昌乐等三部西域音乐 。龟兹人白明达的 枟春莺传枠 、 疏勒人裴神符的 枟火风枠 、 枟胜蛮奴枠 、
枟倾盆乐枠 等乐曲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 。 在美术方面 ，于阗人尉迟跋质那 、 尉迟乙僧父子把
绘画中的晕染法传到内地 ，唐朝画家吴道子 、李思训就受到此种画风的影响 。⑤ 受吐蕃之俗

·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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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唐时长安很多妇女喜欢面涂赭红 ； 受回鹘文化影响 ， 许多唐朝宫人喜欢穿着回鹘衣
服 ，唐诗描述道 ： “回鹘衣装回鹘马 ，就中便称小腰身 。” ① 唐朝文化是一幅多彩的画卷 ， 唐
朝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这与唐朝很开明的民族文化教育政策分不开 。

第四节 　 五代宋元时期中央政府的民族教育政策

五代宋元时期是中国又一次从封建割据到全国统一时期 ， 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时
期 。五代又称五代十国 ，是指从公元 ９０７ 年到公元 ９６０ 年间 ， 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后梁 、 后
唐 、后晋 、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 ，此间 ，还存在十个割据小国 。

宋朝分北宋和南宋 。 公元 ９６０ 年 ， 后周禁军统领赵匡胤发动军事政变 ， 在开封建国 ，
国号为宋 ，是为北宋 ； １１２７ 年 ，金灭北宋 ， 赵构在南京 （今河南商丘） 即位 ， １１２８ 年定都
杭州 ， 是为南宋 。

宋朝时期 ， 北方存在若干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 如契丹族建立的辽 （９０７ － １１２５） 、
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１０３８ － １２２７） 、女真族建立的金 （１１１５ － １２３４） 。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 。 蒙古 ， 原是居住于额尔古纳河以东的一个部落 ， 后迁居斡
难河 （今鄂嫩河） 上游 ，逐渐壮大 。 １２世纪末和 １３世纪初统一蒙古各部落 ， 建立统一的蒙
古汗国 。 １２０６年 ， 铁木真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 ， 号成吉思汗 。 １２７１ 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 ，
１２７９ 年灭南宋 ，统一全国 。

一 、宋 、辽 、金 、西夏政权的民族文教政策

宋朝民族政策和民族文教政策有得有失 ，总的看来失多得少 。
宋朝民族政策及民族文教政策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点 。
第一 ，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 ——— 鸿胪寺 。 置卿一人 ， 由朝官以上人员担任 ，

管理四夷朝贡 、 宴劳 、给赐 、 送迎等 ；鸿胪寺下设置国信所 ， “掌大辽使介交聘之事” ； 设
都亭西驿和管干所 ， “掌河西蕃部供奉之事” ； 设礼宾部 ， “掌回鹘 、 吐蕃 、 党项 、 女真等国
朝贡馆设 ，及互市译语之事” ；设怀远译 ， “掌南蕃交州 ， 西蕃龟兹 、 大食 、 于阗 、 甘 、 沙 、
宗哥等国贡奉之事” ；设同文馆及管勾所 ， “掌高丽使命”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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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培养 “通事” ， 也就是掌握契丹 、女真 、党项语言文字的人才 ， 他们能够以宋朝
官员的身份参与各种政治会谈 、军事和贸易等活动 。

第三 ，为了解辽 、西夏和金 ，宋朝收集并保存许多有关此方面的书籍 。 有关辽朝的书
籍有 枟辽登科记枠 、 枟契丹机宜通要枠 、 史愿著 枟北辽遗事枠 、 枟契丹须知枠 、 枟契丹实露枠 、 赵
志忠著 枟阴山杂录枠 、余靖著 枟契丹官仪枠 、 枟契丹疆域图枠 、 枟契丹地理图枠 ； 有关西夏的书
籍有孙巽 枟西夏枢要枠 、 刘温润著 枟西夏须知枠 和 枟蕃尔雅枠 ； 有关辽和西夏的有 枟契丹夏
州事迹枠 ；有关金的书籍有 枟金国明昌官制新格枠 、 张师颜著 枟金虏南迁录枠 、 田玮著 枟北鄙
须知枠 、 枟塞北纪实枠 ，等等 。

第四 ，通过互市贸易输入少数民族物质文化 ， 如契丹的剑和西夏的马鞍等骑兵装饰艺
术以及金的丝绢艺术等 。

第五 ，发展了中国历史上的羁縻政策 。 在其统治的西南 、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
州 、县 、洞 ，通过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统治 ，尊重当地风俗 ， “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之” 。 对
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以劝解为主 ，即 “和断” 。

第六 ，宋朝和中国境内当时独立政权吐蕃 、 大理和回鹘关系和好 ， 相互尊重 ， 经济文
化礼尚往来 。

宋朝在民族文教政策上的失误有如下几点 ：
第一 ，在对待北方民族上不是傲慢无理就是屈膝求和 ， 始终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方

针 。赵宋政权开始时自以为是汉族 ， 以正统自居 ， 而看不起甚至侮辱少数民族 ， 称辽朝皇
帝为 “虏主” ， 称契丹人为 “北蕃” 、 “犬戎” ， 骂女真人为 “丑虏” ， 指西夏人为 “西戎”
等 。但是 ，在与他们打仗一旦失利就纳岁称臣 ， 屈膝乞和 。 这是宋朝始终不昌并且走向灭
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

第二 ，以文化老大自居 ， 骄傲自满 ， 不是积极主动地向少数民族学习 ， 只是迫于政治
和战争需要才采取了上述一些有限文化政策 ； 对宋 、 辽 、 金 、 西夏实行文化封锁 ， 禁止经
典流到辽 、金 、 西夏 。

与宋朝比较消极的民族文教政策不同 ， 辽 、 金 、 西夏实行积极的汉化政策 。 他们不仅
在政治上能够重用汉族士大夫 ， 采用汉族封建制度 ， 并且用行政手段弃蕃礼用汉礼 ， 而且
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汉族文化 ， 总是千方百计地得到汉族经典 ， 表现出求知若渴的精神 。
他们都仿效汉字创制自己的文字 ， 仿效唐宋建立健全自己的教育制度 ， 开设用本民族语言
文字教学的学校 ，不断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 。

辽代的教育制度草创于辽太祖时期 。辽太祖于神册三年 （９１８ 年） 诏令建孔庙 、 佛寺 、
道观 ； 神册五年 （９２０年） 制成契丹文字 ，颁行全国 。他还在皇都创建国子监 。国子监设有
祭酒 、 司业 、监丞 、主簿等官职 ， 是最高学府 ， 又是全国教育管理机构 。 皇都在辽太宗时
改称上京 ，所以皇都国子监又称上京国子监 。后在中京 、 西京又各设一所国子监 ， 在南京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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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京 、 东京 、中京 、西京各设一所国子学 ，总称 “五京学” 。 辽朝地方官学有府学 、 州学和
县学 。 为培养贵族子弟 ，辽朝创建诸王文学馆 ， 设有诸王伴读 、 诸王教授 。 此外 ， 辽朝还
招收朝鲜留学生来学习契丹语 。 辽代还建立了科举制度 ， 方法是 ： “制限以三岁 ， 有乡 、
府 、省三试之设 。乡中曰乡荐 ，府中曰府解 ，省中曰及第 。” 科目先是诗赋和经义 ， 后改为
以词赋和法律两科取士 。

金代效法唐宋 ，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官学系统和管理制度 。 其中央官学有国子监 、 小学 、
太学 、 女真国子学 、女真小学和女真太学 ， 还有司天台办学和宫女学校 。 金代地方官学主
要有府 、镇 、州学和女真府 、 州学以及地方医学 。 金太宗天会元年 （１１２３ 年） 开始推行科
举制 。 天会五年 （１１２７年） 根据南北情况不同采用不同的考试方法 ，称 “南北选” 。天会十
一年 （１１３３年） 创立女真进士科 。 熙宗天眷元年 （１１３８ 年） ， 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
士 。天德二年 （１１５０年） ，增设殿试 ，规定试期为三年 ， 将南北选合并 ，置经义 、策试两科
取士 。 明昌初年 ，又设贤良方正 、直言极谏 、博学弘材 、达于从政等科 ，试期不定 。

西夏在元昊时设立管理教育的机关 “蕃学” 和 “汉学” 。绍兴十三年 （１１４３年） ， “始建
学校于国中 ，立小学于禁中” 。绍兴十七年 （１１４７年） 建立科举制度 。

二 、元朝中央政权的民族文教政策

（一） 行省制度和土官制度

元朝结束了自唐朝灭亡以来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 ，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
一全国的皇朝 。 为了有效地管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元朝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组织机构 ：
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 ， 以行中书省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 行省下设路 、 府 、 州 、
县为地方行政机构 ，并建立里 、 社基层社会组织 。 元朝行省制包括边疆民族地区 ， 在距省
较远的少数民族的路 、府 、 州 、 县内 ， 设置宣尉司都元帅府 ， 这样做到了 “都省握天下之
机 ，十省分天下之治” ，从中原地区到边远民族地区 ， 都置于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之
下 。

在唐宋羁縻府州制的基础之上 ， 元朝在西南民族地区建立土官制度 ， 也即任用当地少
数民族上层人士担任当地政权机构的长官 。土官设置一般包括宣尉司 （宣尉都元帅） 、 宣抚
使 、安抚使 、招讨使 、 蛮夷长官司长官 、 路总管土官 、 府土官 、 州土官 、 县土官等九种 。
元朝任命土官手续严格 ， 任命之后 ， 即赐予诰敕 、 印章 、 虎符 、 驿玺书为信物 ， 作为朝廷
命官统治其部落 。土官的义务有纳赋 、朝贡和出土兵 。朝廷对土官有监督和奖惩制度 。

（二） 民族不平等政策

元朝民族政策是不平等的 。蒙古统治者把全国居民按民族分成四个等级 。 第一等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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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 ； 第二等是色目人 ，指西域以至欧洲各种类民族 ； 第三等是汉人 ， 指淮河以北原金朝
境内的汉族 ，还包括契丹 、 女真 、 高丽 、 渤海等族以及较早被征服的云南 、 四川的人 ； 第
四等南人 ，指浙江 、江西 、湖广三个行省以及河南行省等南宋故地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
族 。

（三） 崇文尊儒的政策

为了缓和不平等民族政策导致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关系矛盾 ， 元朝政府实行怀柔政策 ，
如崇文尊儒的政策 ，联姻和亲政策 ， 对吐蕃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 ； 在宗教方面实行兼容政
策 ，具体包括尊崇喇嘛教 、各教并存 、 信教自由 、 保护寺观庙宇以及免除其差役赋税的政
策 。其中 ，崇文尊儒是治理天下的重要文教政策 。

早在蒙古军队初定燕京的时候 ， 著名的契丹族政治家耶律楚材就上奏成吉思汗 “治弓
尚需用工匠 ，为国家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 ？” ① 成吉思汗 “闻之甚喜” 。元朝统治者自此积
极收罗汉族儒士 ， 用儒士来管辖汗地 。 一批名儒如窦默 、 许衡 、 郝经 、 吴澄等均被重用 ，
他们给蒙古统治者提出了一套儒家治天下的经验和理论 。 元朝早期统治者在儒士的影响下
逐渐认同儒家文化 ，入主中原后不仅立即祭封孔子 ， 加封孔子后裔 ， 还遵用汉法 ， 推崇理
学 ，任用汉儒 ， 重教兴学 。

程朱理学在金代末期传入北方 ， 在元代灭金后 ， 理学著述在北方开始流传 。 从仁宗朝
开始 ， 元代理学的地位得到迅速提高 。 元仁宗曾命人节译南宋理学名著 枟大学衍义枠 ， 并
称 ： “治天下 ，此一书足矣 。” ② １３１３年 ，规定科举考试从 枟四书枠 中出题 ，以程朱等理学家
的注疏为评分的标准 。从此正式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 ， 传统的经学教育由此完全转
变为程朱理学的教育 。

（四） 重教兴学政策

至元二年 （１２６５年） ，许衡上奏 枟时务五事疏枠 ， 建议普设学校 ， 讲明儒学的君臣 、 父
子及治国平天下之道 。为了达到以文治国的目的 ， 元朝统治者在一些儒臣的建议下 ， 开设
学校 ， 大力兴学 。元世祖中统二年 （１２６１ 年） 八月下诏曰 ： “诸路学校久废 ， 无以作成人
才 ，今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导之 ， 凡诸生进修者 ， 仍选高业儒生教授 ， 严加训诲 ， 务要
成材 ， 以备他日选擢之用 。 仍仰各路官司 ， 常切主领敦劝 。” ③ 至元六年 （１２６９ 年） 又诏
曰 ： “事有似缓而实急者 ， 学校是也 。 盖学校者 ， 风化之本 ， 出治之源也 。 诸路虽设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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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元史枠 卷 １４６ 枟耶律楚材传枠 。

枟元史枠 卷 ８１ 枟选举志一枠 ， 枟历代刑法考律令八按枠 。

枟元史 · 选举一 · 学校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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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其所在官司例皆视同泛常 ， 不肯用心勉励 ， 以致学校之设 ， 有名无实 。 由是 ， 吏民往
往不循礼法 ，轻犯宪章 ， 深不副朝廷肃清风俗 、 宣明教化之意 。” ① 此后 ， 成宗 、 武宗 、 仁
宗各朝均对兴办学校非常重视 。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前提下 ， 元朝政府吸取两宋 、
辽 、金的经验 ， 重视兴学校以培养统治人才 ， 从中央到地方 ， 逐渐建立起具有多民族特色
的学校教育体制 。

就官学体系而言 ，设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
在京师设有国子学 、蒙古国子学 、回回国子学三种中央官学 。
国子学是专门学习汉文化的学校 ，由集贤院的国子监管辖 。创立于世祖至元六年 （１２６９

年） ，至元二十四年 （１２８７年） 定制 ，设立博士 、助教 、学正 、学录 、典给等职位 。博士掌管
教授学生 、考校教官教学内容 ；助教协助博士分教各斋生员 ；学正 、学录掌管纪律 、监督生
员课业 ；典给负责生员膳食 。学生其资格限七品以上朝官子孙和卫士世家子弟 ；平民俊秀子
弟 ，需经三品以上朝官保举 ，始得为陪堂生伴读 。学生不分种族 ，但以蒙古人居多 。

为督促学生用功 ，元代国子学于仁宗延祐二年 （１３１５ 年） 实行了 “升斋积分法” 。 “积
分升斋” 是把学员按程度分别编入六个斋舍 。 下两斋叫 “游艺” 、 “依仁” ， 程度最低 ， 习
枟小学枠 ；中两斋叫 “据德” 、 “志道” ，习 枟四书枠 ， 肄诗律 ； 上两斋叫 “时习” 、 “日新” ， 程
度最高 ，习 枟五经枠 ，明经义 。每季考评 ，依次递升 。汉人 、南人升至上两斋 ， 蒙古 、 色目
人升至中两斋后 ，只要两年未曾犯过 ， 允许按月参加考试 ， 依其成绩判分 ， 一年内积八分
为及格 ，可升充高等生员 。对不事课业及违纪者罚分 ， 一犯罚一分 ， 三犯除名 ， 但是这只
是针对汉人和南人 ，蒙古人和色目人另当别论 ， “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 ， 色目生宜稍加密 ，
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 ② 。 学习三年以上即可充贡举 ， 与举人有同等资格 。 蒙古 、 色目人考
试内容简单 ，要求宽松 。授官级别上 ， 蒙古人和色目人优于汉人和南人 ， “蒙古授官六品 ，
色目正七品 ，汉人从七品” ③ ，授官比例上也是如此 。 以至正二年 （１３４２ 年） 为例 ， “国子
生员十有八人 ， 蒙古人六名 ， 从六品出身 ； 色目人六名 ， 正七品出身 ； 汉 、 南人共六名 ，
从七品出身” ④ 。蒙古人 、 色目人与汉人出身的学官待遇也不等 ， 如蒙古字学教授比儒学教
授例高一等 。

蒙古国子学 ，是为蒙古族及其他民族官员子弟开设的学校 ， 由蒙古翰林院的蒙古国子
监管辖 。创设于世祖至元八年 （１２７１ 年） 正月 ， 从随朝蒙汉官员及宿卫官员的子弟中选拔
俊秀者入学 。学官有博士 、 助教 、 教授 、 学正 、 学录 、 典书等 。 主要教授翻译成蒙古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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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元典章 · 礼部四 · 学校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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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通鉴节要枠 ，学业优秀者 ，量授官职 。
回回国子学 ，是专门学习 “亦斯替非文” （即波斯文） 的学校 ， 创设于至元二十六年

（１２８９年） ，由翰林院精通 “亦斯替非文” 者教授 ， 为适应和西域各国交流的需要 ， 为诸官
衙培养翻译人才 。入学资格为公卿大夫及富民子弟 。

此外 ，元朝还在司天台和太史院设立附属学校 ，培养精通天文 、 算历的学生 。
元朝政府按路 、府 、州 、 县四级行政区划 ， 在地方相应设置地方官学 ， 包括路学 、 府

学 、州学 、县学 、小学和社学 。诸路皆设有儒学提举学校官管理教育 。 路学创设于世祖至
元九年 （１２７２年） ， 设有教授 、 学正 、 学录等学官 ， 府学及州学设教授 、 学正 ， 县学设教
谕 。教授命于朝廷 ，其他学官命于礼部 、 各行省或宣慰司 。 路学 、 府学 、 州学 、 县学肄业
者可就职学官 ， 或者一般官吏 。至元二十八年 （１２９１ 年） ， 江南诸路学及县学内设立小学 ，
选老成之士任教 。社学初创于至元二十三年 （１２８６ 年） ，是设立在农村地区 ， 利用农闲时
间 ，以农家子弟为教育对象的初等教育形式 ， 这是元朝在教育组织形式上的创新 ， 对于发
展农村教育事业有一定意义 。①

元代地方官学 ，除设以上学校外 ， 还设有具有民族特点的蒙古字学和具有科技教育性
质的医学 、阴阳学 。诸路蒙古字学创设于至元六年 （１２６９ 年） ，招收诸路府州官员子弟及民
间子弟 。不仅有蒙古族学生 ， 而且有其他民族的学生 ， 主要目的是推行蒙古文字 ， 培养通
晓蒙古族文字的人才 。 诸路医学创设于中统二年 （１２６１年） ，由医学提举司管辖 。诸路阴阳
学创设于至元二十八年 （１２９１） ，学习天文 、算历 ，隶属于太史院 ，学成者就职于司天台 。

元朝广设地方官学 ，平均 ２８００人就有一所 ， 在边远地区也广设学校 ， 促进了这些地区
的开化 、发展 。 为了保证各类地方官学的办学经费 ，元朝政府重视学田的设置和管理 。②

书院一般属于私学 ，但是元代书院官学化性质十分严重 。太宗八年 （１２３６年） ，行中书
省杨惟中设立太极书院 ，这是元代的第一所书院 。 随后许多儒家学者自行修建书院 ， 得到
元政府的多方支持 ，也受其控制 ，书院逐渐官学化 。

（五） 科举取士制度

元代科举仿行宋制 。建国前 ，太宗九年 （１２３７ 年） 采纳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意见 ， 下诏
诸路考试 ，设经义 、词赋 、论三科 ， 凡专治一科 ， 不失文义便可中选 。 这次考试的对象是
汉人 ， 而不是蒙古人 、色目人 。但此后多年未开科 。 至元二十一年 （１２８４ 年） 九月 ， 丞相
火鲁火孙和留梦炎等上奏贡举取士 ， 接着 “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 ， 罢诗赋 ， 重经学 ，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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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制” ① 。这次虽然仍未施行 ， 但是确立了选举制度 。 到了仁宗皇庆二年 （１３１３ 年） 十
月 ，中书省臣复以科举事奏闻 。 其年十一月 ， 仁宗下诏正式实行科举 ， 定于公元 １３１５ 年
（延祐二年） 八月举行乡试 ，次年二月在京师会试 ，并规定 ， 每三年开科考试一次 。 惠宗至
元元年 （１３３５年） 科举曾中断 ，六年后复设 ，程式稍有变化 。

元朝科举考试中 ，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两场 ，汉人和南人要考三场 。蒙古人 、 色目人第
一场经问五条 （后改为三条 ，增本经义一道） ，从 枟四书枠 中出题并以朱熹集注为准 ；第二场
策一道 ，限五百字以上 ，以时务出题 。汉人和南人所考三场是明经 、古赋诏诰章表 、策问一
道 ，限千字以上 。发榜时 ，蒙古人 、色目人同为右榜 ，汉人 、南人为左榜 ；录取时 ，得中进
士 ，委派官职 ，蒙古人 、色目人比汉人 、南人从优 。汉人和南人的总数远过蒙古人和色目人 ，
但是乡试各取 ７５名 ，会试各取 ２５名 ，参加殿试 ；在恩授方面 ，蒙古人和色目人 ３０岁以上两
举不第者 ，可以恩授教授 、学正和山长等学官职位 ，而汉人 、南人 ５０岁以上方可 。

科举考试制度不是元代选官取士的主要途径 。 元代入仕途径很多 ， 其中主要有荫叙 、
推举和科举三种 ，科举取士仅占全部官吏的 １／２２ ，荫叙也少 ，推举是元朝入仕的主渠道 。

元代科举考试虽然有不平等现象 ， 但是对于民族间的融合 ， 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
用 。元代的科举考试使中原汉族儒士有机会进入行政机构 ， 并促进他们学习和继承儒家传
统文化 ，同时也促使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学习中原文化 ， 它有力地促进了元代不
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汇与民族融合 ，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

综观元朝民族文教政策 ， 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教育体系 ， 强调全国的统一性 ，
也考虑到民族文化差异性问题 ， 对其他民族采用一些怀柔政策以缓和矛盾 ， 巩固政权 。 但
从根本上来看 ， 元朝实行的是蒙古大民族主义政策 ， 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 ， 危及元朝统
治 。

第五节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民族教育政策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 。② 明朝统治从 １３６８年到 １６４４年 ， 共 ２７６ 年 ； 清朝
统治从 １６４４年到 １９１２年 ，共 ２６８年 。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后 ， 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 。本章所讲的清朝民族文教政策截止到 １８４０年 。

·１３·

①

②

枟元史枠 。

白寿彝主编 ： 枟中国通史纲要枠 ，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２９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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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朝中央政府的民族文教政策

明朝时期 ， 中国境内已经有 ５０ 多个民族 ， 多民族共同体基本形成 ， 分布格局基本稳
定 。在北方 ，少数民族主要有蒙古族 。 在东北主要有女真族 ， 此外还有达斡尔 、 鄂温克 、
鄂伦春等族的先民 ，明代总称 “索伦部” 。 西北少数民族主要有畏吾尔 、 回回等 。 在西南 、
中南地区 ，民族众多 ， 有西蕃 （多为今日藏族的先民） 、 壮 、 瑶 、 苗 、 黎 、 东蕃 （高山） 、
土家 、 罗罗 （彝） 、仲家 （布依） 、水 、侗 、仡佬 、仫佬 、民家 （白） 、 百夷 （又称摆夷 ， 今
傣族） 、 么些 （今佤族） 、毛难 （今毛南族） 、攸乐 （今基诺族） 、 京 、 畲 、 山头 （景颇） 、 藏
等 。

明朝统治者的民族观是矛盾的 。 一方面 ， 由于明朝是汉族地主建立的政权 ， 有 “内中
华外夷狄” 的思想 ；另一方面 ，继承唐太宗 “爱之如一” 的思想 ， 提出 “华夷一家” 、 “一
视同仁” 的民族观 。但是 ，总的来看 ， “内中华外夷狄” 的大汉族主义占上风 。 明朝民族文
教政策是这一矛盾民族观的反映 。

明朝在治理其所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时 ， 根据不同的民族关系采取不同的统治措施 。
北方民族关系多呈紧张状态 ， 明朝政府在东北地区 、 西北地区设立具有军事性质的羁縻卫
所 。南方民族关系多呈安定状态 ， 明朝政府采用土司制度 ， 有的地方采用土流合治和改土
归流 。

在人才使用上 ，明朝政府提出了 “不分等类验才使用” ① 的原则 。 明成祖总结汉武帝 、
唐玄宗 、宋徽宗用人之得失指出 ： “天之生才何地无之 ， 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 ， 何必分别
彼此 ？ 其人果贤则信任之 ，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 。” ② 从中央到地方 ， 明朝政府任用了大批
出身少数民族的文武官员 。开国元勋中有回族军事家冯胜 、 蓝玉等 。 万历时坐镇辽东的朝
鲜族将领李成梁 、驻守西北的回族将领麻贵 ，均为一代名将 ， 被称为 “东李西麻” 。 著名政
治家中就有回族官员马文升 、 海瑞 ， 七下西洋的郑和也是回族 。③

在文化政策上 ，在中央设立四夷馆 。 这是明代译书之所 ， 并负有培训译员的责任 。 永
乐五年 （１４０７） 设蒙古 、女真 、西番 、 西天 、 回回 、 百裔 、 高昌 、 缅甸等八馆 。 正德中增
设八百馆 ；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 。 隶翰林院 ， 选国子监生习译 。 在地方 ， 内地和边疆少数
民族文化政策有别 。在内地禁止 “胡服 、胡语 、胡姓” ，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则 “顺而抚
之” ，容许少数民族保持其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 。 在土司制度中 ， 甚至允许女子可以继承土

·２３·

①

②

③

枟明太祖实录枠 卷 ５３ ， 洪武三年六月丁丑 。

枟明太祖实录枠 卷 １３４ ， 永乐十年十一月癸卯 ： 枟国榷枠 卷 １５ 。

田继周等著 ： 枟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枠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第 ２６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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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在宗教方面采用利用政策 ，以达到 “阴助王化” ① 、 抚治各族的目的 。
明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 。 建国之初 ， 明太祖朱元璋就确立了 “治国以

教化为先 ，教化以学校为本” 的文教政策 。 在民族教育方面 ， 他也有此认识 。 朱元璋在给
广西左右江溪峒官民的圣旨中说 ： “朕惟武功以定天下 ， 文德以化远人 ， 化古先哲威德并
施 ，遐迩咸服者也 。” ② 认为 ， 只有 “教化大行” ， 才是 “安边之道” ③ 。 所谓教化 ， 在明朝
政府那里是通过儒家思想来教育少数民族 。 在此认识的前提下 ， 明朝政府制定的少数民族
教育政策主要有 ：为少数民族子弟开科取士 、 优惠少数民族子弟入国子监 、 在少数民族地
区广设儒学 。

明朝选拔人才的制度有荐举制和科举制 ， 科举是主渠道 。 根据 “不分等类验才使用”
的原则 ，明朝的科举制度不仅对汉族开放 ， 而且对少数民族开放 ， 机会均等 ， 一视同仁 ，
但是对少数民族中式者在相同条件下 ， “加俸级优异之” 。④ 湖广 、广西早在洪武初年就开始
举行乡试 ，稍晚云南 、贵州也举行乡试 。 云南乡试在永乐年间 。 洪熙六年 ， 贵州生员前往
湖广乡试 ，宣德元年云贵合试 ， 嘉靖十四年 ， 贵州开科 。 云贵乡试额数 ， 嘉靖十四年定云
南 ４０名 ，贵州 ２５名 ；嘉靖十五年 ， 又 “增贵州乡试解额五名” ⑤ 。 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积极
参加考试 ，许多人考中进士 、 举人 。 云南回族中 ， 仅保山的闪氏一姓 ， 就有举人 、 贡生 、
进士 ２１ 人 ；蒙自沙甸一村有 １３名 ； 玉溪龙门附近三个回族村有 １１人 。⑥ 另据 枟城步县志枠
记载 ， 自明代开始当地苗族举人进士 “代不乏人” 。少数民族中式者中有的成为政治家 ， 如
马文升 、孙继鲁 、海瑞等 ；有的以思想家而名垂青史 ， 如李贽 。 一些少数民族土官也参加
科举 。 据 枟明史 ·贵州土司列传枠 记载 ，万历年间 ， “有土舍杨载请者 ， 应袭推官 ， 尝中贵
州乡试 ，命于本卫所加俸级优异之” 。 另据载 ， “宋儒为麻哈州世袭土同知 … … ， 为隆庆辛
未进士 ，入为京朝近吏 ，任礼部主事” 。⑦

明朝鼓励选派或推举少数民族子弟进入国子监读书 。 朱元璋曾经明谕来京朝贡的普定
军民知府者额 ： “今尔既还 ，当谕诸酋长 ，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 ， 使知君臣父之道 ， 礼
乐教化之事 ，他日学成而归 ， 可以变土俗于中国 ， 岂不美哉 。” ⑧ 他又明谕国子监学官 ： “今
西南诸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 ， 求入太学 ，因其慕义 ， 特允其请 。 尔等善为训教 ， 俾有成就 ，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枟明太祖实录枠 卷 ２２６ ， 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寅 。

枟明史 · 广西土司列传二枠 。

徐杰舜 、 韦日科主编 ： 枟中国民族政策史鉴枠 ，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３４９ 页 。

徐杰舜 、 韦日科主编 ： 枟中国民族政策史鉴枠 ，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３４９ 页 。

枟明会典 · 礼部三十五枠 。

翁独健主编 ： 枟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枠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６６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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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 。” ① 明朝少数民族优惠进国子监的途径有三 ： 特恩 、 岁贡和选贡 。 特
恩是指由皇帝特别恩准 。前面所提的土司者额在朱元璋的鼓励下 ， 回去后就派遣他的儿子
和其他酋长的子弟 １６人到太学读书 。洪武二十三年 （１３９０ 年） ， 四川建昌卫土司安配派遣
其子僧保等 ４２人到国子监读书 。岁贡就是要求地方每年从府 、 州 、 县学中选拔一定数额的
人才推荐给国子监 。少数民族地区岁贡政策优惠 ， 规定边地府学 “宜岁贡生员一员 ， 俾观
中国光 ，相劝于学 ，以称立贤无方之意” 。② 选贡就是除岁贡之外 ， 各地可不拘常例向国子
监推荐品学兼优者 。 洪武十八年 、 永乐元年和十八年 ， 明朝中央政府先后命云南 、 广西 、
湖广 、 四川 、贵州土官衙门选贡 。③ 并且指出 ， 即使生员学业欠佳 ， 也可以在学官训导之
下 ，免试选送国子监读书 。对土官子弟 ， 国子监在学业上给予特殊的指导 ， 生活上给予特
殊的照顾 。

明朝政府很重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儒学 。在南方 ，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 ， 明军
刚平云南 ，朱元璋就下令发榜文 ： “府州县学宜加兴举 ， 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
者 ，举充学官 ， 教养子弟 ， 使知礼义 ， 以美风俗 。” ④ 洪武二十八年 （１３９５ 年） ， 又命礼部
在云南 、四川等土官地区遍设儒学 ， 选拔土官子孙弟侄而教之 。 凡到府学就读的土官家族
子弟 ， 概称土童 ，入学 、应考和录取都有优先权 。 一些地方专设土司学堂 ， 招收土司子弟 。
在北方 ，羁縻卫所中有不少蒙古官兵在服役 ， 明政府选派精通蒙古语文的教师去给他们的
子弟教书 ，还用蒙古文翻译儒家经典 枟孝经枠 作为教材 。 在西北 ， 山丹 、 肃州等地卫所也
设有儒学 ，让蒙古 、羌 、撒里畏兀儿等民族的孩子能够入学学习 。 明政府还在一些民族聚
居区为贫而好学的儿童设立社学 。 为了鼓励少数民族子弟入学 ， 明政府对他们给予必要的
精神鼓励和物质帮助 。为督促土司继承人入学 ， 明朝甚至作出了不入学者不准承袭的强制
性规定 。为了督促地方官重视兴学 ， 有司考课 ， 首察学校 ， 兴学是地方官第一要务 ， 所以
在少数民族地区任职的流官都比较重视兴学 。永乐年间四川茂州知州刘坚立学 ， 克服困难 ，
劝导羌族子弟就学读书 ， 终于成功 。 流官如此 ， 土官亦然 。 正统年间 ， 广西思恩军民府知
府岑瑛奏请立学 ，明朝廷很快批准 。 嘉靖年间广西田州女土司瓦氏也修建义学教育土民子
弟 。个别抵制兴学的土司 ，朝廷毫不手软 ， 予以撤换 ， 改任流官 。⑤ 总之 ， 明政府恩威并
重 ，有力地推进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

在明代中晚期东南抗击倭寇的斗争中 ， 南方的壮族 、 土家族 、 苗族 、 瑶族 、 畲族 、 高
山族 、 回族等兄弟民族和汉族人民并肩作战 ， 取得了胜利 ， 保卫了祖国的领土 ， 增强了民

·４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枟明太祖实录枠 卷 ２０２ 。

枟明宪宗实录枠 卷 ２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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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团结 ，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

二 、清朝中央政府的民族文教政策

商 、周时代的肃慎 ，以后史书记载的挹娄 、 勿吉 、 靺鞨和女真 ， 是满族的先人 。 作为
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 满族是以女真为主 ， 吸收部分汉 、 蒙等族成员 ， 于明朝末年形成
的 。① １６４４年清军进关入主中原 ， 建立大清帝国 。 满族与其他民族关系比较复杂 ， 根据不
同的民族关系的特点 ，清政府制订了不同的民族文教政策 。

（一） 关于满族的文教政策

满洲八旗曾经追随清朝开拓者 “披坚执锐 ， 露宿风餐 ， 汗马血战 ， 出百死一生 ， 以开
拓天下” ② ，所以 ，康熙帝说 “满洲八旗系国家根本” ③ ； 雍正帝说 “满洲八旗乃我朝之根
本” ④ 。为了维护满族的特色和特权 、巩固清政权 ， 清朝政府制定了 “满洲根本” 的基本国
策 。

“满洲根本” 的基本国策具体体现于满族自身的文教政策上 ， 就是 “国语骑射” 和 “旗
民有别” 。这里的 “国语” 就是满族的语言文字 ， 骑射就是骑马射箭 。 清朝最高统治者认为
“国语骑射” 是满族的特色和立足的根本 ， 必须保持 。为保持 “国语” ， 满洲官兵必须讲满
语 ，尤其在值班 、集合的场合禁止讲汉语 。 地方各省和中央六部官员呈送皇帝的题本 ， 必
须满汉合璧 。为训练骑射 ， 早在顺治年间就已经制定了八旗士卒操练制度 ， 骁骑 、 前锋 、
护军 ， 每月必须校射六次 ， 春秋两季还要另行披挂甲胄 ， 马 、 步射各二次 ， 每年大阅一
次 。⑤

为了保证 “国语骑射” 文化不被汉族文化同化 ， 清朝政府还实行 “旗民有别” 制度 ，
就是尽可能将八旗人员和一般汉族官员 、 商人 、 百姓分开居住 。 在北京 ， 顺治初年 ， 就将
汉官 、 商贾等民人迁到南城居住 ， 而将八旗围绕紫禁城各守一方 。 在地方 ， 各省驻防八旗
官兵单独圈地建房筑城而居 ， 被称为 “满城” 或者 “满营” 。⑥

为了系统地教育满族子弟 ，清朝建立了系统的满族学校教育系统 。 在清皇室教育方面 ，
清代皇室子孙按宗亲远近分别入上书房 、 宗学 、 觉罗学读书 。 在八旗子弟教育方面 ， 在京
师创办的八旗学校始于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年） ，隶属国子监 。顺治二年 ，乃合两旗为一学 。 清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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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不仅在京师设置八旗官学 ， 而且在盛京 、 吉林等许多地区设置八旗官学 ， 此外还有景山
官学 、 咸安宫官学 、八旗义学 。 嘉 、 道以后 ， 官学积渐废弛 。 光绪初 ， 虽力筹整顿却终无
起色 。 清末 ，改为八旗学堂 。

（二） 清廷对汉族的文教政策

满族虽然是统治民族 ，但是汉族人口众多 ， 分布地域辽阔 ， 历史文化悠久且深厚 ， 为
了驾驭汉族 ，清政府对不同身份 、 不同地域的汉族采取不同的文教政策或者具有文教性质
的政策 。总的看来 ，一是采用强行思想控制政策 ， 二是采用怀柔笼络政策 。

清廷实行满族同化政策 。 对汉军八旗人员实行 “国语骑射” 政策 ， 汉军官员要以满语
奏对履历 ，能骑马射箭才能任用 。 汉族文官通满文者优先提拔重用 ， 反之降级使用 。 对汉
族民间的政策 ， 第一是对全国所有的汉人强行剃发易服 ； 第二是禁止立盟结社 ； 第三是毁
禁那些被认为不利于统治的图书 ； 第四是大兴以思想和文字定罪的文字狱 。 强行思想控制
政策是消极的 ， 激化了满汉矛盾 。

怀柔笼络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
第一 ，尊孔读经 、 编辑书籍 。 清顺治帝一入关便加封孔子及其后代 。 康熙帝曾亲书

“万世师表” 的匾额供全国各地孔庙悬挂 ， 并到曲阜祭祀孔子 。 乾隆曾经九次到曲阜祭孔 。
顺治帝推崇 枟六经枠 ，要求大小官员拜读 。清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 。 清廷编纂了许多文化经
典 ，如 枟古今图书集成枠 、 枟四库全书枠 等 。

第二 ，满汉一家 。在官员任用上满汉并用 ，在生活习俗上鼓励满汉联姻 。
第三 ，开科取士 。设制科 、 辟荐擢 ， 多渠道选拔汉族人才 。 入关之前 ， 清廷就于天聪

三年 （１６２９年） 开科取士 ； 入关后 ， 建立完备的科举制度 ， 这是选拔人才的主渠道 。 制科
和荐擢是对科举的补充 。制科是皇帝亲自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人才 ， 设有博学鸿词科 、 经济
特科 、 孝廉方正科等 。荐擢就是地方官向朝廷举荐 “才品优长 、山林隐逸之士” 。

第四 ，清朝建立了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 。 清朝的官学制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 中
央官学中 ，汉人可以进入的有国子监 、 算学和俄罗斯文馆 。 清朝的地方官学 ， 按照地方行
政区划设置府学 、州学 、县学 ， 按照军队编制设置卫学 ， 为孤苦儿童设置义学 。 清朝初期
害怕书院讲学宣传民族思想予以禁止 ， 随着政权的巩固 ， 书院得到允许和支持 ， 但是思想
控制始终不放松 。①

·６３·

① 参见孙培青主编 ： 枟中国教育史枠 （修订版）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２５６ － ２６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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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廷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文教政策 ①

清廷在中央设理藩院专门掌管全国少数民族地区事务 。 理藩院成立于崇德二年 （１６３８
年） 。理藩院尚书衔名列工部之后 ， 入议政之列 。 顺治年间 ， 理藩院下设录勋 、 宾客 、 柔
远 、理刑 ，各司设郎中 １１ 员 、员外郎 ２１ 员 。 经过雍正 、 乾隆两朝多次调整 ， 理藩院下属
增加到六司 ，即旗籍 、王会 、 典属 、 柔远 、徕远 、 理刑 。②

清廷根据 “满洲根本” 和 “从宜从俗” 的原则 ， 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实行不同的行政建
置和文教政策 。

东北地区是清朝发祥之地 ，对那里的少数民族实行八旗制度 ， 文教政策悉如满洲八旗 。
东北少数民族在抗击沙俄入侵时做出了很大贡献 ， 也增加了对朝廷的向心力 。

内 、外蒙古地区实行盟旗札萨克制度 ， 设都统 、 参赞大臣等管辖 。 青海地区 ， 设西宁
府 （１７２４年） ， 领三县 （西宁 、碾伯 、大同） 四厅 （巴燕戎格 、 贵德 、 循化 、 丹噶尔） ， 归
甘肃省管理 ；又设 “总理青海蕃子事务大臣” （１７２５ 年） ， 管理青海蒙古五部二十九旗 。 青
海蒙古也实行盟旗制度 ，但不设盟长 ，会盟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 。③ 清廷除了通过建立盟旗
外 ，还通过封授爵职 、满蒙联姻 、 朝贡互市 、 利用黄教等措施治理蒙古族地区 ， 这些措施
都具有文教意义 。清廷重视蒙古族学校教育 ， 其直辖的学校有国子监 、 国子监算学 、 八旗
官学 、 满蒙高等学堂 、陆军贵胄学堂 ， 地方性教育有蒙古义学 、 蒙古八旗学堂和蒙古清文
学 ，清廷还对朝蒙古族实行科举制度 。 为了防止蒙古族汉化或者蒙汉关系密切 ， 清廷禁止
蒙古族学习汉文化 。清廷规定 ， 蒙古人只能用满或者蒙古字义取名 ， 不得用汉名或者用汉
字字义 ，不准聘请汉人戏班到蒙地演戏 ， 也不准蒙古人模仿汉人演戏 ， 更不准聘请内地书
吏教读文字 、汉文 ，或充当书吏 ，否则严加惩处 。④

在西藏地区确立政教合一制度 ， 由达赖喇嘛 、 班禅额尔德尼具体管理地方事务 ， 由驻
藏大臣总摄 。新疆地区实行伯克制度 ⑤ ，归伊犁将军节制 。

临近内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散居区沿袭明制 ， 推行土司制度 ， 从雍正年间开始 ， 清
廷在广西 、贵州 、云南等地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运动 。 在这些地区清廷实行积极的文教政
策 。主要措施如下 ：

第一 ，命令边疆各府学 、 州学 、 县学 、 卫学招收少数民族土司贵族子弟 ， 入学名额优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这里的其他少数民族是指除满族之外的少数民族 。

苏发祥著 ： 枟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枠 ，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１９３ 页 。

苏发祥著 ： 枟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枠 ，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１８３ － １８４ 页 。

徐杰舜 、 韦日科主编 ： 枟中国民族政策史鉴枠 ，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４２９ 页 。

伯克制度 ， 是具有农奴制性质的封建制度 ， 清设治以前 ， 新疆天山南路社会内部已存在伯克制 ， 清因俗而治 ，

仍设伯克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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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严禁汉人冒充少数民族子弟入学 ，以免 “阻土民读书上进之路” ① 。
第二 ，设社学 、义学 、井学 。 清廷在云南 、 贵州 、 广西 、 广东等少数民族地区为苗 、

黎 、瑶等族贫寒子弟设置社学 、义学 ，在云南边疆地区还设立井学 。 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 年） ，
设置云南井学训导 ， “井学自此始” ② 。

第三 ，允许少数民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名额优惠 ，经济资助 。③ 例如 ， 苗 、 瑶等少数
民族的应考生统称新童 ，其试卷称新卷 ， 须在卷面注明 ， 以供阅卷参考 ， 可按府州限额从
宽录取 。录取后再复核户籍田庐 ， 由考生所在地民族头领具结立案 ， 以资证信 。 冒名新童
者 ，一经查出 ， 考生和地方官照例治罪 。④

清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年） ，郑成功在台湾原住民的大力协助下 ， 驱逐荷兰殖民者 ， 收复
台湾 ； 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 年） ， 清军进入台湾 ， 设台湾府 ， 隶属福建省 ； 嘉庆十五年
（１８１０年） ，开始 “改社为厅” ⑤ 。在此背景下 ， “生番熟番化” ⑥ ， “番汉一致化” ， 台湾民族
关系不断融洽 ， 高山族文化不断得到发展 。 清廷很重视台湾教育 。 康熙二十二年始设义学
二所 ， 之后 ，台湾 、凤山等县相继设立义学 ， 又建立台湾府儒学 。康熙二十五年 （１６８６年）
准允台湾府每年进文 、武童各 ２０名 ，科进文童 ２０ 名 ， 廪膳生 、 增广生各 ２０ 名 。 康熙二十
六年准允台湾人应福建乡试 。 此外 ， 清廷允许台湾兴办书院 ， 先后兴办 ２３ 所书院 ， 如台湾
书院 、 崇文书院 、正音书院 、 白沙书院 、学海书院等 。⑦

清廷关于回族的文教政策是多面的 。 从积极方面来看 ， 实行怀柔政策 。 回族上层人士
只要忠实朝廷 ， 可以科举入仕 ， 封官晋爵 ， 率军出征 ， 有功者可以荣任要职 。 明代云南回
族诗人孙继鲁的六世孙孙鹏在康熙年间中举 ， 曾任山东泗水县知县 。 河北回族哈攀龙 、 哈
国兴父子因忠诚清廷屡任军职 。 沈阳回族铁氏家族在明朝是仕宦之家 ， 在清朝仍然是殷实
大户 。 为加强管理基层回族民众 ， 清廷在回族聚居乡或者有清真寺的地方 ， 选择回民 “老
诚者” 为乡约或寺约 ， 给以印信 ， 分段管理教化回民 。 从消极方面看 ， 清朝采用分化政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枟清世宗实录枠 卷 １６６ 。

枟清史稿 · 职官志三枠 。

参见徐杰舜 、 韦日科主编 ： 枟中国民族政策史鉴枠 ，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４６２ － ４６６ 页 。 孙培青

主编 ： 枟中国教育史枠 （修订版）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２５９ － ２６０ 页 。

参见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１３２ － １３３ 页 。

“改社为厅” 是清廷在台湾进行 “改土归流” 的形式 。 “社” 是高山族传统社会组织 ， “厅” 是清廷在台湾设立的

隶属于府的行政单位 。

清廷将高山族分为 “生番” 和 “熟番” ， “内附输饷者曰熟番 ， 未服教化者曰生番” 。 参见田继周等著 ： 枟中国历

代民族政策研究枠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第 ３４９ － ３５２ 页

连横著 ： 枟台湾通史枠 卷 ３ 、 卷 １１ ， 转引自翁独健主编 ： 枟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枠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７６７ － ７６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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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① 怀柔政策有利于回族的发展和国家的巩固 ， 不失为明智之举 ； 分化政策则激起反抗 ，
不免为失败之策 。

在本书中 ， 将 １８４０年以前的中国历史界定为古代 。从中华民族形成史来考察中国古代
史 ，中华民族走过了两段历史征程 ： 从旧石器时代到秦统一之前的漫长岁月 ， 是中华民族
起源和孕育的历史时期 ； 从秦汉到 １８４０ 年的 ２０００ 余年 ， 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时
期 。②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考察 ， 中华民族在古代经历了原始社会 、 奴隶社会和
封建社会三个时期 。本章把上述两种观察角度结合起来 ， 着重研究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最高
权力机构 ———中央政权的民族文教政策 。 中国古代民族文教政策中有三个要素 ： 核心辐射
、从宜从俗 、多元互动 。 “核心辐射” 是指中央政府将自己代表或认为的主流文化向周边民
族扩散 ，不管是汉族朝廷还是少数民族朝廷 ，核心主流文化一般是华夏文化或汉文化 ； “从
宜从俗” 就是尊重 、遵循少数民族文化习俗 ， 任其自由 ，不加干涉 ； “多元互动” 就是各民
族的文化接触 、 冲突 、 交融 。 历朝历代的文教政策反映了相应朝代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 ，
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 、统治民族的统治权益 ， 用以处理各民族 （尤其是统治民族和被统治
民族） 间纷繁复杂的关系的 ， 处理得好就能促进各民族文化 、 教育的发展 ， 反之则会阻碍
各民族文化 、教育的发展 。这方面 ， 各朝各代都有自己的经验和教训 。

思考题

１畅 夏商周三代的民族文教政策述评 。
２畅 试比较春秋战国时期和南北朝时期民族文教政策 。
３畅 秦朝和汉朝民族文教政策述评 。
４畅 北魏民族文教政策述评 。
５畅 比较唐朝和明朝民族文教政策 。
６畅 比较宋 、辽 、金 、夏民族文教政策 。
７畅 比较元朝和清朝民族文教政策 。
８畅 试梳理中国古代中央政权 “核心辐射” 的民族文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
９畅 试梳理中国古代中央政权 “从宜从俗” 的民族文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
１０畅 试梳理中国古代中央政权 “多元互动” 的民族文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

·９３·

①

②

参见翁独健主编 ： 枟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枠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７４８ － ７４９ 页 。

采用陈连开先生观点 ， 见陈连开 ： 枟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枠 ， 载费孝通主编 ： 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枠 ，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学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００ － １０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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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古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本书中东北这一地理观念涵盖了今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三省所辖地区 ， 还包括内蒙古
自治区中与辽 、 吉 、黑三省相邻的东部地区 。 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 ， 广袤而辽阔 ， 山川壮
丽 ，土地肥沃 ， 自然资源之丰富居全国前列 。 它北有大 、 小兴安岭 ， 东有长白山 、 千山 ，
黑龙江 、牡丹江 、松花江 、图们江 、 辽河 、 浑河等江河纵横交错其间 ， 山水相依 ， 浑然一
体 ，中间为贯穿南北的东北大平原 ， 其西部又与浩瀚的内蒙古大草原相连接 ， 地势更为广
阔 。这样 ，便造成聚居于山林 、草原的渔猎或游牧民族 ，向中间平原地带聚拢之势 。

在这片广袤而肥美的土地上 ，曾繁衍生息过肃慎 、挹娄 、勿吉 、乌桓 、鲜卑 、夫余 、高句
丽 、靺鞨 、契丹 、女真等古代民族 ，更有今天相对聚居于斯的满族 、朝鲜族及达斡尔 、鄂温克 、
鄂伦春 、锡伯 、赫哲等族 。在这些民族中 ，有的建立过局促东北的政权 ，如靺鞨之建渤海 ，有的
依凭骑射的优势走向中原建立过或仅及于北方或覆盖全国的统治 ，如契丹之建辽 ，女真之建金 ，
满族之建清等 。他们不仅开辟过繁盛一时的政治 、经济 、外交 ，拥有过一支耀武中原的军队 ，创
造过各具特色 、影响及于异邦的民族文化 ，还留下了发展民族教育的相关文献资料和实物 ，因为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社会 ，文明的传承和民族文化 、民族精神的提升终究是靠教育来完成的 。正
因为此 ，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教育史便以建立过政权的靺鞨 、契丹 、女真 、满族为重点写作对
象 。而因上述现代东北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大多是从清代尤其是清末以后才开始的 ，故而我们将
其作为近现代少数民族教育史的重点内容来描述 。

第一节 　 粟末靺鞨 ——— 渤海教育

一 、靺鞨与渤海国

渤海国 （公元 ６９８ — ９２６） 是以居住在东北的靺鞨为主体 ， 在松花江上游 、 长白山北麓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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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建立起来的民族政权 ，它既是唐朝的藩属国 ，又是唐朝的地方政权 － － 忽汗州 （渤海）
都督府 ，而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 在渤海统治下的各部族居民经过融合 ， 形成一个新的民
族共同体 － －渤海人 ，渤海民族 。因此 ，渤海是生活在这个地区大多数居民的民族称呼 。

渤海人的先民在周秦到西汉称肃慎 ， 东汉时称挹娄 ， 魏晋时并见肃慎和挹娄的名称 ，
南北朝时称勿吉 ，隋唐时称为靺鞨 。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 尽管各部在各个历史时期 ， 社
会面貌不完全相同 ，各部落又不断分化 、 融合 、 重组 ， 但他们的共性是突出的 ， 文化特点
也是鲜明的 ，是一支自成系统不断前进的民族体 。 唐初靺鞨部落中较强大者是黑水靺鞨和
粟末靺鞨 ，粟末靺鞨是其中最先进最活跃的政治力量 。 早在隋炀帝时 ， 粟末靺鞨移居柳城 ，
度地稽 “悦中国风俗 ，请披冠带” ，便开始了浸染华风 ， 逐渐汉化 。 粟末靺鞨大氏一族 ， 西
迁营州 ，进一步接受了高度发展的中原文明 。 自大祚荣称震国王后 ， 积极发展同唐王朝的
友好关系 ，采取各种渠道 ，吸收唐代汉文化 。

二 、渤海国的教育

（一） “唐化” 教育政策和文化交流

渤海实行的全面 “唐化” 政策中 ， 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完全模仿唐王朝建立自己的教
育制度 ，发展自己的文教事业 。 这首先表现于儒 、 佛 、 道并重 。 渤海在尊崇传统宗教的同
时 ，从上层人士和开明地区做起 ，普遍尊儒重道 ， 同时也信奉佛教 。 这一点和唐王朝的儒 、
道 、佛并举政策相同 。在大量引进儒学经典的同时 ， 被称为渤海学问僧的释仁贞 ， 数度入
唐求法 ，还到过山西五台山佛教圣地 。 还有释贞素 ， 精通汉文和梵文 ， 二次 “入唐负笈 ，
穷心释典” ，并参加唐朝的佛经翻译工作 。

向唐朝派遣留学生是渤海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公元 ７３８ 年 ， 大钦茂首次 “遣使
赴唐 ， 写 枟唐礼枠 、 枟三国志枠 、 枟晋书枠 、 枟三十六国春秋枠 。 自是数遣诸生入唐就学并通好新
罗” 。留学生中有很多是王室成员或贵族子弟 。 留学生在唐朝学习期间 ， 受到唐朝的优待 ，
食 、衣 、住均由唐朝提供 。 他们学成归国 ， 带回了唐朝的儒家经典 、 古今制度和汉文化 ，
成为儒家思想的直接传播者 。

晚唐咸和末 ，渤海王子奉使入唐 ， 与唐代诗人温庭筠互相作诗酬答 。 渤海王子的诗已
散佚湮没 ，温庭筠的赠答诗尚存 ，① 诗中除了以诚挚 、 深厚的情感辞送渤海王子 ， 赞颂王子
的 “佳句” 之外 ，还引用 “车同轨 、 书同文” 的历史典故 ， 真实地反映了渤海与唐王朝
“本一家” 的密切关系 。

·１４·

① 温庭筠诗云 ： “疆理虽重海 ， 车书本一家 ； 盛勋归旧国 ， 佳句在中华 。 定界分秋涨 ， 开帆到曙霞 ； 九门风月好 ，

回首是天涯” 。 枟送渤海王子归国诗枠 ， 见 枟全唐诗枠 卷 ５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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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有不少人已学会熟练地运用汉文字著文写诗 。 渤海的诗人学者流传下来的作品 、
制诰 、 表章和渤海王国的 “国书” ， 以及出土的渤海 “文字瓦” ， 都是用的汉字 。 在渤海出
使日本的使节中 ，就有杨承庆 、 杨泰师 、 王孝廉等一批著名诗人和文学家 。 他们的文学作
品 ，保存到现在的约有 ２０ 余篇 。敦化六顶山渤海贞惠公主墓碑文与和龙县西古城龙头山出
土的贞孝公主墓志文 ，都是用汉字写成 ，多用汉文化的典故 ，而且采用骈体文形式 。

（二） 官学与私学教育

渤海有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系统 。渤海的官制中有 “胄子监有监长” ① 。 “胄子监” 是主
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 。胄子监有监有长 ， 监拟唐之祭酒 ， 长如唐之司业 。 其他官职和教
官设置也大体与唐朝相仿 。 从各种情况看来 ， 诸如司业 、 丞 、 主簿 、 录事等主要官职在渤
海都已经设置 。

渤海的学校教育分国学 、 地方官学和私学 。 渤海国学的存在 ， 史无详载 。 但据考古发
现 ，清代在宁古塔尚有渤海遗留下来的 “国学碑” ，又称 “紫石碑” 。 “宁古塔 … … 往时存一
紫石碑 。康熙初 ，大兴刘侍御命人往观 ， 其人椎而碎之 ， 取一角还 。 仅十三字作四行 ， 首
行曰 ： ‘深契’ ； 次曰 ： ‘圣’ ； 次曰 ： ‘儒生盛于东观’ ； 次曰 ： ‘下瞰阙庭’ 。 书类率更令 ，
盖国学碑也” 。② 从这仅存的 １３个字的碑文以及清人对宫阙基址的考证推断看来 ， 渤海国学
确实存在 。其中 “儒学盛于东观” ，是说国学的儒生济济 ， 远胜于后汉宫廷藏书之所的 “东
观” ； “下瞰阙庭” ，是说国学的校舍建筑相当高大 、宏伟 。

渤海既然设有胄子监和国学 ， 势必有地方官学和其他形式的学校与之相适应 。 渤海建
国后 ， 自大钦茂始 ，就已模仿唐王朝的教育制度 ，在京 、府及州县设置各级官学 。 枟册府元
龟枠 卷 ９７６关于渤海朝贡后唐的使节中有官居 “学堂亲卫” 的记载 ， 这是渤海学校教育存
在的一个明证 。

渤海的私学更为普遍 。早在高句丽时期 ， 东北地区就较普遍地存在着 “扃堂” 这种形
式的私学 。随着高句丽人归附于渤海 ， “扃堂” 就成了渤海的一种儒学教育形式 。 引人注目
的是 ， 渤海贵族的女青年也同男子一样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 。 在吉林省敦化县六顶山出土
的渤海贞惠公主墓与和龙县西古城出土的贞孝公主墓碑中 ， 都有 “早受女师之教 ， 克比思
齐 ；每慕曹家之风 ，敦诗悦礼” 的文句 。 这说明 ， 两位公主年轻时都曾受到 “女师” 的教
育 。这在少数民族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

·２４·

①

②

枟新唐书枠 卷 ２１９ 枟渤海传枠 。

［清］ 杨宾 ： 枟柳边纪略枠 卷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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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内容

渤海各类学校的教育内容大致与唐朝学校相同 ，但有某些变通 。 学习 枟论语枠 、 枟孝经枠
是接受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教育 ， 是全体学生的共同课 。 此外 ， “暇则习隶书及 枟国语枠 、
枟说文枠 、 枟字林枠 、 枟三仓枠 、 枟尔雅枠” ，学习汉文字 、语法的基础知识和练习书法 、 学习写作
也是学生的必修课 。对于其他的儒学经典 ，则 “分而为之业” ， 即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一二种
进行重点学习 。 这些儒学经典包括 ： 枟诗经枠 、 枟礼记枠 、 枟尚书枠 、 枟周易枠 、 枟春秋枠 等 。 渤海
的各类专科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大体上仿效唐代的同类学校 。

（四） 渤海教育对日本和辽 、金的影响

渤海自第三代王大钦茂起 ， 罢征战 ， 行文治 ， 使偏远地区发展成一个经济发达 、 文化
先进 、 国势强大的 “海东盛国” ，而且为海东文明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 成为我国东北古代文
化史上的辉煌一页 。

渤海的文学艺术是在唐朝文化影响下得以发展的 ， 而且颇有成就 。 唐代是我国古典文
学史上最繁荣的时代 。大量的唐人诗作传人渤海 ， 对渤海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涌
现出一批文学造诣很深的杰出诗人 。 渤海使者裴颋与日本著名的文章博士管原道真吟诗唱
和 。裴称道真的诗 “似白乐天 （白居易）” ， 而道真赞裴 ： “每列诗筵 ， 解带开襟 ， 频交杯
爵 ，凡厥所作 ， 不起草稿 ，五言 、七言 、四韵 、 六韵 ， 默记毕篇 ， 文不加点” ， “裴大使七
步之才也” 。王孝廉奉使聘日 ， “孝廉能诗 ，日本诸臣多与唱和” 。 他在日本作的五首诗 ， 收
入日本 枟文华秀丽集枠 。

渤海的音乐 、舞蹈 、绘画艺术 ， 亦饮誉中外 。 枟辽史枠 和 枟金史枠 都记载有种 “渤海
乐” 。这种音乐 ， 不仅传入中原地区 ， 而且传入朝鲜和日本 。 唐开元二十八年 （公元 ７４０
年） ，出使日本的已珍蒙是个精通渤海音乐的使臣 。这一年 ， 日本 “天皇御中宫黉门 ， 已珍
蒙等奏本国乐” 。 后来日本孝谦天皇把渤海乐列为宫廷音乐之一 。 日本政府举行盛大的庆典
时 ，都把渤海乐同大唐乐和日本的吴乐一起演奏 。 后又派内雄等人来中国学习渤海音乐 。
渤海盛行跳 “踏锤舞” 。 渤海灭亡之后 ， 这种舞蹈仍保存下来 。 另外 ， 渤海的绘画 、 雕刻 、
建筑等艺术均有不小的成就 。

渤海文明 ， 泽被后世 ，给后来的辽 、 金以深厚而巨大的影响 。 首先 ， 渤海仿唐制建立
起来的教育制度为辽 、金发展文教事业奠定了基础 。渤海的学校教育系统基本上保留下来 。
特别是渤海收藏的大量经籍典册 ， 为辽金的学校教育提供了保证 。 其次 ， 渤海教育培养出
一大批人才 ， 其中有诗人 、 画家 ， 还有百工巧匠 。 他们并入契丹和女真后 ， 有的成了辽 、
金政权的重臣 ， 有的继续收徒办学 ， 为辽 、 金的政治 、 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 再次 ，
渤海教育提高了王公贵族甚至部分庶民百姓的文化道德素质 。 以先进的汉文化来改变本民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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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固有习俗 ， 使东北地区效仿中原 ， 吸收汉文化 ， 形成不可扭转之势 。 这对辽 、 金确定
自己的文化政策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

第二节 　 契丹 ——— 辽朝教育

关于契丹族的来源说法不一 ， 有源于东胡或鲜卑宇文部说 、 匈奴说 、 匈奴和鲜卑融合
说及鲜卑系的别部说等 ① 。相对而言 ，契丹来源于东胡或鲜卑宇文部的说法更可靠些 。

契丹存在的 １０００年左右历史 ，可分为 ３ 个阶段 ： 自 ４ 世纪中叶至 １０ 世纪初为第一阶
段 ，是形成期 ； 从 １０世纪初至 １２ 世纪初为第二阶段 ， 是其发展壮大时期 ， 即契丹人建立
辽朝时期 ；辽朝亡后至 １４ 世纪中叶为第三阶段 ， 是契丹民族衰落 、 分解和融合入其他民族
的时期 。

一 、契丹民族形成时期的教育

从 ４世纪中叶至 １０世纪初为契丹民族的形成时期 ， 是自然教育即生存教育阶段 。 “契
丹旧俗 ，其富以马 ，其强以兵” ， “挽强射生 ，以给日用” 。 从 “旧俗” 可知 ， 契丹人已学会
养马 ， 同时还要学会射猎 ，射猎仍然是他们生存的技能 。 围绕部族的生存与发展 ， 生产教
育尤受重视 ，据说 ，遥辇初期的军事统帅涅里 “究心农业之事” ， “教民耕织” 。 契丹的邻居
黑车子室韦以善造车著称 ， “契丹之先尝遣人往学之” 。② 自九世纪中叶起 ， 阿保机祖父匀德
实 “相地利以教民耕” ，进行农业生产教育 。其父撒拉开始置冶铁 ， “教民鼓铸” 。 其叔父述
澜 “执政柄” 后 ，教民种桑麻 ，习纺织 ， “兴板筑 ，置城邑” ③ 。关于这时期教育情况的记载
一般比较简略 ， 多为后世追记 ，而且常把教育的成就归功于某些具体的 “英雄” 。 其实这种
教育的发生多是民间的 、 自然的 ， 是生产经验不断积累 、 代代相传的结果 ， 像 “凿冰钩
鱼” 、 “洒硷诱鹿” 、 “哨鹿” 等 。这些生产知识的积累与传授确实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

·４４·

①

②

③

参见黄凤岐 、 李品清 ： 枟全国首届契丹族史学术讨论会在阜新举行枠 ， 载 枟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枠 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 ， 第 ５ 页 ； 另有说契丹不是源于宇文部 ， 而是段部 ， 并说 “契丹” 之 “丹 ” 与段部之 “段” ， 音完全吻合 （见即实 ：

枟契丹国号解枠 ， 枟社会科学辑刊枠 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 第 １０７ － １０９ 页 。）

枟辽史枠 卷 １１６ 枟国语解枠 。

参见 枟辽史枠 卷 ２ 、 卷 ５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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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契丹建立辽朝时期的教育

从 １０世纪初至 １２世纪初 ，契丹族的文化教育获得空前巨大的发展 。 契丹教育在既保
持民族特征 ，又吸收汉族文化的矛盾中发展 。

（一） “因俗而教” 的文教政策

契丹人为了加强对汉 、 渤海 、 奚 、 女真等部族的统治 ， 采取 “以国制治契丹 ， 以汉制
治汉人” 的政策 。① 在教育上 ，也采取 “因俗而教” 的文教政策 。对部分契丹贵族 ， 特设立
大惕隐司 、国子学 ，请汉族儒士讲授儒家伦理道德 ， 以培养契丹宗室贵族的统治才能 ， 保
证对汉族人的有效统治 。不仅皇帝要学 枟贞观政要枠 ，效法唐代的开明统治 ， 还颁行 枟五经
传疏枠 ， 使学习唐代文化成为朝廷中的时尚 。 辽圣宗时 ， 不仅诏开贡举 ， 还在统和十二年
（９９４ 年） 发布 枟论举拔人才诏枠 。声明 ： “诸部所俘宋人 ， 有官式儒生抱器能者 ， … … 具以
名闻 。” ② 这一政策还体现在实施儒释道合力教化 ，而以儒学为主方面 。辽太祖阿保机之时 ，
曾仿中原建立孔子庙 、佛寺和道观 ，③ 欲仿效隋唐故事 ，以示其三教并重 。 后来 ， 太祖长子
耶律倍说 ： “孔子大圣 ， 百事所尊 ， 宜先 。” ④ 促使辽太祖在正统教育中确立儒学的正统地

位 ，明确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 以佛道为辅翼的文教政策 。 兴宗重熙年间 ， 辽朝曾下诏 ，
重用当时的契丹族大儒萧韩家奴 “明礼义 ，正法度” 。兴宗对他说 ： “文章之职 ， 国之光华 ，
非才不用 。” ⑤ 辽代的文教政策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汉族 、契丹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 ，
如耶律鲁不古 、 耶律倍 、 室昉 、 邢抱朴 、 萧韩家奴 、 耶律庶成 、 耶律俨 、 王鼎 、 刘六符 、
马保中等人 ，都是一代儒学名臣 。

但对多数契丹人 ， 则严格限制他们学习汉文化 ，更禁止他们参加科举考试 。 “宫中见读
书辄斥” 。清宁十年 （１０６４ 年） 发布 “禁民私刊印文字” 令 ， 其目的是使契丹人继续保持
“善骑射 、好谈兵” ，勇悍多力 、习武能战的民族传统 ，以便维持契丹的军事统治 。

契丹统治者对汉族人 ，首先把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吸收到国家机构中 ， 发挥他们的统治
经验和才能 ，或者令他们做各级官学的教师 ， 传习儒术 。 为汉人设置大学 ， 主要面向汉族
官僚子弟 。然后再通过科举制度 ， 选拔 、 笼络人才 ， 以便更好地统治汉人 。 契丹对渤海 、
奚 、女真等民族主要采取统治 、役使 ，同时也对他们施以 “汉化” 教育 。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枟辽史枠 卷 ４５ 枟百官志枠 。

枟全辽文枠 卷 １ 。

枟辽史枠 卷 １ 枟太祖本纪枠 。

枟辽史枠 卷 ７２ 枟义宗倍传枠 。

枟辽史枠 卷 １０３ 枟萧韩家奴传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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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习俗文化教育

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教育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必要的 ， 在宗教仪式中 ， 民族文化比较完
整地得以传递 。 契丹族的发祥地是木叶山 ，建国后 ，几乎每年都到那里举行 枟祭山仪枠 ， 设
天神 、 地祇于木叶山 ，祭祀时宰杀牺牲挂于树上 ， 在乐声中由巫师致辞后 ， 绕树拜舞 。 若
遇大旱则举行 枟瑟瑟仪枠 ， 以祈雨 ；祭祖先举行 枟柴册仪枠 ； 祭太阳神举行 枟拜日仪枠 ； 征伐
胜利 、 皇帝辰祭举行 枟爇节仪枠 ； 除夕举行 枟岁除仪枠 ， 这些活动多是全民族性的 ， 既是宗
教活动 ，也是对民族历史的教育活动 。 辽朝四时捺钵制中 ， 有 “时出校猎讲武” 的骑射教
育内容 ，皇帝以身示范 ，教育其族众不忘铁马俊骑本色 。 游牧民族的 “游学” 教育与生产 、
生活紧密结合 。 据 枟辽史枠 卷 ６８ 枟游幸表序枠 记载 ， 世代以游牧狩猎为生的契丹民族 ， 建
立政权后 ，仍然保持 “游田” 的习惯 ， 帝王和贵族在游田中 “狩猎” 、 “射虎” 、 “击鞠” 、
“障鹰” 、 “射柳” 、 “观渔” 、 “观市” 、 “观银冶” 、 “观伐木” 、 “观驯鹿” 、 “问佛法” 走访地方
人士和官员 ，这种行国方式 ， 既是统治的方法 ， 又是文体活动 ， 同时也是契丹臣民接受教
育的过程 。

（三） 官学教育

辽代在太祖建国之初 ，于神册三年 （９１８年） 曾在上京设国子监 ，监下设国子学 。 太宗
时 ，在南京设太学 ，即所谓 “南京学” 。 辽居燕蓟之后 ，在相对安定时期使当地旧有的学校
得以恢复和发展 ，并在政策上表现出崇尚文教的姿态 。 圣宗统和十三年 （９９５ 年） 九月 ， 朝
廷 “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广 ，特赐水碾庄一区” 。① 道宗清宁元年 （１０５５ 年） 十二月 ， 又 “诏
设学养士 ，颁五经传疏 ，置博士 、助教各一员” 。 为辽朝自己设置 、任用博士 、 助教之始 。②

清宁六年 （１０６０年） 六月 ， 道宗又在中京置国子监 ， “以时祭先圣贤师” 当时曾设有西京
“国子监 ，宏敞深静冠他所” 。③ 道宗清宁五年 （１０６０ 年） ， 朝廷于上京 、 东京 、 西京 、 中京
同时设学 ，合称 “五京学” 。清宁六年 （１０６１ 年） ， 在中央官学体制基本形成的基础上 ， 道
宗在中京和西京设国子监 ， 辽朝中央官学的形式比较单一 ， 没有形成以往国子监 “六学”
的体系 ，而是在五个重要城市同时设置 “太学” ， 即传统官学中的最高学府之一 。 设置五京
及五京学主要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和统治手段及权益分配密切相关 。 在辽朝国子监中 ， 主要
设祭酒 、司业 、 监丞 、主簿等职 。 在国子学及五京学中 ， 一般设博士和助教负责教学和学
校管理 。在上京国子监旁 ，辽代统治者还仿汉制设立了孔子庙和节义寺 ， 这说明契丹统治

·６４·

①

②

③

枟辽史枠 卷 １３ 枟圣宗纪枠 。

陈述 ： 枟辽代教育史论证枠 ， 载 枟辽金史论集枠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

张起严 ： 枟崇文堂记枠 ， 载 枟辽史拾遗枠 ， 引 枟山西通志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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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传统儒学和中原文化道德传统的崇拜和继承 。
辽代的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相应发展 ， 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 据 枟辽史 · 百官志枠

记载 ， 当时设置了黄龙府 ，兴中府等府学 ， 各州 、 各县分别设州学和县学 。 在这些学校中
同时设博士和助教等教官 ，有的学校内和学校旁还设有孔子庙 。 从现有史料看 ， 涿州州学
设立较早 ，约在辽穆宗之时 ， 最迟在圣宗统和年间 。 据应历十年 枟崇圣院碑记枠 中有 “涿
州学廪膳生员 “卢进达书” ，应推断穆宗时已有州学 。据光绪 枟畿辅通志枠 称 ， 涿州州学建
于圣宗统和年间 。此后其他州县相继效仿 。 中京川州曾创建庙学 ，① 当州居民 “本新罗所
迁 ，未习文字 ， 请设学以教之” 。辽朝同意了这一请求 。② 应州州学 、 滦州州学则均建于道
宗清宁年间 。 这一时期 ， 县学也在逐渐建立 ， 大公鼎在良乡县令任内 ， 曾 “建孔子庙 、
学” ③ 。马人望在新城县令任内曾建新城县学 ， 永清县学为寿昌元年 （１０９５ 年） 肃萨八所
建 ，④ 耶律梦简则在天祚帝时期于高州观察使任内 “修学校 ， 招生徒” ，⑤ 玉田县学于天祚
乾统年间所建 ， 三河县令刘瑶则 “常以虚怀待士 ， 领袖生徒 ， 纪纲文会 ，” 重建孔子庙 ，
“阐扬儒教 ，辅助国风 。” ⑥ 辽代各级学校的普遍建立 ， 一方面反映了统治者对培育人才的政
治需要 ；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北方各民族对文化学习的普遍需求 。

（四） 契丹贵族私学教育

辽自开国之初 ，契丹贵族即意识到宫廷教育的重要 。 延请名儒教育子弟 ， 在义宗倍的
身边 ， 有名学者张谏 （瀛州河间人） 指点 ， “虽非拜师 ，一若师焉” 。⑦ 太宗之子寿安王亦有
学者宋琪为侍读 。此后 ，辽朝在宫廷内设有 “诸王文学馆” ， 并置 “诸王教授” 和 “伴读” 。
至圣宗太平七年 （１０２７年） 十一月 ， 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 （汉名宗政） ，保宁军节度
使长沙王谢家奴 ，广德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奏请 ， “各将之官 ， 乞选伴读书史 ， 从之 。” ⑧

因此 ， 诸王不仅有文学馆 、 教授 、 伴读 ， 还可在任内继续学习 ， 如重熙年间 ， 学者姚景行
就曾任燕赵国王教授 ，负责指导王侯读书并随时解答疑难 。 这些拜儒士为师的诸王多是为
了在学习中 ，培养自我的能力 ，以达到加强统治的需要 。

在辽代 ，契丹贵族通过私学 ， 学习 、 效法和研究中原先进的科学文化 。 通过学习 ， 涌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民国 枟朝阳县志枠 卷 ６ 枟元一统志枠 。

光绪 枟畿辅通志 · 学校枠 。

枟辽史枠 卷 １０５ 枟大公鼎传枠 。

枟畿辅通志 · 学校枠 。

枟辽史枠 卷 １０４ 枟耶律梦简传枠 。

枟全辽文枠 卷 １０ 枟三河县重修文王庙记枠 。

枟全辽文枠 卷 ４ 枟张正嵩墓志枠 。

枟辽史枠 卷 １７ 枟圣宗本纪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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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不少著名人物 。据 枟辽史枠 卷 ７９ 枟室昉传枠 记载 ：室昉是契丹贵族 ， “幼谨厚笃学 ， 不
出户外者二十年 ，虽里人莫识” 。通过刻苦学习 ， 于辽太宗会同初年考中进士 。 因他通晓古
今治乱得失 ，精熟百家经史 ， 所以他经历了辽太宗 、 世宗 、 穆宗 、 景宗 、 圣宗朝 ， 一直被
委以重任 。辽圣宗曾加封他为 “尚父” 。 枟辽史枠 卷 １０３ 枟萧韩家奴传枠 载 ：萧韩家奴 ， 字休
坚 ，涅剌部人 ， 中书令安搏之孙 ， 少好学 ， 弱冠入南山读书 ， 博览经史 ， 自己也有著述 。
枟辽史枠 卷 ９８ 枟耶律俨传枠 记载 ： 耶律俨自幼好学 ，颇有诗名 。 “经籍一览成诵” 。他在枢密
院任直学士时 ， 曾把历朝修撰的实录综合编辑成书 ， 后人称耶律俨实录 ， 是金元人修撰
枟辽史枠 的重要资料 。

辽代宫廷妇女的教育也有突出成绩 。据 枟全辽文枠 卷 ８ 枟秦晋国妃墓志铭枠 记载 ， 秦晋
国 （隆庆） 妃 “幼而聪警 ， 博览经史 ， 聚书数千卷 ， 能于文词 ， 其歌诗赋咏 ， 落笔则传诵
朝野 ， 脍炙人口 。 … … 故内外显僚 ， 多出其门 ， 座客常满 ， 日无虚席 ， 每商榷古今 ， 谈论
兴亡 ， 坐者耸听” 。道宗因其颇知治平治术 ， 常 “诏赴行在” ， 以备顾问 。 契丹贵族妇女的
学识 ， 使她们有很多参政议政的机会 。 耶律洪基时期 ， 有一个契丹贵族妇女 ， 名叫耶律常
哥 。她 “自誓不嫁 ，” 惜墨如金地写作诗文 ，阅读史书以 “见前人得失” 权臣耶律乙辛向她
求诗 ， 她在回复诗文中指责他的专恣 。 常哥的议政文涉猎宽泛 ， 从为君为臣的标准到怀远
强国的策略 ，洞察深邃 ，富于哲理 ， 而且切中辽朝时弊 ， 说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政
治家不为过 。到辽代晚期的宣懿皇后和文妃等 ，也是受过良好宫廷教育的著名女作家 。

（五） 推行科举制度

辽朝建立后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 、 政治 、 军事的变化 ， 汉人官吏的任用 ， 以及社
会封建化的需要 ，科举制的推行被推到日程上来 。 辽朝的科举制度是契丹人作为统治者完
成对汉族统治 、 教育的举措 ， 是少数民族政权实施科举考试较早的尝试 。

认同科举制度的过程也是契丹统治者接受中原文化教育的过程 。 辽代于景宗保宁八年
（９７６ 年） 十二月 “戊午 ，诏南京复礼部贡院” ① ，在以往取士实践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科举制
的管理机构 。紧接着 ，辽朝便在保宁九年 （９７７ 年） 、 圣宗统和二年和五年 （９８４ － ９８７ 年）
相继开进士科 。 直至统和六年 （９８８年） 辽圣宗 “诏开贡举” ② 时 ， 辽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才
正式建立起来 ， 取士范围也逐渐扩大 。

由于辽朝在建国之初还没有通过自己掌握的教育培养出众多本民族或忠实于本朝的知识

分子 ，加之统治者害怕本族的青年一代接触知识后会很快 “汉化” ，所以当时实施的科举制度
主要是对汉族文人实施的一种文教政策 。对于本族青年学子和学者 ，则禁止参加科举考试 。

·８４·

①

②

枟辽史枠 卷 ８ 枟景宗本纪枠 。

枟续文献通考枠 卷 ３４ 枟选举考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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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辽太宗时 ，室昉曾以非凡的学识考中进士 ， 但后来类似的情况便几乎销声匿迹 。兴宗
时 ，耶律庶箴因为让儿子参加科举考试 ，竟遭到 “鞭之二百” ① 的惩罚 。但到辽代后期 ，对契
丹族人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逐渐放松 ，据 枟辽史 · 耶律俨传枠 记载 ， 耶律俨于道宗咸雍年间
考中进士 。 枟辽史 ·天祚帝本纪枠 有载 ，耶律大石登天庆五年 （１１１５年） 进士第 。

（六） 天文 、 医学教育

由于契丹族长期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 ， 从事宗教祭祀等活动 ， 需要掌握天文历法知
识 。大同元年 （９４７年） ， 辽军入汴 ， 将晋朝的 “方技 、 百工 、 图籍 、 历象 、 石经 、 铜人 、
明堂刻漏 、太常乐谱 … … ” 全都带回上京 ，契丹人很快掌握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天文 、 历法 、
记时 、 星象 、医学 、音乐等方面的书籍和有关的实验及教学仪器 。 天文历法需要运算 ， 因
此 ，离不开数学 。古书中有所谓 “契丹算法” ， 也称 “双设法” ， 就是中原的古老算法 枟九
章算术枠 中的 “盈不足” 。 这种算法很快传入欧洲 ，十一世纪初 ， 意大利人斐波拿坒所写的
书里 ， 就有了 “契丹算法” 。辽朝规定 ： 五品官以上者要带算袋 。② 据 枟辽史枠 记载 ， “耶律
屋质 ， 字敌辇 ， 系出孟父房 ， … …博学 ，知天文 。” ③ 萧阳阿 ，字稍隐 。 “端毅简严 ， 识辽汉
字 ，通天文 、相法 。” ④ 萧挞凛 “幼敦厚 ，有才略 ，通天文” 。⑤

据说契丹历要比宋朝历法精确 ， 宋熙宁十年 、 辽大康三年 （１０７７ 年） 冬至 ， 宋臣苏颂
出使辽国 ，由于两国历法推算不同 ， 冬至日时间便产生误差 ， 苏颂与辽馆伴之间对此发生
争议 ， 苏颂虽以才智解决了当时的争议 ， 但科学毕竟是科学 。 待宋神宗问契丹历和宋历到
底哪个正确 ？苏颂不得不承认契丹历是对的 。

契丹族很注重向中原的汉族学习医学方面的知识 。 在辽太宗天显十二年 （９３７年） 就遣
使 “求医于晋” ， 十二月 “医来” ， 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医药及有关知识 ， 并传授给当地的医
家 。⑥ 辽兴宗时 ，契丹很少有人懂得切脉和开药方 ，为此 ，兴宗责成精通契丹文和汉文的耶
律庶成 ，在研究汉文医书的同时 ， 翻译汉文的医学名著 。 随之 ， 兴宗下令 ， 将切脉和方剂
等医学知识颁行于全辽境 ，让契丹医师尽快地学习和掌握 。⑦ 契丹人有很多精通医术者 ， 义
宗耶律倍 “精医药 、砭焫之术” 。皇族子弟耶律迭里特擅长医术 ， 尤工针灸医法 。⑧ 辽太宗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枟辽史枠 卷 ８９ 枟耶律蒲鲁传枠 。

沈括 ： 枟梦溪笔谈枠 卷 １ 。

枟辽史枠 卷 ７７ 枟耶律屋质传枠 。

枟辽史枠 卷 ８２ 枟萧阳阿传枠 。

枟辽史枠 卷 １１２ 枟萧挞凛传枠 。

枟辽史枠 卷 ４ 枟太宗本纪下枠 。

枟辽史枠 卷 ８９ 枟耶律庶成传枠 。

枟辽史枠 卷 １１２ 枟耶律迭里特传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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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太医给侍直古鲁 ，出身于世代医家 ， 由于家学影响和本人的刻苦钻研 ， 使他很快成为
当时的名医 。除了行医外 ，还将祖传的医术和自己的临床经验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总结 ， 撰
成 枟脉诀枠 和 枟针灸书枠 等医学著作 ，在当时颇有影响 。① 制心之父德崇 “善医 、 视人形色
辄决其病 ，累官至武定节度使” ② 。 萧胡笃 ，字合术隐 。 “ … …曾祖敌鲁 ，明医” ， 其后 ， “世
欲太医选 ，子孙因之入官者众” 。③

（七） 创制民族文字 ———契丹大 、小字

契丹文字的创制是契丹文化教育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 神册五年 （９２０ 年） 正月 ， “始制
契丹大字” ，九月 ， “大字成 ， 诏颁行之” ④ 。 这是契丹贵族知识分子耶律突吕和耶律鲁不古
等 ，在耶律阿保机领导下 ，很可能还在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参与下共同完成的 。 小字是辽太
祖之弟迭剌制成的 。 迭剌很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 ， “回鹘使至 ， 无能通其语者 ， 太后
（耶律阿保机的母亲） 谓太祖曰 ： ‘迭剌聪明可使 。’ 遣迎之 。 相从二旬 ， 能习其言与书 ， 因
知契丹小字 ，数少而该贯 。” ⑤ 迭剌仿造回鹘文创制契丹小字 ， 或确有其事 ， 但从笔画和字
体上看 ，小字仍带有汉字的影响 。

契丹贵族用契丹文字翻译汉文经典 ， 据 枟辽史枠 记载 ， 辽初 ， 太祖长子义宗耶律倍以
精通辽 、汉文字名闻北方 ，译有佛经 枟阴符经枠 ⑥ 。 契丹族文人耶律庶成曾奉旨 ， 用契丹文
字译汉文医方脉络之书 ，推动契丹医学教育的发展 。萧韩家奴 “少好学 ， 弱冠入南山读书 ，
博览经史 ，通辽 、汉文字 。” 后奉诏译书 ，把 枟通历枠 、 枟贞观政要枠 、 枟五代史枠 等汉文经史
译成契丹文 。⑦

民族文字的创制推动本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同时 ， 对周边民族也产生深远影响 。 契丹
文字传播到周边的高丽 、女真等民族中 ， 而且产生深远影响 。 高丽曾多次派留学生学习契
丹语 。 女真人中也有精通契丹文者 ， 枟金史 · 完颜希尹传枠 记载 ， “金人初无文字 ， 国势日
强 ，与邻国交好 ，及用契丹字 。” 而且 ， 希尹因契丹造字制度 ， 制出女真字 。 契丹文字的出
现 ，一方面是北方民族教育发展的结果 ； 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北方文化教育的深入发展 ， 影
响了西夏 、女真 、蒙古文字的出现 。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枟辽史枠 卷 １０８ 枟直古鲁传枠 。

枟辽史枠 卷 ８２ 枟制心传枠 。

枟辽史枠 卷 １０１ 枟萧胡笃传枠 。

枟辽史枠 卷 １ 枟太祖纪上枠 。

枟辽史枠 卷 ６４ 枟皇子表枠 。

枟辽史枠 卷 ７２ 枟义宗倍传枠 。

枟辽史枠 卷 １０３ 枟萧韩家奴传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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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女真 ——— 金朝教育

女真先人是肃慎 、挹娄 、 勿吉 、 黑水靺鞨 。 他们长期活动于白山之麓 、 黑水之滨的广
大地区 ，过着农耕 、渔猎 、畜养等多种经济生活 。 辽代 ， 黑水靺鞨成为女真的主体 。 到 １１
世纪末 ，完颜部统一了女真各部 ， １１１５年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建立金国 ， 国号金 ， 定都会宁
（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南） 。金建国后 ， 继续向西向南扩张 ， １１１６ 年攻克辽东京 （今辽宁省辽
阳市） ， １１２０年攻克辽上京 （今内蒙古巴林左旗） ， １１２２年攻占辽中京 （今内蒙古宁城县） ，
至此 ， 女真族统一了东北地区 。而后巩固了自己实力 ， 继续对辽 、 宋用兵 ， １１２５ 年灭掉辽
朝 ， １１２７年攻破了北宋 ，势力发展到华北以至黄河流域 ， 与南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

一 、女真统治者的教育政策

金代的统治民族 ———女真族 ， 在建国之前 ， 崇尚骑射 ， 尚无专门的学校教育 。 为了加
速本民族封建化过程 ，女真统治者采取了大力推行 “汉化” 教育的文教政策 ， 并以尊孔崇
儒为这一政策的核心 。 “崇儒重道” ， 即崇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 ， 把儒家的思想作为封建
统治的基本思想 。女真统治者都率先尊孔崇儒 。 熙宗完颜亶 、 海陵王都尊崇孔子 ， 崇尚儒
家文化 ，世宗还 “特授袭封衍圣公孙总兖州曲阜令” ① ， 这是金朝授予衍圣公政治权力的开
始 。章宗 “性好儒术” ② ， 尊孔子崇儒超过其前辈 。 他主张 “兴化致理 ， 必本于尊师重道” ，
因此 ， “尊谒先圣 ，以身先之” 。③ 枟金史 · 孔璠传枠 载 ： 章宗特诏衍圣公 “迁中仪大夫 ， 永
著为令” 。统治者崇儒风尚直接影响着金代的文人学士 。 鲜卑拓拔魏之后元好问 ， 享有金代
“斯文盟主” 之誉 ，他不仅是一位 “肆意经传 ， 贯穿百家” 的大学者 ， 还积极宣传 “学校 ，
王政之大本” 的儒家主张 。由于女真统治者的提倡 ， “崇儒重道” 的文教政策得到切实的贯
彻 ，使得金代的汉化教育比辽代更为深入 。 枟宋史 · 陈亮传枠 说金国 “城郭 宫室 ， 政教号
令 ，一切不异于中国” 。 太学不仅读 “五经” ， 还以 枟九经枠 教学士 。 女真统治者在对女真
人进行崇儒教育的同时 ，注意保持本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 ， 提倡女真人使用本民族的语言
文字 ， 并设立了女真字学 ，学习女真字译的儒家经典 。 在科举取士上 ， 对女真人也有特殊

·１５·

①

②

③

枟金史枠 卷 ７ 枟世宗纪枠 。

枟大金国志枠 卷 ２１ 枟章宗皇帝纪枠 。

党怀英 ： 枟大金国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枠 ， 见 枟金石萃编枠 ， 卷 １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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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

二 、女真文字的创制

女真人直到辽代还无文字 ， 枟大金国志 ·初兴国土枠 记载 ， 女真 “与契丹之语不通 ， 而
无文字” 。 枟金史 ·完颜希尹传枠 记载 ： “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 ， 备制度 。 希尹乃依仿汉人楷
书 ，因契丹制度 ，合本国语 ， 制女真字 。 天辅三年 （１１１９ 年） 八月 ， 字书成 ， 太祖大悦 ，
命颁行之 。 … … 其后熙宗亦制女真字 ， 与希尹所制字俱用 ， 希尹所撰谓之女真大字 ， 熙宗
所撰谓之小字 。” 从此有了女真文字 。

女真统治者竭力推广女真字 ， 专门设立了女真字学校 ， 以教授女真人掌握女真字 ， 以
女真字译汉文经典 。希尹所制女真字颁行后 ， 金廷即设学校教授 。 枟金史枠 记载 ， 金世宗大
定二十三年 （１１８３ 年） 八月 ，以女真字译 枟孝经枠 千部 ， 分赐护卫亲军 。 九月 ， 译经所又
呈报所译 枟易枠 、 枟书枠 、 枟论语枠 、 枟孟子枠 、 枟老子枠 、 枟文中子枠 、 枟新唐书枠 、 枟百家姓枠 等 ，
金世宗对宰臣说 ： “朕所以令译五经者 ， 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 。” 女真文字的创制
和使用对女真族学习接受先进的中原文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三 、女真的官学教育

金代女真族在学校教育上 ，大量借鉴和吸收汉族和契丹族的办学经验 ， 并创造出一些
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有效的教育形式 ， 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体制和有关
的方针政策 ，比前代有所发展 。

女真的中央官学 。金代的中央官学始设于海陵王天德三年 （１１５１ 年） ， 起初只有国子
监 ，后来又于世宗大定六年 （１１６６ 年） 设太学 ， 大定十三年 （１１７３ 年） 和大定二十八年
（１１８８年） 分别设立女真国子学和女真太学 。由于考虑到女真族上层贵族子弟有相当一部分
人年龄较小 ，或是水平很低 ， 一时还学不了国子学和太学的课程 ， 金代在中央官学中还设
有小学和女真小学 ，作为中央官学的一种附属机构 。 金代迁都之前 ， 金上京就有各种学生
数百人以上 。金代的五京 ，有三京在东北地区 。 除上京 （即会宁府 ， 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的
白城） 外 ，东京 （今辽宁省辽阳市） 、中京 （今内蒙古宁城西南） 也有中央官学 ， 其规模小
于金初的上京 。 金代的中央官学不仅有太学 、 国子学这样的儒学 ， 还有仿照唐朝所立六学
即国子学 、太学 、四门学 、律学 、书学和算学 。

金朝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国子监 。 国子监下有国子学和太学 ， 设有国子博士 、
助教 、 教授 、校勘 、书写官等职 ，博士 “分掌教授生员 ， 考艺业” ， 助教和教授 “分掌教诲
诸生” ， 一般助教由二人担任 ，女真族和汉族各一人 。校勘和书写官分别掌管书籍校勘和书
写国子学 、实录等工作 。太学设博士和助教 ， 其工作与国子监博士 、 助教同 。 女真中央官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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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学生来源主要是官宦贵族子弟 ， 女真贵族 、 官僚子弟享有优先的特权 。 金代对于学生
入学有明确规定 ：国子监 “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 ， 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
年十五以上者入学 ，不及十五者入小学” 。太学 “初养士百六十人 ， 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
孙百五十人 ，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 ，凡四百人” 。 女真国子学与女真府学的学生在
女真氏族内 ， “每谋克 （三百户为一谋克） 取二人 ，若宗室 ， 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 ， 则取有
物力家子弟年三十以下 ，二十以上者充” ，学生数为 ３０００人 。① 由此可知 ， 女真官学虽以贵
族 、官僚子弟为优先教育对象 ，但也在一定限度 、 一定范围内对一般女真人开放 。

女真中央官学在教学管理方面 ， 如学习程序 、 考试 、 休假 、 守规等制度在当时是比较
健全的 。女真学生 ， 其会课及学规大体如汉制 。 枟金史 · 选举志枠 载 ： “三日作策论一道 ，
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 。三月 － 私试 ， 以季月初先试赋 ， 间一日试策论 ， 中选者以上五名
申部 。 遇自修 、 节辰皆有假 ， 病则给假 ， 省亲远行则给程 。 犯学规者罚 ， 不率教者黜 。 遭
丧百日后入学者 ，不得与释奠礼” 。 “凡国子学三年不能充贡 （即通过科举考试被贡举） ， 欲
就诸局承应者 ， 学官试 ，能粗通大小各一经者听” 。至于女真诸学学生 “凡会课 ， 三日作策
论一道 ，季月私试如汉生制” 。可知金代对学生已有明确的课业安排和管理规定 。 并设有专
门的管理人员 ， 如学正 、学录 、学谕 、直学 、斋长等 。②

女真地方官学 。金代地方官学的兴复 ，最早见于天会年间 。 枟金文最枠 卷六十五 枟创建
文庙学校碑枠 说 ：天会七年 ， 金廷曾 “诏颁新格 ， 具载学宫” 。 后经熙宗至海陵王时期 ， 由
于社会相对稳定 ，学校的兴复有所增加 。 世宗和章宗时期 ， 地方学校进入大发展时期 ， 政
府大力兴建学校 ， 地方官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 金代的地方学校主要有府学 、 州学 、
节镇学 、防御州学等 ，并有与女真国子学相应的诸路女真府学 ， 据 枟金史 · 选举志枠 记载 ：
“府学亦大定十六年 （１１７６年） 置 ，凡十七处 。 后增州学 。 … …府学二十有四 ，节镇学三十
九 ，防御州学二十一 ，凡千八百人 。” 大定十三年 （１１７３年） ， “诸路设女真府学” ， 共有 ２２
所 ，其设于东北地区的有 １３所之多 。女真地方官学的学生以官员和富家子弟为主 。

女真学校所设课程除同汉人学校外 ， 还包括民族语文 。 所用课本系女真文翻译的 枟太
公家教枠 、 枟文选枠 之类 。 大定四年 （１１６４ 年） 世宗 “诏以女真大 、 小字译经书” ， “颁行”
于女真学校 。其所学经 、史 、 子 ， 估计会比汉人学校浅易一些 。 而其管理和考试方法 ， 则
与之基本相同 。 金代为鼓励学生学习 ，以满足朝廷取土用人之需 ， 由政府颁定赡学养土法 ，
保证学校的教育经费 ，并给予学生以优厚的待遇 。 女真学校的经费有多种来源 ， 有国家直
接拨的经费 ，同时国家又拨给学校赡学田产 ， 以其收入作为学校教育经费 。 金代地方官学

·３５·

①

②

枟金史枠 卷 ５１ 枟选举志枠 。

于毕沅 枟山左金石志枠 卷 ６９ ； 李守纯 枟大定重修宣圣庙记枠 ； 王旭 枟金石萃编枠 卷 １５８ ； 刘渭 枟 京兆府重修府

学记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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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私人捐助很多 。捐助形式有捐助田产 、 出钱 、 出物 、 出力助建校舍 。 州县官吏往往率
先垂范 ，士庶对建学亦很积极 ，所以金代地方官学比较发达 。

女真专门学校 。女真的学校教育还包括女真专门 、 专科学校 ， 主要有女真字学 、 医学
和天文学 。从金太宗至海陵王统治时期 ， 女真人风气渐开 ， 随着统治势力的增强 ， 急需培
养出本民族人才 ，所以组织儿童研习女真文字 。 如纥石烈良弼 、 纳合椿年等均是应选学习
女真字的女真族猛安谋克子弟 ， 他们后来成为女真族中著名的辅政大臣 。 医学和天文学专
科学校也都有一定规模 。

四 、女真贵族的私学教育

家学在金代女真族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 。 金代女真一些名门望族和达官显贵十分重视
子孙的教育 ，家学是私学中最普遍 、 最方便的教育形式 ， 这种教学一般在家庭内进行 ， 由
富家自办 ，在家庭内设立私塾 ，父兄将自己的学业传授给子弟 ，或聘请名师授业 。

金初 ，女真大字的创制者贵族完颜希尹 ， 在其家乡冷山设置过此种家学 ， 请被俘获的
儒士担任家庭教师 。洪皓在政治主张上与希尹不同 ， 但二人在传播和学习儒家文化这一点
上是相通的 ，希尹赏识洪皓的才学和气节 ， 据 枟宋史枠 记载 ， 宋使洪皓出使金朝 ， 滞留十
数年 ， 曾在冷山希尹家 “教其八子” 。在他的教诲下 ，希尹的子孙学业出色 ， 大多成为金朝
很有作为的官员 。

金代渤海望族的家学对金代帝王和金代的政治 、 军事 、 文教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
影响 。 渤海李氏贞懿皇后是金世宗之母 ， 睿宗死时 ， 世宗年仅 １３ 岁 ， 枟金史 · 睿宗贞懿皇
后传枠 记载 ：贞懿皇后 “教子有义方” ， “内治谨严 ， 臧获皆守规矩 ， 衣服饮食器皿无不精
洁 ，敦睦亲族 ， 周给贫乏 ， 宗室中甚敬之 。 后性明敏 ， 刚正有决 ， 容貌端整 ， 言不妄发” 。
在她的精心教导下 ，金世宗成为金国的一代名君 。 显宗妃昭圣皇后是辽阳渤海人刘氏 ， 懂
汉文化 ，凡字过目不忘 ，能读 枟孝经枠 等书 ，她在显宗的成长过程中也给予了深刻影响 。

五 、女真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金代女真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已成为统治者笼络和统治各族人民和
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 。科举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 （１１７１年） ，金王朝首创女真进士科 ，又称策论进士科 ，两年后 ， 正
式举行考试 。金世宗初设女真进士科时 ， 曾顾虑 “女真字创制日近 ， 义理未如汉字深奥 ，
恐为后人议论” 。 丞相完颜守道曰 ： “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 ， 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 。
今令译经教天下 ，行之久 ，亦可同汉人文章矣 。” 由于设立了女真进士科 ， 使金朝出现了不
少通汉文和女真文的少数民族学者 ， 促进了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 。 女真的科举主要体现在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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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科 ，其特点为 ：其一 ，女真科举的考试对象是以女真族为主的少数民族 。 该科起初只
对女真人开放 ， 后来亦对其他少数民族开放 。 在中都 、 上京 、 咸平 、 东平等女真人集中之
处设置了女真进士府试 ，诸色人等都可赴试 。 其二 ， 金政府对女真进士科举严格管理 。 如
金政府为了推动策论进士科的发展 ， 颁布命令规定了学习策论进士人数 ， 建立了严格的考
场规制 。各级考试都要派固定额数的官员严格负责 。各级考试 ， 都派军士负责监督和搜检 ，
女真举子一般派汉人军士监检 ，而且监检的兵士都用不识字者 。 兵士们搜检极严 ， “至于解
发袒衣 ，索及耳鼻” ① 。大定二十九年 （１１８９ 年） ， 又决定在考试前 ， “使就沐浴 ， 官置衣为
之更之” 。 金代科举效仿唐宋之弥封 、 誊录之制 。 据 枟大金国志枠 载 ， 天会 、 皇统间 ， 已
“有封弥 、 誊录 、 监门之类” 。 弥封 、 誊录官专司其职 ， 必得严格负责 。 为防意外 ， 章宗
“敕自今女真司则用右选汉人封 ， 汉人司则以女真司封” 。 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弥封制度 。 可
见 ，金政府对女真进士科举高度重视 。 其三 ， 为了选拔有政治见解和统治之术的本民族人
才 ，所试文体以 “策” 为主 。 策 ， 即时务策 ， 是用以阐述对国家时务见解和主张的一种文
体 。同其他文体相比 ，是易于掌握的 。 其四 ， 女真科举除设 “常科” 之外 ， 还设有 “宏词
科” 等特科和武举 。特科即制举 ， “以待非常之士” ② ， 是常科的补充形式 。 女真族起于白山
黑水 ， 俗尚骑射 。进人中原以后 ，习染文弱之风 ， 材武渐疏 。 对此 ， 女真统治者深感不安 ，
遂于熙宗皇统年间单设女真武举 。 其五 ， 女真科举在内容上有所创新 。 金章宗明昌元年
（１１９０年） ，曾下诏以 枟六经枠 、 枟十七史枠 、 枟孝经枠 、 枟论语枠 、 枟孟子枠 、 枟荀子枠 、 枟杨子枠 、
枟老子枠 等出题 ，把辽 、宋科举考试的内容范围大大地扩展 。把单纯从 “四书” 、 “五经” 中
寻找答案扩大到经 、史 、百家之言 ， 并且还要在题下注其本传 。 这不仅对辽宋旧制是一个
发展 ， 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促使他们广泛阅读 ， 开阔眼界 。 在录取方面也有创新 ，
科举中的会试不限人数 ，合格便可录取 。

六 、女真族教育的影响

与辽朝相比 ，金代女真贵族统治下的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联系更为紧密 。 金统一北方
后 ，随着汉族大规模进入东北 ， 女真人迁入中原地区 ， 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 ， 汉族先进
的政治 、经济 、 文化制度传入东北的同时 ， 女真族的经济 、 文化等也对汉民族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 。女真族在教育上对全国 ，特别是东北及华北等地区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

首先 ，女真族教育发展 、 延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 ， 丰富了我国教育发展的内容 。
从西周以来产生于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化传统 ， 在女真族贵族统治的中国北方 ， 不但
没有中断 ，而且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 金代女真族教育家完颜雍等人为此做出了努力 ，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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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枟金史枠 卷 ５１ 枟选举志枠 。

枟金史枠 卷 １３ 枟卫绍王本纪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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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思想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发展 ， 丰富了文化教育的形式 、 内容和方法 ， 推动
了民族间地区性文化的交流和相互渗透 ， 产生了中原文化的向北扩展和南学 、 北学结合的
重大变化 。女真人教育的发展不但提高了女真族的文化素质 ， 加速了其封建化过程 ， 而且
为后代如元 、明 、清东北及华北地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 奠定了重要基础 ， 在
以前被称为荒蛮之地的东北各地树立了尊孔崇儒 、 兴办学校的榜样 ， 尊重知识 、 崇尚文明
之风深入人心 。 金代文化教育发达的各州 、 府 、 县一直成为东北地区文化教育的中心 ， 推
动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 。

当时 ，中原的儒家文化不仅在东北得到广泛传播 ， 而且通过金代女真人的中介对今朝
鲜半岛及日本也产生了影响 ， 使中国文化教育传统在国际上的影响进一步增强 。

其次 ，女真族教育为少数民族教育提供了经验 。 金代的东北教育 ， 是在汉族 、 女真族 、
契丹族等各民族并存的条件下而发展的 。 女真统治者能够颇为恰当地处理了这种矛盾 。 作
为后进民族 ，女真族认识到了自己的弱点 ， 对于汉族 、 契丹族等先进的文化并不排斥 ， 而
是大胆地学习和采纳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教育制度及政治 、 经济制度 ， 这样使女真族和
东北地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 这种勇于接受先进文化的民族精神使女真人不断发展壮大 。
但是 ， 女真人对于汉族的先进文化的接受并不是盲目的 ， 而是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
加以接受 。在女真学校里 ，以女真文作为通用语文 ， 汉族的文化典籍 、 学校教材均被译成
女真文后向女真族学生传授 ， 并用女真文写诗 、 应试 。 女真族的语言文字教学 ， 是女真族
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为我国古代的双语教学积累了经验 。

再次 ，使中国古代各类教育得到完善 。 在官学教育制度及庙学 、 私学等方面 ， 在金代
都得到了充分发展 ，这反映了女真族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 。 由于官学 、 私学及庙学
的相互补充 ，促进了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 ， 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 ， 对于人民间 、 民族间的
科学文化交流和教育事业发展 ， 做出了积极贡献 。 女真族对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 —科举制
也进行了不断的改进 ，如金代的科举取士制度 ， 如应试者通过策试等考试即授予官职 ， 创
立了女真进士科 ，使我国古代科举制度更为完善和成熟 。

第四节 　 满族的教育

一 、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满族共同体是以女真人为主体吸纳当时东北地区的各民族成员而形成的 。 明朝统治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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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加强对女真的控制 ，采取 “其各自雄长 ，不相统一” ① 的分而治之 、互相牵制的政策 ，相继
使用镇压 、招抚和防范的手段 ， 使女真各部长期陷于分裂 、 混战的局面 。 当时女真人大体分
为四部 ：建州部 、长白部 、扈伦部和东海部 。 据载当时各部蜂起 ， 皆称王争长 ， 互相残杀 ，
甚至骨肉相残 ，强凌弱 ，众暴寡 ② 。建州内部也是兄弟成仇 ，干戈时起 ，分裂涣散 。

明万历十一年 （１５８３年） ，努尔哈赤以祖 、 父 １３ 副遗甲起兵 ， 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的
斗争 。 经过五年的征战 ，基本上把分散对立的各部势力统一了起来 ， 成为女真族中最强大
的力量 。明万历二十九年 （１６０１年） ，努尔哈赤在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立了军政合一的八旗
制度 。 八旗的编组以女真人为主体 ， 同时吸纳了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的各个民族的部分或全
部成员 。他们在共同的组织里一起生产和战斗 ，逐渐产生了民族认同感 。

满文的创制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 明代中后期的女真人平时讲女真语 ，
行文用蒙古文或汉文 ， “国人以为不便” ， 已成为满族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 。 为适应满族统
一大业的需要 ， 万历二十七年 （１５９９ 年） 二月 ，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 “制国书” 。 这
次创制的满文称为 “无圈点满文” 或 “老满文” 。天聪六年 （１６３２年） 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
改进老满文 ，编制了字头 ，创制了 １０ 个特定的字母 ， 并在字旁加圈 、 点 ， 使之更加完善 。
满文的创制推动了满族文化的发展 ， 有力地促进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

皇太极继位后 ，为扩大兵源 ，先后创立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 在八旗制度下 ， 满 、 蒙 、
汉族人民长期杂居共处 ，互相婚媾 ， 互相学习 ， 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渐趋一致 ， 终
于形成了以女真族为核心 ， 有汉 、 蒙等族成员参加的新的民族共同体 。 于是 ， 后金天聪九
年 （１６３５年） ， 皇太极正式宣布 ： “自今以后 ， 一切人等 ， 止称我国满洲原名 ， 不得仍前妄
称 。” ③ 皇太极正式将新兴的共同体定名为满洲 ， 为新满洲成员所欣然接受 ， 表明满族共同
体的形成和成熟 。

二 、满族的官学教育

（一） 清皇室教育

清代皇室子孙按宗亲远近分别入上书房 、宗学 、觉罗学读书 。

1畅 上书房

上书房又称尚书房 ，是清代皇子 、 皇孙读书的地方 ， 始建于康熙年间 ， 设在乾清宫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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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枟明经世文编枠 卷 ４５３ ， 枟杨宗伯奏疏枠 。

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枠 卷 １ 。

枟清太宗实录枠 卷 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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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上书房的师傅 ，或由掌院学士拣选 ， 会同内阁带领引见 ， 或由大学士共同拣选 ， 或由
皇帝直接简任 ， 都是当代的名臣硕儒 ，诸如汤斌 、 耿介 、 张英 、 徐元梦 、 张廷玉 、 鄂尔泰 、
钱大昕等 。在师傅之外 ，还设有上书房行走 ， 帮助师傅做些辅导工作 。 皇帝对师傅的待遇
非常优厚 ，除了常俸 、宴请外 ， 岁终赐总师傅 、 师傅荷囊各二枚 ， 囊贮银锞 ， 其轻重以官
阶为等差 ，作为一年辛苦的报偿 。 王公大臣面见皇子 ， 皆双膝跪行叩头礼 ， 惟上书房师傅
见皇子 ，则以捧手为礼 。当师傅入上书房授课 ，诸皇子皆面北揖 ， 师傅立而受之 ， “实从古
帝王乞言之制也” ① 。 在课堂里 ， 皇子与师傅共席相坐 。 每日功课 ， 先学蒙古语两句 ， 挽竹
板弓数开 ，读清语书二刻 ，自卯正未刻读汉书 ，申初二刻散学 。

对皇子皇孙的教育 ，主要以四书 、 五经和国语 、 骑射为教学内容 。 不仅如此 ， 清代皇
帝还十分注重对皇子实践经验的培养 ， 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受到锻炼 ， 以提高处理政务的
能力 ， 康熙皇帝令皇子随军出征 ， 统领八旗军队 ， 负责处理军事要务 。 雍正皇帝命弘历 、
弘昼与鄂尔泰 、 张廷玉等一起办理苗疆事务 ，给他们提供增长才干机会 。② 皇帝每次行围狩
猎都要带领皇子皇孙 ，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 。

清代皇帝无不重视上书房的皇子教育 ， 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皇子们具备了良好的文化素
养 ，提高了统治国家的能力 。 更为可贵的是 ， 他们还把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 使皇子们既有
渊博的学识 ，又有坚强的意志和办事能力 ，成为合格的接班人 。 “康乾盛世” 的出现 ， 与这
几朝的皇帝有丰富的知识和精通治国之道有直接关系 ， 这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对皇子严格的
教育 。

2畅 宗学

依照清皇室的规定 ，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 ， 他们腰系金黄色
带子作为标志 ， 故称黄带子 。 正因为他们是皇帝的同宗近支 ， 他们的子弟便成为重点培养
对象 ， 特设学堂 ，简称宗学 。

顺治十年 （１６５３年） 每旗各设宗学 。顺治皇帝怕宗室子弟 “习汉书入汉俗 ， 渐忘我满
洲旧制” ，因而规定宗学只 “教习满书” 。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年） ，康熙皇帝 “令宗室子弟各
就本府读书” ，即等于将宗学撤销 。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 年） ， 复行设立宗学 。 凡王公 、 将军及
闲散宗室子弟 １８岁以下 ， 及 １９岁以上已在家读书 ，有愿就学者 ，均准入学 ， 学生额数 １４０
人 。在宗学内修一箭道 ，读书之暇 ， 教习骑射 。

除北京左 、 右翼宗学以外 ，清廷在其陪都盛京亦设有宗学 。雍正十三年 （１７３５年） ， 命
照京城两翼宗学之例 ，设立盛京宗学 。乾隆二年 （１７３７ 年） 始正式设立 ， 只是由于学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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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枟清太宗实录枠 卷 ２５ 。

赵展著 ： 枟满族文化与宗教研究枠 ， 第二章 “满族的教育” ， 沈阳 ： 辽宁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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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与觉罗学合为一学 。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２０年） ，因新移驻盛京的宗室营距宗学有 ８ 里之
遥 ，于是在宗室营就近另设一宗室官学 。①

3畅 觉罗学

清皇室规定 ，凡显祖塔克世同宗旁系子孙均称觉罗 ， 以系红色带子作为标志 ， 俗称红
带子 。 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年） 谕令在各觉罗衙门之旁设立觉罗学一所 ， 共招收学生 ３４０ 名 ，
教授满汉文及骑射 。觉罗学 ， 也属于贵族子弟学校 ，只是在待遇上比宗学稍低 。

清军入关后 ，盛京的宗室子弟人数比北京少得多 ， 故于乾隆二年 （１７３７ 年） 设立盛京
宗室觉罗官学 ， 宗室和觉罗子弟共为一学 。

从觉罗学的规章制度不难看出 ， 清朝政府对贵族子弟的教育极为重视 。 这一方面使他
们 “日尚儒雅” ， 提高了满洲贵族的文化素质 ，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才 ， 巩固了
清朝的统治基础 。

（二） 八旗子弟教育

满族八旗子弟教育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 。 随着国家的建立 ， 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人
才培养的重要性 。天聪五年 （１６３１年） 闰十一月 ， 皇太极谕令八旗子弟 “十五岁以下 ， 八
岁以上者 ，俱令读书” ② ， 打算推行全民教育 ， 以期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 养成忠君亲上
的思想 ，巩固新兴的政权 。但八旗子弟教育作为一种制度被全面推行是清朝入关以后的事
情 。

1畅 八旗官学的设置

八旗官学是专为教育八旗子弟而设立的官费学校 。 入关前皇太极于崇德年间就已在盛
京设立过此学校 ，专为 “优命功勋英贤俊杰” 的八旗子弟而设置 。 凡八旗满洲 、 蒙古 、 汉
军子弟皆可入学 。定鼎燕京后 ，八旗官学得到很大发展 。

在北京地区 ，建有京师八旗官学 。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 年） 合两旗为一学 ， 在城内建立四
所八旗官学 ，统归国子监督导 。 到雍正年间 ， 扩大官军校舍 ， 每旗设立官学一所 ， 在北京
城内建成八所八旗官学 。每旗额设官学生 １００ 名 ， 分派满洲 ６０ 名 ， 以 ３０ 名习清文 ， ３０ 名
习汉文 ；蒙古 ２０ 名 ，汉军 ２０ 名 。③ 总共有 ８００名官学生 。如有缺出 ，在一旗内挑选 ， 将选
出的学子申送本旗都统验看 ，交国子监当堂挑取 。乾隆三十四年 （１７６９年） 重修八旗官学 。

·９５·

①

②

③

枟清史列传枠 卷 ２３ ， 枟松筠传枠 。

枟清太宗实录枠 卷 １０ 。

枟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枠 卷 １１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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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黄旗官学在安定门大街圆恩寺胡同 ； 正黄旗官学 ， 在西四牌楼北祖家街 ； 正白旗官学 ，
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 ； 镶白旗官学 ， 在东单牌楼观音寺胡同象鼻坑 ； 正蓝旗官学 ，
在东四牌楼南新开路 ；镶蓝旗官学 ， 在西单牌楼乾石桥东斜街 ； 镶红旗官学 ， 在宣武门内
头发胡同 ；正红旗官学 ，在阜成门内南巡捕厅胡同西口 。

在北京地区 ，为教育内务府三旗子弟及未及岁之世爵人员 ， 清朝政府还设立了景山官
学 、咸安宫官学和世职官学 。景山官学建于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年） ，学生 ３６０名 ，后增加
到 ３９２ 名 ， 从内务府佐领 、 内管领属下闲散幼童中挑选 。 咸安宫官学始建于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年） ，学生由内务府三旗和满洲八旗贡 、 监 、 生员 、 官学生及闲散人员内择其俊秀者
充补 ， 每旗 １０名 ，共为 １１０名 。世职官学建于乾隆十七年 （１７５２ 年） ， 招收八旗内年龄在
１５岁以下的有世职爵位人员 ，当时共有学生 １７０ 人 ， 专习满语和骑射 。 此外 ， 还设有教场
官学 、 圆明园官学 、健锐营官学和外火器营官学 ， 这都是为八旗子弟学习文化所提供的场
所 。

在东北地区 ，建有盛京八旗官学和吉林和黑龙江地区的八旗官学 。 康熙三十年 （１６９１
年） 于清朝隆兴之地盛京八旗左右两翼设立八旗官学各一所 ， 每所分满 、 汉学各一班 。 盛
京八旗左翼官学位于城内东南隅 ；右翼官学位于金银库西 。 每翼官学额设学生 ４０ 名 ， 满学
班 ２０名 ，习满语文 ；汉学班 ２０ 名 ， 习满 、 汉文书 。 各班均习马步射 。 从雍正十年 （１７３２
年） 开始 ，每翼官学增加内务府学生 ３０ 名共 ６０名 ，增加八旗汉军学生每旗 １５ 名 。

在吉林 ，康熙三十二年 （１６９３ 年） 建立吉林城八旗左右翼官学 ， 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 年）
建立阿拉楚喀八旗官学和珲春八旗官学 ， 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 年） 建立宁古塔八旗官学和伯都
讷八旗官学 ，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年） 建立乌拉八旗官学 ， 乾隆二十一年 （１７６６ 年） 建立拉林
八旗官学 ，以及额穆赫索罗官学 。在黑龙江 ， 康熙三十四年 （１６９５ 年） ，将军萨布素奏请在
墨尔根设立八旗两翼官学各一所 ， 从新满洲 、 锡伯 、 鄂伦春 、 鄂温克 、 达斡尔等佐领各选
送俊秀幼童一名 ，学习满 、汉文和骑射 。 每学设教习一员 ， 选满汉文优长者充当 ， 这是北
部边陲 “建学立师之始” 。 乾隆九年 （１７４４年） 同时修建齐齐哈尔和黑龙江 （瑷珲） 两所八
旗官学 ，道光十四年 （１８８４ 年） 议准建立呼兰河官学 。

在北京地区和东北地区之外 ， 出于政治需要 ， 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驻防八旗教育 ， 建
立了众多直省驻防八旗官学 ， 以培养和教育八旗子弟 。 设学较早的是荆州驻防八旗官学 ，
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年） ，原任左翼副都统德琦保奏准添设官学 。 乾隆四十五年 （１７８０ 年）
经右翼蒙古协领长泰呈请 ，在各旗添设满汉官学和义学各一所 。 其他驻防八旗也先后设立
了官学 。

2畅 八旗官学的管理

八旗学校的教官 ，包括督率学校的王公大臣 （一般为兼管） 、 负责管理的官员和从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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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教习 。依学校类别和教官身份的不同 ， 各有严格的任职资格和相应的待遇 ， 并按规章
制度考核升黜 。

八旗官学早期只有专设的教习 ， 选拔比较严格 。 顺治七年 （１６５０ 年） 限定教习只用国
子监恩 、拨 、岁 、副贡生担任 ，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 年） 扩充到官荫生 ， 人数不足时也允许例
监生报考 ，各类人员均需经国子监考试合格方可任教习职 ， 嘉庆十七年 （１８１２ 年） 为保证
教习质量 ，重新限定教习只用正途贡生 。 咸安宫官学 、 景山官学 、 世职官学的满文教习由
礼部于八旗举人 、贡 、监生中考充 ， 汉文教习由礼部于举人 、 贡 、 监生中考充 ， 管理事务
大臣于满洲或内务府大臣中选派 。 八旗学校的教官 ， 凡本为王公大臣 、 朝廷命官者 ， 均享
有原俸禄及一切待遇 ，部分教官则享有加官 、 支领钱粮及生活 、 教学用品等待遇 。 八旗官
学教习早期每月给廪饩银 ２ 两 ， 后增至 ３ 两 ， 每月给米 ２ 斛 ， 每年给夏 、 秋衣各 １ 袭 ， 每
两年给冬衣 １袭 。道光以后减成支发 。

八旗学校的教官和中央 、 地方官学的教官一样 ， 属政府官员体系的一部分 ， 有确定的
任期 、 考核与升黜制度 ，一般是按序迁转 ， 有突出政绩者可超擢升迁 ， 不称职者参处或另
行安排 。八旗官学教习的考核升黜与国子监六堂教官相同 。 平时对学业课业的稽查亦即对
教习的考核 ，学生有文理不通 、经书不熟者 ，责成汉教习 ； 翻译及满书欠佳 ， 责成满教习 。
会考时发现学生怠废学业 ，即将该助教 、教习参处 。 教习三年期满有成就者 ， 按其举 、 贡 、
监生及生员出身 ，分别依例从优叙用 。

八旗子弟学校的学生均享受一定优待 。 八旗男子满 ２０ 岁后 （宗室为 １５ 岁后） 方可领
到粮饷 ，但进入各类八旗学校的子弟均可享有一定的生活和学习资料供给 ， 其数目远高于
府 、州 、县学廪膳生员 ，每年领银 ３ 两 ２ 钱 ， 以鼓励和保障他们接受教育 ， 完成学业后的
升迁途径也比一般民众优越 。 咸安宫官学的学生每人每月给廪饩银 ２ 两 ， 每日给分例银 ５
分 、粳米 １升余 ，及盐酱等 。 每月每人还配发纸 、 笔等物 。 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 年） 议准 ， 满
洲 、蒙古学生每人每月给银 １ 两 ５ 钱 ， 汉军学生每月给银 １ 两 ， 由本旗关领 。 乾隆五十四
年 （１７８９年） 定 ，年幼而学业优秀者 ，可享有双份钱粮的优待 ，但每学限在 １０名以内 。 道
光以后经费窘困 ，屡有减扣 。

八旗子弟依身份 、 等级的不同 ， 或有世爵 、 世职承袭 ， 或依恩荫得官 ， 或填补 、 选充
满员 、 旗职 ，其入仕之途远优于一般汉民 。 八旗子弟只要学有所成 ， 一般来说不存在仕途
壅滞的问题 ；学业无成者只要不犯大过 ， 仍可由本旗安排出路 ， 故八旗学校的教学只是为
学生提供较好 、 较快的入仕途径 。

北京八旗官学的教学管理隶属国子监 ， 官学生随贡 、 监生一起分拨国子监各堂肄业 ，
其中镶黄 、正黄旗分别在东 、西讲堂 ， 正白 、 正红 、 镶白 、 镶红 、 正蓝 、 镶蓝旗分别在率
性 、修道 、诚心 、正义 、崇志 、广业堂肄业 。学生最初每 １０ 日赴监考课一次 ， 后改为每月
赴监讲书一次 、 翻译一次 ，每年由礼部考试一次 。 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 年） 规定八旗官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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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 由教习每人负责若干学生 ， 专心训导 。 每月由助教 、 教习会课一次 ， 汉文馆学生作
文 ，幼童背书 ， 满洲 、 蒙古二馆学生各试翻译课 ，成绩由各管学官存记 。 学生 １３ 岁以上者
学习步射 ， １６ 岁以上者学习骑射 ，教射教习隔日赴学教练 ， 每月会同助教率诸生出城校射
一次 ， 春 、秋二季赴国子监 ， 由祭酒 、司业亲临考试 。

3畅 八旗义学

八旗义学是为补充官学不足 ， 以及解决八旗子弟家贫而不能聘请教师问题设立的 ， 多
设于全国各地八旗驻防 ，为官兵倡建或捐建 ， 有启童蒙 、 兴教化之意 。 清统治者对八旗义
学采取积极倡导 、鼓励的态度 ，并由当地八旗衙门 、将军 、 副都统仿照官学制度进行管理 ，
所以八旗义学具有半官方性质 。

京师的八旗义学始建于康熙三十年 （１６９１年） 。京师八旗各佐领于辖内选年长行优者各
１人 ，教授 １０岁以上的子弟 ，满洲 、 汉军子弟学习满语 、 满文 ， 蒙古子弟学习满语 、 蒙古
语和满文 、蒙古文 。均教习马 、步箭 ，由各佐领 、 骁骑校稽查 。 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 年） 因各
佐领办义学过于分散 ，改为满洲 、 蒙古每参领下各设学舍 １ 所 ， 汉军各旗于就近地方各设
学舍 １ 所 ， １２岁以上子弟均准入学 。 每学设满教习 １ 至 ２ 人 ， 骑射教习 １ 至 ２ 人 。 由该旗
都统 、 参领随时稽查 。

除了专习满语 、满书的八旗义学外 ， 还为愿习汉书及翻译之业而家贫无力延师者开办
义学 。 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年） 议准 ，京师八旗于左右两翼公所 ， 各立义学 ２ 所 ， 设汉书教习
各 ２员 ，满 、汉书教习各 ２员 ， 分别教学生科举和翻译之业 。 课业由礼部管理 。 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年） ，再添设义学 ４所 ，计每旗 １ 所 ， 满 、 汉教习每学各 １ 人 。 乾隆二十三年 （１７５８
年） ，鉴于礼部八旗义学赴学业者寥寥 ， 有名无实 ，下令裁撤各义学 。

康熙三十年 （１６９１年） ，设立盛京官学的同时 ， 也设立了八旗义学 ， 凡八旗子弟 １０ 岁
以上者各佐领选一人入学 。 满族幼童和汉军幼童教习满书 、 满语 ， 蒙古幼童教习满书 、 蒙
古书 、 满语 、蒙古语 。 并均教习马 、 步箭 。 仍由各佐领 、 骁骑校稽查 。 雍正十年 （１７３２
年） ，奉天将军那苏图以奉天八旗汉军满文义学教学质量不佳 ， 学习 “业经三年有余 ， 而读
书子弟不尽通晓书义” 为由 ， 请求专设奉天府汉军义学 ， 请 “善教之人” 任教 。 经批准后
同时在奉天左 、 右翼各设立八旗汉军义学 ４ 所 ， 两旗一学 ， 由奉天将军管理 。 每旗选取汉
军子弟 １５名 。每学设满文教习 １ 员 ， 汉文教习 １ 员 ， 学习内容也从单学满书 、 满语改为
满 、汉书兼习 ， 并习马 、步箭 。

八旗官兵在全国各驻防处也设立了很多义学 。 如吉林府义学 ， 原名永吉州义学 ， 由知
州杜薫捐俸创建于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年） ，培植满 、汉孤寒子弟 。 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 年） ， 永吉
州升为吉林府 ， 永吉州义学改称吉林府义学 ， 在吉林城内东南隅扩建学舍 ， 有房屋 ５１ 间 ，
分蒙学 、经学两级 ， 蒙学 ２２ 斋 ， 每斋学生 １２ 名 ； 经学 ２ 斋 ， 每斋学生 １０ 名 。 学生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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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资其膏火 ， 酌补衣履” 。 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年） 由官府出面租赁民房 ， 并拨给伊通河南
围荒地 ９０００余垧 ，以其所得地租年银 １６８４两 ，做常年经费 。 这所义学兴办 ２０ 余年 ， 为吉
林满族教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又如齐齐哈尔义学 ， 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 年） 将军永琨选当地
八旗子弟 ２０人 ， 从龚光瓒习汉文 ，每年给龚束修银 ８０ 两 ， 柴炭费 ２０ 余两 。 初立时 ， 选有
学长 ， 将军不时至学考勤惰 。 但后来将军永琨离职 ，学生额随之不足 。

三 、满族的私学

满族人的私学由来已久 ， 努尔哈赤曾延聘汉人龚正陆为师傅 ， 教诸子专家读书 。 康熙
时的上书房就是专为皇子学习设置的 ， 延聘名儒任教 ， 虽为宫内官学 ， 但却为宗室贵族仿
效 ，他们也纷纷在家里聘请教师教读子弟 。 如大学士明珠曾聘请饱学之士徐乾学 、 吴兆骞
等为诸子师 。即使远在边陲任职的满族贵族也不例外 ， 巴海聘请名士流人吴兆骞教子就是
突出的事例 。康熙十三年 （１６７４年） ，宁古塔 （新城在今黑龙江宁安县） 将军巴海聘请遣戍
在此的江南名士吴兆骞为书记兼家庭教师 ， 教他的两个孩子额生 、 尹生读书 。 后来当地少
数民族子弟也有跟他从学的 。 乾隆末年 ， 曾任甘肃省知县的浙江绍兴人章汝南遣戍齐齐哈
尔之后 ，以在水师营吕家授读为生 ， “坐卧一床 ， 终年不出” ① 。

流人传诗书 ，通文墨 ，为东北地区满族的私学教育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 吴兆骞
出关时 ， “赁牛车载所携书万卷” 。 周长卿携有 枟杜工部集枠 、 枟字汇枠 、 枟盛京通志枠 等 。 流
人以教学授徒为生的 ，数不胜数 。 陈梦雷 、 吴兆骞 、 杨越 、 吕用晦都是最著名的 。 如在宁
古塔 ， 除吴兆骞 、杨越外 ，还有胡子有 、李召林 、 吴英人 、 王建侯 、 李某 、彭某等等 。

满洲的私学中 ，有一种重要的形式就是家学 。 这与一些汉族家庭的风气已相差无几 ，
代代相传 ，父子相授 ，诗书传家 。 例如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索额图 ， 姓赫舍里氏 ， 有家学
传统 ， 祖 、父 、 孙三代无不兼通满 、 汉及蒙古文字 。 祖父硕色和叔祖希福在皇太极时皆在
文馆 ， 赐号 “巴克什” （满语 ， 汉语 “博士” 的音译） ， 后者在顺治初年官至内弘文院大学
士 ，父亲索尼曾被顺治帝指定为首席辅政大臣 。

四 、满族的科举制度

（一） 八旗乡试 、会试

满族建立了一整套具有自己特色的科举制度 。
清朝入关前 ，为了选拔急需的人才 ， 皇太极曾举行了四次科举取士 。 其中 ， 天聪八年

·３６·

① 西清 ： 枟黑龙江外纪枠 卷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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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４年） 四月 ，科考取中的 １６名举人中 ， 八旗子弟占了大多数 。 这次科举的规模虽然不
大 ，但却刺激了满族教育的发展 ， 使一批满族文士在后金 —清的开国事业中发挥了越来越
大的作用 。

清朝入关后的第二年 ，在全国范围内诏开科举 ，但明文规定 ： “八旗以骑射为本 ， 右武
左文 。 世祖御极 ，诏开科举 ， 八旗人士不与 。” 这是由于清统治者害怕八旗子弟参加科举 ，
不再重视学习满语骑射 ，染上崇文轻武的习气 。 清廷的这一指导思想贯穿于清代满族教育
的始终 。但随着满族汉化程度的加深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 单纯禁止八旗子弟参加科举不
仅引起部分满族官员的不满 ， 也不利于选拔八旗文人进入统治机构 。 出于这种考虑 ， 清统
治者又制定了八旗乡试 、会试制度 。

顺治八年 （１６５１年） 清朝举行了第一次八旗乡 、 会试 。 其时 ， 八旗子弟每牛录 ①下读

满 、汉书的有一定数额 ，应试及各衙门任用 ， 均从这些人中取给 ， 未入八旗官学学习的不
得应试 。 因应试人少 ， 而且担心荒废武事 ， 八旗乡 、 会试自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十五年
（１６５７ － １６７６） 期间 ， “时举时停” ，不像汉人那样按常例举行 。 而放榜时 ， 无论乡试 、 会试
以及殿试 ，都是以满洲 、蒙古为一榜 ，汉军 、汉人为一榜 。 八旗子弟应乡 、 会试者先试马 、
步箭 ， 骑射合格 ，方可应制举 。康熙二十八年 （１６８９年） ，特诏八旗考中举人进士若有骑射
不堪者 ，监射官 、举人一并治罪 。 这是把骑射作为基本条件 ， 而对文化考试 ， 也仅限于
“国语” 范围 ，明显不同于汉人的考试内容 ，而且要浅易得多 。

八旗科举的录取名额也有定数而略有增减 ， 但在中取比例上要大于汉人 ， 体现了对八
旗子弟的照顾 。

（二） 宗室乡试 、会试

清初规定 ， 宗室不应乡 、会试 。 到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年） ，宗人府主持对宗学的考试 ， 从
中选拔成绩优异者给予进士资格 ， 一体参加殿试 。 这是宗室会试之始 ， 但随后即停上 。 乾
隆九年 ，定为每届五年 ，简大臣合试宗学 、 左右翼学中习满汉文学生 ， 钦定名次 ， 取入一
二等者 ，准作进士 ，以会试中式注册 ， 不由乡举 。 俟会试年 ， 习翻译者与八旗翻译贡士同
引见赐进士 ，录用宗人府属额外主事 。 习汉文者与天下贡士同殿试赐进士甲第 ， 录用翰林
部属等官 。到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年） ，宗室参加乡 、会试便形成了制度 。先期宗人府或奉天宗
学考试骑射如例 ，试期于文闱乡 、 会试场前 ， 或场后 ， 或同日 。 试制艺 、 律诗各一 ， 一日
而毕 。 乡试 ９人中 １人 。 会试考官酌取数卷候皇上亲裁 ， 另为一榜 。 殿试 、 朝考 ， 满 、 汉
一体 ， 除庶吉士等官有差 。

·４６·

① 牛录起初是女真临时性的狩猎 、 武装组织 ， 由努尔哈赤改造为军事 、 政治 、 经济三位一体的基层社会组织 ， 成

为八旗制度发展的基础 。 牛录经过了 “狩猎之牛录” 、 “部落之牛录” 、 “八旗之牛录” 三个发展阶段 ， 最终确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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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翻译科

清代满族科举 ，另有一个特定的科目 ———翻译科 。 翻译一科 ， 考试人员仅限于八旗士
子 ，有满洲翻译与蒙古翻译 ， 满洲翻译以满文译汉文或以满文作论 ； 蒙古翻译以蒙文译满
文 ，而不译汉文 。翻译科与文武科举相同 ， 也分童试 、 乡试 、 会试 。 顺治八年 （１６５１ 年）
定考试满洲 、蒙古翻译童试由礼部会同学政在贡院考取 ， 顺治十四年 （１６５７ 年） 停止 。 雍
正年间又开始考试 ，满 、蒙 、 汉军八旗均可报考满文 ， 考蒙文者仅限于蒙古人 。 三年两考 ，
岁试于八月举行 ，科试于五月举行 。 清未入关前至顺治十四年的八旗科举 ， 实际上即是翻
译乡试 。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年） 恢复翻译乡试 ，定三年举行一次 。 在京与直隶 、 奉天等处满 、
蒙 、汉军的翻译生员 、文生员 、 贡生 、 监生 、 荫生 、 天文生 、 中书 、 七八品笔贴式 、 小京
官 ，先经各旗都统验看马 、步箭合格者 ， 均可应试 。 翻译会试即由翻译举人考取翻译进士
的考试 ，始于乾隆四年 （１７３９ 年） 。 当时 ， 翻译举人已有 １００ 余人 。 应考资格为满 、 蒙 汉
军翻译举人 、文举人与由举人出身的笔贴式 、 小京官等 。 由各旗及兵部考试马 、 步箭 ， 合
格者方准参加会试 。因翻译举人日渐其少 ，翻译会试往往辍科 。

八旗翻译科考试 ，其用意在于培养和选拔满 、 蒙 、 汉文翻译人才 。 但应考人数越来越
少 ，说明随着汉化的加深 ， 满 、 蒙八旗习满 、 蒙书的士人越来越少 。 这种趋势反映出满 、
蒙文使用价值的降低和满 、蒙八旗在文化上的进步 。

（四） 武科

清代取士 ， 沿袭古代文武并重之旨 ，设有武科 。八旗武科亦有童试 、乡试 ，会试之制 。
八旗汉军考试武场 ，始于康熙年间 ，取进武生 ８０ 名 ； 满洲八旗则始于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

年） ，十二年 （１７３４年） 停 ， 汉军仍旧 。嘉庆十八年 （１８１３ 年） ， 复令满洲 、 蒙古八旗应武
试 ，并准各省驻防八旗子弟应试 。 武童外场 ， 在京由副都统一人会同顺天府学政主考 ， 奉
天及各省驻防由将军委派协领一人会同该省学政主持 。 汉军的考法与汉人相同 。 满蒙八旗
的考试项目 ，外场为骑射 、 步射 、 硬弓 ３ 项 ； 内场为默写武经 ， 与汉人同 。 取进武生 ， 在
京的满 、蒙 、汉军交顺天府满洲教官管辖 ， 奉天及驻防仿照文生例归各该处教官管辖 。 已
是官兵的取进为武举者保留原缺 ，仍归各该衙门 、 该营管辖 。

满 、蒙八旗武科乡试与汉人武科乡试的规制大致相同 ， 但单独编旗字号录取 。 文生员
举人和翻译生员若愿改应武乡 、会试者 ，准其改试 。应考武乡试的资格是八旗满洲 、 蒙古 、
汉军的武生 、护军 、骁骑校 、领催 、 马甲 、 千总 、 把总及七八品笔贴式 、 荫生 、 监生 ， 在
京的由本旗参佐领甄别送考 ， 各处驻防的由该将军 、副都统甄别送考 。

八旗满 、蒙 、汉军应武会试的资格是武举人 、 千总 、 把总 。 在京者由该管本旗都统给
文 ，驻防由该省将军副都统给文 。每科中额 ８名 。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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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满族的教育思想

满族是崛起于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 ， 在以少临众 、 统治全中国的过程中 ， 形成了一整
套颇具民族特色的统治思想 ， 其中教育思想是整个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满族的教育
思想首先由他们的代表人物皇太极 、 顺治 、康熙 、 雍正 、乾隆诸帝集中体现出来 。

（一） 尊孔崇儒的教育主张与教育内容

清统治者力主尊孔崇儒 ， 其原因固然主要是为了因俗而治 ， 但中原汉文化的先进性也
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且在教育内容上也明确规定以程朱理学为主 。

1畅 尊孔崇儒的教育主张

清统治者从入关前开始即体会到传统儒家思想对加强君主专制 、 实现统一和达到有效治
理的重要意义 ，因此 ，他们尊重传统的汉文化 ，尊孔崇儒 。皇太极在同明朝争战的实践中 ，
看到明军将领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仍坚战不降 ，认识到这是由于受儒家 “忠君亲上” 思想的
支配 ，感受到向满族贵族和将领传授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遂于天聪五年 （１６３１年） 训谕诸贝
勒大臣曰 ： “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 ，所以使之习于学问 ，讲明义理 ，忠君亲上 。” ①

