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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家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研究
!

---以
!")$

年有关文言文教育争论为中心

罗庆云
!

戴红贤

摘
!

要!

'#

世纪
)#

年代中期$教育家汪懋祖引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有关文言文教育的争

论"汪懋祖相继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小学文言文运动)#(关于小学国语教

材疑问之进一步的探讨)等论文$它们基本反映了汪懋祖有关文言文教育的思想"这些思

想是教育家汪懋祖长期学习#思考#研究和实践的结晶$值得人们重视"它们对于
'!

世纪

的语文教育有启迪意义$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汪懋祖%文言文%教育

!")$

年$教育家汪懋祖引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关于文言文教育的争论"争论的主要

问题是!中小学要不要学习文言文/ 要不要读经/ 白话文教材是否存在诸多弊端/ 等等"

在此期间$汪懋祖相继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

!

#(中小学文言文运动)

"

#(关于小

学国语教材疑问之进一步的探讨)

#等论文"几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检阅那场争论$我们

发现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值得重视"本文拟以
!")$

年汪懋祖有关文言文教育系列文

章为中心$研究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探究汪氏文言文教育思想渊源$探讨其对于
'!

世

纪语文教育及文化繁荣发展的借鉴作用"

一#

"1%0

年文言文教育之争概述

!")$

年
%

月
$

日$汪懋祖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对湖南#广东等省当局强令中

小学读经和教育部禁止小学诵习文言两种做法提出异议%

$认为&小学读经$固非合理$禁

绝文言$似亦近于感情作用'$二者犯了&各走一端'的错误"由于文言文教育涉及的问题

敏感复杂$汪懋祖的文章很快牵动了方方面面的神经$人们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纷纷发表意

见$比较有名的人物如吴研因#余景陶#柳诒徵#胡适#陶行知#傅孟真#容肇祖#鲁迅#何鲁

成#任鸿隽#龚启昌#周淦#湘君#朱翊新等均先后参与讨论"其中反对汪懋祖最激烈用笔

最勤者当属吴研因"

!")$

年
%

月
!(

日$吴研因发表(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

指斥语体文诸说)

&

$批驳汪懋祖的观点"

(

月
!

日$汪懋祖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答辩

吴研因"

(

月
&

日$余景陶发表(小学读经与习文言文)

'

$支持汪懋祖的观点"

:

月
!%

日$

!

"

#

%

&

'

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载(时代公论)

!")$

年
%

月
$

日第
)

卷第
(

号$总
!!#

号"

汪懋祖!(中小学文言文运动)$载(时代公论)

!")$

年
(

月
!

日第
)

卷第
!#

号$总
!!$

"

汪懋祖!(关于小学国语教材疑问之进一步的探讨)$载(时代公论)

!")$

年
!!

月
'

日第
)

卷第
)'

号$总
!)(

号"

下文对于汪懋祖引文不特别标注者均出自此三篇"

(教育部公报)

!")$

年第
!:

#

!&

期"

吴研因!(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载(申报)

!")$

年
%

月
!(

日"

余景陶!(小学读经与习文言文)$载(时代公论)

!")$

年
(

月
&

日第
)

卷第
!!

号$总
!!%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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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发表(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

!

$声援吴研因#批判汪懋祖"鲁迅也撰文批评汪氏&开倒车'

"

"

!")$

年
!!

月
'

日$汪懋祖发表(关于小学国语教材之进一步探讨)$此文大概是汪氏有关文言文教育的

最后一篇文章"尔后$赞同者和反对者继续争论#

$汪懋祖由于某种原因不再发言%

"

!")%

年后$这场

争论很快融入到规模更大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之中&

"

以上我们简单勾勒了发生在
!")$

年的文言文教育之争"现以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发表

的时间为起点$以(关于小学国语教材之进一步探讨)为终点$将发生在这
:

个月争论中涉及的主要问题

和主要观点作一简要介绍!

