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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育改革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其实施原因具有复杂性与多元性$需要立足具体的时代情境加以考察&南京

国民政府时期大学区制改革的实施$以.教育独立/为目标$不同于此前.党化教育/的宗旨&考察这一政策转向的原因$涵盖

了个人理想'集体共识'政府支持和社会呼应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通过梳理这一过程$从个人到社会$由微观到宏观$有助于

厘清大学区制改革的实施背景$认识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大学区制#改革#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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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随即在

教育领域开展了系统性的制度改革222.大学区

制/$希望纠正教育混乱之弊$而收教育独立之效&

借鉴法国教育制度的.大学区制/$在中央以.大学

院/统管全国的学术事业和教育行政$在地方以国立

大学管理本地区的教育事务$力图实现.教育学术

化/和.学术研究化/&此种制度设计$以.教育独立/

为旨归$希望改变教育事业随同政潮起伏而无所归

依的窘境&经过蔡元培等人的积极推动$

#L!H

年
$

月
!H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G

次会议通过了

,大学院组织法-$开始实施.大学区制/改革$从制度

层面启动了.教育独立/的尝试&本文重点关注.大

学区制/得以出台的思想渊源和时代动因$即.大学

区制/改革何以能够在彼时情境舍.党化/而行.学

治/$从而为学术自由与教育独立张目4 短暂的.大

学区制/改革$试图超越政教合一的传统和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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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乱象$建设新的教育制度体系$虽然由于制度困

境和人事纠葛$改革半途而废$但是改革的进程则为

思考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一"个人先驱!李石曾的教育努力

大学区制改革$以蔡元培.教育学术化/和.学术

研究化/的理想诉求而被认为是追求教育独立与学

术自由的积极尝试&李石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长

期隐而不彰&其实$无论作为留法学人对于法国思

想文化的深刻认识$还是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创办各

类学校$李石曾在大学区制改革前后都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实际上$李'蔡相比$正是前者最先深入

了解法国教育制度$并极力宣扬推崇$对于推进这一

教育实验活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

1虽然在教育改

革过程中蔡元培与李石曾的作用各有侧重$但李石

曾发挥的.起点/作用不可否认&作为大学区制改革

主导者之一的蔡元培亦曾坦言%.中法两国学术上文

化上之关系$55近三十年$则有吾友李煜瀛君'夏

循
%

君等&李君!石曾"发起俭学会与勤工俭学会$

留法人数渐多#又发起华法教育会$而招待留法学生

之机关$渐趋周密&/

0

!

1立足具体的历史情境$以

#L"!

年李石曾的赴法留学为标志$开启了中法文化

交流的新局面&作为制度引进的关键性人物$李氏

在思想引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双重努力$为大学区

制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与实践例证$是为此后大学

区制改革的先驱&

游学法国期间$李石曾吸收了.互助论/的思想$

并以此作为开展社会改造的指针&

#L"$

年从蒙城

农业实用学校毕业后$李石曾转入巴黎巴斯德学院&

在此期间$他遇到法国地理学家邵可侣!

O,)-c4̂

S-):

"$经其推荐接触了克鲁泡特金!

]*(

Q

(;U2+

"所

著的,互助论-'陆谟克!

W,7,*U

"所著的,生物互助

并存论-'和居友!

'?C?d)

5

,)

"所著的,自然道德

论-$初步产生了.互助论/的思想萌芽&通过对蒲鲁

东!

O*()T0(+

$

O24**4A'(:4

Q

0

"思想的深入研究$李

石曾以蒲氏的.联邦论/作为落实思想的制度依托$

积极提倡分治合作&他认为%.蒲氏主张合作主义$

反对集权主义!