康熙帝说 ： “人主君临天下 ，建极绥猷 ，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 。” ② “天德王道之全 ，
修己治人之要 ， 具在 枟论语枠 一书 。” ③ 他执政后即着手整顿受到严重摧残的文教事业 。 康
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年） ，他要求吏 、礼二部迅速整饬各省学差 ， “革除积弊 ， 遴选真材 ， 以彰
文治之盛” ④ 。 康熙充分利用学校来推行自己的文教主张 ， 曾先后下令儒臣将日讲与经筵时
对四书五经的解文 ，如 枟日讲四书解义枠 等刊刻成书并亲自撰写序文 ，颁发全国 。

雍正帝论述设教的目的说 ： “古者家有塾 ，党有庠 ， 州有序 ， 国有学 ， 固无人不在所教
之中 。 专其督率之地 ，董以师儒之官 ， 所以成人才而厚风俗 ， 合秀顽强儒 ， 使之归于一致
也 。” ⑤ 他继位后亲诣太学释奠孔子 ， 并向诸生讲经论学 ， 用以明道术 、 崇化源 ， 以期有益
于兴文立教 。

乾隆帝也十分重视崇儒兴学 。他说 ： “古者党有庠 ， 州有序 。 民生八岁入小学 ， 十五入
大学 ， 不独秀而为士者群居乐业 ，天下实无不教之民 ， 是以教化兴而风俗厚 。” ⑥ 他令大学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枟清太宗实录枠 卷 １０ 。

枟大清十朝圣训 · 清圣祖圣训枠 卷 ５ 。

枟康熙政要枠 卷 ８ 。

枟清圣祖实录枠 卷 ４４ 。

枟圣谕广训枠 。

枟清高宗实录枠 卷 １５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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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九卿 、督抚 “公举所知 ， 不拘进士 、 举人 、 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 ， 能潜心经学者慎
重遴访 ，务择老成敦厚 、纯朴淹通之士” 进入词苑 。① 他以尊崇儒学的实际行动使天下迅速
形成崇儒兴教的风气 。

2畅 以程朱理学为主要教育内容

到康熙时 ， 清政权已基本巩固 ， 统治者便寻求与其封建统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 以进
一步加强思想统治 ，消弭存在于知识分子中的反清意识 。 康熙帝认为程朱理学就是能够实
现以上政治需要的统治思想 。 他说 ： “ （朕） 宵旰孜孜 ， 思远者何以柔 ， 近者何以怀 ， … …
求之经史 ，手不释卷 ，数十年来 ，方得宋儒之实据 。” 特别是朱子之书 ， 他认为 “非此不能
知天人相与之奥 ，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 ，非此不能内外一家 。” ②

乾隆帝也重视以儒家思想教官化民 。他说 ： “有宋周 、 程 、 张 、 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
原之所在 ，与夫用功节目之详 ， 得孔孟之传 ， 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 … … 此宋儒
之书所以有功后学 ，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 “朕愿诣臣研精宋儒之书 ， 以上溯六经之阃
奥 ，涵泳从容 ， 优游渐渍 ， 知为灼知 ， 得为实得 。 明体达用 ， 以为启沃之资 ； 治心修身 ，
以端教化之本 。” ③

（二） 对东北满族实行 “国语骑射” 教育

清统治者在大力主张尊孔崇儒 ， 以程朱理学为教育内容的同时 ， 突出强调东北乃 “龙
兴之地” ，那里的满族人尤其是吉林 、 黑龙江两省的满族人必须注重满语 、 满俗与骑射教
育 ，唯恐满族汉化 ， 失去满族骑马善战的长处 。 他们认为满族人一旦失去英勇的尚武精神 ，
即将受制于汉族人 ，所以反复强调以 “国语骑射” 为本 。

1畅 封禁东北

为了防止满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 失去满族的武力优势 ， 康熙帝在康熙中期就逐渐采
取了封禁东北的政策 ：在东北境内设立了大小数十个围场 、 牧场 、 参场 、 珠河等封禁地区 ，
周边筑起多个土垒的高地 ，派兵巡守 ， 不准汉人越入其中 。 派重兵严守山海关和辽东沿海
海域 ， 严查过往行人 ，禁止汉族人偷越关 、 海 ， 潜往东北地区 。 乾隆帝也制订了一系列封
禁措施 ，禁止汉人随意开荒 、 砍伐 ， 禁止满族人学习汉俗等等 。 乾隆年间 ， 还曾将一批驻
京的宗室 、普通满族人重新安置到东北地区 ， 想利用这个有利于满族特殊教育的环境 ， 使

·７６·

①

②

③

枟清高宗实录枠 卷 ３５３ 。

枟圣祖仁皇帝御制文枠 第四集 ， 卷 ２１ ， 枟朱子全书序枠 。

枟清高宗实录枠 卷 １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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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返其旧俗” ， “返朴还俗” 。

2畅 对满族人进行 “国语骑射” 教育

早在崇德二年 （１６３７ 年） ３ 月 ， 皇太极告诫八旗官兵说 ： “昔金熙宗循汉俗 ， 服汉衣
冠 ，尽忘本国语言 ，太祖 、太宗之业遂衰 。 … … 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 ， 使后世无变祖宗之
制 。” ① 这是皇太极在加速满族封建化过程中制定的旨在保持本民族特点的教育方针 。 康熙
初年 ， 陆续在辽东 、辽西开始了一些汉文化的儒家教育 。 但对于被封闭了的满族人则只进
行满语教育和骑马射箭 、 行军布阵 、 英勇杀敌的教育 ， 定期操练 、 打猎 ， 以增强战斗力 。
康熙认为这是满族生存之根本 。 就是满族宗学 、 旗学的学生能否做官 ， 衡量的标准也是
“国语骑射” 。至于汉文 、儒学对于他们来讲都无关紧要 。 雍正认为 ， 东北满人长技在于武
略骑射 ，读书不过为 “虚文粉饰” 。 应 “专令兵丁等 ， 各务实行 ， 勤学武略 ， 以敦俭朴之
习” ② 。乾隆认为 ，对八旗子弟而言 ， 科举取士只是国家取材的一种方式 ， “我八旗淳朴素
风 ，娴国语 ，习骑射 ，其人果有足录 ，均可量能擢用 。 若科目者 ， 特备储材一格耳 。” 如专
尚文艺 ，则 “转为蠹坏人才之具” ③ 。

由上可见 ， 清朝皇帝规定满汉教育内容严格有别 。 对一般的满族人施行 “国语骑射”
的教育 ，而对满族上层人士则在 “国语骑射” 教育基础上施行汉族文化儒家思想教育 ， 对
汉族人实行封建的纲常伦理的教育 。

（三） 重视对学校和科举的管理

统治者在崇儒兴学 ， 提倡文教的同时 ， 也极为重视对学校和科举的管理 ， 不断督促 、
整顿各级学校的教学 ，严格清理科场积弊 ，以求获得实效 。

康熙三十九年 （１７００年） ，康熙帝颁发 枟圣谕十六条枠 于学宫 ， 对士民的修养和学问作
了具体规定 。 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 年） ， 雍正帝 “颁发圣谕广训 ， 并御制序文于直省学宫” ④ ，
以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教育和束缚士子的思想言行 。 胤禛特命校对刊印朱熹编订的 枟小学枠 ，
并在 枟小学序枠 中称 ， 枟小学枠 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 爱亲敬长之义 ， 其言约 ， 其理
赅 ，是进而学习 枟六经枠 、 枟四书枠 、 枟性理枠 诸书的阶梯 。⑤

为使士子敦品立学 ，必须谨选教官 、学臣 。雍正帝说 ： “教官者 ， 多士之仪型也 ； 学臣
者 ，教官之表率也 。” 教师是学生的榜样 ，教育官员是教师的表率 。 他批评当时的教官贪位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枟清史稿 · 太宗本纪二枠 。

枟清世宗实录枠 卷 ２２ 。

枟清高宗实录枠 卷 ５９２ 。

枟清朝文献统考枠 ， 学校考八 。

枟清世宗实录枠 卷 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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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禄 ， 不思进取 ， “与士子为朋俦 ，视考课为故套” ；他指责当时的 “学臣” 但以衡文为事 ，
任教官员因循怠惰 ，苟且塞责 ，漫不加察 。因而 ，特意命督学之臣 ， 慎选教官 ， “凡为学臣
者 ，务须持正秉公 ，宣扬风化 ，于教官之称职者 ， 即加荐拔 ； 溺职者 ； 即行参革 。” 要求为
教官者 “训诲士子 ，悉秉诚心 ，如父兄之督课子弟” 。①

乾隆帝多次发布命令 ，要求各级学校端正文风 、 学风 ， 提倡实学 ，反对浮华 。 他认为 ：
“文以明道 ，自当以清真雅正为宗旨 ，曾谆谆训谕 ，而文风总未能醇 。据奏近年风气 ，喜为长
篇 。嗣后乡会两试 ，及学臣取土 ，每篇俱以七百字为限 ， 违者不录 。” ②他认为学风是否端正 ，
重要的在于学政 ，因而发布 枟学政宜兴贤育才谕枠 ，对学政提出严格的要求和殷切期望 。

乾隆帝除注重学官的管理外 ， 对于书院建设和管理也很关心 。 认为办好书院和私学主
要是要选好山长 ，否则书院是办不好的 ， 所以他责令地方学政严选书院山长 ， 号令士子求
学一定要从明师受教 。 “凡书院之长 ，必选经明行修 、足为多士模范者 ，以礼聘请 。” ③

清统治者还极为重视对科举考试的管理 。他们深知教育 、科举与清朝统治稳定的重大关
系 ，唯恐科举出现问题而引起众怒 ，所以每当大比之年就密切注意考场内外的种种弊病 。顺
治帝把惩治科场作弊作为整顿吏治的重点来抓 ，他说 ： “贪赃坏法 ，屡有严谕禁饬 。科场为取
士大典 ，关系最重 。” 因此 ，严厉处置顺治十四年 （１６５７年） 的顺天科场案和江南科场案 ，处
决了一批考官 。④ 乾隆帝对于科举考试中的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深恶痛绝 ，多次命令查究 。

思考题

１畅 简述渤海教育的 “唐化” 现象 。
２畅 简述渤海教育的历史地位 。
３畅 试论契丹多元化教育的意义 。
４畅 试述契丹实施科举制度的成就 。
５畅 试述金代创设女真进士科的积极意义 。
６畅 谈谈女真族教育对北方教育的影响 。
７畅 清朝是如何重视皇子和宗室教育的 ？
８畅 试述满族八旗官学的设置和管理 。
９畅 论满族统治者教育思想的内容和特点 。

·９６·

①

②

③

④

枟清世宗实录枠 卷 ６４ 。

枟清朝文献统考枠 卷 ５２ 。

枟清高宗实录枠 卷 ２０ 。

枟清世祖实录枠 卷 １１２ 、 １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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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方地区少数民族古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 ，根据语言文化 、族源族属 、经济类型 、风俗习惯等 ，可以分为三个
系统 ：匈奴系统 ，主要包括匈奴 、北匈奴 、南匈奴等民族 ；突厥系统 ，主要包括丁零 、高车 （敕
勒） 、铁勒等民族 ；东胡系统 ，主要包括东胡 、乌桓 、鲜卑 、柔然 、契丹 、蒙古等民族 。

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活动范围主要以大漠南北为中心 。 他们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
了灿烂的游牧文化 ，其传承和发扬依赖于各民族独特的教育形式 。

第一节 　 匈奴族的教育

一 、匈奴的兴起及变迁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中最早统一大漠南北全部地区并建立起国家政权 ———匈奴单
于的民族 。它兴起于公元前 ３ 世纪 （战国时期） ， 衰落于公元 １ 世纪 （东汉时期） ， 在大漠
南北活跃了约 ３００年 。匈奴自出现之始 ， 就成为了我国北方的强大民族 。 汉文帝之时 ， 匈
奴的领域和管辖范围 ，南越黄河河套地区与汉朝为界 ， 北至贝加尔湖 ， 东至大兴安岭 ， 西
及帕米尔高原和伊犁河流域 。 汉武帝即位后 ，与匈奴进行了 ４５ 年的战争 ， 匈奴的国势大大
削弱 ， 其统治中心也由漠南迁往漠北 。东汉初年 （公元 ４８ 年）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 南匈
奴入住塞内 ，归附于汉 ；北匈奴于公元 ９１年因战败西迁中亚和欧洲地区 。 经过魏晋南北朝
的民族迁徙和汉化过程 ，匈奴到了隋唐时期 ，便逐渐消失了 。

二 、匈奴的原始教育

枟史记 ·匈奴列传枠 说匈奴人 “毋文字 ， 以言语为约束” 。 匈奴人没有自己的文字 ， 其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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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以及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来完成的 ， 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生产 、
生活和军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 匈奴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 ， 他们 “逐水草迁徙 ， 毋城郭常
处耕田之业” ① ，过着游牧的生活 。 当时匈奴主要饲养马牛羊 ， 还有一些被汉族称为奇畜的
骡子 、 骆驼和驴等 ，当时许多的骏马也都产自匈奴 。 可以看出 ， 当时匈奴人的畜牧业及饲
养水平已经很高了 。在长期的摸索中 ， 较好地掌握了牲畜的驯养 、 杂交和改良技术 。 例如
匈奴已经知道了通过牡牝分牧 ， 实行人工控制生育期的方法来繁殖羊等畜牧方法和技术 。
这些都在实际的生产中传授给了下一代 。

根据 枟史记枠 记载 ，公元前 １１９ 年 ， 汉朝大将卫青出击匈奴 ， 在赵信城 （今蒙古国杭
爱山南面支脉附近） 获得了大量匈奴人储存的粟米 。② 在对属于公元前 ２世纪到 １ 世纪的诺
颜山匈奴墓的考古中发现了农作物的种子 。 这说明 ， 虽然由于大漠南北的气候相对于中原
不适合发展种植业 ，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以及与中原地区的日益接触 ， 其农业也有所发展 。
这些农业技术和经验是通过农业生产活动不断向晚辈传授的 。 匈奴人处于铁器文化时代 ，
铁器的发展 ，带动了铸铜业 、 陶器制造业和木器制造业等手工业的发展 。

此外 ，匈奴人善于制造车辆作为军事运输和日常的交通工具 ， 制造弓矢作为交战的武
器 。这些技术都需要专门的培训 。 匈奴人的衣服的缝制也有一些特点和技巧 ， 比如要适合
马上生活等 ，甚至还要在熟皮上刺绣各种图案 。 匈奴妇女必须把这类技能教给女儿 。 匈奴
的食物主要是肉类和奶制品 ， 制作和保存这些食物也需要一些技术 。 如在夏季如何保存肉
食 ，如何制作奶制品等都需要母亲亲自传授给子女 。北方民族游牧狩猎 ， 一般是居无定所 ，
所以他们的房屋必须方便移动和拆装 。 匈奴族在多年实践中都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经验 ，
这都需要通过教育把这些经验传授给下一代 。 枟汗书 · 晁错传枠 说 ： “匈奴长技有三 ： 一是
上下山阪 ，出入溪涧 ，中原之马不如也 ； 而是险道倾仄 ， 且骑且射 ， 中原骑兵不如也 ； 三
是风雨疲劳 ，饥渴不困 ， 中原之人不如也” 。③ 匈奴人有严格的骑射训练 。 作为游牧民族 ，
匈奴 “儿能骑羊 ，引弓射鸟鼠 ；少长则射狐兔 ，用为食 。 士力能弯弓 ， 尽为甲骑” ④ 。“其俗
宽则随畜 ，因射猎禽兽为业 ， 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 ， 其天性也 。” ⑤ 骑射是匈奴生产和生活

的最基本的技能 。可以说 ，孩子从出生之时 ， 就开始接触和学习这类技术 。 匈奴曾通过诗
歌传承自己的历史 。汉武帝元狩元年 （公元前 １２１ 年） ， 匈奴被汉军击败后 ， 失去祁连山和
燕支山 ，民间流传的一首歌曲 ：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 失我燕支山 ， 使我嫁妇无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枟史记枠 卷 １１０ 枟匈奴列传枠 。

枟史记枠 卷 １１ 枟骠骑列传枠 。

枟汉书 · 晁错传枠 。

枟史记枠 卷 １１０ 枟匈奴列传枠 。

枟史记枠 卷 １１ 枟骠骑列传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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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 ① 这首歌曲是流行在民间 ， 尤其适合儿童吟唱 ， 对匈奴人了解这段历史具有重要的
意义 。

三 、匈奴的学校教育

（一） 匈奴早期学校教育的雏形

由于匈奴没有文字 ，于是一些降附匈奴的汉人向匈奴人传授汉文化知识 ， 他们对于匈
奴早期学校教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 历史记载 ： 中行说在降附匈奴后 ， 为匈奴主文职 。 中
行说曾用汉文为单于写信 ， 并教单于对人 、 畜进行分类 ， 逐项登记 、 统计 ， 以征收赋税 ；
中行说还教匈奴人识汉字 ， 学计算 ， 辨人 、 畜 、 地名等 。 这是没有文字的匈奴人学习文字
之肇始 。

（二） 入塞后匈奴的文化和学校教育的创办

1畅 匈奴学校教育产生的条件

入塞后的匈奴 ，对汉文化产生了很大的热情 ， 主动接受中原的封建文化教育 。 在西汉
时期 ， 匈奴休屠王降汉 ，其后裔金钦即 “举明经” ， 后竟 “得以通经术” ， 可见其儒学水平
已经很高 。② 到了十六国时期 ，匈奴的上层贵族大都主动拜师 ，学习汉族文化 。 匈奴统治者
非常重视 、尊重有才学 、有知识的各族人士 ， 常令一些汉族儒士侍其左右 ， 甚至 “每以国
事咨之” 。在设立学校前 ， 匈奴贵族就已经 “遣子入学” ， 到汉地开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 。
这些 ， 都为匈奴学校教育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

2畅 学校的创办

随着匈奴文化水平的提高 ，匈奴人自己也创办了学校 。 十六国时期的前赵是匈奴政权 ，
３２０年刘曜迁都长安 ，开始兴学 。 枟晋书 ·刘曜枠 记载 ： “曜 （刘曜） 立太学于长乐宫东 、 小
学于未央宫西 ， 简百姓二十五以下 、 十三以上 ， 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 ， 选朝贤 、 宿儒 、 明
经 、笃学以教之 。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 ； 置崇文祭酒 ， 秩次国子 。 散骑侍郎董景道以
明经擢为崇文祭酒 ；以游子远为大司徒” 。③ 从中可以看出 ，匈奴受魏晋时期汉文化的影响 ，
创立了自己的学校 。

学校的教育内容以学习儒家的经典为主 ；学校有太学和小学之分 ； 从生员的年龄来看 ，

·２７·

①

②

③

枟史记 · 匈奴列传枠 之 枟索引枠 ， 引 枟西河旧事枠 。

枟汉书枠 卷 ６８ 枟金日磾传枠 。

枟晋书 · 刘曜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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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３岁到 ２５岁 ，相去悬殊 ， 从 “简百姓” 来看 ， 教育对象也包括了一般的平民 。
刘曜不仅创办了学校 ，而且还亲临太学 ， 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 ， 即从太学中为统

治阶级选拔优秀人才 。
匈奴学校教育的诞生 ，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文化的结果 ， 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该

民族的进步 。

第二节 　 东胡 、 乌桓与鲜卑的教育

一 、东胡 、乌桓与鲜卑的兴起

1畅 东胡

东胡族是在战国 、秦 、汉时期 ， 与匈奴同时兴起的较为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 。 东胡因
驻牧于匈奴之东 ，故曰东胡 。 春秋时期 ， 东胡处于氏族社会 ， 尚未统一 。 战国以后 ， 东胡
统一 ， 势力逐渐强大 ，进入鼎盛时期 。 燕国因屡遭东胡的侵害 ， 于公元前 ２８４ 年向东胡展
开战争 ，将东胡阻遏到长城以北 。

秦朝末年 ， 东胡趁匈奴内乱之际 ， 向匈奴发动进攻 。 公元前 ２０６ 年 ， 匈奴出兵讨伐东
胡 ，东胡大败 ， 部众分两支逃跑 ， 一支逃到乌桓山 （在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
北） ，以乌桓为号 ，后被称为乌桓族 ；另一支逃往鲜卑山 （在今大兴安岭南麓 、 内蒙古哲盟
科尔沁左翼中旗西） ，以鲜卑为名 ，后称鲜卑族 。 自此以后 ， 东胡的名字就在历史记载中消
失了 。

2畅 乌桓 （魏晋以后称乌丸）

汉代 ，乌桓人仍处于氏族社会 ， 人众稀少 ， 力量衰弱 ， 臣服于匈奴 。 汉武帝时 ， 大将
军霍去病大破匈奴 ，乌桓南迁 。 乌桓每年朝见一次汉天子 ， 汉始设置乌桓校尉来管理乌桓
事务 ， 乌桓归附汉朝 。东汉末年 ，乌桓逐渐脱离汉政府的控制 ，初步统一起来 。

3畅 鲜卑

鲜卑先民最初发迹于今东北大兴安岭南段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大罕山 ， 与乌桓山相对 。
鲜卑与汉王朝中间隔着乌桓 ， 所以并没有与汉朝交往 ， 在西汉的典籍中 ， 也只有乌桓之名 ，
而没有鲜卑的记载 。到了汉武帝时 ， 乌桓归附汉朝 ， 鲜卑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典籍中 。 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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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时 ，乌桓南迁进入塞外之地 ，东部鲜卑也随之南迁到饶乐水 （今西拉木伦河） 一带 。
东汉初年 ， 东部鲜卑依附匈奴 ， 屡犯北边 ， 匈奴被汉击破后 ， 南匈奴归汉 ， 北匈奴的

势力大大衰弱 ， 此时 ，在东汉政府 “示以财利 ，慰纳赏赐” 的政策下 ， 东部鲜卑归附汉朝 。
建武二十五年 （公元 ４９年） ， 汉朝在上谷宁城设乌桓校尉 ， 管理乌桓及鲜卑事务 ， 鲜卑正
式归附汉朝 。

东汉时 ，鲜卑日益南迁 ， 与东汉发生了愈来愈密切的联系 。 东汉和帝时 ， 窦宪出征匈
奴 ，北匈奴大败 ，被迫西迁 。 鲜卑族便 “转徙据其地 ， 匈奴余种留者十余万落 ， 皆自号鲜
卑 。鲜卑由此渐盛” ① 。此时 ， 兵力最强的是檀石槐 ， 其称兵 １０ 万 ， 东 、 西诸部皆来归服 ，
鲜卑势力达到最盛 。于是 ， “南抄缘边 ， 北据丁零 ， 东却夫余 ， 西击乌孙 ， 尽据匈奴故地 。
东西四千余里 ， 南北七千余里 。” ② 鲜卑建立起了统一的部落联盟 ， 成为我国北方最强大的
民族和政治势力 。

檀石槐死后 ，鲜卑分化为宇文 、 慕容 、 拓拔 、 秃发等部 。 这些部落在东晋十六国的时
候 ，都相继建立过政权 。慕容部相继建立了前燕 、 后燕 、 南燕 ； 秃发部建有南凉 ； 拓跋部
建立了北魏政权 ；宇文部建立了北周 。 自北魏统一北方和东晋被刘宋所代 ， 我国便进入史
称的南北朝时期 。隋唐统一后 ， 鲜卑作为独立族体消失了 ， 大部分融入了汉族 ， 另一部分
与契丹融合 。

二 、东胡 、乌桓与鲜卑的原始教育

由于东胡 、 乌桓和鲜卑同属一个族系 ， 其居住区域及生活方式大体相同 ， 所以这一族
系的原始教育也大体一致 。 东胡 、 乌桓和鲜卑都没有自己的文字 ， 因此 ， 他们的原始教育
都是在生产 、生活的实践中进行的 。 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生产 、 生活和军事方面的知识和
技能 。 生产方面的教育包括 ： 畜牧业教育 、 狩猎教育 、 骑射教育 、 捕鱼技术教育农业技术
教育 、 手工业教育等方面 。 生活方面的教育包括 ： 服饰教育 、 饮食教育 、 居住教育 、 道德
伦理教育和习俗教育 。军事方面的教育包括 ： 骑马射箭教育 、 军事知识教育 、 勇敢精神教
育和兵器制造教育 。

三 、拓跋鲜卑的兴起及北魏政权的建立

拓跋鲜卑以前居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嘎仙洞附近的大鲜卑山 ，
称北部鲜卑 ， 后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迁徙 。 第一次从嘎仙洞南迁大泽 （今内蒙古呼伦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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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居住了近百年 。第二次迁徙到匈奴故地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并和匈奴故地遗留未迁的 １０
万余匈奴人在血缘上发生了混杂和迁徙 ，形成了鲜卑父胡母的特殊种落 ， 即拓跋鲜卑 。 ２５９
年 ，拓跋力微率部落迁徙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附近 ， 组成了一个成分复杂的部落联盟 。
３１５年 ，拓跋猗卢称代王 ，建立政权 ， 存在了 ６０ 多年 ， 后被前秦所灭 。 ３８６ 年 ， 前秦政权
灭亡 ， 拓跋珪乘机复国称王 ， 不久改称魏王 ， ３９８ 年迁都平城 （今山西大同市） 即皇帝位 。
拓跋焘时统一了北方 ，北魏政权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 。

北魏不仅统一了鲜卑各部 ， 也统一了淮河 、 秦岭以北 。 北魏存在了 １５０ 年 ， 后因内部
之争 ， 于公元 ５４３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后被北齐 、北周取代 ，最终走向隋的统一 。

四 、北魏时期鲜卑族的教育

（一） 北魏时期鲜卑族的教育政策

1畅 崇儒尊孔

拓跋魏由一个以畜牧射猎为业的原始游牧民族步入封建社会的国家 ， 面临着如何巩固
和发展自己的政权的一系列问题 。 在经济上 ， 传统的畜牧经济发生了改变 ， 而要大力发展
农业 ； 在政治制度方面 ，也需要在汉族士人的辅助下完成封建化的进程 ， 因此 ， 拓跋魏入
主中原后 ，就大力提倡儒学 ， 开办学校 ， 宣传儒家思想 ， 加速封建化的进程 。 魏道武帝拓
跋珪迁都平城 （山西大同） 就立即开办太学 ，进行儒学教育 。

北魏自道武帝以下 ，历代皇帝在位期间祭孔的大有人在 ， 有的亲临孔庙 ， 有的遣使致
祭 。孝文帝元宏即位之初 ，为祭孔庙定下了若干规定 。 经过这一系列的尊孔崇儒政策 ， 此
时 “人多砥尚 ， 儒术转兴” 。

2畅 加速汉化

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时 ， 还未进入封建化阶段 ， 而此时中原的封建化程度已较高 。 面
对与汉族文化的巨大差距和尖锐矛盾 ， 鲜卑统治者做出了 “汉化” 的选择 ， 从日常的生活
到教育都实行了完全的汉化政策 。

首先 ，禁用鲜卑语 。魏太和十九年 （５３５年） ， “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 。违者 ， 免
所居官 。” ① 所谓的 “北俗之语言” 指的就是鲜卑语 。

其次 ，在习俗方面 ，北魏政府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 。 如在宗教方面 ， 逐渐摒弃其原始
信仰萨满教而改信佛教 ；在婚丧习俗方面 ， 孝文帝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达成鲜卑与汉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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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接受与认同 。早在迁都洛阳前孝文帝就曾下诏明令禁止同姓婚配 。 迁都后 ， 大力推行
族际婚姻 ，借此来增强鲜卑与汉族之间的联系 ， 促进鲜卑人的汉化 。 同时改穿汉服 ， 改用
汉姓 。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 ，鲜卑的生活习俗完全汉化 。

最后 ，在教育方面 ，鲜卑君主们逐步确立了以 “兴文” 为主旨的治国方针 。 北魏从立
国之初就非常重视教育的振兴 ， 入主中原后 ， 更加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 。 借学校教育来
推行汉化 ，是北魏统治者奉行的重要的治国方针 ， 其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措施都是为汉化服
务的 。

（二） 北魏鲜卑族的学校教育

1畅 皇太子教育

北魏统治者非常重视皇太子的教育 ，在历史上建立了第一所专门接收皇室成员的学校 ，
即皇宗学 。太和十六年 （４９２年） ，孝文帝曾临皇宗学 “亲问博士经义” 。皇宗学的设立 ， 一
方面是为皇族子弟更好地接受教育 ， 另一方面是为了迅速让皇室子弟接受汉族文化 ， 以培
养本民族的统治人才 。

2畅 官学教育

据 枟魏书 · 儒林传序枠 载 ， “太祖拓跋珪初定中原 ， 始建都邑 ， 便以经术为先 ； 立太
学 ，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 。天兴二年 （３９９ 年） 春 ， 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 。 其 “太
学” 、 “五经博士” 都是依照汉魏教育机构的建制 。 明元帝时改国子学为中书学 ， 立教授博
士 。太武帝即位后 ，于始光三年 （４２６ 年） 另起太学于城东 ， 并广征有才学之士担任教授 。
孝文帝时期 ，又诏立国子学 、 太学 、 四门小学 。①

太平真君五年 （４４４ 年） 下诏 ： “凡三公以下 … … 子弟都诣太学肄业 ， 百工伎巧驺卒子
弟当习其父所业 ，禁止私立学校 ，违者身死 ，主人门诛 。”

献文帝天安元年 （４６６年） 普遍设立乡学 ， 规定郡县置博士和助教 ，其资格为 “博关经
典 ，履行忠清 ， 堪为人师表者 ，年限四十以上” 。 学生的资格是 “郡中清望 ， 人行修谨 ， 堪
循名教者” ，但要 “先尽高门 ， 次及中等” ， 可见学生的来源多限于高门望族和中等地主的
子弟 。

孝文帝于 ９９３年迁都洛阳后 ， 下令立国子 、 太学 、 四门小学 ， 立四门博士 ， 于四门置
学 。到宣武帝时 （５００ － ５１５） ， 下诏营建国子学 ， 并大选儒生为小学博士 ， 定员 ４０ 名 ， 立
小学于西门 ，但规模很小 ，国子学只有 ３６人 。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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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的选择上 ， 都是任用一些汉族的儒学大师 。 太武帝四年 （４３１ 年） ， 在全国
一次性 “辟诏儒俊” 数百人 ， 并任北方名流范阳卢玄 、 博陵崔绰 、 赵郡李良 、 渤海高
允 、 太原张伟等为博士 。 孝文帝时 ， 刘芳因 “特精经义” 、 “经学精洽” 而超迁为国子祭
酒 。 ①

在教育内容上 ，北魏统治者大力崇尚儒学 。北魏道武帝曾请教定州大中正李先 ： “天下
何书最善 ， 可以益人神智 ？” ② 李先说 ： “惟有经书 ， 三皇五帝治化之典 ， 可以补王者神
智 。” ③ 道武帝因此领诏集天下书籍 。 天兴二年 （３９９ 年） 三月初 ， 令 枟五经枠 群书各置博
士 ，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 。 天兴四年 （４０１ 年） ， 集博士儒生 ， 比众经文字 ， 义类相从 ，
凡四万余字 ，号曰 枟众文经枠 。④

3畅 家庭教育

北魏为了稳固政权 ， 加速汉化 ， 加强官学 ， 以儒术统一思想 ， 不允许有私学的存在 ，
违者师先死 ，主人门诛 。但家庭教育仍在继续 ，主要是生产和生活技能教育以及习俗教育 。

第三节 　 丁零 、 高车 、 月氏 、 柔然等北方
游牧民族的教育

北方少数民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 除了上述几个民族外 ， 还包括丁零 、 高车 （敕勒） 、
月氏 、 柔然 、室韦等民族 ，他们的教育与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原始教育有许多共同的内容 ，
故不一一详述 。

一 、丁零 、高车 、月氏 、柔然等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与文化

丁零也被史书称为丁令或丁灵 ， 于公元前 ３ 世纪与匈奴同时兴起 ， 最初游牧于北海
（今贝加尔湖一带） ，在匈奴北边 。 从西汉末年开始 ， 漠北的丁零人有少量逐渐南移或投归
西汉王朝 。至三国时期 ，除了大部分丁零人仍游牧于北海故地外 ， 有的向西迁移 ， 游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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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魏书枠 卷 ５５ 枟刘芳传枠 。

枟魏书枠 卷 ３３ 枟李先传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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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孙以西 。当时游牧于北海胡地的丁零称 “北丁零” ，游牧于乌孙以西的丁零称 “西丁零” 。
月氏居于敦煌 、祁连之间 ，在秦代已经强大 。 枟史记 · 匈奴列传枠 说 ： “时东胡强而月

氏盛 。” 公元前 １６１年前后 ，月氏被乌孙打败 ，被迫西迁 。 西迁后 ， 月氏的社会经济有了很
大的发展 ，他们主要从事农耕 ，其他的如酿酒 、贸易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

柔然族从公元 ４世纪开始在大漠南北兴起 。 柔然族源自东胡 ， 社会经济以游牧的畜牧
业为主 ，狩猎业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 柔然人也有自己的手工业 。 柔然没有文字 ， 后来逐渐
用刻木为记 。

高车 （敕勒） 在南北朝时称为敕勒 ， 也称高车丁零 。 高车在北魏时除一部分仍游牧于
已尼陂 （今贝加尔湖） 附近 ， 大部分则逐渐游牧于今土拉河以西一带 ， 随后又继续向西发
展 。鹿浑海 （今新疆布伦托海） 周围也是他们游牧的地区 。 自从汉末以来 ， 漠南地区就有
很多敕勒人驻牧 ，到了 ５世纪 ２０年代 ， 漠南成为高车人聚居区之一 。 高车的社会经济仍是
游牧经济 ，高车人开始没有农业 ， 后来由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 ， 经过 “数年之后 ， 渐知粒
食” ，逐渐学会了农耕 。 高车没有自己的文字 ， 但能歌善舞 ， 如 枟敕勒歌枠 就是高车的民
歌 ，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杰作 。

二 、丁零 、高车 、月氏 、柔然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原始教育

除匈奴 、东胡 、乌桓和鲜卑外 ， 丁零 、 高车 、 月氏 、 柔然等民族 ， 因为其居住区域 、
生活方式等的相似性 ，也都可归为游牧文化的民族 。 丁零 、 高车 、 月氏 、 柔然等北方民族
的教育涉及这些生产 、生活 、 道德 、 军事等各个领域 ， 构成了我国北方古代民族具有特色
的文化教育内容 。但由于这些北方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不高 ， 没有自己的文字 ， 因此 ，
教育还没有脱离生产生活实践而成为独立的活动 。 没有文字 ， 没有专门的学校教育 ， 要使
本民族的文化和各种技艺得到继承和发展 ，北方游牧民族部落也有一些自己的教育方法 。

（一） 利用 “诗歌” 、 “传说” 等来进行道德和历史教育

通过一些神话 、寓言 、歌谣来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 。 例如 ， 匈奴在被汉朝击败后而流
传民间的诗歌 ， 还有高车族的民歌 枟敕勒歌枠 ，都是对本民族历史 、 文化的描述 ， 儿童在诵
读这些诗歌的时候也就了解了本民族的一些历史 。

（二） 言传身教

由于没有文字和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 ， 教育基本上都是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完成
的 ，因此 ，教育基本上是依靠言传身教 。小孩懂事后就随成人进行游牧 、 狩猎 、 种植谷物 、
畜养禽畜 、搭建帐篷等 ， 来学习这些生活所必备的知识 。 还有一些技艺性较强的如炼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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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制兵器 、制造弓矢以及酿酒 、 医治疾病等 ， 都属于较复杂的教育内容 ， 必须通过专门从
事此项工作的人来进行面对面甚至秘密的传授 。

孩子跟随大人一起劳动 、 生活 ， 通过观察和直接参与实践活动 ， 锻炼了自己 ， 使自己
成为一个能够适应自然和社会的人 。

（三） 民俗的教育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稳定的文化特质 ， 因此 ， 民俗的教育功能不可忽视 。
北方民族都具有自己独有的一些婚俗 、 葬俗和祭祀仪式等 ， 通过这些活动 ， 教育儿童要遵
守特定的社会规范 ，维护了民族内部的统一 。

（四） 长期形成的社会规范

北方古代民族并没有成文的社会法律 ， 在社会中起到约束作用的都是首领的一些命令
和长期生活中形成的规范 。 例如 ， 某些行为是提倡的 ， 如勇敢 、 勤劳 ； 而某些行为却是禁
止的 ， 如不能破坏草场 、伤害马匹等 。 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学到了这些社会规范 ， 养成了
良好的行为方式 。

（五） 军事和宗教活动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 ，由于其迁徙流动的特点 ， 经常与其他民族发生战争 ， 因此 ， 很多
军事活动 ，如商讨战略 、战术 、 战技 、 战法等都是教育的一种形式 。 北方民族在中国军事
史上做出了丰富的 、突出的贡献 ，有些军事思想和军事教育一直到现代都具有重要意义 。

在宗教方面 ，北方民族大多信仰萨满教 ， 通过宗教仪式讲解宗教教规 、 本民族的起源
传说等 ，不仅可以作为统治者统治的手段 ， 也传授了一些医学知识和生活常识 。 例如 ， 匈
奴的 “巫” 就是萨满教的代表人物 ， 史书记载 ， “胡巫” 特别多 ， 他们的活动渗透到匈奴人
的军事 、政治 、 生产和日常生活之中 。他们不仅传达神言 ， 而且经常施展法术 ，为人治病 。

三 、丁零 、高车 、月氏 、柔然等北方游牧民族教育的特点

丁零 、高车 、月氏 、柔然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教育具有一些其他经济文化类型的民族所
不具有的特点 ， 同时 ，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和内容也为本民族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保证 。

（一） 兼收并蓄

北方游牧民族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 ， 生产方式单一 ， 产品种类较少 ， 大多不能满足日
常的各种需要 ， 因此 ，他们就必须与其他民族尤其是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汉族进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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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交换 。在这一过程中 ，北方各族不仅得到了所需的产品 ， 也学习了一些先进的经验 ， 加
速了社会文明的进程 。

（二） 重视环境教育

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较之农耕民族 ， 更加残酷和恶劣 ， 草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
一物质基础 ，正因为如此 ，北方游牧民族都非常重视环境教育 。 例如要保护草场 ， 控制牲
畜的数量 ，禁止过度放牧 ；狩猎时 ， 不能打幼崽和有崽的雌性猎物 ， 以保护脆弱的草原生
物链 ； 还禁止放火 ，防止草场被烧等 。 正是有了这些重要的教育内容 ， 北方草原才养育了
一代代的各族儿女 ，并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游牧文化 。

第四节 　 原始形态的蒙古族教育

在氏族社会初期 ，教育还没有脱离生产和生活实践而独立出来 ， 因此 ， 蒙古民族的教
育融入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 。 由于蒙古民族生活环境的特殊性 ， 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
上也有独特的一面 。

古代蒙古社会的经济结构 ， 一直是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体 ， 同时从事狩猎业和手工业 ，
商业 、 农业比较落后 。

一 、生产知识和技能的传授

１畅 狩猎 。作为游牧民族 ，狩猎曾是蒙古族的重要经济活动 。 狩猎的各种技术如猎物的
选择 、 踪迹的辨认 、猎取方式的选择等都必须通过在实践中的教育来完成 。

２畅 游牧 。 以牛马羊为主要产品的游牧业是蒙古民族的经济命脉 。 关于游牧的各种知识
的教育对蒙古族的生存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 这方面的教育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首
先 ，草场的选择与保护 。蒙古草原的气候决定了野草在四月始青 ， 六月始茂 ， 至八月又枯 ，
所以当时的牧业必须 “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 ① 。因此 ， 蒙古族人必须 “遇夏则就高寒之地 ，
至冬则趋阳暖薪木易得之处以避之 。” ② 儿童在这种游牧生活中向大人学到了各种生存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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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赵洪 ： 枟蒙鞑备录枠 。

张德辉 ： 枟边堠纪行枠 ， 转引自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 蒙古族教育史枠 第 ２ 卷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

东教育出版社 、 云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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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和技能 。其次 ，放牧的方法 。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 ， 蒙古族畜养动物的种类越来越多 ， 因
此如何放牧也包含着丰富的教育经验和内容 。 同时 ， 对于牲畜的饲养 、 马匹的训育和保护
等都以经验的形式继承发展下来 。

３畅 采集 。 蒙古族一般选择水草丰盛的地方 ，因此有许多可供采集的食用植物 ，在夏天 ，
妇女儿童也会去采集些野菜等作为食物 。 如何辨别这些植物和储藏 ， 也成为了一项技
能 。 　 　 　

４畅 手工业 。虽然在 １２世纪的早期 ，手工业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 ，但已产生
了些简单的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手工制品 ， 如加工畜产品用的刀 、 剪 、 针等 ， 武器如弓箭
等 ，还有作为蒙古族重要交通工具的车的制造等 ， 都说明了蒙古社会早期手工业已得到了
初步的发展 。

二 、生活知识和技能的传授

蒙古族在生活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
首先 ，食物的制作 。主要是肉类和奶制品的加工过程 ， 还有制作乳酪和酿酒等技术都

来自世代的传授和改进 。
其次 ，居住 。蒙古族居住在毡帐中 ， 它容易拆卸和组装 ， 每迁徙到一个地方 ， 妇女必

须熟练地布置毡帐 ，而制作和布置毡帐都需要后天的认真学习和实践 。
此外 ，草原的牧民经常需要迁徙 ， 他们必须学会选择迁徙的时间 、 地点等等 。 所有的

这些都是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成员必须掌握的生活和生产经验 。 可以说 ， 这时候教育的
内容都是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 ，也是蒙古民族得以繁衍的最基本保证 。

三 、道德教育

蒙古族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 ，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 道德力量是
巨大的 ，因此道德教育在古代蒙古族教育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首先是尊长敬老 。蒙古人尊长敬老 ， 侧重感情实质而不重视表现形式 。 孝 ， 是蒙古族
人尊长敬老的集中体现 。 他们严格履行 “幼子守灶” 的习俗 ， 也就是赡养父母终生 ， 使双
亲老有所养 。蒙古族这种尊老 、 尽孝道的观念与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如匈奴 、 乌桓等 “贱老
贵壮” 的道德观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

培养勇敢和善战的精神 。 由于生活条件的艰苦 ， 蒙古人都受过刻苦耐劳 、 勇敢无畏的
教育 。 勇于为部落报仇的人极受尊重 。这种精神和行为无疑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

团结 。 特殊的生存环境必须集体劳动 ， 共同生产 。 因此蒙古族十分重视团结互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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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 阿兰豁阿折箭训子就是其中著名的事例 。 黄金家族的先祖朵奔篾儿干去世后 ， 其
遗孀阿兰豁阿发现五个儿子不团结 ， 便把他们召集到一起 ， 给他们每人一支箭让他们去
折 。 他们一折就断 。 阿兰豁阿把五支箭捆在一起让他们去折 ， 谁也折不断 。 于是 ， 阿兰
豁阿教育五个儿子说 ： “汝等五子 ， 皆出我一腹 ， 脱如适之五箭 ， 各自为一 ， 谁亦易折
一箭乎 ！ 如彼束之箭 ， 同一友和 ， 谁易其如汝等何 ！” ① 该故事在蒙古族世代流传 ， 教育
大家要团结 。

讲信用和诚实 。蒙古人素以忠诚信义为做人的重要标准 。 在蒙古社会中常见的 “安答”
关系中 ，彼此间必须履行 “相亲爱” ，甚至 “性命般不相舍弃” ， “做性命的救护” ② 等义务 。
同时 ， 蒙古人另外一种可贵的品质是诚实 。 游历过蒙古地区的南宋使者徐霆赞美蒙古这一
习俗 ： “见其一法最好 ，说谎者死 。” ③

四 、骑射训练

蒙古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伴随母亲放牧 、 狩猎 ， 到了一定的年龄 ， 开始随大人上战
场 ，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必须在马背上来完成 ， 因此骑射是蒙古族最重要的日常活动 ， 也成
为重要的学习内容 。甚至妇女们也要像男子一样敏捷地骑马和驰骋 。 正是从小就习惯了马
背上的生活 ，不论男性 、女性 ，长大后他们都成为了勇敢而优秀的骑射者 。

五 、军事和科技教育

１２世纪以后 ，蒙古族与其他部族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频繁 ， 军事训练从而成为一项重要
的训练内容 。其中最重要的是骑射和围猎训练 ， 到后来 ， 围猎用于军事目的 ， 成为军事演
习和训练的一种形式 ，成为增强组织纪律和作战能力的一种手段 。 蒙古族在频繁的军事斗
争中 ， 掌握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如诱敌深入 、迂回战略等 ， 都在实际作战中教给了后代 。

蒙古人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 ， 总结了一些科技知识 ， 主要是医药 、 天文历法等 ， 用一
些植物来治疗各种疾病 ，奠定了后来蒙医的基础 。 蒙古族创立了自己的历法 ， 如草青则为
一年 ， 新月升起则为一个月 。

六 、习俗教育

蒙古族有自己独特的一些风俗习惯 ， 这些风俗习惯通过教育代代传承 ， 组成了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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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道润梯步著 ： 枟新译简注 枙蒙古秘史枛枠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 ， 第 １１ 页 。

枟元史枠 卷 １２０ 枟察罕传枠 。

枟黑鞑事略笺证枠 ， 载 枟王国维遗书枠 第 １３ 册 ， 第 １５ 页 。 转引自义都合西格主编 ： 枟蒙古民族通史枠 第 １ 卷 ， 呼

和浩特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４６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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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重要的一部分 。蒙古人的这种教育 ， 首先表现在祖先系谱教育的习惯上 。 波斯史学家
拉施特 ·哀丁在其 枟史集枠 中称 ： “所有这些部落全都有清晰的系谱 ， 因为蒙古人有保存祖
先的系谱 ，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 。 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
的财产 ，因此 ， 他们中间没有人不会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 。” ① 此外 ，还有礼节 、 音乐 、
舞蹈 、 宗教祭祀等等风俗习惯 ， 年幼的一代通过直接的参与和观察 ， 继承这些独特的民族
文化 。 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重要的组成部分 。

总之 ，丰富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为蒙古地区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

第五节 　 蒙古汗国时期的蒙古族教育

１２世纪 ，在蒙古高原上散处着上百个游牧部落 ， 他们大小不一 ， 分属不同的语族和部
落 ，各部落之间战争和冲突不断 。 １２０６年 ， 出身于乞颜部的铁木真 ，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 ，
经过多年的战争 ，统一了蒙古各部 ， 建立了蒙古汗国 。 蒙古汗国的建立 ， 完成了蒙古社会
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实现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 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 。

一 、蒙古汗国时期教育发展的基础

蒙古汗国的建立 ，实现了蒙古高原的统一和稳定 ， 为了巩固汗国政权 ， 成吉思汗建立
和健全了蒙古汗国的一系列政治制度 ，主要有领户分封制 、 扩充怯薛 ② 、加强司法和创建蒙
古文字等 ，所有的这些都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

在文化上 ， 蒙古族兼收并蓄 ， 吸取了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 ， 创造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
的蒙古文化 。这个时期 ，在蒙古族文化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 一是文字的产生 ， 二是史
学著作 枟蒙古秘史枠 的完成 。

首先 ，文字的产生 。随着经济 、 政治 、 军事和文化的发展 ， 单凭口耳传递信息 、 知识
越来越不能适应人们的需要 ，这就迫切需要创建自己的文字 。蒙古起初没有文字 ， １２０４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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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萧大亨 ： 枟北虏风枠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文版） １９７９ 年版 ， 第 ２０ － ２１ 页 。

“怯薛” ， 意为轮流值宿守卫 ， 指的是禁卫军 。 “怯薛歹” 是怯薛成员 。 铁木真建立汗国以后 ， 把原来的 ８０ 宿卫 、

７０ 名散班 ， 扩充到 １ 万人 ， 其构成成分主要是各级那颜和贵族子弟 。 怯薛是大汗直接统率的亲兵 ， 又是汗国中枢性质机

构 ， 是维护大汗统治的有力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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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真战胜乃蛮部时 ，俘虏了该部的掌印官 、 畏兀儿人塔塔统阿 ， 因为他对本国的文字非
常精通 ，遂命他用畏兀儿字书写蒙古语 ， 也就是借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 ， 创造了蒙古
族自己的文字 ， 为经济 、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其次 ，史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 ， 出现了一部蒙古民族不朽的史学著作 枟蒙古秘史枠 ， 该
书的史料价值极大 ，编纂的水平也很高 ， 书中记载了成吉思汗先人的谱系 、 成吉思汗的生
平业绩和窝阔台时期的历史 ， 以及大量的诗歌和故事 。 枟蒙古秘史枠 中蕴含了蒙古历史 、 语
言和文学发展的多方面珍贵史料 ， 吸引了许多蒙古学家 、 语言学家 、 文献学家和藏书家的
注意 。 国内外有关它的研究非常丰富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 “秘史学” ， 它是蒙古学的
重要分支学科 。

总之 ，经济的繁荣 、政治的稳定以及文化的发展都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

二 、蒙古汗国的教育发展概况

（一） 皇族子弟的教育

蒙古汗国时期的教育对象主要是皇族及官僚子弟 。 枟元史枠 记载 ， 塔塔统阿受命 “教太
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 ① 。塔塔统阿是老师 ， 太子诸王从之读书学习 ， 说明已经存在了
最早的对皇族子弟的正式教育 ，蒙古人的学校教育也发端于此 。

太祖四年 （１２０９年） ，畏兀儿脱离西辽归附汗国后 ， 成吉思汗令许多畏吾儿知识分子担
任蒙古高级贵族及其子弟之 “傅” ，学校形式的教育活动进一步扩大 。②

１２５０年 （海迷失皇后称制二年） ，许衡应亲王忽必烈之命 “授太子经 ，以太师淇阳王之
兄 ，故丞相木土各儿 、故右丞不华吉了 、 今司徒买奴为之伴读 。 日以三纲五常 、 先哲格言
熏陶德性” ③ 。 可以看出 ， 蒙古族统治者积极让太子学习儒家文化 ，以培养治国人才 。

（二） 官宦子弟的教育

枟元史枠 卷 ８１ 枟选举一枠 记载 ： “太宗六年 （１２３４ 年） ， 设国子总教及提举官 ， 命贵臣
子弟入学受业 。” “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 ，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 。” 其中应该有一些蒙古
族的学生 。

至元六年 （１２６９年） ，置诸路蒙古字学 。 “命诸路府官子弟入学 ，上路二人 。下路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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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枟元史枠 卷 １２４ 枟塔塔统阿传枠 ， 转引自义都合西格主编 ： 枟蒙古民族通史枠 第 １ 卷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义都合西格主编 ： 枟蒙古民族通史枠 第 １ 卷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４６２ 页 。

姚燧 枟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枠 ， 载 枟元文类枠 卷 ６０ ， 转引自义都合西格主编 ： 枟蒙古民族通史枠 第 １ 卷 ， 呼

和浩特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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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一人 ， 州一人 。 余民间子弟 ， 上路三十人 ， 下路二十五人 。 愿充生徒者 ， 与免一身杂
役 。” ①

至元八年 （１２７１年） ，忽必烈下诏 ： “立京师蒙古国子学 ， 教学诸生 ， 于随朝蒙古 、 汉
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 ，选子弟俊秀者入学 ， 然未有员教 。 以 枟通鉴节要枠 用蒙古语言译写
教之 ， 俟生员习学成效 ，出题试问 。 观其所对精通者 ， 量授官职 。” ② 儒家著名学者 、 国子
祭酒许衡 “亲为择蒙古子弟俾教之” 。 ③

（三） 书院的建立

汗国时期 ， 一些宋朝儒臣被蒙古人俘虏 ， 他们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用 ， 向统治者讲授
程朱理学 。如在窝阔台汗七年 （１２３５ 年） ，杨惟中 、姚枢随太子阔出伐宋 ，俘虏了名士数十
人 ，其中有讲究程朱理学的德安人赵复 ， 杨惟中受其影响 ， 也开始学习程朱理学 ， 于是
“乃与 （姚） 枢谋建太极书院 ，立周子祠 ，以二程 、张 、杨 、游 、 朱六君子配食 ， 选取遗书
八千余卷 ，请复讲授其中” ④ ，太极书院的建立是蒙古统治时期书院的发端 。 到了元代 ， 各
地书院林立 ，数量远远超过了宋代 。

（四） 军事教育

蒙古汗国时期 ，对外战争仍是国家的中心 ，在蒙古汗国 ５０ 年的历史中 ， 频繁的战争几
乎没有中断过 ， 这一时期也是蒙古军事力量最为强盛的时候 ， 可以说是战无不胜 ， 这与蒙
古汗国重视军事教育分不开 。

成吉思汗很重视骑射和狩猎在军事训练中的作用 ， 成吉思汗认为 ， 猎人追捕 、 猎取猎
物都具有战略 、 战术道理 ，因此行猎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 ， 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是士兵
和军人应尽的义务 。⑤ 经常性的骑射和狩猎训练 ，这就使蒙古军队具有 “上马则备战斗 ， 下
马则屯聚牧养” 的素质 。

成吉思汗不但重视军事技能方面的教育 ， 还善于总结经验 、 教训并研习兵法 。 如在失
吉忽秃忽一次战败后 ，成吉思汗就说 ： 忽秃忽向来习惯打胜仗 ， 从来没有经受过命运的残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枟元史枠 卷 ８１ 枟选举志枠 。

枟元史枠 卷 ８１ 枟选举志枠 。

枟元史枠 卷 １５８ 枟许衡传枠 。

苏天爵 ： 枟元朝名臣事略枠 ， 转引自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枠 第 ２ 卷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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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 。现在 ，他经受过它之后 ， 他就会更小心些 ， 他将取得经验 ， 他也将获得战况的必要知
识 。① 此外 ， 成吉思汗和其军队将领在实践中也都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战术 。

（五） 家庭教育

自古以来 ， 蒙古族的家庭教育与蒙古族母亲有着密切的关系 。 勤劳 、 勇敢 、 智慧的蒙
古族母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哺育了优秀的蒙古族儿女 ， 在蒙古族的家庭教育史上写下了光
辉的诗篇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

蒙古族的女性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 这是因为 ， 首先蒙古社会的生产方式
决定了母亲必须在家庭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 。 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和狩猎 ， 因此男子主要
在外从事此类活动 ，而妇女则在家里抚育孩子 ， 做一些和生活相关的工作 ， 如挤牛奶 、 缝
制皮毛等 ，因此 ，孩子跟随母亲的时间更多 ，其家庭教育也必然由母亲来完成 。

蒙古族的母亲在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品德教育 ， 并以自身的言行去影响子女 。 马可波
罗耳闻目睹了蒙古族妇女的良好品行之后 ， 这样记载 ： “妇女们非常珍视贞洁 ， 举止端庄 、
讲礼貌 ，世界上少有超过她们的 ， 就是在对待丈夫的爱情和义务上也是如此 。 他们不但把
不贞看成是一种最可耻的罪恶 ， 而且认为这是最不名誉的 。 男人对妻子的忠实也很令人钦
佩 。哪怕这个人有十个或二十个妻子 ， 家庭里大家相处也很和睦宁静 ， 实在值得人赞美 。
从来听不到一切粗鲁无礼的话语 。 妇女们的注意力 ， 完全放在自己的事业上和家务上 ， 如
准备家庭所必需的食品 ，管理仆役 ， 看护孩子 ， 这都是她们的日常事务 。” ② 这基本上反映

了 １３世纪以来蒙古族妇女们特有的素质 ，他们用自身的优良品格造就了大量蒙古族优秀儿
女 。例如 ，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就是一位十分能干 、 聪明的妇女 ， 她在成吉思汗的父亲
也速该死后 ，承担起了家庭的全部义务 ，并辅助成吉思汗开创了一番伟业 。

母亲不仅在孩子的道德教育方面承担着重要角色 ， 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也对子
女进行教育 。蒙古族妇女也善骑马 ， 因此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跟随母亲去放牧 ， 逐渐习惯
了马背上的生活 ，长大后都成为了优秀的骑手 。 可以说 ， 正是由于蒙古族妇女对孩子的家
庭教育 ，才造就了蒙古族人民良好的道德品质 ，以及高超的生产和生活技能 。

三 、蒙古汗国时期教育的特点

汗国时期 ， 蒙古族的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 这一时期其教育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
有 ：尊孔崇儒 、 兼容并蓄和轻文尚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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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尊孔崇儒

随着一些汉族儒臣的劝谏 ，蒙古汗国统治者对待儒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 逐渐
认识到了儒学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 一些儒臣也非常重视学校教育 ， 主张设立学校 ； 同时 ，
皇族及官宦都请儒士来对子弟进行教育 。可见 ，学习儒学成为汗国时期教育的重要内容 。

（二） 兼容并蓄

随着蒙古族统治区域的扩大 ， 蒙古文化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产生了碰撞 ， 并在相互的
接触中得到了发展 。这一时期蒙古族文化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 儒学在教育中的
地位日益重要 。 蒙古族对畏兀儿 、 回鹘等其他民族文化也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 如塔塔统
阿是俘虏 ，为当时蒙古创立了文字 ； 王鹗是金国的状元 ， 汗国统治者并没有因为他们是俘
虏或敌国之臣而歧视 ，而是看中他们的才学 ， 委以重任 ， 这都表现出了蒙古统治者对他文
化的一种兼容并蓄的气魄 ，也是蒙古文化进步发达的重要原因 。

（三） 轻文尚武

汗国时期 ， 统治者的主要重心还是在对外战争上 ， 文化教育相对而言没有得到足够的
重视 。 为了适应对外征战的需要 ，军事技能训练和教育仍是当时教育的重心 。

总之 ，蒙古汗国的教育具有开创性意义 。 它勾画出了蒙古族教育的基本轮廓 ， 为蒙古
汗国的繁荣和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同时为以后元朝的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第六节 　 元朝的蒙古族教育

一 、元朝蒙古族的学校教育

（一） 宫廷教育

1畅 皇帝本身的教育

大元最高统治者 ———皇帝的教育 ， 主要由经筵讲官们负责实施 。 经筵是元蒙统治者为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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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经传史鉴而特设的御前讲席 。据载 ，泰定元年 （１３２４ 年） ， “皇帝始御经筵” ① 。奎章阁
是管理经筵官的主要机构之一 ， 具体管理经筵官的选拔任用等工作 。 元代的经筵官们承担
着两种特殊的任务 ：一是向皇帝授课 ， 这主要是通过向皇帝陈述祖宗之遗训 ， 考经史之辂
言揭示治道 ，以养君德 ；二是以典籍古训为鉴联系实际向皇帝进言 。

2畅 端本堂教育

端本堂教育 ，也称皇太子教育 、 东宫教育 ， 它是元代宫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早期蒙古族学校教育之一 。元朝政府于至元十一年 （１２７４ 年） 四月初建东宫 。 大德十
一年 （１３０７年） 七月置宫师儒 ，设太子太师 、 少师 、 太傅 、 少傅 、 太保 、 少保 、 宾客 、 左
右谕德 、赞善 、 庶子 、 洗马 、 率更令 、 丞 、 司经令 、 丞 、 中允 、 文学 ， 通事舍人 、 校书 、
正字等官 。② 至元九年 （１３４９年） 冬 ，立端本堂为皇太子学宫 。

此外 ，还有詹事院 、徽政院 、储政院等机构与皇太子的教育有密切的联系 。许多皇帝为皇太
子们聘请了高质量的师儒 ，向他们传授治国安民所需的各类知识 ，为其日后的即位主政打下基
础 。其讲授的教材主要有 枟资治通鉴枠 、 枟贞观政要枠 、 枟帝范枠 、 枟世祖圣训枠 、 枟皇图大训枠 、 枟论
语枠 、 枟孟子枠 、 枟大学枠 、 枟中庸枠 、 枟孝经枠 、 枟大学衍义枠 、 枟尚书枠 。此外 ，师儒还为皇太子编写了
枟端本堂经训要义枠 、 枟大宝龟鉴枠 、 枟承华事略枠 等课外读物 ，开阔他们的视野 。元代端本堂教育
的特色在于 ，一方面向蒙古师儒 ③学习畏兀字和八思巴字 ，另一方面向汉族师儒学习汉文汉语 ，
在此基础上也跟随帝师学习藏语 ，为蒙古族教育开辟了一条新路 。

（二） 官学教育

中央蒙古官学主要是元朝政府设在大都专门学习蒙古语言文字的学校 。 包括以下几所
学校 ：

1畅 蒙古国子学

蒙古国子学是设在京师的最高学府之一 。 １２７１ 年 （至元八年） 正月 ， 元朝政府下诏立
京师蒙古国子学 ，教习诸生 ， 在随朝蒙古 、 汉人及怯薛歹官员中选子弟俊秀者入学 ， 还有
一些经过选拔的庶民子弟 。 分正额和陪堂两种 ， 正额为官员子弟 ， 陪堂为庶民子弟 。 教学
内容主要为蒙文本 枟通鉴节要枠 ，通过它来学习治国之道和蒙古语言文字 ， 兼习算术 。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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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学习封建礼节 。通过出题试问 ， 量授官职 。 在学待遇为 ， 官员子弟月给禀膳 ； 庶民子
弟略给纸札笔墨 。

元朝政府在上都也设立了 （蒙古） 国子分学 ， 其授课时间与皇帝巡幸上都的时间基本
一致 ， 其余时间都在大都上课 。

从总体上说 ，元代的蒙古国子学呈现出发展的态势 ， 生员的数量最高曾经达 ４００ 多人 。
元朝政府在蒙古国子学中所配备的师儒之职有博士 ２ 员 ， 助教 ２ 员 ， 教授 ２ 员 ， 学正 、 学
录各 ２员 ，典给 １人 ，典书 １人 。①至元十四年 （１２７７年） ，元朝政府设立蒙古国子监 ，置司
业一员 。至元二十九年 （１２９２年） ，准汉人国学例 ，置祭酒 、司业 、 监丞 。以后又增设令史
１人 ，必阁赤 １ 人 ，知印 １人 。② 蒙古国子监既是管理机构 ， 也是教学机构 ， 为元朝政府培
养了众多的蒙语人才 。

2畅 国子学

元朝政府于至元六年 （１２６９年） ，设立了国子学 。至元七年 ，命侍臣 （蒙古 、色目 、 汉
人 、南人） 子弟 １１人入学 。至元二十四年 （１２８７年） 定其制 ，其所配置的师儒之职与蒙古
国子学大同小异 。世祖时期定国子学生员之数为 ２００人 ， 先令 １００ 人及伴读 ２０ 人入学 。 其
百人之内 ， 蒙古半之 ， 色日 、 汉人半之 。 至大四年 （１３１１ 年） 七月 ， 定生员额 ３００ 人 ③ 。
国子监是蒙古族生徒学习汉族文化的一个主要场所 。 在 ３００ 人当中 ， 蒙古族生员所占的比
重是比较大的 。

讲授的内容为 枟孝经枠 、 枟论语枠 、 枟孟子枠 、 枟大学枠 、 枟中庸枠 、 枟诗枠 、 枟书枠 、 枟礼记枠 、
枟周礼枠 、 枟春秋枠 、 枟易枠 。在学待遇是官给纸札和饮食 。

当时国子学的师儒们为了搞好教学 ， 对生徒们实行了升斋等第制 、 私试规矩制和黜罚
科条制 ，调动了生徒们的积极性 ，为元朝政府输送了许多合格的官吏 。

3畅 回回国子监学

至元二十六年 （１２８９年） 八月 ， 始置回回国子学 。至延祐元年 （１３１４ 年） 四月 ， 复置
回回国子监 ，设监官 ，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 ，令依旧制 ，笃意领教 。④ 在此有相当一
部分蒙古族儿童就读 。

·９８·

①

②

③

④

枟元史枠 卷 ８７ 枟百官志三枠 ， 转引自义都合西格主编 ： 枟蒙古民族通史枠 第 ２ 卷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枟元史枠 卷 ６ 枟世祖纪三枠 ， 转引自义都合西格主编 ： 枟蒙古民族通史枠 第 ２ 卷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枟元史枠 卷 ６ 枟世祖纪三枠 。

陈垣 ： 枟元西域人华化考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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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蒙古官学

元代具有蒙古特色的地方官学主要有诸路蒙古字学的部分儒学 。

1畅 诸路蒙古字学

至元六年 （１２６９年） 二月 ，元世祖忽必烈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 ， 于是元朝政府于七
月下令设立了诸路蒙古字学 ， 主要招收 “诸路府官员子弟” 及 “民间子弟” ， 政府向他们提
供相应的条件 ， 合格者出任译史 、 令史 、 通事 、 必阁赤 、 蒙古书写等职 。 元朝政府为加强
对蒙古字学的管理 ，设立蒙古提举学校官 （只在江浙 、 湖广 、 江西三省设） 管理地方蒙古
字学 。 元朝政府在全国各地包括汉地广泛设立了蒙古字学 ， 培养了大批的合格人才 。

2畅 书院

元代书院林立 ，数量众多 。在书院里 ， 也应有一部分蒙古官员子弟 。 一些学者的研究
证明 ， 元代个别书院里开设过蒙古语课 。书院在元代教育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3畅 奎章阁

奎章阁于天历二年 （１３２９年） 立于兴圣殿西 。 内设授经郎二员 ， 任务是讲解经学 ， 以
教勋戚大臣子孙 。

（四） 医学

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二年 （１２６１ 年） 五月采纳太医院使王猷的建议 ， 遣副使王安仁往
诸路设立医学 。 元代的诸路医学里是否有过蒙古族师儒和生徒 ， 目前不是十分清楚 ， 但当
时医学教育的内容或方法当中 ，已经吸纳了不少蒙医学的内容和方法 。

元代医学教育的学习科目 ， 同前代宋朝相比 ， 有所增加 。 宋代的医学学习科目只有 ９
科 ，而元代的医学学习科目已经发展成 １３科 ，元代医学教育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将正骨兼金
镞科单独列为一科 。其主要原因是元代骑兵数量增加 ， 跌打损伤的病人增多 ， 因此对骨伤
科医生的需求增加 。蒙古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和征战中 ， 经常会发生骨折等 ， 因此逐渐总
结了一套正骨和治疗创伤的技术 ， 正骨兼金镞科一定程度上科学地借鉴了当时蒙古族特殊
的正骨技术和创伤治疗术 。

二 、元朝蒙古族的科举制度

按规定 ，元代蒙古人的科场每三年举行一次 。 乡试在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三日进行 ； 会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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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是在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和初三日进行 ； 御试在三月初七日进行 。 考试过程有乡试 、 会
试 、御试 。

1畅 乡试

参加乡试的举人 （参加考试的文士） “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选年及二十五以上 ， 乡
党称其孝悌 ，朋友服其信义 ，经明行修之士” ， 并作 “结罪保举 ， 以礼敦遣贡 。” “倡优之家
及患残疾 ，若犯十恶奸盗之人” ，不在推荐应试之列 。①

全国共分 １７ 个考试区 ， 包括 １１ 个行省 ： 河南 、 陕西 、 辽阳 、 四川 、 甘肃 、 云南 、 岭
北 、征东 、江浙 、江西 、 湖广 ； 两个宣慰司 ： 河东 、 山东 ； 还包括真定 、 东平 、 大都 、 上
都四个直隶省部路 。科场设在省城 。

蒙古族子弟共考二场 。八月二十日 ，第一场 。 试经问五条 ， 枟大学枠 、 枟论语枠 、 枟孟子枠 、
枟中庸枠 内设问 ， 用朱氏章句集注 ，其义理精明 ， 文辞典雅者为中选 。 八月二十三日 ， 第二
场 。 “试策一道” ，蒙古 、色目人 “以时务出题 ，限五百字以上 。”

经过考试 “天下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 ， 其中 ， 蒙古人 、 色目人 、 汉人 、 南人各 ７５
人 。 蒙古人的分配名额又为 ： 大都 １５人 ，上都 ６人 ，河东 ５人 ，真定等 ５人 ， 东平等 ５人 ，
山东 ４ 人 ，辽阳 ５人 ，河南 ５ 人 ，陕西 ５人 ，甘肃 ３人 ，岭北 ３ 人 ， 江浙 ５ 人 ， 江西 ３ 人 ，
湖广 ３ 人 ，四川 １人 ，云南 １ 人 ，征东 １人 。

2畅 会试

于次年二月在京师举行 。 初一日试第一场 ， 初三日第二场 ， 初五日第三场 。 考试科目
与要求 ，并同于乡试 。

3畅 御试

三月初七日举行 。 “汉人 、南人 ，试策一道 ， 限一千字以上成 。 蒙古 、 色目人 ， 时务策
一道 ， 限五百字以上成 。” ②开设科举之初 ， 中书省议定从 ３００ 赴会试者中录取 １００ 人 ， 但
历次开科实际录取的大多少于此数 。

官职授予 ： 其中选者 ， “蒙古 、 色目人作一榜 ， 汉人 、 南人作一榜 。 第一名赐进士及
第 ，从六品 ，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 ， 皆正七品 ， 第三甲以下 ， 皆正八品 ， 两榜并同 。” 凡
“蒙古 、 色目人 ， 愿试汉人 、南人科目 ， 中选者加一等注授 。” ③

·１９·

①

②

③

枟通制条格枠 卷 ５ 枟学令 、 科举枠 。

枟元史枠 卷 ８１ 枟选举志一枠

枟元史枠 卷 ８１ 枟选举志一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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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政府对蒙古人参加科举考试实行特权政策 。 在科举考试的问题上 ， 元朝政府对各
色人等实行了双轨制 ，即蒙古 、 色目人作一榜 ， 汉人 、 南人作一榜 ， 前者也叫右榜 ， 后者
叫左榜 。在当时 ，汉人 、南人是没有资格或者说绝对不允许参加蒙古 、 色目人的右榜考试
的 ；与此相反 ， 蒙古 、色目人却不受限制 ， 并且蒙古 、 色目人愿试汉人 、 南人科目 ， 中选
者加一等注授 。 这是蒙古统治者推行汉法的一个重大举措 ， 它要求蒙古 、 色目人在左榜进
士的考试中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 。

与汉人 、南人考试相比 ， 蒙古人 、 色目人的考试范围略微小一些 ， 考试次数少一些 。
但是两榜进士的对策文章没有质性的差异 。 从总体上讲 ， 在元代的科举考试中 ， 蒙古人 、
色目人及第率相当高 ，这一点汉人 、 南人无法与之相比 。 不过蒙元统治者所组织的科举考
试还是相当严密的 ，蒙古进士的质量也是很高的 。

第七节 　 明朝及北元时期的蒙古族教育

明朝建立初期 ，在对待蒙古的策略上 ， 是怀柔和武力并用 ， 但总体来说 ， 是以武力为
主 ，企图削弱或消灭蒙古势力 ， 实现全国的统治 。 而此时 ， 蒙古内部的大小封建主也互相
征战不断 。这就使原本脆弱的蒙古经济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 ， 教育事业也基本处于停滞
状态 。

明朝后期 ， 蒙古将领达延汗重新统一了蒙古各部 ， 重建了蒙古地区的封建秩序 ， 促进
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达延汗的孙子俺达汗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 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来恢复蒙古地区的农业 、手工业和商业 ， 并同明朝保持密切联系 ， 这为蒙古地区文化事业
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俺达汗还积极学习汉文化 、 藏文化 ， 促进了蒙藏 、 蒙汉的经济文化交
流 。

一 、蒙古族的私塾教育

在蒙古地区 ，私塾是子弟们学习的重要场所 。 俺答汗时代私塾日益增多 ， 当时设馆授
徒的老师称为 “榜什” ， 学生叫做 “舍毕” 。 榜什在蒙古社会非常受尊敬 ， 学生入学 ， 必须
给榜什送羊 、酒 ，行叩首礼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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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蒙古族的寺院教育

通过俺达汗 ，藏传佛教的一支格鲁派得以传入蒙古地区并迅速传播开来 ， 取代蒙古的
萨满教成为主要的宗教 ，同时在蒙古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寺院 。 明朝统治者对当时盛行于蒙
古地区的藏传佛教采取扶植政策 ，对蒙古社会的政治 、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

（一） 教授文字

蒙古族僧侣最初学习藏文 ， 后来也学习蒙古文字 。 到了高层阶段 ， 还要学习梵文 。 待
文字修养达到一定程度 ，经过考试 ， 具有一定水平者 ， 便转入专门学部 ， 分别学习一种专
门知识 ，攻读学位 。

（二） 传授科学知识

藏传佛教寺院一般设有经学部 、 医学部 、 时轮部和密宗学部 。 其中的医学部向喇嘛们
传授藏医 、藏药 （包括兽医） 知识 ， 时轮部传授藏族的天文历算知识 。 这种教学 ， 培养出
一批专门的人才 。而藏族天文历算知识的传入 ，进一步丰富了蒙古族原有的天文历算知识 ，
藏医 、 藏药的传入 ，也为创造新的蒙古医学提供了条件 。

（三） 培养翻译人才

在寺院里受过专门训练的喇嘛 ， 大抵通晓蒙 、 藏 、 梵 、 汉诸文字中的数种或者全部 。
通过各种文字之间的互译 ，造就了相当数量的翻译家 。 这些翻译家用蒙语文从藏文 、 汉文
中翻译了大量的佛经 ，对丰富蒙古语词汇 ， 使蒙古的文字 、 语法进一步规范 、 严密产生了
重要影响 。

三 、牧民聚会的教育功能

在普通牧民中 ，聚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教育形式 。 据岷峨山人 枟译语枠 载 ， 每逢牧
民聚会 ，饮酒弹唱 ， “或说彼中兴废” ， “当其可喜也 ， 则解颐抵掌 ， 笑言喧嚣 ； 当其可悲
也 ，则涕洟流漫 ，百感凄恻” 。牧民定期或不定期聚会具有教育功能历史的经验 ， 人生的哲
理 ，就这样通过聚会寓教于乐 ，一代代流传了下来 。①

·３９·

① 义都合西格主编 ： 枟蒙古民族通史枠 第 ３ 卷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３９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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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清朝的蒙古族教育

一 、朝廷直辖的蒙古族学校教育

（一） 国子监

1畅 沿革

清代国子监即太学 ，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 ， 又是中央一级的最高学府 。 光绪三十
二年 （１９０６年） 设立学部 ， 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 ，光绪三十三年 ，国子监归入学部管理 。

2畅 学官

国子监设管理监事大臣 １人 ，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 年） 增设 ， 从满 、 汉大学士 、 尚书 、 侍
郎内特简 。祭酒 ，满 、汉各 １ 人 。 司业 ， 满 、 蒙 、 汉各 １ 人 。 绳愆厅监丞 ， 博士厅博士 ，
典簿厅典簿 ，俱满 、汉各 １ 人 。 典籍厅典籍 ， 汉 １ 人 。 率性等六堂每堂助教 、 学正 、 学录
各 １人 。国子监的蒙古助教是 “专司训课蒙古文义” 的 ， 但其人选 “向例由蒙古笔帖式 、
教习内考选录用” 。

3畅 招生

蒙古族能够在京师就读的 ， 大多是高级官员的子弟 ， 也包括一部分下级官员的子弟 。
太学的学生一般称之为国子监生 。 监生分四类 ： 恩监 、 荫监 、 优监 、 例监 。 凡由皇帝特许
给予国子监生资格的为恩监 。 具体说来 ，凡由八旗汉文官学生及算学满 、 汉肄业生考取者 ，
临雍观礼圣贤后裔之入监者 ， 由武生 、 奉祀生 、 俊秀入监者 ， 均为恩监 。 官员之子凭借上
代余荫 ，不经考选取得监生资格的为荫监 。 由附生选入国子监读书的为优监 。 由捐纳而取
得监生资格的为例监 。

因为蒙古族中功臣 、重臣多 ，所以基本上都是恩监和荫监 。在康熙十年 （１６７１年） ， 也
从各地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 ， 其中包括二名蒙古生员 ， 送入国子监学习 。 二十四年又选拔
满蒙贡生两名 ， 汉 １人 ，入国子监学习 ，此后 ，也有一些蒙古子弟有机会进入太学学习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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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畅 课程设置

据 枟清史稿 ·选举志枠 载 ： “月朔 、 望释奠毕 ，博士厅集诸生 ， 讲解经书 。 上旬助教讲
义 。既望 ，学正 、学录讲书各一次 。 会讲 、 覆讲 、 上书 、 覆背 ， 月三回 ， 周而复始 。 所习
枟四书枠 、 枟五经枠 、 枟性理枠 、 枟通鉴枠 诸书 ， 其兼通 枟十三经枠 、 枟二十一史枠 ， 博极群书者 ，
随资学所诣 。 日摹晋 、 唐名帖数百字 ， 立日课册 ， 旬日呈助教等批晰 ， 朔 、 望呈堂查验 。
祭酒 、 司业月望轮课 枟四书枠 文一 、 诗一 ， 曰大课 。 祭酒季考 ， 司业月课 ， 皆用 枟四书枠 、
枟五经枠 文 ，并诏 、诰 、表 、策论 、判 。 月朔 ，博士厅课经文 、 经解及策论 。 月三日 ， 助教
课 ，十八日 ，学正 、学录课 ， 各试 枟四书枠 文一 、 诗一 、经文或策一 。”

乾隆二年 （１７３７年） ，用国子监祭酒孙嘉淦议 ， “仿宋儒胡瑗经义 、治事分斋遗法 。” 其
习 “明经者 ，或治一经 ，或兼他经 ， 务取 枟御纂折中枠 、 枟传说枠 诸书 ， 探其本源 ， 讲明人
伦日用之理 。” 习治事者 ， 于 “历代典礼 、赋役 、 律令 、 边防 、 水利 、 天官 、 河渠 、 算法之
类 ，或专治一事 ，或兼治数事 ，务穷究其源流利弊 。” ①

5畅 待遇与授职

“户部岁发帑银 ，给膏火 ，奖励有差 ，馀备赒恤” ，② 并享有免役权利 。
顺治时 ，行积分历事之法 ， 合格者 ， 授予一定官职 。 康熙初 ， 改为监生坐监 “期满 ，

咨部考试” ， 分别用为地方官吏州同 、 州判 、 县丞 、 主簿 、 吏目 。 其 “通文理能楷书者” ，
经过考试 ， “送修书各馆 ， 较年劳议叙 ， 照应得职衔选用 ， 优者或加等焉” ， 因而 “自是部
院诸司无监生” 。

（二） 国子监算学

这是专门培养数学人才的学校 ， 设在钦天监附近 ， 隶属国子监 。 乾隆初 ， 额定蒙古学
生六名 。自蒙古各旗中学过算法 ， 有一定基础与兴趣 ， 资性相近的算学生中选拔 ， 课业即
算法 ， 学制五年 。期满考试合格 ，可以补为钦天监天文生 、 博士 。

（三） 八旗官学

八旗蒙古是清朝赖以勃兴的基本军事力量之一 ，因此 ， 满族统治者对其教育十分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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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枟清史稿枠 ，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版 ， 转引自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枠 ， 第 ２ 卷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

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第 ５４ 页 。

枟清史稿枠 ，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版 ， 转引自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枠 ， 第 ２ 卷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

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第 ５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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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形式上采取官办学校为主 ， 在京师建立了一些学校培养所需人才 。 同时 ， 也召各地
八旗子弟俊秀者入京师学习 ， 可以说 ， 上至清代最高学府太学 ， 下至基层参佐领的义学 ，
蒙古子弟均可上学肄业 。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 年） 特 “于八旗蒙古护军 、 领催 、 骁骑内 ， 选熟
练国语 、蒙古语者十六人 ，充蒙古教习” 。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 年） 规定 ： “蒙古教习五年期满
实心训课者 ，用护军校 、骁骑校 。” ①

八旗官学的学生 ，原来 “分佐领选送” 。 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 年） 规定 ， 每旗招生 １００ 名 ，
其中 “蒙古 、汉军各二十” 。招生方法为 “通一旗选择 ，不拘佐领 。” ②

当八旗各建学舍时 ，十名习汉书 ，余习满书 。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 年） 定 ， 年幼者习满书 ，
稍长者习汉文 。 至乾隆初 ， 定官学生肄业以十年为率 ， 三年内讲诵经书 ， 经监臣考验后 ，
择材资聪颖有志力学者 ， 归汉文班 ； 年长愿学翻译者 ， 归满文班 。 对于汉文明通者 ， 乾隆
三年 （１７３８年） 曾钦派大臣考取汉文明通者 ，拔为监生 ， 升太学 。

（四） 满蒙高等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 ，学部奏请在京师设立满蒙文高等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年） 学部拟定的 枟满蒙文高等学堂章程枠 中规定 ， 高等学堂的创办宗旨是 “造就满蒙文通
才 ，以保国粹” ； 培养目标是 “以备行政任使” 。 该校除设满蒙文科外 ， 并附设藏文科 。 两
科均分预科和正科 ，预科二年毕业 ， 正科三年毕业 ， 预科毕业后升人正科 。 教学 “分别以
满蒙语文或藏语文为主 ，辅以普通及法政 、测绘各科学 ， 以养成明体达用之才 。” 另外 ， 还
设有满蒙地理 、 满蒙近史等具有民族特色的课程 。 １９１２ 年满蒙学堂与殖边学堂合并 ， 改成
筹边学堂 。

（五） 陆军贵胄学堂

陆军贵胄学堂立于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年） ，三十二年四月正式开学 。这是一所特命在京师创
办 ，专门招收王公世爵及现任二品以上文武大员子弟 ，培养清朝军事骨干的学堂 。该学堂隶属于
练兵处 。全堂分四个队 ，两个是满洲队 ，学生限于皇族亲门近支的子弟 。汉族一个队 ，学生限于
当时二品官子弟 。蒙古族一个队 ，学生限于蒙古族王公和勋旧子弟 。

二 、地方的蒙古族学校教育

各地八旗蒙古人除少部分能够入京师学习外 ， 设立在各地的八旗官学是蒙古子弟主要
的学习场所 。这些学校按程度来分 ， 大体可分为三类 ： 初级学校 ， 中级学校 ， 专门学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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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学校 。
初级学校是为八旗蒙古子弟启蒙教育而开设的学校 ，主要有 ：
蒙古义学 。 设于康熙三十年 （１６９１年） ， 设在最基层的单位佐领之内 。 每佐领设一学 ，

共约 ２００所 。招收本佐领 １０岁以上幼童入学 ， 学习满 、 蒙文及骑射技能 。① 乾隆二十三年
（１７５８年） 裁撤 。

八旗学堂 。 设于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 年） ，专为八旗贫寒子弟设立的以读汉书为主的学校 ，
分满汉书学堂和汉书学堂 。乾隆二十三年 （１７５８ 年） 裁撤 。②

蒙古清文学 。设于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 年） ， 是以学习满文为主的学校 。 八旗蒙古每甲喇
（参领） 设一所 。 学生除学习满蒙语言外 ，还要学习伦理和骑射 。③

盛京八旗官学 。太宗崇德年间 （１６３６ — １６４３） 建于盛京 ， 取八旗满洲 、 蒙古 、 汉军儒
生 。

绥远城蒙古官学 。 设于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 年） ，是以学习蒙文翻译为主的学校 ，其教习选
自土默特蒙族之内 ，兼晓满蒙语言 。 １７７２年专为驻防蒙古子弟设立的塾学 ， １７８５ 年并入满
汉翻译官学 ，专门学习满汉文翻译 。

热河蒙古官学 。道光八年 （１８２８ 年） 由热河都统松筠奏设 ，主要学习蒙文译满 。
吉林蒙古官学 。乾隆六年 （１７４１ 年） 创建 ， 学习满文 、蒙文和骑射 。
沈阳蒙文学堂 。为赵尔巽于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年） 成立 。 设立这所学堂是 “因蒙旗

事务日益繁多 ， 而译才之绝 ， 较之欧美语文通达尤罕” 。入学者主要由内蒙古东部区各旗扎
萨克保送 。

中级官学主要有 ：
八旗蒙古官学 。设于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年） ， 八旗蒙古每旗一所 ， 课程以学习蒙文蒙语为

主 ，每所学校设助教 ８人 ，协同教习数人 。 学生自蒙古各佐领中选拔 ， 每佐领 １ 人 。 学生
定期考试 ，优异者可以作为蒙古笔帖式供职于布院 ，该学于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年） 裁撤 。④

国子监八旗官学蒙古馆 。设于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年） ，隶国子监而分设于八旗驻地 ， 每旗
官学设有六馆 ， 内有蒙古一馆 ， 其学生选自蒙古旗佐的优秀生员 。 教师有助教 、 教习 、 蒙
古弓箭教习三种 。考试规则严格 ，有月课 、季考 、春秋会考和主管官员不定期考察 。学制 ３
年 ，后改为 １０年 。⑤

咸安宫蒙古官学 。 设于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年） ，地址在咸安宫院内 。其教学由理藩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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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八旗通志初集枠 卷 １９ 枟学校志四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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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 ，经费由内务府供给 ， 学生来自八旗官学蒙文馆 。 主要学习蒙文经书以及蒙文翻译等 。
学制长达 １０年 。 学生五年一考 ，按考试成绩分别录用 、 留用或黜革 ， 也可进入唐古特学做
学生 。 待遇优裕 ，从教师到学生均日给分银 ，月给俸银 、俸米 。

唐古特学 。 是理藩院下属的一所专门培养藏语人才的学校 ， 设于顺治十四年 （１６５７
年） ，该学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管理西藏地区事务而设立的 。 唐古特学设蒙古司业 １ 人 ， 助教
１人 ，教习 ２人 ，副教习 ２人 。学生全部为蒙古子弟 ，主要自咸安宫蒙古官学 、国子监蒙古
官学学生中挑选 ，学习藏文 、 藏语及翻译等内容 。 理藩院定期对学生考试 ， 学生在学习一
定时间后 ，将入藏学习 ， 为期 ５ 年 。 学习期满 ， 由达赖喇嘛考试 ， 合格者奏请更换下批 ，
不合格者仍留藏学习 。唐古特学的学生待遇优厚 。 清代的唐古特学虽然是研习藏学 ， 却不
允许藏族人进入 ，实为蒙古旗人的学校 。

托忒文 。是一所专门培养托忒文人才而设的学校 ， 设立时间不详 。 托忒文是西北地区
卫拉特蒙古族通用的一种蒙文 。 由唐古特学司业和助教兼管 ， 仅设教习二人 。 学生定额 ８
人 ，八旗蒙古每旗 １人 。主要学习托忒文以及与满文的互译 ， 考试优异者可授内阁学习中
书 。①

三 、八旗蒙古教育的特点和意义

１畅 创办了大量的学校 。 清代京师有记载的可以接纳蒙古旗人子弟读书的学校近 ２０ 所 ，
而驻防在各地的八旗几乎无处不设学 。 从义学到书院 、 从初级到高级都为满蒙子弟留有名
额 ，扩大了蒙古子弟受教育机会 。

２畅 重视语言及骑射教育 。满蒙语与骑射历来被作为八旗的根本而备受重视 ， 清代许多
旗人学校都要求蒙古学生学习满语兼学蒙语 ， 同时还要蒙古子弟学习骑射 ， 甚至在科举时
还要求必须通过这一考试 。

３畅 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才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的时期 ， 因此需要
大量的翻译人员 ，以加强同各少数民族的交往和联系 ， 最重要的是加强对各民族的管理 ，
因此 ， 清朝政府设立了许多专门学习民族语言的学校 ， 培养了大量蒙满 、 蒙藏兼通的翻译
人员 。

四 、清朝蒙古族的科举制度

清朝蒙古族的科举 ，分为入关前和入关后两个时期 。
早在太宗皇太极天聪八年 （１６３４ 年） ，蒙古族子弟即参加清朝第一次科举考试 。当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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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满洲 、蒙古 、 汉军范围举行 。 由礼部主持 。 考试通满洲 、 蒙古 、 汉书文义者为举人 。
考试结果取中者中有蒙古习蒙古书者俄博特 、 石岱 、 苏鲁木三人 ， 俱赐衣一裘 ， 免四丁 ，
宴于礼部 。其后又于崇德三年 （１６３８ 年） 八月 ，赐新科举人阿济格毕礼克图等 １０人朝衣各
一领 ， 并授半个牛录的品级 ， 免四丁 。崇德六年 （１６４１ 年） 七月 ， 赐新科举人蒙古杜当等
缎朝衣各一领 。 崇德六年 （１６４１年） 的科举是入关前的最后一届 。

在入关后的科举考试中 ， 蒙古子弟要参加文科 、武科和翻译科的考试 。

（一） 文科

1畅 考试程序

文科的考试程序分为四级 ：
第一级 ，童子试 。包括县试 、府试 、 院试三个阶段 。 应考者不限年龄 ， 均称童生 ， 或

称儒童 、文童 。 录取后成为府 、 县学宫的诸生 ， 通称秀才 。 生员有廪生 、 增生 、 附生等区
别 。一切生员则皆须接受本地方教官 （教授 、学正 、教谕 、 训导等） 和学政的监督与考核 ，
参加岁考 。如想应乡试 ，则必须科考合格 。

第二级 ，乡试 。这是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 （包括京城） 举行的考试 。 逢子 、 卯 、 午 、
酉年举行的为正科 ，遇庆典的加科为恩科 。中式者称举人 ， 其第一名称解元 。

第三级 ，会试 。是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的中央一级考试 。 因为由礼部主持 ， 故又称
礼闱 。 各省的举人都可应考 。 逢丑 、 辰 、 未 、 戌年为正科 ； 若乡试有恩科 ， 则次年也举行
会试 ， 称会试恩科 。考中者称为贡士 。

第四级 ，殿试 。 也叫廷试 ， 是皇帝对贡士在殿廷上亲发策问的考试 。 中者分一 、 二 、
三甲 。 一甲三名 ：状元 、榜眼 、探花 ，赐进士及第 ； 二甲若干名 ， 赐进士出身 ； 三甲若干
名 ，赐同进士出身 。

2畅 考试内容

儒童入学 ， 经过县试 、府试录取后 ， 参加院试 。 院试正场考四书五经 、 诗赋等并默写
枟圣谕广训枠 一条 。考试的内容有时也稍有变动 。

乡试共三场 ， 基本内容首先是 “经义” 文 ， 即 “时文” 或 “制艺” ， 亦即俗称的八股
文 ；其次是策论 、帖诗等 。

会试也是三场 ，内容与乡试大致相同 。

3畅 八旗蒙古族应试的情况

八旗子弟在始设科举时 ，不允许参加文科 ，至顺治八年 （１６５１ 年） ，清政府才允许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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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但在参加乡 、会试前 ，必须先试骑马射箭 ， 合格者 ， 才能应试文科 。 后来这一规定一
直延续下来 。

康熙二十六年 （１６８７年） 取消了满蒙独立的乡 、 会试 ， 改与汉军 、 汉人一体考试 ， 蒙
古子弟只能以普通身份与汉人同场考试并同榜公布 ， 有利于蒙古子弟的规定不复存在 。 这
一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抑制八旗人尚文轻武的倾向 。

康熙八年 （１６６９年） 年开始 ，不再设单独的蒙古生员人数 ，改为满蒙合取 ４０名 ， 蒙古
举人进士额数分别改为举人 １０人和进士 ４人 。不久又取消了固定的人员额数 。

在考试内容上 ，开始时 ， 八旗在乡试时仅考清文或蒙古文一篇 ， 会试时两篇 ， 汉人则
考 枟书枠 艺二篇 、 枟经枠 艺一篇 ，会试还需试策 、 论各一 。 自从与汉人一体考试后 ， 蒙古测
试的内容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

（二） 武科

1畅 考试程序

武科的试程也分四级 ：第一级 ， 童考 。 第二级 ， 乡试 ，于子 、 卯 、 午 、酉年十月举行 ，
中式者称武举人 。第三级 ， 会试 ， 在乡试次年的九月举行 ， 中式者称武进士 ， 第四级 ， 殿
试 ，第一名称状元 ，其次为榜眼 、探花 。

2畅 考试内容

武童生考试分内外场 ， 先外场骑射 ， 次内场策论 。 乡 、 会试的一 、 二场均为外场 ， 首
场马射 ，二场步射 、技勇 。三场为内场 ，策二问 、 论一篇 。

3畅 授官

最初 ，一甲进士或授副将 、 参将 、 都司 ， 二 、 三甲进士授守备 、 署守备 。 后来 ， 一甲
一名授一等侍卫 ，二 、三名授二等侍卫 。 二 、 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 ， 营 、 卫守备有
差 。

（三） 翻译科

翻译科是清朝专供满蒙旗人考试的科目 。 以满文译汉文并作满文论文者为满洲翻译 ，
以蒙文译满文者为蒙古翻译 。

满文翻译科始于顺治八年 （１６５１ 年） ，十四年停止 ， 复于雍正十年 （１７３２ 年） 。 满文翻
译科考试设有童生 、乡 、会试三级 。 童生试和乡试均只试一场 ， 会试二场 ， 试题分两种类
型 ，一是翻译 ， 考生以满文翻译汉文的 枟四书五经枠 及其他儒家经典 ； 二是以满文作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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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二篇 。由于满文也是蒙古子弟必修的科目 ，所以也有蒙古人参加满文翻译科的考试 。
蒙古翻译科是清朝专为蒙古旗人设立的科目 ，始设于雍正九年 （１７３１年） ，设置目的是

为了使蒙古语言文字不致废弃 ， 理藩院也能招到人才 。 蒙古翻译科不同于满文翻译 ， 一是
它只限蒙古旗人参加 ，满洲人不能参加 。 二是它以蒙文翻译满文 ， 而不是翻译汉文 。 其考
试也分为三级 ：

童子试 。由提督满蒙学政 （后改为蒙古阅卷大臣） 主持 ， 只试一场 ， 试题出自满文
枟日讲四书枠 ，乾隆元年改为满文的 枟性理枠 、 枟小学枠 内出题 。

乡试 。乡试派蒙古主考官一人 ， 同考官二人主持考试 。 乡试题目有二道一道自满文
枟日讲四书枠 出 ，另一道自满文奏疏出 ，均用蒙文翻译 。 乾隆以后改为 枟性理枠 、 枟小学枠 内
出题 。 蒙文乡试于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 年） 停止 。

会试 。蒙文会试自 枟四书枠 、 枟性理枠 中出题 ， 第二题选自满文奏疏 ， 均将其翻译成蒙
文 。

蒙文翻译科中式的生员 、 举人 、 进士一律用于理藩院的蒙古官缺上 ， 作为蒙语人才 。
蒙文翻译科考试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年 ， 从道光二十三年起 ， 各地驻防蒙古旗人也都改为
满文翻译科 。

（四） 科举制度对蒙古教育的影响

１畅 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为蒙古子弟提供了入学和晋升的机会 。 正是由于科举制度
的存在 ，各地的八旗子弟更愿意进入学校接受教育 ， 各级各类学校迅速发展和完善 ， 使得
蒙古族日后有了重视教育的传统 。

２畅 培养了大批蒙古族人才 ，尤其是翻译人才 。 他们大多通晓儒家经典 、 程朱理学 ， 以
及满文 、藏文 ， 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

３畅 科举制度的实行 ，对蒙古的文化教育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 如忽视了本民族文
化和语言文字的教育 ，以及练武习射的传统等 。

清代八旗蒙古的科举 ，实行了两个半世纪后 ， 于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年） 随着清朝科
举的废除而结束了 。

思考题

１畅 简述匈奴学校教育的产生 。
２畅 简述东胡 、 乌桓和鲜卑生产 、 生活知识的教育内容 。
３畅 简述北魏时期的鲜卑族教育特点 。
４畅 简述元代蒙古族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
５畅 简述清朝蒙古族八旗教育的学校类型及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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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古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本书中西北这一地理概念涵盖今新疆 、 甘肃 、 青海 、 宁夏四省区在内的广袤区域 ， 今
陕西的局部地区也包括在内 。

历史上生息繁衍 、活跃于西北边疆地区的有氐 、 羌 、 月氏 、 乌孙 、 突厥 、 回纥 、 柔然 、
维吾尔 、汉 、哈萨克 、回 、柯尔克孜 、蒙古 、 俄罗斯 、 锡伯 、 塔吉克 、 乌孜别克 、 塔塔尔 、
索伦 （今鄂温克 、达斡尔） 、土 、撒拉 、 东乡 、保安等民族 。 但其中许多古代民族的变迁历
史目前尚无定论 ，本章涉及的主要是曾经在西北地区历史上发挥重大影响且有线索可循的
几个少数民族 。 这些主要古代民族逐渐演变为今天的羌 、 维吾尔 、 回 、 哈萨克 、 东乡 、 土
族等现代民族 。 从人口地理分布角度来看 ， 其中一些民族历史上并不局限于西北地区 ， 但
由于其发源地 （如羌族） 或其主要影响力 （如回族） 在该地区 ， 因此本书将其归入西北地
区进行描述 。本书西北地区的历史分期与其他地区略有不同 ， 其中古代部分延至辛亥革命 ，
近代则为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 这也是根据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特点做出
的划分 。

第一节 　 西北地区古羌人的演变及其教育

我国史籍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描述是随着主体民族疆域的不断拓展而逐渐翔实的 。 羌族
是我国一个人数众多 ，分布广泛 ， 历史悠久的民族 ， 羌族在我国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一 、古羌人的构成 、分布和教育状况

羌在卜辞中 ，专称指称为羌的方国 ， 泛称则包括西方与西北各部落和方国 。 从考古资

·２０１·



第一编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料看来 ，今青海 、甘肃一带 ， 很早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区 ， 古羌人与商的联系比较紧密 ， 反
映了羌人的强大 。商末 ，羌人随周武王 （姬发） 伐纣 ， 部分羌人定居中原 。 汉代羌人的部
落众多 ，主要分布于河湟 、塔里木盆地以南至葱岭西域地区 、 陇南至川西北一带 。 汉代称
以河湟为中心的诸羌为西羌 。 东汉时 ， 羌族为反抗汉族豪强和边塞将吏的压迫和剥削 ， 奋
起反抗 ，斗争失败后 ，部分羌族被迫东迁中原 ， 这部分羌人被称为东羌 。 另有部分南迁至
今甘肃和四川两省交界地区 。 三国时期 ， 西域昆仑山北麓一带有婼羌 、 葱芘羌 、 白马羌 、
黄牛羌等 。

古羌人的教育是一种无系统组织的教育 ， 是在家庭或社会中不自觉进行的 ， 没有固定
的组织形式 。年轻一代是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接受上辈教育的 。 天地和人类起源的教育 、
历史文化教育 、 生活知识技能教育 、 道德品质教育 ， 都是在家庭 、 本部族以及对外交往中
完成的 。在母系社会 ，照管教育儿童任务由妇女和老人承担 。 到父系社会 ， 男子承担起了
教育下一代的主要任务 。教育方法还很原始而简单 ， 这种非组织教育的内容主要是适应生
产 、生活以及社会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是文明传承的基础 。 古羌人没有自己的文字 ，
在长期与汉族的交往中部分人逐渐掌握了汉字 。

由于古羌人生产和生活中的大事都由巫师主持 ， 因此巫师既是祭祀祈祷等宗教活动的
组织者和领导者 ，又是传授历史文化 、 道德习俗 、 科学技术等的教师 。 巫师是羌文化的传
承者 ， 他们熟知本民族的社会历史和神话传说 ， 又较丰富的社会经验 ， 具备一定的医药知
识 ，能背诵咒语 ，从事巫术活动 ，他们是古羌人教育的重要角色 。① 同时 ， 部落首领 、 氏族
长也承担教育职责 ， 他们向部落氏族成员和年轻一代教授生产劳动技术 、 社会生活习俗 、
人伦道德准则 、 氏族历史文化传统 、 习惯法则等 。

二 、魏晋宋元时期羌族教育的发展

古羌人从魏晋时期出现强势支系 ， 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中 ， 接受先进文化 ， 迅速发展强
大 ，并仿效汉族建立起封建集权制和封建割据政权 。 公元 ４ 世纪末 ， 羌人政权后秦正式出
现了学校教育 。 到宋元时期 ， 西夏王朝建立的教育体系使得羌族教育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

（一） 后秦的正规学校教育

十六国时期安南羌姚氏建立后秦政权 （３８４ — ４１７年） 。后秦是一个汉化较深的封建割据
政权 ， 后秦统治者建都长安后 ， 在 “尊儒崇佛” 文教方针指导下 ， 学校教育发展较快 ， 建
立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 当时 ， 后秦建有国子学 、 太学 、 律学等教育机构 ， 还推行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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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问的选士制度 。姚苌建国后 ， 便设立太学 。 姚兴继位后 ， 又下令广泛招纳儒学大师教授
于长安 ，大兴儒学 ，太学生多达一万多人 。 姚兴还在长安建立了律学 ， 培养刑律狱讼方面
的专门人才 ，为中国正式设置刑律学校之始 。

佛学教育是后秦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表现为广泛兴建佛寺 ， 四方义学沙门云集 ，
大量翻译佛经 。 姚兴迎西域名僧鸠摩罗什至长安 ， 并在长安修建逍遥园 、 草堂寺等寺院 ，
作为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翻译 、 宣讲 、 研究 、 学习佛经的场所 。 当时除鸠摩罗什外 ， 还有大
量西域高僧 。姚兴亲自参与译经活动 ， 译经场面宏大 ， 译经数量十分可观 。 鸠摩罗什是历
史上杰出的翻译家 ，也是伟大的宗教教育家 ， 他亲自主持译出佛经三百余部 ， 为佛学教育
的教材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 也培养了大量的宗教人才 。 后秦还设有僧正 、 悦众 、 僧录等
佛学学官 ，类似于太学的祭酒 、博士 、助教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佛教教育管理制度 。

后秦除诏举贤良 、察举孝廉外 ， 还建立学校教育与文官考试任用合一的制度 。 如姚苌
下诏令留台诸镇各置儒学学官 ，儒学学生修业期满 ，通过一定考试 ， 根据其学业成绩优劣 ，
选拔担任一定官职 。后秦统治者还特别注意军事教育 ， 培养选拔军事人才 。 “兴练兵讲武 ，
大阅于城西 ，干勇壮异者 ，召入殿中 ，引见群臣与东堂 ，大议伐魏 。” ①

羌族在利用汉文化进行教育的同时 ， 也使得本族与汉族的交融加速了 ， 后秦在译经方
面的突出贡献 ， 也使得羌族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角色 。

（二） 西夏的教育

西夏是以羌人的一支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 。 公元 １０３８ 年元昊建立大夏国 ， 辖
境东至黄河 ，西界玉门 ，南接萧关 （今固原县东南） ，北控大漠 。 西夏建国后历代统治者积
极奉行 “崇儒信佛” 的文教政策 ， 逐步调整和改进原有的教育制度 ， 与先进的宋教育体制
接轨 ， 并根据需要调整规范了本国文字 。

元昊建国第二年 （１０３９ 年） ， 正式设置蕃学 、汉学 ， 选蕃 、汉官僚子弟入学 ，任命学识
广博 、 谙熟典故的野利仁荣为蕃学主持 ， 并下令各州普遍设置蕃学 ， 设教授训育学生 。 西
夏在中央先后建了汉学 、 蕃学 、 小学 、 内学 ； 在地方建立了州县学校和州县蕃学 。 蕃汉学
校设置教授 、博士 。 西夏还逐步建立起与教育制度配套的科举制度 。 元昊建蕃学时规定 ：
“俟习学成效 ，出题策问 ， 观其所对 ， 精通所学 ， （品行） 端正 ， 量授官职 。” ② 仁孝于夏人

庆四年 （１１４７年） 策试举人 ，设立唱名取士法 ， 又立童子科 ，以后由科举进仕者越来越多 。
西夏统治者特别注重了模仿汉人制度 ， 蕃学 、 汉学的教学内容以传授汉文化为主 ， 汉

学与蕃学并存 ， 互为补充形式 。 教材用的主要是汉文化典籍的西夏文译本 ， 也有西夏人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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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晋书 · 姚苌载记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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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或编写的各类著作 。 汉文译本包括经 、 史 、 子 、 兵 、 医 、 字书等 。 西夏特别重视语言文
字教育 ，创制了西夏文 ，编纂了很多字书词典 ， 如 枟文海枠 、 枟音同枠 、 枟五声切韵枠 、 枟杂
字枠 ，作为教科书 。西夏文传世的文学作品也很多 ， 枟钦定义海枠 、 枟贤智集枠 、 枟三世明言集枠
等文学价值都很高 。夏大庆元年 （１０３６年） 野利仁荣遵照元昊命令 ， 仿效汉字的形体结构
及其构造原理 ， 搜集 、整理创制出西夏文字 。 西夏文作为党项族的民族文字一直延用到这
个民族的消亡 ， 中间没有另造其他文字 。 西夏字和汉字性质的相同和形式的相近 ， 表明了
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 ，它们之间主要有以下共同特点 ：

两种文字同属表意文字体系 。 在表意文字中 ， 它们在结构 、 笔画 、 形象上最为接近 。
它们都有了表音成分 ，所以也可以称为音意文字 。 意符和音符在形式上没有任何标志 ， 其
位置都不固定 ， 都具有难认 、 难写 、 难记的特点 。 两种文字的个别字词反映本民族的世界
观 ，记录党项羌自称的蕃字 、 皇帝的姓氏 （嵬名） 二字 ， 构成成分都有 “圣” 字 ， 以示其
神圣 、 高贵 。而记录其他民族称呼的字则往往以 “虫” 、 “草” 等字合成 ， 以示轻蔑 。 汉字
中也有类似情况 。

两种文字形体 、文字构成方法近似 。 西夏文也像汉字一样是方块形 ， 它的基本笔画也
有汉字的点 、横 、竖 、撇 、捺 、拐 、 提等 。占西夏文总数 ８０ ％ 左右的会意合成字 、 音意合
成字分别类似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 。

两种文字都有楷书 、行书 、 草书 、 篆书 。 楷书多用于刻印和工整的抄写 ， 行书 、 草书
常用于手写 ，篆书则仅见于碑额和印章 。 楷书方正匀称 ， 行书自由舒展 ， 草书云龙变幻 ，
篆书屈曲婉转 ， 都能和艺术融为一体 。

西夏重视佛教 ， 佛学教育制度完备 。 在中央官署中 ， 设置了专门机构管理宗教事务 ，
如和尚功德司 、 出家功德司 、 护法功德司等机构 ， 品秩仅次于 “上品” 的中书和枢密 。 西
夏境内广建庙宇 ，曾多次向宋朝乞经 ，并组织人力大量翻译佛经 。 大量佛寺 、 僧人的存在 ，
使得佛教教育兴盛一时 ， 兴庆府 、 甘州 、 凉州 、 敦煌 、 黑水城等佛寺众多的地方成为佛教
教育中心 。西夏君王重视维护高僧地位 ， 重用名僧 ， 尊为上师 、 帝师 、 国师 、 法师 ， 如西
藏藏传佛教派高僧藏琐布被尊为上师 ， 西藏僧人波罗显胜被尊为为觉贤帝师 ； 帝王常亲自
聆听高僧登法座演讲佛经 ，并定期举行法会 ， 官吏百姓均须拜佛诵经 。 佛学的教学内容以
传授佛教文化为主 ，所用的教材是翻译成西夏文的汉 、回鹘 、 吐蕃文经典 。 西夏为了满足
佛学教育活动的需要 ，大量翻译 、刊印 、抄写佛经 。

西夏重视教育 ，创立本民族文字 ， 重视佛教 ， 其目的在于通过巩固民族语言 、 丰富民
族文化 ，以加强对人民的精神控制 ， 凝聚民心 ， 求得国家长治久安 。 这些教育措施客观上
也提高了全民的文化素质 ，为文明传承和文化传播 、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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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元时期其他羌族地区的教育状况

羌人支系迁徙范围很大 ， 除融入内地的羌人和建国的羌族支系外 ， 到宋元时期 ， 大部
分羌人聚居于四川西北部地区 。

早在隋唐时期 ，中央政府就在羌区设置州县 ， 宋元时期 ， 中央政府一方面对羌人首领
“捐高爵厚俸以侈其心” ① ， 一方面进行文化教育 。 宋仁宗庆历四年 （１０４５ 年） 曾诏 “州县
皆立学” ，② 设置教授 。当时在茂州设有教授等学官 。③ 宋政和七年 （１１１７ 年） ， 魏禧知石泉
（今北川县） 军时 ，在县城内创建学宫 。 学宫的主要活动内容 ， 一是藏书 ， 供人阅读 ； 二是
供奉孔子等先贤 ；三是讲学 ， 传播汉族文化思想 。 学宫主要招收地方官吏 、 当地富豪及羌
族酋领子弟 。宋时对茂州地区羌族还加强了军事教育 ， 宋徽宗宣和四年 （１１２２ 年） ， “诏茂
州石泉军旧管子弟 、番土守 ， 把不谙射艺 ， 选施黔兵善射者各五十人 ， 分任教习 ， 候精熟
日遣回” 。④ 宋嘉熙二年 （１２３８年） ，学宫毁于当地羌民暴动 。 淳祐三年 （１２４３ 年） 张贵接
任石泉知军时得以恢复 。 坟川县自唐代起就有进士显第人才 ， 如元友谅 ， 唐元和年进士 ；
李枢 ， 宋乾道中进士 。元朝也曾诏州县设学校和书院 ， 置学正 、 山长 、 学录 、 教谕等教职 。
元统治者重视西夏文化 ，西夏人在元社会地位较高 ，西夏文仍通行于元朝 。

随着中央统治的加强 ，羌族地区其他民族的融入 ，汉文化对羌族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 。
到明清时期 ，羌族聚居于四川西北的茂州及松潘 、 理番 、 汉川 、 石泉等地 ， 在风俗习惯方
面还保持了羌人的主要特点 ， 一直延续至今 ， 最终演变为现代羌族 。 羌族地区的教育已逐
步纳入中央教育体制之中 。

第二节 　 维吾尔族的形成及其古代教育

维吾尔族是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之一 ，早在 ２０００ 多年前 ， 其先民便出现在历
史舞台上 。维吾尔族在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中 ， 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 ， 其教育亦
富有民族特色 。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枟宋史 · 蛮夷一枠 。

枟宋史 · 选举志三枠 。

冉光荣等著 枟羌族史枠 ， 成都 ： 四川民族出版社 ， １９８４ 年版 ， 第 ２１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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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

早在新石器时代 ，由于盆地绿洲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 ， 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上就有了人
类活动 。历史上活动在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绿洲上的有许多部落 、 部族或民族 ， 其中
主要有塞人 、吐火罗 、匈奴 、 柔然 、 铁勒 、 乌揭 、 华夏 、 突厥等 ， 这些部族或民族的聚合
对维吾尔族及其文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

史学界一般认为 ，丁零是高车 、 回纥 、 回鹘的先民 ， 和今维吾尔族有渊源关系 。 维吾
尔族在我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中最早被称为袁纥 、 韦纥 ， 唐朝时被称为回纥和回鹘 ， 元时
称畏兀儿 ① 。 回纥的先世可以上溯到汉魏时期的丁零 、 乌揭或春秋时期的狄 。也有学者认为
公元 ４ 世纪一些操突厥语的部落结成联盟铁勒或高车 ， 而维吾尔族的族源正是这些联盟的
一支 ， 高车最初有狄氏 、袁纥氏等六氏 ，其中的袁纥氏即维吾尔的先民称谓 。

隋末唐初 ， 回纥逐渐强大 ， 公元 ６３０ 年 ， 东突厥汗国亡 ， 回纥与薛延陀称雄漠北 。 后
回纥首领吐迷度遣使朝献 ，表示归命于唐 。 吐迷度在接受唐朝册封的同时自称可汗 ， 正式
建立回纥汗国 。

在回纥兴起以前 ，铁勒诸部统称 “九姓铁勒” 。回纥兴起以后 ， 成为漠北铁勒诸部的总
代表 ， 于是人们使用 “九姓回纥” 一名替代 “九姓铁勒” 。 但此后 ， 漠北各部落争斗依然不
止 ，回纥一度被突厥击败 。

公元 ７４４年 ，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阙毗伽可汗 ， 置牙帐于乌德鞑山 ， 再建回纥
汗国 。 唐玄宗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 。这时回纥又并拔悉密 、 葛逻禄两部 ， 号称十一部 。
公元 ７４５年 ，怀仁可汗攻杀突厥白眉可汗 ，占有了突厥全部故地 。

怀仁可汗死后其子磨延啜继位 ， 号葛勒可汗 。 公元 ７５５ 年 ， 安史之乱爆发 ， 回纥葛勒
可汗请助唐平乱 ，刚刚即位的唐肃宗亦派使赴回纥请兵 。 回纥出兵助剿 ， 得到唐朝大量赏
赐 。后唐代宗又借回纥兵平定史朝义叛乱 ， 并加大赏赐 。 其后唐与回纥关系密切 ， 几度和
亲并受唐册封 。 至公元 ８０９年 ，回纥保义可汗上表请求将族名由回纥改为 “回鹘” ② 。

公元 ８４０年 ，回纥的多数被迫离开鄂尔浑河流域向西迁徙 ， 一支到河西走廊 ， 与早在
公元 ６８２年后迁至甘凉一带的回纥一支相会合 ， 建牙帐于甘州 ， 初依附吐蕃 ， 公元 ８４８ 年
后又归附敦煌张义潮 。公元 ８７２ 年 ， 回纥乘张义潮去世攻占甘州 ， 自立为可汗 ， 史称甘州
回纥或河西回纥 。到 １１ 世纪上半叶 ， 河西回纥为西夏击败 ， 受其统治 。 １２２７ 年蒙古灭西
夏 ，回纥又受蒙古统治 。此后这支回纥形成甘肃的裕固族 。

西迁的第二支回纥经巴里坤草原到天山以北 ， 回纥首领仆骨俊率部众击败吐蕃 ， 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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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下文元朝时采取维吾尔称谓 ， 不再特别注明 。

后世史料中常见回纥 、 回鹘混称 ， 本书统称回纥 ， 后不再标注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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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庭 ， 并攻占轮台 （今新疆米泉县境内） 、 西州 （吐鲁番） 。 后来这支回纥日益强盛 ， 建立
以西州为中心的高昌回纥政权 ， 史称西州回纥或高昌回纥 。 高昌回纥王国时期维吾尔族的
文化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发展时代 。

西迁的第三支回纥 ，投奔先迁于葱岭西中亚草原的葛逻禄部 ， 史称葱岭西回纥 。 １０ 世
纪中叶至 １２世纪 ，联合葛逻禄 、 样磨等部族 ， 建立起强大的喀喇汗王朝 ① ， 其强盛时期境
域包括今新疆的疏勒 、莎车 、 和田 、 于田等地 。 到 １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 伊斯兰教成为汗国的
统一信仰 ，被迅速推及其属地 。喀喇汗王朝于 １０４２年正式分裂为东西二部 。 １３世纪初东西
喀喇汗王朝先后灭亡 。

元时成吉思汗晚年将国土分给四个儿子 ， 建立四大汗国 ， 其次子察合台的封地为天山
南北和阿姆河流域 ，察合台以此建立察合台汗国 ， 首府在阿力麻里 。 １３２０ 年以后 ， 察合台
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 。

１３４８ — １５１３年间 ，天山以南的大部分蒙古人由游牧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 ， 并开始了突
厥化和伊斯兰化过程 ，最终融合到维吾尔中 。天山以北的一部分蒙古人也改信了伊斯兰教 。
秃黑鲁 ·帖木儿是东察合台汗国王族中第一个信仰并推行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王 ， 他的属民
全部归信伊斯兰教 。从此 ，天山以南的大多数蒙古人开始了维吾尔化和伊斯兰化 。 维吾尔
族在这一时期形成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区和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区 。

１３８９年秃黑鲁 ·帖木儿的幼子黑的儿火者继位 ， 建都于别失巴里 ， 重新恢复察合台家
族对汗国的统治 ，他用武力归并了火州和吐鲁番 ， 并攻占哈密地区 ， 对这里的佛教进行了
毁灭性的打击 。 １４０７年 ，马哈森继汗位 ，他在汗国境内的蒙古人中强制推行伊斯兰教 。 在
１４１８ － １４３４年歪思汗统治东察合台汗国时期 ， 在瓦剌势力的压力下 ， 歪思汗将首都迁到亦
力巴里 ，汗国的重点也转到伊犁河谷和天山以南 。

１５１４年 ， 在东察合台汗国内部由赛义德建立了一地方政权 ———叶尔羌王朝 。 １５６５ 年叶
尔羌王朝统一了东察合台地区 ， 建立了叶尔羌汗国 ， 后吐鲁番地区和哈密地区也并入其版
图 。马黑麻统治时期 （１５９２ — １６１０） ，叶尔羌汗国达到鼎盛 。 自 １６７８ 年起 ， 准噶尔汗国统
治南疆维吾尔地区 ，直到 １７５５年清朝败俘达瓦齐 ，准噶尔汗国的统治才结束 。

清军败俘达瓦齐时 ，清政府让大小和卓统治维吾尔地区 ， 但要求其必须接受清政府管
辖 ，维吾尔地区纳入清朝版图 。 但是大小和卓在实力强大之后 ， 妄图摆脱清政府控制 ， 于
１７５７年号称 “巴图尔汗国” 与清政府决裂 ， 乾隆出兵于 １７５９年彻底击败大小和卓 ，统一天
山南北 。

此时天山南维吾尔族的大多数地区是由 “伯克” 统治的 ， 属封建领主制的社会 。 一般
每座绿洲城镇都有一个完整的 、 分工精细的伯克体系 。 伯克中的最高首领称阿奇木伯克 。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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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伯克的职务是总管城镇所辖各城村的大小事务 ， 职繁权重 ； 清朝统一新疆后 ， 改革了
伯克制度 。核心是分散阿奇木伯克权利 ， 改世袭为任命 ， 规定其品级和俸禄 。 其后又设立
军府制 ，设伊犁将军作为新疆的最高长官 。

１９世纪 ３０ 年代和 ７０年代 ，维吾尔族人民协助清朝政府先后平定了张格尔叛乱和阿古
柏入侵 。清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 年） ， 新疆改设行省 ，置巡抚 ，建立府 、 州 、县制 ，进一步巩固
了祖国的统一 ， 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 ， 使清朝在新疆的统治直接化 。 清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 ，清朝政府废除了伯克制度 。

二 、维吾尔族的古代教育

（一） 维吾尔的远古教育

维吾尔族远古的教育无确切文字记载 。 现据考古发现推断 ， 分布于现今博尔塔拉 、 伊
犁和天山北麓的大量岩画 ， 是古代乌孙教育活动的遗迹 。 岩画中反映了传播狩猎 、 畜牧 、
牲畜繁殖等生产经验和人类两性生活及自身繁衍等教育内容 。

公元前 ６世纪至公元前 ２ 世纪 ， 在丝绸之路南北道上已有汉文和来源于古印度等地用
来记写当地语言的佉卢文 、波罗米文 、 吐火罗文同时流行并用的史实 。 公元前 ３ 世纪出现
文字教育 ，分别用佉卢文 、婆罗迷文 、粟特文 、回仡文 、 察合台文 、 阿拉伯文等进行教育 。
古波斯文文献中 ，有喀什的粟特商人教 ５岁的女儿学算术 ， 长大学做生意的记载 。① 汉朝设
西域都护府 ，并在沿丝绸之路各地设戍屯田 。 西域各国在王室 、 官吏的敕令 、 文书 、 信函
中 ，汉文与佉卢文 、波罗米文 、吐火罗文等往往并用 。 考古发现的用汉文和佉卢文同铸的
“汉二体钱” 及 枟汉文 ——— 于田文 （波罗米文） 词汇枠 等 ， 均说明汉文的使用 ， 并和当地民
族语文的对译 。 １９０１年 ，英籍匈牙利人马克 · 奥里尔 · 斯坦因 （１８６２ — １９４３） 在尼雅遗址
发现的汉武帝天汉三年 （公元前 ９８ 年） 汉简 ， 有天算 、 历法 、 小学 （文字学） 、 医学 、 占
卜等内容 ，说明内地的教育内容已经传入维吾尔地区 。 在楼兰 、 于阗等地考古也发现 ， 早
自西汉时代 ，在古丝绸之路南 、北诸国上层人士中就已学习汉文 。②

（二） 回纥西迁前后的教育

吐迷度建立回纥汗国标志着回纥已进入奴隶制社会 ， 社会经济空前发展 ， 文化教育也
随之提高 。回纥和突厥相邻 ， 均为游牧民族 ， 语言的基本词汇相同 ， 交互杂处 。 回纥汗国
建立以前 ，各部长期受突厥汗国统治 ， 文化习俗基本突厥化 。 如舞蹈 、 坐高轮毡车 、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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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７６ 页 。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７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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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娶 、 丧葬礼俗等大体与突厥相同 。
鄂尔浑流域回纥早期信仰亚洲北部各民族共同信仰的萨满教 ， 公元 ７６３ 年从内地传入

摩尼教 ，后来摩尼教一度大兴 ， 但那时摩尼教寺院不多 ， 寺院教育的形式也不普遍 。 在回
纥汗国末期 ，佛教似已传入 ， 但尚未广泛传播 。

自汉代设西域都护以来 ， 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日益深入 。 以汉文为媒介的儒学教育在
一些地区甚为流行 。回纥三次出兵助唐平定 “安史之乱” 之后大批回纥人入居中原地区 ，
进一步接受汉文化 。回纥语言属阿尔泰突厥语系 。 回纥原无文字 ， 曾使用突厥文 、 粟特文
和汉文 ， 枟九姓回纥可汗碑枠 便是用突厥文 、汉文 、粟特文镌刻的 。 回纥文在公元 ９ 世纪初
才仿照粟特文创制出来 。可汗常派使者到唐廷朝拜 ， 来往文书俱用汉文 。 可汗家族 、 贵族
和大臣多学汉文 ，到中原经商贸易的回纥人也多学汉文 。

回纥主体西迁前 ，高昌地区就形成了一个汉文和儒学教育的大环境 。 回纥西迁后 ， 在
高昌地区建立高昌回鹘王国 ，自然地继承了汉文和儒学教育的传统 ① 。 佛教自公元 １ — ２ 世
纪间传入西域后 ， 在西域得到广泛流行 。 佛教不排斥其他宗教 ， 故佛教广泛流行的同时 ，
也有摩尼教 、景教 、祆教等的活动 。 但佛教占主导地位 。 公元 ９ 世纪中叶以前 ， 宗教教育
主要是佛教教育 。

在回纥西迁前 ，西域各国舞乐盛行 ， 枟龟兹乐枠 、 枟疏勒乐枠 、 枟高昌乐枠 、 枟于田乐枠 、 枟疏
勒乐枠 、 枟伊州乐枠 是西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维吾尔民族音乐和中华民族音乐艺术的
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唐代和田著名画家尉迟乙僧的立体画法 （即凹凸 、 阴阳画法） 对中国
绘画有很大影响 。

回纥西迁后 ，初期还使用突厥文 ，后来逐渐采用粟特文字母拼写回纥语 ，几经修改成为回纥
文字 。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图书馆或博物馆内收藏的回鹘文文书和文物来看 ，回纥文已成为社会的
交际工具 ，但汉文仍使用 。 １０世纪印刷术传入高昌回纥 ， １３世纪初印刷业在高昌蓬勃发展起来 ，
吐鲁番成为当时中亚印刷中心 ，有用回纥文 、汉文 、叙利亚文 、梵文 、波斯文 、突厥文 、吐蕃
文 、西夏文等 １０多种文字印刷的佛教 、摩尼教 、景教 、祆教的经典和文书 。高昌回纥王国继承
了高昌地区原来的儒学教育传统 ，在回纥西迁前 ，高昌地区居住着许多汉人 ，回纥西迁后他们逐
步被回纥同化 ，但汉语 、汉文仍在使用 ，汉文教育仍在进行 。

元代作为色目人中的维吾尔人 ， 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元朝有大批维吾尔人
迁至甘肃 、陕西 、河南 、两湖 、 江浙 、 闽广等地 。 他们在国内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 ， 接受
了良好的教育而登上仕途者不乏其人 ， 而且有许多政绩斐然者 ， 并涌现一大批教育家 。 内
迁维吾尔人多数与其他民族通婚 ，后逐步成为回族的一部分 。

·０１１·

① 据记载 ， 唐和北宋时代 ， 楼兰和高昌一带流行汉文 ， 设有官学 、 义学和学宫 ， 置博士弟子 ， 教授儒家经典 。 在

元 、 明 、 清时期儒学亦未间断 。 见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７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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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在元朝文化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 元中统元年 （１２６０ 年） 世祖令国师八思巴
用回纥文创制蒙古新字 。元朝政府诏令全国以汉楷及维吾尔字 （亦称北庭字 —回纥文） 为
国家通用国文 。 元时科举考试 ， 色目人也受到一定优待 ， 通过科举中进士者为数不少 ， 这
一时期维吾尔的教育得到较快发展 。

高昌回纥的佛教教育发达 ，回纥文佛经多从汉文佛经译出 ， 并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 。
以寺院为中心进行的佛教教育内容由浅入深 ， 依年龄逐渐加深 。 在受完佛教的基础教育之
后 ，教授各种佛经 ，其中 枟金光明最胜王经枠 、 枟金刚经枠 、 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枠 是基本教
材 。此外如 枟法华经枠 、 枟华严经枠 、 枟莲花经枠 、 枟阿弥陀经枠 等也都是学习内容 。 当时佛教
教育施用的文字 ，主要是回纥文 ， 也兼用汉文和梵文 ， 那些对佛教经义造诣较深者必通梵
文和汉文 。

佛教教育中 ，教师就是寺院的住持高僧 ， 学生便是小沙弥和僧众 ， 教材就是佛经 。 佛
教教育的方法 ， 强调背诵强记 。 师生关系就是师徒关系 ， 寺规就是校规 。 佛经有的是僧众
抄写 ， 有的是施主们为积善德而雇人抄写的 。到了元朝就有了木版活字印刷的回纥文佛经 。

明代中叶 ， 伊斯兰教逐步控制了高昌地区 ，佛教衰落 ， 佛教教育也随之衰落了 。

（三） 喀喇汗王朝的教育

喀喇汗王朝疆域东达塔里木盆地的中部 ， 北到伊犁河流域和巴尔喀什湖 ， 西至锡尔河
和阿姆河 ，南抵帕米尔高原 。 喀喇汗王朝是突厥人建立的政权 ， 其中 ， 回纥人在政治 、 经
济 、文化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 先后定都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 。 在木萨 · 阿尔斯兰汗统治时
期于公元 ９６０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 ， 在喀喇汗王朝大力推行伊斯兰教 ， 并获得成功 。 之
后 ，他向笃信佛教的于阗地区发动圣战 ， 展开一场宗教战争 。 而于阗国早在两汉时期已经
称雄于塔里木盆地的南部绿洲上 ，与莎车 、楼兰 、 龟兹等号称西域 “大国” 。 佛教早在公元
１世纪就传入于阗 ，并得到迅速发展 ，于阗城也便成为西域的几大佛教文化中心之一 。 于阗
的僧人和艺术家在我国佛教史 ，艺术史上也都占有重要地位 。 直到 １１ 世纪初 ， 喀喇汗王朝
最后才将统治于阗近千年的尉迟氏王族李氏王朝灭亡 ， 把伊斯兰教传入塔里木盆地南部广
大地区 。后来 ， 由于王朝内部矛盾导致喀喇汗王朝分裂 ， 形成东西两部 ， 西部以撒马尔罕
为中心 ，东部以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为中心 。 东部王朝在哈龙布格拉汗二世统治时期
（１０７４ — １１０２年） ， 政治相对稳定 ，经济得到发展 ， 喀什噶尔的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景象 。 王朝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 ， 用武力占领了高昌回纥王国 ， 摧毁了佛寺 ， 当地人民皈
依了伊斯兰教 ， 所以 ，他享有伊斯兰教 “正义和宗教的保卫者” 的封号 。 巴拉沙衮著名诗
人玉素甫 ·哈斯 ·哈吉甫写的长诗 枟福乐智慧枠 、 阿不都 · 加帕尔的 枟喀什噶尔史枠 都是这
个时期的杰作 。 到 １２１１ — １２１２年东部和西部两个王朝先后灭亡 ，喀喇汗王朝统治结束 。

喀喇汗王朝时期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 促进了科学文化的进步 。 尤其是回鹘人在全面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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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伊斯兰教以后 ，文化生活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 在思想观念 、 意识形态和伦理道
德等方面都逐步伊斯兰化 。认为真主是宇宙的主宰 ， 一切赞美 、 感谢和称颂应归于真主和
其伟大的使者穆罕默德 ，就连高昌回鹘王国的回鹘人也很快抛弃佛教文化 ， 形成了受伊斯
兰文化洗涤的新思想观念 。

喀喇汗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实体 ， 语言众多 。 但是 ， 基本上是讲突厥语族的各分
支语言 。回纥人已采用回纥文 ， 是社会书写契约 、 文书 、 诗歌的主要文字 。 王朝行政中心
的人民所使用的语言被称作哈卡尼亚语 ， 这是喀喇汗王朝的主要书面语言 。 但在伊斯兰教
传入以后 ，回纥文字逐渐被阿拉伯文字所代替 。

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喀喇汗王朝 ， 伊斯兰经文学校在喀喇汗王朝境内出现 ， 这种学校大
体是跟着清真寺的建立而出现的 。 清真寺是信教者集会的地方 ， 也是向教徒们进行宗教教
义 、宗教仪式等教育的地方 。

木萨 ·阿尔斯兰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后 ，他为把国内人民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 ，
又创建了皇家经学院 ，并在学院内设立了图书馆 。 通过这些高等经文学校 ， 喀喇汗王朝培
养了大批神职人员 ，如 “拉依斯” （督察官） 、 “哈孜” （宗教法官） 、 “穆夫提” （宗教法庭审
判官） 、 “哈孜拉依斯” （二法官） 、 “哈提甫” （主持阿訇） 、 “大毛拉” （宗教学者） 、 “木代尔
勋” （经文教师） 等 ，对巩固王朝政权 ， 稳定占领区的秩序 ， 推动王朝统治地区的全面伊斯
兰化起了重大作用 。

萨图克 ·布格拉汗创建了沙其耶买德里赛 ① （１２１１ 年被契丹人所毁） ， 这是喀喇汗王朝
第一所高等经文学校 。此外还有哈米迪耶买德里赛等 。 在沙其耶买德里赛有当时著名的宗
教学者胡赛音 · 艾尼 ·帕孜勒等人任教 ， 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马赫穆德 · 喀什噶
里 、玉素甫 ·哈斯哈吉甫等 。

曾经在沙其耶买德里赛受教育 ， 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马赫穆德 · 喀什噶里 ， １０８２ 年从
巴格达游学归来 ，在他的家乡乌帕尔 （今疏附县乌帕尔） 创建 “马赫穆地耶买德里赛” ， 马
赫穆德 ·喀什噶里亲自在学院任教 。 这所学院大门上挂着 “知识 ———幸福的象征” 的匾额 。
各地的不同学派的学生都来这里求知 。 这所经文学院除教授伊斯兰教义外 ， 还教授阿拉伯
与波斯语文法 、 天文学 、 历史 、 地理 、 医学 、 逻辑学等 。 此外 ， 为适应伊斯兰教武力扩张
的现实需要 ，学院也进行军事教育 ， 学习骑马 、 射箭 、 刺杀等军事技能 。 学校开学 、 结业
时举行 “奴鲁孜” ， 师生欢聚一堂 ， 弹奏乐器 ， 唱歌舞蹈 ， 朗诵自己的诗作 。 同时表演骑
马 、赛驼 、叼羊等 ，并给学生颁发证书 。

喀喇汗王朝各级宗教学校的经费来源 ， 主要是靠瓦哈甫地的收入 。 瓦哈甫地大多是由
教徒赠送的 ，也有国家拨给的 ， 有耕地 ， 也有房屋和店铺 ， 学校用来出租 ， 收取租金 ， 这

·２１１·

① 买德里赛 ， 阿拉伯语 ， 即高等宗教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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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要收入 。一些著名的买德里赛拥有瓦哈甫地的数量很大 ， 教师的薪金 、 学生的膳食大
都由其租金收入中开支 。一些小的地尼买克塔普则经费来源少 ， 教师靠学生和家长的馈赠
生活 。 皇家办的买德里赛 ，经费由国库供给 。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 ，阿拉伯文也传入 ，被喀喇汗王朝的回纥人逐渐接受 ， 并于 １３ 世
纪形成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察合台文 。 察合台文对维吾尔民族的统一和新疆各民族的融
合起了巨大作用 。这种新文字在教育中取代了旧的回纥文 。

喀喇汗王朝时期是维吾尔教育史辉煌灿烂的一页 ， 涌现出大批教育家 。 喀喇汗王朝时
期的教育家马赫穆德 ·喀什噶里于 １０７２ — １０７４年间 ，在巴格达用阿拉伯文编写了一部世界
语言学罕见的著作 枟突厥语大词典枠 ，该书着重介绍了突厥语族的地区分布 ， 突厥语与回纥
文的特点 ，喀什的土尔克语与南疆土著居民语言融合的关系等 ， 并按名词 、 动词两大类介
绍了突厥语词汇 。它是一部研究突厥语各民族语言 、 历史 、 文化 、 艺术的宝贵资料 ， 意义
重大 。 枟突厥语大词典枠 还选入诗歌 ３００ 余首 ，其中有不少哲学规劝诗 ， 很有教育意义 。 他
还著有 枟突厥语精华枠 ，已失传 。

另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尤素甫 ·哈斯 · 哈吉甫 ， １０１８ 年生于巴拉沙衮 ， 早年受教育于喀
什沙其耶买德里赛的大教师胡赛音 · 艾尼门下 。 他除学习伊斯兰教义外 ， 还精学了语言文
学 、历史 、地理 、哲学 、 数学 、 医学 、 逻辑等 ， 并精通阿拉伯 、 波斯等语言 。 １０６９ — １０７０
年 ，他在喀什噶尔城写成了叙事长诗 枟福乐智慧枠 ， 献给喀喇汗朝国王桃花石 · 布格拉汗 ，
得到国王的赏识 ，被封为 “哈斯 ·哈吉甫” （国王特别御侍官） 。 枟福乐智慧枠 的内容涉及政
治 、经济 、文学 、哲学 、宗教各方面 ，是研究喀喇汗朝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 。

（四） 察合台汗国时期的维吾尔族教育

察合台汗国对各种宗教都实行宽容和保护政策 ， 喀什噶尔继续作为伊斯兰文化教育中
心 。 １２５５年 ， 维吾尔人马思忽惕任别失八里行尚书省云并兼河中地区总督时 ， 在布哈拉创
建一所叫马思忽惕耶的经文大学 。 其后几年 ， 又在喀什噶尔重建了沙其耶买德里赛 ， 并改
名为马思忽惕耶买德里赛 。这所经文学院规模宏大 ， 马思忽惕亲自主持聘用知名学者贾马
勒 ·卡尔西等执教 ，设立神学 、 哲学 、 法学等程 ， 讲授阿拉伯和波斯语言文学 。 该院实行
正规考试及学位制 。马思忽惕耶买德里赛附设有著名的图书馆 “沙阿旦提” 。

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 ，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创制的维吾尔文 ， 逐渐完成了取代回纥文
的过程 。维吾尔吸收了阿拉伯和波斯语的一些宗教 、 政治和科学词汇 ， 并把这些词汇传到
高昌维吾尔中 ， 而在高昌维吾尔原已吸收的大量汉语词汇也被塔里木西部的维吾尔接受并
传到中亚 ，最终形成了察合台语文 。 察合台汗国时期 ， 维吾尔民族成为中亚地区具有较高
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民族 ， 涌现出天文学家加马里丁 、 文学家尤奴斯 · 海亚木 、 医学家
叶海亚 、农学家铁木耳 · 吐奴格 、 史学家沙剌班 （ 枟金史枠 撰修者之一） 与全普俺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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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枟宋史枠 撰修者之一） 、音乐家穆罕默德 ，曲勒潘 、 语言学家艾勒沙尔等 。 叶海亚在阿里麻
里克和汗巴里克开设了骨科专科学校和兽医学校 ， 培养造就了许多医生 ， 这些医生骑着马
在天山南北和锡尔河流域农村和草原行医 。 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 枟阿凡提的故事枠 正是在
这个时期形成的 。

马思忽惕耶买德里赛在培养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有成千的 “塔里甫” （学生） 从克
什米尔 、拉合尔 、巴拉沙衮 、 钦察草原 、 呼罗珊 、 伊犁河谷和塔里木河流域的各城镇来到
这里学习和深造 。毕业生中享有盛名的赛义德 ·喀什噶里 ， 他呕心沥血毕生从事教育事业 ，
在呼罗珊任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 著名的诗人阿不都热合曼 ·加米是他的得意门生 。

在察合台汗国末期对维吾尔文化有巨大影响的作家有买吾纳拉 · 阿不都拉 · 鲁特菲
（１３６６ — １４６５） 和艾勒西尔 ·纳瓦依 （１４４１ — １５０１） ， 他们在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 鲁
特菲曾在中亚一些买德里赛任教 ， 教授波斯语和阿拉伯语 、 文艺理论 ， 他把波斯文的铁木
耳兰的名著 枟出征记枠 译成维吾尔文 。 纳瓦依是对维吾尔教育 、 诗歌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思
想家和古典作家 ，维吾尔古典音乐 枟十二木卡姆枠 的歌词绝大部分是以纳瓦依的诗为基础
充实 、 丰富起来的 。他的诗选 枟纳瓦依枠 一直是维吾尔现代学校的语文教材 。 纳瓦依的其
他著作尚有 枟汉穆撒纳瓦依枠 、 枟恰哈尔底莞枠 ， 在这些著作中他尽情讴歌知识 、 真理和公
正 ，歌颂劳动人民 。

