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 国教育研究 9 9 14 年 第 5 期

论
“

和魂洋才
”
在 日本教育

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

张德伟
( 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 )

“

和魂洋才
”

是 日本在明治时期以来流行的一个 口号
.

它是日本推动教育现代化的

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

在明治时期直至战前的一段时期内
,

甚至于在战后的教育改革中

都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

正确理解
“

和魂洋才
”

的思想内含
,

以及恰当地认识它在

日本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

对于我们研究日本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推动其教

育的现代化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

一
、 “

和魂洋才
”

思想的提出及其历史背景

1
.

何谓
“
和魂洋才

”

所谓
“
和魂洋才

”

是指
“

东洋精神
,

西洋艺术
” ,

即日本的民族精神与西洋的科学技

术相结合
。

它既是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根本方针
,

又是在教育领域推行
“

文明开

化
”

政策的根本的指导思想
,

是为明治政府提出的
“

富国强兵
”

的总 目标服务的
.

“
和魂洋才

”

中的
“
和魂

”

和
“

洋才
”

是事物的两个方面
,

它们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

而不可分离
。

其宗 旨是在坚持日本固有的传统道德
、

民族精神的基础上
,

吸收西方近代

以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其所用
。

也就是保持其思想上
、

灵魂中的原有内核
,

而饰以物质

上
、

技术上的外壳
,

使两者都成为推动日本现代化的动力
.

令人惊奇的是
,

这种内外两

张皮的思想意识使 日本成功地走向了现代化轨道
。

若队若乌书慈书队书队篇冲
`

宇
`

书息谷么谷爪谷瓜谷厄谷厄公幼湃谷爪公切声翁厄釜爪谷厄书厄公幼声翻幼湃翁几宇猫匆砰书叭公幼湃书几釜厄釜厄宇
`

书几谷瓜谷几砰

际文化比较
” 、 “

外语研修
”

(包括英
、

法
、

德
、

西
、

汉
、

朝
、

泰
、

印尼语 )
、 “
国际业务适

应研修
” 、 “

国外生活
” 、 “

留学指南
” 、 “

赴外支社研修
”

等 7个种类的 49 门课程
,

并为全

体职工提供
“

各国市场环境
” 、 “

各国劳务
” 、 “

各国生活
”

等 13 个国际知识方面的录像带
、

书刊和资料
,

有意识地培养职工适应企业经营活动国际化的意识和能力
。

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
,

通过职业训练进行海外技术协作
,

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其

所急需的技术人才来促进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
,

可以说是技术协作的核心
。

日本职业训练领域的海外技术协作以往主要是进行如下一些业务
: ( 1) 对海外职业训练

中心的设置与运营给予指导和协作
; ( 2) 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行政官员

、

职业训练指导

员
、

高级技能工等职业训练领域中处于指导立场的人员的接纳研修
; ( 3) 对以提高亚太

地区的技能水平
,

扩大其雇佣为目的的机关— 亚太地 区技能开发计划 ( A P S D E )P 进行

协作
; (4 ) 推进以国际技能开发计划等为首的以民间为基础的技术协作等

。

今后除了进

一步充实如上一些措施之外
.

还将进一步完普适应这一要求的体制
,

包括
:
确保向职业

训练中心派遣的职业训练专家的数量和质量
;
实施能适应发展中国家多样化需求的职业

训练
;
确立政府对民间企业进行的职业训练领域的海外技术协作的援助体制等

。



“
和魂洋才

”

首先是 由幕末洋学家
、

开国论者佐久 间象 山提出的
。

他在 《省誓录 》 中

提出了
“

东洋道德
,

西洋艺术
”

的 口号
。

另外
,

他在这样一首汉诗中也表明了此种思想
:

“

东洋道德西洋艺
,

匡廓相依完圈模
,

大地周围一万里
,

还须缺得半隅无
” 。

佐久间象山

认为精神是东洋的好
,

艺或艺术即科学技术是西洋的好
。

因此
,

他对和汉之学持批判态

度
,

对洋学倍加推崇
。

他曾指出
: “

方今之世
,

仅以和汉之学识
,

远为不足
,

非有总括五

大洲之大经纶不可
。

全世界之形势
,

自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大陆
、

哥白尼提出地动

说
、

牛顿阐明重 力引力之实理等三大发 明以来
,

万般学术皆得其根底
,

毫无虚诞之处
,

尽

皆踏踏实实
。

欧罗巴
、

亚美利加诸洲逐渐改变面貌
,

及至蒸汽船
、

电磁体
、

电报机等之

创制
,

实属巧夺造化之工
,

情况变得惊人
。 ” ①

作为一个洋学家
,

佐久间象山虽然推崇洋学
,

但是在儒学方面
,

他采取朱子学
,

尊

崇其为
“

圣学
” ,

把它作为世界观的基础
。

他强调宋儒的穷理— 合理主义实际上正是在

洋学中所实行的
,

认为洋学对圣学是有补益的
。

对此
,

他这样指出
: “

近年西洋所发明许

多学术
,

要皆实理
,

抵足以资吾圣学
” , ③ “

余则专承当程朱之规
,

以穷天地万物之理
,

为

斯学起手
。

汉人所未穷知
,

则以欧罗巴之说补之
” 。 ③总之

,

佐久间象山从
“
只以汉土之学

则无道德义理之研究
” ④的观点出发

,

主张
“

东洋道德
,

西洋艺术
,

精粗不遗
,

表理兼该
,

因以泽民物
,

报国恩
,

五乐也
” 。

⑤ 他的这种思想充分反映了洋学家们东西合璧的学问观
。

另外
,

针对佐久间象 山提出的
“

东洋道德
,

西洋艺术
”

的口号
,

桥本左内也提出了

大体同样观点的主张
.

即
: “

器械艺术取于彼
,

仁义忠孝存于我
” 。

④由此不难看出
,

桥本

左 内仍然是把儒家思想的
“
仁义之道

,

忠孝之教
”

看作为根基
,

而吸收西洋
“

器技之工
、

艺术之精
”

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
。

2
. “
和魂洋才

”
思想提 出的历史背景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
。

从一千多年以前
,

日本就开始大量吸收包括政治经济

制度
、

文教制度
、

法律
、

宗教
·、

文学等在 内的中国古代文化
·

并努力使之 日本化
。

特别

是对 中国儒家思想的吸收具有重大意叉
。

在吸收
、

消化过程中
,

逐步把以伦理道德为中

心的儒家思想置于 日本封建政治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
。

这就是所谓
“
和魂

” ,

即
“

东洋道

德
”
的全部内含

。

在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并与其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基础 上
,

日本在大化 改新后到幕府时

期
,

逐步形成 了巩固的封建统治
,

但是在 18 世纪以后
,

幕府封建统治开始快速衰落
,

幕

府则采取各种强压政策维护 自己
,

的统治体制
,

同时还把朱子学作为其思想统治的工具
。

在

这种形势下
, “
西势东侵

”
是促 使日本洋学兴起

,

最终导致开国的直接原因
。

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欧各国
; 庄人文和 自然科学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

近代科学的运用
,

使

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有丫 长足发展
。

借助于先进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强盛起来的

西班牙
、

葡萄牙
、

英国
、

法 国等纷纷对外进行文化侵略
、

扩大贸易和拓展殖民地
。

在这

种背景下旧 本开始直接接
`蚀

.