其一$中小学要不要学习文言文"以汪懋祖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不仅中学要学习文言文$小学也要学

习文言文"以吴研因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小学&如必参教之乎也者的叙事说理等文$实在是治丝益紊而

不得益的办法'$&小学生即不习文言文$毕业后也还可以看得$对于社会应用$实也不生问题"'

'

其二$中小学是否应该读经"汪氏认为小学读经不合理$它&违背儿童生活'%到了中学$读经是文言

文学习的重要内容"吴研因极力反对小学读经$但他却认为初中可选读(孟子)"余景陶等认为小学应

该读经$他说!&国文教材$应取第一流作家第一等重要之文字以为之77欲觅取第一等文字$当然须于

经籍中求之"'

(

其三$白话文教材是否存在诸多弊端"汪懋祖认为白话文&发挥个人主义$毁灭礼教$打倒威权$暗

示斗争77徒求感情之奔放$无复理智之制驭'"柳诒徵也认为小学白话教材许多文章&违反时代性与

引起儿童卑劣凶暴之性质'"

) 汪懋祖还指出!&近来文字$往往以欧化为时髦$诘屈不可理解$须假想为

英文而意会之$始能得其趣味'"任鸿隽*叔永+说!&这样糊涂的文字$可以拿给小学生作金科玉律的念

吗/'

*关于儿童文学$汪懋祖认为!&儿童初习语文$必资于直观及想象$故猫戏狗语$足以焕发兴趣"惟

施之于五六龄之儿童则可$若儿童实际经验既已超过$则利用此种想象者$反足遏塞其想象力"'他还说!

&初级小学适用语体文固矣$而鸟言兽语以及神仙荒诞之故事$与大部提倡科学之意似未相符77此之

谓糖裹的兴趣"'以上诸问题$吴研因只承认白话文在语言表达上存在&恶劣'现象$而&其余的都是意见$

在小学国语编辑者$实在是有词以对$而且振振有词的'

+,-

"胡适一方面不满汪懋祖&每一段里总有几句

痛骂白话拥护文言的感情话$使人不能不感觉这几条简单的主张背后是充满着一股热烈的迷恋古文的

感情'$另一方面也认可汪*懋祖+#柳*诒徵+#任*叔永+等的批评"他承认!&白话的教材实在是太不够用

了$实在是贫乏的可怜: 中小学的教科书是两家大书店编的$里面材料都是匆匆忙忙的搜集来的%白话

作家太少了$选择的来源当然是缺乏%编撰教科书的人又大都是不大能做好白话文的"'他希望&有第一

流的白话诗#文#戏本#传记等等出来做3真正有功效有力量的国语教科书0'

+,.

"

争论双方阵容强大$各自&振振有词'$但都难免个人感情作用$因而在语言表述上都有用语不当#前

后矛盾的地方"譬如酷爱文言文的汪懋祖$在前文反对湖南广东当局&强令小学读经'$后文却赞美&强

令读经'的主要负责人何键#陈济棠辈为&豪杰之士'"而极力维护白话文的吴研因$前文拥护教育部的

禁习文言令$后文却主张小学高级可参教古诗歌$初中可选读(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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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

适!(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载(独立评论)

!")$

年
:

月
!%

日第
!#"

号"

鲁
!

迅!(中国语文的新生)$载(新生)

!")$

年
!#

月
!)

日第
!

卷第
)(

期"

如吴研因(读汪懋祖小学国语教材疑问之进一步探讨书后)*载(时代公论)

!")$

年第
)

卷第
)'

号+$任鸿隽(小学国语教材与白话

文恶劣)*载(时代公论)

!")$

年第
)

卷第
)%

号+等等"

笔者注!汪氏搁笔的原因可能与他的身体和精力不济有关$同时也与他的主观情绪有关"他在(关于小学国语教材之进一步探

讨)一文开头说!&近来胃病时发$不堪用思"'结尾又说!&关于以上一类的笔墨官司$我也有些厌倦了"'

参见(教育杂志)第
'%

卷第
%

号等"

吴研因!(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载(申报)

!")$

年
%

月
!(

日"

余景陶!(小学读经与习文言文)$载(时代公论)

!")$

年
(

月
&

日第
)

卷第
!!

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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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柳诒徵!(小学国语教材之疑问)$载(时代公论)

!")$

年第
)

第
!'

号$总
!!(

号"

任叔永!(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载(独立评论)

!")$

年第
!#"

号"

吴研因!(关于1小学国语教材的批评2的检讨)$载(江苏教育)

!")$

年第
)

卷第
!#

期"

胡
!