（五） 叶尔羌汗国时期的维吾尔族教育

叶尔羌汗国建立后 ，赛伊德汗在王都叶尔羌创建了一些买德里赛 ， 并创办了皇家图书
馆 ，广泛收集阿拉伯文 、波斯文及本民族语言文字写成的各种古籍 ， 藏书达数万册 。 他还
在王城东兴建了图舒克塔克天文台 。 此外 ， 还创办了斯帕黑耶军事学校 、 黑帕黑耶医学校
以及音乐学校等 。

古城喀什噶尔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发展 ， 不但拥有历史悠久的罕力克买德里赛 、 阿克
买德里赛 ， １５２２年又创建了米尔扎 · 海答尔买德里赛 ， １６３０年又创建了沙克耶买德里赛 。

叶尔羌汗国时期伊斯兰文化空前繁荣 ， 涌现出 枟拉失德史枠 、 枟中亚蒙兀尔史枠 的作者
米尔扎 ·马黑麻 （１５００ — １５５１） ， 枟编年史枠 的作者马合木 ， 扎刺思 （１６２６ — １６９８） 、 枟和加
伟人穆罕默德传枠 与长诗 枟旅行记枠 的作者叶尔羌苏菲派诗人穆罕默德 · 斯迪克 · 翟利里 、
枟乃裴斯诗集枠 的作者诗人阿曼尼沙汗 （１５３４ — １５６７） 以及哈拉巴提 、 黑尔克提 、 奴比提 、
毛拉帕孜勒等著名学者和文人 ，他们都曾受教于叶尔羌汗国的经文学校 。

赛伊德王朝美术体书写法得到巨大发展 ， 凡课本 、 名著都要以楷书书写印刷 ， 通称美
术书写法 。印玺 、公章 、墓碑 、拱北 、高塔的围墙上都雕刻或书写着赏心悦目的楷书体字 ，
谙悉书法艺术的人被称为全才 ，书法也成为皇家经学院的基本课程 。

叶尔羌汗国在音乐文化上继承了古代于田乐 、 疏勒乐 、 龟兹乐 、 高昌乐 、 伊州乐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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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遗产和优秀传统 。很久以来逐渐形成的 枟木卡姆枠 乐章在天山南部的城镇和农村广泛流
传 ，它的音乐结构逐渐形成 ， 成为完整乐章整体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 。 在叶尔羌汗国第二
代可汗热西德统治时期 ，就开始了 枟木卡姆枠 的最初组编工作 。 据伊赛姆图拉 · 尼木图拉
的 枟乐师史枠 记载 ，在热西德汗时期 ， 编入 枟木卡姆枠 的有 １６ 部乐章 。 对组编 枟木卡姆枠
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是热西德汗的王妃阿曼尼莎汗与玉素甫 · 柯迪尔汗 。 枟十二木卡姆枠 是叶
尔羌汗国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 。

这一时期维吾尔舞蹈也得到发展和充实 ， 舞蹈和 枟木卡姆枠 的演奏结合起来 ， 每个
枟木卡姆枠 结尾都有 “麦西来甫” 作为舞蹈专场 。 当时舞蹈的代表作有 “夏迪亚那” （宫廷
宴会的主要舞蹈形式） 、 “纳扎尔库姆” （竞技舞蹈） 。 此外还有反映游牧生活的独特舞蹈刀
浪舞 。

枟热西德史枠 （作者米尔扎 ·海达尔 ·库拉刚） 也是叶尔羌汗国重大文化成就之一 ， 枟热
西德史枠 及其续编 ，弥补了我国 枟明史枠 对新疆地区记载不足的缺陷 。

（六） 清统一新疆后的维吾尔族教育

清统一新疆之初 ，进一步继承和完善唐以来的科举制度 ， 汉文为科举考试的法定语文 ，
应试者必须熟练地掌握好汉语文 ， 并熟悉八股文的写作 。 为适应科举需要 ， 清政府在新疆
设立了州学 、县学 ，还办起了书院 、 义学和私塾 。 州学 、 县学是公办的 ， 由国家拨给公地 ，
由学校出租或雇人种 ，以其收益解决办学开支 ；书院 、义学和私塾有些是民间集资兴办的 ，
有些书院 、义学也是公办的 。 清朝政府令维吾尔族青少年入州 、 县学和义塾 ， 学汉文 ， 读
“四书” 、 “五经” ，走科举之路 ，但收效甚微 。阿古柏入侵后 ，儒学教育遭到严重破坏 。

左宗棠在平定阿古柏之后 ， 就奏请在喀什设训导一员 ， 设扎克迪买克塔甫伯克一员
（官阶五品） ，专管教育 。左宗棠办理维吾尔族教育 ， 深谋远虑 ， 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
措施 。 他仍然沿袭乾嘉时期的双语双轨制 ， 即官办的义塾和蒙养学堂 。 对宗教界办的经文
学校不加限制和干涉 ，经文学校学阿拉伯文 ， 也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 进行宗教知识的
教育 。 并增刊汉文书籍 ，对一些汉文书籍辅以维文注释刊印 。 他还多次上书朝廷 ， 提出加
强教育的措施和建议 。

１８８４年新疆正式建立行省后 ，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也积极筹划教育 。 他认为办理民族
教育要以 “通华语为先务” ，积极推行汉语教育 。 刘锦棠主张以奖励的办法促进维吾尔儿童
向学进取 ，还加强了对各地学务的管理指导 ，设置学官 。

戊戌变法后清政府建立起新式学校教育制度 ， 自 １９０１ 年起到 １９１０ 年止 ， 新疆建立起
省的教育行政机构 ，开始了专门机关领导教育的新时期 。 这一时期大力改建和兴办各类小
学堂 ， 新疆巡抚及提学使督导府州厅县各级官吏努力兴学 ， 并将办学成绩列入官吏考核内
容 ，按绩升迁 。 学校 、教师 、 入学学生数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 此间新疆开办的各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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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各民族 ，特别为维吾尔 、 蒙古 、 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设立了简易识字学塾 、 汉语学堂 、
官话学堂 。还开办了面向南疆维吾尔族的初等职业教育训练艺徒学堂 、 工业学堂 、 农业学
堂与实业学堂等 ，这些学堂以传授蚕桑 、 织布 、 造纸 、 织毯 、 铁木工 、 靴鞋等业手工技艺
为主 。 同时还创办了各类中等学校及军事学校 ，培养了一些专门人才 。

新疆建省以后 ，经长期战乱破坏的经济开始复苏 ， 一批富有远见卓识的维族商人 ，开始
重视并着手发展本民族教育事业 。曾出国旅居的阿图什富商玉山马木沙巴依和巴哈吾丁木沙
兄弟在故乡依克沙克村创办了新疆首所维吾尔私立学校 ——— 玉山学堂 ，并派学员赴俄国喀山
师范学校进修深造 。这些留学生归国后 ，不仅引入近代学校的组建管理制度 ， 教育内容也发
生重大变革 ，不再单纯讲授宗教知识 ，普遍开设了文化课 ，在民族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

第三节 　 回族的形成及其古代教育

一 、回族的形成与分布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 。① 回族的形成是中国和阿拉伯政治 、经济 、文化交流的客观结
果 。回族不是由中国境内的氏族部落融合 、 发展而成的 ， 也不是纯粹外来的民族 ， 是由信
仰伊斯兰教的外来人与中国境内民族融合 、发展形成的民族 。

公元 ７ 世纪中期 ， 唐朝盛世局面开始形成 ， 一部分阿拉伯 、 波斯 、 中亚等地的穆斯
林 ② ， 从海陆不同路线不断进入中国 ，并定居中国 ，或经商 ，或从事宗教活动 ， 另外还有相
当多的阿拉伯使节也留驻唐朝 ，这些人当时被称为 “蕃客” 。 之后 ， 因为军事原因又有很多
穆斯林留居中国境内 。

由于五代十国至宋代时期常年战乱 ， 中阿交流的陆路受到很大影响 。 但宋代中阿海外
贸易较唐代有很大发展 ，且商贸多以香药为主 ， 由于中阿商贸的不断发展 ， 大批阿拉伯人
也随之进入中国 ， 广州 、 泉州等沿海城市出现了穆斯林居民区 ， 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组织
“蕃坊” ，贸易区 “蕃市” ， 自己的学校 “蕃学” ， 建立礼拜场所清真寺 ， 在广大汉族的人群
环境中 ，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 。 而唐时来到中国的阿拉伯人与汉族或其他民族通婚 ， 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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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回回民族的形成问题 ， 学术界目前尚无一致看法 。 有的认为形成于元代 ， 有的认为形成于明初 ， 也有的说

形成于 １６ 世纪中叶 。 本书论述取元代形成说 。

穆斯林一词是阿拉伯文 Muslim 的音译 。 伊斯兰教徒的通称 。 由阿拉伯文 “顺从” （islam） 一词而来 ， 其愿意为

“顺服者” ， 即顺从安拉旨意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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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 ， 宋时已成为 “土生蕃客” 、 “五世蕃客” 或 “六世蕃客” 。
公元 １３世纪 ，蒙古兵西征欧亚大陆 ，大量的阿拉伯 、 波斯 、 中亚各族穆斯林被征发到

中原 ， 这些人成分更为复杂 ， 最多的应该是编入探马赤军的兵丁 。 探马赤军是元统治者把
被征服的诸部族编制成的军队 ， 其中的穆斯林随军征战到中国大江南北 ， 之后变为小土地
所有者 。同时由于东西交通大开 ， 商人来华更为便利 ， 来华之后定居的商人也不在少数 。
这些人到中国后 ， 大部分作军士 、 农民和工匠 ， 一小部分人做官 、 经商 、 从事宗教职业 。
蒙元百余年间来华的穆斯林从人数上讲已经远远超过了前朝 “土生蕃客” ， 这些人被称为
“色目人” ，政治地位较高 ，更便利了他们与其他各族人民通婚 。 元朝时来华的穆斯林是形
成回族的最主要来源 ， 他们散布于全国各地 ， 枟明史 ·西域传枠 载 ： “元时回回遍天下 。” 这
些人由于通婚和其他社会经济联系 ， 与汉人 、 维吾尔人 、 蒙古人等 ， 以伊斯兰教为纽带 ，
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 ，即回回族 。

回族的分布基础是在元朝时奠定的 。 河西地区 ， 包括今宁夏 、 张掖 、 酒泉一带 ， 是从
西域进入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 ， 唐宋时期就有很多阿拉伯 、 波斯人定居 ， 在元代又是重要
的镇戍 、屯田区域 ，故元时在这一带落籍的回回人便越来越多 。 忽必烈时虽曾下令签发过
这一带的 “回回军” ，但终元一代并未见减少 。随人口的自然增长 ， 这一带人口不断向邻近
区域迁移 。元代由于回回的社会地位较高 ，故回回人在全国各地做官的很多 ， 岭北 、 辽阳 、
河南 、 陕西 、云南 、四川 、湖广 、江浙等各省 ， 都有广泛分布 。 通常一个回回人做官 ， 都
有一大批回回百姓跟随 ，也促进了回回向各地的移民 。 元时大运河沿岸经济发达 ， 回回人
善于经商 ，运河沿岸城镇大多有回回人定居 。 因为宗教活动的原因 ， 回回人居住都比较集
中 ，从而使人口分布形成 “大分散 、 小集中” 的格局 。

明初原来居住在北京 、南京 、广州 、泉州 、宁波等地的回回人 ， 大部分迁徙转移 ， “大
分散 、 小集中” 的分布更加突出 。 由于明朝西域时有战乱 ， 内迁穆斯林人口较多 ， 西域动
迁的穆斯林 “寄住” 于甘肃一带后 ， 进而 “附籍” 于京师 、 南京 、 德州 、 杭州等地 。 甘肃
和陕西已经是回回主要的聚居区域 。 明朝还从甘州 （今张掖） 、 凉州 （今甘肃武威） 迁徙数
以百千计的维吾尔人到江南各卫 ， 这些人大部分也成了回族 。 明海陆交通又使得东南亚 、
南亚穆斯林入籍 ，如明永乐年间 ， 东南亚古苏禄国 （今菲律宾） 东王巴都葛叭哈喇来华 ，
病卒于德州 ，其次子安德鲁 、 三子温哈喇留德州守墓 ， 遂成为德州北营安 、 温二族回民的
先祖 。 因此 ，有明一代回族的聚合过程仍然在继续 。

清初时全国每个省份都有回族居住 ， 西北回族人口增加尤其明显 ， 陕西回族居住较其
他省为多 。今宁夏至平凉千里尽系回庄 ， 甘肃临夏 、 天水 、 西宁及河西走廊 ， 远至新疆昌
吉 、焉耆等地 ， 都是回回居住地 。 云南回族以昆明地区为中心 ， 东部嵩明 、 寻甸 、 曲靖一
带 ，西部楚雄 、 大理 、 保山等地 ，南部玉溪 、 河西 、华宁 、蒙自等地 ， 都有回族的聚居区 ，
成为全国仅次于西北的回族重要聚居区 。东北黑龙江 、 吉林 ， 西南远至西藏都有回族定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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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河两岸和长江中 、下游也都形成了聚居区 。 清朝历次回民起义被镇压后 ， 清政府都采
取屠杀和迁徙的办法对待聚居区回族 ， 回族人口数量和分布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 但回族
“大分散 、小集中” 、全国各省均有分布的格局没有改变 ，一直延至现代 。

二 、元代回回人的教育

回族先民初到中国时 ，他们大都讲阿拉伯语或波斯语 ， 基本上还保持着原来国家固有
的文化传统 ，名字大都仍由带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音译 。 但由于居住分散 ， 大多数人长
期与汉族人民杂居共处 ，这些人及其后裔便逐渐学会汉语 ， 并逐步使用汉字 。 唐宋时代回
族先民为了适应新的环境 ，尽快融入定居地环境 ， 采取形式灵活的教育方法 。 而伊斯兰教
基本知识教育是他们教育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 ， 伊斯兰的禁忌 、 礼仪 、 教义等渗透到日常
教育中 ，对人生态度 、行为准则产生影响 ， 并直接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体现 。 这种将宗教
内容融入其中的日常教育是最终形成回族的一个基础条件 。

唐宋时期回族先民还存在两种教育形式 ： 一是寺院教育 。 东来的阿拉伯人 、 波斯人信
奉伊斯兰教 ，要履行宗教功课 ， 就需要进行宗教教育 。 礼拜寺不仅是宗教活动场所 ， 同时
也是学习阿拉伯及波斯语言文化知识 、 宗教典籍 、 宗教仪式的场所 。 这种在礼拜寺进行的
教育或可称为寺院教育 ，明朝时进一步发展形成制度化的经堂教育 。 二是汉学教育 。 唐宋
回族先民来到中国 ，必须学习汉语 、 汉文化 ， 这就需要进行汉学的教育 。 在开始时是依附
于汉族之私塾和官学来进行的 ， 而后逐渐转为自己办学 ， 于是就有所谓 “蕃学” 之产生 。
这两种教育几乎是同时存在 ， 并行发展 。

元代中西交通大开 ，伊斯兰教在元朝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发展 ， 中亚各
民族迅速伊斯兰化 ，大批中亚 、 西域回回东迁 ， 一大批科学 、 学者 、 教士 、 商人 、 军士来
到中国 ，这些人被蒙古统治者称为色目人 ， 后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回族 。 这些东来
的穆斯林 ，在蒙元较优越的政治大背景下 ， 秉承阿拉伯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 ， 在一些已有
一定群众基础的穆斯林地区修建清真寺 、 拱北等伊斯兰建筑 ， 并以清真寺为教学场所 ， 传
播伊斯兰文化 。

元朝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文化 ， 曾在科举制度中有这样的规定 ： 色目人享受和
蒙古人一样的优待 ，同蒙古人为一榜 ， 而汉人 、 南人为另一榜 。 前者较后者容易 ， 但若色
目人 、 蒙古人愿意试汉人 、南人科目则 “中选者加一等注受” 。 回回上层学习汉文化之热情
空前高涨 ，办学兴教 ，蔚然成风 。 回回上层子弟 ， 或受家学 ， 或拜名师 ， 或入私塾 ， 或进
书院接受汉学教育 ，并培养出大量精英人物 。

元代回回人自身也很重视汉文化教育 ， 比如著名的回回政治家赛典赤 · 赡思丁
（１２１１ — １２７９）在任云南平章政事时 ，大兴学校 ，让回族及其他各族子弟入学 ，以敦教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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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沙班在杭州 ，伯笃鲁丁在浙东 ， 赛典赤 · 乌马儿在泉州 、 兴化 ， 答失蛮在大都 （今北
京） ，迺贤在湖北 ，伯颜子中在江西 ，都曾大力倡导教育 。 这类官办教育多是学习以宋明理
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许多回回接受了这种教育 ， 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 ， 他们促进了中
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对外传播 ，同时也对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 。

元代有不少回回人做了学官 ，主持学政 。还有不少人由于学识渊博 ， 成为翰林院学士 ，
或成为著名的书法家 、汉学大师 。元朝回回中还涌现不少诗人 、 画家 ， 如萨都剌 、 丁鹤年 、
高克恭等 。还有一些杰出的实务型学者 ， 如赡思就是一位研究广泛 ， 注重总结的学者 ， 他
著 枟重订河防通议枠 ，总结治理黄河经验 。

元朝为了满足对外交流需要专门开设了回回国子学 。 回回国子学是元代高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 ， 是由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 ， 遵照元世祖忽必烈的旨意 ， 于至元二十六年
（１２８９年） 主持创建的 。 它有别于元朝设立的中央国子学和蒙古国子学 ，是属于专门性质的
语言学校 ，使用 “亦思替非文字” （波斯文字） 教学 ，偏重培养翻译人才 ， 学员不限于回回
子弟 。 元仁宗延祐元年 （１３１４年） ，加置回回国子监 ，设监官 ，正式成立了官署 。回回国子
学培养出来的学生 ，大都在元中央各级行政机构和地方行政机构担任翻译职能的重要官职 ，
为元与穆斯林世界交往做出了巨大贡献 。 回回国子学的设立和发展 ， 它开创了由中央政府
设立外国语学校的先河 ，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

元时回回人的实用技术和学术在某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 朝廷设置了许多与回回相关
的学术技术机构 ，如回回司天监 、 广惠司 、 回回药物院 、 秘书监回回书籍馆 、 回回炮手军
匠上万户府等 。 这些机构中的教师大多是由不通汉 、 蒙语言的穆斯林 ， 所以都配有回回国
子监培养出来的人员协助工作 。教学方式主要是子承父业 、 师徒授业 。 元朝回回人在天文 、
医药 、 建筑 、手工制造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 回回学者扎马鲁丁曾造方位仪 、 斜纬仪 、
平纬仪 、天球仪等七种天文仪器 ，并编撰了 枟万年历枠 ， 由元世祖忽必烈颁行天下 。 另一位
回回天文学家可里马丁又编制了一个 枟万年历枠 ， 元代人民一直使用 。 著名的回回建筑家亦
黑迭儿丁学习汉族建筑技术 ， 规划并领导修建了元大都 。

三 、明代回族的教育

明代回族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经堂教育体制 ， 出现了一大批学贯中阿的大
学者 ， 他们开始尝试翻译伊斯兰经典 ， 为阿拉伯文化融入中国社会 、 中阿文化交流的进一
步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另外在保持民族认同情感的前提下 ， 开始有更多的回族人接受
汉文化 ，积极投身于报效国家 、 振兴民族的事业中 ， 其中也涌现了一批颇有远见卓识的教
育家 、 思想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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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堂教育制度的形成

元末明初回族人口不断增加 ， 明朝时清真寺不断增加和伊斯兰教人才短缺的矛盾逐渐
突出 。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衍面临深刻的危机 ， 发展一条适宜发展本民族特色教育
的道路是形势所需 。明朝一批回族志士积极探索振兴伊斯兰的途径 ， 开始倡导改革和发展
宗教教育 ，形成了制度化的教育模式 ———经堂教育制度 。

回族经堂教育首倡者是明嘉靖 、 万历年间陕西咸阳渭城伊斯兰教学者胡登洲 。
胡登洲 （１５２２ — １５９７） ，字明普 ，后世俗称 “胡太师” 。 胡登洲年幼时学过儒学 ， 后随

同乡高师祖修习伊斯兰教典籍 ， 曾朝觐麦加 ， 归返后 ， 因目睹中国伊斯兰教的不景气 ， 立
志兴学 ，遂借鉴阿拉伯教育制度 ， 先是在家中招收学生 ， 改革口头传授经文教义的教学方
法 ，尝试系统化教育 ，后又在清真寺办学 ， 学生实行自助 、 接受清真寺补助的方式完成学
业 ，由于他的影响 ，清真寺设学风气渐开 ，经后人不断加以完善补充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 ，
逐渐形成系统的经堂教育制度 ，经甘 、青 、豫 、鲁而逐渐推广至全国 。

经堂教育形成制度之后 ， 一般分为小学 、中学和大学 。 但这三者并非连贯的教育体制 ，
学习期限亦无严格规定 。小学是适龄儿童的基础教育 ， 主要学习阿拉伯语字母读法 、 简单
的经文和宗教知识等 。教学无严格管理制度 ， 来去自由 ， 也没有固定的学习期限 。 有志于
献身宗教事业的学生经考察 ， 如具备深造的条件 ， 可以直接升入大学部深造 。 中学是为成
年人学习诵读古兰经和宗教知识而开设的补习班 ， 是一种普及推广教育 。 大学是专门培养
阿訇等宗教职业者的高等教育 ， 各地的大清真寺 ， 只要有名师就可以开办大学部 。 进入大
学的学生称 “满拉” 、 “海里凡 （哈里发）” ， 他们的衣 、 食 、 住等杂费 ， 一般由教民负责 。
主要课程设置有 枟古兰经枠 、圣训学 、语法修辞 、 逻辑学 、 教法学 、 哲学等 ， 课本都是阿拉
伯文和波斯文 。 大学教育是经堂教育的核心部分 ， 这种教育形式培养出大量回族宗教职业
者和宗教活动家 。

经堂教育的出现及其改良 ，是回回民族社会经济及伊斯兰教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 它充
分反映了宗教职业者和宗教上层对扩大宗教影响的要求与愿望 ， 实际上也达到了这样的效
果 ，对广大回族文化的提高有一定促进作用 。

（二） 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和世俗教育

随着汉语在回族中的普遍推广与使用 ， 明代中后期加之政治经济因素影响 ， 伊斯兰教
衰微的态势十分明显 ，一些颇有远见的穆斯林学者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 继西北兴起
经堂教育之后 ， 明朝末年在南京 、 苏州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地区 ， 穆斯林学者用汉文来阐
发伊斯兰教教义的著述活动日益活跃起来 。 穆斯林学者开始尝试用汉文翻译部分伊斯兰教
经典 ， 并撰写汉文文章阐发教义 。其中代表性的回族译著家有王岱舆 、张中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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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岱舆 （约 １５７０ — １６６０） ，号真回老人 ，金陵 （今南京） 回族 。 他是明清之际伊斯兰教
著名经师 ，是在中国最早用汉文宣传伊斯兰教的学者 ， 著有 枟正教真诠枠 、 枟清真大学枠 、
枟希真正答枠 等 。 他从正统派伊斯兰教神学出发 ， 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真主创造的 ， 从而建立
起自己的 “本体论” 。但他又接受了宋代理学大师张载 、 程颢 、 程颐 、 朱熹关于理 、 气 、 天
命之性 、气质之性以及天理人欲的一系列观点 ， 并将其移植到 “认主独一” 的伊斯兰教思
想体系中 。

张中 （约 １５８４ — １６７０） 又名时中 ，字君时 ，自称 “寒山叟” ，苏州回族 。 张中自幼学习
伊斯兰经典 ，先后师从陕西临潼经师张少山 、印度经师阿世格 （此人当时在南京讲学） ， 著
有 枟归真总义枠 、 枟四篇要道枠 等 。 张中注重采众家之长 ， 除借鉴伊斯兰经典译著外 ， 他还
使用佛教禅宗的偈语论证问题 ， 其内容反映了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哲学观点 ， 强调守贫 、 苦
行和禁欲 。

明朝穆斯林学者在汉文译著中阐述伊斯兰教教义时 ， 并不是单纯从伊斯兰教经典中去
寻求解答 ，而是试图利用儒家思想 ， 大量吸收和改造佛 、 道等文化思想的一些概念 ， 借以
阐发伊斯兰教思想 。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出现 ，一方面改变了原先 “教义不彰 ， 教理不讲”
的局面 ，便利了回族内部运用汉语文学习和掌握伊斯兰教知识 ， 从而使伊斯兰教在中国进
一步扎根生长 ， 推动了有鲜明回族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 另一方面 ， 这些著述虽不
着眼于对外传教 ，但有利于社会各界了解伊斯兰教 ， 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佛道长期隔阂的
局面 ， 有利于广大回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沟通 ， 是回族思想意识的一次跨越 。 因此伊斯
兰汉文译著活动不仅是回族知识分子发起的一次护教宣传运动 ， 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一
场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 ，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 。

明朝实行较为宽松的教育政策 ， 更多的普通百姓可以接受国家体制下的正规教育 ， 一
些回族群众为改变社会地位 ， 或进入官学或入私塾接受汉文化教育 ， 并参加科举考试 ， 走
上仕途 。明末云南保山回族一姓就有举人 、贡生 、 进士 ２１ 人 ； 云南蒙自沙甸一村就有回族
举人 、 贡生 、进士 １３人 。 回族对汉文化教育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

明朝回族汉学人才辈出 ， 出现了一大批诗人 、 学者 。 著名的回族诗人有金大车 、 马继
龙 、闪继修等 。 明代回回历法始终和中法参用 ， 并有回族历法大师历代传承 。 明人还撰
枟回回药方枠 ３６ 卷传世 。

四 、清代回族的教育

清朝前期 ， 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 ， 全面调整对内对外经济政策 ， 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
在此期间 ，伊斯兰教虽未同儒 、 佛 、 道一样被统治阶级所尊崇 ， 但也未加禁止 ， 回族人民
与其他民族人民一样享有比较宽松的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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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陕甘地区伊斯兰教徒之间爆发教派争端和仇杀 ， 清廷处理不当引发反清回族起
义 。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对回族采取仇视政策 ， 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大搞民族歧视 ， 并采取
“以回制回” 政策 。回族被迫不断反抗 ， 但实力的差距又使得每次抗争都遭受到种族灭绝式
的镇压 ，回族在清朝中后期人口因此急剧下降 。 如同治年间西北回族起义被镇压后 ， 陕西
的回族人口十不存一 ，甘肃三分之二的回族被杀害 。 清廷还将残存的回族迁徙到自然条件
恶劣的荒僻地区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 ， 回族的经济文化由元 、 明 、 清初的持续发展转变
为停滞甚至是倒退 ，逐渐繁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学术和教育事业也中途夭折 ，
回族教育事业趋向保守 ，经堂教育经历清初的蓬勃发展之后 ， 在清后期逐渐衰落 。 但作为
伊斯兰文化的主要传承方式 ， 依然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 。

（一） 清初经堂教育制度的发展 、完善

自明中叶陕西咸阳人胡登洲倡行经堂教育以来 ， 各地清真寺便纷纷效仿 ， 经堂教育地
域范围不断扩大 。经堂教育在各地的兴起 ， 其主要方式是首先得力于胡登洲弟子的传播 ，
其次是各地经堂学员纷纷来陕西从师求学 ， 学成后再回本地或游历到别处开学 。 此外 ， 各
地回民也常到陕西聘请有名的经师去主持本地的寺务 ， 当然 ， 这种交流常常是双边的 。 如
此 ，经过不断的推广 ，经堂教育便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开展起来 ， 形成陕西 、 山东 、 云南等
几个中心 。

陕西是经堂教育的发祥地 ， 有其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 。 由于世居回民众多 ， 办经堂教
育蔚为热烈 ，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伊斯兰经师和学者 。 陕西很快就成为回民经堂教育的一个
发展中心 ，并形成一个教育学派 ———陕西学派 ， 即以胡登洲及其初传弟子为代表 ， 以注重
学问之专精为特点 ，以阿文为主专攻一门 ，多从事 “认主学” 研究 。 他们不仅在陕西主持 、
发展经堂教育事业 ， 还教授出了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著名弟子 ， 东北 、 冀 、 鲁 、 豫 、 川 、
黔 、滇各地的回民地区普遍又受到陕西的影响 ， 大约到清前期 ， 由新疆 、 甘 、 青到东南沿
海 ，先后办起了经堂教育 。

清前期 ，山东济宁常志美 （１６l０ — １６７０） 曾留在陕西 ， 跟随胡太师 （登洲） 第四代门
人学习 ，后回到济宁设帐开学 ， 他 “学问渊博 ， 尤精波斯文 ， 授徒满南北 ， 著有 枟哈控衣
米诺哈志枠 ，译言波斯文法也 。研究哲学尤有独到之处 ，通称常仙学” 。① 自常志美之后 ， 经
堂教育在山东逐渐自成一派 ， 常志美也就成为与 “陕西学派” 遥相对峙的 “山东学派” 的
代表人物 。 “山东学派” 阿 、 波兼授 ， 讲求 “博而熟” 。 山东学派自常志美开创后 ， 很快遍
及齐鲁大地 ，进而对河北 、内蒙 、 东北 、 中南等地产生了巨大影响 ， 山东遂成为中国伊斯
兰经堂教育的一个新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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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以后 ，经堂教育的中心逐渐西移至甘肃临夏地区 。 另外云南人马德新 、 马联元
等先后致力于汉文译著活动 ， 并刊印大量汉文伊斯兰经典著作 ， 推动了当地经堂教育的发
展 ，办学求学之风曾盛极一时 ，各地穆斯林青年到云南求学的逐渐增多 。

伊斯兰经堂教育发展到清代 ， 已趋完善 ， 教学制度 、 教育体系正式确立 。 清代经堂教
育体系是两部制 ，即经文大学和经文小学 。但在许多清真寺 ， 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清真寺 ，
其体系结构又分为三级 ，除有大学和小学外 ，还有中学 。

小学主要是用于对回族少年儿童进行启蒙教育 。 其任务是学习阿拉伯文字母 、 拼音 ，
即 “审字析音” ， 还学 枟亥厅枠 、 枟杂学枠 ， 使儿童获得一些粗浅的伊斯兰教常识 ； 其目的在
于 “进寺门 ，识教门 ，不忘回回根本” 。 小学毕业后 ，有的升入大学 ， 有的从事各种行业的
劳动 。

中学实则是一种 “夜校” ，其教育对象为小学毕业已从事劳动的成年人或幼年没有学过
粗浅阿拉伯文的成年男女 。这些人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真寺里学念 枟古兰经枠 的部分章节和
宗教知识 ，以备参加宗教仪式时使用 。

经文大学 ， 那是旨在培养伊斯兰宗教人才的教育形式 ， 亦即培养 “阿訇” 。 因此 ， 入大
学者须学习伊斯兰经典中的高深学问 ；主要教材一般称为 “十三本经” （或 “十四本经”） 。
它包括 枟古兰经枠 、 枟圣训枠 及其注解 ， 认主学和教法学 、 阿拉伯语法学 、 修辞学 ， 还有宗
教哲学 、伦理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著作 。 这些课本有阿拉伯文的 ， 也有波斯文的 。 另外 ， 伴
随着经堂教育的发展还出现了一种对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进行汉语译音的 “经堂语” 。 这种
“经堂语” 不仅仅是用汉语词汇意译阿拉伯文或波斯文 ， 而且汲取和改造了中国儒 、 佛 、 道
各家典籍中的部分用词和民间的一些日常用语 ， 并赋以一定的伊斯兰教含义 。 同时 ， 一种
以阿拉伯文字母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 “小儿锦” 伴随经堂教育出现 。 后来 ， “经堂语” 和
“小儿锦” 的使用范围已超出经堂的范围 ，广泛流行于穆斯林民间 ， 特别是在甘 、 宁 、 青地
区 ，并且带有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色 。 其学习形式多样化 ， 有跟随开学阿訇念经的 ； 有随
师流徙的 ；有投名师深造的 。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学习 ， 最后学员都要通过 “穿衣” 毕业仪
式 ，取得了 “阿訇” 资格 ，方可在各地清真寺内任职 。

清代的伊斯兰经堂教育总体上已经正规化 ， 但其发展也极不平衡 。 经堂教育在规模 、
水平上是否完备 ，很大程度上是由该清真寺的大小而定 。

另外 ，随着妇女礼拜人数增多和封建礼教之束缚 ， 一些地方还开办了专为妇女设置的
经堂教育 ——— “清真女学” 。比如在河南开封于清嘉庆年间 （１７９６ — １８２０） 就开办 “清真女
学” 。由女阿訇或师娘 （阿訇的夫人） 带领礼拜和传授伊斯兰教文化知识 。 后来各地纷纷效
法 ，并改女学为女寺 ，进而设立女子阿文大学 ， 招收女青年入学 ， 学生学成经过女阿訇评
定 ，举行穿衣 （结业） 仪式 ， 可以应聘为女阿訇 。 这种女学虽然在清末仍不普遍 ， 但为民
国时期各地回民女子学校的兴办开了先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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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堂教育内容上来看 ， 经堂教育实是一种伊斯兰宗教教育制度 ， 就其形式及办学特
点来讲 ，大量吸收融合了中国私塾教育的某些作法 ， 是伊斯兰宗教教育制度与中国封建社
会文化制度相适应的一种民族教育形式 。 但经堂教育强调教育中宗教伦理道德教育 ， 对于
一般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可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种技能教育予以排斥 ，有其特定的局限性 。

（二） 伊斯兰汉文译著的发展

当明末王岱舆开了 “以儒解回” 先河后 ， 清代大批回族上层人士采用汉文译释伊斯兰
教经典 ，汉文译著活动空前活跃 ，译著家辈出 。清代汉文译著活动其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
从王岱舆到刘智是第一阶段 ， 马德新 、 马联元是第二阶段 。 两个阶段的区别之处不仅在活
动地域上 ，更主要的是在著述内容上 ：第一阶段 ， 以南京为中心 ， “内容或专译一经或专述
一理论的体系 ， 其兴趣几乎全限于宗教哲学和宗教典制的方面” ； 第二阶段 ， 从地域上以云
南为主 ，内容有所扩大 ， “已由宗教哲学 、 宗教典制扩大及到天文历法 、 地理和 枟古兰经枠
之汉译了” 。①

王岱舆的门人伍遵契于清康熙十一年 （１６７２ 年） 翻译完成一部著名的波斯文巨著 枟归
真要道枠 ，该书后作为经堂教学课本之一 。 稍后云南保山人马注 （１６４０ — 约 １７１１） ， 将 枟古
兰经枠 用汉文加以阐发 、注解 ，写成 １０ 余万言的 枟清真指南枠 ， 内容极丰富 ， “上穷造化 ，
中尽修身 ，未言后世” ，凡 “天地之秘 ， 鬼神之奥 ，性命之理 ， 死生之说 ， 罔不巨细毕备” 。
其流传范围之广 ，影响之大 ， 超过了王岱舆的 枟正教真诠枠 。

南京的刘三杰 ，著有 枟清真教说枠 ； 其子刘智 （１６６０ — １７３０） ， 继承父亲遗志 ， 潜心研
究回教教义和中国经史子集及佛道著作 ， 取得了丰硕成果 ， 著述达数百卷 ， 流传很广 ， 影
响至深 。在刘智的众多著作中 ， 比较重要的有 枟天方性理枠 、 枟天方典礼枠 、 枟天方至圣实
录枠 、 枟天方字母解义枠 、 枟天方三字经枠 、 枟真境发微枠 等 ， 其中 枟天方典礼枠 还被 枟四库全
书枠 予以存目 ， 枟天方至圣实录枠 后来被译成俄文 、英文本在国外流传 ， 备受外国学者的重
视 。与刘智同时或稍晚虽没有再出现一位像他那样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家 ， 但还出现了一批
“一人一书” 式的伊斯兰汉著学者 。

回族有去麦加朝觐的义务 ，朝觐人员的不断增加也促进了汉文译著活动的开展 。 由于
交通工具的限制 ，通过海路坐船去朝觐 ， 一般要二至五个月的时间 ， 通过陆路去朝觐则需
要一至三年的时间 ，去的人虽然少且零星 ，但影响很大 。 这些朝觐的回族都是以朝觐为主 、
游学为辅 。他们在阿拉伯朝觐后 ， 又周游各地 ， 游学四方 ， 这就形成了事实留学过程 。 他
们回国后 ，创立了各自的学派 。 如苏菲主义虎夫耶华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 （１６８１ — １７６６） 、
苏菲主义哲赫忍耶学派的创始人马明心 （１７１９ — １７８１） 都曾游学中亚 。 这些朝觐游学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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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 ，客观上也带动了汉文译著活动 。
及至清末 ， 同治年间马德新 （１７９４ — １８７４） 又将伊斯兰汉文译著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 。马德新本人及其著作对中国穆斯林产生过巨大影响 ， 他不仅潜心研究回教教典 ，
还游历四川 、陕西 、甘肃 、新疆等地 ， 两次赴麦加朝觐 ， 并到埃及 、 叙利亚 、 土耳其 、 印
度等地侨居游学 ，回国后曾参加滇东南回民起义 。 他一生钻研伊斯兰教理 ， 造诣很深 ， 所
著之书达 ４０余部 ，并且最早从事过通译 枟古兰经枠 的工作 ， 只是未成书而已 ， 他把大量的
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都译成汉文 ， 对改善经堂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 他的代表作有 枟四典
要令枠 、 枟大化总归枠 、 枟性命宗旨枠 、 枟道行究竟枠 、 枟朝觐途记枠 等 。 由于马德新著述硕果累
累 ，使得他的声名远播 。跟他学习的人很多 ， 后来他的学生成为国内外知名伊斯兰学者的
也不乏其人 ，马联元便是这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

马联元 （１８４l — １９０３） ， 云南玉溪大营回族人 ， 生于一个经学世家 。 他幼年继承了优良
的家学传统 ，后又跟马德新学习 ， 曾几次到麦加朝圣 ， 赴阿拉伯国家学习 。 专门讲学数十
年 ，有学生数以千计 ，并能对传统的经堂教育进行改革 ， 是清代回族中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和著名学者 ，是伊斯兰教云南经堂教育中心的主要开拓者 。

马联元在父亲的指导下 ， 很小就以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而闻名于滇南 ， 还研习了儒
学 ， ２０岁时便应邀在河西小回村任经师 ， 设帐授徒 。 一年之后 ， 他去麦加朝圣 ， 并游历了
叙利亚 、埃及 、 伊拉克 、土耳其 、 印度等国 。 广博的见闻 ， 宽阔的视野 ， 使他在学识上有
了很大提高 。回到云南后 ，他开始着手对传统的经堂教育进行改革 ， 提出了 “经书并授”
的主张 ，要求学习者在掌握阿拉伯文 、 波斯文的同时 ， 也学习汉语文 ， 并能用回民所普遍
使用的汉语讲解经文 ，以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

马联元在主持云南新兴州大营龙门九村的清真寺经堂教育时 ， 建立并完善了一整套新
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制度体系 ： 首先 ， 分经堂教育为小学 、 中学 、 大学三个层次 ， 对穆民
实施系统完整的宗教教育 。其次 ， 对伊斯兰经典教材进行了改造 ， 重新编写了阿文和波斯
文的基础教材 ， 如 枟讨绥哈枠 （教法学） 、 枟绥勒府枠 （宗法学） 、 枟纳哈王枠 （文法学） 等 。 这
些教材 ，一百多年来一直是全国经堂的通用课本 。 在教材编写体裁上 ， 马联元采用了图文
并茂的变格变位方式 ，对初学者很有利 。 此外 ， 他还专为妇女编写了一套教材 。 后来 ， 这
些教材不仅在各地经堂学校通用 ， 有的还传到国外 ， 为许多阿拉伯国家所采用 ， 直至今日
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最后 ， 马联元在教法上也作了尝试 ， 创作了学习阿拉伯语的 “歌
诀” ；为便于背诵 枟古兰经枠 经文 ， 采用 “循环记忆法” ， 使学生和群众通过分工负责 ， 循
序渐进 ，以最终牢记全篇 ；还采取了新型的 “穆尔林制” 教学组织形式 ， 让高班生教低班
生 ，互教互学 ， 教学相长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也为其他经堂所效法 。

马联元一生不仅改造和编写了一系列经堂教材 ， 而且还写成了 枟四篇要道枠 、 枟性理本
经枠 、 枟教典经注枠 及 枟辩理明证枠 等重要著作 。 他用汉文译的 枟孩听译解枠 ， 是 枟古兰经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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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早汉文译本之一 。
马注 、刘智 、马德新 、马联元是清代四大最著名的宗教著作家和经学教育家 。 他们授

徒讲学 ，各自著作大都作为经堂教育的课本 ， 对清代回教教育的开展和回族教育思想的发
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三） 世俗教育和民间教育

科举制度在清朝对回族群众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 回族的书房 、 书馆和学塾在各地
兴起 ， 它加深了回回汉化的程度 ，同时也促进了回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

清朝统治者以吸引回回上层子弟向功名仕途发展 ， 加强对边疆回民等的控制 ， 创办了
“回民社学” 、 “义学” 等 ， 从清乾隆年间起 ， 在甘肃 、 青海就开办了这种学校 。 同治末年 ，
左宗棠在镇压了西北回民起义后 ， 从清王朝长治久安出发 ， 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彻底杜绝回
族反抗斗争的 “善后” 措施 。 其中之一就是奏请清廷 ， 在回民聚居地再倡义学 ， 实施同化
性的教育 。并陆续在甘肃兰州 、 河州 （今临夏） 、 宁夏海城 、 化平 、 青海西宁 、 大通 、 化
隆 、循化等地设立 “回民义学” 。但在清朝统治者严酷的民族压迫下 ， 民生凋敝 ， 各地义学
形同虚设 ，为时不久 ，均告废止 。

由于经堂教育是纯粹的宗教教育 ， 只学习阿拉伯文 、 波斯文 ， 不懂汉文 ； 只学宗教经
典和仪式 ，不懂科学知识 ，造成回族同主流社会产生一定分离 。 清代中叶回族中有识之士
倡导并办起了 “经书义学”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 以学习汉文为主 ， 兼学阿拉伯文和宗教知
识 。校舍一般设在清真寺内 ， 招收学龄儿童入学 ， 以回族为主 ， 也有少数汉族子弟 。 初以
枟三字经枠 、 枟百家姓枠 、 枟千字文枠 等为课本 ，进而学习 “四书” 、 “五经” 等孔孟之道 ， 同时
还要学习伊斯兰教常识 ， 学制二到三年 。 据目前所知 ， 最早在河南开办 。 道光二年 （１８２２
年） 洛阳东关清真寺创立这种 “经书义学” 。接着在沈丘县 、 开封 、 淮阳 、 禹县 、 新野等地
不少的清真寺中相继开办了这种学校 。 其经费多来自私人捐资和清真寺的部分天课收入 ，
这种性质的义学由于有比较稳定的保障 ，得以延续 。 “经书义学” 开近代 “中阿并授” 学校
之先河 ，为近代新式回民教育的雏形 。

回族是一个以尚武著称的民族 。 回族武术是随着回族的形成而形成的 ， 是随着回族人
民反抗阶级和民族压迫的斗争而发展的 。回族武术教育有浓厚的民族特点 ， 在回族人看来 ，
习武是一种 “圣行” 。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往往以清真寺为基地 ， 演练武艺 。 不少
清真寺阿訇也是以武术见长的拳师 。 每逢开斋 、 古尔邦 、 圣纪等三大节日 ， 都会集会演练
武艺 ， 并以此培养 “海里凡” 的崇尚武功和互助共济的精神素能 。 回族民间武术 ， 最早当
为查拳和弹腿 ， 为明代西域回回人沙密尔所创立并传授于山东冠县 。 雍正年间武进士 ， 山
东冠县回回沙亮当是第一位查拳大师 。 十路弹腿 ， 是查拳系的基本套路 ， 此拳腿法快速屈
伸 ，在回族中广为流传 。 谚云 “从南京到北享 ， 弹腿出在教门中” ， 故此拳又称 “教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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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 。民国年间国术馆将其列入课程 ，遂流行全国 。继查拳之后又产生河北的 “八极拳” 和
“通备劈挂拳” 、 河南的心意六合拳 、 回回十八肘 、 汤瓶七式圈及关东拳 、 安徽晰扬掌等一
批回回拳种 ，随之也产生了一批武林高手 。 有清一代回族涌现了一大批回族武术家 ， 其中
著名的有 ：明末清初武术家丁发祥 （约 １６１５ — １６９４） ，北方八板拳术之开创者吴钟 （１７１２ —
１８０２） 、心意六合拳早期传人马学礼 （约 １７１５ — １７９０） 、心意大侠买壮图 （１８２９ — １８９２） 、 清
末武术家李冠铭 ，以及 “大刀王五” 王正谗 （１８４４ — １９００） 、 清末民初武术家马永贞等 。 他
们不仅为增强回族人民体质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 而且还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回汉等各族的
武术人才 ，为中华武术大增光彩 。

第四节 　 哈萨克族的形成及其古代教育

一 、哈萨克族的形成和发展

从我国和阿拉伯 、波斯 、 希腊的文献记载及本族系谱史料来看 ， 哈萨克族是由古代突
厥语族的游牧 、 半游牧氏族 、 部落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融合而成的 ， 其主要族源是塞种
人 、乌孙 、康居 、奄蔡 。塞种人为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之一 。

公元 ８世纪中叶 ，在西突厥汗国统治下的突骑施部落联合其他部落 ， 推翻了突厥汗国 ，
建立了以哈萨克族咄陆 （杜拉特） 部为首的突骑施汗国 ， 统一了整个哈萨克草原 ， 成为在
哈萨克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汗国 。

１１ — １２世纪 ， 哈萨克人民屈服于黑玛克 ———克普克部汗国 ， １２ 世纪末到 １３ 世纪初归
属于契丹人建立的西辽 。 １２０９年 ，被成吉思汗击败了的乃蛮首领屈出律率部西迁到西辽境
内 。屈出律利用西辽境内的反叛势力 ，于 １２１２年篡夺了皇位 。 至此 ， 原居住在蒙古草原的
乃蛮 、 克烈 、弘吉剌 、篾儿乞等部迁居到七河 、 伊犁河流域 ， 与原居住在这一带的哈萨克
部落 、 部族融合成为一体 。

１２１２ — １２１９年间 ，哈萨克人分属元四大汗国 ， １２２７ 年 ， 四大汗国之一术赤汗封地分为
东西部 。从阿勒泰山 、额尔齐斯河流域到乌拉尔山 、 乌拉尔河流域 ； 从巴尔喀什湖到锡尔
河流域 ，咸海以北的领土归术赤长子斡鲁杂 ， 称白帐汗国 。 它名义上从属于金帐汗国 ， 实
际上却是一个独立的哈萨克汗国 。 汗国的统治权虽然被成吉思汗的后裔所把持 ， 但他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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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地民族所同化 ， “成为真正的克普恰克人” 。① 其境内的民族主要是操突厥语的先代哈萨
克部落和部族 ， 他们有共同的语言 （主要是使用克普恰克语即古代哈萨克语） 、 共同的经济
生活 、 共同的风俗习惯 、共同的文学艺术 。

１４５６ 年 ， 加尼别克和克烈苏丹率领哈萨克人迁徙到楚河和塔拉斯河一带 ， 建立了
哈萨克汗国 ， 定都于土尔克斯坦城 。 汗国在其后 ３００ 年中 ， 建立起比较稳固的统治秩
序 。 　 　 　 　

１８世纪 ４０ 年代至 ７０年代 ，哈萨克人民受到准噶尔封建贵族的侵略 ， 这一时期被称为
哈萨克人民历史上的 “大灾难” 年代 。 哈萨克的大玉孜和中玉孜的部分被迫臣服于准噶尔
封建贵族集团 ， 小玉孜则西逃 ，向沙俄谋求避难 。

１７５５ — １７５７年 ，清朝政府出兵新疆 ，彻底粉碎了准噶尔封建贵族集团的分裂阴谋 。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 ，经清朝政府同意 ，哈萨克部众重返阿勒泰 、 塔尔巴哈台 （今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 、伊犁故地 。而哈萨克的大部分领土被沙俄所占领 。 １８６４ 年
９月 ，沙俄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 枟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枠 。 根据该界约记第 ５ 条
“人丁即随地归” 的规定 ， 沙俄割占了从宰桑湖到伊犁河下游以西中国大片领土 ， 国界以西
的哈萨克人归属于沙俄 ，以东的哈萨克人归属于中国清朝政府 ， 遂形成了哈萨克族跨国居
住的局面 。

二 、伊斯兰教传入前的教育

从公元前 ６ 世纪到公元 ７ 世纪 ， 是哈萨克族先民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和早期宗
法封建社会的时期 。其教育内容 、 形式体现了与本族游牧 、 半游牧经济生活相适应的内容
和特点 。其教育内容主要是生产劳动知识教育 、 宗教教育 、 军事教育 、 艺术教育 、 尊长爱
幼的伦理道德教育 、医药卫生教育 、 音乐舞蹈教育及法律教育等 。

在生产劳动教育方面 ， 值得一提的是哈萨克族先民的天文常识教育和医药卫生教育 。
哈萨克族祖先经常观察研究自然现象 ， 了解星体的变化情况 ，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 、 积累天
文学知识 。在这方面有实践经验 、 有知识的人 ， 哈萨克族叫做叶塞甫什 ， 他们根据白天和
黑夜的循环 ，月亮的圆缺 ，四季的交替规律 ， 制定出本族的历法 。 按哈历 ， 一年分为十二
个月 ， 三个月为一个托合散 （九十天） ， 七天为一个星期 。 以十二生肖来计年 ， 每年用一种
动物名称 。每年的三月二十一日是哈历新年 。 在迎新年活动时 ， 有实践经验的长辈们给与
会者进行有关天文常识 、 爱劳动 、 爱家乡 、 保护环境 、 加强团结等方面的教育 ， 并根据哈
历和当年的天气总情况安排一年四季的生产劳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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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先民在自我发展中 ， 特别注意总结 、 收集 、 传播有关医药卫生方面的知识 ，
编出了许多关于身体健康 、 预防疾病 、 讲究卫生等方面的谚语 、 格言进行教育 。 哈萨克族
的医疗技术极富特色 。哈萨克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中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很
早就有了民间医人 。他们知道许多用药物治疗疾病的方法 ， 药品的主要来源是草原动植物 、
矿物和化学药物 ，如熊胆 、麝香 、鹿茸 、脐肠 、雪鸡脑及鸟皮 、 白矾 、 硫磺 、 胆矾 、 升汞 、
甘汞 、 水银等 。 在进行医药卫生教育过程中 ，叶木西 （即用草药来治病的民间医生） 、 乌塔
西 （即专治骨折的民间医生） 在传播医药卫生知识 、 培养人才方面起了当教师的作用 。 从
事畜牧业的哈萨克族祖先 ， 在长期放牧和经常宰杀牲畜的实践中 ， 了解牲畜的躯体结构 、
生理功能以及牲畜常见病 、 季节病 、 多发病 ， 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的技术 ， 创造
了民间兽医学 。 他们的兽医知识和秘方 、验方代代相传 ，起了教育人民 、普及知识的作用 。

伊斯兰教传入哈萨克草原前 ， 哈萨克祖先曾信仰过萨满教 、 佛教 、 景教 、 摩尼教 。 萨
满是专门进行宗教活动的巫师 ， 在人们的心中 ， 这些巫师是天 （神） 与祖先 （灵魂） 之间
的桥梁 ，是一切传统习惯的维护者 。 哈萨克族祖先把他们叫做巴合斯或阿比孜 。 实际上这
些人是精神文化的传播者 。这些巫师建立师徒制度 ， 并给历代可汗当秘书 ， 在岩石 、 木板 、
毡子上刻写字母 ，编撰 “克依孜科塔甫” （即毡子书之意） ， 作为宗教教科书 ， 以此来传播
知识 。

哈萨克族祖先在信仰伊斯兰教 （公元 ７ — ８世纪） 办经文学校用阿拉伯字母进行教育活
动之前 ，使用了塞种 、匈奴 、 乌孙 、 康居等曾使用过的如尼文 （即未知文） 、 鄂尔浑如尼文
和回纥部用过的艾热米文 。他们把自己与狩猎 、 放牧和宗教崇拜有关的想法 ， 凿刻在岩石
上 ，创制了图画文 。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 ，哈萨克先民们又进一步发挥其智慧 ， 在表达自己在生活中遇到
的事情时 ，不直接画如鸟兽 、 天体 、 武器的原模样 ， 而用印记等形式表达 ， 这样就发明了
象形文字 。图画文和象形文主要发现在塔尔巴哈台山的巴尔达湖里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
尔迪库尔干州库克合亚地方的岩石上 ，学者们以地名来命名这种文字为库克合亚文字 。

哈萨克族古代部落 、部族一般都有自己的标记 （即印记） 和对敌作战时呼喊的口号 。这
是根据社会生产和政治 、军事的需要而产生的 。 各部落结盟 、缔约等 ，都以印记为遵约信誓
的标志 。各部落大都在聚会地方的峭崖陡壁上凿刻自己部落的印记 。 他们以此来表明自己是
属于哪个氏族或部落的 。这些印记后来为哈萨克族古代文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 “现从乌孙族
所留下的氏族 、部落印记看有不少是象形的 ，有的像太阳 ， 有的像月亮 ， 有的像树枝等 ，而
这些氏族 、部落的印记和后来的突厥文字母 ， 有颇多相同之处 。 说明乌孙 、康居族在从原始
社会向阶级社会前进时 ，就利用各氏族 、部落原有的印记为基础 ， 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字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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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祖先及操突厥语的古代其他部落又发明了所谓 “哈拉法文字” 、 “艾斯克文字” 等如
尼文 。这些如尼文中的很多字母与岩画上的有些符号 、印记是很相似的 。

哈萨克人民分属不同部落 ， 虽有各自的方言 ， 但均属于突厥语族 ， 长期以来受其他民
族统治 ，在已经识读的文字中曾先后使用过古代突厥文字 （鄂尔浑 ———叶尼塞文字） ， 粟特
文为基础的回纥文字 。

哈萨克族先民进入封建宗法社会后 ， 制定了法律 ， 用以教育和管理人民 ， 这为后世历
代哈萨克汗国制定法规奠定了基础 。

三 、伊斯兰教传入至明朝时期的教育

伊斯兰教从公元 ８ 世纪初叶 ， 在哈西姆哈里发 （７２４ — ７４３） 时开始传入哈萨克草原 ，
公元 ９ — １０世纪萨曼尼王朝时传入哈萨克葛逻禄部 ， 之后纵深传入哈萨克草原各部落 。 七
河 、锡尔河流域的讹打剌 、赤格勒 、 巴尔斯干 、 阿特拉克 、 朱儿克等城的大教堂被改为清
真寺 。 喀拉汗王朝 （１１世纪） 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 ， 在该王朝管辖之下的哈萨克各部落人
民开始信仰伊斯兰教 。阿赫马德 · 亚塞维 （１１０３ — １１６６） 利用西辽王朝推行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的机会 ，对原有伊斯兰教教规和仪式进行改革 ， 把伊斯兰教教规和仪式与原萨满教的
习俗有机地结合起来 ，用通俗易懂的克普查克语写成 枟大智之书枠 ， 向哈萨克人民宣传了伊
斯兰教教义 。后来他的大弟子苏来曼 · 巴哈尔哈尼从哈萨克人民的实际出发 ， 结合哈萨克
习俗 ， 用诗来进一步叙述了伊斯兰教的有关哲理 。 他所著的 枟巴哈尔哈尼枠 一书在哈萨克
经文学校作为教科书使用 。到 １３ 世纪 ６０ 年代哈萨克各部几乎都信仰了伊斯兰教 。 伊斯兰
教把阿拉伯 、波斯等先进的文化传播到哈萨克草原 ， 与草原文化结合起来 ， 推动和促进了
哈萨克新式文化教育的新的发展 ， 用阿拉伯文字代替为哈萨克人广泛使用的鄂尔浑文字 ，
在阿拉伯文字母的基础上便产生了哈萨克文字母 。

哈萨克族虽然很快皈依了伊斯兰教 ， 但伊斯兰教在城市和定居的哈萨克族人中影响较
大 ，而在游牧民族中影响不深 。 哈萨克族教育曾经由清真寺控制 ， 依附于清真寺 。 清真寺
办的学校称经文学校 ，是宗教的经堂教育 。 经文学校的经费由清真寺负责 ， 授课老师是教
职人员阿訇 ，讲授的内容是 枟古兰经枠 ， 校规是伊斯兰教教规 。 一般来说 ， 清真寺一建立 ，
就相应地建立经文学校 ，教育是为宗教服务的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哈萨克族居住的城市也
在发展 ，清真寺在增多 ， 经文学校也随之增多 。 哈斯木汗统治时期 （１５１１ — １５２３） 是哈萨
克汗国最兴旺的时期 。汗国地域辽阔 ， 塔什干曾是它的重要城市之一 。 但是由于经堂教育
封闭性强 ，知识面窄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 。

伊斯兰教传入后 ，通过私办和公办经文学校 、 文化学校及派人到文化教育发达的兄弟
地区学习 、深造 ，哈萨克人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 、 政治家 、 哲学家 、 教育家 、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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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家 、军事家 、文学家 、历史学家和书法家 ， 他们在促进和发展哈萨克族文化教育等事
业中发挥作用 ，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霍尔合特是一位著名的哈萨克思想家 、哲学家 、教育家和弹唱家 ， 出生于公元 ８ 世纪 ，
他一生中曾做过统辖阿勒泰额尔卉斯河流域 、 乌勒陶山 、 克齐陶山 、 哈拉陶山 、 七河流域
的伊那勒 、库伊尔肯 、康勒霍加三个可汗的参谋和宰相 。 他曾制定过免受外敌侵扰 ， 合理
利用土地和水源 ，解决民间纠纷的刑法 ，以及整编军队为右左翼军 ， 整顿群众集会 、 庆宴 、
葬礼制度等方面的法律 。他著有 枟崔尔乎特之书枠 （手抄本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德国德热
占市） 。

哈萨克族另一个著名哲学家 、教育家和诗人是阿山 ·海格 （阿山 ·沙比特） ，生活在 １５
世纪 。 由于他总是为人民的困境而愁眉苦脸 ———忧愁 ， 人们就给他起了 “海格” （即哈萨克
族忧愁者之意） 的绰号 。他曾骑着一峰母驼走遍了所有哈萨克人居住的地方 ， 播撒下智慧
的种子 。

哈萨克著名的教育家还有很多 ， 如 ： 枟史话枠 一书的作者 ， 哈萨克扎刺亦儿部人 ， 有名
的史学家 、教育家贺德尔哈里 ·扎刺亦儿依 （１５３０ — １６０５） ； 修撰 枟苏拉赫词典枠 的出生于
伊犁阿力森里的哈萨克康居部落人贾马勒 ·喀尔驰 （１２３０ — １３１５） 。

哈萨克族人民对汉文化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承及促进贡献很大 。 元时修撰辽 、 金 、 宋三
史的都总裁脱脱 （１３１４ — １３５５） 便是哈萨克族篾儿乞惕部人 ； 修撰辽 、 金 、 宋三史总裁帖
睦尔达世 （即元史中的铁木儿塔识） 也是哈萨克人 。 汉文诗词方面 ， 哈萨克人造诣精深的
代表人物有不忽木和乃贤 。 元代著名的哈萨克族词曲家和诗人康里人不忽木 （１２５４ —
１３００） ， 词曲造诣精深 。他非常重视教育 ， 曾上书忽必烈 ， 力主治国之道 ， 必须提倡儒学 ；
乃贤 （１３０９ — １３６８） ，哈萨克族葛逻禄部人 ，现存诗 ２３９ 首 ，他长期生活在浙江宁波 ， 其诗
被当时京中人称为 “江南三绝” 之一 。① 有元一代 ，在汉字书法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就有哈
萨克族康里部人康里子山 （１２９５ — １３４５） 及其兄康里回回等七人 。

哈萨克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 积累和吸收了古代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 ，
创造了丰富多彩 、 富有特色的民间口头文学以及大量的书面文学 ， 内容包括神话 、 传说 、
民间故事 、诗歌等 。据统计 ，哈萨克族约有 ２００多部长诗 ，如其中的 枟阿勒帕米斯枠 （１０ —
１１世纪） 、 枟英雄塔尔根枠 （１４ — １５ 世纪） 、 枟英雄哈木巴尔枠 （１６ 世纪） 、 枟胡布兰德枠 （１１ —
１２世纪） 、 枟霍孜库尔帕什与巴彦苏禄枠 等流传最广 、影响最深的 ６０ 多种英雄长诗和爱情长
诗流传至今 。民间歌手和说唱家们在人民教育活动中占的地位和起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 。
他们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具有教育意义的诗歌 、 格言 ， 为哈萨克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 教育
事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

·１３１·

① “江南三绝” 指乃贤的诗 、 韩占玉的书法 、 王子充的古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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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朝时期哈萨克族的教育

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哈萨克城市 、 农村 ， 在土尔克斯坦等城市出现了自建自办和公建公
办的清真寺和经文学校 。其教学内容主要是识字 （即阿拉伯字母） 、 祈祷文之背诵与解释 、
做礼拜的规矩等 。在个别地方兼教哈萨克语 。 哈萨克各可汗充分利用伊斯兰教规 ， 把它与
哈萨克的习惯法融合在一起 ， 加强了法规教育 。在制定和执行法规及进行法制教育过程中 ，
大玉孜的托列比 （１６６３ — １７５６） 、中玉孜的哈孜别克比 （１６６７ — １７６５） 、 小玉孜的艾铁克比
（艾特克） 曾作出了巨大贡献 ，起了很大的作用 。

１７世纪中叶 ，厄鲁特蒙古族强盛起来 ， 准噶尔人与哈萨克汗国常年战争 。 １６５２ 年 ， 哈
萨克汗国被击败 ，杨吉尔汗阵亡 ， 哈萨克汗国分裂 。 １６８０ 年头克汗兴起 ， 控制了大 、 中 、
小三个玉孜 ，但力量已大大削弱 。 １７１８年头克汗逝世 ， 准噶尔人再次进攻哈萨克汗国 ， 两
军在阿亚古斯河激战 ，哈萨克惨败 。 １７２５ 年 ， 准噶尔的军队占领土尔克斯坦和塔什干 ， 哈
萨克人四处逃散 。直到 １７５５年 ， 清朝政府平定了准噶尔的叛乱 ， 哈萨克才得以安定下来 。
但多年的战争 ， 影响了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 。

清政府于 １７６６年 ４月发布敕令 ，准许迁往巴尔喀什湖沿岸的部分哈萨克族牧民返回伊
犁河中 、上游地区放牧 。以后 ，哈萨克牧民又相继进入额尔齐斯河上游 、 额敏河流域等地
区 ，生产得到恢复 ，人口不断增加 ， 教育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 。

长期以来 ， 游牧的哈萨克族牧民居住不定 ，经常迁移 ， 没有固定的清真寺和经文学校 ，
就是各牧场里的不固定的清真寺和经文学校也是寥寥无几 ， 儿童受教育非常困难 。 面对这
种局面 ，哈萨克有识之士在宗教教育的影响下 ， 开创了新型家庭教育方式 ———毡房教育 ，
它以家族为主要成员 ， 在一个毡房范围接受教育 。 １８５０年沙比提在阿尔泰私人毡房里教书 ，
走遍了辽阔的阿尔泰 ， 从事毡房教育 ３０多年 。 １８８２年秋 ，伊犁将军金顺奉旨允许哈萨克乃
蛮部族的克宰依部落首领萨三率 ３０００多帐进入巩乃斯河南岸放牧 ， 一些富户聘请阿訇在自
己的毡房里教子女念经认字 ， 传授伊斯兰教教规 ， 诵读 枟古兰经枠 。 这种教育不受清真寺的
控制 ， 教员由家长请 ，经费由家长出 ， 时间由家长定 。 它独立性较强 ， 随毡房转移 。 随着
哈萨克族人口增加 ，毡房教育在游牧中进一步得到发展 。 这种教育方式规模不大 ， 一般只
有学生 １０余人 ， 学生要交学费 ，带有 “私塾” 性质 ，学习内容仍以伊斯兰经典为主 ， 只是
不受清真寺的控制 ，宗教色彩较淡 。 由于学费高 ， 一般牧民无力承担 。 这种学校虽然量大 ，
但有的学生学 １ — ２年就退学了 。

１８８４年新疆在北疆实行军府制和郡县制相结合的政治体制 ， 削弱了地方王公势力 。 在
北疆 ， 为了恢复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农牧经济 ， 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 ， 发展了农牧业
生产 。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必然影响到教育 。 清政府在各地设立义学 ， 并要求哈萨克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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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上学 。义学招生采取摊派的方式 ， 哈萨克族人民视上义学为苦差 ， 谓之 “当学差” 。 这时
更多的哈萨克族人定居下来 ， 要求建清真寺 ，开始兴办经文学校 。

由于哈萨克经济的发展 ， 产生了具有游牧特点的经文学校 。 １８５０ 年 、 １８８８ 年 ， 曼米
在阿尔泰巴坡清真寺创办 “阿巴里亚” 经文学校 ， 这是在新疆哈萨克地区兴办经文学校的
开始 。 学校由清真寺主办 ， 学制不定 ， 经费由清真寺筹集 ， 教师是阿訇 ， 课程是宗教仪
式 、 祈祷文 、 阿拉伯文 、 古兰经 、 宗教诗 、 伊斯兰教规 、 宗教律例 、 宗教经典等 。 这些学
校没有桌 、 椅 、 黑板 ， 缺少教材 ， 有些课程甚至没有教师授课 ， 主要是自己念 。 这种经堂
式的教育在牧区并不普遍 ， 只乡 、 镇才有 。 １９００ 年 ， 萨三千户长在巩乃斯河畔的塔尔迪
修建了清真寺 ， 从宁远 （今伊宁市） 请来一位阿訇 ， 办起了经文学校 。 俄国十月革命后 ，
百户长库万在新源别斯图别 （今新源县城） 建清真寺 ， 办经文学校 。 他自己也修建了房院
定居下来 。 这时 ， 伊犁 、 塔城 、 阿尔泰等地的哈萨克阿吾勒也办起了经文学堂 。 教师多是
从俄国来的塔塔尔人 。 他们一边传教 ， 一边教书 ， 虽然不是专职宗教人员 ， 但都有宗教任
务 。 １９１０ 年 ， 塔塔尔人吾马尔阿吉在塔城创办 “吾马力亚” 经文学堂 ， 规模较大 ， 有学
生近百人 。 后来 ， 该校又招收女生 。 １９１１ 年 ， 塔塔尔人哈山从俄国来到中国 ， 在巩乃斯
河畔落脚 ， 教授 枟古兰经枠 ， 学生要交纳学费 ， 由清真寺补助 ， 教师中还有专职阿訇 。 哈
萨克著名人物阿宝 （１９３４ 年被新疆省政府任命为哈萨克族劝学员） 、 玉素甫汗都在他门下
学习过 。

第五节 　 西北地区其他主要少数民族的古代教育

一 、东乡族的古代教育

（一） 东乡族的形成与发展

东乡族因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地区的东乡而得名 。东乡族是 １４ 世纪后半叶由聚居在东乡
的一些不同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 。 构成其族源的成分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和蒙古
人 。旧称 “东乡回回” 、 “东乡土人” 、 “东乡蒙古人” 、 “蒙古回回” 等 。 他们自称 “撒尔
塔” ，意思是 “中亚信伊斯兰教的色目人” 。

１３世纪 ，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波斯 ，进攻中亚花剌子模国 ， 逐步占领了今中亚地区直
至欧洲东部及伊朗北部的广大地区 。 西征过程中 ， 为了扩充军队 ， 每陷一城 ， 都要将大量
俘虏了的中亚人强迫编入蒙古军中 ， 这些人中包括大批的兵士和各种工匠 ， 或将其编为单

·３３１·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独部队 ，称为 “签军” ， 并令其随军行动 ， 转战中国 ， 或将他们押送后方进行生产 。 １２２５
年 ，成吉思汗挥军向东 ， 跨越昆仑山 ， 征服了乃蛮部落 。 次年 ， 出西宁 ， 破金属积石州 ，
占领河州 ，经临洮直至六盘山下 ， 在清水县的西江设行宫扎营居住 。 元帝时驻守军队分别
部署在临洮 、河州及河州以东居高临下的今东乡地区 ， 既可西御吐蕃 ， 又可保卫通往中亚
色目人和乃蛮部众组成的 “西域签军” 和 “探马赤军” 中的回回军士 。

元世祖忽必烈在 １２７２ 年将皇子忙哥敕封为安西王 ， 管辖陕西 、 甘肃和四川等地 ， 后传
位于其子阿兰答 。阿兰答自幼笃信伊斯兰教 ， 因此其辖区人民与军队大都改信伊斯兰教 。
后因阿兰答造反未成 ，伊斯兰教徒受到打击 ，其部众退避深山躲至今东乡地区 ， 屯聚牧养 ，
与当地人民一起共同开发了山高沟深的今东乡地区 。

明朝统治者对河湟地区的蒙古封建主贵族采取了绥靖纳降政策 ， 使他们成为世袭的土
官 ，其部众也取得合法生存的地位 。 如此 ， 这些由西域中亚迁徙而来的回回色目人签军 ，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 ，历经元 、 明时期的长期扎根与融合 ， 与其他民族一起在东乡地区逐渐
形成了东乡民族 。

东乡族其族源成分具有多样性 ， 包含回回色目人 、 蒙古人 、 汉族人和藏族人等 。 东乡
族讲东乡语 ，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同蒙古语相近 。东乡族语言是各种民族语言的合成 ，
经语言学家的研究分析 ， 东乡族语中蒙古语占主要成分 ， 大约占东乡语总词汇中的 ６０ ％ ；
其次是汉语词汇和藏语词汇 ； 另外还有部分阿拉伯和波斯语词汇 。 东乡族无本民族文字 ，
大多数东乡族人都兼通汉语 ， 通用汉文 。

新中国建立前 ，历代统治阶级拒不承认东乡族是一个民族整体 。 所谓的东乡过去纯属
一个地域概念 （因临夏新中国建立前称为河州 ，当时有东 、 南 、 西 、 北四乡之分） ， 东乡族
人被当作 “外土人” ，并被反动统治阶级冠以 “东乡回逆” 、 “东乡土番子” 等歧视性称谓 。
统治阶级还采取 “分而治之” 的统治手段 ， 把东乡族人的生活区划归和政县 、 宁定县 （今
广河县） 、永靖县 、临夏县管辖 。更为残酷的是 ， 不准东乡族人讲东乡话 ，违者必罚 。

东乡族以农业为主 ，畜牧业 、 特别是养羊 ， 在生产中也占重要地位 ， 东乡 “三宝” 桃
杏 、瓜果 、大红枣享誉全国 。 东乡人有丰富的群众娱乐活动和民间口头文学 ， 竞技活动主
要有赛马 、摔跤 、打土块等 。 “花儿” 是东乡族喜欢的歌舞形式 。 东乡人的乐器有 “四弦
子” 、笛子和泥制吹器等 。

（二） 东乡族历史上的教育情况

东乡族在历史上儒学教育的情况是十分落后的 。 清代以前 ， 东乡族中受 “官学” 和
“私塾” 教育的人属凤毛麟角 。清代沿元 、明旧制 ，在所属的河州除设 “官学” 以外 ， 还有
“私塾” ，东乡个别富家子弟已有就读者 。后又设立义学 。 康熙四十四年 （１７０５ 年） 河州知
州王全臣 ，将义学增加 １０ 所 ，东乡族地区有少数富绅子弟入学念书 。 道光年间河州新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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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所义学之中 ，有东乡地区的锁南坝 、 长川里 、 洪济桥义学 。 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 年）
春 ，河州知州赵宏在东乡地区设锁南坝义学 、 扎木池教德义学 、 扬妥家正兴义学 、 平善集
慎修义学 、新集敦睦义学 、唐汪川养正义学和经正义学 、 喇嘛川新务义学 。 除扎木池教德
义学经费自筹以外 ，其余均属拨款 。 各义学有师傅一人 ， 学生数十人 ， 所读课本不外是
枟三字经枠 、 枟百家姓枠 及四书五经等 ，东乡族儿童念书者日渐增多 。

据清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 的 枟河州志枠 记载 ， 旧时 ， 学校教育较落后 ， 在东乡扎木池
由民众自筹经费办的一所义学 ， 叫敦德蒙学堂 。 在东乡杨妥家设正兴蒙学堂 ， 在平善集设
慎修蒙学堂 ，在新同集设敦睦蒙学堂 ， 在唐汪川设养正蒙学堂和经正蒙学堂 ， 在喇嘛川设
新德蒙学 。

东乡族信奉伊斯兰教 。东乡族群众让子女进清真寺学习伊斯兰教教义的基本知识 ， 学
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接受经堂教育 ， 也就是念经当满拉 。 元代在临夏 、 东乡地区已建有
清真寺 ，明 、清时期 ，清真寺逐步发展 。 到清末清真寺已相当普及了 ， 基本上稍大一点的
村落都建有清真寺 。

清真寺也因村镇大小有所区别 ， 但凡有清真寺都有经堂教育 ， 经堂教育也随清真寺规
模有大小学之分 ，经堂教育的大小学就是 —般意义上的初 、 高级班的差别 。 学经的满拉十
余人或七八十人不等 。幼儿七八岁左右就送进清真寺接受启蒙教育 ， 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
文 ，拼读念诵 ， 学习伊斯兰基本教义 、 背诵 枟古兰经枠 和 “圣训” 章节 ， 也就是经堂教育
的小学概念 。几年以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 ， 经过筛选 （主要视家庭经济条件和儿童智商情
况） 有一小部分满拉则继续深造进修 ， 循序渐进 ， 接受更高层的教育 ， 进一步深入学习阿
语 、波斯语的语法 、修辞 、逻辑 、伦理学知识 ，讲解 枟古兰经枠 ， 这就是经堂教育中的大学
概念了

经堂教育的宗旨是对穆斯林进行伊斯兰文化教育 、 培养阿訇 、 进行宗教学术活动 。 从
枟古兰经枠 中不仅学习宗教知识 ， 也学习并掌握如何处事做人的传统道德知识和礼仪风范 。
经堂教育在某种程度是家庭教育的加强和必要补充 ， 对东乡族人民的社会风化起到了良好
的调整作用 。

东乡族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宗教教育家 ， 如马万福 、 马伏海 、 马保珍等 。 其中典型代表
是马万福 。马万福 （１８４９ — １９３４） ， 中国伊斯兰教依赫瓦尼派创始人 ， 经名努哈 ， 东乡 （今
甘肃东乡族自治县） 果园村人 ，故又称马果园 。其祖 、父均为阿訇 。

马万福 ２２岁即收徒讲学 。清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 年） ， 往麦加朝觐并求学 。 光绪十八年
学成回国 ，途经湖北 ，为老河口清真寺挽留开学年余 ， 次年始回故里 。 不久应聘到临夏漠
泥沟何家寺开学 ，主讲 枟古兰经枠 、 圣训 、 认主学 、 教法等学科 ， 历时 １０ 年 ， 宣传其 “尊
经革俗” 和 “凭经立教” 的主张 。弟子众多 ，遂自成一派 ， 称 “叶赫瓦尼” 。 他主张汉语和
阿拉伯语并重 ， 在各个回族学校广泛开设阿拉伯语课程 ， 影响很大 ， 客观上推进了东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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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马万福一生坎坷 ，曾在陕西兴安州 （今安康） 、 新疆哈密 、 青海
西宁等地清真寺开学讲经 ，推动了叶赫瓦尼在西北的传播 。

在东乡族人早期教育时期 ， 家庭教育是重要的方式 ， 由老人给儿童讲民间故事 、 歌谣
以及浅显的伊斯兰教知识等 。 青少年时期 ，少数人到清真寺接受经堂教育 ， 学习较系统的 、
初级的伊斯兰教文化知识和阿拉伯文 ；大部分人则继续接受家庭教育 ， 内容除传统文化外 ，
还有社会生活 、 道德 、礼仪 、 生产知识与技能 ，以及伊斯兰教文化知识等 。

二 、土族的古代教育

（一） 土族概况

土族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 。 土族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不同的称呼 。 互
助 、大通 、天祝一带自称 “蒙古尔” 、 “蒙古尔孔” （蒙古人） 、 “察罕蒙古尔” （白蒙古） ， 民
和三川地区多被称为 “土昆” ，甘肃卓尼地区自称 “土户家” ， 藏族称之为 “霍尔” ， 汉 、 回
等族称之为 “西宁州土人” 、 “土民” 等 。现行名称是根据土族人民意愿确定的 。

土族族源 ， 目前多数学者都力主吐谷浑说 ， 此说认为土族是以吐谷浑人为主体 。 唐高
宗龙朔三年 （６６３年） ，吐谷浑国为吐蕃所灭 。 东迁的一部分吐谷浑人逐渐融合于汉族 ； 降
附于吐蕃的吐谷浑人后来融合于藏族 ； 而留居于故土凉州 、 祁连山一带 、 浩门河流域 、 河
湟地区的吐谷浑人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 ， 吸收并融合了藏 、 汉 、 蒙古等民族成分而逐渐形
成为今日之土族 。从现有记载看 ， 这种说法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 但也有些学者仍分别主张
阴山白鞑靼 、沙陀突厥 、阻卜 、土鞑等说 。

在元代 ，土族大部分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 ， 元朝政府在其聚居区内推行土官制度 ， 以
其首领为地方长官 ，使辖所在地区民人 ， 如祁贡哥星吉 、 李赏哥 、 南木哥 、 帖木录等 ， 就
分别被授为甘肃理问所土官 、 西宁州同知兼指挥使 、 西宁州同知等职 。 明初 ， 各土官投附
于明朝政府 ，明廷为安定边疆地方秩序 ， 依元旧制 ， 分别授 １６ 家土司为西宁卫指挥使司 、
指挥金事 、千户 、百户等职 ，并允许其依据当地习惯法制定 “土规” 、 “土律” ， 在辖区内行
使司法判决权力 。有些土司由于积极参加明军四出征战 ， 功绩卓著 ， 还取得了充当流官的
重要职务 。

清初 ，土族土司归附满族统治阶级 ， 基本上都按原官职 、 品级世袭 。 雍正朝以后 ， 清
廷为限制各地土司权力 ， 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 “改土归流” 政策 ， 在川 、 黔等地曾遇到不
同程度反抗 。土族土司因未参与叛乱 ， 还在镇压各族人民反抗中立过功 ， 土司制度一直被
保留至辛亥革命以后 。

土族深受藏族文化影响 。 土族原信奉多神教 ， 也有一些人信奉道教 。 元 、 明以后普遍
信仰藏传佛教 ， 大部分崇奉格鲁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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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人民初多从事畜牧业 ， 主要蓄养马 、 牛 、 羊 、 骡等牲畜 。 其中尤以马和白牦牛最
出名 。 除畜牧之外 ，也兼营一定农业 。 １４ 世纪中叶后 ， 因明政府在西宁等地广置屯田 ， 奖
励垦殖 ，农业生产发展迅速 ， 不仅耕地面积大为扩大 ， 生产技术也有很大提高 ， 逐步走上
以农业为主的道路 。

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 “土语” ，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 土族原没有自己的民族文
字 ，通用汉语文 。土族人民擅长歌舞 。民间文学优美丰富 。 “土族花儿” 、 “安昭舞” 、 “宴席
曲” 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 ， 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 。

（二） 土族的儒学教育

土族的先民吐谷浑 ，又名土浑 ， 原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 。 早在晋永嘉末年就据有今甘
青川部分地区 ， 以其祖吐谷浑为氏 ， “亦为国号” ①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 吐谷浑人民懂汉
文 ，读汉书 ，深受汉文化影响 ， 充当了中西陆路交通的中继者 、 向导和翻译 ， 为丝绸之路
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 而且在北方和西南民族交往中起到桥梁作用 ， 同时也促进了
自身的发展 。

明清两代实行科举制度 。 土族中 “博通经史之士” 考中秀才 、 举人甚至进士者不乏其
人 。如 ，明代李完中举人 ，李玑中进士 ， 李光先中武进士 ； 清初祁仲豸中武进士 。 入黉门
中秀才者很多 。 清末 ，学校与社会教育在土族聚居的互助 、 民和 、 大通地区开始兴起 ， 随
着时代的变迁 ， 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 。比如互助地区 ， 清光绪二十三年 （１８９７年） ，威远堡
始设义学 ，有学生三十余人 。另有私塾三处 。 民和地区 ，清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 年） ，西宁府碾
伯县在川口始设义学一处 。大通地区 ，清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 年） 至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年） ，
先后在卫城 （今门源县） 及卫属之向阳堡和县治 （今城关镇） 、 大通营城 （今门源县境） 、
燕麦川古边庄 （今互助县土族自治境） 等地设义学 １５处 ， 并先后建立 “三川书院” 、 “大雅
书院” （同治十三年更名为 “崇山书院”） 和 “泰兴书院” 。

清光绪末年开始废除科举 、设学校 ，新的教育思想和方式也涉及到土族地区 。 １９０５ 年 ，
大通县原泰兴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 ， 先后又有四所初等小学在各乡兴办 ， 现代教育在土族
地区萌芽 。由于广大劳动人民普遍贫困 ，教育发展缓慢 ，受教育的人数依然很有限 。

（三） 土族的寺院教育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各种宗教的禁忌 、 礼仪 、 教义等渗透进了民族
文化中 ，对人们的观念意识 、 行为准则产生影响 ， 并直接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体现 。 这种
渗透 ， 是对人的一种无形的教育 ， 这种形式的教育对道德教育中的行为规范 、 习惯养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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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意义 。 而且这种教育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 ， 特别容易在普通群众中传播 。 我国
的少数民族的教育与宗教一直关系密切 ，宗教教育是土族的教育重要组成部分 。

元明时期 ， 土族地区属西藏宗教势力范围 。 明代 ， 该地曾先后建立起不少藏传佛教寺
院 。明政府为利用其制御土族及其他各族人民 ，相继于西宁 、 河州等地建立 “僧纲司” ， 以
喇嘛僧为僧纲司官 ，颁给符契 。 凡 “戒行精勤者” ， 还分别授给 “喇嘛 、 禅师 、 灌顶国师”
之号 ， 有加至 “大国师 、西天佛子者” ① ， 并许世袭 。 明末清初 ， 格鲁派兴起 ， 土族头人到
西藏请求四世达赖派僧到土族地区建寺 。四世达赖派嘉赛活佛约曲吉嘉措来土族地区传教 。
满族统治阶级建立清朝后 ，为扶持藏传佛教 ， 对土族地区的宗教上层也一再予以加封 ， 如
康熙四十四年 （１７０５年） ， 敕封二世章嘉为 “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 ， 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
年） 敕封二世土观为 “静修禅师” ② ，就是具体的例证 。 土族宗教上层及其所属寺院 ， 都有
单独的寺产和属民 ，他们和土司一样 ，都是凌驾于广大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 。

伴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 ， 土族的宗教教育迅猛发展 。 土族地区曾建有许多佛教寺庙 ，
入寺作喇嘛的儿童和成年人 ， 一般都要在寺庙内接受寺院教育和学经生活 。

在土族地区 ，最著名的佛寺是互助土族自治县佑宁寺和大通县广惠寺 。 佑宁寺 ， 原名
郭隆寺 （因地得名 ，意为鹰住的地方） ， 是四世达赖派嘉赛活佛约曲吉嘉措修建的 ， 僧人多
时达 ６０００多人 。 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 年） 僧众参与蒙古亲王叛乱 ， 寺被毁 。 雍正十年 （１７３２
年） 清政府拨款重修 ，但限僧员 ３００ 名 。 寺中曾有著名活佛章嘉 、 土观 、 松巴等 。 各位活
佛均是大学者 ， 在教育方面起到引领作用 。二世土观呼图克图 ③罗桑却吉尼玛著有 枟宗教流
派镜史枠 （现译为 枟土观宗教源流枠） ，是有关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名著 。 三世松巴呼图克
图以西班觉著有 枟青海史枠 ，是研究藏传佛教及青海地区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 大通县
广惠寺也是一所重要的寺庙 ， 培养了清代驻京八大活佛之一呼图克图敏珠尔 。

土族宗教教育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制度 ， 以佑宁寺参尼扎仓 （显宗学院） 为例 。 佑宁寺
将每年的学经生活分为七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学期半月 、 ２０ 天 、 一个月不等 ， 期间休息劳
作 。学经期间 ， 每天要到大经堂去念经两次或三次 。 每年七月一日到十五日举行考试 。 每
次念经时间考两人 ，当年未能轮上考试者 ， 第二年再考 。 每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考取
“尕布齐” 两人 。 “尕布齐” 是一种学完显宗全部课程 （即连学字母拼音一级在内的 １４ 个学
级） 的考试 。考试时由全体喇嘛轮流考问 ， 每天考三次 。 佑宁寺的居巴扎仓 （密宗学院）
学经制度与生活纪律较严 。进入居巴扎仓学经的喇嘛年龄须在十五六岁以上 ， 并由显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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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图克图 ， 藏语朱必古的蒙语音译 ， 意为化身 。 清朝以此封号授予藏蒙等族佛教上层 ， 以示荣耀 。 名列理藩院

档案 ， 转世需中央代表主持金瓶掣签仪式 ， 申报朝廷敕封 。 在西藏地方地位仅次于达赖 、 班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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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门毕业 。
土族人民虔诚信奉藏传佛教 ， 一度出家人过多 ， 影响了土族人口发展 ， 但虔诚的信仰

态度 ， 也造就了土族人民朴实善良 、 吃苦耐劳的素朴民风 。

思考题

１畅 简述羌族的形成过程及其对羌族教育的影响 。
２畅 对比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的经文学校与回族的经堂教育之异同 。
３畅 试分析儒学教育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有何影响 。
４畅 查阅材料 ， 举例分析民间民俗教育在传承民族文化和塑造民族品格方面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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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古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本书所说的西南地区大致包括今天的西藏自治区 、 云南省 、 四川省等 。 一些民族的主
体在西南地区 ， 但是在其他地区也有较广的分布 ， 所以在介绍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教育
史的时候也兼及周边地区 ，如青海甚至甘肃等部分地区 。 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生活着诸多
民族的先民 。在历史上 ，先后出现了诸多民族及其地方性政权 ， 主要有百越 、 百濮 、 氐羌 、
党项羌 、吐蕃 、 东爨 、 西爨 ① 、 南诏 、 大理 、 吐谷浑 、 罗殿国 ② 、 罗氏鬼国 ③等 ， 在先秦统
称为南蛮 。

现在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 ， 主要有藏族 、 苗族 、 彝族 、 白族 、 哈
尼族 、 傣族 、壮族 、 傈僳族 、 佤族 、 纳西族 、 瑶族 、 景颇族 、 拉祜族 、 羌族 、 布朗族 、 布
依族 、 普米族 、 阿昌族 、 怒族 、 基诺族 、 德昂族 、 水族 、 满族 、 独龙族 、 蒙古族 、 回族 、
土族 、 东乡族 、 保安族等 。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教育历程 ， 在中华民族的教育史上有
着璀璨的一页 。

第一节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形态社会教育

先秦时代 ，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先民的教育是在生产和生活中进行的原始形态社会教育 。
即使在秦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岁月 ， 社会教育仍在西南各少数民族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

原始社会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使受教育者掌握集体生活和生产的本领 ， 以便能够适应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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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爨氏家族在云南的政权 。

唐宋时乌蛮所建的政权 。

北宋时乌蛮所建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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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的自然环境 。 教师就是族群中的长者 、 能者 。 家庭 、 部族 、 劳动团体 、 自然分工群体 、
玩耍团体等都是原始教育的组织形式 ，教学方法是灵活多变的 ， 有口耳相传 ， 有着意模仿 ，
有亲身实践 ，有谆谆教诲 ，有严厉训诫 。

西南少数民族先民是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来教育后代的 ， 而这些活动没有固定的场所 ，
因此其教育场所也不固定 。 有的是在火塘边 ， 有的是在饭桌前 ， 有的是在娱乐现场 ， 有的
是在狩猎现场 ， 有的是在祭祀典礼上等等 。 其中狩猎现场是重要的教育形式 。 如傣族古歌
枟吼山歌枠 中说 ： “人会追麂子 ， 是野狗教给的 。 野狗追麂子 ， 被老人看见 ， 祖先真聪明 ，
学着狗去做 。进林去吼叫 ，进林追麂子 。 用粗藤去绊麂子脚 ， 用木棒去打麂子头 。 一天比
一天打得多 ，从此人学会打猎 。” ① 总之 ，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形态社会教育是无处不
在 ，无时不在的 。

西南少数民族先民社会教育内容十分广泛 ，主要有语言教育 、天地万物及人类起源教育 、伦
理道德教育 、生产技能教育 、家庭婚姻教育等 。这些教育内容质朴而实用 ，简洁而生动 。

语言教育 ： 西南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教育 。 不论是在母亲的膙褓中 ， 还是
在族人的看护下 ，都用不同的方法身体力行地对孩子进行语言的教育 。

天地万物及人类起源教育 ： 西南很多少数民族都流传着史诗 。 如彝族的 枟阿细的先
基枠 、 枟梅葛枠 、 枟查姆枠 ， 纳西族的 枟崇搬图枠 ， 佤族的 枟司岗里枠 ， 哈尼族的 枟奥色密色枠 ，
拉祜族的 枟牡帕密帕枠 ，傣族的 枟巴塔麻戛捧尚罗枠 ，景颇族的 枟穆瑙斋瓦枠 ， 傈僳族 、 独龙
族 、怒族的 枟创世纪枠 ，白族的 枟开天辟地枠 ，布朗族的 枟顾来亚枠 ， 德昂族的 枟达古达楞格
来标枠 等 。

如有的史诗认为 ， “最古的时候” ， 天地混沌未分 。 没有天地日月 ， 没有满天星斗 ， 没
有草木山水 ， 没有鸟兽虫鱼 ， 没有滔滔大海 ， 没有滚滚河川 。 只有雾气翻滚 ， 时清时浊 ，
忽明忽暗 ，混混沌沌 。 “天地万物在动中生 ，在动中演变 。 不动嘛不生 ， 不动嘛不长 ， 这就
是天地的起始 ， 这就是万物的来源” （ 枟查姆枠） 。

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 ，认为天地是雾露变成的 ， “雾露里有天 ， 雾露里有地 ， 雾露变气
育万物 ，万物生长天地间” （ 枟查姆枠） 。关于人类的起源 ，认为神仙用泥土做成人 ， 经过气 、
风 、太阳的吹晒 ，变成能行动 、会说话的人 （ 枟阿细的先基枠） 。有的认为雾露缥渺大地 ，变
成一潭绿水 ，造出第一代原始人 ，经过三代体质和思维的进步 ，成为现代人 （ 枟查姆枠） 。有
的认为 “天上撒下三把雪 ，落地变成三代人 ，一代比一代完善” （ 枟梅葛枠） 。②

伦理道德教育 ：西南各少数民族先民的教育也包含丰富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 。 各民族
都把尊老爱幼 、 勤劳勇敢 、团结互助 、 热情好客 、 礼尚往来作为基本传统道德教育子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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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岩温扁 、 岩林编 ： 枟傣族古歌枠 ， 北京 ：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 第 ２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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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如敦煌出土的藏族 枟礼仪问答写卷枠 中有 ：
弟问 ：一贯品行端正 ，偶尔也会办不成事 ，又有何罪 ？
兄云 ：此等人甚为罕见 ， 仅个别而已 。 自己虽无罪 ， 但若无权 ， 谁能挽回 ？！ 判罪杀

头 ，悔之无及 。 无论何时 ，行恶得善者百中得一 。 行善得善者比比皆然 。
弟问 ：如何方能不滥言 、 行为高尚 、事业忠正 ？
兄云 ：行为高尚者有二 ， 即善巧与平等也 。事业忠正有二 ， 即正直与持平 。 不滥言者 ，

即不说无意义之言 。总言之 ， 缙绅豪门之习性 ， 极为虚伪 ； 贩夫走卒之辈 ， 见识微细 ； 幼
儿稚童言语琐碎 ，均弃之为是 。不知彼 ，己不知者 ，粗糙空洞之言谈以不讲为是 。

弟问 ：多口舌则不宁 ，贪心大则不妙 ，然否 ？
兄云 ：总言之 ，做任何事 ，须达目的 。虑别人议论自己不安分 … … ， 不询问 ， 岂能说 。

虑别人议论自己贪心大 ，就装假作伪可乎 ？ 任何时候都谨慎 ， 别人对己能满意吗 ？ 自己不
是多少做了点好事 ？己有欢乐之事 ， 深怕别人不晓 ， 如朝秦暮楚之妇 ， 不能保守秘密 。 勿
如此行 ，勿如此吹嘘 。遇大小不乐之事 ， 如伤心之类者 ， 既不做亦不说 。 见到别人之牲畜
财产 ， 勿歆羡询问 ： “牲畜好否 ？” 见到自己眷属与份产勿立即表态云好云坏之类无意义之
词 。勿称颂自己 ，亦勿卑视自己 。背戒律 ，勿想 “最好人不知” 。 若仅己知 ， 也勿生 “别人
不知为好” 之念 。若不违背戒律 ， 虽遭受误会 、 不安 ， 均须忍受 ， 如此等等之行为 ， 即谓
“稳重” 。总之 ， 要符合当地习俗 。 此乃不贪心而又稳重 。 另 ， 若不能对一切人为善 ， 也该
符合做人之道 。

弟问 ：何为做人之道 ？何为非做人之道 ？
兄云 ：做人之道为公正 、 孝敬 、 和蔼 、 温顺 、 怜悯 、 不怒 、 报恩 、知耻 、 谨慎而勤奋 。

虽不聪慧机智 ， 如有这些 ， 一切人皆能中意 ， 亲属亦安泰 。 非做人之道是偏袒 、 暴戾 、 轻
浮 、无耻 、忘恩 、无同情心 、 易怒 、 骄傲 、懒惰 。 身上若有这些毛病 ，一切人皆不会中意 。

弟问 ：过分孝顺非虚伪乎 ？温顺非欺诈乎 ？ 怜悯中非寓软弱无刚之意乎 ？ 粗暴中毋得
有英勇之气乎 ？

兄云 ：做任何事均须有分寸 。 孝顺过分即成虚伪 ， 若不过分则是孝顺 。 一切行为均有
目的 ， 即为温顺 ，并非欺诈 。 若无目的 ，无论如何凶厉 ， 均非反抗而为败坏 。 所谓可怜者 ，
自身不了解自身 （之能力） 、无廉耻与行为不端 。 无罪岂能惩处乎 ？ 所谓英雄者 ， 指对敌勇
猛 ，愤怒亦有所为而发 ，即为英雄 。 无端之凶暴有谁颂为英雄 ？此非英雄 ，斯为恶汉也 。

弟问 ：勿能行大善 ，施行小惠有何益处 ？
兄云 ：腹内若无智慧 ，不能行善 。但亦不能作对地方有损之事 ， 此谓正直 、 可靠之人 。

能如此 ，即大有裨益 。缺点虽小也应去之 ，好处虽小也要趋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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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藏族先民很早就非常注重伦理道德教育 ， 口耳相传 ， 最后以兄弟问答的形
式编成书而留传后世 。

在彝文文献中也有伦理方面的专门著作 ， 如 枟尼苏夺节 ·文字伦理枠 篇载 ： “图纳善良
人 ，背理书一本 ，起脚又上路 。 … … 图纳善良人 ， 把文字伦理 ， 传遍了京城 。 从此京城里 ，
官臣和百姓 ，知书又识礼 ， 官民大喜欢 ， 执法照理办 ， 兵强马又壮 。 是非能辨明 ， 善恶分
得清 。 京城大变样 ，官臣大欢喜 ，百姓喜洋洋 。” 这段记载说明了彝族社会伦理产生的背景
及其产生后的作用 。

彝族的 枟教育经典枠 说 “夫妻间相亲相爱 ， 不教子女做坏事 ， 不诬陷朋友 ， 不当小偷
小摸 ， 不调戏妇女 ，不拐卖人口 ，不贪人家的钱财 ，不乘人之危勒索别人 ，不杀人放火 。” ①

生产技能教育 ：西南地区原始先民的生产技能教育是多方面的 ， 有狩猎 、 采集 、 建造 、
驯养 、 放牧 、捕捞 、种植 、酿造 、 编织等 。 在这些生产劳动过程中 ， 年长者随时随地教育
后代 ， 下一代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地在模仿 、 学习 、 实践 。 如著名彝族叙事长诗 枟阿诗玛枠
描述了阿诗玛在少年时期学会的种种手艺 ： “女儿满五岁 ， 背上背菜篮 ， 上山找野菜 ， 阿妈
喜六场 。女儿满七岁 ，七岁会绩麻 ， 绩麻赛阿妈 ， 阿妈喜七场 。 女儿满九岁 ， 走路谁做伴 ？
做饭去挑水 ，水桶来做伴 。 在家谁做伴 ？ 做饭站灶边 ， 灶台来做伴 ， 美丽阿诗玛 ， 做饭赛
阿妈 ， 阿妈喜八场 。女儿满十二 ，为父补衣裳 ，补裤又缝衣 ，为父遮风寒 ，阿爸喜一场 。”

青春期教育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先民十分重视青春期教育 ， 这在解放前乃至今天的某
些地区仍能看到这种教育的某些遗俗 。

如彝族的公房制 ，在部分彝区 ， 彝族青年到了十四五岁后 ， 家长就不留子女在家中住
宿’ 而是催促子女到公房去住宿 。 “公房” 成员按血缘关系或几个要好的朋友住在一起 ， 男
青年住 “男公房” ，女青年住 “女公房” 。 一般为男青年到 “女公房” 中去玩耍 ， 假若女青
年愿意 ，男子可以将女青年邀请到 “男公房” 中 ， 甚至留宿 。 入公房的男女青年不用举行
成年仪式或其他手续 ，进入公房住宿的男女 ，社会即已承认他们有谈情说爱 、 择偶的权利 。
从某种角度讲 ， 公房是彝族青年青春教育的 “课堂” 。家长不容许少年儿童到公房里去 ， 少
年儿童若背着家长进入公房 ， 公房里的青年们也会拒绝他们入室 。 进入青年时期后 ， 家长
又要催促子女到公房中去谈情说爱 。 彝族恋爱 、婚姻除了身教言传外 ， 还有一些礼仪形式 ，
让青年人在礼仪形式中意识到自己已应接受恋爱 、 婚姻方面的知识教育 ， 明白自己进入成
人阶段后 ，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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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描述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先民社会教育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 ： 教育形式灵活
多样 ， 教育场所随教育形式而无定所 ， 教育内容包罗万象 、 质朴而简洁 ， 教育效果直接关
乎人生 。

第二节 　 秦汉至唐朝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教育

秦汉三国两晋时期活跃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军事割据主要有氐羌 、 百越 、
百濮 、 乌蛮 、白蛮等 ，隋 、唐时西南地区主要被吐蕃王朝和南诏政权统辖 。

氐羌主要分布在甘肃 、青海及其以西以南地区 ， 到了汉代 ， 羌族有了很大的发展 ， 居
于今甘 、青 、藏 、川 、新疆等部分地区 。 枟后汉书 · 西羌传枠 记载 ， 当时西羌有 １５０ 多支
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 ，曾形成宕昌 、 邓至等政权 。 北周时 ， 形成强大的党项部 。 唐时 ， 党
项羌在吐蕃的威胁下 ，迁居陕甘宁地区 ，归附唐朝 。

百越分布于今浙江 、广东 、广西 、江西 、海南并与濮交错居于湖南 、 贵州 、 云南等地 。
自后汉至隋唐 ， 在原百越居住地出现了山越 、俚 、 乌浒 、僚 、峒蛮 、 溪蛮等族称 。

百濮分布于今湖北 、湖南 、 贵州以及四川 、 云南等地 ， 后逐步演变 ， 至隋唐出现了板
楯蛮 、 賨人 、武陵蛮 、 长沙蛮 、 零陵蛮 、 江夏蛮 、 五溪蛮 、 沔水蛮 、 莫徭 、 僚 、 峒蛮 、 溪
洞蛮等族称 。

乌蛮 、白蛮总称爨蛮 ，汉时属西羌夷 ， 魏晋南北朝时称爨蛮 ， 隋唐时始有乌蛮 、 白蛮
之称 。 是云南地区古氐羌族系 ，现代藏缅语族彝语支 。 唐开元时 ， 南诏崛起 ， 后并入南诏 ，
成为南诏的主体民族 。

吐蕃王朝最初起于居住在青藏高原的悉补野部落 ， 其第一位首领是聂赤赞普 。 传至第
三十代赞普达日囊赛时期 ，逐步统一而走向强大 。 第三十一代赞普囊日松赞时期 ， 兼并苏
毗 。至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时 ，吐蕃王朝走向强盛 。

西南各族人民随着历史变迁 ， 称号各异 ， 其教育思想 、 教育体制 、 教育形式 、 教学内
容也不尽相同 。 但有一点是贯穿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之始终的 ， 即少数民族教育
不断受到中原文化及教育的影响 ， 是随着中原文化教育体制 、 教育形式 、 教学内容等的传
入 ，在与其不断的交流 、沟通中逐渐发展 、完善起来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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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学教育在西南地区的产生

西汉时汉字传入西南 ，为儒学兴起奠定了基础 。 战国乃至秦朝时期 ， 中原文化曾扩至
西南部分地区 ， 但未留下兴学的记载 ，西南地区兴学有确实证据当始于汉代 。 枟新篡云南通
志 ·学制考一枠 载 ： “吾滇虽开自战国 ， 而语及文化 ， 实萌于西汉 。” 从史料和考古发掘看 ，
西汉以前 ，居住在西南的少数民族尚未使用文字 ， 尤其是没有本民族文字 ， 多用实物或图
画表示某一事物或记录某一件事 。 到了西汉 ， 部分器物上已有汉字出现 ， 并随时间的推移
逐渐增多 。当时滇国墓葬中出土的部分器物亦见有文字 。 如昭明 、 日光镜上的铭文 ， “半
两” 和 “五铢” 钱文 ，刻有 “汉内工官” 铭文的驽机及 “大徐氏二千石” 刻铭的梁提壶等 。
这些器物是从内地传入的 。元封二年 （公元前 １０９ 年） ， 汉在滇池附近置益州郡 ， 赐 “滇王
之印” ， 令其 “复长其民” 。说明汉文化和汉字在当时的王 、 侯 、 邑长等统治阶层中已经得
到初步推广 。

西汉中期以后 ，汉字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 。 从一些墓葬考古发现可找到相
关的印证 。如云南李家山滇国墓葬的三座墓中还发现 “李德” 、 “黄义” 、 “王光” 的汉文印
章 。墓葬形制及埋葬方式还是当地的习俗 ， 说明其并非汉人墓葬 。 至于汉文印章和类似汉
人的姓名 ，则是汉文化在滇国传播的必然产物 。 西汉后期 ， 汉字在西南地区有了更广泛的
传播 ， 上至统治阶级 ，下至工匠都可能认识 —些汉字 ， 甚至还会书写 。 到了东汉 ， 出土文
物上的汉字数量更多 ，并使用了中原王朝的纪年和内地惯用的吉祥语 ， 汉文化得到了更加
深广的传播和发展 。

汉代在西南部分地区设立了学习儒家经典的郡国学校 。 据 枟汉书 · 文翁传枠 载 ， 汉景
帝时 ， 蜀郡太守文翁选小吏十余人至京师做博士弟子 ， 学成后回本地予以重任 。 又立学官
于成都 ，招属县弟子为学官弟子 ， 依其学习成绩 ， 分派官职 。 汉武帝很重视文翁的做法 ，
下令 “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

到东汉中期 ，官学在西南部分郡县普遍设立 。 据李元阳嘉靖 枟大理府志枠 载 ： 东汉章
帝元和二年 （公元 ８５年） ，大理乃 “建学立师 ，叶榆 （今大理） 之有学始于此 。” 又据 枟汉
书 ·西南夷列传枠 载 ： “肃宗元和 （公元 ８４ — ８７ 年） 中 ， 蜀郡王阜为太守 ， 政化尤异 … …
始兴起学校 ，渐迁其俗 。” 王阜原籍成都 ， 为益州太守 。 王阜在云南地区始兴学校的史实 ，
说明东汉中期 ， 西南已经出现了汉学官学 。

汉武帝时 ， 儒家私学也在西南地区盛行 。 据谢肇滞 枟滇略枠 载 ， “汉元狩二年 ， 汉武帝
遣中郎将司马相如持节开越巂 ， 按道侯韩说开益州 ， 授经教学 。” 司马相如为西汉著名学
者 、文学家 ，韩说也是有名的经学家 。 二人持节开边 ， 在益州 、 越巂建郡立县 ， 设立各级
政权 ， 开始 “授经教学” ， 私人授学的经学教育出现 。据 枟太平御览枠 载 ， 司马相如持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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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巂时 ，叶榆 （今大理） 人张叔 、 盛览 “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 ， 遂负笈往 。 从之受经 ，
归教乡人” 。说明司马相如在祖国西南一带确实授过学 。 由此可见 ， 西南部分地区在汉武帝
时期即已出现汉学私学 。

东汉明帝 、 章帝时 （公元 ５８ — ８６ 年） ， 毋敛人尹珍曾师从汝南人许慎 、 应奉受经书图
纬 ，学成后还归乡里授学 。据 枟后汉书 · 西南夷列传枠 载 ， “桓帝时 ， （牂牁） 郡人尹珍自
以生于荒裔 ，不知礼义 ，乃从汝南许慎 、 应奉受经书图纬 ， 学成 ， 还乡里教授 。 于是南域
始有学焉 。珍官至荆州刺史 。” 从汉武 “开滇” 至东汉明 、 章之间 ， 内地汉文化通过各种渠
道传人西南 ，使得官学 、私学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①

从以上记载中可知 ，两汉之际 ， 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 ， 不仅有了官学教育 ， 而且还
盛行私学教育 。 这种教育的教学内容受董仲舒提出的 “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 思想的影响 ，
主要教授儒家的典籍及其仁 、 礼等伦常 。 生源主要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官宦和贵族子弟 ，
官学的教师由官府任命或选拔 。

二 、诸葛亮与西南地区的民族教育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 他在蜀国执政期间 ， 从战略和文化发展的
高度 ， 团结边疆各少数民族 ， 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的政策和措施 。 这
些政策和措施推动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文化和教育的进步 。

诸葛亮辅政时 ，逐步实施了 “西和诸戎 ， 南抚夷越” 策略 。 诸葛亮控制南中以后 ， 进
行了有效的治理 ，并在教育上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其一 ，使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屯田 ， 从事生产 ， 互相学习 ， 彼此促进 。 诸葛亮把 “夷
帅” 的一些 “羸弱” 的奴隶及依附民分给大姓焦 、 雍 、 娄 、 孟 、 量 、 毛 、 李为 “部曲” ， 与
原先配给的汉人部曲一道组成 “夷汉部曲” 。 “夷汉部曲” 共同屯田生产 、 杂处生活的方式 ，
更有利于 “夷” 、 汉融合 ， 经过民族间文化的双向交流 ， 彼此取长补短 。 诸葛亮的 “夷汉部
曲” 措施 ，从教育的意义讲 ， 可谓 “不言之教” 。

其二 ，因俗施教 ，用生动形象的方式教化西南地区诸少数民族 。 枟华阳国志 · 南中志枠
说 ： “且 （夷） 俗征巫鬼 ， 好诅盟 ，投石结草 。官常以盟诅要之 ， 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 ， 先
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 ；次画神龙 ， 龙生夷及牛羊马 ； 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 ， 巡行安恤 ； 又
画牵牛负酒 、赍金宝诣之象以赐夷 。 夷人重之 ， 许致生口值 。 … … 每主吏 、 刺吏 、 校尉至 ，
赍以呈诣 ，动亦如之 。” 这幅图谱是诸葛亮教各部渠帅如何与部主吏 、 刺吏 、 校尉取得联系
和如何上贡的流程图 。其中 “先画 、 后画 、 又画” 等强调了所要表达的内容 ， 目的是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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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宣扬中央王朝权威 ，并将封建伦常用生动形象的图谱表现出来 。 体现出了诸葛亮因
材施教的教育才能 。

相传诸葛亮还将中原的一些农业技术 、生活方式等撒播到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 。如巂州
地方原来不知道种蔓菁 ，诸葛亮南征时教会巂州人如何种蔓菁 ， 人们为了纪念他 ， 称蔓菁为
“诸葛菜” 。传说诸葛亮曾教人改变耕作方式 ， 提高生产力 。蒲缥蛮一直过着刀耕火种的游耕
生活 ，传说诸葛亮南征时 ， “见刀耕者之疲 ， 故教民打牛 ， 以代锄耧” 。诸葛亮还曾教人学习
音乐 ，据诸葛元声 枟滇史枠 载 ： “滇人初未识琴 ；武侯居南常操之 ，土人有愿学者 ，武侯为著
枟琴经枠 一卷 ，述琴之始及七弦十三徵之音意 ； 于是滇人始识鼓琴” 。 传说诸葛亮还教人改变
生活方式 ， “武侯在南中 ，劝夷民筑城堡 ，务农桑 ，诸夷感慕德化 ， 渐去山林 ，徙居平壤” 。
诸葛亮在南中 ，甚至影响到了大姓 、 夷帅的礼制 ， 史载 “云南土官家门甚低 ， 出入必府首 ，
云武侯欲其屈伏也 ；稍高辄祸败 ，故今不敢违制 。” 诸如此类的传说 ，还广布在当今许多少数
民族中 。传说诸葛亮教会景颇族种谷子 、教傣族盖房子 、教基诺族种茶等 。

诸葛亮对西南地区的治理措施及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 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史上的
地位是功不可没的 ，他不仅加强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 还从整体上
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汉文化素质 。 总之 ， 诸葛亮对南中少数民族实行 “抚和” 方针 ， 并推行
许多安定和开发南中的政策和措施 ， 南中少数民族及汉族从这些政策和措施中直接或间接
地受到了教育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素质 。①

三 、吐蕃王朝的教育

（一） 时代背景

公元 ６世纪中叶 ，西藏山南雅隆的鹘提悉补野部逐渐强大 ， 陆续征服周围各部 ， 形成
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 。 隋末唐初 ， 其赞普松赞干布 （６１７ — ６５０） 即位 ， 兼并达布 、 工
布 、娘布等部 ， 公元 ６４４ 年 ， 征服羊同 ， 完成统一吐蕃大业 。 于是建立宫室 ， 确定官制 ，
制定法律 ，创立文字 ，创办教育 ， 使吐蕃社会走向繁荣 。 松赞干布实行对周边各部族开放
的政策 ，先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 ，吸收象雄文化 。 唐贞观八年 （６３４ 年） ， 吐蕃遣使与唐通
好 。 ６３８ 年 ，松赞干布遣求婚专使至长安 。 ６４１ 年 ， 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松赞干
布 ，赞普称唐太宗为 “天子” ，恪守臣礼 ，并大量引进 、 吸收汉文化 。 文化的发展 ， 促进了
吐蕃教育的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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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办学形式

1畅 官办教育

吐蕃王朝时期 ，史书虽未明确记载当时的官办学校名称 、 地点 、 规模 、 学制 、 教育对
象 、教学模式 、 教学内容 。但通过史料的零星记载 ， 可透视吐蕃王室在兴办教育上起到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派遣贵族子弟入唐到中央王朝学习 ， 迎请学者到吐蕃讲学 ， 将藏医药
学 、天文历算学纳入官学范围等等 。 这些都带有官学教育的特征 。

2畅 私人授学

为了培养赞普的子孙们 ， 以及使年幼的赞普逐步掌握吐蕃王朝制定的施政方略 、 各种
法律法规 ，了解吐蕃的历史 、 文化 、 民情等 ， 聘请教师为他们讲授各种文化和专门知识 。
此后 ， 随着历史的发展 ，家庭私塾教育扩展到了地方贵族 、 大商人以及领主的庄园里 。

3畅 留学教育

吐蕃统一以后 ，王室和贵族不断地遣子弟到周边国家 、 地区和中央王朝学习 。 留学最
主要的去向是进入中央王朝学习 。 从松赞干布开始 ， 吐蕃就派遣酋豪子弟赴中央王朝入国
学 。 枟旧唐书 ·吐蕃传枠 记载 ，松赞干布 “仍遣酋豪子弟 ， 请入国学 ， 以习诗书 ； 又请中国
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吐蕃贵族的子弟主要入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 ， 学习的内容有 枟礼记枠 、
枟左传枠 、 枟毛诗枠 、 枟周礼枠 、 枟仪礼枠 、 枟周易枠 、 枟尚书枠 和 枟公羊传枠 等 。

4畅 寺院教育

寺院教育是吐蕃社会最重要的教育形式 。 据藏史记载 ： 赤松德赞以前吐蕃尚无僧伽组
织 。直至赤松德赞时 ， 在印度大师莲花生的协助下 ， 在山南选址修建桑耶寺 。 寺建成后 ，
赤松德赞派人从印度请来 １２位僧人 ，协助寂护试度拔 · 色囊等七名西藏贵族青年 ， 史称为
“七试人” 。这样 ，吐蕃才有了僧伽组织 。为了培养这些佛教僧人 ，遂兴起了寺院教育 。

教学场所就设在寺院内的经堂中 ， 教学内容主要是与佛学有关的大小五明学说 。 据
枟藏族史略枠 载 ， 赤松德赞时期的桑耶寺就设有译经 、 密宗 、 戒律 、 禅定 、 声明等部 ， 还建
立了学经 、诵经 、传经制度 。 其间 ， 成立了一所妙法学校 ， 有教师十三人 ， 学生二十五人 。
寺院的印僧传授戒法 ，汉僧专修禅定 ， 喇嘛学习声明 。 这个寺院是教育喇嘛的机构 ， 也是
吐蕃历史上第一所宗教学校 。

值得一提的是 ，学习佛教典籍和佛经翻译相结合的教学实践为寺院教育的一大特色 。
如赤松德赞 （公元 ７４２ — ７９７年在位） 开创佛教寺院教育 ， 在首创妙法学校的同时 ， 又在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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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寺天竺林殿内设立翻译室 ， 由天竺僧人在译经过程中教授学生 ， 边教边学 ， 既完成了译
经任务 ，又培养了翻译人才 。 至赤热巴巾王时 ， 寺院教育又有所发展 。 开办了律仪学院
（慧 、净 、贤律仪部门） 、讲学学院 （讲 、 辩 、 著的学术部门） 和修行学院 （闻 、 思 、 修的
修行部门） ，成为后来寺院教育的雏形 。

（三） 主要教学内容

吐蕃王朝的教育内容因不同的教育对象而有所侧重 ， 但学习藏文是必修之课 。 此外 ，
僧人还以大小五明之学 ①为主要学习内容 ，不少官宦子弟和贵族子弟还到中央王朝学习主要
是儒家典籍 。总括起来 ，主要有以下内容 。

1畅 学习藏文

松赞干布时 ，吐蕃尚无统一文字 。 ７世纪初 ，松赞干布派遣图米 ·桑布札等人 ，到印度
学习文字学和佛教文化 。图米 ·桑布札学成归来 ， 以梵文 ５０ 声韵字母为蓝本 ， 结合吐蕃的
语言 ， 创造了藏文 。在松赞干布亲自倡导下 ， 将新创制的文字颁行全吐蕃 。 据敦煌古藏文
文献记载 ，现今使用的藏文 ， 就是松赞干布时期创制的 。 图米 · 桑布札还将 枟宝云经枠 、
枟宝箧经咒枠 、 枟大悲白莲华经枠 等经典带回吐蕃 ， 并翻译成藏文 。 图米 · 桑布札还编了文法
八部 ， 尤其是 枟三十颂枠 、 枟音势论枠 两部藏语文法著作 ， 阐述了藏语文的规律 ， 成为藏文
语法的教科书 。 图米 ·桑布札也被称为藏族的第一位语言学大师 、教育家和翻译家 。

藏文的教育和推广 ，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 。 首先 ， 松赞干布带头学习和使用
藏文 。 据 枟藏汉史集枠 记载 ， 为了向臣下推广吐蕃文字 ， 国王率先用吐蕃文字写了觉卧菩
萨主从三尊赞颂 ，作为吐蕃文字的典范 ，以引导人们重视 、 学习和推广藏文 。②

松赞干布还向各部门 、各地方首领大力推行藏文 ， 召令一些官吏专门学习 ， 培养藏文
人才 。 然后将他们再分散到各部门 、 各地方去 ，使其逐步采用藏文行文发令纪年 。

佛经的翻译对藏文地掌握和巩固起了巨大的作用 。 据 枟嘛尼丛书枠 记载 ， 当时有三个
译经场 ：一个在松赞干布主持下 ，由印度译师古萨热译 枟大般若经枠 ， 印度译师婆罗门香噶
热译 枟律藏枠 ；一个在尼泊尔赤尊公主主持下 ，由尼泊尔译师西拉曼珠译 枟华严经枠 等 ； 一
个在文成公主主持下 ，由汉僧大天寿和尚译汉文 枟医药 、医方 、医疗法和历算枠 等 。

藏文创制后 ，经过不断的改进和规范 ， 使藏族教育从言传身教走向文字教育 ， 为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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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五明 ： 藏族传统文化的分科方法 。 内明 （佛学） 、 因明 （佛家逻辑学） 、 工巧明 （工艺学） 、 医方明 （医药学） 、

声明 （语言学） 。 小五明 ： 是从大五明中的 “声明” 中派生出来的诗词学 、 词藻学 、 韵律学 、 戏剧学和星象学 。 大小五

明之学是从印度佛教传入的 ， 藏传佛教对之有继承有发展 。

达仓宗巴 · 班觉桑布著 ， 陈庆英译 ： 枟汉藏史集枠 ， 拉萨 ：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 第 ８９ — ９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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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

2畅 学习儒学

松赞干布执政时 ，就已派遣藏族子弟 ， 屡次入唐中央王朝国学学习 。 如 枟旧唐书 · 儒
学上枠 记载 ： “吐蕃等国酋长 ， 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 。” 枟贞观政要枠 记载 ： “太宗又数幸
国学 ， 令祭酒 、 司业 、博士讲义毕 ， 各赐以束帛 ， 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计数 。 俄而
吐蕃至高昌 、高丽 、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 。 于是国学之内 ， 鼓箧开讲箧者几
至万人 。儒学之兴 ，古昔未有也 。” 枟旧唐书 · 吐蕃传枠 有云 ： 吐蕃 “仍遣酋豪子弟 ， 请入
国学 ， 以习诗书 ；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 枟资治通鉴枠 也写道 ： “贞观十四年二月丁
丑 ，上幸国子监 。 … …吐蕃诸酋长 ， 亦遣子弟请入国学 。”

金城公主到吐蕃后 ，吐蕃王室仍不断派贵族子弟往长安国学中学习 。 史书记载的最有
名者 ， 是仲琮和名悉腊 。他们都学有成就 ， 藏汉文造诣都很深 ， 并且通史懂经 ， 熟悉朝廷
礼仪 ， 学成返蕃后 ，担任过重臣 ， 成为吐蕃与唐中央王朝的重要使官 ， 为唐蕃友好做出过
卓越贡献 。如 枟旧唐书 ·吐蕃传枠 载 ： “高宗 （６５０ — ６８２ 年在位） 时 ，吐蕃遣大臣入朝 。 仲
琮少游太学 ，颇知书 。帝召见问曰 ： ‘赞普 （指芒松芒赞） 孰与其 （指松赞干布） 贤 ？’ 对
曰 ： ‘勇果善断不逮之 ， 然勤以治国 ， 下无敢欺 ， 令 （今） 主也’ … … ” 名悉腊熟知汉语
文 ，多次入使 ， 深受欢迎 ， 可能也是太学生 。 枟旧唐书 · 吐蕃传枠 有云 ： 开元 “十八年十
月 ，名悉腊等至京师 ， … … 悉腊颇晓书记 ， 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长安 ， 当时 ， 朝廷皆称才
辩 。” 另据 枟册府元龟 ·外臣部枠 记载 ： “乃遣重臣名悉腊同惟明入朝 。 … … 悉腊颇晓书记 ，
先是迎公主长安 ，当时朝廷 ， 皆称辩才 。 … …帝引入内宴 ， 与语 ，甚礼之 。”

吐蕃贵族子弟入唐中央王朝国学和太学学习 ， 促进了汉族和藏族良好关系的发展 ， 促
进了双方在科学 、文化和教育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 ，也促进了吐蕃社会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

3畅 学习藏医药学

藏医学是在藏族的苯医基础上不断学习 、 吸收 、 接纳 、 融会外部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而
来的 。 公元 ６世纪 ，内地医学传入吐蕃 。 公元 ７ 世纪 ， 文成公主进藏 ， 带去了 “治四百零
四种病的药方 、 五种诊断法 、 六种医疗器械 、医学论著四种” 。 金城公主也从内地带到吐蕃
许多历算 、医药书籍 。这些书由汉族和尚摩诃金达 、 甲楚噶垦和藏族的琼保孜孜 、 琼保达
促 、觉拉门巴等翻译成藏文 。 其中主要的一部医书是 枟月王药诊枠 ， 共有 １１５ 章 。 此书源于
内地 ， 但已经融入大量藏族传统医学 ， 还吸收了一些印度医学内容 。 它是目前所见最早的
一部藏族古代医药理论专著 ， 说明藏族医药学已达到较高水平 。 赤松德赞王时 ， 遣使前往
汉地 ， 以及印度 、大食和尼泊尔等地 ， 请来汉医师东松嘎瓦 、 和尚汉医马哈巴拉 、 享地巴
达 ，印度的医生夏洛朵巴 ，克什米尔的古哈巴扎 ， 大食的哈拉夏洛 ， 朱古的桑多俄青 ， 德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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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乔马肉孜 ， 尼泊尔的达马西拉赛等医生 ， 前来吐蕃传医术 ， 合译医书 ， 史称 “墀松九
太医” 。 他们编撰了 枟紫色王朝保健经枠 ，包括一些解剖测量 、医药配方 ，以及其他医书 。

在藏医药学的教育过程中 ，具有杰出贡献的是藏族医圣玉妥 · 云丹贡布及其祖父加尕
尔多吉 、父亲玉妥 · 琼布多吉 。 他们利用世代祖传父教子的方法 ， 培养了很多藏医人才 。
玉妥 · 云丹贡布自幼就随祖父 、 父亲学医 ， 受家庭医学教育的熏陶 。 玉妥 · 云丹贡布曾先
后去印度和汉地留学 ，特别是到汉地学习医学后 ， 集吐蕃和 “四方” 医学之大成 ， 著 枟四
部医典枠 ，至今仍为藏医教育的基本教材 。他还孜孜不倦地对其弟子和儿孙们进行藏医药学
的教育 ，既深入浅出地讲授医药理论 ， 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和基础知识 ， 又耐心深入地
带领门生们参加医疗实践 ，包括采集药物与制药实践 ， 使他们掌握诊病技术和各种药物的
运用 。 为推广自己的藏医药学理论和医技 ， 为吐蕃培养医药学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 。 他以
私人名义 ，创办了藏族医师学校 。

在藏医药教育史上 ， 毕吉医师家族也久负盛名 。 在他们的家族中 ， 藏医学代代相传 。
毕吉把包含 ５０ 章的 枟晶镜续枠 译出后 ， 又增加了人体上部的解剖 ４２ 章 ， 下部的解剖 ２５
章 ，取名 枟保存治疗法枠 献给藏王 。 他还担任了宫廷御医 。 后来 ， 他的医师家庭成员愈来
愈多 ， 仅名望很高的后起之秀就有三名 。 他们是香哈摩息 、 东谢梅保 、 勃兰地 · 甲聂 ， 都
被聘为宫廷御医 。①

别饶札那也是著名的藏医学家 、 翻译家 ， 他被选派到印度 、 克什米尔学习医疗技术 ，
向克什米尔医师达俄请得医典 枟甘露精义八支秘诀枠 ，并将其译成藏文 ， 还译著了 枟药诊诸
种草本要诀枠 、 枟赞木央本草枠 和尼玛桑格著的 枟四续释难明灯枠 、 枟词义注释枠 。 这些医书的
取得和翻译介绍 ，都大大丰富了藏医学的内容 。②

4畅 学习天文历算

藏族的天文历算及其教育 ，历史悠久 。 藏族的天文历算是藏族固有的天文历算知识吸
收 、融合汉地的天文历算知识发展而来的 。 朗日颂赞时 ， 内地的天文知识开始传入吐蕃 。
至松赞干布时 ， 吐蕃王朝建立后 ，天文历算教育有很大发展 。 采用派吐蕃子弟赴内地学习 ，
请内地学者到吐蕃教学 ，引进典籍 ， 开展研究 ， 官私并举等方式 ， 使天文历算教育迅速发
展起来 。公元 ６４１年 ，文成公主入藏 ，带来天文 、 星算书籍 枟博唐八十数理枠 、 枟五行珍宝
包罗枠 、 枟密意根本之精枠 、 枟珍宝之堆枠 、 枟主干综述枠 及皇历推算等 ，对藏族天文历算的发
展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传播到西藏的历算及其书籍主要有 ： 以五行计算的算学 ， 十二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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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琼仁颇旦 · 甲拜衮桑编著 ， 蔡景峰译 ： 枟西藏医学史枠 ， 原载 枟西藏医学枠 ， 拉萨 ： 西藏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８６ 年

版 。

毛继祖 ： 枟藏医药学发展史简介枠 ， 载 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枠 ， １９８０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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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法 ，人寿六十花甲 ，八卦 、九宫皇历推算 ，二十四节气 ， “牛算” 等 。 文成公主还派益
西杰瓦 、藏玉谢 、卓聂旦巴和惹拉钦到汉地求学 ， 向汉地教师巴瓦匆匆学 枟九部续枠 、 枟三
部释经枠 、 枟密图十五卷枠 等算学经书 ，并译成藏文 。据 枟汉藏史集枠 记载 ： “松赞干布挑选
了蕃人中聪明有识之察达丹 、朗措多勒 、甲迦冬衮 、达米达卡等四人 ， … … 对他们说 ： ‘你
们到汉地去 ，学习对我们吐蕃有益的学问 。以前吐蕃只有公主带来的占卜历算书籍六十种 ，
还有从印度翻译的十二缘起 、 六日轮转等 ， 占卜历算未能发达 ， 要学习测算生死 、 推四季
时节 ， 须与汉人接触 ， 你们要努力成为学者 ， 我一定给以重赏 。’ 吩咐后 ， 派遣他们去汉
地 。到汉地后 ， 分别拜见了汉地的四名学者 ， 向其中精于推算四季时节的嘉赤摩诃衍那学
习了一年零七个月 。学习了 枟明灯书枠 、 枟卦书枠 、 枟天地寻迹枠 、 枟纸绳卦术枠 等测算法 ， 学
会了测算生死 、 推算时节后 ， 同返吐蕃 。 松赞干布命他们在举行盟会的地方 ， 将他们学会
的占卜历算之法和有关书籍全部译成藏文 。” ①

墀德祖赞时 ，很多历算之书先后自内地传至吐蕃 。 还从尼泊尔等国传入 枟嘎尼羊孜枠 、
卡及珍 （克什米尔） 地区的 枟央恰六十四个图表枠 等 。 ７１０年 ，金城公主又随嫁带天文历算
典籍入藏 。于是 ，吐蕃再次掀起翻译 、研究 、学习天文历算学的热潮 。

赤松德赞时 ，汉地班智达达钦体里 （别名叫土华那波或丁作） ， 第一次赴藏时 ， 和汉地
和尚马哈亚那等人一起 ，翻译了共同推算学 ， 如五行推算法 、 ３６０分支等 ，把中原星算学部
分书籍译成了藏文 。第二次赴吐蕃后 ， 土华那波撰写了区分四季的 枟珍宝明灯枠 、 枟冬夏至
图表枠 、 枟五行珍宝密精明灯枠 、 枟星算琉璃卷枠 、 枟经典中心之意枠 、 枟解释太阳之光枠 等经典
性专著 。土华那波还同吐蕃的学者 、 译师等互学互教 ， 并培养了一些弟子 。 当时 ， 吐蕃王
朝又涌现了觉若白坚 、拉龙乙 、 才蚌益札 、 呐朗拉 、 呐朗札巴 、 雪布瓦 · 拉钦 、 加乙顿巴
·曲吉仁青等七位著名的星算家 。
赤松德赞之后 ，从汉地取得的许多算学译著广为传播 ， 推动了吐蕃时期天文历算学的

进步与繁荣 ，培养教育出了一代天文历算人才 。
总之 ，藏族天文历算是吐蕃本土天文知识融合了汉地和印度天文历算而形成的 。 到赤

松德赞时期 ，藏族天文历算已经十分发达 ， 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藏族天文历算学者 ， 产出
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标志着藏族天文历算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

（四） 教学方式

１畅 讲授 ，以教师宣讲 、 传授知识为主要途径的教学方式 。
２畅 背诵 ，将教学内容记诵下来 ， 然后教师在讲解或者边背诵边讲解的教学方式 。
３畅 实践 ，将所学知识付诸实际操作的教学方式 ，主要应用于医学 、天文历算学和工巧学 。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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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畅 辩论 ，主要是僧人辩经 ，通过一定的仪式 ， 用佛教因明论式将自己所学佛教经论在
辩经大会上辩论 。①

综上所述 ， 吐蕃王朝时期的教育 ， 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寺院教育的烙印 ， 学校教育与寺
院教育并驾齐驱 ， 互相补充 ， 逐渐成为教育的主渠道 。 从办学形式上看 ， 既有官办教育 ，
也有私人授学 ； 既有寺院教育 ， 也有留学教育 ， 教学内容也基本上涵盖了藏学的主要内容
———大小五明文化 。

四 、南诏的教育

隋唐时期 ， 云南地区居住着众多的民族 。 各族间杂处融合 ， 在洱海地区逐渐形成了分
别以白蛮和乌蛮为主的 “六诏” ，即六个奴隶主政权 。其中 “蒙舍诏” 位于诸诏之南 （今巍
山县） ，故称南诏 。唐开元二十六年 （７３８年） 唐朝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 “云南王” ，赐名蒙
归义 ， 支持其兼并五诏 ，统一了洱海地区 ， 建立了以洱海地区为基地 ， 以乌蛮奴隶主为核
心 ，联合白蛮奴隶主的南诏国 。 南诏政权有 ２００ 余年 ， 其间在教育上推行儒学教育 ， 普遍
引进汉文化 ，同时佛教寺院教育也悄然兴起 。

1畅 王室率先学习儒学

南诏政权建立之初 ，即开始劝民间读汉儒书 ， 并积极进行汉文化的教育 ， 还设立专门
机构 ， 设 “慈奭” 主礼 ，管理儒学思想文化的教育与传播 。 南诏在崇儒兴学方面多仿效唐
王朝 。 早在贞观二十年 （６４６年） ，南诏王细奴罗接位后 ， 就 “劝民间读汉儒书 ，行孝 、 悌 、
忠 、信 、礼 、义 、廉 、耻之事 。” 第五主阁罗凤提出 ： “不读非圣之书 ， 尝学圣人之术 。” ②

唐王朝则主动帮助南诏学习汉文化 。 “赐书习读” ， “传周公之礼乐 ，习孔子之诗书 。” ③ 经过

几十年的努力 ， 儒学教育在南诏兴办起来 。 不仅如此 ， 南诏还在王室设教官 ， 利用汉儒郑
回教其子学儒 ， 宫廷儒学教育始兴 。 枟新纂云南通志 · 大事记枠 载 ： 唐天宝九年 （７５０ 年） ，
南诏王阁罗凤攻破巂州西泸 （今四川西昌南） 时 ， 得西泸县令郑回 。 郑擅长 “儒学” ， 被任
命为南诏王室教师 ，教授王室子孙 。 经过王室的带动 ， 南诏的儒学教育初具规模 ， 很多方
面已与中央王朝接轨 。如南诏人所作的歌曲已大量延用儒家的礼乐制度 。 枟新唐书 · 南蛮传
下枠 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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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藏族教育部分 ， 参考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 藏族教育史枠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周润年 、 刘洪记编著 ： 枟中国藏族寺院教育枠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第 ３ — ４

页 。

枟南诏德化碑枠 。

枟白族简史枠 编写组编 ： 枟白族简史枠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 ， 第 ９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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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中 ，王雍羌闻南诏归唐 ， 有内附心 ， 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西川节度
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 ，且令骠国进乐人 。于是皋作 枟南诏奉圣乐枠 ， 用正律黄钟之
均 。宫 、徵一变 ，象西南顺也 ； 角 、 羽终变 ， 象戎夷革心也 。 舞六成 ， 工六十四
人 ，赞引二人 ，序曲二十八叠 ， 舞 “南诏奉圣乐” 字 。 舞人十六 ， 执羽翟 ， 以四
为列 。舞 “南” 字 ，歌 枟圣主无为化枠 ；舞 “诏” 字 ， 歌 枟南诏朝天乐枠 ； 舞 “奉”
字 ，歌 枟海宇修文化枠 ；舞 “圣” 字 ， 歌 枟雨露覃无外枠 ； 舞 “乐” 字 ， 歌 枟辟土
丁零塞枠 。皆一章三叠而成 。
这说明 ，无论在民间 ，还是在王室 ，儒学教育都蓬勃发展起来了 。

2畅 普遍推行汉文化

南诏在位诸王 ，大都对汉文化实行崇尚政策 ， 在王室的积极倡导下 ， 使汉文化迅速在
南诏传播开来 。 汉文化的推行主要表现在 ： 其一 ， 创办学校 ， 如唐穆宗三年 （公元 ８２３
年） ，南诏丰佑 （８２３年） 设学校 、置教官 ， 以益州人张永让 ， 国人 （唐朝中原人） 赵永本
为之 。 贞元十五年 （７９９ 年） ，南诏派遣子弟到四川就学 ， 前后达 ５０ 多年 。学成归来的数以
千计 。① 其二 ，推行文书 ，强化使用汉字 。南诏无论王室或民间 ，均行文书 ，从客观上加速
了汉文的使用 。 唐王朝的宰相清平官每日与南诏王参议境内大事 ， 然后推举一人处理文书 。
文书的使用不仅在王室官府之中 ， 在民间也广泛使用 。 每有征发 ， 但下文书 ， 交给村邑人
处理 。 农收既毕 ，兵曹长行文境内诸城邑村谷 。 由此可见 ， 文书的大量使用 ， 加速了汉文
的使用 。

3畅 部分专门技术的传授已经汉字化 ，客观上加速了汉文化的传播

唐樊绰 枟蛮书枠 卷七载 ： “从曲靖州以南 ，滇池以西 ， 土俗唯业水田 。 种麻豆黍稷 ， 不
过町疃 。水田每年一熟 。从八月获稻 ， 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 ， 便于稻田种大麦 ， 三月四月
即熟 。 收大麦后 ，还种粳稻 ， 小麦即于罔陵种之 。 十二月下旬已抽节 ， 如三月小麦与大麦
同时收割 。” ② 南诏时期的冶炼铸造技术已有一定规模和水平 。 如崇圣寺大钟及雨铜观音的
铸成 ， 就是重要标志 。同时 ， 郁刀浪剑曾闻名天下 ， 其独特的制造工艺也得到了文字的记
载 ，并广为流传 。这种用汉文字记载的行为 ，加速了汉文字的传播 。

4畅 南诏还推行佛教

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 ，南诏政权积极推崇佛教 ， 大量汉文佛教经籍得到传播 。 僧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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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 枟资治通鉴枠 ， 卷上 。

转引自王松撰 ： 枟道光云南志钞枠 ， 卷 ８ ， 道光刻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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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诏上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寺庙遍于南中 ， 文化教育很多在佛教活动中开展 。 于是 ， 文
化教育多寓于佛教之中 ，在民间广泛流传 。①

总之 ，南诏政权不断派人前往文化发达地区学习 ， 同时 ， 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到了南诏
留居 ， 从事传授汉族的经籍文史著作 ， 也使得汉族文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传播 。 这
些措施和政策都对南诏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如著名的
枟南诏德化碑枠 、 枟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枠 及 枟全唐诗枠 中收有寻阁劝 、 赵叔达 、 杨奇鲲等人的
不朽之作 ，这些著作记录了当时各族人民友好往来 、文化交流的情况 。 洱海地区的 “城池 、
郭邑 ， 皆如汉制” 。流传至今的大理崇圣寺三塔 ， 是唐朝工匠恭徽义主持建造 。② 诸如此类
的文化成就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南诏教育的成就 。

