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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袁 世凯在清末力主废除科举制度 ,大 力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积 极规划学堂管理 ,是

清末教育改革中颇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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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1859— 1916年 )是清末 民初极具影

响的人物。大多数人对袁世凯的政治生涯比较了

解 ,但对他在清末的教育活动却知之甚少。袁世

凯在清末的教育活动主要集 中在清政府宣布
“
新

政
”
之后 ,到 1909年 1月 被开缺回籍这段时间。

伴随着清政府
“
新政

”
的施行 ,袁世凯力主废除科

举制度、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是清末教育改革的积

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 力主废除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从隋朝创立沿袭到清朝 ,成 为朝廷

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 ,也是读书人谋取仕途的重

要阶梯。到清末 ,面对
“
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
,重

“
礼义

”
的传统教育与内容狭隘的科举考试 ,越来

越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成为各类实用人才

培养与获取的主要 障碍。清末 有 留学生指 出 :

“
吾国二千年来 ,无普通之教育 ,冠儒冠者 ,唯 以

弋取功名为心 ,所治者科举之业 ;主讲席者 ,唯 以

研求帖括为事 ,所 督者记诵之功。⋯⋯名为老师

宿儒 ,其实学问之程度 ,曾 外国童稚之不若。
”
[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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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页 )科举制走到了穷途末路 ,社 会上要求改革

的呼声不绝于耳。戊戌维新期间,光绪下诏废八

股文改试策论 ,但 因维新失败而落空。1901年
,

张之洞等人上奏朝廷 ,主张变通科举。同年 ,迫于

形势压力的清政府宣布实行
“
新政

”
,改革教育制

度。1902年 7日 ,清 廷谕令废八股 ,改 试策论。
1903年 4月 ,袁世凯与张之洞联衔奏请递减科举

中额 ,“ 亦宜酌量变通 ,为分科递减之一法
”
,建议

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 ,均按年递减 ,务期科举逐渐

尽废 ,进而广设新式学堂 ,为 国家培养有用人才 ,

“
俾天下士子 ,舍学堂⊥途 ,别无进身之阶 ,则 学

堂指顾而可以普兴 ,人 才接踵而至 ,不 可胜用
”

[2](7s9页 )。

袁世凯等人认识到科举制度阻碍了新式学校

的发展。自洋务运动以来 ,新式学堂在封疆大吏

的倡导下虽有所创建 ,但基本上是零零星星 ,各 自

为政 ,缺 乏全局的总体规划。正如袁世凯所说 :

“
中国非无忧时之士也 ,而绅民不闻倡建学堂者 ,

亦以群情注重科举 ,父兄以是勖子弟 ,乡 党以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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侪偶 ,但使荣途不失 ,何 暇远虑深谋。
”
即便朝廷

三番五次要求地方官创办新式学校 ,地方官也大

抵观望迁延或敷衍塞责。
“
盖谓人学堂 ,亦不过

为科举地耳。今不人学堂而亦能得科举 ,且 人学

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 ,又孰肯舍近而图远 ,避

易而就难
”
,所以 ,“ 科举一 日不废 ,即学校一 日不

能大兴 ,学校不能大兴 ,士子将永远无实在之学

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 ,中 国永远不能进于富

强 ,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
[2](737页 )。 1905

年8月 ,袁世凯再次领衔与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

总督张之洞、署两广总督周馥、湖南巡抚端方一道

上奏 ,要求清政府立停科举 ,推 广学校。
“
欲补救

时艰 ,必 自推广学校始 ,而 欲推广学校 ,必 白先停

科举始
”

,“ 停罢科举 ,庶 几广学育才 ,化 民成俗 ,

同定国是 ,外 服强邻 ,转危为安 ,胥基于此
”
[2]

(Ⅱ田—1188页 )。 袁世凯等人的上奏引起了清政

府的极大关注。清廷下令从 1906年 开始各省岁

科考试一律停止 ,同 时要官绅
“
闻风兴起 ,多 建学

堂 ,普及教育
”
,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科举制度的废除 ,是 清末教育制度的一场革

