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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前 后 的教育改 革

吕 达

阴
’

18 洲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后
,

面临着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
。

在瓜分立剖之祸迫在

眉睫的关头
,

维新变法的浪潮越来越激荡
。

到戊戌 ( 1 8 9 8年 ) 前后
,

我国的维新变法运动达

到了高潮
。

值得注意的是
,

以废八股
、

变科举
、

兴学校
、

学西方为纲领 的教育改革
,

是这场

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文试图探讨
:

( 一 ) 戊戌前后教育上改革思潮的出现
,

为

什么势在必然 ? 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是怎样爆发的? ( 二 ) 戊戌前后教育上改革与反改苹的

斗争实质和焦点是什么 ? ,( 三 了这瑞斗争给我怕菌下了哪些历史功绩和教训?
、

’

( ee )

清朝后期
,

由于列强军舰大炮的入侵
,

加上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
,

清 廷 在 政 治 上 感

到内优外患
,

腹背受敌
,

经济上则财政拮据
,

入不敷出
。

这种政治经济衰败的局面
,

反映到

教育领域
,

是一派萧条败落
、

空疏腐化的景象
。

支配全部教育的科举制度
,

腐化程度达到极

点
。

私通关节
、

冒名顶替
、

营私舞弊
、

编取功名的丑行屡见不鲜
。

当时虽然也有学校与科举

相辅而行
,

但是各级各类学校名存实亡
,

不过是科举的附庸而已
。

甚至考课也只具虚文
,

由

所谓教授到考点
,

点点学生名册
,

收收蛰币而己
。

通过不正当手段猎取功名的士子
,

不学无

术是不足为奇的
。 “
乡里子弟

,

读书十年
, … … 而不能作一书札

; ” “ 通人学士
,

或有问一里

之长果几许
,

无能答者
。 ” ① 更有甚者

, “
翰苑清才

,
而竟有不 知 司 马 迁

、

范仲淹为何代

人
,

汉祖
、

.

庸宗为何朝帝者
。

若问以亚非之奥地
、

欧美之政学
,

张 日瞪目
,

不知何语矣
。 ” ②

心自考官及多士
,

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
,

贞观为何号者
。

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
,

外国之名刑

不识
,

更不足责也
。 又, ⑧ 总之

, “
八股取士

,

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
,

堕坏志节于冥昧

之中
,

长人虚骄
,

昏人神智
,

上不足以辅国家
,

下不足以资事蓄
,

破坏人才
,

国道贫弱
。 ” ④

封建教育严重脱离实际
,

空疏无用
,

不可能培养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
已到了非改弦更张不

可的地步
。

十九世纪四
、

五十年代
,

地主阶级中具有远见卓知的知识分子代表
,

如龚自珍
、

林则徐

和魏源等人就已经看到了上述危机
,

因而主张向西方学习
,

改革旧的教育
。

到了六
、 一

七十年
代

,

在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入侵的刺激下
,

中国开始有一部分商人
、

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企

业
,

成为最早的资产阶级
,

因而在思想界出现了冯桂芬
、

郑观应
、

王韬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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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派
。

