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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要】奉文分析了近代法国攫取中国教育投的过程争在华美育机构的形成发展。对法国在华最育机构

进行了分类梳理，分刺分析说明了各类教育机构的特点，光其突出了法因天主教教会教育的活动度特点，进而总蛄

了法田在华教育的作用。从法圈在单教育，又可一竞其他帝国主义田謇在华教育的分类、特．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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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外人在华办教育是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的方式之一，客观的讲也促进了中国教

育近代化进程。各国争相在中国办教育以英国为

肇始，后起者为法国、美国、日本，比利时、意大利、

挪威、德国等。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情形较为复

杂，不过以教会教育为主流。这里以法国在华教育

机构为个案，对外国在华教育机构进行分类讨论，

并以此寻找出法国在华教育机构的特点，对中国教

育近代化的作用。

一、法国对华教育权的攫取

外人在华教育权，首先由法国人通过攫取天主

教传教权而逐步取得的。其后，英、美、日、德、比等

国又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而趋于完备，虽外

国人在中国办教育事业，“始于1839年”。英国基

督徒布目E在澳门刨办的一所叫“马礼逊学堂”的小

学。但此时天主教尚未驰禁，没有取得在华办教育

的权利，况且该校也仅是在葡属澳门的尝试而已。

天主教(以及基督教新教)真正取得在华办教育的

条约特权。是法国人在中法《黄埔条约)中强迫清政

府给予的。条约第22款规定，法国人可以在通商

五口“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

项”。第24款又规定，“佛兰西人亦可以教习中国

人愿学本国及外国语言者，亦可以发卖佛兰西书

籍．及采买中国各样书籍”，“亦可延请士民等教习

中国语言，缮写中国文字．与各方土语，又可以请人

帮办笔墨，作文学、文艺等功课。”o第22款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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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造⋯⋯学房”，即许予了法国人在华办教育的