适!(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载(独立评论)

!")$

年
:

月
!%

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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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吴研因!(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载(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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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庆云 等!民国教育家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研究

二#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内涵及评析

我们以汪氏
!")$

年系列文章为中心来研究他的文言文教育思想$并对它们进行简要评析"

汪懋祖认为$小学高年级应该学习浅近文言文$初中要能读毕(孟子)$高中能读(论语)(学)(庸)以

及(左传)(史记)(诗经)(国策)(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选本$并辅以各家文选作为课外读物"汪氏为

什么要逆潮流强调文言文学习/ 这就要了解他坚守的教育理念"汪懋祖认为$要重视杜威&教育即生

活'的教育理念$但更要重视教育&预备生活'的意义"他极力反对教育界&过分重视儿童生活$而漠然于

其将来之需要'的做法"他说!&若吾国则义教四年$尚不可及$则在此四年之中$似宜多顾3预备0"凡社

会需要应所重视$乡村环境尤当体察"'落实到语文教育$汪氏主张!&国语教学除技术之外$尚含有修养

及提高语言之作用"'他认为文言文教育正有这些作用"具体说来$它们包括!第一$文言文&涵正当之思

想'#&有公认的价值'$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第二$文言文有&先民精神所寄'$能让学生有&民族

意识'"汪懋祖认为学生若缺乏接触文言经典的教育机会$就会导致他们对&先民所遗留之精神遗产'

&无复留恋'

!

"他赞同梁启超的说法!&以上各书*注!指(四书)#(左传)(史记)等
'%

种+$无论学矿学工

程$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第三$文言文在文字表达上较白话文有&诸多优点'"

&所谓一字传神$最能描写文言之便利"'第四$文言文&为升学及社会应用所需'"

在教学安排上$汪懋祖认为!第一$文言文学习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他主张初小习白话$高小开

始习&浅易之文言'"他说!&吾所谓高小文言$当如欧阳修(养育记)$薛福成(观巴黎油画记)之类$多选

抒情记叙有味之文$并非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之文"'他认为(孟子)等难度稍大的文言文要到初中才

读$高中再读难度更大的(论语)(左传)(庄子)等"第二$小学白话文比重大于文言文$高中要以文言文

为主"汪懋祖说!&初级小学$自以全用白话教材为宜"而五六年级$应参教文言"'高中要&读(论语)

(学)(庸)以及(左传)(史记)(诗经)(国策)(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选本$作为正课$而辅以各家文选$

及现代文艺$作为课外读物"'第三$小学不读经$中学要加强经典学习"第四$文言文学习要重视诵读"

汪懋祖说!&国文教学有三事焉$曰练习#曰思想#曰欣赏"而所以能法人情趣$鼓舞志气者$尤必资于诵

读"'他还说!&吾幼读缠绵悱恻$或悲壮激楚之文$辄为泣下沾襟$何也/ 声与心通$有不期然而然者"故

佳文必须朗诵$诗词必须朗吟"'

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顾
'#

世纪语文教育历程和成败得失$重新审视汪懋祖在
!")#

年代的有关小学

文言文教育论述$我们发现$汪懋祖小学文言文教育思想不乏前瞻性和合理性$但也存在局限性"

首先$我们来考察汪懋祖的教育理念"汪懋祖主张教育要偏重&预备生活'$此观念非常符合当时中

国社会发展实际"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社会动荡不安$民生维艰$物资匮乏$教育资源

相当有限$正如汪氏所说&若吾国则义教四年$尚不可及'"普通民众能送孩子上学很不容易$他们希望

孩子能学到有用的东西$最起码能读会写会算"&教育即生活'的观念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人来讲实在是

稀有的奢侈品"

其次$我们来考察汪懋祖所看重的文言文价值"汪懋祖说文言文&涵正当之思想'#&有公认的价

值'$此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文言文承载着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间确有很多&正当

之思想'$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但也有相当多的糟粕$如&上尊下卑'#&三纲五常'等"即使所谓

&正当之思想'$其中也还涵有需要分析和批判的成分$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中的&礼'和&忠'$就要

重新解释和批判"汪懋祖认为文言文能让学生有&民族意识'$这一点是正确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

的文化传统$若失去传承$必然导致文化荒芜无根"即便在今天地球成为&村'的时代$也不可能全然丢

弃民族意识"我们每一个人固然是&地球村'的村民$但更是本民族的一员"作为民族的一员$有义务了

解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它"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主要由文言文承载"多习

文言文$毫无疑问能够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汪懋祖所列文言文表达上的&诸多优点'$有些的确如

.

%#!

.

!

