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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国家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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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民政府时期，在边疆危机与民族国家建设背景下，刘文辉主持的西康政府，秉持“化边地为腹地”的

“新西康”建设方略，高度重视教育及师范教育对边民的化导作用，西康教育及师范教育因此得以再兴与发展起来，
并以西康建省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表现为由地方自主零星兴办向中央资助地方兴办发展，后期表现为

由中央统管与地方分区推进向结构调整和质素提高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而且，它的再兴和发展，是在政府的规划主

导和汉化边民的指导思想下实现的，并与边地的国民教育、边民教育的推进相配合，且以抗战期间西康建省后的发

展最为迅速，这使其既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和计划性，又难免具有粗放发展与质量低劣的时代局限，使其对西康教

育、文化、社会进步乃至边民的国族国家意识养成的化导与推进作用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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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以及藏区极端民族

自治势力对西康的侵犯，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

以武力征讨与文化灌输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川边治理

与改土归流，其中吴嘉谟领导的关外学务局以发展

关学师范带动关外教育发展的举措发挥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 民初因藏人内侵、政治失驭、兵匪变乱、学
款移作军用，川边康区教育出现了明显倒退，几无师

资培养可言。 刘文辉主政的西康政府则采取“化边

地为腹地”的“新西康”建设方略，加强了对西康的

治理与开发，西康教育及师范教育随之再兴与发展

起来。 关于近代西康教育的推进问题，学界既有研

究不多，笔者亦仅对清末川边康区民族师范教育作

了初步探讨，至于民国西康教育及师范教育发展问

题至今尚少专论发表①。 本文仅以民族国家建设背

景下的西康师范教育再兴与发展为题作一讨论，以
揭示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师范教育发展与政治环境、
官方努力之间的联动关系。

一　 民族国家建设与边疆教育成长：西康师范

教育再兴与发展背景及动因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久，即决定热河、察哈尔、
绥远、青海、宁夏、西康等特别行政区改建行省，并决

议发展边疆教育以促进民族国家建设。 １９２８ 年 ５
月全国教育会议上决议“注重满、蒙、回、藏、苗、徭
……等教育底发展” ［１］乙编，１－４。 ８ 月，国民党二届五

次全会《党治教育实施方案》中规定华侨及蒙藏回

苗等教育“分三期实行” ［２］计划，７－９。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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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里有共谋汉满

蒙回藏诸族“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之建设”，“诚心

扶植各民族经济政治教育之发达” ［３］４０－４１的内容。 ６
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关于蒙藏之决议案》更是

将“发展教育”作为实现蒙藏经济与文化振兴的“入
手办法” ［４］呈，６。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国民党三届中央常会

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由教育力

量，力图蒙藏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以期五族共和的

大民族主义国家之完成”的边教原则［５］９。 与此同

时，南京国民政府相关部委也开始着手边疆教育之

组织建设、政策制定与计划拟定。 蒙藏委员会于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成立后，除接办整顿北平蒙藏学校外，
还呈请行政院奖励蒙藏学生求学内地，提案在北平

与成都、后决议在南京与康定两处尽先成立蒙藏学

校各一所。 教育部于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添设蒙藏教育

司，１９３０ 年 ４ 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对于蒙藏教

育主张“用国家力量来扶助与推进” ［５］６８，并决议通

过《实施蒙藏教育计划》。 １９３１ 年，又相继公布《蒙
藏学生就学国立中央北平两大学蒙藏班办法》、《教
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教育部民国二十年

度蒙藏教育经费分配办法》、《教育部蒙藏教育实施

方案要目》、《教育部要求蒙藏各旗宗选派学生攻读

师范令》等法规。 国民党中央则于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 年间

在其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华侨特别班、西
康学生特别训练班以及蒙藏班一、二期。 国民政府

此时启动边疆教育，主要基于三大政治因素：一是践

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立党建国宗旨和民国以来教育界

发展边疆教育的主张；二是解决西部边疆落后与教

育不发达危及边疆安全和国防的现实问题；三是实

现向边省渗透中央势力，进而达到统合边疆政局、完
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民族国家建设目标②。 直到

九一八事变发生，教育部、蒙藏委员会拟议之边疆设

校开班计划未及办理，蒙藏委员会管理之北平蒙藏

学校亦停止招生，仅有中央政校蒙藏班在专门培养

蒙藏人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面临着内乱渐息、外患

日重、列强对边疆侵略加剧的局势，边疆地区呈现出

“旧的势力逐渐动摇” （指蒙藏王公贵族、宗教领袖

渐失尊崇与信仰）而“新的势力不统一的发展” （指
边省优秀青年多前往俄、英、法、日等国求学）这一

很可虑、很危险之发展态势［６］２９３。 因担心“不数年则

必尽失边疆”，“西北孙匪广西李白粤陈鲁韩晋阎陕

杨诸人亦为边藩之第二”③［７］４４８，４５１，５１３－５１４，１９３２—１９３６
年间，蒋介石萌发了“以民族平等为原则，组织五族

联邦制度”之想法，且准备在满、蒙、藏等地进行“自
治试验”，并视“经营西北与四川”为“大战未起之

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之良策，后更有

以追剿红军为掩护经营西南、建设对抗俄日根据地

的想法，最后形成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

主要阵线、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以川黔陕

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之应对日俄侵略战略④。
随中国政治经济建设重心向中西部推移，西部蒙藏

回苗等民族教育的国防政治意义被发掘出来。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章嘉呼图克图在国难会议上提出《改善蒙

藏军事政务宗教教育以御外侮案》。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教育部长王世杰向国防设计委员会提出《推广边疆

教育以固疆域案》。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国民党中央通过

的《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纲要》明确要求用教

育文化之力消弭边疆民族感情之隔阂、抵御外来之

文化侵略、建立全国民众精神上之国防［８］２９，３１。 同

时，国民党中央同意中央政校于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改蒙藏

班为蒙藏学校，１９３４ 年 ２－４ 月间又决议在边省要地

张家口、包头、宁夏、兰州、迪化、伊犁、西宁、康定、丽
江共九处筹设中央政校边疆分校，并于 １０ 月先期成

立康定、包头、西宁分校，后又筹设了肃州、大理分

校⑤。 国民政府相关部委亦开始整体规划与拨款补

助各边省发展边疆教育，蒙藏委员会委托云南省立

第三中学办理的国立丽江康藏师资养成所于 １９３２
年成立，教育部会同蒙藏委员会拟定的《教育部二

十三年度边疆教育计划大纲》、《教育部二十四年度

推广边疆教育实施办法》、《教育部二十五年度推行

蒙藏回苗教育计划》、《教育部二十六年度推行边疆

教育计划大纲》及经费预算表，对察、绥、宁、甘、青、
新、康、滇、黔、桂、川、湘等省蒙藏回苗等族教育及师

资培养作了规划与经费预算，教育部并于 １９３６ 年夏

在百灵庙筹办成立了国立蒙旗师范学校。 这些举措

本质上说都是应对时局变化、巩固疆域、抵御外侮的

需要，因为在中国边疆将至于总解体、边疆各自为政

局面业已形成之时，边疆国防建设不得不“以教育

为入手之方”，“教育在边疆今日之建设上为最先而

又最紧要之工作” ［９］６６－６７，７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

政府迁都重庆，西部边省成为抗日后方根据地，边疆

教育的政治国防意义进一步突显，边疆教育因抗战

而开展成长。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中央及政府迁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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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除对边疆教育作了布局调整与规划，还强调了

