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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重庆新式学堂述论
!

吴洪成$闫志军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K#""!$

摘C要!清朝末年$从 #G 世纪下半叶开始$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重

庆教育迈向近代化的历程也肇端于这一历史时期$其标志即为新式学堂在重庆的创办和发展#

重庆的新式学堂主要有小学'中学'半日学堂等类型$分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 创办方式一是

设立新学堂$二是由书院'私塾改造而成# 重庆各区县积极筹措经费$加强选用和考核教师$多

渠道'多形式地创办新式学堂# 所以$虽然重庆新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后来居上$短短

#" 余年时间$重庆的新式学堂就初具规模# 新式学堂的兴办$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知识$促进

了重庆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使当地社会风气发生转变$对辛亥革

命运动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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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 世纪中叶!我国封建社会日益走向衰败"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入侵!使中国由一个

长期稳固的封建帝国!转而成为一个不断失去平

衡%受制于他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有志

之士在忍受西方欺凌的同时!也在#师夷长技$!

其中就包括借鉴西方文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

度!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对中国的传统教育进行

进行改革" 重庆地处祖国西南!周围为高山和高

原环抱!除东有长江与外界沟通外!其余三面基本

上是封闭的" 这种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近代重

庆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较之沿海和长江中

下游地区要缓慢一些" 从 #G 世纪末开始!近代重

庆社会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重庆近代教育的发

展才拉开了帷幕!与此相伴随的!便是具有标志性

意义的新式学堂的出现和迅速发展" 清代的重庆

隶属于四川行省!是其所辖府治所在地!其时高等

学堂一般而言设在省城所在地!自然而然重庆府

没有高等教育机构" 另外!近代中国各地!除沿海

少数城市外!师范学堂及专门学堂基本上设于普

通学堂之后!限于篇幅限制及论述对象的相对稳

定独立性需要!因此!本文所论新式学堂范围主要

在中小学堂"

一%清末重庆新式学堂兴起的社会

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

会危机$

*#+

" 重庆虽偏居西南!社会形态也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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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广泛地体现在从社会经

济到社会政治!从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到社会文化

的各个层面中" 重庆的近代教育改革的艰辛历

程!就是在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的背景下开

始的"

"一$政治概况

清末重庆的政治形势极端复杂!社会矛盾重

重并不断激化" 比较突出的有两类矛盾!首先是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土地兼

并严重!贫富分化加剧!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

生活困苦不堪!迫使人民一次次揭竿而起!#$H"

年张国福%#$H! 年石达开都曾率起义军攻打重

庆" 其次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鸦片战

争后帝国主义就图谋将侵略势力延伸到中国内

陆!大多数州县都建立了教堂或布道室!一些不法

教士和教民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由此引起了多次

群众反洋教的斗争" #$HF 年 ! 月!重庆人民愤怒

于法国教会欲霸占长安寺的行径!将蹇家桥天主

教真元堂和沿街天主教民的店铺捣毁" #$$H 年

至 #$GG 年!重庆#大足教案$发展为声势浩大的

余栋臣反洋教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腐败的清朝

统治和西方侵略势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第

一大教案" 义和团运动中!重庆人民又最先喊出

了#灭清%剿洋$的口号"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重庆人民继续探索救国

道路" #G"F 年!邹容在上海写出并公开发表了

&革命军'一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鲜明

而详细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政治理想和纲领!

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为辛亥革命作

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 #G"M 年!同盟会重庆支部

成立!并于 #G## 年!成功地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

## 月 !! 日在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 重庆政治

形势的急剧变化!社会政体的性质从封建性转化

为封建化资本主义!传统教育的体制及内容%方式

都一无例外地向近代的民主性教育转变"

"二$经济概况

清末!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后!外国资本主义势

力就馋涎欲滴地觊觎四川这片膏腴之地!为了扩

大经济侵略!他们步步向重庆逼近" 甲午战争后!

