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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鸿鉴与中国近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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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之一，侯鸿鉴敢于尝试 ，勇于开拓，他用毕生心血致力于新式女子教育、音乐教 

育；他用极大地的热情办学兴教，编撰新式教科 书，办报纸建图书馆 ；他坚持教育考察，体察民生百态，注重社会教 

育，在诸多方面都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对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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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鸿鉴(1872—1961)，江苏无锡人，字葆三，自 

号梦狮，又号铁梅、沧一。由于多年的辛苦奔劳，身 

体不好，晚年又 自称“病骥老人”。侯鸿鉴毕生致力 

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女子教育、师范教育、音 

乐教育、体操教育、社会教育等多个方面都走在了时 

代的前列。此外，他还勤于笔耕，编写，翻译了大量 

的教育论著和教科书，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宝贵遗产。 

据不完全统计 ，侯鸿鉴留传下来的著作达 50多部， 

主要包括以《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为代 

表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以《西秦旅行记》《南洋旅 

行记》为代表的系列教育考察游记，以《病骥文存》 

为代表的诗文杂艺等。此外，侯鸿鉴还在《教育杂 

志》《江苏》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但长期以 

来，侯鸿鉴的身影被遮蔽在陶行知、晏阳初等知名教 

育家的光芒背后，很少为教育史学界所重视和研究。 

本文拟对侯鸿鉴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加以挖掘和整 

理，不使其为历史所湮灭，同时也是关注和研究近代 

以来那些为教育事业倾注心血的普通教育家群体或 

个体 ，以为教育史谱系的完善和补充。 

一

、力求新学。立志教育兴国 

侯鸿鉴 5岁进入私塾，跟随无锡著名画家朱逊 

甫 读书，后来因为经济问题，l6岁时开始在家里设 

帐授徒，并积极参与西溪的诗文社。1890到 1896 

年间，他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考中，转而 自学西 

学。候鸿鉴认为，假如不求新学，不兴学校、不开民 

智，就不足以匡时救国。 

1897年秋，侯鸿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 

在求学的同时，也为下院学生讲授中文课程，他坚持 

利用课间自学外文与西方科学，同时还担任上海 

《时务晚报》主笔。1898年侯鸿鉴由上海返回无锡， 

在杨谟新创办的埃实学堂②任教。是时，国内特别 

是苏南地区的留日潮正兴。据侯鸿鉴所编 1906年 

的《锡金乡土地理》记载：“吾邑志士游学东洋者，官 

私费共三十余人，游学西洋者十余人，而东西洋留学 

之毕业生已十余人，其肄业于各省学堂者四百余 

人。”⑨侯鸿鉴不甘人后，于 1903年底，在杨谟等人 

的资助下携妻一起留学日本，进入 日本宏文学院师 

范科，学习、研究教育理论。 

①朱逊甫是清代著名画家张子祥的弟子，他还曾经指点著名画 

家胡汀鹭学作画，读诗文． 

②埃实学堂是无锡近代最早的新学堂，于 1898年 2月 14日开 

学． 

③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无锡：梁溪文苑阁排印，无锡艺文斋 

活字本，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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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留日学生群体中，爱乡爱国情绪浓厚，结 

