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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圃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教育

教育系教育史教研粗

执笔人
’

陈 景 盘

第一节 原始社会的教育

在我国辽背的土地上
,

从原始时期起就有我们的祖先生息着
、

劳动着
,

1jJ 造了远古

以来的辉煌文化
。

但是由于可靠食料的缺乏
,

在我国原始冠会时期
,

文化教育的祥情
,

还是很难加以确定
。 ` . 、

,

’

’

在我国古睿中
,

靓载有不少关于原始社会文化教吉的神藉或传靓
。

这些
,

虽然不能

作为可靠的史料
,

但也反映了一些有关当时文化教育方面的情况
。

近年来从出土遗物中

发现了不少宝食的背料
, 、其中有些与传就的祀载颇多肥合

。

我国有些少数民族
,

如云南

的山头人
、

东北的鄂伦春人
、 ,

海南岛的黎族人
,

在解放前还过着类似原始社会的生活
。

从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中
,

也可得到一些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原始背料
。

根据上面所提的几种背料
,

.

我仍在本节中只能筒单地流述下面几个固题
:

」

原始社会

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

原始社会教育的内容和特征以及从原始社会向农奴制社会过渡时期

的教育
。 、

(一 ) 原始社会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教育起源于劳动
。

教育的发展随着劳动生产为的发展而发展
。

根据地层中已握发现的材料
,

豹在五十万年级前就有我们的祖先
’

(如
“

北京猿人
”

)

居住在我们祖国可爱的土地上
.

在他俐所住的洞穴里
,

曾发砚了大量的石器
、

骨器和燃

烧的痕迹
。

这靓明当时中国猿人就会制造石器
, 会打猎

,

会把打猎得未的兽 骨 制 成骨

器
,

还会用火
,

懂得熟食` 制造和使用这些生产工具
,

导 , JL童为了掌握制造和使用土具的方法
,

就需要看
、

教育
。

就需要成年灵对 儿 童作某 些 指

听
、

靓
、

、

棘习
。

这样
,

便产生了

钓在一万年前我俏的祖先进入了新石器时伟 他 俩握过几十万年的劳动锻炼发明了

新石器
、

焦网
、

一 `

弓箭
、

陶器
,

并且知道铜养动物和栽种植物
·

他俩逐渐从采集
、

狩猎握

济过渡到农业
、

音竹艇济
。

由干士产力的棍高
.

升俩的和牛的生法淡渐喻睦 俱 百 古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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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

于是 氏族社会逐渐出现
,

进入
“

原始公社制度社会
”
的时期

。

这大豹是从四五千年

前传视中的夏部落长黄帝开始的
。

黄帝族的文化近来有不少的发现
,

即史学 家 所
’

称 的
“

仰韶文化
” ,

包括
:
农业

、

畜牧业
、

手工业
、

武器等
。

手工业中的陶器发现最多
,

制

造一般靓来也很精美
。 ’

`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

教育的内容也逐渐丰富
,

主要的是农业
、

手工业的生产技

术的wll 擦
、

氏族风解习惯的传授和使用弓箭等战斗能力的培养
。

从事这些劳动和战斗的

踢所就是施教的主要爆所
,

教育与生产劳动是道接联系的
。

具有焦产劳动和战斗翘输的

乒族镇袖或年老富有粳验的公社成具
,

便成为年青一代的教师
。

古代神韶中也有不少的

靓彰 反映了当时这种教育的债况
。

例如 ,
.

爆人 氏教民指木取火 ; 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
。

(
“

辑非
、

五蠢
”

)
“

厄牺氏之王天

下也 “
一作八卦

” ,’’
·

作桔捅而为网署
,

以网以晚
”

(
“

周易
, 、

系辞
”

)
“

神农氏作
,

研

木为箱
,

揉木为来
,

来褥之利
,

以教天下
。 ”

(
“

周易
,

系辞
”

)
“

其 (尧 ) 导民也
,

水处者涤
,

山处者木
,

谷处者牧
,

陆处者农
。 ”

(
“

淮南孔
`

齐俗靓
”

`

)
“

后极教民稼搐
”

(
“

荀子
,

解蔽篇
” )

“

黄帝教熊
、

熊
、

貌
、

琳
、

枢
、

、

虎 (以六种猛兽的名
,

名其士卒 )
,

以与炎帝战于

阪泉之野
。 ”

(
“

史靓
.

,

五帝本耙
”

)
。

屯
’

在我国氏族时期的公社制度下
,

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货料的公有制
,

这里没有私

有肘产
、

没有阶极福没有刹削
。

按
“

礼运篇
”

的靓载
,

禹以前是这种没有阶叙
、

没有$ll

削
、

射产公有的
“

大同
` ”

社会
,

禹以后才是财产私有的阶极社会
。

解放前
,

我国的少数

民族中也还有处在原始社会状态的
。

在我国远古时期确实存在过原始社会
,

泛是没有疑

简的
。

根据
“

礼运
,

大同篇
”
的靓载

,

当时的情况是
: “

老有所胳 (养老 )
,

壮有所用

(工作 )
,

幼有所长 (撅育 )
” 。

根据这种传靛可以推测我国原始社会的儿童是由社会

共同负肯来撅养和教育的
。

古代传靓
,

我国氏族时期
,

已趣有了各极各类学校之毅
,

如
·

“

上岸
” 、 “

下岸 方
、 ’

“

成均
”

