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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的传统时代，学校教育更多承载文化背景的教育功能，当然这种文化背景对进入上层社会
而言，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技能、资格。
可以肯定，传统社会更多的生产生活技能和传统文化的教育是通过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来完成的。
近代进人工业化时代后，学校教育更多承载了真正进入社会的技能教育的功能，而文化背景教育在学
校教育中往往处于相对弱势，但文化背景教育更显多元的格局，其中社会（社区）教育、家庭教育中
的文化教育功能更是重要。
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教育可能更多要研究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以往我们较多关注少数民族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研究，对不同区域汉族民系的社会教育和家
庭教育差异研究的关注较少，如以前较少有人关注汉族屯堡人的教育和客家人的教育，这些年才有人
开始关注起来，但研究还浮于表面，很少有学者从人类学角度系统研究这些民系的教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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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湖广填四川”后，闽、粤、赣等地的客家人将客家文化播迁到四川。
300年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四川客家顽强地传承了自己的文化，从而创造了许多客家文化的奇迹。
从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看，客家文化的奇迹也是客家教育的奇迹。
客家传统文化在四川的传承和变迁中客家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也表现出客家教育的特色。
在四川移民社会中，素有“崇文重教”之称的客家人怎样培养、教育子女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
因此，四川客家教育研究不但有助于破解客家文化之谜，而且以区域文化方面具有典型性的客家人的
教育为研究对象，是进行区域教育研究的突破口，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客家教育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
。
　　本研究从“崇文重教”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探讨四川客家教育的族群性和区域性特色。
即从族群比较的角度，将四川的客家人与湖广人作比较，分析客家文化在与巴蜀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中
，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特色，四川客家教育所充当的角色及发挥的功能，突出客家教育的族群性特色
；通过区域比较，即在比较四川客家聚居区与客家散居区以及四川客家与闽、粤、赣客家的基础上，
初步分析出四川客家教育的地域性特色，揭示了四川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分析四川客家教育发展模
式与特色，从而勾画出四川客家的教育史轮廓。
　　全文共分六章，外加导言和结语，共有八大部分。
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导言部分主要包括研究范围的界定、选题原由、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及
研究意义等内容。
　　第一章四川客家文化。
分析了四川客家移民的比例与分布，探讨了四川移民文化“嫁接型”和“移植型”的两种类型，目的
是为了将四川的湖广人与客家人作比较，以突出四川客家文化特　　色，为客家教育的研究奠定基础
。
　　第二章四川客家人教育观及其影响。
论述了四川客家人教育观及其对客家生活诸方面的影响；客家教育观有两重性，即广泛的普及教育和
英才教育。
客家教育观体现出家族性、务实性、传统性等特点。
而客家人的婚姻观、职业观、居住环境观、社会民俗等方面体现出的客家教育观，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客家人“崇文重教”。
　　第三章四川客家人“耕读传家”。
介绍了外来移民与清代四川教育的复兴，指出以“耕读传家”自居的四川客家善耕又重读，体现出族
群性特点。
文章分析了四川客家从发富到发贵的发　　家史，指出客家移民在四川白手起家，坚持半耕半读或先
耕后读的生计模式，依靠佃耕或农商兼顾等方式逐渐发迹，并出现许多科举人才或文化世家，为四川
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四　　川客家耕读起家后多在第三代出现科举人才，与客家原乡相比，四川移民家族出现科举人才的
时间要早，表现出一定地域特色。
　　第四章四川客家移民文化认同教育。
四川客家移民强调文化认同教育具体表现在客家母语教育、移民史教育（家族史教育、祖籍教育和创
业教育）以及道德礼俗文化教育等方面。
四川客家恪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强化客家母语教育，以客家独特的《广东小儿歌
》等形式来突出客家母语教育和道德文化教育，而移民史教育突出表现在以《入川履历》和《张兴万
　　自传》为典型个案。
其目的是强化集体记忆，保持族群的文化认同。
四川客家移民强调文化认同教育是“崇文重教”的主要体现，因而“崇文重教”保证了客家文化的传
承。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四川客家“崇文重教”的历史重构>>