K4+;*,-2:74

"&合若干自由之人民

为县乡$合若干自由之县乡为省区$合若干自由之省

区为邦国$合若干自由之邦国为世界$此由合作主义

达到自由平等之世界也&/

0

&

1从而贯彻由个人'地方

及世界的自由精神与合作理念&这种认识$激发了

他积极实践以互助和联合为特色的地方改革事业&

#L#H

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力邀李石曾

与吴稚晖前去任教&吴坚辞不就$李石曾则担任了

生物学及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他开始了在北京

城郊的社会文化建设活动&

.自民国七年开始$我与三五同志如蔡孑民'夏

坚仲'顾孟余'段子均诸先生$及法医家贝熙业博士$

曾于故都西北郊区$以碧云寺与温泉村为宛平县开

七十新村社会建设之场所#如大中小学'疗养院'合

作社'农村银行'图书馆'职业教育'传习所'男女各

校$相当普遍#公路电话电力等公用事业$亦由吾人

得到军政经济社会文化各方之热心赞助$成效甚速#

西人与村民几认为神话#盖社会事业进行之神速若

此者$极少能与伦比$值得以专书详记之&/

0

B

1

借助于个人影响和倾力推动$李石曾立足本土

实践$吸收域外思想$开展了以西山温泉事业为代表

的社会建设试验和以中法大学为核心的文化教育活

动$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其事业$包括北京中法

大学'上海药学专修科#大学下设中小学部$包括高

级中学校'商业专科'孔德学校'西山温泉中学校'碧

云寺小学校'温泉小学校#特设部包括中法图书馆'

中法大学陈列馆'西山天然疗养院'温泉天然疗养

院'第一'二'三农林试验场'两个测候所'天文台'磁

力台等$逐渐形成了一个机构完备'互相衔接的小型

学区$初步尝试在中国情境中试验法国大学区制&

.盖中法大学虽依据中国学制$然亦采取法国之所

长&即法国大学包含大中小各校$使有衔接之效&

不似他国学制$大学只就中学以上之学课而言&中

国大学固亦有附设中小学部$然不过一校之附属&

至北京中法大学$大中小各校并立$远及数十里$实

亦大学区之制$55于此而言之$不仅关于一校$实

亦一种学制之试验也&/

0

G

1此番工作$为李氏在南京

国民政府初期试验大学区制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操作

经验&

李石曾在法国的实践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

观念$确立了其在推介法国思想与制度方面的先进

地位&凭借丰厚的人际资源和社会声望$通过游走

于中法文化界之间的努力$他从西山.温泉事业/起

步$借助里昂2北京中法大学等一系列高等教育机

构和附设中小学校$开始了法国大学区制在中国的

初步尝试$开一代风气之先&

二"集体共识!留法群体的合作功效

以李石曾赴法为先导$逐渐在巴黎'里昂聚集了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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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以社会改造为使命的革命同志&他们以共同的

留法经历和各自的思想倾向$致力于借鉴法国经验

实施社会改造与教育改革$以求平等'自由'博爱精

神在中国的传播&这种植根于私谊和公利的关联$

传播了革命思想$培养了学术人才$同时也为南京国

民政府初期的大学区制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与人才

基础&

在这一革命群体中$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

石曾等人$志趣相投$终成至交$并以共同的革命行

动和社会理想$形成了.民国四老/的关系格局&他

们在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事业和民国建立之后的政

治变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交往$立足

于门生故旧的私谊&

#%L!

年吴稚晖赴京参加会试

时即有拜谒李石曾之父晚清重臣李鸿藻&

#L"!

年

在沪期间$李石曾在张园旁听演说会认识了恰是李

鸿藻的门生蔡元培&张静江的岳父姚炳然亦是李鸿

藻的门生$李石曾因此经人介绍初识张静江$同时$

共同的游学志向也成为他们彼此关联的纽带&李石

曾与张静江一见如故$随即定立了.世界之游/的志

愿与计划&到了
#L"!

