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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清代滇西北童蒙教育研究

秦小健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丽江　６７４１００）

摘　要：童蒙教育又称为启蒙教育，清代童蒙教育从形式上可分为义学、私塾、村塾等，清代前期滇西北童蒙教育以义学为主，

至中后期私塾占据主导地位。清末教育改革，义学、私塾多改办为初等小学堂，因滇西北地区发展不平衡，有些私塾一直延续

至解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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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滇西北童蒙教育概述

所谓童蒙教育也称之为启蒙教育，清代童蒙教

育分为义学、私塾等。义学也称“义塾”，指依靠官员

捐款或地方公款、收取地租等形式而设立的蒙学，招

收对象多为贫寒子弟；私塾又分为家馆、村学、冬学

等。清代滇西北儒学教育发展迅速，经过百余年发

展，培养了大批士人，为童蒙教育发展提供了充足的

师资。至清光绪年间教育改制，童蒙教育发生了重

大变化，义学、私塾等被近代式小学堂取而代之，至

此，新式童蒙教育开始登上清代滇西北教育的舞台。

清代剑川州童蒙教育是滇西北旧式童蒙教育的

典型代表，剑川童蒙教育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地

方官绅获退居林下的乡贤自设的家馆；其二，有一村

或相连几村自愿结合推荐较有地位的头面人物作学

董，延请塾师，择文昌宫等寺庙宇为馆址办学；其三，

地方文人塾师自己设馆，招收学子授业；其四，有季

节性举办‘冬学’以及只在晚上学习的‘夜学’。”［１］尽

管清代滇西北旧式童蒙教育发展迅速，成果显著，但

存在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差异较大等问题。

二、清代滇西北童蒙教育的形式

清代滇西北童蒙教育可分为旧式教育和新式教

育两类。就旧式教育而言，主要包括为义学、私塾

等；而新式教育主要包括官办、私立等。

（一）清代滇西北童蒙旧式教育

由于滇西北地处于边陲，在清代前中期启蒙教

育以官方设置义学为主，经过百余年的儒学教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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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后期滇西北私塾逐渐兴盛，在启蒙教育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