命 ,是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必然。袁世凯等封疆

大吏的废科举主张加速了科举制度的灭亡。以科

举制度为中心的封建旧式教育至此结束 ,一种崭

新的、近代化教育模式开始确立。

二 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清末统治危机 日重。面对时事多艰 ,袁 世凯

不得不承认人才难得 ,认为造就人才 ,实 为当务之

急。他认为 :“ 国无强弱 ,得 人则兴 ,时无安危 ,有

才斯理。诚 以人才者 ,国 家之元气 ,治 道之根

本。
”
[2](735页 )“ 盖兴国大政 ,莫 重乎教育人

才。
”
[2](1笏 1页 )在袁世凯看来 ,教 育、人才关系

到国家的安危 ,有人才则国家富强易于反掌 ,无人

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

袁世凯还认识到
“
中国腹省风气未开 ,士 民

囿于一隅 ,每 至寡闻少见 ,一 遇洋人 ,非存畏避之

心 ,即起仇视之意
”
[3](卷九)。 以这样的民族、心

态、民俗、民风 ,中 国断难立足于世界。袁世凯希

望借助学校一途 ,提 高国民素质 ,开启民智。他

说 :“ 且设立学堂者 ,并非专为储才 ,乃 以开通民

智为主,使人人获得普及之教育 ,具有普通之智

能 ,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也 ,其才高者固

足以佐治理 ,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 、农、

工、商 ,各完成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 ,妇人孺子 ,亦

不使佚处 ,而兴教于家庭。无地不学 ,无人不学 ,

以此致富奚不富 ,以 此图强奚不强。
”
[2](11BT页 )

袁世凯看到了学校教育对拔尖人才的培养 ,又注

意到了它对民智、民俗的潜移默化作用 ,还注意到

它与国家兴衰、强弱的密切关系。
“
政治必赖乎

人才 ,人才必出于学校
”
[2](Ts6页 )。 袁世凯从

考察国外情形中了解到发达国家学校遍及全国各

地 ,国 民无人不人学 ,学校愈多而文明愈著的情

况。清末虽有洋务派创办的工些学校 ,但是 ,大多

是急功近利的各类大学堂 ,规模也极为有限。甲

午战前 ,中 国自办学堂 呖 所 ;1895— 1899年 ,全

国兴办学堂约 150所。由于缺少师资、经费 ,中 、

小学堂还处于起步阶段。基于上述认识和国情 ,

袁世凯力主兴办新式学堂 ,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一 )兴办新式学堂

袁世凯认为 :学校教育应该循序渐进 ,由 浅入

深。学生如果不人小学 ,无 以植根本 ;不 入中学 ,

无以扩知能 ;不人大学堂 ,终难以集大成而造乎其

极。1901年 9月 ,袁世凯在奏报中说 :“ 考各国学

制 ,必先由小学而后升人中学 ,由 中学而后升人大

学 ,此通例也。现各属应设之小学、中学堂难以骤

成 ,而省城之大学堂又势难久待。
”1902年 8月

,

袁世凯上奏清政府 ,主张
“
赶紧兴办小学

”
,而且

拟于直隶州各府设中学堂一处。这就改变了初期

以少数学堂取专才的偏差 ,逐渐设立了大、中、小

学堂 ,为系统完整的教育体制的形成作了有益的

探索。

袁世凯的兴学是成功的。截止 19"年 ,直隶

共办有学堂 8000多所 ,直隶地区教育初具规模。

19“ 年 6月 ,袁世凯奏报直隶已开办各级各类学

堂 ,有
“
北洋大学堂一所 ,高 等学堂一所 ,北洋医

学堂一所 ,高等工业学堂一所 ,高等农业学堂一

所 ,初 等农工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

所 ,优级师范学堂一所 ,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

十九所 ,中 学堂二十七所 ,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

所 ,初 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 ,女师范学堂一

所 ,女学堂四十所 ,吏胥学堂十八所 ,此外尚有客

籍学堂 ,图 算学堂 ,电 报学堂各一所
”
[2](1338

页),注册人学人数 86652人。连同武备、巡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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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 ,总数不下 10万人。据学部 19"年统计 ,直

隶办有各类学堂 8723所 ,学生 164000余人 ,位居

全国第二。尽管入学人数与直隶 ⒛00万人 口相

比,为数很少 ,但在学堂初兴的情况下 ,几 年时间

里能办出如此成绩还是颇为可观的。由于直隶新

式教育发展较快 ,“ 官绅协力 ,风气潜移
”