西方文化
。

以 1 5 4 3年三名葡萄牙人漂至萨南种子岛为契机
,

欧洲传教士涌至 日本传播
二

尺主教
,

进而带入了包括思想
、

伦理
、

教育
、

科技
、

文学
、

艺

术等广泛内容的学问
。

在尸无基础上
,

日本 在 18 世纪中叶兴起了
`

通过荷兰语学习和研究西

(D ⑧③①⑥ 〔日〕 永田 广
⑤ 《省丹录公

, 《象山全集
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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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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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学问— 兰学
。

兰学的兴起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文化锁国的状态
,

为

幕末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和 18 5 3 年
、

1 8 5 4年培理两次来航
,

要求开国对 日本朝野震动

很大
。

幕落政权出于军事技术近代化和
“

殖产兴业
”

的需要
,

开始扶植洋学
。

一些具有

危机意识和兰学基础的知识分子
,

从救国救民的目的出发
,

重视对以西方军事科学为中

心包括 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在内的西方科学的研究
,

并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

这

样
,

洋学得以发展
。

深受儒学熏陶的洋学家们从富国强兵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洋学吸取论
。

这种理论观点

大体有三种
:

( l) 只承认地理学和军事技术等在对外政策上
、

国防上不可缺少的方面
,

排

斥洋学的
“

穷理
”

的最低限度派
; 、

(2 ) 在认识自然的领域
,

也承认洋学的
“

穷理
” ,

但在

哲 学
、

认识论领域则认为应采取东方的传统观念即儒学
; (3 ) 认为应该以洋学的

“

穷

理
”

来代替以往的自然哲学
,

这样在认识论领域也应尽可能地吸收西方 自然科学的成果
。

其中
,

以佐久间象山为典型代表的第 (幻 种立场明显地带有折衷的性质
`

综上所述
,

佐久间象山是在幕府统治走向衰微
,

西方列强染指 日本的迫切形势下
,

在

继承传统的儒学和研习兰学
、

洋学的基础上
,

提出了
“
和魂洋才

”
思想

,

试图将朱子学

的道德伦理思想和西方科技溶为丫体
,

用西洋之长补东洋之短
,

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 目

的
。

二
、

明治时期
“

和魂洋才
” `

的发展与教育改革

明治维新时期
,

明治政府把
’ “
和魂洋才

”

作为维新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

以此为

指导
,

大量移植可操作性的西方各种制度
,

而在实质性内容方面则坚持固有传统
。

这一

点在国民教化和学校教育中则表现为
:

在精神上
,

排斥欧美近代文明成果的合理主义思

想
,

而承袭非合理的 日本前近代的汉学和国学
;

在教育制度上
,

逐渐明显地表现出欧化

主义色彩
,

而教育 目的
、

内容仍然维护
“

东洋道德
” 。

气

1
.

关于 国民教化和道德教育的论争
-

明治初期
,

为了加强国民的道德教育
,

制定和推行 了
“
采西邦之科学知识

,

以造于

封建武士之精神
”

的
“ 和魂洋才

”

的教化方针
。

为此
,

政府采取了扶持神道教
,

排斥佛

教
,

压制基督教的措施
。

1 8 7 0年 1 月发布大教宣布诏书
,

规定 由宣教使在全国宣布惟神

大道
,

把神道定为国教
。

1 8 7 2 年 3 月新设的教部省颁布
“

三条教宪
” :

一
、

体察敬神爱国

之旨
; 二

、

明确天理人道
; 三

、

奉戴皇上遵守朝旨
,

令神官和僧侣广为说教
。

这三条教

宪的基本精神是神道的
,

而且国家性色彩也十分浓厚
。

它明确了道德教化的内容
。

从明治初期至中期
,

在教育思想领域
,

围绕道德教育问题展开了是
“
文明开化

”
还

是坚持日本传统的论争
,

最后以夭皇颁布 《教育救语 》 宣告论争结束
。

明治初年
,

在
“
王政复古

”

思想指导下
,

教育界出现了复
几

古思潮
。

国学派坚决主张

教育要坚持
“

惟神之道
” 。

就连维新变革的重要领导人岩仓具视起初也主张
:

全国大中小

学要以
“

彝伦之道为根基
” , “

彝伦之道明则凡百学问技艺始兴
” 。
不久

,

随着政府的政策

转到
“

文明开化
”

的方针上来
,

一些启蒙思想家和洋学家站在
“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

的

立场上提 出了自己的德育观
。

如福泽谕吉主张依靠宗教实现
“

自主独立的德育
”

即忠孝
·

1 0
·



教育
;
加藤弘之从反对恢复儒教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出发

,

主张按照神
、

佛
、

耶
、

儒

四种宗教教育建立修身科
;
森有礼从批判孔孟之教的迂腐性出发

,

主张以近代社会的伦

理为基础建立德育的根基
,

把忠君爱国精神作为国家富强的基础
。

与此同时
,

一些保守

派从维护传统道德的立场出发
,

或批判
· “

文明开化
” ,

或主张
“

东西调和
” 。

如元田永孚

始终坚持儒教德育观
,

主张以仁义忠孝的孔子之教树立国教的基础
; 西村茂树采取折衷

观点
,

主张
“
以儒教为本邦道德之基础

” ,

以西洋哲学为参考
,

企图对东
、

西思想加以综

Z、

口
0

1 8 7 9 年 9 月颁布元田永孚起草的 《教学大旨》
,

导致了保守派与开明派的正面冲突
。

多教学大旨 》 的中心内容是
:

文明开化导致不少人
“

品行败坏
,

伤风败俗
” ,

而失去 日本

的传统
,

强调教育应
“
本祖宗之训典

,

阐明仁义忠孝
。

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
” 。

对此
,

伊

藤博文写了 《教育议 》
,

对元 田的儒教国教观作了批判
。

接着
,

元 田又写了 《教育议附

议 》 ,

着重强调按照祖宗遗训建立国教的重要性
。

由于在德育理论上出现了各种思想纷争的局面
,

使文部省一时难以确定德育方针
,

在

实践上
,

德育处于完全被忽视的地位
。

在这种情况下
,

明治夭皇站在维护封建道德的立

场上
,

于 1 8 9 0 年 10 月 30 日签发了由元田永孚等人制定的 《教育救语 》
。

《教育救语 》 统

篇贯穿着忠君思想
,

把天皇看作是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的化身
,

同时认为儒家道德是

“ 国体之精华
” 、 “

教育之渊源
” 。

它把儒教的忠孝仁义等思想和
“

博爱
” 、 “

启发智能
” 、

“
重国宪遵国法

”

等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以及
“
一旦危急

,

则义勇奉公
,

以扶翼

夭壤无穷之皇运
”

的军国主义
、

国家主义的伦理结合了起来
。

从中不难看出和 《 洋结合

的性质
,

体现了
“
和魂洋才

”
思想

。

2
.

日本独特的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确立
·

明治初期的学校教育仍然沿袭幕末以来
“

东洋道德
,

西洋艺术
”