他们进一步要求改变封建愚昧主义的教育政策
,

改革 乃 至 取消科举
、

八股的取士制

度
,

设学校
,

采西学
,

借以培养人才
,

促进民族资木主义经济的发展
。

他们认为
, “

文武科

两途皆当变通
,

悉更旧制 , ” “
欲得真才

,

必先自废时文始
。 ” ① 主张

“
我国极宜筹款

,

广

设艺院
,

教育人才
” 。

他们指出、 “

学校者
,

人才所由出 , 人才者
,

国势所由强 , ” 如果
“
文

试而不废时文
,

武试而不废弓矢
,

所学非所用
,

所用非所学
,

… … 以此而言富强协
。

是欲南辕

而北辙
。 ” ② 这个时期

,

产生了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学校教育
,

如 1 8 7 8 年张焕纶在上海创

办的正蒙书院
,

便是中国私人创办的一所最早的分科设教的新型学校
。

同时
,

洋务教育也应

运而生
,

教学内容加进了外国语和近代科技知识
,

对旧的教学方法也作了改变
。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朝野震惊
,

中国而临
“

国地 日割
、

国权 日削
、

国民日困 ,,, 的

局面
。 “

要救国
,

只有维新
,

要维新
,

只有学外国
。 ” ⑧ 这个呼声汇成了这个时期不可抗拒的

历史潮流
。

为了中国的独立富强
,

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变法
,

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

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

`

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
。

维新派认为
,

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 良好的教育 , 为了变法
,

必先改革

教育
。

康有为认为
: “

欲任天下之事
,

开中国之新世界
,

莫急于教育
。 ” ④ 梁启超说

: “

变

法之本
,

在育人才 ; 人才之兴
,

在开学校 , 学校之立
,

在变科举
。 ” ⑥ 他还指出

: “
欲兴学

校
、

培养人才以强中国
,

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
大变则大效

,

小变则小效
。 ” ⑧

(二 )

戊戌前后的教育改革同政治上的改革一样
,

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斗争
。

要不要废八股变科

举兴学校 ? 要不要学西学
,

如何学西学? 这是戊戌前后教育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焦点
。

资产阶级维新派激烈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

揭露这种制度充满弊病
: 一是锢智慧

,

二是坏心术
,

三是滋游手
, ① 不可能真正选拔出真才实学的人才

。

他们认为
, “

中国之割地

败兵也
,

非他为之
,

而八股致之也
。 ” ⑧ 又说

: “ 近者日本胜我
,

亦 非 其 将相兵士能胜我

也
。

其国遍设各学
,

才艺足用
,

实能胜我也
。 ” ⑨ 维新派从西方的船坚炮利

、

声光化电
,

进

而认识到改革教育
,

兴学育才的重要性
,

开始懂得了
“
兵战不如商战

,

商战不如学战
”
的道

理
。

L 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

他们因此建议
“ 远法德国

,

近采日本
,

以定学制
。 ” 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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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省
、

府
、

州
、

县
、

乡导习西方学制
,

开办学校
, “

使大
一

l犷人才皆出 j
`

学堂
,

大 l
`

之官

以皆学堂诸生出身
, ” ① 为资本主义碑洽经济的发展培养人才

。

在教育制度」。 对于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来说
,

科举制度能
“
束天下豪杰于寻章抓

句之中
,

以柔其犷悍橄逸不驯之气
” , “

否则人人称帝
,

人人称王
,

·

,’’ 二天下之大
,

六合之

众
,
谁受钳束

,

谁受笼鉴 ? ”
顽固派死抱着炸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不 放

,

就 是 为 工推 行 愚

民政策
,

以维护 自己的统治
。 .

有尸个时期
,

`

他们甚至对洋务教育也不能弃忍
。

旱在 京 师 同

文馆教授外国语
,
天文

、

算学等西学的时保
,

顽固派侠仁就曾上书竭力反对
,

认为那 样做

是
“
变而从夷

” 。

这班花冈岩脑贷的顽固分子整天做着
“ 以 拙 制 巧

” 、 “
用 夏变柬

”
的昏

梦
,

把业已腐朽的封建制度看得神乎其神
, .

鼓吹什么
“ 立国之道

,

尚礼义不尚权谋
,
根本之

道
,

在人心不在技艺
。 ” ① 认为提倡学技艺是

“ 重名利
,

轻气 竹
” ,

会造成邪气弥炽
。 直到

中日甲午战争之际
,

顽固派仍然一脉相传
,

一

有的官员竟上书说什么
“
与洋人战不当用枪炮

,

当一切弃置
,

而专用气
。 ” ③ 甲午战争后

,

顽固派的思想也并没有什么变化
。

,

当时封建统治集团
`
1

,

的另
一

派是洋务派
,

以李鸿章
、

张之洞等人为代表
。

他们对八股
、

科举

的弊病并不是没有看到
。

比如张之洞也说过 , 八股取士的科举
“
自 明 至 今

,

行之已五百余

年 , 文胜而质衰
,

法久而弊起… …
” , “

故救时必自变法始
,

变祛必 自变科举始
” 。 ④ 但是戊

戌时期
, “

不闻其上折请废之者
, ”
而只是主张

“
存其大体斟酌修改之

” 。

这其中的缘故
,

正

如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
: “

盖 恐触数百翰林
,

数千进士
,

数万举人
,

数十万秀才
,

数百万童生之怒
,

俱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
。 ”