,“ 捐赀

设学者不绝 ,公 立私立 ,月 有所闻
”
[3](卷 三十

九),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社会学说开始

在新式学堂中得到广泛传播。

(二 )推广新式学堂教育

l。 崇实学 ,增 实科

四书五经、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已 经不能适

应近代社会的需要 ,有 识之士呼吁学校教育讲求

实学。1901年 4月 ,刚 走马上任不久的山东巡抚

袁世凯上奏清廷 ,提 出了
“
崇实学

”
、
“
增实科

”
的

建议 ,认 为
“
中国情见势绌 ,急 思变计 ,兴学储才 ,

洵刻不容缓矣
”
,拟 请

“
并饬下各行省筹经费 ,多

设学堂 ,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 ,区分等次 ,以 次推

广 ,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 ,择 中外有裨实用之各

项书籍 ,及各国著有成效之各种学术 ,延 师讲授 ,

分门肆业
”
[3](卷九)。 新式学校不再是科举的私

塾或贵胄的特权。各行省多建学堂 ,授以实用之

术 ,既开民智 ,又增强了国民的生存技能。后来袁

世凯参与筹设的各类学堂章程 ,除 了经、史学外 ,

还有算学、地质学、测量学、格物学、化学、生物学、

工学、商学、矿学、农学、医学、方言学、译学等新设

实用学科 ,实科所占比例大大超过了传统的教学

课程。比如北洋陆军武备中学堂 ,第一年除讲授

经、史学外 ,还讲习算学、洋文、测绘、地理、博物、

兵学、军器、操法 ,第 二、三年授以兵学及步、马、

炮、工、辎重各专门,与 传统武术学堂只讲授刀、

矛、弓、箭之术相比,明 显先进得多。袁世凯在借

鉴西方学制的基础上 ,将各种实用科学引人了直

隶举办的各类学堂。

2.突 出武学

清末中国群盗入室 ,国 土横遭宰割 ,国 民惨遭

蹂躏。在强邻交逼的时代 ,非凭武力 ,国 家难保自

卫 ,难 图自强 ,所 以
“
各国士农工商兵均有专学 ,

而兵学尤重
”
[3](卷 九)。 19Ⅱ 年 4月 ,袁世凯上

奏 :“ 窃维当今时局 ,以讲求武备为先 ;整顿戎行 ,

以遴选将才为急。臣观近日各营将弁 ,其朴诚勇

敢者 ,尚 不乏人 ,然气质半属粗豪 ,文理尤多暗昧 ,

其于军谋战略,平时既少研求 ,一旦临戎 ,往 往张

皇失措
”
[2](487页 ),这样的军队难以抵御列强

的进攻。时局 日艰 ,故
“
经武储材 ,尤 为急务 ,不

得不赶速办理
”
[2](915页 )。 袁世凯深知将帅握

有精兵良将对稳固其地位的重要。他借朝廷振兴

戎政之机 ,大 张旗鼓地筹建各种武各学堂。在
“
新政

”
时期 ,袁世凯在直隶创办有北洋行营将弁

学堂、保定参谋学堂、北洋陆军武各学堂、北洋陆

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马医军医经理军械学堂、大

沽宪兵学堂、北洋陆军军官学堂、北洋讲武学堂、

天津电信学堂等。这些军事学堂培养出了具有近

代军事知识的军官和士兵 ,素 质高 ,战 斗力强 ,这

是袁世凯在清末极力推行军事教育改革的成果。

小站练兵及各级各类武备人才的培养奠定了袁世

凯一生事业的基础。

(三 )加 强新式学堂管理

1.加强教育管理力度

清末新式学堂逐渐增多 ,但 管理严重滞后。

就宏观方面而言 ,缺乏全局上的总体规划 ,没有全

国性的新式教育管理机构 ;就微观方面雨言 ,不要

说不同类型的学堂 ,即便是同一类型的学堂 ,在学

制年限、课程设置、教材及师生待遇方面也存在较

大差异。

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期间 ,于省城设学校司 ,

为通省学务总汇之所。学校司置总办一员 ,分三

处 ,即 专门教育处、普通教育处和编译处 ,各处分

置总办一员 ,分理其事 ,对端绪纷繁的学校事务进

行专职管理 ,这使得各项学校事物的管理能有条

不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按学务大臣奏定

章程 ,改学校司为学务处。1905年 8月 ,清廷发

布上谕 :“ 饬令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 ,嗣后

各该学政事宜 ,著 即归学务大臣考核 ,毋庸再隶礼

部 ,以 昭划一。