社办报风气盛行，江苏同乡会也在 日本创办了《江 

苏》杂志。自该杂志创刊始，侯鸿鉴经常在上面发 

表文章，讨论江苏的教育问题；他曾以“保三”为名 

发表《乐歌》，他对音乐教育的兴趣可能就开始于 

此。在留日期间，他与云南的李湛阳为同学，曾代笔 

编撰了《考察日本商业、教育、武备 日记》，共十二卷 

十万多字，他用所获得的稿酬购买了很多仪器标本， 

以备回国从事教学之用。而他对教育考察日记的热 

情，则自此后一发而不可收。 

二、办新式女学，开风气之先 

侯鸿鉴毕生致力于教育，几乎倾尽所有来办 

学，前后一共创建七所学校，这其中最为有影响的 

属竞志女学。① 该校创办于 1905年，是无锡最早 

的女子中学。1906年，学校增设幼稚园，后逐渐扩 

充为小学、中学、师范三部。1912年 3月，他又和 

同乡胡雨人、裘廷梁等人一起创设了无锡县立女 

子师范学校。为了办学，他不惜出售家藏古物和 

妻子的嫁妆，自己编译教科书和撰写文章的稿费 

也悉数投入。他一度还因为办学负债累累，处境 

窘迫 ，甚至购买手枪拟 自尽殉学，幸得同乡周舜卿 

等人资助方度过难关。 

近代以来，虽不乏有识之士倡导女子教育，但在 

侯鸿鉴创办竞志女校时，即使在较为开放的苏南地 

区，社会风气仍然很保守，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宜 

令其结队入学，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 

自由择偶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l1j。即使到 

1907年，清政府将女子教育列入国家教育制度之 

中，赋予女校以合法的地位，但也仅设女子小学堂和 

女子师范学堂，不设中学和大学，并且实行男女分 

校。女校开设的课程多为女红课 ，授以缝纫、编织、 

洗染 、家事等手艺，女子教育的目的仍然是贤妻良 

母。侯鸿鉴虽然没有否定这一目的，但对此已有所 

突破。他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养成健 

全女子的人格”，其次才是“养成贤母良妻”。由此 

可见，他首先是把女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谈论 

她们的教育，而不仅仅是为了她们 自身之外的目的 

让她们接受教育。他能携妻子一起去留学，又鼓励 

妻子担任教师，从事各种社会工作，也是和他的这一 

思想分不开的。 

为了培养人格健全的新女性 ，侯鸿鉴在竞志 

女校开设了内容广泛的课程，其 中修身、国文、算 

术、地理、图画、体操 、唱歌为必修课。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竞志女校在侯鸿鉴的倡导下特别重视女 

子体育，在开办之初就开设了体操课 ，由侯鸿鉴本 

人亲自教学。这一做法，要早于南通女子师范学 

校、南京女子美术专修学校、湖南第一女学等女校 

等同类女校。侯鸿鉴认为，“体育为女子所缺乏 

者，故注重体操一科。所教授之各种体操，除依普 

通小学及中学程度外，选择东西洋体育书合于女 

子应用之各种操法 ，务合于生理的卫生的美的各 

种游戏及行进等法，以补 中国女子之缺陷。” 为 

了促进女子体育更好地开展，侯鸿鉴在竞志女校 

专设体育补习会，并专门增加了“体魄矫健”证书 

的奖励，以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重视增强 

体质。20世纪 30年代 ，竞志女中及其学生曾经多 

次代表江苏省出席全国运动会 ，在女子篮球 、垒 

球、田径锦标等项 目上表现出色。 

与此同时，侯鸿鉴还非常重视女子的职业教 

育，他认为“职业教育为今 日女子谋生活、求 自立 

之要”，必须使女子接受职业教育，使其“得一种职 

业以自存”。 3 为了增强女子的职业能力，侯鸿鉴 

另设手工科为特课，分绒绳、编织及抽丝。后来还 

专设绣工研究所，添设家事课 ，教授缝纫 ，烹调等 ， 

进行女子职业教育、生活教育和实际教育。1911 

年，竞志女校曾评选 出 120余件作品参加南洋劝 

业会展览，得金、银牌及其他奖章共六十余枚，其 

中得金牌的有三件。此外，竞志女校还附设艺术 

专修课 ，教授铅笔画像、造花等，以提高女性的艺 

术修养。在侯鸿鉴的苦心经营下，竞志女校的办 

学成绩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1913年教育部视 

察各地学校时曾评价说：“至于女子之有中学程度 

者，无锡竞志女校之中学两级 ，上海爱国女校之专 

修科与中学三级及务本之高等二级，各科成绩均 

有可观。” 舛第一批进入北京大学就学的三位女 

生中的王兰，就是该校的毕业生。 

除了开办女校，侯鸿鉴夫妇还创办了女子理科 

研究会，努力提高当地妇女的科学知识水平。侯鸿 

鉴的夫人夏冰兰女士还联合竞志女校女教师发起组 

织天足会，通过各种宣传活动，特别是“放足歌”的 

流传，号召妇女放足识字，对无锡及临近地区的风气 

开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 今天的无锡市东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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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吸收时代新知，编撰新式教科书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要求 