以边疆国民教育为中心的边教发展取向。
西康“雄踞西南，有高屋建瓴之势。 进可以促

成印缅民族之独立，退可以谋川滇黔青之共同发

展”，康定更是“通川康藏咽喉之地” ［１０］２０，２６。 １９２７
年夏，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打败刘成

勋接防西康，身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军总指

挥等要职。 １９２８ 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建

西康特别行政区为行省，只因刘文辉意图全川而致

使西康建省搁延未行，直到 １９３３ 年秋刘文辉在二刘

大战中败退雅安后始专营西康并推动西康建省。 同

时，因康藏战事吃紧、九一八事变后列强侵华与边疆

危机凸显，西部边疆的安全保障与开发建设的紧迫

性增强，时人发出了建设“复兴中华民族的重心—
西康” 之倡议［１１］７－９， “ 西 康 省 治 之 议 又 一 度 提

高” ［１２］５，国民党中央遂于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决议成立西

康建委会，次年 ７ 月 ２２ 日建省委员会正式成立。 全

面抗战爆发后，西康建省加速进行。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四川宁、雅两属划归西康。 １９３９ 年元旦，西康行省

宣告成立，刘文辉任省政府主席，并于该年春在西昌

成立西康宁属屯垦委员会，管辖宁属汉区 ８ 县及 １８
个特别夷务指导区。 刘文辉受命以还，即借鉴赵尔

丰治康经验，对于教育“始较前注意” ［１３］１７。 川康边

防军总部则视整顿“教育”为“改良边地行政”的重

要方面，认为“教育是智识的泉源，想边民能够发展

他们的天才，从事于社会的种种的建设，舍教育是没

有别法的”，要求“严定计划，详分步骤，力求普遍，
务使边民积渐能于文化之林” ［１４］上，３０３，３０４。 在西康特

区政务委员会成立、尤其是政委会主席龙守贤到职

后，不仅以培养师资、发展教育为首策，认为“同化

边氓，首重教育，而实施教育，端赖师资”，“师范讲

习所之开设，诚为目前当务之急” ［１５］教育，１１－１２［１６］教育，１，
而且成立了教育行政人员训练所、国语讲习班，康区

教育渐复旧观。 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后，刘文辉

“更遵照中央及蒋委员长意旨，特别注意教育”，聘
“专家审拟计划， 以普及教育与提高程度为目

的” ［１３］１７。 西康省成立后，为了建设“新西康”，“使
康、倮各族，一律同化于汉族，同文同轨，并洗净愚昧

的心理，换成聪慧的灵魂，变成和汉人一样的聪

慧”，刘文辉提出了“化边地为腹地”的经边方略，实
施了“进化”、“同化”、“德化”三化政策，但不论德

化、同化、进化，实际“都有赖于教育之运用”，“都靠

教育作它的生力军”，因此教育实为“三化政策的生

力军”，“发展边疆教育”天然是“建设新西康”的中

心任务之一［１４］下，７２７－７３７。 西康宁属屯垦委员会成立

后，也“以汉化边区为目的，汉化又以政治为主、教
育为先” ［１７］卷七，２１－２２，其拟定的《二十九年度宁属边民

教育实施计划》是以“政教合一、保教合一、汉倮合

一，奖励边民自动兴学”为原则［１８］９９－１００。
正是在上述背景、思想指导下，西康教育及师范

教育得以再兴与发展起来。
二　 官方努力与西康师范教育再兴与发展历程

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师范教育的再兴与发展，大
致可以西康建省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经

历了 １９２７－１９３３ 年地方零星自办、１９３４－１９３８ 年中

央兴办与资助地方兴办两个阶段，后期经历了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４ 年中央统管与地方分区推进、１９４５－１９４８ 年

结构调整和质素提高两个阶段。
（一）西康建省前师范教育的再兴（１９２７－１９３８）
１９２７－１９３３ 年间，西康特区政府及康定、泸定县

政府开始自主兴办短训性质的师范学校与师资培训

机构，并改组师范讲习所为长期师范学校。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１ 日，康定知事梁仁俊主持开办西康师范讲习

所，附设两等小学校内，学生一班共 ２９ 名，１９２８ 年 １
月起由严钟麟主持并义务担任精神讲话及核阅试

卷，仅办六个月结束［１６］教育，１５［１９］附表，１９２。 １９２８ 年春，
康定县教育会召集教育界人士暨各家屠行公议“附
加肉厘作西康师范讲习所暨本所平民学校经费”，
复因女教“尚待次第筹画”，“本年暑假女子高校毕

业一班，无处升学”，康定县知事严钟麟遂与两等小

学校长宁国清、女子小学校长汪席丰商定利用两校

教室、教员以及商人牟某私铸藏洋罚银 ２８０ 两，开办

男、女师范传习所各一班” ［１６］教育，６－７，３７。 ８ 月 １ 日，康
定女子师范传习所成立，有女生 ２０ 名，全年经费藏

洋 ３９６０ 元，以肉厘项下附加余款划拨［１６］教育，６－７，９－１０。
９ 月，西康师范讲习所成立，计划招生 ６０ 名、实际招

收 ４２ 名，学制一年，实际仅办六个月结束，毕业学生

２５ 名［２０］１７０。 １９２９ 年秋，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军民

财各长官复假康定女子师范传习所地址召集地方学

界人士开教育会议，“筹商经费及改组学校诸问题，
结果尚属圆满” ［２１］创刊号，１，康定女子师范传习所续办

一班，学制一年半，“仅有学生十一二人” ［２２］专载，１３，至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修业期满毕业［２１］新１期，８；新６期，１０－１１。 经政委

会主席兼师范讲习所所长龙守贤呈准，师范讲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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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办第二期，结果招生和留级生共计 ４０ 余名，学制

二年，１９３１ 年夏毕业学生 ２２ 名，其余一律饬令留

级［２１］新２０期，７［２３］１０９。 １９３１ 年秋季呈准改组为“西康师

范学校”，续招第三期，学制三年，又称三年制师范

第一班，招得男生 ４９ 名［２１］新４２期，５［２３］１０９。 １９３２ 年春招

插班生 ６ 名，秋季招师范第二班，因关外军事影响而

仅招得康泸两县暨旅康军政学商各界子弟 １４
名［２４］５３－５４。 １９３３ 年下期添招第三班、女子第一班，
１９３４ 年秋季添招男生第四班［２５］，１９３５ 年上期招收

男生第五班、添设实验小学一所［２６－２７］。 此外，１９３０
年夏、冬，泸定县知事吴文渊组织了暑期、寒假师范

讲习所，期限两月［２１］第２０期，９；新３期，１０；新１０期，１５。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泸定县城区有初级师范讲习所一所，泸定县长吴