”
科举制度废除后 ,新 式学校情形

不同,学校管理制度 自然应该有所不同。1906年

2月 ,袁世凯上奏并希望清廷
“
明昭创立学部 ,示

天下以准绳
”
[2](1⒉9页 )。

为使全国学制整齐划一 ,袁 世凯建议朝廷
“
定系统

”
、
“
定权限

”
、
“
行考选

”
。

第一 ,定 系统。由学政考校各省学堂之事。

复提学道旧制 ,设正学提举 1人 ,专管各学堂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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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 ,副 学提举 1人 ,专司各学堂管理之事。各府

设正副教授 2人 ,各直隶州设正副学正 2人 ,各州

县设教谕、训导各 1人 。这样 ,每属 2人 ,分掌教

科、管理 ,职责分明 ,利 于提高管理效率。第二 ,定

权限。以前 ,学校之事 ,由 学政统摄。现设学堂 ,

督抚以至地方官也应配合学政担起责任。有关地

方学堂的建置、扩充、革兴 ,提学道可与督抚共同

协商 ,转 饬本省学务处 ,责 成地方官办理。这样 ,

学官纠察之权与地方行政之权不相混淆 ,有 利于

整个管理系统的健康运作。第三 ,行 考选。目的

在于使
“
儒官无不谙学务之人 ,教职无坐糜禄食

之事
”
[2](1zsI页 )。 即对现任教职 ,概令调省考

验 ,除习过师范、研究学务各员外 ,老 而无能者 ,

“
以原品休致

”
;年壮可培养者 ,人师范学堂 ,毕业

后再行录用。对师范毕业的学生 ,予 以举人、进士

出身 ,由 各省督抚查取毕业证照最优者 ,试补教

授、学正 ,优等者试补教谕 ,中 等者试补训导。行

考选 ,慎选师资 ,能够保证师资队伍的质量。

2.制定新式学堂章程

袁世凯还积极参与各类学堂章程的制定 ,备

极周详。如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 )八月的
“
山东

大学堂试办章程
”
,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 )五 月

的
“
北洋行营将弁学堂试办章程

”
,同 年七月的

“
直隶师范学堂暨小学堂暂行章程

”
、
“
中学堂暂

行章程
”
、
“
创设保定警务局学堂拟定章程

”
,光绪

二十九年(1903年 )七 月的
“
北洋陆军讲武堂学兵

营试办章程
”
,光 绪三 十二年 (1906年 )六 月 的

“
法政学堂章程条规

”
等。就一般大、中、小学堂

或师范学堂章程 而言 ,大都包含了四个部分 :学堂

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

以
“
山东大学堂试办章程

”
为例。在学堂办

法中对筹办此学堂的形势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

认为当时在缺乏中、小学堂的基础上 ,试办山东大

学堂只能分三等 :一各斋 ,习 浅近各学 ,略如各州

县之小学堂 ;二正斋 ,习 普通学 ,略如各府厅直隶

州之中学堂 ;三专斋 ,习 专门学。按理 ,大 学堂只

应设专斋 ,但因一时无所取材 ,却 不可能设立专斋

之课 ,而只能从各斋、正斋入手。除此之外 ,还 对

学生数额、人学资格、学习年限等作了规定和限

制。在学堂条规中 ,首 先要求学生宗圣尊主 ,其次

明确规定学生的作息时间以及 日常行为规范。在

学堂课程一栏内,按 由浅人深的教学原则 ,对 备斋

及正斋学生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程分别作了详纡

安排。
“
各斋学生 ,每 日均须将功课分校填注 日

记 ,功课余暇 ,均 须练习体操 ,每 月均须作中西文

字 ,每 年春秋季考两次
”
[4]。 在学堂经费一栏

里 ,要求对学堂各项开支作出估计 ,由 政府拨款 ,

饬令委员节约开支 ,力 戒浮糜 ,以 期持久。对章程

的未尽事宜 ,还可随时增损 ,至于完美。

袁世凯的这篇
“
山东大学堂试办章程

”
很快

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二个月后即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 )十月 ,清政府降下谕旨:“ 查袁世凯所奏