　　第五章四川客家祠堂与家族教育。
分析了四川客家祠堂、族田以及客家宗族办学背景及概况，指出由于客家宗族观念强，客家族学相对
要发达。
进而文章论述四川客家家族的助学、奖学活动及族学管理，其中以成都市郊龙潭乡范家祠办学为典型
个案。
客家宗族办学成为客家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社会活动，是族群性的表现。
但是，受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四川客家宗族办学又体现出地域性特征。
　　第六章是四川客家教育水平分析。
分析清代以来四川客家人才和私立学校状况来说明四川客家教育状况。
总体上四川客家教育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
清代移民人川有一个创业发展的过程，　　初期的客家正规教育十分落后，乾嘉以后四川客家教育才
开始起步，到近代客家教育才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客家名人相继涌现；这与清代以来四川教育发展的
轨迹一致。
就四川客家人才状况而　　言，与湖广人相比，尽管四川客家经济状况比不上四川的湖广人，但四川
客家人才比例不逊于湖广人；从私立学校发展看，与湖广人相比，四川客家人积极办学，私立学校的
比例和质量要高，四川客家体现出“崇文重教”的族群性特点；但是与客家原乡相比，四川客家教育
总体发展水平并不乐观，四川客家教育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崇文重教”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色
彩。
其原因有二：从经济因素看，四川家族组织的不发达和四川客家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等两大因素影
响下，导致四川族田的不发达；从环境的原因看，四川客家区的族群关系和当地民风状况导致四川客
家教育的区域差异。
　　结语部分总结了四川客家教育特色和存在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思考。
教育特色表现为充分挖掘教育资源，注重客家歌谣教育功能；客家教育主要集中于家庭教育、家族教
育以及社区教育，强　　调族群文化认同教育。
但是四川客家教育严重忽视女性教育；过分强调教育的群体归属功能；强调耕读的生计模式，形成“
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影响客家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又制约客家教　　育的整体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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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四川客家人的教育观及其影响　　一、四川客家人的教育观　　（一）客家教育观的两
级性　　文化的特性决定教育的特征，文化决定教育最关键的是文化价值的定向作用。
一切教育目的是保持文化价值，教育是按照文化价值培养文化成员的最佳途径。
任何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客　　家文化特色决定了其客家人的价值观。
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不同的教育观。
教育观中最核心的是教育价值观，即人们关于教育对人和社会的意义或作用的根本性看法和态度，它
包括个体教育观与　　社会教育观。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去培养的问题。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同的教育价值观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
客家教育多为私学教育，其教育目的有两级性，一　　是广泛的普及教育，满足家族子弟读书识字的
需要，重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家族内部的团结和秩序；二是英才教育的需要，即满足家族子弟
科举应试以入仕为目的，从而光宗耀祖。
普　　及教育关系到家族整体素质的提高，而科举教育关系到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
客家教育的两级性，决定了客家教育观的多元化。
　　1．强调“品行第一，功名第二”的教育观，注重思想道德教育　　出于普及教育的目的，客家
人强调“品行第一，功名第二”的教育观，十分注重思想道德教育。
功名与德行，两者都关系到家族的盛衰。
客家族谱强调，“读”不仅是为了功名，也是为了　　培养子弟的德行。
读书明理是主要目的。
读书不只是为了功名，更主要的是提高宗族的素质。
如吴氏认为“先贤垂训学问，弘以变化气质为先”。
①因为读书后，“秀敏者，固可以出身成名起　　家，光前裕后；朴拙者，亦可以变化气质，保身保
家”。
②胡氏强调“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所谓读书以明理也”。
③胡氏“务须读书，使知礼仪道德”。
④张氏则批评民间以各种借口不送子读书的短见：“人之不教其子孙者，不日吾家道贫寒，则日彼赋
性钝拙，不知送子读书一年所费无多，省杂用以图正业，则子孙贤明，安知异日无补益者乎。
如谓赋性钝拙，俗云‘久教无顽子”日渐月靡，自能通晓⋯⋯必当隆师重道，朝夕严督供应束惰，随
家之厚薄以尽其礼，则上焉者文章显达，因为士林之英豪；次焉者笔墨粗通，亦为人中之俊杰，读书
有何负于人哉。
”　　这些都表明客家送子读书目的首先在于教育子弟怎样做人，对于功名，虽然竭力鼓励，但并不
苛求。
因而对成绩好而品行陋劣的也给予惩罚。
如东山范氏规定：“品行陋劣，事迹败露者，学业　　虽然优，扣奖以示惩儆。
”②笔者在龙潭调查时，范家后代范学中先生谈到读书是为了提高素质，是为了懂规矩，而不只是为
了当官．冈为修身比做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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