第三节 　 宋元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

公元 １０世纪以后 ，西南地区主要被两大政权所控制 ，即大理国政权和吐蕃割据政权 。大理
国的教育在承袭南诏政权教育的基础上 ，又有所发展 ，掀起了传播汉文化的热潮 。吐蕃王朝进入
１０世纪中叶以后 ，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兴起 ，互不统属 ，逐渐产生了藏传佛教不同的宗派 ，每一
宗派在寺院教育上都有自己的特色 。宋朝曾在藏区部分地区设置蕃学 ，可谓中央王朝在藏区的儒
学教育 。元建国后 ，逐步统一全国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在儒学上主要是以中央官学和地方官
学为主 ，在民族教育上主要以寺院教育为主 ，其他教育形式为补充 。

一 、大理国时期的教育

１０世纪初叶 ，南诏政权瓦解后 ， 在短短的 ３０多年中 ，洱海区域出现了 “大长和” 、 “大
天兴” 、 “大义宁” 三个政权的统治 。 ９３７ 年 ， 段思平乘时而起 ， 灭 “大义宁” ， 建立了大理
国封建政权 。大理国建立后 ， 段思平采取 “以儒治国 ， 以佛治心” 的政策 ， 大力兴办儒学
教育 ， 学习儒家典籍和礼乐知识 ， 借鉴内地先进生产技术 ， 使大理国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
业空前繁荣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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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蔡寿福主编 ： 枟云南教育史枠 ，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１８３ — ２０５ 页 。

翁独健主编 ： 枟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枠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３５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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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办学形式

1畅 官办教育

由于大理王室兴儒崇佛 ， 大理国在政权机构中专门设 “儒官” 来管理文化教育 。 因此 ，
学校教育多是官办教育 。

2畅 私学教育

大理国时期 ，私学教育也盛行于民间 ， 主要是请本地有文化者和从汉族地区迁徙而来
的知识分子担任私塾教师 ，学习汉文化 。

3畅 寺庙办学

大理国时期的学校 ，多设于寺庙 。境内大大小小的寺庙都兼办学校 。 李京 枟云南志略枠
载 ： “有家室者名师僧 ，教童子 ，多读佛书 ，少知六经者 ； 段氏而上 ， 选官置吏皆出此 。”

（二） 教学内容

1畅 学习儒学及其汉文典籍

大理国建国伊始 ，承袭南诏尚儒政策 ， 积极推行儒学 ， 在王室的带动下 ， 全国掀起了
学习儒学及其汉文化的热潮 。 从求购汉文典籍的记载就可窥其一斑 。 范成大 枟桂海虞衡志枠
载 ：宋徽宗崇宁二年 （１１０３ 年） ， 大理国派遣 “高太远入宋求经书六十九家 ， 药书六十二
部 。” 元代吴莱 枟读唐太宗帝范枠 说 ： “唐太守 枟帝范枠 十有二篇 ， 太宗尝手撰以教太子 。
五代散乱 ，书有录而遂缺 。暨令上征云南焚夷 ，始出以献 ， 而旧十有二篇始复完 。” 大量汉
文书籍的输入 ， 使大理国不同阶层学习 、 研究和传播汉族礼乐书算技艺等文化活动 ， 得到
了空前发展 。白族知识分子普遍能使用汉文 ， 一大批文人佳作被载入史册 ， 有的被誉为
“南天瑰宝” 。

2畅 学习佛学

大理国的官吏很多是从僧侣中选拔出来的 。 僧侣属贵族阶层 ， 僧侣上层往往出身于领
主家庭 。于是 ， 形成了大理国独特的统治格局 。 这种统治格局 ， 又必然促使统治阶层大力
倡导佛教 ，从而佛学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 枟大理县志稿枠 载 ： “吾邑佛教之传入 ，
良因地居毗邻藏缅 ，密迩印度 ， 故佛氏之流入最易 。 自汉以来 ， 是邦文化方始胚胎 ， 迦叶
波即已传教其地 。彼时 ，境内多有奉大士者 。” 大理国建立后 ， 国王段思平率先好佛 ， 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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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寺 ， 铸佛万尊 。不仅如此 ， 民间好佛也蔚然成风 。

3畅 技术教育

大理国时期 ，政治稳定 ， 经济繁荣 ，农业 、养殖 、矿冶 、建筑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 ，
技术教育大为兴盛 。其中 ，除 “大理蛮刀” 著名外 ，尤以养殖业中的 “大理马” 驰名中原 ，
并成为大理国向宋王朝的贡品 。 枟宋史 · 外国大理传枠 载 ： “政和七年 ， 大理贡马三百八十
匹 。” 于是 ，对大理马的形成 、养殖及挑选等 ，都留下了许多记述 ， 成为后世养马 、 驯马技
术参考的范本 。 唐樊绰 枟蛮书枠 卷七载 ： “东爨 、 乌蛮中亦有马 ， 比于越赕皆少 。 一切野
放 ，不置槽枥 。 唯阳苴咩 （今大理） 及大厘 （今喜洲） 、 逞川 （今邓川） 各有槽枥 ， 喂马数
百匹 。” “初生如羊羔 ，一年后纽莎为拢头縻系之 。 三年内饲以米清粥汁 。 四五年稍大 ， 六
七年方成就 。尾高 ，尤善驰骤 ，日行数百里 。” 更重要的是 ， 各种精心饲养马的方法 ， 在白
族地区广泛交流 ，从而形成了民间普遍掌握的基本方法 。①

二 、宋代的蕃学教育

公元 ９世纪中叶 ，吐蕃进入封建割据时期 。佛教经过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 ② ， 又在藏区
发展起来 ，寺院教育也逐渐兴盛 。随着与宋王朝的联系逐渐加强 ， 受宋朝兴学浪潮的影响 ，
藏区的蕃学逐渐兴起和发展起来 。 所谓蕃学 ， 就是宋王朝用中央和地方共同拨款的方式在
藏区设立的 ，以传播儒家忠孝仁义为宗旨的一种官办学校 。 蕃学在地理上的分布 ， 相当于
今天的甘 、川 、 陕交界的洮河流域 、 甘肃的临夏地区 、 兰州地区和青海东部地区 。 藏区的
蕃学始建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时期 。 据 枟藏族编年史料集枠 记载 ， 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
年） ， “种世衡在环州建学 ，令蕃官子弟入学” 。 又于崇宁三年 （１１０４ 年） ， “置蕃学 ，于熙河
兰湟路” 。据统计 ，宋代蕃学有通远军蕃学 、环州蕃学 、 熙州西落城蕃学 、 河州蕃学 、 熙河
兰湟路蕃学等 。

宋代的藏族蕃学 ，都以儒家学说为指导 ， 推行尊孔崇儒的教育方针 。 在熙河 、 西宁等
州的藏区蕃学 ， 也贯彻尊孔崇儒的教育方针 。

蕃学教学的内容 ，主要按州学课程安排有四书五经及 枟百家姓枠 、 枟千字文枠 等 。 关于
藏区蕃学的教学内容 ， 有史籍说 ， 进士黄庭瞻在西宁州兴办蕃学 ， 担任教授 。 “其蕃族子
弟 ，甚有能书汉字 ，通诵 枟孝经枠 ，渐习 枟论语枠 ， 皆知向方慕义 ， 化革犷俗” ③ 。 藏区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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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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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蔡寿福主编 ： 枟云南教育史枠 ，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２０６ — ２１９ 页 。

所谓 “上路弘传” 是古格王朝从印度方面求法并传播的系统 ； “下路弘传” 是指公元 ９７８ 年山南领主从朵康地区

（甘青藏区） 求回佛法 ， 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佛教传播系统 。

枟群书考索枠 后集 ， 卷 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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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内容与教育方针 ，虽为了加强统治的需要 ， 但在客观上也将汉文化传播到藏区 ， 培
养了一批藏汉文兼通的知识分子 。

宋代藏区的蕃学已纳入科举制度 。 据史载 ， 宋神宗熙宁六年 （１０７３ 年） 十二月 ， 诏
“熙河路举人不以户贯年限听取 ， 应熙州以五人 ， 河 、 洮 、 岷州各以三人为解额 。” 熙宁八
年三月 ，河州蕃学 “增解进士为五人额” 。①

综上所述 ， 宋代藏区蕃学 ， 从办学目的 、 指导思想 、 教学内容 、 奖励措施 ， 到考选人
才途径 ，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制度 。

三 、萨迦班智达 ·贡噶坚赞的教育思想

萨迦班智达 ·贡噶坚赞 （１１８２ — １２５１） ，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四祖 ， 世人尊之为萨迦
班钦 ， 为当时萨迦派的大学者和佛学教育家 。 萨班一生著作等身 ， 主要有 枟三律议差别
论枠 、 枟正理论藏枠 、 枟明藏论枠 、 枟因明库藏枠 枟入声论枠 、 枟语言摄要枠 、 枟智者入门枠 、 枟诗论学
者口饰枠 、 枟乐论枠 、 枟蒙童顺利入门枠 等 。开禧二年 （１２０６ 年） ，受比丘戒 ，称贡噶坚赞贝桑
波 。嘉定九年 （１２１６年） ，接管萨迦寺 。 淳祐七年 （１２４７ 年） 在凉州议定卫藏归顺蒙古的
条件 ， 书写 枟萨班致蕃人书枠 的公开信 ， 劝说藏族僧俗各地方势力接受条件归顺蒙古 ， 这
是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的重大事件 。 萨班在凉州讲经多年 ， 门徒众多 ， 且非单一民族 ，
有藏族 、蒙古族 、汉族 、维吾尔族人 。②

萨班的教育思想和治学方法 ， 主要反映在他著的 枟萨迦格言枠 中 。 其格言提出了 “倡
学忌怠” 的处世哲学 。 枟萨迦格言枠 在治学意义 、 目的 、 态度 、 方法 、 尊敬师长和尊重知识
人才等方面 ，都有精辟的论述 。

1畅 关于治学意义的论述

萨班认为 ： 学者要具有广博的知识 ， 且具有道德 ， 德行与知识是相得益彰的 。 如说 ：
“种姓高贵体貌端庄 ，没有学问与众同样 ；孔雀羽毛虽然美丽 ， 哪能配作珍贵装饰 。” “智者
学习一切知识 ， 精通一门光照人间 ； 缺德之人见识虽广 ， 莫过星星暗光一点 。” 又说 ： “大
海不会嫌水多 ， 国库不会嫌宝多 ；人们不嫌享受多 ，学者不嫌知识多 。”

2畅 关于治学目的的论点

萨班以为 ， 学习的目的是成就理想 ，济世利人 。 其格言写道 ：“治学利人利己 ， 这是学
者标志 ；效法歪门邪道 ，就成败家之子 。” “务使自己高超 ， 就得专门利人 ； 要想修饰面容 ，

·８５１·

①

②

枟续资治通鉴长编枠 。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１４８ 页 。



第一编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先把镜子擦净 。”

3畅 关于治学态度的观点

提倡刻苦学习 。不能吃苦 ，难成大器 。其格言说 ： “学者学时受苦 ， 安乐环境哪能博学
古今 。 贪图微小的安乐 ，不可能获得大的幸福 。” “求学就要刻苦努力 ， 不下苦功不成学者 ；
贪图眼前安乐之辈 ，无法得到永久福泽 。”

提倡虚心好学 ，不耻下问 ，坚持不懈 ，重在积累 。如 ： “学者的知识虽然广博 ， 别人的
微小的知识也得学习 。只要长此坚持下去 ， 就会通晓一切知识 。” “格言即便出自孩童 ， 学
者也要全部学到 。虽然是野兽的肚脐 ，也要从那里割取到麝香 。”

倡导学习要有自觉性 。如 “自觉才是智者 ， 不被叮咛督促 ； 经常喊叫催迫 ， 牲畜也会
晓得 。”

提倡学习要持之以恒 。如 ： “经常着眼长远 ， 谨慎而任劳任怨 ； 勤奋加持之以恒 ， 是奴
隶也可做官 。”

倡导改过向善 ，谦虚上进 。如 ： “不因表扬自喜 ， 闻过严于律己 ； 善于发扬长处 ， 贤者
风度如是 。” “知识浮浅爱逞能 ， 学问深时意气平 ； 小溪经常哗哗响 ， 大海无风不作声 。”
“能自觉克治己病 ，乃是有头脑之人 。谁知对症下药 ，必然会天天上进 。”

4畅 关于治学的方法

萨班大师提倡独立思考 。 如 “蠢人跟着传言跑 ， 学者自己会察考 ； 老狗汪汪吠叫时 ，
众犬无故跟着叫 。”

倡导循序渐进 ，点滴积累 。比如 ： “自己所需知识 ， 每天铭记一句 ， 犹如卓凯 、 章孜 ，
不久便成才子 。”

萨班强调动手调查的重要性 ，做事事先要有准备 。如 ： “仔细调查后再做 ， 事情哪里会
有挫折 ！智者走路先察看 ，哪会下迈至悬崖 ！”

5畅 关于教育者的职能

萨班认为学者的重任就是要把知识传给后人 ： “智者哪怕暂时苦痛 ， 也要履行长远计
谋 ；学者即使年迈多病 ，也把知识传给后人 。”

6畅 关于尊重学者

萨班认为 ， 人们要尊重学者 ，真正的学者也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尊重 ： “国王仅仅在本国
逞能 ， 学者却到处受人尊敬 ； 鲜花仅能做两天布景 ， 珍宝却永远受到供奉 。” “学者知识渊
博 ，群众自会争着拜访 ；香花虽然开在远方 ， 蜜蜂却要成群向往 。” “依靠高尚之士 ， 请教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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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学之才 ；结交忠厚之辈 ，就会长远安泰 。” ①

萨班的教育思想 、理论和治学方法的论述 ， 在 枟智者入门枠 、 枟乐论枠 和 枟蒙童顺利入
门枠 等著作中 ， 也有很多精辟之论 。

萨班在 枟智者入门枠 中认为导师应是 “清净 、 智慧 、 欲利人” 。 在 枟乐论枠 中指出了谱
曲变幻与协配声音形式 ，并将其分为堆 （阿里） 、 藏 （后藏） 、 卫 （前藏） 、 康 （原西康） 等
四个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 。 他还在 枟隆都喇嘛全集枠 中 ， 又把音乐艺术形式分为 ６４ 种类 。
枟乐论枠 成为后来西藏寺院乐理和宫廷音乐教育的基础理论和基础教材 。 萨班的 枟蒙童顺利
入门枠 ， 则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指导性参考书 。因此 ， 萨班大师不仅是一位宋末元初伟
大的佛学教育家 ，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藏族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 。②

四 、元代藏区的教育

１２世纪中叶 ， 藏传佛教宁玛派 、 萨迦派 、 噶举派 、 噶当派 、 觉朗派 、 希解派已基本形
成 。公元 １２４７年春 ，阔端与萨班举行了会谈 ，经过双方交换意见 ， 最后达成一致 ： 西藏归
入蒙古版图 ，藏传佛教可以自由地在蒙古地区传播 ； 蒙古王室率先皈依藏传佛教 ， 并做藏
传佛教的施主 ； 阔端支持萨班为藏传佛教各宗派的领袖 ； 在行政事务上 ， 由蒙古方面指派
人员来管辖 ；在宗教事务上 ， 则委托萨迦派的宗教首领来处理 。

西藏纳入元代版图 ，藏区的世俗教育也基本纳入了中央儒学教育体制 。 寺院教育依然
兴盛 。 １３世纪初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总结寺院教学经验 ，撰写 枟智者入门枠 等教法专著 ，
为寺院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 但对元代藏族教育而言 ， 主要特色是在元朝中央政
府政策支持下的儒学教育 。故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元代藏区的儒学教育 。

（一） 藏族贵族子弟到中央官学学习

元代的国子学和蒙古国子学 ，都招收藏族官吏及其子弟入学 。 元朝时期 ， 共封 １３ 名藏
族帝师 ，封了 ２７ 名掌管乌思藏世俗事务的本钦 。 这些人的地位都很高 ， 其子弟也都符合上
国子学和蒙古国子学的条件 。 有的帝师 、 白兰王等人 ， 就是藏族贵族子弟 ， 经中央官学培
养出来的 。他们在中央官学所学科目有 枟孝经枠 、 枟小学枠 、 枟论语枠 、 枟孟子枠 、 枟大学枠 、 枟中
庸枠 ，次及 枟诗枠 、 枟书枠 、 枟礼记枠 、 枟周礼枠 、 枟春秋枠 、 枟易枠 等 。

·０６１·

①

②

马进武 ： 枟简论藏族文学名著 “萨迦格言” 的思想意义枠 ， 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枠 ， 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 。

参见杨明 、 王岚著 ： 枟中国藏族教育史略枠 ，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

史 · 藏族教育史枠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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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甘 、青藏区的官学教育

元代在地方也设置了地方官学 。 据史籍记载 ，在甘青藏区设置的官办儒学主要有 ： “河
州儒学学官 ，在州治西南 ，本元儒张德载家塾 ，延祐六年 （１３１９年） ，德载孙文焕捐改为儒
学 ，史臣倪镗曾有记录” ； “临洮儒学学官 ， 在府治东 ， 元泰定二年 （１３２５ 年） 同知都总帅
府事祁安建” ； “甘州儒学学官 ， 在府治东北隅 ， 旧系行都司学 ， 元季毁于兵” 。① 可见 ， 临
洮 、甘州二府 ， 当时均有官办儒学 。 教师也是官派 ， 教学内容与中央官学基本相同 ， 都体
现了以儒学为中心的教学体系和内容 。

元代甘青藏区的官学 ，不仅在教学内容和方式上奉行儒学 ， 在培养途径上 ， 也同内地
一样 ， 已纳入了科举制度 。据 枟元史 ·科举制枠 载 ，在科考中 ， 蒙古人和色目人分为一组 ，
考试录取 ，藏族人同蒙古人发在一榜 。

以上史实说明 ，元代比较重视藏族在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教育 ， 而且都列入了科举
制度之内 。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官学教育 ，培养了一批藏族的贵族官吏子弟和人才 。

五 、八思巴的教育活动

八思巴 （１２３５ — １２８０） ，本名罗追坚赞 。自幼师从伯父萨班 。 他勤奋好学 ， 很快便精通
了大 、 小五明 ， 藏人尊称其为 “八思巴” ， 意为 “圣童” 。 全名为 “昆 · 八思巴 · 罗追坚赞
贝桑波” 。

八思巴是一位杰出的藏族政治家 ， 为确立和巩固元朝在西藏的统治 ， 为祖国的统一和
民族团结大业 ， 做出了伟大贡献 。 八思巴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 在语言学 、 佛学和道德
等方面的教育中 ，都有很深的造诣 。

中统元年 （１２６０年） ，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 “蒙古新字” ， 至元六年 （１２６９
年） ，诏 “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 。 为了把蒙古文字推行到全国 ， 普及到民间 ， 元朝于至
元六年创设蒙古字学 ，既吸收蒙古族子弟入学 ，也吸收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学习 。
此外 ， 还规定 ， 省路县行文 ， 诏虎符 ， 均采用蒙古字 ， 并仍以各族通用文附之 。 八思巴创
造蒙古新字 ，并以此作为官方文书用字而推广的历史功勋 ， 是不可磨灭的 。 他的语言学知
识和卓越的教育才能 ，永远是藏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的宝
库中 ， 堪称一笔优秀的精神遗产 ② 。

八思巴潜心佛学教育 ，培养众多超群的人才 。 枟帝师殿碑文深刻表记枠 记载 ： “师以生
知之明 ，为天下师 ，可谓敏且贵矣 ， 而乃博学而无厌 ， 下询遗老 。 … … 处帝师之任 ， 位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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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枟甘肃通志枠 卷 ９ ， 枟学校枠 。

肖蒂岩 ： 枟试论八思巴的伟大历史功勋枠 ， 载 枟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枠 ， 拉萨 ：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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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焉 。 而乃孜孜于道 ，循循诱物 ， 惟恐德之不修 ， 道之不弘 ， 未尝以多能自圣而有满盈之
色 。” 八思巴收徒甚多 ，在佛学 、史学 、 因明 、语言学等诸学科 ， 善加诱导 ， 并将其优秀人
才荐给朝廷 ，不少人做出了卓越贡献 。 八思巴的随从弟子 ， 曾传播西藏建筑技巧和雕塑艺
术 ，并把内地的雕版印刷术和戏剧艺术等传入西藏 。①

六 、元代云南的少数民族教育

１２５３年 ，忽必烈率蒙古大军消灭大理国 ， 开始了对云南地区的统治 。 首先将云南设置
为元朝的一个行省 ，省下设路府州县 ， 少数民族辖区设土官 。 元朝派遣赛典赤 · 瞻思丁去
治理云南 ，在云南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学校教育制度 ， 普遍设立了学校 。 同时 ， 随着儒学 、
道教 、 伊斯兰教 、基督教等的传入 ， 各教派有自己的经堂教育 ， 各种文化互相交流 ， 出现
了云南文化教育史上的盛况 。

赛典赤 ·瞻思丁 （１２１１ — １２７９） ，全名赛典赤 ·赡思丁 · 乌马儿 ， 元初著名的回回政治
家 、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 赛典赤治滇的时间虽只有 ６ 年 ， 但他在云南却取得了相当辉
煌的政绩 ，在教育上也有很大作为 ， 基本上确立了元代云南教育的雏形 。

赛典亦 ·赡思丁上任不久 ，认识到云南俗无礼仪 ， 遂教之 “拜跪之节 ， 婚姻行媒” ， 为
死者设棺 ，教民播种 ，挖蓄水池防备水旱 ，创建孔子庙 ， 购经史 ， 授学田 ， 因此文风稍兴 。
赛典赤 ·瞻思丁认为只有设学校 ，兴办教育 ，才能改变当地鄙陋的风俗 ② 。 因此 ， 赛典赤 ·
瞻思丁大力倡办儒学 。

关于办学目的 ，主张尊孔习儒 ， 用儒家思想教化人心 。 在昆明文庙追封孔子圣旨碑的
碑文中说 ： “先孔子而圣者 ， 非孔子无以明 ； 后孔子而圣者 ， 非孔子无以法 。 所谓祖述尧
舜 ，宪章文武 ， 仪范百王 ，师表万世者也 。” ③ 这就将孔子及其儒学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
自然也就成了云南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 。 本着这一思想 ， 他和其主要助手张立道一起将内
地的学校教育制度传入云南 。

关于教学场所 ，主要是赛典赤 “捐俸金” 在昆明买地皮创建孔庙 ， 其余费用是其部属
“例割己俸以资之 ，其木石之价 、工役之费 ，不取于民而用已足” 。④ 昆明的第一座孔庙始建
于 １２７４ 年 ， １２７６年竣工 。

关于师资和教材 ，多从外地甚至京城求得 。 赛典赤派专人到陕西 、 四川等地去请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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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杨明 、 王岚著 ： 枟中国藏族教育史略枠 ，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 藏族教育史枠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周润年 、 刘洪记编著 ： 枟中国藏族寺

院教育枠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枟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枠 。

倪蜕 ： 枟滇云历年传枠 。

李清升著 ： 枟赛典赤 · 赡思丁评传枠 ， 昆明 ： 云南民族出版社 ， １９９８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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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德才兼备的儒者当老师 。同时 ， 还派人到京城买了大批儒家经典著作及许多史书作为学
生的教材 。

关于生源 ， 鼓励乡邻子弟就近入学 。 赛典赤为了鼓励人们送子弟入学 ， 制订了诸如免
费给学生发送课本 、笔墨 、纸 ； 成绩较好者可免学费等 。 昆明庙学每期收学生 １５０ 名 ， 各
族子弟均可入学 。

关于办学经费 ， 赛典赤沿用了北宋以来的 “学田制” 。 这一做法收到成效后 ， 便在云
南各地普遍推行 ，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经费问题 ， 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济上的保
障 。

关于教学内容 ，主要是以儒家的三礼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 。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云南的路 、 府 、州 、县大多建立子学校 。 如在大理 、 永昌 、 丽江 、

鹤庆 、 楚雄 、建水等地均设立了学校 ，盖了孔庙 。
学校建立数年 ，元政府决定在云南取用科举制 ， “专立德行 、 明经科” ， 于皇庆二年

（１３１３年） 开科 。①

为了对学校进行有效的管理 ，元朝于 １３１４年 ，置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 。② 。

第四节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

一 、明清藏区的寺院教育

明初 ，宗喀巴大师首倡宗教改革 ， 要求教徒严守戒律 ， 并改革寺院教育的教学内容和
方法 ， 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 ， 创立了格鲁派 。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 格鲁派迅速发
展壮大 ，成为藏区信仰的主体 。格鲁派的崛起 ，发展和规范了原来藏区的寺院教育 。

（一） 格鲁派的寺院教育

1畅 教学组织

格鲁派的甘丹 、 哲蚌 、 色拉三大寺院 ， 设有拉吉 、 扎仓 、 康村三级管理机构 。 扎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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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阮元声著 ： 枟南诏野史 · 元朝乡试条格枠 。

关于赛典赤 · 赡思丁的资料参照了蔡寿福主编 ： 枟云南教育史枠 ，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２３９ —

２４５ 页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现译为佛学院） 是教学管理组织 。甘丹寺当时设有三个扎仓 ， 哲蚌初设七个扎仓 ， 色拉寺
设五个扎仓 ，后并为三个 。后面的阿巴扎仓属密宗 ， 其余均属显宗扎仓 。 每个寺院的扎仓
都制定了成套的寺院教育制度和较完备的考试和格西学位制度 。

2畅 教学基本原则

（１） 僧人必须每日诵经 ， 诵经在寺院经堂进行 ，堪布或者讲法僧集中讲解 。
（２） 无论显密 ， 都必须严守戒律 。
（３） 僧人修行遵循先显后密的程序 。 学密宗的僧人 ， 必须先学显宗 ， 待通达显宗经典

以后 ， 再学习密宗 。在修密期间 ， 严防修密僧人在社会上 、 民俗中 ， 产生恶劣行为和不良
影响 ， 管理规定十分严格 。 这在宗喀巴的 枟菩提道次第广论枠 和 枟密宗道次第广论枠 中 ，
都有明确规定 。

3畅 主要教学方法

诵经 、讲解 、辩论是寺院教育的主要方法 。 学经僧人入寺年龄不等 ， 新僧必须出席一
天早 、 中 、晚三次集体诵经和 “扎仓” 每天一次的集体诵经 ， 学僧有指定老师 ， 也可以自
己找 ，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藏文字母 、 拼音 、 常用词汇和简单的文法 。 当初步掌握了藏文
的基础知识后 ， 即开始念诵和背诵一些短小的经文 ， 如 枟皈依颂枠 、 枟救度母赞枠 、 枟忏悔
经枠 、 枟吉祥百拜经枠 等 。 对于刚入寺僧人的教育方法主要是死记硬背 。 讲解就是堪布或传
法僧讲解所诵经文的意思 。辩论就是按照佛家因明的程式进行佛经答辩 。 宗喀巴和他的弟
子们 ， 发扬了桑普寺的 “立宗答辩” 的教学方法 。 宗喀巴不仅自己广泛应用辩经法教学 ，
而且尽力倡导和推广这种教学方法 ， 培养了诸多辩才弟子和 “立宗答辩” 教学的教育家 。
他们个个以身示范 ，进行教学 ， 并积极倡导 ， 努力推广 ， 使这种教学方法成为格鲁派寺院
教育的基本教学方法 。

（二） 明代藏族宗教改革家 、教育家宗喀巴

宗喀巴 （１３５７ — １４１９） ，原名叫 “罗桑扎巴” 。 １３５７ 年生于青海湟中县 “宗喀” 地方的
藏族家庭中 ，因此被称为宗喀巴 。宗喀巴自幼出家 ，幼年在塔尔寺学习显密教法 １０ 年 ， １６
岁时 ， 赴西藏游学深造 。 先后在前后藏各地的几十个寺院游学辩经 ， 投师求法 ， 在噶当 、
萨迦等诸派许多大师指导下 ， 深入研习五部大论和五明诸学 ， 兼通显密二宗 ， 逐步形成了
自己的体系 ，遂成为一代佛学大师 。

宗喀巴在寺院教育方面建树颇多 。 他将寺院的学经组织和经济组织分开 ， 建立了比较
完备的学经制度 ，在教授制度和方法上 ，保留了桑普寺的传统 ， 按学僧实际水平划分班级 ，
分别教授 ；采用辩经制度 ，利用立宗答辩教学 ， 同时 ， 创造了因人施教 、 循序渐进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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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他把整个教授过程 ，具体划分成六大步骤 ， 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 。 在上新
课之前 ，先进行重点提问复习 ， 让高班生和优异生带领低班或差生辩经学习 ， 进行复式教
学 。

宗喀巴自 １３８５年开始收徒教学 ，他不仅在住持的寺院里 ， 对门徒进行显密经典及其修
行的教育 ，还在外出讲经时 ， 带部分门徒在各种场合听他的教诲 。 他教学的主要经典有
枟现观庄严论枠 、 枟菩提道次第广论枠 、 枟入中论枠 、 枟俱舍论枠 、 枟戒经枠 、 枟密宗道次第广论枠 和
枟集密枠 等 。

此外 ，宗喀巴还将法会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形式 ， 为僧众宣讲经典和戒律 。 宗喀巴还
将自己的著作寓于教学内容当中 ， 真正体现了教学与著述并重的教育理念 。 从 １４００ 年到
１４１９ 年期间 ，他先后撰写了 枟菩提道次第广论枠 、 枟菩提戒品释枠 、 枟侍师五十颂释枠 、 枟密宗
十四根本戒释枠 、 枟密宗道次第广论枠 、 枟中论广释枠 、 枟辨了不了义论枠 、 枟建立次第广释枠 、
枟集必圆满次第释枠 、 枟集密四天女请问经释枠 、 枟智金刚集释枠 、 枟五次第释枠 、 枟集密月称释
疏枠 、 枟集密诀摄义科判枠 、 枟入中论广释枠 和 枟胜乐轮根本经释枠 等佛典著作 。

宗喀巴一生培养了众多弟子 。如 ：邬玛巴 ·尊追僧格 、 大堪布南喀坚赞 、 仁达瓦尊者 、
扎葛大堪布却觉桑布四人 ，被誉为相互传法的四师 ； 查柯土司 · 阿旺扎巴 、 多麦巴扎巴协
饶 、洞敦 ·阁那室利 、格西霞敦等人 ， 被誉称为未舍世务前期四弟子 ； 号称为降迦瓦大师
的降白却桑 、上座桑炯瓦 、上座仁钦坚赞 、 上座绛僧等四卫部人 ， 多麦人朵丹 · 降白喜措
格西协饶扎 、格西白炯瓦等八人 ， 被称作狮后期八清净眷属 ； 杰曹汤吉勤巴 · 达玛仁钦 、
菩萨摩诃萨 、止贡巴律师 ·扎巴坚赞等人 ， 号称二大上首弟子 。 １４１５ 年建哲蚌寺的降仰却
吉 ·扎希贝丹等四人 ，被称为事业宏大等于虚空的四大弟子 。①

二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学宫和书院教育

（一）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学宫

明在元的基础上 ， 在西南地区又设立很多的学宫 。 明清时期 ， 官方先后在云南的府 、
州 、县相继建起了 ６３座学宫 ，加上元代留下的 １１ 座学宫 ， 整个明代 ， 仅云南就有 ７４ 座学
宫 。清代又在明代的基础上建立了广南府学宫等 １８ 座学宫 。 各地学宫既是从事教育的场
所 ，又是重要的尊孔祭孔活动的场所 。 学宫教育对官学教育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 对传播儒
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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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杨明 、 王岚著 ： 枟中国藏族教育史略枠 ，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

史 · 藏族教育史枠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周润年 、 刘洪记编著 ： 枟中国藏族

寺院教育枠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二） 西南地区创建书院简况

明景泰年间 （１４５０ — １４５６） 由浪穹县 （今洱源县） 知县蔡宾杰捐建的龙华书院是云南
境内最早建立的书院 。 此后 ， 西南地区的书院开始陆续设立 。 云南地区在明弘治年间
（１４８８ — １５０５） 建了 ５所 ； 正德年间 （１５０６ — １５２１） 建了 ５ 所 ； 嘉靖年间 （１５２２ — １５６６） 建
了 ２４所 ；隆庆年间 （１５６７ — １５７２） 建了 １２ 所 ； 万历年间 （１５７３ — １６２０） 建了 １３ 所 ； 天启
年间 （１６２１ — １６２７） 建了 １所 ；崇祯年间 （１６２８ — １６４３） 建了 ２所 ； 创建时间不可考的有 ７
所 。明代还先后在西宁 、 大通 、 碾伯 、 丹噶尔 、 循化和贵德等地 ， 分别成立了湟中书院 、
五峰书院 、凤山书院 、河阴书院 、泰山书院 、龙支书院 、海峰书院等 。

清初曾一度抑制书院的发展 ， 康熙时期 （１６６２ — １７２２） 变 “抑制书院” 为 “兴建书
院” ，还从中央政府直接拨款支持书院的建设 。 书院成为儒学教育有益的补充 。 自此以后 ，
西南民族地区兴建 、改建了不少书院 。 整个清代 ， 在云南建立的书院有 １２９ 所 。 建立年代
不详者 ５７所 。清朝在四川 、 甘肃 、 青海等藏区也建有书院 。 据 枟松潘县志枠 所载 ， 清初 ，
在四川松潘县创建岷山书院 ， 在漳腊城南大街建立锦屏书院 ① 。据 枟甘肃新通志枠 记载 ， 清
乾隆年间 （１７３６ — １７９５） 建立凤麓书院 ， 清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 年） 创建文明书院和兴文书
院 ② 。 据 枟西宁府续志枠 等史料记载 ，乾隆十五年 （１７８５ 年） ， 在青海建立湟中书院 ， 乾隆
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 建凤山书院 ③ ， 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 年） 创建河阴书院 ，④ 道光九年
（１８２９年） 建大雅书院 ， 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 年） 重修崇山书院 。⑤ 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 年）
成立海峰书院和龙支书院 ⑥ ，

藏区书院 ， 均由府 、厅 、 县官吏管理 ， 经费来源的主渠道有政府拨发 、 绅士捐款 、 设
学田 、 出租房地产 、发商生息等 。

三 、清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义学 、社学教育

义学 、社学 ，是半地方捐资 ， 半政府出资兴办 ， 以启蒙教育为主的教学机构 。 据史料
载 ，西南地区在清代办有义学 、社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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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枟松潘县志枠 卷 ２ ， 学校 。

枟甘肃新通志枠 卷 ３５ ， 枟学校志 · 书院枠 。

枟采录大通县乘帙稿枠 ， （光绪） 枟西宁府续志枠 卷 ２ 。

民国 枟贵德县志简本枠 。

枟采录大通县乘帙稿枠 ， （光绪） 枟西宁府续志枠 卷 ２ 。

枟青海历史纪要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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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南地区义学 、 社学的兴起

1畅 清代藏区的义学 、社学

清代 ，在各地纷纷倡导创办义学 、社学的浪潮推动下 ， 藏区的部分府县也创立了义学 、
社学 。 枟西宁府新志枠 记载 ： “设义学一所 、新社学四所 。” ① 西宁县四乡共设义学二十二处 ，
同治十二年 ，由知府龙锡庆倡建 。 枟西宁府续志枠 有湟源县义 、 社学的记载 ： “该县设新社
学一所 ，义学十三所 。” ②

枟打箭炉厅志枠 也有清光绪年间在打箭炉 （今康定） 的河东 、 河西分别设义学两所的记
载 。

在 枟甘肃新通志枠 中记载 ： “洮州厅有旧义学一所 ， 在文庙东 ， 为同知汪元纲创建 。 养
正学舍一所 ，在厅治东 ，光绪十年为同知李日乾创建 。 在旧城者为东义学 ， 在西乡者为回
民义学 ，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９ 年） 创建 。在东乡者叫端蒙义学 ，光绪二十五年创建 。” ③

据史料不完全统计 ，在甘青川滇藏区 ， 在清代雍正 、 乾隆 、 道光 、 同治和光绪年间设
义学和社学 １０４ 所 ，其中 ，义学 ９８所 ， 社学 ５所 。

2畅 清代云南的义学 、社学

云南的义学始于清初 。富民义学和姚州义学是云南有史可考最早的义学 。 前者始建于
康熙五年 （１６６６年） ，后者建于康熙八年 。至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 年） 始 “定各州县设立” ， 与
社学同时并举 ； “其旨趣略如今之民众教育 ，而在边省尤重开化” 。④ 于是 ， 云南各地也相继
建立起了义学 。 雍正三年 ，议准云南威远地方建立义学 。” ⑤ 至乾隆初期 ， 云南的义学达到
极盛 。

在云南义学的创办上 ，云南布政使陈宏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在陈宏谋的倡导和努
力下 ， 云南各地义学 、 社学逐渐创办起来 ， 仅在他的任期内 ， 云南就新建了 ６５１ 所义学 ，
社学 ３３ 所 。

（二） 义学 、 社学的教学目的

义学的设立 ，目的在于开化民智 ，即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 ， “与汉童相处” ， 读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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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乾隆） 枟西宁府新志枠 ， 卷 １１ 。

（光绪） 枟西宁府续志枠 ， 卷 ２ 。

枟甘肃新通志枠 ， 卷 ３６ 枟学校志 · 义学枠 。

枟新纂云南通志 · 学制考枠 。

枟新纂云南通志 · 学制考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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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习礼明义 。 学成后 ，派往当地教导未受教育的少数民族子弟 ， 教学相长 ， 以至通晓文
礼 。 枟新纂云南通志 · 学制考四枠 载 ： “义学之设 ， 其旨趣略如今民众教育 ， 而在边省尤重
在开化夷民” 。

（三） 义学 、 社学的办学经费

义学 、社学的办学经费 ， 主要是地租和各地每年捐送的束修银粮 。 如 枟新纂云南通志
·学制考四枠 载 ：大理府太和县 “道义学 ：清同治十二年西道陈席珍设立四馆于城内四门 ，
每馆年捐送束修银十六两 。 知县秦述先捐送京斗米五石 。” “府志学 ： 一在城内分巡道署东
首 ，清雍正十年迤西道雷之瑜捐设 ， 每年束修京斗谷一百石 ， 又诸生膏火京斗谷九十石六
升 。清乾隆元年署县程近仁重修 ， 每年束修京斗谷二十四石八斗一升 。 一在城北七十里上
关圆通寺 ，乾隆元年知府章元仕设立 ， 每年束修京斗谷二十石 。 一在府学大门内东西 。 清
康熙二十年知府王兴禹捐设 。 每年束修京斗各一百四十石三升 ， 分为二馆 。” 可见 ， 义学和
社学的办学经费 ，主要是地租和每年捐送束修银粮 ，其中以粮为主 。

（四） 义学 、 社学的办学形式

西南地区的义学 、社学大多为地方官吏或乡绅捐银设立的 ， 它和官学 、 书院 、 学宫相
比 ，有规模小 、 数量多的特点 。由于义学重在 “开化” 、 “启蒙” ， 所以它对教师的要求及办
学条件比书院及学宫都要低得多 ， 教师的素质比前者低 ， 相应的待遇也要低得多 。 根据义
学 、社学的分布特点 、招生对象及任务 ， 一般设在城外 ， 有的义学与城市的距离竟远达二
三百里 。

（五） 义学 、 社学的招生对象

义学的办学目的在于启蒙教育 ， 因此初期义学在招生对象上没有严格限制 ， 一般子弟
都可入学学习 。 但在实际操作中 ， 却达不到预期效果 。 在乡村 ， 主要招收中小地主 、 土司
和头人子弟 ，以及较富裕的手工业者 、 商人的子弟 ， 普通农牧民子弟极少 。 城镇义学 ， 汉
族和少数民族子弟兼收 ，乡村主要收少数民族学生 。

（六） 义学 、 社学的教学内容

义学 、社学的任务在于使学生掌握阅读 、写字 、 作文的技能 ， 一般为六年肄业 ， 分前 、
中 、后三期 。前期一般让学生学习 “识字 、 写字” 及背诵一些格言 、 诗 、 词类的范文为基
本内容 。其所采用的教材多为 枟三字经枠 、 枟百家姓枠 、 枟千字文枠 、 枟增广贤文枠 。 中期学 枟千
家诗枠 、 枟幼学琼林枠 、 枟龙文鞭影枠 、 枟唐诗三百首枠 、 枟古文观止枠 等 。 后期主要学习 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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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枠 、 枟中庸枠 、 枟论语枠 、 枟孟子枠 以及 枟诗枠 、 枟书枠 、 枟易枠 、 枟礼枠 、 枟春秋枠 等 。①

综上所述 ， 明清时期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是学宫 、 书院 、 义学和
社学 ， 教育对象的范围相比较而言进一步扩大了 。 随着汉族不断与少数民族杂居相处 ， 汉
族和少数民族生员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育的发展 。

纵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古代教育 ， 呈现如下特点 ： 其一 ， 中原文化及教育方式一直影
响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教育 ； 其二 ， 中原文化 ， 特别是儒家文化 ， 逐渐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辐射 ， 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向深度 、 广度辐射 ； 其三 ，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教育很有特点 ， 在逐渐与汉族教育接轨的过程中 ， 逐步走向完善 ； 其四 ， 中原文化及其教
育的逐渐渗透和少数民族教育的逐渐完善相得益彰 、 相互补充 ， 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教育
的发展 ，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

思考题

１畅 简述诸葛亮对西南教育的影响 。
２畅 简述吐蕃王朝时期的办学形式 。
３畅 简述大理国时期的教学内容 。
４畅 论述儒学教育在西南地区的产生 、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

·９６１·

① 参见蔡寿福主编 ： 枟云南教育史枠 ，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２７５ — ２９０ 页 。 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

族教育史 · 藏族教育史枠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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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古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本书中所界定的中东南地区包括广东 、广西 、 贵州 、 湖南 、 湖北 、 江西 、 福建 、 安徽 、
台湾等省区 。以本地区为主要分布的少数民族有壮族 、 布依族 、 侗族 、 水族 、 仫佬族 、 毛
南族 、 黎族 、仡佬族 、苗族 、 瑶族 、 畲族 、土家族 、京族 、 高山族 、 回族等 。

中东南地区是中央王朝开拓较早的地区 。 秦朝于公元前 ２１４ 年统一岭南 ， 设桂林 、 南
海 、象三郡 ① ，并迁内地 １０万人口与越杂居 。 西汉武帝平南越后 ，又在岭南地区设九郡 。

中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 其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
前 。从出土文物看 ，新石器时代中东南地区的文化受到 “龙山文化” 、 “仰韶文化” 的极大
影响 ， 反映了我国古代各民族的文化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以及古代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历
史关系 。

唐朝对中东南地区采取羁縻政策 ，宋代采用土官制的统治政策 ， 元代开始推行土司制 ，
明代则将元代的土司制度建设得更为完善 。 从明中叶到清乾隆年间又在我国中东南民族地
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最终封建王朝实现了直接统治的目的 。

中东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 ， 分布地区广泛 ， 为了叙述的方便 ， 我们按语系 、 语族 、 语
支的顺序排列 ， 分别进行归类介绍 。 中东南民族主要包括两个语系 ： 汉藏语系与南岛语系 。
汉藏语系包括壮侗语族 、 苗瑶语族与未定语族 。 壮侗语族包括壮傣语支的壮族 、 布依族 ；
侗水语支的侗族 、 水族 、 仫佬族和毛南族 ； 黎语支的黎族 。 苗瑶语族包括苗语支的苗族 、
畲族 ； 瑶语支民族的瑶族 。未定语支民族包括土家族 、 仡佬族和京族 。 属南岛语系的民族
在我国中东南民族中只有高山族 。

·０７１·

① 桂林郡在今广东 、 广西 、 湖南交界地区 ， 南海郡在今广东番禺地区 ， 象郡在今广西凭祥 、 越南北部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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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古代教育概况

一 、古代百越 、南蛮系统的文化

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祖先十分复杂 ，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越 ，一类是蛮 。

（一） 越人系统的分布与文化

古代越人包括很多支系 ， 号称 “百越” （又称 “百粤”） ， 人口众多 ， 分布广泛 。 一般属
于百越民族的大致有 ：句吴 、 于越 、 东瓯 、 闽越 、 南越 、 西瓯 、 骆越 、 滇越 、 山越 、 东鳀 。
其中句吴大致分布在今苏南 、 皖南和浙北 ； 于越 、 东瓯大致分布在浙江 ； 闽越主要分布福
建省 ； 南越分布以广东为主 ， 包括广西的一部分 ， 西瓯 、 骆越主要分布在广西 ； 滇越分布
在云南省西南部及缅甸北部 ； 山越 、 东鳀分布在台湾省 。 越人经过长期的发展最后形成今
天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 。

属于百越族系的各个民族 ，由于他们居住在一个共同的广阔地域内 ， 互相之间来往密
切 ，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 ，彼此吸收 、 融合 ， 形成了许多共同的经济文化特征 ，
有些共同特征一直保留在现代壮侗语族各民族中 。 这些共同特征有 ：

语言同源 。 据学者对越语及古越人地区现代汉语言的对比研究发现 ， 古越语成分在现
代汉语方言中还十分明显 ， 说明古代闽越 、 瓯越 、 南越 、 骆越语是可以互通的 ， 现代壮侗
语族各民族语言在语音 、词汇 、语法方面皆有相同或相近似之处 。

共同的农耕经济 。越人有共同的经济生活特征 ，稻作农业是越人经济最大的共同特征 。
在古越人地区广泛发现了栽种稻谷的遗址 ， 越人的稻作农业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
的一页 。

相同的衣 、 食 、住的生活方式 。 越人服饰有共同的特色 。 上衣多为错臂左衽的贯头衣 ，
下衣多为统 （筒） 裙 ，项髻跣足 。 饮食方面喜食稻米和生鱼肉 。 习居干栏 （以竹木搭建的
桩上建筑 ，上人下畜 ，有防潮 、防雨 、防虫害等优点） 。

文身断发的习俗 。 “文身断发 ，以避蛟龙之害” ① ， 是越人的又一共同特征 。 壮侗语族的
民族大多有文身习俗 。近现代傣族 、 黎族 、高山族还保留这种文身习俗 。

·１７１·

① 枟汉书 · 地理志下枠 卷 ２８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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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落夫家的习俗 。越人至迟在春秋战国时就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父系个体小家庭 ， 古越
人保留了夫从妻居或不落夫家以及原始群婚的遗俗 ， 在今天的壮侗语族各民族之中仍然可
发现这些习俗的某些踪迹 。

共同的宗教信仰 。 古代越人还有崇拜鬼神 ，迷信鸡卜的共同特征 。 “粤人信鬼 ， 而以鸡
卜” ， “亦祠天神祭百鬼 ，而以鸡卜” ① 。 这种信仰习俗 ， 在现代的壮侗语族各民族中仍有流
行 。

共同的船棺葬习俗 。古代越人死后 ， 一般多利用溪河两岸峭壁上的天然洞穴或人工在
峭壁上凿穴安放船棺 ；或者将棺木露天架放于插入岩壁的横木上 ， 前者为船棺葬 ， 后者为
悬棺葬 。船棺指棺木类似船形 ， 是越人水上生活的反映 。 船棺葬或悬棺葬在古越人居住过
的福建 、江西 、 浙江等地都有发现 。

习用铜鼓的共同习俗 。越人冶铜技术高 ， 有普遍使用铜鼓的习俗 。 铜鼓是越人铜铸业
的精品 。在古越人居住地挖掘出许多面铜鼓 ，文献中也有许多关于铜鼓的记载 。

打牙习俗 。 古代越人有打牙 （凿齿） 的共同习俗 。 在古代越人居住的江苏 、 福建 、 广
东等省的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人工拔牙的痕迹 。 打牙习俗从古越人持续到近现代壮侗语族
的某些民族中 ， 如贵州的仡佬族就有 “打牙仡佬” 之称 。

（二） 蛮人系统的分布与文化

蛮的种类也很多 ，有长沙武陵蛮 （或称 “五溪蛮”） 、 乌浒蛮等 。 他们最初居住在黔湘
之间 ， 约在宋代才逐渐迁到广西 、 广东 、 贵州等地 ， 形成苗族 、 瑶族 ， 少数人向东迁到福
建 、广东 、江西等地 ，发展成今天的畲族 。 当今这三个民族在其起源 、 分布 、 语言 、 文化
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有的学者提出 “苗 、 瑶 、 畲同源” ， 即苗 、 瑶 、 畲共同来自古
代的蛮人系统 。

当今苗瑶二族广泛分布在湘 、 鄂 、 川 、 黔 、 滇 、 桂 、 海南等地 ； 畲族广泛分布在粤 、
赣 、闽 、浙等地 。

苗族最早包括在三苗之中 ， 后来又属于南蛮 、 荆蛮的一部分 。 秦汉时被称为五溪蛮 。
隋朝时开始从蛮人中分化出来 ，称为 “蛮左” 。唐宋时 ， 苗族的分布已经很广泛 。 居住在黔
东地区的苗族有一部分逐渐融入汉族之中 ， 其他的苗族 “其僻处山谷者 ， 则言语不通 ， 嗜
好居处全异 ，颇与巴渝同俗 。” ② 宋时 ， 湘西 、 黔东一带是苗族的聚居地 ， 苗族的特征已十
分明显 。宋徽宗年间 （１１０１ — １１２５） ，苗族开田颇多 ，手工业发达 ，出现 “点蜡幔” （蜡染）

·２７１·

①

②

枟汉书 · 郊祀志枠 卷 ２５ 。

枟隋书 · 地理志下枠 卷 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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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品 ，能制造独木舟 ， “地多楠木 ，极大围者为舟 ，名独木舟” ，① 会打制标枪和刀 ； 生活
习俗有喜吹奏芦笙 、 击木鼓 、 人死群聚歌舞 （踏歌） 、 四月八划龙舟 、 椎结等 。 元明清时
期 ，苗族的社会生产也在不断的发展 。 农业生产中已掌握了一定的辨别土壤性能 、 作物习
性以及农田水利方面的知识 。 到清代则普遍使用牛耕和各种铁质农具 。 手工业种类齐全 ，
“银 、铁 、木 、石等工匠皆有之” ② 。 其中以银饰品和火器制造技术尤为突出 。 银花 、 银链 、
手镯 、 项圈 、银冠 、银衣等是苗族著名的工艺品 。 湘西苗族制作鸟枪的技术远胜于汉族 。
纺织品 “斑布” 、 “谷蔺布” 远近闻名 。

瑶族最早包括在南蛮中 ， 后来又成为荆蛮中的一部分 。 秦汉在蛮人地区设立郡县以后 ，
瑶族又成为长沙武陵蛮 、 五溪蛮的一部分 。 南朝末 ， 瑶族从蛮人中分化出来 ， 单独称为
“莫徭蛮” ，宋代 “莫徭” 改称为 “瑶” 。 唐代 ，莫徭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 ， 但已有自己
的语言和服饰 ， 生产中使用铁器 ， 但铁器很少 ， 因而十分珍贵 。 宋代 ， 瑶族社会有了较快
的发展 ，农业以耕种 、狩猎为主 ， 手工业方面善于制造锋利的刀弩弓箭 ， 善染斑布 ， 精于
蜡染 。 明清以后 ，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 手工制品的产量均有所增加 ， 竹器 、
藤器 、 木器等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 。

畲族与古代蛮人有关 ，至 １３ 世纪中叶开始从蛮人中分化出来 ， 单独称 “畲” 。 唐初开
始在畲族地区设置漳州 、汀州 。 其时的畲族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及狩猎生产 。 明清时 ， 畲族
社会生产与当地汉族大致一样 。 畲族人开山辟岭 、 建造土园 ， 并懂得以石粪改造土壤 。 由
于耕作技术的提高 ， 农作物的品种大大增加 ， 经济作物广泛种植 ， 如香菇 、 蓝靛 、 茶叶 、
木杉 、 竹等 。

二 、古代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

由于中东南各民族居住地域广泛 ， 各族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 居住在平原与河谷等自
然环境较好地区的民族发展较快 ， 而山区的民族则长期保持着原始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 ，
因此 ， 各族的文化教育也极不平衡 。 平原 、 河谷地区的民族因与汉族交往接触多 ， 接受汉
文化的影响较早较深 ；而山区的民族由于民族间的交往很少 ， 长期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
色 。这种差异 ， 有时甚至在居住于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中都有表现 。

在教育方面 ，与汉族先进文化接触交往较多的民族 ， 他们较早建立了本民族的学校教
育体系或进入汉族的学校教育体系之中学习 。 但总体而言 ， 古代中东南的许多民族的教育
以生产教育 、生活教育 、礼仪教育 、 宗教信仰教育 、 节庆教育 、 文艺教育 、 崇祖教育等为
主要内容 ，主要在家庭 、劳动场所 、 祭祀场所 、集会场所进行 。

·３７１·

①

②

朱辅 ： 枟溪蛮丛笑枠 ， 说郛本 。

龚柴 ： 枟苗民考枠 ，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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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对南方的开拓 ，主要采取军事征服手段 ， 然后设置郡县或郡道 ， 移民实边 。 秦朝
在中东南推行统一的文教政策 ， 加强了中原与南方民族先民的交流 ， 传入了先进的技术和
文化知识 ，对南方民族地区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教育进入新的阶段 ， 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西汉时 ，内地普遍设立学校 ， 并逐渐推行到边远地区 。 东汉统治者继续对岭南各族推行封
建教化政策 ，推广封建伦理道德 。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 推行儒学仍是教化南方少数民族的
手段 。

隋唐重视兴学 ，办学之风亦在南方民族地区兴起 。 科举制亦于唐代在该地区推行 。 南
方出现一些少数民族的文人先驱 。 有史记载的壮族文人文学就在这时诞生 。 宋代民族矛盾
尖锐 ， 王朝又要抵御辽 、西夏 、 金政权的南扩 ， 因此对南方民族地区采取了 “兴文教 ， 抑
武事” 、 “恃文教而略武卫” ① 等和缓政策 ，具体体现在兴办学校 、重视科举和崇尚宣道等方
面 。明王朝进一步继承了唐宋的兴学传统 ， 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推行儒学 。 清朝以尊
孔崇儒 、提倡程朱理学作为文教的指导思想 ， 采取了一些扶持南方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政
策 。

元至清朝 ， 统治阶级在中东南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 。 土司在其统治区域实行两种不
同的教育政策 。 对土官家族 ， 提倡文教 ， 以保证其子弟承继官任 。 但对土民 ， 则实行愚民
政策 ， 政治上采用各种手段来限制土民子弟 ， 不准其读书 。 “虽有学校 ， 人材不得科贡” ② 。
因为一旦他们参加科举考试 ， “金榜题名” ，做官出仕 ，门第高升 ，土司就不能统治他们了 。

在中东南少数民族古代教育体系中 ， 与正规的汉文教育并行的 ， 是源远流长的民间教
育 。古代民间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技术的传授 、 生活知识的教育 、 原始宗教观念教育
等方面 。生产技能主要包括采集 、渔捞 、狩猎与粗放的农业技能 。 生活技能涉及物质生活 、
社会制度 、宗教祭祀 、占卜技能等 。

民间教育方法较为简单 。 主要方法首先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由长者 、 能者口授示范 ，
言传身教 ，受教育者观察 、模仿 ， 实践 、 体验 。 其次是制定一些规矩 、 禁忌 、 习惯法 、 仪
式进行约束 ，创造一些神话 、 故事 、 咒语 、 歌谣来进行有关自然与社会方面的知识教育 。
此外 ， 还有在社会集体活动 、 原始民俗 、宗教活动中接受熏陶 。

民间教育伴随着民族发展 ，对民族的发展与文化传承发挥重要的作用 。 如中东南的壮
族 、畲族 、毛南族等少数民族历来流行歌教的传统 。

在古代 ，中东南各民族绝大多数没有本民族的文字 ， 仅壮族有 “土俗字” ， 水族有 “水
书” ，京族有 “字懦” 和 “字喃” 。 这些文字 ， 极其简单 ， 使用范围很小 ， 在保存本民族的
文化方面 ，还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４７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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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宋史枠 卷 ４９３ 。

嘉靖 枟思南府志枠 卷 ７ 枟补遗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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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民族的古代教育

一 、壮傣语支民族的古代教育

壮族旧称僮族 ，现主要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 、 贵州 、 广东 、 湖南等地有聚居
点 。壮族系古代 “西瓯” 、 “骆越” 的一支 ， 长期生活于岭南地区 。 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
族壮傣语支 ① 。

（一） 壮族的古代教育

1畅 秦汉至两宋时期壮族的教育概况

（１） 私学的兴起
两汉时期 ， 以岭南政治中心苍梧郡治广信县 （今广西梧州市） 为中心 ， 私学在壮族地

区出现并发展起来 。西汉时期以私学经文闻名于世的陈钦 、 陈元父子就是苍梧广信人 ， 他
们很有可能是壮族先民的后裔 。 陈钦治 枟左氏春秋枠 自成一家 ， 与当时的大师刘歆齐名 。
陈钦经学传子陈元 ，陈元传子陈坚卿 ，史家称为 “三陈” 。 陈氏家塾的经学成就 ， 对岭南士
子影响很大 。后来苍梧郡知名士子申朔 、邓盛 ，南海郡之杨孚 ， 都继承了陈氏的经学思想 。
据广西地方志记载 ，广西有不少书院奉祀陈元 ，以激励后学 。

两汉时 ，私学之风兴盛的另一表现是南迁文人的私人讲学授徒 。 这些文人 ， 有避乱交
州的桓晔 、刘熙 、袁徽 、许靖 、 程秉 、 薛综等 ； 有因罪而流徙交州的虞翻等 ； 有在交州出
仕的陆绩 、颜延之 、杜慧度等 。 这些南迁士子 ， 向越人宣示礼教之义 ， 讲授儒家经典 ， 兼
及佛道 ，生徒甚众 。讲学活动多集中在苍梧 、合浦 、郁林等地 。

唐代以前 ， 壮族先民没有自己的文字 ， 人们刻木记事 。 自秦以后 ， 随着中原文化影响
的深入 ，受过汉学教育的壮族知识分子 ， 仿照汉字的结构及造字方法 ， 创造出本民族的方
块文字 （民间称为土俗字 ，现统称为古壮字 。 经收集整理 ， １９９０年出版 枟古壮字字典枠 ， 存
字 １３５００个） ，在民间流行 ，用于记录民歌 、故事 、账目 、 契约等 。 壮族先民使用土俗字进
行教学活动 ，约始于隋唐时期 ， 随着封建王朝在南方势力的加强 ， 以古壮字为书写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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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逐渐式微 。古壮字最早见于唐永淳元年 （６８２年） 澄州刺史韦敬办撰写并刻石为碑
的 枟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枠 和韦敬一写的 枟智城洞碑枠 。 到了宋代 ， 壮人使用土俗字
的情况增多 。直到现在壮族土俗字仍见于一些壮族民间的巫师唱本中 。 土俗字为传播壮族
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北宋时期 ， 一些著名学者如黄庭坚 、秦观等谪居广西 ， 曾聚徒讲学 ，惠及壮民 。
南宋时期 ， 广西开始设立书院 ， 共建了 １１ 所 ， 大部分分布在桂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 。

北人南迁 ，经济的发展 ，中原文化的输入 ， 这些都为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也是南宋时期书院在广西兴起的主要原因 。

（２） 官学的发展
秦统一岭南后 ，由朝廷委派的各级官吏曾在壮族地区推行汉文教育 。 西汉时期 ， 推行

崇儒的文教政策 ，地方学校普遍设立 ， 而且逐渐推广到壮族地区 。 东汉继续对岭南各族推
行封建教化政策 。两汉时交趾刺史部治所在苍梧 ， 东汉时 ， 其所辖交趾 、 九真郡已设立学
校 。 枟后汉书 · 南蛮西南夷传枠 记载 ， “光武中兴 ， 锡光为交趾 ， 任延守九真 ， 于是教其耕
稼 ，制为冠履 ， 初设媒聘 ，始知姻娶 ，建立学校 ， 导之礼义” 。 枟后汉书枠 作者范晔评价说 ：
“岭南华风 ，始于二守焉 。” “二守” 即指东汉的锡光和任延 。

三国时 ，壮族先民地区主要属吴国的范围 。 文教方针上仍然是崇尚儒术 ， 推行教化 。
郁林太守陆绩在当地兴教化 ， 亲自讲学 ， 启迪士子 。 据光绪 枟郁林州志枠 记载 ， 当时 “俗
不知学 ，绩迪以诗书 ，士慕其风 ，皆舍里居而学焉 。” 两晋南北朝时 ， 继续推行以教化平服
岭南少数民族的政策 。西晋时对壮族先民地区影响最大的是征西将军庾亮的兴学之举 。 他
在所管辖的临川 、临贺两郡修学校 。 临贺郡地即今广西境内的贺县 、 钟山 、 昭平 、 富川一
带 。这是有文献可考的广西境内所设立的第一批学校 。

隋朝统治者注意在壮区兴学 。隋开皇十七年 （５９７ 年） ， 令狐熙被派任桂州总管十七州
军事 。 在任致力消除民族隔阂 ，并拨出费用 ，为其所属的 １７ 个州县 “建城邑 ， 开设学校” 。
结果 “华夷感敬 ，称为大化” ① 。

唐代 ，在原办官学的基础上 ，先后建立了一批州县学 ， 包括武缘 、 桂州 、 容州 、 博白 、
北流等地 。

唐代出现了一批热心壮区兴学的著名人物 。 如李昌夔 、 韦丹 、 柳宗元等 。 李昌夔 ， 皇
族 ，陇西人 ，唐代宗大历年间 （７６６ — ７７９） 曾任桂州刺史 、桂管防御观察使等职 。 到任后 ，
在独秀山下兴建了桂林第一所学校 ———桂州学 。另外他还动员士绅开办了 ９所公私塾馆 。

韦丹 ，唐宪宗元和元年 （８０６ 年） 为容州刺史 ， 重视学校教育 ， “教化耕织 ， 止游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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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学校 ，民贫自鬻者 ，赎归之 ，禁吏不得掠为隶” 。①

柳宗元 ，字子厚 ，永贞改革失败后 ， 被贬为永州司马 ， 后迁任柳州刺史 。 柳宗元在柳
州任职期间 ，十分热心发展当地的教育 ， 如修葺文庙 、 复兴学校 、 教授生徒等 。 元和十年
（８１５ 年） ，柳宗元莅任刚两个月 ， 就把孔庙修好 ， 这是倡导儒学的重要举措 。 枟柳州府志枠
记载 “府学创自唐初 ，元和间刺史柳宗元重修有记” 。 还说 ： “柳州府本百粤之地 ， 爰自秦
汉始入版籍 。民知有冠裳之制 ，然犹不知学也 。自柳子厚出守是邦 ， 一振文教 ， 翕然成风 ，
骎骎然有诗书礼乐 ，泽大中祥符之间 。” ② 枟旧唐书枠 、 枟新唐书枠 均记载柳宗元在柳州期间 ，
一些士子不远千里从游 ，其中不乏俚僚子弟 ，经他指点者 ， 为文皆有法度 。

在唐代 ，壮民族的汉文教育已有一定基础 ， 出现了一批有相当汉字造诣的知识分子 。
钦江 （今钦州） 僚人首领宁悌原于玄宗时兼修国史 ， 是为壮族祖先中第一个掌握较高汉文
知识的史学家 。 唐昭宗乾宁二年 （８５９年） ， “桂州三才子” 之一赵观文以诗文得中状元 ， 开
壮族地区科举捷报之先声 。③ 科举的推行 ，促进了壮区官学 、私学的发展 。

宋朝积弱 ， 为息事安边 ， 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 ， 十分重视边疆地区的学校教育 。
终宋之朝 ，曾出现三次兴学运动 。 一次为庆历四年范仲淹的兴学 ； 一次为神宗时王安石变
法所提出的兴学措施 ；最后一次为崇宋元年的兴学 ，恢复和加强了王安石新法的一些措施 ，
使学校与科举相结合 。 在三次兴学运动中 ， 壮族地区重建 、 修复和新设了许多府州县学 。
宋朝许多政府官员如柳开 、张栻 、岳霖等关心教育 ， 兴教办学 ， 奖掖后进 ， 有的亲自讲学 ，
开化民风 。

宋王朝还重视科举在边远地区的推行 。 在政策上给州县生员一定的待遇 。 州县生员免
征瑶役 ；边远地区的入贡生 ， 旅费及途中伙食由国家支给 。 一些壮族知识分子中考后被朝
廷委用 。如融州覃光佃 ，开宝六年 （９７３年） 进士 ，官历监察御史 ； 覃庆元 ， 光佃之子 ， 进
士及第 ，官至监察御史 ； 覃昌 ， 庆元之子 ， 庆历五年 （１０４５ 年） 进士 ， 曾任国子监祭酒 。
另如思恩县之区希范 、 宜州韦经 、 区革等人 ， 均中进士后被朝廷委职 。 在他们的带动下 ，
壮族父老尊师重教 ，蔚为风气 。

自汉以来 ， 汉族文人在壮族地区的讲学兴教活动有力地促进壮族文化的进步 ， 他们的
事迹青史铭记 。 史称 ： “张栻 、吕祖谦之道化被于桂 ； 范祖禹 、 邹浩之正气行于昭 ； 柳宗元
之文章著于柳 ； 冯京 、黄庭坚之德誉动乎宜 ； 二陈三士之经学启乎梧 ； 谷永之恩信 、 陆绩
之儒业播乎浔 ； 马援之约束布于邕 。”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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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 元明清时期的壮族教育
（１） 官学教育
元朝在壮族地区设立了土司制度 ，恢复 、修葺学校 ３５ 所 ， 并设立了一些专业学校 ， 如

在桂林创设蒙古字学 、医学 、 阴阳学各 １ 所 。 但由于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 ， 且壮族地区
战乱频繁 ，社会动荡 ，致使许多州县学徒有其名 。

明朝进一步发展了唐宋的兴学传统 ， 大力兴校办学 。 在壮族地区新建 、 扩建 、 重修了
一些学校 ，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 据明嘉靖林富修 枟广西通志枠 记载 ， 明代广西有府
州县学共 ５６ 所 ，其中桂林府 ８所 、柳州府 １２所 、梧州府 １０所 、平乐府 ７ 所 、南宁府 ４所 、
庆远府和浔州府各 ３ 所 。 这些州县学设置已逐步推广到壮族聚居的桂西一带 。 一些土府 、
州也建立了学校 。明正统年间 （１４３６ — １４４４） ，思恩府土官岑瑛建立学校 ， 这是广西土官建
学之始 。除思恩土府学 （在今武鸣县北部） 之外 ， 还有思明土府学 （在今宁明县明江镇） 、
归顺土州学 （在今靖西县） 、武靖土州学 （在今桂平县北部） 。 明统治者还在 “改土归流”
的府州县建立学校 。如太平府 （今崇左县境） 、 左州 （今广西崇左县北部） 、 养利州 （今广
西大兴县） 等地改土归流后即设学校 。 明时壮族地区府州县学的建制已制度化 ， 一般府学
设教授 、州学设学正 、县学设教谕各一人 ， 皆由明王朝任命 ， 主持学政 ， 课读生徒 。 当时
桂林还开办武学 １所 ，培养军事人才 。 虽然仍有相当多的壮族地区未设立学校 ， 但明代毕
竟开启了在桂西壮族聚居区设立官学的先例 。

明朝还采取优待在学生员的政策 。明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 年） ，朝廷通令广西土官衙门 ， 照
云南例 ，生员有成材的 ，可以不拘常例 ， 从例举贡 。 如在学十年以上 ， 学业无成就的准他
们在本处充吏 。① 再次 ，保护土著士子入学 、 充贡和应举 ，严禁他处士民冒籍 。 由于土司恤
斗 、言语不通和民族歧视等原因 ， 有的土司子弟不愿入学 ， 明政府针对此种情况制定了
“土司立学” 和 “准许土司子弟入附近儒学 ，食廪读书” 等规定 ， 以鼓励土司家族的子弟向
学 。

清朝壮族地区的官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 壮族地区广泛建立各级学校 ， 几乎各府 、 州 、
县都设有学校 。 为留住壮族地区的师资 ， 优待土司地区的教员 ， 清廷规定 ， 对广西土司地
区官学教官俸满考成给予优待 ，其办法是缩短任期撤回内地候升 。②

清廷在壮族地区共设置府 、厅 、 州 、县学 ８６所 ，其中 ８４所在今广西境内 ， ２所在云南
文山境内 。学校的设立 、儒学的推广 ，对壮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２） 书院 、 社学 、义学的发展
元代 ，广西未新建一所书院 ， 只是保留或发展南宋旧有的书院而已 。 明代 ， 书院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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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兴盛 。当时广西各地分布着 ６４ 所书院 ， 其中北部和东北部诸府有 １６ 所 ， 东部和南部诸
府有 ４８所 。 其中最著名的是王守仁于嘉靖七年 （１５２８年） 在南宁创办的敷文书院 。清初对
书院采取抑制政策 。随着统治的稳固 ，清统治者在加强控制书院的前提下 ， 放开发展书院 。
从清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年） 到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 年） ， 桂西壮族聚居区先后建立了秀阳 、 云
峰 、仕城 、道南等 １２所书院 。至清代中后期 ， 大凡壮族聚居的地方都有了书院 。 据统计 ，
桂西 ５１府 、 州 、县设书院 ８５处 ，占广西全境 １８４所的 ４８ ％ ，为壮族子弟求学提供了方便 。
许多书院由壮族学者任山长 ， 其中有桂林秀峰书院 、 榕湖书院 、 天河凤岗书院 、 宜山屏峰
书院 、 庆远书院 、凌云云峰书院 、 武缘葛阳书院 、 斑峰书院 、 宁明明江书院 、 象州象台书
院 、柳江书院等 。

社学是地方学校中最基层的一种 ， 是州县学的预备学校 ， 有启童蒙 、 兴教化的意思 。
明王朝倡导在壮族地区开办社学 ， 延师儒以教民间弟子 ， 以导民向善 。 壮族地区的社学最
早建立于明洪武二十八年 （１３９５年） ，太平府 （今广西崇左县） 知府陈维德兴建社学 。 明代
广西创建社学 ２３２所 ， 其中壮族聚居区有 ９５所 ，占 ４１畅 ８ ％ 。明代壮族地区的社学基本由地
方官吏建办 ，分布地域还不是很广 。

清代壮族聚居地区社学分布的范围比明时有所扩大 。
义学 ，亦称义塾 ，是一种免费的学塾 ，经费来自地方或私人筹募捐助 ， 收教贫寒子弟 ，

给以初级阶段的教育 ，以识字为主 。 汉代即有设置 。 壮族地区义学的创办始于清康熙十年
（１６８１年） ，兴盛于康雍乾时期 ，嘉道咸时期处于低潮 ，光绪时期又出现新的办义学的高潮 。
据统计 ，壮族地区共建义学 ２３７所 ， 其中壮族聚居区共有 １２７所 ，占总数的 ６０ ％ 。①

（３） 科举情况
壮族地区科举考试制度在唐代即已确立 ， 除元代不昌外 ， 宋 、 明 、 清皆兴盛 。 宋桂林

设立了专供科举考试的贡院 ，之后乡试中额逐步成为定制 。明洪武初年 （１３６８年） ，乡试取
士开始有定额限制 ，广西与广东均为 ２５ 人 。 后屡有增减 。 明代曾规定 “土童” （少数民族
上层子弟） 有应科举的特权 ； 而 “壮童” （一般壮族子弟） 则无此权利 。 但此规定后渐失约
束力 。 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年） ，广西定额为 ４５ 名 ， 从此成为定制 。 同时 ， 对应试对象有了严
格的规定 。由于有了较完善的考试制度和对壮族子弟应试的保障措施 ， 壮族地区参加科举
考试的人员增多 ，范围日益扩大 ，及第数额不断增加 。

唐代广西进士都分布在壮汉杂居的桂东 、 桂北地区 。 宋代 ， 桂西 、 桂南壮族聚居的各
府州县都出现了进士 。明代土府 、 州 、 县子弟入学有增无减 ， 学业优秀者应试出仕已不为
鲜 ，参加科举考试与及第人数比宋时又有增加 。 明代魏濬 枟诸夷慕学枠 一文中记载土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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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常到流官地区参加科举考试 ： “两江诸土酋子弟 ，向慕文风尤甚 ，来试者曰土童 。” ① 据新

编 枟广西通志 · 教育志枠 统计 ，明代 ，广西常科考试中进士 ２３８ 人 （含恩赐） ， 按现今以柳
州地区 、河池地区 、南宁地区 、百色地区为壮族聚居区统计 ， 那么这些地区及第进士约占
２５ ％ 。②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壮族教育产生了影响 。 一般凡改流之处 ， 正规学校必随之建立 ；
在改流地区 ，迁入的外籍人士不少 ， 为推行教化 ， 清政府采取了鼓励外籍人士入当地籍考
试的政策 。但入籍考试中举之后 ， 不得迁回原籍 ， 嫡亲子侄 、 户籍有名者 ， 准一体考试 ，
入籍考试之人 ， 即为土著童子之师 。 这一政策实行后 ， 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 乾隆四年
（１７３９年） 宣布停止 。

清代 ，土司子弟科举应试受到朝廷的保护和提倡 。 准许土司子弟就近入学应试 。 同时
鼓励平民子弟应考 。 康熙四十年 （１７０１ 年） ， 议准广西土民 ， 佃种广西土官之田果有志向
者 ，退还所佃之田 ，准令土官送考 。 康熙五十九年朝廷又重申 ， 广西土属子弟有文艺通者 ，
就近流官州县附考取进 。禁止土官阻挠土民科举 。 嘉庆十年 （１８０５ 年） 规定 ， 退种土司粮
田之土民 ，准其呈明应试 ，土官不得借端阻挠 。③ 这些措施 ，调动了壮族子弟应考科举的积
极性 。 历年科举考试 ，宜山 “壮童” 在贡院应考者最多时就达 ５００多人 。④

（二） 布依族的古代教育

布依族的祖先自古以来就生息 、 繁衍于南北盘江 、 红水河流域 ， 是贵州的当地民族之
一 。布依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 。 布依族源于古代百越中之 “骆越” 。 秦汉时
期 ，牂柯江流域建立的夜郎国当包括布依族的先民在内 。 当时布依族先民有 “夷濮” 、 “夷
僚” 、 “俚” 、 “僚” 等称呼 。 唐代出现 “谢蛮” 、 “都匀蛮” 、 “白水蛮” 等称谓 。 元明清则被
称为 “仲家蛮” 、 “仲蛮” 、 “青仲” 或 “仲家” ， 从清代到民国间 ，布依族除被称为 “仲家”
外 ，还被称为 “夷家” 、 “夷族” 、 “水家” 、 “水户” 、 “土人” 、 “土边” 等等 。 解放后 ， 根据
布依族人民共同的自称 ，统一用 “布依” 作为其民族的族称 。

明朝以前 ， 布依族没有学校教育 ， 只有古老 、 朴素的传统社会教育 。 自明朝始 ， 中原
地区的汉文学校教育开始传入布依族地区 。

明清两代采取了发展布依族教育的措施 。 明朝吸收包括布依族在内的贵州少数民族土
司子弟入国子监读书 ；在布依族聚居地的各府 、 州 、 司 、 卫设立官学 ； 在布依族聚居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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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社会开办启蒙普及性质的社学 ；在办学经费和选贡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等 。
明初 ，朱元璋用兵贵州 ， 慑服土司 ， 对归顺的大土司仍用为当地首领 。 随着大批的汉

籍屯堡官兵陆续进驻布依族地区 ， 土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 已感到识字的重要 。 此
时朝廷对少数民族奉行 “教化为先” ① ， “教化以学为本” ② 的政策 。 于是一些土官开始送子
弟读书 ，明孝宗弘治年间 （１４８８ — １５０５） 布依族有 “男知读书” ， “通汉人文字” ③ 的记载 。
明代在布依族聚居的都匀府设社学 ３ 所 、 安南卫社学 ３ 所 、 新添正社学 ２ 所 。 但入学读书
者仅占布依族人口的极少数 。 清朝除了承袭明代的民族教育政策之外 ， 在广度和深度上比
明朝更有所发展 。一是开设义学 ， 这是清政府专为包括布依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开办的免
费蒙学 。二是科举取士 ，对包括布依族在内的贵州少数民族增加学额及加额取进 。 清初顺
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年） ， “题准贵州各属义学取进苗生 （此处 ‘苗’ 泛指贵州少数民族） 五名 ，
中学三名 ，小学二名 ， 均附各学肄业 。廪额大学二名 ， 中小学一名至出贡” ④ 。 这些不多的
名额中 ，应包括布依族子弟在内 。康熙四十四年 （１７０５ 年） ， “议准贵州各府 、 州 、 县设立
义学 ， 将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 ，以俟袭替 。其族属人等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 ， 亦令送学 。
该府 、 州 、县复设训导躬亲教谕 。 又题准贵州仲家 （即布依族） 苗民子弟一体入学肄业 ，
考试仕进 。康熙四十五年议准黔省府 、 州 、 县 、 卫俱设义学 ， 准土司生童肄业” ⑤ 。 其后有
较多的布依族土司和大户人家送子弟读书 ，并参加科举考试 。

清代承袭明制 。清初要求 “每乡置社学” 。⑥ 但社学因经费问题 ， 发展缓慢 。 清代在布
依族较集中的贵阳府设儒学 ８ 所 、安顺府设 ７所 、 都匀府设 ７所 ⑦ 。

雍正年间实行 “改土归流” 政策 ， 土司以外的富裕人家纷送子弟就读义学或自设私塾
延师教授 。到乾隆年间 ，当地 “多有读书识字者” ⑧ 。 独山州一带 “其始不解文字 ， 刻木为
信 ， … …今则渐通汉语 ， … … 读书识字” ⑨ 。 在这时期 ， 沿驿道的府 、 州 、 县也 “多有读书
识字者” 皕瑏瑠 ，并 “有入学者” 皕瑏瑡 。 入学就是考中生员 （俗称秀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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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侗水语支民族的古代教育

（一） 侗族的古代教育

　 　侗族属骆越支系 ， 分布于湘黔桂毗连地区和鄂西南一带 。 宋代称之为 “仡伶” 或
“伶” ， 明清称之为 “峒蛮” 、 “峒苗” 、 “峒人” 、 “峒家” ， 或泛称为 “苗” ， 解放后 ， 始定为
“侗族” 。

侗族的传统文化艺术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 。 侗族的传统文化艺术包括侗歌 、 侗戏 、 建
筑 、雕刻 、挑花刺绣等方面 。 侗歌是侗族人民喜爱的口头文学 ， 侗歌几乎人人会唱 ， 个个
能编 ，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恋爱 、 婚姻 、 喜庆节日以至丧葬和社交活动 ， 通过侗歌来表达 。
侗族男子善吟咏 ，女子善歌舞 ，善歌者受人称赞 ， “歌师” 更受人尊敬 。 年长的教歌 ， 年轻
的唱歌 ，年幼的学歌 ，歌教成为侗族民间教育的一种传统形式 ① 。侗戏是在侗歌的基础上逐
渐演变发展起来的 。人们通过歌舞演戏来传承传统文化 。 古楼 、 石墩桥是侗族的传统建筑 ，
结构复杂 ，工程艰巨 ，是侗族古代文化科学水平发展的产物 ， 对侗族人民产生了潜移默化
的文化影响 。

唐朝以前 ， 侗族社会发展缓慢 。 从唐朝开始 ， 中央王朝在侗族聚居的湖南西南部 、 贵
州东南部等地区实行羁縻统治制度 。 由于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的不断引进以及各族人民交
往的增多 ，侗族社会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跨越了奴隶社会而直接过渡到封建领主社
会 。宋朝时 ，仍然采用唐朝羁縻州县的统治政策 。 封建地主经济生产关系开始产生 。 元明
时期 ， 侗族地区设立了 ２０ 多个长官司 ， 许多地方出现了 “土流并治” 的统治局面 。 明清王
朝则在侗族地区实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侗族的社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 。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 ，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 历代一些著名
文人 、 学者先后来到侗族地区 ， 对传播汉文化 ， 促进侗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
作用 。 唐进士王昌龄 ，官补秘书郎 ， 因 “作梨花赋 ， 内寓规讽” ， 于天宝 （７４２ — ７５５） 中 ，
被贬为龙标县尉 ② ，他的文化活动对侗族人有影响 。侗族的学校教育始于宋代 。 宋神宗熙宁
（１０６８ — １０７７） 末 ，诚州大姓首领杨光僭父子向宋廷 “请于其侧建学舍 ， 求名士教子孙” ，
朝廷准其所请 ， 派 “潭州长史朴成为诚 、徽等州教授” ， 执掌教育 ， 开办学校 ③ 。 南宋高宗
绍兴年间 （１１３１ — １１６２） ， 靖州 “依旧制设置新民学 ，教育溪峒归民子弟 ， 以三千人为额” 。
南宋理宗赵昀宝庆元年 （１２２５ 年） ， 尚书工部侍郎魏了翁被贬到靖州后 ， “著九经要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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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创办鹤山书院 ， “招生讲学 ，甚至有数十里负籍相从者 ， 于是风气大开” 。 其后 ， 又有
侍郎程惇厚被贬到靖州 ，在这里 “养晦读书 ，化及地方” ① 。

自北宋熙宁至南宋宝庆期间 ， 在有侗族分布的各州郡治地的学校和书院计有 ： 融州融
县县学和义文书院 ；沅州府学和宝山书院 ；靖州州学 、作新书院 、鹤山书院等 。②

明清期间 ， 大部分侗族地区建立州学 、 府学 、 县学 、 义学 、 社学和书院 、 书馆等 。 课
程全部使用汉文 ，教授汉语 。 这些书院 、 义学均有学田 。 一些侗族子弟入学应试 ， 考取生
员 、举人 ③ 。

（二） 水族的古代教育

水族是由我国南方古代百越族群中 “骆越” 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单一民族 。 水族在历史
上曾被统称为 “百越” 、 “僚” 、 “苗” 、 “蛮” 等 ， 直到清代中叶后 ， 改称为 “水家苗” 、 “水
家” 。 １９５６年确定族称为 “水族” 。

水族聚居区 ，主要在现在贵州省东南部的三都水族自治县 。 在该自治县的邻县 ， 如独
山 、都匀的东部 ，丹寨的南部 ，榕江 、 从江的西部 ， 荔波的西 、 北 、 东三部等地区 ， 也有
不少水族聚居 。 这些地区 ，虽不能说是水族的最初居住地 ， 但是水族在这些地区生活已有
上千年的历史 。

汉文化传播到水族地区较晚 。唐代 ，水族地属东谢蛮一带 ， 史载东谢地方 “俗无文字 ，
刻木为契” 。水族地区刻木记事的方式 ， 一直保留到清初 。 清康熙以后 ， 水族地区仍有不少
无文字的墓碑 。 枟宋史枠 载抚水州居民 ， “其保聚山险者 ， 以药箭射生取鸟兽 ， 尽则徙他处 ，
无羊马桑柘” ， 枟唐史枠 载东谢地方的居民 ， 宴聚则击铜鼓吹大角 ， 歌舞为乐 。 婚姻之礼 ，
以牛酒为聘 。衣服有锦绣 ，并重外饰 ，这都说明当时水族的民间文化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
水族的社会教育以故事 、传说 、乡规民约 、民族歌舞 、工艺美术等多种形式进行 。

水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 和侗语 、 布依语 、 壮语 、 毛南语等都有亲属关
系 。水族有一种鬼师作择日占卜之用的古老文字 ， 约一百多个 ， 用这种文字写的书 ， 叫做
“水书” 。创造水书的年代已不可考 。 水书形式类今体汉字 。 水书对信奉多神的水族人民的
思想意识 、日常生活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 过去 ， 在民间自办私塾中 ， 熟悉水书的人往
往把传授水书当作应尽的义务 ，这是水书世代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

明洪武年间 ，汉文化始对水族地区产生较大影响 。 由于明代实行屯田卫所制 ， 并采取
“调北征南” 和分封随军外籍汉民取代当地土司的政策 ， 随军落籍的汉民不少 。 迁来的汉民

·３８１·

①

②

③

光绪 枟湖南通志 · 艺文志枠 。

枟旧唐书 · 南蛮传枠 。

参见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１８ 页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 ，为汉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
明代在荔波县首设县学 ， 随后停废 。 清代营汛的设置 ， 逐步推动了汉文化的传播 。 据

郑珍 枟荔波县志稿枠 记载 ，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年） 创设文庙 ， 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 年） 始设
县学 。

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年） 后 ，设荔泉 、桂花书院 ，嘉庆二十三年 （１８１８ 年） 荔波县城设义
学 １所 。 １８６２ — １８７４年同治年间 ，都江厅 （现三都县都江区） 先后于城乡设义学 １４所和三
脚屯崇义经馆 、 养正蒙馆 。光绪年间开办合江书院 。①

（三） 仫佬族的古代教育

仫佬族旧称 “ q老” 、 “木佬” 、 “姆佬” 、 “氵仆僚” 等 。 仫佬族先民主要生活在广西的罗
城 、天河两县 ， 现主要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 其余则散居在广西河
池 、宜州 、融水等地 ，与汉 、 壮等民族杂居 。

仫佬族先民属于以 “柳江人” 为代表的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古人群 。 仫佬族先民曾被
称为 “伶僚” 、 “山僚” 、 “天河僚” 、 “宜山伶” 、 “木娄苗” 等 。 唐宋时期 ， 铁工具开始使用 ，
牛耕亦开始出现 ，稻作技术受汉族影响有了很大的提高 。 冶炼 、 淘金 、 制陶等技术亦达到
了一定的水平 。 但山区群众仍以狩猎为生 。 明清两代 ， 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田亩
增加 ， 农耕技术提高 ，出现了打铁 、 制刀作坊和一些初级市场 。

仫佬族古代教育的内容 ， 主要为生产教育 、 生活教育 、 礼仪教育 、 宗教信仰教育 、 节
庆教育 、文艺教育 、崇祖教育等几方面的内容 。学校教育出现的时间较晚 。

宋代仫佬族地区开始出现了学校教育 。 天河县的学宫建于宋代 ， 有县学学员 ８ 名 、 廪
生 ８ 名 、 增生 ８ 名 ， 元末毁 。 明朝历经多次重建 、 复修 、 移建 ， 明末毁 。 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年） ，罗城县始建学宫于县城凤凰山麓 ， 有县学学员 、 廪生共 ７ 名 。 明末迁于城内东
北隅 ， 后烬于兵 。清顺治十五年 （１６５８ 年） ， 复建于旧址 ， 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 年） 迁建于城
东门外文庙侧 ， 称凤山书院 。 雍正 、 乾隆 、嘉庆 、 道光年间曾重修或扩建 。

清乾隆四十年 （１７７５ 年） 天河县于城南建 “凤岗书院” ， 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 年） 停办 ；
道光二年 （１８２２年） 建 “龙江书院” 于城东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年） 停办 。

清康熙五十七年 （１７１８ 年） ， 罗城县城兴办义学一所 ，面向贫民子弟 。乾隆二年 （１７３７
年） 在黄金兴办社学 ，乾隆五十七年 （１７９２ 年） 改称义学 。 清朝前期 ， 天河 、 罗城两县民
间始办私塾 ，教授的内容与汉族无异 。

古代学校教育为仫佬族培养了一些人才 。 罗城县宋朝有进士 ２ 人 。 明清两代 ， 罗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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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两县县学生员得为贡生者和考中举人 、进士者 ，旧志记载计 ２３１ 人 。①

（四） 毛南族的古代教育

毛南族旧称 “冒南” 、 “毛难” 。现在主要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上
南 、下南 、洛阳 、川山 、水源 、木伦 、思恩等乡镇 ； 在河池 、 南丹 、 宜山 、 都安各县都有
少量分布 。毛南先民对儿童的教育 ， 主要是在长辈的带领下 ， 在生产 、 生活中习练各种技
艺和宗教仪式 ， 耳濡目染 ， 代代相传 。 毛南族先民的原始民间教育以生产技术教育为主 。
如生活知识的教育 ，毛南族史诗 枟创世纪枠 中描述毛南族先民学会穿衣御寒和自我装饰以
及分辨可食食品 。毛南族创世古歌 枟天地歌枠 反映了毛南族妇女在社会分工中担负制衣的
任务 。

多神信仰 、 万物有灵是毛南族先民原始宗教信仰的主要内容 。 由主持原始宗教仪式的
人进行有关原始宗教方面的教育 。 共同的行为形成约定俗成的习惯 ， 强化了人们对禁忌 、
规矩的记忆 ，再口传身教 ，代代沿袭而成为不成文的习惯法 ， 这种习惯法具有强大的社会
约束力 。

唐宋间始有汉官在毛南地区传播儒家经典 ， 教习文化 ， 自此学风渐开 。 明万历七年
（１５７９年） 环江陆万星中举人 。 明万历三十六年 （１６０８ 年） 县知事杨天启在县城南门外建
学宫 ， 设儒学训导 。清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 年） 知县鲍复相建环江义馆 ， 分斋讲学 。 雍正
三年 （１７２５年） 知县梁楷 、 训导何文煜在县城北门内建讲堂两间 ， 并设训导署 。 乾隆年间
开始出现私塾 ， 由一村或数村集资聘师执教 。 咸丰初年 （１８５１ 年） 举人吴景苏 、 韦继新倡
导捐资共建环江书院 ，并主持讲学 。 历代科举中式者不乏其人 。 光绪年间就出现文武秀才
２０余人 。②

庆远府南丹州于明正统四年 （１４４０年） 后 “各村寨皆置社学” ③ ， 河池州于明弘治十八
年 （１５０６年） 创建州学 。清雍正后 ， “设土州苗瑶学额” ④ ， 南丹土州土童生 “附入府学” 。
思恩县于明万历三十六年 （１６０９年） “始建学宫” ⑤ 。

清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 年） ， 毛南族历史上第一个文人谭德成和亲戚卢炳蔚一起 ， 用汉
文撰写毛南族第一篇族谱碑文 ——— 枟谭家世谱碑枠 ，成为研究毛南族族源和原始社会状况的
宝贵史料 。清代 ，三南地区私塾培养的学生汉文基础已达到周围附近壮 、 汉族子弟的水平 。
不少毛南族子弟在乡村读私塾后考进县学或游学外地 ， 成为毛南族有名的文化人 ， 如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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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道光年间的谭国璋 、咸丰年间的谭上达 、 清末下南的谭妙机 、 谭云锦 、 中南的谭秉钧
等 。谭云锦的诗作和楹联在毛南山乡广为传诵 ， 枟回文诗枠 为其代表作 。

三 、黎语支民族的古代教育

（一） 原始时期至唐朝的教育

　 　黎族是海南岛上的最早居民 ， 现分布居住的总面积约占海南岛的一半以上 。 黎族的社
会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原始公社时期 。 黎族原始公社时期的教育为原始状态的社会教育 。

古代的海南岛被称为 “蛮荒之地” ， 尤其在地广人稀的民族地区 ， 黎族等少数民族结绳
记数 ，刻木记年 ， 生产知识靠口传身授 ， 世代相袭 。 原始手工制陶技艺的传授是黎族原始
文化和原始生产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 黎族先民对线的艺术很有研究 ， 他们将线的艺术用
于人身纹饰和纺织染绣 ，织造出带有精美花纹图案的筒裙 、 花带和被单 ， 这些独特的造型
艺术是黎族原始文化和原始生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黎族原始文化另一方面的内容 ， 就
是歌舞和音乐 。 枟山寨谣枠 、 枟劈园歌枠 、 枟十二月歌枠 等古老民歌都是黎族原始生产教育的歌
谣 。原始宗教的祭祀场所是原始教育的讲坛 ， 神职人员则是授教的教师 ， 黎族称他们为
“娘母” 、 “叫鬼老人” 、 “奥雅” 等 。

海南岛在唐虞三代被称为 “南服荒缴” ① ，秦朝时为象郡之边塞 。 汉武帝元鼎六年 （公
元前 １１１年） 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师平南越 ， 次年即元封元年 （公元前 １１０ 年） 开始在琼
崖 （海南岛的古称） 设置珠崖 、儋耳两郡 ② 。 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对海南岛的黎族社会
产生直接影响 。 黎族社会刚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 ， 便越过奴隶制阶段 ， 走上封建化
的道路 。

两汉时期移居海南的汉人 ，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 这些有丰富生产经
验的汉人成为黎族人生产教育的启蒙者 ， 这些汉人中有官吏 、 士兵及下层劳动人民 。 其中
最出名的当为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 。 马援于建武十七年 （公元 ４１ 年） 南征时又一次将中原
文化带到海南 。

从东汉始 ， 历朝到海南的官吏都注意贯彻武力与怀柔 、 统治与教化相结合的政策 。 东
汉僮尹 ，于永平十七年 （公元 ７４年） 任儋耳太守 ，曾劝导黎民放弃陋习 ， 移风易俗 。 隋初
的岭南少数民族的女首领冼夫人 （约 ５１２ — ６０２） ，曾安抚海南 ，宣扬封建礼教和民族团结和
睦政策 。唐太宗时泗州王义方 ，曾被贬为儋州吉安 （今昌江县境） 县丞 ， 他招收黎族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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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海南学校教育之先河 。唐中宗时岭南采访使宋庆礼 ， 教化黎民首领 ， 释仇为亲 。 唐著名
高僧鉴真 （６８８ — ７６３） ，逗留海南一年多 ，传播佛教文化 。 唐朝宰相李德裕 （７８７ — ８５０） 于
大中二年 （８４８ 年） 贬任崖州司卢 ，在琼期间 ， 著书立说 ，传播中原文化 ，备受海南人民尊
敬 。

（二） 宋元时期的教育

宋元时期 ， 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促进了海南黎族教育的发展 。 汉黎杂居地区生产
教育的内容 ，包括铁农具和牛耕在生产的应用 ， 以及水田的垦辟和耕耨灌溉之法 。 黎族的
文化教育开始初具规模 ，一批文化人因政治上失意被贬谪进入海南 ， 其中有不少是有名的
文人学者 ，为海南的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师资力量 。

宋元时期对黎族教育做出贡献的人物 ， 宋朝主要有苏轼 、 胡铨等人 ， 元朝主要有阔里
吉思 、 乌古孙泽等人 。

海南最早的府学是宋仁宗庆历四年 （１０４４年） 创办的琼州府学 。此后 ， 其余 ３州 １３ 县
的儒学相继设立 。除了官办的府州县学外 ，还有社学与私学 。 南宋宁宗庆元初期通判刘汉 ，
“修崇郡学 ，讲明道义 ，激劝生徒 ，延师训导 ，黎僚犷悍 ， 亦知遣子就学 ， 衣裳佩服 ， 踵至
者十余人 。” （据 枟琼州府志枠） 其间私学有儋州 “零春馆” 等 。 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海南文
人 。据方志统计 ，两宋时代海南中举者共 １３ 人 ， 中进士者 １２ 人 。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推动
下 ，黎族人尤其是那些首领主动把子女送入学校读书 。 黎族接受教育的地域和人数都比前
代增多 。当时称接受中原文化的区域称为 “熟地” 、 “熟黎” 地区 。

元朝黎族地区的教育有了新的发展 。 黎族地区一些千户所设立学校 ， 称为 “寨学” 或
“黎学” ，这是一种政府创办的具有社学性质 、蒙养教育功能的学校 。

（三） 明清时的黎族教育

明代海南岛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岛上秩序稳定 ， 统治阶级推行教化政策 ， 汉 、
黎的交往与融合进一步加深 。 岛上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 当时黎族子弟接受
教育的学校 ，主要是府州县学和社学 。在汉化程度较深的黎族中 ， 不少人已能够 “习书句 ，
能正语” ① 。海南的社学在明成化年间达到鼎盛 ， 无论是黎汉杂居区 ， 还是黎族山区 ， 社学
都有一定的数量 。明万历二十八年 （１６００年） ， 在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镇水蕉市创建
了 “专训黎童” 的 “水会社学” 。明代对海南黎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人物 ， 以
海南琼山县人的海瑞 、丘浚最为突出 。 海瑞是一位倡导兴教治黎的思想家和实践家 。 丘浚
在海南兴教育人 ，创建奇甸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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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兴起的重教习文之风 ， 在清代仍为人们所崇尚 。 雍正年间 ， 清廷下令多设官学 ，
“让黎族子弟之俊秀者进去读书 ，训以言音 ，教以礼义 ，学为文字” 。① 乾隆前期 ， 批准在崖
州 、儋州等七州县黎族聚居区 “设义学 ，择师教诲 ，能通文义者许应试” 。② 但到乾隆后期 ，
黎族义学走上下坡路 ，经费冻结 ， 面临裁减和停办 。 清末 ， 冯子材奉旨拟定 枟抚黎章程十
二条枠 ， 深入黎族地区 ，设学校 ，开科举 。

第三节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民族的古代教育

一 、苗语支民族的古代教育

（一） 苗族的古代教育

苗族在古代曾聚居于长江中下游及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 ， 后来经过不断迁徙 ， 聚居在
以沅江流域为中心的今湘 、 黔 、 渝 、 川 、 鄂 、 桂等省市区毗邻地带 ， 而后再迁居各地 ， 形
成今天以贵州为中心的中南 、 西南各省的分布状况 。

苗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 。 由于几千年来苗族先民时有迁徙 ， 以致形成了
许多方言土语 ， 主要可分黔东 （中部） 、 湘西 （东部） 、 川黔滇 （西部） 三大方言区 。 据苗
族史诗和民间传说所言 ，苗族古代曾有文字 ，后因种种原因失传 。

1畅 明代及其以前的苗族教育

苗族至今尚保存着大量的古代史诗 。 苗族古歌是一部形象化的苗族古代发展史 ， 内容
十分丰富 。从教育方面看 ，其中最有价值的 ， 当是苗族古代人才思想的萌芽 。 从苗族第一
个神修狃到第一个人姜央 ，古歌中神性外表下蕴藏着古代苗族先民传统的教育思想和人才
观念 。

苗族人民一直把古歌作为历史来看待 。 古歌不仅有思想道德教育 、 历史教育的功能 ，
还有传播其他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功能 。 古歌中反映了古代苗族人民的冶金技术 、 造
船 、营林 、原始宗教 、 风俗习惯等 。 通过古歌 ， 人们可以学到苗族社会各个方面的知识 。
同时 ， 苗族古歌还有审美教育功能 ， 古歌中体现了苗族人民崇尚雄奇壮美的美学观和审美

·８８１·

①

②

参见 （清） 王杰等 ： 枟钦定学政全书枠 卷 ６４ 。

赵尔巽 ： 枟清史稿枠 列传 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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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 。 在对大自然 、对人生 、 社会的审美评价中 ， 苗族古歌可以帮助社会成员发展和提高
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 。

大约在隋唐之际 ，由于和中原地区交往日益频繁 ， 特别是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的输
入 ，贵州苗族地区逐渐进入封建社会 。 直到宋元时期 ，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和偏
见 ，苗族无学校教育可言 。 枟黔书 · 黔土制义枠 言 ： “黔 ， 三苗鬼方 ， 习格斗 ， 喜兵戎 ， 不
可以文章治也 。”

贵州苗族的学校教育 ，发端于明朝 。 明朝苗族许多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 。 明王朝在苗
族地区开办儒学 ，并规定 ，土司子弟必须接受儒学教育 ， 才能允许世袭 。 在贵州汉苗杂居
的边沿地带 ，开始有极少数苗族上层子弟在 “怀柔” 政策的允许下入学读书 。 王阳明贬谪
贵州 ， 讲学龙冈书院和贵阳书院 ， 传播哲学思想 ， 特别是在龙冈书院讲学时 ， 有较多的苗
族子弟听讲 。这些都对苗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黔东南雷公山区和湘黔交界的腊尔山区 ， 从明中叶到清初 ， 无流官治理 ， 未设学院 ，
但富有之家请汉人到寨中设馆讲学 。

自宋代起 ， 湖南城步苗族文化就有了显著的发展 。 宋太平兴国五年 （９８０ 年） ， 苗族杨
正修考中进士 ， 后任邵州都统 ，并授银青光禄大夫 ① 。 元皇庆初年 ， 苗族儒生杨再成在城步
创办 “儒林书院” ，影响很大 。从此以后的城步苗区 ， “儒道文风 ， 骎骎昌盛” ， “冠带如云 ，
弦歌盈耳” ② 。 到了明代 ， 城步苗族举人进士 、 文臣武将 “代不乏人” ③ ， 如明成祖至明英宗
时的杨洪 ，以武功升至镇朔大将军 ， 封昌平伯 ，赠颍国公 ， 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 ④ 。 万历八
年 （１５８０年） ， 杨逢时考中进士 ， 曾任广西提学道副使和四川布政使司 ， “有文誉” ⑤ 。 此
外 ，还有嘉靖十九年 （１５４０ 年） 中举的高冈凤 ， 崇祯十五年 （１６４２年） 中举的杨永泰等 。

明朝成化年间 ，湘西地区时有苗族宿儒吴鹤 。 吴鹤大致生活于明成化至嘉靖年间 ， 镇
溪上涝人 ，曾在辰州虎溪书院听宋代著名理学家王阳明讲学 。 他学术造诣很深 ， 是王阳明
最有才华的弟子之一 。后来他回到镇溪司马溪设馆办学 ， “教训其乡里子弟” 。 他办学不论
贫富 ， 一律接收 ， “虽牧夫竖子 ，皆受其教” ⑥ 。

枟明实录枠 、 枟辰州府志枠 、 枟苗防备览枠 等多次提到 “苗官” ， 表明苗族也有人读书识字
或外出做官 ，但为数极少 。广大人民依然是 “结绳记事 ， 刻木为契” ⑦ 。 各种各样的原始宗

·９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城步苗族 枟杨氏墨谱枠 。

嘉靖 枟武冈州志 · 艺文枠 ， 枟儒林书院记枠 。

同治 枟城步县志枠 卷 ７ ， 枟勋旧枠 。

道光 枟宝庆府志枠 卷 １２１ ， 枟耆旧传 · 勋镇枠 。

道光 枟宝庆府志枠 及同治 枟城步县志 · 人物志枠 。

同治 枟乾州厅志枠 卷 １５ ， 枟艺文志 · 吴先生说枠 ； 卷 １１ ， 枟人物志 · 吴鹤传枠 。

枟旧唐书 · 南蛮传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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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崇拜 ，也非常普遍 。

2畅 清代的苗族教育

清康熙四十二年 （１７０３ 年） 至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 年） ， 是苗族地区政治经济发生重大
变化的历史时期 。这时期清政府在西南各民族地区全面实行改土归流 ， 以流官统治代替土
司统治 ，原来一些自主自立地区的苗族地区也设立了厅县 。 领主制急剧衰落 ， 地主经济得
到了较快的发展 。在文化上 ， 为了加强思想统治 ， 进一步兴科举 ，办义学 。

早在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 年） ， 湖南就批准辰州府属各大学取苗生 ５名 ，中学取 ３名 ， 小
学取 ２ 名 ；十七年 ，又将州属苗生分大中小学 ，并定有入学数额 。可见已有一定制度 ① 。 康
熙四十三年 （１７０４年） ， 湖南学政潘宗洛明令允许少数民族童生参加科举应试 。康熙四十四
年湖南苗疆始设文学 。康熙五十四年开始在镇溪设学馆 ， 后又在凤凰 、 乾州二厅建立书院 ，
并在一些苗寨建立义学 。雍正八年在永绥六里苗区每里设义学两处 ， 由 “通晓文义” 的苗
生主办 ② 。

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年） 改土归流后 ， 清廷议准了贵州巡抚张广泗提出 枟设立苗疆义学
疏枠 ，贵州的八寨 、丹江 、 古州 、清江 、 都江 、台拱六厅开始办义学 。 并规定各府州县于每
届考试 ， “录取苗生一 、二名 ，以示奖拔” ③ 。

清廷这些措施客观上对提高苗族人民的文化有着进步意义 。 贵州黎平府的苗族 ， “悉以
耕凿诵读为事” ， 而且 “亦多应试” ④ ； 黄平 、 清平一带的苗族 “读书应试 ， 见之多不识为
苗” ⑤ ；台拱厅苗族 “多有读书明理者” ⑥ ； 贵阳府苗族也有入学应试的 ⑦ ； 湖南城步苗族读
书的更多 ，如雍正年间中举的杨友楷 ， “于书无所不读” ， “每为一邑推重” ； 乾隆年间的儒
生杨敏化 ， “有诗文集行世” ， “文章罕与俦匹” ， “四方从之者多有成就” ⑧ 。 足见当时苗族地
区已出现了一些人才 。

湘 、黔 、川三省边区自 “改土归流” 以后 ，统治者重新调整对苗族的政策 。 在教育上 ，
除了加强原有的书院 、 学宫 、 义学以外 ， 特别注意大办苗学 ， 加紧灌输礼教和忠君思想 ，
培养了一批苗族知识分子 。嘉庆年间 （１７９６ — １８１０） ，在湖南永绥 、 凤凰 、 乾州 、 保靖 、 古

·０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枟学正全书枠 ， 转引自 枟湘西苗族枠 （１９８２ 年版） 。

光绪 枟湖南通志枠 武备 ７ ， 苗防 ４ ， 第 １９２７ ～ １９２２ 页 。

民国 枟贵州通志 · 前事志枠 １９ 。

爱必达 ： 枟黔南识略枠 卷 ２０ 。

李宗昉 ： 枟黔记枠 卷 ３ 。

丁尚固 ： 枟台拱文献纪要枠 。

爱必达 ： 枟黔南识略枠 卷 ２ 。

光绪 枟湖南通志枠 卷 １９０ ， 枟国朝人物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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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五厅县 ，增设苗区义学 １２０ 所 ， 专收苗族子弟 ； 又创办屯义学数十所 ， 兼收苗族童生 ；
厅县书院也注意吸收苗族文童 。 每届乡试都录取苗生数名 。 参加会试的苗族童生 ， 一律发
给川资 ，成绩优异的还可发给公车银两 ， 令其进京会试 ① 。 从嘉庆十三年起到道光二十年
（１８０８ — １８４０） ， 永绥 、凤凰 、 乾州三厅就产生了举人 １９名 ② 。

（二） 畲族的古代教育

畲族居住在福建 、浙江 、 江西 、 广东 、 安徽五省部分山区 ， 其中一半以上的畲族人口
分布在福建省境内的宁德地区 。

畲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中的苗语支 ， 畲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 。 隋唐之际 ， 闽 、
粤 、赣三省交界地区已有畲民聚居 ， 后迁闵东 、 浙南等山区 。 畲族地区古代经济的发展受
汉族生产力水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 特别是唐王朝在畲族地区设置封建统治机构之后 ， 大
大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封建化过程 。 畲 、 汉两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密切 ， 这是畲族历史发展
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

1畅 古代歌教传统

畲民家族自身有与众不同的耕读文化 。 在古代 ， 畲民多在深山过着刀耕火种的农耕生
活 。传统农业往往是耕猎并举 ，耕猎之余喜歌唱 。 畲民将教唱畲歌称为 “歌教” 。 歌教是畲
民家族传统教育的特殊手段 。 畲歌唱本是家族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教材 。 这些唱本在畲民家
族中公开传阅 、 传抄 、 传唱 。 唱本的内容十分丰富 ， 包括历史 、宗教 、礼俗 、文学 、农事等 。
畲歌是畲民家庭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融会在各种生产和生活习俗中 。 畲民祖祖辈辈凭依畲
歌唱本启蒙 。畲族歌谣有歌唱历史传说的“古老歌” ，有移植自汉人小说 、唱本和民间故事的
“唱戏名” ，有男女恋情的“有缘歌” ，有行路做客的“出门经”等等 。 歌教中渗透道德伦理的教
育 。流传于闽东 、浙南的畲歌枟二十四孝枠宣扬“以孝为本”的家族伦理 ，二十四孝均取自汉族
的传统故事 。不少畲歌虽源于汉人的故事素材 ，但仍有本民族的伦理思想与价值观念 。

2畅 古代正规教育

古代畲族正规教育各地起步不一 ， 发展差异很大 。 浙江畲族正规教育起步较晚 。 乾隆
中 ，浙江青田令吴楚椿说 ： “畲民识字者绝少” ③ 。 与汉人贸易以刻木大小长短为符验 ④ 。 直

·１９１·

①

②

③

④

光绪 枟湖南通志 · 武备苗防枠 。 枟保靖县志枠 卷 １１ 。

光绪 枟湖南通志枠 卷 １４２ — １４３ 。

光绪 枟处州府志枠 卷 ３０ 。 吴楚椿 ： 枟畲民考枠 。

民国 枟漳平县志枠 卷 １０ ， 顾炎武 枟天下郡国利病书枠 卷 ９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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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嘉庆八年 （１８０３年） ， 浙江巡抚阮文达会同学使文宁奏准畲民参加科举 。但是 ，对于那些
所谓 “身家不清白者” ，如 “作舆台 ，为人役身” 等 ，仍不准应考 ① 。

闽东畲族正规教育相对较早 。 明清时期 ， 闽东山区的畲族乡村先后设有私塾 。 宁德地
区办过私塾的村庄有七都的北山 、际头 、高山 ；八都的猴墩 、 南岗 、 新楼 ； 金涵的上金贝 、
上新厝 、亭坪 ； 城南的后岗 ； 漳湾的雷东 、 又加塘 ； 飞鸾的黄土垒 、 长园等畲族村 。 私塾
先生多为汉族 ， 也有个别由畲民担任 。 家族势力较强者 ， 便办起了书馆 ， 接纳家族子孙住
馆攻读 。

到清朝中后期 ，较早接受汉族文化的畲族社区 ， 其畲民读书取试已与汉族无别 。 宁化
县畲民雷鈜于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年） 中举 ， 雍正十一年中进士 ， 殿试第一 ， 传为佳话 。 但畲
民赴试仍受刁难 。清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 年） 福鼎县畲族童生钟良弼赴福宁府考秀才 ， 被县书
和监生以 “贱民” 的诬告逐出考场 。 此事引起闽东 、 浙南畲民的公愤 。 在族众的资助下 ，
钟良弼从县至省反复呈控 ，最终由福建巡抚李殿图审理 ， 才获胜诉并考中第 ２０ 名秀才 。 此
事被编成长编畲族山歌 枟钟良弼枠 ， 传唱于闽 、 浙畲族地区 。 清道光十五年 （１８３５ 年） 的
枟重纂福建通志枠 对此事也有记载 ② 。

二 、瑶语支民族的古代教育

远古时期的瑶族先民 “摇民” ，与华夏族共同居于黄河流域 ， 到了周代才由黄河流域迁
到长江流域 ，是后来被称之为 “蛮” 部落群体中的一员 。 后来由于战乱及其他原因 ， 大举
迁徙 ， 是我国历史上迁徙最频繁的民族之一 。

瑶族现分布在广袤的岭南山区 。 从广西东北面湘粤交界的五岭山脉起 ， 迤北到黔桂交
界处 ， 沿苗岭余脉往西 ，顺着云桂边界六韶山脉南下到哀牢山一带 ， 再往东折入桂南至勾
漏山支脉的十万大山 ，这个成弧形的广大山区 ，就是我国瑶族居住的地方 。

（一） 瑶族的古代社会教育

远古时期 ， 瑶族先民有歌教传统 。瑶族民间流传 枟农事安排歌枠 、 枟劝勤歌枠 等生产歌 ，
这些歌既是生产经验的总结 ， 也是进行劳动教育的教材 。 用歌唱形式传授生产经验是瑶族
古代教育的一大特点 。

瑶族创世古歌 枟密洛陀枠 主要反映瑶族原始氏族社会早期人们对母亲的爱戴和崇敬 ，
是一本敬母的教科书 ，同时包括瑶族先民的道德 、 习惯 、 俗规 、 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内
容 。

·２９１·

①

②

民国 枟丽水县志枠 卷 １２ ， 枟风俗枠 。 民国 枟德化县志枠 卷 ３ ， 枟风俗枠 。

陈寿祺 ： 枟重纂福建通志枠 卷 １４０ 枟国朝宦绩 · 李殿图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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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盘王歌枠 是瑶人的汉字作品 。 师公通过歌唱 ， 把 枟盘王歌枠 中的古典歌谣传播给群
众 ，使之世代相传 。许多瑶人也就在多次的反复静听演唱中 ， 学会汉语和汉字 。 瑶人还通
过传唱 枟过山榜枠 （亦称 枟评王券牒枠） 来进行历史教育 。

瑶族的民俗活动多种多样 ，以人生仪礼和岁时习俗为常见 。 这些古老的习俗世代传承
着他们的审美观 、恋爱观和道德观 。 如瑶族社会有一种称为 “跳云台” 的成年礼 。 巫师严
肃地为受戒者传授戒律 。这种成年礼充满宗教色彩 ， 却起着极好的道德教育和习惯法教育
的作用 。

利用哀悼死者 （长辈） 进行生活方式教育 ，是瑶族教育的又一特点 。 流行于广西全州 、
灌阳 、 资源 、兴安 、龙胜等瑶族地区的 枟十月怀胎歌枠 、 枟五更五点歌枠 、 枟十叹老人歌枠 等
哭丧歌 ，均是人伦道德教育的好教材 。

染织和刺绣是瑶族妇女的一种艺术生产劳动 ， 古代瑶人用蓝靛和白蜡在白布上染出精
美细致的花纹绣 ，称之为 “瑶斑布” 。 瑶族的女孩从小在大人的指导下开始学习挑花刺绣 。
一般说来 ，瑶族女孩到了十五六岁就能掌握挑绣技术 ，开始刺绣自己的嫁妆饰物 。

（二） 瑶族的古代学校教育

瑶族社会兴私塾设学堂的时间难以考证 。宋代章惇开发梅山 （宋代瑶族聚居地） 以后 ，
曾采取 “以儒为教” 的措施 。 明代对瑶区采取 “兴教化 ， 立学校” 及 “立社学以教瑶童 ，
广廪额以资多士” 等办法让瑶族子弟入学 。 万历年间 ， 湖南江华白芒营 ， 一些富有子弟曾
有考上举人的 。①

清代 ，清政府对瑶族子弟入学问题 ，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 湖南蓝山 、 宁远 、 江华 ，
广西的连南 、罗城 、怀远等地除规定入学名额之外 ， 又增设瑶童名额 ， 破格录取 。 道光十
二年 （１８３２年） ，在平地瑶区设立五源书院 ， 道光十三年设蒙泉义学 ② 。 有的瑶区义学后演
变为书院 。一些深山老林中的瑶区一直无学校 ， “只听山鸟叫 ， 不闻读书声” ， 甚至到民国
时期仍处于此种状态 。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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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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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东南地区未定语族语支民族的古代教育

一 、土家族的古代教育

（一） 巴国至宋朝时的土家族教育

　 　土家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 其先民早在 ２０００ 多年前就在今湘西 、 鄂西一带繁衍生息 ，
史籍中土家族称谓较多 。秦汉时 ，以其崇拜白虎被称为 “廪君种” ， 或以使用武器特征称为
“板楯蛮” ，属巴郡 “南郡蛮” 和 “武陵蛮” 的一种 。 此后 ， 多以地域命族 ， 被称为 “溪
蛮” 、 “楼中蛮” 、 “巴建蛮” 、 “信州蛮” 、 “阳蛮” 等 。 宋代 ， 出现了区别于武陵地区其他族
别而专指土家的 “土民” 、 “土蛮” 、 “土兵” 等名称 。以后 ，随着汉人大量迁入 ， “土家” 作
为族称开始出现 。土家族人自称为 “毕兹卡” ，意思是 “本地人” 。

巴人是土家族的先民 。秦灭巴国后 ， 巴人地区成为秦朝疆域的一部分 。 土家族有本民
族的语言 ，但无本民族文字 。 土家族很早就开始汉文化的教育 。

早在巴国时期 ，土家族先民便与中原地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 巴国灭亡后 ， 中原地区
的统治阶级不断以汉文化影响土家族 。 东汉建武年间 （２５ — ５５） ， 宋均降服 “五溪蛮” 后
“立学校” ，以改变 “少学者而信巫鬼” 的习俗 。① 和帝永元年间 （８９ — １０４） ，武陵郡太守应
奉 “兴学校 ，举侧陋” ② ， 积极推广汉文化 。 隋唐时期 ， 中央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广设学校 。
唐武德年间 （６１８ — ６２６） ， 州县及乡皆设置学 ③ ； 对 “巴酋长子弟 ， 量才授仕” ④ ， 借助汉语
创作土家族书面文学 ，在诗歌方面有较突出的成就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
土家族先民创造的 枟竹枝词枠 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全唐诗库 。 这是土家族汉文教育发达的表
现 。

宋代 ，土家族地区普设学校 ， 更多的土童得以入学 。 宋廷在沿河司修建了著名的銮塘
书院 。 施州一带 （今恩施） 土家族子弟中已有人用汉文著述 ； 考取进士 、 举人者不乏其
人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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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司制度时期的土家族教育

从元朝始至清雍正五年 ， 土家族地区普遍设立了土司制度 ， 在土司辖地大兴儒学 。 元
朝规定 ５０户为一社 ，设社学一所 ， 以 “教化蛮民” 。 元代大德年间 （１２９７ — １３０７） ， 建始 、
施州等地设立学宫 ① ， 广泛吸收土人入学 ；田希吕 （１２９７ — １３０７） 在公事长家界创办天门书
院 ，招生讲学 。

明朝时 ，中央王朝曾多次下诏书 ，令各地土司设立学校 。 明洪武二十八年 （１３９５ 年） ，
朱元璋下令诸土司皆立儒学 ， 各宣慰司设立司学 ， 各州县设立州学县学 。 洪武三十一年 ，
巴东 、 长阳等县设立学校 ② 。永乐二年 （１４０４ 年） ， 酉阳州建立州学 ； 永乐六年 ， 设立酉阳
宣慰司学 ③ 。弘治十四年 （１５０１年） ，明孝宗又下令 ： “土官应袭子弟 ， 悉令入学 ， 渐染风
化 ，以格顽冥 ， 如不入学者 ， 不准承袭 。” ④ 。

明正德初年 ，永顺土司彭明辅就读于辰州 。 容美 （今湖北鹤峰县容美镇） 土司田世爵
自正德元年 （１５０６ 年） 袭职之后 ，为振兴司治 ， 亲自出司考察 ， 结交政府 ， 引进先进技术
在司内严令推行汉语 ，并请进汉人先生 ， 以诗书严课诸男 ， 其八个儿子皆练达成才 。 万历
年间 （１５７３ — １６１９） ，彭元锦和彭向乾就学于酉阳 ， “儒学有才名” ⑤ 。 万历十五年 （１５７８
年） ，彭元锦任永顺土司后 ， 设立 “若云书院” ⑥ 。 施州地区的土司多将子弟送往州 、 卫就
读 ，有的还将其子弟送往宜昌 、 荆州等地就学 。 卯洞安抚司向同廷发布 枟广修学舍告示枠 ，
并在该司署地及新江等处设立学校招集土官子弟 ， “以便就地诵读” ⑦ 。沙溪土司黄楚昌早年
就读于卫学 ，后在司地设立官学 ， 举贤为师 ， 纳生课读 ， 还亲自担任教授 ， 对沙溪地区文
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明朝政府在土家族地区 “兴办义学” 、 “开科取士” ， 使土家
族中的一些封建文人成为进士 、 举人 、 贡生等 。 这些人大都被派往四川 、 浙江 、 广东等地
做官 。

明清之际 ， 各土司辖区先后出现一大批知识分子 。 容美诗人辈出 ， 以 “诗乡” 扬名 。
明正德年间 ，永顺土司彭世麟著有 枟永顺宣慰司志枠 ， 是研究湖广土司制度的重要著作之
一 。容美土司田氏世习儒学 ， 在湖广颇有名气 ， 其中清康熙年间田舜年尤为博学 ， 著有
枟二十一史纂要枠 、 枟二十一史补遗枠 、 枟容阳世述录枠 、 枟田氏一家言枠 、 枟六经撮要枠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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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土归流后的土家族教育

清雍正五年至十三年 （１７２７ — １７３５） ，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 。 改土归流后 ， 清政府
废除了土司 “禁部中夷人不准读书 ， 犯者罪至族” 的陋规 ， 在土家族地区设学校 、 设教职 、
定学额 、订措施 ， 鼓励土民子弟读书 。 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区大力兴办学校 ， 府学 、 县学 、
书院 、 学宫等应时而起 。各府州县皆立学宫学署 ， 设立考棚 ； 开科取士按土汉子弟三比一
（土三客一） 的比例多取 “土童” 。这些措施促进了土家族地区文教的发展 。

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年） ，在永顺设义学三处 ， 保靖四处 ，桑植三处 。雍正十一年 ，在永顺
府设立学府 、学署 ，建立考棚 ； 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 ， 由民间筹集经费办义学 ； 富有之
家甚至 “各有私塾” ① ，有的还不远千里邀请名师教授私塾 ② 。 由于学校的广泛兴办 ， 土家
族地区 “文治日新 ，人知向学” ，不仅有产之家的子女可以入学 ， 甚至 “寒伧之家 ， 亦以子
弟诵读为重” ，教育面相应有所扩大 。

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 ， 土家族子弟争相应试 。 乾隆年间 （１７３６ — １７９５） 永顺县前往应
试者不下千余名 ， “永顺虽新辟之地 ， 而汉 、 土子弟读书应试无殊内地” 。 清政府于道光三
年 （１８２３年） 在酉阳 、秀山 、黔江 、 鼓水举行首届院试 。 应试童年 ２０００多人 。

土家族地区出现了 “选举贡均已有人 ，厥后人文蔚起 ， 月异而岁不同” 的局面 ③ 。

二 、仡佬族的古代教育

仡佬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但语族 、语支尚未确定 。 因居住分散 ，方言差别较大 。
仡佬族起源于古代的 “僚人” 。根据文献记载 ，大约在秦汉时期 ， 古夜郎地区 ， 即今贵

州省及云南省东部 、广西北部和四川南部就已经居住着许多 “僚人” 。 唐宋时期 ， “僚人”
中分化出 “葛僚” 、 “仡僚” 、 “佶僚” 、 “仡佬” 等族称 ，这些音近而异写的各部族就是今天
仡佬族的先民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统称为仡佬族 。 现仡佬族大部分散居在贵州省的
西北 、 西南和北部的务川 、 道真 、 石阡 、 思南等地 ， 云南 、 广西及越南的一些地区也有零
星分布 。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历代中央王朝拓边的影响和中原文化的传播 ， 仡佬族地区的封建因
素及文化逐步得到发展 。到隋唐时期 ，形成封建领主制 ④ 。

约在宋朝时 ，中央政府在仡佬族地区设立土官统治机构 ； 元明期间广泛推行土司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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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 清朝改土归流后 ，封建地主经济占了主导 。
元明清期间 ，贵州仡佬族社会有了较快的发展 ， 纺织 、 打铁等手工业技术发展较高 。

平远 、 永宁 、镇宁等仡佬族妇女能织斜纹布和极精致的铁笛布 。 打铁业发达 ， 有专事打铁
的手工业者 ，打制铁器技术高超 ，被誉为 “打铁仡佬” 。 湘西仡佬族社会发展不平衡 。 居住
在平坝地区发展较快的仡佬族 ， 普遍种植水稻 ， 产量也高 ； 家庭手工业也有所发展 ， 以苎
麻织麻布 ，以麻布纺 “仡佬裙” ；能用银制作玲珑的鸟兽酒器 。 发展较慢的 ， 仍采用刀耕火
种的耕作方式 ， 有的以打猎为生 。

自古至今 ， 仡佬族人民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与道德伦理 。 文化传播的重要
载体就是民族中流传的古歌 。 如仡佬族古歌中的 “丧葬歌” 就有教诲儿女的内容 。 仡佬族
的古歌也隐含着关于民族历史 、生产生活 、习俗礼仪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 。

这些山歌 、 情歌 、酒歌 、 婚俗歌 、 儿歌的演唱 ， 由歌师言传身教 ， 学唱者在传唱过程
中再加入自己的体会与思想 ， 在展示聪明才智的同时 ， 也是一种文化教育与情感交流的过
程 。这种以歌唱进行文化传承的教育形式在仡佬族中代代相传 。

仡佬族民间的专业技术教育自古流行 。 人们以各行业的能工巧匠为师 ， 拜师学艺 。 学
之前要先写 “投师帖” ， 学满出师时 ， 又叫 “请职” 。 要一件衣服 、 一双鞋 ， 一把伞 ， 礼物
若干 ， 并付相应的师传钱 。巫医百工之师很受人们的敬仰 ， 师门间比亲人还亲 ， 有 “忘了
父母遭雷打 ，忘了师父法不灵” 之说 。①

仡佬族的私塾教育受汉文化影响很深 。 私塾教育是在汉族人口逐渐迁入形成民族杂居
的过程中产生的 。早在明代 ， 仡佬族地区就有了私塾 。 明永乐年间 ， 贵州务川县改土归流
以后 ， 凡闾里皆设蒙馆 、私塾 。明万历十八年 （１５９０年） ，贵州道真县上坝冉伯渊赴夔州延
师办塾 ， 仡佬族地区的私塾逐渐发展起来 。 少数仡佬族子弟也入学应考 。 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年） ，道真仡佬族韩之显以乡试第一名的成绩获解元 ，随即在家乡设馆教化乡民 。②

三 、京族的古代教育

京族旧称 “越族” ， １９５８年改为京族 ，明代中叶从越南迁入中国 ，至今近 ５００年 。 现主
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的巫头 、山心 、潭吉 、江龙等村和松柏乡的竹山村 。

京族迁入中国时 ，其内部还保留着原始公社末期农村公社的残余 。 京族的古代教育是
指从公元 １５１１年京族迁入起至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前这一历史时期京族的教育活动 。

１８世纪前 ，京族无学校教育 ，教育尚未从生产 、 生活实践中分离出来 ， 没有专门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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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构和专职教师 。教育与生产和生活的社会活动相联系 。 族人 、 老人及家长 ， 通过口头
传达和行为的示范与模仿 ， 向年轻一代传授本民族的历史 、 宗教 、 伦理道德 、 风俗习惯等
传统文化及生产生活经验 ，达到教育的目的 。

京族居住在沿海地区 ，古代以渔业为主 ， 生产劳动教育相应地包括渔业生产教育 、 农
业及手工业生产教育等多方面 。其中渔业生产教育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

生活习俗教育则包括服饰 、 饮食 、 居住 、 节日 、 婚俗等方面 。 哈节是京族最隆重的节
日 。 “唱哈” 是哈节的主要活动项目 ， 唱哈词既有民间宗教信仰诗 ， 也有京族的传说故事 、
汉族的古典诗词 、哲理诗 、情歌和反映渔民生活的歌词 ， 集文化娱乐 、 宗教教育与民俗教
育于一体 ，寓教于乐 。

古代京族人还利用宗教进行教育 。京族青少年按特定的要求参加宗教仪式 ， 现场目睹 ，
实地观摩学习 。 如祭祀海神 ， 作法除妖等 。 京族地区信仰多神 ， 混杂道教 、 佛教和巫术色
彩 。有一部分京族还信仰天主教 。 宗教教育以各种宗教教义 、 教规为蓝本 ， 如道教的 枟道
德经枠 、 天主教的 枟天主教十戒枠 等 。日常生活中喜丧大事的迷信规定和忌讳也是京族道德
宗教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①

京族民间流传的长篇叙事歌 ， 具有传授历史知识的作用 ， 如京族的 “迁徙歌” 、 “三岛
传说” 等 ，讲述了京族的起源和历史 。

京族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体育活动 ， 这些活动使青年一代在审美 、 文化艺术 、 世界
观 、伦理道德等方面得到教育 。

清代中叶 ， 防城建三都书院 ，京族开始有学校教育 。但学校教育一直到近代都不发达 。

第五节 　 中东南地区南岛语系民族的古代教育

一 、高山族的原始社会教育

高山族是中国台湾省原住少数民族的统称 ， 包括赛夏人 、 泰雅人 、 曹人 、 布农人 、 鲁
凯人 、 排湾人 、 卑南人 、雅美人 、 阿美人以及平埔人 。 主要分布在台湾西部平原 、 中部山
地与东部纵谷平原 ，以及距台湾岛 ４５ 海里的兰屿 。② 高山族使用 ２０ 多种语言 ， 属南岛语

·８９１·

①

②

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 京族教育史枠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 云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版 。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３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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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又称马来 · 玻利尼西亚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 ， 无民族文字 。 高山族是台湾岛上最早的
拓荒者与居民之一 ，据史料记载 ，早在公元 ３世纪三国时代就和祖国大陆互相往来 。

清代以前 ， 高山族处于原始公社状态 ， 人们从事掘棒农耕兼渔业 ， 生产力极其低下 。
高山族的原始社会教育是以培养渔猎 、 耕织 、 征战 、 祭祀等各种知识技能为宗旨 ， 重视实
践观摩与世代传承 ，教育体制与部落组织高度一致 。 高山族以会所 （公廨） 、 渔团 、 猎团 、
祭团 、 年龄分级组织等为教育场所 。 会所是部落政治 、 军事中枢 ， 也是青少年教育的中心 ；
渔团是男子渔业组织 ；猎团是青壮年男子的军事学校 ， 教育训练实行军事化 ； 祭团成员包
括部落男女 ，以主司农业生产与祭祀活动为职能 ， 以实施农业 、 祭祀 、 恪守禁忌为主要教
育内容 ；年龄分级组织按自然年龄级序 （少年 、 青年 、 壮年 、 老年） 对成员安排阶段性教
育 ，以头目 、长老为权威 ，奉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 ， 一级向一级观摩 、 示范 、 督导 ， 以达
到娴熟生产 、生活技能 ，自觉履行社会职责与义务为最终目的 。 年龄分级组织是古代高山
族颇为典型和影响深远的男子教育体制之一 。

高山族原始社会教育主要依据性别分工 ， 通过氏族部落组织 ， 特别是年龄分级组织口
传身授 ，世代相袭 。部落成员一经成年 ， 女子随其母学习采集 、 耕织 、 家务等技能 ； 男子
加入年龄分级组织 ，按照长幼归入不同级序 ， 依次升迁 。 在头目及长老的统辖下 ， 男子自
觉履行职责 ，接受耕战 、 渔猎 、 建筑 、 歌舞 、 祭祀以及道德规范等训练 ， 刻意求工 ， 磨炼
身心 ， 将其锤炼成为部落所需的人才 。①

高山族的原始社会教育重视特殊人才的培养 ， 如头目 、 土帅 、 级长 、 祭司 、 巫师 、 占
卜师 、 剔骨师等等 ，都是谙熟耕战与实际知识 、 技能超群的部落人才 。 至于工艺人才 ， 如
编织 、 雕绘 、刳木 、文身 、凿齿等专业人才 ， 多数是长年修炼 、 专业经验与知识积累极为
丰富的长老 。

二 、 １７至 １９世纪的高山族教育

从 １７世纪至 １９世纪 ，高山族经历了荷兰殖民统治 、 郑氏三代割据以及清朝统治三个
历史时期 。

（一） 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的教育

１６２０年至 １６２８年 ， 倭寇屡次侵犯台湾 ， 被汉族和高山族人民英勇击退 。 １６２４ 年荷兰
和西班牙殖民者分别侵入台湾 ， 荷兰旋即用武力从西班牙手中夺占台湾北部地区 ， 台湾遂
沦为荷兰殖民地达 ３８年 。 “驯服” 高山族 ， 实现经济掠夺与奴化统治 ， 是荷兰人统治政策

·９９１·

①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３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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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 。荷兰殖民者采取了牧师传教的教育方式 ，从 １６２７ 年至 １６６２ 年先后派遣牧师 ３７ 人
次 。这些牧师经管王田与牧牛司 （耕牛出租） ， 从事鹿皮投机 ， 牟取暴利 ； 同时传经布道 ，
推行崇信基督的奴化教育 。

荷兰殖民者为推行基督教教育 ， 大肆驱逐部落巫师 ， 打击原始宗教活动 ， 于统治中心
“五大社” （新港 、目加溜湾 、 肖垅 、 麻豆 、 大目降） 设教堂与学校 ， 大量收教徒 ， 为宗教
宣传与渗透开辟据点 。 同时 ， 建立教会学校教育体系 ， 制定与推行适应当地民情的教材 。
荷兰牧师从 “成绩优异” 的教徒中选拔助理教师与牧师 ， 同时自学土著语言 ， 创制以拉丁
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符号 ，转写土著语言 ，编写教材与辞书 。

荷兰殖民者的基督奴化教育遭到高山族人民的普遍反对而失败 ， 但其某些措施对后来
的教育产生了影响 。创制的民族文字如西拉雅文 、 巴布萨文曾一度流行 ， 供高山族人阅书
写信函 、契约 。 西拉雅 ，史称 “红毛字” 、 “罗马字” ，流行约 １５０年 。

（二） 郑氏三代地方割据政权时期的教育

１６６２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 ， 收复台湾 ， 从此开始了郑氏三代 （郑成功 、 郑经 、 郑
克塽） 历时 ２２年 （１６６２ — １６８３） 的地方割据 ， 台湾历史迈进封建制的大门 。 在台湾政治 、
经济稳定的局势下 ，郑氏开始了重儒兴学的文教建设 。

郑氏 ２２年的统治中 ， 文教事业方面的主要功绩有 ： 第一 ， 大力兴建文庙 。 清康熙五年
（１６６６年） 郑经在台南府治兴建文庙 ， 揭开了在台湾推行儒学的序幕 。 第二 ， 首创学校体
制 。清康熙五年 ， 郑经在台湾首创社学 ， 传授经史文章 。 仿照大陆 ， 逐步建立学校体制 。
学校体制包括社学 、州学 、府学与学院 （太学） 四级 ， 课以经史文章 。 学生通过考试晋升 ，
凡学生毕业成绩优异者 ，分配 “六官” 任职 。

郑氏对 “社学” 的教化十分重视 ， 如采取积极的措施奖励入学 ， 凡 “弟子能就乡塾读
书者 ， 蠲其徭役” ① 。此外 ，郑氏还尊崇与支持佛教的传播 ， 在台湾大兴寺庙 ， 对传播佛教
文化 ， 促进当地宗教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 。

（三） 清朝统治台湾后的教育

从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 年） 至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年） ， 清朝统治台湾的 ２１２ 年间 ，
台湾成了以闽粤籍汉族为主体的移民社会 ，高山族完全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 。

清朝统治阶级不但重视发展高山族的政治经济建设 ， 而且大力推动文教事业 ， 在台湾
全面移植大陆学校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 。 针对当时台湾民番杂处 、 文教不振 、 文化素质低
下的社会特点 ， 仿照大陆建文庙 ， 置衙斋 ， 设教职 ， 实行岁科两考 。 治台官员尤其强调兴

·００２·

① 郁永河 ： 枟稗海纪游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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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乡塾 ，推动儒学 ，作为 “理番” 的重要措施 。 在这种 “兴学致治” 的战略推动下 ， 台湾
学政管理权始终掌握在最高行政长官手中 ， 知府 、 知县亲自过问文教情况 。 学校体制仿照
大陆 ， 府县设儒学 ，并设各级教官专理学务 ， 基层乡社兴办乡塾社学延请汉人通文理者教
授儒学 。还支持民间办书院 、 私塾 ， 在全台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校教育网 。 所使用之教材 ，
所授之课程 ，均为科举入仕服务 。

清政府在台湾实行大陆式的科举制度 。 初期实行童试与岁科两试 ， 童试三年两试 ， 分
县 、府 、院试 ， 按学额录取生员 。 生员进学后经岁科两考 ， 评定优劣 。 为了鼓励科举 ， 乡
试实行照顾 ，奏准保障名额 ， 另编字号录取 。 是时南北诸社 “鴂舌能通先圣书” ， “琅琅音
韵诵关睢” （ 枟番社采风图考枠） ①

思考题

１畅 古代百越 、 南蛮系统的文化有何特点 ？
２畅 古代中东南民族文化及教育有何特点 ？
３畅 简述壮族古代教育概况 。
４畅 简述侗族古代教育概况 。
５畅 清代苗族教育的特点 。
６畅 古代瑶族的学校教育有何特点 ？
７畅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教育有何发展 ？
８畅 高山族古代教育历史演变的主要历程及特点 。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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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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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近代中央政府民族教育政策
的发展历程

从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 共 １１０ 年 ， 这段时间 ，
本书界定为中国近代史 。在中国近代 ，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 ， 中国社会沦入半封建半殖民
地社会 ；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外敌入侵 ， 中华民族由自在发展开始走向自觉的联合
和发展 。① 在此内忧外患的历史大变局中 ， 近代历届中央政府多能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
发 ，慎重处理民族关系问题 。 本章将简述近代中央政府民族教育政策以及对其产生重要影
响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观 。