的方针
。

这主要表

现在
“

在高等教育上
,

恢复儒学
、

国学
、

洋学教育机构
;
在中小学教育上

,

设立了新式

中小学校
,

但教学内容是传统性的
;
制定了保守的学制

。

明治初期的高等教育表现出的是复古倾向
。

1 8 6 8 年恢复了以儒学教育为朝廷培养人

才的学 习院和原幕府开办的医学所
、

昌平学校
、

开成所等洋学教育机构
,

同时又在京都

新设了皇学所和汉学所
。

18 6 8年 12 月制定的 《皇学所规则 》 规定的方针是
“

辨国体正名

分
” , “

汉土西洋之学共为皇道之羽翼
” 。

从中不难看出
,

明治政府以皇道主义为原则
,

吸

取东西方文明的态度
。

明治初期儒学
、

国学
、

洋学三种高等教育机构并存的局面是当时

坚持
“ 和魂洋才

”
思想的反映

。

与高等教育的复古倾向相对照
,

在初 中等教育方面则开办了新式的中小学
。

维新伊

始
,

率先开设小学校的是京都
,

其次是东京府
。

从 18 6 9年 5 月到 18 7 0 年 6 月
,

一

在京都

和东京共开设了 70 所小学
。

此后
,

各府藩县也纷纷设立小学校
。

1 8 7 0 年 8 月以后
,

东京

府和京都府开始设立中学
。

从形式上看
,

明治初期的小学是以新方式对江户时代的寺子

屋和私塾进行的改组
。

但其教学内容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先前的传统
,

如初创时的京都小

学就设有
“
心学道话

”
一科

。

维新伊始
,

新政府在制定学制方面体现了坚持
“
和魂洋才

”
思想

。

明治政府成立后
,

即 由玉松操等国学家制定了非常保守的复古色彩浓厚的学舍制
,

但未实施
。

1 8 6 9 年又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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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箕作麟祥等洋学者和皇学所
、

汉学所人员制定出 《学校规则 》
。

它指 明了尊皇道辩国体为

学者之先务的教育理想
,

同时为推行
“

求知识于世界
,

以振皇基
”

的现代化
,

又规定要

摄取
“

西洋之格物穷理开化 日新之学
” 。

1 8 7 。 年 2 月又推出森有礼
、

加藤弘之等制定的

《大学规则及中小学规则 》
。 “

规则
”

的根本精神仍沿袭
“
学则

”

精神
,

但删去了其中的皇

道主义内容
;
在大学的学科上

,

取消过去按国别分类即国学
、

汉学
、

洋学的编制方式
,

采

取教科
、

法科
、

理科
、

医科
、

文科五分科结构
;
对中小学的入学

、

结业
、

学科等也作了

规定
。 “

规则
”

所规定的教育制度是模仿欧美国家的
,

但 内容却是沿袭 日本传统的
,

如教

科
、

法科
、

文科的必读书目列举的是古事记
、

日本记
、

万叶集
、

孝经
、

论语
、

中庸
、

诗

经
、

书经
、

礼记等国学和汉学的基本文献
。

这种新旧结合仍然是继承幕末以来
“

东洋道

德
,

西洋艺术
” 、 “

器械艺术取于彼
,

仁义忠孝存于我
”

的制度和精神相分离的方针所使

然
。

1 8 7 1年以后
,

随着政府的政策正式转到
“

文明开化
”

轨道上来
,

日本的学校教育制

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

这种变化是由西化到 日本化的过程
,

从中也反映出了
“
和魂洋才

”
思

想
。

1 8 7 1 年 7 月文部省成立后
,

即着手制定学制
。

翌年 6 月提出了主要按照法国模式制

定的 《学制 》 草案
,

8 月 3 日正式公布
。

同时颁布的太政官布告表明了学制的指导思想
,

即
:

①功利主义的学校 目的论
; ②平等主义的教育原则 ; ③实学主义的学何观 ; ④学校

费用由受益者负担
。

按照 《学制 》 和太政官布告精神实施的教育有如下特点
:

①在学校

设置上
,

采取法国的学区制
; ②在教育行政管理上

,

采取法国的督学制
; ③教学内容和

教学法则主要参考和学 自美国
,

等
。

《学制 》 的基本精神是非常进步的
,

但是实行的八年

实践表 明严重脱离 日本当时的实际情况
,

故而被 《教育令 》 所取代了
。

1 8 7 9年效仿美国

的教育制度制定 了自由主义的 《教育令 》
,

目的在于消除 《学制 》 的强制性 弊端
,

适应地

方 自治和尊重 自由的时势
,

大力振兴教育
。

可是 《教育令 》 也不适合日本的情况
,

实施

过程中出现了入学率降低
、

学校数几无增加等倒退现象
,

所以后来又被 《学校令 》 代替

了
。

1 8 8 6 年公布了森有礼参考德国模式制定的 《学校令 》
。

森有礼强调以忠君爱国思想教

育学生
。

《学校令 》 体现了他的
“
国体教育主义

”
思想

。

可以说
,

《学校令 》 是森有礼在

坚待
`
和魂洋才

”
基础上对 《学制 》 以来的教育理念进行反省的结果

,

它的制定和实行

使 日本的教育走向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

三
、 “

和魂洋才
”