１．清代滇西北义学分布概况

义学又称“义塾”，是明清时期乡里筹办设置的

一种免费义务教育，专门招收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入

学，属于启蒙性的小学教育。义学是清代滇西北地

方官员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终清一代，滇西北

地区兴建义学８４所，其中鹤庆州义学１８所，剑川州

义学１３所，丽江府义学４３所，中甸义学５所，维西

义学５所
［２］。

表１　清代滇西北义学统计表

所在

州县
数目 义学名称 义学地址 修建情况 资料出处

鹤庆州１８ 启圣祠馆 启圣祠

康熙２９年知府

卢崇义、通判金

应璧建

《鹤庆府志》

卷１５

城北馆 城北 同上 同上

城南馆 城南 同上 同上

城东馆 城东 同上 同上

城西馆 城西 同上 同上

龙华寺馆 龙华寺 同上 同上

金登馆 金登 同上 同上

孝廉村馆 孝廉村 同上 同上

甸北馆 甸北 同上 同上

三台山馆 三台山 同上 同上

观音山馆 观音山 同上 同上

松桂馆 松桂 同上 同上

城南馆 城南门外
康熙５６年知府

孟以恂捐设

《鹤庆州志》

卷８

紫云庵馆
金登街

紫云庵

雍正７年知府

姚应鹤设
同上

圣妃庙馆
大板桥

圣妃庙
同上 同上

牛街寺馆 观音山 同上 同上

关圣庙馆
城姜营

关圣庙
知府姚应鹤设 同上

崇仁寺馆 崇仁寺

康熙２９年知州

张国卿设于崇

仁寺

《鹤庆府志》

卷１５

剑川 １４ 学宫右馆 学宫右
康熙４３年通判

孔兴询建

《剑川志稿

·学校》

南门馆
南门

忠义祠

康熙５８年知州

王世贵设
同上

北门馆 北门武侯祠 同上 同上

兴教馆 沙溪兴教寺 同上 同上

育才馆 甸尾广明寺 同上 同上

化彝馆 兰州云鹤寺 同上 同上

弥沙井馆
城西南

１６０里

雍正７年大使

闻昭设
同上

和美书院 桥头关圣宫 光绪年间 同上

敷文馆 城内学宫右 光绪年间 同上

续表１

所在

州县
数目 义学名称 义学地址 修建情况 资料出处

新设

敷文馆
乔后大村

同治１２年地方

公建
同上

新设乔后

义学３馆
皆在乔后井 光绪３年设 同上

雪斑书屋 兰州求仁甸 不详 同上

丽江府４０ 府东义学 府东
木兴修建于康

熙年间
《木氏宦谱》

白沙义学 白沙 同上 同上

七河义学 七河 同上 同上

九河义学 九河 同上 同上

束河义学 束河 同上 同上

忠孝馆 城东门
乾隆２年知府

管学宣设

《丽江府志略

·学校略》

节义馆 城西门 同上 同上

白沙馆 城北２０里
雍正１１年知府

靳治岐设
同上

束河馆 城北１５里
乾隆２年知府

管学宣设
同上

白马馆 城西南６里 同上 同上

剌沙馆 城西１０里 同上 同上

吴烈馆 城东５里 同上 同上

七河馆 城西南４０里同上 同上

九河馆 城西南８０里同上 同上

巨甸馆 城西北２４８里同上 同上

通甸馆 城西２８０里 同上 同上

江西馆 城西４９０里 同上 同上

树苗馆 城西北６３０里同上 同上

小川馆 城西南６４０里同上 同上

兰州馆 城西２８０里
雍正１３年署府

姚应鹤设
同上

下井馆 城西３５０里
雍正９年井大

使郑大位建
同上

剌缥馆 城西南８里
乾隆４年知府

管学宣设
同上

剌是馆 城西３０里 同上 同上

山后馆 城西３４０里 同上 同上

温井馆 城西３６０里
乾隆５年井大

使郑大位建
同上

乐天馆 乐天场 乾隆１３年添设
《丽江府志》

卷４

黄登馆 黄登 嘉庆１３年添设 同上

喇井２馆 喇井
同治１３年大使

汇海设

《新纂云南

通志》卷１３５

喇井馆 喇井
光绪７年徐有

书设
同上

四井３馆 四井
光绪７年徐有

书设
《同上

阿喜馆 城西北 不详
《丽江府志》

卷４

石鼓馆 城西 不详 同上

鲁甸馆 城西
光绪２０年知府

陈宗海设
同上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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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所在