第一节 　 晚清中央政府的民族教育政策

从 １８４０年到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以前 ， 属晚清 。 晚清衰弱 。 自鸦片战争开始 ， 世界列强
蜂拥而至企图瓜分中国 ，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奋起抵抗 。 主要斗争有 ， 东南沿海各族人民的
抗英斗争 ，新疆各族人民与沙俄 、 英帝的斗争 、 西藏人民抵抗英国和沙俄的斗争 ， 南方各
族人民保卫边疆的斗争 。② 各族人民自发联合的反帝斗争 ，在最艰苦的历史条件下 ， 共同保
卫了祖国的统一和疆域的基本完整 ， 决定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开始由自在发展走向自觉发
展 。③

病入膏肓的晚清政府也进行了一些被动性的改革 。 主要有 ： １８６１ 年开始的洋务运动 ，

·５０２·

①

②

③

采用陈连开先生观点 ， 见费孝通主编 ： 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枠 ，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０９ — １１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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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８ 年进行了为期 １０３ 天的 “维新变法” ， １９０１ 年开始实行 “新政” 。 就涉及民族事务而
言 ，对边疆地方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 。 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 年） 在新疆建省 ； 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年） 在台湾建省 ；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年） 在东北设置奉天 、 吉林 、 黑龙江三省 ，
同年确立治藏新体制 ，即设置驻藏大臣和会办大臣统制全藏 。 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策也
进行了改革 ，如实行开禁 、移民实边等 。就教育政策而言 ， 改革科举制度并最终废除科举 ，
开设新式学堂 、 举办留学教育 。 这些对民族教育和民族地区的教育都产生了影响 。 教堂和
教会学校由于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内地和边疆也开始出现 ， 在一定程度上使少数民族接触到
一些西方文化 ，① 但是这不是改革 ， 外国传教士的教育目的是为传教服务的 ，严重侵犯了中
国教育主权 。

现在仅以 “新政” 为例说明晚清在民族教育政策上的一些措施 。 １９００ 年 ， 八国联军侵
入北京 ，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空前危机 。 在全国人民抗敌图强斗争的推动下 ， 清廷不得不
于 １９０１ 年 １月下诏变法 ， 推行 “新政” ： 整饬吏治 ， 裁汰冗官冗衙 ； 编练新军 ， 设武备堂
和督练所 ；鼓励兴办商务和实业 ； 改革科举 ， 兴办新式学堂 ， 奖劝游学 。 新政持续 １０ 年 ，
主要成绩是在教育上 。 其一 ，确立教育宗旨 ， 改革教育行政体制 。 １９０５年 １２ 月 ，清廷成立
学部 ， 作为管理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 ， 内分 ５ 司 １２ 科 ， 并设视学官巡视京外学
务 。学务确定 “忠君 、尊孔 、 尚功 、 尚武 、 尚实” 为全国各级学堂教育宗旨 。 在各省设立
提学使司作为专管各省教育的行政机构 ， 府 、 厅 、 州 、 县设立劝学所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
关 。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都设有视学 。 其二 ， 改革科举进而废除科举 。 １９０１ 年 ６ 月 ， 恢
复 １８９８年 “百日维新” 时期设立的经济特科和取消八股考试的两项科举改革措施 ； １９０５ 年
９月 ，彻底废除科举 。 第三 ， 建设学制系统 ， 大力兴办新式学堂 。 为规范新式学堂体制 ，
１９０２ 年颁布 枟钦定学堂章程枠 ， 又称 “壬寅学制” ； １９０４ 年颁布 枟奏定学堂章程枠 ， 又称
“癸卯学制” 。到 １９０９年 ， 各级各类新式学堂达到 ５２０００多所 ，在校生数达到 １６０万人 。②

为了在蒙古 、西北 、东北 、西南等民族地区推行新政 ，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年） ， 清廷
首先整理理藩院 ，改称理藩部 ，增设调查 、编纂两个附属局 ， 着手筹办民族地区新政事宜 。
首先派肃亲王到内蒙古东部进行实地考察 ，调查提纲包括牧政 、 开垦 、 铁路 、 矿产 、 森林 、
渔业 、 盐务 、学校 、兵制 、商务等 １４ 项内容 。 肃亲王考察后提出 枟经营之策八条枠 ， 对内
阁 、理藩部 、度支部 、学部 、 资政院等部门制订行政 、 税收 、 宪政 、 兴学和实业等施政方
案提出建议 。东北 、蒙古 、西北地区的将军 、 办事大臣也先后上奏各地新政方案 ， 其中多
有兴办学堂款项 。 １９０６年 ， 清廷派张荫棠到西藏查办藏事 、 实行新政 。 １９０７ 年 ， 张荫棠提

·６０２·

①

②

孙若穷主编 ， 滕星 、 王美逢副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枠 ， 北京 ： 中国劳动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 第 ４５ 页 。

根据孙培青主编 枟中国教育史枠 （修订版） “１９０９ 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详情总表” 统计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３４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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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治藏建议十九条 ，得到清廷批准 。 事关文教政策的建议有 ， 优渥达赖班禅 ， 以汉官监之 ；
兴办教育 ，设汉文学堂 ，推广汉语 ； 创办汉文白话报 ， 以激发爱国心 ， 增加新知识 ； 引进
川茶种子 ，教藏民种植 ，以图抵制印茶 ； 北洋新军驻藏 ， 派武备生训练藏族民兵 ； 连通巴
塘到拉萨电线等 。张荫棠在西藏设立学务作为专门管理西藏教育的行政机构 ， 颁布译成藏
文的 枟训俗浅言枠 、 枟藏俗改良枠 ， 发往各地 ， 企图以 “中体西用” 的思想影响藏俗 。 １９０６
年 ，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上奏获准在川边藏族地区举办屯垦 、 练兵 、 设官 、 兴学 、 通商 、
开矿等六事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 ，清廷在理藩部内设藩部宪政筹备处 ， 合并调查 、 编纂两
局为藩政研究所 ，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新政的调查研究 。① 同年 ， 清廷开始在库伦举办新
政 ，设置男女小学堂等 ２０ 余处新机构 。

清廷新政雷声大雨点小 ， 但在发展少数民族文教事业上多少还是有点成绩 。 例如 ，
１９０２ 年创办广西大学堂 ； １９０４年在桂林创办士官学堂 、 农业学堂 、 优级师范学堂 、 农业学
堂 、优级师范 、 陆军测量学堂 、陆军小学 ； １９０６ 年 ， 在延边龙井创办瑞甸书塾 ； １９０７ 年 ，
北京试办满蒙贵胄学堂 ，次年成立满蒙高等学堂 ； １９１０ 年开设青海蒙藩学堂 。 在西藏 ， 设
置了白话报馆 １ 所 （１９０７年） ， 西藏印书局 １ 所 （１９０７ 年） ， 蒙养院 ９ 所 （从 １９０４ 年起陆
续设置） ，初等小学堂 ４ 所 （从 １９０７ 年起陆续设置） ， 汉文小学堂 ３ 所 （１９０８ — １９１０ 年） ，
西藏汉藏文半日学堂 １ 所 （１９０８年） ，西藏武备速成学堂 １ 所 （１９０８ 年） ， 西藏藏文传习所
和西藏汉文传习所各 １所 （１９０７年） 。② 各民族地区书院先后改为高等学堂 ， 私塾改为初等
学堂 ， 聘请教师讲授汉文 、算学 、自然科学 ，有的还开设英文 。③

第二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

１９１１年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 ，建立了中华民国 ， 但是 ，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非大功告
成 ，任务仍然艰巨 ，中华民族又开始了新的奋斗征程 。 从 １９１１ 年到 １９４９ 年 ， 中华民族在
明确的政治纲领指导下 ，自觉联合起来 ， 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 ， 推翻了帝国主义 、 封
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族终于获得独立与解放 。④

·７０２·

①

②

③

④

参见徐杰舜 、 韦日科主编 ， 罗树杰 、 胡敏副主编 ： 枟中国民族政策史鉴枠 ，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４８８ 页 。

苏发祥著 ： 枟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枠 ，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１３４ 页 。

参见参见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８０ 页 。

参见费孝通主编 ： 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枠 ，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０９ 页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本节将分三个部分简述辛亥革命 、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和教育政策 ， 北洋政
府时期的民族政策与教育政策 ，南京政府的民族文教政策 。

一 、辛亥革命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和教育政策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是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民族政策的总的指导思

想 。
１８９４年 １１ 月 ，孙中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其目标是 “创立合众

政府” 。 １９０５年 ８月 ， 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 ， 其纲领是 “驱除鞑虏 ， 恢复中华 ， 建立民
国 ，平均地权” 。随后 ，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 枟民报枠 发刊词中进一步把这个纲领解释
为民族 、民权和民生的 “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是要推翻满族贵族的政府 ； 民权主义是推翻
君主专制政权 ， 建立国民的政府 ； 民生主义是对土地核定地价 ， 把革命后因社会经济发展
而增长的地价归国家所有 ，并逐步由国家向地主收买土地 。① 关于民族主义 ，孙中山曾经多
次批驳盲目排满的观点 ，明确指出谣传 “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 ， 这话大错” ，② 反复
申明民族革命的根本宗旨并非排斥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 而只是推翻满族贵族的封建专制
政权 。

１９１２年元旦 ， 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 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
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只有两个多月 ， 但是他为中华民族走向自觉 、 走向新生在中央
政府政策制定层面上开了具有永远积极意义的先河 。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孙中山在南京宣誓
就职时发表了 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枠 ； １９１２年 ３ 月 １１日 ， 孙中山在权力交接之际 ，
以南京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在南京公布 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枠 。 孙中山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的
民族政策集中体现在上述具有宪法性的文献中 ， 归纳起来 ， 就是 “领土统一” 和 “五族共
和” 。

关于 “领土统一” ， 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枠 指出 ：
“武昌首义 ， 十数行省先后独立 。 所谓独立 ， 对于清廷为脱离 ， 对于各省为联合 。 蒙

古 、西藏 ，意亦同此 。行动既一 ， 决无歧趋 ， 枢机成于中央 ， 斯经纬周于四至 。 ———是曰
领土之统一 。” ③

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枠 第三条进一步表述道 ：

·８０２·

①

②

③

白寿彝主编 ： 枟中国通史纲要枠 ，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 ， 第 ４４１ 页 。

孙中山 ： 枟在东京﹤民报﹥创刊周抨庆祝大会的演说枠 （１９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见 枟孙中山选集枠 ， 北京 ： 人民出

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

孙中山 ： 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枠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见 枟孙中山选集枠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

第 ９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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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领土 ，为二十二行省 、内外蒙古 、 西藏 、青海 。” ①

这说明 ，无论是内地还是边疆民族地区 ，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关于 “五族共和” ，其义有二 ：
第一 ，民族团结 ，各民族人民都是国家之本 。 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枠 指出 ：
“国家之本 ， 在于人民 。合汉 、 满 、 蒙 、 回 、 藏诸地为一国 ，即合汉 、 满 、 蒙 、 回 、 藏

诸族为一人 。 ———是曰民族之统一 。” ②

第二 ，民族平等 ，各民族都有平等的参政权 。 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枠 第五条规定 ：
“中华民国人民 ，一律平等 ，无种族 、阶级 、 宗教之区别 。” ③

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枠 第十八条规定 ：
“ 参议员 ，每行省 、内蒙古 、外蒙古 、西藏各选派五人 ， 青海选派一人 ； 其选派方法 ，

由各地方自定之 。参议院会议时 ，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 。” ④

除上述文件外 ，孙中山先生于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发表的 枟临时大总统布告国民消融意
见蠲除畛域文枠 指出 ：

“今中华民国已完全统一矣 。 中华民国之建立 ， 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 ， 合汉 、
满 、蒙 、回 、藏为一家 ，相与和衷共济 ， … … 因此敢敬告中国民 ， 而今而后 ， 务当消融意
见 ，蠲除畛域 ； 以营私为无利 ， 以公益为当谋 ， 增祖国之荣光 ， 造后民之幸福 。 文谨谨拳
拳焉 。” ⑤

有必要指出 ，孙中山先生 “五族共和” 光辉思想中的 “五族” ， 是个概数 ， 泛指中国境
内的所有民族 。 孙先生下野后 ， 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 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发展 ，
特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 ， 又产生质的飞跃 ， 这集中体现在 １９２４ 年
１月 ２３日 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枠 中 ：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 ， 有两方面之意义 ：一则中国民族 ⑥自求解放 ； 二则中国境内各民
族一律平等 。” ⑦

在这次会议上 ，孙中山亲手拟订的 枟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枠 还指出 ：
“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 ，政府当扶植之 ，使能自决自治 ； 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 ， 政府当

·９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枟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枠 （第 ２ 辑）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

枟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枠 （第 ２ 辑）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

枟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枠 （第 ２ 辑）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

枟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枠 （第 ２ 辑）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

转引自田继周等著 ： 枟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枠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第 ３６７ 页 。

这里的 “中国民族” 就是 “中华民族” ， 是中国各民族整体的总称 。

孙中山 ： 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枠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见 枟孙中山选集枠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 第 ５９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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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之 ；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 ，以恢复我国际平等 、国家独立 。” ①

毋庸讳言 ， 辛亥革命前 ， 孙先生对一些所谓 “民主” 帝国还抱有幻想 ， 辛亥革命的成
果被窃取后 ，在和形形色色的军阀及其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展开的斗争中 ， 孙先生丢掉幻想 ，
彻底认识到反帝和反封建必须统一 ， 认识到 “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以求独立解放和国内
各民族一律平等两个方面的区别和联系 。” ②

孙中山还提出修建边疆铁路 、 汉族和少数民族互助开发边疆 、 巩固边疆的战略构想 。
孙中山的斗争精神和孙中山的思想深入人心 ， 得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拥护 。 孙中山的思想和
人民的力量有力地遏止了北洋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滑向卖国深渊 。

１９１２年 １月 ３ 日 ，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 １ 月 ９ 日 ， 成立南京
临时政府教育部 ； １月 １９日 ，教育部就颁布 枟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枠 和 枟普通教育暂行课程
标准枠 ， 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教育文件 ， 对改革封建教育 、 保障政
体变更之际普通教育的顺利过渡和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③ 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工作期
间开始考虑制订民国教育政策 。 １９１２ 年 ２月发表 枟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枠 ，后又发表 枟对于教
育方针之意见枠 ， 号召关心教育的人士对民国教育方针展开讨论 。 蔡元培自己的意见是 “五
育并举” ，即公民道德教育 、军国民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 、 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 经过讨
论修订 ，教育部于 １９１２年 ９月 ２ 日公布民国教育方针 ： “注重道德教育 ， 以实利教育 、 军
国民教育辅之 ，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 ④

北洋政府成立后 ，蔡元培为国家计 ，继续留任教育总长到 １９１２ 年 ７ 月 。 就任教育总长
的 ７个月里 ，蔡元培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 、 法规 ， 并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 ，
确定了其法定地位 ，奠定了民国教育的基本规模 ，⑤ 也为中国教育民主化在中央政策层面上
开了良好的先河 。

二 、北洋政府的民族政策和教育政策

为了国家的和平与统一 ， 当然也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 孙中山先生让
位于封建遗老袁世凯 ，遂开始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１９１２畅 ３ — １９２７畅 ４） ， 中华民国成为有名
无实的空壳 。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 ， 也为了蛊惑人心 ， 维持统治 ， 北洋政府表面上还制订
了一些教育政策和民族政策 。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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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枠 ， 见荣孟源主编 ： 枟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枠 （上） ，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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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政府时期 ，一些怀抱教育救国理想的仁人志士 ，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
动下 ， 顶着压力制订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教育政策 。 例如 ， １９１２ — １９１３ 年间陆续颁布壬子
癸丑学制 ， １９１７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教育部采择蔡元培等制定
的教育宗旨 “养成健全人格 ， 发展共和精神” ， １９２２ 年颁布壬戌学制 （又称六三三学制） ，
１９２５年 １１月 １６日颁布 枟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枠 ，等等 。 这些措施是面向和影响
全国的 ，对少数民族教育当然也有意义 。

北洋政府制订了一些民族政策 。 １９１４年 ５ 月 １ 日 ， 袁世凯政府颁布 枟中华民国约法枠 ，
在民族和领土问题上做出了和孙中山先生主持颁布的 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枠 大体一致的规
定 ，从国家根本法角度再次强调领土完整和五族共和两项基本原则 。

在具体民族事务管理方面 ， １９１２ 年 ５月在政府内务部设立蒙藏事务局 ， 并制定 枟蒙藏
事务局管制枠 、 枟蒙古待遇条例枠 、 枟蒙古西藏青海众议院议员选举施行令枠 ； １９１３年制定 枟蒙
回藏王公爵等级条例枠 、 枟西藏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法枠 、 枟蒙藏王公等服制条例枠 。 １９１４ 年改
蒙藏事务局为蒙藏院 ， 制定 枟蒙藏院管制枠 、 枟蒙藏院办事规程枠 。 １９１８年制定 枟蒙古四部西
藏第二届众议院议员选举施行法枠 ； １９２２年制定 枟蒙古宣慰司行署暂行组织大纲枠 、 枟蒙疆善
后委员会条例枠 ， 等等 。①

在具体的民族教育方面 ， １９１３年颁布 枟蒙藏学校章程枠 ，开设北京蒙藏学校 ，此后广西
兴办广西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 ， 宁夏创办清真高 、 初级学校 。 东北 、 西北 、 西南民族地区
相继出现一批近代学校 。 １９１６年延边五县有各类学校 １５８ 所 ，学生 ３８７９人 ， 同时兴办女子
学校 ， 女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５ ％ 。 １９１８ 年到 １９１９ 年 ， 广西有小学生 １６８５３８ 人 ， 中学生
３９１１ 人 。新疆有小学生 ４３２１ 人 ，中学生 ４５人 。 １９１３年黑龙江省批准 枟私立鄂伦春初等小
学简章枠 ， １９１８ 年 １０月黑龙江督军署颁布 枟鄂伦春国民教育简章枠 ，先后兴办 ９所学校 。②

北洋政府毕竟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 ， 很多举措暴露了它的反动本质 。 袁世凯一站
稳脚跟 ，就开历史倒车 ，为做皇帝 ， 不惜祸国殃民 。 袁世凯在文化教育上 ， １９１４ 年 １ 月通
过 “祀孔案” ，恢复祭祀孔子典礼 ，在教育上恢复尊孔读经 ， 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 直到
死后才停止 。在对外关系上 ， １９１５年 ５月 ９ 日 ， 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政府最后通牒 ， 承认
耻辱的 “二十一条” ，其中就规定日本在南满和蒙古东部享有居住 、 经营工商业 、 筑路 、 开
矿等一切权利 。 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及袁世凯的暴死 ， 日本的阴谋才未得逞 。 １９１９
年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软弱无能 ， 只是由于全国人民怒吼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 北洋军
阀曾经多次镇压学生爱国运动 ， 又以所谓的 “移民殖屯” 和派兵屯垦的花招掠夺民财 ， 犯
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

·１１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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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文教政策

１９２７年 ，以蒋介石为首的右翼国民党 ， 背叛孙中山先生 “联俄 、 联共 、 扶助农工” 三
大政策 ，公然发动反革命政变 ，篡夺了北伐革命的胜利果实 ， 于 ４ 月 １８ 日在南京组建国民
政府 。 这里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界定为从 １９２７年到 １９４９年的 ２２年时间段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是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发展的成熟期 ， 中央政府比较重视以
法治教 。据不完全统计 ，自 １９１２ 年到 １９４９ 年 ， 正式公布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法令 、 规程
就有 １５００个之多 ，其中大量是在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 。① 概括起来 ， 就教育宗旨而言 ， 抗
战前确立 “三民主义” 的教育方针 ； 抗战期间确立 “战时须作平时看” 的教育方针 。 就教
育行政而言 ，曾一度试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 ， 失败后大学院改为教育部 ， 隶属于国民政府
行政院 ； １９２８年颁布 “戊辰学制” ， 后不断修订 ， 建构起从初等 、 中等到高等教育学制系
统 。就学校管理而言 ，建立训育制度 ， 实行童子军和军训制度 ， 颁布课程标准 ， 实行教科
书审查制度 ，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等 。 南京国民政府企图通过教育立法来保障 、 规范 、 发展
教育 ， 观念日趋现代 、内涵日趋丰富 、 方法手段日趋多样 ， 应该说取得了一些成绩 ， 但是
国民党 “一个政党 、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 的专制主义政策无孔不入 ， 又由于日本的侵略 ，
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损失 。

为维护统治 ，南京国民政府比较重视制定民族政策 ， 其中包括民族文教政策 。 概括起
来 ，有以下几点原则 ：

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各民族一律平等 。 如 ，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５ 日 ， 国民会议通过了 枟中华
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枠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规定 ：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 、 西藏 。 第
二章 “人民之权利义务” 第六条规定 ： “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 ， 在法律
上一律平等 。”

认识到民族文教工作的意义 。 １９２９年 ６ 月 ， 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 “关于蒙藏决议
案” ，其中第 ４条指出 ： “关于蒙古与西藏经济与文化之振兴 ， 应以实行发展教育入手 。”
１９３５ 年 １１月国民党五大宣言进一步指出 ： “重边政 ， 弘教化 ， 以固国族而成统一 。” １９４７
年 ３月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指出 ： “注意边疆教育 ，培植各族青年 ， 以增进其公共事业服
务之能力与机会 。” ②

建立管理民族事务包括民族文教事务行政机构 。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 ，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
定成立蒙藏委员会 ， １９２９年 ２月 １７日公布该会组织法 ， 明确规定蒙藏委员会管理蒙古 、 西
藏的行政事项及其各种兴革事项 ； 任命委员长 、 副委员长各 １ 人 ， 委员 ２０ 至 ２７ 人 。 委员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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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轮流分赴蒙藏各地巡视 。 蒙藏委员会下设内务 、 蒙事 、 藏事 ３ 处 ， 各处下分科 。 另设
编译室 、调查室和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 ，还有若干附属单位 ， 如蒙藏月报社 、 蒙藏通讯社 、
蒙藏招待所 、北平蒙藏学校 、 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 、 蒙藏政治训练班 、 西藏驻北平和
驻南京的办事处 、班禅驻南京和北平的办事处 、 蒙古各蒙旗联合驻京办事处等 。 蒙藏委员
会主要负责政务性的活动以及政策性工作 ， 具体执行由中央各部分管 。①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在国
家教育部内特设专管蒙藏教育的司科机构 ， 具体执行蒙藏教育的管理工作 。 为加强边疆教
育 ， １９３９年成立边疆教育委员会 ， １９４８ 年 ８月成立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 。 边疆教育委员会
属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 （后改为边疆教育司） 领导 ， 其宗旨是 ： 研究边疆教育的办
理原则及各项实际问题 ，筹拟并审议推进边疆教育各种方案 ， 提出调整各边疆教育机关及
其经费的建议 ， 指导边疆青年升学就业等 。 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属国民教育部领导 ， 是民
族文化 、教育 、 编译出版机构 ，设有研究组 、文物组 、 编译组 。 编译组下设蒙古文 、 藏文 、
维吾尔文 ３个编译室 ；附设民族文字印刷厂 。 出版汉 、 蒙古 、 藏 、 维吾尔等文字版 枟中央
边报枠 （月刊） 以及供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教科书等 。图书馆以收藏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的
图书为重点 。文物组组织少数民族文物展览 。②

重视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宣传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 。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 ， 国民党三届二
中全会 “关于蒙藏决议案” 指出 ， 派官员分赴蒙古 、 西藏 ， 宣传中央扶助蒙藏民族之政策
与决心 ，慰问并调查蒙藏人民之疾苦 ； 将宣传品翻译成蒙文 、 藏文 ， 阐明蒙藏是整个中华
民族的一部分 ， 并且使蒙藏各族人民受到三民主义的教育 。 “九 · 一八” 事变特别是抗战爆
发后 ， 注重团结一致 、 抵御外侮的宣传 。 １９３２年 １２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指出 ： “宣告汉 、
满 、蒙 、回 、藏各地同胞一致团结 ， 以御外侮而奠国基 。” ③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 国民党五届五中
全会指出 ，行政院工作在 “蒙藏方面 ， 各种设施均合边情 ， 并与抗战建国纲领相适合 。 际
此抗战第三期之时 ， 更应随时注意内部情形 ， 并由政府派员前往联络宣传 ， 俾团结一致 ，
以利抗战 。” ④

注重发展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事业 。 １９２９年 ６ 月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 “关于蒙藏决议
案” 指出 ，在首都设立蒙藏学校 ， 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入学 ， 该校附设蒙藏研究
班 ，专门研究关于蒙藏事务 ； 大力兴学 ， 发展蒙藏教育 ， 其办法是通令各蒙旗及西藏 、 西
康等地主管官厅 ，迅速创办各级学校 ， 确定蒙藏教育经费 ； 在首都及其他适宜的地点 ， 设
立招收蒙藏青年的预备学校 ； 特定国立及省立之学校 ， 优遇蒙 、 藏 、 新疆 、 西康等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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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 。据此 ， 南京大学设立边政学系 ， 一些地方开设边疆学校 、 海疆学校 ， 培养边疆各
民族学生 。 １９３０年起 ，国民政府开始直接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设国立小学 ， 如宁夏定远
营实验中心小学 、贵州安龙实验中心小学 、 西康越西实验中心学校 、 国立拉萨小学 、 青海
三角城中心学校 、云南奢香中心学校 、西康德格中心学校等 。① 一些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也相
继制定教育政策 ，发展学校教育 。 如 ， 黑龙江省于 １９２９ 年成立齐齐哈尔蒙旗教育委员会 ，
颁布 枟黑龙江省蒙旗教育委员会会章枠 ； １９３３年 ９月 １日 ，广西教育厅发布 枟广西教育的设
施方针枠 ，同年 ９月 １３ 日 ，广西省政府颁布 枟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法案枠 ， 并于 １２ 月 １１
日成立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 ；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 甘肃教育厅制定 枟推进藏族教育计
划枠 ； １９３６年湖南省政府批准通过 枟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枠 ， 一些民族地区 、 偏远山
区纷纷建立学校 。

制定对边地民族教育事业的视导制度 。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 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 枟边远区域
教育督导员暂行办法枠 ，规定督导员的主要任务是 ：管理边远区域涉及教育的法令及计划推
行事项 ；教育兴革建议 ； 教育经费筹措及支配考查 ； 教育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考查及指导 ；
各级教育视导 ； 教育机关之设立 ； 子弟入学及勤学成绩之考查 ； 教育机关咨询解答 ； 学生
升学指导等事项 。督导员分兼任和专任两种 。 兼任者由教育部在边远地域现任教育重要人
员中选任或派充 ，任期 １ — ２年 ；专任者由具有胜任文官资格 ， 从事边远地域教育有成绩者
充任 。②

制定并实行抗战时期教育大后方的战略 。 抗日战争爆发后 ， 国民政府在 “抗战建国”
和 “战时须作平时看” 的教育方针指导下 ， 为保持国家教育实力 ， 将一批重点大学和中小
学迁到西南 、西北 ，调整重组 。 例如 ， 国立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 、 私立南开大学迁到云南
昆明 ， 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北平大学 、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 国立北洋工学院迁往陕西
汉中 ， 成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迁往重庆等 。 到 １９３８ 年底 ， 共迁址调整大学
５５所 ，为中国教育保存了一批精英力量 。同时 ， 打破原来省市教育厅局主管中等教育的体
制 ，在大后方新设国立中学 ， 并将部分私立大学转为国立 ， 予以经费保障 。

抗战期间 ， 不仅注意西迁学校的重建 ，而且注意发展边疆教育 。 １９３９年 １１月国民党在
重庆召开的五届六中全会 “关于今后工作之注意要点” 指出 ： “关于边务 ， 首先当继续充实
边疆政治 ，努力培养边疆人才 ， 开发边疆交通 ， 加强内地与边疆经济上之联系 ， 并同时训
练边省武装民众 ， 俾能参加抗战 。” ③据此 ， 同年 ， 国民政府颁布 枟推进边疆教育方案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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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颁布 枟边地教育视导应特别注意事项枠 ， 规定 ：边地教育视导人员必须注意当地教育
机关是否注意边教 ；当地行政长官治理边地的政策是否符合中央规定的方针 ； 调查当地边
胞社会风俗 ；搜集当地教材和边教文物 ； 研究边胞固有教育及改进办法 ； 规定在边疆各民
族中推行 “国语” ，作为边地教育政策的要点 。①

到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时 ，共办国立中学 ３４所 、 国立大专院校附属中学 １６ 所 、 国立师范
学校和职业学校 １４所 ，集中了一批中学教学骨干力量 ， 满足了流徙青年的求学愿望 ， 稳定
了大后方 。② 抗战期间 ，西南 、西北地区的教育有所发展 。

对少数民族教育实行优惠政策 。 １９２９年 ６月 ，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 “关于蒙藏决议案”
规定 ， 特定国立及省立之学校优遇蒙 、藏 、新疆 、西康等地学生的办法 。 １９２９年 ７月 ２２ 日
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联合发布 枟待遇蒙藏学生章程枠 ，规定全国各学校收录蒙藏学生 ， 免交
学费 ， 蒙藏委员会负责保送蒙藏学生到内地求学和分配毕业生回蒙藏地方服务 。 此后 ， 对
蒙藏学生优待办法逐步放宽至边疆学生 。 １９３１ 年黑龙江省政府批准 枟优待鄂伦春学生规
则枠 。 １９４４年 ， 国民政府发布 枟边疆学生待遇办法枠 ， 规定凡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地方的
学生 ， 均得保送升学 、申请公费及常年补助费的优待 。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国民党五大宣言指出 ：
“中央应切实制定妥善方案 ，而努力以谋其发展 ， 国家对于各族之教育 ， 必须宽筹经费 ， 确
立预算 。” ③ １９４６年 １２月 ２５日通过了 枟中华民国宪法枠 第三章 “基本国策” 中涉及教育的
条款有 １０条 ，其中有 ，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 ； ６ — １２ 岁学龄儿童一律受免费的基本教
育 ，逾龄未受教育者一律免费学习 ； 各级政府广设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无力升学之学生 ；
国家注重各地区教育的平衡发展 ， 边远及贫困地区教育经费由国库补助 ； 教育科学文化经
费 ，中央不低于总预算的 １５ ％ ，省不低于 ２５ ％ ，市县不低于 ３５ ％ ， 等等 。这些都是和少数
民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密切相关的 。 但是 ， 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 ， 这些规定成为一
纸空文 。

关于边疆教育既重视民族语文又重视国文的政策 。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 ，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
制定的 枟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教间之融洽团结 ， 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
纲领案枠 关于教育部分第三点规定 ： “特设边疆语文编译机关 ， 编印各种民族语文之书籍及
学校用书 。” １９４６年 ３月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 ： “在边疆民族所在地 ， 各级学校
之设施 ，应注重本族文字 ，并以国文为必修科 。 各机关行文 ， 以国文及本族文字并行为原
则 。”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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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尊重民族宗教和民族风俗和移风易俗的政策 。 国民党四大 枟确定边区建设方针并
切实进行案枠 规定 ： “对于各该地人民之习俗 ， 亦应采取渐进的改良” ， “对于各地风俗习惯
之记载 ，须和平诚恳 ，不可有动人恶感之文字 。 在可能范围内 ， 必须以新旧思想之融洽为
宣传要点 。” ①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指出 ： “尊重各民族之宗教信仰及优良社会习惯 ， 协调各
民族之情感 ，以建立国族统一文化 。” ②

加强边政问题研究 。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 巩固边疆 ， 建设边疆 ， 国民政府时期 ，
中国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和有关政府机构开始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多方面的实地考察 ， 这不
仅为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 也具有学术价值 ， 同时还具有极高的教育价值 。
因为 ， “大量的调查报告 、 考察记 、旅行记 、漫谈 、鸟瞰 、 图集和各类研究论文 、 理论著作
以及一些翻译著作 ，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内地汉族人民 广泛地介绍了中国边疆的形势 ， 介绍
了边疆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介绍了多民族国家的构成以及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 、 经济生
活和各具特色的民族风貌 。这对于增进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了解 、 尊重和信任 ， 对于
促进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 ，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 ③ 起初 ， 政府部门的边地研究主要由蒙
藏委员会等部门负责 ，后来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进行调查 ， 如在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 国民党六届
二中全会专门成立边疆问题委员会和边疆问题报告审查委员会 ， 边疆少数民族的代表都参
加了这两个委员会 。④

如果说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包括民族文教政策还有一些可取之处的话 ， 有三个方
面的原因 。第一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 有巨大的约束力 ； 第二 ， 很
多爱国的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不畏风险 ， 顶住压力 ， 从中华民族的大局出发敢讲一些真话 ；
第三 ， 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建立广泛的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了国民政府中的一些
进步人士 ，因为国民政府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 对孙中山的基本思想和国民党政府根据这些
思想制订的有关政策 ，中国共产党曾给予高度评价 。⑤ 至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派与此无
关 。蒋介石在 枟中国之命运枠 一书中 ， 借口中国各民族无种族 、 血系的区别 ， 将孙中山和
中国国民党早期宣言中 “民族” 一词改为 “宗族” ，制造 “同族同源” 的宗族理论 ， 以致一
些顽固派在民族地区制造许多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事件 ，严重损害了国内民族关系 。

·６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徐晓光著 ： 枟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枠 ， 贵阳 ： 贵州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３７２ 页 。

转引自徐晓光著 ： 枟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枠 ， 贵阳 ： 贵州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３７２ 页 。

翁独健主编 ： 枟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枠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８５７ 页 。

田继周等著 ： 枟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枠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第 ３９７ 页 。

枟我们完全同意中山先生枠 ， 原载 枟新华日报枠 ， 转引自格桑泽仁著 枟边人刍言枠 ， 第 ３５７ 页 ； 又转引自翁独健主

编 ： 枟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枠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８５９ 页 。



第二编 　中国少数民族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
民族文教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者 ，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 ， 十分重视中
国民族问题研究 ，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尤其重视少数民族革命干部的培
养 ，为建立统一 、团结的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

一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教政策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 ，就注意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年轻
的人物之一邓恩铭就是少数民族青年 。邓恩铭于 １９０１ 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 ， 水族 。 １９２０
年 １１月 ，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 ，介绍俄国十月革命 ，抨击社会现状 。 １９２１年春 ， 邓恩
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 同年 ７ 月 ， 邓恩铭与王尽美代表山东共产党早期
组织 ， 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革命时期 ， 邓恩铭先后领导胶济铁
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 ， 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 。 大革命失
败后 ， 于 １９３１年壮烈牺牲 。

大革命期间 ，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办学校 ， 有系统地培养各族人民的革命干部 。 第一次
国共合作形成后 ，国民革命运动迅猛发展 。 为了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 ， 发展全国农民
运动 ， １９２４年 ７月 ，在中国共产党支持领导下 ，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创办 。 广州农
民运动讲习所总共开办了六届 ， 著名共产党人澎湃 、 阮啸仙 、 毛泽东等先后主持该所的工
作 ，教员有周恩来 、澎湃 、恽代英等 。学员中有少数民族青年 。

１９２６年 ５月 ， 毛泽东主持了最后一期讲习所工作 。 他扩大了招生范围 ， 共招收学员
３２７人 ，来自全国各地 ， 学员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
生 ，其中就有贾力更等蒙古族青年 １７ 人 。 学员们学习的课程共 ２５ 门 ， 主要是农民问题 ，
也包括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 。 毛泽东亲自讲授 枟中国农民问题枠 、 枟农村教育枠 、
枟地理枠 三门课程 ，还用风趣生动 、深入浅出的语言讲授他刚完成的著作 ——— 枟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枠 。

壮族青年韦拔群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期的学习 。 学习后 ， 他回到家乡广西
东兰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培养壮 、 瑶等少数民族干部 ５００ 多人 。 １９２６ 年 ， 韦拔群加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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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 。在广西左 、右江农民运动和以后的百色起义中 ， 韦拔群起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
用 。

党还在业已存在的少数民族学校中开展教育工作 。 当时在李大钊 、 邓中夏 、 赵世炎等
党的负责人直接领导下 ，北京蒙藏学校中的许多蒙古族青年参加了共产党 。 １９２４ 年成立的
第一个蒙古族中共党支部就是由这批蒙古族党员组成的 。 蒙古族青年乌兰夫就在这个时候
走上了革命道路 。乌兰夫是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 ， １９２３年 １２月在北平蒙藏学校读书时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 １９２５ 年 ９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同年 １０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
学习 ， １９２９年回国参加多方面革命工作并担任要职 ， 成为新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教育事业
的开拓者之一 。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青年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 ， 走上革命的道路 。 例如 ， 满族工人王俊 ，
１９２１ 年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 ，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 在
“二七” 大罢工中站在斗争最前列 。 回族女青年郭隆真 ， １９２０ 年赴法勤工俭学 ， １９２３ 年在
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 １９２４ 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 １９２５ 年回国 ， 任中共北京市党
部妇女委员 ，在李大钊领导下 ，从事大学学运和宣传工作 。 维吾尔族青年翦伯赞 ， １９２６ 年
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参加北伐 ， 大革命失败后 ， 潜心研究历史 ， 明确了革命
方向 ， 于 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二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教政策

南昌起义之后 ，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 苏维埃政权陆续颁布一系列
教育政策 。 １９２７年 １１月的 枟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枠 指出 ，苏维埃的教育任务是实行普及
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 、 注意工农成年补习教育及职业教育等 。 １９３１ 年 １１月的 枟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宪法大纲枠 有关苏维埃教育目的和任务的规定是 ： “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
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 。 在进行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 ， 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
普及教育 ，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 ， 积极地引导他
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 ，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 １９３４年 １月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 ， 比较切合实际地阐明了苏区的教育方针 ： 教育要密切围绕
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反围剿 、反封建的两个中心任务 ， 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教育要
有利于发展生产以支援战争 ， 教育要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 还要有义务教育和社
会教育来提高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 。

苏维埃根据地的学校形式有四类 ： 第一类是各种夜校 ， 如读书班 、 星期学校等 ， 对象
多为成年人 ；第二类是列宁小学 、 劳动小学 ， 对象多为儿童 ； 第三类是专门学校 ， 如师范
学校 、 艺术学校 、农业学校等 ；第四类是培养干部的学校 。

·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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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文教政策 ， １９３１年 １１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 “少数民族问
题决议案” 指出 ： “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 、 编辑馆与印刷
局 。” ①

苏区多在边远山区 ，有的山区有少数民族群众 ，各类学校对他们的子弟是有教无类的 。
１９３０年前后 ， 相继成立的广西左 、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制定的十大政策中规定 ， 对劳动人民
子女实行免费教育 。还举办短期干部训练班 、劳动小学 、 妇女识字班等 ， 向这一地区的壮 、
瑶 、苗等少数民族提供受教育机会 。 工农政府还特拨经费扶持瑶族发展教育事业 ， 为瑶族
儿童开办学校 。 １９３５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 ，陕甘宁边区政府划地拨款 ，以民办公助形式 ，
为回民开办伊斯兰小学 ，实行免费教育 。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边疆民族地区运用统战的策
略积极促进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 ， 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大
力支持下 ，创办文化促进会 ， 采取措施 ， 发展民族教育 。 １９４２ 年 ， 新疆盛世才发动反共政
变 ，共产党员受到通缉 、逮捕 ，少数民族学校大部分夭折 。②

这一时期 ， 中国共产党制订了尊重少数民族 、 团结少数民族和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等若
干民族政策 。如 ， １９３４年 ， 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 枟关于瑶族民族工作的原则枠 中 ， 要求红
军要团结瑶族基本群众 ，而且要团结瑶族土司 ， 与他们建立政治和军事同盟 。 这一政策在
长征途中得到充分贯彻 。

１９３４ — １９３５年间的长征途中 ，中共中央教育党员和各级干部战士 ，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
俗和宗教信仰 ， 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 ， 维护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 ， 帮助少数民族人
民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 ， 同时向少数民族群众和头领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
的主张 ，终于得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理解 ， 他们为红军北上提供了方便和帮
助 。红军通过贵州布依族地区时 ， 布依族头人陆光瑞亲自护送红军通过该地区 ； 红军路过
彝族地区时 ，刘伯承将军和彝族头人果基小约丹歃血为盟 ， 结为兄弟 ， 红军顺利地通过了
彝族地区 ，而且建立了红军彝族支队 。 在松潘羌汉杂居区 ， 红军受到羌族人民的拥戴 ， 土
司安登毅然放弃家业 ， 参加了红军 。 在藏 、 回等民族地区 ， 红军严格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
秋毫无犯 ，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拥护 。 长征是播种机 ，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和民族团结的种子 ；
长征是宣传队 ， 不仅教育了红军干部战士 ， 也教育了沿途各族群众 ， 可以说长征是红军与
各族人民群众友谊之路 ，是各族人民团结的道路 ； 长征是宣言书 ， 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民族
团结路线的正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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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长征 ，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 、 组织上 、 军事上走向成熟 ， 而且加深了自己对中国
民族问题的认识 ，在这方面也开始走向成熟 。 １９３６ 年 ， 中共中央在给蒙古工作的指示信中
指出 ， 不但要团结蒙古族广大平民群众 ， 而且要团结王公 、 军人 、 喇嘛和知识分子 ， 以建
立抗日统一战线 ；同年 ５月 ， 中共中央根据西北地区民族特点 ， 颁布了红军尊重回民风俗
习惯的 “三大禁条” 和 “四大注意” ，明文规定 ： 禁止驻扎清真寺 、 禁止吃大荤 、 禁止毁坏
回文经典 ，要注意讲究清洁 ， 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 ， 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 ， 注意回汉民族
团结 ， 等等 。①

其间 ，中国共产党向西北国民党将领以及南京政府发表宣言 ，阐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主张 ，并且根据这一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得到全国各界各民族人民的理解和拥
护 ，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迎接即将爆发的全面抗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教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 ，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成熟期 。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近代中国社会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 ， 从而肯定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
的正确性 。

毛泽东对近代社会的矛盾分析道 ：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 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
的矛盾 ，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 。 当然还有别的矛盾 ， 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的矛盾 ，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 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 乃是各种矛盾中
的最主要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 ， 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 。 伟大
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 ，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 ② 因此 ， 中
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 ： “实行民族主义 ，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 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
解放 ， 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 。” ③

中国共产党在 枟新华日报枠 社论中指出 ： “关于民族政策 ， 我们完全同意孙中山先生在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宣示的主张 。” “我们为什么同意孙中山先生的主张 ，
并辅助实施呢 ， 道理很简单 ， 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 ， 是合乎世界潮流 ， 是以民主主义为其
中心 ， 是反对专制 ，反对奴役 ，反对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最进步的政策 。” ④

１９４５年 ４ 月 ，毛泽东在 枟论联合政府枠 一文中进一步强调 ：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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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的民族政策 。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
而奋斗 。” ①

可见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进步思想 ， 中国共产党是充分肯定的 ， 并自始至终将之
作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自己的民族政策 ，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开明性和先进性 。

根据上述民族政策 ，中国共产党制订了正确的民族文教政策 。
中国共产党十分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 、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 。 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 ：

少数民族 “言语 、文字 、风俗 、 习惯和宗教信仰 ， 应被尊重 。” ② 为了加强在西北各省回族

人民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人民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 延安修建了清真寺 ，
毛泽东为寺院亲笔题名 ；为了尊重蒙古族人民对成吉思汗的崇敬 ， 延安还建立了成吉思汗
纪念堂 ，毛泽东也亲笔为其题名 ；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还塑造了成吉思汗半身像 ； 为
避免日寇破坏 ， 蒙古族爱国人士将在内蒙古伊克昭盟的成吉思汗陵迁往青海 ， 途经延安时 ，
党中央还派专人前往迎送 。身教胜于言教 。 中共中央这些做法 ， 为全国各解放区树立了民
族工作的典范 ， 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关系的改善 。③

中国共产党十分强调民族团结 。 １９４１年 １０ 月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 “东方各民族反法
西斯大同盟” 成立大会上 ，号召各民族加强团结 ， 指出 ： “大会主要目的 ， 就是团结 、 促进
各民族团结 ，共同打倒法西斯 。” 并说 ： “延安是专讲团结的地方 ， 这里有清真寺 ， 有蒙古
文化促进会 ，有民族学院 。” ④

中国共产党开始专门为少数民族开班兴学 。 １９３７ 年 ， 延安中央党校办少数民族班 ， 有
藏族 、 彝族 、苗族等少数民族青年参加学习 。 １９３９ 年 ，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开办回族干部
训练班 ；中央党校西北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开办藏族干部学习班 ； 陕北公学成立蒙古青
年学习班 ， １９４１年 ６月蒙古青年学习班发展为民族部 ， 有蒙古族 、 回族 、 彝族 、 苗族 、 满
族等 ６ 个民族的学员 １８０余人在此学习 。 １９４１年 ９月 ，创办延安民族学院 。 到 １９４４年 ， 陕
甘宁边区政府共开办 ８所伊斯兰小学 ， １ 所伊斯兰公学 ， ２ 所蒙语学校 ， 配备了民族教师 ，
编印了民族课本 。⑤

延安民族学院是经党中央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基础上建立的 ， 其任务是贯彻党的
民族政策 ， 争取团结全国各少数民族 ， 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调查研究有关少数民族

·１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 ： 枟论联合政府枠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枟毛泽东选集枠 第 ３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 第 １０８４

页 。

毛泽东 ： 枟论联合政府枠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枟毛泽东选集枠 第 ３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 第 １０８４ 页

引自翁独健主编 ： 枟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枠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８７０ 页 。

引自刘春 ： 枟春风化雨育民院 ——— 党中央 、 毛主席亲切关怀中央民族学院追忆枠 ， 载 枟民族教育研究枠 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 ， 第 ４３ 页 。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８１ 页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的历史 、 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社会生活 ， 更快 、 更多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从事民族工
作的汉族干部 。 学院成立于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 ， 直属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 。 设教育 、 研
究 、 干部 、 总务 ４ 个处 。 教育处负责教学计划 、 课程设置 、 教师配备 、 教材编定 、 教学
法研究 、 学员的学业考查等事务 ， 下设图书馆 、 阅览室 。 研究处是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民
族问题研究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下设蒙古族 、 回族和西南少数民族 ３ 个研究室 ， 其任
务是研究各民族的历史 、 政治 、 文化和习俗等 ， 并担任教学任务 。 总务处承担全院的后
勤工作 ， 下设总务 、 生产等科以及医务室 、 修养所 。 建院初期有学员 ２００ 多人 ， １９４２ 年
学员发展到 ３００ 人 ， 学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 有蒙古族 、 藏族 、 回族 、 满族 、 彝族 、 苗
族 、 东乡族 、 汉族等八个民族成分 。 班为教学单位 ， 它是按照民族和文化水平来划分的 。
全院学员共编成一个研究班和七个普通班 ， 包括蒙民班 、 回民班 、 藏民班 、 彝民班等 。
１９４４ 年学院迁到陕西定边 ， 与三边公学合并 ， 但民族学院仍然保持独立建制 ；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大部分迁至内蒙古伊克昭盟城川继续办学 ， 仍称民族学院 ， 着重培养蒙古族革命干部 ，
小部分学员留在定边的三边公学学习 。 后因战事频仍 ， 于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并入当时设在吴起
镇的三边分区干部学校 。 ①

党中央对延安民族学院非常重视 。 据记载 ， 学院首次开学典礼时 ，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
领导同志送来了贺词 ， 中央有关部门 、 中央西北局和各兄弟院校派人来祝贺 。 开学不久 ，
毛泽东又为学院亲笔题写校训 “团结” 。②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 ， 毛泽东对民族学院的教育方针和
学生生活等问题作了重要批示 ，他说 ： “要经过民族学院培养一批实际工作 （指政 、 军 、 群
工作等等） 者 ， 一批文教工作干部 。” 还指出 “ （蒙古族） 学生蒙 、汉文都要学好 。” 在当时
困难的情况下 ， 他还特别批示对民族学院学生生活要适当照顾 ，说要 “特殊点 ， 优待点” 。③

延安民族学院为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 历史证明获得了
成功 。 延安民族学院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教政策 ， 是中国共产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晶 ， 在教育史和民族史上都有创新性意义 ， 对新中国民族教
育的发展有重要启示 。

四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教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总的来说还是毛泽东在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枟论联合政
府枠 中所肯定的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 ； 同时根据这一时期新的时代特点 ， 侧重提倡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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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 ， 反对分裂祖国 ，推翻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 ，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 建设统一的新中国 。
这一政策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 在党的领导下 ， 蒙古族人
民粉碎了一小撮封建上层反动分子分裂祖国的阴谋 ，于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１ 日成立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 ，毛泽东和朱德在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贺电中指出 ： “曾经饱受苦难的内蒙古
同胞 ， 在你们的领导下 ，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 。 我们相信 ： 蒙古民族将与汉族
和国内其他民族紧密团结 ，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 ， 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 。” ①

彭德怀同志将党的民族政策概括为 “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求团结 ， 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求
进步” ，② 并且在西北地区身体力行 ，开创了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民族教育工作 ， 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采取了不同的教育发展路
线 ，颇有成效 。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 ，解放区珍惜和平 ， 本着和平建国的精神 ， 解放区的教育着重于恢
复与重建 ，并且讨论教育正规化的问题 ，但是内战爆发改变了这一计划 。

内战爆发初期 ，解放区的教育根据支前与土改两大任务的迫切需要 ， 转而为解放战争
和土地改革服务 。 内战打响不久 ， 陕甘宁边区政府就于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颁布 枟战时教育方
案枠 ，该方案根据不同解放区的区域特点提出不同的教育策略 。 在巩固区或老解放区 ， 以在
现有基础上改革 、充实新内容 、 加强社教活动为原则 ； 在边缘区 、 游击区 、 交通线和敌人
主攻方面 ，以转移分散和动员战时工作为原则 ； 在敌占区 （民主政权主动撤离和暂时放弃
的地区） ，以隐蔽埋伏或撤退为原则 ；在新解放区 ，以争取原有教育工作者 、 利用原有教育
组织 、 加以逐步改造为原则 。 这四大原则对各解放区因地制宜 、 因时制宜发展教育起着指
导性作用 。③

１９４７年 ７ 月 ，解放军进入全面反攻 ，并取得节节胜利 ，到 １９４８ 年秋 ，华北 、东北以及
许多大城市获得解放 ，全国解放的大局已定 ， 解放区的教育开始向制度化方向发展 ， 为建
设新中国的教育做准备 。在正确的教育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 ， 解放较早的民族地区以
及多民族地区 ， 如内蒙古 、 东北 、 北方 、 西北等地 ， 按照人才需求轻重缓急的形势 ， 教育
工作有重点有计划地展开 。

民族地区和广大新解放区需要大量干部和专业人才 ， 所以民族高等教育是发展的重
点 。 　 　 　

民族高等教育首先是培养民族干部 。 东北军政大学 、 辽东人民军政大学 、 辽南建国学
院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西北军区人民军政大学等陆续建立起来 ， 这些大学都招收少数民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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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学生 ；同时兴办了一些以培养民族干部和民族专业人才为主的具有高等性质的学校 。
１９４６年 ，内蒙古地区先后在张家口和赤峰等地创办军政干部学校 。 到 １９４７年 ４月 ，已经培
养各民族干部 ２０００ 余人 ， 并且选送约 ２０００ 人到东北民主联军地区接受培训 。 吉林省从
１９４６年开始先后举办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和桦甸军政学校 ， 并且在延边地区办延吉民族
学院和图们市人民政治学校 ，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 。 桦甸军
政学校共培养朝鲜族学生 １３００人 。 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创办以后 ，毕业学员共 ４期 ３７６０
人 ，其中朝鲜族学员 ２５２０ 人 。①

其次是创办综合性大学和专业性大学 ， 培养各民族专业人才 。 东北地区在革命政权得
到巩固的基础上 ，陆续改造旧大学 ， 建设新型专业性大学 ， 诸如 ， 培养经济建设人才的沈
阳工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 、 大连大学工学院 、 沈阳农学院 、 哈尔滨医科大学 、 大连大学
医学院 ；培养中等师资的东北大学 ； 培养行政干部的东北行政学院 ； 培养文艺人才的东北
鲁迅文艺学院 ； 培养俄语翻译人才及翻译师资的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 、 大连大学俄文专
修科 。② 这些学校都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 在朝鲜族聚居的延边地区正式建立
设有文 、理 、工 、农 、 医等学科的综合性民族大学 ———延边大学 ， 以培养朝鲜族专门人才
为重点 ，兼顾培养汉族及其他民族专门人才 。 在西北 ，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至 ９ 月间 ， 于兰州马家
花园创办 “藏民学校” ， 民族学员达到 ３００ 多人 ， 有藏 、 蒙 、 回 、 裕固 、 东乡等民族青年 ，
还有少数喇嘛 、 阿訇 ， 不久即纳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 成为该校民族部 ， 在此基础上 ，
１９５０ 年 ８月 ，创立新中国第一所民族学院 ———西北民族学院 。③ 民主革命时期民族高等教
育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 ， 但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 ， 已经培养了蒙古族 、 回
族 、满族 、朝鲜族 、苗族 、藏族 、土家族 、羌族等少数民族干部 １万余人 。④

１９４８年 １ 月 ，东北解放区发布 枟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枠 ，同年 ７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
枟关于一般学校停止三查及教育问题的指示枠 ， 标志着教育正规化的开始 ， 普通中小学有较
大发展 。 以东北解放区为例 ， 到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 中学有 １４５ 所 ， 学生 ６１８９８ 人 ， 小学有
１７７２６ 所 ，学生 １６８８４４６人 ；到 １９４９年 ，小学有 ３６０６１所 ， 学生 ３６９２７４９人 ，⑤ 其中延边地
区已经建有小学 ５１０所 ，中学 ３１所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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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１畅 述评晚清新政时期民族文教政策 。
２畅 述评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文教政策 。
３畅 述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教政策 。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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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近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满族的近代教育

一 、清末满族教育的改革
满族作为清朝政府的统治者在教育上一直享受着贵族特权教育 。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

以后 ，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 ， 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满
族教育也随着 “国语骑射” 教育体制的废弛而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 。 戊戌变法运动中 ，
资产阶级改良派广泛宣传西方文化 、 建立新式学校 ， 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科
举制 ， 甚至直接导致了科举制的灭亡 。 顺应时代的潮流 ， 清政府开始对满族教育实行了
一些改革 。

这一时期 ， 满族教育的主要特征为 ： 一方面在清朝政府的极力维持下得以延续 ， 另一
方面迫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兴办新式教育 ， 从而使满族子弟尽快走上自谋生计
之路 。

（一） 官学的延续

满族官学设有宗学 、觉罗学和八旗官学等 。 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 ， 清朝政府出现了
短暂的 “同治中兴” 局面 ， 满族官学也再次兴起 。 主要表现为增加官学满教习 ， 如 ： 同治
九年 （１８７０年） 为了加强满族的教育文化事业 ， 准吉林将军富明阿奏请 ， 特增补乌拉官学
满教习 １员 、伯都纳官学满教习 １员 ，由无品级笔帖式担任 ，三年一聘 。① 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年） ，又添设三姓左右翼官学汉教习 ４ 员 。 由于学额增多 ， 便由官绅捐资改修东西厢各 ５
间 ，取名东斋和西斋 。东斋的学员专学满文 ， 西斋的学员专学汉文 。② 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 年）
经吉林将军铭安奏准 ，每名官学各增补满文教习 ３ 人 ， 加强教学 。 两年后铭安又奏请设立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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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翻译学校官校 ，但推至 １８９１年才由吉林将军长顺修建 ７ 间校舍 ， 由京师派出 ２ 名教习
任教 。①

（二） 新式教育的兴起

伴随着满族官学的衰落 ， 新式的满族教育开始兴起 。 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 一是新
式教育的初起时期 ，二是有系统的教育时期 。

１畅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年） 至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年） 是满族新式教育的初起时期 。 第二
次鸦片战争后 ， 中国被迫开放了更多的沿海城市 ， 甚至内陆的沿江城市 ， 外国资本开始大
量流入中国 。无论在贸易上还是在外交上都急需大量的外语人才 ， 一些专门外语学校开始
出现 ， 如北京同文馆 、粤省同文馆 、 广州同文馆 ， 这些学校延请西人为教习 ， 主要学习外
国语 。 美国圣公会裨治文夫人还兴办女子学校 ， 这是北京最早的女子教会学校 ， 亦即贝满
女校之前身 。

这个时期所谓的新式教育 ， 只不过在学习内容上有所更新 ， 但在教学形式 、 组织上仍
为旧式教育 。而且这些同文馆学生的出路仍是科举 ， 凡遇乡试 、 会试 ， 都给假让这些学生
参加 ， 考试的内容与其他应考士子相同 。 这样就造成所学专业与评价机制不相符 ， 学生难
以通过新式教育途径达到社会上层的愿望 ， 因此学习者多不安心 ， 同文馆只是勉强维持而
已 。但满族女子学校的设立是这个时期满族教育历史上一个很大的突破 。

２畅 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年） 直至清朝灭亡是满族有系统的教育时期 ， 也是旧的传统教
育彻底消亡 ，近代新式教育取而代之的时期 。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

（１） 普通教育与全国同步
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年） 清政府下令将宗学 、 觉罗学等各种八旗官学 ， 改为小学堂或

中学堂 ，由京师大学堂统一管理 。 各省的八旗官学也改为小学堂 ， 主要招收满族子弟的同
文馆也并入了京师大学堂 。 １９０２年 ， 清政府成立了宗室觉罗八旗中学 ， 学制五年 ， 由吏部
尚书张百熙兼任校长 ，开始了班级授课制 。

此后 ，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纷纷建立 。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 年） 北京的八旗学校被改
为八旗第一至第八高等小学堂 。② 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 （１９０４ 年至 １９０５ 年） 又建左翼八
旗第一至第八小学堂和右翼第一至第七小学堂 。 随着京城满族教育改革的进行 ， 在满族人
口较多的奉天省也进行了改革 ， 建立起一批高等小学堂和盛京八旗中学堂 ， 与高等教育和
中等教育建立了初步的衔接 。

可以看出 ， 这一时期满族教育与全国各族教育同步同轨 ， 虽然北京和奉天省的新式学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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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招收对象仍是八旗子弟 ，但在学校的课程设置 、 管理体制等方面 ， 同汉族普通中小学堂
大致相同 。

（２） 建立实业学堂
清末 ，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冲击下 ， 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各种实业学校 。 此时吉

林 、黑龙江各地的满蒙教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如乌拉初等小学堂 、 吉林十旗两等小学
堂 、吉林满蒙中学堂等 ，这些学堂都是专门为满族子弟设立的专门学习汉语的学堂 。 课程
内容依奏定章程 ， 设修身 、 读经 、 讲经 、 国文 、 历史 、 地理 、 格致 、 算术 、 体操等科目 ，
而不设满文 。① 由于满族人的生计更加艰难 ， 致使不少人开始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 ， 他们把
子弟送到各种实业学堂 ， 如农业学校 、 测绘学校 、 政法学校 、 武备学校等 。 奉天八旗工艺
厂 、锦州八旗工艺分厂 、吉林八旗工厂等也成为满族旗人生存技能的教育场所 。

吉林省兴办的实业学校具有地方特色 ， 除了提学司为八旗子弟创设中等和初等实业学
堂外 ， 还有旗务司 、 民政司和劝业道等专门为八旗官兵 、 八旗子弟创办的各类实业学校 。
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年） 根据满蒙八旗佐民的要求 ， 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在省城齐齐哈尔开
设满蒙师范学堂 ，② 培养了第一批满族 、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学生 。满蒙师范学校也属于实业
学校 ， 它在东北民族教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

（３） 兴办仕学馆
１９０６年 ，鉴于八旗子弟要求入学人多的实际情况 ， 另立旗员仕学馆 ， 专教习实缺候补

及在籍旗员 ，学额 ８９名 ， 设置的课程有公告 、私法 、 刑法 、 民法 、 政治 、 理财 、 商法 、 地
理 、历史 、兵略 、体操 。旗员仕学馆的办学宗旨是 “储新政人才” ，学制两年 。

奉天法政学堂是奉天将军创立的大学专科学校 ， １９０５ 年设立 ， 招收省内候补官吏及满
汉士绅子弟入学 。学习科目较新 ，引用国外教科书 ，聘请外国教师和归国留学生任教 。③

二 、民国时期的满族教育

（一） 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满族教育

１９１１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 成立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
政府 ， 资产阶级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 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 ， 清政府旗营解散 ，
粮饷停发 ，八旗制度彻底破产 。

１９１２年 ５ 月 ，由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会议上决定 ： “八旗高等学堂仍准设立 ，惟八旗取

·８２２·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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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五族皆可收入” 。① 这是改变满族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 它改变了满族学校的性质 ，
不再专门招收满族子弟 ，破除了满族贵族在教育上的特权 ， 但又从制度上保障了满族受教
育的权利 。

在 “五族皆可收入” 国民教育思想指导下 ， 专设的旗人学校对招生来源 、 学生待遇 、
教师队伍 、教学科目及内容 、 学校的管理制度等也进行了改革 。 一些宗室觉罗学堂和八旗
官学 、 义学都改变了名称 ，对旗人的种种特殊的待遇也被取消 。 如北京市第一中学 ， 其前
身是清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年） 设立的八旗官学 ， １９０４年改名为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 ， １９１２
年改称京师公立第一中学 。 北京市第二中学 ， 前身是左翼八旗子弟学堂 ， １９３７ 年改为现
名 。②

皇族子弟出国深造及个别地区对满族学生仍有补助 。 民国初年 ， 沈阳皇室贵族中还有
一部分人拥有房产 、地产 ， 他们以旗产设置 “旗费生” 名额 ， 资助皇族子弟出国深造 。 这
是这个时期满族教育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 另外 ， 八旗学校取消后 ， 个别地区对省内中专以
上学校和国外留学的满族学生的学费 ，仍给予适当的补助 。

民国十年 （１９２１年） 以后 ，东北各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 ，
于是奉天省教育界一方面掀起收回教育权的运动 ， 限制和反对日本霸占南满教育权 ， 另一
方面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为了强盛东北 ， 抵御外侮 ， １９２２ 年张作霖决定创办东北大学 ， 设
文法理工四科 ， １９２３年正式成立 ，招收预科学生 ３１０ 人 ， 分别为文 、 法 、 理 、 工三预科各
两级 ， 工科各三级 ，高师和文专并入专科学生 ， 共 ４８０ 人 。 １９２８ 年 ， 张学良秉承父志添招
女生 ， 各院部共录取女生 ５０余人 。 １９２９年 ，张学良又添设农学院 。

（二） 日伪统治下的满族教育

“九一八” 事变后 ，日本大举入侵 ，中国东北很快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 １９３２年 ， 日本
帝国主义操纵成立伪满洲国 ， 末代皇帝溥仪就任执政 ，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 。

１畅 日本推行的奴化教育政策
日本关东军在 １９３２年 ５月公布的 枟对满蒙方策 （第四次方案）枠 中 ， 规定了在伪满实

施奴化教育政策的方针 ： “必须彻底普及王道主义 、 民族协和的建国精神和日满融合之观
念 ，倾注日本文化 ，排挤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 ， 弹压赤化的侵略 。 教育应首先完成普通教
育 ，高等教育要遵循实科主义 ，宣扬宗教自由 ，但必须肃清邪教 。” ③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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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伪满中期 ， “王道主义” 的教育方针进一步演变为 “皇道主义” 的教育方针 。 伪满后
期 “皇道主义” 的教育方针更进一步演变为 “神道主义” 的教育方针 。 溥仪第二次访日归
来后颁发的 枟国本奠定诏书枠 称 ： “我国之教育本旨 ，奉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 ， 彻底于诏书
所示之惟神之道 ，涵养振作忠孝仁爱 ，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之国民 ，更使练成之 。” ①

２畅 满族教育的状况
１９３７年公布的伪满洲国 “新学制” 规定 ， 学校体系分别为初等教育 、 中等教育 、 高等

教育三个阶段和师道教育 、实业教育两个部门 ， 其中初等教育阶段为六年 ， 中学教育阶段
为四年 ，高等教育阶段为三年 。 “新学制” 特别强调了初等教育的扩充 ，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
育很短 ，其目的是在小学阶段加强奴化教育 。 除了奉天维城学校专门招收满族贵族外 ， 其
他满族子弟都进入普通学校学习 ，和汉族和其他民族学生一起 ，接受日伪的奴化教育 。

３畅 建立奉天维城学校
奉天维城学校 ， 始建于清初 ， 名为盛京宗室觉罗学 ， 招收爱新觉罗氏子弟入学就读 。

清末改为盛京维城学堂 ， １９１４年 ８月停办 。 “九一八” 事变后 ， 于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复学 ， 溥仪
“赐名” 为 “奉天维城学校” ， 想以此为清朝复辟培养人才 。 １９３８ 年 ， 维城学校改为维城国
民高等学校 。在日本关东军的压力下 ， １９４５年初与日本人办的奉天大同书院合并成为奉天
第十二国民高等学校 。奉天维城学校的兴衰变化 ， 特别是在伪满统治下的遭遇 ， 是满族贵
族教育历史的一个缩影 。

综上所述 ， 近代满族教育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大特点 ： 一是满族贵族的教育虽然走向
衰落 ， 但由于晚清政府的极力维持以及 “九一八” 事变之后日本人的别有用心有所延续 ，
在延续的过程中 ，又出现了分化 。 二是满汉教育日益走向合途 。 由于交错杂居 ， 满 、 汉族
在教育上的差别渐渐消失 ，特别是八旗制度被取消后 ， 以民族为区别的满 、 汉分途教育逐
渐走上了满 、汉合途教育 。

第二节 　 朝鲜族的近代教育

中国的朝鲜族是 １９世纪中叶开始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的朝鲜人长期在中国定居 、 繁衍
而形成的 ，并且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一员 ， 大多数分布于吉林 、 黑龙江 、 辽宁三省 ， 主要
聚居地是今天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朝鲜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 十分重视后代教育 ，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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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流传着一句话 ： “宁愿啃树皮 ， 也要让孩子受教育 。” 因此其教育在近代虽处困境 ， 但
仍有所发展 。

一 、清末民初的朝鲜族教育

（一） 私立学校教育

“书堂” 教育是继承朝鲜半岛封建传统教育的一种私立初等教育形式 ， 以儒家思想作为
传统教育内容 。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 中国开始出现朝鲜族村屯 ， 也就开始出现了这些村屯的
“书堂” 。延边的第一个书堂是 １８８３ 年建立的 ， １８８７年建立的饶河县义顺号书堂是黑龙江省
的第一个朝鲜族书堂 。到 １９１４年 ，延边地区的朝鲜族书堂已达 １１６ 个 。 这类书堂大都是为
宣传反日思想而建的 。

１９０５年反日侵略的朝鲜人民抗争被镇压后 ， 有识之士掀起了反日爱国文化启蒙运动 ，
书堂教育分为旧式书堂教育和改良书堂教育 。 改良式书堂除了学习汉语文外 ， 还增加了朝
鲜语 、 算术 、朝鲜历史和地理等科目 。 １９０６年中国朝鲜族在龙井建立的 “瑞甸书塾” 是延
边地区的第一所近代学校 。在黑龙江省建立的第一个朝鲜族近代学校是 １９０８ 年建立的宁安
县高安村小学堂 。 １９１２年中国朝鲜族建立第一所朝鲜族中学 。 １９１３ 年中国朝鲜族成立师范
学校 ， 培养本民族师资 。学校以新学代替旧学 ，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为主要特征 ， 启迪反日
民族意识 。① 随着朝鲜 １９１９ 年 “三一” 独立运动 ②和东北朝鲜族群众独立大示威运动 ， 在
中国朝鲜族中形成了强烈的反日民族独立运动和反日新文化教育运动 ， 并由此兴起大批反
日民族私立学校 。

这一时期 ， 朝鲜族私立学校基本都是以反日为宗旨 ， 以传播新知识 、 培养反日民族人
才为目的 。这些学校有反日民族团体设立并运营的学校 ， 也有群众和宗教团体建立和运营
的学校 ，一般以实施新文化教育 、 培养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 造就强烈的民族意识
和民族自信心及反日复国的坚强斗志为主要教育内容 。

（二） 反日军事教育

日本侵占朝鲜后被迫迁移到中国的朝鲜人 ， 不仅重视后代的文化知识 、 民族精神的教
育 ，而且非常重视反日军事教育 。 这一时期反日军事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民族独立运动团体
纷纷建立的军事学校 。如 １９１９年 ４ 月西路军军政署在柳河县建立 “新兴武官学校” 。 另一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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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独立运动 ， 又称 “三一运动” ， 朝鲜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 、 争取民族自由 、 独立的爱国运动 ， 因爆发

于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 ， 故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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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是针对朝鲜族群众的社会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 。 新民府对其管辖地区内 １８岁以上 ４０
岁以下的朝鲜族青壮年实施军事训练 ， 使他们成为抗日武装力量的兵力来源 。 还有一种形
式是各朝鲜族私立学校和军事学校以及反日独立运动团体等 ， 选拔推荐优秀的朝鲜族青年
学生到山海关内的中国军事学校去深造 。如到云南讲武学堂就读的就达 ３０多人 。

（三） 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的一种形式是以办夜校 、 办劳动讲习所 、 劳动学校等形式 ， 给予农民及青年
以反日民族思想教育与识字教育 。如新民府 （今沈阳） 在村屯中设立了 ５０ 余小学 ， 对朝鲜
族子女进行义务教育 。龙井的东兴中学和大成中学的进步学生们在革命团体的指导下深入
农村办夜校 、办扫盲班 ， 向农民 、 儿童 、 妇女传授文化知识 ， 同时灌输反日民族意识 。
１９２２ — １９２６年间先后出现了许多群众性革命团体 ， 如局子街青年会 、 东进青年会 、 间岛女
子青年会等 ，他们通过办报刊 、出版书籍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反日民族社会教育 。

家庭教育是当时朝鲜族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并具有明显的特点 。 在对子女进行
伦理教育的同时对子女进行不忘民族恨 、 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思想教育 ， 积极支持家庭
成员 、 子女参加反日民族活动或武装斗争 。

（四） 中国政府经营的朝鲜族学校教育

清政府为了维护主权 ，抵制日本侵略势力 ， 对朝鲜族移民采取了强行归化和同化教育
的政策 ，在各地建立官立学校 ， 供朝鲜族子女入学 。 清末地方官厅最早接管因而也是第一
个建立的官立学校是 “养正学堂” 。 这个学堂最初是反日民族志士李同春等人于 １９０７ 年 ３
月在延边和龙县建立的近代新式学堂 。

民国时期东北军阀政府也同样对朝鲜族采取了同化政策 ， 使同化教育在教育领域得到
贯彻实施 。 １９１５年 ８月延吉道尹陶彬制定 枟划一垦民教育办法枠 ，试图把朝鲜族私立学校纳
入政府教育体制 。从 １９２４ 年开始 ，中国政府以收回满铁附属地的教育权为由 ， 限制和关闭
了朝鲜族私立学校 ，朝鲜族青少年到中国政府建立和运营的官立 、 县立 、 乡立等学校读书
的人数急剧增多 。 ２０世纪 ２０ 年代 ，中国地方政府在朝鲜族居住区办了 ６６ 所学校 ， 大多为
汉 、朝民族联校 。①

（五） 日本经营和控制的朝鲜族学校教育

日本占领朝鲜后在朝鲜实行殖民地奴化教育政策 ， 并力图把这种政策贯彻到在中国的
朝鲜族教育中 。 这是一种以日语 、 日本文化为中心的同化被压迫民族的反动政策 。 目的在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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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培养他们的 “顺民” ，着重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来为他们培养有用的劳动力 ， 着眼于日
本语的普及来抹杀朝鲜民族的文化特点 ， 以此来同化他们 。 日本侵略者建立的学校大体可
分为日本控制下的朝鲜总督府建立并运营的学校 、 满铁会社经营的学校 、 朝鲜总督府补助
的学校 、移民会社建立并运营的学校 、日本人私人名义经营的学校等五种 。

清末民初的朝鲜族教育在中国朝鲜族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既是中国朝鲜族
教育的开端时期 ，又是历史转折时期 。 朝鲜族教育在中日两国争夺对朝鲜族教育管理权斗
争的缝隙中艰难发展 ，部分地区的教育或落入日本的殖民地教育体制 ， 或归入了中国的同
化教育体制 。这期间朝鲜族设立的反日私立民族学校使反日军事教育和民众社会教育得到
发展 。

二 、伪满时期的朝鲜族教育

１９３１年 “九一八” 事变后 ，日本侵略者进行反复的讨伐和扫荡 ， 捣毁了反日地区的朝
鲜族学校 ，强行兼并朝鲜族私立学校 ， 朝鲜族教育受到了严重破坏 。 日本侵略者对朝鲜族
采取的是所谓 “皇民化” 的民族同化教育 ， 采取了限制中等教育 、 取消高等教育的殖民地
奴化教育和愚民教育政策 ， 把日语课作为朝鲜族学校的国语课并增加课时 ， 减少朝语课 ，
历史课则完全排除了朝鲜历史 。

１９３７年 ５ 月 ２日 ，日本帝国主义颁布了 “新学制” 的基本法令 ，从 １９３８ 年 １月 １ 日起
实施 “新学制” 。 新学制取消朝鲜族小学的六年制 ， 改为四 、 二制 ； 在中等教育阶段 ， 废止
六年制 ，一律改为四年制的国民高等学校 ， 这种学校基本上是带有职业教育性质的 ， 没有
一所朝鲜族普通中学 。 “新学制” 中强化了学校的日语教育 ， 到 １９４０ 年推行朝鲜族改姓后
进一步取消了朝语科目 ，课内外强行通用日语 ，禁止使用朝鲜族语 。 “新学制” 加强了对朝
鲜族学校的统治 ，强化对学生的皇民化教育 、 民族同化教育 ， 甚至胁迫师生 “创氏改姓” ，
接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和文化 ， 企图使他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仆 、 顺民 ， 遭到朝鲜
族人民坚决抵制和反对 。在日伪反动统治下 ，有 ８０ ％以上的青少年成为文盲或半文盲 。①

另外 ，在 １９３２ — １９３６ 年期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东满 、 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队
克服艰难困苦创办朝鲜族学校 ， 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 。 延边地区抗日根据地废除了奴化教
育制度 ，建立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 ， 实施了对学龄儿童的免费义务教育 。 这些学校坚持教
育为抗日战争服务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 ， 上午进行文化知识学习 ， 下午参加军事训
练和生产劳动 。 １９３６年在黑龙江省汤旺河一带由东北民众抗日联合军第三军 、 第六军建立
东北抗日联军军政干部学校 ， 赵尚志兼任校长 ，李兆麟兼任教育长 。

·３３２·

① 参见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１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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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朝鲜族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 １ ．私立学校的教育大大萎缩 ， 以 “大和民族优秀
论” 为核心的军国主义 、殖民主义奴化教育不断加强 ； ２ ． 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有
了很大的发展 ， 青壮年的扫盲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三 、解放战争时期的朝鲜族教育

１９４５年 ８月 １５日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 东北地区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 １４
年的奴役 。在解放战争中 ，东北朝鲜族教育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自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至 １９４８ 年 ８月 ， 主要是进行以解放战争 、土地改革和民族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启蒙
教育 ， 并注意培养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所需要的各类干部 。第二阶段自 １９４８年 ８月至 １９４９
年 ９月 ，开始实施以文化学习为主的新型的正规化教育 。

进行军事教育和干部教育 ， 培养解放战争 、 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所需的干部 ， 是这一
时期教育的主要任务 。 １９４５ 年末 ，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延吉建立吉东军政大学 ，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
正式开学 ，校长由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兼任 。 在东满 ， 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于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成立 “华甸军政学校” 。 抗战胜利后 ，朝鲜族教育基本得到全面恢复 ， １９４９ 年 ３月 ， 延边
大学成立 ，标志着中国朝鲜族教育有了自己的正规化高等学校教育 。 还接收改造了日本占
领时期的间岛师范学校 ，改称为延吉师范学校 ， 设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班 ， 以培养朝鲜族
中小学教师 。 １９４７年 ３月 ， 建立了专门编辑出版朝鲜文教材的延边教育出版社 ， 这是朝鲜
文教材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 这一时期的朝鲜族教育为建国后朝鲜族地区快速普及初等
教育奠定了基础 。

第三节 　 达斡尔 、 鄂温克 、 鄂伦春 、 赫哲 、
锡伯等族的近代教育

一 、民族源流与民族早期教育

（一） 达斡尔族

达斡尔族 ， 又作打虎儿 、 打呼尔 、 达呼里等 ， 是我国人口较少但历史悠久的北疆少数
民族之一 。达斡尔族以现有的民族名称出现于历史记载 ， 始于 １７ 世纪中叶 ， 迄今已有 ３００
余年文字记载的历史 。但是 ， 如果追溯其族源 ， “达斡尔” 这一族称 ， 早在公元 ７ 世纪的时
候就已经出现了 。达斡尔族早期教育主要是融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为一体的人伦道德教育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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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活经验方面的教育 。 “哈拉” 、 “莫昆” 作为远古社会遗留下来的部族组织 ， 在达斡尔族
早期教育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 虽然没有规定的教育职能 ， 但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都发
挥了培养勇敢精神 、强身益智的军体教育作用 。

（二） 鄂伦春族

鄂伦春族世世代代游猎于贝加尔湖 、 外兴安岭以及大兴安岭以北原始森林 ， 属于典型
的森林民族文化类型 ，狩猎是其主要经济来源 。 鄂伦春族古代没有学校教育 ， 其社会教育
寓于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之中 ， 由老一代向青年一代 ， 家长向儿童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授生
产经验和生活知识 ，这种原始教育的方式也有其民族特色 。 在传授生产经验方面 ， 鄂伦春
族以狩猎为主要经济活动 ，狩猎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传授是维持生产的重要纽带 。 在文化
教育方面 ，鄂伦春族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 ， 口头创作 、 民歌 、 宗教祭祀歌 、 舞蹈 ， 都具
有民族特色 。鄂伦春族有本民族语言但无文字 ， 口头创作是鄂伦春人的文学活动和形式 ，
包括神话传说 、 民间故事 、民族历史 、社会生产 、 风土人情 、生活习惯等内容 。

（三） 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史称 “索伦” 、 “通古斯” 、 “雅库特” 等 。 １９５７ 年后称为鄂温克族 （意为住在
大山林中的人） 。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的鄂温克族自治旗 、 陈巴尔虎旗 、 布
特哈旗 、阿荣旗 、额尔古纳左旗 、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 鄂伦春自治旗及黑龙江省讷
河县等地 。鄂温克语属阿尔泰语系满 —通古斯语族 ， 无本民族文字 。 鄂温克族是善射的民
族 ，主要从事狩猎和畜牧业 。 鄂温克族的早期教育是保持以渔猎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而
进行的传统教育 。就其教育内容而言 ， 它大致由生产教育 、 道德教育 、 文化艺术教育 、 宗
教教育四部分所组成 。狩猎生产知识和经验的传习属于生产教育 ， 早在少儿进行狩猎游戏
时就已开始 。父兄对子弟的培养 ， 一般都采用口头传授和实践中身教相结合的教育方法 。
为了保证狩猎生产的正常有序和延续发展 ， 他们十分重视道德教育 。 在鄂温克族的狩猎活
动中 ， 有许多禁忌 、习惯法 ， 这些都是年轻人需要特别注意的 。 文化艺术教育主要是指鄂
温克族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民间知识和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生产生活内容的文

学艺术之传承教育 ，内容异常丰富 ， 人们通过口耳相传 ， 世代延续 。 萨满教是古代鄂温克
族信仰的一种原始的多神教 ， 通过萨满教的信仰教育 ， 鄂温克族人学到了许多宗教信仰方
面的礼仪和知识 。①

·５３２·

① 麻秀荣 、 那晓波 ： 枟古代鄂温克族的社会教育枠 ， 枟内蒙古社会科学枠 （汉文版）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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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赫哲族

赫哲族主要生活在东北边疆的三江流域 （黑龙江 、 松花江 、 乌苏里江） 。 他们主要以渔
猎为业 ，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 ， 夏天穿鱼皮衣服 ， 冬天用狗拉雪橇 ， 故古代文献中有
“鱼皮部” 、 “使犬部” 之称 。赫哲族先人世居三江流域 ， 辽代属五国部节度使管辖 ， 金代归
胡里改路管辖 ， 元代归水达达路管辖 ， 明代归奴尔干都司管辖 。 这个时期的赫哲族教育可
称为原始社会教育 。学校是整个社会 ， 老师是氏族的头人 、 跳神的萨满 、 年长的智者 、 渔
猎的能手 、孩子的长辈 ，教室就设在捕鱼 、 狩猎的场地 、 撮罗子 （赫哲语 ， 早年夏天住的
尖顶窝棚） 等居所 。传授的方法是本民族语言口头讲述 ， 学习的内容有生产 、 道德 、 宗教 、
礼仪 、 民间文化等知识 。

（五） 锡伯族

锡伯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新疆等地 。 康熙年间 ， 满族统治者害怕
锡伯人民居住在一起 “恐生后事” 难以统治 ， 便采取 “分而治之” 的政策 ， 使锡伯族人民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 进行了四次大迁徙 。特别是在清乾隆二十九年 （１７６４ 年） ，调锡伯官
兵并偕亲眷共 ３０００余人远戍新疆 ， 在伊犁河南屯防 。 至此 ， 锡伯人分居东北 、 西北两地 。
原以渔猎为主 ， 南迁后渐转向农业 ， 及至西移新疆 ， 屯垦戍边卓有成绩 。 锡伯族早年是
“打牲部落” ，过的是渔猎生活 。 他们居住分散 ， 终年累月或溯顺于江河之上 ， 或穿越在崇
山峻岭当中 ， “其时文化未兴” （ 枟图克色里氏宗谱枠） ， “崇尚武功 ， 不以读书为业” （ 枟依尔
根觉罗西焚肇氏宗谱枠） ，家庭 、社会教育与其他少数民族相似 。

二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教育

（一） 达斡尔族

达斡尔族的学校教育始于 １７世纪末 。从 １７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 清王朝为了巩固对达斡
尔族的绝对统治 ，进而加强对东北的统治 ， 应黑龙江将军之请在墨尔根设立八旗学堂 ， 招
收达斡尔子弟 “教习书艺＂ ， 但此时的达斡尔族学校教育并未形成普遍的态势 。 光绪年间
（１８７５ — １９０８年） ， 达斡尔族学校教育有所发展 ， 先是在西布特哈总管署内设劝学所一处 ，
接着又先后在达斡尔族聚居较多的村屯开办初等小学堂 。 １９０５ 年 ， 东布特哈总管署内设
“初级师范预备科” 。 １９０６ 年齐齐哈尔蒙旗师范学堂建立 。 除官办学堂外 ， 自嘉庆年间
（１７９７ － １８２０年） 始 ，达斡尔人还开办了不少私塾 ， 几乎每两三个部族就设满文私塾一处 ，
满文普及率达 ２０ ％ 左右 。由于汉文公牍渐多 ， 八旗衙署为翻译所需 ， 不得不开始在学校教
授汉文 。满 、汉文兼通的达斡尔人越来越多 。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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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１ — １９３０年 ，达斡尔族初等学校进一步扩大 。 １９２３ 年 ， 西布特哈在尼尔基镇设完全
小学 ———布西初高两级小学校 １所 ， 在阿荣 、 绰尔哈勒等屯设初级小学 ６ 所 。 这 ７ 所官办
小学大部分为达斡尔族子弟 。 在齐齐哈尔则有蒙旗两级小学校 、 黑龙江省第一师范附属第
三部小学校 （即齐齐哈屯小学） 、 敖包屯小学校 、 梅里斯小学以及杜尔门沁 、 文固达 、 音
钦 、全和太等屯的初级小学校 。 除官办小学外 ， 民国时期的私立小学也有很大影响 ， 如
１９１７年由达斡尔人自行筹资开办的凯阔屯私立小学 、 １９１９ 年郭道甫筹资开办的呼伦贝尔蒙
旗小学和莫和尔图小学等 。 在中等教育方面 ， １９１５ 年在齐齐哈尔开办的黑龙江蒙旗中学 、
１９２８年在齐齐哈尔创办的黑龙江蒙旗私立师范学校 、 １９２９ 年建立的奉天东北蒙旗师范学校
都招收了大量的达斡尔族子弟 。

（二） 鄂伦春族

清代 ，鄂伦春人分为五路八佐领 ， 文化教育较为落后 ， 没有高级武官 ， 更没有文官 ，
除了少数人任八旗中下级官员 ， 认识满文之外 ， 劳动大众全是文盲 。 清末教育制度改革 ，
兴办近代学堂 。 鄂伦春族只有一所小学 ，即 １９０８ 年建立的毕拉尔路学堂 ， 创办之初 ， 属于
民办学校 。 １９１０年 ３月 ，毕拉尔路小学堂变为官办学校 ， 随着清朝灭亡 ，这所小学停办 。①

民国初年 ， 地方政府注意民族同化 ， 重视发展鄂伦春族学校教育 。 １９１３ 年 ， 黑龙江省
行政公署批准在呼玛 、瑷珲 、 嫩江三县各设学校一所 ， 专教鄂伦春子弟 。 １９１４ 年设在毕拉
尔路的省立第二鄂伦春初等小学和设在嫩江县城的省立第三鄂伦春初等小学开始招生 ；
１９１５ 年 ，在库玛尔路设立的省立第一鄂伦春初等小学开学 。 这 ３ 所小学共招收学生 ９２ 名 ，
分别于 １９１８ 年 、 １９１９年毕业 ，这在无文字的鄂伦春族历史上是一奇迹 。 从 １９１９ 年至 １９２３
年 ，鄂伦春族的学校教育进入了一个整顿 、 巩固和进一步发展的阶段 ， 在总结前期办学经
验的基础上制定了 枟鄂伦春国民教育简章枠 。 到 １９２０ 年 ， 除原有的 ３ 所省立鄂伦春初等小
学之外 ，又增设了 ３所公立鄂伦春国民小学 。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 ， 省立第一鄂伦春族高等小学成
立 ，这是鄂伦春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一所完全小学 。 １９２１ 年 ９ 月省立第二鄂伦春族高等小
学成立 。民国时期在鄂伦春聚居区共有 ８所学校 ， 学生 ２２６ 名 。②

（三） 鄂温克族

康熙三十四年 （１６９６年） 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在墨尔根城设立两翼官学 ， 教授满文 。 这
是鄂温克族学校教育的开端 。乾隆九年 （１７４４年） ，在齐齐哈尔增设满文官学 ，鄂温克族子
弟每期入学不过四五人 。一直到光绪初年 ， 鄂温克以佐领为单位的私塾聘请本族内通晓满

·７３２·

①

②

陶增骈著 ： 枟东北民族教育史枠 ， 沈阳 ： 辽宁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

刘翠兰 ： 枟民国时期鄂伦春族的学校教育枠 ， 枟民族教育研究枠 １９９６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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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者当教师 ，至此粗懂满文的人才逐渐增多 ， 为清末建立学堂打下了基础 。 但全族通晓满
文的人不到 １０ ％ 。清末 ，鄂温克族在东布特哈 、 西布特哈 、 嫩江府和呼伦贝尔地区共有小
学堂 １２ 所 （与达斡尔族合办的在内） ， 学生总数约计 ３３０ 人 。 鄂温克族学校大多数是由私
塾改建成小学 ， 每所小学规模都不大 。 这些学校主要教授满文满语 ， 缺乏办学经费和民族
教师 ， 学校无法扩大招生人数 。 １９０８ 年 ，黑龙江省在齐齐哈尔设立满蒙学堂 ， 专门招收蒙
古族 、 鄂温克族 、达斡尔族子弟入学读书 ， 培养各少数民族教师 。 １９１０ 年第一批毕业生中
有鄂温克族学生 １０ 余人 ， 大多数回乡任小学教员 ， 出现了第一批民族知识分子和民族教
师 。

民国时期 ， 鄂温克民族学校发展非常缓慢 。除维持清末创办的 １０ 余所小学 ， 仅增加了
阿伦私立小学和莫和尔图屯公立小学 。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３１年 ，是鄂温克族教育官立小学 、 公立
小学和私立小学并存时代 ，又是小学校与私塾并存的时代 ， 这段时期鄂温克族猎区还出现
过少数的私塾 。

（四） 赫哲族

清朝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 ， 曾于不同时期采取了实行怀柔 、 编户和编旗等政策 。 随着
民族编旗同化和贫富变化 ，赫哲族上层人物的子女开始有了学习和接受满汉文化的教育的
机会 ， 后来赫哲族居住地相继办起了小学 ， 赫哲族教育开始了启蒙阶段 。 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１年） ，清政府在三姓 （今依兰县） 地方设教习二员 ， 教授八姓赫哲人丁 。 这是清朝在
赫哲地区创办教育最早的文字记载 。

民国初年 ， 军阀混战 ，盗匪蜂起 ，散居在各村落的赫哲族渔民猎手 ， 经常受土匪袭击 ，
惨遭杀害 。教育事业没有多大发展 ， 仍停留在清末水平 。 在赫哲族聚居的苏苏屯 、 大屯 、
嘎尔当 、拉哈苏苏 、 街津口等虽然设立了学校 ， 但在校学生绝大部分是富裕阶层的子弟 ，
普通赫哲渔民猎人的子弟多因生活所迫而无力念书 。

（五） 锡伯族

清初 ，锡伯族陆续被编入八旗 ， 其教育在旗中进行 。 真正有文字记载的锡伯族教育活
动是从康熙中期开始 。锡伯族当时移驻于齐齐哈尔 、墨尔根 、 伯都钠等地 ， 被编成 ７４ 个牛
录 ，按当时规定 ，每牛录选取一名进学就读 ， 至少也有 ７０ 余名锡伯幼童就学于官办义学 。
这就是锡伯族学校教育之始 。 自康熙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 （１６９７ — １６９９） ， 锡伯族又被移驻
盛京所属各州和北京 ， 主要义务就是披甲当差或充当包衣 ， 故人们只重视弓马箭的训练 ，
对教育无暇关心 。即使是上义学 ，也只是专学满语文 。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就是这样失掉的 。
民国以后 ，东北锡伯族村屯开始办起新式学校 。据统计 ， “九一八” 事变前 ， 在沈阳郊区的
锡伯族村屯中 ， 共有初级小学 ３２ 所 、 高等小学 １ 所 。 没有办学的村屯 ， 大都仍设有私塾 ，

·８３２·



第二编 　中国少数民族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或者到附近村屯上学 。
移驻伊犁的锡伯族主要任务是 “屯垦戍边” ， 他们 “出则为兵 ， 入则为农” ， 练习弓马

箭是锡伯族青年一门必不可少的功课 ， 学习文化则不被重视 ， 只有几家私塾里有少数人学
习满语文 。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之后 ，锡伯族的一批知识分子于 １９１３年在伊宁市成立了 “尚学
会” ，在各牛录兴办新型学校 。在当时各牛录办的新型学校里 ， 开始有少部分妇女进入学校
学习 ， 这是锡伯族教育史上的一个新的开端 。

三 、伪满时期的教育

１９３１年 “九一八” 事变后 ，日本侵略者炮制了傀儡政权 ———伪满洲国 ， 并把内蒙古东
部地区作为隶属的伪兴安省 。 从此 ， 我国东北各民族陷入了 １４ 年的日伪统治时期 。 这段时
期 ，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推行文化侵略政策 ， 对东北人民实行殖民教育 ， 采取了 “奴化” 和
“分化” 等一系列措施和政策 ，具体表现为 ： （１） 派日本人作校监 ， 聘日本人作教师 ， 当时
索伦旗 、布西区 、齐齐哈尔的国民学校都有日本教师授课 。 （２） 修改教科书 ， 增加 “日满
亲善” 等内容 。 修身课加上了 “民族协和” 、 “东亚共荣” 等殖民主义思想 。 （３） 日语课成
为主修课 ，并被列为 “国语之一” ， 各学校禁授汉语 、 满语 ， 大量满汉文书籍被查禁 。 （４）
每星期举行一次朝会 ， 向日本天皇朝拜 ， 并升日 、 满 “国旗” ， 唱日 、 满 “国歌” 。 当时东
北各民族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 ， 更谈不上恢复教育 。 伪满时期 ， 只有栖林学堂和布西小二
海学堂曾经各招收两期学生 ， 是日本人为了培养山林队后备军设立的临时学堂 。①

四 、解放战争时期的教育

（一） 达斡尔族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其民族教育的发展 。早在 １９４５ 年就组织当时参加革命的有
文化的达斡尔族青年着手恢复和发展达斡尔族的教育 。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 莫力达瓦旗建起了第
一所达斡尔族中学 ———布西中学 （尼尔基中学前身） 。 土地革命后 ， 又创办了不少山村小
学 ，达斡尔族教育呈现出新的面貌 。

（二） 鄂伦春族

东北光复以后 ，黑龙江省的鄂伦春族行政上隶属于嫩江省和黑龙江省 （省会在北安） ，
最早成为东北解放区 。 １９４６ 年 ，嫩江省蒙政厅恢复扎兰屯纳文中学 ， 两年后开设鄂伦春青

·９３２·

① 陶增骈著 ： 枟东北民族教育史枠 ， 沈阳 ： 辽宁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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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班 ， 齐齐哈尔民族学校也招收鄂伦春族学生 。 １９４８ 年 ， 东北解放区的黑河 、 呼玛 、 逊克
等县的学校专门设立鄂伦春民族学生班 ， 实行供给制 。 每班设立辅导员 ， 教他们学习汉族
语言文字 ，鄂伦春族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

（三） 鄂温克族

１９４６年春 ，鄂温克族聚居的嫩江流域成为解放区 ， 嫩江省政府设立蒙政厅恢复民族学
校 。最早恢复的齐齐哈尔民族师范学校 ， 改名为蒙古师范学校 ， 又恢复扎兰屯纳文中学 ，
培养民族干部和教师 。 １９４７ 年 ，人民政府重新兴办各地鄂温克族小学校 ， 入学儿童逐年增
多 。嫩江省人民政府对初等教育非常重视 ， 并着手改造现有小学 ， 普及教育 ， 为广大贫苦
儿童入学大开方便之门 。 １９４８年至 １９４９年培养了大批小学师资 。 蒙古师范 、 讷河中学等 ８
所中等学校附设师范班 ，师范班对民族教师进行 ４ 个月临时培训 ，充实到乡村学校 。

（四） 赫哲族

为了摘掉旧社会统治者遗留给赫哲族人民的文盲帽子 ， 人民政府从 １９４８ 年开始在赫哲
渔村成立了夜校 ，进行扫盲 。 赫哲族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 ， 掀起了学习文化的高潮 。 根据
渔猎生产特点 ， 采取了生产忙时在田间 、 地头 、 鱼滩 、 猎场上带着书本学习的办法 。 经过
一段时间学习 ， 多数人可以读一般的通俗读物 、记账目等 。

思考题

１畅 试述评清末满族教育的转变 。
２畅 述评近代中国朝鲜族教育的主要历程和特点 。
３畅 试述评伪满时期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实行的奴化教育 。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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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北方地区少数民族近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 从此中国的历史翻开到近代这一页 。 这是中国被列强殖
民的屈辱史 ，也是中国人民努力跟上时代发展 ， 参与政治 、 经济 、 军事以及文化事业近代
化发展的历史 。 本章根据 １８４０年以后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变化 ， 以蒙古族为个案介绍北方地
区少数民族近代教育的发展过程 。

第一节 　 清末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

随着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形成 ，蒙古族数百年来沿袭的传统教育发生了变化 。
光绪末年 ，清朝政府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宣布推行新政改革以挽救危亡 。 与此同时 ， 一部分
接触国内外新事物较多 、 思想较为开明的蒙古王公也认识到只有变法图强才能振兴蒙古 ，
而图强之法首在开启民智 、兴办教育 。 于是 ， 在清廷的谕令和有识蒙古王公的倡导和努力
下 ，不仅有北京和内地的满蒙文高等学堂 、 陆军贵胄学堂 、 理藩部蒙古学堂 、 陆军测绘学
堂 、贵胄法政学堂 、殖边学堂等招收一些蒙古子弟入学 ， 蒙古盟旗也开始出现以吸收平民
子弟为主的新式学堂或公塾 ① ，教授蒙汉文与一些近代科学知识 ，使几百年来 “读书识字之
人百不得一二 ， 不特汉文茫然 ，抑且不识蒙字” ② 的落后状况发生划时代的变化 。③

随着清朝政府开始实施新政 ， 蒙古族的教育也抓住时机趁势发展 。 清朝末年蒙古族的

·１４２·

①

②

③

如 ： 绥远城武备学堂 、 喀喇沁右旗三学 （崇正学堂 、 毓正女学堂 、 守心武备学堂） 、 科尔沁左翼三旗蒙汉学堂 、

沈阳蒙文学堂 、 喀尔喀都蒙古小学堂 、 科布多地区蒙文小学堂 、 青海蒙番学堂 ， 等等 。

锡良 ： 枟谕哲里木盟十旗兴学劝业文枠 ， 清宣统元年石印本 。

义都合西格主编 ： 枟蒙古民族通史枠 第 ５ 卷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７０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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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中较为卓著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 师范教育的初创 、 教材的编写和出版
以及留学事业的发展 。在地域上 ， 体现这些发展和进步的机构或组织不特局限在北方蒙古
地区 ， 还包括在北京等地专为蒙古族设立的教育机构 。

一 、清末蒙古族师范教育的初创

清末蒙古族师范教育的初创 ， 是在废科举 、 兴学校的浪潮里 ， 由一些有识之士 ， 包括
一些朝臣和封疆大吏着力倡导的 。 他们提出 “办理学堂 ， 首重师范” ， 而且要 “责成各省 ，
实力举行” ① 。

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年） 颁行 枟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枠 、 枟奏定优级师范学
堂章程枠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里 ，蒙古族的师范教育应时发展 。 当时关涉到蒙古族的师范学
堂主要有如下数所 ：

１畅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 年） 。 光绪三十
年 （１９０４年） ，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 。 师范馆招生的方式有二 ： 一是自愿投
考 ，在京直接举行考试 ；二是由各省择选保送 ， 通过复试再决定录取与否 。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 三月十八日 ， 学部奏定 枟师范学堂毕业奖励章程枠 和 枟师范学堂毕业效力义务章
程枠 。同年七月十一日 ，学部曾有 枟请变通奖给大学堂优级师范蒙古毕业生折枠 ② ， 可知在该
校就读的有蒙古族学生并且受过一定的优遇 。

２畅 黑龙江满蒙师范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 年） ， 黑龙江省利用俄文学堂校舍创办
两所满蒙师范学堂 ，招收各蒙旗子弟入学肄业 。 嫩江 、 讷河 、 布哈西旗 、 呼伦贝尔等地选
择学生中年长者 ，进入省城满蒙师范学堂肄业 ③ 。

３畅 乌里雅苏台 （即今蒙古国扎布汗省省会扎布哈朗特） 初级师范学堂 。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 元月 ，乌里雅苏台将军坤岫的奏折称 ： “乌城所属三扎两盟 ， 远处北边 ， 质性朴
陋 ，于汉语概不练习 。” “欲化除固陋 ， 自以广设学塾为切要机关 。 现拟在乌城创建初级师
范学堂一所 ，设满 、蒙 、汉教习三员 ， 调取三扎两盟聪颖子弟四十名 ， 学习满 、 蒙文 、 兼
习汉语汉文 ，学有成就 ，即令回旗 ， 转为教习 。 并调乌梁海学生五名 ， 先教以满 、 蒙文字
兼汉语 ，以渐授汉文汉语之基 ， 学成后示令回旗教授 ， 并札令各盟长 ， 自立满蒙小学堂一
所 ，学生以三十名为度 ，遇有师范学堂空额 ， 即由此小学堂内调补 。 并令该旗均设蒙养学
堂一所 ，专收本旗子弟 ，学习蒙文以植初基 ， 如有可造之才 ， 挑升满蒙小学堂 ， 以备乌城

·２４２·

①

②

③

枟清史稿枠 ， 北京 ：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６ 年版 ， 第 ３１３３ 、 ３１３４ 页 。

枟学部官报枠 ３０ 期 。

参见 枟东三省政略枠 卷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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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选 ， 似可为开通蒙智切实办法 。” ① 清廷准奏 ，遂成立乌里雅苏台初级师范学堂 。
（４） 崇正学堂师范班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６ 年） 二月 ， 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左旗崇

正学堂增设初级师范一班 ，三年毕业 ， 程度与中学相等 。 崇正学堂是由蒙古族近代史上著
名的政治家 、教育家贡桑诺尔布 ② （贡王） 于 １９０２ 年创办的 ， 贡桑诺尔布亲任校长 ， 培养
了一批蒙古族专业技术和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人才 ， 其中包括后来为蒙古铅字发明做出重要
贡献的特穆格图 。为启发民智 ， １９０５ 年 ，贡桑诺尔布在崇正学堂附设报馆 ， 出版 枟婴报枠 ，
学堂师生投稿踊跃 。贡王先后创办了崇正学堂 、 毓正女子学堂和守正武备学堂三所新式学
校 ，冲破了传统私塾教育的单一形式 ， 打破了 “学在寺院” 的教育状况 ， 倡导新知识 、 新
思想 ， 对蒙古族的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二 、蒙古文教材和教学用书

清政府对于蒙古族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式 ， 既有学部统一编辑出
版的 ， 也有学堂自编自印的 ， 还有翻译的教材 ，较好地解决了教科书的问题 。

１畅 清政府学部编辑的正式教科书 。关于教科书的编写 ， 学部第一步采取审定制 ， 即对
书商所出的小学教科书进行审定 。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 年） 学部颁布规程二十条 ， 以统一
学制厘正宗旨为目的 。第二步是在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年） 采取部编制 ， 于学部内设编译图书
局 ，编辑小学及简易识字塾用的各种教科书 ，并颁发各省提学使司 ， 令其翻印 ， 分发各校 。
学部编辑出版的书籍有四册石印本 枟满 、蒙 、汉三文合璧教科书枠 。

２畅 学堂自编自印的教材 。 此类教材有色普征额 、 玉春等所编的以油印本传世的讲义
枟满蒙文高等学堂蒙古语文讲义枠 （共 ２册 ，现存于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 以及喀喇沁左旗崇
正学堂的石印本史地教材 。后者是由该旗的郡王贡桑诺尔布鉴定 、卜彦毕力格图翻译的 。

３畅 翻译的教科书 。 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 年） ， 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孟保翻译奏进 枟醒世要
言枠 ，得旨 ： “即著孟保刊刻板片 ， 送交武英殿刷印 ， 颁发八旗各学 。” ③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年） 十月 ，东三省总督锡良 （字清弼 ， 巴岳特氏 ， 蒙古镶蓝旗人 ， 同治十三年三甲进士）
奏准委令已革奉天蒙古右翼协领荣德 ，译成蒙 、满 、汉文合璧教科书四册 ，发给蒙边各学 。

４畅 可供教学参考的蒙文书籍 。主要有 ：
其一是 枟三合便览枠 ， 乾隆五十九年木刻印本 ，北京正蒙印书局 １９１３年出版过石印本 。
其二是 枟蒙古语法详解枠 ， 归化城土默特左旗人嘎拉桑著 。 从作者于道光八年 （１８２８

年） 、道光十五年 （１８３５年） 、道光二十七年 （１８４７年） 所写的几个序言看 ， 此书曾由北京

·３４２·

①

②

③

枟宣统政纪枠 卷 ２９ 。

贡桑诺尔布 （１８７１ － １９３１） ， 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扎萨克多罗都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 。

枟穆宗实录枠 卷 １９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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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祝寺 （在北京地安门内三眼井东口外 ， 该寺在清代一直是章嘉胡图克图在北京的驻锡寺
院 ，民国时期嵩祝寺和法渊寺曾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所在地） 书铺用雕版出版过三次 。
１９７９ 年 １２月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以毛笔书写的影印本 。

其三是 枟名贤集枠 ，满 、蒙 、汉文对照 ，有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年） 雕刻版本 。
其四是 枟三题合璧三字经注解枠 ，共 ４册 。
此外 ，还出版发行了大型工具书 ，如 枟五体清文鉴枠 、 枟蒙文总汇枠 、 枟蒙文指要枠 、 枟蒙

文晰义枠 等 。

三 、清末蒙古族学生的留学教育

洋务运动掀开了中国留学事业的开端 ， 虽然留美幼童被无情地召回 ， 但是留欧 、 留日
教育还在不断地发展 。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 年） 清政府在出国留学方面提出两项措施 ： 一
是多派留学生去日本留学 ， 认为 “日本讲求西学 ， 大著成效 ， 又与中国近在同洲 ， 往来方
便” ；二是应当派送学生学习实业 ，即农 、工 、商 、矿等方面的留学生 ， 并且认为派遣幼童
留学有很多弊端 ，应当派送青年 ，修业三年为期太短 ，应当修业六年 。

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年） ，清政府通令各省选派留学生 。第二年又责令各督统 、巡抚就
地选派留学生 。 从此以后 ，逐渐增加人数 ，不仅赴日本留学 ， 还曾去美国 、 英国等国留学 。
比如清朝学部小学教育科主事崇岱 （蒙古正黄旗人） ，即为游日毕业生 。 地方总督派往日本
留学的有恩浩 （字仲养 ，巴鲁特氏 ， 蒙古族） ， 他是在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年） 被两江总督派
往日本留学的 。 贡王也曾经两次派人赴日留学 。第一次是在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年） ， 派本
旗毓正女子学堂学生何惠珍 ① 、于保贞 、金淑贞 （三人均为蒙古族） 赴日本入东京实践女子
学校肄业 。第二次是光绪三十二年派遣本旗崇正学堂学生伊德钦 、 诺门必力格 （汉名金永
昌） 、恩和布林 （即吴恩和） 、 特穆格图 （汉名汪睿昌 ，创制了蒙古文铅字） 、 于恒山入日本
振武学堂肄业 。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 年） ， 被选送英国留学的 ２０ 人中有 １ 名蒙古族学生 ， 名叫巴玉藻
（１８９２ — １９２９ ，字蕴华 ，原籍内蒙古克什克腾旗 ， １８９２年 ７月 １７日生于江苏镇江） 。他赴英
国后考入阿姆士庄工学院学习 。 １９１５ 年奉命到美国深造并学飞行 ， 先入寇提斯航空学校学
习飞行 ，又考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飞机制造 。 １９１６ 年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 被聘为寇提斯
飞机公司设计工程师和通用飞机总工程师 。 １９１７ 年回国 。 民国八年 （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 他造
出了我国自己设计 、自己选料 、自己制造的飞机 ———甲型一号水上飞机 。

留学教育的开展对于蒙古族学生来说 ， 不仅开阔了视野 ， 也学到了各种实业和技术 ，

·４４２·

① 一作何淑珍 ， 见蔡风林 ： 枟清末蒙古族教育枠 ， 枟民族教育研究枠 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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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顺应了洋务运动以来的 “师夷长技” 的口号 ， 一方面对于国家和蒙古族的教育和科
技发展作出了贡献 。

四 、尹湛纳希的教育思想

尹湛纳希 （１８３７ — １８９２） ，字润亭 ， 又名哈斯楚鲁 、宝衡山 ，清朝末期蒙古族杰出的学
者 、诗人和小说家 。出生于原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 （今辽宁省北票县下府乡） 的贵族世家 ，
为成吉思汗第 ２８代嫡孙 。 现已发现的他的遗稿约计 １５０ 万言 ， 其中主要的著作有长篇小说
枟一层楼枠 、 枟泣红亭枠 ，以及为其父续成的 枟大元盛世青史演义枠 。

尹湛纳希的教育思想 ，散见于上述三部著作中 ，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
１畅 敦促蒙古族当政者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 。尹湛纳希主张当政者应当学习文化 ， 学习

科学知识 。对于那些不学无术的达官贵人 ，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
２畅 要求蒙古人认真学习蒙古语言文字 。尹湛纳希是运用蒙古语言文字的大师 ， 对蒙古

族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做了卓越的贡献 。 他认为蒙古人应当认真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 对
于那些 “刚刚学会几个汉字 ， 就轻视蒙古文” ， 说 “蒙古文岂能表达出汉文的意思” 的人 ，
尹湛纳希是极其不满的 ，批评他们是 “轻浮之徒 ， 自己不甚懂得蒙古语言文字的本意” ， 其
见解为 “信口胡说” 。

３畅 提倡女性教育 。在尹湛纳希的 枟一层楼枠 中 ， 描写了很多青年女性 。 她们的品貌 、
才华不亚于甚至超过男主人公 ， 但受封建制度的坑害 ， 她们最后都成了牺牲品 。 然而 ， 在
枟泣红亭枠 中 ，作者又让这些女性经过生死反抗 ， 获得自由和圆满的结局 ， 其中读书受教育
是她们争取自由和平等的重要途径 。

第二节 　 中华民国初期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

中华民国初期 （１９１１ — １９３１） ① 是蒙古族教育向现代教育迈进的时期 ， 但是由于居住在
我国北部和东北部边疆地区的蒙古族经历了不同政治力量的管辖和统治 ② ， 因而教育事业的

·５４２·

①

②

中华民国的历史从 １９１９ 开始到 １９４９ 年结束 ， 但是日本于 １９３１ 年发动侵华战争并陆续在我国北方建立起伪满洲

国 （东三省） 、 兴安总省 （内蒙古东部） 和蒙疆政权 （内蒙古西部） ， 对满蒙地区采取了殖民统治 ， 奴化教育 ， 这与民国

初期的政府统治是完全不同的 ， 故而在本章中将它们分开讨论 。

分别是孙中山临时政府 、 北洋政府 （１９１２ － １９２７） 、 蒋介石国民政府以及日本关东军的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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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并不平衡 ， 在教育的目的 、内容和形式上 ，也各有特点和差异 。
１９１２年 １月 ， 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 １ 月 ９ 日成立教育部 ， 以蔡元培为教育总

长 。根据五族共和的精神 ，对于蒙古族的教育 ， 中华民国政府是重视的 。 但是由于袁世凯
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 ，掀起复古的逆流 ，所以这些方针政策并没有实际落实下去 。

下面分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时期的蒙古族教育发展情况 。

一 、主要的教育机构和教育团体

民国十八年 （１９２９年） 八月 ，经立法院批准 ， 教育部设立了蒙藏教育司 ， 这也是中央
政府一级专设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之始 。 蒙藏教育司掌管事项为 ： 一是关于蒙藏地方教
育之调查事项 ； 二是关于蒙藏地方各种教育事业之兴办事项 ； 三是关于蒙藏教育师资之培
养事项 ；四是关于蒙藏子弟入学之奖励事项 ； 五是关于蒙藏教育经费之计划事项 ； 六是关
于其他蒙藏教育事项 。① 后来蒙藏教育司下设两个科 ， 第一科掌管蒙古族教育 ， 第二科掌管
藏族教育 。

这一时期出现的蒙古族教育团体主要有 ： （１） 蒙藏教育委员会 。 北洋政府教育部蒙藏
教育委员会成立于 １９２３年 １月 。国民政府的蒙藏教育委员会于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成立于南
京 。② （２） 蒙古教育研究会 。 １９１６ 年 ４ 月 ， 林传甲发起组织了蒙古教育研究会 。 （３） 沈阳
蒙古文化促进会 。 １９２８年春季 ，由郭道甫 、 喀喇沁左旗人王宗洛 （蒙名特格希卜彦） 、 科左
前旗人博彦满都 、克兴额 、齐齐哈尔达斡尔人金鹤年 、 苏鲁克旗王新宇和敖汉旗王召南等
人在沈阳倡议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 ， 极力说服蒙古上层王公贵族复兴民族文化 ， 培养蒙族
师资 。 １９２８年 ９月 ，该会终于在沈阳成立 。 （４） 哲里木盟扎赉特旗教育委员会 、 达尔罕旗
教育委员会 ，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分别成立于龙江县和沈阳 。 （５） 察哈尔省蒙旗教育促进委员会 ，
成立于 １９３１ 年 。 （６） 呼伦贝尔教育行政委员会 。 １９３１年 ８月 ，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 ， 遵照
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的蒙藏教育实施计划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 成立了呼伦贝尔教育
行政委员会 ，并且通令所属八翼总管公署 ，亦依法组织各旗教育行政委员会 。③ （７） 青海省
蒙藏文化促进委员会 。 （８） 蒙古文学会 ， 该会是由卜和克什克等人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北
平成立的 ，后来曾在开鲁开展筹办学校等活动 。

·６４２·

①

②

③

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枠 第 ２ 卷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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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蒙古族学校发展情况

这一时期各级各类蒙古族学校的发展情况如下 ： 民初 ， 蒙古族的新式小学是很少的 ，
根据民国八年 （１９１９年） 的统计 ， ５０个旗中未建校的有 ２２ 个 ， 平均每个旗有小学 ０畅 ６ 所 。
过了 １２ 年 ，即民国二十年 （１９３１年） ，在 ３０ 个旗中已有小学 １５８ 所 ， 平均每个旗 ５畅 ７ 所 ，
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①

内蒙古各盟旗和其他蒙古族居住地区 ， 陆续设立了一些中等学校 。 其中最著名的是北
平蒙藏学校 。该校开办于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年） ， 校址在北京西安门内转马台孙家花园 ， 后来
于 １９１６ 年 ８月搬到西单小石虎胡同 ８号毓公府办学 。该校曾经培养出大批人才 ， 仅抗战前
就有成千名蒙古族学生从这里毕业 ， 许多蒙古族革命家和著名人物如乌兰夫 、 奎壁 、 吉雅
泰 、多松年等都在该校学习过 。

蒙古族师范教育在整个民国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 培养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教育人才
和民族师资 ，为蒙古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当时 ， 既有省立的简易师范和讲
习所 ， 又有官办的师范学校和私办公助的师范学校 。

省立的简易师范和讲习所主要有四个 。 １９２０ 年 ， 青海宁海蒙番学校内增设了宁海蒙番
师范甲种讲习班 ，至 １９２４年前后有两班学生毕业 。② １９２９年 １月 １８日 ，察哈尔省蒙旗教育
会议议决 ，在张家口成立蒙旗师范讲习所 ， 次年 １ 月 ， 在第一师范学校内添设了蒙旗师范
讲习所一个班 。 １９３７年 ，青海省设立了西宁蒙藏简易师范 ，有学生 ９０名 。同年 ，甘肃省成
立兰州乡村师范学校 ，内设蒙藏回简易师范班两个 。

私立师范学校主要有齐齐哈尔的蒙旗师范学校 。 １９２８ 年 ， 扎赉特多罗郡王巴特玛喇布
坦 （１８８９ — １９４７ ，字经堂）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创办蒙旗师范一所 ， 以扎赉特旗协理图门
满都为校长 。据查 ， １９３１ 年夏在该校任教师的有那木海扎布 （１９３１ 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
学） 、鲍靖芳 、孟昭德 、阿成嘎 （曾留学日本） 等 。 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１ 年 ， 该校常年有教师 ２０ 余
人 ，学生 １５０人 。

联合设立的师范学校不多 ，可查者有 ： １９２９ 年 ， 由扎赉特旗 、 杜尔伯特旗 、 郭尔罗斯
旗 、东布特哈旗 、西布特哈旗 、依克明安旗及齐齐哈尔 （当时叫龙江县） ， 在黑龙江省城一
所小学的基础上 ，自修校舍 ， 募捐钱款 ，联合设立了 “黑龙江蒙旗师范学校” 。 其经费由各
旗摊纳 ，省公署作部分补助 。

·７４２·

①

②

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枠 第 ２ 卷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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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办师范学校主要有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和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 。 东北蒙旗师范学校
是 １９２９ 年由东北政务委员批准创立的 ， 并且是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直辖师范学校 ， 其经费由
辽宁省政府支给 。该师范学校设有董事会 ， 董事长由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张学良兼任 ， 常
务董事有刘尚清 、刘哲 、袁庆恩 、 吴家象 、 姬振铎 、 郭道甫 。 东北政务委员会任命郭道甫
为校长 ，黄成垙为教务主任 ， 金有寿为训育主任 。 当时任教的教师有数学教员王宗洛 、 蒙
文教员王化民 （蒙古族） 、 汉文教员何恨蝶 （蒙古族 ， 蒙名色楞尼玛） 等 。 １９３１ 年该校因
“九一八事变” 而暂停招生 。 １９３７ 年与齐齐哈尔蒙旗师范学校合并 ， 易名 “兴安师范学校” 。
１９３８ 年 ，兴安师范学校又迁至扎兰屯 ，改称 “兴安东省师道学校” 。 １９４５年停办 。

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是根据 １９３５ 年教育部会同蒙藏委员会制定的 “察哈尔 、 绥远两
省蒙旗教育实施办法” ，从边疆教育补助经费中拨款建立的 。 其任务是培养蒙旗小学教师 。
校址在绥远省归绥市 （今呼和浩特市） ， 校长为经天禄 （字革陈 ， 蒙古族） 。 该校于 １９３６
年 、 １９３７年各招简易师范班一个 ，学制三年 。 招生办法是 ， 由锡林郭勒 、 乌兰察布 、 伊克
昭 、察哈尔各盟旗及土默特旗 ， 各保送高小毕业或相当程度的学生两名 ； 其不足之数 ， 由
学校进行招收 。 在教学方面 ， 执行教育部颁发的 “修正蒙旗简易师范学校教学科目及各学
期每周教学和自习时数表” 。所设的课程有国语 、 蒙文 、数学等 １８门 。

民国时期的职业技术教育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 ： 其一 ， 开设职业技术课 ， 进行职业技
术教育 。这指的是在普通教育中 ，在班级里开设职业技术课 ， 进行职业教育 。 例如 １９３２ 年
７月 ，察哈尔省教育厅召集的全省教育行政会议曾经决定在蒙旗各学校中应添设畜牧课程 。
其二 ， 寺院青年喇嘛职业学校 。 这类学校的建立 ， 目的在于使喇嘛学会一定的生产技能 ，
以解决其生活上的困难 。其中 ，在北平雍和宫建立的 “北平喇嘛职业学校” ， 得到蒙藏委员
会的支持 ，蒙藏委员会派遣楚明善和马邻翼等人筹备 ， 并补助经费 ７０００ 元 。 另外 ， 甘肃省
夏河县也建有 “国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 。其三 ， 库伦旗蒙医学校 。 内蒙古库伦旗
约于 １９２０年在本旗的福缘寺开办了一所蒙医学校 。

三 、蒙古文教科书出版机构

中华民国时期蒙古文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有较大发展 ， 主要是因为创制和使用了蒙
古文铅字 ，而对蒙古文铅印技术做出卓越贡献的就是特穆格图 （汉名汪睿昌） 。 由于痛感出
版蒙古文书籍的艰难 ，特穆格图在充分研究中外铅印技术的基础上 ， 着手研究创制中国的
蒙古文铅字 ，终于在 １９２２ 年获得成功 ， 印出的蒙古文书籍字迹美观 ， 衔接得当 ， 阅读时毫
不费力 。特穆格图的成功 ，是蒙古族印刷史上划时代的进步 ， 对蒙古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产
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这一时期的蒙古文教科书出版机构主要是由一些知识分子在北京 、 长春 、 沈阳 、 张家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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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创办的 ，大多系个人和集体所办 ， 编印了相当数量的小学课本和社会读物 。 这些出版机
构主要有 ：

（一） 汉蒙翻译国华书局 。该书局是由察哈尔省牛羊群总管策楞栋鲁普首倡 ， 章嘉呼图
克图 、 锡盟盟长杨桑 、阿拉善旗亲王塔旺理甲拉和察哈尔各群官员共 ２９ 人集股投资创办
的 。书局设在张家口上堡南观音堂街 。出版的书有 ：四册本 枟幼学须知枠 ， 民国七年 （１９１８
年） 出版石印本 枟二十四孝枠 一书 （一册） 。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以后 ， 还以石印出版了一套蒙汉
合璧国文教科书 ，共计 ８册 。①

（二） 北京蒙文书社 。 特穆格图于 １９２２ 年在北京创办了蒙古文书社 ， 自任总经理 。
１９２４ 年春 ，建立了蒙古文书社印刷厂 。 １９２２ 年至 １９２９ 年 ， 编辑出版了 枟蒙文教科书枠 、
枟蒙文分类字典枠 、 枟蒙汉分类词型枠 、 枟三国演义枠 、 枟聊斋志异枠 等多部书籍 。

（三） 沈阳东蒙书局 。 １９２５年在沈阳小南关开设 ，这是由克兴额首倡并得到诺拉嘎尔扎
布 、业喜海顺 、 寿明阿等东部蒙古王公资助的书局 。 该书局编辑翻译出版了 枟初级儿童启
蒙明鉴枠 、 枟蒙汉合璧初级国文教科书枠 等 ２０多部书 。

（四）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编译馆 。 出版了 枟蒙汉合璧国语教科书枠 ，共八册 。
（五） 察哈尔蒙古图书编译馆 。该馆是在明安旗总管兼察哈尔部十二旗联合驻察哈尔省

省会张垣办事处大总管卓特巴扎普的倡议和努力下 ， 于 １９３５ 年秋季在张家口正式成立的 。
由卓特巴扎普担任馆长 ，明安旗副总管萨穆丕勒诺尔布担任副馆长 。 出版了 枟蒙汉合璧小
学国文读本枠 ，共 ６册 。

四 、罗卜桑悫丹的教育思想

罗卜桑悫丹 （１８７４ — １９２１） ，蒙古族 ， 卓索图盟喀喇沁左旗 （今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县）
人 ，蒙古名宝音陶格陶 ，汉名白云峰 ，罗卜桑悫丹是其藏名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 ， 学
部聘他为满蒙文高等学堂的蒙文教师 。 同年 ， 被邀到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教学 ， 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 回国 。 １９１２年 ，他再次被邀至日本京都本愿寺佛教学堂任教 ， 工作至 １９１４ 年 。
后来他曾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从事蒙古语文工作 。 其主要著作为 枟蒙古风俗鉴枠 （成书于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８年间） ，这是一部用蒙古文写成的 “百科全书” 式的著作 ，全面反映了蒙古族的
政治 、 经济 、文化 、风俗习惯及其历史发展 。 罗卜桑悫丹也是蒙古族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
他的主要教育思想为 ：

１畅 全面分析了蒙古民族教育落后 、文化素质低下的原因 。 首先是清封建统治阶级的民
族歧视和压迫 。 他认为蒙古地区教育落后 ， 不注重文化知识的现状 ， 是由于清统治者的政

·９４２·

① 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枠 第 ２ 卷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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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压迫 、经济剥削和文化歧视 。 其次是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盛行 。 罗卜桑悫丹在 枟蒙
古风俗鉴枠 中写道 ：当今世界各国都意识到要重视人们的生活 ， 探求实业 ， 发展教育 。 而
蒙古喇嘛却只知道吃闲饭 ，并不知道其他 ，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 。

２畅 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 。罗卜桑悫丹说 ： “蒙古族的家教 ，从古以来由妇女执掌 ， 认为
家教好的家庭尊贵” 。 “各家的礼仪好了 ， 国君自然就会变得开明 。 … … 家庭教育是国家的
根基 。” 他认为 “清朝时蒙古衰落之根由 ，是家庭教育软化” 造成的 ， “家教荒疏 ，奋斗的动
力 、上进的目标 ，便无从产生 。” ①

３畅 重视发展文化教育来振兴蒙古民族 。 罗卜桑悫丹的 枟蒙古风俗鉴枠 贯穿着重视发展
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 进而振兴民族的重要思想 。 他对自己的民族哀其
不幸 ， 但并没失去民族自信心 ， 认为只要发展文化教育 、 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 使人们从愚
昧无知的状态下解脱出来 ， 蒙古民族就能发展 。 文化教育发达 ， 则国富力强 ， 这样的民族
才有希望 。他的这些思想 ，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

４畅 对女子家庭教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 罗卜桑悫丹在 枟蒙古风俗鉴枠 中说 ， 女孩子
“应学会料理家务 ，礼貌待客 ，不能随地吐痰 ，说话要文雅 ， 在陌生人面前回答问题要有智
慧 。 … …女孩子到了十三岁 ， 要掌握做饭的技艺和针线活的技巧 ， 举止要得体 ， 时刻审视
自己 ， 切忌失态 。女孩失足恰似昨日的时光 ，永远不能返回 。 女孩的成熟同开放的花一样 ，
自有时日 ，其行为与男孩是有差异的 。” ②

第三节 　 满蒙时期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

１９２７年 ４月日本田中内阁上台后 ， 接连召开了 “东方会议” ③ 和 “大连会议” ④ ， 讨论
制定新的对华政策 ，加紧推行其侵占中国东北以及东蒙古地区的所谓 “满蒙政策” 。 “东方
会议” 之后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 ， 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 。 因此 ，
日本政府 、军部及右翼法西斯团体等都主张用对外侵略来摆脱经济危机 。 这样 ， 在日本国

·０５２·

①

②

③

④

罗卜桑悫丹著 ： 枟蒙古风俗鉴枠 ， 沈阳 ： 辽宁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 。

转引自王风雷 、 李凤兰 ： 枟论蒙古族家庭传统道德模式枠 ， 载全国妇联宣传部编 ： 枟家庭美德建设枠 ； 北京 ： 中国

妇女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在东京召开的为期 １０ 天的会议 ， 主要议题是如何处理满洲与日本本土的关系 。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１５ 至 ２７ 日由森格主持 ， 在大连又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 即大连会议 ， 参加人员为驻中国公使 、 关

东厅长官 、 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军司令官等人 ， 进一步策划了侵略东北的具体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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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 “满蒙问题只有以武力解决” 等舆论占了上风 。 日本关东军更
是不断制造事端 ，寻找借口 ， 急于出兵占领东北 。 他们于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炸死张作霖 ， 继而反
对张学良的 “东北易帜” ， １９３１年 ６ 、 ７月又以 “万宝山事件” ① 和 “中村大尉事件” ② 作为

借口 ， 进行战争煽动 。
１９３１年 ９月 １８日 ，日本侵略军制造事端 ， 发动了 “九一八” 事变 ， 武力侵占东北全

境 。翌年 ３月 １ 日 ，由日本侵略者一手策划操纵的 “满洲国” 在长春成立 ， 清朝废帝溥仪
被推举为执政 。 １９３７年 “卢沟桥事变” 爆发后 ，关东军发动 “察哈尔作战” ， 相继占领了张
家口 、 大同 、归绥 、包头等平绥路沿线各大城市 ， 在察南 、 晋北 、 内蒙古地区建立了三个
“自治政府” 。为了建立巩固的 “防共回廊” ，加强关东军将来对苏作战左翼的安全 ， 关东军
决定将三个伪政权合并 。 １９３７年 １１月 ２２日 ，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 ，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 日成
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 １９４１年 ８月 ４日 ， 为了满足德王 （德穆楚克栋鲁普） 的蒙古建国
要求 ， 该政权对内称蒙古自治邦 。 蒙疆政权所辖区域包括察哈尔盟 、 锡林郭勒盟 、 乌兰察
布盟 、 巴彦塔拉盟 、伊克昭盟和察南政厅 （后改为宣化省） 、晋北政厅 （后改为大同省） 。③

一 、反共教育

教育宗旨是一个政权的性质和政策的具体表现 。 日本建立 “蒙疆” 政权的首要目的是
“防共” ，即防止苏联和外蒙势力及影响进入内蒙 ， 并且要在将来的对苏作战中争取主动 。
因此 ， 蒙疆政权教育的核心就是反共教育 。

１９４０年 ， 蒙疆政权在教科书编辑 “要领” 中提出 ：必须强调 “防共” 。在蒙疆学院的教
育方针中有这样的规定 ， “蒙疆学院基于政府的施政要领 ， 招收四民族的学生 ， 以教育培养
政府管理和其他必需的人才 。 其目的是让学生认识本地区历史 、 地理上的特殊性 ， 整备防
共第一的总动员体制 。” 在善邻协会举办的青少年养成所 ， 为了进行 “防共” 教育 ， 即使在
图画课上也要灌输 “鉴于危机迫切的国际形势 。 针对外蒙的赤化工作 ， 让学生制作 ‘反共
宣传画’ 与情操教育相连 ，使防共宣传更加灵活 。”

·１５２·

①

②

③

万宝山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北 。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 ， 农民郝永德未经县政府批准 ， 私自将万宝山地区的荒地转租给朝鲜

农民李晟薰等人 ， 李随即招募 １８０ 多名朝鲜农民开沟挖渠 ， 并越过租借地 ， 在我国农民孙永清等 ４１ 户农民的田地里挖

渠 。 若水渠挖通 ， 则上下游地势较低的 ３ 万多亩田地都有水灾危险 ， 所以当地农民纷纷抗议 ， 和朝鲜方面发生纠纷 。 此

时日本关东军横插一脚 ， 为李等人撑腰 ， 并和抗议农民发生冲突 ， 开枪射伤 １ 人 ， 逮捕 １０ 人 ， 并且增派武警维护挖渠 ，

在 ７ 月 １１ 日完工 。 万宝山事件更恶劣的后果是发生在朝鲜国内的排华运动 ， 严重侵害了在朝华人的利益 。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日本参谋本部的间谍中村震太郎等以 “旅行 、 考察” 的名义 ， 潜入我国兴安岭地区 ， 进行军事侦

察 ， 被张学良的东北兴安屯垦区第三团抓获 ， 经查中村等人罪证确凿 ， 隧将其秘密处死 。 日本关东军发现此事后 ， 即以

此为借口 ， 要求中方 “道歉 、 赔偿 、 严惩责任者” ， 并在日本国内煽动侵华战争 。 对于日本来说这一事件的实质是 “向

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 ， 是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 。 “柳条湖事件” 即 “九一八” 事变 。

齐红深主编 ： 枟日本侵华教育史枠 ，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３２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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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民族协和” 与民族分别教育

由于蒙疆政权肇始于内蒙自治运动 ， 关东军为了笼络蒙古族 ， 制造蒙汉矛盾 ， 便在蒙
疆政权中强调蒙古族的特殊地位 。 但是 ， 由于蒙古族在蒙疆政权中人口比例很小 ， 为了巩
固该政权 ，关东军就在蒙疆强调 “民族协和” ， 意指蒙 、 汉 、 回 、 日四民族 ， 这样 ， “民族
协和” 成了蒙疆教育方针之一 。

实施民族分别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 。 蒙疆学院的教育方针就是
这样明确规定的 ： １畅 对日系学生要使他们熟悉蒙疆的特殊情况 ， 成为四个民族的先锋 ， 进
而成为管理的核心部分 。 ２畅 对蒙系学生的教育是为了蒙古族的兴旺 ， 使其增加经济 、 教育
及牧业上的知识 ，另外 ， 强调卫生观念 。 ３畅 对汉系学生要强调东亚道义与民族协和思想 ，
另外增加商业方面知识 。 ４畅 对回族学生的教育是为了回族的兴盛而增加贸易知识 。

三 、 “农业蒙疆”

日本在蒙疆采取了殖民地 、反共基地政策 ，在经济上实行 “工业日本 ， 农业蒙疆” ， 在
此基础上 ，蒙疆政权教育方针的另一方面就是重视初级教育和农牧技能教育以培养只会动
手不会动脑的奴才 。

在蒙疆的教育体制中只有初等 、 中等教育 ， 没有高等教育 ， 代替高等教育的是以农牧
专科为主的 “特殊教育” ， 即 “技能教育” 。 不设高等教育 ， 是由于对内蒙的殖民统治根本
不需要高等教育 ，要接受高等教育只能到日本留学 ， 这样有利于培养少数亲日分子 。 初等
教育分为初级小学 （４年） 、 高级小学 （２年） ， 儿童 ７ 岁入学 。 中等教育分为师范学校 、 中
学 、女子中学 、 实业中学 、兴蒙中学 ，共有 １７所 。①

特殊教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蒙疆学院 ， 其他有 ： 中央警察学校 、 地方警察学校 、 蒙
古高等学院 （赴日留学生预备教育） 、兴蒙学院 （专收蒙古王公子弟） 、 中央医学院教育部 、
蒙医养成所 、苏尼特旗女子家政学校 、 蒙古军官学校等 。 这些学校多为警务 、 军事 、 农牧
和宗教 、医疗类教育机关 ，仅有的交通和铁路学院也只是培养一般职员 ， 没有一所真正的
工业学校 。

在蒙疆教育体系中 ，除了蒙疆政府的教育机关外 ，还有一个由日本人建立的教育系统 ，
即善邻协会所办的教育机关 ， 这是蒙古族学子在伪满时期留学日本的主要渠道 。 为了培养
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亲日分子 ， 日本通过善邻协会接收蒙疆政权派遣的留学生 。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善邻专门学校内设立了 “蒙古学生部” ， ５ 月就有 １０ 名参谋本部接受的蒙古留学生入

·２５２·

① 齐红深主编 ： 枟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枠 ， 北京 ： 昆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６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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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１１月又有德王派遣的 ９ 名留学生入学 。 其后又有迪拉瓦活佛 、 察哈尔盟盟长等派遣留
学生入学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则于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成立蒙古留学生后援会 ， 并在张家口创办
了 “蒙古留日预备学校” 。 选拔出来的蒙古族学生先在该校培训两年后 ， 再送去日本学习 ，
这些学生在日本 “善邻高等商业学校” 学习两年后 ， 再考日本的相关大学 。 据史料记载 ，
“蒙古留日预备学校” 从 １９４１ 年到 １９４４ 年先后选送额勒登戈等共 ８３ 人 。 在蒙疆政权后期 ，
自费留学生逐渐增加 ，已经中等学校毕业的蒙古留学生直接进入善邻高等商业学校的特设
预科 ， 幼年者先进入日本的小学校或者中学就读 ， 预科毕业后进入日本的大学 、 专门学校
留学 。 但是这些学校大部分是师范 、 农林 、医学学校 ， 如北海道大学 、 带广兽医专门学校 、
千叶医科大学 、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 。①

总之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 ， 对中国青少年包括蒙古族青少年进行的是殖民主义 、
奴化教育 ，而非其所宣扬的 “东亚共荣” 之类的谎言 。

有必要指出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 ， 十分重视蒙古族教育 ， 在教育战
线上与日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

１９３９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 ， 国民政府和绥远省政府催令未沦陷区蒙旗原有各校复
学 ，并于伊盟各旗和阿拉善 、 额济纳旗各设国立边疆小学一所 ， 还设立了国立伊盟中学 。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在延安先后创办陕北公学和延安民族学院 ， 都招收 、 培养蒙古族青
年 。②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教育

１９４５年 ８月 ， 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本宣战 ， 八路军 、 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也大
举反攻 ，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投降 。 除国共两党争夺 、 拉锯的绥远地区外 ， 内蒙古大部
分地区被苏联红军和苏蒙联军解放 。 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之后 ， 寻求民族解放 ， 实现民族
平等和自治 ，成为蒙古族人民普遍愿望与要求 。③

在这一时期 ，发生了多起由蒙古族各阶层自发组织发动的蒙古民族自治运动 ， 先后成

·３５２·

①

②

③

齐红深主编 ： 枟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枠 ， 北京 ： 昆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７２ 页 。

参见 枟民国时期的蒙古教育与文化枠 ， 载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 枟蒙古族通史枠 编写组编 ： 枟蒙古族通史枠 第八章 ，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

内蒙古社科院 枟蒙古族通史枠 编写组编 ： 枟蒙古族通史枠 下卷 ，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４５２ 页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 、呼伦贝尔民族地区自治政权和苏尼特右旗 “内蒙古人民共和国
临时政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 １９４５年 １１ 月内蒙古地区成立了自治运动联合会 ， 在内
蒙古中西部全面开展自治运动 。 “四三会议” ① 之后 ，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解散 ， 成立起自
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分会 ，领导东蒙工作 。

１９４７年 ５ 月 ，内蒙古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了自治政府和参议会领导成员 ，包括乌兰夫 ，
哈丰阿等人 ，选举结束后 ， ５月 １ 日 ，大会宣布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共产党
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 它的成立 ， 标志着当时已获解放的蒙古民族聚
居区 ， 已经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原则实现了民族平等和自治 ，获得了民族民主解放 。

１９４９年 ３ 月 ，在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全国解放而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 ，毛泽东指出 ，
要为恢复内蒙古历史地域积极创造条件 ， 逐步实现东西蒙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 。 至 １９５４
年 ，内蒙古地区基本实现了完整 、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 。

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内蒙古地区民族教育事业 。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
夕的 １９４５年 ３月 ，为了适应内蒙古地区民族工作发展的需要 ， 进一步培养蒙古族干部 ， 中
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延安民族学院大部分迁至内蒙古伊克昭盟城川继续办学 ， 人们称之为
“城川民族学院” 。当时城川民族学院有学员 １５０ 多人 ， 主要是伊盟地区的蒙古族青年 ， 也
有汉族学生 。 １９４６年 ，内蒙古地区先后在张家口和赤峰等地创办军政干部学校 。到 １９４７ 年
４月 ，已经培养各民族干部 ２０００余人 ，并且选送约 ２０００ 人到东北民主联军地区接受培训 。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后更是重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 １９４７ 年 ，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其
枟政府执政纲领枠 中明确指出 ： “推广蒙文报刊和书籍 ， 研究蒙古历史 ， 在蒙校普及蒙文教
材以发展蒙古文化 。” 此后 ，很多地区纷纷改建寺庙 、 借用公房 、 民宅为校舍 ， 建立民族学
校 。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文教部积极组织力量编纂少数民族学校使用的民族语文教材 。 仅用
一年多时间 ，于 １９４８年 １２月 ，初级小学各学年第一学期使用的蒙古语文各科教科书正式
出版发行 。这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第一套自编的蒙文教材 。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 内蒙古自治
区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指出 ： “发展民族教育是全区教育工作的重点” ， “发展少
数民族语言和文字 ，少数民族学校要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授课 ， 采用民族语文教材 。” 从此确
立了民族教育在全区教育工作当中的重点地位及其相应的特殊政策措施 ，② 为新中国成立以
后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也为其他地区民族教育树立了典范 。