等
,

这显然是后儒臆造的
。

正式的有系就有粗撤的学校

教育乃是产生于阶极社会中
,

作为就治阶极压迫和剥削被就治阶极的一种重要的工具
。

(二 ) 原始社会教育的内容和特征

原始社会的教育是处在萌芽状态之中
。

教育的内容是非常食乏的
,

主要的不钱学习

制造和使用筒单的生产工具一
石器

、

弓爵 (后期 ) 等
。

此外
,

年老一代对年青一华
时也进行一些思想方面的教育

,

如蒲述集体生活和劳动共守的规具U
一

、

传羡或神韶中的英

雄事迹等 , 其他如学 习妻韶
、

口头爵歌几靓事方法等
,

也是熟育方面重要的内容
。

古代神韶是了解古代自然和社会形态一种重要的查料
。

幻想中握过不 自党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百然和哗
形本

。

的加工使内容神奇怪异
,

但它仍然脱离不了人们的现实生活

人的砚实生活在人脑中的反映
。

神豁中的神
,

教师和同事
”

(高尔基
: “

苏联的文学
”

)
。

实际丰不过是

焉克思靓
:
神藉是

“

在人例
”

尽普神韶因翘过静多年代
, 、

归根桔蒂
,

神韶也无非是
“

某种手艺的能手
,

人仍的

这些
’
“

教师和同事
”
教育了原始时代的人

们一些有关 自然和社会的知栽 ; 增强他们在征服钧然的劳动斗争中的能力和信心
,

并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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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他们在共同劳动中与人相处的道理
。

所以神钻在原始时代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的教科

睿
。

`

我国古代的神括是非常丰富的
。

例如
,

女蜗补天
、

除害的神韶
,

按 吓淮南子
,

霓冥

靓
,,
的靓载 :

”
、

乡往古之时
,

四极废
,

,

九洲裂
,

天不兼复
,

地不同裁
,

火滥众 (火延貌 ) 而不灭
,

水堵徉而不
`

息
。

猛兽食撷 (良 ) 民
,

蔫篇攫老弱
。

于是女嫡炼五色石以补着天
,

断繁足

么立四极
,

杀黑龙以济冀洲
,
积麓灰么止淫水

。

着天补
,

四极正
, ’

淫水涸
,

冀洲平
,

狡

澳死
,

撷民生尸
’ -

.
、

这个神命刻画了一位充满智慧和勇敢的女神的形象
。

这显然是我国古代母系中心社

夕的投影
,

是母系公社中钓祖先对伟大的母亲的歌硕
。

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妇女开天辟地

的英雄行为和气概
,

并鼓舞了我俩祖先对自然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

其他神藉
,

如
:
解禹治水

、
后湃射 日

、

夸父追 日
、

精卫填海
、

愚公移山等
,

都反映

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木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

它俐教育了我佣祖先应当如何勤劳
、

勇敢向

自然作斗争
。

·

除了爵多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神器之外
,

还有爵多反映人与人白头关系的神韶
。

例

如
:
关于爱情的神韶

,

如嫦娥奔月 ,’ 娥皇
、 ’

女英与舜的爱情等 ; 关于善与恶作斗争的神

韶
,

如黄帝杀蛋尤
、

禹克三苗
、

舜的孝行等
。

它们也教育了我俏祖先对于人与人相处的

一些道理
。

我们原始社会的祖先俏在集体共同劳动中不能不产生一种藉言来表达他仍的思想和

感情
。

这种藉言一握产生就变成教育新生一代一种主要的内容和工具
。

在劳动过程中
,

.

为了使工作更加协稠和愉快
,

可能也产生了一些原始爵歌
。 “

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
,

都

党得吃力了
,

却想不到发表
,

其中有一个哄道
`

杭育
、

杭育
, ,

那么
,

这就是 lBj 造 ;
_

大

家也要佩服
,

应用的
,

这就是出版 ;
.

倘若用什么靓号留存了下来
,

这就鼻文学
。 ” ①在

我国文学中也保留有一些这类原始的
“

文孚
” 。

4

例如
,

在
“

吴越春秋
”
中乳载 了一首相

传是黄帝时所作的
“

弹歌
” :

“

断竹
,

精竹
, ·

飞土
,

逐肉
。 ”

(砍断竹子
,

精接竹子
,

在尘土飞摄中
,

追逐猎物 )

这可能是古代人们在
“

断竹
,

箱竹
”

制造打猎工具和飞快地追逐猎物时所 lAJ 造的爵

歌
。

这类原始爵歌是人类最初的集体口头刽造
,

它佣是产生于劳动并为劳动服务的
。

一

胜原始社会时我们的祖先还没有 lBj 造文字
,

他俐很可能曾使用过拮棚和画八卦作为

豁事的方法和教育一种重要的教材
。

按
“

易握
”

的靓载
:

’ “

上古桔撇而治。
后世圣人易

、

之以睿契
。

八卦相传是我国上古时代夷族酋长太睐 (即伏羲 ) 画的
。

每.-- 卦都代表若于
,

事物
,

如乾卦 (三 ) 代表天
、

父
、

玉
、

金等
,

坤卦 (三劲 代表地
、

母
、

布
、

釜等
。

这可

靛是比桔趣进了一步的乳事方法
。

追后它又逐渐成为 卜雏的符号
。

’

总之
,

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
,

教育是处在萌芽状态中的 ; 内容黄乏
,

形式筒单
,

主

①鲁迅: 《咫外文联》
,

《等迅全集》
,

第六册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 9 5 8汗版

,

第了5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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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在劳动的实践中进行教育
,

教育是与生活
、

牛产劳动彦接联系的
。

在劳动的过程

中人俏学会了割造工具和使用工真
,

’

并在劳动过程中削造了藉言和原始的神括
、

爵歌和

豁事的方法等
。

这些都是原始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
,

它侧都是产生于劳动井为劳动服务

终 在当肘没有阶抓 共劳共享的原始社会电 教育是平等的
,

具有全民性的
,

是没有

阶极性的 :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

劳动忽歇的复杂 ` 阶极的出砚
,

教育才变为复杂化和

具有阶叙性
,

并为一定的阶极服务
。

.