中小学堂的历史、地理、格致三科内容，须以乡土研 

究为主。但对于应该采用什么教材，却无进一步规 

定。直到 1905年才颁布了《乡土志例 目》，为乡土 

教材的编纂提供指导。这一年，刚刚回国的侯鸿鉴， 

借任埃实学校史地理化乐歌教员之机，率先编纂了 

《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作为新学堂的历 

史和地理教科书。在《锡金乡土历史》与《锡金乡土 

地理》两书第四版序言中，侯鸿鉴说：“岁甲辰(1905 

年)因编乡土历史上、下卷，乡土地理上、下卷，付诸 

梓人，以城乡各小学之需用是书也。时阅三年，印凡 

三版。” 这两本书也成为我国最早编成的小学乡 

土史地教材 。 

与同类教材相比，侯鸿鉴所编教材也已经突破 

了中国传统乡土志的编写体例。在他的《中等地理 

教科书序》中，写道：“岁癸卯鄙人留学东京研究地 

理学，得矢津昌永先生地理讲义，述天文地理，地文 

地理，人文地理三部之纲要。越明年，归而任埃实高 

等地理科教授，即昔日所笔述者略为编次讲授诸生， 

期年而地理学讲义毕成一卷”。① 由于我国学制初 

订，亟待课本，又无暇自行揣摩，在这个非常时刻，日 

本地理教科书比较完整的、成熟的框架结构和表述 

方法，自然为熟悉它的留日学者提供了一个范例。 

这种新的编写体例，与中国传统的地方志完全不同， 

更接近于西方的地理学体系，也更适合新式学堂的 

分科教学。不仅如此，侯鸿鉴还有意识地运用了新 

教育理论指导教科书的编纂。侯鸿鉴曾说：“尝研 

究儿童心理学，知十岁 内外儿童，其思想知识之范 

围，不出一乡一邑间。外此者必多谬误之想象。”所 

以这套课本篇幅不大，叙述平白浅显，具有较强的生 

活气息，故而能连续再版，直至民国后期仍然作为教 

材使用。从 内容来看，侯鸿鉴所编的《锡金乡土历 

史》《锡金乡土地理》涉及到了地理、民族、农业、工 

业、商业、风俗、武备、财政、学校等，已经突破了普通 

历史、地理教材的范围，堪称当地社会发展的百科全 

书，对扩大儿童知识视野、关心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 

用。1922年，侯鸿鉴在福建晋江任教时，还曾经编 

撰了《晋江乡土志》(奇树明新学校出版)。此外，他 

还编写了多本各科教科书，如《初等文法教科书》 

《初等理化教科书》②《蕹刀体操法》《保姆学》《高等 

小学女子修身课本》《教育学》《教育史略述》等。 

四、倡导学堂乐歌。促进音乐教育本土化 

学堂乐歌，指我国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学校 

歌曲，它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诞生。近代以来，我 

国教育家日益重视音乐教育在国民意识培养、促进 

智力教育和陶冶性情等方面的作用。侯鸿鉴不仅大 

力提倡，还亲 自编创、搜集、整理歌曲，在近代音乐教 

育的本土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04年，侯鸿鉴提出：“同班生徒，同唱一歌，调 

其律，和其声，互相联合，声气一致 ，可引起儿童之共 

同心”_4 J，认为学堂乐歌可以起到培养“共同心”的 

作用，有助于学生国民意识的养成和民族精神的凝 

聚；学堂乐歌可以促进其他学科知识的掌握，即“盖 

学校之有唱歌，凡历史、地理、修身、理科、体操等各 

科目，无不寓于其中。能使儿童口舌之间，引起各科 

之旧观念，而得新知识。” 5 ． 

侯鸿鉴还特别重视学堂乐歌的“勉学”、“励学” 

功能，注重利用歌曲激发学生的向学心。他曾经创 

作过一首《女子求学歌》，不仅勉励广大女性努力向 

学，还借用当时新的生理学研究成果，倡导男女平等 

思想。其歌词为：“同此管骸同此躯，学部须同求。 

脑纹组织细且密，颖慧让吾祷。珍重此天赋之资，艰 

苦不须愁。智育体育相研究，莫负那好春秋。”⑧他 

也曾为竞志女校创作了多首《运动歌》，其中一首的 

歌词写道：“晚风起兮夕影遥，大家拍手竞相招，多 

旗赛步替换跑，踢球跳远且跳高，拉绳角力兴致豪， 

此境此乐让吾曹”④。此外，他还主张，学堂乐歌应 

与一般的政治动员歌曲不同，首先须“引起儿童兴 

趣”，方能达到“陶淑生徒情性” 的教育 目的。但 

当时的情况是，尽管众人都认识到了音乐教育的重 

要性，但学校中的音乐教师多为外国人，音乐学习内 

容也多为外国音乐。由于语言和宗教等原因，外籍 

教员很难担任学校音乐教育重任，特别是难以承担 

国人期望通过音乐培养国民意识、凝聚民族精神的 

目的。以至于梁启超曾经说过：“今 日不从事教育 

① 侯鸿鉴 ：《中等地理教科书》，丁未(1905)春三月印 

② 共三册，1904年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 

③ 《求学歌》《女子世界》1906年 7月第 16、17期合刊。原作 

未署名，据张静蔚编《学堂乐歌曲目索引》(《搜索历史——中国近现 

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 385页。)知其 
一 名，词作者为保三。 

④ 侯鸿鉴 ：《单音第一唱歌集》，19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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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 