筱波又设立暑假、寒假师范讲习班，短期训练县中师

资；１９３３ 年，泸定县长曹良璧在圣谕庙开办县立师

范学校，学制一年，结业一班后停办［２８］１６６。
１９３４—１９３７ 年间是国民政府整体规划与拨款

补助各边省发展边疆教育、边疆教育进入中央兴办

与中央资助地方兴办兼营并进的重要时期，也是国

民党势力进入川康与川政统一、西康筹备建省与统

筹规划教育及师范教育的重要时期。 除前述的

１９３４ 年中央政治学校先期在康定、包头、西宁设立

分校，后又于 １９３５、１９３７ 年筹设肃州、大理分校以及

教育部于 １９３６ 年夏在百灵庙筹设国立蒙旗师范学

校外，１９３５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划拨教育部义

务教育专款 ２４０ 万元、边疆教育专款 ５０ 万元以兴办

边疆教育，其中教育部指定义教经费补助西康 ３ 万

元，边教经费补助西康师范 １．８ 万元、藏小 １． ２ 万

元［２９］（一），６１２－６１３。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川康甘青边政研究

委员会拟订的《边民教育计划大纲》正式将西康、川
边 宁 属 各 县 等 确 定 为 边 民 教 育 实 施 范

围［２９］（二），８５７－８５８。 １９３６ 年春季，教育部划定边疆十省

为边教实施区，边疆师范学校的设立，“已决定由新

疆、贵州、云南、绥远、西康、察哈尔等分设六校，除察

哈尔等省为师范回民班外，其余五处均为完全师范，
并指定新疆办理回民师范，贵州、云南办理苗民师

范，绥远办理蒙民师范，西康办理藏民师范” ［３０］１９４，
指令西康省立康定师范附设藏民师资训练班并兼顾

夷民师资之训练，其他简易师范科及师范科对于藏

文藏语及康藏史地等课程须认真训练，由教育部补

助 １．８ 万元［２９］（二），８８４－８８９。 １９３７ 年，中央政治会议核

准边疆教育补助费 ６４ 万元，教育部拟订的“推行边

疆教育计划大纲”，规定划拨西康补助费 ３ 万元，补
助康定师范 １．８ 万元、补助六所藏小各 ０．２ 万元，要
求省立康定师范续招藏民师资训练班一班并加以严

密训练，训练期酌为延长［２９］（二），８９５－８９６。
遵照教育部规划和指令精神，１９３５ 年春，西康

建省委员会拟呈了《改进康定师范学校计划及筹办

西康省藏族小学计划》，教育部据此指令西康省恢

复原有之康定师范并附设藏族师资训练班，以边疆

教育补助费 １．５ 万作为增设藏族师资训练班之用，
增设藏族小学 ６ 所或 ７ 所、并与中央政校西康分校

密切联络，以边疆教育补助费项下 １．５ 万元支拨，要
求务须按计划定期成立［３１］５２。 西康建省委员会拟定

的《西康建省初步办法大纲》、《西康二十五年度边

疆教育计划附经费预算表》，前者计划西康师范改

进充实遵电办理，另拟省立康定师范及附设藏族小

学师资训练班计划案缮呈，预算应需经费共计

３６４５５ 元［３２］专载。 后者规划康定师范应择要扩建教

室两所、理化实验室一所，添购图书仪器设备，除师

范正科缓招外，应添招简易师范第三班至少 ４０ 人，
补招藏族师资训练班插班生至少 ２０ 名并延长至下

期毕业，预算经费 ３．５ 万元［３３］教育，８２。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
宁、雅两属划归西康，西康省立县立师范增至 ３ 所，
即省立康定师范、省立西昌师范（系 １９１４ 年春在越

西县城开办、１９１５ 年迁至西昌城内的四川省立第二

师范学校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更名）、越西县立简易乡村

师范（系 １９３３ 年春季开办）三校，此外尚有中央政

校康定分校简易师范部。 １９３８ 年秋，西康建省委员

会拟定《西康省二十八年度施政计划大纲》，计划

１９３９ 年度省立康定师校停招简师部，开办师范部，
并附设特殊师资训练班；省立西昌师范男女分设，年
招一级，各办至三级为度，并于必要时附设特殊师资

训练班；省立雅安师范拟俟小学增设至相当时期设

法 创 立， 年 招 一 级， 男 女 部 各 办 至 三 级 为

度［３４］计划，２２２。
事实上，除西康特区政府于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在雅

安开办汉康官话学校一班、教育行政人员训练班与

团务干部传习所，１２ 月又在康定开办川康边防军汉

康语文传习所速成班［２５，３５－３６］ 外，因红军过境，直到

１９３５ 年下期，西康师范学校始改组为省立康定师范

学校，原有第三、四、五班分别编为简易师范第一、二
班，添招藏族师资训练班一班 ２０ 名，惟因经费有限，
设备未按计划购置［３３］教育，８２。 １９３６ 年，西康建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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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由雅安迁至康定后，饬令省立康定师范附设藏

族师资训练班一班，计学生 ５０ 人，招收小学毕业生，
修业一年半，下期毕业学生 ３０ 名，派往藏族小学工

作；并设立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招录曾任小学教师

或简易师范毕业生 ６０ 人，四个月毕业，派任短期小

学教员［３７］［３８］计划，２８８。 至 １９３７ 年上期，省立康定师范

有简易师范三班、藏师一班，学生由原来 ４ 班 ８０ 人

增加至 ４ 班 １６０ 人［３９］专载，１６８－１７１，下期续招藏师第二

班并延长至二年毕业，并添招简师第四班，教学除部

定科目外，对于西康特殊教育及康藏语文特别注重，
添建教室二所、寝室一院、图书室一所［４０］专载，１７６－１８４。
至 １９３８ 年底，省立康定师范只设简易师范部、藏族

师资训练班二部，拟至 １９３９ 年度始行添办师范部、
简师第四班，附设特殊师资训练班已招足学生 ８０
名， 分 甲 乙 两 组， 定 于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开

学［４１］附载，２０７－２１６；中央政校康定分校仅一简易师范科

和小学部、中学部。
（二）西康建省后师范教育的发展（１９３９－１９４８）
１９３９－１９４４ 年间，除国立师范学校改由教育部

直接管理外，为了配合新县制实施后国民教育发展

需要，西康省教育厅制定和实施了以省立师范学校

为中心、县立师范学校为辅助的国民教育分区推进

战略与师范学校设校增班、结构调整和素质提高计

划。
西康建省后，因新县制实施、国民教育亟待推

进，西康省教育厅决定先以与内地情形相同县份作

为国民教育推行区域，再分期扩展，至于情况特殊各

县则划入边教范围，适用特殊学制和特殊教材。 为

了储备国教师资，１９３９ 年，西康省拟订并奉准实施

了《西康省师范教育三年实施计划》，将全省分为

康、宁、雅三师范区，分别以省立康定、西昌、雅安师

范学校为中心，计划在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至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三年里，逐步整理扩充省立康定、西昌师范，增设特

殊、义教、民教、劳作师资训练班和小学教员暑期讲

习会、塾师训练班等以培植特殊师资，拟于 １９３９ 年

秋季设立省立雅安师范学校，增设义教、民教、职业

师资训练班和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塾师训练班等

以培植普通师资，并在师范学校实施导师制、注重精

神教育、侧重职业教育，严定服务规程，注重社会教

育，实施辅导制，辅导各区小学、改良乡村、促进社会

发展［３８］计划，２８８，２９０－２９９。 １９３９ 年春，宁属屯垦委员会所

拟的《二十九年度宁属边民教育实施计划》，规定宁

属范围之师资训练，除通令宁属各级师范学校自

１９４０ 年上学期起加授倮语、全省中级学校招收旁听

倮族学生并俟其程度相当改为正式生外，由屯委会

主持开办边民教育师资训练班甲乙两组来培

养［１８］９９－１００，并开办了边民教育师资训练班。 １９４１
年，西康省教育厅按教育部要求拟具《西康省推进

师范教育三年计划》，除原有各师范、简师继续办理

并加充实外，规定省立西昌师范增设体育师范科，会
理、荥经两县各筹设简乡师一所，并举办各种暑期教

员讲习班［５］９７０。
１９４２ 年春，教育部划分全国蒙胞、藏胞、新疆及

西南各民族住区等四大边胞住区为 １７ 个师范区，要
求各边胞住区至少设立师范学校一所，其中西康省

占有康定、巴安、甘孜三个藏胞师范区［４２］１９５－２０３。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底，新任教育厅长程其保提出了西康教