·４５２·

①

②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 ３ 日 ， 东蒙古领导人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代表在承德举行会议 ， 通过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枟主要决议枠 ， 确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关 ， 东西各蒙旗均组织其分会 、 支会 ， 并且解散

东蒙古自治政府 ， 成立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总分会 。

夏铸 、哈经雄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３ —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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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１畅 查阅资料 ， 述评清末新政时期蒙古族教育 。
２畅 简述尹湛纳希和罗卜桑悫丹的教育思想 。
３畅 查阅资料 ， 述评 １９１２ — １９３１年间蒙古族教育 。
４畅 查阅资料 ， 揭批满蒙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蒙古族实行的奴化和殖民教育政策的反动

本质 。
５畅 查阅资料 ， 述评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蒙古族教育的政策 。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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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近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近代西北的民族教育 ，组织形式上既有固定的国立 、 省立或私立学校 ， 进行正规的学
校教育 ，也有因地制宜 、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和利用传统形式传授新知识的寺院教育 。 教
学内容上既有本民族的文化 、 历史 、 语言等普通课程 ， 也有涉及自然科学的外来知识 ； 既
有反映历史要求的现实学科 ， 如团结抗战 、 民族一家 、 五族共和等 ， 又有注重实用性的职
业教育 ，如创办职业学校 ，传授专门技术 。 西北地区各种寺庙在民族教育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 ，在传统的寺院教育形式中注入了新内容 ，宗教界对教育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

经济落后 、 居住分散 、交通不便等客观条件也制约了西北民族教育的推行 。 国民政府
虽有推行边教的意图 ，但一直忙于内战 、 抗战 ， 不可能为民族教育提供充裕的资金 。 而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地方政府财政更是紧张 。 在当时的情况下 ， 西北地区一般学校 ， 拥
有固定教室已属不易 。资金短缺 、 设备简陋 、 师资缺乏长期困扰着西北各民族人民的教育
发展 。 国民政府制定的边疆教育实施方针 ，其实质是推行 “党化教育” ， 是为国民党统治少
数民族人民服务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 尽管如此 ， 近代的
西北地区民族教育在开启民智 、 传播文化知识方面也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 ， 新思想 、 新知
识的传播使各少数民族在国家 、 民族 、 宗教等方面的观念发生变化 ， 使之向有利于民族团
结 、国家统一的方面发展 。其间教育思想 、 教育模式的探索也为解放后西北地区民族教育
的大规模展开奠定了基础 。

第一节 　 新疆维吾尔族近代教育

一 、辛亥革命后新疆政权的更迭

１９１２年 ，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 ， 爆发了迪化 （今乌鲁木齐市） 起义和伊犁 （今伊宁市）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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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 。 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迪化起义遭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镇压 。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 ，袁大化辞职 。 ５月 ，他推举原镇迪道尹杨增新为新疆都督 。 １９２８ 年 ７ 月 ， 杨增新被部
下刺死 ，原政务厅长金树仁夺取新疆统治权 。 １９３０ 年哈密王沙木胡素特去世 ， 金树仁政府
实行改土归流 ， 取消王制及其封建特权 。 １９３１ 年 ３ 月 ， 哈密的和加尼亚孜组织维吾尔族民
军 ，反对金树仁的统治 。这场斗争延续至 １９３３年 ４月的政变 ， 金树仁政权被推翻 。 盛世才
担任新疆的边防督办 ，掌握了军政大权 。 １９３４ 年春 ， 从甘肃起家的马仲英军 ， 兵败逃往喀
什 ，摧毁了 １９３３年 １１ 月成立的所谓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 １９３４年夏 ，盛世才政
府依靠苏联的帮助 ，彻底击败了马仲英 ，初步实现新疆的和平局面 。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 ， 中国共产党陆续派党员到新疆开展工作 。 盛世才为巩固他的政权 ，
１９３７ 年上半年与中共建立统一战线 ， 主动邀请大批共产党员来新疆工作 。 盛世才还提出
“八项宣言” ① 、 “六大政策” ② 等进步政策 ， 主张亲苏联共 、 反帝抗日 ， 实行民族平等 ， 建
设新疆 。新疆政治 、经济 、文化教育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 这种形势给维吾尔族和其他民
族的发展带来了生机 。

１９４２年在国际局势逆转 ，世界进步力量遇到严重困难的关键时刻 ， 盛世才背弃了亲苏
联共的政策 ，破坏了统一战线 ，投靠了国民党 ，各民族的进步发展也遭到了扼杀 。

１９４４年冬 ，在伊犁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武装起义 ， 发展成在伊犁 、 塔城 、 阿勒泰推翻
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 。 １９４５年 ９月伊犁 、 塔城 、 阿山三个行政区全部被民族军占领 。 新
疆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 一个是以吴忠信为主席的 ， 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的省政府 ，
一个是伊塔阿三区的地方政府 。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 。

１９４９年 ９月 ， 新疆和平解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 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各民族走上
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

二 、维吾尔族近代教育的发展

民国初年颁布一系列国民教育政令法规 ， 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 新疆地区除
公立各类学校招收数量不等的维吾尔族学生就读外 ， 一批开明人士也积极兴学施教 。 一些
曾出国经商留学的人士 ，在国外大开眼界 ，也更关心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

１９１３年吐鲁番商人马赫木提 ·穆依登在故乡阿斯塔那聘请俄国喀山塔塔尔教师创办了
第一所世俗学校 ———马赫木迪亚学校 ， 开设维语语法 、 地理 、 历史 、 自然 、 算术 、 经文 、
体育等课程 。从此世俗教育在当地生根发芽 。

·７５２·

①

②

“八项宣言” ， 即 “民族平等 、 保障信教自由 、 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 、 整理财政 、 澄清吏治 、 发展教育 、 实行自

治 、 改良司法” 。

“六大政策” ， 即 “亲苏 、 联共 、 反帝 、 民主 、 和平 、 清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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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莎车首创世俗教育的是阿尔图克阿吉 ， 他在故乡莎赖库力村开办的学校命名为 “阿
尔图克亚学校” ， 招收当地维吾尔族 、乌孜别克族儿童就读 。 此后 ， 当地又开办了马赫木迪
亚学校 、伊敏尼亚学校等 。 １９２０ 年巨商饶孜阿吉在迪化南关清真寺创建艾合塔日亚学校 ，
教授维语 、算术 、理化 、史地 、俄语等课程 。 此间 ， 北疆伊犁 、 塔城 、 阿勒泰 、 博乐 、 昌
吉等地也创办了一批世俗学校 ，并培养了一批近代著名人物 。

杨增新统治时期坚持和贯彻这样的理念 ： 教育为国家主权 ， 不容外国人染指 ； 经文课
与语文课不得聘请外国人教授 ， 以防他们利用宗教相同 、 语文近似的方便条件 ， 进行蛊惑
宣传 ； 儿童智力薄弱 ，不宜教授外语等 。 因此很多有外国人执教 ， 或由外国人创办的学校
被杨增新政府取缔 。

盛世才政府时期 ，新疆各民族从 １９３４年春陆续成立民族文化促进会 。 维吾尔族文化促
进会于 １９３４ 年 ８月 ５日成立 ，总会设迪化 ， 到 １９３６ 年共有 ８ 个区分会 ， ４１ 个县分会 ， ２３
个乡村支部 。

民族文化促进会负责提出建校计划 ， 发放教师报酬 ， 创建和改办会立学校 ， 聘任会立
学校教员 。喀什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成立伊始 ， 便组成短训班招收经文学校高年级学员及
稍有文化的社会青年 ，培训会立学校急需的师资人员 。 不久 ， 喀什城乡纷纷建立学校 ， 民
众对发展民族教育 、培养抗战和边疆建设人才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

１９３６ 年省府颁布第一期三年计划中确定新疆文教的基本任务是 ： “以民族为形式 ，
六大政策为内容” ， 使各个民族文教 “向齐一水平发展” 。 此后 ， 又召开了第一次 、 第二
次全省教育工作会议 ， 督促各区建立健全教育局 、 教育会 ， 制订执行一系列教育法规及
课程标准 ， 严格少数民族教材的编译使用 ， 推进规范新疆基础教育 。 会立学校取得显著
的成绩 ， 据统计 ， １９３６ 年维吾尔文化促进会办有小学 １７３６ 所 ， 在校生 １２４１７４ 人 ； 中学
３ 所 ， 在校生 ４４０ 人 ； 师范训练班 １０ 个 ， 学员 ５３５ 人 ； 会立民众学校 １１５ 所 ， 在校生
４７６０ 人 。 经过两期三年计划发展 ， 到 １９４３ 年新疆会立学校和民众学校在校生合计达
２０畅 ６ 万人 ① 。

１９３６年起 ，省教育厅还编译 、印刷和推广了维吾尔初小和高小的课本 ， 促进了新疆各
族教育发展的统一规范 。 １９３５年 １月 ，省府将原俄文法政学院改为新疆学院 。 早期学员中
有阿巴索夫等维吾尔族优秀知识分子 。 １９４０ 年秋 ， 新疆学院教育系增招维吾尔族班 ， 首创
用少数民族语文分班教学的先例 ， 也是新疆真正实施维吾尔族高等教育的开始 。 次年 ， 学
院创设农业系 。 农业系预科分四组 ， 少数民族学员成为农业系招生的主体 ， 农艺组有维吾
尔族班 ，畜牧组有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班 ，兽医组有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 ６０ 人 ， 水利组一
个班有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３０人 。

·８５２·

① 马文华著 ： 枟新疆教育史稿枠 ， 乌鲁木齐 ： 新疆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第 ７３ － ７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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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 ，新疆省政府大规模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 １９３４ 年教育厅考选 １００
名留学生 ，其中维吾尔族学生 ４２ 人 。 次年教育厅考选 ９０ 名留学生 ， 维吾尔族学生 ３１ 人 。
第三批也基本相似 。维吾尔族留学生进入苏联中亚国立大学学习 ， 学期两年 ， 用本民族语
言授课 。还有 １３ 名维 、哈学生赴哈萨克斯坦齐姆肯特 （后移至喀则奥尔大学） 学习畜牧
业 ； １２名赴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安集延学习医学 、 农业 、 兽医 、 农机 、 水利 、 蚕桑 。 造就了
一批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

在这些成就中 ，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在盛世才联共政策的有
利形势下 ，一批共产党员进入新疆政府担任重要职务 。 在党代表陈云 、 邓发 、 陈潭秋等人
的领导下 ，在毛泽民 ①及其他担任区县领导的中共党员的支持和配合下 ，教育战线的中共党
员为新疆各族人民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

三区革命后 ，三区教育做了一些变更 ： 采取了苏联学制 ， 实行小学四年 、 初中三年 、
高中三年的学制 ；采用苏联的教学制度 ， 控制班级学生数量 ， 实行班主任制度以及家常会
协助学校管理制度 ；采用苏联教材 ， 采用维吾尔文 、 哈萨克文 、 乌孜别克文课本等 。 同时
学校还开设宗教课 ，但许多学校未开设历史 、地理课程 ，理化课程甚少实验课程 。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 ， 新疆地区除初步形成包括初等 、 中等 、 高等和留学一整套较
完整的教育体系外 ， 还广泛积极地开展民众教育 、 妇女教育 、 职业技术教育 、 扫盲教育 。
各种形式的夜校 、识字班 、家庭学习班 、 小先生教学队 、 机关识字组风靡全省 。 维吾尔族
初步完成了教育近代化 ，逐步完成了传统经院教育向新式学校教育的转型 ， 孤立分散的私
学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过渡 ，旧式宗教教育向世俗科学文化教育的过渡 ， 为解放后民族教育
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

第二节 　 回族近代教育的发展

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 ， 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传入 ， “教育救国” 、
“科学救国” 的思想日益高涨 。受这些影响 ，东南沿海及内地一些回族青年 ， 满怀振兴民族
的热情 ，或上新式学堂 ，或出国留学 。回族留日学生还于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年） 在东京
发起成立了 “留东清真教育会” ， 提倡 “教育普及 、 宗教改良” 。 国内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
了 “改革宗教教育” 的主张 ， 并在各地创办了一批新式回民学堂 。 新式回民教育 ， 为回族

·９５２·

① 毛泽民 （１８９６ － １９４２） ， 化名周彬 ， 自 １９３８ 年起先后行使新疆财政厅 、 民政厅厅长职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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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学习汉文化和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它不仅是回族教育史上的一个
巨大转变 ，而且还带来了思想的解放 。

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年） 前后 ，江苏回族先进知识分子童琮在全国回族中率先创办了新
式教育 “穆原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 他又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回族教育团体 “东亚
穆民教育总会” 。 紧接着回回商人郭荩臣在开封创办 “私立养正小学” ， 蒋森书在南京创办
“钟英中学” ，安铭在北平 （今北京） 创办 “苑平民立初级小学” ，马六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
创办 “清真两级小学” 等 。辛亥革命后 ， 甘肃的回族教育 ，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由马邻翼
主持的 。马邻翼 （１８６５ — １９３６） ，回族 ，湖南邵阳人 ，早年留学日本 ， 归国后曾同另一位著
名的回族教育家王宽在北京创办清真两等学堂 ， 任监督 。 民国初年 ， 曾被任命为教育部首
席参事 ，不久即调至甘肃 ，后任甘肃教育厅厅长 。 １９１３ 年 ５ 月 ， 他与人合办 “兰州回教劝
学所” ， １９１８年更名为 “兰州回民教育促进会” ，进而于 １９２７年扩大为一个全省性组织 ， 称
作 “甘肃省回教教育促进会” ，为发展甘肃回民教育起了很大作用 。 马邻翼本人积极宣传倡
导回民教育 ，他任职期间 ，在甘肃建立了 ２００ 多所各类学校 ， 其中很大一部分便是回民小
学校 。 他还在自己的家乡湖南邵阳创办了 “清真偕进小学” 。

对回族新式教育影响最大的是王宽 （１８４８ — １９１６） 阿訇 ， 他也是回族师范教育的发起
者 。他身为国内外知名伊斯兰学者 ， 受资产阶级新思潮的影响 ， 力图通过提倡文化 ， 改革
经堂教育来振兴本民族 。 １９０６年他率弟子出国考察各国教育 ， 次年回国 ， 在北京牛街清真
寺内创办了第一所半宗教的回民学校 ——— 回文师范学堂 ， 由其得意门生达浦生主持教务 。
“改育教法 ，增订课本 ，经学中并习汉文及科学” ， 以造就师资 ， 分发各地 ， 扩大影响 。 其
弟子马松亭阿訇 ，在济南穆家东门清真寺内建起成达师范学校 。 在他的推动下 ， 到他去世
为止的 １０年间 ， 全国各地兴办的小学堂达六七百处之多 ， 其中中等学校也有八九所之多 。
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称赞其业绩说 ： “这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 。” ①

１９２７年 １０ 月 ，在中国回教学会的推动下 ，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在桃园清真寺筹办 ， 达
浦生为校长 ，哈德成为教务主任 ，学制定为六年 ， １９２８ 年面向全国招生 ， 中阿兼授 ， 还向
埃及的爱资哈尔派遣了留学生 ，培养了马坚等一批著名的回族学者 。

这一时期回族女子新式教育萌芽 ， 并迅速成长 。 革命先烈郭隆真在其父郭荣桂的支持
下 ，于 １９０９年在河北大名县自家院中开办女子小学堂 。民国初年山东第一路民团总指挥赵
明元与其母丁蕴辉先后在清州城里和东关 ， 开办了蕴辉第一回民女子小学和蕴辉第二回民
女子小学 。及至 ３０年代以北京新月女子中学的设班为标志 ， 回民女子小学似有大发展之
势 ，但全面抗战爆发后 ，回族女子学校不得不停办了 ，但它们的深远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

另外 ，回族留学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 ， 一批回族学生远赴日本 、 埃及等国留学 ， 他们

·０６２·

① 顾颉刚 ： 枟国教的文化运动枠 ， 枟大公报枠 ，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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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积极从事进步运动 ，创办学校 ，为回族的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
清末民初 ， 回族先进志士不仅办学校 、 派留学 ， 而且还立团体 ， 办刊物 ， 在更大范围

内奔走 、呐喊 、 奋斗 。其中著名的有回族教育团体江苏的东亚清真教育总会 、 日本的留东
清真教育会和北京的中国回教俱进会等 。 回族青年最早创办的进步刊物是由留东清真教育
会编辑出版的 枟醒回篇枠 ， 中国回教俱进会还刊行半月刊 枟穆光枠 。 ２０ 世纪前半期 ， 回族创
办刊物不下 １００ 余种 ，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 １９２９ 年马福祥等人在北平创办的 枟月华枠 杂
志 。另外 １９２７年天津创办的 枟伊光枠 月报 ， １９２９年昆明创办的 枟云南清真译报枠 等也颇负
盛名 。

近代回族的经堂教育继续发展 ， 各地阿訇都结合实际情况在教学内容 、 教学方法上作
了适度的微调 ， 总体上呈现平稳发展态势 。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 ， 就十分注意对民族干部的教育和培养 。 在早期的一批党员里 ，
就有回族的先进青年如刘清扬 、马骏 、郭隆真等 。 １９２６ 年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
所里 ， 也有来自西北 、 华北的回族学员 。 在以后建立的陕甘宁边区的各个学校 ， 如抗大 、
陕公 、 女大 、鲁艺 、青干 、军政学院等都有各省的回族青年 。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陕甘工农红军
游击队” 在甘肃新正县开辟革命根据地时 ， 曾在王顷塬子 、 两顷塬子建立了回民学校 。 这
是中国共产党在老区开办最早的回民学校 。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 ， 在 “以民族精神教育
后代 ， 为抗日战争服务” 的方针指导下 ， １９３７ 年秋新正县龙咀子苏维埃政府在杨家台创办
了伊斯兰小学 。 以后边区政府又在回民较多的地方陆续办了一些伊斯兰小学 。

１９３７年 ８月陕北公学在延安成立 ，主要是培养做统战工作 、 民运工作 、 军队政治思想
工作和政府工作的革命干部 。 １９４０年 ８月 ， 陕北公学为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工作 ， 成
立了一个少数民族学习班 ，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在此基础上于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 成立了民
族部 。 其中回族学员编为回族班 ，培养了一批回族干部 。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又在民族部基础上开
办了民族学院 ， 民族学院回族学员约占 ２０ ％ 。

陕甘宁边区所属回族聚居区先后都办起了回民小学 ， 有的叫伊斯兰小学 ， 有的称伊斯
兰公学 。另外还有识字班 、 冬学和夜校 ， 教员很多是回民 ， 并请阿訇教念阿拉伯文经典 ，
边区回民已经有很大部分在接受教育 。

第三节 　 哈萨克族近代教育

辛亥革命爆发后 ，哈萨克族人民积极参与并支持这一革命 。 １９１２ 年塔城哈萨克族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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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马合苏提 、 木辉提等人 ， 派迪化学堂毕业生塔依尔别克等三人去南京谒见孙中山 ， 请
求在新疆冲破封建和宗教对教育的控制 ， 创办现代教育 ， 使哈萨克族教育适应新时代 。 孙
中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并答应由政府出面解决 。 其间虽然由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 ， 倒
行逆施 ，使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遭到阻滞 。 但是 ， 哈萨克族教育向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已
不可逆转 。

杨增新统治时期 ，民间自发办学日盛 。 １９１４ 年 ， 哈萨克族头人扎卡里亚在哈巴河创办
一所汉文学校 ， 自己带头送子女上学 ， 实行新的教学内容和制度 ， 探索改革哈萨克族教育
之路 。 沙提瓦尔德 ·努尔别克千户长在新源肖尔布拉克兴建了经文学校 。 他聘请哈萨克知
识分子卡里毛拉任教师 ，学生不仅学经文 ，还学习一些自然常识 。

杨增新为了笼络蒙古族 、 哈萨克族头人 ， １９１７ 年在惠远小学设蒙 、 哈班 ， 招收蒙古
族 、哈萨克族学生 ，学生除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外 ， 重点学习汉文 。 共两个班 ， 学生百余
名 ，学制 １ — ６ 年 ， 学费由官府补贴 。 学生入学年龄较宽 ， 高年级学生年龄最大不超过 ２５
岁 。在这个学校就读的大部分是富家子弟 。 这个蒙哈班开办了多期 ， ３０ 年代初因战火而停
办 。该校对推动新疆的哈萨克族教育起了积极作用 。

“十月革命” 以后 ， 有许多俄国塔塔尔 、 哈萨克族知识分子来到新疆 ， 同当地人民合
作 ，兴办学校 。 １９２０ 年塔城托里千户长合孜尔在纳林苏建立了有 ７ 间教室的学校 ， 开设汉
文课 。 １９２１ 年阿卡提 · 吾鲁木济在阿尔泰夏库尔建立经文固定教学点 。塔城托里 、 哈普什
合拜于 １９２３ 年在自己的家乡办起了私塾 ，招收本部落子女入学 。达肉拜在伊宁县吉勒孕朗
清真寺建经文学校 ，内有教室 ７ 间 ， 沙帕尔卡力在该校任教 。 新源百户长库万在别斯图拜
修建清真寺 ，办起了经文学校 ，请阿斯拉木大毛拉来该校任教 。

杨增新于 １９１９ 年任命哈萨克族郡王艾林 、镇国公寒大庇雅为哈萨克族劝学员 ， 指导哈
萨克教育发展 。 此时省政府应哈萨克族上层人士沙里福汗 、 巴彦毛拉之请 ， 命教育厅长刘
文龙于 １９２２ 年创办蒙哈学校 ， 当年招伊犁 、 塔城 、 焉耆等地蒙古族和哈萨克族青年 ８０ 人
入学 。 该校分蒙古语 、哈萨克语班 ， 除学习本民族语文外 ， 重点学习汉语文 。 还设常识课
（史地 、 博物） 。 该校 １９３３ 年因战乱停办 ， 于 １９３５ 年重建 ， １９３９ 年改为蒙哈简易师范 ， 学
生增至 ２ ００ 余人 。学校办有汉 、蒙古 、哈萨克文校刊 。 学校根据牧民身体素质特点 ， 减少
课堂学习 ，增加体育运动 。

１９３６年 ，伊犁 、塔城 、 阿尔泰行政区成立了教育局 ， 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 编定教材 ，
将哈萨克族清真寺的吾守尔扎卡提等宗教税拨给哈柯文化促进会充作教育基金 。 政府部门
特别重视师范类教育 。各区教育局和哈柯文化会都举办教员训练班 ， 招收哈萨克族小学毕
业生 （包括经文学校毕业生） ，进行半年到一年的师范训练 ， 学习语文 、 算术 、 史地和教学
法以及政府政策 ，结业后派充小学教师 。 １９３４ 年秋省立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招收维吾
尔 、哈萨克速成班 ，编译了少数民族文字课本 ， 并从苏联哈萨克斯坦购入大批哈萨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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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和先进教学仪器 。
１９３５ 年初 ，伊犁初中成立 ，因校址狭小 ，迁往惠远 ， 改为简易师范 ， 招收了部分哈萨

克族学生 。 １９３６建成伊犁中学教学楼一座 ， 招收维吾尔 、 哈萨克 、 汉 、回 、 锡伯各族学生 ，
并将惠远简易师范并入 ，到 １９３７ 年学校规模发展到 １０ 个班 ， 内有哈萨克族 ２ 个班 ， 学生
近百人 。 １９３６ 年毕业回国的第一批留苏生中的一部分如胡赛音等到该校任教 。 学校开设了
社会科学常识等进步课程 ，对学生进行抗战教育 ， 学生还可以自由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 。

１９３６ 年省教育厅订立蒙哈特别班章程 ， 在省立迪化第三小学设立蒙古 、 哈萨克特别班
各 １ 个 ， 各招学生 ４０ 名 ，开设中学课程 ，并加授 “农牧业知识” 、 “教育学” 、 “俄文” 等 ，
以培养农牧业人才及文化教育干部 。 学生由政府供给食宿 、 书籍 、 文具 、 生活津贴 、 服装
和往返费用 。 １９３７ 年并入蒙哈学校 。

１９３６ 年阿山行政长沙里福汗创办阿山简易师范 ， 招收哈萨克族小学毕业生 （包括经文
学校毕业生） ，学制 ２ 年 ，培养小学教师 。学生全部由政府供给食宿 、 服装 、 书籍文具和生
活津贴 。 １９４０ 年省政府将该校停办 。 前后共办学 ４ 年 ， 约招 ８ 个班 ，培养毕业生约 ３００ 人 。

１９３６ 年 ，新疆成立了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 （简称哈柯文化会） ， 下设 ５ 个区分
会 ， ８ 个县分会 。哈柯文化会办了大量学校 ， 教育发展顺利 。 据统计 ， １９３７ 年哈柯文化会
办的学校有 ２７５ 所 ，在校学生 １４３２２ 人 。这些学校的主要课程是 ：民族语文 、 算术 、 社会 、
地理 、 自然 、政府政策 、经文等 ， 并从小学高年级开始设汉语文课 ， 而且还选拔优秀青年
出国留学 。

１９３５ 年巩乃斯草原建成哈萨克牧区第一所新式学校 ——— “塔尔迪吐然学校” ， １９３６ 年
吐然学校改为伊犁区立巩乃斯学校 。 １９３７ 年 ， 张兆麟任巩乃斯学校校长 ， 该校有哈萨克族
学生 １７０人 ，分 ７个班 ，学生全部骑马到校上课 。 张兆麟到校后 ， 根据牧区特点建立了新
的教学制度 ，提出了 “勤奋 、 节俭 、 忠诚 、 勇敢” 的德育要求 ， 成立了学生会 。 学校除开
设语文 、算术 、 自然 、地理 、 体育 、 音乐 、 美术课外 ， 还开设了汉语课 。 哈萨克族头人巴
士巴依 · 雀拉克在察汗托海 （今裕民县） 创办了一所哈萨克族新式学校 。 学校课程 、 制度
同吐然学校相近 。以后又增设初中班 ，成为塔城中学教育之始 。 １９３７ 年塔城区教育局创办
“白杨河小学” ， 学生百余人 ， 有部分吃住在学校 ， 但住宿生都是富户子弟 。

这一时期 ， 妇女解放运动也很活跃 ， 女教育工作者古兰丹姆在塔城创办新疆第一所以
哈萨克族女学生为主的女子学校 。该校发展很快 ， 到抗战时已发展到 ３００ 人 。 １９３８ 年该校
改为官办 ，定名为 “塔城第一女子学校” 。

为解决缺乏少数民族语文教科书的问题 ， １９３５ 年成立省小学教科书编辑委员会 ， 次年
成立省编译委员会 。 １９３６ 年从苏联购进 ５ 万册维吾尔 、 哈萨克文小学算术 、 自然 、 地理教
科书及教学参考书 ，供师生使用 。 同时 ， 省教育厅决定以苏联课本为蓝本 ， 编译本省民族
学校教材 。但教科书缺乏的问题仍然很突出 ，特别是 ４０ 年代中后期尤其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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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扶持 、哈柯文化会积极努力和民众的广泛参与 ，使得哈萨克族教育在 １９３４ 一 １９４２
年期间形成一个较好的发展阶段 。 师范类教育得到发展 ， 为小学教育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 到 １９４０年哈柯小学生共达 ３４４３９ 人 （其中 ９５ ％ 是哈族） ， 公立小学 １１８７４ 人 ， 会立
小学 ２２５６５ 人 。会立小学学生数比 １９３７ 年增加 ６１畅１７ ％ 。① 哈萨克族牧民比较集中的塔城
图尔图 、曼别特 、色不拉特 、克莱依四大游牧区 ，到 １９４２ 年小学教育也有了显著发展 。 这
时在牧区办学形式和教学安排方面已注意到牧业经济流动分散 、 牧民四季随畜迁徙的特点 ，
根据游牧迁移路线及牧民集中情况选择校点 ， 根据牧业生产季节安排教学时间及开学 、 放
假时间 ；创办了部分帐篷学校 ，并在一些较大的校点设学生宿舍 ，实行寄宿 。

这一时期 ， 各种职业学校也面向哈萨克族招生 ， 同时军校也招收哈萨克族学生 。 １９４４
年至 １９４９ 年 ，受大环境影响 ，哈萨克族教育状况持续下滑 。

第四节 　 东乡族和土族的近代教育

一 、东乡族的教育发展

１９１２年 ， 甘肃首任教育司长马邻翼通令各县 “重视回族教育” ， 此举深得河州穆斯林
称颂 。 １９１３ 年成立夏河县回教教育促进会 ， 友北庄东乡族的马麟为会长 ， 动员民众捐筹
资金兴办教育 ， 这对发展东乡族民族教育起到了一个首倡的推动作用 ， 城乡办起了一批新
式学校 。

１９１７ 年 ，东乡锁南坝设置私塾 １ 处 ，高小 １ 所 ，校长兼任教员共 １ 人 ， 学生有 ４０ 名 ，
但次年即停办 。 １９１９ 年 ，在东乡唐汪川成立高级小学 １ 所 ，有校长兼教员 １ 人 ，学生 ２０ 余
人 ，其中有高小生 ４ 名 。学校时办时停 ，但学校教育始渐转入正规 ， 初小开设修身 、 国文 、
算术 、 手工 、图画 、唱歌 、体操 ７ 门课 ； 高级小学另加历史 、 地理 、 公民等课 。 初级小学
学制四年 ，高级小学学制二年 。 教育经费由社会征集 、 政府拨款 、 学租收入及捐助等方式
解决 。

１９３０年 ，夏河县回教教育促进会改为临夏回民教育促进会 ， 推选当时担任临夏专员兼
保安司令的东乡池子拉务人马维良为会长 。 马维良为推进临夏教育 ， 将原镇守使管理补贴
官俸的东校场上下 ２０亩水地捐为教育基金 ，此举深得穆斯林民众拥护 ， 也曾受到省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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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 ， 赠以 “热心教育” 的金匾一方 。 l９３４ 年东乡族上层人士马斌支持创办了东乡折桥中
心小学 。 １９３８ 年将临夏回民教育促进会改为甘肃省第五区回民教育促进会 ， 军阀马步芳自
任主任委员 ，马瑜为副主任委员 ，马维良等 １５人为委员 。 同时临夏地区各县也相继成立回
民教育促进会 ， 东乡族的马国礼任宁定县回民教育促进会主任委员 ， 东乡族的马绍文为永
靖县回民教育促进会主任委员 。 回民教育促进会为兴办学校 ， 提高民族文化水准起了重要
作用 。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东乡地区兴建了一些正规学校 ， 最多时发展为 １３ 所 。 但其
后又有衰退 ，到 １９４９ 年 ，东乡地区有 ９ 所小学 ，学生 ５３２ 人 ，教师 １０ 多人 。

近代 ，经堂教育的中心转移到河州地区 ， 东乡族的经堂教育在 “果园哈智” 马万福等
人的努力下得到稳步发展 。对于贫苦的东乡人民来说 ， 经堂教育是信仰传承的基础 ， 是道
德维持的根本 ， 因此东乡族人民对经堂教育的热衷和支持始终保持 。 这样在东乡族的教育
史上形成了学校教育和经堂教育两线并行的情况 。

二 、土族的近代教育

辛亥革命后 ，土族地区原有的学堂书院改为小学 ， 开始采取新式教育方法 。 １９１２ 年互
助地区的威远镇上 ，也设立了一所初等小学 。 １９１８ 年 ，该小学还增设了高级班 。

土族地区虽有一些初小和完小 ， 但学龄儿童入学率很低 ， 土族儿童能够上学的就更少 。
互助地区建国前无一所中学 ，初小和完小注册学生共有 １６８０ 人 ， 但土族学生也不多 。 土族
聚居的一些村庄 ，如五十 、 丹麻 、 霍尔郡 、 巴洪等 ， 虽有两所破烂不堪的小学 ， 但学生寥
寥无几 ，青壮年几乎都是文盲 。 据民和县 １９４９ 年底的统计 ， 该县共有初小 、 完小 ８５ 所 ，
学生 ６４００ 多人 ，但土族学生只有 ４００ 名 。解放前 ，大通地区的多林 、青林 、逊让等土族乡
村 ，仅有几所小学 。

另外 ２０世纪初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通过传教活动进入青海 ， １９１５ 年后陆续在今互助 、
大通 、 民和 、乐都等地区建立了一些教堂和教会小学 。 至建国前夕 ， 互助地区共有四所教
会小学 。同时 ， 在广大虔诚教徒的大力支持下 ， 土族地区的佛教寺院教育依然保持了旺盛
的生命力 。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热心本民族文化教育普及的土族进步人士朱福南 。 朱福南
（１８９４ — １９８０） ， 字海山 ，僧名锁南拉吉 ，人称 “朱喇嘛” 。生于民和县官厅镇结龙庄 ， 自幼
出家为僧 ，曾赴青海塔尔寺及西藏 、 内蒙等地求学 。 他兼通土 、 藏 、 蒙 、 汉四种语言 ， 学
识广博 ，为九世班禅所重用 ， 先后任职于班禅驻南京办事处 、 班禅办公厅堪布和民国政府
蒙藏委员会 。朱福南在任职期间 ，积极扶持土族地区文化教育 ， 于 １９３４ 年自筹经费创立了
民和县官厅小学 ，其后又创办了官厅女子小学 。建校之初 ， 即有 ３０ 多名女童入学 。 这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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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的一些人 ， 在解放后成为骨干女教师 ， 对地方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 １９３７ 年夏 ， 在他
的奔走下 ，官亭学校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直属官亭中心小学校 。 自此师资优越 ，
经费充裕 ，学生增至 ５００多人 。 １９３８ 年 ，他又在官厅地区建立了一所图书馆 。 除兴办教育
外 ，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 ，在土族地区倡导禁吸鸦片和禁止妇女缠足 。

但是 ，近代土族贫困的生活和落后的文化教育状况 ， 严重地影响了土族社会的发展进
步 。很多土族群众就连日常生活中写书信契约 ， 也要跑很远的路请人代笔 ， 还要付不少的
报酬 。 解放前土族地区在先进技术的应用 、推广等方面 ，完全是一片空白 。

思考题

１畅 试述评维吾尔族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
２畅 试述评回族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
３畅 试述评哈萨克族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
４畅 试述评东乡族近代教育的发展特点 。
５畅 试述评土族近代教育的发展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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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近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西藏地区少数民族的近代教育

藏族地区的近代教育是在维新运动的推动影响下兴起的 。 以 “新学” 改良 “旧学” ， 兴
办学校 ，是当时教育改良的主要内容 。 张荫棠 、 联豫 、 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人在西藏推行新
政措施 ，改良原有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 倡导兴办学校方面 ，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民国时
期 ，国民政府也在藏区兴办了一些学校 。

一 、张荫棠 、联豫在推行新政中兴办学堂

１９０４年 ， 英帝国主义侵占西藏拉萨 ，迫使西藏地方官员签订城下之盟 ， 西藏局势危急 。
但是 ， 驻藏大臣有泰屈膝求和 ， 对西藏人民反帝反侵略斗争 ， 采取 “任其战 ， 任其败” 的
反动政策 。广大藏族同胞对有泰的投降主义极为不满 。 清政府遂令张荫棠 （１８６４ — １９３５）
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 ， 进藏 “查办藏事” ， 推行新政 。 张荫棠赴任后 ， 向清政府提出了
“治藏建议十九条” 和 “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 等新政措施 ， 其中 “广设汉文学堂” 、
“创办汉藏文白话报” 等内容是关于兴办文化教育的 。

１９０７年 ，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统管全藏学务的常设机构 ———学务局成立 ， 依照清政府颁
行的 枟奏定学堂章程枠 ，并参酌西藏地方实际 ，分别制定了蒙养院 、 初等小学堂 、 藏文传习
所 、汉文传习所等新式学堂章程 。

枟蒙养院简章枠 中规定 ： 由旧义学改为蒙养院 ， 以启发儿童活泼心思 、 幼稚天性为宗
旨 。蒙养院是初等小学堂的预备科 。 院中学童有符合小学入学水平者 ， 遇小学堂有缺额时 ，
可由总理学务委员推荐 ，升入初等小学堂学习 。蒙养院设有诵读 、 浅近珠算 、 游戏 、 唱歌 、
手技等五科 。

枟初等小学堂简章枠 规定以尊孔 、忠君 、明伦 、爱国为宗旨 。 初定学制五年 ， 后又改为
六年 。 所设课程有读经 、讲经 、 作文 、 算术 、 修身 、 历史 、 格致 、 地理 、 体操 （体育） 九
科 。学生毕业 ， 由驻藏大臣亲自考验 ，成绩优秀者保送入高等小学堂继续学习 。

枟藏文传习所章程枠 中规定 ：藏文传习所以翻译藏文 、 学习经典为宗旨 ； 学制五年 ；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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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明白汉文 、初通藏语的 ２０岁左右青年入学 ；课程分为藏文读法 、 译解 、 中文 、 算术 、 修
身 、历史 、地理 、格致 、体操九科 。

枟汉文传习所章程枠 中规定 ：汉文传习所 ，以学习汉语 、 汉文为宗旨 ， 学制五年 ， 录取
２０岁左右 、初通藏文的藏族青年入学 ；主设课程有诵读 、 讲解 、语言 、文字 、算术 、历史 、
地理 、 体操八科 。

根据 枟清季筹藏奏牍 ·张荫棠奏牍枠 （卷三） 中记载 ， 张荫棠曾在西藏学务局的规划和
具体经办下 ，采取措施 ，兴办各种新学堂 。

他首先提出了 “使藏民人人能读书识字 ， 开发民智” 为宗旨的兴学目标 。 在同西藏地
方摄政筹商时 ， 提出 “计前后藏寺院三千余 ， 拟令自筹经费 ， 各立汉文蒙学堂一所 ， 兼学
算学 、 兵式体操 、汉文汉语” 。

张荫棠还曾提出并倡导近代西医西药教育 ， 主张引进西医诸法 ， 开近代藏区西医药教
育之先河 。

总之 ，张萌棠在推行新政中提出的改革西藏旧学 、 提倡新学 、 设立学堂等一系列措施 ，
对近代西藏教育的发展 、进步 ， 具有重要意义 。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 ， 无暇顾及西藏各项
革新的实施 ，其设想未能实现 ， 即被撤回 。 但为联豫等人后来兴学办校 ， 打下了一定的基
础 。

张荫棠离藏后 ，联豫继任驻藏大臣 ， 继续推行新政 ， 倡导兴办学校 ， 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

１畅 创办陆军小学堂 。联豫提出 ， “练兵尤为急务” ， “唯有先行练兵 ，以树声威 ，而资震
慑” 的意见 ，并在西藏创办了一所陆军小学堂 。 在原扎什城演武厅基础上扩建成陆军小学
堂速成科 ，择营中兵弁及汉藏青年各 ２０ 名 ，入堂学习军事和文化 ， 以达 “使边民识字 ， 兼
明战术” 之目的 。

２畅 推行实业教育 。联豫驻藏期间 ，在西藏筹设陈列所 ， 从四川采购近代机器设备 ， 予
以展览 ，并派人讲解演示 “物之原质 ，及一切制作之法” ， 让藏民参观学习 。 他还选派资质
聪颖的 ２０余名藏族子弟 ， 赴四川劝工局学习农业 、林业 、 畜牧业等的加工技术 。

３畅 培养藏汉翻译人才 。 联豫驻藏期间曾上书清政府 ， 鉴于汉藏翻译人才缺乏之实际 ，
设立藏文传习所 、汉文传习所各一 ， 选派汉人子弟 １０ 余名 ， 专学藏文 ， 选派藏族子弟 ２０
名 ，专学汉文 ， 将来逐渐推广 ， 那么 ， 汉族人认识藏文 ， 藏族人认识汉文 ， 对于汉藏文化
的交流 ，尤为有益 。后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 联豫便着手创办汉藏文传习所 ， 对汉藏翻译人
员进行短期的语言培训 ，收效很大 。

４畅 设立翻译局 ，翻译实业书籍 。 译书局在翻译朝廷政令的同时 ， 还选择有关实学实业
之书译成藏文 ， 以便藏族群众阅读 ， 既收到推广实用科技之功 ， 又起了移风易俗 、 启迪民
智之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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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畅 在西藏设立初等小学堂 。 １９０７年 ，联豫在其 枟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折枠 中 ， 向
清廷陈述设立初等小学堂的理由 ： “查西藏文学数千年 ， 不通中国 ， 仅译注经典而已 ， 而于
伦理经史 ，微言大义 ，素未讲求 ，以故进化甚迟 ， 迷惘如故 。 今拟逐事振兴 ， 非先通文学 ，
明其义理 ， … … 而欲先通文学 ，非设立学堂以诱化之不可 。” 根据联豫所奏 ， 学部议定 ， 在
西藏筹设两所初级小学堂 ，招学生两班 。 待学生自初等小学堂毕业后 ， 再设高等小学堂深
造 。

仅据 １９０８年 ５月不完全统计 ，西藏已成立初级小学堂 、 藏文传习所 、 汉文传习所 、 陆
军小学堂等共 １６ 所 。另据西藏学务局于 １９１１ 年向清中央政府学部报告称 ， 西藏各地陆续
开办蒙养院共 ９ 所 ，分布在拉萨 、山南 、达木 、江达等地方 ，学生总数为 ２７４人 。

综上所述 ， 张荫棠 、联豫在推行新政中兴办近代教育 ， 在西藏兴办学堂的做法 ， 具有
一定的历史意义 ，对西藏近现代教育的产生 ， 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为西藏的现代教育奠
定了基础 。

二 、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展西藏近代教育的举措

在改良革新思潮的影响下 ，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 （１８７６ — １９３３） 也顺应形势 ， 对
西藏教育提出了若干新举措 ：

（一） 选派贵族官吏及子弟出国留学

１９１２年 ，选派侍从堪布 、著名藏族学者擦珠 · 洛桑益西 ， 化装去日本学习 。 １９１３ 年 ，
又派门冲 ·钦热贡桑 、吉普 · 罗布旺堆 、 强俄巴 · 仁增多吉 、 郭卡尔瓦 · 索朗贡布四名贵
族子弟到英国伦敦留学 。 １９１５ — １９２３ 年 ，达赖又多次指令西藏各地政府 ， 选派贵族子弟去
英国 、 印度等国学习军事 、电机 、采矿等专业技术 。

（二） 筹建藏军 ，创办西藏贵族军官训练学校

１９１４年 ， 西藏噶厦政府设立马基康 （藏军司令部） ， 着手筹建藏军 。西藏地方政府每次
派 ５０名士兵和军官到江孜受训 ，由商务委员公署的卫队和英国人 、 印度人担任教官 ， 十三
世达赖曾派仲巴扎萨 、多仁台吉等高级官员多人 ， 入校接受训练 。 １９２２ 年 ， 英国开始通过
驻江孜兵营轮训西藏地方部队 ， 并组织策划建立了仲扎玛噶即西藏贵族军官训练学校 。
１９２４ 年 ，十三世达赖发现英国人有策反取代他之企图 ， 便下令解散了仲扎玛噶学校 。 由英
国人训练出来的西藏军官 ，以后分到各代本 （即团） 任职 ， 组成了 ２０ 个代本 。 这就是最初
的藏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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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创办藏文学校

自 １９１２年后 ，十三世达赖下令给西藏地方各宗 （即县） ， 都要成立藏文小学 。 规定凡
藏族子弟不分出身贵贱 ，只要愿意学习者 ， 都可以进藏文小学学习 。 一律不收学费 ， 教员
工资也由地方政府发给 。规定一出 ， 各宗纷纷兴办藏文小学 ， 寺院教育与藏文小学相得益
彰 ，相互补充 ， 对当时扫盲 、 普及藏文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四） 创办门孜康罗布扎 （医算专科学校）

１９１６年 ，十三世达赖为发扬第司 · 桑杰嘉措的办学传统 ， 下令在拉萨周吉林寺创办
“门孜康” ，全称 “门孜康罗布扎” 。该校是西藏唯一的一所医算专科学校 。 教学内容主要是
学习医药 、天文历算 、 藏文文法 、 正字法 、 诗歌基本理论和经学等课程 。 在教学方法上 ，
首先让学生熟读 枟四部医典枠 ，具有熟记 、背诵 、 应考的能力 。 其次 ， 十分重视教学实践活
动 ，每年藏历初一至十五日 ， 都组织学生上山采药 ， 让学生进行辨认药物并按传统方法进
行药物炮制加工的实习活动 。 再次 ， 运用形象化教学手段教学 ， 复制了 枟四部医典系列挂
图枠 ，以画卷形式系统介绍医药理论及实践技术 ，在课堂的墙上 ， 绘有 枟脉络详图枠 、 枟火灸
治疗法图样枠 等 ，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

综上所述 ， 十三世达赖采取了一些革新教育等措施 ，对发展西藏近代教育做出了贡献 。

三 、国民政府在西藏兴办学校

国民政府曾在西藏的拉萨和昌都等地创办过学校 ，其中以 １９３８ 年夏末开办的 “国立拉
萨小学” 较为有名 。该校隶属于教育部边疆教育司 ， 最初在校学生不到 １００ 人 。 学校设有
藏文班 、阿拉伯文班 、汉藏文班 ，课程设有藏文 、 国语 、 算术 、 历史 、 地理 、 公民 、 常识 、
音乐 、 图画 、体育 、习字和阿拉伯文等 。藏文由喇嘛 、阿拉伯文由阿訇分别任教 。

１９４０年 ，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委任王信隆任拉萨小学校长 。 王信隆到任后 ， 根
据民族和信仰的不同 ，分别设置了汉文 、 阿拉伯文和藏文 ３ 个班 ， 教学质量有所提高 ， 在
校学生人数增至 １５０多人 。

１９４６年 ，刑肃芝任校长时 ，学校规模不断扩大 ， 除修建了礼堂 、 操场等各种文体设施
外 ，还增设了幼儿班和上层人士子女特别班 ， 在校学生人数达到 ３００ 余名 ， 教职工 ２０ 余
人 。此外 ，学校还制定和颁布了物质奖励和奖学金制度 ，帮助救济家境贫苦的学生 。①

综上所述 ， 在张荫棠 、联豫 、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国民政府等的努力下 ， 改良了西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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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 “旧学” ，初步建立起了 “新学” ， 与清朝前期相比 ， 学校增加了 ， 入学的人数也大大
超过了前期的 “旧学” ， 尤其是接受启蒙教育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 。 教育目的更趋近于实
用 ，教学内容很多是实业及其技术性学科 ， 教学形式已经有了很大的灵活性 ， 多注重理论
和实践的结合 。

第二节 　 甘 、 青 、 川藏区的近代教育

在新政和教育革新思想的启迪 、 推动下 ， 甘肃 、 青海 、 四川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都
改成了高等小学堂 。与此同时 ，甘 、 青藏族聚居区内也先后创建了一些初等小学堂 。

一 、甘 、青藏区的近代教育

甘肃 、青海两省在清末民国年间 ，也改 “旧学” 为 “新学” ， 创办了很多小学堂 ， 将原
来的书院逐渐改为高等学堂 ， 改良教学内容 ，改革教学方式 ，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

（一） 甘肃藏区近代教育

1畅 甘肃藏区建立近代初等小学堂

据 枟甘肃新通志枠 （ 枟学校志 ·学堂枠） 中记载 ：碾伯县于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年） 设立初
等小学堂 ３所 ，有教习 ３人 ，分别有学生 １０余名至 ３０名 。大通县设初等小学堂 ４所 ，教习 ４
人 ，学生无定额 。 １９０６年 ，贵德厅城乡设初等小学堂 ６所 ，有教习 ６ 人 ，学生无定额 。洮州
厅设立初等小学堂 ３所 ，有教习 ３人 ，学生约计 ８０至 ９０人 。西固州设初等小学堂 １所 ，有教
习 ２人 ，学生 １６人 。文县城乡设有初等小学堂 １０所 ，有教习 １１人 ，各学堂学生无定额 。

按清政府 １９０３年颁布的 枟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枠 规定 ， 初等小学堂学习年限为 ５ 年 。
课程设有修身 、 读经 、 讲经 、文学 、 算术 、 历史 、 地理 、 格致 、 体操等 。 教材以官设编书
局及学务大臣审定的为准 ，但也可从学堂实际出发 ，选定教材 。

2畅 甘肃部分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

据 枟甘肃新通志枠 （ 枟学校志 ·学堂枠） 记载 ：凤山书院改为碾伯县高等小学堂 ，有校长
２人 ，教习 ２人 ，学生 １５人 。原泰兴书院 ， 改为大通县高等小学堂 ， 有教习 ２ 人 ， 学生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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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西宁县社学改为西宁县高等小学堂 ，有教习 １ 人 ，学生 ３７ 人 。 原河阴书院改设为贵德
厅高等小学堂 ， 有教习 １人 ， 学生 ７ 人 ； １９０５ 年新设循化厅高等小学堂 ， 设教习 １ 人 ， 有
学生 １３ 人 。原丹噶尔厅新社学 ， 改设为丹噶尔厅 （今湟源县） 高等小学堂 ， 有教习 １ 人 ，
正额生 ２０名 ，备额生 ２０名 。 巴燕戎格厅 （化隆县） ，城乡共有 ４ 所高等小学堂 ， 共有教习
４人 ，学生 ６０人 。 原兴文书院改设为文县高等小学堂 ， 有正副教习各 １ 人 ， 学生正副额生
各 ２０人 。洮州厅高等小学堂设立于 １９０６ 年 ， 设教习 １ 人 ， 有正副额生各 １０ 人 ， 附课者 ６
人 。高等小学堂 ，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 ， 学习年限定为 ４ 年 。 开设修身 、 读经讲经 、 中
国文学 、算术 、 历史 、地理 、 格致 、 图画 、 体操等课程 。 所用教材 ， 均以编书局编写及学
务大臣审定 ，也可根据各学堂实际选定 。 然而 ， 一些高等学堂因师资不足 ， 许多课聘不到
教师而无法开设 ；有的课虽有教师 ， 但因教材使用不够明确而无法施教 ， 致使教学效果不
高 。

民国时期 ， 藏传佛教各派上层人士及藏民文化促进会等群众团体 ， 相继在甘肃藏区兴
办学校教育 。如 １９２２年由世袭土司杨积庆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城关镇人民路创办的
柳林小学 ； １９２７年由藏民文化促进会创办的拉卜楞藏民小学 ；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 由宗教界上
层人士顾嘉堪布 （藏族） 创办的祁连山私立红湾寺藏民学校 ；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由国民政府创办
的拉卜楞青年喇嘛学校等 。 国民政府还在甘肃的临夏 、 酒泉 、 夏河等地 ， 设立了国立西北
师范学校 、肃州师范学校 、拉卜楞女子小学等 。 这些学校的创办 ， 都以振兴藏族文化和教
育为宗旨 ，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①

（二） 青海藏区近代教育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 ，西宁办事大臣创办了 “蒙古半日学堂” 一所 ， １９１２ 年后 ， 扩建
为 “蒙番学校” ， 后又改为 “蒙番师范学校” 。 １９２０ 年 ， 增设师范甲种讲习科 ， 主要培养蒙
藏教育师资 。 １９３３ 年 ，青海蒙藏文化促进会成立 ， 马步芳任理事长 。 青海蒙藏文化促进会
成立后 ，积极开展办学活动 ， 自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３７ 年 ， 在化隆 、 湟中 、 互助 、 乐都 、 大通 、
门源等县设立蒙藏小学 １５ 所 。 １９３７年 ，将马步芳以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名义设的蒙藏
小学校改建成蒙藏初级中学 。 此外 ， 民族宗教界人士也纷纷捐资创办学校 ，投身教育事业 。

国民政府在青海省的西宁 、 湟源 、 大通 、 贵德 、 乐都 、 循化 、 民和 、 共和 、 玉树和果
洛等地设立初 、 高级小学 ５８８ 所 ， 计有学生 ２４３０７ 人 ， 教职员 ９５４ 人 。 并先后成立了青海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青海省立第一中学 、 青海省立乐都中学等 。 在藏区还设立了县立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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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余所 ，学生近 ２０００人 。①

１９３４年 ９月在西宁创办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 ， 并附设蒙藏小学一处 。
１９４０ 年改为国立西宁师范学校 ； １９４２年 ，由喜饶嘉措大师倡议 ， 以 “改进边疆教育 ， 增进
藏民文化 ，阐明抗战建国” 为办学宗旨 ，创办了青年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 。②

总之 ，清末民国时期 ，甘 、青地区少数民族的近代教育在形式 、 内容 、 方法上都发生
了较大变化 ，建立了一些近代新学 。 但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还是很少 。 尽管如此 ， 这些学堂
的创办对后来甘 、青少数民族教育的进步和发展 ， 还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二 、四川藏区的近代教育

（一） 四川藏区近代学校的兴起

四川藏区的近代教育在晚清 “新政” 中兴起 。 １９０４ 年 ， 打箭炉 （今康定） 直隶厅同知
伍文元在诸葛街禹王宫开办大同学校 。 同时 ， 巴塘粮员吴锡珍也相继创办官话 （汉语） 学
堂 ，编辑官话课本 ，由粮府供给学生伙食 ，首开四川藏族学校教育之先河 。

此后 ， 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于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 年） 成立了四川藏文学堂 。 为解
决师资问题 ， 赵尔丰采取了许多措施 。 如有些地方急需教师 ， 即决定临时招生 ， 训练数
月 ， 遂可派往任教 。 在平定察隅地区后 ， 他决定从成都招收文字通顺者 ５０ — ８０ 人 ， 在巴
塘培训 ３ 个月 ， 然后派去担任教师 。 此后 ， 他还在打箭炉开办了关学师范学堂 （后改为藏
文专修学堂） ， 招收 “川省西南两道明白子弟暨川省藏文毕业生 ， 并炉厅附近通藏语而兼
识国文者入学” 。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年） ， 赵尔丰在巴塘设关外学务局 ， 创办学堂 。 后
又办初小 、 高小 、 实业 、 师范 、 通译等学堂 １８０ 余所 ， 就读学生达 ４０００ 多名 。 为了让更
多藏民儿童入学 ， 赵尔丰规定各寺院须将年幼的喇嘛开具名单 ， 一律送他们 “入学堂学习
汉文汉语” 。

（二） 四川藏区近代学校的发展

巴 、理二塘学务兴办后 ， 川边藏区纷纷兴学 ， １９０７ — １９１１ 年间 ， 川边藏区设学就达
２００余所 ，在校生达数千人 。初等小学堂向普及化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 ，又在一些条件较
好的地方 ，因地制宜 ，创办实业教育 。

１９０７年关外学务局成立后 ，即饬令川边各县 ，令其开办官话和初等小学堂 。先分巴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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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 、 乡城 、盐井四学区 ， 又逐步推及打箭炉 、 道孚 、 雅江 、 稻城等县 。 按 枟奏定初等小
学堂章程枠 规定 ， 官话学堂以学汉语 、 汉文为主 。 官话学堂毕业方能入初等小学堂学习 。
小学堂要开设读经 、修身 、国文 、历史 、 地理 、 算术 、 格致 、 体操等课程 。 １９０８ 年 ， 赵尔
丰等又奏拨办学经费 ３ 万两 ， 以资扩校 。 遂于巴塘 、 理塘 、 雅江 、 乡城等县 ， 都创办了初
等小学堂 ，并由成都咨调藏文学堂毕业生出关任教习 。同年 １０ 月 ， 打箭炉厅在厅及其所属
各乡里 ，再各设藏民学堂一所 。 并按照办理蒙养学堂和初等小学堂的办法 ， 藏民子弟 ， 不
分贫富 ，凡 ６至 ７岁的儿童 ， 一律得入学堂读书 。 是年内 ， 川边藏区共设学堂 ３０ 余所 ， 男
女学生千余名 。

到 １９０９年 ， 仅巴塘 、 理塘 、 稻城 、 雅江 、 乡城等地 ， 就建立学堂 ６０ 余所 ， 学生 “咸
知官话 ，初识汉文” ，三年办学 ，初见成效 。因此 ，赵尔丰奏请 “为关外满三年办学人员中
的成绩卓著者 ， 择优褒奖 ，以资鼓励” 。

１９１０年 ， 江卡 （宁静） 、乍丫 、昌都 、德格 、白玉等地区也纷纷办学 。因兴学区域的逐
渐扩大 ，遂将学区分为 ８个 。 为增加办学经费 ， 同年 ， 赵尔丰将光绪三十一年征剿巴塘等
地缴获物 、银器等变价处理得银 ５４０００ 两 ， 拨给学务局及雅江 、 稻城 、 乡城等县 ， 作修建
学堂和购置学生衣履的费用 。

１９１１年 ，武成 （三岩） 、 贡觉 、 甘孜 、 绒坝岔 、 邓柯等地又相继建立学校 。 按当时规
定 ，官话 、初小 、高小 、师范 、通译各学堂 ， 除师范 、 通译学堂外 ， 都主要收藏民子弟入
学 。

据 枟稻城县图志枠 和 枟康定县图志枠 记载 ， 到 １９１１ 年 ， 川边地区的学校 ， “有学校二
百余所 ，学生九千余人 。”

此外 ，赵尔丰在改土归流推行新政中 ， 在普建初等小学堂的同时 ， 根据 枟奏定实业学
堂通则枠 之规定 ，明令学务局积极从实际出发 ，兴办藏区实业教育 。 于是在 １９１０ － １９１１ 年
间 ，先后在川边巴塘 、雅江等地创办陶业学堂 、蚕桑学堂等 。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 ，加之连年战争 ， 有些学堂被迫停办 。 １９３７ 年 ， 国民政府在四川设
立了 “边民教育委员会” ， 以康定 、泸定 、马尔康 、汶川为重点 ， 先后在藏区恢复和兴办中
等学校 １３所 ，小学校 １５７ 所 ，学生达 ５２００ 余人 。 较为知名的学校有西康省立边疆师范学
校 、巴安国立师范学校 、西康省立巴安小学 、 国立松潘初级职业学校 、 德格县立小学 、 国
立木里小学等 。①

西康省立第一边疆师范学校前身为 １９４４年创办的西康省立边疆师范学校 。 １９４６年改此
名 。至 １９４９年 ， 先后招收中师 ３个班 、 简师 ４个班 ， 学生 ２００ 余人 。 学生以藏族为主 ，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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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汉 、 回等族学生 ，学制 ４年 ，必修课为公民 、康藏史地 、 边疆教育 、 国文 、 藏语 、 音乐 、
体育 、 军训等 。 专业课按教 、农 、 工 、 医分科 。 教 ， 设教育概论 、 教学法 、 数理生物 、 实
习 ；农 ，设农业概论 、 农业经济 、 畜牧 、 生物 、 化学 、 园艺 、 实习 ； 医 ， 设生理卫生 、 医
疗常识 、护理学 、内科和外科 。

国立巴安师范学校前身为 １９４３年创办的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巴安分校 ， 学制 ４ 年 ， 招收
高小毕业生 。 １９４７ 年在校生 ８０余人 ， 设简易师范和边疆师范 ２个班 。

德格县国立小学前身为 １９３７年由德格县长范昌元等人创办的德格县立小学 ， 招收县城
附近各乡的农牧民子弟 。 １９３９ 年改为西康省立小学校 ， １９４３ 年改此名 。 校长由教育部委
派 ，经费由教育部拨给 。课程设置有国语 、算术 、 历史 、 地理 、 体育 、 图画 、 劳作 、 藏文 、
写字等 。①

总之 ，在废除 “旧学” 、倡导 “新学” 思想的影响下 ， 四川各少数民族聚居区也纷纷创
办学堂 ，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 ， 接受启蒙教育 。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 ， 入学率没有达到预
期效果 ，但是 ， 这些学校的兴办以及所做的种种努力 ， 为民族地区的现代教育打下了一定
的基础 。

第三节 　 云南各民族地区的近代教育

一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新式学校的兴起

在兴办 “新学” 热潮的影响下 ， 清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 年） 云南开始筹办学堂 ， 光绪
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年） ，五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 ， 这便是云南省新式教育的开始 。 １９０９ 年时 ，
云南省设立了 “沿边学务局” ，专管永昌府 、顺宁府 、普洱府和镇边直隶厅的边疆少数民族
教育事务 ，并于次年办起了 １２８ 所土民学塾 ，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少数民族教育事
业的发展 。

１９１２年以后 ， “讨袁护国” 运动的兴起后 ， 因军费所需甚巨 ，所有土民学校停止支给省
款 ，改由就地筹款自办 。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因此而受到沉重打击 。

１９３１年 ４ 月 ， 枟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枠 公布 ，使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有了 “纲领” 性的文件 。该 “纲要” 共有 ２９条 。在教育对象 、 师资问题 、教学内容及学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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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费等方面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 在 “纲要” 颁行后 ， 云南在昭通 、 普洱 、 永昌 、 丽
江 ４个省立中学及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共办了 ２ 年制的边地师资训练班 ６ 所 ， 招收边疆和附
近山区的少数民族子弟 ２００余人 ，毕业后各回原籍工作 。 在边地 ２６ 个县设治的县 、 局 、 区
（以下简称县 、局 、区） 内设立了简易初级小学 ３７７ 所 ， ３８２ 班 ， 学生约 １ 万人 ， 在兰坪 、
康乐 、 麻栗坡等县 、区各办起了一所简易师范学校 。

二 、苗民 （泛指少数民族） 教育计划

１９３３ 年 ４ 月 ， 云南将边地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 ， 制订 枟本省边地教育三年推进
计划枠 ， 通饬边地各县 、 局分别查遵办理 。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 ， 教育厅长龚自知先后上书教育
部及蒋介石 ， 力请补助 “边教” 经费 。 同年 ８ 月 ， 教育部电令云南省教育厅实施苗民教
育计划 ， 并下拨经费 。 为此 ， 云南省又制定了 枟实施苗民教育计划枠 。 主要内容就是以少
数民族聚居 、 教育不发达 、 语言文字不统一的地方为主 ， 设立学校并劝导当地民族就学 ，
最终使其文化教育程度达到或接近内地的水平 。 在德钦 、 腾越 、 缅宁或镇康 、 车里 （景
洪） 、 开化等地设省立简易师范学校 ， 开办正班 ， 或先办 １ — ２ 年的师资训练班 ， 以解决
师资问题 。 同时在上述简易师范学校内办附属小学 。 另外 ， 还要在中甸 、 维西 、 福贡 、
贡山等地设省立小学 ， 并办 １ — ２ 年的师资训练班 。 教育经费由中央补助的 “边教” 暨
“义教” 经费支给 。

与此同时 ， 云南在这年还同时公布了 枟边地简易师范及小学设学概要枠 、 枟云南省设置
省立小学纲要枠 等 ，要求省立边地小学招收学生应该以少数民族为主 ， 小学校应该设在边
疆县城或民族聚居中心 ，要求每县设立一所 。还把边疆民族地区划为 １２ 个学区 。 后增加到
１５个学区 ， ３４所民族小学 ， １５６个年级 ， ７５９２名学生 ，教职员 ２２６人 。

１９３５年 ６ 月 ，云南省政府决定 ： “凡有土司地方 ，均应选送土司亲属 ２名到省城南菁学
校肄业 。”

１９３６年 ，教育厅又颁布 枟云南省苗民学生待遇细则枠 。
１９３７年 ， 教育厅对省立边地学校进行了统计 ， 计有双江 、 腾越 、 佛海等 ３ 所简易师范

学校 ， ７ 个学级 ，在校生 ３７３ 人 。 ３５ 所省立边地小学 ， １５９个班 ，在校生 ６８９９人 。
为了进一步吸引边疆少数民族子女入学 ， 解决他们入学的后顾之忧 ， 省教育厅又于

１９３９年 ４月颁行 枟云南省立边地土民小学学生待遇细则枠 。这一细则的出台 ， 在一定程度上
巩固了边地学生的入学率 。

据统计 ， １９４０年时 ，全省共有公 、私立小学 １１０６９所 ，在校生 ７７４８１６人 。其中民族小
学数占全省的 １１ ％ ，民族小学生占全省的 ８ ％ 。

１９４１年后 ，云南省的教育经费不再独立 ， 省财政经费也紧缩 ， 加之又受日军侵华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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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教育当局只好采取裁校减员的办法维持教育现状 。 少数民族教育也受到很大影响 。 边
地教育陷入困境 。

１９４４年 ，滇西沦陷区收复 ， 教育厅公布了 枟云南省边地教育三年推进计划枠 ， 指出 ：
６ — ４５岁不通国语 、不识字的边地人民 ， 都应该受边地教育 。 按此计划 ， 云南省于 １９４５ 年
春 ，将泸水 、梁河 、盈江 、莲山 、潞西 、 陇川等 ７ 个设治区的省小一律恢复 。 次年又恢复
并增设镇康 、澜沧 、屏边 、佛海 、瑞丽 、河口等 ６校 ， 计 ２６所省小 。 １９４７年后 ，又因财政
改制 、 内战及通货膨胀 ，云南省的收支不敷过巨 ， 在奉令裁员之下 ， 各省立边地小学从当
年 １月始一律暂交由地方接办 。云南的边地教育从此一蹶不振 。①

在课程设置方面 ， 一般均照教育部的规定执行 。 １９３１ 年 ，边地初级小学的课程有语文 、
党义 、 算术 、常识 、体育 ５ 门 。 １９３４ 年则设有公民 、 卫生 、 体育 、 国语 、 社会 、 自然 、 算
术 、劳作 、美术 、音乐等 １０门 。 １９３７年 ，省政府提出边地民族教育要进行 ５ 方面的教育 ：
一是将国语教育定为中心 。对有文字的民族在保证国语教育的前提下 ， 可兼授傣文和藏文 。
二是公民教育要给他们灌输国家的光荣历史 ， 强化他们的爱国意识 。 还要从地理方面增强
其国家领土的概念和意识 ， 从人种 、 风俗 、 信仰 、 文化等方面启发其国家民族的意识 。 三
是卫生教育 。四是生产教育 。 五是宗教教育 。

这些课程设置的初衷是好的 ， 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远离预期目标 。 教学内容大多与
边疆少数民族的认知心理 、价值取向 、 思维定势大相径庭 ， 有的甚至还与当地民族的信仰
及习俗发生冲突 。

在教学方法上 ，从 １９３５年起 ，实施边地少数民族教育以通习国文 、 国语为主 ， 同时为
方便教学 ，开始一段时间还兼用民族语 。国语教学先求 “能说” ，再求 “能读” 、 “能写” 。②

综上所述 ， 清末 、民国时期 ，云南创办了一些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 ， 加快了少数民族
教育事业的步伐 ，取得了一些成绩 。 但就总体而言 ，受教育的人口与少数民族总人口相比 ，
依旧比例悬殊 ， 大多数少数民族子弟由于观念 、 交通 、 经费 、 教师 、 教材等问题 ， 没有机
会上学 ；加之当时战乱不停 ， 学校上课时断时续 ， 真正能够潜心学习的人寥寥可数 。

纵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近代教育 ，与古代教育相比呈现如下特点 ： 其一 ， “新学” 成
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教学内容 。 西南地区纷纷兴办新学 ， 创办小学堂 ， 更新教学内容 ， 改变
教育观念 ，改革教学方式 ， 培养了大批 “新学” 人才 。 其二 ， 一些有识之士为了抵制国外
传教士的宗教渗透 ，逐渐看到民族教育的重要性 ， 并为近代民族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 其
三 ，采取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发展少数民族教育 。 其四 ， 动荡的时局影响了少数民族教
育的发展 。在清末 、民国时期 ， 由于连年战乱 ， 不仅教育经费没有保障 ， 日常的教学秩序

·７７２·

①

②

参见蔡寿福主编 ： 枟云南教育史枠 ，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３００ — ５３５ 页 。

参见蔡寿福主编 ： 枟云南教育史枠 ，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 第 ５９２ — ６００ 页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也不能维持 ；在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 ，由于时局的动荡而被迫停办的学校比比皆是 。 总之 ，
这一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 ， 与古代相比 ， 无论从教学内容 、 教学方式上 ， 还是从
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上 ，都有了很大的改观 。 但是 ， 此时受教育的对象依然很少 ， 特别是
少数民族子弟的入学率还是比较低的 ， 能够享受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子弟 ， 更
是少得可怜 ；有些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在解放前夕还处在原始教育的状态 。

思考题

１畅 试述评张荫棠 、联豫在西藏所采取的教育政策 、措施 。
２畅 试述评云南少数民族的近代教育 。
３畅 试述评四川少数民族的近代教育 。

·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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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近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民族的近代教育

一 、壮傣语支民族的近代教育

（一） 壮族的近代教育

1畅 清末的壮族教育

广西新学兴起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 康有为曾于 １８９４ 年和 １８９７ 年两次来广西讲学 ，
传播维新思想 。 并在广西实力派人物的帮助下 ， １８９７ 年在桂林发起成立了一个维新派组
织 ——— 圣学会 ， 后又成立 “广仁学堂” 等 ， 宣扬维新派的主张 ， 对开启民智起到了积极
作用 。

清末废科举 ，兴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年） 起各地改书院为学堂 ， 壮族聚居地区
开始出现第一批新式学堂 。 初步建立起一个由小学到大学 ， 包括民族教育 、 职业教育 、 军
政干部教育 、成人教育等在内的教育体系 。 在新学堂中 ， 壮族子弟占了相当数量 。 由于维
新派的倡导 ，出洋留学之风遂开 。 壮族最早留学的是归顺 （治今广西靖西县） 人曾汝景 ，
于 １９０３ 年公费留学日本 。 据 枟广西留学史枠 记载 ， 清末广西公费与自费的留学生累计 ２４５
人 ，这些人中约有 ３８人来自壮族聚居区 。①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 ，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准在桂林专设土司学堂一所 ，从土官的正
支子弟中选资质聪敏者入学 ， 无合格者再选旁支 ， 时有学生百余人 ， 辛亥革命后逐步废止 。

2畅 桂系时期的壮族教育

旧桂系时期 ，基础教育有所发展 ，但其他各类教育则是倒退的 。 １９２５ 年 ７ 月 ， 以李宗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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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黄绍竑 、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打垮了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势力 ， 统一了广西 。 新桂
系时期 ，广西教育进入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时期 。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 ， 广西地方当局先后提出
了 枟广西教育改进全稿枠 、 枟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枠 、 枟十二年教育施政纲要枠 、
枟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六年计划大纲枠 、 枟广西普及国民基础研究院开办计划枠 、 枟广西普及
国民基础教育指导区规程枠 等有关教育政策 ， 推动了壮族地区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 。 民国
期间 ， 壮族地区较发达的乡村有初级小学 ，乡镇有高级小学 （或谓中心小学） ， 一般县城均
有一所初级中学或完全中学 ， 个别县有省立中学 。

国民基础教育的宗旨是 “提高民族文化水平 ， 准备基础建设干部” 。 要求每个村 （街） 、
乡 （镇） 一律建立国民基础学校 ，让男女老少人人接受基础教育 。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 ， 壮
族地区不少县先后建立了一批乡镇级的国民基础学校和县级国民基础中学 （简称国中） ， 学
制为低级班 、高级班各 ２年 。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 ， 国民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学校数量 、
学生数量迅速增长 ， 广大的壮族边远山区增设的校点也不断增多 。 民国期间广西境内壮 、
瑶 、毛南 、仫佬 、侗 、苗 、水 、彝 、 京等民族被统称为 “特种部族” ， 对之实施的教育称为
“特种教育” 。 １９３４年元月广西政府组织省特种教育委员会 ， 时任教育厅长的雷沛鸿任主任
委员 ， 省督学张家瑶主持实务 ，负责规划全省的特种教育事务 。

１９３４年 １２ 月制定了 枟特种教育区域设校补助办法枠 和 枟广西省特种教育实施方案枠 。
规定了特种部族区域每乡设中心国民基础学校 １ 所 ， 每村 、 街设国民基础学校 １ 所 。 １９３７
年 ，全省特种部族 ２１９个乡 ， １０２６ 个村已设中心学校 ３６ 所 ， 基础学校 ６１０ 所 。① １９４５ 年 ，
在壮族地区百色县成立私立学院 ， 结束了壮族没有大学的历史 。 为了培养少数民族教师 ，
１９３５年 ３月在南宁市举办省立特种教育师资培训所 ， １９３７年迁至桂林 ， １９４２ 年改名为广西
省立桂岭师范学校 。特师所开办 ７ 年 ， 先后共毕业壮 、 苗 、 瑶等族学生 ２１６ 人 ， 为广西民
族基础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

１９４６年后 ，新桂系同蒋介石一道发动内战 ， 实行反共方针政策 ， 把大量钱财投入战争
中 ，使本来就很拮据的教育经费不得不缩减 ， 致使新桂系统治后期 ， 教育不仅无法维持原
有水平 ，还大为倒退 。

（二） 布依族的近代教育

1畅 清末布依族的教育

直至清末 ， 科举制度始在布依族地区开花结果 。 布依族知识分子通过传统的科举制度
而出仕 。从 １８８５ 年到 １９０９年的 ４０多年间 ，布依族已有拔贡 、 恩贡 、 岁贡 １１ 人或中乡试 ，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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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入翰林 ，或任县知事等 ，皆被中央政府重用 。
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 ，清廷下令各省筹设学堂 。 布依族地区的都匀府于光绪二十七

年 （１９０１年） 把书院改设速成学堂 ， 光义府 （今安龙县） 也把书院改设 “新建中学堂” 。
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年） ，清廷下令废科举 ，兴学堂 。布依族地区的府 、 州 、县都纷纷

把书院改建为官立高等或初等小学堂 ， 这是布依族地区有现代学校之始 。 为了解决师资 ，
各州 、 县都开办临时性的师范传习所 （或师范养成所 、教育讲习所） ， 招收包括布依族知识
青年在内的各族知识青年 ， 经过培训 ， 充任教员 ， 因而办学一时成为风尚 。 到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 ，各州县已在城乡发展了一批小学 ， 如兴义县发展到 ４８ 所 ， 都匀府 ２０ 余所 ， 贞
丰州 ６ 所 ，兴义府和册亨州同各 ４所 。

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年） ，兴义府把新建中学定名为兴义中学 ， 都匀府把速成师范改为
中学学堂 。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 ， 安顺府也筹办官立中学堂 ，贵阳府的官立 、 公立中学已有
好几所 。在这些中学堂里已有布依族子弟肄业 。

2畅 民国时期的布依族教育

小学教育方面 。民国初年 ，官方很少增设学校 ， 布依族农村只好自办私塾来解决儿童
的入学问题 。直到 １９３４年 ，贵州军阀划片统治 ， 暂停干戈 ， 布依族地区的民族教育才稍有
起色 。 其中兴义县发展较快 ， 当时全县小学已有 １５０ 多所 ， 布依族儿童入校较多 ， 并且已
有布依族人当教员 。 １９３５年 ，国民党集团取代旧军阀统治贵州以后 ， 对少数民族仍沿袭明
清两代的 “教化政策” ，让少数民族子弟入校读书 ，又增设了一些学校 。 贵州国民党当局还
提出开展所谓的 “苗民教育” ， 指定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县设立学校 。 因此定番 （今惠
水） 、罗甸 、荔波 、关岭 、 安南 （今晴隆） 等布依族较多的县各设立了初小一所 ① 。 接着又
在布依族地区开办 “短期小学” 。

１９４１年 ，国民党政府推行 “新县制” ，在每乡设立中心学校一所 （完小） ， 多数的保设
国民学校一所 （初小） ，学校和学生数又有较大的发展 。 但在 １９４５ 年后 ， 蒋介石挑起内战 ，
军费大增 ，教育经费大受影响 ，致使布依族的国民学校停办了不少 。

中等教育方面 。 １９１３年 ，都匀创建十县中学 ， 这是民国时期布依族地区创建最早的中
学之一 。 １９２５年 ， 安龙中学成立 ，次年七月 ， 兴义县也重办了兴义中学 。 这一时期 ， 布依
族地区大的县城都有中学或师范类中等学校 。 抗日战争爆发后 ， 国民党当局在布依族地区
陆续设立了县立初中 ，同时也在有条件的县创办省立中学 。 到 １９４１ 年左右 ， 各县基本上都
有一所中学 ，少数县还有二三所 。 在这期间 ， 小学毕业的布依族青年已有较多的人进入中
学学习 。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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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问题 ， １９３６ 年 ， 在贵阳县的青岩创办了 “贵州省立贵阳
乡村师范学校” ， 由各县保送少数民族青年入校肄业 。 其中布依族青年为数不少 。 同时 ， 由
于布依族各村自筹经费开办的私立初级小学数量大增 ， 师资供不应求 。 贵州国民党当局于
１９３８ 年划全省为五个师范学区 ，各有省立师范学校一所 。 在贵阳 、 都匀 、 盘县设立三所学
校 ，负责招收包括布依族青年在内的各族学生 。 有的中学还附设师范部培训师资 。 布依族
学生毕业后 ，多数回乡从事小学教育工作 ，因而布依族儿童的入学率有所提高 。

高等教育方面 。 １９３７年以前 ，贵州没有高等学校 。 在这期间 ， 已有一些布依族青年出
省读大学 ，如安龙 、荔波 、惠水 、 独山等县都有人到北平 、 南京等地的大学学习 。 抗日战
争初期 ，国民党当局从上海 、 杭州 、 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撤退 ， 于是上海的大夏大学 、 杭州
的浙江大学 、长沙的湘雅医学院以及交通大学的唐山工程学院等高等学府相继迁来贵州 ，
国民党当局又于 １９３８年建立国立贵阳师范学院 ， 次年成立国立贵州大学 ， 推动了贵州高等
教育的发展 。这时已有一些布依族青年进入这些高等学校学习并肄业 。①

二 、侗水语支民族的近代教育

（一） 侗族的近代教育

清朝中后期 ，私塾开始在侗族地区普遍设立 。 私塾的讲授课程和班次及其他一些规矩 ，
与汉区基本相同 。由于私塾的增加 ， 识汉字的人也多了 。 道光年间 （１８２１ － １８６１ 年） ， 锦
屏 、永从两县增设义学及古州厅榕城书院 ，怀远县建丹州书院 。 这些书院 、 义学均有学田 ，
常年出租给农民耕种 ，以田租来支付教育经费 。 至清代中叶以后 ， 侗族文人学士辈出 ， 有
不少人到外地应科举考试 ， 有的取得了功名学位 。 如广西三江县的程阳乡 ， 于嘉庆 、 道光
年间 ， 前后有杨秉彝等 １５ 人获得了庠生 、廪生等称号 。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 ，贵州黎平府办私立女子小学 ， 后改名为县立女子初级小学 。 辛亥
革命后 ，除了个别地方仍设私塾外 ， 大多数地区已有了新学制的学校 。 １９１２ 年以后 ，书院 、
义学陆续改为国民学校 。 １９１８年 ，天柱县西门内成立了 １ 所桑蚕女子学校 ， 翌年改为县立
女子学校 。 ２０年代至 ３０年代 ，湖南晃县设立国民学校 １０ 所 。 广西三江县办女子小学和师
范讲习所 。 １９３６年天柱县西门女子中学内增设中学班 ， 后并入县立中学 。 芷江县建立湖南
省立乡村师范学校 （现名芷江民族师范学校） 。 １９４０年榕江县设立国立贵州师范学校 ， 在黎
平开设分校 ，挂有楹联 ： “半工半读 、自给自足 ， 树人树木 、 建校建国” 以及 “与牛马羊鸡
犬豕做朋友 ，向稻粱菽麦黍稷下工夫” 。 这是侗族地区较早出现的耕读并重的中等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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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 １９４６年成立贵州省天柱师范 。① 国民党新桂系统治时期 ， 广西侗族地区亦推行了国民
教育 ， 在乡设有高级中心小学校 ， 在村设立国民基础小学校 ， 学校教育遍及侗寨 ， 侗乡个
别地方文化教育水平已接近汉区 。 不仅小学文化很普遍 ， 而且初中生 、 高中生 、 大学生也
已出现 。至 ２０世纪 ３０ 、 ４０年代 ， 侗族地区不仅有了自己的老师 ， 还有不少侗族青年到湖
南的通道 、绥宁等地当老师 。②

（二） 水族的近代教育

清末贵州荔波县水族的教育有所发展 。 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 年） ， 荔波城区设两等学
堂 ，各乡里设初等学堂 ８所 ， 水族聚居区也仅在九阡设 １ 所 。 在三合县 （现三都水族自治
县） ，清同治年间 ，设崇文经馆和养正蒙馆于三脚屯 ， 又于打略 、 牛场设义馆 。 光绪年间 ，
又在三脚屯设合江书院 。都江厅则在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 年） 先设城中义塾 １ 所 ， 随后增设
城乡义塾 １３所 。 三合 、都江两属科举 ， 虽无统计数字 ，但其文化发展与原荔波县之水族地
区略同 ，而原属都匀 、独山 、 榕江之水族 ，大致也是一样 。

学制变更 ， 新章骤改 ，急需培养师资 。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年） ，诏各县派员留学国
外 。荔波县高煌留学日本宏文学校 。 清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 ，又选送学员进都匀府设师范研
究所 ， 研究管理教授各科 ，毕业生均回县 。 又办师范讲习所 ， 招各县教员入所讲习 ， 以储
师资 。 至各乡初级小学教员 ， 仍感缺乏 ，则随时举办简易师范或师资训练班等 ，以资补充 。

民国时期 ， 学校教育已深入水族居住地区 。 到 １９３９ 年 ， 三合县共有小学 ２７ 所 ， 其中
在水族聚居地的有水潘 、高塘 、庆祥等 １０所 。 据 枟荔波县志稿枠 载 ， １９４３年 ，荔波县有中
小学 ６６ 所 ，其中在水族村寨的学校有永康 、 瑶庆 、 佳荣 、 从善 （九阡） 、 恒丰 、 三洞等 ３６
所 。都匀县 、独山县等地较大的水族村寨也办有小学 。 都匀 、 独山县等地办有高中 ， 榕江
县办了国立师范 。

１９３８ － １９４５年间 ， 内地一些大学迁到贵州 ， 给水族青年提供了学习深造的机会 。 至
１９４９ 年 ，水族大学生已经有 １０余名 。③

（三） 仫佬族的近代教育

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年） ，广西罗城县和天河县设劝学所 ， 管理本县兴学事宜 。 罗城 、
天河县各设所长 １ 人 （天河县称 “学总” 或 “学董”） ， 有学员若干人 。 至 １９２４ 年仍沿旧

·３８２·

①

②

③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 · 侗族教育枠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１８ 页 。

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 侗族教育史枠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版 。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 · 侗族教育枠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３２ 页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制 。 １９２５年 ， 罗城 、天河两县裁劝学所 ，设教育局 。据 １９４８年统计 ，罗城 、 天河两县共有
小学 ２０９所 ，其中大部分是私立学校 ，比民国初期约增 ４０ ％ ，学生 １１３３４人 ，增加 １畅６ 倍 。
在仫佬族聚居区四把 、黄金 、 寺门 、 排沙 、 三防 、 龙岸等地先后开办初等小学 。 但从数据
上看 ， 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学生数量都是很低的 。 民国时期的仫佬族教育事业是十分落后
的 ， ９０ ％以上的人是文盲 。

民国时期 ， 仫佬族地区的中学教育十分落后 。 直至 １９３８ 年秋 ， 罗城才开始办了一所国
民中学 ，天河县于 １９４２年始办国民中学 １ 所 。 １９４５ 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倡议和支持下 ，
开办私立德山中学 。 在普及大众教育方面 ，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 年） ， 罗城设有贫民夜学讲演
所 ，但均为局部设施 ，收效甚微 ， 且旋设旋废 。 民国时期 ， 开办夜校和民众教育馆 ， 开展
扫盲 。 但因连年战争 ，加上匪患 ， 社会治安不好 ， 因此收效甚微 ， 远达不到扫除文盲之目
的 。①

总之 ，建国前的仫佬族教育事业十分落后 ， 受过学校教育的人数很少 ， 严重影响了仫
佬族经济社会的发展 。

（四） 毛南族的近代教育

1畅 清末毛南族的教育

咸丰初年 （１８５１年） ，举人吴景苏 、韦继新倡导并捐资共建环江书院 ，主持讲学 。 光绪
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年） ，知县王履辰创办思恩县 （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县立
两等小学堂 ，推行新式教育 。 近代 ， 毛南族地区私塾的发展很有特点 ， 此时出现了集体联
办的团塾 ，即以若干家庭或村 （峒） 为单位 ，或以若干村 （峒） 联合开办塾馆 ， 聘师执教 ，
共同承担塾师的报酬和办学经费 。

近代塾师的来源最早是读过府州县学或义馆的落第文人 ， 这些壮 、 汉族文人就是毛南
族地区最早的文化使者 。此后 ，读过私塾的毛南人也开馆授徒 ， 毛南族有了本民族的老师 。
如下南巍峨屯 （今建寨村） 谭公朴 ， 清道光年间读私塾后在下南教私塾 ； 下南波川村谭熙 ，
清光绪年间读私塾后到边远的大石山区下潭屯 、 希远村等地开教办私塾 ， 颇有声名 ； 中南
下社村谭秉钧 （１８６６ － １９５１） ， 清末县学廪生 ， 回故乡隐居 ， 在村前的 “学岩” 开馆授徒 ，
教书为生 ，不少人慕名前往 ， 拜师就学 。清代人口不足万人的毛南族共有文武秀才 、 廪生 、
贡生等 ３０人左右 ，入仕者极少 ，大部分出路是教私塾 。

从清末民初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民主思想和文化科学广泛传播 ， 毛南族的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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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逐步向新兴的学堂 、学校转变 。 １９１３年毛南族聚居区附近的牛峒坡圩设县立第二高级
小学 。 １９２１年 ，上南隆峒 （也作龙洞） 大村成立一所 “隆峒学堂” 。

2畅 民国时期毛南族教育的状况

民国初期办私塾之风更盛 。 仅下南就有 １０ 多个村屯办过私塾 。 除个体家办 、 家庭联
办 、村办 、联村办外 ，又有新的办学形式 。 一是富裕人家 、 地主 、 乡绅扩大家塾规模 ， 他
们自当 “学董” ， 以东家身份招收附读生 。二是开明中 、 小地主出面组织办私塾 ， 塾馆不设
在家里 ，择地开私馆 ，带有私立学校色彩 。 三是老师自己开馆办学 。 毛南人聚族而居 ， 宗
族观念和民族凝聚力较强 ，给知识分子办学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 １９２７ 年创立县立师范
讲习所 。 １９３０年在下南六圩设县立第三高级小学 ， 在水源圩设县立第四高级小学 ， 还先后
办起东雅 、乐群 、培本等 ９所初级小学 。 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 ， 毛南地区的国民基础学校
已普遍建立 。儿童入学率陡然大增 ， 毛南族地区形成求师问学的风气 。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 ， 在
柳州 、 庆远 （今宜山） 等地国民中学就读的毛南族学生有 １０ 人 ； 上大学的有 ５ 人 。 ４０ 年
代 ，在桂林等地中等以上学校就读的达到 １００ 多人 。 即使是贫苦人家也节衣缩食送子女上
学 ，当时有 “三南文风颇盛” 之誉 。 民国以前 ， 毛南族地区办学经费主要由群众募捐或是
依靠学田解决 。 民国期间 ，政府曾一度拨发教育经费 ， 但从 １９４０ 年起 ， 经费再次紧缺 ， 难
以维持正常教育教学 。① １９４４ 年 ， 日军占领思恩县城 ， 毛南族地区国民基础教育遭到严重
破坏 。

抗日战争结束后 ， 行政村的小学仍保留 ， 但执政当局为发动内战 ， 大肆征兵 、 征税 、
征粮 ， 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毛南族人民生活陷于困境 ， 学校教育受此影响 ， 毛南族儿童入
学率下降至 ３０ ％左右 。到建国前夕 ， 公办小学基本停课 。

三 、黎语支民族的近代教育

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 ， 两广总督张之洞制定了 枟抚黎章程十二条枠 。 该章程提出 ： 在
黎族地区 “每数村仿内地设一义学 ， 延请塾师 ，习学汉语汉文” 。 后来 ， 废除了科举制度出
现了新学校 ，黎族地区的教育确实有了一定的发展 。 １９０４ 年地方政府曾录取陵水县黎族生
员两人 ，还在保亭 、白沙等县开办初级小学 。清末民初 ， 一些黎族有识之士开始私人办学 ，
其中以 １９１５年创办的志玛学校最为有名 。

１９３３年 ，国民政府把琼崖划为特别行政区 ， 在黎族居住的地区建立学校 ， 教授汉语和
农业种植技术以及手工业知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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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黎族地区开展农民运动 ， 通过各种教育形式 ， 既促进了农
民运动的发展 ， 又使农民学到了文化知识 ， 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文化知识与思想觉悟 。 在革
命战争年代 ，中国共产党创办过多所学校 。 １９４６ 年春 ， 中国共产党在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创
办琼崖公学 ； １９４９年又在乐东县番阳乡和琼中县军坡乡先后开办了妇女学校 、 琼崖军事学
校等 ， 为黎族和其他民族培养党政军干部 ，同时积极兴办夜校 ，发动群众学习文化 。①

第二节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民族的近代教育

一 、苗语支民族的近代教育

（一） 苗族的近代教育

近代 ，苗族地区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 ， 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 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体系 。

1畅 清末的苗族教育

清末苗族地区的教会学校兴起 。 基督教内地会在贵州安顺 、 黔西 、 水城 、 毕节 、 普定 、
威宁 、 郎岱 、大定等苗族地区设立学校 ， 为苗族设立一套拼音字母 ， 拼写苗语 ， 并出版宗
教读物和苗族民间文学作品 。 １９１０年 ，教会所属的圣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部还设立专管苗
族地区教育的专门机构 ———教育委员会 。 基督教会学校传教有文化侵略 、 奴役苗族精神的
一面 ， 但也推动了苗族学校教育的发展 。

咸丰 、同治年间 ，清政府进一步强化苗疆义学的办学规模 。 特别是一些地方开始利用
“双语教学” ， “募能通汉 、 苗语音而知书者数十百人为教习 ， 或一大寨数小寨各置一人 ， 设
义学一 ，使苗子弟入学读书 ， 习汉语 。” ②

贵州台拱厅设苗义学 ２３馆 ，还在厅城增修书院 ， “延师讲学” ③ 。湘西地区 “秀才举人 ，
代不乏人” 。由同治元年到光绪二十九年 （１８６２ — １９０３） 止 ， 单是永绥 、 凤凰 、 乾州三厅 ，

·６８２·

①

②

③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２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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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应试的苗族文童已达 ６００多人 。① 据不完全统计 ， 中举的苗族童生有 ５０ 余名 ， 其中永
绥厅占 ３０余名 。 仕官科籍 ， 盛于民籍 ② 。 这些举人有些到外地充任官职 ， 有些虽未出仕 ，
但对发展本地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 如光绪年间中举的龙骥 ， 在凤凰厅吉信办的
“栖山书院” 亲自执教 ５０余年 ，培养了 １０００余名弟子 。

光绪年间 ， 贵州的苗族聚居区 ， 府厅县 １０处 ，共设有苗义学 １３９ 馆 。 清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年） ，苗疆义学废除 ， 在原来办义学的地方设立学堂 。 永绥厅于光绪末年拨出经费 １０
万银元 ，兴建各种新式学校 ４０ 余所 ③ 。 另外还保送了三个苗族举人留学日本 。 松桃厅 、 天
柱县和城步县的苗族也有人中举 。 但清朝统治者对苗族地区办教育只限于使苗人 “知书明
礼” ，而不希望苗族子弟有更深的造诣 。④

民国初年 ， 湖南 、 贵州等省苗族地区教育有一定的发展 。 １９２２ 年 ，湖南省永顺 、保靖 、
龙山 、 桑植 、凤凰 、乾城 、古丈 、麻阳 、大庸等 １０县乡联合制订地方教育法规 ——— 枟湘西
十县乡自治联合筹备教育案枠 ， 主要内容是 ： 划分学区 ， 扩大小学校 ， 限期取代削减私塾 ；
创办幼稚园 、游乐园 、平民补习学校 、 女子职业学校 、 甲乙种补习学校 、 甲乙种师范讲习
所 ；实行巡回教授 、分期强迫教育 ， 组织成立师范研究会 、 通俗教育馆 、教育改进会等 。⑤

2畅 民国时期的苗族教育

１９３６年 ７月 ， 湖南省政府委员会常务会议通过 枟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枠 提案 ，
其中涉及教育事项的有 ：增设苗区完全小学 ， 提倡苗民生产教育 ， 创办师范训练班 ； 省立
中学以上学校设苗疆免费学额 ； 设巡视苗疆教育指导员 ； 有苗族的各县小学要广收苗族子
弟 ；增设苗乡短期小学及民众班 ， 改良苗乡私塾 ， 奖励苗民子弟入学等 。 方案通过后 ， 决
定由湘西苗防屯务处主办 ， 并在义务教育费中拨银 ３ 万元办理苗疆义务教育及师资培训 。
同年 １１ 月 ，于乾城所里创办湖南省立湘西特区师资训练所 。 随后 ， 湘西苗族居住的 ７ 个县
先后开设短期小学 ９６个班 。⑥

１９３６年 ，贵州设省立青岩乡村师范学校 ， 招收少数民族子女入学 。 同年还在贵州少数
民族地区设省立小学 １２所 。其中贵阳高坡小学 、 台拱五岔乡小学 、 丹江长丰乡小学 、 威宁

·７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石启贵 ： 枟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枠 （未刊稿） 。

光绪 枟永绥厅志枠 卷 ６ ， 枟苗峒枠 。

１９３８ 年 枟湘西乡土调查汇编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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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耕乡小学 、八寨长青堡乡小学均在苗族聚居区 。①

抗日战争时期 ，苗族地区文化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 。 １９３７ 年贵州省设立贵州青岩乡村
师范 ， 共办 ４年左右 ，先后毕业学生 ２００ 余人 ， 其中苗族数十人 。 贵州省政府在少数民族
地区设省立小学 １２所 ，专收 “苗夷子弟” 。 据 １９３９ 年统计 ， 共有学生 １５００ 余人 ， 次年达
２０００ 余人 ② 。 １９３１年 ，还在松桃盘石乡沃里坪和长兴乡黄板各设有县立 “特种教育实验小
学” 一所 ，专收苗族学生 。

抗战初期 ， 苗族人民先后派出代表到长沙请愿示威 ， 要求大力兴办苗学 。 苗族知名人
士龙辑五 、石启贵 、石宏规等 ，也发出了发展苗民教育的呼吁 。 湖南省政府迫于压力采取
了一些措施 。据不完全统计 ， 从 １９３８ 年到 １９３９ 年 ， 共办了特区短期义务小学 ２００ 所 ， 分
布于永绥 、凤凰 、乾城 、古丈 、保靖 、 泸溪 、 麻阳等县 ， 以后还陆续增办 。 此外 ， 还有苗
族民办乡小 、保小 、私塾数十所 。 上述学校共有学生不下万人 ， 多数为苗族 。 到 １９３０ 年 ，
仅永绥县就有公私立小学 ９２ 所 ， 苗族学生 ４０００ 余人 。 乾城苗区有特区短小 ４６ 所 ， 苗生
１４００ 余人 。 １９３７ 年又开办湖南屯区各县立初级中学 ，经费由省政府开支 ， 以招收苗族学生
为主 。 １９４３年 ，又在永绥吉卫和凤凰黄丝桥两地 ，各设省立边区小学一所 ，办学成效甚佳 。

此外 ，抗战前还有苗族子弟到贵阳以及北京 、 南京 、 武汉 、 长沙 、 上海 、 广州等地大
专院校求学 。抗战爆发后 ， 内地不少大专院校和中学向西南迁移 ， 一批苗族学生到贵阳 、
昆明 、 重庆 、成都 、桂林等地高等院校学习 。

这一时期 ， 外国教会在苗族地区办的学校也不少 ， 其中以贵州省威宁石门坎为中心的
川 、滇 、黔三省边区办学成绩较为显著 。到抗战后期 ， 已有小学 ５３ 所 ， 其中在贵州 、 云南
境内的有 ３８所 ， 在四川境内的 １５所 ，共有 ２０００ 余名学生 ， 大部分是苗族 。 石门坎和云南
昭通还各办有中学一所 ，学生毕业后有的进入教会办的成都华西大学深造 。 截至建国前止 ，
上述学校先后培养了苗族大专生 ３０ 余名 ， 其中有的还得了博士学位 ， 中专生和中学生 ２００
余名 ， 小学生更多 。这些成绩与苗族教友 、 教师和爱国人士的争取与推动分不开 ， 他们为
了使本民族摆脱文化落后的状况 ， 提高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 不但力争多在苗族
地区办学 ，而且反对传教士对苗族人民的歧视 ， 并在教科书中加进许多爱本民族爱祖国的
题材 。 他们从事教学数十年 ， 培养的苗 、 彝 、 汉各族知识分子数以千计 ， 促进了苗族文化
的发展 。③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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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畲族的近代教育

这里简述福建省和浙江省畲族近代教育概况 。
福建省畲族近代教育的主要形式是私塾 。 咸丰年间 ， 宁德七都的北山畲族村畲民聘请

汉族周先生任教 ， 塾馆设在蓝姓畲民家 ， 培养畲族学生 １０ 人 ； 其中 １ 人于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年） 院试宁德县学第五名 ， 后考福宁府秀才 。清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 年） ， 下新楼畲
族村延请南岗畲族村钟姓畲民教私塾 ，有学童 １５ 人 。 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 年） ， 宁德漳湾的
又加塘畲族村钟姓畲民先后在上金贝 、 北山 、 下仑 、 下凡等村教读 ， ４０ 年共培养学生近
３００人 。 １９１８年宁德金涵的上金贝畲族村由蓝姓畲民兴办私塾 。 １９２２ 年 ， 宁德八都的新楼
畲族村雷姓畲民兴办私塾 ， 共培养 ５０ 余人 。 １９２３ 年 ， 猴墩畲族村兴办私塾 ， 共培养学生
６０余人 。福安县的凤洋 、金斗洋 、南坪等 ２３ 个畲族村 ， 霞浦县的岚青 、 一贝等 １０ 个畲族
村 ，福鼎县的瑞云 、佳阳等 ５ 个畲族村 ， 古田县的富达等畲族村都间续地办过私塾 。① 据
枟罗源县畲族志枠 载 ， １９２９年至 １９４９ 年间 ， ２２ 个畲族村办过私塾 ， 先后有私塾 ２８ 所 ， 畲
族学生 ４２０人 。 常年办私塾的村庄 ６ 个 ， ６０ ％ 的畲族村仅办 ３ 至 ６ 年 。 入学率最高的上土
港畲族村 ，男童均读过私塾 ， 多者 ６ 年 ， 少者 ３ 年 。 教室多设在祖厝大厅或东家大厅 。 东
家负责聘请私塾先生和筹集薪俸 。 学习时间从农历正月十五至冬至为一学年 ， 农忙休假半
个月 。 据统计 ， 到 １９４９年 ，福建省少数民族地区仅有 ４所小学 ， 有 １ 万多畲民的罗源县没
有 １所畲族小学 。

明末清初 ， 畲民从外地迁入浙江省 ， 多数生活尚未安定 ， 经济十分困难 ， 无读书
识字的条件 。 同时 ， 由于民族歧视 ， 畲族被统治者视为土著贱人 ， 就读者不准参加科
举考试 。 清末 ， 浙江省畲民中有识之士开始筹划新学 。 １９１９ 年 ， 浙江遂昌县城关后江
畲村创办明德的小学 ， 是浙江省最早的少数民族小学 。 嗣后 ， 遂昌县的后垄 、 苦竹坑
和景宁县的惠明寺等畲村也先后办起了一些小学 ， 松阳 、 丽水 、 龙泉等县 （市） 畲村
还举办了一些短期的民众学校 ， 开设成人班和妇女班 ， 以百家姓和畲民山歌为内容 ，
教畲民读书识字 。 这些民族学校办办停停 ， 很不稳定 ， 加上畲民多聚居山区 ， 生活艰
难 ， 畲民子女能上学读书的寥寥无几 。 据记载 ， １９４９ 年景宁畲族自治县共有畲族人口
８８８４ 人 ， 畲民子女受过初等教育的不过 ４０ 人 ， 中等教育的不过 １０ 人 ， 绝大多数畲民
是文盲和半文盲 。②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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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瑶语支民族的近代教育

1畅 清末瑶族教育

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年） ， 广西省富川县设公立高等小学堂和女子初级小学各 １ 所 ，
学生总计不足 ２００人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 ， 广西大瑶山专设 “化瑶小学” 。 除此之外 ， 清
末瑶族教育形式主要是私塾 。 有的私塾是私人请塾师住家教学 ， 有的私塾是数家合请塾师
进行教学 ，还有的私塾是由一个村或数村合办的 。 瑶族地区所办私塾有早有晚 。 由于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 ， 有的瑶族地区直至民国时期才开始出现私塾 ， 比经济发达的瑶族地区 （如
平地瑶地区） 晚了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

广西恭城的三江是瑶人聚居地区 ， 这里分布着好些瑶族自然村 。 清代末期 ， 这里也曾
有过私塾 ，是由本地几个自然村的一二十户人家合起来请广东连南瑶排的塾师进行私塾教
育 。从清康熙至民国时期没有间断过 ， 只是所设塾馆时增时减而已 。 被封建统治阶级称之
为 “生瑶” 的 “高山瑶” 、 “过山瑶” 等 ， 居住在 “多见树林少见人” 的崇山峻岭之中 ， 他
们实行 “刀耕火种” ，经济落后 ，生活条件差 ，且与山外汉族交往少 ， 很少能在私塾 、 学堂
中就读 。

2畅 民国时期的瑶族教育

民国初年 ， 私塾教育在瑶族社会继续存在并有所发展 。 广西省田东县平略乡的瑶族 ，
云南省河口的瑶族 ，广西省玉林地区的瑶族村寨 ， 在民国初年都曾设立私塾 ， 请汉族或壮
族塾师执教 ，用汉语或壮语进行教学 。

２０世纪 ２０ 年代 ，国民党政府开始对瑶族等少数民族进行所谓的 “开化教育” 。 １９２６ 年
６月 ，广东省政府曾通过一项 “开化黎瑶民族” 的决议案 ，其中规定 “无论男女 ，但十岁以
上 ，三十岁以下 ，一律入学校 ，教以浅显文学” 。 １９２７年前后 ，广西地方教育政府也有 “开
化苗瑶” 之议 ， 拟订苗瑶教育计划 ， 其时先后成立数十所化瑶小学 。 １９３３ — １９４５ 年间 ， 广
西省推行国民基础教育 ，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 “特种部族教育” 的政策 ， 各地 “化瑶小学”
一律改称国民基础学校 。 １９３５年在南宁创办的特种师资训练所 ，每年都招收瑶族子弟 。①

民国时期 ， 外国的教会进入部分瑶族地区 ，以慈善为名设立教会学校 ， 招收瑶童入学 ，
进行文化教育和宣传其宗教教义 。

１９２０年 ，美国传教士陈华年在广西大瑶山罗香乡的龙军村开设福音堂 ， 同时开办以识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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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教学为主的教会学校 。
１９３６年 ， 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分会在粤北三江镇建立基督教福音堂 。教会在传教的同时 ，

还在瑶区举办了一些慈善事业 ， 先后收容瑶童多名 ， 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资助他们到瑶区外
念书 ， 部分瑶童念至高中毕业 。而专门为瑶童设立的教会学校始于 １９４５ 年 。 美国基督教会
在三江镇居民区设立青云小学 （亦称 “儿童教养院”） ， 专门收容瑶族孤儿就读 ， 所学课程
与一般小学基本相同 ，直到 １９５３年才并入民族小学 。①

第三节 　 中东南地区未定语族语支民族的近代教育

一 、土家族的近代教育

清末推行新政 ，废科举 ， 办学校 。 １９２０ 年始 ， 土家族所在各县在旧有书院的基础上改
建学堂 ，相继设立高等小学堂 ， 湖南永顺 、 湖北施南两府所在地建立了中学堂 。 学堂多为
官办 ， 也有士绅倡导 ， 县署资助开办 。同时 ， 私立学校在土家族地区也有所发展 。 １９０６ 年 ，
永顺县建立私立竞文国民学校 。 １９１５ 年 ，湖南古丈县的私立学校达到 ５０多所 。光绪三十三
年 （１９０７年） 巴东县建立高 、 初两等女子学堂 。 辛亥革命后 ， 将学堂改称学校 。 １９１１ 年 ，
湖南永顺县设立女子学校 。 这些学校坚持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的办学思想 ， 教育内容
以四书五经 、纲常伦理为主 ， 辅之以近代科学知识和自由民主思想 ， 并培养了一批具有新
思想的人才 。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就毕业于重庆酉阳龙潭高等小学堂 。②

鸦片战争后 ，外国传教士在土家族地区传教兴学 ， 实行文化入侵 。 至清代末期 ， 法国 、
比利时 、美国的传教士已遍及土家族地区 。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年） ， 比利时籍传教士取道宜
昌到利川等地传教 ，并逐渐扩散到土家族地区 。 利川 、 咸丰等五县都先后设立教堂 。 光绪
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年） ，湖南永顺设教会总堂 。 １９１７ 年 ， 美国福音道路德会传教士在湖北恩
施传教 ，在办育婴堂基础上改建私立高 、 初两等小学校 ， １９３３ 年有外籍教师 ８ 个 ， 分别讲
授道学 、图画 、 音乐等课程 。 １９４１年 ，省政府下令停办私立教会小学 。

１９１６年以后 ， 由于军阀的长期混战 ，土家族地区的教育受到极大的摧残 。 不少土家族
子弟赴外地求学深造 ，有的还远涉海外 ，当时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向警予就是土家族女青年 。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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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一些沦陷区的学校被迫迁往湘鄂西地区 。 武汉沦陷后 ， 先后有两所省
立小学迁入长阳 。长沙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迁入永顺县 。 湖南保靖县当时共有公私立学校
１０９所 。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 ，于 １９３８年在恩施推行 “计划教育” ， 把全省中等以上学校统
在一起 ，成立了 “湖北省立联合中等以上学校” ， 大批流亡学生涌入恩施 。 鄂西的利川 、 巴
东 、建始 、恩施 、鹤峰 、咸丰等县设联中分校 ， 学生达万余人 。 此外 ， 武汉失陷后 ， 武汉
大学工学院 、国立湖北师范学院 、省立农学院等 ２５所大中专学校迁往恩施地区 。 这些学校
的迁入 ，对土家族地区教育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

抗战结束后 ，国民党发动内战 ， 土家族地区土匪横行 ， 许多学校被迫停办 ， 教师待遇
很低 ， 加上社会动荡不安 ，学生入学人数锐减 。一直到解放后 ，土家族教育才出现转机 。①

二 、仡佬族的近代教育

私塾在贵州仡佬族地区有其传统 ， 时至近代 ， 仍然是仡佬族教育的主要形式 。 从乾隆
年间至同治年间 ，贵州普定县仡佬族有乡绅曾置办私塾 ， 免费供乡民子弟就读 。 贵州省普
定县仡佬族乡绅从乾隆四十年 （１７７５ 年） 至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年） 一直捐赠谷物 、 田地办私
塾 ，免费供乡民子弟读书 。 １８８９年 ， 贵州省务川县仡佬族孙卓元 ， 赴罗斛县 （今贵州罗甸
县） 布依族地区执教私塾 。 从清末到民国年间 ， 仡佬族聚居的村寨 ， 如平坝县大狗场 、 安
顺县湾子寨 、关岭县麻凹 、 遵义县平正等都曾设有私塾 。 塾师多由本民族的人充任 。 到
１９４９ 年 ，道真县共办有私塾 ３８０所 。

戊戌变法以后 ，兴办新学之风传进仡佬族地区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 ，道真仡佬族贡生
韩腾宣 、韩继儒 、韩占魁在今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淞江乡倡办两级 （高级 、 初级） 小
学堂 ， 正安第二两级小学堂 。

１９１３年 ，国民政府废止读经 ，推行国民教育 ，改学堂为学校 。 １９１４ 年 ， 仡佬族韩璞斋
等人在正安州大路槽建 “三房学校会” ， 置田数亩 ， 兴办学校 。 此后 ， 道真塘村坝 、 淞江等
地设立小学 、女子学校 、 初级中学等新式学校 。 １９４５ 春 ， 建立道真初级中学 。② 到 １９４９
年 ，全县共有中心学校 ７所 。 １９２０年 ，贵州安顺湾子寨仡佬族村民办起私学 ， １９４１ 年兴办
湾子寨小学 。

总的来说 ， 建国前仡佬族教育是落后的 ，大部分群众没有受过学校教育 。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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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京族的近代教育

清末 ，京族民众自己筹办了三个私塾点 ， 招收本民族子弟 。 京族私塾所用教材即汉族
的蒙学教材 ，如 枟三字经枠 、 枟百家姓枠 、 枟千字文枠 、 枟尺牍枠 等 。 教学设备十分简陋 。 私塾
教师既有京族本民族人 ，也有汉族教师 ， 因语言关系 ， 还多次从越南聘请塾师 。 由于生产
生活方面的多种原因 ，京族私塾办办停停 ，辍学者多 ，成才者少 。

１８８７年 ，广西省防城县江平地区部分知名人士受新学影响 ， 在江平创办了京族地区的
第一所书院 ——— “南服书院” 。 书院开设初级部和高级部两个班 ， 初级部相当于小学低年
级 ，高级部相当于小学高年级 。 １９０５ 年 ，防城三都书院改为官立两等小学堂 ， 翌年因战乱
关闭 。

１８４４年 ， 法国传教士在广东省建立第一所教堂 ， 接着又到广西北海建主教府 。 １８４９ 年
法国传教士来到防城 ，建立主教会点 ， 开展传教活动 。 后在京族地区也建立了竹山三德村
教会和江平恒望村教会 ，相应地也建立了教会学校 ， 如竹山三德村教会学校和江平恒望村
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以传教为目的 ， 以读经书为主业 ， 也兼学一些算学 、 地理等课程 。 经
费主要由北海主教府拨给 。教会学校相当于小学程度 。①

京族地区正规的小学教育形式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产生 。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 ， 私塾
逐渐发展为各类新式小学堂 。京族地区先后建立起多所国民小学 。 １９１２ 年 ， 江平南服书院
更名为 “江平镇国民小学” 。这是京族地区第一所正式国民小学 。 １９２８年至 １９４６年 ，山心 、
红坎 、 澫尾 、巫头等地相继设立国民初级小学 ， 全部教师 ６ 人 ， 在校学生 １００ 余人 。 １９４３
年 ，江平镇设立初级中学 １所 ，京族学生仅有 ２人 。

至 １９４９年解放前夕 ， 京族总人口共 ３３０８ 人 ， 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仅有 １７９ 人 ， 初中 、
高中 、 大学文化程度各 １人 ， 占总人口不到 ６ ％ 。②

１９４３年 ，京族三岛始设第一所中学 ， 即江平镇的江平中学 。 次年 ， 初中部迁至江平镇
寨头村 ，并正式定名为 “防城县江平中学” 。后受抗日运动的影响 ， 江平中学成为京族地区
革命活动的中心 。学生除学文化课外 ， 还进行革命思想理论教育 。 江平中学不仅为京族地
区的文化教育事业 ，也为京族地区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 但学校以汉 、 壮族学生为
主 ，京族学生很少 。至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 京族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仅有 ５人 。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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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南岛语系民族 （高山族） 的近代教育

一 、晚清关于发展台湾高山族教育的政策

清朝在台湾历时 ２１２年的封建统治 （１６８３ — １８９５） 中 ， 以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为界限 ， 前
期以开拓和建设为主旨 ，巩固和发展了封建主义经济体制 ， 使台湾人口结构从汉族移民社
会向移民定居社会过渡 ；后期 ， 台湾在抗击列强入侵的同时 ， 也向着近代化迈进 。 以钦差
大臣沈葆祯和首任巡抚刘铭传为首的有识之士倡导革新 ， 开山抚番 ， 励精图治 ， 为台湾的
全面开拓与建设奠定了基础 。

１８４０年后的高山族教育 ，继续移植大陆的教育制度 ， 在府县两级创办儒学 ， 并设有教
育官 。 清廷继康熙二十五年 （１６８６年） 修建台南府儒学后 ， 于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 年） 建台北
府儒学 ，于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年） 建台湾府儒学 。 另外 ， 县一级的儒学如台湾县儒学 、 凤
山县儒学 、彰化县儒学 、新竹县儒学等也在清统治期间纷纷设立 。

除官办儒学外 ， 台湾城乡还兴办乡塾社学 。 此外 ， 书院在台湾也相当普及 。 据统计 ，
清朝统治期间在台湾共建书院 ６１所 。著名书院有崇文书院 、 海东书院 、 正音书院 、 南社书
院 、白沙书院等 。

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年） ， 台湾建省 ，开始在台湾本岛举办科举考试 （乡试） 。 为了在台
湾发展科举制度 ，清政府采取各种优待措施 ， 如逐步增加录取名额等 ， 推进封建教育的发
展 。史载 ，刘铭传任巡抚 ， “析疆置吏 ， 增设学额” ① ， 为台湾培养了大批人才 。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 ， 在明朝郑成功创办社学的基础上 ， 致力于番社学的推广和发展 ，
使社学成为抚番教化的一个手段 。 统治者不仅积极倡办 ， 还定期考察 ， 减免赋税 ， 支持番
童入学就教 。光绪十一年 ，台湾巡抚刘铭传为台湾中部山区高山族同胞创办番学堂 ， 除教
授儒学外 ，兼教习官话 、台语 （闽南话） ，起居礼节 ，引进书算新学科 ， 培养了新型的高山
族人才 ，进一步密切了高山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② 此举开高山族现代学校教育
的新纪元 。

刘铭传还在台北大稻埕六馆街创立西学堂 ， 除教授中国经史文学外 ， 还教授英 、 法 、
德文以及史地 、 测算 、数学等课程 ， 这是台湾第一所新式学堂 ， 这所学堂招收有高山族子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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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此外 ，清廷还对高山族子弟开展了准军事教育 。 屯番是乾隆末年清政府创建的准军事
教育组织 ，对番壮丁实施军事教育 ， 协助政府维持地方治安 ，至光绪末年消失 ，存在约 １００
年 。

二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高山族教育

１８９４年 ， 甲午战败后 ， 清政府签订屈辱的 枟马关条约枠 ，台湾从此沦为日本殖民地 ， 至
１９４５ 年 １０月 ２５日宣布光复回归祖国 ，历时 ５０ 年 。

在长达 ５０年的殖民统治中 ， 日本政府推行以 “大和民族皇民化” 为宗旨的教育制度 ，
胁迫高山族入警察局主办的 “番童国语 （指日语） 教育所” 和 “国语讲习所” 受训 ， 强制
高山族学习日语和 “修身” ；强迫穿和服 ，皈依天照大神 ， 效忠天皇 。① 通过强制性的文化
教育 ， 企图奴化台湾人民的思想意识 。 其间 ， 从 １８９５ 年至 １９１９ 年正式颁发 “台湾教令”
之前 ， 是 “皇民化” 教育的创始阶段 。 从 １９１９ 年 ４ 月 “台湾教育令” 颁行至 １９３１ 年 “九
一八” 事变爆发 ， 是中 、 高等教育重点发展阶段 。 从 １９３１ 年至日本投降 ， 是教育 “战时
化” 的阶段 。台湾成了日本侵略的基地 、 军需和人才库 ， 教育成为日本侵略战争与 “皇民
化运动” 服务的工具 。

日本的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遭到高山族人民的普遍抵制和反抗 。②

三 、台湾光复初期的高山族教育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 ， 高山族及其他少
数民族教育事务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负责管理 。 其间 ， 为了恢复和发展高山族教
育 ，台湾地方当局设置山地行政机构 ，并于 １９４７年设置山地职业补习学校 ７所 ， １９４８ 年制
定 枟中等学校山地学生奖励金给予办法枠 ， １９４９ 年制定 枟山地学生奖学金考选办法枠 等政
策 。③

思考题

１畅 简论壮族近代教育的发展特点 。
２畅 简论清末布依族教育的特点 。
３畅 简述近代仡佬族的教育有何发展 ？

·５９２·

①

②

③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 · 高山族教育枠 ，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 高山族教育史枠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滕星著 ： 枟族群 、 文化与教育枠 ，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３７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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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畅 简述近代毛南族的私塾教育发展概况 。
５畅 简论民国时期的苗族教育发展的特点 。
６畅 简论畲族近代教育的特点 。
７畅 简论土家族近代教育的特点 。
８畅 简述瑶族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
９畅 简论近代台湾高山族教育的特点 。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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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教育
政策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教育事业 ， 把发展教育作为促进经
济振兴 、民族昌盛 、 社会进步的根本大计 ， 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 ，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促进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教育政策的形
成和发展历程 ， 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民族教育政策（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６）

从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到 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 是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初步形
成与发展时期 。 这一时期 ，我国民族教育工作面临着接受和改造旧教育 、 创建新中国民族
教育体系的艰巨任务 。经过几年艰苦的破旧立新的工作 ， 我国逐步构建起了新中国民族教
育政策体系 。

一 、制订少数民族教育方针

１９４９年 ， 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枠 规定 ： “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
民大众发展其政治 、经济 、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 这是指导新中国民族教育工作的第一个
基本方针 。为了发展民族教育 ，加速培养民族干部 ，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政务院批准的 枟培
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枠 ，确定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 ， 即 “以开办政治学校与政治
训练班 ，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 ，迫切需要的专业与技术干部为辅 。” 并决定在北京设立中

·９９２·

① 参见王铁志 ： 枟新中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枠 ， 枟民族教育研究枠 １９９８ 年第 ２ —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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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民族学院 ，在西北 、西南和中南地区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分院 ， 要求有关各级人民政府有
计划地逐步整理或设立少数民族的中学 ， 整理少数民族高等学校 。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 ， 为
了及时了解民族地区的教育状况 ，制定新中国民族教育发展方针政策 ， 中央于 １９５１ 年召开
第一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此次会议首次确定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方针为 ： 少数民族教
育必须以新民主主义内容 ， 即民族的 、 科学的 、 大众的教育 ， 并应采取适合于各民族人民
方针和进步的民族形式 ；确定少数民族教育的任务为 ： 少数民族教育目前应以培养少数民
族干部为首要任务 ，以满足各民族政治 、 经济 、 文化教育建设的需要 ， 同时应当加强小学
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 ，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 ， 并应当努力解决少数民族各级学校的师
资问题 。这次会议解决了兴办民族教育的方针 ， 在民族教育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 。 会议
通过了 枟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指示枠 、 枟培养少数民族师资试行方案枠 、 枟少数民族
学生待遇暂行办法枠 ，为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二 、开始建立少数民族教育学制和少数民族教育行政机制

１９５１年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明确提出 “少数民族各级学校的学制应遵照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 枟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枠 ， 结合情况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和建立” 。 在教育部从
１９５１年到 １９５５ 年的小学学制改革 、中学暂行规程 、师范学校规程中对民族教育的学制都作
了特殊规定 。

１９５１年 １１ 月 ２３日政务院第 １１２ 次会议批准的 枟关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枠
中 ，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有关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 建立少数民族教育机
构或指定专职人员负责 ，掌管少数民族教育工作 。

１９５２年 ４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的 枟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枠 规定 ：
中央人民教育部内设民族教育司 ； 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 （军政委员会） 教育部或文教部
（局） ， 应视工作需要设民族教育处 （科） 或在有关处 （科） 内设专职人员 ； 各有关省 （行
署） 、市 、专署 、 县人民政府教育厅 （处） 、 局 、 科 ， 应根据本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多寡 ，
民族教育工作的繁简 ，分别设置适当的行政机构或专职人员 。

省地县民族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原则是 ：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 １０ ％ 以上或人口虽不
及 １０ ％而民族教育工作繁重的省 、市教育厅 （处） 局 ，应视其具体工作情况 ，设专门机构 ；
少数民族人口不足当地总人口 １０ ％ ， 民族教育工作比较简单的省 、 市教育厅 （处） 局 ， 应
在有关处 、科内指定专人负责 ， 有关的专署 、 县人民政府教育科 ， 均应指定专人负责 ； 民
族自治区或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半数左右的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 其
主要任务就是管理少数民族教育工作 ，也可考虑设立适当的民族教育行政机构 。

民族教育行政机构与同级的高等 、 中等 、 初等教育机构分工原则 ： 关于全国统一的一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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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教育行政 、 经费 、师资 、 学制 、 课程 、教材等事项 ，仍由各主管司 、 处 、 科负责处理 ；
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行政 、 经费 、 师资 、 学制 、 课程 、 教材等特殊问题 ， 由民族教育司 、
处 、科或所设专人负责处理 ； 与双方都有关系的问题 ， 由各有关司 、 处 、 科和民族教育司 、
处 、科或专设人员协商处理 。

民族教育行政机构或所设专职人员工作任务是 ： 民族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 国家
统一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令在民族教育方面贯彻执行过程中 ， 因民族特点产生的特殊问题
的研究与处理 ； 国家统一规定的学制 、 教学大纲 、 教学计划等 ， 为结合各民族的具体情况
而作的变通或补充 ；掌管民族教育事业计划 、 学校网的设置和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 ； 有关
民族语文教材的编译工作和新创制的少数民族文字在学校内的实验 、 推广工作 ； 协助和培
养民族学校的师资 ；有关民族学院和民族公学的工作 。

到 １９５５年 ， 全国 ２８个省 、自治区 、 直辖市的民族教育行政机构已基本建立 。 为了加
强对民族教育行政领导 ，为进一步开展并提高民族教育工作创造条件 ， 教育部于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２８日给各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的教育厅 （局） 发出 枟全国民族教育行政领导问题枠 的意
见 ，要求各级教育部门要继续充实和健全民族教育行政机构 ， 明确了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
工作范围 ，以加强民族教育行政领导 。①

三 、提出双语教育政策 ，制订关于少数民族教材 、教学用语及课
程等的特殊措施

民族语言文字教材建设是保证民族语言教育顺利进行的前提 。 １９５０ 年颁布的 枟培养少
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枠 中提出了双语教学政策 ， 规定 “各少数民族学校应聘设适当的翻译
人员帮助教学 ， 并对必须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班次和课程 ， 逐渐做到用各族自己通用的语
文授课 。长期班的少数民族学生除学好本民族语文外 ， 也应学习汉语汉文 。”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日政务院批准的 枟关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枠 ，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政策与
双语教学政策进行了专门规范 ： “有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 ， 小学 、 中学必须用本民族语文教
学 。有独立语言而尚无文字或文字不全的民族 ， 一面着手创立文字和改革文字 ； 一面得按
自愿原则 ，采用汉族语文或本民族所习用的语文进行教学 。 少数民族的各级学校得按当地
少数民族的需要和自愿设汉文课 。” 在该报告中又指出 ，民族教育应尊重少数民族的办学形
式和特点 ： “少数民族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问题 、课程教材问题 ， 既要照顾民族特点 ， 又不能
忽视整个国家的统一性 。” １９５２年颁布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枠 规定 ：
“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采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 ， 以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 。”

·１０３·

① 金东海主编 ： 枟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枠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９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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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 ２月 ， 教育部在 枟关于兄弟民族应用何种语言教学的意见枠 中强调 ， 少数民族学校 ，
应使用本民族语文教学 。但在有本民族通用语言而无文字或文字不完备的民族 ， 在创立出
通用文字之前 ， 可暂时采用汉语文或本民族所习用的语文进行教学 。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 ， 教育部
枟关于甘肃临潭初中增设藏文课程的问题给西北教育局的批复枠 提出 ： “民族学校必须设置
民族语文课程 。 将来各种条件发展成熟时 ， 更须逐步过渡到各学科采用本民族语文进行教
学 。”

另外还提出 ，课程教学要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 。 政务院批准
的 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枠 规定 ， 把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况和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作
为长期班政治课的基本内容之一 。 “在一切民族学校内 ， 应发扬共同纲领精神 ， 克服大民族
主义倾向与狭隘民族主义倾向 ， 培养民族间互相尊重 、 平等 、 团结 、 友爱 、 合作的作风” ，
要求各级民族师范学校 “应酌量增加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等课程” 。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政务院批
准的 枟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枠 中提出应特别注意民族政策的教育 。

四 、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经费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

１９５１年政务院批准的 枟关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枠 中提出 ： 关于少数民族
地区的教育经费 ，各地人民政府除按一般开支标准 ， 拨给教育经费外 ， 并应按该各民族地
区的经济情况及教育工作 ， 另拨专款 ， 帮助解决少数民族学校的设备 、 教师待遇 、 学生生
活等方面的特殊困难 。为了纠正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使用不当问题 ， 充分发挥这项经费的
作用 ， １９５３年教育部发出 枟关于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使用范围的指示枠 ，指出不得以有此项
“专款” 而取消或减少民族学校在一般教育事业费中应享有的份额 ， 只有在学校教育上因民
族特点而产生的必需开支 ，超过了一般教育事业费的范围或标准时 ， 其超过部分始得由少
数民族教育补助费项下开支 ， 并具体规定了这项经费的使用范围 。

１９５６年国务院发出 枟关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费的指示枠 ，要求各地每年必须保证一定数
额的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 ，根据当地经济及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 以 １９５５ 年指标数为基础 ，
一般应逐年适当增加 。

五 、关于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师资 、支援师资的特殊政策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关键 ， 政府把民族师范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民族教育工作的重点 。 １９５１ 年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通过的 枟培养少数民族师资的试行
方案枠 提出了培养少数民族师资的具体措施 ， 如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师范学院改善办学
条件 ， 提高教学质量 ，改进教材教法 ； 在少数民族人口集中 、 教育发达的地区筹设少数民
族师范学院或师范专科学校 ， 在一般师范学校内增设少数民族师范班 ， 在若干师范学院或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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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专科学校酌量增设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课程等 。 １９５６ 年教育部在 枟关于内地支援边疆
地区小学师资问题的通知枠 中就要求四川 、 陕西等省 ， 对于接邻的边疆省 、 自治区需要外
地支援的师资要有较多的支持 ， 并且可扩大一些中等师范学校的招生比例 ， 每年培养的小
学师资中应包括一部分支援边疆省 、 自治区的师资 。

六 、关于招生及生活待遇方面给少数民族学生适度优惠

在招生政策方面 ，一是适当放宽报考年龄限制 。 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一般启蒙上学较
迟 ，故高小毕业生年龄较大 ， 报考中等 、高等专业学校受到限制 。 １９５５ 年教育部发出 枟关
于放宽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年龄的问题给广西省教育厅的函枠 中指出 ： “今年在各级学校招生
规定报考年龄时 ，对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年龄一般应比照当地规定放宽 ２ — ３ 岁 。 同时当年毕
业生报考时不受年龄大小之限制 。” 二是放宽了少数民族考生录取标准 。 １９５１ 年高等学校招
考新生规定 “兄弟民族学生考试成绩虽差 ，得从宽录取” 。这一规定沿用了三年 。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６１ 年间 ，改为 “同等成绩 、 优先录取” 。 三是对少数民族考生语言文字予以照顾 。 １９５６
年 （５６） 学刘字第 １９６号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通知关于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学生事枠
文件中 ，就当年很多少数民族学生要求照顾他们汉语实际困难的要求 ， 在降低录取标准 、
照顾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方面做出了相关的规定 。

在学生待遇上实行优惠政策 。 １９５０年颁布的 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枠 规定 ： 为
了鼓励与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接受各种高等教育 ， 凡考入高等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一律公费
待遇 。 除公费待遇的少数民族学生外 ，在若干指定的中学也设立少数民族学生的公费名额 。
１９５１ 年通过了 枟少数民族学生待遇暂行办法枠 。 １９５２ 年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学生的公
费制一律改为人民助学金制度 。 当时规定 ， 高等学校学生全部享受人民助学金 ， 少数民族
学生的标准可酌情提高 。 当时教育部颁发的 枟中学暂行规程 （草案）枠 规定 ： “中学设人民
助学金 ，少数民族学生申请人民助学金时 ，应在可能条件下尽先予以照顾 。”

七 、举办寄宿制民族中小学校

寄宿制民族中小学在五六十年代就在部分省 、 自治区开始举办 。 寄宿制民族中小学是
国家专为少数民族举办的一种特殊办学形式 。 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 、 边远山区和经济不发
达地区设立 ，面向农村 、牧区 、边远山区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 寄宿制学校以公办为主和助
学金为主 ，实行全日制中小学计划 。 学生食宿在校 ， 享受助学金 ， 减缴或免缴学杂费 、 书
本费 ， 特别困难者还发给日常生活用品 、 服装等 。 根据 “分级办学 、 分级管理” 的原则 ，
寄宿制民族中小学办学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 分为省办 、 州办 、 县办等几种形式 。 国
家在经费 、师资 、设备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 。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 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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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也明确指出 ， 少数民族各级学校在办学形式上 ， 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 ， 除在少数民
族聚居区外 ，在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 ， 单独设立民族中 、 小学 ， 在经济困难和交通不便的
少数民族边远山区和牧区 ，办好寄宿制民族中 、 小学校 。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国务院发出 枟关于少
数民族教育事业费的指示枠 ，明确指出有寄宿生的学校得根据需要设炊事员和保育员 。

第二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
（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５）

１９５６年 ，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 随即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的时期 。党的八大及时地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
战略 。 我国民族教育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即探索社会主义民族教育发展道路
的时期 。 这一时期 ， 由于 “左” 的思想影响 ， 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发展出现过一些曲折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之后又重新步入正轨 。

一 、关于民族教育方针方面的政策

１９５６年 ６ 月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 。 这次会议提出在整个国民
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 ，使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逐步接近和赶上汉族水平 ， 在少数民族地
区有步骤地开展扫盲工作和实行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 在会议精神的指引下 ， 民族教育得到
进一步的发展 。

二 、关于民族教育管理体制方面的政策

１９５８年以后 ，一些地方不适当地批判民族工作 “特殊论” 和少数民族 “落后论” ， 刮起
了 “民族融和风” ，出现了民族教育忽视民族特点的倾向 。 在 “左” 倾思想的影响下 ， 许多
民族学校被撤销或合并 ，民族语文教学被取消 ， 民族学生的公费待遇被取消或削减 ， 使民
族教育政策遭受挫折 。 １９６１ 年后经过调整 ， 重申了民族政策 ， 民族教育政策得到恢复和进
一步发展 。 １９６２年 ，中央批转了西北地区民族工作会议和全国民族工作会议报告 。

三 、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 ，重视双语教育

双语教学政策进一步加强 ，双语教学工作取得新进展 。 １９５７年 １２月 ，国务院批准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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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方案以及帮助壮 、布依 、哈尼等 １０ 个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
制文字的方案 ， 使民族语文教学得到更广泛的开展 。 这一时期 ， 还强调了汉族学习少数民
族语言和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必要性 。 １９５７ 年 ３月 １７日 ，李维汉在政协全国委员会邀请广
西籍人士协商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 ： “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
部 ，一般地也应当学会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 ， 以便密切同少数民族干部和当地人民群
众的联系 ，为他们服务 。” 他同时还强调 ， “少数民族人民 ， 首先是他们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
还需要学习汉语汉文 。这有两点重要理由 ： 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以上 ， 使用汉
语汉文的人口 （包括通用汉语文的少数民族在内） 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 随着
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 汉语汉文的使用范围势必继续扩大 ， 而日益成为我国各民族
共同使用的工具 。 学会了它 ， 就更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交际往来 ， 也有利于少数民族就业 、
升学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等等 。 再则 ， 如同上面所说的 ，少数民族人民如果掌握了汉语语文 ，
就更便利于从汉族文化里面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 更快地提高
本民族的文化水平 。” １９５８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 枟关于汉语拼音方
案的决议枠 ，随后教育部发出通知 ，要求教学拼音字母 ， 利用拼音字母学习普通话 。 少数民
族的学校 ，也可以试用拼音字母学习汉语 。

明确了民族文字教材建设的任务 。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 ， 文化部 、 教育部 、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联合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出版工作会议 。 会议指出 ： 各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应译
用或采用全国通用教科书 ，另外自编本民族语言教材和民族学校汉语教材及民族补充教材 ；
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 ，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为指导思想 ； 在教材的政治内容上要用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 ； 争取在较短时间内 ， 由有关民族地区分工
协作 ， 编译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民族文字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 。①

四 、内地支持边疆师资

采取新措施支援民族地区师资建设 。 １９５６ 年教育部发出 枟关于内地支援边疆地区小学
师资问题的通知枠 ，提出边疆省 、自治区所需师资除当地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外 ， 需要内
地支援的主要由内地调配部分初中学生和失业知识分子加以短训解决 。 临近边疆的省要给
予较多的支援 。 扩大中等师范招生比例 ，培养边疆民族地区所需师资 。

五 、关于民族教育招生方面的政策

进一步具体了高等学校招生中的民族照顾政策 。 １９５７ 年高等学校招生中规定 ， 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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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语文教学的高等学校或班级 ，可用少数民族语文单独进行招生考试 。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 ， 根
据中央批转的 枟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枠 提出的恢复高校招生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照顾办
法的指示精神 ， 教育部发出 枟关于高等学校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通知枠 ， 提出对报考统
一招生的全国高等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 ， 给予照顾 ： （１） 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全国重点高等
学校和其他一般高等学校 ， 仍旧恢复过去 “同等成绩 、 优先录取” 的办法 ， 当他们的考试
成绩与其他考生相同时 ，可以优先录取 ； （２） 少数民族学生报考本自治区所属的高等学校 ，
可以给予更多的照顾 ，当他们的考试成绩达到教育部规定的一般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最低
标准时 ，就可以优先录取 ； （３） 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民族中学毕业生 ， 报考高等学
校文史类 ，今年仍旧和过去一样 ，免试古代汉语 。 １９６４ 年 ， 高等学校招考新生又规定 ， 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报考高等学校 ， 可以申请免试外国语 （报考外国语专业的
不得免试） 。

六 、关于民族教育经费方面的政策

１９５６年 ９月 ， 国务院发出 枟关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费的指示枠 ， 要求今后一定时期内 ，
民族地区的小学基本上仍由公办 ， 民族地区生活条件比较困难的地区应不收学杂费 ， 原来
实行收费的地区也须扩大减免名额 。 民族小学的编制定额应予适当照顾 ， 学校极端分散的
地区 ， 得设专职辅导员巡回辅导教师的在职学习 。 各地每年必须保证一定数额的少数民族
教育补助费 ，根据当地经济及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 以 １９５５ 年指标数为基础 ， 一般应逐年适
当增加 。从 １９５６ 年起 ，中央核拨经费采取块块拨款的办法 ， 因而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不单
列项下达 ，但拨给各地的教育事业费中仍包含这笔经费在内 ， 如 １９６４ 年全国教育经费专拨
的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为 １５００万元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

１９６６年 ６月 １ 日 ， 枟人民日报枠 发表了 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枠 的社论 ， “文化大革命”
全面开始 ，我国进入十年动乱时期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６） 。由于极 “左” 路线的严重破坏 ， 我国的
政治 、 经济 、教育 、科技和文化等事业遭受了空前的灾难 ， 民族教育难以幸免 ， 许多民族
工作部门被撤销 ，许多民族院校被停办 ，大批从事民族教育的干部 、 教师惨遭迫害和打击 ，
民族语文教学 、 民族教育机构等被撤销 。新中国 １７年民族教育工作成绩遭到了否定 ； 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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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族教育政策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 大部分名存实亡 。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亡后 ， 民族政
策和民族教育政策逐渐有所恢复 。这里着重讲 ７０ 年代上半叶民族教育政策在逆境中恢复的
情况 。①

一 、重抓民族教育政策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艰难环境中仍然顶住压力 ， 坚持党的一贯的民族政策 。 １９７２
年 ，毛泽东针对当时许多地区违反民族政策的情况指出 ， “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 ， 特别是民
族政策” 。之后 ， 国务院派出调查组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 。 当时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 ，
在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整顿 ，民族教育政策在困难条件下得到了某些程度的恢复 。

二 、重建少数民族教材

１９７３年 ７月 ， 国务院科教组委托内蒙古自治区召开八省 、 区中小学教材工作座谈会 ，
成立八省 、区中小学蒙文教材协作组 。在此基础上 ，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 ， 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少数
民族语文教材工作座谈会 ，就少数民族语文和汉文的教学要求及少数民族教材的改革 、 编
写 、编译 、印刷 、出版 、发行和加强领导等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 。 １９７５ 年 ， 国务院批转国
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翻译出版规划座谈会的报告 ， 要求切实加强山区 、
牧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图书 、 教材供应 。 并规定了八省区蒙文协作 、 五省区藏文协作 、 三
省区哈文协作 、 东北三省朝文协作的协作范围 。②