根据&马关条约'!重庆开埠!市场被迫向世界开

放!洋货入川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经重庆浸及

穷乡僻壤!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重庆的自然经济

基础!加速了西南地区农副业产品的商品化过程"

进出口贸易的开展!为重庆近代民族资本工业的

产生提供了部分商品%资金和技术市场" #$G#

年!四川省第一家民营新式工厂森昌泰和森昌正

火柴厂在重庆建立!它是国内最早创办的火柴厂"

重庆早期的民族工业以纺织业为重点!#G"" 年至

#G"M 年!重庆创办的织布厂为同期全国创办织布

厂总数的 #IF" 工商业的发展!使重庆和西南各

地在商品产销和原料采购上关系更加密切!因而

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 #$G# 年重庆开埠时!已有

#H 家山西票号!清末重庆票号势力急剧膨胀!最

盛时达 !$ 家"

从 #$G# 年开始!经过 !" 年的努力!重庆建立

了一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加上商品贸易和金融

业的发展!重庆成为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最高的地区" 政治经济的新变动一方面使外国势

力日益渗透!另一方面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

使传统教育发生改革!近代新教育在重庆产生并

得到发展"

"三$文化概况

鸦片战争前后!重庆的士林风气十分败坏"

封建士大夫们麻木%偏狭%闭塞%无知!广大士子朝

夕相望%梦寐以求的是入学%中举%金榜题名" 世

界大势的变化!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对他们

来讲!无关痛痒!士习日弊!人才日痼!风气日塞!

给重庆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即使是外

国的大炮也没有对他们产生什么震动!他们依然

沉湎于旧的意识之中"

#G 世纪 H"0K" 年代!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

进步知识分子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开始主张

向西方学习" 维新变法思想!随着民族资本主义

的产生!也开始传播开来!#G 世纪末期!维新变法

运动开始在重庆兴起" #$GH 年!维新思想家宋育

仁回到重庆!于 #$GK 年 ## 月!创办四川第一家近

代报刊000&渝报'" 爱国维新志士传播新思想%

新文化!开通风气!启迪民智!给万马齐喑的重庆

思想界以巨大的震动!给闭塞的重庆吹入了一缕

新鲜空气!#渐释$西南人民#固闭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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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新思想传播的同时!还有一种新鲜事物

也随着重庆门户的打开悄然登陆!这就是西式学

堂的出现" 光绪二十年,#$G% 年-!英国基督教公

理会在巴县城区都榔街创办文益书院!后迁至南

岩文峰塔侧!更名广益中学堂" 光绪二十三年

,#$GK 年-!美国基督教布道会在巴县城区曾家岩

村创办私立波德女中学堂" #$G$ 年!法国教会在

巴县城区创办法文学堂" 外国传教士来华办学!

是欧美列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但

在客观上!对传播西方文明!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制

度的建立和新式学堂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

作用"

二%清末重庆新式学堂的设立

清末自洋务运动以来!便开始了模仿%引进西

方学制的思想构建及实践探索的活动!洋务学堂

的创建开其端!改良派到维新派提出了学制的框

架及具体内容!并开展广泛的办学活动!戊戌变法

的四年间!出现了第一次兴学热潮!为#新政$时

期制定#新学制$章程打下了基础" 清政府在学

务考察及舆论导向下!以日本学习学制为蓝图出

台了 #G"F 年#葵卯学制$ ,&奏定学堂章程'-!从

而从形式上终止了古代封建传统的教育体制!确

立了近代西方工业化时期的新教育体制!各地办

新式学堂既具有法律保障!又成为一项责任义务"

在清末的教育改革中!大力发展新式学堂是

一项主要内容!因为它使新教育思想具备了现实

依托" 从总体上看!与沿海地区及京城相比!新教

育思想在重庆的传播较慢!新式学堂的起步也较

晚" 但是!星星之火!一经点燃!很快就成燎原之

势" 清末#新学制$颁行后!清政府推动各地办

学!三令五申!严格考核!建立督导及视学官制度"

受其督促!重庆各地积极筹办经费!选配教师!努

力保障新教育的发展" 新式学堂星罗棋布!犹如

雨后春笋!重庆成为当时中国陆地区新教育发展

的一个代表"

"一$重庆新式学堂创办概况

重庆地方政府采取措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

极性!多渠道%多形式地创办新学" 重庆新式中小

学堂遍及各地!从学堂层次上看!小学有初等%高

等%两等,即初%高小合校-!中学有实业学堂等各

种名目!在各地普设半日学堂,即半日上课%半日

做工-!#专教贫苦子弟之无力入学及无暇入学

者!务教以农工商者普通之知识$

*F+

!另外还成立

补习学堂%罪犯学堂等" 从学堂性质上分为三类(

官立,由官府办理-%公立,以地方公款建立!地方

管理-%私立,私人捐资建立!私人管理-" 重庆新

式学堂的创办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设立新学堂" 如 #$G! 年!洋务派代表人