梁在
《
戊戊政变记

》
中还记载

: 1 89 8年当他

联合在京应试举人联署
_

l: 书请废八股时
, “

当时会试举人集晕毅下者将及万人
,

皆与八股性

命相依
,

闻启超等此举
,

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
, 遍播谣言

,

儿被殴击
。 ”

康有为的遭遇 又何

尝不是如此
。

当废八股的诏书下达后
, “ 愚陋守旧之徒

,

骤失所业
,

恨康有为特甚
,

至有欲

聚而殴之者
。 ” 反对彻底改革乃至废除八股科举制度的人并非不知道改革对社会的好处

,

但

是个人的既得利益
、

阶级的私利
,

却更为切身要紧
。

正如严复所指出的
. “

夫小人非不知变

法之利国也
,

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
,

变则一己被其近灾
,

公利远而难见
,

近灾切而可优
。 ” ⑤

梁启超在剖析朋的习惯势力时也指出
: “ 吾所挟以得科第者日八股

,

今一变而务实学
,

则吾

进身之阶将绝也
。

吾所特以致高位者扫资格
,

今一变而任才能
,

则吾骄人之具将穷也
。 ” ⑥

应当指出
,

即使在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
,

一

顽固
、

守旧势力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
。

维新派

与之相比
, “

不过午一与之比
,

其数极少
。 ” ① 维新派在长沙时务学堂的遭遇

,

可 以说是当时

全国教育
_

L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一个缩影
。

该校是在湘抚陈宝薇
、

按察使黄遵宪和学政江标

赞助下
, ’

由谭嗣同等人主持的
。

当时任上海袱时务报
》主笔的梁启超应聘到校主讲

,

任中文总教

习 , 唐才常
、

欧集甲和谭嗣同等人任中文分教习
。

学堂内揭集时务
,

研究学术
,

讨论政治 ,

师生之间亲密无间
。

学生按 口作札记
,

定期缴呈教习批改
。

梁启超等维新派在讲课和对学生

札记的批语
`
卜

,

激烈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观念
,

宣传平等民权学说和变法
二

1三张
,

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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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运动酝酿思想
;

准备 卜部
。

i亥佼与
《
湘学报

》 、 粼
湘报

》
和南学会的活动

.