特权。第24款又使此特权具体为法国人及某些中

国人的特权。法国人所办“学房”，可以自己或请中

国人任教师教授汉语，中国人可以学习“外国语”，

教授之教材可由法国人自定，并且中国人可以为法

国人服务。这就为外国人在华办教育的方式、目的

确定了大体框架。其中最为要害者有二：一是中国

人学习外语。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规定除在广州设

立的洋行中的行商可以学习外语外，他人均不可习

外语。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华夷观念”，视外国

语为“夷语”；另一方面，清政府害怕国人习外语者

多，与外人勾结危害其统治。禁习外国语之令开

后，中国人可以自由学习外语，为外国在华机构的

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二是中国土民可以“帮办笔

墨，作文学、文艺等功课”，也就是，外国人可以培养

中国人为其在华事业服务。这以后，外国在华事业

中无不有中国人的身影。某些中国人，只因子弟就

读外人办学校可以在外国机构服务而选择外国所

办学校，外国教育机构也以此作为吸引中国孩子入

学的手段。

法国对教育特权的进一步攫取是在第二次鸦

片战争后。1860年《中法续增条约》(即《中法北京

条约》)法文本第6款规定“凡在禁教中被没收之基

督教徒的宗教和慈善产业，均应通过法国驻华公使

发还业主，中国政府应将它们连同其他附属建筑一

并交给法国公使。”这个法文本显然没有使法国在

华教育特权有多大发展，但就是该条文被法国传教

士译为中文时却使其教育特权进一步扩大。该条

的中文变为了“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人等传

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礼拜堂，并将滥行查拿者，

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

天主堂、学堂、莹坟、田地、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

驻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者，并任法国传

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该条文之所以

是法国教育特权的扩展，一是不仅归还“天主堂、学

堂、莹坟、田地、房廊等件”，并且法国传教士在各省

可以任意购买田地，“建造自便”。这就为攫取办教

育的基础设施——学校校址，有了可依之据，即有

特权任意建校办教育。二是其范围已不仅限于通

商五口，且扩展及全国各地。最为重要的是，既然

允许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购产办校，那么法国的

其他人也可以如此；既然法国人可以在中国各地办

教育，那么其他国家依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原则，

也拥有同样的特权。这是外国资本帝国丰义在中

国近代史上，用无数侵略事实证明r的强盗逻辑，

外国在华教育后来的发展也是明证。随后，德、比、

奥、美国也与清政府签订了类似的条款，如1868

年中美订立的《续增条约》第7条规定：“美国人可

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设立学堂。”a

由上观之，外国在华教育特权的取得，当以法

国为首，为其他国家追随、发展。由此．在近代中国

教育史上出现了以教会学校为主流的外人在华教

育机构。

二、法国在华教育机构的分类

外人在华教育纷繁复杂，但仍有主线可寻。外

国在华传教事业的兴衰，直接影响其在华教育事业

的兴亡，因此，以传教权的夺取和传教事业的发展

为线索，大体可把法国在华教育的发展分为以下几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839年至1860年。因为这一时

期是由“禁教”到“驰禁”的转变过程，一方面，传教

士的活动仅限于五口，另一方面，来华传教上不多，

所以此时期的教会学校较少。以对中国女子教育

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女子教会学

校为列(以下两个阶段均以此为列)，J 844年趸

1860年间，仅有lI所教会女校设于五口通商口

岸。o

第二阶段是1860年至1908年。此时期因禁

教政策的解冻，天主教男女18个修会，基督教7大

差会，以及13个小差会，。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纷

纷来华从事各种传教活动，传教士遍及全国，其中

不乏专以办学为目的的传教士来华。因此教会学

校获得了迅猛发展，仅天主教耶稣会办的教会女校

在1878年就已达213所之多，”‘70年代末，已达

800余所”。o教会学校的发展与第一阶段相比可见

一斑。

第三阶段是1901年至1921年。在教会史著

述中常将这一时期称为“黄金时代”。由于中国内

部社会有利于传教事业的变迁，以及教会自身传教

方式的重大调整，在华各教会的传教事业迅速推

进，教会学校首当其冲。根据天主教会的统计，

1920年至1921年，女校已达2615所。9

第四阶段是1922年至1949年各西方教会陆

续撤离中国大陆。这一时期因中国天主教的“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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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中国国民党政府一