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 ’ 

侯鸿鉴在无锡开办竞志女学后，积极聘用有留 

日背景的中国教员，如周佩珍、侯鸿鉴、夏素非等均 

为女学的乐歌教员 ，改变了当时学校中乐歌教学 

完全F}1外国人担任的状况。由于合适的学堂乐歌不 

多，侯鸿鉴就亲自创作、改编了很多歌曲。如他创作 

了《始业歌》《休业歌》，让学生在竞志女学开学和放 

假时举行的始业式和休业式上歌唱。《始业歌》的 

歌词是：“凉风拂袖，暑气渐消，已是新秋到。几多 

同学，联袂偕来，握手殷勤道。姊乎妹乎，振刷精神， 

莫使光阴草草。欲令吾进步胜故吾，还是读书好”。 

《休业歌》的歌词则是：“忽①忽韶华，眼底云霞，一曲 

和琴奏。此间修业，学期已周，自问进步否?暂时休 

假暂时离，岁月不可留。愿同学姊妹，来月开校毋落 

后”②这些乐歌既切合情境又有强烈劝学意味。 

同时，为了规范教学，侯鸿鉴也注重搜集、整理、 

保存学堂音乐，他在 1906和 1907年连续出版了《单 

音第一唱歌集》③《单音第二唱歌集》，④作为音乐教 

育的教科书。《单音第二唱歌集》中还收有一首《唐 

乐府清平调》，侯先生在这首歌曲的后面写了一段 

“附识”和一段按语，记录了这首乐曲的由来。它是 

南无锡留日学生华倩叔在 1905年留日期间从 日本 

著名音乐教育家铃木米次郎处获得的。虽经有学者 

考证，该乐谱可能为明谱而非唐调，但这对于研究明 

代俗乐也不失为一个宝贵的资料。 

五、坚持教育考察，保留珍贵教育史料 

侯鸿鉴重视实地考察教育，他在《西北漫游记》 

的自序中曾说：“余昔 日以游遍全国为幼稚园毕业， 

游遍世界为初小学毕业，居恒尝谓幼稚未毕业，而躐 

等人初小学，学必无成。”_8 这充分表明了他对教育 

旅行和教育考察的重视。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侯鸿鉴就注意观察 日本社 

会和日本的教育，并帮云南李湛阳代笔编撰了《考 

察日本商业、教育、武备日记》，这是其教育考察日 

记之始。自此以后，他留下来的各类教育考察 日记 

和报告多达 l0多部，他遍及国内乃 自全球多国，其 

游历之广、考察范围之大在教育史上实属罕见。 

1906年，侯鸿鉴应江苏提学使的聘请，出任江 

苏省视学。他结合 自己视察时看到的情况，写出了 

《视学报告》《教育镜》，为我们保留了大量清末江苏 

各地学校教育情况的珍贵资料。1909年暑期，为筹 

建竞志新校舍，侯鸿鉴孤身赴武汉、洛阳、开封、北 

京、天津等地募集经费。回到无锡后，他结合各地见 

闻，完成了《鄂汴京津旅行记》。从 1912年起 ，侯鸿 

鉴先后担任江苏、江西、河南、福建各省教育厅视学， 

又奉教育部视察之命，到东三省和河南、陕西、甘肃、 

山西、内蒙古、台湾等地视察教育，并先后受沈阳、天 

津、泉州诸校之聘，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并留下 

了《东三省旅行记》《塞外纪游》《西北漫游记》《病 

骥游记》《病骥癸亥旅行记》《甲子稽古旅行记》等游 

记作品。1913年侯鸿鉴再赴 日本，参观大正博览 

会，游东、西京及名古屋。1918年 7月，侯鸿鉴从厦 

门渡海到台湾考察，又南游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又写作了《南洋旅行记》。 

1924年，侯鸿鉴 53岁，为了解整个世界的教育 

状况和各国兴衰强弱之原因，侯鸿鉴只身一人，耗时 

近半年，完成了长达 9．1万余里的环球之旅。他从 

上海启程，经过日、美、英 、法、比、德、意、瑞士、埃及、 

印度、越南等 11国，足迹遍及亚、美、欧、非四大洲。 

侯先生每到一处，总要拜见当地的教育专家，文艺名 

流，参观古迹风景园林，考察各国各地所以兴盛的原 

因。通过考察，他认为，国之不振的关键在人，而政 

教风俗山川形势的原因小。回到无锡后，侯鸿鉴写 

成了《环球旅行记》。 

众多的游记，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 

料和信息。由于侯鸿鉴的兴趣广泛，其游记中不仅 

有大量的教育信息，也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如，其在《南洋旅行记》中曾考证过三保太监郑 