年$.我们的信约终于我二十

二岁$他二十六岁的年底实现#我们同登6安南)号法

国邮船$由上海到马赛一个月海上生活$确定了我们

的新人生观与一生的共同事业&/

0

B

1赴法前夕$李石

曾经上海拜望吴稚晖$以示钦慕&.吴建议先生此去

法国$应多协助国内青年留学海外$使留学生愈多愈

好$先生颇然其意向$遂欣然订交焉&/

0

$

1至于蔡元

培$留德赴法亦是不遗余力$积极求取新知$以图力

矫时弊&这种在私人交往和留学共识方面的契合$

初步奠定了他们相互合作'共谋社会改造的基础&

#L"!

至
#L"H

年间$李石曾'张静江在法$吴稚

晖因,苏报-案被通缉而赴英$蔡元培往德$四人因此

有机会同学共进$彼此交流&

#L"H

年
#

月$吴稚晖'

张静江'李石曾等在
#L"$

年成立世界社和组织中华

印字局的基础上$筹备,新世纪-周刊$发表反清言

论$鼓吹革命$宣传无政府主义$推动中西文化交流&

其时$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褚民谊等提供文稿$

张静江从事商业贸易为刊物提供经费&

#L"H

年
G

月$蔡元培随同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赴德留学$随后

参与其中$并作精神上的呼应和文字上的供给&以

周刊为载体$该群体致力于启发民智$提倡人道$发

刊宗旨云%.本报议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为一

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

0

H

1同人之间$.吴

!稚晖"'李!石曾"久居法国$常与无政府党人游$而

宗尚其主义&更得张静江之助$于一九
+

七'八年发

行,新世纪-于巴黎$斥强权$尊互助$于各国政府$皆

无恕词&对满洲更恣情毒詈$杂以秽语$使中国从来

帝王神圣之思想$遇之如服峻剂$去其积滞&吴'李

于民族革命$亦热心致力$与后之高谈6安纳其)主

义$不问政治是非者殊科&精卫与孑民'溥泉!按即

张继"$亦渐有无政府之倾向#惟溥泉比较浪漫$不若

精卫'孑民之通$而自然有节也/

0

%

1

&围绕,新世纪-

周刊$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拉马尔克等人的

学说获得传播$并对诸位参与者产生思想方面的重

大影响$促进了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对政治的相对疏

离和对社会事业的积极投入&二次革命失败后$面

对袁世凯的通缉$国民党主要成员纷纷避祸欧洲$吴

稚晖'蔡元培'汪精卫'曾仲鸣等人先后赴法&通过

编译书籍$办理俭学$留法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加强$

形成了以.四老/为核心的国民党上层集团&这种松

散的政治联盟$立足私谊与学缘$虽然在以后分道扬

镳$但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声气互通和政治合

作$为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实践无政府主义

互助论$推行社会改造与教育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源&

这种思想上的共识$进而形成了实践中的合作$

尤其是蔡元培与李石曾在文教领域的合作$推动了

留法俭学事业的迅速发展&民国初年蔡元培就任教

育总长$李石曾创办俭学会$两人由此开始了在教育

领域的深入合作&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安定门

内方家胡同北顺天高等学堂校舍旧址成为留法预备

学校的校址$招收学生补习法文以作留法准备&当

一战爆发$留法学生陷入困境$李'蔡二人组织留法

西南维持会$接济困难学生$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维

持留法教育的继续进行&

#L#G

年
$

月$李石曾与吴

稚晖'张静江等人发起.勤工俭学会/$并于
#L#$

年

&

月联合蔡元培'法国人欧乐发起筹组华法教育会$

$

月
!$

日举行成立会&其组织目的有四端%一曰扩

张国民教育$二曰输入世界文明$三曰阐扬先儒哲

理$四曰发展国民经济&

0

$

1以此为纽带$在蔡元培'李

石曾'吴稚晖等人的努力下$众多勤工俭学的学生奔

赴法国$半工半读&这些行动$为法国思想与制度的

输入创造了条件$充分体现了中法文化的交流与互

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在以.四老/为核心的上层

力量之外$伴随着留法勤工俭学和里昂2北京中法

大学的扩充$进一步壮大了留法学术力量&

#L#H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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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留法学人入校

执教$计有李石曾'李书华'萧瑜'林等人&其后在

北京大学$留法学人势力渐增&.蔡先生组织教授

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

所在成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6英美派)和6法

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工作&校里要

请一位教员$他如是美国留学的$那么6法日派)里必

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6法日派)如果

先提出$6英美派)也必要这样以保持其平衡&/

0

L

1北

大以外$

#L!"