物%川东兵备道黎庶昌!在巴县城区创办川东洋务

学堂!此为重庆官立学堂之始.#$GK 年!川东副使

在渝兴办#中西学堂$!开设中%外文等课程.#$G$

年!江津县以#讲求实学!博通时务$为宗旨!创办

西文学堂%算学学堂.#G"% 年!官立重庆府中学堂

正式建立!之后合川%永川%铜梁%璧山%江北及川

东各州县厅也相继建立了官立学堂" 清光绪年间

,#$KM0#G"$ 年-!长寿县举人戴锡畴在双龙乡沙

坪寺创办萃英两等小学!#G"M 年!以原来学校为

部分基础及资源!在双龙乡筹资设立公立两等小

学堂"

二是将书院%私塾改造成学堂" 重庆除新建

部分新式学堂外!多数都是从原有的书院%义学%

社学%私塾改建而成" &名山县新志'卷 ##&学校

志'直称(#学校者!改良之学宫书院也$" #$G$ 年

M 月!朝廷下令各省县将大小书院改为学堂!#G"#

年 $ 月又令省属书院改为大学!府及直隶厅州属

书院改为中学!州县属书院改为小学" 重庆遵照

执行!公%私立小学相继设立" 重庆府城区先后创

办官立小学 G 所,# 所为官立高等小学-!% 所在

城内!M 所在城郊" #G"% 年!民立小学开智学堂肄

业 M" 余人!正蒙公学 !" 余人!知新学堂 #" 余人"

#G"M 年后!重庆开始对私塾进行改造!培训

私塾教师!补习算学%历史%舆地%体操%图画等课

程!试图将私塾改办成兼习中西学的初等教育机

构!在此基础上广设#简易识字学塾$" 据 #G##

年的&教育杂志',第 F 卷第 H 期-记载(#学部调

查各省简易识字学塾成绩!以四川为最$!全川

,含重庆-计有 #H F"" 余所!学生 !%M """ 余人"

从时空分布上来看!重庆新式学堂!从戊戌变

法以后开始有明显发展!#G"M 年方兴未艾!以后

迅速增加!到 #G#" 年达到高峰" #G"M 年 G 月!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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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清廷宣布自次年起废除科举制度!全国上下废

旧学%办新学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就当时四川

而言!#渝城地居冲要!得风气之先$

*%+

!重庆人求

新的文化习性等因素使得重庆近代教育得到迅速

发展" 最初规定府%直隶州可设中学!州县可设高

等小学!民间只能设公%私立初等小学" 但后来这

种限制放宽了!只要经费%师资合乎一定条件!即

便是乡镇或私人均可设立高等小学!甚至中学!各

县创办学堂之风接踵而起" 巴县仅在 #G"M 年就

新增学堂百余所!

*M+GK远在渝东南民族地区的秀

山县!也于 #G"H 年!将凤鸣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

其他各州县更是纷纷筹资兴学" 光绪三十年至三

十四年,#G"%0#G"$ 年-的&东方杂志' &四川官

报' &广益丛报'等刊对此多有报道!部分记载

如下*M+GKLG$

(

长寿县!#筹费逾八千!建堂八十所$!#川东

蒙学堂之多!以长寿为最!统计四乡公立%私立小

学及乡塾改设者!不下 !"" 余处"$

铜梁县!#于数月内办成小学堂约费万金!又

公立蒙学数十所!又在城内敬节堂拨借厅堂立女

学 # 所!去秋创办以来!来学已有 M" 余人!地窄难

容!今年又在城内养济院借房屋添设 # 所" 城乡

共 % 所女学堂!凡七八岁至 #" 岁幼女均送入读

书!习字学算"$

合川县!#风气大开!学堂林立!有高等小学

堂六!两等小学堂四!初等小学堂九十二!附属小

学堂二!半日小学堂二!均已开办!日求进步"$

#高初小学已近百堂!教师不敷!初级师范作简易

科毕业以资应付"$

江北厅!#近日将考棚中号凳一律拆去!装修

为住宿室!冰鉴堂将改作讲堂33拟以此为初等

小学堂!六事公所改为高等小学堂"$

璧山#高等小学略有条理$!永川#各处小学

拟定七十余所$!綦江 #高小校舍不敷!分地设

立$!大足#高峰寺僧禅捐款建立高等小学$"

据学部总务司光绪三十四年,#G"$ 年-所列

#重庆府普通学堂学生统计表$,无潼南县-统计!

