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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早年对旧式教育全面深刻的批判

孙 跃
(华中师范大学

,

湖北 武汉 4 3 0 0 7 9)

【摘 要】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中
,

毛泽东对旧 式教育的批判
,

是最激烈最彻底的
。

他 以其切身体会
,

深感旧教

育制度的危害
。

他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 不遗余力
,

他是一个旧教育制度的无情叛逆者
,

他对旧教育的批判
,

既有广度
,

又有深

度
,

切 中了旧 式教育的时弊
,

促进了传统教育的改良与革新
。

【关键词】毛泽东 ;旧 式教育 ;批判 ;教育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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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中
,

毛泽东对旧 起湖南的教育
,

真是哭不出眼泪啊
,

我认为湖南教

式教育的批判
,

是最激烈最彻底的
,

充分显示了他 育的希望在两个方面
:
一是希望现在还活跃在讲台

“

偏不信邪
”

的个性
。

上 的旧教育家们消失
,

这一点当然做不到
,

一是寄

毛泽东对教育制度的危害性具有感同身受的 希望于学生能够自决
,

我最大的希望就在这里
。

⑥

认识
,

他对旧教育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

他的教 19 20 年 11 月 26 日
,

他在与罗学攒的信中
,

报告湘潭

育思想与旧教育制度是格格不人的
。

他曾经指出
:

教育界情形说
:
湘潭现在的教育已经腐败到了极

自从辛亥革命以来
,

我们国家的教育都是不合格的 点
,

来到省城的湘潭人成立 了一个湘潭教育促进

教育
,

老师们大多是滥竿充数
,

他们不仅 自己处在 会
,

想通过这个组织来促进湘潭教育的改变
,

但至

一知半解的状态
,

教给学生的知识也是似懂非懂 今不见有好大成效
。

⑦ 19 21 年秋
,

他在总结学校教

的
,

这种教育其实是市侩性质的教育
。

①所以他说 育的坏处时痛切地指出
:
学校的第一坏处就是老师

他很讨厌学校
,

不愿到学校去学习
,

主张采取一种 和学生之间没有交流
,

学校的第二坏处就是学校统

自由研究式的学习
,

他认为这样做
,

只要掌握了规 一用一种机械的方法去教育和管理学生
,

学校的第

律和方法
,

不一定就做不到
。

② 三个坏处就是上课时间太多
,

课程开设繁杂
。

⑧可

一 对 旧式教育的危害一直有清醒的认识 见
,

他对旧式教育的危害一直有清醒的认识
。

19 巧 年
,

毛泽东给黎锦熙去信
,

把在学校读书 二 对旧式教育的全面深刻的批判

的苦楚告诉他
:
我来到学校读书

,

… … 但总觉得这 (一 ) 深刻地揭示了旧教育的反动本质

不是读书的地方
,

… …心里很苦楚
。

③他认为他当 他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
现在

,

贵族资本家和

时所处的学习环境太差
,

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掉进了 其他强权者人数很少
,

他们之所以能够剥夺大多数

深渊一样的绝望
,

我们要获得新生
,

就必须离开这 穷人的利益
,

维持他们 自己的特权利益
,

是因为他

苦楚的地方
。

④ 19 20 年 11 月 25 日
,

他在与向警予的 们拥有知识
、

金钱和武力
。

以前的教育
,

只能是贵

信中报告省城教育情况说
:
教育没有先行发展

,

百 族和资本家才能享有
,

一般普通百姓根本没有接受

姓的智力没有得到开启
,

大多数的湖南人
,

犹如睡 教育的机会
。

由于贵族和资本家独自拥有知识
,

所

在梦中不醒
。

就是那些号称是有知识的人
,

又没有 以社会就分出了智和愚两个阶级
。

金钱是人们生

一个远大的理想和切实可行的计划
。

现在湖南的 活 的一种媒介
,

本来大家都可 以挣得来钱的
,

但是

政界已经是暮气沉沉
,

相当腐败
,

政治改良不见有 贵族和资本家由于掌握了知识
,

就想出各种办法来

半点效果
,

人们看不到未来有什么希望了
,

我们唯 剥削平民
,

天主和工厂老板用
“

资本集中
”