州县
数目 义学名称 义学地址 修建情况 资料出处

剌宝馆 城北 不详 同上

东山馆 城东 不详 同上

大具馆 城北 不详 同上

南山馆 城南 不详 同上

江东馆 城西南 不详 同上

江西馆 城西南 不详 同上

普度馆 普度
光绪１９年村民

捐设

《普度义学

碑记》

中甸厅 ５ 大中甸义学 大中甸
雍正１３年州判

辜文元设

《新纂云南

通志》卷１３５

小中甸义学 小中甸 同上 同上

江边义学 江边 同上 同上

格杂义学 格杂 同上 同上

泥西义学 泥西 同上 同上

维西厅 ５ 永安村义学 永安村

雍正９年通判

陈权设，１３年通

判郭治捐建

同上

其宗村义学 其宗村

雍正１２年通判

孙光禄设１３年

通判郭治捐建

同上

康普叶枝义学 康普叶枝 同上 同上

阿墩子义学 阿墩子
乾隆元年署通

判郭治、汤涵设
同上

奔子栏义学 奔子栏 同上 同上

从以上统计可看出：清代滇西北地区义学设置

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康、雍、乾时期，而另一个创设

高潮期则在清光绪年间。在义学创办中，官方起到

主导作用，民众捐资助学处于从属地位；从地域分布

来看，主要集中在丽江、剑川、鹤庆等地，其中丽江创

办义学４０所，占清代滇西北的半壁江山，而中甸、维

西等相对较少。

２．清代滇西北私塾教育概况

清代滇西北地区私塾数量巨大，成为兰州、中甸

等地童蒙教育的主流，而义学较为发达的剑川、鹤

庆、丽江等地也多有分布。

私塾大多一校一师，均由一位先生在同一书馆

分组分级教授，学生年龄悬殊，学无年限。剑川私塾

产生于明洪武年间之前，且与书院、义学等长期并

存。丽江私塾于乾隆年间广泛创立，而兰州私塾创

立晚于义学，清朝乾隆末期，兰州罗土司聘请李廷

讳，从开文教，自此夷风渐化。其开办私塾则主要集

中在光绪至民国前期。兰州私塾以村塾为主，家塾

和馆塾数量较少。［３］

尚未资料能够准确显示出清代滇西北地区私塾

的确切数量，从一些资料记载来看清代滇西北私塾

数量并不少，剑川州私塾数量要超过４４所。“１９３１

年，剑川县教育局对全县私塾进行改良。１９３５年，

又对全县４４所私塾强行取缔，但均未绝迹。”
［１］至

１９２０年鹤庆私塾尚有５０余所。
［４］泸水的六库、干

河、基准、木楠、花竹坪、称杆、登埂等地私塾广

布［２］３０。从兰坪县署呈云南省教育厅的报表中可

知，当时设置初等小学５６校，而实际只办了３８

所［３］４４。中甸县城升平镇及华丰坪、茨中、茨古、奔

子栏、托顶、果念等村均办过私塾学堂。［５］由于私塾

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对传播汉文化和启

蒙儿童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清末滇西北童蒙新式教育概况

清末国事日拙，为了笼络人心，推行新政，颁布

了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教育章程《壬寅学制》和第一

部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的现代学校教育体

制《癸卯学制》，为发展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作为

边陲之地的滇西北，也积极参与近代教育改革，但区

域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区新学代替旧学改革一直

持续到解放时期。依据办学出资类型，清末滇西北

地区童蒙教育可分为官办和私立两种类型。

１．清末滇西北官办童蒙教育

（１）普通童蒙教育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清政府通令各省开办

学堂，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剑川州在金华书院首

次开办模范高、初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将金华

书院、乔后书院、甸南育才义学馆、沙溪兴教义学馆

改成剑川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剑川新式教育

改革至民国元年再度进行大规模实施，“东岭、巩北、

西湖、羊岑、弥沙、兰州等地，均改为乡镇书院、书屋、

义学馆为初等小学校。”［１］８５

丽江府在光绪三十一年、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年）分别创设官立高等小学堂、石鼓初等小学堂。［６］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为感化红教喇嘛，教授年幼

僧侣教徒习识汉文，在福国寺、指云寺、文峰寺、玉峰

寺、普济寺各设初小堂一所。［６］７１据《丽江纳西族自

治县教育志》记载：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五年

间，“在城乡共设立初等小学堂２９所，高等小学堂

１所。”
［６］７１

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鹤庆县第一所两级

小学校———鹤庆公立高等小学堂在原玉屏书院故址

正式创立，该年招初小一年级学生，至１９１２年春招

高小第一班［７］６９，开启鹤庆创办新式教育的先河。

光绪三十三年阿敦子弹压委员夏瑚奉命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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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俅两江事务，他察看怒、俅江的情况后禀请清政

府，“宜筹费设学，以广教育也。”要求在怒、俅两江

“设官、兴学。”［８］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以借民房、充公

寺的方式在贡山的菖蒲桶、茨开两地各创办了一所

汉语学堂，这两所学校在当地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学校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９］

