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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与 社 会

— 02年代初陈独秀教育思想浅探

熊 启 珍

教育与社会 的关系
,
是

“

五四
”

时期陈独秀探索的主要问题之一
。 “

五 四
”

前
,

陈独秀把教育与社会经济并

列起来
,

认为 同是社会进化的根本
。

①这种认识显 然不科学
。 “

五四
”
后

,

陈独秀用马克思主义考察教育与社

会的关系
,
得 出了许多正确的结论

,
并提出了一些有见地 的

、

至 今仍有指导意义的主张和意见
。

本文仅就陈

独秀在这方面的认识
、

主张等
,

作一点探讨
。

陈独秀认为
,

教育属于心的现象
,

即精神现象
。

教育是
“

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
, ”

是经济这个物 的丧

现
。

②教育与经济基础互相依存
。

他指出教育这个精神现象对经济基础有着强烈的依赖关系
,

一定的教育受

一定的社会经济
、

政治的制约
,

由一定的社会经济
、

政治所决定
。

因此
,

教育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水平和政治进步的水平
。

陈独秀在批评胡适视教育与经济一样可 以变动社会的二元论时
,

反复阐述了教育对

社会经济的这种依赖关系
。

他说
:
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组织之下

,
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 ; 资本主义制

度 之下
,

更不可 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教育
。

陈独秀进一步引证苏俄为例说
:

趋向社会主义的俄罗斯
,

非不极力

推重教育
,
但 以物质的条件之限制

, “

所谓教育普及
。

眼前还是一句空话
。 ” “

欧美资本社会教育的进步
,

完全

是工业发达的结果
。 ” “

所以有些中国人一面绝不注意工业
,

一面却
一

言目的提倡发展教育
,

真是痴人说梦
。

教

育本身的地位如此
。 ”

③陈独秀还多次以北洋军阀统治下
,
教育备受摧残

、

陷入困境的事实
,

说明教育 对 政

治的依赖关系
,

强调 教育离不开政治
。

20 年代初
,
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使教育摆 脱 北 洋 军 阀控

制
,

提出了
“

教育独立
”

的主张
。

陈独秀立 即批评这一主张是
“

梦想
” 。

他责问
:
教育如何能摆脱北 洋 军 阀 的

恶浊政治而独立呢?
“

所谓教育独立
,
是不是离开社会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 ?

”

④

教育决定于社会经济和政治
,

但教育却不是被动的
,

教育反过来又促进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 展
,

是 社

会进步的力量之一
。

这是陈独秀根据马克思主义考察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

得出的又一正确 结 论
。

1 9戈川卜 2

月
,

陈独秀在武昌高师演讲教育问题时
,
明确阐述了教育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

他说
“

教育和 社 会 的 关

系是很大的
。

社会要是离了教育
,

那人类的知识必定不能发展
,

人类知识一不发展
,
那 国的文化就不 堪 问

了
。 ”

⑤教育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促进作用
,

还表现在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方面
。

陈独秀曾多次阐述 过 这

一点
。

他说
: “

教育是智慧的源泉
。 ”

⑥
“

舍教育以外
,

不足以培成社会上经营各项事业之人材
。 ”

⑦教育对 社 会

的影响通常还体现在教育对革命的影响
。

陈独秀认为
,
在社会物质条件可能的范 围 内

,

教 育
、

宣 传 的 活

动
,
可 以唤起 民众

,
鼓动革命

,
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变革

。

因此
,
陈独秀肯定教育是

“

改造社会底重 要 工

具
。 ”

⑧

总之
,

陈独秀认为
,

教育属于精神现象
,

属于上层建筑
。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不可分割
。

一方面
,

教育及

教育的发展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水平 ; 另一方面
,

教育对社会经济又有一定的反作用
,

是社会发展

的力量之一
。

现在看来
,

陈独秀的这些观点自然都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

但在当时
,
却无疑是十 分 新颖

的
,
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

、

教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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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对教育与社会关系 的认
.