的手段获

一的办法就是只有不理会这一切了
,

我们要另外寻 得更多的金钱
,

穷人愈加贫穷了
。

⑨虽然毛泽东试

找新的道路
,

另外营造新的环境
。

教育是我喜爱的 图用阶级的分析方法去剖析
“

智愚 的阶级
” 、 “

贫富

职业
,

在湖南生活的这两年
,

我 已经决心把这计划 阶级
” 、 “

强弱的阶级
”

的产生带有表面性和幼稚性
,

坚持下 去
,

只是要去办大事就不能把求学兼顾起 但是他指出旧教育是剥削阶级的
“

专利
” ,

劳动人民

来
,

这样就会牺牲 自己的很大利益
。

湖南省的女子 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

只有少数人享有教育权
,

确实

教育几乎没有什么进步
,

男子教育也是这样
。

⑤当 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旧教育的反动本质
。

天
,

毛泽东在给罗澈阶的信中又痛切地指出
:
一提 (二 ) 揭露了旧教育制度对学生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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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教育制度下
,

老师和学生是尖锐对立的
。

许多老师对学生态度粗暴严厉
,

不尊重学生 的人

格
。

他大声疾呼
:
我们这些学生生活得好痛苦啊 !

叫我们的老师对待我们象敌人一样
,

把我们当做奴

隶一样来欺负
,

把我们整天关在教室里如同坐监牢

一样
。

我们教室的窗户好矮小啊
,

黑板根本见不了

光线
,

在这样环境下学习
,

好多学生的眼睛都搞坏

了
。

课桌真的不适合学生坐着上课
,

学生坐久了腰

也弄弯啦
,

老师们成天要学生读书啊读书啊
,

学生

看得再多也看不懂啊
,

白白地浪费了记忆
。

在这样

的环境读书
,

结果是一双好眼睛变成了坏眼睛
,

一

个好脑筋整成了没有精血的脑筋
,

学生们的脸
,

看

上去煞 白煞白的
,

跟贫血症和神经衰弱症没有什么

区别
。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呆板呢 ? 我们为什么会

这么不活泼呢 ?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萎缩呢 ? 啊 !根

本原因是老师们强迫学生读死书
,

不让学生活动
,

不许学生说话
。

我们好象得了一种僵死症
。

其实
,

身体上 的痛苦还是次要的
。

请大伙再来看看学校

的实验室吧
,

简直是太狭窄啦
,

而且根本没有什么

仪器
,

仅有的几件仪器也是坏的
,

根本不能做实

验
。

给我们教国文课的老师
,

真是迂腐得不行
,

我

们只听见他嘴里唠叨
`

诗云
’ `

子曰
’