(三 ) 原始社会向奴隶娜社会过渡时期— 夏朝的教育

由于生产力不断的发展
,

’

特别是金属工具 (铜器 ) 的发现
,

lBJ 造了剩余劳动
,

出境

了阶极的萌茅
,

凉始社会公社制度逐渐解体二按传就的靓载
,

从禹以后夏部落胶不是如

理前的尧
、

舜
、 ,

禹之出于
·

禅镶
”
而是出于世袭

。

禹的儿子启就没有翘过公选而承撇禹

作了部落长
, ’

这就是夏部落世袭制的开始
,

开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一夏朝 (的
公元前二 。 三

二
一五六二年 )

。

我国静多古代历史虽不可考
,

但在殷以箭确有一个夏

朝
,

这是没有疑简的 ; 殷的文化是撇承和发展夏的文化
,

也是有根据的
。

在孔子时代
,

于夏礼
”
虽然是

“

文献不足
’ , ,

但
“

殷因于夏 礼
,

所 捐 盆 可 知 也
”

(
“

渝 藉
,

为 政

墨子还以
“

夏政
”
作为他的政治理想

。

从夏朝起吞始了我国肪产私有制的阶蔽社会
。

正如
“

补运篇
”
所诊的万

一

“

合大道既

天下为家
,

各亲其亲
,

各子其子
,

货力为己… …以投制度
,

以立田里
·

一
。 ”

原始

”
、

,

篇隐

公社制度既遭破坏 ; 变公有的天下为私肴的家
。

确立私有财产制度飞产生了阶叔社会
。

夏朝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波的时期
。

当时可能出境有象形文宇和萌芽状态的学校
。

’

夏朝文字虽然还没有发现
,

但从殷墟文字已越达到的程度去推测
,

夏朝已释有卜种

原始的文字今是可能的
。

据传靛
,

黄帝哄仓领造育契
,

在黄帝时劳动人民可能已樱发明

了一种原始的象形文字
。

现在出土 的 龙 山文化或黑殉文化
,

、

咐爸就是夏朝后半期的文
化

。

在龙山文化遗物中有十六块 卜骨都带有雄痕
,

准先可能刻有古代一种文字
。

文字一

怨发明
,

就被一小撮杭治阶极所包办作为压迫臂动人民的工具
。

据历史孚家的推想
,

当

时可能有一种哄做巫的入
,

脱葛了生产劳动
,

专阴从事于祭祀与文化教青的工 作①孟他

们垄断文字
,

把持文化
,

把文字神秘化
,

特权化
。

在夏朝末期可能出砚有世界最早的一种学校
。

传貌中静多有关夏朝的文化和学校
,

可能也有一些根捷礼 据传魏
,

夏朝巳握有

的机构等等进行教青活动的粗傲
。

“

岸
” 、

·

“

序
” 、 一 “

大学
’

户、 “

小学
”

和养者

“

夏后氏大学为东序
,

小学为西序
’

。 ”
(

“

通典
,

礼
” )

犷有虞氏养国老于上痒
,

(
“

礼靓
,

内则 ” )
。

养袱老于下痒 ; 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
,

养庶老于西序
。 ”

所硝
一

“

序
”
乃是习射之意

, “

岸
”
乃是养老之意一

“

序者射也
,

岸者养也
”

(
“

孟

子
,
滕文公

”
)

。

为了推护杭治阶极的政权
,

旗压奴隶
,

精于射尤乃是扰治阶极所具的重
·

要技能
。

我国古代关于
“

养老
”

的传貌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

这是原始社会中比较一般的

①范文浦 :

1 0 4
。

《中圃 j币史翰编》 修豁本第一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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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日在我国一些少数的民族中
,

还存在有原始社会
“

敬老
”

的风 气
。

例 如
,

黎族的
“

亩头
”
就是由最老的人担任

。

他镇导生产
,

主持一些生产上的宗教仪式
,

并谊处理亩

里发生的事情①
。

到了阶极已铿出现
二 “

养老
”

就带有阶极性 了
。 “

养老
”

主要的作用

就是培养青年一代敬老
、

粤祖的思想
,

同时也利用年老一代所掌握的知藏技能来教育青年

一代
,

这是推护食族的传就
,

团粘青族内部一种重要的措施
。

这种习射与养老的教育在

当时是有可能的
。 _

但是这种教育只能看作是学校教育的萌芽
,

如果把它严格地系就化
,

正式化
,

’