年北京中法大学在西山碧云寺成立$

设立服尔德学院'孔德学院'居礼学院'陆谟克学院&

#L!#

年里昂中法大学于
#"

月开学$招收了从北京'

上海'广州录取的
#"G

名学生&至此以后$留法学人

逐渐在学术界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致力于传播新知$

钻研学术&

从
#L"!

年李石曾等人赴法$随着赴法勤工俭学

的起落以及中法大学体系的建立$中法文化交流通

过输送华工'派遣勤工俭学生'出版报刊杂志等方

式$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取得了显著成效$从而在政

界与学界形成了钦慕法国思想制度的改革力量&虽

然其时纷乱的政局尚未能提供一个稳定的舞台以供

彼辈施展$但随着国民革命事业的推进以及留法人

士在国民党政府中作用的日益彰显$这就为此后他

们在教育领域开展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体现在文

化方面是思想学术的交流$反映在政治领域是领导

集体的形成&通过这样一种文化理想与政治权力的

合流$其渐与国内纷乱政局中的社会要求相呼应$共

同致力于实现国家的统一与教育的独立&

三"制度支持!国民政府的权力分工与教

育转向

教育制度改革设想的落实$在个人倡导与集体

共识的基础上$尤其需要执政力量的配合协作&.我

们要认识到$浪漫主义固然能引起人的奇思怪想$但

在政治场域中实践浪漫主义$确实需要极为特殊的

政治(文化资本以及相关语境的水到渠成&/

0

#"

1承袭

法国浪漫主义之平等'自由'博爱理念以求教育独立

的大学区制改革$尤其需要特殊的政治(文化资本支

持&北洋军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息$教育界

经费支绌$濒临破产$政府无心亦无力充实教育$惟

以武力整肃而使其服从&有志于改革教育事业的蔡

元培'李石曾等人在此政潮跌宕'教育破产的困境中

勉力维持$努力传播新知$洗刷政治$期以协作共治

的路径实现社会改造&其行动立场$在思想制度而

非权力官位$在改造政治而非参与政治&这种取向$

促成了国民政府内部权力格局的划分$为大学区制

改革提供了具体操作的政治支持和现实语境&

大学区制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文化资本$建基于

共同革命事业基础上形成的紧密联系&.民国四老/

中$善于经商的张静江资助革命甚为有力&孙中山

称%.自同盟会成立后$55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

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0

##

1一

九二一年蒋介石致张的手书中亦言.季陶为我益友$

而公则为我良师也/$

0

#!

1从中可见张氏在国民党权

力结构中的地位&李石曾于
#L"$

年
%

月通过张静

江的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L"L

年
$

月$孙中山

抵达巴黎并参观了李石曾创办的豆腐公司$对其赞

誉有加$并在,孙文学说-中加以阐扬%.吾友李石曾

留学法国$55以研究农学而注意大豆$以与开6万

国乳会)而主张豆食代肉食$远行化学诸家之理$近

应素食卫生之需$此巴黎豆腐公司之所由起也&/

0

#&

1

在过往相从里$李石曾由此支持革命理想$并积极参

与革命活动&

#L#!

