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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是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社会教化研究著作，以问题的形式对中国
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进行深层次的多维透视，力图通过揭示中国社会教化的理论建构、实践运作及
其内在发展逻辑，以彰显中国“千秋教化”存在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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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书光，1962年11月生，1989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1998年晋升教授。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础教育改革与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已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教育哲学史》第四卷、《胡适教育思想究》、《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
理学教育思想与中国文化》、《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合著及参编著作有《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文化使命》、《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古代卷）等7部，发表论文60余篇。
专著及主要参编著作曾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特别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等奖项。
1997年获“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称号，2001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03年获“第四届教育
部高校青年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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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中国社会教化思想的历史建构与理论审视第一节 先秦多元教化思想的生成一、儒家教化
说二、墨家教化说三、法家教化说四、道家教化说第二节 教化权力之争与儒家教化思想主流地位的确
立一、教化权力之争及其嬗变：从“以法为教”到“无为而治”二、董仲舒与儒家主流教化思想的确
立三、“三教”融合与儒家教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第三节 儒家教化思想的学术旨趣及其特征一、道德
本性与儒家教化的人性论依据二、社会控制与儒家教化的伦理政治诉求三、多维辐射与儒家教化的组
织运行系统第二章 社会教化政策的价值导向第一节 社会教化政策和模式的奠定一、“独尊儒术”社
会教化政策的形成二、儒学社会教化模式的奠定第二节 社会教化政策的衍化与调适一、儒学式微及其
教化模式的衰败二、隋唐两代的统治策略及其社会教化政策三、宋辽金元的社会教化政策第三节 社会
教化政策的巩固与加强一、明中前期儒学统治地位的重建二、清朝崇儒重道的社会教化政策第三章 学
校：教化的本源第一节 “教化以学校为本”：官学与社会教化一、儒学的官学化与汉代学校制度的建
立二、知识与教化：唐代官学的双重功能三、宋代地方官学的繁荣与儒学的传播四、明清时期的地方
官学与基层社会教化第二节 社学与乡村社会教化一、“正风俗，扶世教”--社学的目的二、“导民向
善”--作为社学主办者的地方官三、道德教化--社学的教学活动四、社学与“化外”地区之教化第三
节 对乡俗教化的关注：书院的社会教化活动一、书院的官学化与大众化趋势二、书院与地方社会教化
第四章 家规族法、乡约与社会教化第一节 家规族法：面向族人的教化一、从家训到家规：宋、元以
前的家规族法二、族人的规训：明清时期的家规族法三、明清家规族法对妇女与儿童的教化四、关于
家规族法中教化权力的讨论第二节 乡约：面向乡民的教化一、宋代乡约：教化之儒的社会理想二、明
代乡约：官方教化权力的逐渐渗透三、清代乡约与基层社会教化第五章 社会教化的民间载体：日常读
物第一节 中国传统日常读物的演化及其特点⋯⋯第六章 通俗文学中的教化世界第七章 地方士绅的社
会教化理想与实践第八章 宗教与教化--以佛、道为中心的考察第九章 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嬗变主要参
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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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上可知明代社学一般设教读一人，由地方政府选任，如前面所讲，由学行俱佳的地方名儒、儒
学生员或者是已经取得功名的读书人担任。
对社学教读的选择是很慎重的，要“慎选通晓文理端方纯笃之士”以司教责，“选纯实稍知文理者为
教督”，而且要定期予以考核，合格者免其徭役。
清代对社师资格的规定也比较具体，如雍正初诏令“择生员学优行端者，补充社师”。
又乾隆《大埔县志》载：“择文行优长贡生、生员教课。
”同明代一样，有资格担任社师的基本都具有生员资格，可想而知，由这些饱受儒家教育、笃信儒学
义理的知识分子来担任乡村子弟的启蒙老师是再合适不过了。
　　明代社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的“六艺”，御制大诰和律令也是必学内容。
其他可由主办者自行选择。
因此，社学与儒学相比，教学内容可选择的空间较大，因此不像儒学那样整齐划一。
我们以广东黄佐在家乡实施的《泰泉乡礼》的乡校为例。
黄佐把社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六行、六事、六艺三项，其中六行为：孝、悌、谨、信、爱众、亲仁，主
要对儿童进行儒家道德伦理教育；六事指：洒、扫、应、对、进、退，着重对儿童进行良好日常生活
行为习惯的培养；六艺的目的则主要是对儿童进行礼、乐、射、御、书、数等基本技能的训练，社学
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分为早、午、晚学。
早学主要是“诵书”和“正句读”，所诵书《小学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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