未直辖前重庆地区共有小学堂 ##FK 所!学生 F$

H!% 人!其中高等小学堂 !K 所!学生 KMF 人.两等

小学堂 HM 所!半日学堂 !% 所!学生 $KG 人.另有

中学堂 #M 所!职业学堂 ## 所!师范学堂 ! 所" 川

内各地兴办的学校!以重庆#占多数$

*H+FHG!%"#

"

"二$重庆新式学堂的办学经费

重庆新式学堂勃然兴起!迅速取代了传统的

官学%书院%义学" 学堂的设立和发展!都需要有

足够的教育经费做保障" 重庆各学堂办学经费的

筹集!根据其创办方式和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

途径(

#)各地所办官立和公立学堂!按所属级别划

拨经费!县立学堂由县署拨款或由县署筹集!乡镇

所办学堂从乡镇公款中拨给" 另外各级政府增加

场市息钱%附加税!充作办学经费"

!)由书院改建而成的学堂!用原书院经费办

学" 东川书院%经学书院%渝郡书院的学田%房产

租金%利息收入划归重庆中学堂" 涪陵县办学态

度积极!经费筹集措施稳健!据&涪乘启新'卷 !

&第十六课4倡办学堂'的记载(#州境书院旧有

钩深%桂馨%鹤鸣%石阳四书院!及义学十数处" 自

奉新章改设学堂!城乡一律举办" 除书院%义学旧

存之款外!更取给于肉斗称再息庙会神金各项杂

捐与闲款可划拨者!涪地向称富裕!集款尚易"$

F)私立学堂!主要由私人捐资助学" 清政府

提倡私人捐资助学或办学!在&奏定学堂章程'

#实业学堂通则$中规定(官员绅商有能力慨捐学

款!扩充实业学堂经费者!或筹集常年学款!自行

创设实业学堂者!奏请皇上从优奖励" 由于政府

的鼓励!重庆各地捐款兴学!成绩斐然" 如长寿县

舒绍法捐银 # 万余两!巴县罗绍康捐资创办私立

游艺女子中学堂!曾纪瑞%许云龙捐资创办私立开

智小学堂!杜成章捐资创办私立光园小学堂!杨鹤

龄赞助%杨焕斗出资创办私立依仁小学堂"

%)学生交纳学费作为学校经费" 重庆学堂初

办时!学生入学皆免交学费" 为了补助办学经费

之不足!光绪三十一年,#G"M 年-四川总督部堂行

文&通饬各属征学费札'!开始在中小学堂征收学

费" 光绪三十三年,#G"K 年-!清政府颁布&学堂

收费章程'规定(除初等小学堂暂时酌免!师范学

堂及半日学堂%艺徒学堂一律不收外!其余各学堂

均应征收学费!作为办学经费" 宣统二年,#G#"

年-M 月!四川提学使因经费不敷!规定初等小学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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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新生每月缴银元 ")! 元!旧生 ")# 元.高等小学

堂新生每月 ")% 元!旧生 ")! 元"

M)教会学校主要由教会拨款!不足数由董事

会筹集" 例如(由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求精中

学堂!该会年拨 # 万元!后规模扩大!年拨 ! 万元!

不足数由校董会补助"

H)其他筹款方式!如从庙产盈余和同乡会会

款中提取办学经费等" 据&江津县志稿'记载!

#G"F 年!江津#县人夏凤薰亲往各乡镇酌提神金

庙款成立初等小学!时人称之$" #G"% 年!江津

#知县蔡承云亲履四乡!各就庙会筹定之款设立

初等小学堂 #F! 所" 其中女子初小学堂 % 所!并

倡先捐廉三百金!劝募绅民量力捐资" 于城内修

建江津中学堂"$" 江西太和县旅渝同乡会购置

田业%街房租金为基金创办私立泰邑小学堂"

"三$重庆新式学堂的师资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实行者%推动者!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教育成效!乃至教育工作的成败" 近代

新教育的质量保证主要在教师的数量及水准上!