系列教育法令的颁布，收回教育权利运动以及抗日

战争的影响，教会学校的发展出现波折，尤其是

“九·一八事变”使东北的教会学校，抗战时期沦陷

区的教会学校停停办办。

教会在华教育的发展分期，亦可作为外国在华

教育事业发展的分期。这一分期对于分类考察外

人在华教育机构的活动及特点至关重要。正因为

教会教育的发展，才促成了其他教育机构的出现，

由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促使各类型教育机

构活动的变化。

就法国在华教育机构而言，以具体主办者为标

准，大体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法国天主教各教会(修会)所办教育

机构。如法国耶稣会开办的徐汇中学、震旦大学

等；拯亡会(女修会)开办的徐汇女中、启明中学等；

巴黎外方传教会开办的南宁拉丁书院等。

第二类是法国殖民政府开办的教育机构。如

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开办的法国工部局学校；上海法

租界公董局教育委员会；法国政府在云南昆明开办

的中法学校；法国安南总督府办的昆明法越学校

等。

第三类是中法间合办的教育机构。如法国政

府与北洋政府合办的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法民

间合办的中法大学等。

三类教育机构与外人在华教育的发展分期紧

密联系。第一时期仅有教会教育一种类型存在；第

二时期则出现了第二种类型——法国政府办教育

机构，与教会教育并存，但以教会教育为主流；第三

时期又出现了第三种类型——中法合办教育机构，

三者共存，仍以教会教育执其牛耳；第四时期保持

前一阶段的格局。

特点

三、法国在华教育机构的活动及

法国上述三类教育机构，虽有一些相同之处，

但各自的活动体现了其鲜明特点。

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教育机构可细分为两类：

一类是修道院(有的称为书院或神学院)。修道院

有大小之分，一般由各教区或教堂设立创办。小修

道院主要培养天主教初级神职人员；大修道院主要

培养中高级神职人员。修道院为专门的宗教教育

机构，因此，课程设置以宗教课程为主。如巴黎外

方传教会于1890年创办的南宁拉丁书院，其课程

就以拉丁文和天主教义为主，为适应在中国传教的

需要，也开设有中文及其它中学课程作为辅修科

目。修道院的生源主要来自天主教徒的子女。另

一类是教会学校。包括教会小学、中学(男中、女

中)、大学、职业技术学校等。此类教育机构蔚为大

观。从学、从教者极多。第一、二阶段中，这类学校

宗教课程的比列较大，法文和宗教是必修课，宗教

活动频繁，学生必须参加。《徐汇公学章程》投考制

度第8款规定，“凡教中学生投考，除具有上开各种

程度外，(甲)须能背诵六样经，即早晚课、弥撒规

程、周主日祷义、玫瑰经、苦路经问答(乙)须了解寻

常问答及上列各种经言。”o第三、四阶段．由于中

国政府认识到教会宗教教育的危害，逐步制订规章

加以限制，这在第四阶段尤为凸显。1929年4月，

颁布了《宗教团体兴办教育事业办法》，8月颁布了

《私立学校规程》，1933年10月颁布了《修正私立

学校规程》等法令，对教会教育宗旨和课程设置作

了规定，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不得以宗教科目

为必修科，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不得强迫或劝

诱学生参加宗教仪式。o可以看出，教会学校在发展

过程中，宗教内容呈逐步减少趋势。

法国政府办教育机构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

校，不过数量较少，而且基本上办在租界内或云南

昆明。这类学校一般以法文为学习的主要课程，同

时学习历史、地理、自然条件等科。所用教材多为

法国殖民地教材。有的学校招收学生有严格的规

定，如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学校，仅招收在上海的欧

美学生。另一类是教育管理机构。主要有上海法

租界公董局教育委员会和公董局教育监察处。前

者为公董局的教育议事机构，主要负责制订法租界

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供公董局决定取舍执行。

后者为公董局的教育执行机构，总辖局立各学校，

并监察法租界内公私立学校。下设小学教育科、中

学教育科、教育经费科、教育经费补助科、私立学校

检查与监察科。V

中法合办教育机构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

法民间合办的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设于北京的

中法大学，在法国里昂成立有中法学院，作为海外

部。中法大学由各学院构成，学院名称几经变迁，

1947年设有文、理、医三个学院，课程分为文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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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系分别教学，医