称为大小学
,

那未免是言之过早
·

· ’ 、 贬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
,

在这个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夏朝时期 、 随着生产力的

而同发展
、

阶液的
、

出现
,

教育开够产生雄本的变华
,

其特点是
: 教育的全民性逐渐消失

,

开始具有阶极性
,

这种教育开始为就治阶蔽所垄断
,

成为推护抗治阶极利盆的工具
。

时
,

这个时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渐开始分离
,

教育也逐渐与生产劳动分离开来
。

研

第二书 奴隶制社会的教育 (从殷商到西周 )

据传抚的豁载
:
夏朝厉四百余年

,

在公完前十六世耙被商朝所代替
。

商朝钓历五百

年又在公元前豹一 0 六六年被周朝所代替
d

西周从武王灭商到幽王亡国
、 。

平 王 东 迁 洛

邑
,

豹牵百年
。

从商
_

(殷 ) 朝 (豹公元前一五六
一

一 0 六六年 ) 到西周 (豹公元前一

0 六六一七七一年 ) 是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
· 、 卜

愉

’

奴隶制社会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桔果 , 同时它又反过来捉进了生产力进一步

的发展
,

并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

恩格斯在
“

反杜林蒲
”

中告盆我们
:

;

“

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罩事俘虏
,

因此就筒单地把他们杀 了
,

更早还把他仍吃了
。 、

但是这时右把握达到的
`

翘域情况
’

的水平上
,

俘虏获得 了一定的价植 ; 所以俘虏开始

被活着保留下来
,

而其劳动l8J 开始被利用
,

这样
,

不是暴力支配握济情况
, 、

而是相反地

纂力被迫为翘济情况服务 ; 奴隶制于是被发现了… …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简更

大规模的分工
一

,
·

成为可能
,

并因此而为吉代文化的昌盛一
为希腊文化刽聋了条件

。 ”

②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文化教育的发展
,

是被当时政治握济发展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

(一 ) 殷翰时代的教育
`

股才由于殷墟出土遗物
,

敲之以古害的靓裁
,

我仍对殷商时代的了解是比较清楚的
。

是青铜器全盛的时期
。

殷墟铜器以铜制矢纵为最多
。

金属原料
,

只有到了最便宜时
,

能用作箭撇
。

由于铜制工具的广泛使用
,

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

由于生产 力的 发

展
,

文化教育也就相应地得到了发展
,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也逐渐分工
。

随着阶极社会

的出现
,

教育就具有阶级性 , 学校教育就被奴隶主就治阶极所独占
,

为它的阶极利益而

服务
。 、 `

- ·
`

、

·

夏湘
从眉袭位以后

,

已翘进入初期的国家形态 烈了商朝
,

呷家的祖撇更为发展

①参考 : 《光明月报》
,

《民族生活》
,

第 5 3一 5: 期
。

②恩格斯 : 《反杜林乖》
,

,

人民出版社 、 95。年版
,

第 1肠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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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巩固
。

商王是国家最高就治者
,

也是最大的奴隶主
,

协助商管理国政的有文武百官
,

畔

做 梦百执事
” ,

夭钓可分为三类 : 第一是臣正
,

管理行政上的事务 , 第二是武宣
】

掌管

斌事
, 第三是史官

,

管理祭祀
、

占卜
、

教育等事务
。

商朝食族对待奴隶是非常的残酷
,

他们剥夺了奴隶的全部劳动果实
,

制定了刑法
,

建幸了军队和监撤来镇压奴隶
,

并且他

们死啧还要杀蔚多奴隶来殉葬
。

在已樱发掘的股墟大墓里
,

殉葬的多到四百人左右
。

教

育是
’

由国家来办理
,

用以作为巩固奴隶主膏族就治的主要工具之一
。

奴隶是没有享受教

育的机会的
。

殷育时代象形客字已相当的发达
。

尽从已出土的甲骨字片来爵算
,

已翘有

十六万余片
,

一百六十余万字之多
,

不向的字汇豹在两千字左右
。

对于文字位用的技术

也达到了相当钝熟的程度
。

我竹今天所用的文字
,

就是从甲骨文演变来的
。

股人并且已

翘有
“

册
”

一

。

甲骨文的淡字
, 、

就是现在的册字
,

·

是用骨片或竹木片刻上文字
, 气

用挑子加

以穿搏而成
。

在周初也有
“

唯殷先人
,

有册有典
”

(
“

周害
,

多士篇
”

) 的传靓
。

这种

文字册典乃是当时教育重要的背料
。

商人写字用笔和刀
: “ 般的典册用笔

,

甲骨刻辞多

半是先写后刻
。

’

殷人也掌握一些初步的算术
。

在甲骨文里
,

已趣有从一到十和百
、

千
、

万等数字二

商人已握有相当准确的唇法
。

他们按月亮的出现和消失规定一个月的长 短
,

大 月三 十

天
,

小月二十九天
,

一年十二个月
,

隔九年加一圃月为十三个月
。

有了膺法
,

就可以更

好地掌握季节; 进行耕作和促进生产
。

股人的文学
、

艺术
、

音乐等都轰达到了一定的程

宾 为奴隶主阶极所独 占
。

…

殷人的政治
、

宗教和教育是就一的
,

其教育 目的是培养宗教干部和军事人才
。

股人

的祖和帝是不分的
:
至上神一

帝
,

就是殷民族的祖先
。

教字从孝
,

他们要培养年青一

代对祖先神的崇拜` 从周人的传靓中知道殷人非常重孝
。 `周鲁

,
.