汪懋祖!(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之讨论)$载(中华教育界)

!")$

年
:

月第
''

卷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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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些值得商榷"如汪氏认为文言&省便'$该说法比较准确"文言文总体上的确较白话文简省"但汪

氏认为&文言文便于叙事#说理#议论#应用$而壮烈之节$激昂之气$尤有资于文言'$此说法有失偏颇"

经典文言作品确有上述优点$但经典白话作品也一样能做到$只不过汪懋祖当时能见到的经典白话作品

稀少而已"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要想掌握好白话文$需要多读文言文$从文言文中汲取丰富的营

养"关于文言文&为升学及社会应用所需'$这个说法在当时应该是成立的"但随着社会变革和白话文

广泛运用$文言文&社会应用所需'的范围就越来越小了"

汪懋祖对文言文价值的挖掘$对文言文教材的看重$其实最根本的一点是!文言文具有经过时间检

验和筛选后的&经典性'"汪懋祖说&文字一道$其可保存流传$堪为模范者'必经&长久之选择$有公认的

价值$而不为时间性所拘束'"而当时的白话文教材$就缺乏这样的&经典性'$它们当中确实存在大量的

思想&不正当'#内容贫乏#语言不优美甚至恶俗的粗制滥造的作品"再加上剧烈的社会变革$各种思想

像走马灯一样在中小学教材中进进出出$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国文教材的经典性和稳定性!

"基于这个

原因$汪懋祖大声疾呼中小学要加强文言文学习"

最后$我们审视汪懋祖中小学文言文教学安排"汪氏认为$文言文教学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这

个做法是科学的$它既照顾到儿童的心智兴趣$又引领儿童逐渐接受文言文教育"汪氏主张小学阶段白

话文的比重应大于文言文"此安排比较合乎儿童特点$也合乎时宜"汪氏并非思想偏狭#顽固保守者$

他很看重小学阶段白话文的学习"他指斥白话文$只是指斥那些思想不健康#语言表达不清楚#文字毛

病诸多的不经典不优美的白话文"高中阶段$汪懋祖主张要以文言文为主$这个观点颇值得重视"高中

课堂上究竟该全部学习文言文$还是该全部学习白话文$还是各占一定的比例/ 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

解决$仍需讨论和研究"关于读经$汪懋祖认为$读经是文言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汪氏不主张

小学读经$而是安排在初中和高中阶段"这个安排考虑到了小学生的生理年龄#心理发育#智力机能等

因素$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汪懋祖似乎看低了小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忽略了小学生良好的记忆功

能"我们认为$小学生可以读点浅近易诵的儒家经典$如(诗经)(论语)中的若干篇目"汪懋祖认为&读

书习惯必自中学养成'$实际上$读文言文的习惯可以自小学养成"这有大量实例可证$譬如传统私塾出

来的学生$其文言阅读和应用能力往往比多读了好几年新式学校的学生强"汪懋祖还呼吁文言文学习

要重视诵读$这很符合语言学习原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活生生的东西$只有通过朗

读$才能将语言复活$才能让学生更好地体会语言表达的思想情感$才能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得到语感"

令人遗憾的是$汪懋祖当时指出的现象$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

以上可以看出$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内涵比较丰富"除一小部分受到个人眼光和时代局限外$绝

大部分是科学合理的"汪懋祖对文言文教育价值的认识$对文言文教学安排的建议$值得当今语文教育

界重视和研究"

三#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探源

人类活动中任何思想都有其来源"在
!")$

年的那场争论中$汪懋祖小学文言文教育思想已经相当

成熟$人们不禁要问!汪氏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与哪些因素有关/

为了探寻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的渊源$有必要先了解汪氏的生平事迹"

!")$

年
"

月(教育杂志)

刊登了(我们的特约撰述)

"

$文中介绍汪懋祖生平如下!

汪懋祖$字典存$江苏吴县人$生于
!&"'

年$现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系主任"毕业江苏高

等学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得学士硕士学位$并为哈佛大学研究员"曾加入中国科

.

(#!

.

!

"

清末&分科教学'以来$中小学语文教育目的时有变迁!清末以修身#忠君#尊孔#爱国为主%民国初$革除忠君尊孔等价值教育$加

入民主#自由等价值内容%民国四#五年$受袁世凯称帝政治影响$民主#共和等思想退出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民国十年后受世界和

平主义思潮影响$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成了&缺少民族精神和国家思想'的世界通用读本%民国十六年后$中小学语文教材成了宣讲

&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的宣传材料等"这种现象诚如周谷城所批评的&国文教学上77把国文看成纯粹灌输学术思想的科目$

而丧失了训练文字技术的效用'*周谷城!(文字与教育)$载(东方杂志)

!"))

