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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史》是一部贯通古今具有中国教育通史性质的著作。
全书稿从教育萌芽论述始，至20世纪末中国当代教育的最新状况，大凡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教育
制度的沿革、重要的文教政策、学校办学体制的演变，以及重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等都作了详尽的描
述或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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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仁贤，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教育系主任。
学术兼职有：福建省教育学会教育史志研究会理事长、福建省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福建师范大学
严复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已出版专着《中国教育管理史》、《中国教育史》，主编、参编的著作有《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的国
际比较》、《中国师范教育通览》（历史卷）、《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比较教学论》、《中国
书院辞典》、《严复与中国近代文化》、《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科学文化》等16部，并在全国各级学术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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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古代学校的萌芽　　教育是与人类同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作为教育专门场所的学校，却
是人类社会和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我国传说中的学校，产生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周礼·春官·宗伯》记载：“成均，五帝之学。
”汉代学者董仲舒断言成均为五帝时期的大学。
郑玄认为“均，调也。
乐师主调其音”。
由此推论成均之学以乐教为主。
成均的乐教传统流传后世，为西周所借鉴。
《周礼》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学”，以乐教贵胄子弟。
成均之学是否真是“五帝之大学”，实无可考。
但从考古发现中可知，五帝时代原始音乐已具一定水平，古籍关于远古音乐的传说，以及关于成均之
学的记载，也不是毫无历史根据的。
成均之学已经具有专门化的趋向。
在成均受教的学生，可能是脱离生产劳动的贵胄子弟。
因为乐在当时已是氏族显贵应具备的文化素养，从舜命夔典乐教胄子，向贵胄子弟教授诗歌、舞蹈，
可知一二。
在父系氏族公社晚期，氏族和联盟的上层显贵，都要主持公众集会和各种仪式，在这些场合，乐是必
不可少的项目。
因而氏族显贵必须具备音乐素养，以传授乐教为主的成均之学完全可能是我国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出
现的最早的学校。
　　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虞书》的记载，似乎成均不仅是一种乐教的学校，还负有教育管
理机构和职责。
而在西周时期，“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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