三 、重新支援西藏教育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 ， 西藏在拉萨等地成立中学 ， 急需师资 ， 教育部于 １９５６ 年发出
枟关于抽调初中 、 师范教员和教育行政干部支援西藏的通知枠 。 “文化大革命” 中 ， 国家还安
排内地 ６省 、市对口支援西藏的教育工作 。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 ， 国务院批转科教组 枟关于内地支
援西藏大学 、中学 、专科师资问题的请示报告枠 ， 对西藏要求配备的 ８ 所中学和 １ 所师范学
校的师资安排 ， 由上海 、江苏等六省 、 市和国家机关定区 、 定校包干支援 ， 并对支援教师
的任务 、分工 、 条件 、年限 、 待遇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 １９７６ 年 ， 国务院再次发出支援西藏
师资的通知 。 １９７５年至 １９８６年 ， 由上海 、江苏 、山东等省市派出中学教师支援西藏 ， 两年
轮换一次 ，先后派出 ７批共 ３０５６人次 。 根据中央组织部有关文件精神 ， 派三批大学教师支
援西藏 ，共 ４００ 人次 。此外 ， 还通过多种渠道为西藏培训师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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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订民族教育经费政策

１９７３年 ９月 ， 为贯彻周总理关于 “普及小学五年教育 ， 这是一项大政” 的指示 ， 国务
院教科组和财政部召开座谈会 ， 提出 “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 ， 在教育卫生和行政开
支方面的一些困难 ，要注意帮助解决” 。 １９７４年 １月发布的 枟关于中小学财务管理若干问题
的意见枠 规定 ， 对少数民族住宿生以生均助学金的方式给予补助 。 奖学助学金暂定城市每
生 （按在校生总数计算） 每年 ２ 元 ， 县镇和农村每生每年 ３ 元编列预算 。 少数民族地区 、
边境地区 ，可适当调整提高 ， 对这些地区的小学住宿生 ，也应酌情补助 。

第四节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

１９７６年粉碎 “四人帮” ， 特别是 １９７８ 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 经过拨乱反正 ， 中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改革新时期 ， 中国民族教育事业也步入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 新
时期 ， 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主要表现在有关民族教育法律体系基本建立 ，
有关民族教育的行政政策与时俱进 ， 不断完善 。

一 、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法律体系及其基本原则

新时期是依法治国的时期 。中国分别于 １９８２年 、 ２００４年两次修宪 ，各种法律如雨后春
笋般涌出 ，各种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 民族教育法律体系也是如此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枠 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根本法律依据 ， 以宪法为依据 ， 枟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枠 （１９９５年颁布）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枠 （１９８６年颁布 ， ２００６ 年
修订）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枠 （１９８４ 年颁布 ， ２００１ 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为中
国少数民族教育构造了基本完整的法律体系 。其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

（一） 中国各民族关系是团结 、平等 、互助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枠 第 ４ 条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 国家保障各
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 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 、 团结 、 互助关系 。 禁止对任何
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 第 ５２ 条规定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枠 第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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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 ： “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 “上级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维护
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 、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 第 ４８条规定 ：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 。”

（二） 中国各民族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枠 第 ４６ 条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
国家培养青年 、 少年 、儿童在品德 、 智力 、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枠 第 ９条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 公民不分民族 、 种族 、 性
别 、职业 、财产状况 、宗教信仰等 ， 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 。” 所谓 “公民” ， 我国
宪法第 ３３条界定为 ：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 同时规
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 任何公民享有宪
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 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就是受教育权主体 ，就有资格受教育 。① 中国各少数民族群众是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中国公民 ，理所当然地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

（三）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可以自主地管理和发展本地方教育事业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枠 第 １１９ 条规定 ：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
的教育 、科学 、 文化 、卫生 、 体育事业 ， 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 ， 发展和繁荣民族文
化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枠 第 ３６ 条规定 ： “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国
家的教育方针 ， 依照法律规定 ， 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 ， 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 、 学制 、 办
学形式 、教学内容 、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 第 ３７ 条规定 ： “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
地发展民族教育 ，扫除文盲 ， 举办各类学校 ，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 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普通
高级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 根据条件和需要发展高等教育 ， 培养各少数民族专业
人才 。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为少数民族牧区和经济困难 、 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山区 ，
设立以寄宿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 ， 保障就读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
段的学业 。办学经费和助学金由当地财政解决 ， 当地财政困难的 ， 上级财政应当给予补
助 。” 第 ４２条规定 ： “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和其他地方的教育 、科学技术 、文
化艺术 、卫生 、 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和协作 。 自治区 、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 ， 可
以和国外进行教育 、科学技术 、文化艺术 、卫生 、 体育等方面的交流 。”

·９０３·

① 据此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 ２２ 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义

务教育法枠 第 ４ 条规定 ：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儿童 、 少年 ， 不分性别 、 民族 、 种族 、 家庭财产状况 、 宗教信仰

等 ， 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 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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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家帮助 、扶持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枠 第 １２２ 条规定 ： “国家从财政 、 物质 、 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
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 。 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
级干部 、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枠 第 １０条规定 ： “国家根据各
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 ，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教育事业 。”

关于教育投入方面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枠 第 ５６条规定 ： “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教育专项资金 ， 重点扶持边远贫困地区 、 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枠 规定 ：中央和地方财政视具体情况 ， 对经济困难地
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给予适当补助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枠 第
７１条 指出 ： “国家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投入 ， 并采取特殊措施 ， 帮助民族自治地方
加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发展其他教育事业 ，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 同时强调
了国家为扶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设立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

助专款 ，任何部门不得扣减 、 截留 、 挪用 ，不得用以顶替民族自治地方的正常的预算收入 。
新修订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枠 第 ６ 条规定 ：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 采取措施 ， 保障农村地区 、 民族地区实施
义务教育 ，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 第 ４７ 条规定 ： 国务院和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 ， 设立专项资金 ， 扶持农村地区 、 民族地区实族义务教
育 。

关于兴学招生方面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枠 第 ７１ 条规定 ： “国家举办民族
高等学校 ，在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 、 民族预科 ， 专门或者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 并且可
以采取定向招生 、定向分配的办法 。 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的时候 ， 对少数民
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 ， 对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特殊照顾 。 各级人民政
府和学校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完成学业 。 国家在发达地区
举办民族中学或者在普通中学开设民族班 ， 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实施中等教育 。” 新修订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枠 第 １８ 条规定 ：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人民政府根据需要 ，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置接收少数民族适龄儿童 、少年的学校 （班） 。

关于师资支援方面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枠 第 ７１ 条规定 ： “国家帮助民族
自治地方培养和培训各民族教师 。 国家组织和鼓励各民族教师和符合任职条件的各民族毕
业生到民族自治地方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 并给予他们相应的优惠待遇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枠 规定 ，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教师以及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到少数民族地区
和边远贫困地区从事教师教学工作的 ， 应当给予补贴 。 新修订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枠 第 ３１ 条规定 ：在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工作的教师享有艰苦地区补助津贴 。第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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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城市学校教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地
区 、地族地区人事义务教育工作 ； 国家鼓励高等学校毕业生以志愿者的方式到农村地区 、
民族地区缺乏教师的学校任教 。 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认定其教师资格 ， 其任教
时间计入工龄 。

（五） 关于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语言文字的规定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枠 第 ４ 条规定 ：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
由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枠 第 １２ 条规定 ： “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
教学语言文字 。 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 可以使用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
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 ， 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
话和规范字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枠 第 １０条规定 ：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 第 ３７ 条规定 ： “招收少数民族
学生为主的学校 （班级） 和其他教育机构 ， 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 ， 并用
少数民族语言讲课 ；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 ， 推广全国通用
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政方面扶持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的编
译和出版工作 。”

（六） 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枠 第 ３６条规定 ：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
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 、损害公民身体健康 、 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枠 第 ８条规定 ： “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
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

二 、关于新时期少数民族教育的行政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国家采取了许多特殊政策和措施支持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 概
括起来主要有 ：

（一） 明确新时期民族教育的原则和任务

１９８０年 １０ 月 ９日 ， 教育部 、 国家民委 枟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枠 强调要大力培
养少数民族科学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 要求重点扶持民族教育 ， 逐步建立适合少数民族地
区特点的民族教育体系 。 １９８１年 ２月 ，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总结了 ３０多年来民族教育
的历史经验 ，认真研究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发展民族教育的问题 ， 提高了对民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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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１９８５ 年 ５月 ２７ 日 ， 中共中央颁布 枟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枠 ， 民
族教育体制改革有了总的方向 。

１９９２年 ３月 ， 第四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国务委员兼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作了 枟大力改革和发展民族教育 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枠 的报
告 ，会议下发了 枟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枠 、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改革指导
纲要枠 和 枟关于开展教育支援协作的意见枠 等 １０ 个文件 。 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三次全国民族
教育工作会议以来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 ， 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我国民族教育发展
与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性意见 ：

１畅 确定了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六项基本原则 ， 即 ：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 坚持为
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 坚持开放 ， 扩大交流 ； 坚持教育与
宗教分离 ；坚持国家帮助与自力更生相结合 。

２畅 明确了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三项基本任务 ： 要打好基础 ， 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一个
新的发展和提高 ；要坚持改革开放 ， 进一步明确办学的路子 ， 使民族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经
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富裕文明服务 ； 要努力缩小目前困难较大的民族地区同全国教育发展
平均水平的差距 ，使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全国教育发展相适应 ， 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
济 、社会发展相适应 。

步入 ２１世纪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 、 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 、 科
教兴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向纵深发展的新形势 ，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 颁布 枟国务院关于深
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枠 （国发 ［２００２］ １４ 号 ， 以下简称 枟决定枠） ， 为落实 枟决
定枠 ，同月召开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 枟决定枠 提出了 ２１ 世纪初民族教育的指导思
想 、目标任务 、 基本方针和原则 ：

１畅 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 以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 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 ， 解放思想 ， 转变观念 ， 发挥教育在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 、增强民族团结 、 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 ； 根据 “因地制宜 ， 分区规划 ， 分类
指导 ， 突出重点” 的原则 ，确定民族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和政策措施 ； 确立基本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以下简称 “两基”） 在整个民族教育中 “重中之重” 的地
位 ，促进各类教育健康 、协调发展 ； 坚持以地方自力更生为主 ， 国家大力扶持 ， 发达地区
和有关高等学校大力支援相结合 ；坚持规模 、 结构 、质量和效益相统一 。 “十五” 期间 ， 民
族自治地方要在巩固 “两基” 基础上 ， 把实现 “两基” 的县级行政区划单位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５１ ％提高到 ７０ ％以上 ，在 ９５ ％的地区基本普及小学阶段义务教育 ； 确保少数民族散杂居地
区民族教育优先或与当地教育同步发展 ；确保高中阶段在校生有显著增长 。 到 ２０１０ 年 ， 民
族地区全面实现 “两基” ， 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 ，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 适应 ２１ 世纪信息化
和现代化建设需要 、充满生机活力 、 较为完善的民族教育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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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 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 、 从实际出发 ， 在发展规划 、 改革步骤 、 目
标要求 、办学形式 、教学用语 、 课程设置 、 学制安排等方面因民族 、 因地区制宜 ； 要坚持
观念创新 、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 ， 不断扩大民族间和地区间的开放和交流 ， 大胆吸收和借
鉴不同民族 、不同地区和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 ， 使我国民族教育既保持自身特色 ， 又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要坚持宗教与国民教育相分离的原则 。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
教干预国民教育 ，不得以任何形式在学校宣扬宗教 。 对各族师生进一步加强无神论和唯物
主义的教育 ，弘扬科学精神 、 传播科学思想 、 倡导科学方法 、 普及科学知识 、 树立科学世
界观 ， 不断增强各族师生自觉抵御封建迷信和邪教影响的能力 。

３畅 要高举民族团结进步的伟大旗帜 ， 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 ， 有重点 、 分层次 、 有针
对性地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进一步增强各族师生 “三个离不开”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 少
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 的观念 ， 牢固树立自觉维护国家统一 、
反对民族分裂的思想意识 ， 增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 、 道德观念 ， 提高科学 、 文化素
质 ，为确保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

（二） 加强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建设 ，深化办学体制改革 ， 合理调整教育布局 ， 促进
教育协调发展

１９８１年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重申了 １９５２年中央人民政府 枟关于建立民族教育
行政机构的决定枠 ，要求有关省 、市 、自治区依照这一精神 ， 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 ， 逐步恢
复 、建立和健全民族教育行政机构 。 １９９２年国家教委颁发的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
导纲要 （试行）枠 要求各地要加强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建设 。

２００２年 枟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枠 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
强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 。把民族教育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 要加快民族教育立
法工作 ，把民族教育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 要把重视民族教育 ， 确保民族教育投入 ， 为民
族教育办实事等 ，列入各级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责任制和考核政绩的重要内容 。 教育行政
部门要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具体负责民族教育工作 。 在各级民族教育行政部门中 ， 要重视
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要进一步深化办学体制改革 ，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 ， 支持
东 、中部地区社会力量在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办学 ， 或者面向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在东 、
中部地区办学 ； 鼓励和引导民族地区群众自费送子女到东 、 中部地区求学就读 。 合理调整
各级各类教育的布局结构 ，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 不断提高教育投入的规模效益 ； 加
快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步伐 ， 提高学校管理水平 。 认真实行 “在国务院领导下 ， 由地方政府
负责 、 分级管理 、以县为主” 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 加快推进 “两基” 进程 ， 力争实
现 “十五” 期间的奋斗目标 。 要特别重视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 努力改善寄宿制
中小学办学和生活条件 。扶持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办好示范高中 ， 发展高中教育 。 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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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民族地区高等学校和民族高等学校 ， 加快民族地区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 、 专业结构
调整 、 人事制度改革和后勤社会化改革步伐 。 要重视和加强幼儿教育 、 职业教育 、 成人教
育 、特殊教育 ， 使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

（三） 进一步强调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

１９８０年 枟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枠 指出 ： “必须遵照党中央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 ，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的精神 ， 保证民族自治地方在教育事业
上的自主权 。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指导下 ，教育规划 、 学校管理体制 、 办学形式 、 学制 、
教材建设 、教学内容 、人员编制 、 教师任用和招聘 、 经费的管理和使用等 ， 都应由自治地
方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

１９９２年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 （试行）枠 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方针与政策做
出了详尽的规定 ，其中规定各地要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 ， 改革民族教育管理体制 ， 逐步
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的体制 ， 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自力更生办学的积
极性 。

２００２年 枟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枠 指出 ， 我国的民族教育以民
族地区自力更生为主 ， 与国家扶持及发达地区 、 有关高等学校开展教育对口支援相结合 ，
共同推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

（四） 进一步加强民族语文教学 、双语教学 ， 发扬少数民族优良历史文化传统

１９８８年第四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指出 ： 民族教育的发展一定要以改革的精神办教
育 ；提倡和鼓励不同民族学生合校分班或合校合班 ， 提倡汉族学生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
字 、文学艺术 、 历史 、医学等 ；要使各族学生增进了解 ，广交朋友 ， 团结互助 ，共同进步 。

１９９２年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 （试行）枠 规定 ，正确贯彻党的民族语言文
字政策 ，在教学中 ，因地制宜地搞好双语教学 ； 民族地区学校教学语言文字政策的具体实
施主要由各省 、 自治区根据 枟宪法枠 、 枟民族区域自治法枠 的有关规定 ， 按照坚持开放 、 扩
大交流和有利于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 有利于民族间科学文化交流 、 有利于提高各民族
教育质量的原则和当地的语言环境 、 教学条件以及多数群众的意愿决定 ； 凡使用民族语言
授课的学校 ，要搞好 “双语” 教学 ， 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 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
汉语文和民族语文的双语教学研究 ； 学校中的双语教学工作 ， 要纳入教学计划由当地教育
部门统一管理 。

２００２年 枟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枠 进一步强调 ， 要尊重和保障
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文接受教育的权利 ， 加强民族文字教材建设 ； 编译具有当地特色的
民族文字教材 ， 不断提高教材的编译质量 。 要把民族文字教材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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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 ， 资助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 、 审定和出版 ， 确保民族文字教材的足额供应 ； 要大力推
进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 ；正确处理使用少数民族语授课和汉语教学的关系 ， 部署民族中小
学双语教学工作 ；在民族中小学逐步形成少数民族语和汉语教学的课程体系 ； 有条件的地
区应开设一门外语课 ；要积极创造条件 ， 在使用民族语授课的民族中小学逐步从小学一年
级开设汉语课程 。

（五） 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

具体来说 ， 有以下几点 ：
１畅 大力发展民族师范教育 ，培养合格的少数民族师资 。 １９８０ 年教育部 、 国家民委印发

的 枟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枠 中提出 ： 各自治区和各少数民族较多的省 ， 一定要建
立并办好一批民族师范院校 。 １９９２年国家教委 、 国家民委印发的 枟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
若干问题意见枠 以及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 （试行）枠 指出要优先办好民族师
范学校 ，尽快提高民族教师队伍的水平 ， 使毕业生热爱民族教育事业 ， 既能教授文化课 ，
又掌握一两项实用技术 ，一专多能 。 ２００２年 枟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
定枠 指出 ，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民族教育发展的重点 ， 教育投入要保证教师队伍建设的
需要 ； 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教师队伍建设要把培养 、 培训 “双语” 教师作为重点 ， 建设一
支合格的 “双语型” 教师队伍 ； 进一步深化教师教育制度改革 ， 提高师范院校教师队伍的
教学和科研水平 ，加强县级教师培训基地的建设 ； 加强校长培训 ， 提高民族地区学校的管
理水平 。拓宽教师来源渠道 ， 鼓励非师范院校毕业生和东 、 中部地区高校毕业生到少数民
族和西部地区任教 。

２畅 加强在职教师的培训提高工作 。 １９９２ 年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 （试
行）枠 强调办好各级民族师范学校和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 ， 以大力培养当地土生土长的本
民族教师 ，加强在职教师的培训提高工作 。２００２ 年 枟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
育的决定枠 指出 ，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教师队伍建设要把培养 、 培训双语教师作为重点 ，
建设一支合格的 “双语型” 教师队伍 ； 提高师范院校教师队伍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 加强县
级教师培训基地的建设 ；采用远程教育等现代化手段 ， 提高继续教育的质量和效益 ； 加强
校长培训 ，提高民族地区学校的管理水平 ； 加强教师培训 ， 鼓励教师参加各类业务学习 ，
提高教师学历学位层次 。

３畅 改善民族地区教师待遇和工作条件 。 １９７９ 年 ， 教育部 、 财政部 、 粮食部 、 国家
民委 、 国家劳动总局印发 枟关于边境县 （旗） 、 市中小学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通知枠 ，
决定从当年起 ， 由国家拨专项劳动指标 ， 将边境 １３６ 个县 （旗） 、 市中小学民办教师
（职工） ， 经考核后合格的全部转为公办教师 。 １９８０ 年 ， 教育部 、 国家民委在 枟关于加强
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枠 提出 ： 应在 ３ 至 ５ 年内 ， 逐步安排劳动指标 ， 把经过考核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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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 使少数民族地区公办教师达到 ７０ ％ 以上 。 １９９２ 年 枟全国民族
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 （试行）枠 规定各地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 制定一些可行的
优惠政策 ， 以稳定山区 、 牧区教师并鼓励外地教师到山区 、 牧区任教 ； 国家 、 省 、 自治
区和地 （州） 三级教育部门 ， 在安排教育事业费 、 专项补助费和世界银行贷款等各种经
费时 ， 要对各级民族师范院校实行倾斜政策 ， 帮助这些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 提高师资水
平和进行教学改革 。

４畅 对民族学校教职工编制适当放宽 。 １９８０年 ，教育部 、 国家民委在 枟关于加强民族教
育工作的意见枠 中提出 ：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实际需要 ， 教职工编制应适当增加 。 １９８４ 年教
育部 枟关于中等师范学校和全日制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枠 ， １９９３年印发的 枟民族乡
行政工作条例枠 以及 １９９３ 年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 （试行）枠 进一步强调了
此项精神 。

５畅 继续安排内地有关单位支援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 。 １９９２ 年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
改革指导纲要 （试行）枠 要求开展对民族师范院校的对口支援协作 ， 切实搞好一批民族中等
师范学校和民族地区的师范专科学校的建设 ， 同时 ， 充分发挥委属师范大学的优势 ， 为民
族地区高等学校培养一批骨干教师 。

（六） 加强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建设

新时期 ，有关方面多次强调加强民族语文教材建设的重要性 ， 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
策 。

１畅 进一步明确民族文字教材建设的方针和任务 。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 ， 政府在民族文
字教材建设方面强调要注意民族特点 ，提高质量 。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教育部转发的 枟少数民族文
字教材工作座谈会纪要枠 提出 ：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 ， 语言文字差异很大 ，
教材编译工作不能停留于翻译统编教材 。 从长远看 ， 民族教材要立足于自己编写 ， 这是民
族文字教材编译工作的发展方向 。 当前 ， 民族教材 ， 特别是语文和历史教材中 ， 应根据各
个年级的不同情况 ，适当选编一些本民族的优秀作品 ， 或本民族发展历史的内容 。 １９８１ 年
的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还提出 ， 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要提高质量 ， 注意解决各科
教学大纲 、教材 、教学参考书 、 工具书 、 课外读物的配套问题 ， 要加强各有关省 、 自治区
之间的协作 。

１９８６年印发的 枟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朝鲜文教材审查委员会工作条例 （试行）枠
规定 ， 教科书的内容和形式 ， 必须有利于祖国的统一 、 民族的团结 、 民族政策的落实 、 本
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 ； 必须符合本民族学生心理特征和学习规律 ， 体现民族特
点和地区特点 。

２畅 加强教材编写出版及规划和管理 。 １９８１年的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 比较全

·６１３·



第三编 　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面地提出了加强民族文字教材建设的有关问题 ， 提出 ： 各有关省 、 自治区教育部门应重视
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出版工作 ， 并加强领导 ； 要健全编译出版机构 ， 配备足够的懂行
的业务人员充实编译队伍 ， 解决好编制 、 经费 、 纸张供应以及教材的印刷 、 发行 、 运输等
问题 ， 力求实现教材 “人手一册 ， 课前到手” 的要求 ； 要注意提高教材的编译质量 ， 注意
解决各科教学大纲 、教材 、教学参考书 、 工具书 、 课外读物的配套问题 ； 编译民族文字教
材 ，从内容到形式 ，都要注意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 ； 在历史 、 地理 、 语文等教材中都要有
民族和地区的内容 ；编写民族文字教材 ，要加强各有关省 、 自治区之间的协作 。

１９８７年 ，国家教委印发的 枟关于九省区教育体制改革进展情况的通报枠 增加了教材编
写要符合教育规律的要求 ， 指出 ： 加强省区的协作 ， 认真研究解决教材编译 、 出版 、 发行
工作中实际困难 。在统一基本教学要求前提下 ， 教学内容要充分体现当地民族的特点 ， 编
写出具有民族地区特色补充教材 。 教学要求符合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知识水平 、 生理和心
理发展的特点 。

１９９２年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 （试行）枠 要求 “民族地区的中小学 ， 特别
是农村牧区的乡级中学广泛开展课外小组活动或科普知识讲座 ， 编写乡土教材” ， 同时还规
定国家和有关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 ， 要拨专款扶持中小学民族文字教材 ， 并根据各省 、 自
治区的实际情况 ，实行中小学民族文字教材和汉语文中小学教材出版机构联合经营 ， 统一
核算 ， 以盈补亏的办法 ，保证中小学民族文字教材及时 、 按需供应和配套发行 ； 还提出要
加强民汉互译的名词术语规范化的研究和民族学生学习 “双语” 的教学研究 。

２００２年 ７月 枟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枠 提出 ， 要把双语教学教
材建设列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 ， 予以重点保障 ； 编写少数民族学生适用的汉语教材 ； 国家
对双语教学的研究 、教材开发和出版给予重点扶持 ； 加强民族文字教材建设 ； 要把民族文
字教材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教育经费预算 ， 资助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 、 审定和出版 ， 确保民
族文字教材的足额供应 。

３畅 建立民族教材审定制度 。 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 ， 实行民族语文教材编写与审查分开的制
度 ，先后成立了朝文 、蒙古文 、藏文教材审查委员会 ， 并分别制定了各民族文字教材审查
委员会工作章程 。对教材审查的范围 、 审查原则和对教材的内容 、 形式 、 文字 、 插图等方
面都提出具体的要求 。 １９８６ 年分别成立了藏文 、朝鲜文 、 蒙古文教材审查委员会 。 １９９２ 年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 （试行）枠 规定 “跨省 、 自治区使用的教材 ， 由国家教
委组织审定 ；本省 、自治区使用的教材 ， 由省 、 自治区教委负责组织审定 。 未经审定 ， 不
得作为教材使用” 。

４畅 制定民族教材评奖制度和评奖办法 。 １９８６ 年党和政府先后制定了民族文字教材审查
工作章程和评奖办法 ，从内容 、形式 、文字 、插图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材质量的具体要求 ，
对需要掌握的民族政策也做了原则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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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继续在经费上给予民族教育特殊照顾

国家对民族教育经费问题一贯重视 。 新时期在有关法律和文件中多次强调增加民族教
育经费 ，重视和扶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所采取的特殊扶持政策主要有 ：

1畅 加强民族教育专项补助经费管理 ，以解决民族教育的特殊困难

１９９１年国务院印发的 枟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 枙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法枛 若干问题
的通知枠 中指出 ： “国家设立少数民族教育补助专款 ，实行专款专用 ， 保证直接用于少数民
族教育事业 。”

１９９２年国家教委民族地区教育司颁布的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 （试行）枠
规定 ， 国家拨给的民族教育专项经费 ， 要专款专用 ， 不得挤占和挪用 ； 除中央向地方下拨
的各项教育专款要给予照顾外 ， 有关省 、 自治区财政要按照 枟民族区域自治法枠 的有关规
定 ，设立民族教育专项补助经费 ，其数额由省 、自治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

2畅 多渠道增加民族教育投入

１９８０年 ，教育部 、国家民委发出通知 ， 建议除正常教育经费照拨外 ， 能够从国家对少
数民族地区的各项补助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款额 ， 用于解决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需要 。

１９９２年国家教委 、国家民委印发的 枟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枠 提出 ，
坚持国家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 ， 多渠道增加民族教育的投入 。 根据民族地区的实
际 ，基础教育要实行由地方负责 、 分级办学 、 分级管理的体制 。 各级各类民族学校要充分
利用当地资源 ， 因地制宜 ，广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 枟意见枠 还指出国家拨给民族地区包干
经费中的 “三项” 补助经费 （民族地区机动金 、 边境地区事业补助费 、 不发达地区发展资
金） ，各省 （区） 要增加用于发展民族教育的比例 。同年的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
纲要 （试行）枠 又重申了这一精神 。

２００２年国务院颁布的 枟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枠 提出 ， 要统筹
兼顾 ， 突出重点 。要把中央财政扶持教育的重点向民族工作的重点地区 、 边远农牧区 、 高
寒山区 、边境地区以及发展落后的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倾斜 。 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和西部
地区发展现代远程教育 ，提高这些地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能力 ， 实现民族教育的跨越
式发展 。国家要加大对民族教育的投入 ， 在 “十五” 期间及至 ２０１０ 年 ， “国家贫困地区义
务教育工程” 、 “国家扶贫教育工程” 、 “西部职业教育开发工程” 、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工
程” 、 “教育信息化工程’ 、 “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 、 中小学贫困学生助学金专款 、 青少
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项目等要向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倾斜 ； 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的各级政
府要设立民族教育专项资金 ， 制定和落实有关优惠政策 ， 扶持散杂居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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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地方本级财政教育经费的支出要切实做到 “三个增长” ； 国际组织教育
贷款 、 海外和港澳台教育捐款的分配 ， 重点向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倾斜 ； 鼓励社会力量办
学 ，支持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教育 “帮困济贫” 行动 ， 对纳税人向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农
牧区义务教育的捐赠 ，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 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新建 、 扩建学校
包括民办公益性学校 ， 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 ， 并减免城乡建设等相关税费 ； 对勤工俭学 、
校办产业以及为学校提供生活服务的相关产业 ， 继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 同时 ， 适度运用
财政 、 金融等手段支持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

（八） 恢复发展民族学院 ，设立民族班

为了适应全党全国工作中心的转移 ，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国家民委 、 教育部印发的
枟关于民族学院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枠 将民族学院的方针任务由过去的
“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 ， 迫切需要的专业技术干部为辅”调整为“大力培养四化所需要的具
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１９８４年 ，我国决定筹建东北民族学院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 并分别于 １９９７ 年和 １９９４
年正式挂牌建院 。 １９８９年决定将筹建中的鄂西大学改为湖北民族学院 。 １９９４ 年 ， 中央民族
学院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 。

１９９２年国家教委 、国家民委印发的 枟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枠 指出 ：
民族学院现有的专业 ，要根据社会需要积极改善办学条件 ， 深化改革 ， 提高质量 ； 民族地
区急需的一些专业 ，要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 ， 努力创造条件 ， 有计划地设置 。 同年国家教
委民族地区教育司颁布的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 （试行）枠 指出 ， 国家要继续
认真办好民族高等教育 ，采取特殊措施有计划地培养少数民族高级专门人才 。 １９９３ 年国家
民委印发了 枟关于加快所属民族学院改革和发展步伐的若干意见枠 ， 指出 ， 要积极发展普通
本专科教育 ，努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 继续办好预科教育和干部培训 、 函授夜大学等成人教
育 ；适当压缩长线专业 ，增加短线专业招生 ； 对能体现民族学院优势和特色的基础性学科
和专业 ，应采取有效保护措施 ，使其得到巩固和提高 。 对一般本 、 专科专业 ， 应逐步改造 ，
转向培养应用型人才 。 ２００２ 年 枟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枠 指出 ， 实
施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 资助西部各省 （自治区 、 直辖市） 重点建设一所起
骨干示范作用的高等学校 ，重点支持办好中央民族大学 ；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工作也要向少
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倾斜 。

民族班是在内地普通学校中设立的少数民族班 ， 是利用这些学校在师资 、 设备等方面
较为先进的条件 ，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进行特殊形式的培养 ， 是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一
项特殊措施 。 “文化大革命” 前 ，部分高等学校曾试办过民族班 。 １９８０年 ，根据高校招生对
少数民族适当降分后录取的比例仍较低的情况 ，教育部发出 枟关于 １９８０ 年在部分全国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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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试办少数民族班的通知枠 ，决定从当年开始 ，教育部所属五所重点高等院校举办民
族班 ， 帮助培养少数民族人才 。 此后一些医学 、 水利 、 体育 、 艺术等院校也相继开办了民
族班 ， 在普通中学中也有设立民族班的 。 ２００２年枟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
决定枠指出 ，做好高校民族班和民族预科班的招生工作 ，以上学年招生规模为基数 ，并按上学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平均增长比例 ，确定当年国家部委及东中部地区所属高等学校
民族班和民族预科班的招生规模 ；预科生的经费按本科生标准和当年实际招生数 ，分别由中
央和地方财政核拨 ；加强民族预科教育基地建设 ，深化预科教学改革 ，提高教育质量 。

（九） 加强寄宿制民族中小学校建设与管理

１９９２年教育部 、国家民委 枟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枠 指出 ， 对于大多数文化教
育十分落后的民族 ，特别是对于边远地区 、 牧区 、 山区的民族 ， 必须采取特殊的办法 ， 在
相当时期内 ，集中力量 ，办好一批公办的民族中小学 ， 给予较多的助学金 ， 特别要大力办
好一批寄宿制学校 ，采取由国家管住 、 管吃 、 管穿的办法 。 对这些民族中小学 ， 在经费上
要给予必要的照顾 ，调配较好的教师 ， 校舍和教学设备也要好一些 ， 把这批民族中小学办
好了 ， 就可以确保出一批人才 ， 奠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 同时 ， 还可以发挥各方面的积极
性 ，实行多种形式办学 。 同年在国务院颁布的 枟关于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指导纲要 （试
行）枠 中提出在一部分教育基础较差的贫困山区和牧区 ， 应重点扶持办好寄宿制民族小学 、
中学或民族班 ， 努力培养合格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 ， 为普及义务教育和培养各类人才打好
基础 。

（十） 在招生中继续给予少数民族学生特殊照顾

1畅 充实和完善招生中的民族政策和对少数民族录取成绩的照顾政策

１９７８年颁布的 枟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的意见枠 中就规定 ： 同报考专业相关科
目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考生和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 最低录取分数线及录取分数段 ，
可适当放宽 。

１９８０年教育部与国家民委印发的 枟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枠 指出 ： 高考招生 ，
应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择优录取和规定比例适当照顾相结合的办法 ， 在各民族自治地方 ，
少数民族学生的录取比例应力争不低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 。

１９８１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规定 ，对边疆 、 山区 、 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
考生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降低录取分数 。 对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 在与
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 高等学校举办少数民族班 ， 可适当降低分数 ， 招收边疆 、
山区 、 牧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 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招生按比例分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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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政策 。
１９８５年劳动人事部 枟关于允许农村 、 牧区少数民族学生报考技工学校的批复枠 规定 ，

农村 、 牧区少数民族学生中符合招生条件的可以报考技工学校 。
１９８７年国家教委颁布的 枟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枠 将对少数民族招生的照顾政策

进一步具体化 、 规范化 ，主要内容有 ：
（１） 边疆 、 山区 、牧区 、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 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

适当降低分数 ， 择优录取 。对散居于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 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 ，
优先录取 。 （２） 民族班招生 ， 从参加当年高考的边疆 、 山区 、 牧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
少数民族考生中 ，适当降低分数择优录取 。 （３） 山区 、 边远地区 、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委
托培养 ，可以划定招生范围 ， 同时明确预备生源 ， 适当降低分数 ， 择优录取 。 （４） 普通中
等专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时 ， 也执行与普通高等学校相类似的政策 。

１９９２年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 （试行）枠 和 枟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
问题的意见枠 指出 ，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在招生时 ， 在一定时期内对少数民族考生仍
继续实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和适当降分录取相结合的办法 （具体规定由有关省 、 自治区
自定） ， 使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占有适当的比例 ， 尽快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培养一定数量的高级专门人才 。

１９９３年发布实施的 枟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枠 第 ９条规定 ： “地方招生部门可以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 对义务教育阶段后的少数民族考生 ， 招考时给予适当照顾 。”
一些少数民族杂散居地区在执行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政策的基础上 ， 还制定了对少数
民族考生适当降低分数录取的政策 。

2畅 恢复 、完善关于少数民族考生语言文字的特殊政策

１９７８年发布的 枟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的意见枠 指出 ， 民族自治区 、 州 、 县和
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少数民族考生可以用本民族文字答卷 ， 但报考用汉语授课的院校 ， 要
具有一定的汉语听写能力 。

１９８１年高校招生时规定 ，民族自治区用本民族语文授课的高等学校或系 ， 由自治区命
题 、考试和录取 ，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 用本民族语文授课的民族中学毕业生 ， 报考用汉
语文授课的高等学校 ，应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 汉语文由教育部另行命题 ， 不翻译 ， 并用汉
文答卷 ；其他各科 （包括外语试题的汉语部分） 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 ， 考生须用本民族文
字答卷 。在考汉语文的同时 ， 由有关省 、自治区决定也可以考少数民族语文 ， 并负责命题 ；
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的考试成绩分别按 ５０ ％ 计入总分 ； 但汉语文成绩必须达到及格水平
方能录取 。 １９８１年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考试用语政策一直执行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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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畅 实行定向招生政策

“定向招生 、 定向分配” 是为了帮助边远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和某些工作条件较为艰苦
的行业培养人才 ，把招生来源地区和毕业生分配去向适当结合起来的一项招生政策 。

１９８２年 ，一些省 、自治区 、 直辖市的少数高等学校就试行了 “定向招生 、 定向分配”
的办法 ，收到初步效果 。

１９８３年 ，教育部决定从当年开始 ，在中央部门所属的农 、 林 、 医 、 师范院校实行部分
定向招生 ；省 、 市 、自治区所属农 、 林 、 医 、 师范院校实行大部分定向招生 。 定向招生的
学生 ， 毕业生分配时实行定向分配 。 为鼓励学生报考定向生 ， 必要时可以适当降低分数要
求 ，实行择优录取 。

经过几年的试行和完善 ， 国家教委于 １９８８年专门颁发了 枟普通高等学校定向招生 、 定
向就业暂行规定枠 ，划定了定向范围和具体招生 、 培养 、 分配政策 ， 这项政策对解决民族地
区人才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 。

（十一） 继续对少民族学生在生活上实行待遇适当从优的政策

1畅 适当减免收费

国家教委在 １９９２ 年印发的 枟关于加强民族散居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枠 中规
定 ，各类学校招生 ，凡属义务教育阶段 ， 要认真组织少数民族子女入学 ， 对生活有特殊困
难的学生可减免杂费 。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后 ， 对学生收取一定的学费和
杂费 ， 但规定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高校学生免收学费 。

２００２年国务院颁布的 枟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枠 指出 ： 对未普
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 向农牧区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 推广使
用经济适用型教材 ；采取减免杂费 、 书本费 、 寄宿费 、 生活费等特殊措施确保家庭困难学
生就学 。

2畅 在学生待遇以及发放助学金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教育部 、财政部和国家劳动总局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颁发了 枟关于普通高等学校 、 中等专
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办法枠 ， 规定高等师范 、 体育 （含体育专业） 和民
族学院的学生 ， 以及中等专业学校的师范 、护士 、 采煤等专业的全部学生享受人民助学金 ；
其他学生的人民助学金享受面按 ７５ ％ 计算 。

１９８３年 ９月实行人民助学金与人民奖学金并存的办法后 ， 民族学院的学生仍享受
１００ ％人民助学金 ，并适当增加困难补助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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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 ９ 月 ，高等学校全面实行奖学金制度和学生贷款制度 ， 决定设立优秀学生奖学
金 、专业奖学金和定向奖学金 。 为奖励学生在校期间刻苦学习 、 全面发展 ， 鼓励学生报考
师范 、 农林 、民族 、航海等专业和学校及毕业后到边远地区工作 ， 规定凡被录取为民族专
业 （学校） 的学生 ，全部享受专业奖学金 。并从 １９８９年起 ， 对享受专业奖学金和定向奖学
金的学生免收学杂费 。 ２００２ 年 枟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枠 中提出 ，
中央财政通过综合转移支付对农牧区 、 山区和边疆地区寄宿制中小学校学生生活费给予一
定资助 ；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各级财政也要相应设立寄宿制中小学校学生生活补助专项资
金 。在同等条件下 ，高等学校少数民族贫困生优先享受国家资助政策 ， 确保每一个大学生
不因经济困难而停止学业 。

（十二） 民族教育的对口支援与协作

内地对民族地区的教育对口支援协作开展的历史较长 。 改革开放以来 ， 对民族地区的
教育对口支援更为广泛 ，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形式 ：

1畅 对少数民族贫困县教育事业的对口支援与协作

１９９２年的 枟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枠 和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
导纲要 （试行）枠 明确指出 ，开展省 、自治区之间对口支援全国 １４３ 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发展
教育事业 ；组织经济发达地区协助民族贫困县制定教育发展规划 ； 培养培训合格师资 、 教
育行政干部 、办好重点骨干中小学和县职业技术学校 ， 发展电化教育和开展技术培训等 ，
使教育更好地为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及脱贫致富服务 ； 困难较多的一些省 、 自治
区的民族教育 ， 除国家给予一定的支持外 ， 各级政府要动员本省 、 自治区的力量 ， 参照
“智力援藏” 办法给予支持 ， 包括选择一些办学条件较好的中等学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入
学 ，为经济 、教育发展有特殊困难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多培养一些合格人才 ； 要鼓励和
有计划地组织内地省 、市和沿海地区与民族贫困县开展多种形式结对支援 ， 加快民族教育
的发展与改革 。

１９９３年 ，国家教委印发了 枟关于对全国 １４３ 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实施教育扶贫的意见枠 ，
确定了河北 、 北京 、 江苏 、 辽宁 、 山东等省市对口支援 １４３ 个少数民族贫困县 。 ２００２ 年
枟国务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枠 中指出 ，按照 枟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动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通知枠 （厅字 〔２０００〕 １３号） 的要求 ， 认真组织实施
“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 和 “西部地区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本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贫困地区学校工程” ，使少数民族和西部贫困地区在资金 、 设备 、 师资 、
教学经验等方面得到帮助 。教育对口支援实行目标责任制 ， 确保目标如期实现 ， 提高对口
支援的效益 。要重点支持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建设 ， 建立县级远程教育教学点和乡级电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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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视点 ，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启动校园网络或局域网建设 ，培养培训教师和管理人员 。

2畅 对西藏的教育支援与协作

对西藏地区的教育援助与协作是多方位的 。首先是支援高 、 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和设备 ，
帮助培训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 ，帮助建设学校 。

１９８７年国务院 、国家教委西藏经济工作咨询小组转发 枟关于内地对口支援西藏教育实
施计划枠 ，主要任务有 ：

重点加强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 。 由中央有关部委 、 有关省市和有关高校分别对口支援
西藏的 ４所师范学校 、 ９ 所中专以及西藏大学 、 西藏农牧学院 、 西藏民族学院 ３ 所高等院
校 ，主要任务是定期选派缺门专业课教师 ， 为这些学校培训在职教师和管理人员 。 在西北
师范学院成立藏族师资培训中心 ， 为西藏培养中学师资 。 委托辽宁等五省市的师范院校为
西藏代培师资 。 同时 ，国家每年统一分配 １２０ 名内地高等师范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支援西
藏 ，工作 ８年后可调回内地 。

确定对西藏七个地市的对口支援 ， 浙江省对拉萨市 ， 湖南省对林芝地区 ， 湖北省对昌
都地区 ，辽宁省对山南地区 ， 山东省对日喀则地区 ， 山西省对阿里地区 ， 天津市对那曲地
区 。主要任务是选派初 、高中骨干教师讲课 ， 帮助培训中学教师和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 此
外 ，还确定了由中央电视台对口支援西藏电教馆 ， 中央党校对口支援西藏党校 ， 具体支援
项目 ， 由西藏提出 ，双方研究确定 。 此外还对中学实验室建设给予技术指导 。

加强西藏教育研究和中小学藏文教材建设 。 依托西北师范学院设立必要的机构 ， 加强
以西藏为重点的整个藏族教育的研究工作 。 在继续加强藏 、 青 、 川 、 甘 、 滇等五省区藏文
教材编写协作的同时 ，西北师院和西藏教材编写机构紧密合作 ， 争取五年内重新设计 、 逐
步编写出适合藏族特点的中小学教材 。

西藏自治区各方面人才奇缺 ， 办学环境又很简陋 。 为了尽快改变这一状况 ， 中央领导
同志指示除加强西藏自治区本身的教育外 ， 在内地创建西藏学校和举办西藏班 ， 着重为西
藏培养中等专业技术人才 。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 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发出通知 ， 确定在北京 、 兰
州 、成都筹建三所西藏学校 ， 每年招生 ３００人 ；在上海 、湖北等 １６ 个中等以上城市各选条
件较好的一两所中学举办西藏班 ，每年招生 １３００ 名 ，同时还在北京市 、 成都市创办了两所
西藏中学 。西藏学校和西藏班实行双语教学 。 由西藏选派藏语文教师和管理人员 ， 教职工
的编制适当放宽 。开办费和每年的经常费 （包括装备 、 服装 、 公杂 、 医药 、 教学 、 学生寒
暑假活动费以及每月的助学金等） 由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政府负担 。 差额部分由有关省 、 市
解决 。 内地西藏中学和西藏班的毕业生多数升入中等专业学校学习 ， 少数升入内地高等学
校深造 。在内地举办西藏中学和西藏班有很多优越性 ， 受到西藏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
１９９２年国家教委发布的 枟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 （试行）枠 指出 ， 西藏教育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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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困难 ，全国要给予支援 ，要认真办好内地西藏班 （校） 。１９９３年 ， 国务院委托教委召开了
教育援藏工作会议 ，及时总结经验 。 承担举办西藏班任务的 ２７ 个省市与西藏共同签署了
枟教育支援西藏协议书枠 ， 落实了内地西藏班任务 。 会议确定 ： 认真贯彻 “长期坚持 ， 努力
搞好 ， 不断完善” 的方针 ，实行 “对口 、定点 、包干责任制” 。 不断改善内地西藏班的办学
条件 ， 加强对内地西藏班 （校） 的管理 ， 用好教育援藏补助经费 。 会后 ， 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了 枟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援藏工作的请示枠 。 １９９４年 ， 国家教委又印发了 枟关于进一步加
强内地西藏班工作的意见枠 和 枟内地西藏中学班 （校） 管理实施细则枠 、 枟内地中等专业学
校西藏班管理的若干暂行规定枠 ，使内地西藏班的办学方式日益规范化 、制度化 。

3畅 对新疆的教育支援与协作

对新疆教育支援与协作形式多样 。 主要是内地高校对口支援新疆 ， 帮助培养高等专门
人才和高等学校师资 。

国家教委 、 国家民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在 １９８９ 年 、 １９９２ 年 、 １９９５ 年
和 １９９９ 年召开四次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协作会议 。 会议总结了内地与新疆在高等教育方面开
展支援协作的经验 ，肯定了国务院有关部委及其承担任务的所属院校在与新疆高教支援协
作中所取得的成绩 。 １０多年来 ，国务院 ２４个部委所属的 ８０ 多所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疆少数
民族大学生 ７０００ 多人 ， 定向培养研究生 ６４０ 人 ， 培训教师和少数民族教育行政管理干部
８６０多人 ，培训少数民族经济和企业管理干部 １４００ 名 ， 派出高校少数民族访问学者 ３０ 名 ，
有力地促进了新疆的教育事业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

举办内地新疆高中班 ，为新疆培养建设人才 。 １９９８ 年 ， 江泽民同志在新疆考察工作时
强调 ， 要有计划的选送一些优秀青少年到内地读书 。 １９９９ 年下发的 枟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
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枠 规定 ， 从 ２０００ 年
起 ，在北京 、上海 、天津等 １２个城市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 。 教育部据此印发了 枟关于印发
枙关于内地有关城市开办新疆高中班的实施意见枛 的通知枠 ， 对内地新疆班的开办规模 、 方
式 、任务 、招生 、教学 、升学 、教师配备 、 管理职责以及办学经费等问题做了具体部署和
明确规定 。

为加强对西藏 、新疆等民族地区的教育支援与协作 ， ２００２ 年 枟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
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枠 中强调 ， 教育对口支援工作要帮助西藏 、 新疆加强双语师资特别
是汉语教师的培养和支教工作 ； 进一步加强内地西藏班 （校） 和新疆高中班的工作 ， 完善
内地西藏班 （校） 、内地新疆高中班管理 、评估和升学分流办法 ； 加大投入 ， 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 ， 使其办学综合条件和管理水平达到当地省一级同类学校的标准 ； 调整内地西藏班
（校） 招生结构 ， 适度扩大高中和师范招生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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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１畅 试述评我国关于对少数民族学生优惠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
２畅 试述评我国关于民族教育中语言文字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
３畅 试述评我国关于民族教育财政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
４畅 试述评我国关于内地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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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现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满族的现代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和落实民族平等的措施 ， 使许多
满族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分 ， 满族人口增长很快 ， 教育事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 满族
自治县的成立使满族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 １９８５ 年后辽宁省先后成立了十几个满族自
治县和一批满族自治乡和镇 ， 使得国家能够更好的落实民族政策 ， 满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也
随之有了更大的发展 。

一 、建国初期的满族教育

由于满族是大分散小聚居 ， 而且主要是和汉族杂居在一起 ， 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较大 ，
加之清末以来满汉教育已经走向合途 ，因此满族文化教育水平与汉族基本相同 。

根据 １９５１年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大会上确立的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方针 ： “少数民族教
育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内容 ， 即民族的 、 科学的 、 大众的教育 ， 并应采取适合于各民族人
民发展和进步的形式 。” 对于满族就没有设立专门的满族学校 ， 而是让其子弟直接进入当地
中小学学习 ，但是在招生的时候实行优先录取 ， 并适当减免他们的学费 。 这个时期是各地
的满族教育与汉族教育经历相同的阶段 。

１９５６年 ，满族学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 ８０ ％ 以上 。 １９５７ 年满族子弟入学率再度增长 。
１９６２年 ，教育部发出 枟关于高等学校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通知枠 ，对少数民族学生给予
以下照顾政策 ： “一 、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其他一般高等学校仍恢复 ‘同
等成绩 ，优先录取’ 的办法 ； 二 、 少数民族报考本自治区所属的高等学校 ， 可以给予更多
的照顾” 。 １９６４ 年 ，高等学校招生又规定 ：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报考高等学校 ，
可以申请外语免试 （外语专业除外） 。” 根据这些政策 ， 吉林省在高考录取时 ， 对于满族自
治县乡镇的满族学生降低 １０分 ，对不是自治县的满族学生降低 ５ 分 ， 提高了满族学生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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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院校的比例 。① １９６６年至 １９７６年的十年动乱期间 ， 满族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 １９７７ 年
至 １９７９ 年国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社会各方面都得以恢复 。 各省恢复了民族教育机
构 ，东北三省还为满族增加教育经费 ， 拨款增建校舍 ， 补充了教学仪器设备 ， 满族教育进
入了恢复和迅速发展时期 。

二 、改革开放以后的满族教育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各级政府支持发展满族教育 。 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 ，我国在东北三省建立了许多

满族自治县和满族乡镇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枠 规定 ， 自治县和乡镇政府有自
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 ，可以制定本地区教育发展规划 ， 确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 、 学制 、
办学形式 、教学内容 、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 这就给了民族自治区较大的权利和自由 。 根
据这一政策 ，满族自治县 、乡 、镇的教育改革的步子较大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在经费的分配上制定了对少数民族学校倾斜的政策 ， 帮助发展满族教育事业 。 国家的
“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 、 “边境建设费” 和 “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 等专款中 ， 也
有一部分用于满族教育事业 。 如 ： １９８６年辽宁省补助县 、 乡镇 、 村小学校舍维修费时 ， 额
外又给新宾 、凤城 、岫岩 ３个满族自治县各 ５６万元 ，在补助普及六年义务教育有困难的县
维修专款时 ，对新宾等 ３个满族自治县和阜新 、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另增加拨款 ２５１ 万元 。②

重视少数民族教师的培养 。 １９５１ 年国务院批准了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报告中提出
的培养民族教师的方案 。 政府在少数民族教师由民办转为公办方面采取了一些优惠措施 。
得益于这些措施 ，满族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和人数都在逐年增加 。 如 ： １９８５ 年 ， 满族教
师占满族学校教师总数的 ４２畅 ３ ％ ， 而 １９９０ 年满族教师的比例增加到 ５３畅 １ ％ ； １９９０ 年 ， 辽
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满族镇 ６ 所满族小学共有教职工 ８４ 名 ， 其中满族教师有 ５０ 名 ， 占
教职工总数的 ６０ ％ ，比 １９８５年提高了 ２２畅 ３ ％ ； １９９１ 年 ， 辽宁省满族小学教师学历到达任
职标准的为 ８２ ％ ， １９９２年上升为 ８４畅 ９ ％ ； １９９１年中学教师学历达到任职标准的为 ３３畅 ４ ％ ，
１９９２ 年上升为 ４１畅 ９ ％ 。③

第二 ，满族中小学增多 。 满族自治县乡镇成立后 ， 这些地方的普通中学更名为满族学
校 。如辽宁省 １９８５至 １９８９年五年间 ，满族小学增加了 １１ ％ ，中学增加了 １６ ％ 。

第三 ，职业教育有较大发展 。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在普通中小学中引进职业教育的
内容和方法 ，培养学生的科学务农意识和简单的操作技术 。 在初中阶段实行 “初三分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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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１” 或两证制度 ， 使学生增长专业理论知识和提高生产技能 。 各地还单独设立职业中
学 ，注意培养初级和中级技术人才 。 满族自治县已有 ２６ 所职业中学 。 ９０年代初 ，满族职业
技术教育在全国各少数民族教育中名列前茅 。

第四 ，接受高等教育的满族学生数量大 。 现在有大量的满族学生在民族高校和其他普
通院校就读 。

第二节 　 朝鲜族的现代教育

一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教育

１９４９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６６年 ５月 ，我国的社会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 即社会主义改造
时期和 １９５７年至 “文革” 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从朝鲜族教育发展看 ， 这 １７ 年是中小学教育基本普及的时期 。 １９５８ 年以后 ， 由于
“左” 的思想影响 ，一些地方出现忽视或排斥民族语言教学的现象 ， 许多朝鲜族中小学校被
撤销或合并为民族联合校 。至 １９６１年调整教育时 ，纠正了这一 “左” 的倾向 ， 朝鲜族中小
学又有新的发展 ，尤其是高中教育得到明显的发展 ， 到 １９６５ 年已有 １１ 所高中 。 这一时期
朝鲜族中小学实行国家统一的学制 。 朝鲜族的最早的特殊教育机构是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在吉林
省延边龙井镇设立的延边聋哑学校 。 朝鲜族地区的中等专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得到较大
发展 。 １９４９年 ７月 ，延边师范学校成立 ，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又成立了辽宁清原朝鲜族师范学校 。
延边卫生学校是东北地区最早设立的朝鲜族中等专业学校 。 延边艺术学校经中央文化部批
准于 １９５７年 １０ 月成立 ，该校是全国最早建立的民族艺术学校 。

朝鲜族的高等教育集中于吉林省延边市 。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 全国民族地区最早的民族大学
———延边大学在延吉成立 。 延边大学设立文学 、 理工学 、 医学和农学部 。 在 “大跃进” 中
经过改组合并 ， 延边曾出现了 ６ 所大学 ， 后经整顿和调整 ， 只剩下延边大学 、 延边医学院
和延边农学院 。

朝鲜族的幼儿教育开始较早 。 建国后 ， 朝鲜族地区普遍办起了农忙期幼儿园和常年幼
儿园 。 １９５８年在 “大跃进” 影响下 ， 幼儿教育也出现单纯追求数量的倾向 ， 实现了所谓的
幼儿园教育普及化 。 １９６２年以后 ，幼儿教育经过整顿和调整才转入正轨 。 建国后朝鲜族地
区成人教育以扫盲为中心开展起来 ， 还曾建立了全国第一所农民业余大学 ———黎明农民大
学 。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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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 十年间 ，朝鲜族教育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 在极 “左” 思想的影响下 ， 建
国 １７年来建立发展起来的民族教育体系名存实亡 。首先是民族语文事业和民族语文教育受
到排斥和取消 。 “四人帮” 否定了民族语言平等政策 ， 鼓吹 “朝鲜语文无用论” ， 取消通用
民族语文 ，原有的朝鲜语文研究机构和翻译机构被撤销 ， 朝文刊物被停刊 。 二是各级各类
的朝鲜族学校被解散 、取消或合并 ， 民族教育体系受到破坏 。 三是朝鲜族学校的干部 、 教
师队伍受到严重迫害 。延边教育界受迫害的干部教师达 １２００ 多人 ， 大量干部教师被下放到
农村 ， 严重摧残和破坏了教师队伍 。 四是朝鲜族学校教育质量全面下降 。 “文革” 期间 ， 朝
鲜族学校除了受 “停课闹革命” 等一般学校共同的遭遇外 ， 又因民族政策 、 民族教育方针
和体制被践踏 ， 民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

林彪反革命集团跨台后 ， 许多朝鲜族中小学开始否定在 “左” 的思想影响下几乎普及
了的民族联合学校形式 ，恢复民族学校 。在朝鲜语文教育方面 ， 通过朝鲜语文教学研讨会 、
观摩教学会 ；成立了教学研究室 、朝鲜语文教材编译小组等 ， 朝鲜语文教育得以逐步恢复 ，
但不久又受到 “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冲击 。

三 、改革开放时期的教育

１９７６年 １０ 月 “四人帮” 被粉碎后 ，经过拨乱反正 ， 党的各项民族政策以及民族教育的
方针得到落实 ， 朝鲜族教育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 迎来了建国以来空前发展的好时机 。

首先 ，朝鲜族中小学教育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 恢复整顿了在 “文革” 时期被撤销的
朝鲜族学校和合并的民族联合学校 ， 建立朝鲜族寄宿制小学 。 到 １９９３ 年 ， 朝鲜族寄宿制小
学已达 ２０所 ；第二 ，恢复和加强了民族语文教育 。各省成立了语文工作领导小组 ， 通过举
行教师培训班和一系列语文教学研讨会 ， 促进了语文教育质量的提高 ； 第三 ， 根据民族教
育自身的特点实行六三三学制 ； 第四 ， 调整了中等教育 。 中等专业学校教育和职业高中教
育这时进入发展扩大时期 。除原有的师范类中等学校外 ， 还有延边财政贸易学校 、 延边卫
生学校 、延边艺术学校 、延边人民警察学校 、延边体育运动学校和延边工业学校等 ； 第五 ，
高等教育转入恢复和全面发展时期 。 延边大学 、 延边医学院 、 延边农学院根据新时期民族
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需要 ，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本科生教育制度 ， 实行了多层次 、
多规格地培养民族各类人才的教育制度 ， 人才培养以本科为主 ， 兼顾研究生和专科生 。 此
外三所大学都设有成人高等教育机构 ，培养各类高级专业人才 。

适应民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 各地设立了民族教育事业管理机构 。 专门研究机构有延
边大学民族教育研究室 、东北朝鲜族民族教育研究所等 。 １９８８ 年建立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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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民族教育改革办公室 ， 促进了朝鲜族教育的科学研究和朝鲜族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

第三节 　 达斡尔 、 鄂温克 、 鄂伦春 、 赫哲 、
锡伯等族的现代教育

一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教育

（一） 达斡尔族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达斡尔族教育在党的民族教育政策指引下 ，有了很大的发展 。
首先 ， 从初等教育来看 ，在达斡尔族聚居区 ， 单设的达斡尔族小学逐年增多 ， 达斡尔族子
弟入学人数显著增长 ，特别是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 （１９５６ 年） 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 （１９５８年） 相继成立以后 ，达斡尔族初等教育更是朝着 “整顿 、 巩固 、 发展” 的方
向前进 。到 １９６６ 年 ，莫旗已有以达斡尔族为主的小学校 ４４ 所 ， 达斡尔族学生 ３１０９ 人 ， 达
斡尔族教师 １４７ 人 。齐齐哈尔梅里斯区有以达斡尔族为主的小学 １３所 ，达斡尔族学生 １２００
多人 。 在偏僻的农村山区也办起了小学 ，广大农牧民子弟都受到了应有的普及教育 。 第二 ，
从中等教育来看 ，除 １９４６ 年成立的布西中学改成完全中学外 ， 莫旗的阿尔拉乡和纳文乡 ，
齐齐哈尔梅里斯的莽格吐乡和卧牛吐乡也办起以达斡尔族为主的初级中学 ， 结束了达斡尔
族聚居区没有达斡尔族中学的历史 。 自 １９５６ 年到 １９６６ 年 ，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达斡尔族
中学生由 ５６１人增至 １０６３ 人 ，增长了一倍 。第三 ，从社会教育来看 ， 达斡尔族扫盲运动蓬
勃发展 ， １９５０ 年仅莫旗就有少数民族冬学 １３０处 ， 占全旗冬学总数的 ４３畅 ３ ％ ， 达斡尔族学
员 １７９４人 ， 占全旗学员总数的 ２４ ％ ，腾克 、巴彦 、葛根 、登特科 、 阿尔拉 ５ 个达斡尔族乡
参加扫盲的农牧民占农牧业人口的 １４畅５ ％ 。 １９５２ 年 ，莫旗还专门开办了少数民族速成识字
实验班 ，培养达斡尔族人民识字 、 书写和阅读能力 。 到 １９５６ 年 ， 全旗已有 ３４００ 多名少数
民族学员参加了扫盲 。通过 ８ 年的识字扫盲和时事政治 、 民族政策 、 生产技术的学习 ， 达
斡尔人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

（二） 鄂伦春族

新中国建立以后 ，鄂伦春族首要的问题是定居 、 耕田问题 ， 随着定居耕田的实现 ， 才
能发展教育事业 。 １９５３年 ９ 月 ，鄂伦春族搬到新村定居 ， 这是其民族史上的大事 。 从经济
上和文化上 ，鄂伦春民族从此面貌一新 ， 教育事业迅速发展 。 其一 ， １９５３ 年在黑河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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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族新村设置了民族小学 ６所 ， 普及小学教育 。 １９６３ 年上半年 ， 鄂伦春族学生 ３６０ 余
人 。 １９６３年至 １９７３ 年 ， 中小学毕业生 １０２ 人 ， 中等专业学校和初等专业毕业生 １７ 人 。
１９８１年 ，其中 ３所九年制学校鄂伦春族学生 ２６１人 ，其中小学生 １６４人 ，中学生 ９７人 。 鄂
伦春族文化水平迅速提高 ， 工人 、 农民和猎手之中已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 。 其二 ， 在黑龙
江省呼玛县 ， １９５３ 年鄂伦春族开始定居 ， 建立十八站 、 白银纳 、 新立电等新村 ， 同时也建
立了各村的初级小学 。 １９５８ 年 ，十八站民族乡建立完全小学 ， １９６８ 年又在十八站民族乡建
成县立第二完全中学 （１９８２ 年划入塔河县） ， １９８６ 年改名为十八站鄂伦春中心学校 ， 在校
生共 ５４０ 人 。这个县鄂伦春族学生入学率达 ９７ ％ 。其三 ，在内蒙古自治区 ， １９５０ 年在布西
镇建立第一所鄂伦春族小学 。 １９５１年成立鄂伦春自治旗 ， 把布西的鄂伦春族小学迁到自治
旗所在地 ，第二年改为完全小学 ，作为中心学校 。 １９５２ 年 ， 在鄂伦春族比较集中的甘奎镇
设立民族初级小学 。这两校共招收小学生 １７０人 ， 其中鄂伦春族学生占 ７０ ％ 。 １９５８ 年 ， 鄂
伦春自治旗在阿里河镇建立第一所民族中学 。 ６０ 年代 ， 鄂伦春自治旗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
育 。

（三） 鄂温克族

建国以后 ， 鄂温克族子弟有普遍享受教育的机会 。 建国前 ， 鄂温克族文盲较多 ， 过着
原始的游牧游猎生活 。 １９５２ 年 ，鄂温克族开始定居生活 ， 社会面貌和文化教育焕然一新 。

１９５６年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 教育事业也相应得到了发展 。 鄂温克族中小
学发展速度 ，已经达到与当地汉族学校的发展程度大体相当 。 黑龙江省计划到 １９５９ 年使少
数民族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９７ ％ ，普及小学教育 。 讷河县占仁屯 （今兴旺乡鄂温克村） 小
学 ， １９５２年全村学龄儿童入学率 ８０ ％ ， １９５９ 年至 １９６１ 年 ， 政府拨款新建砖木结构的教室
１７０平方米 ；学级增到 ６个 ， １９６４ 年 ， 县政府又拨款建新教室 １５０ 平方米 ， 六个年级完全
变成单式教学班 ，在校生 １５０ 余人 ， 全村儿童入学率达到 ９５ ％ 。 讷河县鄂温克族高小毕业
生升人初中学习的人逐年增多 。

（四） 锡伯族

新中国成立以后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锡伯族人民的教育事业 。 由政府拨款资助 ， 各锡
伯族村屯普遍建立了初级小学 ， 在较大的村屯建立了完全小学 。 适龄儿童都可入学 ， 个别
村屯的入学率也达到 ９０ ％以上 ，到 １９５５年 ，东北地区锡伯族已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 。 而对
于新疆的锡伯族 ， １９４９ 年底 ， 新疆和平解放以后 ， 锡伯族中小学统一实行了十二年学制 ，
教材采用全国统一的汉文课本 ， 教师课堂上用锡伯语讲解 ， 汉族教师配备翻译 。 １９５０ 年 ，
为了发展锡伯族文化教育事业 ， 解决师资问题 ， 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中学附设了初级师范
班 。 １９５１年 ， ４０ 多名锡伯族初中毕业生被保送到西北民族学院学习 ， 毕业后又统一保送到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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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机械学校学习 ，这是历史上锡伯族第一批工业技术中等专业人才 。 １９５４ 年 ， 察布查尔
锡伯自治县成立 ，教育事业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 这一年 ， 在锡伯中学附设了中师班 。 １９５６
年 ，在锡伯中学正式设立了第一个高中班 。 在成人教育方面 ， 锡伯族农村扫盲工作做得很
出色 ， 从 １９５５年到 １９６０年 ， 通过办夜校 、冬季识字班等形式 ，锡伯族成年人基本脱盲 。

二 、 “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 期间 ，由于极 “左” 路线的干扰 ， 解放后十几年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各
族教育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正常的教育秩序荡然无存 ， 民族教师受到迫害 ， 群众办学积极
性不高 ，入学的学生多而读完小学的人却很少 ，教育效果差 ，小学普及率大大降低 。

三 、改革开放时期的教育

（一） 达斡尔族

粉碎 “四人帮” 以后 ，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都先后制定了 “优先 、 重点” 发展少
数民族教育的政策 ，并逐步使其法制化 。 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在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６
年三年民族教育调查基础上 ， 制定了发展达斡尔族教育的 １０ 项规定 ， 保证了达斡尔族教育
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达斡尔族聚居区的各级各类教育都获了长足
发展 。 到 １９８９年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已有达斡尔族小学 ５８ 所 ， 达斡尔族学生 ４６３１
人 ，达斡尔族中学 ７ 所 ， 达斡尔族学生 １４１６ 人 ； 黑龙江省单设的达斡尔族小学有 ３８ 所 ，
达斡尔族学生 ３５９７人 ，在非少数民族学校就读的达斡尔族小学生 ２０１９ 人 。 在 ２０ 多所达斡
尔族中学中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族中学和齐齐哈尔梅里斯区达斡尔族中学则
是特设的直接以 “达斡尔族中学” 命名的学校 。 这两所民族中学的建成 ， 充分体现了改革
开放以来党对民族教育的高度重视 。 不仅如此 ， 达斡尔族的职业教育 、 师范教育和社会教
育也都开始步入正轨 ，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趋势 。① １９９９ 年 ， 聚居区各级各类学校中有达
斡尔族在校生 １０４８人 ，达斡尔族教师 ７６人 。

（二） 鄂伦春族

１９８０年 ，黑龙江省开始普及小学教育 ， 有计划地新建一批小学校 ， 加强鄂伦春等族师
资队伍建设 ，由齐齐哈尔民族中学的师范部培养少数民族小学教师 。 在教学方面 ， 鄂伦春
等族在小学阶段必须用本民族语言辅助教学 ， 克服语言障碍 ， 取得了较好效果 。 近年来还

·３３３·

① 谢兰荣 ： 枟达斡尔族教育史述略枠 ， 枟内蒙古师大学报枠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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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在职教师的培养和提高工作 ， 用函授教育形式帮助民族教师进修 。 自 １９８３ 年起 ， 鄂
伦春族中学生享受的助学金逐步提高 。 １９８３ 年黑龙江省鄂伦春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
９８ ％ ， 巩固率达到 ９０ ％ 。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３年 ，鄂伦春高中毕业生升学的共 １５ 人 ， 其中 １９７８ 年
１０人 ， １９８２ 年 ２人 ， １９８３年 １人 。各级学校毕业生回乡后 ，有的担任了乡长 、副县长等各
级职务 ，有的成为学校教员或从事工农商业 。① 到 １９９０ 年 ， 全国鄂伦春族文盲半文盲的比
率已下降至 ７畅８１ ％ 。走出深山不到 ４０年 （至 １９９０ 年） 的鄂伦春族 ， 文化素质指标已经大
大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②

（三） 鄂温克族

１９８１年 ６ 月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办好少数民族中学的方针 ， 齐齐
哈尔民族中学扩大了招生人数 ， 培养民族教师 ， 提高教学质量 ， 加强了在职教师的培训工
作 ，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 。 ８０ 年代初 ， 各级政府对民族教育事业给予极大
的关怀 ，采取了许多特殊照顾的措施 ， 特设了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 ， 用以解决少数民族学
生的学习 、生活 、医疗等方面的困难 ， 充实了学校的教学设备 。 讷河县占仁屯鄂温克中心
学校 ， 自 １９７４年增加了初中班 ， １９７９年恢复了小学六年制和初中三年制 ， １９８４ 年有 １１ 个
教学班 ，适龄儿童入学率增加到 ９８ ％ 。 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教育发展速度较快 。 １９５６ 年 ，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拨款 ４ 万元修建辉苏木小学校 。 根据鄂温克族大分散 、 小聚
居的特点 ，为解决牧区子弟入学不便的困难 ， 还在偏远地区设立一些小型学校 ， 发展民族
教育 。 １９５８年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鄂温克自治旗 ， 自治旗民族小学已经发展到 ９ 所 ， 共有
学生 ９５６人 ，比建国初期的学生数量增加 ４畅 ６ 倍 。 １９８３ 年 ， 鄂温克自治旗的小学增到 ３２
所 。 １９８２年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拨款 ２６０万元在南屯创建鄂温克民族中学 ， 学生的学习费
用由国家补贴 。 １９８８年 ，又建一所完全中学 。 至此 ， 旗办中学已达 ７ 所 ， 鄂温克族中学生
４１０人 。 １９８９年 ，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中学生共有 １６３９ 人 。

（四） 赫哲族

解放后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 ， 赫哲族教育事业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 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据 １９８５年调查统计 ，黑龙江省同江县境内的八岔屯 、 街津口两个民族
乡有两所完全小学 ，两所初级中学 。 有小学生 ２５９人 ， 中学生 １８９人 ，其中赫哲族学生 １５６
人 。与 １９５２年相比 ，学生增长数为 ４畅９ 倍 ，赫哲族学生增加了 １０ 倍 。 到 １９８８ 年 ， 三江地
区的赫哲族已有大专毕业生 ２０名 、中专毕业生 ３０ 余名 。

·４３３·

①

②

陶增骈著 ： 枟东北民族教育史枠 ， 沈阳 ： 辽宁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

任国华 ： 枟黑龙江省鄂伦春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枠 ， 枟民族教育研究枠 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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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迅速提高赫哲族人民的文化水平 ， 到 １９８９ 年为止 ， 国家拨款为八岔屯 、 街津口 、
四排三个民族乡建砖瓦结构的校舍共 ２６３０平方米 ，并购置了一些教学仪器和体育器材 。 近
几年来 ，国家每年发给赫哲族中学生一定的助学金 。 同时 ， 还给民族学校拨发少数民族教
育补助费 。并且还办了季节性的幼儿班和学龄前班 。

（五） 锡伯族

在党和政府关怀下 ，改革开放后 ， 锡伯族逐步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 。 中 、 高等教育
也有了长足发展 。一批又一批中等学校毕业生升入大学 ， 走上社会岗位 ， 涌现出不少在文
化 、教育 、科技 、卫生和体育等领域内颇有成就的专门人才 。 基于锡伯民族既能发挥本民
族优良文化传承 ，又能兼蓄多民族文化的特长 ， 长期实行的锡汉 “双语” 教育对提高民族
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在小学低年级以锡伯语文授课为主 ， 中学锡 、 汉语文并重 ， 高
年级主要用汉语文授课 ，初中后增开外语课 ， 使青少年较好地具备了广泛吸纳文化 、 科技
知识的有利条件 。 据统计 ， 到 １９９９ 年 ， 锡伯族每万人口中的在校生数 ， 普通高等学校有
５１畅 ８９人 ，中等专业学校有 ５７畅 ２１ 人 ， 普通高中有 ２３９畅 ７５ 人 ， 普通初中有 ５３１畅 ９ 人 ， 小学
有 １０４４畅 ３人 。与其他民族每万人口中在校生所占比率比较 ，处于中前列 。

思考题

１畅 查阅相关资料 ，试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与特
点 。

２畅 查阅相关资料 ，论述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与特点 。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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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现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 北京市 、 内蒙古自治区 、 天津市 、 河北省 、 山西省等广大
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本章对上述省 、 市 、
自治区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的发展概况做简要介绍 。

第一节 　 北京市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 ，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 也是我国民族成分最全的城市 ， ５５ 个少数
民族都有人散杂居住在京 。 据 ２０００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 ， 北京市有少数民族人口
５７畅 ９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的 ４畅 ３ ％ 。 全市 １１区共有 ５ 个民族乡 、 １１１ 个民族村 、 １２ 个民族
工作重点街道 ， 少数民族呈 “大杂居 、小聚居” 的分布特点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 ， 北京市仅有国立成达师范 、 蒙藏学校和私立西北中学 、 燕
山中学等 ４所民族中学和 １９所民族小学 （回民小学 １８ 所 、 满族小学 １ 所） ， 少数民族文盲
比例超过 ５０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 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教育工作 ， 北京市
民族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 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 起步与奠基阶段 （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５） 、 挫折与重建阶段 （１９６６ — １９８４） 、全面发展阶段 （１９８４年以来） 。

一 、起步和奠基阶段 （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５）

１９４９年 ９ 月 ６日 ，北京市政府将原国立成达师范和私立西北中学合并 ， 成立了国立回
民学院 。 １９５０年 ２ 月 ，私立燕山中学也并入回民学院 ， 直属教育部 ， 面向全国招生 。 １９５１
年回民学院为本校职工建立了托儿所 ，这是北京最早的回民托儿所 。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 为了适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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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 培养更多少数民族高级专门人才 ， 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 。 同年 ，
在原北平蒙藏学校基础上成立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 。 １９５８ 年 ， 牛街地区相继成立了一批
回民托幼园所 。 ５０ 年代 ， 国家将原私立民族小学陆续转为市立民族小学或并入市立小学 ，
办学条件得到改善 ，师资力量得到充实 ，并配备民族干部担任学校领导 。①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提高文化水平 、 解决就业等问题 ， 各区县举办了少数民族成人识字
班和少数民族政治训练班 、文化训练班 、干部训练班 。

经过 １７年的发展 ，少数民族受教育的情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 在 １９６６ 年 “文化大革
命” 以前 ，全市有民族小学 ２８ 所 ， 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９６ ％ ， 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得到迅速
提高 。

二 、挫折与重建阶段 （１９６６ — １９８４）

１９６６年到 １９７６年 “文化大革命” 期间 ，在 “左” 的思想影响下 ，民族学校有的被撤销
“民族” 称谓 ，有的被拆散或合并为普通学校 ，刚刚兴起的民族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的破坏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北京市委 、 市政府拨乱反正 ， 落实各项民族政策 ， 制定了一
系列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繁荣的方针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 使民族教育事业重新
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 １９７８ 年 ，恢复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 。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撤销 １３５ 中学 ，
恢复了回民中学校名 ， １９８１ 年将其列为北京市重点中学 ， １９８５ 年与 ６８ 中学合并 ， 更名为
北京回民学校 ， 恢复了原有的规模 。 通过拨乱反正 ， 各区县相继分期分批恢复和新命名了
一批民族小学 。 到 １９８４年 ，全市有民族中学 ２所 、民族小学 ２８所 、 民族幼儿园 １３所 。

１９８４年 ，北京市召开了第一次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 北京市
教育局在会上作了 “从实际出发采取照顾措施发展少数民族普教事业” 的发言 ， 进一步激
发了全市各有关部门搞好民族教育的积极性 。 以此为标志 ， 北京市的民族教育工作由拨乱
反正落实政策为主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

三 、全面发展阶段 （１９８４年以来）

为保障少数民族现代教育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发展 ， 依照国家法
律和中央政策 ， 北京市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的法律 、 法规和政策 ， 其中以 枟北京市少数民
族权益保障条例枠 和 枟北京市关于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枠 最
有代表性 。

１９９８年 ，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 维护和发展平等 、 团结 、 互助的社会主义民

·７３３·

①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５３ — ５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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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关系 ，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 、 法规 ， 结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 ， 制
定了 枟北京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枠 （以下简称 枟条例枠） ， 该条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
正式施行 ，这是北京市第一部有关民族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 其中 枟条例枠 第四章是关于发
展教育 、文化 、 卫生事业 ，内容包括 ： 政府应重视和加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依法保
障北京市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 少数民族公民较集中的地区 ， 根据少数民
族的特点和需要可以设置民族学校和托幼园 （所） ，有关部门应积极给予扶持和帮助 ； 民族
学校和托幼园 （所） 中的领导成员 、 教师和管理人员 ， 应当有少数民族公民 ； 本市中等学
校 、高等院校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 ， 对少数民族考生在录取标准和条件方面给予
适当照顾 ；市和区 、县民族事务行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协助教育 、 劳动行政部门举办民族
职业学校 （班） ， 开展适合少数民族特点的职业培训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少数民族
文化建设 ，适当投入经费 ；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 、 发掘和整理 ； 帮助少数民族
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健康的文化 、 艺术 、 体育活动 ； 帮助民族乡 、 村和少数民族公民较多
的地区逐步建立和完善文化站 （室）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公民较多的
地区和民族乡 、 村的医疗卫生事业 ， 办好少数民族公民较多地区的医院 、 卫生院 （站） ， 帮
助培养少数民族医务人员 ，鼓励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学的挖掘 、整理 。①

２００２年 ７月 ， 教育部 、 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 北京市教
委 、民委随后召开了北京市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 下发了 枟北京市关于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
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枠 ，强调 ， 一要进一步加强对民族教育的扶持力度 。 继续在市
级教育费附加中设立民族教育专项经费 ； ２００３ 年安排 ２５０ 万元为所有民族学校配齐计算机
教室 ， 配备教学软件和图书 ； 在示范高中建设 、 农村中小学建设 、 教育信息化建设等工作
中对民族学校给予倾斜 ；优先保证民族学校优于普通学校率先达到新修订的 枟北京市普通
教育事业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枠 。二要进一步加强民族学校的规划与建设 ， 合理调整民族学校
布局 ， 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 加强民族职业学校和回民中学示范高中建设 ， 适当发展
寄宿制学校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 ， 至少要办好一所符合市颁标准的幼儿园 。 三要把干部 、
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民族教育发展的优先位置 。 优先为民族学校 （幼儿园） 配备优秀师资 ，
优先考虑民族学校 （幼儿园） 骨干教师培养 。四要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 。 五要积极
探索与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宜的民族学校办学模式 ， 办出民族教育的特色 。 进一步调
动社会各界关心 、支持民族教育的积极性 ，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 ， 形成政府为主 、 多
渠道办学的格局 。六要加快民族教育信息化建设 ， 推动办学模式 、 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的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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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 。七是继续做好对口支援西部工作 ， 办好北京西藏中学和潞河中学新疆高中班 。①

四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教育取得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 ５０多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北京的民族教育工作在党和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 教育 、 民族部门密切配合 ， 坚持从北京实际出发 ， 从全国大局出发 ，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 以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为主线 ， 以办好民族学校为重点 ， 经过
全市民族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成绩辉煌 。

１畅 建立健全了民族教育体系 。北京市民族学校的网点布局基本合理 ，有 １４个区县建有
民族学校 ，其布局与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分布基本一致 ， 能够满足少数民族儿童 、 少年入学
要求 ； 民族教育体系基本建立 ， 初步形成了学前教育 、 初等教育 、 中等教育 、 高等教育和
职业教育有机结合的民族教育网络 。

２畅 基础教育优先发展 ， 质量效益显著提高 。 从 １９９２ 年起北京市教育部门每年拨专款 ，
有计划 、有步骤地改善民族学校办学条件 ， 使民族学校的校容 、 校貌和教学设备接近或优
于当地同类学校水平 ，涌现出一批有特色的窗口学校和一批骨干教师 ， 培养了一大批少数
民族人才 。民族学校的入学率 、 巩固率 、 毕业合格率 ， 均达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标准
的要求 。到 １９９８ 年已有民族中学 １０ 所 ， 包括北京市行政管理学校 、 北京市回民学校 、 北
京民族职业高中 、北京西藏中学 、中央民族大学附中 、海淀区西苑中学 （职高班） 、 通州区
于家务民族中学 、怀柔县喇叭沟门满族中学 、 怀柔县长哨营满族中学和延庆县新华民族中
学 ；民族小学有 ４３ 所 ， 包括东城区回民小学 、 西城区民族团结小学 、 宣武区牛街民族小
学 、朝阳区南中街民族小学 、 密云县檀营满族蒙古族小学等 。 民族幼儿园有 ３１ 所 。 民族
中 、小学 、幼儿园在校生 、入园幼儿 ２７５６２ 人 ， 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１０４１６ 名 ， 占在校生总
数的 ４１畅 ８７ ％ 。 全市民族学校已全部达到 枟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枠 中规定的一般标
准 。

３畅 完善民族教育结构 ， 发展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 。 １９８３ 年 ， 回民学校开办了民族师范
班 ，培养从事初等教育的民族师资 。 １９８７ 年 ， 北京人事局 、 民政局 、 市民委合办了北京行
政管理学校 ，主要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技能 、 适应现代化管理的中 、 初级公务员 ， 不仅
为北京市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培养了一批行政管理人员 ， 同时也为各级基层政权输送了一
批合格的少数民族干部 。 １９８８年 ，朝阳区建立了北京民族职业高中 。 该校现已是北京市培
养少数民族中等专业人才的省级重点民族职业学校 。 １９９０ 年海淀区在西苑中学内设一个区
属清真饮食管理专业班 ，以解决清真饮食行业技术力量后继有人的问题 。 １９９３ 年 ， 在原国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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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委 、国家民委和中国职教学会等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 北京民族职业高中联合首都和民
族地区职业学校 ，筹建了 “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委员会” 及培训中心 。 该委员会的
成立 ， 首次实现了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工作者的联合 ， 对促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 、
经济文化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①

４畅 发挥首都优势 ，支援民族地区教育事业 。 北京市充分发挥首都科技 、 人才优势 ， 采
取多种有效措施 ，积极支援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 。

（１） 开展多层次 、多形式的志愿协作 。为支援民族地区教育事业 ， 从 １９８３ 年起 ， 北京
市每年选派优秀教学骨干到少数民族地区任教 ， 同时还安排少数民族地区在职教师来京进
修 ，与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对口协作关系 ， 为民族地区支援了大量图书资料 、 仪器设备 ，
有力促进了民族地区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 。

（２） 重视西藏中学和新疆班建设 ， 努力建设一流的民族教育示范窗口 。 北京西藏中学
于 １９８７ 年创办 ， 是为西藏自治区培养学生的完全中学 。 学制 ７ 年 ， 预科 １ 年 ， 初中 、 高中
各 ３年 。初中每年招收 １００名 ，由西藏教科委在 １１ — １４岁的少数民族应届小学毕业生中择
优录取 ， ８０ ％为农 、 牧民子女 。 预科 １ 年 ， 补习小学课程和汉语文 ， 然后转入初中学习 。
初中毕业后大部分转入中专 、 中技学校 ， 少数升入本校高中 。 高中每年招生 １００ 名 ， 从内
地 １７个省市所办的西藏班毕业生中经统考择优录取 。 建校至今 ， 西藏中学的初 、 高中毕业
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合格率和优秀率 。② 北京潞河中学新疆高中班创办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 最
初计划每年招收两个教学班 ８０ 名学生 ， ２００２ 年扩招为三个班 １２５ 人 ， 到 ２００５ 年已招收 ５
届 ５３３ 名学生 ， 学业成绩普遍良好 。 北京市委 、 市政府对西藏中学和潞河中学新疆高中班
建设十分重视 ， 在基本建设 、 资金投入 、 干部和教师配备等各方面实行优先政策 ， 努力把
西藏中学 、潞河中学新疆高中班建设成为办学条件 、 管理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一流的
民族教育示范窗口 。

５畅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 １９９３年 １１月 ３０ 日 ， 中央民族学院更名为中央民
族大学 。经过 ５０多年的建设和开拓 ，秉承多元一体 、 厚德博学的校园文化 ， 中央民族大学
现已发展成为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主体 ， 以民族类学科为特色 ， 文 、 史 、 哲 、 经 、 管 、 法 、
理 、工 、医 、教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 成为国家 “２１１ 工程” 和 “９８５ 工
程” 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 ，是培育少数民族和民族工作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 ， 在我国高等
教育体系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除中央民族大学外 ， 北京大学等 １６
所高等院校 ，根据国家要求 ， 采取对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定向招生或开设民族班等形式 ， 承
担了为少数民族培养各类专业人才的任务 。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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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畅 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在不断提高 。据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在 ６ 岁及
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中 ，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 １１畅９ 万人 ， 占 ２０ ． ３ ％ ； 接受过高中教育
的 １５畅２ 万人 ，占 ２６畅 ０ ％ ； 接受过初中教育的 １７畅８ 万人 ， 占 ３０ ． ５ ％ ； 接受过小学教育的
８ ． ８ 万人 ，占 １５畅 ０ ％ 。与全市总人口受教育程度相比 ， 在每 １０ 万人中 ， 接受过大专以上
教育的少数民族人口多 ３５０１人 ； 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少数民族人口多 ２８１２ 人 ； 接受过初中
教育的少数民族人口少 ３８９４人 ；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少数民族人口少 １９７６ 人 。 与 １９９０ 年第
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 ，在每 １０万人中 ， 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多 １００８４ 人 ； 接受过高中教
育的多 ５０８２人 ； 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多 ６ 人 ； 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少 ６７３１ 人 。 上述数据对比
既显示了 ２０００年在京居住的少数民族人口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的现状 ，也说明了 １０年间 ，在京居住的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①

第二节 　 内蒙古自治区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内蒙古自治区除汉族外 ， 主要有蒙古族 、 满族 、 朝鲜族 、 达斡尔族 、 鄂温克族 、 鄂伦
春族等 ７ 个民族 ， 人口 ４１５畅 ８０ 万人 ， 占全区总人口的 １９畅 ３８ ％ ； 其中蒙古族人口 ３３７畅 ５２
万 ，占全区总人口的 １５畅 ５７ ％ （１９９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
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４） 、 全面奠基阶段 （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５） 、 挫折与重
建阶段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９） 、深化改革与协调发展阶段 （１９７９年以来） 。

一 、起步阶段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４）

１９４７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 ，除了蒙古族 、 达斡尔族和朝鲜族有一定基础外 ， 其他民
族几乎没有教育 。经过两年的发展 ， 到 １９４９年内蒙古第一次教育会议召开时 ， 全区已经有
民族中学 ３所 ， 在校生 ７８５人 ，占全区中学在校生总数的 １１畅２ ％ ； 民族小学 ６８１ 所 ， 在校
生 ４６８２１人 ，占当时小学在校生的 １３畅 ３ ％ 。 １９５１ 年 ， 全区小学已增至 ３７５０ 余所 ， 在校生
３０７ ０００余人 ，其中蒙古族学生约占三分之一 ， 比日伪统治时期的最高数字增加 ３ 倍以上 ；
中等学校已增至 １０所 ，蒙古族学生 １１２８ 人 ， 占总数的 ３０ ％ ， 也大大超过了日伪时的最高
数字 。② 在高等教育方面 ， １９５２年 ５月成立内蒙古师范学院 （１９８２ 年改名为内蒙古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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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招收少数民族学员 ， 是中国第一所设有民族语文授课系 （专业） ， 以培养少数民族师
资为宗旨的高等师范学校 。在干部教育方面 ， １９５０ 年 ， 绥远省行政干部学校曾与内蒙古干
部训练班共同开办蒙古族干部培训班 ，招收 １００余名蒙古族干部 ， 绥远省于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开
办民族干部学校 ，在校学员 ３２８ 人 ， 其中蒙古族 ２３８ 人 。① 在社会教育方面 ， 据 １９５０ 年末
统计 ， 已开办的业余学校 ４５ 个班 ， 参加学习的工人有 ９００６ 人 ， 占全体工人的 ４７畅 ７ ％ ，
１９５０ 年 １１月各盟培训了 １９００余名群众教师 。②

在办学模式上有新探索 。 内蒙古自治区主要是牧区 、 半农半牧区 ， 地广人稀 ， 人们居
住分散 ，牧民流动性强 。根据这些特点 ，自治区在 １９５３年制定了 “集中办学与分散办学相
结合 ， 牧区以集中办学为主” 的方针 。 除集中办好一批重点小学以提高牧区学校质量外 ，
还办了许多小型的寄宿小学和流动小学 。

二 、全面奠基时期 （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５）

１９５４年到 １９６５年 ， 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 ，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全面
奠基时期 ，虽然中间经历大跃进的一些曲折 ，但是成绩仍然是主流 ， 值得充分肯定 。

这一时期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 稳步发展阶段 （１９５４ — １９５７） 、
大跃进阶段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０） 、调整提高阶段 （１９６１ — １９６５） 。③

（一） 稳步发展阶段 （1954 — 1957）

１９５４年年底到 １９５７ 年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事业稳步前进 ， 取得了良好成绩 。 蒙汉
合校的普通高等学校由 １所增至 ２所 ；蒙古族学校及蒙汉合校的中等专业学校由 ６所增至 ７
所 ，普通中学在 ２０ 所的基础上有增长 ； 小学由 １２９８ 所增到 １６９５ 所 ， 在校生数量稳步提
高 。普通高校蒙古族本专科生由 １６５ 人增到 ７８５ 人 ， 增加了 ３畅 ８ 倍 ； 普通中专蒙古族学生
由 １８６１ 人增加到 ２２０２人 ，增加了 ０畅 ２ 倍 ； 普通高中蒙古族学生由 ２７０ 人增加到 １３５９ 人 ，
增加 ４ 倍 。普通初中蒙古族学生由 ５６５３ 人增加到 ９３４５ 人 ， 增加了 ０畅 ７ 倍 ； 小学蒙古族学
生由 ９１８６４人增加到 １０３６２９人 ，增加 ０畅 １倍 。④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１９５３ 年成立了编译委员会 ， １９５４年开始编译民族中学各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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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到 １９５６年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全套课本的编辑出版任务 。①

为保证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 这一阶段 ， 内蒙古自治区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 ， 制定了一
系列政策 。 １９５４年 １１月 ，内蒙古自治区召开了第一届民族教育会议 ，要求对现有民族小学
进行整顿提高工作 ，适当发展牧区小学和农村高小 ； 提高和发展民族中学 、 师范 ； 加强高
等教育和中等技术教育 ；创设条件 ， 在高等学校开设蒙文本科 ， 积极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
的民族干部 。 １９５５年 ６月 ２１日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颁发了 枟内蒙古民族教育的方针
和任务枠 。 １９５７ 年 ，内蒙古教育厅下发了 枟为批答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教科书编辑室有关教
学用书编辑方针原则等几个问题”枠 的有关文件及其附件 枟关于蒙古族中小学 、 师范和业余
教育教学用书编辑方针原则枠 。该文件确定了蒙古族中小学 、 师范和业余教育教学用书的编
写方针 。②

（二） 大跃进阶段 （1958 — 1960）

这一时期 ， 尽管有浮夸风的存在 ， 民族教育受到一些影响 ， 但是总体来说 ， 还是有成
绩的 。 １９６０年同 １９５７年比较 ，普通高校蒙古族本专科生由 ７８５ 人增加到 ２０７５ 人 ， 增加了
１畅 ６倍 ；普通中专蒙古族学生由 ２０１２ 人增到 ５０１７人 ，增加了 １畅３倍 ；普通高中蒙古族学生
由 １３５９ 人增到 ２９８５人 ， 增加 １畅 ２ 倍 ； 普通初中蒙古族学生由 ９３４５ 人增至 １５２４８ 人 ， 增加
了 ０畅 ６ 倍 ；小学蒙古族学生由 １０３６２９人增到 １８２６２８人 ，增加了 ０畅 ８ 倍 ③ 。 从 １９５８ 年开始 ，
各级蒙古族教师队伍增长迅速 ，以 １９６０年同 １９５７年相比 ，蒙古族普通高校教师增长了 ２畅 ９
倍 ，普通中专教师增加了 ２倍 ，小学约增加 ０畅８倍 。④

在政策方面 ，在有关语言教育教学方面政策制定取得了成绩 。 １９５９ 年 ， 内蒙古教育厅
教学研究室公布 枟中学蒙古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枠 和 枟蒙古族中学汉语文教
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意见枠 ，两个文件分别提出了学生在蒙语文 、 汉语文学习中存在的
一些具体问题 ， 并分析了其出现的具体原因 ， 然后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 ， 进一步明确了
语言教学的目的和任务 。 １９５９年 １０月 ，内蒙古教育厅教研室制定 枟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中
小学汉语文教学要求 （试行草案）枠 ⑤ ， 提出汉语文学习 “较低的目的要求” ， 对于小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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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较早的班级 ，提出了 “较高的目的要求” 。

（三） 调整提高阶段 （1961 — 1965）

为贯彻 “调整 、巩固 、整顿 、 提高” 八字方针 ， 内蒙古自治区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教育
政策 。

１９６２年 １月 l０ 日至 ２３日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全区民族语文及民
族教育会议 ，发布了 枟内蒙古自治区全日制蒙古族中小学教育工作条例 （初稿）枠 、 枟内蒙古
自治区牧区办学试行方案 （初稿）枠 、 枟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中小学蒙汉语文教学和授课用语
方案 （初稿）枠 等文件 。这些文件为这一阶段内蒙古自治区的民族教育规划了蓝图 。

１９６２年着重解决教材问题 。 ７ 月 ７ 日 ，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颁发了 枟关于进行新编蒙
古族中小学教材实验的通知枠 ，要求呼市 、 哲盟 、 锡盟 、 呼盟 、 昭盟的 １６ 所中小学从 １９６２
年秋季起试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根据已经制定的中小学蒙汉语教学大纲所编写的蒙汉语文

课本甲类 （程度较高） 、乙类 （程度较低） 第一册各一本 。 ８月 ２３日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颁发了 枟关于试验蒙汉语文试用教材的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枠 ① ， 要求实验学校给试验班级
配备优秀师资 ， 保证学习时间 ， 加强试验领导工作 ， 从而进一步做好试验工作 。② ９ 月 ５
日 ，内蒙古教育厅下发了 枟蒙族中小学蒙汉语文新教材 、 大纲试验方案 （初稿）枠 ， 拟定了
甲乙两类蒙汉语文教学大纲 （草案） ，并据此重新编写了甲乙两类中小学蒙汉语文教材 。 为
做好试验工作 ， 内蒙古教育厅还在内蒙古教育学院召开了试验新教材学校负责干部座谈
会 。③

１９６３年着重解决办学模式问题 。 １９６３年 ，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了 枟内蒙古自治区牧区
办学试行方案枠 ， 同年 ８月 １７ 日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发了 枟关于发布牧区办学试
行方案的通知枠 ， 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枟内蒙古自治区牧区办学试行方案枠 。 根据牧区特
点 ，进一步提出了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 “全面规划 ，加强领导” 的方针 。④ 之后 ， 经过在
实践中摸索 、总结 ，确立了 “四结合 、 四为主” 的牧区办学方针 ， 即全日制和半日制相结
合 ，全日制为主 ；公办与民办相结合 ， 公办为主 ；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 集中为主 ； 寄宿制
与走读相结合 ， 寄宿制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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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优惠政策 。 １９６３年 ８月 ２２日 ，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颁布 枟内蒙古
自治区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中小学奖学试行办法枠 ，要求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认真执行 。

１９６４年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制定 枟全日制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中小学暂行工
作补充条例 （草案）枠 ，这是自治区成立 １８年以来民族教育基本经验的总结 ， 充分反映了内
蒙古自治区的民族和地区特点 。 １９６５ 年 １０月 ， 制定 枟关于减轻民族学生课业负担 ，改进教
学 ，加强民族政策教育问题的座谈纪要枠 ，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
和方法 。

在一系列正确路线的指引下 ， 蒙古族教育事业在调整中发展 ， 除高等学校以外 ， 这
一阶段中小学教育在调整中均有一定增长 ， 增幅不大 。 从 １９６１ 年到 １９６５ 年 ， 蒙古族学
校及蒙汉合校学校数 ， 普通中专由 １１ 所降低到 ８ 所 ． 普通中学由 ６７ 所 （１９６２ 年） 增至
７２ 所 ， 普通小学由 ２５７１ 所增至 ３７９５ 所 。 在校生人数普通高校蒙古族本专科生由 ２１３３
人降至 １７７８ 人 ， 降低了 １６畅 ６ ％ ； 普通中专蒙古族学生由 ２０８２ 人增到 ３２２７ 人 ， 增加了
０畅 ６ 倍 ； 普通高中蒙古族学生由 ２５８６ 人增到 ３５５１ 人 ， 增加了 ０畅 ４ 倍 ； 普通初中蒙古族
学生由 １４６８３ 人增到 １６７１０ 人 ， 增加了 ０畅 １ 倍 ； 小学蒙古族学生由 １５２１０６ 人增到
２２０３３１ 人 ， 增加了 ０畅 ５ 倍 。①

三 、挫折与重建时期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９）

１９６６年到 １９７６年 “文化大革命” 期间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教育政策和民族政策遭到
扭曲 ，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 许多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各族干部和
老师遭到迫害 ， 各级各类蒙古族及其他民族学校受到重创 ， 蒙古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文教
学和教材建设受到严重破坏 ， 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校生人数整体大幅度下降 。②

十年动乱结束后 ，在党中央拨乱反正政策的指引下 ， 内蒙古自治区开始正本清源 ， 重
建遭受重创的各项教育事业 ， 尤其是民族教育事业 。

１９７８年内蒙古自治区开始全面恢复民族教育工作 。 ２ 月 １５ 日 ，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局拟
定了 枟民族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枠 ，全面规划 “文革” 以后内蒙古自治区恢复民族教育的整体
思路和具体做法 。 ９月 １４日 ，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区教育工作会议 ③ ， 肯定了 １９６４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制定的 枟全日制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中小学暂行工作补充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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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草案）枠 ，要求加快民族教育事业发展步伐 。１１月 １３日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局发布 枟关
于当前民族教育和继续试行 枙全日制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中小学暂行工作补充条例枛 （试
行草案） 的通知枠 ，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充分重视该条例的施行工作 。 １２ 月 ２０ 日 ， 内
蒙古自治区教育局重新印发 １９６５年 枟关于减轻民族学生课业负担 ， 改革教学 ， 加强民族政
策教育问题的座谈纪要枠 ， 要求各地认真学习和执行 。 １９７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自治区发布 枟关
于恢复民族中学和牧区小学人民助学金的通知枠 ， 决定恢复民族中学和牧区小学人民助学金
制度 ， 规定了助学金享受范围 、条件 、标准等具体操作程序 。

制度重建推动了教育事业的重建和发展 。 就高等教育而言 ， 高等学校的蒙古族本专科
在校生 １９７７年为 １５２２ 人 ， １９７８ 年为 ２４５８ 人 ， １９７９ 年发展到 ３３３２ 人 。 不仅如此还恢复和
发展了研究生教育 。 “文革” 前普通高等学校共招收过 ８ 名蒙古族研究生 ， “文革” 期间停
招 ， l９７８ 年恢复招生 ，当年招收 ２３名 ， １９７９年招收 ３１ 名 。 成人高校的蒙古族在校生较以
前有了长足进展 ， １９７９年为 ２４４１ 人 ，是 l９６３ 年的 ８畅 ３ 倍 。 普通中专的蒙古族在校生 １９７９
年达到 ５８９１人 ， 是 l９６５年的 １畅８ 倍 ， 有较大发展 。 普通中学的蒙古族在校生总量比较稳
定 ， l９７７年为 １６１８９４人 ， １９７９年为 １５４３２５人 ， 稳中有降 。 小学的蒙古族在校生总量也较
稳定 ， １９７７ 年为 ３２８６２６ 人 ， １９７９ 年达到 ３３６２７４ 人 ， 略升 。① １９７６ 年民族中学 ３０８ 所 ，
１９８０ 年达到 ４５９所 ， ４年时间增加了 ４６ ％ ， 其中 ， 蒙古族学校 ２５３ 所 ， 蒙汉合校 １８３ 所 ，
其他民族学校 ２３ 所 ② 。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 １９７９ 年 ， 全区有 １５３６６ 名蒙语授课小学教
师 ，中师和高中毕业的达 ５０７３人 ， 占 ３３ ％ ；全区蒙语授课初中教师 ４１６７ 人 ， 大专毕业和
肄业的 ６１２人 ， 占 １４ ％ ；全区蒙语授课高中老师 １０４８ 人 ， 本科毕业的为 ５２２ 人 ， 占 ４９畅 ５
％ 。③

四 、深化改革与协调发展时期 （１９７９年以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 内蒙古自治区的民族教育在总
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迈开雄健的步伐 ，走上了改革与发展的康庄大道 。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 ６ 日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内蒙古教育局 枟关于恢复和发展民族
教育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枠 ， 这个文件主要精神有以下几点 ：其一 ， 根据牧区特点 ， 坚持集
中为主 、 公办为主 、 全日制为主和寄宿制为主的办学方针 ， 抓好牧区普及小学五年教育

·６４３·

①

②

③

韩达主编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 蒙古族教育史枠 ，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云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第 １３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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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其二 ， 以点带面 ， 稳步发展民族中学 ； 其三 ， 努力办好一批重点民族中学 ， 带动
全区教育质量的提高 ； 其四 ， 集中力量办好民族师范学校 ， 培养大批合格师资 ； 其五 ，
根据不同情况 ， 因地制宜改革民族语言文字教学 ， 保证教材供应 ， 提高民族语言教学质
量 ； 其六 ， 调整大专院校民族学生招生比例 ， 有关院校积极创造条件开设民语授课班 ，
开设少数民族预科班 ， 重点民族中学举办补习班 ， 为培养少数民族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
做多方面努力 。 这个文件全面规划了内蒙古民族教育新时期初期发展蓝图 ， 具有标志性
意义 。

此后 ，内蒙古自治区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指导民族教育工作的改革 。 １９８１ 年主要有
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 枟关于自治区教育工作情
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枠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发布的 枟关于认真学习 “全国第三次民族教育
工作会议文件” 的通知枠 及其三个附件 （ 枟全国第三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传达提纲枠 、 枟三十
三年来的内蒙古民族教育枠 、 枟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小学蒙古语文教学概况枠） ； １９８５ 年主要
有 枟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改革实施细则枠 及 枟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工作条例枠 （草案） ；
１９８６ 年主要有 枟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工作条例枠 和 枟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改革实施细
则枠 和 枟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意见枠 ，① 等等 。 所有这些文件皆有较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 。

伴随着国家教育法制化的进程 ， 内蒙古自治区十分重视依法治教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国家教育法律 ， 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教育法规 ， 依颁布时间顺序
主要有 ： 枟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枙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枛 办法枠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枟内蒙古自治区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枠 （１９８９年 ４月 １４日） 、 枟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枙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枛 办法枠 （２００１年 ９月 ２２日） 、 枟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枙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教育法枛 办法枠 （２００３年 ９月 ３０日） ， 等等 。

为加强学校管理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发布一系列学校管理条例 ， 依发布时间
顺序主要有 ： 枟内蒙古自治区幼儿园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枠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枟内蒙古自
治区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实施办法 （修正）枠 （１９９２年 ６月 １１日） 、 枟内蒙古自治区社会力量办
学实施办法 （修正）枠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 枟内蒙古自治区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实施办法
（修正）枠 （２００１ 年 １０月 １１日） 、 枟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枠 （２００３年 ８月 １９
日） 、 枟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决定枠 （２００４
年 ６月 １４日） ， 等等 。

新时期 ， 特别重视民族初等教育 。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 ３ 日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了
教育厅 枟关于办好首批重点小学的报告枠 ， 提出应把重点小学办成当地第一流的 、 高质量
的 、 有特色的 、 校风良好的学校 ， 成为当地小学的楷模 ， 并要求在人事 、 经费 、 物资等

·７４３·

① 耿金声 、 崔斌子著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枠 （当代卷） ， 长春 ： 吉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 第 ２２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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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给予大力扶植 。 确定首批重点民族小学 ３８ 所 。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内蒙古自治区教
育厅发出了 枟关于调整牧区小学布局要注意从实际出发 ， 因地制宜的通知枠 ， 要求各地注
意 ： （１） 从实际出发 ， 正确理解并执行 “四为主” 的方针 。 集中为主 ， 公办为主 ， 并不
是全部集中 、 全部公办 ， 而是要根据条件 ， 逐步进行 。 当前还要辅之以分散和民办 。 要
防止不切实际解散队办学校 ， 给事业发展带来损失 。 （２） 队办学校的撤销和合并要有利
于保证 “三率” 。 （３） 要加强对社队办学的领导和管理 。 （４） 旗县教育部门要真正把抓普
及小学教育当作主要任务 。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 １ 日 ，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制定了 枟内蒙古自治
区全日制民族中小学奖学办法枠 ， 并通过 枟关于在全区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普遍推广奖学金
制度的通知枠 发布给各盟市 、 旗县教育局和各重点民族中小学 。①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内
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向各盟市 、 旗县教育局转发了教育部 枟全国牧区 、 山区寄宿制民族中
小学经验交流会纪要枠 的通知 。② １９８４ 年内蒙古自治区发布 枟内蒙古自治区普及初等教
育实施方案枠 。 １９８６ 年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和内蒙古民委联合召开全区牧区小学教育管
理改革经验交流会 ， 宗旨是办好以寄宿制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
（简称 “两主一公”） ， 通过抓管理来提高民族小学教育质量 。 “两主一公” 是之后几年的
民族教育工作中心 。

据统计 ， １９８６ 年全区少数民族小学在校生达到 ４２９２６２ 人 ， 比 １９６５ 年增长 ３１６畅 ８ 倍 ，
其中牧区学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 ９２畅 ８ ％ ，巩固率达到 ９３畅 ４ ％ ，普及率达到 ９４畅 １ ％ 。蒙古族
儿童入学率提高到 ９５ ％ 。到 １９９３年 ，全区共有小学 １４０９２所 ，在校生达 ２３５畅 ７９万 。③ 另据
统计 ， １９８９年全区少数民族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９７畅 ９ ％ ，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④ ２００４ 年 ，
有小学 ６８７４ 所 ， 全年招收学生 ２６畅 ９８ 万人 ； 在校学生 １６５畅 ８２ 万人 ， 全年毕业学生 ３５畅 ０３
万人 。 全年学龄儿童入学率 ９９畅 ３ ％ ， 小学学生辍学率 ０畅 ８６ ％ 。⑤

民族中等教育事业 ， 经过初步恢复和发展 ， 已经具备了较大规模 。 以 １９８９ 年统计
为例 ， 自治区为回族 、 达斡尔族 、 鄂温克族 、 鄂伦春族 、 朝鲜族等少数民族设置民族中
学 ， 总计普通民族中学 ４０８ 所 ， 其中蒙古族中学 ３８２ 所 （其中蒙汉合校 １１７ 所） ， 其他
少数民族 ２６ 所 。 普通民族中学有学生 １６６３９４ 人 ， 其中包括蒙古族 、 朝鲜族和部分使用
蒙古文的达斡尔族 。⑥ ２００４ 年 ， 有普通高中 ３７２ 所 ， 全年招收学生 １７畅 ９１ 万人 ， 在校学
生 ４７畅 ３６ 万人 ， 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１３畅 ０１ 万人 ， 少数民族学生中有蒙古族学生 １１畅 １３ 万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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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有普通初中 １５１１ 所 ， 全年招收学生 ３５畅 ０１ 万人 ； 在校学生 １１７畅 ５９ 万人 ， 其少数民
族学生 ２７畅 ５５ 万人 ； 全年毕业学生 ３４畅 ４４ 万人 。 全区初中毛入学率 ９５ ％ ， 普通初中辍学
率 ３畅 ４ ％ 。①

根据 １９８５年制定的 枟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改革实施细则枠 和 枟自治区 １９８４ — １９９０
年职业技术生涯规划枠 ， “七 · 五” 期间大力发展民族中专 。 经过调整改革 ， 中等专业学校
教育初步适应地区需要 。到 １９８６ 年底 ， 全区有中等专业学校 ２４ 所 ， 少数民族在校生达到
９５６３ 人 ，比 １９８３年增加 ２０３０ 人 ， 增长 ２９畅 ９ ％ ， 其中用蒙语授课的学生 ５２２８ 人 ， 占蒙古
族学生的 ６１畅８ ％ 。 １９８９ 年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少数民族中专生 １１７８５ 人 （其中有中师
４５４４人 ，中技 ７２４１人） ，占全区中专在校生的 ２５畅 ５ ％ 。 １９９０年全区有民族职业中学 ３７ 所 ，
在校生 ２５５５９ 人 （其中初中生 １６０２８人 ，高中生 ９５３１人） 。② ２００４年 ，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２３２所 ， 招收学生 ６畅 ７６万人 ，比上年增长 ５畅６ ％ 。③

高等学校在专业设置上重视了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 ， 许多高校及专业用蒙古语授课 ，
并且数量逐渐增加 。 １９８０ 年 ， 全区高校 １４ 所 ， 其中 ， 开设蒙语授课班的学校共 ７ 所 。 到
１９８９ 年 ，全区普通高校计 １９ 所 ， 共开设 １０７ 个专业 ， 开设蒙语授课班的学校达到 l０ 所 ，
专业有 ２３ 个 ， 主要是为适应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师范 、 农牧 、 林 、 财经 、 医 （蒙
医） 等院校专业 ；普通高等学校中有少数民族学生 ８４１０ 人 ， 占全区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的
２５畅 ８ ％ ；有少数民族研究生 １２９人 ， 占全区研究生总数的 ３２ ％ 。 ２００４ 年 ， 全区共有普通高
等学校 ３１所 ，招收学生 ７畅 ０１ 万人 ； 在校学生 １９畅 ８７万人 ， 其中少数民族在校学生 ５畅 ３２ 万
人 ，在少数民族在校学生中有蒙古族 ４畅 ５６万人 。 全区有研究生培养单位 ８ 个 ， 全年招收研
究生 ２４０３人 ，年末在校研究生 ５３４５ 人 ，其中少数民族在校研究生 １７６０ 人 ， 在少数民族在
校学生中有蒙古族研究生 １６０３人 。④

内蒙古自治区积极发展民族成人教育 。 为各类成人院校配备了少数民族干部 ， 招收
少数民族学员 ， 逐步建立了蒙语授课专业 。 １９８６ 年自治区成人高校 （含电大 、 函大 、 教
育学院） 少数民族在校生达到 ５０２５ 人 ， 其中蒙文授课生达 １１１３ 人 ； 成人中专 （含职工
中专 、 农牧民中专 、 教师进修学院） 在校少数民族学生达 ４４００ 人 ， 其中蒙文授课生达
１５４１ 人 。⑤

在学前教育方面 ， 到 １９８６年 ， 全区已建立少数民族幼儿园 １１０ 所 ， 比 １９８３ 年增加 ５０
所 ，在园幼儿达 １３６９６人 ，比 １９８３年增加 １畅 ２倍 。少数民族幼儿学前班发展也很快 ， 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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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 ３４９８１人 ，比 １９８３ 年增加 ２５１８６ 人 ， 增长了 ２畅 ５７ 倍 。 １９８９ 年 ， 有少数民族幼儿园
１２２所 ， 在园幼儿 ９０５３０人 ， 其中以接受蒙语教育的幼儿 ３２２４０ 人 ， 占蒙古族在园幼儿的
６５畅 ５ ％ 。 １９９３年 ， 全区入园少数民族在校幼儿 ２９３５１人 。①

自治区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 １９８０ 年 ， 内蒙古自治区经请示国家教委同意 ， 决定在
蒙语授课的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中实行 枟专业合格证书枠 文化专业知识培训班 （简称蒙授
专业合格培训班） 制度 。 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蒙语授课中小学 、 幼儿园教师 ， 经招生考试 ，
录取到蒙授专业合格培训班 ， 按教学计划学完规定课程 ， 各科成绩及格 ， 且思想品德和教
学能力考核合格者 ，即可颁发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 枟专业合格证书枠 。 １９８０ 年
１１月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制定了 枟关于恢复发展民族中等师范教育 ， 努力提高少数民族
师资水平的意见枠 。

１９８６年 ，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印发了 枟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意见枠 和 枟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０ 年
普通教育民族师资培养 、培训实施规划枠 的通知 。 这是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在 “七 · 五”
计划初期对全区民族教育提出的两份纲领性文件 。 其中 ， 枟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意见枠 在分
析民族教育质量比较低的原因时 ， 把 “师资水平低” 列为各项原因之首 ； 而 枟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０
年普通教育民族师资培养 、培训实施规划枠 则对全区普通教育蒙语授课教师的培养培训提
出了明确的目标 ，同时 ，还具体提出了培养培训的措施以及有关学校布局 、 经费等方面的
措施 。②

在少数民族文字教材方面 ，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 ， 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高校蒙文教材编译委员
会 ， 成立了 １１ 个学科委员会 ， 同时 ， 还成立了高等学校蒙文教材名词术语审定小组 。 到
１９８０ 年 ， 蒙文教材种数已比 “文革” 前翻了一番 。 至 １９８９ 年 ， 全区每年能出版近 ３００
种蒙文教材和 ２００ 种左右的课外读物 ， 基本上能满足蒙古族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 到
１９９０ 年 ， 共出版高等学校文理农医基础课蒙古文教材 １５０ 种 ， 初步解决了部分专业基础
课和专业课教材问题 。③ 此外 ， 陆续出版问世一批难度大 、 质量高 、 图文并茂 、 具有民族
特点的幼儿教材及中小学音乐教材 、 外语教材 ， 以及一些蒙古语言文字方面的教材和一
批蒙文工具书 。

·０５３·

①

②

③

耿金声 、 崔斌子著 ： 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枠 （当代卷） ， 长春 ： 吉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 第 ２３７ 页 ； 顾明远

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５５ 页 。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５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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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天津 、 河北 、 山西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一 、天津市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的发展概况

天津是一个多民族的散杂居地区 ， 有 ４１ 个少数民族 ， ２０ 多万人口 ， 占全市总人口的
２畅 ３１ ％ （１９９９ 年） 。 建国以后至 “文革” 前 ， 天津市民族中小学建有 ５ 所 ， 在校生不足
１０００ 人 。 １９５６年建立天津市民族中学 ， 已办为市重点中学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天
津从民族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实际出发 ， 积极探索民族教育的规律 ， 深化民族
教育改革 ，推进民族教育的发展 ，逐步办出了天津市民族教育的特色 。 １９９２ 年 ， 又新建了
一所民族职业中专 。到 １９９９年 ， 天津市民族中小学 、 幼儿园已经发展到 ２５ 所 ， 少数民族
在校生发展到 ５４６４人 ，

天津市地处我国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 除了对内做好发展自身的教育工作 ， 同时
还承担国家交给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任务 。市委市政府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 。 从 １９８４ 年
开始 ， 陆续选派优秀教师到西藏那曲 、昌都等地区任教 ， 为西藏代培师资和专业技术人员 。
天津市有 ４所大学设有民族班 ，为新疆等地培养学员 。

在推进民族教育的改革中 ， 天津市始终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放在首位 ， 按照 “坚持方
向 、面向实际 、 调整结构 、 加强基础 、 提高质量 、 服务社会” 的原则 ， 在抓好典型 、 分类
指导 、 重点突破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民族教育改革的整体推进 。

多年来 ，天津市始终重视民族教育的示范区 、 示范校 、 窗口校建设 ， 充分发挥这些区
校的龙头和示范作用 。 １９８５ 年 ，为落实中共中央 ［１９８４］ ２２ 号文件精神 ， 根据国家教委的
统一部署 ，在红光中学开办了内地西藏班 。 １９８５年承办初中西藏班 ， １９８９ 年又增设高中西
藏班 ， 同时招收汉族学生 ，成为一所汉藏学生同窗就读的民族教育学校 。 该校坚持 “德育
为首 、 教学中心 、全面发展” 的办学目标 ， 天津市给予政策倾斜 ， 确保西藏班的教育教学
质量 。 红桥区是天津市少数民族聚居人口较多地区 ，根据此特点 ，自 １９８５年以来 ，经过 １０
年建设 ，已经拥有 １所重点民族中学 、 １所普通回民中学 、 ７所民族小学 、 ２ 所回民幼儿园 、
１８个设有清真灶的托幼园所 ，还创造出如下经验 ： 民族教育要与民族工作相结合 ， 政策倾
斜要与内部挖潜相结合 ，科研导向要与实际相结合 ； 对民族学校 ， 干部教师配备优于一般
校 ，教育经费高于普通校 ，设备调配优于重点校 。

如今天津市的民族教育已经形成中 、 小 、 幼相衔接 ， 内外对口相结合 ， 良性循环的转

·１５３·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

运机制 ，在探索散杂居地区民族教育路子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①

二 、河北省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的发展概况

河北省是少数民族杂散聚居的省份 ，有 ５３个少数民族 ， 少数民族人口 ２４０ 多万 ， 其中
９０ ％居住在农村 。满 、回 、蒙古 、朝鲜族世居河北 。

少数民族教育是河北省教育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 建国以后 ， 河北省确定专
人负责少数民族教育工作 ， 中央和各级政府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经费投入上给予倾斜政策 。
１９８７ 年以来 ，少数民族中小学的经费都高于普通学校经费的 ５ ％ ， 石家庄市还规定 ， 民族
小学经费比普通小学高 ２０ ％ ；在大专院校招生方面对少数民族放宽入学年龄 ， 进行分数照
顾 ，如 １９８６年 ， 对散居的少数民族学生照顾 ５分 ，对山区 、 坝上和自治县的少数民族学生
照顾 １０ 分 ；在师资上 ，加强在职少数民族教师的培训 ， 利用假期聘请外地教师 ， 或组织本
地优秀教师到少数民族地区讲学 ， １９８４ 年 ， 还成立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 ； 进入 ９０ 年代以
后 ，河北省对青龙满族自治县 、丰宁满族自治县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实施了教育对口
支援协作 ；河北省十分尊重民族习惯 ， １９５１ 年 ，文教厅发出指示 ： 在校吃饭的回族学生 ２０
人以下 ，可指定工友 １ 名兼管回民学生伙食 ， ２０人以上可添回民伙夫 １名 ， 并专设回民灶 ；
承德 、 张家口地区的部分蒙古族学校 ，五六十年代曾实行蒙汉双语教育 ， １９８９ 年起民族中
学在初一开设 枟民族常识枠 。

建国 ５０多年来 ，河北省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初等教育方面 ：到 １９５４年 ，全
省专设民族小学 １６４所 ，少数民族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６０ ％左右 ，到 １９６５年 ，这一比率达到
８０ ％以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民族教育政策得以恢复和发展 。截止到 １９９８年 ，全省少数
民族儿童入学率达 ９５ ％以上 ， ９０ ％ 的民族乡普及了初等教育 ，并且还在相关地区进行了蒙汉
双语教学 、朝汉双语教学 。中等教育方面 ： １９５１年 ，建立 “定县回民初级中学” ； １９５２年 ，创
办沧县回民初级中学和三河县回民初级中学 ； １９５４年 ，全省有专设的少数民族中学 ３ 所 ，学
生 １３９０名 ； １９５５年 ，在泊头师范学校增设 １个民族师范班 ； １９５６年 ，创办 “平泉县蒙古族中
学” ； ６０年代 ，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增设民族班 ，主要招收新疆哈萨克族学生 ； １９８５年 ，河北
师范学院附中创办西藏初中班 ， １９８９年成立河北师院附属西藏学校 ；到 １９９８年 ，河北省有民
族中学 １１７所 。高等教育方面 ：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 ，河北师院接受河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 ，
举办二年制全日制少数民族政教专科班 ，采取定向招生办法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 １９９２年 １２
月 ，建成承德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这是河北省第一所民族高校 。②

·２５３·

①

②

夏铸 、 哈经雄 、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２０９ — ２１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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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山西省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的发展概况

山西省是少数民族人口杂居的省份 ，有回族 、 满族 、 蒙古族等 ４５ 个少数民族 ， 分布在
全省 １０８个县 （市 、区） ， 约有 １０万人 （１９９９ 年） 。 建国 ５０ 多年来 ， 各级政府 、 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和学校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 积极采取措施 ， 少数民族教育形成了一
定的特色 。

各级政府对民族教育事业在经费上予以保证 ， 不断加大投入 ， 改善民族学校办学条件 。
全省有 ８个县 （区） 设有专门的少数民族子女学校 。据 １９９９ 年资料 ， 这类学校共有 １３ 所 ，
校校无危房 ，班班有教室 ，学生人人有课桌凳 ， 图书 、 仪器 、 文体器材三配套 ， 其中 ６ 所
城区小学的图书 、仪器 、实验 、电教 、电脑 、文体器材等配备均达到省级一类标准 。 同时 ，
对民族学生在招生 、跨区域入学等方面予以照顾 ，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民族学生实行杂费减
免制度 ，保证了少数民族儿童少年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 在教学中 ， 注重提高民族儿童的素
质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尊重少数民族特有的风俗和习惯 ， 把课堂教学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
主渠道 ，着实开展以艺术 、 科技为主的课外活动 ， 把民族团结教育渗透到教学工作的各个
方面 ， 探索出一条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儿童素质的可行性办学的道路 。

山西省委 、 省政府还根据中央精神 ，委托山西大学附属中学创办了西藏班 ， 并于 １９８５
年 ３月接收西藏学生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办好内地西藏班精神 ， 校长全
面主管西藏班工作 ， 不断提高全校师生对举办西藏班的必要性 、 重要性和长期性的认识 ，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高尚的职业道德 、 高标准的工作水平 ， 全面关心培养藏族学生 ， 使
藏族学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 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到
１９９９ 年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有 ８个西藏班 ， 共招收来自西藏阿里 、 日喀则两个地区的藏族
学生 １０２２名 。截止 １９９８年 ７ 月 ，已毕业学生 ６５０ 人 ， ９５ ％ 以上的毕业生以合格的条件分
别升入全国 ２６个省市的 ５６所高中或中专 ， 其中 ５０ 余人升入大学继续深造 ， ２００ 余人返藏
工作 ， 成为建设西藏的有用人才 。①

思考题

１畅 查阅资料 ， 试述评建国以来北京市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主要政策措施 。
２畅 查阅资料 ， 试述评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主要成功经验 。
３畅 查阅资料 ， 总结建国以来天津 、河北 、 山西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制订的主要政策和

措施 。

·３５３·

① 资料来源于夏铸 、 哈经雄 、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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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现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现代教育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 ， 在探索
中开拓前进 ，逐步走向成熟 。 其间成绩是巨大的 ， 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 也有一些教训
值得吸取 。现在分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青海省 、 甘肃省 、 陕西省少数
民族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新疆于 １９４９年和平解放 ， １９５５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
民族地区 ，共有维吾尔族 、汉族 、 哈萨克族 、 回族 、 柯尔克孜族 、 蒙古族 、 塔吉克族 、 锡
伯族 、 乌孜别克族 、满族 、俄罗斯族 、达斡尔族 、塔塔尔族等 ４７ 个民族 。 ２００５年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口中 ， 汉族人口为 ７９８畅 ０３ 万人 ， 占总人口的 ３９畅 ７４ ％ ； 少数民族人口为
１２１０畅 １２ 万人 ， 占总人口的 ６０畅 ２６ ％ 。① 新疆解放后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少
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很快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 新中国成立后 ， 新疆的少数民族现代
教育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

一 、奠基阶段 （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５）

１９４９年新疆刚解放时 ， 少数民族教育形式主要是小学教育 ， 受教育的人数非常有限 ，
少数民族文盲达 ９０ ％ 。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２ 年 ， 对新疆少数民族旧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４５３·

① ht tp ： ／／ w w w畅 cpirc畅 org畅 cn 中国人口信息网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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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年 ，中央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工作会议 ， 会议专门研究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问
题 ，为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① 。

１９５３年至 １９５７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得到协调 、 稳定
的发展 。 １９５４ 年新疆教育厅召开专区文教科长联席会议 ， １９５５ 年召开了第一届初级教育会
议 ，这些会议都很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 。 １９５５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 根据党的民族
政策 ， 新疆在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使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走上了更具有民族特
色的道路 。

第一 ，开始进行双语教育基础性工作 。 双语现象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和地区里 ， 不同民
族人民在交往中交替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语言的语言现实 。 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 、 多
语种地区的社会环境里 ， 民族接触和语言的双向交流是形成双语教育的自然条件 ， 政治 、
经济 、 文化生活需求 ，是形成双语教育的现实动因 。

１９５０年 ， 新疆省人民政府发出 枟关于目前新疆教育改革的指示枠 ，对部分课程进行了调
整 ，要求民族班选修汉文或俄文 ，汉族班选修俄文或维文 。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 ， 新疆召开教育行
政会议 ，决定民族小学从四年级起加授汉语 ； 同年 ， 自治区党委和人大常委会决定 ， 新疆
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新入学的民族学生先集中预科学习一年汉语 ， 并就预科阶段的
教学时间 、内容 、听 、说 、读 、写等方面所达到的目标作了具体说明 。 １９６３ 年 ， 编写了民
族中学汉语课本和教学大纲 。

１９５６年 ，新疆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 ， 从 １９５７ 年开始编译出版了维吾尔 、 哈萨克 、 蒙
古 、锡伯和柯尔克孜五种文字的小学各科教材和教学大纲 ， 到 １９６０ 年秋季 ， 民族小学改为
统一的五年制学制 ，使用统一的教材 。 １９５９ 年新疆教育厅召开教育行政会议 ， 规定民族小
学从四年级开始加授汉语课 ， 同年自治区党委和人大决定 ， 少数民族本 、 专科学生入学后
先在预科学习一年汉语 ，汉语教学也受到应有的重视 。 ５０ 年代末 ６０ 年代初 ， 国家帮助维吾
尔族 、 哈萨克族改革了文字 ， 为柯尔克孜等族改进了文字 ， 并在学校教育中推行 。

第二 ，采取多种形式发展少数民族学校教育 。 在许多民族地区创办少数民族重点小学 ，
在哈密 、塔城等地创办多所师范学校 ，在农牧区试办简易小学 、流动小学和农牧业中学 。

第三 ，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实行财政倾斜 。 １９６３ 年经新疆人民政府批准 ， 对少数民族
聚居的边远地区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农牧区减免学杂费 ， 对少数民族教材出版实行国家补
贴 。②

第四 ，开始进行民汉合校试验 。 民汉合校是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地区 ， 根据社区人
口的民族构成及所使用的语言状况设立的一种学校教学形式 ， 因其在同一学校内部的不同

·５５３·

①

②

夏铸 、 哈经雄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０１ 页 。

夏铸 、 哈经雄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０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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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采用少数民族语言或用汉语言为教学语言 ， 而与用汉语授课学校及用民族语授课学校
相区别 。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期 ，由于少数民族教育极其薄弱 ， 为了加速发展少数民族教育 ，
创建或改建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民族学校成为当时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任务 ， 同时在
民汉杂居区内 ， 为解决人口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适龄儿童的上学问题 ， 有一部分民汉合校 ，
多为过渡性的 ， 其合校方式为 ：在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在汉语授课学校内附设民语授课班 。
到 ６０年代 ，新疆以民族小学 、中学以及高等院校中民语授课班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
已初步形成 。 １９６０年 ，自治区党委指示 “民 、汉合校应列为教学改革内容之一” ，并开始民
汉合校试验 ，民汉合校的数量开始逐步增多 。在 １９６３年 枟自治区全日制小学宝塔规模 （草
案）枠 中 ，定点的小宝塔学校 （重点学校） 中民汉混合中学达到 ２０ 所 ， 占到 １／５ 强 。 一些
民族学校与汉语授课学校曾一度合并 。如 １９６３年乌什县二中 （汉校） 与县一中 （民校） 合
并 ，成为民汉合校 。①

上述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 到 ６０ 年代中期 ， 新疆少
数民族现代教育的基础已经奠定 。

二 、挫折阶段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６）

十年动乱给新疆少数民族教育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 １９６６年 ７月到 １９６８年 ，新疆各学校
相继停课 “闹革命” ，搞大串联 ，进行派系斗争 ， 刚刚起步的双语教育实验被迫停止 ， 一批
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寄宿小学停办 ， 民族教育事业处于瘫痪状态 。 １９６９ 年学校开始复课 。
１９７１年形式好转一点 ，同年中央民族学院恢复在新疆招生 。 １９７２ 年 ， 新疆召开中等师范学
校工作座谈会 ， 讨论解决少数民族师资短缺的问题 ， 停办五年的中师恢复招生 ， 和田 、 巴
州 、博州等地成立师范学校 。 １９７３年 ，新疆召开南北疆牧区教育座谈会 ， 提出抓好边境地
区和牧区的普及教育工作 。 然而 ， 从 １９７４ 年到 １９７６ 年 ， “批林批孔” 和 “反击右倾翻案
风” 等运动 ，又使教育制度遭到破坏 。

从 １９７１年到 １９７６年 ，新疆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在校生人数在不断增加 ， １９７６ 年在
校生人数比 １９６６ 年增加了近一倍 ，但是由于学校师资严重不足 ， 各种图书资料和教学设施
被破坏损失殆尽 ，再加上各种政治活动不断 ， 使新疆的少数民族教育质量出现了严重的滑
坡 。因此 ，在整个 “文化大革命” 期间 ，新疆的少数民族教育出现了一次明显的停滞时期 ，
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倒退的 。

·６５３·

① 又如 １９６９ 年莎车县二中 （汉校） 曾与莎车县民族高中合并 ， 见陈旭 ： 枟浅析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枠 ， 枟中南民族

大学学报枠 （人文社会科学版） ， 第 ２３ 卷 ，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 第 ２６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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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恢复与重建阶段 （１９７７ — １９９２）

“文革” 结束后新疆少数民族教育进入了恢复时期 。 这一阶段 ，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主要工作是 ： “普及小学教育 ；扫除青壮年文盲 ； 发展牧业寄宿制学校 ； 建立民族中小学和
加强汉语教学 ； 建设教材 ；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 另外牧区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 少数民
族教育质量低的问题开始引起重视 。

在这一时期 ，新疆普及小学教育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 自治区教
育局发出 枟关于做好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检查验收工作的通知枠 ， 进一步明确了普及小学五年
教育的标准和验收办法 。在普及小学教育的同时 ， 也十分重视农牧区的扫盲工作 。 １９８３ 年
１０月 ，吐鲁番地区的鄯善县首先成为自治区的基本扫除文盲县 。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 喀什地区的
岳普湖县第一个完成了普及小学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 ， 并通过自治区的 “两教” ①

验收 ， 从而拉开了新疆 “两教” 验收的序幕 。
１９８８年 ５ 月 ， 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义务教育实施办法枠 通过后 ， 新疆普及初等教育的工

作开始同实施义务教育工作接轨 。 同时 ， 新疆的扫盲工作从 １９８７ 年以后开始由简单的识
字 、记账转向进一步学习实用技术 。 到 １９９２年为止 ，新疆的 “两教” 工作基本完成 。

大力加强牧区寄宿制学校教育 。 新疆是全国三大牧区之一 ， 牧区人口约占全区总人口
的 １０畅７ ％ 。牧区教育是该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薄弱环节 ， 也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难点 。
解放后 ，巡回教学和 “马背小学” 对牧区教育贡献很大 ， 但是毕竟是权宜之计 ， 质量难以
保证 。 为了改变牧区哈萨克族 、蒙古族 、柯尔克孜族等民族教育长期落后的局面 ， １９７８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 ，特别是 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 、 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教育部 、 国家
民委 枟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枠 后 ， 新疆大力推行牧业寄宿制学校 ， 为牧区教育奠
定扎实的基础 。 １９８０年 ，自治区教育局在伊犁新源县召开全疆牧区教育经验交流会 ， 总结
各地创办牧业寄宿制学校的经验 。 １９８１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教育局 枟关于加强牧
区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枠 ，明确提出 “牧区的办学形式应当以寄宿制学校和全日制固定学
校为主 ，以固定教学点和流动教学班为辅 ， 以后重点发展寄宿制学校” 的发展思路 ， 对发
展牧业寄宿制学校的办学形式 、 学制 、 课程设置 、 办学条件 、 教学质量 、 经费和教职工编
制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 特别在经费上予以倾斜 。 自此之后全疆牧业寄宿制学校有
很大发展 。随着牧民定居工作的不断发展 ，有的地区已开始兴办牧民子女固定式走读学校 ，
牧区教育的办学形式已形成多样化的局面 ，基本上解决了广大牧民子女上学难的问题 。 “马
背小学” 逐渐成为历史 。②

·７５３·

①

②

指普及小学五年教育和扫盲教育 。

李转秀 ： 枟突出特点抓重点 “两基” 攻坚见成效枠 ， 枟中国民族枠 ２００４ 年第 ７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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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初 ，新疆民汉杂居区的民 、 汉合校的形式已经相当普遍 。 １９８１ 年全疆
中学为民 、汉合校形式的有 １６５ 所 。 哈密县 １９８３ 年 ７４ 所小学中 ， 有民汉分班的学校 ２５
所 ，占到 ３４ ％ 。①

新疆双语教学重新走上正轨 。 １９７７年至 １９８２年 ，新疆教育厅先后多次下文 ，就双语教
学计划 、教材 、 课程安排 、汉语引入时间和师资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做了明确的规定 。 １９８４
年 １月 ，自治区党委提出了到 １９９５年大多数民族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实现 “民汉兼通” 的奋
斗目标 ，使双语教育方向更加明确 。 此外 ， HSK 考试 （汉语水平考试） 对新疆汉语教育体
系的构建和推动汉语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 ， 特别是对汉语教学理论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起了
一定推动作用 。

新疆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 新疆是 １９７７ 年恢复高考招生工
作的 ， 同年 １０月 ，自治区下发了 枟关于 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补充意见枠 ， 其中 ， 对
录取少数民族学生做了很明确的规定 ， 要求对人数较少和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给予照
顾 ，举办少数民族预科班等 。 当年录取少数民族的学生共 １６１３ 人 ， 以后 ， 普通高校在新疆
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人数逐年增加 。 自治区教委从 １９９２年开始还进行了下放高校办学自主
权 、扩大招收自费生等教育改革 ，进一步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

新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国家教育部和内地高校的大力支持 。
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１９８５年 ，大连工学院等 ２７ 所高校在接受新疆少数民族插班生的同时 ， 还先后
办了 ５７ 个新疆班 ，培养了 １６０２名新疆少数民族学生 。 为了进一步做好内地高校支援新疆
发展高等教育的工作 ，国家教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１９８９ 年和 １９９２ 年两次召开内地高校
支援新疆发展高等教育协作会议 。第一次会议提出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１９９２ 年在内地 ５０ 所高校招
收新疆少数民族学生 ２４００ 人 ，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北民族学院帮助新疆招收少数民族预科班
４８０人 。第二次会议提出从 １９９３年至 １９９５年 ， 每年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８００人 ，定向研究生
１５０人 。

从 １９８６年到 １９９２年 ，新疆少数民族的职业技术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 ， 农村教育综合
改革也开始起步 。 １９８８年 ６ 月 ，自治区教委 、 计委等单位联合下发了 枟关于我区职业中学
教育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枠 ， 对发展新疆的职业技术教育做了全面 、 详细的规定 ， 从而有力地
推动了新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

四 、深化改革与全面发展阶段 （１９９３年以来）

１９９３年 ， 枟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枠 发布以后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进入了深化改革与

·８５３·

① 陈旭 ： 枟浅析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枠 ， 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枠 （人文社会科学版） ， 第 ２３ 卷 ，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 第 ２６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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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 ， 新疆主要是实现 “两基” ① 目标 ，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历
和素质 ，开展对外交流 ，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 。 “改革” 成为这一阶段新疆少数
民族教育发展的明显特征 。

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后期 ， 为了合理利用教育资源 ， 教育部门按照集中办学 、 就近
入学的原则 ，调整中小学布局 ， 新疆又逐渐开始新一轮民 、 汉合校 （班） 的尝试 。 由于对
民 、汉合校的提倡 ，到 １９９８ 年 ， 新疆普通中学中民 、 汉合校比例较 ８０ 年代有所提高 。 根
据自治区教委的决定 ，今后各地要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 ， 在有条件的地方新建学校都要采
取民汉合校的形式 ， 或者将民汉分校合并成民汉合校 ② 。 据 ２０００ 年统计 ， 全区有 ４６１ 所民
汉合校的中小学 。③

从 １９９３年开始 ，新疆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的培训工作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自治区教委转发了国家教委 枟关于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意见枠 ， 之后又下发了 枟自治
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枠 、 枟关于加强中小学校长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枠 等一系列
文件 ， 要求校长必须持证上岗 ，教师队伍要提高学历合格率 。 根据自治区教委的培训计划 ，
有近万名中小学校长得到了培训 ， 其中校长是少数民族成员者占半数以上 。 对在职教师和
每年的新增教师进行培训 。经过连续几年的大规模师资培训 ， 使新疆中小学教师的政治思
想素质和教学业务能力都有明显提高 。

新疆少数民族在人口分布上呈大杂居 、 小聚居 、 片状分布的状态 。 民族分布的特点造
成了语言使用上的类型有民语使用区 ， 民汉双语发展区 ， 民汉双语兼用区 ， 汉语使用区 ；
新疆民族双语现象的类型包括 ： 民兼民型 、 汉兼民型和民兼汉型 。 复杂的语言使用状况和
使用范围的差异 ， 决定了新疆双语教育模式的多样化 。 经过长期摸索 ， 结合当地的实际 ，
新疆的双语教育逐步形成了自己模式 ：