和在南洋的情况；其《西北漫游记》中曾记载了大量 

西北的商贸等经济信息，成为今天研究西北社会经 

济史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其《南洋旅行记》和《西秦 

旅行记》，被顾颉刚列入“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 

备闲览书十四种”⑤可见顾先生对侯鸿鉴游记价值 

① 《女子世界》的“记事”，这两首歌均收入侯鸿鉴编《单音第 
一 唱歌集》(1906年)，题为《暑假休业歌》与《暑假始业歌》。见张静 

蔚编《学堂乐歌曲目索引》(《搜索历史——一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 

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400页。) 

② 《女子世界》的“记事”，这两首歌均收入侯鸿鉴编《单音第 
一 唱歌集》(1906年)，题为《暑假休业歌》与《暑假始业歌》。见张静 

蔚编《学堂乐歌曲目索引》(《搜索历史——一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 

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400页。) 

③ 现藏于无锡市图书馆 

④ 现藏于音乐研究所 

⑤ 顾颉刚：《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十四种》《京 

报副刊》1925年3月 1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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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在考察过程中，侯鸿鉴还不忘为学校教学 

搜集资料，如他在台湾等地参观时，曾经采集 了很多 

的矿石标本，作为竞志女校史地生物等学科的教学 

材料。他在考察中，他还根据具体情况对当地教育 

和社会的发展提出建议，如他在西北考察的时候曾 

经说：“即以上数端观之，欲兴女子教育，必先劝导 

放足；欲兴工业，必先组织羊毛织厂；欲兴农村，必先 

禁种罂粟，提倡改种棉花。之三事者，为余近数日所 

观感 ，而提出此三问题，作开发西北政治中最宜先为 

注重之事也。”[8]49 

不可一例而论，然犹当责难于我侪中等社会之人员。 

改良风俗责任，救弊扶衰，一归纯良之俗也”[3]。 

此外，侯鸿鉴还积极参与地方和国家的教育事 

务，献言献策。1911年 7月，蔡元培、范源濂主持召 

开由五十二人参加的民国临时教育会会议，商订新 

学制，侯鸿鉴被选为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员出席会议， 

并提出了“请明定教育方针”议案。候鸿鉴还连续 

三次当选无锡县教育会会长，主编《无锡教育》杂 

志，发起创办无锡县通俗教育馆，编写《无锡乡土史 

地教材》，编辑《无锡金匮县志补遗》等。 

六、办报并建图书馆，注重社会教育 结 语 

作为勇于开拓的先行者，侯鸿鉴非常注重社会 

教育，注重利用新式媒介、团体和机构传播现代科 

学。早在 1896年，侯鸿鉴就在西溪发起成立算学研 

究会，提倡数学研究。1898年，侯鸿鉴又创办了《积 

志学会月报》，同时还帮助裘廷梁、裘毓芳编印《无 

锡白话报》，这是无锡近代史上第一份白话报刊。 

19t2年，侯鸿鉴等连同丁宝书、顾倬等一批乡 

绅联名上书当时的无锡县军政分府，请求设立图书 

馆，得到县府的同意。同年启动建设，前后历时三 

年，于 1915年元旦正式开放。成为当时国内最早建 

成的县立公共图书馆之一，侯鸿鉴也一度出任馆长。 

此后，侯鸿鉴一直非常关注大众 图书馆的建设。 

1924年，侯鸿鉴曾提交《再请教育部令国立大学添 

设固学专科案》①，要求政府设立图书馆学专业 ，培 

养专门人才，可惜最终政府仍未付诸实施。1932 

年，侯鸿鉴曾受江苏省教育厅委托，承担江苏省立镇 

江图书馆的筹备工作。 1936年，侯鸿鉴还曾向 

“福建公立第一图书馆”捐赠了一批图书，其中，多 

有资料性强、使用价值高的出版物，更有许多福建的 

地方文献资料。 J u- 

在编写教材时，侯鸿鉴也希望能从儿童乡土史 

地教育开始，改良社会民俗。如《锡金乡土历史》上 

卷第 17课《商业》，大谈鸦片对我国的危害，认为 

“其有弊元利、最足损害吾人，而在商业上操甚大权 

力之一物，则烟土一项。销耗我巨款，损蔽我精神 
⋯ ⋯ 是为可慨者矣。⋯⋯继鸦片而起者，又有纸烟 
一 项”l3 J。第 18课《风俗》，则明确提出反对迷信， 

提出“贫困之家类能任劳动之役，而愚者则无不崇 

信多神之教，以致迎神赛会时有其事，而佛事道场积 

习甚深，虽上等人民亦所不免，可知风俗之美恶，固 

侯鸿鉴所处的时代，正值清末民初，国运衰颓， 

民生凋敝，但凡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在探寻 

救国之道，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侯鸿鉴幼时受 

过良好的旧式教育，他不但没有受到禁锢，反而因此 

深刻理解旧式教育的弊端。跟当时众多的有志青年 
一

样，他怀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 ，倾尽心力和热忱， 

不拘一格 ，勇于开拓，积极投身到教育改革和社会改 

革的实践中。在积极引入新式教育、鼓励践行女子 

教育、编译新式教科书、倡导音乐教育、坚持教育考 

察、注重社会教育等多个方面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为我国教育早期近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侯鸿鉴只是一个从 日本速成师范毕业的学生， 
一 生并没有阐发什么高深精妙的教育理论，算不上 

理论家和思想家，但在那个风雨飘摇又封闭禁锢的 

时代，任何旧事物的改革和新事物的引入，都需要呐 

喊者，需要敢于吃螃蟹者，需要埋头苦干者。换句话 

说，需要积极行动的实干家。侯鸿鉴就是这个鄙弃 

