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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燕媚 著

張之洞「通經致用」教育思想研究



提    要

張之洞是晚清政治、教育體制改革的主要推動者。本文主要圍繞張氏的教育舉措和思想，以

其「通經致用」思想和實踐為中心進行探討。全文分六章。第一章，旨在說明研究動機等問題，

第二章介紹張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形成過程；在第三至五章，則分別研討其「通經致用」思想

之內涵，及如何用此來培養現代治事人才，乃至其實踐過程之種種。按張氏所釋，所謂「通經

致用」，即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其通經要旨，是「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

換言之，他要培養的是德才兼備之治國良才。然後再根據他的著述：《輶軒語》、《書目答問》、

《勸學篇》，分析其教育思想內涵及其變化軌跡：由初期之重中輕西，到其後專重西學而輕中學；

同時也檢視他在當學政時期的教育舉措、在湖廣總督任內如何推進新式教育的過程，他是如何

課士、如何養育治國專才；當他發現中學遭社會冷落時，又如何回頭來力倡創辦存古學堂，志

在保存國粹；此外，也探討張氏在積極倡導西學的過程中，面對新舊兩派思想之衝突、之勢成

水火時，他是如何應變：他首先強調要在不失本體下──力保中學之不墜，方可引入西學，於

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作為融和新舊兩派觀念歸於一的主張，冀合全國力量，

齊習西方之精華：無論是政治體制、教育體制或各類工藝科技等，為己所用，並以「融貫中西，

研精器數」為標的，幫助中國擺脫貧弱，走向富強。這便是張氏「通經致用」作為救國的教育

核心。

只可惜，張氏的「通經致用」教育理想，隨著時代的流轉，已無法實現；他的「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主張，反使西學日隆，中學日受凌夷，因其「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

富強之術」的中體西用思想，遭實利主義者冷待而無法展開，其種瓜得豆的結果，致中國道德

日漸淪喪，是張氏所不曾預料的。

作者簡介

江燕媚，自離開學校後從事編輯出版工作多年。在偶然機會下，報讀香港新亞研究所（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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