识
,

陈独秀对教 育问题陆续提出了下列一些主张和意见
。

一
、

针对北洋军阀摧残教育
、

社会普遍忽视教育的状况
,

陈独秀强调教育是一个社会的必需品
,

而不是

装饰品
、

奢侈品
。

社会必须认真办教育
,

大力发展教育
。

二
、

针对教育家们普遍把教育的希望寄托于教育木

身的糊涂观念
,

陈独秀指出
,
教育的出路在于社会变革

,

即用社会主义发展教育
。

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
,

才

能使教育走出高墙深院
,

成为平民大众的事业
;
才能使教育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三
、

针对教育完全脱 离 社

会实际的现状
,
陈独秀提出教育必须改革

,
教育必须与社会紧密结合

。

这方面
,

陈独秀创见颇丰
,

笔者将在

本文第三部分详述
。

四
、

针对
“

五 四
”

后一部分知识分子鼓吹教育脱离政治
,
企图引导青年学生离开现 实 斗

争的情况
,

陈独秀强调教育要为社会
一

改革服务
。

即教育要为传播马克思主义
、

提高工人阶级政治觉悟服务
。

陈独秀率先实践
,

先后在上海
、

广州创办 了向工人进行通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刊物
、

夜校
,
及培养革 命 干

部的宣讲员养成所
。

无疑
,

陈独秀的上述主张
、

意见都是十分正确的
。

这些意见和主张 指出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及 教 育

改革的途径
,

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有着指导性意义
。

同时
夕
这些主张

、

意见与陈独秀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

国的思想紧密相连
,

因此
,

它们对于 2 。 年代初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 均邦

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

“

五 四
”

时期
,
知识分子 中流行着以教育为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各种错误主张

。

陈独秀在批驳这些 错 误

主张时
,
进一步阐明了教育与社会的关 系

。

“

教育万能
”

论是 20 年代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鼓吹的主张之一
。 “

教育万能
”

论者说
:

中 国
“

根本的根木问题

就是教育
” , “

离开教育便不能讲解放
, .

讲改造
。

因为教育是万能的
。 ”

⑨其时
, 以

“

教育万能
”

论为理论基础的

平民教育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十分盛行
。

鼓吹平民教育主义 的人认为
,

欲求人类平等实现
,
非以教 育 为

基础不可
。

而中国所缺的便是教育
。

他们说
: “

现在中国什么事 都做不好
,

什么好听的名词都不中用
,

就因为

大多数人民没有知识的缘故
。 ”

因此
, “

彻底的办 法
,
只 有一种

,

就是 平民主义的教育
。 ”

@ 即把神 圣的教育 浮及

到一般神圣 的平民身上
,

使每个人都受着程度相 等的教育
,

那 么
,

平民主义的社会便实现了
。

显然
,

平民教

育主义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

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
。

资产阶级需要改良主义
。

一些资产阶级学者
、

文人纷纷 以平民教育为号召
,

鼓吹中国只宜发展教育
,

企

图使 20 年代初正在酝酿着的革命运动憋死腹中
。

1 9 1 9年和 1 9 2。年
,

美国学者杜威和英国学者罗素先后 来 中

国讲学
,
他

`

们不约而同鼓吹平民教育
。

杜威说
:

现在世界的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
,

那过激主义如风起 云 涌

的原 因
,
就

`

是平民没有受着切于生活的教育
。

因此
, “

世界社会 问题的最后解决
,

不在加工资
,
也不在 减 短

工作时间
, ”

实在普及平 民教育
。

⑧他还说中国高等教育者若能将广大的见解使工人方面有发展心思
、

知识的

机会
, “

也许可 以免掉现在欧美扰乱不安的现状
。 ”

L国 内资本家 的御用文人们立即便用杜威的理论反对 工 人

运动
。

他们说
: “

工人缺 乏知识
,

非注重工人教育
,
则减少工作时间

,
增加工资

,

适足 以资其为 恶
。 ”

因 此
,

“

工人教育问也为劳工之先决问题
。 ”

(卿他们攻击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发动工人群众
,
说

:

研究劳动 问题
, “

尤当

着 眼于工人本身之实在利益 ; 若一味效法欧
、

美鼓吹破坏
” , “

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 。

⑧罗素在中国 也 到 处 演

讲
,

说什 么
.

中 国当务之急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
,
中 国的社会改造应该从教育入手

,

不必提倡社会主义
。

张

东荪
,

梁启超 也鹦鹉学舌地说
:
我们只能干文化教育与协社等事业

。

显然
,
他们鼓吹平民教育的目的

,

是防

止中国革命
。

无政府主义者 也是平民教育的信徒
。

他们也把教育平等视为人类平等的基础
,

认为只要施行普遍的善良

的教育
,

人性便都能变善
,

无政府主义社会便能实现
。

因此
,

无政府主义者以
“

普及教育
”

为实现无政 府 共

产 主义的主要途径
,
主张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

, 以普遍的善 良的教育代替法律
,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

上述种种主张的共同错误是颠倒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

无限夸大 了教育 的作用
。

陈独秀根据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驳 斥了这些错误主张
。

陈独秀明确指出
: “

思想知识言论教育
,
自然都是社会进步 的 重

要工具
,
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

、

解释历史
、

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 同等地位
。 ”