育整理思路及分区分段发展办法，西康省教育厅拟

订的《中等学校整理办法大纲》调整原有三个师范

区为五个师范区：第一师范区以省立康定师范为辅

导中心，康定、泸定、丹巴、九龙、金汤、泰宁等 ６ 县局

属之；第二师范区拟于 １９４４ 年在康定创设省立边疆

师范学校一所为辅导中心，专收康、倮两族优秀学

生，分教育、医药卫生、农艺、工艺等组训练，使学生

毕业后能负起建、教合一之使命，关外巴安、道孚、雅
江、义敦、德荣、理化、定乡、稻城、甘孜、瞻化、炉霍、
白玉、邓柯、德格、石渠等 １５ 县属之；第三师范区创

设省立云定师范学校为辅导中心，会理、宁南、盐边、
德昌等 ４ 县局及天会指导局区属之；第四师范区以

省立西昌师范为辅导中心，西昌、盐源、越西、冕宁、
昭觉、宁东等 ６ 县局属之；第五师范区以省立始阳师

范为辅导中心，雅安、天全、汉源、荥经、芦山、宝兴等

６ 县局属之；同时要求实行新县制县份设立县立简

师校各一所或至少在县立中学内附设简易师范一

班［５］９７０。 西康省教育厅拟定的《西康师范教育下年

度计划》、《西康省整饬师范教育办法》⑥，重申了推

行学区的计划，并拟大量增加图书及音乐艺术体教

各类教具，在省立康定师范加授藏文藏语、省立西昌

师范加授彝语、各师范学校加授地方自治科目。
１９４３ 年在省立始阳师范增招女子简师一班、省立康

定师范增设附小一所，１９４４ 年度拟增设省立泸定师

范一所，凡实行新县制各县设立简师一所或在县立

中学校附设简易师范班至少一班，必要时各县创设

短期小学师资训练班［４３］３１－４２＆７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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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西康教育厅依据设

校计划调整全省师范区为六区，每区设省立师范学

校一所，要求新县制各县在 １９４６ 年度以内完成每县

一简师校计划，并计划筹设省立第二边疆师范以改

进康、宁两属边民教育师资，且拟于机构相当完成

后，即着手充实各校内容、改善待遇、慎选师资，并规

定省立边疆师范学校与洗毛厂、农改所、卫生院进行

建教合作。 西康师范教育发展要点则对设校增班作

出具体规划，拟于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增设省立富林、云定

和第二边疆师范三所，分别培养第六师范区（汉源、
越西）、第三师范区（会理、德昌、盐边、宁南）国教师

资以及宁属腴田、拖乌、沪宁等九特区局倮族教育干

部人才并辅导地方教育发展。 除 １９４５ 年暑假后改

省立康定师范为省立女子师范外，各省立师范筹办

专科师资，如西昌师范续设体育专科、康定师范设童

子军专科、富林师范设幼稚专科，并于西昌、冕宁、越
西、汉源等县简师校增加班次，雅安、荥经二县中简

师科增班改校，另于天全、会理、盐源、盐边、芦山等

县中附设简师科［４４］特载，６０－７５。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西康省教

育厅拟具、奉教育部令实施的《西康省卅四年度师

范教育实施计划》，重申了增设省立师范三所的计

划，并再次调整师范教育区为七区，并以新设立的省

立富林、第二边疆师范为中心增划第六、七师范区，
第七师范区负责宁属九特区局倮族教育人才培养并

辅导地方教育发展，同时要求省立县立师范增设校

班计划于秋季完成⑦。
事实上，中央政校康定分校于 １９３９ 年附设藏族

师资训练所及特殊师资训练班，并于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改

隶教育部并更名“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到 １９４３ 年

有师范三班，并于 １９４２ 年奉教育部令筹设巴安分

校，１９４３ 年 ８ 月成立，１９４５ 年 ２ 月改隶教育部并更

名国立巴安师范学校。 至 １９４０ 年上期，西康省立康

定、西昌师范大体按计划扩增班级，附设特殊师资训

练班并新建校舍，越西县立简师、新设冕宁县立简师

则因设备简陋而需认真整顿，计划于雅安设立的省

立雅安师范学校最后选址始阳镇，以旧有的江西馆

修葺改建成立，定名省立始阳师范学校，于 １９４０ 年

秋季开学［４５］四中等教育［４６］中等教育第三，４１［４７］５３。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至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间，西康师范校数由原省立师范 ２
所、县立师范 ３ 所、国立康定师范 １ 所而新增县立简

师 ２ 所、县立中学附设简师班 １ 所，合计 ９ 校，班级

由原师范、简师 ２３ 班而新增 ４ 班，合计 ２７ 班，学生

共约 １０００ 名，但新县制各县设师资训练机关一所的

计划尚未达到，质的改进计划多因经费和抗战影响

未能如期完成［４３］３１－４２。 西康省立边疆师范学校于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开始筹备，１９４４ 年 ２ 月在康定设立，西
昌、雅安县立初中于 １９４３ 年增设简师校班，省立西

昌师范于 １９４４ 年度如期完成体育师范科增设，省立

云定、富林师范和第二边疆师范及会理县立简师校

按原计划于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增设。 针对布点缺陷、结构

不合理以及内容空虚等问题，西康省教育厅已开始

着手于师范教育的结构调整与质素提高。
抗战结束后，西康省除继续完成设校增班、师范

区调整外，主要致力于师范教育的结构调整与质素

提高。 １９４５ 年，西康省教育厅长向理润遵教育部指

示拟订的《西康省整饬中等学校办法大纲》和《西康

省师范教育调整方案》，虽仍以增划学区、加强辅导

工作、注重师范生专业及精神训练、提高师范学校素

质、严密管制并指导师范毕业生服务为重点⑧，但已

计划增设专门师范科目，要求省立西昌师范体育师

范科仍旧办理、省立康定师范自 １９４８ 年起增设幼稚

师范科、省立始阳师范自 １９４９ 年度起增设音艺师范

科、省立富林师范自 １９５０ 年度起增设童军师范科、
省立云定师范自 １９５１ 年度起增设劳作师范科，并督

饬德昌、盐源、盐边、宁南四县于 １９５１ 年完成筹设县

立简师一校［５］９７０－９７１。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西康省教育厅拟

定《整饬师范教育办法》十条，对于设校、招生、训
练、课程、留生、奖惩及服务均有严密规划，以改进质

素、重划学区、教育兼施为努力重点，要求图书、仪
器、音乐、劳作、体育、卫生等设备应达到最低标准，
培修或新建校舍应按计划完成，按照标准规定课程

授课、举行学业竞试并设置英语专修科，举办幼稚、
艺术、童训、音乐、劳作等专科师范，加强师范学校辅

导地方教育工作，依照规定奖助清贫师范生，严管师

范毕业生服务并严定办法实行奖惩［４８］２。 １９４６ 年

度，除调整各校教育机关人事、完成中等学校班次、
提高师生待遇、整饬学风、充实设备、筹设留学贷金

外，西康省还有改国立康定师范为国立康定师范专

科学校、保送奖励本籍学生入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的

计划与举措［４９］３。 １９４７ 年，西康省教育厅拟订的《西
康省教育工作计划》及《边疆教育计划》中，有咨请

中央设立国立西康师范专科学校，先办理化、数学、
英文三系，举办体育或童军教员训练班一班，拟设省

立体育专科学校、省立藏文康语专科学校、省立倮语

６３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文专科学校各一所，分区分期完成省立普通师范 ５
所 ３０ 班、省立边疆师范 ２ 所 ６ 班 ２２ 组、县立简师校