天逸篇
’ , ’

靓载殷王小

乙死后
,

他的儿子武丁为他守丧三年
,

不理国政—
“

三年不言
” 。

武丁的儿子孝己的

孝行也是天下背名的
,

按
。

战国策
,
、

秦策
”

的靓载
: 。

孝己爱其亲
,

天下欲以为子
。 ”

殷人尊神
、

重孝的原因
,

一方面要用祖先神来团桔就治者食族的内部
,

另一方面还起着
“

显小民
”

的作用
,

就是作为奴役奴隶的一种手段
,

使他们相信
:
奴隶主的享受乃是他

钾,祖先神抬的
,

甚至于奴隶俏的生命也是靠他们向他俏的祖先神的静求而得来的
。

例如

殷帝盘庚有一次对奴隶们敲
: 你们的生命都是我替你俏萧求上天保留下来的

,

我哪里是

要威青你们
,

我是要畜养你俐的
。

,予近楠乃命于 天
,

予 岂 汝 威
,

用 奉 畜 汝 众
。 ”

(
“

睿握
,

盘庚中
”

)
。

一
、

、 _

股人的文化教育基本上是操在巫师手中
。

殷人事无大小都要精巫师占卜以拘鬼神
。

巫师变为神的代言人
,

有很大的权力
。

他俐掌握文字
,

垄断知裔
,

.

把文化教育作为宗教

的附庸
。

灌输宗教信仰
,

传授宗教知栽便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

股人的教育与宗教政治是

不分的
。 ’ 、 _

.

昔乐与宗教是密切联系的
。

香乐多半是为举行宗教仪式时用的
。

殷商时代音乐也相

当的发达
。

殷墟出土的大石磐
,

就是一个实例
。

学习音乐是与学习宗教仪式分不开的
。

按传就的靓载
,

殷代有的学校称为
“

瞥宗
”

—
“

警宗殷学也
。 ”

(
“

礼耙
,

明堂位 ,’)
“

替宗
” ’

主要的就是学习音乐的地方—
“

春捅夏弦
,

大师韶之瞥宗
。 ”

(
.

礼甜
,

文

王世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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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人善战
。

他俩所用的兵器在出土的文物中 ;巳趣发瑰有
:
刀

、

斧
、

戚
、

绒
、

矛
、

戈
、

弓
、

矢等
。

漪局
、

射箭
,

使用各种兵器
,

无疑地也是当时教育主要的内容
。

按传就

的豁载
,

殷代有一类的学校哄作
“

序
,

气 它基本上乃是习射的地方斌
“

段日序
” , “

序

者射也
”

(
`
“

孟子
,

滕文公
”

) ;
.

·

古人的旨室无多
,

凡祭礼
、

军礼
、

孚礼等多在
·

明堂
”

中举行
。

所以明堂可能是殷

人施教主要的爆所
。

周人名大学为
·

辟雍
” ,

按考征
: “

明堂坏之以水
,

lIJ 日辟雍
。

辟

雍者
,

即大学也
。 ” ` :

奴隶主为了巩固 自己的地位
,

对于他们子弟的教育亦加重视
。

在殷墟所发掘的甲骨

文字中
,

有 ` 片豁载魏 :
.

“

壬子 卜弗酒小求学
” 。

其意是
:
壬子这一天为了王子就要入

学
,

想用酒来祭祖先
,

以求祖先赐福
,

今 占卜以拘
,

这种举动是否可行
。

总之
,

殷商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教育也截了发展
,

出现了正式的初期学校
,

学

习主要的内容有
:
镇

、

写
、

算
、

军事体育
、

宗教
、

音乐
、

初步的科学知藏等
。

这种学校

都是由国家来办理
,

为奴隶主阶叙服务
,

成为宗教阶极就治的工具
,

其目的主要是培养

政治
、

宗教的干部和忠勇善战的武士
,

所以宗教和军事 wlI 棘便成为教育最重要内容
。

在

股商时期
,

政治
、

宗教与教育是不分的
。

(二 .) 西周时代的教育

殷商末年由于奴隶主食族内部的分裂腐化
,

对奴隶的加重刹削和迫害
,

逼使奴隶不

断逃亡和起义
。

豹在公元前一 O 六六年
,

周武王起兵伐殷衬
。 ’

虽然武王的兵 力远 不 如

衬
,

但是 由于殷村的奴隶兵在障上起义
,

在很短的一个 月时简
,

殷就被周所灭
。

,

周人文化原较殷人为低
,

所以周人克殷以后一切都是 因袭殷制
。

西周仍然是奴隶制

社会
。 “

周因于殷礼
”

(孔子韶 ) 的靓法
,

从周初的彝器
,

文学的拮构等方面都可以征

实
。

周人自己也表示过
,

他们遍求殷先哲王和殷朝遣老置人向他们学习 (
“

康韶
”

)
。

,

大概可以靓
,

周初的文化教育基本上是撇承殷制在殷人的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

*

西周教育的主要内容 殷人是政教不兮
,

把政治
、

宗教
、

秒育合而为一 周人因袭

旧制
,

也把宗教放在非常高的地位
。

按
“

曲礼
” ①的靓载

:
·

属于宗教性鬓的文化官职
,

.