１畅 长期单一保存的双语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可分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从小学到高中
都以母语授课 ，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 汉语作为一门语言课进入课程 ； 第二阶段 ： 学生考入
大专院校以后先集中上预科 ， 突击学习一两年汉语 ， 然后进行专业学习 。 大中专院校设立
民族班 ，语言 、 文学 、 法律等课程采用民族语言授课 ， 其他自然学科课程多用汉语授课 。
现在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 、蒙古族 、 柯尔克孜族等主要采取这种模式 。

２畅 长期并行保存双语教学模式 。 学校部分课用母语授课 ， 部分课用汉语授课这种模式
正在实验 ，即从初一开始 ，数 、理 、 化 、英语用汉语授课 ， 其他课程用母语授课 。

·９５３·

①

②

③

指基本普及义务教育 、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

以库尔勒市为例 ， 该市于 ２００１ 年对市内的两所小学和两所中学进行了合校工作 ， 即将五校 （维吾尔族小学）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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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畅 过渡双语教学模式 。 小学低年级用母语进行启蒙教育 ， 到了高年级用汉语授课 。 目
前新疆的锡伯族主要采用这种教学模式 。①

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过程中 ， 自治区始终贯彻 枟民族区域自治法枠 中民族平等的原
则 ，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普通中小学教学用语有维 、 汉 、 哈 、 柯 、 蒙 、
锡伯 、 俄等七种语言 ；大中专院校教学用语有汉 、 维 、 哈 、 蒙四种语言 。 据 ２０００ 年统计 ，
全区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普通中学有 ８７２所 ， 占 ５１ ％ ；小学有 ８１ 所 ，占 ６８畅 ２ ％ 。②

新时期民族教材的出版工作和民族语言信息化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有力地支持了
双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 １９８６年成立新疆大学出版社 。 新疆教育出版社 、 新疆大学出版社
等使用汉 、 维 、 哈 、 蒙 、 柯 、 锡伯 、 俄等文字编写教材 ， 满足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需要 。
我国科技人员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发了基于 Windows 平台的维吾尔文 、 哈萨克文 、 柯
尔克孜文 、藏文等民族文字的电子出版系统 。至 ２００１年 ， 新疆开发的少数民族文字处理软
件有 １０多种 ，特别是 “新疆 ２０００” 多文种图文排版系统 ，实现了维吾尔文 、 哈萨克文 、 柯
尔克孜文 、汉文 、英文 、日文 、俄文 、斯拉夫文等 １０多种文字的混合录入排版 ， 汉语拼音
方案 、 国际音标 、图书编排用的花边字库等各种符号均能混合录排 。 这些系统软件的成功
研制和使用 ，使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信息的处理速度得以大大提高 ， 有力地促进了双语教育 、
少数民族图书出版和网络化教学的推行 。

新疆在这一时期还进行了许多其他方面的教育改革 ， 包括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 、 办学
和管理体制的改革 、课程结构和教学模式的改革以及教师住房指导的改革 ， 等等 ， 皆卓有
成效 。③

第二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于 １９５８年 。据 １９９６ 年统计 ， 全区总人口有 ５２８９４０１ 人 ， 共有回 、
汉 、满 、蒙古 、 东乡 、藏等 ３３个民族 ， 以回汉为主体 ， 其中回族人口 １７９７２４７ 人 ， 占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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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 ３３畅 ９８ ％ ； 其他少数民族 ２６８６７人 ，占总人口的 ０畅 ５１ ％ 。①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 宁夏的
民族教育事业不断发展进步 ，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初创和探索阶段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８） 、 曲折
前进阶段 （１９５８ — １９７６） 、 恢复和振兴阶段 （１９７７年以来） 。

一 、初创和探索阶段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８）

１９４９年宁夏和平解放 。 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 对旧的学校进行整顿 ， 撤并了私立和教
会学校 ，并陆续设立 ２２所回民小学和回民女子小学 ，并在一些清真寺设立教学点 ， 派教师
教学 。 １９５２年省教育厅设民族教育科 ，并指定吴忠 、 同心 、 金积 、 灵武等回族聚居县教育
科主要管理民族教育事务 。 同年 ，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 在银川市设立了宁夏民族公学
（１９５６年改名为吴忠师范） ， 主要培训回 、 蒙古等少数民族干部 。 同期 ， 国家投资兴建银川
师范 、 吴忠师范 、 固原师范 ， 并在三校设立民族班 。 后陆续设立宁夏大学 、 宁夏医学院 、
宁夏农学院 ，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 还拨给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 ， 从内地调派教师 ， 建
立宁夏地方教育体系 。 各校在校回族学生助学金比例比汉族学生高 １０ ％ 到 ２０ ％ ， 在回民学
校开设阿拉伯文课 （不久取消） ，中等学校招生对回族学生适当降低录取标准 ， 以发展回族
教育 。②

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宁夏少数民族教育持续稳步前进 。 １９５７ 年 ， 宁夏回族的在
校小学生达到 ３２０３２ 人 （１９５０ 年为 ９０７４ 人） ， 在校中学生 １３１６ 人 （１９５０ 年仅为 ８５ 人） ，
在校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达到 ５１４ 人 。 回族在校学生占回族总人口的 ６ ％ ， 比解放前提高
２ ％ 。③

二 、曲折前进阶段 （１９５８ — １９７６）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和接踵而至的 “左” 倾思想严重影响了宁夏民族教育的发展 。 从 １９５８
年到 １９６２年 ，一些回民中小学被迫停办 ，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照顾政策也被取消 ， 各级各类
学校回族学生比例逐年下降 ， 工农业余教育也基本暂停 。 １９６２ 年根据党中央 枟关于民族工
作会议的报告枠 指示 ，宁夏的民族教育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 一些民族政策也得到落实 。
１９６２年到 １９６５ 年 ，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的回族比例逐年上升 ， 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初等 、
中等 、 高等教育体系 。

但 １９６６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 使得宁夏民族教育再一次遭受挫折 。 高等学校和中等
专业学校停止招生 ６年 ， １９７２年普通高校仅有回族在校生 ７９ 名 ， 比 １９６５ 年还少 ８ 名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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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业学校回族学生 ２７３ 名 ， 比 １９６５ 年少 １５６ 名 ； 而普通中学则盲目发展 ， 到 １９７６ 年 ，
回族学生增加到 ２８３１７ 名 ， 比 １９６５ 年多 １０ 倍 。① 由于高中学制缩短为两年 ， 导致师资奇
缺 ，课时开设不足 ，大量毕业生不合格 。小学教育的教学质量也有所下降 。

三 、恢复和振兴阶段 （１９７７年以来）

“文革” 结束以后 ，特别是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开始拨乱反正 ， 少数民
族政策得到重新贯彻 ，少数民族权利得到保障 ， 宁夏各级各类民族教育得以恢复并走上了
健康发展的道路 。其主要措施有 ：

第一 ，中央划拨的民族教育补助费专款专用 ， 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主要用于民族教育 ，
在地方财政 、 “三西 ②建设资金” 、群众教育集资中划拨部分资金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学校
基本建设和购买教学设备 ，宁南山区农村小学免收学杂费 。③

第二 ，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优惠政策 ， 积极发展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事业 。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２
年 ，大中专招生中 ，对川区少数民族考生降低 １ 个分数段 （１０ 分） 录取 ， 对山区少数民族
考生降低 ２个分数段 （２０分） 录取 ， 区内部分大学每年从招生指标中划出 ２０ ％ 从宁南山区
及盐池 、陶乐等 ９县定向招生 。④ １９９５年自治区又规定 ，回族考生降低 ２０ 分 ， 南部山区回
族考生降低 ３０分录取 ，区属大中专院校招收回族考生比例每年要递增 １ ％ 。 １９９８ 年 ， 全区
普通高校录取少数民族考生的比例达到 ２５畅 ７４ ％ 。⑤

第三 ，兴办寄宿制回民中学和寄宿制回民小学 。 １９８０ 年 ，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
作出决定 ，在回族人口较多的县和乡设置寄宿制中小学 ， 对在校的回族学生和其他少数民
族学生发放适当生活补助及奖学金 。 随后 ， ７ 个回族聚居县兴办了 ７ 所寄宿制回民中学和
６９所寄宿制回民小学 ， 其他市县也自筹资金办起了 １２ 所回民中学和 ３７ 所回民小学 。⑥

１９８４年 ８月 ， 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发出 枟关于加强普通教育工作的决定枠 ， 强调要进一步
加强寄宿制回民中小学的发展 ，改善其办学条件和师资队伍 。 １９８６ 年自治区创建了第一所
公办民助寄宿制回民女子中学 ———同心海如女子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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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重点解决普及义务教育问题 。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２ 年 ， 为解决居住分散的宁南山区乡村
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问题 ，加速回族聚居贫困县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进程 ， 在南部山区新建
了 ２９９ 个教学点 。 １９９４年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就如何普及义务教育召开了全区教育工作
会 ，为加快宁夏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了政策指导 。 １９９６年 １２ 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贫
困地区女童教育促进会成立 。 第一届年会在固原行署召开 ， 大会通过了 枟宁夏回族自治区
贫困地区女童教育促进会章程枠 ，选举产生了理事会 。① 女童教育促进会的成立大大推动了
宁夏回族女童教育的发展 。

第五 ，在部分高校和重点中学设立少数民族预科班 、 寄宿制民族班 ， 发展民族预科教
育 。 １９８５年 ， 银川一中开始开办寄宿制民族高中班 。 １９８９ 年 ， 在原宁夏大学和固原师专民
族预科班的基础上 ，兴办宁夏高校民族预科班 。 １９９０年正式成立了宁夏大学民族预科班 。

第六 ，培养了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少数民族教师队伍 。 改革开放以来 ， 自治区在固原
高等师范学校设立少数民族预科班 ， 努力提高师范院校中回族学生的比例 。 为解决回族女
教师短缺的问题 ， １９９０以来 ，先后在固原民族师范学校 、 同心阿拉伯语学校举办回族女子
师范班 ，并在固原民族师范学校设立 “回族女师范生助学金” ， 资助南部山区贫困女师范
生 。自治区在回族聚居地兴办教师进修学校 ， 开展卫星电视远距离教育 ， 创造条件以利于
教师在职进修 、 提高业务素质 。 此外 ， 还切实解决民办教师存在的实际困难 ， 使他们更好
地为家乡教书育人 。

第七 ，成立宁夏民族教育研究会 ， 在部分市县成立民族教育促进会等团体 ， 加强对少
数民族教育的研究 、指导 、资助和监督 。 同时吸收外资在银川 、 同心 、 分别建立宁夏伊斯
兰教经学院和同心阿拉伯语学校 ，培养现代宗教人才和阿拉伯语翻译人才 。②

第八 ，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 。 在区内各大学和各级中共党校开设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课 ， 在部分中学开设民族政策常识课 。③

自改革开放以后 ，宁夏民族教育成果显著 。 基础教育发展迅速 ， 基本实现普及义务的
目标 ， 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 ， 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 。 少数民族高等教
育也有所发展 ， 有关回族教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 ， 有效促进了宁夏民族教育的健康发
展 。据统计 ， １９９８年 ，全区有民族高等院校 ２所 ，在校学生 ２５４７人 ，教职工 ６４８人 ， 专任
教师 ３３８人 。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２ 所 ， 在校生 ２２４７ 人 ， 教职工 ８８５ 人 ， 专任教师 ６８２ 名 。
民族职业中学 １ 所 ，在校生 ６９ 人 ， 教职工 １３ 人 ， 专任教师 ６ 人 。 寄宿制回民小学和独立
设置的回民小学 １５３ 所 ， 在校生 ２６２９９ 人 ， 教职工 １０５１ 人 。 民族幼儿园 ４ 所 ， 在园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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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５ 人 ，教职工 ２１人 ，其中专任教师 １４ 人 。① 宁夏回族自治区已经建立起以各级各类普
通民族学校和附设于各类学校的民族班 、 民族预科班 （部） 为特色和骨干 ， 以各级各类普
通 、成人 、职业教育为依托的民族教育完整体系 。

第三节 　 青海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青海省有藏 、回 、土 、撒拉 、蒙古等 ４３个少数民族 。 １９９６ 年全省有少数民族人口 ２０９
万人 ， 占全省总人口的 ４２畅 ８ ％ ② 。 其中人口 １０ 万以上的有藏族 、回族 、 土族 。 少数民族大
部分聚居在西部高寒牧区和东部部分农业区 ，主要从事牧业和农业 。 有 ６ 个民族自治州 ， ７
个民族自治县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 青海省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经历过曲折的发展阶
段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 奠基阶段 （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５） 、 挫折阶段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６） 、 恢
复重建阶段 （１９７６ — １９８９） 、深化改革与全面发展阶段 （１９９０ 年以来） 。

一 、奠基阶段 （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５）

建国前 ，青海全省有 １０９ 所民族小学 ， 在校学生 ４９００ 人 ； ８ 所普通高中和师范学校 ，
只有少量的少数民族学生 。 各民族中文盲 、 半文盲占 ９５ ％ 以上 。③ 青海省的少数民族现代
教育事业就是在这种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 解放后 ， 青海省的民族教育受到地方党委和
政府的高度重视 ，并根据中央精神 ， 在恢复和改造旧有学校的基础上 ， 采取一定的倾斜措
施鼓励民族教育的发展 。

第一 ，重视基础教育 。 １９５５年和 １９５６年青海省两次召开牧业教育工作座谈会 ，就发展
民族教育做出如下项决定 ：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创办民族小学 ； 使用本民族语言教学 ； 选
拔和培养本民族知识分子担任教师 ； 学校的各项费用由政府补助 ； 并针对牧区的民族学生
实施助学金制度和寄宿制学习制度 。④ 到 １９５７ 年 ， 全省民族小学增至 ４６７ 所 ， 在校少数民
族学生 ３９０６６人 ，⑤ 分别比建国前增长 ４畅 ２８倍和 ７畅９７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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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 １９５１ 年 ， 青海省师范学院开始成立民族师资培训班 ， １９５７
年全省各个自治州普遍办起了民族师范院校 ， 着重培养中小学教师 ， 以解决当时民族中小
学师资紧张的状况 。 到 １９５７ 年 ， 全省已有少数民族教师 ８０２ 人 ， 比 １９４９ 年增长了近 ６
倍 ① 。

第三 ，重视发展民族高等教育和民族师范教育 。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成立了青海省人民公学 ，
并在此基础上于 １９５６年 ９ 月成立青海民族学院 ， 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急需的民族干部和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 该学院次年又并入西北民族学院 。 １９５６ 年创办青海民族师范学校 ，
１９５７ 年各自治州先后办起民族师范学校 。

１９５８年 ， 民族教育工作出现失误 ，下放了一些民族教师 ，削减甚至取消了民族语文课 ，
导致教育质量下滑 。 １９６２年 ，少数民族在校生数比 １９５７ 年减少 ２３ ％ 。 １９６２ 年 １０月省政府
转发省文教厅 枟关于重新拟订我省专设民族学校少数民族学生助学金标准枠 的报告 ， １９６３
年批转 枟关于在牧业区举办寄宿制民族小学的报告枠 ，民族教育重新走上正轨 。 １９６５年各级
各类民族学校发展到 ６００余所 ， 在校少数民族学生 ８畅９ 万余人 ， 其中牧区寄宿制民族小学
１１０所 ， 学生 ５１００ 余人 ； 少数民族教师 ２８００ 余人 。 与 １９５７ 年相比较 ， 学校数增加 ２６ ％ ，
在校生增加近 １５０ ％ ，教师增加 ３畅 ４倍 。② 总之 ，到 １９６５年 ， 青海省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的基
础已经奠定 。

二 、挫折阶段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６）

“文革” 时期 ，青海省民族教育受到严重破坏 。 １９７１ 年后 ， 民族教育有了一定的恢复 。
“文革” 前期 ，由于取消了扶持民族地区教育的一系列特殊措施 ， 全省寄宿制学校被削减至
１０余所 。 “文革” 后期 ， “与劳动相结合” 的牧读小学得到迅猛的发展 ， 牧区 ８０ ％ 以上的生
产队都办起了牧读小学 ， 到 １９７６ 年 ， 全省牧读小学发展到 ２１８０ 所 ， 在校生超过 ３ 万人 。
牧读小学的迅猛发展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有一定作用 ，但在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
比如学生数量的增长带来教师队伍的扩大 ， 大量社会上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人补充进教师
队伍 ， 造成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严重下降 。同时 ， 由于采取巡回教学 ， 学习间隔时间较长 ，
无法保证教学质量 ， 造成学生合格率低下 。 针对上述出现的问题尤其师资紧缺的问题 ，
１９７５ 年 ，青海省下发的 枟关于改进州民族师范教育工作的意见枠 中 ， 就民族师范学校在办
学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６ 条改进意见 ， 即办学方向必须面向牧区 ， 要为小学培训师资 ；
招生要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 ； 既要办好普通班 ， 又要办好教师轮训班 ； 课程设置应根据牧
区小学教育的需要适当精编 ， 教学要以民族语文为主 ； 毕业生必须分配到牧区任教 ；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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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师范学校的领导等 。这些举措既促进了教师队伍的发展 ， 又通过在职轮训的形式提
高了整体教师队伍的素质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牧区对合格教师的需求 。①

三 、恢复重建阶段 （１９７６ — １９８９）

“文革” 结束后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青海省委在肯定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
上 ，就进一步发展民族教育采取了诸多措施 ， 比如 ： 完善寄宿制度 ， 普及小学教育 ； 对中
小学生采用助学金制度鼓励其完成学业 ； 在大中专院校开设民族班并在招生时对民族学生
放宽录取分数线 ；民族中小学使用的民族文字课本免费供应 ；② 加快编译民族语言文字教材
建设 ； 对民族教育实行财政倾斜政策等 。

在中小学教育方面 ，青海省肯定了寄宿制学校在推进民族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 １９８２ 年
拟订了 枟青海省牧区寄宿制小学暂行条例 （草案）枠 ，并于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开始试行 。 寄宿制民
族小学得到了较大发展 。民族初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中等教育的发展 ， 到 １９８８ 年 ， 全省民
族中学已发展到 ５５所 ， 在校学生 １７７４１ 人 。 其中高中 ２７ 所 ， 在校学生 ３６９５ 人 ， 初中 ２８
所 ，在校学生恢复到 １４０４６人 ③ 。

在语文教学问题上 ，青海省教育厅于 １９７９年 ８月出台了 枟关于加强少数民族语文教学
的意见枠 ，于 １９８１年 １０月印发了 枟全省民族语文教学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枠 等文件 ， 强调民
族语文在民族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 ， 鼓励在教学中采用 “双语教学” 。 这些规定对民族教育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 １９８６年统计的数字来看 ，全省用民族语文进行授课的藏族小
学增加到 ８９５所 ，在校学生 ４３３６３人 ④ ，比 １９５６年全省的民族小学数量和在校生都多 。

民族文字教材建设再次得到重视 。 １９８１ 年成立青海省民族教材编译处 ， 主要承担青海
民族中小学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 ， 有效地解决了民族师范教材不配套 ， 中小学双语教学
缺少合适教材教参等问题 ，为提高民族教育的教学质量提供了保证 。

师资队伍的建设上 ，青海省积极培养当地的民族师范学校的在校生 ， 提高少数民族师
资学历水平 。 １９８５ 年 ，成立青海民族师范专科学校 ， 并举办民族班 ， 主要培养双语教师 ；
青海师范大学也成立民族班 ， 从 １９８６年起还招收一定数量的定向生和民族师范院校的保送
生 ；委托教育机构代培或轮训现有的师资队伍 ； 扩大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数量 ， 壮大
少数民族教师队伍 。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 ，截止到 １９８５ 年 ， 全省的少数民族教师已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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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５８ 人 ① 。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 加快了民族教育发展的步伐 。 到 １９８９ 年 ， 全省专设的

民族学校已达 １７６４所 ，其中 ：高校 ２所 ，中专 ７ 所 ， 中学 ６４ 所 ， 小学 １６９１ 所 ； 在校的少
数民族学生总数为 ２４畅５ 万人 ， 占全省在校生总数的 ２８畅 ２８ ％ ② 。 师资队伍也得到很大的发
展 ，全省教职工 １２３５８人 ，其中专职教师 １０１９１ 人 。 全省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为 ６５畅 ２７ ％ ，
巩固率为 ９１畅２ ％ ， 毕业率为 ８７畅 ６２ ％ 。

四 、深化改革与全面发展阶段 （１９９０年以来）

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 ， 青海把重点扶持民族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发展民族教育 ， 确
定为义务教育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 把加强学校管理提高办学效益等作为新时期民族教育发
展的突破口 ，使全省民族教育得到快速发展 。

首先从战略高度理清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路 。 青海省就民族教育先后发布 枟关于
贯彻 枙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枛 的实施意见枠 （１９９３年） 、 枟关于认真贯彻 枙全国民族教育
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枛 深化我省民族教育改革的意见枠 （１９９４年） 、 枟关于加快牧区民族教育
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枠 （１９９７年） 、 枟关于加快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枠 （１９９８ 年） 等
文件 ， 在肯定了青海省民族教育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同时 ， 指出了青海省民族教育的发
展思路和奋斗目标 ，特别指出 ，牧区基础教育要坚持走 “适当集中 、 扩大规模 、 优化布局 、
提高效益” 的办学道路 。

第二 ，重点扶持民族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发展义务教育 。 为了帮助藏区 、 牧区普及义
务教育 ， １９９１ 年召开玉树 、 果洛两藏族自治州教育工作座谈会 ， 研究关于扶持两州教育工
作的具体措施 ； １９９２年 ，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召开全省第二次牧区寄宿制小学经验交流会 ，
制订了一系列发展牧区寄宿制小学的政策和措施 。 此外利用世行贷款 、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工程等项目在国家级民族贫困县集中办了一大批样板学校 ， 改善了当地民族教育的办
学条件 ，为实现普及义务教育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 青海省在提高牧区 、 农村女童入学率方
面还做了许多工作 。

第三 ，加强小学内部管理 。 针对民族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不健全 、 管理混乱的情况 ，
１９９４ 年青海省教委印发了 枟关于进一步巩固 、 完善和深化中小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意
见枠 ，把重视学校领导班子建设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完善评估体制等措施作为 “向管理要
质量 、 向管理要效益” 的重要手段 。

第四 ，为了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 积极开展教学实验 。 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地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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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 “听说先行 ，从强化汉语会话训练入手 ， 早期过汉语关” 的双语教学改革实验 。 在回
族 、土族 、撒拉族学校进行了 “目标教学” 、 “注重实验” 、 “三算结合教学” 等实验 。

到 １９９７ 年 ，全省各级各类民族学校达到 １６０１所 ， 占全省普通学校总数的 ３７畅 ９０ ％ 。 进
入各级各类普通学校学习的在校少数民族学生总数为 ２７畅３ 万人 ， 占全省在校生总数的
３８畅 ８５ ％ 。全省少数民族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８４畅 １５ ％ ， 比 １９９２ 年增长 １９畅 ４８ 个百分点 ① 。 部
分民族地区实现 “普九” 目标 。 民族中小学和寄宿制小学也得到很大发展 ， 寄宿制小学由
１９６５ 年的 １１０ 所发展到 １９９７年的 ３１３所 ② 。 在 ６个自治州办起了 ３０多所民族中学 。重视少
数民族女童的上学问题 ，经过巩固和发展 ，全省少数民族在校女学生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６６６５６ 人
增长到 １９９７ 年的 ８７０１７人 。其间 ， 少数民族师资队伍不断成长壮大 。 １９９７年 ，全省少数民
族教师达到 １４５７３人 ， 占全省教师总数的 ２９畅 ２ ％ 。③ 双语教师比例逐年增长 ； 高等师范学
校培养了一大批集教学 、科研 、 教材编译于一身的少数民族中青年骨干教师 ， 为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

第四节 　 甘肃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甘肃省是我国西部的多民族省份 ， 共有 ４４ 个少数民族 ， 人口 １８５畅 ６１ 万余 ， 占全省总
人口的 ８畅 ３ ％ （１９９０年） 。 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 、 甘南藏族自治州及张家川
回族自治县 、天祝藏族自治县 、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 阿克赛哈萨克族
自治县 、东乡族自治县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等 。 自治州 、 县的面积占全省
总面积的 ４０ ％ 。此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分布在 ２３ 个民族乡以及散杂居在平凉 、 天水 、 兰
州 、白银等地市 。东乡族 、保安族 、 裕固族是甘肃特有民族 ，主要从事农业 、畜牧业 。④

新中国成立后 ，甘肃省的少数民族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 ， 回顾 ５０ 多年的历程 ， 大致可
以将其分成三个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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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步阶段 （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５）

建国初期 ， 甘肃省发展民族教育的政策是 ： 根据少数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 ， 采取特殊
发展政策和措施 ，如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建设 ， 提倡双语教育 ； 适当给予少数民族学生
特殊优惠等 。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 ， 该省少数民族逐步发展起了各级各类教育 。 根据 １９５２
年普查统计 ，在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２年的三年恢复时期中 ， 全省为少数民族专设的小学共 ３８９ 所 ，
兼设的有 ５７２ 所 。 专 、 兼设学校在校学生总数为 ２９３２２ 人 ， 比 １９５１ 年增长了 １７ ％ 。①

１９５３ — １９５７年 ，初等教育有了更大发展 ，一些历史上长期没有学校的牧区县结束了没有学
校的历史 。

甘肃省解放初只有 ６所私立中学 ， 其中有两所系少数民族性质的学校 ———西北中学和
新民中学 。到 １９５２ 年 ， 为少数民族专设的中学增加到 １３ 所 ， 比 １９５１ 年增加了 ７５畅 ２ ％ 。
１９５４年 ，全省为少数民族专设的中等学校有 １１ 所 ，民族师范 ７所 ， 少数民族中等学校学生
共有 ２４０１人 ，占全省中等学校在校生总数的 ５畅 ４２ ％ 。②

甘肃省重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 。 １９５０年正式创建西北民族学院 ， １９５２ 年院系调
整时 ， 又将西北大学民族学系和兰州大学文学少数民族语言系并入西北民族学院 。 西北民
院的建立和发展 ，为甘肃省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做出了突出贡
献 。

二 、挫折阶段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７）

十年动乱期间 ，甘肃省的民族教育也不能幸免 ，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
首先 ，建国初期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 、 政策在这一时期被否定和破坏 ， 民族地区

的特殊性被忽视 ，追求向普通教育看齐 。 其次 ， 民族教育的领导和管理工作脱离实际 ， 处
于失控状态 。最后 ，由于民族学校的校长们纷纷被批斗 ， 导致学校无人管理 ； 教师们受到
诬蔑 、 打击和迫害 ，师资力量损失很大 。 “文革” 后期民族教育政策有所恢复 ， 但是又出现
冒进虚肿的趋势 。

三 、全面发展阶段 （１９７８年以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送来了民族教育发展的春天 。甘肃省民族教育工作迎着这缕春风 ，
拨乱反正 ，重新树立起正确的方针 、 路线 ， 结合实际办出特色 ， 立足改革促进发展 ，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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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
１９８０年 ， 甘肃省政府批转省文办 枟关于加强我省民族教育工作的报告枠 ， 根据调整 、 改

革 、整顿 、提高的八字方针 ， 把学校的布局 、 规模 、 结构等调整到客观条件和师资力量许
可的范围内 。 １９８２ 年 ，甘肃省政府批转省教育厅 、 省民委 枟关于积极稳步发展民族教育事
业的报告枠 ，提出要大力发展民族师范教育 ，培养合格的民族师资队伍 ； 切实抓好中小学教
育 ，提高教育质量 ；采取多种途径和办法 ， 发展民族地区中等专业教育 。 １９８６ 年 ， 省政府
确定 “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 、 量力而行 、讲求实效” 的发展教育的指导思想 。 １９８７ 年省人
大常委会充分肯定了甘南州结合牧区特点 ， 积极发展牧区教育的五条经验 ： 探索牧读小学
与寄宿制小学相衔接的办学形式 ； 采取牧区职业技术教育与基础教育早期结合的模式 ； 加
快寄宿制小学教育改革的步伐 ， 逐步把学校办成当地文化 、 教育 、 科技推广中心 ； 搞好
“双语” 教学 ，逐步形成民族语文教学体系 ；调动民族宗教界人士支持教育的积极性 。

这一时期的甘肃民族教育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其中有三件事情很有特色 ， 值得注意 。
其一是省市间的教育扶贫协作 ，其二是牧区教育 ， 其三是女童教育 。

（一） 省市间的教育扶贫协作

１９９２年 ， 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 ，国家教委提出了经济文化发达省市与全国 １４３ 个少
数民族贫困县开展教育对口支援协作的意见 ， 根据这一意见 ， 确定了天津市对口支援甘肃
省 ６个少数民族贫困县 。此后 ， 双方均把对口支援协作工作纳入重要议题进行研究 ， 互派
考察团 ，正式签订了两省市教育对口支援协议书 。 主要实施以下工作 ： 选送贫困县中小学
校长到天津挂职学习 ；组织自治州县的同志到天津市教研室考察学习 ； 向贫困县支援教学
仪器设备 ；到自治州巡回讲学 ，传授经验 ；为民族地区培养师资和高级人才 。

除了省际的援助外 ，甘肃省内各地区之间也实施教育对口支援协作 ， 省内经济文化相
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和高等院校 、 中等专业学校 、 重点中学 ， 要积极与民族地区结对建立对
口协作关系 ，帮助民族地区培养管理干部 、 培训在职教师和初 、 中级技术人才 ， 招收少数
民族学生等 。

办好民族班是为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 。 从 １９８０ 年起 ， 甘肃省在一些省属
重点中学开设了高中民族班 ，其中 ５０ ％以上的学生考入省内外中等和高等院校学习 。 而一
些高等院校民族班则培养了各科师资和草原 、畜牧 、兽医 、 医疗等专业人才 。

（二） 牧区教育

牧区教育是甘肃省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甘肃牧区有着地广人稀 、 居住分散的地
域特点 ；又有冬春季定点居住 ， 夏秋季随畜群游牧的生产特点 ； 还有用民族语言授课的教
学特点 。针对这些和林区 、农区不同的特点 ， 牧区人民采取了以寄宿制学校为主 、 牧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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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辅的办学形式 ，灵活多样地办教育 。 寄宿制学校能够发挥集中授课的优势 ， 保证教学
质量 ， 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 。 而对于小学一 、 二年级的低龄学生来说 ， 如果家长不放心孩
子的安全 ，可以到就近的牧读小学学习 ，等到孩子稍大后再送到寄宿学校 。

在教学语言的使用上 ，如果是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 ， 群众通用民族语言的话 ， 就以民
族语文教学为主 ，单科加授汉语文 。 如果群众通用民族语言和汉语 ， 则以汉语文教学为主 ，
单科加授民族语文 。在教材问题上 ， 甘肃省积极参加了五省区藏文教材协作和八省区蒙古
语文工作协作 ， 解决了许多单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的困难 。 甘肃省还正确处理教育和宗教
的关系 ，在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和严禁宗教干预教育的前提下 ， 注意发挥爱国宗教人
士的积极作用 ， 动员他们帮助政府做群众工作 ， 送子女入学 、 捐资助学 ， 推动了民族教育
的发展 。

（三） 女童教育

少数民族的女童教育是甘肃省民族教育的一大难题 ， 女童教育的难点是临夏州信仰伊
斯兰教的回族女童入学问题 。 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 ， 原因主要在于一些传统因素 ， 比如由
于地理位置而导致的自然条件恶劣 ， 居住分散 ， 交通不便 ， 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 经济远
远落后于其他地区 。女童的家长文化水平低下 ， 特别是母亲文盲 、 半文盲率高 ， 早婚早育
的习俗对于女童接受教育也有很大影响 。最后是由于民族地区办学条件差 ， 教学设备简陋 ，
教学内容脱离当地生产生活实际 。

鉴于这些困难 ，甘肃省花了大力气来发展女童教育 。 利用广播 、 电视 、 报纸等大众传
媒宣传有关发展女童教育的法规和政策 ， 使得人们认识到女童教育的必要性 ， 转变人们的
观念 。 聘请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作为学校的名誉校长 ，动员家长们送女童入学 。

舆论影响有了之后 ，需要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 各州 、 县政府和教育部门建立起女童
入学工作责任制 ，保证女童入学 。对于家庭困难的女童给予照顾 ， 如减免学杂费 、 书本费 ，
发放补贴等 。对于需要承担家务的女童 ， 允许她们带弟妹上学 ， 迟来早走 ， 农闲时多学 ，
农忙时少学 。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以外 ， 还教授她们一两项实用技术 ， 开设缝纫 、 刺绣 、 草
编 、烹调等适合女童特点的课程 。

此外 ，发展女童教育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支持和参与 。 除了学校教书育人之外 ， 家庭需
要大力配合 ，社会力量也要参与进来 。 女童家长通过上培训班和家长学校 ， 及时与校方沟
通 ，改变落后观念 ，优化家庭教育方法 。 非政府组织成立协会或者促进会之类 ， 研究探索
如何更好地改善女童教育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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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陕西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陕西是一个少数民族居住散杂的省份 ，全省共有 ４６ 个民族 。 据 １９９９ 年统计数据显示 ，
陕西少数民族人口近 １６万人 ， 占全省总人口的 ０畅 ４７ ％ 。 全省有 ４ 个回族乡 ， ３７ 个少数民
族聚居行政村 ， １７７个村民小组 ， ２ 个街道办事处 ， ３１个居委会 。西安市是全省少数民族人
口比例最大 、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 ， 全市有少数民族人口 ７ 万多 ， 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总
数的 ４５ ％以上 ，其中回族占全市少数民族总数的 ８１畅 ９ ％ 。

建国前 ，陕西的少数民族学校只有 ８ 所 ， 文盲率高 。 建国后 ， 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有了
较快的发展 。各级政府对回族人口较集中的小学 ， 进行重修扩建 ， 修建了一批新学校 ， 改
善了办学条件 ， 另外还设立了少数民族补助费 。 １９５３ 年 ， 全省的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近 ５
亿元 （旧币） 。此外 ，全省各地把改善办学条件 、 落实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子女入学紧
密结合起来 ，城乡教师走村串户 ， 做宣传动员工作 。 对少数民族超龄儿童放宽入学年龄 ，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减免学杂费 ， 补助书籍文具费等 。 在政府的大力扶助和支持下 ， 少
数民族子女入学人数大大增加 ，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迅速发展 。 据统计 ， 截至 １９６６ 年 ， 西安
市少数民族小学生增加到 ５７５９ 人 ， 是建国初的 ９畅 ６ 倍 ； 中等学校在校生增加到 １６４７ 人 ，
是建国初的 ２３畅５ 倍 ；各大专院校的少数民族在校生增加到 ２８５ 人 ， 是 １９４９ 年的 １６畅 ８ 倍 。
少数民族受教育情况有了明显的进步 。

但是 １９６６至 １９７６年的 “文化大革命” ，使得陕西省民族教育也遭受重挫 ， 一些民族事
务机构和少数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都被取消 ，民族教育受到严重影响 。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经过拨乱反正 ， 一些回民中 、 小学陆续恢复原来的校
名 ，对少数民族学生给予的优惠政策也逐步得到落实 ，陕西省民族教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
１９８５ 年陕西省开始在普通中学 、职业中学 、 大专院校分别设立民族班 ， 并在办学条件较好
的中学陆续开设西藏班 。 １９９２年 ３月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委 、 省教委 枟关于
进一步加强我省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枠 ，对民族教育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 ， 使得民族教
育逐步走上法制轨道 。 １９９７ 年 ，省教委和省民委联合印发了 枟关于重新认定我省民族学校
有关问题的通知枠 ，各地根据文件精神 ， 又确立了一批民族中小学 。 总之 ， 改革开放以来 ，
在全省民族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 ， 陕西省民族中小学布局日趋合理 ，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 ，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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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管理逐步规范 ，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①

思考题

１畅 述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现代基础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２畅 述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现代双语教育的历史经验 。
３畅 述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３７３·

① 参见夏铸 、 哈经雄 、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４８７ —

４９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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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现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西藏 、 云南 、 四川 、 重庆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迈
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轨道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 ，渐趋成熟 。

第一节 　 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西藏自治区是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区 ， 成立于 １９６５ 年 。 少数民族有藏族 、 回族 、
门巴族 、 珞巴族 、 纳西族等 ， 人口 ２１１畅 ４８ 万 ， 占全区总人口的 ９６畅 ３ ％ ， 其中藏族人口
２０９畅６３万 ，占全区总人口的 ９５畅 ４６ ％ （１９９０ 年） 。① 自 １９５１ 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 ， 西藏少
数民族现代教育经历了四个时期 ： 奠定基础阶段 （１９５１ — １９６６） 、 曲折前进阶段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６） 、 调整恢复阶段 （１９７７ — １９８４） 、深化改革与协调发展阶段 （１９８５ 年以来） 。

一 、奠定基础阶段 （１９５１ — １９６６）

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时 ，西藏各级中共党组织和进藏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 ，贯
彻执行 枟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枠 （简称 枟十七条协议枠） 的
精神 ，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 ，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 ，改善人民生活 。

（一） 基础教育与师资问题

１９５１年 ３月成立昌都小学 ， １９５２年 ８月成立拉萨小学 ② ，又先后在盐井 、 波密 、 丁青 、

·４７３·

①

②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７０ 页 。

爱国知识分子李安宅教授 、 于式玉教授为昌都小学 、 拉萨小学等首批西藏现代学校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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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隅 、 日喀则 、 江孜 、林芝 、 山南 、 黑河 、塔工 、 亚东等地陆续办起了一些小学 。 １９５６ 年
９月创办了西藏第一所中学 ———拉萨中学 ，设有初中班 、 初中预备班 、小学师资训练班 、 经
师喇嘛班 （此班不久即停办） 。另外 ，日喀则小学 、昌都小学各附设一个初中班 。 １９５９ 年中
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学习文化的迫切要求 ，
制定了 “民办为主 、公办为辅 、 民办公助” 的办学方针 。 随后 ， 西藏各地因地制宜办起各
种形式的民办学校 ，如全日制 、 半日制 、 隔日制 、 农闲学校 、 帐篷小学以及巡回教学 、 冬
学 、晚学点等 。 到 １９６５年 ，全区有公办小学 ８０ 所 ， 在校学生 １００００ 余人 ； 民办小学 １７４２
所 ，在校学生 ５６７００人 ；公办小学和民办小学在校生加在一起 ， １９６５ 年全区适龄儿童入学
率达到 ３０ ％左右 ；① 初级中学 ３所 ，完全中学 １ 所 （拉萨中学 １９６０ 年成为西藏第一所完全
中学） ，在校生 １０５９人 （不含各地中心完小附设的初中班） 。② 在此期间 ， 还创办了学前教
育 ，全区有保育院 ９所 ，在院儿童 ７００余人 。

为解决师资极其缺乏的问题 ，各地先后办起师资训练班 ； １９５６ 年 ７月和 １１月 ，教育部
在北京 、天津 、 四川 、陕西等省市选派教师支援西藏 ； １９６１ 年创办拉萨师范学校 ； １９６６ 年
３月建立了一所半农 （牧） 半读的师范学校 。 此外 ， ５０ 年代初期 ， 西藏工委还采取了吸收
识字的贫苦喇嘛任教等特殊措施解决师资短缺问题 。

（二） 成人教育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１９５２年 １ 月开办西藏军区藏语培训班 ， 同年年底扩建为西藏军区干部学校 ， １９５３ 年该
校内设社会教育班 ，为社会上的青年提供教育服务 ； １９５６ 年该校改为西藏地方干部学校 ，
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 。 １９５２ — １９５６年 ，在拉萨先后举办了共青团西藏工委青年训练班 、 社
会教育班 、财会训练班 、 电影技术训练班 、 农业技术培训班 、 农业机务技术人员训练班 、
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 、职工业余学习班 、 公路养护培训班 、 道班工人冬训班等 。 １９６５ 年创
办西藏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 ———拉萨电厂半工半读技工学校 。

１９５８年 ９ 月 ，西藏团校和西藏公学先后成立 。西藏公学校址在陕西省咸阳市 ， １９５８ 年
在校生 ３４１５ 人 ，民族成分有藏族 、 回族 、彝族 、纳西族 、土族 、 蒙古族 、汉族等 。 １９６５ 年
在西藏公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西藏第一所高等学校 ———西藏民族学院 。③

总之 ，从 １９５１年到 １９６６ 年上半年 ， 一个从学前教育 、 小学教育 、 中等教育到中等专
业教育 、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的西藏自治区民族现代教育体系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 。

·５７３·

①

②

③

参考 枟中国教育年鉴 · 地方教育枠 （１９４９ — １９８４ 年卷） ， 长沙 ： 湖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 第 １１３０ — １１３１ 页 。

参见夏铸 、 哈经雄 、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５０ 页 。

参见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７１ 页 ； 周润年著 ： 枟藏族教育枠 ， 成

都 ： 巴蜀书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７７ — ８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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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曲折前进阶段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６）

“文化大革命” 时期 ， 在极 “左” 路线的干扰下 ，西藏民族教育事业遭受重创 。 ７０ 年代
初 ，西藏各级教育行政机构逐渐恢复 ，学校也开始复课 。

高等教育有所发展 。西藏民族学院于 １９７１ 年恢复招生 ， 于 １９７４ 年在林芝八一镇成立
林芝分院 ，形成了在陕西和西藏两地办学的格局 。 西藏师范学校于 １９７２ 年恢复招生 ， １９７５
年发展为西藏师范学院 。 ７０ 年代初 ， 西藏医学院在林芝成立 ，为西藏培养医务人才 。

基础教育出现 “冒进” 现象 。 当时不顾西藏的实际 ， 盲目照搬内地的做法 ， 提出在第
四个五年计划期间 ，实现 “县县有中学 ， 区区有完小 ， 队队有民小 ， 普及小学教育” 的目
标 。从 １９７１年到 １９７６年 ，全区公办小学从 ８５所发展到 ５１３ 所 ，民办小学从 １８４５ 所发展到
５６１８ 所 ，小学在校生总数达 ２２万多人 ；普通中学由 ６ 所发展到 ４６ 所 ， 盲目追求学校和学
生的数量 ，严重忽视质量 。①

内地援藏得到加强 。为了支援西藏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国务院批转教
科组 枟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 、 中 、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枠 ， 指出 ， 支援西藏实行定区 、 定
校包干 ，分三批 ，每两年轮一次 。 １９７４ 年到 １９８０ 年 ， 国家有关部委和上海 、 江苏 、 四川 、
山东等省市先后选派中学及高校教师援藏 。 与此同时 ， 全国各省市大中专院校大力招收西
藏学员 ，为西藏培养人才 。

三 、恢复调整阶段 （１９７７ — １９８４）

“文革” 结束初期 ，西藏民族教育工作进行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 ， 但是各级各类学校
仍然在继续盲目发展 ，造成内部结构比例严重失调 ， 教育质量很低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以后 ，西藏自治区党委根据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的精神 ， 于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进行全
区教育大调研 ， 在此基础上 ， １９８１年 １２月 ２４ 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西藏自治区教育
厅 枟关于我区中小学教育调整的报告枠 ， 该报告确定西藏自治区中小学新的办学方针为 ：
“公办为主 ，民办为辅 ，两条腿走路 ， 多种形式办学” 。 这条办学方针的要点是 ： 实行以公
办学校为主 、 藏族学生为主 、 基础教育为主 、 寄宿制学校为主 、 助学金为主的 “五为主”
办学 ， 重点抓好高小 、高中两极教育 。 公办小学实行三三分段的六年学制 ， 区公办小学主
要办初小 ，招收 ７ — ９岁儿童入学 ；县完小主要办高小 ， 面向全县招收初小毕业生 ； 乡 、 村
主要办好民办小学 。民办小学根据当地群众意愿可办全日制小学 ， 也可办农闲小学 、 儿童

·６７３·

① 参见张福建等编著 ： 枟西藏自治区教育科技委员会组织史资料枠 ，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内部发行 ， 第 ４９ 页 ； 周润年著 ：

枟藏族教育枠 ， 成都 ： 巴蜀书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８０ — ８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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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班 、扫盲教育班等 。全日制民办小学主要办好初小 ， 保证每年有 ９ 个月以上的教学时
间 ，民办农闲小学每年上课 ５ — ６ 个月 ， 主要学习藏文和数学 ， 用 ４ — ５ 年学完初小课程 。
１９８０年到 １９８４ 年 ，在新的办学方针指导下 ，西藏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对中小学进行了大规
模的调整 ，将一批民办小学专为公办小学 ；重点加强和发展高中 ； 对原自治区的 １３ 所重点
中小学进行了调整 ，保留拉萨中学为自治区重点学校 ， 其余下放为地 、 市或县的重点学校 。
在中等专业学校方面 ，主要保留和办好自治区一级的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和各地 、 市的中等
师范学校 ，其余或撤销或改办为干部职工和农牧民业余技术培训学校 ； 筹建一所自治区藏
医学校 。在高等学校调整方面 ， 主要工作有 ： 在西藏师范学院的基础上筹建西藏大学 ；
１９７８年 ４月经国务院批准 ， 在西藏民族学院林芝分院基础上成立西藏农牧学院 ； 撤销不具
备办学条件的西藏医学院改为自治区卫生学校 ； 对部分专业布局进行了适当调整 。到 １９８４
年 ，全区教育调整初见成效 ， 教育内部比例趋于合理 。

四 、深化改革与协调发展阶段 （１９８５年以来）

以 １９８５年 ５ 月中央颁布的 枟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枠 为标志 ， 西藏自治区
民族现代教育步入深化改革 、协调发展的阶段 。 １９８７年 １１月 ，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召开
全区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 。该会议确定此后一个时期西藏教育的发展战略为 ： “从西藏实际
出发 ， 坚持改革开放 ，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 ， 按教育规律办事 ， 积极稳妥 ， 量力而行 ，
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 培养 ‘四有’ 公民和各级各类合格人才 ， 为西藏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服务 。” 确定全区民族教育办学方针为 ： “重点加强基础教育 ， 优先发展师范教
育 ，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巩固提高高等教育 。” ① 此后 ， 西藏自治区分别于
１９９３ 年 ３月 、 １９９４年 １０月召开第四次全区教育工作会议 、 第五次全区教育工作会议 ， 先
后颁布 枟西藏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和发展西藏教育的决定枠 和 枟西藏自治区党
委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枙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枛 的实施意见枠 等重要文件 ， 为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教育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

（一） 基础教育 、三教统筹与教师教育

西藏自治区在基础教育工作中 ， 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 、 速度与效益 、 普及与提高 、 重
点与一般 、需要与可能的关系 ， 在提高办学质量的同时积极稳步地提高入学率 ， 注意把继
承和发扬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辩证地结合起来 。 １９８９ 年自治区和各地市分别对
全区中小学办学条件进行了检查验收 ； １９９２ 年 ， 自治区教委对全区大部分中小学办学水平

·７７３·

①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７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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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次普遍调查和评估 ， 促进了基础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 据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统计 ， 西
藏全区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８５畅 ８ ％ ， 在校学生的年巩固率为 ９１ ％ 。①

从 １９８８年起 ，西藏开始进行 “三教统筹” ② 、农科教结合的农村教育综合试点工作 ， 主
要试验点有拉萨市二中 、堆龙德庆县中学 、日喀则康马中学等 。

为保证基础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 ， １９８７ 年以来 ， 西藏自治区采取多项措施优先发展师
范教育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 在经费 、 师资 、 招生 、 设备等各方面都对师范教育给予优惠
政策 ； 采取加强师德教育 、加强实践操作训练 ， 引进职教因素 、 扩大民办教师和定向生的
招生比例等措施提高师范院校的教育质量 ， 提高师范生的政治业务素质 ； 建立自治区 、 地
（市） 、 县三级教师培训网络 ， 积极培训中小学教师 。 经过多年建设 ， 西藏已经基本形成了
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较好 、学科结构比较合理 、以少数民族教师为主体的教师队伍 。

（二） 高等教育的调整改革

西藏自治区第三次全区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 枟关于巩固提高西藏高等教育的试行意
见枠 ，指出在以后一段时间内 ，西藏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方向是巩固 、 充实 、 提高 。 对高级人
才的培养 ，实行区内区外相结合的方针 ， 在区内主要开设通用性强 、 需求量大和具有民族
特色的专业 ，其他专业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区外 。 在西藏主要办好已有的高等学校和专业 ，
充实教师队伍 ， 改进教学方法 ， 提高教育质量 、 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 ， 实行普通教育与成
人教育并举 ，多层次 、多规格 、 多形式办学 ， 逐步向综合型多功能的办学方向发展 。 １９８５
年 ７月在西藏师范学院基础上成立西藏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 西藏大学 。 １９８９ 年在西藏大
学藏医系和西藏藏医学校的基础上新建西藏大学藏医学校 ，下设大学部和中专部 ； １９９３ 年 ，
经国家教委批准 ，藏医学院从西藏大学分离出来 ， 单独成立西藏藏医学院 ， 正式列入全国
高等院校行列 。

（三） 重视民族语言 、 文化的教育教学

１９８７年以来 ， 全区小学少数民族班基本实现了用藏语文授课 ， 全区各级各类学校都把
藏语文作为少数民族的基础课和必修课 。 根据西藏双语授课师资力量及其他条件 ， 自治区
教委在不同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双语授课试点 。 １９８９ 年 ， 自治区开办了初中用藏语文授课
试点班 ，后又开办高中藏语文授课试点班 。 拉萨市第一小学试点班从小学一年级起 ， 藏 、
汉语文教学同步进行 。③ 这些试点效果良好 。 自治区努力把藏语文 、 藏族历史 、 藏族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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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润年著 ： 枟藏族教育枠 ， 成都 ： 巴蜀书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８２ 页 。

指统一规划安排基础教育 、 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

参见夏铸 、 哈经雄 、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５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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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 、 藏药等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专业和学科办好 。 以西藏藏医学院为例 ， 该院成立后不
断发展 ，到 ２００６ 年 ，已经拥有藏医学 、 藏药学 ２ 个本科专业 ， 藏医学 、 天文星算学 ２ 个专
科专业和 １个藏医专业硕士点及与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开办的藏医专业博士生的办学点 ，
构建了以本科教育为主 ，成人教育 、 研究生教育 、 非学历教育等多层次 、 多类型的办学格
局 ，发展成为国内外第一所培养高层次藏医药人才的教学 、 科研基地 。①

（四） 内地援藏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1畅 创建内地西藏班 （校）

１９８４年初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 会议认为 ， 要发展西藏教
育 ，加速培养西藏人才 ，单纯以西藏的力量和内地派人进藏就地办教育还是很不够的 ， 必
须打破封闭状态 ， 实行立足本地力量辅以内地支援的多渠道办学的方式 。 中共中央发出
（８４） ２２ 号文件指出 ： “要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 ， 在内地省市办学 ， 帮助西藏培养
人才 。 可考虑在北京 、兰州 、 成都等地相对集中办西藏班 ， 其他有条件的省市分配一定名
额 ，西藏选送 １０ — １２岁的小学毕业生 ， 以培养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为主 ， 其中少数优秀的可
以选送高等院校深造 。” 根据中央的指示 ，经国家计划委员会 、 国家教育部 、 西藏自治区人
民政府研究 ，并与有关省 、市共同协商 ， 决定在内地有条件的中等以上城市举办西藏初中
班 ，创办西藏中学 。从 １９８５年起 ，根据自愿报名 、择优录取等原则 ， 每年招收西藏少数民
族小学毕业生到内地西藏班和西藏中学读书 ， 着重为西藏培养少数民族中等专业人才 。 此
外 ，内地许多高等院校 、中专学校招收西藏高中毕业生 、 初中毕业生 ，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单独编班和混合编班等多种形式进行教学 。 ２０ 多年来 ， 中央和内地省市采取倾斜政策大力
建设西藏班 （校） ，建立了一支素质较高 、能够从事西藏班 （校） 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基本队
伍 ，涌现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和品学兼优的学生 ， 摸索出了一套内地西藏班
（校） 成功办学的思路 。

2畅 师资援藏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开始国家就组织内地师资援藏 。为更好支援西藏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
１９７９ 年国家规定内地高校支援西藏的形式为 “对口援藏” ， 分别由上海 、 浙江 、 四川 、 贵
州 、天津 、吉林 、陕西 、辽宁八省市负责支援 （支援单位后来不断扩大） ， ３ 年或 ５年轮换 。
以西藏大学为例 ，１９８４ 年 ，国家从北京大学 、 中国人民大学 、 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十几个重
点院校派出 ２８名骨干教师支援西藏大学的筹建和各系科的教学工作 ； ２００１年 ，教育部确定

·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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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 、 南京大学 、四川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高教出版社等 ５ 所高等院校 （单位）
对口支援西藏大学 ； ２００５年 ２月 ，教育部又确定清华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 、 浙江大学 、 北
京外国语大学分别对口支援西藏大学艺术学院 、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和旅游与外语学院 ， 在
对口支援院校的无私援助下 ，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 据不完全统计 ， 从 ５０
年代中期到 １９９２ 年 ，北京 、天津 、上海 、河北等 ２０多个省市共选派 ６６４０多名教师援藏 。①

此外 ， 内地许多高校积极为西藏培养 、 培训了大批教师 ； 各对口支援省市和院校开设民族
班 、预科班等为西藏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 。

第二节 　 云南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云南省有 ４０ 多个少数民族 ，世居民族 ２４ 个 ， 是特有民族成分最多的一个省 。 据 １９９０
年统计 ，少数民族人口 １２３４畅 ３５万余 ，占全省总人口的 ３３畅３９ ％ 。② 新中国成立之前 ， 云南
还保留有原始公社制 、奴隶制 、封建制等多种社会经济形态 ，文化 、 教育和科技落后 。③ 新
中国成立以后 ，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 云南省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 少数民族
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一 、少数民族教育政策

１９５０年 ３月 ， 云南省人民政府设立文教接管部 。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召开云南省第一次
民族教育会议 ， 传达贯彻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 明确了民族教育的性质和任
务 。 １９６３年 １０ 月 １０日 ，召开云南省第二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 着重讨论了从民族地区 、
民族特点出发办好民族教育等问题 。 会上推广了几所小学的办学经验 。 １９７８ 年后进一步总
结经验 ，制定了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 ，进行分类指导 、 分类要求的方针 。 １９８８年 １０月 ， 云
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２４次会议通过 枟云南省实施 枙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枛 办法枠 ，开始按照义务教育法开展民族教育工作 。 １９８８年 １ 月 ，云南省召开第三次
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制定了第七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云南省教育规划 。 决定加强对民族教育
工作的领导 ，正确处理宗教与教育的关系 ， 加强基础教育 、 职业教育 、 师资队伍建设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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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高等教育 、双语教育等 ，具体措施包括 ： ３０ 所省定民族中小学按一类标准配齐设备 ； 巩
固和完善 ３０００所半寄宿制高小 ；在民族地区的中小学中加强双语 、 双文教学 ； 加强对 “一
师一校” 的管理领导 ；在没有民族中学的 ３５个贫困县的一中增设民族部 ； 由云南教育学院
实验中学 （现为云南民族中学） 为 １２ 个特别贫困的少数民族开办民族部 ； 加强了 １０ 所民
族师范的建设 ， 在 １０所地州级民族干部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培训班等 。 同年 ， 省教育委员会
制订了 枟关于充实和加强省定寄宿制民族中小学意见枠 ，进一步落实省第三次民族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 。 １９８９年 ８月 ，中共云南省委 、省政府召开全省民族工作 、 第二次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会议 ，把民族教育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 。在会上交流民族教育办学经验 ， 对 １７ 所民族
中小学和 ９名校长 、教师进行表彰 。①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 云南省委 、 省政府召开全省教育工作
三级干部会 ，下发 枟云南省贯彻 枙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枛 的实施意见枠 ， 把民族教育事
业的发展列为 “重中之重” 。

二 、少数民族基础教育

１９５０年 ， 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民族地区接管了 ４５所民族小学 、 ３所中学 、 ７０所教会学校
和 ２所私立中学 ，这些学校都由省直接管理拨给经费 。 １９５２ 年 ， 民族中小学教育被确定为
全省基础教育的重点 ，大批干部和教师到边疆民族地区创办了一批食宿包干的省立中小学 。
１９５６ 年 ，一部分小学正式开始推行民族语文教学 ， 省教育厅还成立了民族教材编译室 ， 编
印了傣 、景颇 、 拉祜 、 佤 、 哈尼等民族文字的小学课本 。 １９５７ 年 ， 国家实行 “就地办学”
的方针 ，取消了寄宿制学校 ， 对有特殊困难的学生给予部分费用补助 ， 民族小学下放到县
以下 ， 民族中学也下放到地州领导管理 。 １９６４ 年 ， 国家倡导 “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
度” ，云南民族地区兴起办耕读小学和半工 （农） 半读学校的高潮 。 “文革” 期间 ， 民族基
础教育遭到了劫难 。② １９７６年以后 ，特别是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全省进一步
明确了基础教育的重要意义 ， 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民族中小学教育的发展 。 第一 ， 在经济上
给予民族教育特殊扶持 ，对边境一线 ２０ 公里内的民族中小学给予生活补助费 ， 对贫困山区
的学生实行 “三免” （即免学费 、书籍费 、 文具费） ， 省政府又从教育经费中拨出专款 １２４０
万重点建设一线和重要口岸的学校 ， 每年还从支援不发达地区基金中拿出 １０ ％ 到 １５ ％ 用于
民族地区教育 。 １９８３年又决定 ， 每年拨款 １５００ 万元 （１９８５ 年后增加到 ２１００ 万元） ， 开办
寄宿制小学 ３０００ 所 。 第二 ， 提倡多层次 、 多规格的办学形式 ， 乡以下小学 （村小） 实行
“四二分段” （即在村小读四年初小后 ， 到乡或行政村中心小学读半寄宿制高小 ， 受两年高
小教育） ，全日制与半日制并举 ，早 、午 、晚班结合 。 第三 ， 注意小学的合理布点 ， 降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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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招生或隔年招生 ，进行复式教学 ， 延长学制和入学年龄 。① 第四 ， 在乡以上完小混合读书
的少数民族学生 ，按照全国统编教材 、 教学大纲 、 教学计划进行教学 。 第五 ， 使用单一民
族语文教学的小学 ，要达到相应的汉语小学毕业程度 ， 逐步学习汉语文 。② １９９０ 年 ， 全省
１２个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民族 ， 已选派学生进入省定民族实验中学和云南师大附中学习 。
１９９５年全省教育工作三级干部会议后 ，民族基础教育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到 １９９７年 ， 全省
已有 ９０ 个县 （市 、区） 实现 “普九” ， 幼儿教育和特殊教育也有较大发展 ， 扫盲工作得到
重视 。③

三 、少数民族职业教育

１９５０年 ，全省有 ７所中等技术学校 ， 其中 ， 只有开远农校 １ 所在民族地区 。 １９５７ 年 ，
全省中专学校增加到 １６所 ，在校生为 １９５０ 年的 ６ 倍 。 １９５８ 年 ， 民族地区兴办了不少中等
专业学校 ，但在接下来的调整中有所减少 。 １９６５ 年 ， 民族地区有 ５ 所全日制卫生学校 ， 半
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 、 农业中学达数百所 。 “文革” 中职业教育遭到严重破坏 。 “文革” 后 ，
职业教育又获得了发展 ， １９７８年 ，每个自治州都有 １所卫生学校 。 到 １９８０年后 ，大理 、 红
河等地又开办了一些职业高中班 。 １９８３年 ， 中央和省拨出专款 ， 积极扶持农 、 职业学校建
设 。 １９８４年 ， 省教育厅召开全省中学会议 ， 要求每县必须办 １ 所农业中等技术学校 ， 有条
件的还要办职业高中 。 １９８５ 年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 ， 确定了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
教育是 ‘七五’ 期间全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点” ， 从而推动了全省民族地区农职业技术教育
的较快发展 。 １９８６年 １０ 月 ，全省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 会议明确指出 ： 从 １９８７ 年
起 ，每年在 ６００ 所初级中学招收职业班 ３ 万人 ； 健全城乡 、 县区培训网络 ， 每年培训 １００
万人次 。 １９８８ 年 １月召开的第三次全省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 提出了发展民族职业教育的重
要措施 ，还专门拨款 ２００万元 ，建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基金 ， 对职业教育搞得好的县
给予扶持 。改革开放以来 ，云南省少数民族职业教育有了较大发展 ， １９９７ 年 ， 普通中等专
业学校达到 １４６ 所 ，在校生 １１畅 ６８万人 ，农 、职业中学达到 １９４所 ， 在校生 １１畅 ３８ 万人 。④

四 、少数民族师范教育

１９４９年 ， 全省民族地区共有 １３所省立师范学校 ，但云南解放前后 ，有 ７ 所学校均因缺
乏经费而停办 。 １９５５年 ，云南省民族师范学校在昆明成立 ， 面向边疆各民族招生 。 “文革”

·２８３·

①

②

③

④

夏铸 、 哈经雄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３３ 页 。

顾明远主编 枟教育大辞典枠 ，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６９ 页 。

夏铸 、 哈经雄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３４ 页 。

夏铸 、 哈经雄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３４ — １３７ 页 。



第三编 　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开始后 ，全省民族师范学校一度停办 。 １９７２ 年 ， 开始恢复并新建了 ８ 所师范学校 。 １９８７
年 ， ８个民族自治州和 １９ 个民族自治县 ， 县县兴办了教师进修学校 ， ５０ ％ 以上的民族区 、
乡设立了卫星电视教学点 ，培训在职教师 。 １９８９ 年 ， 省里决定中师的正常经费按每生每年
１０００ 元标准拨付 。 一些地方还从小学起就选好本村寨的儿童 ， 进行跟踪培养 ， 让其进民族
小学 、 民族中学 、民族师范 ， 毕业后回村寨任教 ， 以解决本地难以选派合格教师的问题 。
全省还采取 “对口支援 、 开放办学” 的方式 ， 推动民族地区的师范教育 。 改革开放以来 ，
教师队伍建设得到加强 ， 到 １９９７ 年 ， 普通高中 、 初中 、 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
６６ ％ 、 ８０ ％ 、 ８４ ％ 。①

五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

１９５１年 ，云南民族学院成立 ，开始轮训少数民族干部 ， 并逐步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
学 。 １９７８年 ， 昆明师范学院在下关 、 蒙自两地开设分院 ， 招收 ４ 年制本科生 ； 文山 、 楚雄
两个师范学校也试办了大专班 。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４ 年间 ， 民族自治州先后建立了大理师专 （原名
下关师范） 、 蒙自师专 、楚雄师专 、 文山师专 ４ 所学校 。 １９８２年秋 ， 大理医学院成立 。 广播
电视教育方面 ， １９８６年 ， ８个民族自治州中有 ２ 个州 （楚雄 、 红河） 建立了广播电视大学
分校 ， ３个州 （大理 、楚雄 、文山） 建立了师范专科学院 ，在西双版纳 、德宏州建立了教育
学院 。 从 １９８４年起 ，云南师范大学和各地师专对民族地区实行定向招生 ， 每年为各民族地
区输送 ３０００名教师 。②

六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

１９５７年 ，省教育厅决定本年秋季采用景颇 、 载瓦 （另一种景颇文） 、 傈僳 、 拉祜 、 哈
尼 、佤 、彝等 ７ 种文字课本 ， 在部分民族小学进行试教 。 安排景颇 、 载瓦文在德宏州 ， 傈
僳文在怒江 ， 拉祜文在澜沧县 （包括西盟山） 和沧源县 ， 哈尼文在红河州 ， 彝文在宁蒗 、
永胜 、 华坪 、永善 、巧家 ５县重点试教 。 １９６４ 年后 ， 在德宏傣文 、 景颇文 、 傈僳文 、 拉祜
文 、哈尼文 、佤文的学校及经济条件好的县 、镇 、 区 （站） 所在地 ， 实行 “二三分段” 制 ，
即一 、 二年级为一段 ，主要学习民族语文和算术 ， 三 、 四 、 五年级为一段 ， 主要学习汉语
文和算术 。对学习民族语文需要 ３年的西双版纳傣族地区 ，实行 “三三分段” 。 ８０年代 ， 大
理州剑川县西中白文实验小学也开展了白汉双语文教学 。 民族语文的扫盲工作从 １９８０ 年起
先后在苗 、瑶 、 白 、彝 、纳西 、 哈尼 、 佤 、 拉祜 、 傈僳 、 傣 、 壮 、 景颇 （载瓦） 等 １２ 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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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中学恢复 。 １９８８ 年 ，全省有 １４个民族使用或试用 ２０种文字或拼音符号扫盲 。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 ，云南省的民族教育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 硕果累累 ， 结束了许多民
族没有本民族的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历史 。到 １９９７ 年 ， 全省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９６畅 ６９ ％ ，小学毕业率提高到 ７６畅 ０５ ％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 ５０畅 １４ ％ 。②

第三节 　 四川省 、 重庆市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一 、四川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大省 ，共有少数民族 ５３ 个 ， 世居少数民族 １３ 个 。 拥有全国最大
的彝族聚居区和第二大藏区 ， 还有唯一的羌族聚居区 。 民族自治地方含甘孜藏族自治州 、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凉山彝族自治州等三个自治州 ， 木里藏族自治县 、 马边彝族自治县 、
峨边彝族自治县 、北川羌族自治县等四个自治县 。 共有少数民族人口近 ４００ 万人 ， 占全省
总人口的 ４畅 ６ ％ （１９９９年） 。③ 建国后四川少数民族现代学校教育从无到有 ， 从少到多 ， 规
模从小到大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一） 兴起与挫折阶段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６）

新中国成立初期 ，甘孜 、 阿坝 、 凉山等 ３ 个自治州先后成立 ， 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积极
稳步发展民族教育的政策 ，在彝族 、 藏族聚居区发展了一批现代民族中小学 。 到 １９５３ 年 ，
四川有专设的民族小学 １６０余所 ， 学生 １ 万多人 。 在人口比较集中的民族聚居区 ， 坚持就
地办学 、学生就近入学的方针 ， 在教学中注重民族特点 ， 实行双语教学 ， 更多地采用了民
族语言和文字进行教学 ，以州为单位创办了中师中专 。 这一阶段对民族学校和民族学生采
取了倾斜政策 ， 补助生活费 ， 鼓励住校学习 ， 培养了一大批在各条战线上做出积极贡献的
少数民族人才 。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０年 ，在大跃进的影响下 ，三州掀起了 “乡乡办学 、 村村读书 、人人学文化”
的冒进办学高潮 ，给民族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 。

１９６３年 ３月 ， 教育部召开的云南 、贵州 、 四川三省民族教育座谈会 ， 提出了几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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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的具体方针 。第一 ， 民族教育必须与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密切结合 ； 第
二 ，民族语言与汉语教学的比例安排必须符合实际情况 ； 第三 ， 办学方式要因地制宜 ； 第
四 ，注意培养师资 ，调配有能力的汉族教师参与民族教育 ； 第五 ， 民族地区教育经费要给
予特殊照顾 。① 从 １９６３至 １９６５年 ， 由于贯彻落实上述要求和措施 ， 四川民族教育重新回到
了健康成长的道路上来 ，多数民族县有了初级中学或完全中学 ， 大多数乡和部分村有了小
学 。②

然而从 １９６６ 到 １９７６年 ， 由于 “文化大革命” 的影响 ， 四川省的民族教育又遭受了极
大的破坏 ，办学中形式主义和虚假现象突出 ，民族教育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

（二） 恢复调整阶段 （１９７７ — １９８９）

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到 ８０年代末 ， 四川民族教育进入了恢复调整阶段 ， 主要工作是抓
重点 ， 抓质量 ， 打基础 。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 ， １９７８ 年 ， 四川省革
委批转了四川省教育厅提出的 枟关于当前我省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几个问题的意见枠 ， 对民
族教育改革提出初步构想 ，提出要抓学龄儿童入学率 ， 建立民族语文教材编译机构 ， 在民
族地区开展民族语文教学 ，逐步举办民族寄宿制学校 ， 办好重点民族中小学 ， 提高教育质
量 。 １９８１年 ，四川省第一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 四川省政府随后印发 枟四川省民族教
育工作会议纪要枠 ，对民族教育实施调整 。该纪要指出 ： 调整工作必须根据民族特点 、 经济
基础 、 地理条件 、教育基础等不同情况 ， 因地制宜 ， 实事求是 ， 多种形式办学 ， 积极稳步
地进行 。首先集中人力 、物力 、财力办好一批少数民族重点小学和寄宿制学校 ， 对中学着
重整顿提高 ，除办好中专外 ， 有计划地办一些职业中学 ； 还规定 ： 国家支持不发达地区经
费至少应拿出 ２５ ％ 用于教育事业 ；给予地方民族事业发展的补助费也要拿出一定比例用于
教育 。③

１９８５年 ，四川省委 、省政府召开了第二次全省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 发布了 枟关于加强
民族教育工作的决定枠 ，进一步提出了稳步发展 ， 积极稳妥调整民族教育的方针 。 该决定要
求 ：三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 、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 凉山彝族自治州） 部分条件较好的地
区 ，大体按省对内地山区的要求发展普教事业 ， 有步骤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 彝族 、 藏族等
少数民族聚居区主要抓重点 、 抓质量 、 打基础 ； 其他民族杂散地区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做
出不同的规划 ； 从中央拨给三州的开发基金中每年拿出 ２１ ％ 的专款用于教育事业 ， 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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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划拨专款重点扶持寄宿制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建设 。 １９８９ 年 ， 省委省政府决定将省对
三州财政包干补贴每年递增 ２ ％的资金用于民族教育 。

１９８８年 ， 省教委 、省民委下发 枟关于彝 、藏族中小学双语教学工作的意见枠 ，要求根据
当地语言环境 、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群众意愿 ， 以乡为单位积极稳妥地推进彝汉 、 藏汉双
语教学 。

到 １９８９年底 ，四川民族自治地方共有小学 ８３６１ 所 ， 在校生 ７６畅 ６１ 万余人 ； 普通中学
４０９所 ，在校生 ２１畅 ６９万余人 。全省民族自治地方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６６畅５８ ％ ， 有 ４ 个县
和 １６３ 个乡基本普及初等教育 。有 １３个民族县用民族语文或汉语扫盲 ， 达到或接近脱盲县
的标准 。 １９７８年后在民族地区先后建立了西昌师范专科学校 、 凉山大学 、 康定民族师范专
科学校等五所高等学校 。 双语教学和寄宿制班 （校） 体系已开始形成 。 彝族 、 藏族中小学
生学习本民族语文的分别达到本民族在校生的 ２８畅 ２ ％ 和 ４８畅 ５ ％ 。 甘孜 、 阿坝 、 凉山三个自
治州民族聚居地区寄宿制中小学在校生 ４畅 ７７ 万余人 。 民族自治地方有职业中学 ３８ 所 ， 在
校生 ７５９５人 。民族自治地方各级各类学校共有专任教师 ５畅 ９ 万人 ， 少数民族教师的比例稳
定增长 ，小学达 ５０ ％ ，初中达 ４１ ％ ，高中达 ２４ ％ 。① 民族教育总体上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
路 。

（三） 深化改革 、全面发展阶段 （1990年以来）

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 ， 四川民族教育以普及初等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为主要
标志 ， 步入了加快发展的轨道 。

１９９２年 ， 四川省政府下发了 枟关于发展改革民族教育的通知枠 ， 要求省内组织经济较为
发达的市 （县） 与民族地区的经济薄弱县开展教育对口支援协作 ， 内地师范院校对口支援
民族地区的师专 、中师 ，成都 、绵阳 、德阳为民族地区办民族初 、 高中学校 （班） ； 每年从
内地中等师范学校分配一批优秀学生到三州定期服务 ； 设立民族教育专项经费 ， 将省对三
州财政包干补贴每年递增 ２ ％ 提高到 ５ ％ 。 以此资金为支持 ，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３ 年间 ， 有 １５ 个县
基本普及初等教育 ，累计普初人口覆盖率达 ５２ ％ 。 ８个县青壮年扫盲率达 ８５ ％ ，累计 １７ 个
县基本扫除文盲 ，扫盲人口覆盖率达 ３５ ％ 左右 。② 部分地区开始了 “三教统筹” 、 “农科教
结合” 的改革 。

１９９４年后 ，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召开高规格的教育工作会议 ， 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进度加快 。 １９９６年初 ，四川省政府下发 枟关于加快发展民族地区教育的通知枠 ，重申 “打好
基础 、 推进普及 、协调三教 、 提高效益” 的发展民族教育的方针 ， 提出要从当前实际出发 ，

·６８３·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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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形成合理的农村办学格局 ， 走出办学经费以财政投入为主 、 学生生活
费以家长负担为主的新思路 。 为进一步理顺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基础建设思路 ， 省教委随后
下发 枟关于加强和完善少数民族聚居农牧区小学教育基础建设的意见枠 。

到 １９９８年 ， 四川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和在校生数分别为 ： 民族自治地区 ５０ 个县有
幼儿园 ２３９所 ， ６１９３２人 ；小学 ７５０５ 所 ， ６５６３６７人 ；初中 ２７５所 ， １０９４５３人 ；高中 ８９ 所 ，
１９４６３人 ；中师 ８ 所 ， ５４１３ 人 ； 中专 １６ 所 ， １５８３５ 人 ； 高校 ５ 所 ， ７５９１ 人 ； 成人学校
１３７４７所 ， ３３１８６１人 ； 民族地区小学 、初中 、 高中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分别为 ９２ ％ 、 ８５ ％ 、
５１ ％ 。已有 ３３个县 、 １００余个乡镇基本实现了初等教育普及 ； 两个县 、 １０ 多个乡镇基本普
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 ７ — １２ 岁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９３畅 ５ ％ ， 其中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达
８６畅 ６ ％ 。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 、高等教育继续稳步发展 。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 ，四川少数民族现代教育走过曲折的发展历程 。 ５０ 多年来 ， 尤其是自
改革开放以来 ，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 ， 摸
索出了既能体现出教育规律又比较切合民族地区实际的办学路子 。

针对农区和牧区的人口密集程度不同 ， 在既考虑到学生就近入学又注意到规模效益与
教学质量的基础上 ，实行了农区分散办学 、 牧区集中办学为主 、 半农半牧区低中级分散办
学 ，高年级集中办学的原则 ， 使得办学校点布局日趋合理 。

在办学形式上 ，根据实际情况不同 ， 采取了农区以非寄宿制为主 ， 牧区以寄宿制为主
的模式 。

针对四川彝 、藏族有成熟语言文字 ， 聚居区彝 、 藏族群众通用本民族语的特点 ， 根据
当地语言环境和群众意愿 ，按照两种模式 （以汉语为主开设民族语和以民族语为主开设汉
语课的模式） ，三次分流 （指小学初中按两种模式分流办学 ， 以民族语教学为主在初中和高
中毕业时各进行一次分流 ，一部分学生继续就读于以民族语文教学为主模式的学生 ， 一部
分进入全部以汉语文教学模式的学校 。） 的基本框架 ，强调开展双语教育应把着眼点放在消
除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语言障碍 ，提高教育质量上 ，注意双语沟通 。

各级各类的教育基本协调 ， 健康发展 。 在各地加强基础教育 ， 推进普及初等教育工作
的同时 ，兼顾了成人 、职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 。②

二 、重庆市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１９９７年 ３月 １４日 ，重庆市被全国人大批准为中央直辖市 。 重庆直辖市有回 、 彝 、 苗 、
壮 、满 、蒙古 、 侗 、土家 、高山 、朝鲜 、藏 、布依 、 白 、哈尼等 ２５ 个少数民族 ； 其中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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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家族人口数量较多 ，主要分布在重庆东部和东南部的黔江区 ， 其余主要集中在万县市
的忠县 、奉节县 、武隆县和南川市 。

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重庆市少数民族教育获得了很大发展 。
首先 ，各级政府对民族教育实施倾斜政策 ， 确保民族教育事业得以顺利发展 。 为民族

地区引进 “希望工程” ，对少数民族毕业生升学实行降分照顾 ， 部分地区还免收了农村地区
中小学学生的学杂费 。

其次 ，加大资金投入 ，用于改善教学条件和教师生活条件 。 例如 ， 处在重庆边远地区
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１ 年间共投入 ９２２畅８ 万元 ， 兴建教室 ７５８ 间 ， 教师宿
舍 ６８９ 套 ；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７ 年间投资 １８４７畅 １ 万元 ， 新建乡初中 ３ 所 ， 扩建高完中和区初中 １５
所 ，改扩建小学 １０所 ；仅 １９９４年至 １９９７年 ，就投入 ２１７１畅 ９万元兴建教师住宅 １１２４套 。

第三 ，中小学教育普及程度和民族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 １９９７ 年 ，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通过了重庆市的 “双基” 、 “普九” 验收 ，其中 １３ — １５ 周岁的初中入学率达到 ９７畅 １ ％ ， １５
周岁初等教育完成率达到 ９８畅 ８ ％ ，初中毕业率达到 ９７畅 ８ ％ 。

第四 ，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 把民族教育办出了特色 。 如黔江区在民
族中学民族班开设了 “民族知识” 课 ，自编 枟民族知识枠 、 枟川东南民族史枠 等教材 。

第五 ，积极开展教育援藏工作 。 １９８５ 年 ， 为支援西藏自治区教育 ， 重庆市在沙坪坝区
建立了一所 “市区级共管 、以区为主” 的重庆市西藏中学 ， 共有 １４ 个藏族班 ， 市教委设置
了民族教育处 。 截止到 １９９９ 年 ， 重庆市各民族地区共有中小学 ２０６０ 所 ， 在校中小学生
２６畅 ０４万 ， 教职工 ２畅 １５５ 万人 ； 中等专业学校 ７ 所 ， 在校学生近 ３０００ 人 ， 教职工 ５００ 多
人 。①

思考题

１畅 述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现代基础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２畅 述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现代双语教育的历史经验 。
３畅 述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 。
４畅 述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现代教师教育的历史经验 。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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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现代
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中东南各族人民的教育进入了现代发展阶段 。 中东南地域
辽阔 ， 各地民族教育发展各有特点 ， 但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枠 指出 ：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 本章除
介绍大陆中东南各省少数民族现代教育发展状况外 ，还简介了 １９４９ 年以来台湾少数民族教
育的状况 。

第一节 　 广西 、 贵州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一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１９４９年 １２ 月 １１日 ，广西全境解放 。解放初期设广西省 ，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 ５ 日成立广西壮
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多民族聚居区 ，境内有 ３７ 个民族 ， 除汉族外 ， 世居的少数民
族有壮 、瑶族 、 苗族 、 侗族 、 仫佬族 、 毛南族 、 回族 、 京族 、 彝族 、 水族 、 仡佬族等 。 据
１９９７ 年统计 ，少数民族人口全自治区占总人口数的 ３８畅 ０８ ％ ， 其中壮族占全自治区总人口
数的 ３２畅 ７６ ％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广西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经过了奠定基础 、曲折停止和全面
复兴三个阶段 。

从 １９４９年到 １９６６年为广西民族教育奠定基础阶段 。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 召开全省第一次少
数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把发展民族小学教育确定为工作重点 。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 ， 广西省教育厅
成立民族教育科 ，管理指导全省的民族教育工作 ， 民族教育科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制定
民族教育发展规划 。 １９５６年 １１月 ，召开全省第二次少数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 着重研究分期
分批解决高寒山区 、国防边境 、 经济落后 、 人口较少的苗 、 瑶 、 侗 、 京 、 毛南等少数民族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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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问题 。 １９５７年 ４ 月 ， 广西省教育厅 、 财政厅发出 枟少数民族初中预备班设置办
法枠 、 枟关于山区少数民族小学教师编制问题的意见枠 和 枟关于合理使用少数民族教育补贴
费的通知枠 。 １９５７年 １２月 ２９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 枟壮文方案枠 由国务院批准执行 ，
从此壮族人民有了自己的文字 ， 推动了民族文字教育 。 １９６３ 年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
会批转自治区宣传部 、统战部 枟对民族教育卫生文化工作的意见枠 ， 提出要从各方面照顾少
数民族学生入学 。该 枟意见枠 规定入学年龄要适当放宽 ； 在广西民族学院增办大学先修班 ；
在南宁 、百色 、 柳州 ３个专区各选择一所中学设初中补习班 ； 自治县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
的县可在该县的一所中学设民族班 ， 招收县内少数民族的高小毕业生 ， 学制适当放宽到 ４
年 ；高等学校招生 ，对苗 、瑶 、侗等民族和边远的壮族地区按照地区和民族分配一定名额
加以照顾 。①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 ， 广西民族教育在建国初期 １７ 年取得了长足进步 ， 为
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６年的 “文革” 十年为广西民族教育曲折停止阶段 。 “文革” 结束以后 ， 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广西民族教育事业步入全面复兴阶段 。 到 ２００３ 年 ， 全区有独
立建制的民族学校已发展到 ２１８所 （其中民族小学 １５７ 所 ， 民族中学 ３６ 所 ， 民族普通中专
２２所 ，民族高等院校 ３所） 。 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少数民族学生数及其所占比重分别为 ：
学前教育 ２５畅 ５ 万人 ，占 ３０ ％ 。小学 １７７ 万人 ，占 ３６ ％ 。初中阶段教育 ９１万人 ，占 ３７ ％ 。
高中阶段教育 ３１畅 ９６万人 ， 占 ３６畅１ ％ ， 其中普通高中 ２１畅４ 万人 ， 占 ３７ ％ ； 职业中学 ２畅 ９７
万人 ， 占 ２７ ％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７畅 ５９万人 ，占 ４４畅 １５ ％ 。高等教育 １１万人 ，占 ３０畅 ５ ％ ，
其中普通高等教育 ６畅 ７１万人 ，占 ３０ ％ ；研究生 １１４０人 ，占 ２０ ％ 。少数民族专任教师数及
其所占比重分别为 ：小学 ８畅 ７８ 万人 ， 占 ４３ ％ ； 普通中学 ５畅 ３９ 万人 ， 占 ４０ ％ ； 职业中学
０畅 ２１ 万人 ，占 ３３ ％ ；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０畅３１ 万人 ， 占 ３９ ％ ； 普通高等院校 ０畅 ３７ 万人 ，
占 ２３ ％ 。② 和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比例相比 ， 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少数民族学生
数及其所占比重是很可观的 。

改革开放以来 ，广西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之所以取得如此好的成绩 ， 主要经验在于有正
确的指导思想 、 政策和措施 。

广西在民族教育指导思想方面 ， 首先能够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教育政策 ， 根据民
族地区实际和民族特点 ，充分尊重各民族群众意愿 ，从各民族经济 、 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 ，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把发展民族教育与振兴当地经济结合起来 ， 把国家和发达地区的支
援同发挥本民族 、本地区人民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 ， 建立符合本民族 、 本地区特
点的教育结构和教育体制 ；其次能够把民族教育同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 民族团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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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结合起来 ，在大力普及基础教育的同时 ， 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 使各民族
都有平等地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 劳动技能的教育以及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机会 ， 提高
民族素质 ，促进民族团结 ，繁荣民族经济 。

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 ，广西发展民族教育政策和措施是得力的 。
第一 ，合理设置学校 ，满足少数民族青少年入学的要求 。 在初等教育方面 ， 以便于儿

童就近入学为原则 ，合理调整学校布局 ，以小型为主 ， ２０ 人左右即开班 ，山区 １０ — １５ 人开
班 ，并根据当地情况 ，因地制宜举办半日制小学 、 简易小学 、 业余小学以及早 、 午 、 晚班
等 ；大多配备民族教师 ，适当增加教师编制 ； 寒暑假长短在总学时不变的情况下 ， 各地根
据气候 、生产等情况 ，作适当伸缩 。 目前 ， 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行政村和比较大的村屯有
完小 ， 边远村屯有教学点 ， 每个乡 （镇） 都办有初中 ， 每县至少有一所高完中 。 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 ， 广西壮族自治区先后在百色 、 河池 、 南宁 、 柳州等四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建立了 １所医学院 、 ５所师范专科学校 、 ７所中等师范学校 、 ７所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等 ２０ 所
大中专学校 。这样 ，少数民族各级各类学校的布局和结构趋于合理 ， 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
发挥了重要作用 。

第二 ，举办各级各类民族班 。 １９８１年以来 ，广西先后在 ２４个边远山区县和少数民族聚
居县的乡镇级完小举办寄宿制民族高小班 ，在 １７ 个边远山区县和少数民族聚居县的县城中
学举办寄宿制初中班 ，在 １５个边远山区县和少数民族聚居县和 ９ 个地区的重点高中举办寄
宿制民族高中班 。此外 ，先后在 ９ 所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大学民族预科班 ， 并举办多种形式
的民族扶贫中专班 、民族师专班 、 速成民族中师班 、 边境中师班 、 民族初师班 、 民族职业
班等 。 这些措施对解决一些特别贫困和文化教育特别落后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入学的
特殊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

第三 ，在高等学校和中专招生 、 就业政策上 ， 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 。
第四 ，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和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培训工作 。
第五 ，开展民族教育综合改革实验 。 １９９１ 年 ， 广西柳州地区 ５ 所小学开展小学早期渗

透职业技术因素教育的实验 ， 后来许多地 （市） 、 县 （区） 也积极推广开展此类实验 。 这种
实验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文化课质量的基础上 ， 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观念和科技意识 ， 使小
学阶段的学生毕业后学到一 、 两门农村实用技术 ， 直接为发展家庭经济 、 生产服务 。 多年
实验表明 ，这种民族教育综合改革实验 ，能够促进学生的文化课素质和职业技术同步提高 ，
促进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 ；实验学校成为当地辐射农业实用技术的中心 ， 且成为当地民族
教育综合改革的典型 。

第六 ，开展壮汉双语文教学工作 。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以来 ， 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着
“积极 、 稳步” 的方针 ，在壮族聚居区继续用壮文扫盲的同时 ， 在部分中小学进行壮汉双语
文教学实验 ，并且总结出小学阶段 “以壮为主 ， 壮汉结合 ， 以壮促汉 ， 壮汉兼通” 的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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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学原则 ，建立了一支壮汉双语教师队伍 。
第七 ，对民族地区实行倾斜政策 ， 积极搞好教育扶贫工作 。 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中央及

地方政府投入为主 ， 多渠道筹措为辅 ， 不断加大民族教育投入 。 在加强扶贫力度的同时 ，
积极开展教育扶贫活动 ，如开展与兄弟省区的对口支援协作 ； 开展区内城市与贫困县对口
支援协作 ；派出讲师团和支教工作队支援民族地区教育 。 通过教育扶贫 ， 向民族地区传播
了先进的教育思想 、管理经验和教学改革方法 ， 提高了民族地区的教育 、 教学管理工作质
量 。①

二 、贵州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 ， 除汉族外 ， 还世居着苗 、 布依 、 侗 、 彝 、 土家 、 水族 、
仡佬等少数民族 。根据 １９９０年统计 ，贵州有少数民族人口 １１２３畅 ６５ 万余 ， 占全省总人口的
３４畅 ６９ ％ 。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有苗族 、布依族 、侗族和土家族 。 在各少数民族中 ， 绝大多数
使用本民族语言 。全省有 ３个自治州 ， １１个自治县 ，自治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５５畅 ５ ％ 。②

建国初期 ， 贵州省就根据实际情况 ， 制定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措施 ， 如创办民族中小
学 、民族师范学校 ，对少数民族学生入学 、 升学实行放宽年龄 、 降低分数线和择优录取相
结合等原则 ，初步奠定了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的发展基础 。 “文革” 期间贵州民族教育遭到挫
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贵州省少数民族教育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 １９８４ 年 ， 中共
贵州省委就提出 ，要以省内现有民族院校为依托 ， 采取国家 、 集体个人多种形式办学 ， 逐
步建立包括幼儿园 、扫盲班 、小学 、 中学 、 中专 、 大学预科 、 民族班 、 干训班 、 大学本科
在内的多层次 、 多规格的民族教育体制 ； 要求办好民族中 、 小学和一批中 、 小学寄宿制民
族班 ， 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少数民族学生 ；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 每个乡至少要办
好一所公办完全小学 ，少数民族聚居的重点中学 ， 要设立民族班 。 目前 ， 贵州省基本形成
了一个由民族幼儿园 、民族小学 、中学 、中专 、专科学校 、 大学相互衔接的教育格局 。

贵州少数民族幼儿教育办出了特色和质量 。 例如 ， 剑河县的少数民族女童班的学习内
容包括本民族语言 ，汉话 、 唱歌 、 舞蹈 、 刺绣 、 画画等 ， 吸引了学生和家长 ， 大大提高了
当地女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 ； 同时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 要求学前班教师懂苗语 、 侗语和民
族文字 ，以便对儿童进行双语教育 ， 辅助汉语学习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贵州少数民族小学教育发展很快 。 １９８１ 年省政府决定恢复
和重建民族小学 ，到 １９８５ 年底以恢复和新建了 １０２所民族小学 ， 同时全省各类小学注意招
收少数民族学生 。民族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７０ ％ 左右上升到 １９８９ 年的 ８５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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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１９８９年在校少数民族小学生占全省小学生总数的 ３２畅 ６６ ％ ， １９９７ 年少数民族在校小学
生占全省小学在校生总数的 ３７畅 ２３ ％ 。 其经验有四 。 其一 ， 领导重视和政策支持 。 １９８２ 年
省教育厅发布 枟关于办好民族中小学和民族师范学校的意见枠 ， 要求加强对民族小学领导 ，
在经费投入 、校舍建设 、设备添置等方面予以倾斜 ， 使其成为民族地区骨干学校 。 １９９１ 年
贵州省委 枟关于制定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 “八五” 计划建设枠 进一步强
调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 ， 要采取扶持政策 ， 重点抓好小学教育 ， 对特殊困难的地
区各级政府可根据财力可能继续实行寄宿制 ， 切切实实抓好初小义务教育 。 其二 ， 逐步建
立了多层次 、多规格的民族小学教育体制 。 既有专设的民族小学 、 民族学校 （小学和初中
合校） ， 也有普通学校附设的民族班 、预科班 ，还在一些村寨分散 、 交通不便 、 经济文化的
地区 ， 兴办寄宿制和半寄宿制学校 。 学生学杂费全免 ， 国家还补贴生活学习费用 。 其三 ，
重视女童教育 。 针对民族女童入学难的状况 ， 设立少数民族女童班 。 三都水族自治县开办
女童班前 ，全县 ４９ 所学校无一名女生 ， 办女童班后 ， 全县学龄女童入学率得到提高 。 其
四 ，重视民族语言辅助教学和民族文字教学 。 １９８１ 年以来 ， 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省教育厅
联合决定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 ，恢复苗 、布依 、侗 、彝等 ４ 个民族 、 ７种 （其中苗
文 ４种） 民族文字试点教学 。 １９８３年开始 ，民族文字的实验推广由农村扫盲进入小学正规
教学 ， 由单一的民族语文教学发展到汉语文和民族语文的双语文教学 。 目前用 ３ 种民族语
言翻译的小学课本已经在部分小学试用 。

贵州民族中学教育在经过曲折发展后步入正轨 。建国后前 １７ 年贵州民族中学取得了很
大成绩 ，但是在 “文革” 中遭受挫折 ， “文革” 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步入正轨并且取得很大
成就 。 到 １９８５年 ，已经恢复 、新建了 ２７ 所民族中学和 ２７ 所民族学校 （含初中） 。 在确定
的 ３２所首批省属重点中学中就有 １１ 所在民族自治地区 。 此外 ， 还在大专院校办少数民族
预科班 ，在重点中学举办民族班 。普通中学和重点中学中少数民族学生比例也在不断增长 。

贵州少数民族职业教育在建国后 １７ 年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 “文革” 结束后经过恢复和
重建 ， 现在已经初步建立起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网络 。仅 １９７９ 年 ， 三个自治州 （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就创办了都匀轻纺技工
学校 、 黔东南州技工学校 、黔西南州水电学校等 １０余所技工学校 。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５年间 ， 三个
自治州又先后创办民族行政管理学校 。 １９８６ 年 ， 省人大常委会通过 枟贵州省职业技术教育
暂行条例枠 ，规定职业教育实行初 、中等相结合 ， 发挥中等专业学校的骨干作用 ， 适当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 ， 广泛开展城乡职业技术培训 ， 逐步形成一个从初等到高等 ， 门类齐全 ， 专
业配套 ，结构合理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从此 ，贵州民族职业教育步入了依法治教的轨道 。

贵州省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 。 １９５１ 年到 １９５９ 年是初创时期 。 １９５１
年创办了贵州民族学院 ， １９５６年该院由培养和轮训民族干部学校转为全日制高等院校 ， 学
院任务侧重于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 。 １９６０ — １９７６年间是停滞期 ， 其间贵州民族学院于 １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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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撤消 ， １９７４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恢复 。 １９７７年以来是恢复发展时期 。 １９７７年贵州民族学院
开始恢复招生 。 １９７８年建立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和黔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 。 １９８３ 年兴
义师专改为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 。 １９８５ 年创办黔南民族医学专科学校 。 在招生政策上
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优惠政策 。 １９８０ 年 ，中共贵州省委颁发通知强调 ， 民族学院和民族师
专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从 １９８１ 年起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包括民族班） 的比例不少于
１５ ％ ， 并逐年增加 ，逐步做到同少数民族比例相适应 ， 以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和各
种专业技术人才 。① １９８４ 年中共贵州省委又规定 ， 民族学院 、 民族师专 、 民族师范学校和
省内其他高等院校实行定向 （包括定点） 招生 ， 择优录取 ， 毕业后回本地工作 ； 省内其他
高等院校除统考按照规定降低分数线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以外 ， 还要积极开办民族班和预科
班 。在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下 ， 目前贵州省已经基本建立民族高等教育的体系 ， 初步积累
了管理方法 ，为进一步办好民族高等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建国以来 ， 贵州省少数民族师范教育一直稳步发展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步
伐加快 ，并逐渐办出特色 。 １９５１年 ， 贵阳师范学校开始培训在职的少数民族地区教员并招
收少数民族学生 。 １９５８年 ， 贵阳民族师范学校成立 ， 这是全国最早创办的民族师范学校之
一 ，学生来自全省苗族 、侗族 、布依族 、 彝族 、 回族等少数民族 。 １９５６ 年 ， 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建立凯里民族师范学校 ，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立都匀民族师范学校 ， 同时各
专区所在地的师范学校开办民族师范班或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 １９８２ 年 ， 省教育厅发布 枟关
于办好民族中小学和民族师范学校的意见枠 ，要求加强对民族师范的管理 。 为解决边远贫困
地区教师缺乏问题 ， １９８６年 ，凯里 、 三都 、 黎平 、 安龙 、 镇宁 、 威宁等 ６ 所民族师范开办
民族师范班 ，面向贫困而又缺乏本民族教师的乡村定向招生 ， 定向分配 ； 优先重点办好凯
里 、黎平 、都匀 、三教 、威宁 、铜仁 、 镇宁等 ８ 所中等民族师范学校 。 经过摸索 ， 贵州中
等民族师范学校走出了一条为少数民族乡村小学培养师资的道路 ， 简称 “小 、 农 、 民” 的
发展道路 。这里 “小” 指的是小学 ， “农” 指的是农村 ， “民” 指的是少数民族 。 在少数民
族高等教育方面 ，除了建立和改建了上述三所民族师专外 ， 贵州民族学院还办了师资班 ，
各地教师进修学校 （院） 也承当在职教师继续教育的任务 。 目前 ， 贵州已经建立起从幼师 、
中师到高师的较为完善的民族师范教育体系 ，有力支持了各级各类民族教育 。②

·４９３·

①

②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６８ 页 。

夏铸 、 哈经雄 、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５０ — １６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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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华东地区少数民族的现代教育

一 、上海市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上海是我国少数民族散居的城市之一 。上海少数民族族别较多而人口较少 。 据 １９９５ 年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上海有 ４４个少数民族 ，人口 ６畅 ２２万 ，占全市总人口的 ０畅 ４７ ％ ，
其中回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８１ ％ 。

新中国成立后 ，上海各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 ，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
尊重 ， 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也获得了新生 ，少数民族教育权利不平等的现象彻底改变 。

建国初 ，上海市政府只接管了原有公立学校 ， 对于私立学校则进行加强管理并区分不
同的情况进行整顿和改造 。当时上海有 ５ 所私立回民小学和 １ 所私立回民中学 ， 即敦化小
学 、兴建小学 、 崇本小学 、伊克第一小学 、伊克第二小学和敦化中学 ， 不仅继续开办下去 ，
还享受民族优待政策 ，得到政府的扶持 。

１９５６年 ，上海的回民中小学全部由私立转公立 。 在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下 ， 办学条件进
一步改善 。 １９５７年 ，回民中学建设成为上海唯一一所设施完备的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
的寄宿制完全中学 。

“文化大革命” 期间 ， 上述学校的少数民族特色被取消 。 “文革” 后 ， 各回民学校恢复
了原来的民族特色 ，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 ： 一是专设教育机构增加了 ， 民族
教育机构由原来以中小学为主向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扩展 ； 二是承担的任务增加了 ，
在服务本市 、为本市少数民族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的基础上 ， 又承担了对西藏 、 云南 、 宁夏 、
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智力支援的重任 。

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起 ，上海音乐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就先后开设了民族班 。 ８０ 年代根
据中央智力援藏的决定 ，上海市承担了开设西藏班 、 为西藏培养人才的任务 。 上海回民中
学 、上海市舞蹈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 均设有民族班 ， 招收西藏或内
蒙古 、 新疆等民族自治区的学生 。 落实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智力对口支援任务已成为上海
市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重要部分 。

二 、江苏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江苏省散居着 ５５个少数民族 ， 是目前全国除首都北京外 ， 民族成分较齐全的一个省 。

·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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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１９９７ 年初步统计 ，江苏省少数民族人口达到 １８６５３７ 人 ， 占全省总人口的 ０畅 ２５ ％ 。 在 ５５
个少数民族中 ， 世居江苏的有回族 、 满族 、蒙古族等 ，江苏省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很不均匀 ，
具有 “大分散 、 小集中” 的特点 ， 主要集中于南京 、 徐州 、 宿迁 、 淮阴 、 扬州 、 镇江 、 江
宁 、六合 、泗阳 、高邮等地 。 其中高邮市菱塘回族乡是全省唯一的一个民族乡 。

江苏省少数民族以回族为主 。 到 １９９９ 年 ， 江苏省有 １０ 个地级市设立民族中 、 小学和
幼儿园 ，全省共有民族中小学和幼儿园 ２１所 ， 其中回民幼儿园 ４ 所 ， 回民职业高级中学 １
所 ，回民完全中学 １所 ，回民初级中学 １ 所 ， 西藏民族中学 ２ 所 。 这些学校的在校生总数
７８００ 人 ，其中少数民族学生约为 ２８００ 人 。

建国以来 ， 南京气象学院 、河海大学 （原华东水利学院） 、 江苏教育学院 、 江宁卫生学
校等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先后定向招收过新疆 、 西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 。 根据党中
央 、国务院 “智力援藏” 的指示精神 ， 江苏省人民政府先后创办了常州西藏民族中学和南
通西藏民族中学 。常州西藏民族中学创建于 １９８５ 年 ，是全日制普通初中 ， 学制 ４ 年 ， 其办
学理念是 ：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本 ， 基于无私的关爱奉献精神 ， 为每个西藏地区来学习的学
生提供优质的教育 ，促进西藏的繁荣和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 其育人目标是 ： 坚定的政治方
向 、健康的心理品质 、良好的行为习惯 、 优秀的学业和强健的身体素质 。 南通市西藏民族
中学创办于 １９９７年 ，是集初中 、高中为一体的全日制普通中学 。 学校形成了 “严谨” 、 “善
教” 的教风和 “勤奋” 、 “好学” 的学风 ，确立了 “以人为本 ， 面向全体学生” 的教育思想 、
“夯实基础 、一丝不苟” 的教学态度 、 “分类引导 、 灵活创新” 的教学风格和 “低起点 、 小
步走 、 多反馈 、 常巩固” 的教学策略 。 两所西藏民族中学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 赢得
了社会的普遍赞扬 。后皆被列为江苏省重点中学 。

三 、浙江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据 １９９０年的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 浙江省有少数民族 ４７ 个 ，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
口的 ０畅 ５１ ％ ， 其中人口超过千人的少数民族有畲族 、 回族 、 壮族 、 苗族 、 满族 、 土家族 、
布依族 。近年来浙江省少数民族已达 ４９ 个 ， 人口近 ２２ 万 。 现浙江省设有一个少数民族自
治县 （景宁畲族自治县） 和 １８个畲族乡 （镇） 。

浙江省少数民族教育的主体是畲族教育 。 建国后 ， 浙江的少数民族教育获得了新生 。
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纷纷办起了少数民族小学 。 １９５２ 年 ， 浙江少数民族师范学校在
云和县创立 ，初为初级师范 ， 后改为中师 ，至 １９６５年培养了 ４４１ 名少数民族小学师资和少
数民族干部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浙江省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教育 。
１９８５年 ， 绍兴第一中学开办西藏班 ，招收藏族小学毕业生 。 １９９８ 年 ， 浙江省一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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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绍兴县柯桥中学也开始开办西藏班 。 １９８９ 年起 ， 浙江省两所中等专业学校 ———浙江省
人民警察学校和浙江省银行学校开始招收西藏学生 。从 １９８４ 年起浙江省接受往西藏派遣中
小学教师的任务 。

政府积极为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创造较好的条件 ： 有的地方对升入高等学校 、 中等专业
技术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实行了奖学金制度 ； 有的地方采取出资或补助的办法 ， 送少数民
族学生到高校或中专学校委托培养 。 除因地制宜建立少数民族学校和设立少数民族班 ， 巩
固现有民族学校 、民族班之外 ， 各地还广开办学路子 ， 通过多种形式为少数民族学生创造
上学机会 ，如采取定向招生 、 推荐保送 、 降分录取等措施 。 所有这些措施 ， 都推动了少数
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

四 、安徽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安徽省共有 ５２个少数民族成分 ， 少数民族人口近 ４０ 万人 ， 占全省人口的 ０畅 ６３ ％ 。 其
中回族人口 ３０多万 ，满族人口 ２０００ 多人 ，畲族人口 １０００ 多人 。 在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
方 ，全省共有 ８ 个民族乡 ，它们分别是寿县陶店回族乡 、 定远县二龙回族乡 、 长丰县孤堆
回族乡 、凤台县李冲回族乡 ， 淮南市潘集区古沟回族乡 、 肥东县牌坊满族乡和宁国市云梯
畲族乡 。

建国后 ，安徽少数民族教育有了长足发展 。 第一 ， 基础教育迅速发展 ， 办学规模不断
扩大 。 １９５３年民族小学达到 ２２ 所 ； １９９７ 年增至 ７４ 所 ， 在校生 ２１８８０ 人 ， 教师 ９６６ 人 。
１９５８年 ，安徽兴建第一所民族中学 ———定远县回民中学 。 １９９７ 年 ， 民族中学有 ９ 所 ， 在校
生 ５８７６ 人 ，教师 ２８６人 。 １９９７年 ，少数民族特教学校 １ 所 ， 在校生 １２ 人 ， 教职工 １２ 人 ；
幼儿园 １所 。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分散在普通学校读书 。 第二 ， 坚持教育教学改革 ， 民族中
小学素质教育成果喜人 。第三 ， 加强成人教育 ， 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和
民族的团结与进步 。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前少数民族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着重扫盲 。第四 ， 培养
与培训并重 ，建设了一支稳定的少数民族师资队伍 。 建国后 ， 安徽省及地方政府为了满足
民族教育对民族师资的需求 ， 出台了许多扶持政策 。 １９８４ 年 ， 安徽省教育厅发布 枟关于在
少数民族中小学配备少数民族干部的通知枠 ， 到 １９９２ 年 ， 全省 １０８ 所民族中小学中 ， 已有
少数民族校长 ６４人 ，占民族学校校长人数的 ４５ ％ 。安徽省还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培养和培训
少数民族教师 。 到 １９９７年 ，全省中小学少数民族教师有 ２０７４ 人 ， 民族中小学教职工总数
达到 １３５１人 ，均比 １９４９年增长了数十倍 。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安徽省民族地区加大对乡骨干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的投入 ，以骨干
学校辐射一般学校 ，加强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 把职业技术教育与扫盲相结合 ， 发展
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和短期实用技术培训 。 民族中小学在进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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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课教学的同时 ，从高年级开始教一些简单的职业技术知识和技能 ， 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
“三后” （小学后 、初中后 、高中后） 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①

五 、福建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福建省是华东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和比例较高的省份 ， 据 １９９９ 年统计 ， 有 ５３ 个民
族 ，少数民族人口约 ５０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 １畅 ５４ ％ 。福建省是全国畲族人口最多 、也是大
陆高山族同胞最多的省份 。

建国后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省委省政府对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予以了极大
的关注 ，制定了许多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政策与措施 。如 １９８４ 年 枟福建省普及初等义务教
育暂行条例枠 、 １９８８ 年 枟福建省实施 枙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枛 办法枠 等文件 ， 从经
费 、师资 、设备等各方面都对民族教育予以支持 ， 积极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进程 ， 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适应当地经济建设需要的各类
人才 。 省内开展教育对口支援 ， １９９４ 年确定了省内 １７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县 （市 、区） 对口
支援省内部分少数民族乡和老区贫困乡 。

在发展本省少数民族基础教育 、 少数民族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
同时 ， 从 １９９０年起 ，福建省还承担教育援藏的任务 。 福州卫生学校 、 福建税务学校 、 福建
工商行政管理学校 、福建水力电力学校等都有西藏学生 。 １９９４ 年 ， 在三明市列东中学内设
西藏初中班 。 １９９２ 年 、 １９９６年 ，福建又分别承担教育对口支援贵州与宁夏的工作 。

以福建为主要聚居区的畲族的教育情况如下 ：
１９５２年 ，罗源县创办了 １０所畲族小学 ， 在校生 １９６ 人 。 到 １９５８ 年 ， 福建省共建立畲

族小学 １６１所 ， 在校生 ７８１８人 。 １９７８年以后 ， 福建省政府采取特殊措施发展畲族教育 ， 如
在畲族聚居的县开办民族实验小学 ； 在畲族乡和畲族聚居的行政村办重点民族小学 ； 在畲
族人口较多的乡镇中心小学办民族高小班 ； 在畲族散居的自然村设小学或教学班点 ； 在生
源少 、 不具备单独办学条件的村寨办巡回教学班 ； 对家务多 ， 不能进全日制小学学习的畲
族儿童办夜小学 ；创办寄宿制小学和寄宿制民族班 ； 逐年增长教育经费 ， 为畲乡新建和修
缮校舍 ，添置课桌椅和教学仪器 ， 改善办学条件 ； 设立民族教育基金会 ， 每年拨专款解决
畲乡小学民办教师的工资问题 ；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抽调骨干教师支持畲乡小学 ， 鼓励在
外地工作的畲族教师回乡任教 ， 对长期坚持在畲乡执教的优秀教师 ， 给予晋升 、 奖励等 。
１９７８ 年 ，宁德地区师范学校设立民族班 ， 每年招收畲族学生 ４０ 人 。 １９８４ 年 ， 福安农校 、
建阳卫校开办民族班 ， 招收畲族学生 ５０人并全部毕业 。 １９８５年 ，福建师范大学开办民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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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进修班 ，招收畲族学生 ２３ 人 。 １９８８ 年起 ， 福建农学院开办民族预科班 ， 招收畲族学生
４３人 。 １９８９ 年 ，福建医学院 、 福州大学开办民族预科班 ， 招收畲族学生 １１０ 人 。 至 １９８９
年 ，福安县有 ７７ 所民族小学实行寄宿制 ， 寄宿生 ２６５０ 人 ； 宁德地区有畲族小学 ６４５ 所 ，
在校畲族学生 ２ 万余人 ，有民族中学 ４所 ，在校畲族学生 ２５００ 余人 ； 福建省全省当年共有
畲族小学 ８５２所 ，畲族学生 ３１９１２人 ，有民族中学 ８ 所 ， 畲族学生 ４２００ 人 ， 有畲族中小学
教师 １５２５人 。 １９９０年福建全省有在校畲族大学生 ４５０人 ，在校畲族中专生 ３６０人 。①

在社会的急剧变革与发展时期 ， 畲族教育保持自己的民族性 ， 是顺利实现畲族社区变
迁的重要问题 。 在这一方面 ， 各地都采取了许多措施 。 一些学校注意继承和发扬畲族的优
秀文化 ，开设了民族史课 ，讲述畲族的起源 、 演变及风俗习惯 ， 以增强民族团结 。 他们特
别注意宣传畲族的爱国传统 ， 用历史上畲族人民和汉族兄弟共同抵抗外敌入侵的英雄业绩
来教育学生 ，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 。 学校对畲族民歌 、 舞蹈与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发掘
和整理 ，然后教给学生 ；对畲族民俗风情进行研究 ， 编写了乡土教材 ， 让学生了解畲族悠
久的历史 ，学习先民勤劳勇敢 、 百折不挠 、 顽强不屈的品质 ； 有的学校还规定在语文 、 政
治 、历史 、地理等学科教学中要适当介绍畲族历史 、 民族风情和畲乡先进人物 。 此外 ， 还
在音乐 、美术课上增加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 ， 如以畲语唱畲歌 ， 展示畲族服饰图案等 ， 注
重畲族文化的保持和发扬 ，为畲族社区学校的办学注入了独特的内容 ， 有利于提高畲族教
育的质量 ，也有利于畲族教育事业的繁荣 。②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 ，畲族社区急需培养一批有志于家乡建设的适用型人才 。 福建省
宁德地区民族中学结合劳技课教学 ， 为学生开设农村经济知识 、 实用技术 、 财会基础等讲
座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建设畲乡的实践活动 。 除了学校开展劳动技术教育外 ， 一些畲族社
区还对当地农民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 。 如福建省福安市穆云畲族乡与 “科技兴农” 工
程配套 ，抓好科技知识的普及教育 。 １９９５ 年举办各类农技培训班 ７０ 多期 ， 受训人员达
９３００ 多人次 ，发行农技刊物 ２４期共 １０００多份 。

为了更多 、 更快地培养畲族人才 ， 各级政府制定了多项优惠政策 ， 采取了许多倾斜措
施 ，以提高畲族学生的比例 。 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采取扩大招生范围和降低辍学率等措施 ，
使在校畲族学生的比例逐年提高 ，近几年一般保持在 ６０ ％ 左右 。 与此同时 ， 各地还为畲族
学生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 ，如享受一定的生活补贴费 ，在招生上适当照顾等 。

六 、山东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山东省现有少数民族 ５５万人 ， ５３个民族成分 ，其中世居民族 ３ 个 ，主要是回族 、 满族

·９９３·

①

②

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２９ — ３０ 页 。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 ： 枟新中国教育五十年枠 ，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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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蒙古族 。
建国后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关怀和支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各级民族工

作部门积极主动配合教育部门抓民族教育 ， 使得少数民族教育获得了空前发展 。 绝大多数
少数民族村庄都建立了小学 、 成人夜校 、妇女识字班和带有少数民族特点的传统生产教育 。
少数民族学生求学和学生家长支持学习的热忱空前高涨 ， 使山东少数民族教育有了一个良
好的开端 。但是 １９５５年的 “反地方民族主义” 的 “左” 的错误和后来的 “文化大革命” ，
使山东的少数民族教育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各项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 ， 民族教育又得到了恢复和
发展 。 直至 １９９３ 年底 ，全省恢复 、 改建 、 新建回民中学已达 ２３ 处 ， 满族中学 １ 处 ， 西藏
中学 １处 ， 民族高中班 ２处 ，民族高中职业班 １处 ，回民小学近 ４００处 ，满族小学 １处 ，蒙
古族小学 １处 ， 民族武术学校 ３处 。 为了给民族中小学培养师资 ， 从 １９８８ 年起 ， 在济南联
合大学和益都师范分别开办了民族高师班和民族中师班 。 在普通高校招生的同时 ， 中南民
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还面向山东招生 ，山东的民族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

民族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水平也逐步上升 。 山东省一级的民族教育学术研讨会
和经验交流会就举行过两次 ， 还承办了第四次全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术研讨会 ， 并编辑出版
了民族教育论文集 。从 １９８４年起创办了山东省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会刊 枟民族教育资料枠 ，
培养了为数可观的科研人才 ， 撰写了有一定价值和分量的论文 ， 指导和推动了全省的民族
教育科研 、教研活动 。

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的最佳形式就是制定指导性的政策 ， 形成文件 。 １９８５ 年山东省政
府的 ４８ 号文件对命名回民中小学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举办民族师资班以及少数民族学生
报考大中专照顾分数等问题都做了明确规定 。 １９９０ 年出台的 枟山东省民族工作条例枠 对上
述条文加以补充和完善 ，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 这些文件和法规如春风化雨 ， 使各级各
类学校中的少数民族学生数量迅速增长 ， 民族学校 （班） 遍布齐鲁大地 ， 少数民族人才一
批又一批地成长起来 。

七 、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①

从 １９４９年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台湾当局奉行 “山地平地化” 的方针政策 ， 将高山族地

·００４·

① 中国台湾地区是多民族地区 ， 除汉族外还有高山族 、 蒙古族 、 回族 、 苗族等 ， 这里侧重简介台湾地区高山族现

代教育状况 。 高山族在大陆也有分布 ， 据 １９９０ 年统计 ， 在大陆的高山族人口有 ２９０９ 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 华

北军政大学曾设高山族干部培训班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中央民族学院在 １９５６ 年正式成立高山族语言文学教研室 ，

并于 １９５９ 年招收大学本科班 。 １９５７ 年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创设高山族大专班 。 各级各类学校对散居在大陆各地的高

山族同胞给予优先录取 、 发放助学金等特殊政策 。 见顾明远主编 ： 枟教育大辞典枠 第 ４ 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３０ — ３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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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学校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以促使 “山胞社会现代化而与一般社会相融合” ① 。 其间
针对少数民族教育采取了不少政策措施 ，如 “加强山地教育行政设施要点” （１９５１） 、 “改进
山地教育实施方案” （１９５１） 、 “山地国民学校改进教学方法应行注意事项” （１９５２） 、 “台湾省
加强山地教育实施办法” （１９６４） 、 “改进山地教育实施计划” （１９６８） 、 “维护山地固有文化
实施计划” （１９７６） 、 “台湾省山胞社会发展方案” （１９８８） 、 “台湾省山胞专业人才奖励要点”
（１９８９） 等 。② １９６８年秋 ，实施 ９年国民义务教育 ， 乡 、 村普设中 、 小学校 ， 奖励教师到偏
远山区和岛屿从教 。此外 ，以公费保送 、 照顾录取 、 委托代培等方式 ， 在高等院校培养高
山族教师 、医生 、体育工作者等人才 。③

１９８３年 ，台湾 “原住民” 运动兴起 。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 ， 随着台湾社会多元文化理
念的倡导和多党政治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利用 ， 台湾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日益受到多方重视 。
１９９２年 ，台湾当局颁布 “发展及改进山胞教育五年计划纲要” 。 １９９６ 年 ， 将 １９８８ 年成立的
“山胞教育委员会” 改名为 “原住民教育委员会” ， 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民族教育的法律
法规 。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台湾当局公布了 枟原住民族教育法枠 ，对于台湾少数民族学校类型 、 使
用教材 、师资培养及选用以及少数民族的社会教育做了明确规定 。 同年 ，台湾当局制定颁
布了 枟原住民族发展方案枠 ，将 “教育文化” 定位于 “健全原住民族教育制度 ，推展民族教
育 ，全面提高教育品质 ； 维护原住民族文化资产 ，推动民族艺术 ，促进文化交流与发展” 。
１９９９ 年 ，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制定了 枟原住民族教育法实施细则枠 ，对 枟原住民族教育法枠 做
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和说明 。 为保证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效实施 ， 提高学生的升学率和
促进少数民族高级人才的培养 ，台湾教育管理部门还制定了降低 “原住民” 学生入学分数 、
减免学费 、提供奖学金与助学金等一些具体的优惠政策 。 此外 ，在开展少数民族母语教学 、
乡土教材编写 、 成人教育 、职业培训 、 师资培养 、 文化设施建设以及与祖国大陆民族院校
和少数民族文艺团体的文化交流等方面也都制定了一些扶持和补助办法 。 各县市也根据本
地区的情况制定了一些具体政策 。

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 ， 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 ， 逐步形成了
初级教育 、中级教育和高级教育的配套体系 。 教育设施布点比较广泛 ， 基础教育设施的数
量也比较大 。 ２０００年 ，台湾全省设立的民族小学共 ２４９ 所 ，民族中学 ５３ 所 。 在高等教育方
面 ， ２００１ 年台湾东华大学 “原住民” 民族学院的正式成立 ， 改变了以往台湾少数民族无高
等教育设施的状况 。 关于台湾少数民族在校人数状况 ， 据台湾有关部门 ２０００ 年的调查统
计 ，台湾全省各级在校学生中 ，小学 １９２５９８１ 人 ，其中民族生 ４４０５０ 人 ，占 ２畅 ２９ ％ ； 中学

·１０４·

①

②

③

张崇根 ： 枟台湾的高山族研究与当局推行的政策枠 ， 载 枟民族研究枠 １９８７ 年第 ５ 期 。

参见滕星著 ： 枟族群 、 文化与教育枠 ，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３８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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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９５３４ 人 ， 其中民族生 ２０１０８ 人 ， 占 ２畅 １６ ％ ； 高职 ４２７３６６ 人 ，其中民族生 ７６０９ 人 ，占
１畅 ７８ ％ ；高中 ３５６５８９ 人 ，其中民族生 ３４７８ 人 ，占 ０畅９８ ％ ；专科 ４４４１８２ 人 ，其中民族生
５４５３ 人 ，占 １畅 ２３ ％ ；大学 ５６４０９５ 人 ，其中民族生 ２６６７ 人 ，占 ０畅４７ ％ ； 硕士研究生 ７００３９
人 ，其中民族生 ６４ 人 ，占 ０畅 ０９ ％ ；博士研究生 １３８２２人 ，其中民族生 ３ 人 ，占 ０畅 ０２ ％ 。①

第 节 　 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一 、河南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河南省是少数民族散杂居的主要地区之一 ， 有 ５０ 个少数民族 。 世居民族主要有回族 、
蒙古族 、满族 、 维吾尔族等 ， 人口约 １１３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 １畅 ４ ％ 。

建国前 ，河南省民族教育发展缓慢 ， 整体水平低下 。 新中国成立后 ， 尽管国家面临着
诸多困难 ，但对于民族学校 ， 中央 、 地方各级政府还是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扶植 。 通过财
政拨出专款新建校舍 ， 并将回族学校迁出清真寺 ，使教育学校彻底与宗教脱离 。 １９６５年底 ，
全省民族学校已发展到 ７５ 所 ，在全省中学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有 ７３４３ 人 ， 是 １９５２ 年的 ６
倍 。 “文革” 期间 ，河南的民族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各项民族政策的落实 ， 河南省的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
展 ，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尤其是少数民族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 。 各地先
后办起了民族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或培训中心 ８ 所 ， 举办各种类型的专业技术培训愈千次 ，
培训人才 ３万多人次 。 １９９６ 年 ，新的 “河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在郑州成立 。

改革开放 ２０ 多年来 ， 河南省民族教育事业和教育质量得到了健康 、 稳定 、 协调的发
展 ，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教育成果 。在满族 、蒙古族 、维吾尔族居住的地方 ， 新建了 ３８ 所民
族中小学 。从 １９８５ 年起 ， 先后在郑州四中 、 许昌师范 、 开封二师和漯河师范开办了西藏
班 。为落实党的宗教政策 ， １９８６ 年 ， 成立了 “郑州伊斯兰经学院” 。 １９８７ 年 ， 河南省民族
教育研究会在郑州成立 。这一时期 ， 学校德育工作得到了加强和改进 ， 学生的思想道德水
平和文明程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办学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 ， 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了更良
好的环境和设施系统 ；积极宣传 枟义务教育法枠 ， 依法治教推进义务教育的普及 ， 制定大量
优惠政策吸引人才 ，加强了民族师资队伍的建设 。

·２０４·

① 转引自郝时远 ： 枟台湾 “原住民” 教育问题述论枠 ， 载 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枠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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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河南省的民族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 １畅 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对教育的冲击 ，
近几年 ，河南一些率先致富的回族小康村出现了教育 “滑坡” 现象 ， “读书无用” 的旧观念
又有所滋长 。 ２畅 民族教育仍存在脱离实际的倾向 ， 少数升学的学生不再回乡 ， 多数回乡的
学生又缺乏劳动技能 。 ３畅 民族教育发展不平衡 ， 民族中专学校和职业学校数量偏少 。①

二 、湖北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湖北省共有土家族 、苗族 、回族 、 侗族等 ４９ 个少数民族 。 根据 １９９０ 年全国第四次人
口普查结果 ，湖北省共有少数民族人口 ２１３畅 ６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 ３畅 ９６ ％ 。

建国后 ，全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 到 １９５５ 年底 ， 全省共有专设少
数民族小学 １７所 。至 １９６５年 ，全省有专设少数民族小学 ３２ 所 。 武汉 、 沙市 、 襄樊等地在
注重发展少数民族儿童教育的同时 ， 也注重发展少数民族工农成人业余教育 。 在少数民族
教育补助费内 ， 拨出一定的经费作为文化实习费和教学设备开支 。 在高等教育方面 ， １９５１
年 ，中南军政委员会根据政务院 １９５０ 年颁布的关于 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枠 的精
神 ，委托中原大学筹办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 。后易名为中南民族学院 。

“文革” 中 ， 许多民族小学下放到生产队后 ， 多数由于经费不足而自行撤销 ， 有的则并
到条件较好的县镇中心小学 。 １９７０年 ，中南民族学院下放湖北省管理 ， 同年湖北省革委会
决定撤销民院建制 ，合并到华中师范学院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湖北省提出了发展本省少数民族教育的措施 ， 切实加强了对
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 ，全省先后恢复回民小学 ６ 所 ， 新建回 、 土家 、 苗 、 侗 、 蒙古等族小
学 １０所 ，加上原有的宣恩县小茅坡营苗族小学 ，至 １９８５ 年已有少数民族小学 １７ 所 。 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山地区多 ， 因此一些教学设备 、 师资条件较好的高中办起了以寄宿制
为主 ， 以助学金为主的高寒山区民族班 。根据中央智力援藏的精神 ， 湖北省于 １９８５ 年在沙
市第六中学开办了西藏班 。

１９９２年 ，湖北省政府提出发展本省民族教育的意见 。 １９９５ 年 ， 武汉 、 黄石 、 荆门 、 鄂
州等 ５ 个市对恩施州的利川 、 巴东 、 鹤峰 、 宣恩 、 咸丰等 ５ 个少数民族贫困县 （市） 实行
教育对口支援 。 为了保证民族教育的顺利发展 ， 湖北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 使民
族教育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

目前 ，全省民族自治地区有职业中学 ４７ 所 ，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１１ 所 ， 著名的有 ： 恩
施州农业学校 、 恩施州财政学校 、 来凤县民族师范学校等 。 高等教育方面 ， 先后在民族地
区设立了湖北民族学院 、 恩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恩施广播电视大学 、 恩施教育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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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 年 ，在武汉市恢复和重建中南民族学院 。①

三 、湖南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湖南省有 ５１ 个少数民族 ， １９９９ 年少数民族人口 ５４９畅８ 万 ， 占全省总人口的 ８畅 ３ ％ 。 其
中土家族 、苗族 、侗族 、瑶族 、 白族 、 回族 、 壮族 、 维吾尔族的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
的 ９９畅 ６ ％ 。建国 ５０多年来 ，湖南民族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首先 ，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已
形成一定规模 ， 基本形成了从学前教育 、 初等教育 、 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 成
人教育全面发展的民族教育体系 。

湖南省的民族高等教育发展较快 。从 １９５８年在民族地区设立第一所大学 ———吉首大学
以来 ， 至 １９９８年止 ，已在民族地区办起了吉首大学 、武陵高等专科学校 （原名武陵大学） 、
湘西民族教育学院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电视大学 、 张家界市电大分校 、 湘西州卫
校等大中院校 。 民族地区还积极发展农民教育 。到 １９９８ 年共办有乡镇农校 ４２０ 所 ， 年培训
５１万人次 。

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 ， 湖南通过寄宿制学校建设 、 “义教工程” 和 “世界银行贷款”
等项目加大了教育的投入 ， 并在民族地区实施 “希望工程” 、 “光彩基金” 等活动 ， 加大了
社会的支持力度 。

为了培养民族地区的教师 ，湖南省创办了永顺 、吉首 、 芷江等 ３ 所民族中等师范学校 ，
还有面向民族地区招生的中师 ５ 所 ， 师专 ４ 所 ， 并在吉首大学开设了师范部 ， 形成了民族
师范中专 、专科 、本科层次的培养体系 。

自 ８０年代以来 ，民族教育科研与实验不断向纵深发展 ， 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 ９０ 年代 ，
民族地区学校结合实际 ，学习和推广素质教育 ， 许多中小学投身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
转轨的探索中 ， 涌现出一批先进代表学校 。 民族教育的发展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 。

四 、广东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广东省境内居住有瑶 、 壮 、 黎 、 苗 、 满 、 回等 ４２ 个少数民族 ， １９９９ 年少数民族人口
３５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 ０畅 ５ ％ 。

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６６ 年 ，是广东省民族教育兴起的时期 。 １９５１年至 １９５２年在粤北的瑶族
地区办起了 １２所初级中学 ，这是瑶区历史上第一批由政府办的学校 。 到 １９５７ 年 ， 连南县
瑶区小学发展到 ４０所 。 １９５８年 ， 韶边瑶族自治县民族小学正式开学 。与此同时 ，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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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学教育与扫盲教育也得到了发展 。
“文革” 中 ， 广东的民族教育亦遭到了严重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各民族自治

县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 连南瑶族自治县采取多种形式办学 ， 千方百计普及小学教育 。
连南民族中学设立寄宿制民族班 ， 对寄宿学生采取补贴的办法 ， 稳定民族生的入学率 。
１９９４年 ，连南瑶族自治县中学成立 ； １９９５ 年 ， 连南民族职业中学成立 。 至 １９９１ 年 ， 乳源
县瑶区有小学 ２１所 ，教学点 ４６个 ， 民族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６ 年 ，瑶区克服
现实困难 ，在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连山县克服中等教育结构
单一化的现象 ， １９８４年首次创办了连山广播电视大学 。

新中国成立以来 ，广东省通过举办寄宿制民族班的方式 ， 解决民族生的生活困难 ， 为
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不少人才 。 同时 ， 在人力 、 物力 、 财力上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学校给
予支持和扶助 ， 多渠道集资办学 ，改善办学条件 。

根据民族地区的特点 ，因地制宜 ， 在办学形式上实行全日制与多种形式相结合 。 民族
地区乡 （镇） 办中心小学 ， 村办完小 ， 自然村办初小或教学点 。 在办学形式上 ， 除了办好
全日制学校 （班） 外 ，还办复式班及早 、 午 、 晚班和牧童班等简易小学 ， 灵活安排教学时
间 ，由全日制小学统一管理 ， 初步形成了县重点小学带乡镇中心小学 ， 乡镇中心小学带完
小 ，完小带初小 、教学点和简易小学 ，日校带夜校的普及教育网 。

广东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从无到有 ， 从弱到强 ， 从小到大 ， 从培训到正
规学历教育 ，不断积累力量 、 总结经验 ， 创造条件 ， 发展壮大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 广
东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 ，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体系 。

１９５２年至 １９５３年 ， 南方大学专设第五部 （工人 、 民族学院） ， 招收了 ６００ 多名少数民
族学员 ，加速了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 。 １９５７ 年 ， 广东民族学院正式成立 。 在初创阶段 ， 广
东民族学院以 “干训 、预科 、 职业教育” 三种形式并存 ， 培训轮训民族干部作为民族学院
的一项重要任务一直没有停止 。 “文革” 期间广东民族学院停办 ， １９７４年复办 ，到 １９８２ 年 ，
校址从海南迁回广州 。从此 ， 广东民族学院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阶段 。 海南建省后 ， 广东民
族学院改办成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成为广东省民族高等教育的中心 。

广东的少数民族中等专业教育除了招收本省的少数民族学员外 ， 还招收边远地区省份
的少数民族学员 。特别是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后 ， 对口招收西藏自治区的初中毕业生 。 如 １９９２
年 、 １９９４年在广东商业学校招收了西藏 “市场营销” 、 “对外贸易业务” 少数民族专业班各
一个班 ，共 ７０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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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南省的少数民族现代教育

海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 ， 有黎 、 苗 、 回等少数民族 ， １９９０ 年少数民族人口
１１１畅０９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 １７ ％ 畅 其中黎族人口 １０１畅 ９５ 万 ， 占全省总人口的 １５畅 ５５ ％ 。 黎
族主要聚居于琼中 、白沙 、昌江 、 陵水 、 乐东 、 保亭 、 东方 、 三亚 、 通什等 ７ 县 ２ 市 ， 部
分散居于万宁 、 屯昌 、澄迈 、 定安等县和儋州 、 琼海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 ， 占全省陆地
面积的一半以上 。

建国后 ，海南省少数民族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基础教育方面成绩显著 。 １９５２ 年起 ， 海南人民政府每年拨专款用于发展民族教育 ；

派汉族教师到山区帮助少数民族创办学校 ； 少数民族子弟免费入学 ， 并领取助学金 ； 学生
入学年龄和录取标准适当放宽 ；要求汉族教师用民族语言讲课 ， 并根据民族地区村庄分散 ，
交通不便的特点 ，在边远村寨设立教学点 ， 以方便民族子女就近入学 。 １９５２ 年 ， 全岛的民
族地区有小学 ４５２所 ， 比 １９４９年增长 ４畅 ７ 倍 ， 在校民族学生 １畅５４ 万人 。 ６０ 年代初 ， 民族
地区实行国家办学和群众办学相结合的方法 ，出现了群众办学的热潮 。 “文革” 前 ， 民族地
区小学有 １７７８所 ，普通中学有 ３６所 ，分别比 １９５２年增长 ４畅 ３倍和 ８倍 。 １９７６年后 ， 民族
教育又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除在各民族县市办民族中学外 ， １９８２ 年起 ， 又有重点地
在各重点中小学办民族寄宿班 （由国家包吃 、包住 、包教） ７９ 个 ， 在校少数民族学生 ４０２８
人 ，其中 ，中学 ３２ 个班 ， １８９５ 人 ； 小学 ４７ 个班 ， ２１３３ 人 。 至 １９８５ 年 ， 民族地区已基本
普及了初等教育 。 １９８９年 ６ 月又在琼山市府城镇创办了以招收民族华侨学生为主的国兴中
学 ，并委托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 华南中学等学校代培少数民族学生 。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海南
建省 ， 海南省委 、省政府把发展民族教育提到重要位置 ， 重申了 １９５２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的决定 ，分别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教育行政部门设立民族教育的领导机构 。 至 １９８９ 年
７月 ，全省民族地区已有小学 （含教学点） １９５７ 所 ， 普通中学 １０ 所 ， 中等民族师范 １ 所 ，
民族技工学校 １ 所 ，在校学生 ４５畅 １２ 万人 ， 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２０畅６９ 万余人 。 各级各类学
校少数民族专任教师 ６０３８ 人 。民族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９６畅 ５ ％ 。①

少数民族师范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发展 。为了解决民族地区师资缺乏这一难题 ， １９５４ 年 ，
成立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初级师范学校 （后更名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范学校） 。 １９５８
年 ，海南岛民族地区增设了三所县办师范学校 ： 东方县师范学校 、 琼中县师范学校和乐东
县师范学校 。在民族中等 、高等师范培训方面 ， 海南岛上有海南师范专科学校 、 海南教师
进修学院 、三亚 、白沙 、琼中 、保亭 、 乐东 、 陵水等县教师进修学校通过举办民族班或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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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招收民族生比例等措施 ，为海南民族地区培养了一批中 、 小学师资 。 尤其是海南岛黎族
苗族自治州教师进修学院 （１９８３年改为广东省通什教育学院） ，为海南民族基础教育事业的
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

１９８８年海南建省后 ，海南民族师范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
范学校” 改名为 “海南民族师范学校” ，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东方师范学校” 改名为 “海
南东方师范学校” ，这两所学校一直是培养琼南民族地区师资的主要学校 。 就民族高等师范
教育而言 ，除了新建琼州大学外 ， 每年还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挑选一定数量的民族学员送
到有关的师范院校学习或委托有关院校定向培养民族师资 。

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方面成绩喜人 。 建国后 ，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 华南师范学院 、 海南
医学专科学校等大中院校为海南民族地区培养了一定数量的人才 。 同时 ， 采取多种形式培
养民族干部 。 １９５８ 年 ，广东民族学院在广州成立 ， 当年即面向海南招收黎族 、 苗族学生 。
后为更好地发展民族教育 ，广东民族学院迁至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通什 ， 自治州师专
亦在这段时间创办 ，为海南民族高等教育建立了良好的开端 。 “文革” 时 ， 海南民族高等教
育受到严重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复办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专 ， 广东省通什教
育学院得以创立 ，全国全省面向海南招生的数量也逐年上升 。 建省办特区后 ， １９９３ 年 ， 在
原通什师范专科学校和通什教育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琼州大学 。 建校 ５ 年内 ， 为海南特别
是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师资近 ６０００人 。建省后 ，民族班的问题更受到重视 ， 还在普通招
生中注意按比例招收海南民族生 ， 并对民族生采取一系列的奖励措施 。 海南民族高等教育
经过了 ５０多年的发展历程 ，取得了可喜成绩 。

建国 ５０多年 ，海南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取得了如下三方面重大成绩 ： 第一 ， 初步形
成了多层次 、多形式 、多规格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 第二 ， 从业技术人员增多 ； 第三 ， 为
少数民族地区输送了大批人才 。到 １９９８ 年止 ，普通中专学校 、 职业中学和技工学校等已培
养出毕业生 ２畅 ２ 万人 ，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

成人教育方面 ，基本上完成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历史任务 ， 文化科技深入民族地区 ； 少
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学历层次和综合素质明显提高 ； 形成了结构合理的成人教育网络 ， 为成
人教育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 。①

思考题

１畅 述评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主要政策 、措施 。
２畅 述评建国以来贵州省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主要政策 、措施 。
３畅 简述自 １９４９年以来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教育概况 。

·７０４·

① 夏铸 、 哈经雄 、 阿布都 · 吾寿尔主编 ： 枟中国民族教育 ５０ 年枠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４３８ — ４６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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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是集体劳动成果 。具体分工如下 ：
第一章由吴明海博士撰写 ； 第二章由李秀莲博士 、 成积春博士 、 吴明海博士撰写 ； 第

三章由黄海刚硕士 、吴冬梅博士 、 吴明海博士撰写 ； 第四章由刘玉钊博士 、 吴明海博士撰
写 ；第五章由孙悟湖博士 、吴明海博士 、 蒋彪学士撰写 ； 第六章由黄海云博士 、 吴明海博
士撰写 ；第七章由吴明海博士撰写 ； 第八章由成积春博士 、 高亚席硕士 、 谭忠秀硕士 、 罗
吉华硕士撰写 ； 第九章由侯敏硕士 、 吴明海博士 、 黄海刚硕士撰写 ； 第十章由刘玉钊博士 、
吴明海博士撰写 ；第十一章由孙悟湖博士 、 吴明海博士 、 蒋彪学士撰写 ； 第十二章由黄海
云博士 、吴明海博士撰写 ；第十三章由吴月刚博士 、 吴明海博士 、 滕霄硕士撰写 ； 第十四
章由成积春博士 、吴月刚博士 、 高亚席硕士 、 谭忠秀硕士 、 罗吉华硕士撰写 ； 第十五章由
吴明海博士 、叶燕硕士 、陈慧中硕士 、 关健硕士 、 谷成杰硕士 、 罗正鹏硕士撰写 ； 第十六
章由吴明海博士 、刘玉钊博士 、 关健硕士 、 叶燕硕士 、 谷成杰硕士 、 侯敏硕士撰写 ； 第十
七章由吴明海博士 、孙悟湖博士 、罗正鹏硕士 、周作为硕士撰写 ； 第十八章由吴明海博士 、
黄海云博士 、吴月刚博士 、王欢硕士 、金清苗硕士撰写 。

吴明海 、吴月刚 、成积春负责全篇设计 、 统稿工作 。 宋海滨博士 、 周汝永博士 、 刘艳
丽硕士 、邬平川硕士 、陈育梅硕士 、 金正镐博士等也参加了研讨工作 。

张山教授在编审本书过程中给予了专业性指导 ，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 其渊博的学识 、
崇高的敬业精神以及热情帮助 ， 是本书能够付梓的一个重要原因 ， 在此 ， 我代表课题组深
表谢意 。

吴明海

于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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