１１ 所 ３７ 班之计划；同时着力于充实内容、调整班

级、整顿学风、加强训练、充实设备，严令实施辅导地

方教育、奖助清贫优秀师范生、管制师范生服务、励
行新学风运动［５０］８５－９７［５１］２９。

结果，１９４５－１９４６ 年度，西康省师范学校已达 １２
所，尚有 １９４６ 年度应筹设之简易师范 ８ 所，增设省

立第二边疆师范、省立云定师范、省立富林师范、会
理县立简师、省立甘孜初职校 ５ 校共招生 ９ 班，新增

县立初中附设简师班 ３ 班，并将省立康定师范逐渐

改为女子师范，以本省征购粮食库卷价款先行筹设

省立师范专科或师范学院。 西康师范教育在量的方

面发展可谓迅速，已接近饱和状态，不过在质的方面

则为不平衡之发展，距较低之应有标准尚属遥

远［５２］论著，４－７［５３］。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国立康定师范正式升

格为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 １９４８ 年上半年，教育

部补助西康省基本教育经费 ８５．３０９ 亿元，西康省政

府分配应用委员会划拨 ５ 亿数千万元，平均分配给

７ 所省立师校和 ７ 所县立简师校以充实图书教

具［５４］。
西康建省后，经过努力，西康省师范校数和规模

逐年扩大，师范学生及毕业生年有增加，在量的增加

上取得了显著成绩。 据统计，西康师范学校至 １９３９
年底计有 ５ 所 １２ 班，共有学生 ７５７ 人⑨；到 １９４５ 年

底，达到省立 ７ 校 ３２ 班学生 ８２８ 人、县立 ７ 校 １８ 班

学生 ６５８ 人，总共 １４ 校 ５０ 班学生 １４８６ 人［５５］１５－１７；到
１９４６ 年底，西康省立师范计有 ７ 校 ３２ 班 ９９ 组，县立

师范 １２ 校 ３１ 班，总共 １９ 校 ６３ 班，师范校数以及西

康学校师资几达饱和状态［５０］８９－９４［５１］２８。 随师范教育

的发展与国民教育师资的增培，西康省各县小学数

量迅速增加。 据调查，１９３４ 年底，西康有小学 ５６
所、学生 １８００ 余人［３２］专载，未筹经费、未设学校者不

下 ２０ 余县［２９］（二），８７３－８７４；到 １９３７ 年春，西康小学已达

９５ 所，学生 ３１００ 人［３９］１７１；到 １９４２ 年，西康省共有小

学 １１９１ 所、学生 ２３１７８ 人、教职员 ８４９ 人，其中康区

共有小学 １４６ 所、学生 ７６６８ 人、教职员 ２３４ 人，宁区

共有小学 ５８９ 所、学生 ２３７１８ 人、教职员 ８４９ 人，雅
区共有小学 ４５６ 所、学生 ２７７１６ 人、教职员 ７７０
人［３８］计划，２８９。 国民教育县份迅速增加，１９４１ 年仅雅

安、汉源、西昌、会理四县，１９４２ 年增加了天全、荥
经、盐源、冕宁四县，１９４３ 年增加越西、芦山、宁南、

康定、泸定五县，１９４５ 年增加德昌、宝兴、甘孜、道
孚、巴安、九龙、丹巴七县，共达 ２１ 县、人口 １８３９３００
人、学龄儿童 ２８９５９６ 人，至 １９４６ 年底入学儿童增至

１６５２８１ 人，甚至语言、生活、习惯不同的康倮宗族都

划入国民教育实施县份［５６］９。 边民教育范围得以扩

展，到 １９４３ 年，康属专为边民设立者有省立小学 １１
所、县立小学及短期小学 １００ 所、学生约 ４０００ 人，宁
属九县专为倮民设立者有省立小学 ８ 校，总计边地

小学 １１９ 校、学生 ７５３６ 人；到 １９４５ 年，康属指定甘

孜、道孚、瞻化、雅江、东俄洛等五校为改进边校实施

校，宁属则选定冕宁、盐源、盐边、宁东等省小为改进

边校实施校，另外在西昌设立宁属边疆文化馆一所、
在康定筹备康藏语文补习学校一所［５７］２９［５８］９９－１００。 西

康康定、泸定等县师资来源已不感缺乏，边民的文化

素质、汉化程度和民族国家意识有所提高。 据韩孟

钧讲：“原来本省的教员因为师资太缺，无分品类，
士兵通司都被征用，现在都被淘汰而至于绝迹。 过

去的康师、西师虽也有不少毕业生，但都不到关外边

荒去服务，大半中途改业，实在是有若无，现在一批

一批的到关外到边荒去了，规避者为数已少”，西康

各地已能在沿大道附近发现几个解汉语识汉字的

人，西康省除专门技术人才外的各项普通合用人才

大概敷用了，边胞知道国家民族的概念，在他们心目

中都有中央、都有领袖了，每一个角落里都能见到抗

日和抗战的标语，边胞们都乐于踊跃输将救济前方

抗敌将士，乐于应征修机场、筑公路、建设后方［４７］５４。
总体来看，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师范教育的再兴

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具有明显阶段性特

点，即由建省前的地方自主兴办向中央与地方兴办

兼营并进发展，再向建省后的中央统管与地方分区

推进、结构调整与质素提高发展，符合教育发展从量

的发展再到质的提升的一般规律；第二，它的再兴与

发展，是在政府的规划主导与汉化边民的指导思想

下实现的，并与国民教育的迅速推进相配合，且以抗

战期间西康建省后的发展最为迅速，这使其既带有

浓重的官方色彩和计划性，又难免受到抗战时期诸

多因素的制约而呈现出粗放发展的特点；第三，随师

范教育的发展与国民教育师资的增培，西康省的小

学、国民教育县份数量迅速增加，边民教育县份得到

扩展，师资来源已不感缺乏，边民的文化素养、汉化

程度、民族国家意识有所提高，体现出师范教育对西

康教育、社会、文化进步一定程度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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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战争与建省建国环境下的西康师范教育特

色

关于西康师范教育的内涵，前面略有提及，国民

政府时期的报刊亦多有评论。 １９３８ 年，《战教周刊》
报道：建省前的西康仅有师范学校一所，“校内除桌

凳外无他设备，教师由驻康军政人员兼任，学科极不

完备，程度也不整齐，校内编制课程、修业年限、行政

组织等均不合部令规程” ［３７］。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新康

报》社论称，“以宁属说，三所县立简师，创立未久，
限于经费人事，实在说不上成绩，唯一的省立师范一

所，每期上课时间号称十四周，其实两头还有幌子，
学生生活是终日不得一饱，至于教员如何，课程如

何，不必多问”，学校甚至没有一个教育课程专任教

师［５９］。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１７ 日，教育部视察员程宽正在

视察报告中指出：“康定城市不大，附近各县及关

外，小学及初中无多，而康定城内及附郭之中等学

校，却有省立康定中学、康定师范、边疆师范、康定商

职、康定农职及高级医职等六校。 各校学生均感不

足，即国立师范之师范生与初中生待遇特优，而师三

下亦仅十五人，师二下二二人，初三下二九人，初二

下三九人，是则国立康定师范似无维持设置之必要。
且该校办理不善，不但不能起示范作用，抑且予当地

教育 以 不 良 影 响， 予 边 地 人 民 以 不 良 观 感

……。” ［６０］４８１上述评论，透露出西康省师范教育忒差

强人意。 这些评论是否确实？ 实需我们做深入考察

分析。
第一，经费递增不敌物价上涨，制约了师范学校

规模发展和质素改进。
康定师范常年经费，据统计，１９３１ 年度 ３２４０

元，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年 度 ４４４０ 元， １９３４ 年 度 ５６４０
元［６１］专载，１９５－２１３，但欠薪时有发生［２９］（二），８７３，８７４。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因受新开办的中央政校康定分校宽裕办学