教育作为促进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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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力量
,

只能在社会物质条件可能的范围内
,
才发挥作用

,

超越这个物质条件可能的 范围
,
便不生效

力
。

它本身的力量不能
“
造成平民革命

、

打倒军阀
、

打破国际资本主义
。 ”

L教育
“

没有万能的作用
。 ”

L

针对青年知识分子迷信平民教育的情况
,

陈独秀还特别指出
,

教育不是超阶级的
,

在阶级社会里要实现

超阶级的平等的平民教育是不可能的
。

他说
: “

资本主义 时代底教育是专为少数富家子弟而设
,

多数贫民是没

有分的
。

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极力要拥护资本主义底学说及习惯
” ,

L让青年自幼养成崇拜资本主义的迷信
。

因此
, “

在工业未发达的社会里希望教育发达
,
自然是妄想

,

在社会主义未实现的社会里希望教育是平民的
,

自然也是妄想
。 ”

L通过平 民教育
,

实现社会改造
,

是根本不可能的
。

陈独秀激烈抨击了打着平民教育旗号
,
反对中国革命的论调

。

他说
:

工人教育问题固然要紧
,

但不能做

减时增资的必须条件
。

工人们切身利益最要紧的问题便是关系他们生计的
“

减时增资
” 。

必先解决
“

减时增资
” ,

方能谈工人教育问题
。

陈独秀揭露他们的真实 目的说
:

在贪狠的资本家生产制度下
,

有何神通使工人得着平

等教育 ? 如此看来
,

只不过是拿教育来搪塞
,

做加工资减时间的障碍罢了
。

L陈独秀还指名道姓地批评罗素
、

张东荪的主张错了
,
并公开宣布

,

我们中国此时正好
“

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 业
,

免得走欧美
、

日本的错

路
。 ”

匆

陈独秀是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主将
。

他批评无政府主义者 以普遍善良的教育代替法律的主张是荒谬的
。

首

先
,

他指出在私产制度之下的教育
,

全体
,

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有意或无意维持资产阶级底势力及习惯
,

如何能有善良而普遍的教育 ? 其次
,

他认为教育在劝服人性善方面固然好过法律
,

但却不能迷信教育万能
。

人受社会的支配
, “

就 是将来教育普及 了
,

人性能否改变得皆善还是一个大大的疑 问
, ”

特别是那些死心 踏 地

的反动分子
,
不会立 地成佛

。

@ 因此
,

无产阶级单纯依靠教育的力量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 ; 无产阶级取得政

权后
夕
也不能用教育代替法律

,
不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

陈独秀的基本结论是
,

教育不是 万能的
。

一切 企图通过发展教育
,

实现社会变革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 “

要

想改革社会
,
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

。 ”

L陈独秀对上述错误主张的批判
,

既澄清了对教育的错 误 认

识
,

又指明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方向
。

20 年代初
,

在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推动下
,

教育界开展了一场以建立中国新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讨论
.

在这场讨论中
,

陈独秀放弃了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提出的中国教育
“

取法西洋
”

的主张
,

开始重新探讨 中 国

教育发展的道路
。

教育必须与社会紧密结合是这一探讨的主要结论
。

陈独秀根 据他对教育与社会关系 的 认

识
,

指出教育必须与社会紧密结合
,

其效力方可宏博
。

他还多方面剖析了当时的旧教育
,

指出其主要特征是

教育与社会脱离
,
因此

,
创造新教育的唯一办法是反其道而行

。

教育如何与社会紧密结合? 陈独秀在剖析 旧教育的弊病时
,

阐述了下列主张
。

第一
,
教育必须为社会改革服务

,
要为社会改革培养一代革命者

,
而不只是少数几个

“

伟人
。 ”

陈独秀所

说的社会改革
,
就是推翻旧制度

,
建立新制度

。

他强调教育的目的是注重社会改革
, “

不专在造成个人 的 伟

大
。 ”

@ 为此
,

陈独秀提出新教育必须使教育的效力普遍及于每个受教育的人
,
而不可只及于部分或个人

。

他

还强调教育要引导学生注意社会改革
、

参与社会改革
,
而不是只要学生闭门读书

,

做
“

伟人
” ,

或
“

养成一般能

够在军阀下生存的顺 民
。 ”

L他批评旧教育只要求受教育者做
“

伟大的个人
、

为圣贤
、

为仙佛
、

为豪杰
、

为大

学者
, ”