如大宗
、

大祝
、

大 卜
、

大史等
“

天宣
’ , ,

位居于一切官职之上
。

·

’

但周人的宗教与殷人的宗教有很大的不同
。

周人把殷人的至上神与祖先神分开
,

并

且肯定神的道德属性
。

他俩韶为周之灭商一方面是依靠他们的祖先神— 文王
“

之德之

钝
” ,

他不断地

至上神的保佑
,

“

险降在帝左右
”

抬至上神极大的影响 ; 另一方面
,

由于殷王无道失去

因为
“

皇天无亲
,

惟德是翰
” (

“

周害
,

蔡仲之命
”

)
,

周之灭衬乃是
代天行道

,

正如
“

周顺
”

所羡的
“

昊天有成命
,

二后受之
” 。

周人就是借用这种宗教道

理般渝靓他们灭商的合理性
。

周人
,

一般的靛来
,

对至上神是敬而远之
,

对祖宗神 glJ 极

为崇拜一
“

追孝于前文入
” ,

效法他仍的德政
。

所以
’ “

孝
”

如同殷人一样便成为周人

主要的道德原则
,

为团拮膏族
,

就治奴隶的一种重要手段
。

田 《曲礼》 是 《礼韶》 中的一篇
。

代的可寡史料
,

但有多考价值
。

《礼耙》 里面许多是漠以前或漠代学者窟的
,

不能全都当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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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

字曦
、

一

表靓
”
篇的豁栽

: 一 华殷人尊神
,

’

李民以事神… …周人尊礼尚施
,

事鬼敬

神而远之
,

近人而忠蔫
。 ”

这就出殷人和周人在思想上主要的不同点 , “

殷人尊神
” ,

呷人尊礼卜
。 2

周人尊礼
,

主要的是偏重于人事方面一
“

远神
” , “

近人
” ,

这是对殷

制州种重要的准展
。

所霜礼
, 。

一方面包合有宗教和行为的仪表
,

如人与人交接中的礼貌

仪节和冠
、

婚
、

丧
、

祭等典礼等
,

主要的作用在于分尊卑
,

别
.

上下
,

雄持当时社会的秩

序 ; 另一方面
,

也包含有
“

尚施
’ 卜 ,

保民的
“

德政
” 。

周初周公摄政
,

鉴于殷代之亡
.

一种土要的原 因
,

一

乃是奴隶的起义
,

所以他对奴隶也施行一些
“

德政
” ,

如
“

明德
、

惧

刽
、 、

不玫侮娜寡
”
等 (

“

害握
,

君爽 ? )
·

这对周初社会翘济的恢复和发犀起了一定的积

极作用
。

到了后来
“

礼
”

偏重于宗教和行为的仪式
,

失掉制礼时重
“

德
”

的精神
,

这是

以后儒家创始人孔子非常反对的
。

礼和乐常是密切联系着的
。

周人举行宴会
、

祭祀等典礼
,

时常配谷舞蹈演奏乐歌
.

他俏在打仗时也常用音乐来鼓舞草心
,

指挥进退
。

所以音乐便成为教育一个重要的粗成

部分
。

他仍所用时乐豁有缝
、

鼓
、

琴
、

瑟
、

笙
、

磐等
。 _

周人重武
,

尤精于躺射
。

在西周金文上所兄到的学校名称
,

包括有
“

射卢
” , “

宣

厨 (序 )
” , “

辟雍
尹
等名称

,

这些都是与
_

习射学武有关的
。

此外
,

周人对知藏教育亦很重砚
,

主要的是歌
、

写
、 _

算的初步知藏的传授
。

按传统

的靓载
:

“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 …午年出就外傅
,

居宿于外学鲁静
” (

“

礼豁
,

内 llJ 篇
”

)
。

文字的教育
,

在殷商的基础上有 了很大的进步
,

已握有筒策的出现
。 “

尚香
”

中的

商
,

周文告
,

殷
、

周的铜器都文等都是我国散文的幼芽
。

西周的文学
,

艺术也很发达
,

特别在爵歌方面
,

周人已握能用很生动美丽的爵歌祠句来表达心中的情意
。 二

产爵握 l,. 就

是从西周初年到孔子时所保留下来的兰百多篇的静歌
。

它是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源泉
,

抬后世文学以巨大的影响
。

, ’

中国古代最早发达起来的自然科学就是天文学
。 子

息格斯税
: “

单单为了定季节
,

游

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就艳对需要天文学
” 。

殷商时代我国已握有相 当准确的膺法
,

到了周

代
,

天文学更有进一步的发展
,

周人巳握知道二十八宿的星辰名字
,

并用以推算四季的

变化
。

天文学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科学
,

特另J是数学知融的进展
。

但是这时期的科学知

氟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迷信的束搏
。

天文学还是与古代的占星术桔合在一起 ` 文化教育

基本上还是操在宗教师手中
。

总之 , 所稍
“

六艺
’ , :

`

礼
、

乐
、

·

射
、

御
、 、

害
、

数
,

瘾周代教育的基本内容
,

这也

邝合一些初步的科学知款
,

文艺作品和宗教礼节等的学习
。

不外是培养奴隶主统治人才

所需要的那一套东西
。 , ;

后儒傅会的西周教育制度 据传抚握籍的耙载
,

周初就存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各极学

校制度
。

其中多半是后儒傅会传汞写成的
,

不是完全可靠的
。 L

但是这种制度对于中国以

后的教育影响很大
,

所以也有筒单提出的必要
。

西周学校主要的分为两类
: 国学与 乡途之学

。

国学殷在都市
,

内有小学和大学
,

由

中央或侯国政府道接管理
。

乡途之学
, ’

由地方管理
,

在 乡者日岸
,

在莲者日序
。

这种学

校乃是属于小学性胃
,

程度比较低
。 “

左传
”

靓有郑子产不毁乡校
,

这种乡邃之学在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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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时还有撇被存在的
。

此外
, .