经费的刺激，西康特区师范讲习所汪所长要求南京

政府补助经费而获准［６２］。 自 １９３５ 年改为省立师范

后，加上中央补助费，“每年经费为 ２ 万元，后为 ３．５
万元。 因战争发生，后缩为 ２．５ 万元” ［３７］，即按七折

发给［４１］附载，２０９－２１６。 抗战时期尤其是西康建省后，西
康省立师范经费增长较快。 比如 １９４０ 年度预算师

范教育费 １３３４８０ 元；１９４１ 年度师范教育经费概算

１８６１１６ 元，教育部补助边教师资训练费 １８０１６３ 元，
原因是物价较往年约增 ４ 倍左右⑩。 １９４６ 年下半年

度决算支出省立师范经费 １４６ ０５ 万元，而该年教育

经费占全省总经费的 １ ／ ３。 １９４７ 年度决算支出师范

经常费 ２６８８ 万元，临时费 ２７２１０．５ 万余元。 １９４８ 年

度决算支出师范经常费 ３４０８ 万余元， 临时费

２７２１０ ５ 万余元。 但经费递增明显不敌物价上涨

速度，原因在于西康各属地方均甚贫瘠，师范教育几

乎全赖中央及省款办理，而抗战期间中央与地方财

力万分窘困。
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师范校班发展与质素改

进。 省立西昌师范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公告“本期各班皆奉

令停招” ［６３］，省立第一边疆师范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公告

“本期无毕业班次，下期暂不招新生” ［６４］。 地方人士

甚至主张就康、宁、雅三属中心地点康定、西昌、雅安

各设立一师范学校，各区内省立师范学校实行合并，
县立则并入县立中学内附设师范班［５２］论著，４－７。 抗战

爆发后，省立师范图书、仪器、设备等费一律停

支［４１］附载，２０９－２１６，以致“内容之空虚，已成普遍现象，除
破烂房屋桌凳外，其他教学研究实验诸设备，俱极贫

乏” ［６５］。 中央政校康定分校自改国立康定师范后校

舍、图书、仪器设备“殊鲜添置者” ［６０］４７８。 尽管 １９４３
年西康省教育厅拟定《充实中等学校设备方案》和

《师范学校设备三年计划》，并采取措施充实中等学

校设备，但直至 １９４９ 年西康省政府仍列省立县立师

校为必须培修校舍及充实图书仪器设备者。 西康

师范学校自 １９３５ 年改组后始“厉行专任制” ［３７］，但
直到西康建省仍常以在康军政人员兼任，以致毕业

升学省外学生须经相当时间补习，尤以英、数、鑿三

科程度最低［６６］介绍，６。 尽管抗战时期大批人才迁移

至川康，也没能完全解决西康师范教职员缺乏与兼

职的问题。 省立西昌师范“有许多课程，就闹成有

书无人‘教’” ［６７］，国立康定师范“教职员大都兼任

党政机关或其他教育机关职务至一、二、三处不

等” ［６０］４７６。 利用边校开办的省立第二边疆师范创办

费仅 １０ 万元，初额定人员 ３１ 人，旋核减为 ２１ 人，第
二学期开学二月后又核减为 １５ 人，且负债高达 ８０
万元［６８］２２－２３。 西康各类师范学校师资缺乏、兼职普

遍，实缘于经费缺乏，“因其缺乏经费，所以不能以

相当代价聘请教师”，“如在根本上缺乏经费的地

方，则师资即只好由县府职员兼尽义务” ［１４］上，４２６，加
上教职员薪资增长不及物价上涨速度，不少教职员

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到校外兼职或者 “做点生

意” ［６９］，这对校务、教学、训育的影响可想而知。
第二，师范生与教师待遇菲薄，影响到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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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留生和师范生服务教育。
中央政校康定分校简易师范部学生入学后，学

校供给衣服、伙食、住宿、书籍和纸张，连附小中高年

级的童子军装备也由学校配发，学生仅自备内衣、铺
被、鞋袜、笔墨等，学生投考踊跃，但学生伙食很差、
不实行奖学金［７０］１３５－１６０，至 １９４５ 年上期“学生膳食质

量尚佳。 主食全系大米……每星期牙祭（即吃肉）
一次，每次每人发猪肉半斤” ［６０］４８０。 西康师范讲习

所学生，每人每月交伙食费大洋 ５ 元，伙食标准是每

日两餐，每餐一菜一汤，每桌八人，每周打一次牙祭，
书籍 费 也 是 学 生 自 备［２４］教育，５８［２８］１６６［７１］９４－９５，３１１－３１２。
１９３５ 年改为省立后，免缴学食宿杂各费，并供给制

服、被褥、书籍、文具用品，勤学者发给相当奖品或奖

学金， 毕业后免除差徭， 其余概照部颁标准执

行［６１］专载，１９５－２１３。 １９３６ 年度每人每月伙食费最低 ６
元，每年发军训制服冬夏衣各一套、书籍文具费 １０
元、灯油茶炭费 ４ 元［３３］教育，８２。 １９４０ 年每生每月伙食

费 ２２ 元、灯油茶炭费 １ 元，每期制服费 ２０ 元、书籍

文具 １５ 元、体育费 ３ 元。 １９４１ 年每生每月伙食费

３５ 元、杂费 ２ 元，每期制服费 ２５ 元、体育费 ５ 元。
自 １９４５ 年度起，每名公费生膳食费 ４８００ 元；自 １９４７
年度起，师范生公费名额 ８２０ 名、每名每月食米 ２ 市

斗 ３ 升、金币 ４．２ 元。 自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订立西康省

立中学师范奖学金制度，规定家境清贫、学业操行及

体育成绩优秀学生，奖给高中师范每人每年 ８、６、４
元和 初 中 简 师 每 人 每 年 ６、 ４、 ３ 元 三 等 奖 学

金［７２］本省法规，６８－６９。 １９４７ 年调整为以每校每班一名为

原则，暂定 ５０ 名，每名奖给奖学金 １ 万元［７３］３１，以后

逐年增加至每校学生总额的 ３ ／ １０［５１］８９。 限于经费，
西康省立县立师范学生待遇不能完全按中央规定办

理，核定的师范生公费及奖学金往往不能维持最低

生活水准，学生营养不良现象十分普遍，以致师范学

校招生、留生十分困难，加上小学教员待遇菲薄，西
康省立县立师范历年休学学生相当多，能够正常毕

业的师范生人数有限，而师范生“营养不足，面黄肌

瘦，加上一袭褴褛的衣着，如果毕业后分发到关外服

务，无怪乎受‘汉讨口子’之讥了” ［７４］。
康、宁二区的省立县立师范皆以招收各县藏、

羌、回、汉等族子弟为主，雅安境内的省立县立师范

全招汉人并无边胞，直到西康建省，省立康定、西昌

师范学生中真正康籍者不到 ２００ 人［６６］介绍，６。 中央政

校康定分校简易师范部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康定、泸

定、荥经、汉源、天全、芦山、雅安的汉族子弟，也有来

自宁属的冕宁、盐源、西昌和关外巴塘、新龙等县的

民族学生［７０］１１９，１３５－１６０。 除省立康定、西昌师范附设特

殊师资训练班及中央政校康定分校简易师范部注意

招收边民子弟以培养边教师资外，西康省立第一、第
二边疆师范和国立康定、巴安师范亦注意招收培养

边民师资，然而真正的边民子弟占极少数。 １９４３
年，邓俊康就注意到，西康各师范学校招收学生完全

是汉民子弟，纯粹边民子弟占极少数，学生毕业后服

务边地均有不适应之苦，且因语言文字的差异，教者

与被教者之间的隔膜难以化除［７５］３３－３６。 １９４５ 年，教
育部视察员程宽正亦指出，国立康定师范在校学生

１２２ 名中，有 １０７ 人为西康籍，其中属康省的边区学

生仅 ４６ 人，“在此四六人中又未必皆为康族或倮

倮，故真正的边民，为数甚少” ［６０］４７７－４７８。
西康师范学校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毕业学生 ４０ 名，