的句子
,

其实大

家都不知道老师教的是什么
。

那些老师一点也不

觉得现在的时代变了
,

他们还烙守着古礼和古法教

学生遵守
。

老师们灌输在我们脑子里的全是一大

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
。

我们的图书室根本没

有什么 图书
,

我们根本没有锻炼身体的活动场所
。

可悲可叹啊
,

现在国家都要亡了
,

他们还张贴布告

禁止我们有爱国行为
。

L总之
,

旧教育制度使学生

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摧残和折磨
,

学校实行注人式

的
、

填鸭式的
、

盲 目的和被动的教育
,

广大青年深受

其害
。

学校的课程不仅繁杂而且给学生的压力很

大
,

学生根本就没有时间体息
,

也从不安排时间去

锻炼身体
。

毛泽东形象地指出
:
我们国家的现行学

制
,

给学生开设的课程简直多如牛毛
,

就是具有顽

强身体的成年人也不能完成学习任务
,

更何况是未

成年的学生 呢? 更何况身体弱小的学生呢 ? 认真

分析这种学制的情形就是
,

老师专门开设繁重的课

程使学生感到困乏
,

既伤害了学生的身体也伤害了

学生的心理
,

只要有不接受教育的学生就处罚他
。

学生中如果有聪明的孩子
,

就强迫他读某种书
,

用

甜言蜜语迷住学生
,

用一些奖赏诱惑学生
。

唉
,

这

真是误人子弟啊 ! 。 当时的学校不仅通过繁重的课

程摧残学生
,

而且当时学校的校规也是严酷的
,

学

生动辄得咎
,

深感没有自由
。

(三 ) 批判旧教育制度使教师
、

尤其是小学教师的地

位低下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
:
我们这些小

学教师一天到晚都在教课
,

真是太忙碌了 ! 从早到

晚都在喝粉笔灰
。

根本没有地方游走吸取新鲜空

气
。

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
,

小学教师至少也是有

几百上千人
,

但是却没有为小学老师专门设立的娱

乐场所
。

小学老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

必须不断地

提高自己的水平
,

但是没有设立一个可供小学老师

进行研究的机构
。

小学老师每天上课的时间都是

满满的
,

教学的时间安排得太多太多
,

哪还有时间

去研究学问呢
,

也根本没有精力去研究学问了
。

就

这样
,

小学教师就变成了留声器
,

整天教给学生的

也就是 以前从自己的老师那里学到的真传讲义
。

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
:
小学老师收人太低

,

他们处

在饥饿状态
,

他们每个月的工资也就十几元钱
,

而

且这点工资还拿不全
,

一些学校的校长还仿效克扣

军粮的办法把政府发给老师的工资克扣下来落在

自己的腰包里
。

小学老师经济地位很低
,

因此也就

连婚姻问题都难解决
。

毛泽东还更尖锐地说
:
小学

老师和他们的家属相隔几百里分居而过
,

他们孤住

相望
,

教育学上讲小学老师应当成为终生喜爱的事

业
。

难道是要小学老师终身做鳄夫和寡妇吗 ? 教

育学上原本不是说老师和他的家庭必须住在学校

才能给学生当模范吗 ? 但现在老师的状况又怎样

呢
。

老师们因为没有钱就不能买书
,

更不能外出去

游历和考察社会
。

不想说 了 ! 小学老师反正就象

是奴隶啊 ! 。 这确实是旧社会小学教师悲惨生活的

真实写照
。

旧教育制度不仅摧残学生
,

而且把教师

也害得苦不堪言
。

他们的工资极低
,

难于养家糊
口

。

教师无钱买参考书
,

也不能游历考察
。

他们没

有进修
、

提高的条件
,

只能年复一年
、

日复一日地忙

于上课
,

重复许多早已丧失了科学性的讲义
,

教师

想要提高教育水平也没有办法
。

(四 ) 批判旧教育德智体割裂
,

学生畸形发展

毛泽东指出
,

学校只要求学生读死书
,

根本不

重视学生锻炼身体
,

重视读死书轻视体育锻炼的现

象很突出
。

学校状况使
“

国力恭 [茶 ]弱
,

武风不振
,

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
。 ” 。 一些学校虽然开设了体育

课
,

但提倡者不得其本
,

且器械缺乏
,

教授又极不得

法
,

学生盲目被动
,

因此不仅不能收到锻炼的功效
,

而且于学生身体适得其反
。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

究》中说
:
我观察现今的体育状况

,

大多数是有形式

而无内容
。

并不是没有开设体育课
,

并不是没有体

育教师
,

而是学生从体育课那里受益的少
,

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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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受益
,