空谈，积极行动的实干家。他倾尽家资和毕生心血， 

倡教育新思想，办新式学校，写新式教科书，将高深 

理论转化为更易于操作，更符合地区实际的教育实 

践活动。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开风气之先，对萌芽期 

的近代中国教育起到了无限的榜样作用，尤其促进 

了江浙一代的教育近代化。 

尽管如此，侯鸿鉴深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 

的影响，并在其丰富的教育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基 

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而朴素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理 

念。首先，教育改造社会。侯鸿鉴从始至终是怀抱 

着教育救国理想的，他认为国之不振关键在人，人之 

①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 

报告》，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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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振关键在教育，因此，新式的学校教育是改造社 

会 ，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其次，教育要能促进 

个体身心发展和满足实际生活需要。因此，侯鸿鉴 

在教育实践中，引入儿童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异常 

重视女子职业教育，极力将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联 

系起来。第三，教育必须因时因地而异。因此，侯鸿 

鉴不断地编写极具本地特色和教育实践的教科书， 

尤其在音乐教育的本土化上做出了贡献。第四，要 

办好教育，必须植根于社会并改造社会。因此，侯鸿 

鉴重视社会教育，办报纸建图书馆，同时还积极参与 

社会事务，长期担任教育行政官员。这为其教育实 

践提供了更为便利和通畅的渠道，而教育与社会的 

互动也得以更加密切。相较于高深的教育理论，侯 

鸿鉴的教育思想更加通俗易懂、因地制宜，因此也更 

加便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践。 

当然，作为过渡期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中也不乏 

传统和保守的一面，如他对女子教育的认识还停留 

在将女子作为男子替补的目的上_1 ，“在男子能养 

家的时代，(女子)可从事无害生理无妨碍家庭的职 

业；预备充足的实力，于必要的时候代男子做国家社 

会一切的事”l】 。他所编译的教科书，对 Et本的借 

鉴过多，显得创新不足。尽管侯鸿鉴乐于发展新式 

教育，推动社会发展，但明显是持改 良的心态，缺少 

果断和彻底的改革，因此多数时候无法根本改变社 

会现状，进行更为有效而彻底的社会改造，但这都是 

其个人和时代的局限，不能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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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 Hongjian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 

YU Shu-juan WANG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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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t 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36 1 005)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ducators in early the modern time，Hou Hongjian was venturous 

to try and courageous to exploit，spending all his life in trying something new for women education and 

music education．With great enthusiasm ，he devoted himself to education by running school，compiling 

textbooks，running newspaper and setting up libraries．He also adhered to education investigation，expe— 

riencing and observing diversifie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laying emphasis on social education，thus be- 

coming in many ways the pioneer in the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making hi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modernizing the Chine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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