在食族家中还敖有
“

塾
” 。

按
`

学靓
”

的能敢
:

“ 古之教

者
,

家有塾
,

党有痒
、

术 (郑注 :
术

,

莲也
。

) 有序
,

国有学
。 ”

这就是周初学校类别的

大略情况
· , 、

,

周初学校据传就大略分为大学和小学二舰
,

大学修业 九年
。

从+ 五岁到二十四岁
。

大学敲在王城之内者规模较允 名为辟雍
;
毅在猪侯之首都者规模较小

,
,

称为津宫
。

小
学修亚以七年为原灵;lJ 儿童八一十三岁入学

,

小学主要的裸程是
、

“

六艺
”

— 礼
、

乐
、

退
”

的 日用之知栽技艺及当时所稠为人之道
。

十五一二十岁以后入大学
。

射
、

驭 (御 )
、

害
、

数
,

和
“

洒扫应对进

大学主要的裸程是
“

四教
”

—
“

夏秋教以

礼乐
,

客夏教以爵害
”

(
。

礼靓
,

王制 ,’)
。

此歼武术
、

舞蹈也是食族子弟必修的科 目
:

“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
,

春夏学干戈
,

秋冬学羽蒸
,

替于东序弓
’ ,

」

(教世子及士 : 都应

当按时举行
:

,

春夏的时候应教武技
,

·

学习如何使用干戈
;
秋冬的时侯应教歌舞

,

学习使

用堆羽和箭笛进行舞蹈 )
。 、

(
“

礼耙
,

文王世子
”

)
-

此外
,

食族子弟也注意到学龄前的幼儿教育
。 “

礼靓
,

内则 ”
靓载

:

’ “

择于藉母与可者
,

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惧而寡言着
,

使为子 师
,

其 次 为 慈

母 、 其次为保母
,

智母子室
,

他人无事不往
·

一子能食食
,

教以右手
,

能言
,

、

男唯女俞
;

(唯之声道
,

俞之声婉 ) 男蟹革
,

女攀森 (男以皮革为带
,

女以林为带 )
,

六年
,

教之
数与方名”

一 抚
.

,
、 ’

一
’

胎教亦为当时食族妇女所注意
。

”大戴礼 , 云 :

〕

食 “

周后娠成王于身
,

立而不伎 (举踵 )
,

坐而不差 (歪 ) 独处不据 (傲慢 )
,

虽怒

不晋 (属人 )
,

胎教之器也
。 ”

’

西周的女子教直是被歧祝的
,

按
“

礼靓
,

内期少的豁载
,

从
, “

能言
”
起男女所受的

教育无榆在靛活
、

服装等方面就各不相同
。

女子七岁起就不准与勇子同席和共食
,

十岁

起就以不出尸,为原具lJ, 如果不得已要出阴就一必楠蔽其面
” 。 ·

女不言外
” ,

妥子不准

敖家外事
,

完全变为男子的附属
_

品
, 一

么德容为教育的重点
,

培养
“

顺从尤进
,

的品德
。

妥
子佼有入学的权利

,

只是在家从母亲或保母学习些雄微烹碉等
“

女事
”

和宗 教 的 仪 节

等 , “

礼靓
,

内 lI]
”

豁载
:

·
“

女子十年不出
,

姆教婉娩 (柔顺 ) 听从
,

执麻桌
、

、

治释网
,

撤耗 粗 wlI (肪 概 帛

带 )
,

学女事
,

以共衣服
,

观于祭礼
,

钠酒浆
,

篷豆范酿 (祭物 ), 礼相助奥 (帮助祭奠

典礼 ) t,’
.

_

几千年来
“

女子无才便是德
’

卜 刹夺了女子受教育机会的传就
,

在中国奴隶社会的

教育中弓翘奠下了牢固的基础
。

一
按传就的靓载

,

周人撇承了前代的遣风
,

对
“

养老
”

和
“

视 学
”
也 很 重 砚

。 “

礼

豁 、
一

内 llJ
’ `

篇靓
:

“

有虞氏养国者于上岸
,

养庶孝于下岸
,

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
,

养庶老于西序 , 殷

吞养国老于右学
,

养庶老于左学
。

周人养国老于 东
’

胶 (大 学 )
,

荞庶老 于 真岸 (小

学 )

这种养老制度显然是氏族社会崇拜祖先及尊敬长老借以加强内部团拮的遗风
。

不只表示对考人的尊敬
,

树立
“

孝弟之道
”

以推系社会木心
,

巩固奴隶主的杭治
,

养者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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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利用老春作为学校教师
,

把他俏丰富的握脸传授拾学生
。

据
“

尚窖
,

’

大传
”
的犯

裁
-

一“

大夫七十致仕而返老
,

泊其乡里
。

大夫为父师
,

士为少师
。

新谷已人
,

、

余子替人
·

学
,

亘冬至四十五 日
,

始出学
。

土老平明坐于右塾
,

庶老坐于左塾
、
余子毕出

,

然后告

归
,

夕亦如之
。 ”

一

按传抚的靓载
,

周代还有
“

税学
”