相反还有害呢
。

在上体育课时
,

老师

发号施令
,

学生勉强 回应
,

表面看来身体是在动但

心理却没领会
,

在精神上反而产生 了许多痛苦
,

精

神痛苦反过来促成身体痛苦啊
,

所以一节体育课上

下来
,

没有哪个学生不是外形疲惫精神萎靡的样子

啊
。 。 学生本身体质就很差

,

根本不能完成繁重的

功课
,

加上又不重视体育锻炼
,

意志不坚强
,

情感很

脆弱
,

德和智随身体虚弱而没有依托
。

像这样德智

体割裂开来的教育是一种畸形的教育
,

根本培养不

出经世济民的人才
。

(五 ) 批判旧教育脱离社会
、

脱离实际

教育脱离社会
。

旧式教育没有为社会培养人

才的教育 目的
,

学生走出校门后没有为社会服务的

意识
,

他们不愿意到人民群众中去融人社会实践
,

他们也不愿意到乡村中去生活 ;社会也没有给学生

提供谋取利益的机会
,

社会都把学生看作是赚钱的

人
,

根本不给学生提供发挥能力的机会
。

毛泽东尖

锐指出
:
现在学校最大的弊端在于学校与社会完全

脱节
,

好像在学校与社会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

一旦进人学校
,

就好象是登上天 了
,

对社会是一种

俯视
,

学校对社会而言
,

好像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

西
。

学校与社会相互隔离互不联系
,

就构成了三个

弊病
:
一是学生在社会上找不到 自己的工作职业

,

当学生需要接近社会时
,

社会与学生距离遥远
,

当

学生需要亲近社会时
,

学生又早与社会脱离
。

社会

与学校总是没有连接起来的时候
。

二是社会不送

学生到学校
,

学校的不完善是其中的原因
,

但社会

不了解学校确实是最大原因
。

三是学校的人和社

会上的人
,

从来就是互不沟通情感
,

不互相进行语

言交流
,

就是有一所好学校
,

社会又 怎么会知道

呢? 。 由于学校与社会脱节
,

学校不能发挥教育的

社会功能
,

学校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

教育脱离实际
。

旧式教育脱离实际
,

不让学生

关心政治
,

反对学生接受新的思想和思潮
。

毛泽东

写道
: 旧教育的卫道者们抵制新思潮的传播

,

采用

各种手段企图使学校和新思潮隔绝
,

有一个同学对

我说
,

他们学校的办事人员和管理人员
,

怕学生学

到了新的学说
,

就干脆把图书室都关闭了
,

凡是新

的杂志
、

新闻报纸和书籍
,

都不让学生看见
。

毛泽

东还说他听 了为之点首叹服
。

他还风趣地说他们

的计划真妙 ! 其实这种现象不光发生在某一所学

校
,

这是整个湖南学校的普遍现象
。

这些学校好像

是联盟了一样
。 。 当时学校把《新青年》之类的进步

书刊视为邪书
,

更不准学生去阅读
。

学校以循规蹈

矩为好学生的准则
,

企图把学生引向深山幽泉和世

外桃源
,

把学生驯化为家庭的孝子顺孙
,

社会的柔

儒顺臣
。

这样的教育发展下去
,

只能为培养亡国奴

做准备工作
。

(六 ) 批判封建主义男女不平等的旧式教育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

学校把女子教育看作是培

养贤妻良母的地方
。

当时反映新潮的书籍被学校

看作
“

邪书
” 、 “

禁书
” ,

特别是不准女学生看的
。

学

校也不准女学生参加
“

惊天动地的学生潮
” ,

学校
“

把学生看作文契似的收藏起来
,

怕他们出外见识

了什么邪样
。 ” 。 他们用什么

“

三纲五常四从五德
”

教

育女学生
,

要他们守
“

贞操
” ,

做
“

烈女
” ,

这样的教育

不过是破坏女学生身体精神 自由的恶魔
。

不仅如此
,

男女教育也极不平等
,

一方面是女

子受教育机会绝少
,

另一方面是贱女重男
。

毛泽东

还尖锐地指出
,

女子和男子一样地尽 了纳税的义

务
,

但是却不能和男子一样享有同等教育的权利
。

在教育经费方面
,

以湖南为例
,

女子只得到男子的

二是二分之一
。

全湖南省有的女子超过一千五百

万
,

却只有三所女子师范学校
,

连一所女子中学都

没有
。 “

民国十年度预算案内破天荒列了一笔
`

代用

女子中学
’

的经费 (经常六千元
,

临时四千元 )
,

听说

一部分议员先生
,

还想要将它打消起来
。 ” 。 女子教

育如此不发展
,

怎会有男女平等呢 !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
,

青年毛泽东对旧教育的批

判
,

切中教育的时弊
,

促进了教育的改良与革新
。

他对旧教育的批判
,

既有广度
,

又有深度
。

所谓广

度
,

就是涉及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
,

诸如
“

主持教育

者
” 、 “

教育方针
” 、 “

教育经费
” 、 “

教育制度
” 、 “

教学

内容
” 、 “

教学方法
” 、 “

教育管理
”

等方面存在的弊

端
,

他都谈到了
。

这在当时的教育界和知识界都是

罕见的
。

所谓深度
,

就是有的放矢
,

切中教育的时

弊
。

尽管他在当时受到主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
,

教育实践的时间并不很长
,

教育经验也不是很全

面
、

完善
,

更来不及从教育理论上作更进一步的深

人的探讨
,

但其进步倾向却是显而易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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