与战后教育改革

、铂前所述
, “
和魂洋才

”

是由幕末著名洋学家佐久间象山提出的
。

它作为建国的指导

方针和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

对明治时期确立近代教育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

同时

还应看到
,

这一思想为军国主义分子所利用
,

成了促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武器
。

因

而可以说
, “
和魂洋才

”
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

但是它作为一种思想对战后的教育改革也有

一定的影响
,

不过 由于战后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这种影响的表现形式也随之发生

着变化
。

在此 仅就几个侧面加以分析
。

首先
,

关于个性 教育问题
。

尊重个性的教育是战后教育的重点之一
。

《教育基本法 》

指 出
: “

我们期望培养注重个人尊严并追求真理和爱好和平的人才
,

同时还必须彻底普及

乍扮在培养 既有 普遍性 又有富于个性的文化教育
” 。

从中不难看出
,

这里强凋的个性是在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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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性的基础之上的
。

这一原理既吸收了美国提倡的个性自由思想
,

又融进了 日本传统的

集团观念
。

重视个性的原则同样也是第三次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原则
,

把个人的尊严和
.

尊重个性
、

自由作为今后教育的基础
。

这里所讲的个人
、

个性
、

自由等包含着东西方个

性自由观融合的
“

和魂洋才
”
思想

。

正如临教审所指出的
: “

所谓个性
,

不仅指每个人的

个性
,

而且也意味着每个家庭
、

学校
、

社区
、

企业
、

国家
、

文化以及时代的个性
。 ·

~ …

只有真正地认识自我的个性
,

培养和发展它
,

并做到尽职尽责
,

才能更好地尊重他人的

个性
,

发挥他人的个性
。 ” “

自由的含义根本不同于放纵
、

不负责任
、

无纪律
、

无秩序
。

自

由是和认识 自己的责任重大同时并存的
; 生活在自由选择增多的社会里的人们

,

一面享

受着自由
,

一面又必然为自由尽自己的义务
。

因此
,

个人的尊严
、

尊重个性
、

自由
、

自

律
、

尽职尽责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 ”

临教审更明确指出
: “

有个性的个
,

入团结起

来就构成 了有生气的集体
。 ”

看来
,

日本的个性教育是个性— 集体
、

自由— 尽职责自

教育
。

其次
,

关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

这与
“
和魂洋才

”

思

想也有着深层的关系
。

战前
,

日本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政 治体制
,

教育行政上也
一

贯

穿着强烈的救令主义色彩
。

这既是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结果
,

又是为了维护天呈制 的

需要
。

战后
,

美国的分权制思想对日本影响很大
。

美国教育使节团曾建议 日本实行地方

分权制教育行政体制
。

根据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建议和教育基本法的精神
,

1 9 4 8 年 7 月公

布了 《教育委员会法 》
。

根据该法
,

大大加强了地方教委的权限
。

19 4 9 年 5 月又公 布 了

《文部省设置法 》
。

根据这 一法律
,

把文部省原来的监督统治机关的性质变为了服务扫
。

关

的性质
。

这样
,

就确立了地方分权的教育行政体制
。

但是 50 年代以后
,

随着日本被绍矛束

占领而独立
,

其教育行政体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

1 9 5 6 年废除了教育委员会法
,

制定了

《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经营法 》
,

改变地方教委的公选制为任命制
。

同时又多次修琳二了

文部省设置法
,

加强文部省的权限
。

这样
,

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扣结

合的教育行政体制
。

这一体制的确立
,

不单是制度上的变革
,

而又是观念上的变革
,

是

受美国的影响
,

坚持教育上的民民主义和法制主义
,

同时又想继续维护长期以来中吠卜集

权主义的传统
,

受东西两种文化影响的结果
。

在基本事务上
,

文部省是援助
、

服务机三延
,

地方教委有较大权力
,

而在决定教育内容等方面
,

文部省具有很大权力
。

因此不能不 i兑
,

确立这种体制的思想根源是
“
和魂洋才

” 。

在第三次教育改革中
.