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其教规课程参酌中

西 ,而谆谆于明伦理 ,循礼法 ,尤 得成德达材本末

兼资之道 ,著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 ,

通行各省 ,立 即仿照举办 ,毋许宕延。
”
[4](卷一百

七十)“ 山东大学堂试办章程
”
成为以后制定学堂

章程的蓝本。

(四 )重师资 ,倡 游学

1.重师资

袁世凯认为振兴教育 ,首 重师资 ,“ 窃维育才

莫先于兴学 ,兴学莫重于得师
”
。清末 ,无论在朝

在野之人均主张兴学 ,但是旧式教育常常囿于章

句帖括 ,于 各种新学既接触不多 ,更难以讲求 ,因

而
“
各州县现虽筹办学堂 ,而 教习无人 ,课 程无

定 ,名 为设学 ,实仍虚应故事
”
[2](581页 )。 学堂

不多 ,不在于无款无地 ,而在于无教师。袁世凯认

为应多派中学已通之士出洋就学 ,“ 分习速成师

范及完全师范两种 ,尤 以多派举贡生员为善 ,并于

各省会多设师范传习所
”
[2](1188页 )。 袁世凯认

为速成师范可救燃眉之急 ,实属变通之策 ,完 全师

范以应长时之需 ,待教习敷用时 ,速成师范便可停

办。

为了解决新式学堂的师资问题 ,袁 世凯还多

方延揽通晓西学的教师 ,直接担任一些西学课程

的教学 ;并聘请美国人丁家立担任高等学堂西学

总教习,委托其在天津大学堂学生中选拔优等生

充当府设中学堂教习。为稳定、扩大师资队伍 ,袁

世凯主张提高教师待遇。他上奏说 :“ 学道清苦

异常 ,应请从优给俸。原在四千两以上者 ,改为八

千两。原在四千两以下者 ,改为六千两 ,俱按十成

支放 ,永不折扣。
”
[2](1zs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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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倡“
游学

”

为使长期封闭的中国人了解世界 ,也 为了减

少清末
“
新政

”
的阻力 ,袁世凯积极主张派官绅出

洋
“
游历

”
以及派学生出洋游学 ,同 时号召有条件

的学生自备资斧出洋游学。1901年 4月 ,袁世凯

上奏 :“ 拟请简派王公分赴外洋各国,慎选留心时

务之京官随从游历 ,考究各国政治、学术、工艺、风

土、人情 ,既资以广见闻,亦藉以觇敌视。濡染既

久 ,智 慧日生 ,外洋情形 ,均 得要领 ,回 国任事 ,自

然措施 ,遇有交涉 ,更无难于因应。
”
[3](卷 九)后

米 ,袁世凯更明确指出 :“ 欲求民智之开 ,非 由官

绅人手不可
”

,“ 方今时局更新 ,惟有上下一心 ,博

采邻邦之良法。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

渐 ,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
”
。

留学在清末已成为一种趋势。有的省份已率

先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

八月清廷发布上谕 :“ 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省选

派学生 ,出洋游学 ,用意甚善 ,著各省督抚 ,一体仿

照办理。
”
[5](卷一百六十九)袁世凯响应清政府号

召 ,在他任内,积极派遣留学生 ,而 且重用归国之

士 ,陆续派办洋务及师范、实业各学堂、局、厂。虽

然袁世凯并非近代留学教育的创始人 ,但他积极

推动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

清末的教育改革。

袁世凯作为清末的一位权势人物 ,担任直隶

总督期间 ,广建学堂 ,普及教育 ,对清末教育改革

作出了一些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
教育之普及 ,

皆创自直隶 ,中 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
”
[3](《 养寿

园奏议辑要跋》),他的兴学育才主张及对人才培养

的重视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 ,他毕

竟是一位封建的大官僚 ,其办学的目的当然仍是

维护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从其试办章程中,可 以

知道其学堂的性质
“
以四书五经为体 ,以 历代史

鉴及中外政治艺术为用⋯⋯庶先明其体 ,后达其

用
”
[6](卷 五《学校》上)。 这说明袁世凯设立学堂

的宗旨仍然是
“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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