民国二年，兰坪县奉令将各地私塾改称初等小

学，并向云南省教育厅报告，其中初等小学有５６校，

而实际创办了３８所。
［３］４４可以看出兰州地区新式学

校蓬勃发展之势。

（２）专门童蒙教育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丽江设蒙养院，其宗旨

为蒙养家教合一，以蒙养辅助家庭教育。保育教导

三岁以上至七岁儿童，附设于敬节堂或育婴堂。［６］６３

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在中甸江边境开办蒙养小学

堂，光绪三十三年蒙养小学堂改为初等小学堂，同年

中甸厅同知阮大定在中甸县城创办蒙养古宗学堂，

宣统二年改办为小学校。［１０］

光绪三十三年丽江知府继续先、县学务总董周

炜遵照清朝廷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办学宗旨，

“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的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

发育，”创设两所女子学校，一所在箐公祠，另一所设

在节义祠。教员皆由举贡生员充任，启蒙教育阶段

着重认字，描红摹贴，读书背诵，随着年龄增长知识

加深，开设国文、算学、史地、格至、乐歌、体操等科。

考虑其后走向社会，增设家事一科，学习缝纫、刺绣、

洗涤、烹饪等家事教育。［６］８３两校学生合计３０余人，

是丽江女子教育的开端，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１９１０年，鹤庆商人张泽万先生之妻袁氏，自愿捐资