年第
)#

卷第
'$

号+"

(我们的特约撰述)$载(教育杂志)

!")$

年
"

月复刊号*第
''

卷第
!

号+"



罗庆云 等!民国教育家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研究

学社$中华教育改进社$教育学会$儿童教育社$乡村教育社$测验学会$职业教育社等学术团

体"历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江苏

省立苏州中学校长$南京中学校长$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

在此基础上我们略加补充!

!"!(

年汪懋祖官费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导师是孟禄#杜威等"

留美期间的
!"!"

年至
!"'#

年$他担任袁观澜组织的欧美教育考察团翻译$撰写(美国教育彻览)一

书!

"

!"'#

年回国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

!"''

年参与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

$

!"':

年回

乡创办苏州中学"抗日战争期间$赴云南大理#丽江等地劝学$创办国立大理师范学校#丽江师范学校

等$并受聘西南联大"

!"$(

年回苏州治病$

!"$"

年病逝"

由汪懋祖的生平可知$他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学校$没有离开过教育"他是一位勤于学习#勤于思

考#勇于实践的教育工作者"

汪懋祖自称其教育学说为&新儒家的教育思想'$其教育目标是要塑造&自动$自立$自治$健全体格$

科学头脑'和&守法$服务$责任心$通力合作之精神'的健全国民$同时这样的国民又具备孔孟儒家的理

想人格#

"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是其&新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结合汪懋祖&新儒家'

教育思想来探讨其文言文教育思想的来源"

我们认为$汪懋祖&新儒家'教育思想的形成有多方面因素"首先$与他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有关"

汪懋祖出生于读书世家$十三岁中秀才$幼受家庭熏陶$饱读诗书$熟悉中国文化典籍$传统文化深深扎

根于他的思想中"其次$与他留学美国有关"汪懋祖
!"!(

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杜威的及门弟

子$同时又受白璧德等人的影响"据他说$

!"!"

年
"

月$他在哈佛大学旁听白璧德讲课$白璧德让他&多

信孔子'"

!"'#

年
)

月$他随袁观澜赴纽约参观$亲聆纽约图书馆馆长
b95508

谈教育"

b95508

主张

&教育之真义$必于古典中求之'

%

"不过总体来说$美国学者中对汪懋祖影响最大的还是杜威$杜威的

民主主义教育学说是汪懋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最后$与他积极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关"汪懋祖很年

轻时就积极参与各种教育活动!写文章$办杂志$站讲台$办学校$组织教育学会$参加教育讨论$等等$可

以说他不知疲倦地为
'#

世纪前半叶中华民族的教育工作了一辈子"据钱穆回忆$汪懋祖晚年在病榻上

还在笔耕教育学著作&

"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让汪懋祖的教育思想有了民族的根%杜威等人的影响$让汪懋祖有了现代化的

先进理念%教育实践活动$让汪懋祖有了实际经验的积累$使他的教育思想能够切合现实生活"正是这

些营养$孕育出汪懋祖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儒家'教育思想"他的文言文教育思想就是在他的&新儒家'

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需要辨明的是$在
!")$

年汪懋祖对文言文教育的&呐喊'中$有人怀疑他是&受人指使'

'

"我们无

论从汪懋祖一生的教育活动还是从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的渊源来看$该说法都站不住脚"何况早在

!")$

年之前$汪懋祖就进行了大量有关文言文教育活动$他的文言文教育思想$很早就显露出来"钱穆

回忆!&典存初在北平时$白话文方盛行$而典存有意保存传统古文"至是$意不变"'

(其实早在
!"!)

年$年仅
''

岁的汪懋祖发表(论挽救国文)

)

$文章写道!

窃谓国文浅陋$即一切国粹$无从问津$而其弊之最著有二"一对于道德之观念$青年学

.

:#!

.

!

"

#

%

&

'

(

)

汪懋祖!(美国教育彻览)$中华书局
!"''

年"

(新教育)

!"''

年第
%

卷第
)

期"

汪懋祖!(教育学)$正中书局
!"$'

年"

汪懋祖!(汪懋祖留学日记)$转引自(中小学文言运动)$载(时代公论)

!")$

年
(

月
!

日第
)

卷第
!#

号$总
!!$

"

钱
!