其中升学蒙藏学校 ８ 人、川东师范 ６ 人、其他学校 ５
人，服务教育行政机关者 ４ 人、任教员者 ７ 人，不明

１０ 人［６１］专载，１９５－２１３，服务教育者仅 １ ／ ４。 １９３７ 年，西康

建省委员会明定师范生服务办法及期限，并咨教育

部迫 令 各 省 非 服 务 期 满 之 毕 业 生 不 得 升

学［３７］［３８］计划，２８８。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中央政校康定分校简

易师范部第一班学生毕业 ３１ 名，其中 ６ 人奉命到重

庆巴县界石场蒙藏学校高中部深造，其余毕业生有

的去了叶秀峰组建的国民党西康省党部，有的去了

刘文辉筹建的西康省政府任职，真正服务于小学教

育者仅数人，到解放时多数成为国民党的党、政、军、
特、教的中下级人员［７０］１５４。 简易师范第二班毕业生

１４ 人，经省府分发至康属各县小学服务的少数学生

亦“不安于现状” ［７５］３４［７６］。 自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开始，西
康省加强了师范生毕业服务管制，并将其列入各年

度工作重点，还制定了专门的师范生毕业服务及奖

惩办法。 １９４４ 学年度，西康省因规避服务而开除学

籍、追赔学费者 １ 名，因服务成绩优良而准予保送升

学以资深造者 ４ 名，并训令各师范学校详查具报各

校毕业生服务情形。 为使师范生均能服务教育起

见，１９４６ 年，西康省按照部颁规程拟订《师范生手

册》。 尽管三令五申，但西康省师范毕业生服务于

教育部门的人数仍极其有限。 比如国立康定师范

１９４４ 年夏师范班第一届毕业生 １６ 人，“在教育界服

务者，仅占半数” ［６０］４７９；西康省小学教员 １９４６ 年底

共计 ５００８ 名［５６］１１－１２，合格教员仅 ２０２６ 人，占教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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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４０％；１９４７ 年所需教员 ６００７ 人，通过增培，合
格教员仅达 ４７％［５０］８９，９３－９４［５１］２８；西康省县局乡镇保

教育行政人员 １９４７ 年度第二学期为 ２７０４ 人，其中

师范学校毕业者 ７３０ 名、仅占总额的 １０％多一点。
究其原因，在于 “师范生往往得到规避服务的机

会”，“不合格的教师常常与合格的师范毕业生不合

作” ［６５］，即便就职于初等教育的教师也未必认教育

为终身职业或对教育儿童感觉兴趣，师范生甚至以

服务关外教育为当差，视服务学校为畏途［７７］９。
第三，课程训育具有民族性、区域性、战时性特

点，但学科讲授不全，训育敷衍问题突出。
在西康建省以前，西康省立国立师范学校计划

设置的课程与教学比较注意西康地区特殊情况，开
设有国民党党义、军事学、帝国主义侵略史和康藏语

文、史地等课程。 中央政校康定分校简易师范部课

程，除遵照部颁课程标准外，还参酌地方环境与需

要，增设藏文、英文二科，并于生理卫生科内增授简

单医药常识，理化科除尽量利用所有仪器实验以增

加教学效率与学习兴趣外，并随时利用课外时间参

观附近工厂以补实验设备之不足。 每班修业最后一

学年即以实习为教学中心，除随时到附近各国民学

校及社教团体见习外，并于附小作学校行政、各科教

学与教务及训导工作之实习。 学校还设有军训队

长、国民党区分部，对全体师生实行军事管理、党化

教育。 学生一入学就要集体参加国民党，除个别教

师外都是国民党党员。 １９４５ 年后取消军训队长而

改设训导主任，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５８］３１－３４。
西康师范讲习所，“除应授以教育学常识外，凡关于

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普通科学列入必修亦决不可

少。 惟实施党化，主义认识为先。 服务边藏，番语文

尤重”，科目设置 １９ 门，必修科目为国文、史地、自
然、图画、手工、唱歌、教育学、教授法、管理法、心理

学、伦理学、训练法、政治经济概论、帝国主义侵略

史、三民主义、藏文 １６ 门［７８］教育，２－４；１９３１ 年改为师范

学校后招收的三年制普通初中师范第一班，开设普

通的国文、英文、藏文、公民、历史、地理、物理、化学、
生物、图画、音乐等课，最突出的是开军事学、帝国主

义侵略史和康藏史地，尤其是根据民族地区特点把

藏文列为必修课、增设乡土教材等，都是很切合康区

实际、适合民族教育需要的，但却未开设教育课

程［２８］１６９－１７０；１９３５ 年下期更名省立师范后，除遵照部

颁规程及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办理外，简易

师范部须加授藏语、康藏史地（注重民族融合历史

及帝国主义侵略康藏事实）、佛学大意、看护须知，
师范正科须加授康藏语文、康藏史地（注重民族融

合历史及帝国主义侵略康藏事实）、佛学概要、看护

须知（附医学常识）、特种教育法（即夷民教育法），
藏族师资训练班则设体育、国文、藏语（兼收汉族学

生故特重藏语）、地理（特重康藏地理）、历史（特重

康藏历史）、算学（特种算学教学法）、自然（特重自

然教学法）、劳作（农牧）、图画（特重图画教学法）、
音乐（特重音乐教学法）、教育研究（就已学之小学

行政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小学教材及教学法等学科

研究并补习之）、特种教育法（即夷民教育）、实习

（包括试习试教两项），修业四年者得加授藏文、国
语（专收藏族学生故特注重国音及汉语会话）、康藏

史地（注重民族融合历史及帝国主义侵略康藏事

实）、看护须知（附医药常识）、国防研究。 训育须注

重唤起民族精神、破除落后思想，须融合民族感情、
统一语言及意志，须深究国际情形、激发爱民族爱国

家之精神，须利用科学方法、改善日常生活及对自然

界之真确认识，须具有佛学情操、培养忠孝仁爱信义

和平之国民道德［６１］专载，１９５－２１３。 实际上，据 １９３６ 年阳

昌伯指出：西康师范学生毕业三批，“学校课程方

面，未闻有医药、农业、畜牧等边疆上需要之学科，且
不按部颁规定在三年之间以应授之材料教完，甚至

有时因人力财力之关系，减缩应习之学科；如师范第

三期教育课程只授以教育概论及管理法二科，且部

分片断讲授，未能以整个知识贯输于学生。 若言数

理科，则更属幼稚。 因此每期毕业学生程度尚不若

内地初中学生， 既无教学技术， 复无力向外升

学” ［７９］６。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及政府明确规定边疆

教育的目标和宗旨是训练生活技能、培养国族意识、
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文化、实现全国文化统一和