使湖南维新运动为

当时全国各省之冠
,

因而成立仅数月就遭列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
。

1 8 9 8 年 3 月 7 月
,

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以封建卫道士自居
,

声称要
“
保卫圣道

” ,

纠集
一

批劣绅向具有维新倾向

的湘抚陈宝簇递交《湘绅公呈
》 ,

攻击时务学堂
“
阴行邪说” ,

专门培养
“
无父无君之乱党

, ,

使学生
“
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

。 ”
并要挟陈宝溉

“ 整顿
”
时务学堂

,

摒退维新人 : 卜
,

气焰

极为嚣张
。

这一无理要求被驳回之后
, 王先谦又伙同叶德辉等人

,

煽动他们拄制下的三个书

院的部分守旧学生
,

订立所谓
《
湘省学约》 ,

炮制诸如
“ 正心术

” 、 “
尊圣教

” 、 “
辟异端产

等条规
,

以加强对三个书院学生的控制
,

防止他们受 11.J务学堂的影响
,

他们连篇累腆地攻击

维新派
“
倡平等

”
是

“ 限纲常
” ,

卿 1
: 民权

”
是

“
无君

_

I:’,
。

不仅如此
,

他们还罗织罪名
,

排挤南学会主讲人
,

`

殴打
《
湘报

》 主编
,

并串连同乡京官向清廷上奏 攻 击 维 新派
。

显而易见
,

维新派的改革主张和改革实践
,

触痛了 守 !汀势力 的 神 经
。

配 合 经 济 和

政治方面的改革
,

维新派在今文经学的外衣下
,

垂新解释了孔争的思想
。

他们虽然也提
“
中

体西用
” 这个 !1

一

号
,

但是
,

这 井不意味着他们赋 子这个 日 号的政治 11的和内容是 同洋务 派

完全一致的
。

洋务派认为
, “ `

卜国学术精微
,

纲常名教以及经史大法 ,。
一

f 具备
,

但取冰人洲造
之长

,

补我不逮满足矣
。 ” ① 而维新派所讲的 `中学

” ,

址经过改造的
。

吸11他 们 讲 民权
,

就

把孟子说成是提倡民权的祖师 ; 他们讲平等
,

就把孔
、

华说成是首倡平等的先驱
。

维新派所

讲的
“ 西学

” ,

则不只是指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
,

而 l j
.

还特别强调资产阶级进岁的社会政治

学说
。

也就是说
,

西学不仅包括科学
,

吏应 当包括 民主
。

他们 认为
,

西学 “ 于学术则默伪而

崇真
,

于刑政则屈私而奉公
” ③ ,

川而对西学中的政学尤为不视
。

梁启超钟建议效法 fI 本
,

尽速建立政治学院
,

以培养变法人才
。

他说
: “ 窃惟西国学校

,

种类非一
,

条理极繁
,

而推

政治学院
一

门
,

一

于`
}
`国为最可行

,

而于今日为最有用
。

… … 日本变法以学校为先
,

而 日本学

校以政治为重
。 ” @ 很清楚

,

维新派的
“
中体西用

”
的主张

,

灵魂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

科学
,

是为 ,
1

,

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鸣锣开邀的
。

他们一反 以往士大 夫 空 谈 性

理
、

玩弄词章
、

无裨实际的学风文风
,

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
,

不论是空谈心性的宋学
,

还是

琐屑考据的汉学
,

都是使人们脱离实际
、

庶损志气的精神鸦片
。

因而主张学术应当干预现实

生话
, “
凡不依于实事

,

即不得为儒术
。 ”

④那么
,

现实生活是什么呢 ? 他们认为书时现实生活

中两个最大的问题
,

就是反对外国瓜分
,

争取民族独立 , 发展资卞主义
,

争取民主 自由—
也就是所谓

“
求强

”
和

“
求富 ` 。

`

他们指出
: “

求才
、

为学二者
,

皆必 以有用为宗
。

而有用之

悉 征之富强
。

⑥ ”
维新派进

一 “
步认识到 , 西方富强的重要原抽之一是教育普及

,

不仅士有

受教育的机会
,

从事农
、

工
、

商亚的国民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机会
, 一妇女也应该有受教育的机

会 , 如果
“
无女学

,

则四万万之民丢其半矣 ` ” ’
`

⑥而要普及教育
,

就必须反对八股和弓石的

文武取士制度
,

设
’

立大
、

中
、

小学以及各种普飞尸厂堂
;
大批派造留学生

,

乃至各级官吏和亲王

大盔也应到外国考察
。

:
`

① 张之洞
: `

劝学篇
》

@ 严复
: 《
论世变之哑

》 , 《

戊戌变法
,

染3册了2页
。

⑧ 梁启超
: `
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

》 . `
中国近代教声文选

,

1砚
—

场 3页
.

由 谭闹同
: `
报贝元征

,

二谭嗣同全集
》

4 06页
.

中 严夏
: .
救亡决论

》
戊戍变法第3册第6 2页

。

@
.