是错误的
,
是浪费人类有限的精力

。

他还严厉批评了当时教育界流行的
“
不间政治

”

的 口号
,

他指出这

个口号的实质就是要引导青年学生脱离现实政治斗争
,
是

“

亡 国的哀音
, ”

不应出自青年人之 口
。

L他告诫青

年学生
,

一定要认清自己 的责任
,

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

总之
,

陈独秀要求教育要为社会改革培养

一代革命斗士
,

而不是少数儿个
“

伟人
” 。

第二
,

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
,

并在社会活动中训练学生的品行
。

陈独秀认为
“

训练是教育上第一重

要的部分
。 ”

L他批评旧教育忽视社会对学生品行的影响
,
关起校门训练学生

,

致使教育对学生品行的 训 练
“

失了效力
。 ”

许多学生
,
在校品行纯洁

、

志趣高尚
,
是一个有为青年

,
但一出校门

,
踏入社会

,
便成了胸中

无主 的人
,

混久了甚至成为一个毫无希望的人
。

因此
,

陈独秀认为对学生品行的训练单靠学校教育 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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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必须与社会结合起来

。

要引
一

导学生 接近社会
,

为社 会服务
,

在社会活动中培养
、

训练学生的品行和能力
。

第三
,

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
。 “

学以致用
”

是陈独秀十分重视的一个原则
,

他认为学而不用或不适用
,

教

育便失去了效力
,

学术
、

理论便无价值
。

他批评 旧教育脱离社 会需要
、

脱离实际
,

培养 的学生缺乏 实 际工

作能力
。

他说
:

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
,

未 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
;
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 画图

,

未曾在 机 械

上
、

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 ; 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
,
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 然不解

,
学经 济 学

的懂得一些理 论
,

抄下 一些外巨J经济的统计
,

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毫无所知
。

象这样离开社会的教育
,

是不

是减少
“

学术应用的效力?
”

L陈独秀提出救济的办法惟有
“

使教育与社会密接
。 ” “

学术与社会合
” ,

理论与实际

结合
。

陈独秀强调
“

学术与社会合
,

方是活学术
, ”

否则便是死学术
。

L

第 四
,
教育的布局和发 展要适应社会的需要

。

陈独秀认为 要充分发挥教育的效力
,

必须使教育的 布 局

适应社会的需要
。

办农业学校
,

宜在乡问
,

办工 业学校
,

宜在 省城
,

如此类推
,

以所在地的需要 为 准
。

为

此
,

他提出的原则是
: “

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
, ” “
牙三论设 立农工何项学校以及农工学 校 何 种 科

目 ,

都必须适应学校 所在地社会底需要 以及产业
、

交通
、

原料 各种状况
。 ”

L

第五
,

学校必须向全社会开放
,

充分利用学校设施
,

为整个社会教育服务
。

陈独秀十分重视社会教育
。

他认为永久教育的根基是在未成年教育
,

但在 目前条件下
,

则非注意成年教育不同
,
尤以社会教育最 要 注

意
。

他批评学校教育仍没 有摆脱贵族式的神秘状态
,

学校大门向社会紧闭
,

学校 一切文化设施不 能充 分 利

用
,

减少了文化普及的效力
。

为此
,

他要求打破贵族式的教育
,

学校向全社会开放
,
使人人得享用教育权

。

上述便是陈独秀关于教育与社会紧密结合的思想
。

陈独秀强调必如此
,

才能使教育与社会完美地结合
,

“

造成社会化的学校
,

学校化的社会
” 。

协

1 9 2 1年后
,

陈独秀专做党的领导工作
,

从此
,
没有涉足教育

。

因此
,
他关于教育与社会紧密结合的探索

没有继续下去
,

其新教育思想也没有形成 一个完整的体系
。

但陈独秀对于教育的方向及 目标
、

人材培养 途

径
、

教育内容及方法
、

教育布局
、

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等有关教育的核心 问题
, 已有了初步设想

,

我们

从中仍能窥见其新教育的粗略轮廓
。

陈独秀所阐述的新教育 已完全 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教育
,

也不是近代西方

教育的翻板
,

自然
,
也不是社会主义教育

,

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教育
,
可 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 主 义

教育的雏形
。

无疑
,

陈独秀关于中国新教育的探索
,

不但具 有开拓性意义
,
且深深影 响了 中国共产 党 的教

育事业
,

以至整个新中国的教育 事业
。

至今看来
,

他 在 7 0年前 所提 出的这些思想
、

主张
、

原 则
,

仍有一定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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