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

而就任筹划全国铁路总办$李石曾与孙中山晤谈$议

定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畅通$李石曾筹划全国教育

文化增长$通过交通教育事业的并进而实现国家的

富强&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与军阀混战的更替$以

上计划都无法得到落实&至于蔡元培'吴稚晖$亦是

以革命为志业$积极投身国民革命&迨至南京国民

政府成立$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吴稚晖'李石曾等

人亦获得了施行其社会理想的舞台&按照当时分

工$李石曾坦言%.蒋谭诸公等从事军政权要$吾人则

致力文化经济建设事业&/

0

#B

1在文化理想与政治权

力相互纠合的场域内$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以笃行其

实$不务其职的姿态进行教育改革&据曹聚仁观察%

.国民党主政这二十年中$国民党的元老派$包括吴

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朱家骅这几位元老在内$他们

似乎和当权派取得了如次的谅解%凡属于北京大学'

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的人事任免$得由元老派全权做

主$因此$国民政府时期$这三个文教机构$都属于北

京大学的势力圈子&/

0

#G

1这些民国元老作风气派各

有不同$但在根本观念上趋于一致$皆推崇教育之作

用$以期社会之进步&蔡元培与李石曾虽然在北平

大学区的设置上出现裂痕$并有派系夺权之争议$但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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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倾力于推动大学区制以求教育独立'学术发展的

初衷$并无二致&

通过北伐$国民政府从囿于两广一隅而执掌中

枢$获得了合法政府的地位$也开启了政权鼎革之后

的制度建设进程&教育方面$立足以党治国方针$国

民党的.党化教育/思想在北伐前后渐趋发达$训练

学生而为一党之用&

#L!G

年
#

月$广东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致函广东大学%.服务教育机关之职员有

入党必要$55一'所有该局!教育局"职员$均劝令

一个月内加入本党$逾期不入者须提出正当理由&

55二'暑假后所有市立学校校长应以党员为必备

资格$所有教职员应尽先聘用合格之党员等因/&

0

#$

1

其意图$不外以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通过对教育的控

制达到统一思想$巩固政权的作用&

#L!$

年
!

月$

广州国民政府设立的教育行政委员会实际承担了掌

管中央教育机关$指导地方教育行政的职责$是为教

育主管机关$其方针政策亦以.党化/为方向&

#L!H

年
B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增派蔡元培'李石曾和

汪精卫三人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经此变动$钦

慕法国大学区制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与李石曾以教

育改革实践其教育理想$而教育制度建设之取向也

随之更易$力求通过大学区制避免政治的纷扰而求

得教育的独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于

#L!H

年
$

月
H

日通过了蔡元培提出的变更教育行

政制度文件$.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区内之

教育行政$由大学校长处理之&凡大学$应设研究

院$为一切问题交议之机关/

0

!

1

&由此$拉开了大学

区制改革的序幕$也开始了由.学治/代替.党化/的

尝试&

考察这一过程$从.党化教育/转向.教育独立/$

一方面可以归因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内部斗争在

教育领域造成的权力真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蔡元

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从其教育理念出发而进行的

积极努力&他们无意参与实际的政治斗争$将关注

点置于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造层面&其努力的集中体

现$即是大学区制的试行&文化理想与政治权力的

结合$促成了新一轮教育制度改革政策的出台&

四"时代呼声!*教育独立+的社会思潮

教育改革的实行$始终立足于现实情境的要求

和制度改造的需要&自
#L#$

年袁世凯去世至广州

国民政府北伐前后$北方政局动荡$京津地区教育事

业在政治压迫和经济窘困的冲击下举步维艰&

#L!B

年
G

月北京政府为了解决北京高校的经费问题$召

开内阁会议通过发行特种国库券
#""