边疆巩固。 西康的国立省立县立师范增加了抗战课

程，加紧了特殊训练。 省立康定师范就增加军事训

练及实习时间［４１］附载，２０９－２１６。 特殊师资训练班甲组设

普通科目公民、国文、康语、军事训练和小学国语社

会、小学自然算术、小学教育研究以及特殊科目农垦

学科、畜牧学科、工艺学科、医药常识、实习，乙组普

通科目有公民、国语、算学、常识、军事训练、教育概

论、实习以及特殊科目农垦须知、畜牧须知、简易工

艺、医药卫生、实习等，每周教学 ３６ 小时、每学年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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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足 ４８ 周，并特重公民、军事、生产和精神训练（唤
起民族精神、发挥民族思想、统一语言及意志），培
养科学应用之兴趣及改进农牧生活之精神，施行农

场牛厂之生活习惯训练，以深入民间［８０］命令，９８－１０３。
事实上，该特师班 １９３９ 年上下两期所授课程俱偏重

普通科学，对于咨部核定之特殊科目竟不注重，终属

名实相违。 １９４０ 年上期又因未能聘得专任农科教

员，特殊课程多未讲授，而人事上亦欠调协，学生成

绩亦未能符预期［４５］四中等教育。 西康省立第一边疆师

范设甲、乙两种班级，各班内分设教、农、工、医分科，
其课程和学级编制都带有几分试验性和创造性，注
重实践和民族特色，但因班级和课程复杂、学生程度

不整齐，特订一套课程并试行一种学级编制，即以兴

趣分为教育、农艺、工艺、卫生四组，以能力分为甲、
乙、丙三组，课程分为共同学科和专科学科，学生实

习采取“教学实习间期制”办法，即学生受训二年、
派出实习一年、再调回训练一年。 １９４４ 年夏派出第

一届工、农、医三组学生 ３６ 人到关外南北两路共 １１
处 据 点 小 学 之 工 厂、 农 场、 医 疗 室 等 实

习［２８］１７３［７１］３１２［８１］１９－２０［８２］３９－４５。 省立第二边疆师范，旨
在培养既懂教育又有工农专业技能、既能办学校又

能从事边疆民族经济建设的一专多能人才，学生入

学时即按志愿分为教育、工艺、农艺三个专业组，课
程分基础课、专业课两类，比普通师范课程多，学校

被誉为“政教合一、建教合一、教学合一、文武合一”
的边教先驱摇篮和边疆民族干部学校，教生实习是

到边实校、北山边小、康专各实习厂场、农职校、农改

所 的 农 牧 场、 苗 圃 以 及 一 些 公 司 的 工 场

等［６８］２２－２３［８３］４－５［８４］２０７－２１４。 据 １９４５ 年调查，国立康定

师范尽管师范必修科目与部颁标准尚少出入，选修

课循学生之请而定英语为甲乙两组，复以地方环境

需要而增设藏文，但规定之社会教育、教育辅导等选

修科目却完全置之不顾，恒因教员兼职过多而随意

调课、提早至晨间或延至晚间，甚至辄多旷课、缺课、
迟到或早退，教员上课多不点名且不带点名册，教学

鲜有准备，教学进度至少延缓一学期之多，学生上课

与否一任自由，学生作业不足且不加批改，教生在附

小实习，“既无实习教员主持其事，复无其他教育教

员或附小教员在旁指导”，且因教导主任、训导组

长、级任导师各在校外兼职而无力训导学生，“校风

遂以日堕”，“学校几成无政府状态”，学生宿舍“几
疑为难民收容所” ［６０］４７８－４８０。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升格为国

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后，设置国文、史地、数理三科，
国文、史地科实行二年制，数理科实行五年制。 五年

制与二年制的课程在教材深浅上有所区别，各科在

课程设置上突出民族地区特点，开设了中国边疆史

和藏文，同时还体现了师范性，除开设必修教育课程

外，还注重实习、专门开办附小、四年级为教学实习

时间；在各科中，较具优势的是国文和史地二科，原
因在于西康地处边区、少数民族所占区域大、兴汉学

迟、数理教师缺乏、设备极差，故教学重在国文，学生

国文基础优于数理［７０］１１９，１４０，１５２－１５３。
总体来看，西康师范教育在办学条件和教育内

涵上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西康建省以来师范学校

尽管多有增设，但因经济文化落后、抗战环境以及经

费、师资、学生不足等诸多因素限制，学校发展规模

受到影响，师范毕业生因待遇低廉而多不愿从教，而
从教者亦多不安于现状，以致西康省的合格教员和

教育行政人员未能达到半数；第二，西康省培养边教

师资的虽有省立康定、西昌师范，省立第一、二边疆

师范以及国立康定、巴安师范 ６ 校，但招收的学生中

汉民子弟超过边民子弟，培养的边教师资很少，加上

待遇低微、生活艰苦，到夷区服务的师范生更少，又
因服务边地的毕业生均有不适之苦，且因语言文字

的差异，教者与被教者之间的隔膜难于化除，对于边

民教育的推进阻碍实多，以致边地的学差观念难以

消除；第三，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注意边疆语文、
史地、宗教及农、工、医、教知识教育，注重党义思想、
民族精神与国家观念的训育与养成，以促进边地生

产、生活、教育的改进，适应边疆内属和汉化的需要，
然而却普遍存在名实相违的情况；第四，西康省虽对

师范教育质素不断提出整顿与充实的要求，然而效

果并不理想，师范学校普遍存在教员缺乏且兼职过

多、学科及课程开设不齐、设备简陋、内容空虚、学生

程度偏低等质量问题以及国师、康师、边师均集中于

康定以及西师、第二边师集中于西昌的布局结构不

合理问题。 总之，西康师范教育的发展只有量的增

长而无质的改善和提升，是一种粗放的发展样态，其
对西康教育、文化、社会、经济进步乃至边民的国家

国族意识养成的化导和推进作用不能估计过高。
四　 结论

通过前面的讨论，似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西康师范教育的再兴与发展，是官方基于

边疆危机、抗战内战环境实施的民族国家建设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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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建省举措，其加强西南边防、内属汉化边民、统一

全国文化、建设统一民族国家等政治意图十分明显，
用刘文辉的话来说，就是以教育文化之力来建设

“新西康”、“化边地为腹地”。
第二，西康师范教育的再兴与发展，是在政府的

规划主导和汉化边民的思想指导下实现的，并与国

民教育、边民教育的推进相配合，由建省前的地方自

主兴办向中央与地方兼营并进发展，再向建省后的

中央统管与地方分区推进、结构调整、质素提高发

展，且以抗战期间西康建省后的发展最为迅速，这使

其既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又带有浓重的官方色

彩和计划性，还难免粗放发展的特点。
第三，边疆与内地教育本有异质点，仅移植内地

普通教育到边地绝难为功，因此西康师范教育在内

涵上呈现出民族性、区域性和战时性特点，但因战争

环境下教育经费增长不敌物价上涨对教育的质素与

内容改善的影响，西康师范教育在质量、内容、结构

上呈现出量质不相应、内容空虚、结构不合理问题。
这是边疆师范教育的共同特征，也是抗战时期各级

各类教育均存在的设备缺乏、师生待遇菲薄等共性

问题。 西康各类师范学校更突出地存在着师资缺乏

且兼职普遍、课程开设不全、教学训育敷衍塞责、边
生招留困难且不愿服务教育、校风学风不良等内涵

空虚问题，其发展样态十分粗放，使其对西康教育及

社会的推动与引导作用受到影响，并导致西康学差

观念难以化除。 时人所谓“经费不足，设备简陋，师
资缺乏”是西康“学校失败之原由”，西康教育“根本

上以经费、师资、学生为三难，则以后之进行，即以打

破此三难为其出发点” ［１４］上，３６１，４２６－４２７，正是我国近代

边疆教育状况的真实写照及经验教训之所在。 因

此，解决边疆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形式主义和

解决经费、师资、学生三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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