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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作为文化之邦，历来是教育发达、人才辈出的地区，古代曾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家，近代也
不乏学贯中西、走在教育改革前列的优秀代表人物。
近代浙江教育家不仅在浙江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起到引领潮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走出家乡、立
足全国、放眼世界，活跃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各个领域，作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重大贡献，如早期导
入西方教育理论的王国维，主持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蔡元培，探索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现代化之途的
经亨颐、竺可桢，致力于近代教育出版事业的张元济、杜亚泉，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杨贤江，
开创近代幼儿教育的陈鹤琴、张雪门和张宗麟等。
近代浙江之所以能造就众多的文化精英和教育家，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浙江灿烂文化和历史传统的
影响所致，也与地处沿海、较早接受外来文化的地域特点密切相关。
《管制与自律》旨在对浙江教育家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进行梳理、研究，以丰
富中国教育史和浙江教育史的内涵，并且通过对他们的人文背景及其教育思想形成的文化成因等方面
的探讨，达到弘扬浙江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目的。
由于受全书框架的限制，我们未能更充分地全面反映近代浙江教育家的功绩，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努力
完善；同时因水平、能力有限，在分析和研究中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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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贯中西的浙江教育家　　第一节 近代浙江教育家群体概述　　一　从传统转向现代　
　作为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重视教育是浙江历来的传统。
据史料记载，东汉初年，上虞私人兴办的蒙学机构已颇具规模，王充就读的书馆有小童百人以上。
五代吴越国时，钱镠虽为武人出身，但广开才路，注重教育，曾建国学，聚图籍。
宋代以后，浙江的文化教育尤为繁荣，府州县学普遍设立，僻静之处书院林立，许多学者热衷于传道
、授业。
北宋初年，胡瑗曾在湖州主持州学，所创造的“苏湖教法”名噪一时；庆历年间，被誉为“庆历五先
生”的杜醇、杨适、楼郁、王致、王说，均在浙东积极从事教化活动；皇祐年间，王开祖在家乡华盖
山设东山书院，从学者数百人。
南宋的浙江，更是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甬上四先生”舒磷、沈涣、杨简、袁燮在奉化、定海、慈
溪、鄞县等地授徒讲学；吕祖谦晚年主持丽泽书院，亲编教材，制定《学规》；陈亮、叶适分任永康
五峰书院、东阳石洞书院主讲，有志于培养匡时救世、建功立业的人才。
元代，程端礼所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详载读经、学史程序，成为家塾教学计划之范本，也被
奉为郡邑学校的读书准绳。
明代，王阳明从政之余热心于教育，每到一处，均建学校，创书院，立社学；刘宗周讲学20余年，历
东林、首善、证人三书院，创立蕺山学派。
明末清初，黄宗羲在绍兴证人书院、宁波甬上书院、余姚姚江书院等地讲学，从者甚多，其领衔的清
代浙东学派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开放兼容是浙江传统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
两汉、西晋、北宋等朝末年，北方战乱，大批人口南迁，浙江成为北人落户的首选之地。
人口的流动带来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削弱人们对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偏执和盲从，逐渐形成了开放兼
容的文化心态，这在历代浙江学者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如王充虽严厉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却认为“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他在继承儒
家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道、法、墨等各家精华，并涉猎天文、地理、医学、农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丰
富发展自身的思想；吕祖谦以“不私一说”、“不名一师”的学风以及兼取“朱学”和“陆学”之长
的风格而著称，孝宗淳熙二年（1175）曾相邀朱熹、陆九渊兄弟至江西信州鹅湖寺探讨学术，后人称
其“平心易气”，“宰相之量也”；被朱元璋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兼采朱陆之长，折中儒
佛思想，“于学无所不通”；王阳明在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改造了正统儒家学说；黄宗羲不仅“
折中朱陆”、“宗王而不斥朱”，而且吸收了当时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一本而万殊”、“舍
众以合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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