为此!加强选用及考核!是建设教师队伍的有力

保障"

清光绪二十九年 ,#G"F 年-!根据 #学堂章

程$的规定(初等小学堂正教员!应由初级师范学

生中考试成绩中等且有毕业文凭者担任.高等小

学正教员!应由初级师范毕业考试成绩列最优等%

优等及游学寻常师范毕业得优等%中等文凭者担

任.副教员应由初级师范毕业生中考试成绩中等

及游学寻常师范毕业取得毕业文凭者担任" 上述

人员不足时!对暂时充任者的资格也有相应规定"

清宣统元年,#G"G 年-又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完全

科毕业生!优级师范完全科毕业生及优级师范选

科毕业生!担任小学教师者无须检定.其他教师都

要参加检定" 对成绩优良的教员!由学堂呈明督

学局或省提学使司给予实力尽职文凭!得此文凭

者!不再参加检定" 重庆城区中学教员的任用(书

院改者!沿用书院聘请品学兼优的名士担任!报县

署审批.教会办者!由校董会推荐!学堂聘用" 可

见!清末新教育热潮中!政府重视教师资格认定及

职业能力素质的考核!这十分有助于近代新教育

推广!并最终代替旧教育!也表明当时教育的近代

化%国际化已经有相当的势头及水准"

三%重庆新式学堂兴办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长期闭关!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的社

会历史背景下!在十分封闭%传统势力异常强大的

重庆!进行这种全新的教育改革!并在 #G 世纪末

到 !" 世纪初短短的 #" 余年间取得这样大的成

绩!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新学堂的兴办!新教育的

发展!不但培养了大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人

才!而且对近代重庆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

方面!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促使重庆教育逐步走向近代化

新式学堂的创办!是新教育%新思想实践的具

体体现!虽然其中仍带有些封建色彩!但毕竟冲破

了传统儒家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改革了学校教

育培养统治者的一贯模式" #新学制$的推行!还

打破了学校教育重道德伦理轻科学技术的传统!

不仅专门建立了实业学堂!在普通学堂中也引进

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新式学堂所实

行的课堂讲授方法和分级分科教学!较之于私塾

书院的授徒方法和死记硬背!无疑有助于受教育

者更好地接受和消化所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发

展智能" 随着一个个改革诏令%措施的推行!旧式

书院%义学逐渐裁撤或改建成新式学堂!旧学的阵

地日益缩小!新学逐渐壮大" 与新学堂的设立相

伴随!新学的行政管理机关从省学务公所到各地

劝学所已经建立!官方和民间教育研究机构%教育

团体也多有设立!它标志着重庆教育近代化已崭

露头角!初显成效"

"二$引进近代文化知识

过去旧式书院和学塾主要讲授#四书$%#五

经$等内容!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狭窄!而且千篇一

律!千人一面!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在近代新式学

堂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大量涌入!其中更蕴涵着

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 从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

看到重庆新式学堂在课程改革方面有如下几个

特点(

#)西学%新学占课程的主要部分

清末重庆的新式学堂中!不仅在中等及其以

上的学校课程中旧学很少!甚至没有!而且在许多

小学中!#四书五经$也遭到摒弃" 学堂中使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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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由清政府学部颁发!或由日本教习%留日学生

编写%翻译!有的则直接订购外国教材" 如 #G"$

年!四川省学务公所订购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由

提学使方旭出告示劝购法政%理财%师范等科计

!% 册" 此外!四川学务当局的机关报&四川学报'

和&四川教育官报'还大量登载有关教育的译著%

论文和教材!其中有&地理学讲义'%&心理学'%

&英文'%&教育学'%&生理卫生学'%&财政学'%

&国际公法'%&学校管理法'%&德国民法'%&图书

馆教育'等"

!)课程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

重庆过去的书院%私塾绝大多数只学习八股

试帖之类!甚至连经学%历史等也很少学习" 士子

们的知识面极其狭窄!对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世界历史%地理等茫然不知" 而新式学校不仅

以西学%新学为主!而且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泛"

普通学堂或师范学堂的学生面对的学科内容较为

宽广!既有中国史地!又有外国史地.既有数理化

学科!也有教育学%心理学.既有生理卫生!又有体

操等!大体上具备了近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应具

备的基础文化知识框架" 至于法政学生则是过去

的刀笔吏所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几乎学习了当

时的中外各种法学知识!而实业学堂学生的知识

结构则更是封建士大夫所不可比拟的"

面对此情此景!部分封建统治者忧心忡忡!却

又无可奈何" &四川教育官报'#G"K 年第 #! 期有

专文发表(#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年不能

专心为学!勉进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

侮辱官师!或违抗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异

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

政!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

肆口底訾!以至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借

端煸惑!大为人心世道之害"$ 文章描绘了他们的

忧患心绪!反映了新学取代旧学的不可抗拒的

趋势"