穆!(师友杂忆.苏州中学)$三联书店
!""&

年$第
!$"

页"(师友杂忆.苏州中学)记载!&时典存已病$余常去问候$典存起坐

床上$余坐床榻旁$每相语移时"典存应上海某书局约$方拟撰一书$77乃有关文辞文学之教学方面者"余往$典存必告其最近

所撰之作意"'

周作人(苦茶随笔.1现代散文2序)*

!")$.!!.!(

+说$民国的古文复兴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77现在汪

懋祖不知何据$但不妨假定为戴公传贤罢'等等"此说实乃主观臆测"

钱
!

穆!(师友杂忆.苏州中学)$三联书店
!""&

年$第
!$"

页"

汪懋祖!(论挽救国文)$载(独立周报)

!"!)

年
)

月第
'$

期"(独立周报)首发于
!"!'

年
"

月
''

日$故笔者推断
'$

期应在
!"!)

年

)

月"汪懋祖时年
''

岁$在北洋大学读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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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根底未固$醉心欧化$凡西人一言一行$必服膺模仿$往圣名教$等诸糟粕$未得其长$先染其

恶$下之则冥行盲从$罔知抉择"自由平等之说$深入脑际而莫得其真解$其危害于人心者可见

也"一对于国本之观念$我国立国五千年$自有其大经大本"今祛专制而跻共和$政体虽革$名

教不废"急进之徒$喜欧米物质之美$而不知国学之宏且精也"于是欲举社会千百祀相传之根

本$一旦尽弃其旧而谋其新$曾亦思种植先考土宜$求果必须推因$橘逾淮为枳$雀入海为蛤$削

足适履$徒见其自戕而已"凡此皆国文未通$故其观念$往往而非"坐是两害$而爱国之心$因

之渐移$文亡而国亦随之"

作为一个才
'#

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汪懋祖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他看到了文言文的重要$认为&国文

浅陋$即一切国粹$无从问津'$认为文言文事关传统文化$事关青年学子的&道德'和&国本'$事关国家民

族的前途未来"他的这些看法$反映了他很早就具备了敏锐的学术眼光和相当的学术胆识"

!"!:

年$汪懋祖在(留美学生季报)

!上发表(论文以载道)$批评白话文运动的弊端"

!"!&

年又发

表(致1新青年2杂志记者)$他说!&白话作文$为增进国民智识之利器$仆亦竭事鼓吹"但须力避意俗$意

俗即不能美$不美即失其文之作用77贵报既提倡白话文$即宜实行此宗旨$示人以模范"'很显然$汪懋

祖赞同白话文$认为&白话作文为增进国民智识之利器'$但他不盲目跟进$而是理性思考$在&竭事鼓吹'

中保持一分清醒$这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实在是难能可贵"

!"':

年$汪懋祖创办苏州中学"苏州中学的成功与汪懋祖科学的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他办苏州

中学的教育理念显然是杜威教育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他主张&教育源于生活$又要改变生活'$&必使各

个学生毕业出校以后$有转移环境的能力$而不为不良环境所屈服$始克表现苏中之精神'"他还说$&一

所优良学校成绩的表现$不仅在毕业生多数能考取大学$或中学会考能得到锦标$而在入学后能独立研

究学术$崇高人格$出大学复能发展其能力$以各得其用$此亦清醒的教育家所当注意的"'

"

以上可见$汪懋祖在
!")$

年论争中所表述的观点$非一时兴趣之作$也非&应时'之作"他的文言文

教育思想$是他长期学习#思考#研究和实践的结晶"

四#余
!

论

近百年来$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围绕中小学文言文教育$人们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

年$长期

从事中小学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汪懋祖引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有关中小学文言文教育的争论"争论的引

发似乎有些偶然$但实际上它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关系纠结各种矛盾冲突的结果$如思想文化方面$

传统儒家学说与&五四'新文化的矛盾%语言文学方面$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教育学方面$以儿童为中

心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冲突$等等"

几十年前$汪懋祖大声疾呼要重视传统文化$要重视文言文教育"然而$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由于

目不暇接的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汪懋祖的呼声被淹没了$文言文教育也日渐式微了"直到今天$语

文教育的问题依然严峻$汪懋祖所担忧的语文教育失误造成的不良后果已渐次显现"因此$回顾近百年

文言文教育的历史$探讨上个世纪杰出教育家汪懋祖的相关思想$这对于
'!

世纪的语文教育有启迪意

义$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

作者简介!罗庆云$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湖北 武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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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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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懋祖!(论文以载道)$载(留美学生季报)

!"!:

年第
$

号*民国六年冬天+"

汪懋祖!(苏中事业之回顾与展望)$载(苏中校刊)

!"))

年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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