且在张家旧宅的东大楼上设学，专招女子就读，当时

只招初小第一班女生２０余人，
［４］７５开启了鹤庆女子

专门教育的先河。

２．清末滇西北童蒙私立学校的发展

清光绪年间，法国传教士在鹤庆黄坪乡均华村

下大坪开办男、女天主教会学堂两所，专收天主教徒

子女入学，学生免收书籍费和学杂费，对特别贫穷的

学生，还可免费享受行李和伙食。教会学堂有学田

出租，租金用于办学，男学堂每年在校生３０余人，女

学堂２０余人，课程以讲授《圣经》为主，后逐渐增设

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美术、体育等，教员多

为中国籍天主教徒。这两所学堂存在长达半个世

纪，其办学一直持续到１９４９年６月鹤庆解放前。
［７］

清宣统三年，赵灼捐资开办鹤庆南区私立小学。同

年２月，舒良佐等开办鹤庆中区私立小学。
［７］

三、清代滇西北童蒙教育的师资来源与

教学内容

滇西北地区私塾教育存在较早，明代剑川在没

有创建学宫之前，私塾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明代丽

江木氏土司家中已有私塾，但此时的私塾教育仅局

限于贵族内部。经过清代早期的儒学发展，为地方

私塾教育培养了大批师资，其中有些私塾教师享誉

乡里，如杨绰，道光时期丽江文人多出其门，出进士

举人近十人；李天叙、王重儒、段皀、杨宣杨伦等成为

地方私塾教育的骨干；［１１］文明村举人李廷俊及其弟

李廷伟、其子李昶、其侄李天叙等、白沙段文魁、义尚

村李献廷、木芝园等都是远近闻名的私塾教师；剑川

之寇岩江、寇鸣鹤、寇珩、杨哲士、杨雅、杨继元、赵

彬、赵联元、赵潘等［１］６０。怒江则派剑川童生尹佐

汤、张自铭二人充任教习［８］。中甸师资除当地汉族

外，还有纳西族、藏族、白族等，曾出过极少的增生、

廪生和秀才［５］２７。

清代滇西北地方官员对义学师资选聘及工作职

责作了明确规定：“选延塾师以六年为期，如果教导

有成，塾师转作贡生，待其教授弟子熟悉通晓诗书之

后，准其报名应试。三年无成，该生发回；另择行文

兼优之士递补。”［１］６３

清代滇西北义学教学所使用教材一般是《三字

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四书》等，主要是让学

生读书识字，习礼明义。而私塾依据学生层次不同，

课程安排也有所区别，在初学阶段，课程一般有蒙学

和经学两种，蒙学主要是“三、百、千、千”，即《三字

经》、《百家姓》、《千家文》、《千家诗》；程度中等就教

《幼学琼林》、《声韵发蒙》、《古文观止》；程度较高的

则学四书五经、诸子著述。同时对程度较高的学生，

每七天或十天进行一次作文练习，由塾师给学生命

题，作文全批全改。诗词习作也是必修课程，其方式

是先从对课入手，由三言五言再到七言，入门后再按

平仄韵撰写，另外熟读以至背诵《幼学琼林》及练字

写字。清代童蒙教育培养的宗旨要求学生成为“爱

民、出仕必做良吏、忠厚正直、守法”之士。

因清末教育改革，其课程开设、教学内容也随之

发生深刻的变化，学科设置更为广泛，主要涉及自

然、算术、修身、历史、地理、音乐、体操、图画等。另

外蒙学课程设置也体现教育的近代性：修身教科书、

珠算入门、珠算教科书、工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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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文法教科书、幼学德日体操等。［１］１１２实际上远

在怒江等地创办的学堂与内地基本一致，“今一创

办，似须将体操及一切儿童教育，同时并举，俾易开

通。”［８］在《奏定学堂章程》和学部提出的教育宗旨

中，均要求培养学生成为“尊君、尊孔、尊亲”的人，注

意军事训练，懂得有当义务兵的责任，学以致用之，

成为大清帝国的“忠臣顺民”，而教材中已含有“尚

公”、“尚武”、“尚实”的内容。

四、清代滇西北童蒙教育的经费来源

清代滇西北地区童蒙教育主要分为义学、私塾

等教育形式，其方式不同而经费来源各异。义学为

官方所创设之学校，经费一般由官方提供，但也不乏

个别义学是民间筹资。

表２　清代滇西北民族地区义学经费来源比例统计表
［１２］

州县

名称

官方

捐助

民间

捐助
田产 租金 合计

丽江 ３４ ７ ２ ０ ４３

鹤庆 １ １２ ５ ０ １８

剑川 ５ １ ０ ７ １３

中甸 ５ ０ ０ ０ ５

维西 ５ ０ ０ ０ ５

合计 ５０ ２０ ７ ７ ８４

比例 ５９．５％ ２３．８％ ８．３％ ８．３％ １００％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官府出资与官员捐俸占

义学经费来源的５９．５％，而平民捐助仅占２３．８％。

这说明清代滇西北启蒙教育中官方占据主导地位，

而平民捐助等处于从属地位。

私塾经费来源一般分为三种形式：村中自筹、学

生学费或土司资助。村中自筹经费者多为村塾，由

于经费有限，塾师生活较为清贫；有些私塾在家开馆

设学，学生的学费成为教师的经费来源；土司延聘的

私塾，其经费为土司资助。就生活条件而言，土司资

助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剑川教育志》反映出私塾

教师生活的清贫：“赵潘少年时代，跟其父赵联元到

上兰设塾教书。他们父子仍像当地白族人民一样，

仅住在白天用来烧饭，晚上烤火取暖的‘白灶’上面；

相逢尽是穿戴麻布的劳动者；吃的都是‘双弓米’稀

粥，亦即漂在碗底历历可数的稗米。”［１］１１２兰州村塾

师资来源为村中士绅获邀约办学户选出学东，由学

东到内地延聘师资，其待遇“除供给粮、油、菜和柴

外，年底约给大洋６０元。”
［３］而怒江新式学堂教师薪

水也十分有限，“教习每员每年备送薪水银五十金，

粮食八石，以资口食。”［８］

五、结语

清代滇西北童蒙教育采取官学与私学相结合的

方式，清代滇西北辖区共设置义学８４所，而私塾数

量巨大，尚难有准确统计。清末滇西北地区童蒙教

育与全国童蒙教育一样，进入了转型期。因地域差

异较大，转型改制并不同步，出现教育发达地区新学

优先改革，而落后地区旧学持续发展。在教育改革

之时，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取缔旧学，有些旧

学的存在持续到解放以后。总之，清代滇西北地区

童蒙教育发展推动了汉学的传播，提高了滇西北地

区人们的文化素养，促进了民族融合，增强了民族的

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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