"三$扩大了教育的对象

近代新式学堂的兴起并普遍推行!从整个教

育近代化的层面来考察!最大的有利之处还在于

使整个社会的受教育面空前扩大了" 新学改造和

代替旧学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教育从社会上层向

中%下层转移的过程!从封建地主阶级垄断教育过

渡到大众化教育的过程" 尤其是重庆的文化教育

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元明清中叶

以来的 K"" 多年间!更是呈日渐衰落之势" 新教

育的推行!各类新式学堂的兴办!不但使商人子弟

和一般平民子弟比起封建时代来获得了更多的受

教育机会!就连贫苦子弟无力入学者也可以进半

日学堂学习知识" 特别是女子学堂的创办!更使

那些长期受到歧视%与文化知识无缘的女子有了

接受教育的可能"

"四$转变社会风气

重庆地处中国腹地!自古以来风气闭塞!痼癖

落后" 清末!国家政治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掠夺!使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境地!加之文化上的

因循守旧!教育和科举的僵化腐朽!社会空气异常

沉闷!重庆人对创兴之初的新学是冷漠%鄙弃以至

敌视的" 但随着新学堂培养出有学识%有礼貌%能

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人们不得不对新学刮目相

看" 民众对新学由漠然%怀疑到热情拥护!进而形

成关心教育!捐资兴学的热潮" 新学的推广!也传

播了新思想!保守%封闭状况有了一些改变" 四川

当局把兴办学堂视为开启民智的过程!省学务处

办起&四川学报'%&四川教育官报'!作为向大众

广泛宣传的媒介" 各种教育机构也视开通风气为

己任!如教育研究会便进行#戏剧改良$!对旧有

戏目中#风情月意%牛鬼蛇神%有悖大义公理者弃

之$!而倡导#另编新戏剧!激忠爱之思!启国家之

念!好义急公!冒险进取!不悖于世界之倾向者演

之"$此外!学界还办有图书馆%阅报所!戒烟,鸦

片-会等社会性组织" 所有这些!都对开启民智%

转变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推动辛亥革命运动

重庆近代学堂在辛亥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

许多学校都有着深厚的革命基础" 新式学堂推动

了重庆近代思想解放的新潮流!启迪了一代先进

的青年学生!使他们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征途!成为重庆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 清廷宣布

铁路国有政策后!各学堂学生罢课力争要求收回

成命!这些学校亦成为 #各道党人交通会聚之

所$" 长寿高等小学堂体操教员廖树勋,同盟会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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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革命爆发后!利用该校军训用枪百余支!在

城内考棚宣布革命" 长寿县新市乡的惠民小学堂

是一所初级小学!辛亥革命时!同盟会员何建民在

校任教!发动起义!进行反帝反清斗争!长寿起义

军司令傅春潮曾设炮厂于该校" 在#府中学堂!

设有同盟会机关部$

*H+FGH!%#M

!同盟会领导人物杨

庶堪%张培爵%向楚皆都曾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或

教习!他们在学堂内传播革命%发展组织!重庆府

中学堂成为同盟会的活动基地和重庆辛亥革命的

中心"

总体上看!重庆新式教育在全国开始较晚!但

发展很快!使得重庆后来居上!成为当时全国新式

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但也应该看到!重庆的

近代学堂中还存在着许多弊端与不足!如有些校

舍危困!设备简陋.部分学堂并未脱离旧学窠臼!

校内旧习气甚重.不少学堂由于封建统治者的严

格控制!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办学经费拮据!阻碍

了学堂的发展!降低了办学的质量.尤为值得注意

的是新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忽视学生个体性

情及情意的培养塑造!可以说是近代教育发展过

程中留下的一大遗憾"

尽管有上述难以克服的种种问题!我们仍应

承认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清末!重庆近代教育已

初具规模!新式学堂从层次到类型都已比较完备!

既有官办学堂!也有私立学堂.既有专门性质的学

堂!又有一大批普通中小学堂!还有师范学堂" 虽

然带有起步之初的局限及办学中的流弊!但是结

束了以科举取士为目的!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

容的封建主义教育体制" 这些根本变革!标志着

重庆教育已经在形式上告别了传统教育的旧时

代!踏进了近代教育新的历史时期!堪称是重庆从

古巴国以来漫长教育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新的里

程碑!为重庆地区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

植%文化的嬗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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