学院不分系。另一类是中法政府合办的教育机构

——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为分配、监

督使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而成立的工作机

构，由中法两国代表共同负责。其职责是．“根据

‘中法协定)，管理中法间教育事业基金，并决定其

用途”。o可见，这是一个教育基金的管理委员会。

法国在华教育机构有如下特点：

第一，三类教育机构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法

国天主教教会教育的发展刺激了法国政府教育机

构的建立，并且两者交相为用，共同攫取在华教育

特权。法租界公董局教育总监处将局立各学校的

行政权都集中到法国人手中，交由天主教神甫办

理，而且在中国政府规定学校课程的设立规章后，

仍然一切规章制度法国化。”上海中法学堂，本为租

界公董局办的学校，但委托法国天主教负责，后来

由天主教主母会接办。这样法国殖民政府为教会

取得教育特权，教会将其具体实施，并受到政府的

保护与支持，教会及教士则为政府的侵略政策服

务。外人办教育又激发了中国人办教育的热情，以

求教育救国，由此出现了旅法华人与法国各界关

心、帮助中国的有志之士，民间联合办教育。如

1916年成立的华法教育会，主要任务就是“鼓励扩

大留法学生与旅法华工的人数，以便从事法国的旅

欧教育运动，从而有益于中法两国的友谊以及中国

科学教育与实业的发展。”o中法大学、中法工商学

校也是因此而建立。

第二，三类教育机构的学校教育，因办学主体

的不同，教育层次的不同，宗教教育的变化显而易

见，教会学校尤为明显。法国天主教教会学校，随

其办学层次的提高，宗教教育的内容逐渐减少，文

化及专业知识技能的传播增多。法国传教士、教区

所办的修道院、神学院、书院专门培养神职人员，必

然以宗教教育为主。其他教会学校，在初创时期。

宗教课程比重较大。教会小学、中学，对于教徒学

生，宗教为必修课。以法国耶稣会开办的声名最著

的徐汇中学为列，“徐汇中学宗教气氛十分浓厚。

校内有小教堂，有叫‘圣母会’团体，宗教课程称为

‘圣学课’，是教徒学生的必修课。教徒学生中的

‘住宿生’。每天早晨到小教堂望弥撒，午晚膳时有

一人朗诵‘圣书’，其他人静昕，睡前公念晚课经

等。”m发展到教会大学这一层次后，宗教几乎不得

入侵，基本上投有宗教课程和仪式。震旦大学是天

主教在华办三所大学中，唯一一所法国天主教主持

的大学。由中国爱国天主教徒马相伯出资，交法国

耶稣会承办的。在发展过程中学制科目虽几经变

迁，但难觅宗教科目的影踪。o法国政府办学校因培

养目的的不同，有些学校虽由教会主办．不过宗教

课程极少，非教会主持的学校，则没有宗教科目。

中法合办的中法大学、中法商专等学校，根本没有

宗教课程和活动。由是观之，宗教内容减少的趋势

与法国在华教育发展的四个阶段基本同步。

第三，法国在华教育机构在地区分布上的特

点。教会学校分布广泛，尤其是小学(小修道院)，

凡法国传教士所到之处，设有教区教堂的地方，均

辖有教会小学或大小修道院，较大的教区教堂同时

有中等程度的学校。不过基本分布于大中城市。正

如一位天主教徒对天主教教育事业的评价所说，

“天主教会所办之教育事业，遍于各省，且能远布于

中国之特别区(合西藏青海及外蒙而言)”，“其在

内地天主教势力尤不甚大之区，仅办初等小学之教

育。惟各教区成设神学院，殊无初等小学、高等小

学及中学之别。”与基督教教育事业相比。法国教

会学校，虽分布广．但办学层次相去甚远，教会大学

仅有三所，以至于天主教内人士也对此抱怨，“我圣

教办理教育，在以往近于保守，事事落后”，“缺乏人

才”．因而发出“多设公教大学为当务之急”的呼

吁。o法国政府办教育事业，主要在租界内，又集中

于上海法租界。因滇越铁路的需要，加之云南与法

国越南殖民地接壤，所以昆明也有法国政府办学

校。而中法合办教育较少，唯北京上海有之。

第四，天主教教会学校与基督教学校相比，有

一个最大的特点，天主教办学校几乎完全由各教

区、修会或教堂自己的经费筹办，而基督教多由政

府、社会团体或个人出资办学。法国1903年下议

院讨论有关中国教务问题时，议员科兴为法国政府

给予海外传教士津贴一事辩护时说：“津贴之款八

十万佛郎，内惟六万佛郎拔于泰东学堂、医院，为数

甚微”。9可见，法国天主教办学条件较差、资金不

足，实属必然，仅“条件好的地方，教会根据自己的

力量刨办高级小学、师范学校及专科学校”。o这势

必造成天主教办学层次低、水平不高。

法国在华教育一方面是其殖民政策的产物，为

侵略政策服务，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教育主权。另一

方面，也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懂西学、有知识、有技术

的初中级人才，为中法两国进行更直接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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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起了桥梁。它无疑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输

入了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教育管理体系，开阔了

国人的眼界，涤荡了中国旧式的私塾书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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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主研的3项科研成果荣获2000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0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奖项目已经公布。我校作为主研单位之一的3项科技成果

荣获因家科学技术进步美一等奖。

这三项成果分别是复杂地质艰险山区修建大能力南昆铁路干线成套技术；万县长江大桥特

大跨(420m)钢筋混凝土拱桥设计施工技术研究；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

(摘自2001年3月15日<西南交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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