文部省仍然指出
“

加强

教育上的地方分权
” ,

但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结合的根本性质至今没变
。

第三
,

战后道德教育领域 中的
“
和魂洋才

”

思想
。

战后初期
,

根据美国占领军醒 J教

育政策
,

日本政府对有关德育内容进行了改革
。

1 9 4 5 年 10 月 21 日
,

占领军总部对 任 本

政府发布了
“
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

”

的指令
。

同年 12 月 15 日和 31 日又分别发布
: 了

关于
“

废除政府对国家神道和神社神道的保证
、

支援
、

保全
、

监督和推广
”
及关于 “ 停

止修身
、

日本历史和地理课程
”
两项指令

。

根据这些指令
,

文部省删除了教科书和洲 :材

中的反动内容
,

停止了修身
、

日本历史和地理三 门课程
; 从学校中清除了神道教育月1有

关的仪式
、

设施 ;
为振兴公民教育

,

鼓励讲授 与议会政治
、

国际和平
、

个人的权威 及 集

会
、

言论
、

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的思想相符 合的观点
。

因而
,

在战后初期的一段时明 内
,

没有德育课
,

在其他科目中灌输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观念
。

但是
,

在 1 9 5 8 年的裸程



改革中又特设了德育时间
。

在德育内容方面
,

强调既坚持西方的民主主义又要维护 日本

的传统
。

这一点在 吠所期望的人 》 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

1 9 6 6年 10 月中教审发表的 《所

期望的人 》
,

可以说是对德育思想的总概括
,

体现了
“
和魂洋才

”
思想

。

它指出
:

培养所

期望的人有三个要求
,

即提高人性
,

开发人的能力
; 面向世界的日本人

;
确立民主主义

。

它还要求 日本人
:

(1 ) 作为个人要讲 自由
,

负责任
; 发展个性

;
具有坚强的意志

,

做有

出息的
、

有勇气的人
;
养成宗教情操

,

对生命根源具有敬畏之念
。

( 2) 作为家庭成员要

讲亲情
,

有爱心
。

( 3) 作为社会成员
,

要协调合作
,

热心工作
;
遵守法制

,

尊重社会规

范
,

树立公德心
,

等等
。

( 4) 作为国民
,

要具有纯正的爱国心
;
虔敬天皇

;
发展勤劳苦

千等优秀的国民性
。

《所期望的人 》所表达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
,

是战后民主

教育的反动
。

对此
,

我们要有明确的认识
.

小

综上所述
, “
和魂洋才

”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
`
对 日本在明治时期及战后吸收西方先进

的科学技术
、

制度
,

从而振兴国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

但是在确定
“
和魂

”

的思想

内容上
,

无论是战前把
“

神授土地
” 思想作为日本精神的核心

,

把天皇视为全部道德的

化身
,

还是战后强调 民族主义的爱国心教育
,

如
“
对天皇的敬爱之念

,

说到底是与对日

本国的敬爱之念相通的
”
云云

,

都是狭隘的国家主义
、

民族主义的表现
。

以此为核心进

行德育势必会对青少年及广大国民带来极坏的影响
。

所以说
,

只有恰当地确定本民族的

思想支柱
,

维护精神上的自主性
,

才是正确的选择
.

从
“
和魂洋才

”
的积极性和阶级局限性两方面去认识它

,

是正确的
、

有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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