中国除害议
, ,

见
`

戊戌变法
》
熟3册第1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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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

:

维新派在提倡学习西方
、

改革教育的过程中
,

还面临着同帝国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

系
。

帝国主义分子披着传教士的外衣
, ’

常自诩是西学的当然占有者
,

千方百金!
·

地插手巾 r司维

新运动
,

妄图把运动引向殖民主义的歧途
。

实 际 上
,

他 们宣扬的西学
,

相当大的部分是神

李
、

宗教之类的内容
。

他们诙称什么基督教乃是
“
泰西富强之根

、

幕钾
,

是一切科学的本源
。

这种谬论
, ’

遭到维新派的揭露和批驳
。

严复在袱耶稣流行论 》一文中
,

揭露外国传教士宣传的

所谓
“
西学分 ,

实在
“
与中国巫现所为不甚相远

” , 他所译的
《天演论 》 ,

更给传教士所传布

的神学以沉重攻击
。

康梁还用提倡孔教的办法来抵抗耶教
,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具有爱

国的性质耘

帝国主义分子往往使用两面手法
,

他们一两勾结封建统治者
,

一而又 假 装 同 情维新运

动
。

美国人林乐知 1 8月7年抛出
《
治安新策

》 ,

与英国人李提摩太 18 9 6年炮制的
《
新政策》 沉搬一

气
,

如出一橄
,

除了提出由外国人充任中国政府部门的顾问之外
,

还提出中国力
、

学校要
“
敦

请英美等国之学部大臣来华掌其事
” ,

或者干脆把中国各等新式学堂交给传教士来办
,

还说

什么这才是救中国的
“
唯一方法

” 。

如此娓娓动听的建议
,

无非是妄图达到由美 英 等 国 来
“
共管

”
中国的目的

。

维新派虽然难披着传教士外衣的帝国主义分予的真而 日还认识不清
,

不了解什么 lIq文 化

侵略
,

甚至对他们还抱有幻想
,

但是对他们培养买办式的人才显然是不满的
,

抨击说这种人

才只能是 吧上之可 以为洋行之买办
,

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
,

如此而己
” 。 ①梁启超对

’

与时
“ 一切教习多用西人

”
的现象

,
也甚感痛心

,

认为
“ 天下事之可伤可耻

,

孰过此矣
” 。

②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
,

围绕着要不要废八股
、

变科举
、

兴学校
,

要不要学西方这一焦点所

展开的教育上改革 与反改革的斗争
,

决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
,

其实质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

级同垂死的封建地主阶级之问进行一场严重的阶级交锋
。

(三 )

.

戊戌前后的教育改革
,

使中国教育进一步挣脱了封建体系的束缚
,

向近代化的方向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
。

它产生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
,

同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

一

戊戌前后教育上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
,

第一次大规模地冲击了封建主义传统的旧教育体

系
。

明成化以来沿用五百年之久的八股取士制度一度被取消而代之以策论
,

1 9 0 5年清廷不得不

宣布废止科举制度
。

以湖南为例
,

戊戌时期
,

由于八股取士制度被否定
,

取士 以实学实用为标

准
,

许多
.

“
无科第

、

无官阶
、

声名未显著
”
的年轻人踊跃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

, “
其数不可

筹计
” 。

二批新式普通中小学堂
、

专业和技术学堂
, “

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
。 ” ③ 其

他各地也然
。

到 1 9 0 1年
,

据统计
,

武昌一地学校即达 90 所
,

江苏 9 9所
,

四川巧 O所
。

④ 我国第一

所近代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也正式成立
。

与学堂相辅而行
,

提倡科学
、

宣扬民主的学会也如

雨后春笋
,

同样成为维新派培养千部
、

集聚力量的基 地
。

,’j 、 股 既废
,

数月 以来
,

天下移

风
。

数千万之士人
,

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
,

而争讲 万 国 之 故及各种新学
。 ” ⑥

① 梁启超
: .

西学目表序后
, . t

戊戌变法
,
第册第页

.