万元作为北京

国立八所专科学校经费&至
L

月北方发生战事$此

款被拨归军用$北京国立八校又因经费无着$延期开

学&教育事业举办之艰难$可见一斑&

#L!$

年$段

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枪杀爱国学生$缉捕进

步人士&经过两次直奉战争$

#L!H

年
$

月
#%

日张

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任命刘

哲为教育总长&此时的奉系虽在政治力量博弈中暂

居优势$但在各方敌对势力包围中的军政府只是勉

强维持$无心亦无力改进彼时处于危机中的教育事

业&面对此种情形$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中国的教

育已经快到破产的时期$也不全是杞忧罢&从改建

学校以来$中国的教育$现在总算最危险了[ 试就北

京'武昌'上海'广州几个大都会加以考查$教育界不

是奄奄一息$就是空泛虚浮$这不是很可怕的危机

吗4/

0

#H

1有鉴于此$全国各地纷纷要求教育经费独

立$保障教育事业$摆脱生活与政治方面的压迫&其

时$由经费缺乏引发的制度反思$形成了教育和政治

改造并进的认识$催生了.教育独立/的时代诉求&

.教育独立/思想的形成发展$始终伴随着经济

上的匮乏与政治上的动荡&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事

业$无法脱离政治而存在&在兵灾政争不断'政权更

迭频繁的社会情境中$学校师生遭受压迫$教育政策

时无定见$于纷乱中求中立$自是题中之义&.教育

界觉得政府之不可靠$于是有6教育经费独立)的要

求&后来因宗教及政党问题在教育上引起种种纠

纷$于是乃由教育经费独立$推广及于教育离政治宗

教而在立法上行政上完全独立&/

0

#%

1鼓吹者基于时

代乱象$希望在经费来源和制度保障方面$形成教育

独立于政治和宗教的态势&早在
#L#!

年蔡元培就

区别了.隶属于政治者/和.超轶于政治者/的两种教

育类型&

#L!!

年他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教育独

立议-%.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55不是把被教育

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

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

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0

!

1主

编,教育杂志-的李石岑于
#L!!

年
!

月发表,教育独

立论-$主张教育经费与教育立法'教育行政皆行独

立&留法归来的周太玄亦于
#L!&

年
##

月发表,我

国教育之集中统一与独立-$从教育立法'教育行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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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学术机关'教育经费四个层面论述教育独立之

价值$并以法国大学区制为依据$主张将全国划为十

学区$.每区择适中及重要地点$设一区学院'一国立

大学及一区教育会议$综理一切高等教育'中级教

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平民教育及其他特种教育

等等&各区学院及大学$均统属于教育部#但其内部

组织及更改$则应有最高教育会议将其议定之条例$

交教育部颁布执行之/

0

#L

1

&这种构想$即将国内的

教育独立思潮与法国的大学区制度初步沟通$为制

度改革提供了舆论上的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全国教育事业$处在战乱

与破产的窘困境地$因压迫而生独立的要求$由反思

而有改革的愿望&前者基于生存的考虑$形成了.教

育独立/的时代呼声#后者立足发展的前瞻$热衷于

.大学区制/的借鉴引进&内部的改革需要和外在的

制度吸引$通过蔡元培'李石曾等国民党元老的积极

倡导$得以在政局甫定之际$以大学区制改革的形式

正式确立&这两种愿望的合流$也为南京国民政府

成立后开展教育改革提供了现实操作的必要性与可

能性&

五"结语

任何一项教育改革的背后$都有复杂的影响因

素&.大学区制/改革作为中国教育制度演进过程中

的重要一环$体现着平均输入欧美制度的借鉴努力$

自有其理论与实践的价值&犹可关注者$是为制度

层面的突破&此番.以学治教/的改革尝试$与此前

国民党.以党治教/的方针相悖$却在南京国民政府

初期取得优势并得以实施$首次在教育制度层面为

.教育独立/提供了保障&其中缘由$首先在于李石

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人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从法国

革命精神与无政府主义理论中寻求思想资源$以期

实现教育独立的理想#通过面向海外而着眼国内的

改革取向$借助政治联合的操作方式$他们获得了开

展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文化资本#当这种改革愿望与

.教育独立/的社会思潮合流$新制度的推行也就具

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虽然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以

及改革操作自身存在的问题$.大学区制/的改革昙

花一现&随着
#L!%

年
#"

月
!&

日大学院的废止和

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恢复$.教育独立/的理想宣告终

结$但政治与教育的张力却从未减弱$并且随着国民

党的统治而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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