制度
,

就是周天子和中央重要官具
,

每年四次
,

`

每一季一次
,

到学校砚察学校教育进行的情况
,

并亲 自进行静学工作
。

这也反映周朝就

治者对教育的重砚和对文化教育的严格就治的政策
。

西周劳动人民的教育 西周时代
“

学在官府
” ,

文化教育完全为食族所包办
。 “

周

道亲亲而爱私
” ,

、

贵族宗就以外的人
,

是很少有能够受到正式教育的机会
。

至于生产奴

隶的价值是非常低的
。

根 据
“

舀鼎
”

的靓载
,

在孝王时五名奴隶只抵得一匹 焉和 一 束

棘: 他佣虽然 lBJ 造了我国奴隶社会辉煌的文化
,

但是他俐根本没有受正式的教育机会
。

他们除了在生产劳动中和阶极斗争中获得一些实际知藏和技能之外
,

其他教育是得不到

的
。 ’

“

爵题
” ,

中的
“

国风 ” 就是周人的民歌
。

它反映 了一些当时被条lJ削
,

被压迫的劳

动人民的生活
、

劳动和斗争
,

同时也教育了当时劳动人早怎样更好地生 活
、

劳 动 和 斗

争
。

例如
,

气魏风
”
中的

“

伐檀
” 、 “

硕鼠
’匆
等篇就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强烈地

反抗和悄怒地择击就治者不劳而获
,

劳动者劳而不获的不合理现象
`

他们指出
:

“

不稼不稽
,

胡取禾三百崖兮
: ”

(就治者 自己不事耕种
,

为什么要掠取三百户田

庄那么多的收获呢 r )
·

“

不狩不猎
,

胡瞻尔庭有县级兮全
”

(杭治者自己又不去狩猎
,

`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狙肉悬挂在屋子里呢 ?
`

)

在
“

硕鼠
”

三章里
,

劳动人民更把扰治者比作
“

硕鼠
”

(即大老鼠 )
,

他侧偷吃了

劳动人民辛苦耕种的粮食
。

这正好表达了劳动人民中心的境慨和对就治者的蔑砚
。

他们

切齿地尾道
:

· “

硕鼠硕鼠
,

无食我黍
·

,!’ “ ” ,

“

硕鼠硕鼠
,

无食我麦
。二 … ”

“

硕鼠硕鼠
,

无食我苗
, · …

” 。

这些爵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刹削阶极的仇恨心理和充满了劳动人民弹烈的战斗性
。

他

们对旁动人民反抗青族压迫的斗争中无疑地是起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

它竹广泛地流传在

民简
,

是古代人民反抗膏族压迫的珍育教材
,

它们教育了广大人民革命的道理
,

培养他

仍斗争的意栽
。

“

国风
”

中也反映了一些我国劳动人民的妇女
,

如何与 男子一样参加了生产劳动并
且与男子户同游玩和 自由相恋

。

例如
: “

魏风
” :

`

“

十亩之简
” , ·

幽风
” : “

七月补

等篇叙述 了采桑妇女如何辛勤地劳动
:

“

十亩之简兮
,

桑者阴朋兮 (阴明
,

往来者 自得之貌 )
,

行与子还兮
。 ”

“

女执豁
一

(美丽 ) 筐
,

遵彼微行 (遵循那小径走 )
,

爱求桑桑
,

春 月迟迟
、

( 日长而

温暖 )
,

采案筛祁 (有爵多的人来采白篙以喂小蚕 )
,

女心伤悲
,

殆及公子同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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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风 漆梢

”
描棺了一攀男女在三月水边祭祀时耳格嬉雄的欢乐情境

,

“

渗与消方澳澳兮 (漆与消二水正在春日水解瀚漫的时节 )
,

士与 女 方乖莆 (采

菌 )
`

观乎 , ’
.

。

士日
: `

既且 (我巳理去过了 )
` 。 `

且 往 观 乎全梢 之

(具是广大而可乐 ) :
,

滩士与 女
,

伊 其 娜 样 的 )
’

相 键
,

赠 之
一

以 芍外莉

劳动妇女这种愉快的劳动与行动的自由
,

是与当时食族妇女的足不出户成为男子的

附属品
,

成了一个解明的对比
。

这些爵歌
,

反映了劳动妇女对
1

自由
`

劳动的要求
,

同时也

教育了我国广大妇女
,

如何更好地生活
、

劳动和斗争
。

总之
,

在商又周奴隶制社会时期
,

由于青铜器和奴隶劳动力等之广泛使用
,

促进了

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
,

文化教育也随着有 了显著的进展
。
在奴隶制社会中

,

教育权为奴隶

主蔚族所垄断
,

作为压迫奴隶
,

推拍奴隶主膏族就治的一种重要工具
。

先了镇压奴隶
,

侵

略外邦和团桔肯族内部
,

食族子弟特别重砚宗教教育和武术wll 棘
,

同时也学习一些渡
、

写
、

算的普通知栽
。

二

`

周人撇承并发展了商人的文化教育
,

特别在文学
、

艺术
、

天文学等方面有了很大的

成就
,

学校制度方面
,

根据传就的靓载
,

也有了显著的进展
。

周灭商后
, ’

由于社会握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

所以周初食族被迫对劳动人民作了一些

镶步 , 他们开始把道德从神权的艳对束搏中解脱出来
,

比较重 视
.

“

人 事
”

简 题
,

提 出
“

明德
” , “

保民
”

的政治观点
,

这对当时生产的恢复和嫉
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

这种

思想成为后来孔子所开 lBJ 的儒家派重要的政治
、

教育的理箫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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