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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文集主要收录吴鼎昌自1925年至l943年的有关论说、演讲、通讯、翻译、信函、诗词、档案及
著作等资料。

 二、编者对收入文集的资料进行分类，按发表或出版的时间顺序编排。

三、收入文集的资料采用原标题，但目录中对演讲类资料的标题作了简化，使用主标题而略去了附标
题，在正文中保留了原样。

四、关于文字，原文中的繁体字、异体字一般转化为简体字，但少数繁体字、异体字因没有适当对应
的简体字，故保留原样；原文中也存在一些文字错误或语句不通畅，但未作改动；原文中少数模糊不
清无法辨认的文字用口代替。

五、关于标点，一般依照原著，编者只对个别不准确之处作了必要修改；原著中没有标点的，编者补
加了标点。

六、由于受历史的局限，文集中的一些观点及用词难免有不妥之处，但为保持资料的真实性，编者仍
一悉其旧，没有作任何删除或改动，敬请读者加以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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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不同--前者是施之于成年的教育，后者是施之于孩童的教育，因为教育对象
不同，所以课本及教授法也应该两样，但据本人出巡各路时视察结果，情形并不如此--各地民众学校
学生孩童多，成年少，课本也因中央颁行的课本未到，而暂用小学课本，生字很多而文意过浅，不适
于成年人用，因为成年人教育程度虽低，而普通知识已有，要他们来同孩童受同样教育，他们当然不
会感觉兴趣。
所以出巡归来，即由省府另行编订民众学校课本，内容特别注重贵州环境及现状，不以识字为目的，
而以嘹解为前提，所以全书生字很少--仅五百字，至于教学方法，也通令各校更改--就是课本与故事
并重--每一节内二十分钟讲课本，四十分钟讲故事，这种教学法有两种好处，第一、可以引起兴趣，
第二、学生虽因特殊原因，中间有一二次不能来上班，也无大碍。
　　关于民众教育之普及，除增设民众学校外，更辅以广播教育，但贵州情形不同，外县装设收音机
，困难很多。
所以又购置巡回施教车，以代收音机。
以上是关于民众教育的设施，就现状说，全省约有学生三十万人。
　　义务教育注重在增添短小，以减少失学之学龄儿童。
本省短期小学在二十七年度全省计共九百所，内中计省款办者八百五十七所，县款办者四十三所，本
年内将妥筹经费，增设校数，计划要办足一千所。
　　本省的中等教育，一般讲来不如其他省份，亟有加以整饬的必要，整饬的首要在检定及训练合格
师资。
此外因本省交通不便，政府耳目难周，所以设了三十个视导员，时常视察各校，督导改进。
　　大学及专门人材之培养，在本省也是极需要的，过去由于经费及人材关系，本省在大学教育方面
的设施很少，抗战发生后，除大夏大学迁筑外，教育部并首先在本省设立了国立贵阳医学院，继而交
通大学工程学院也移来本省，此外附近各临省也都有战区移来的大学。
在这种情形之下，本省应特别注重造就人大学的人材，多予本省优秀青年以上大学的机会，具体方法
有二：　　甲、设公费生每年设十个名额、每名年予四百元的公费，作为升人大学的费用。
公费生以考试方法遴选，但每年会考名列第一二的可以免费作为公费生。
　　乙、贷费生这是帮助有志而无力升学之青年的一种办法，名额二百名，每年贷予二百元至三百元
之数，毕业后分期缴还，贷费生所入学校及所习科目，都要由省府指定，以造就本省需要的专门人材
为原则。
　　以上所报告为属于学校教育方面的，但本省土著同胞很多，理论上，他们应该享受一般平等的教
育机会，而事实上由于交通历史及习惯上的原因，他们普通言语犹且不通，怎么能受普通的教育？
因此，本省又立了一个“方言讲习所”，作为辅助的教育机会。
　　方言讲习所设立的意义，除传授土著同胞以普通言语，以使其有享受同样教育的机会外，还有两
个重要的意义，第一是传布政令，土著同胞中很少通普通语言的，即使有少数通普通语言的，又未必
都是优秀分子，不免有误传政令，朦蔽人民的事情，所以政府先设法推广普通语言于土著同胞，使他
们都能嘹解普通语言，以利政令推行；第二是执行政令，本省各界很少能说土著方言的，这在执行政
令上常感到许多不便，各国在言语不同的地方，都是先使执行者学习那地方的方言，而后再去施政布
教，在本省的许多外国传教士，也是先学土著方言，然后再去传教，所以他们成功快而且收效大，本
省设立方言讲习所也是这意思--不仅传习土著以普通言语，更要使政教工作人员学习土著方言，卫生
常识等，以便深入内地去执行政令，改善土著同胞的生活，附带着也打破了以说土著方言为耻辱的偏
见，将来还想把土著方言列入中学教程，以便造就地方服务人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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