② 梁启超
: .
变法通议

·

论师范 ,t 中国近代教育文选 f 哀 1 43 可

③ 《
戊戌政变记

》 , .
戊戌变法

,

第 1册第3 03 一 3 04 页
.

④ 章开元林曾平
: .
辛亥革命

,
上册

.

第 3 27 页
.

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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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言时务
,

人人谈西学
, ” ① 这就叫做大势所趋

。

人批青少年在新式学堂里
,

接受了不

少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
,

成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驱
。

19 0 2年成立的中国教

育会
,

其成员蔡元培
、

章太炎
、

蒋维乔筹人
,

多是新式学堂的骨于
。

戊戌前后的新式学堂
,

尽计课程设置并不
一
致

,

但与那种以单纯学习外国语和专业技术万主旨的洋务学堂不同
,

而是

重 视西学
,
!

,

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
,

对中学则注重学 以致用
。

维新派教育家提出了全面发

展的教育思思以培养资产阶级的新政治
、

新经济所需要的人才
。

在教育方法和学校管理等方

而
,

维新派 也作出了建设性的改革
,

比如采用班级授课制
、

编写新教材
、

推行新教学法
,

以

及反对体罚
,

提侣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 , 提倡学生协助教师搞好学校管理 , 开展校外游历活

动等等
。

这些在康有为 1 89 1一 18 9 4年主办的万木草堂中
,

都进行了初步的实践
、

尝试
,

随后在

18 9 7一 1 8 9 8年的时务学堂得到了继承发展
。

梁启超还是我国近 代系统介绍
、

提倡各科教材教

法的第一人
。

维新派对中国女子教育和学龄前儿童教育也大加提倡
。

梁启超曾在
《
变法通议》

一文中专门论及女学
。

18 9 8年
,

我国第一所女子特设学校—
经正女学

,

由经元善在上海创

办
。

此外
,

一

普及小学义务教
一

育的思想
,

在戊戌时期亦己开先河
。

如果说
,

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开始的洋务教育打开了封建传统教育的缺口
,

那末十九世纪末
、

二十世纪初的教育改革思潮
,

对于封建教
一

育的废除和资本主义新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确立
,
起了莫基的作用

。

作为戊戍时期教育改革的又一成果是
,

出国留学生 (特别是留日学生 )人数骤增
。 `

1 9 8 6年

第一批留口学生仅 1 3人
,

而到 1 9 0 4年已达 13 0 0余人
。

① 留学运动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初形成潮

流
,

应当说是间戊戌时期教育改革中所确定的学西方的方针分不开的
。

留学运动加速了先迸

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

造就了一支最先觉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队伍
,

他们终于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

戊戌前后的教育改革在历史上树立的丰功
,

其影响是探远的
,

其意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

维新派的教育改革
,

当时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
。

他们虽然提倡资产阶级的

教育制度
,

对八股科举的抨击不遗余力
,

但是他们进行改革所依据的理论武器主要是康有为

的孔子改制说
。

在教育改革与整个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上
,

维新派又往往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的泥潭
。

他们以为通过改革教育
,

就可以使社会最终获得根本的改变
,

这样就过高地估计了教

育的作用
。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

政权掌握在谁手里
,

这一

点决定一切
。

不掌握政权
,

教育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完全地实现
。

维新派的改革家们在戊戌时

期还没有
、

也不能认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奴化教育的实质
,

这是他们的教育改革最终归
于失败的又一个原因

。 ’ 一
’ `

戊戌时期的教育改革作为整个维新变法运动的一部分
,
它遭到夭折的厄运除了上述原因

之外
,

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因素
,

.

但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的
。

以康有为
、

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先进人物
,

为了拯救祖国
、

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的命运
,

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
,

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思想来改造中国
。

他们虽然是改

良派
,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他们的改革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

①
卜

欧集甲
`
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

》 , 《 }戈)戈变刀
: ,
笨3册 1弱 叭

.

皿
`

舒新饥
`

俐交
`
l
’
国留学史

》 ·

③ 毛泽东
: ,新决主 主 义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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